
為古籍找尋現代的家
捐贈人是一直致力開發並出版《四庫全書電子版》

及《四庫》電子文庫的余志明先生和他太太。捐贈
的書刊則購自本地經營老舊文獻書刊50年的黃志清
先生。黃先生1961年創立「匯文閣」，1980年改名

「古佚小說會」，主要服務海內外高校和文化界的學
人。哈佛、東京大學等世界級漢學研究中心都曾是
他的重要客戶。

「這次捐贈的書單，我聽說了1年多了。直到圖
書館計劃買書，見到了這個書單的時候，我發現上
面每一本都是好書，結果每一本都想買。」但經費
緊張，景教授只能望洋興嘆。後來通過同館的同事
認識了黃志清先生本人，偶爾約來圖書館聊聊天、
喝喝茶，景教授還常常問起那批書的下落。「只要
聽說書還留在香港，我就很安心。」景祥祜教授知
道，早在十幾年前，就有其他本地以及海外高校向
黃先生打聽過書目，一旦找到合適的買家，這批書
刊將很快被出售。「但我還是覺得我有機會。」

有天，景教授終於忍不住了，提出要親眼看一看
那些書。書刊被放置在跑馬地的一個私人單位，一
進門的情景讓景教授嚇了一跳，「從天花板到地
上，全部都是書。沒有冷氣，也沒有經過編錄，要
找甚麼書根本找不出來。我當時就 急了，這些書
一定要去搶救。結果沒想到余先生出現了。」

民國時期的紙張生產，因受到工業化的影響，加
入了很多酸性的化學物質導致紙張更易脆裂。怎樣
用現代化的手法呈現給讀者？古籍怎樣數碼化？

「那種紙張，用熱光一掃就脆掉了。除了數碼化，
還要考慮平台上的服務，搜索目錄也要靠人手輸
入。」景教授為了這次的受贈，起了一個非常文藝
的名字，「為古籍找一個現代的家」，但這只是個
開始。

「古籍修復不是我們小小一個圖書館能做到的。」
景教授說，「我們和內地的兄弟大學進行合作分
工，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
他們都有古籍部。每年我們都會交流一次。」另一
邊，城大圖書館自己的編務組8位同事，也都抱
喜悅的心情迎接這個「禮物」，「古籍牽動 我們
的文化使命。我們現在幫韓國國家圖書館的的漢籍

做120萬條書目資料，我在想，連韓國人的古籍我
們都能編，為什麼自己文化的不能編？」

空間的功能轉型
古籍的存放對大學圖書館也是考驗。城市大學在

沙田有達2千800平米的閉架式書庫，而在未來香港
政府將在荃灣為本地8間大學圖書建立聯合典藏書
庫，可放入多達580多萬冊罕用書，「到時候沙田
的閉架書庫就成為文庫。」所謂文庫，景教授還做
了特別的解釋，「文庫在日本很流行。通常是某位
大收藏家過身後，會將藏書捐給研究機構，按照人
名歸類資料，就像街道一樣分為一個一個的block。
這次受贈的書可以做我們的第一個文庫。」

而未來大學圖書館的功能，景教授在言談中已經
表明了變化，將靜態的資源提供地轉型為學習共享
空間。「學生人數會越來越多，每年我們還要不斷
有新書進來，校內圖書館空間局限，相應也會影響
學生們之間的互動和交流。除了今後在電子圖書這
方面推進，還 眼於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為
此，幾年前，城大圖書館逐步在空間的硬件和資源
的軟件上同時改造。硬件上，將入口處的前台改為
多媒體展覽區，建立有關音樂和藝術活動的迷你戲
院，而學生小組討論室則配置齊全的投影設備等。
在軟件上，圖書館設計並開展了課堂外學習的項
目，有效利用圖書館內資源，並與校內外教學部門
和文化教育機構合作。2009年有和古建築有關的

「中國古橋建築」文化專題，2010年則介紹粵劇。
來自台灣的景教授在2004年加入城大前，曾在台

灣的逢甲大學圖書館先後擔任副館長、館長共6
年，但沒有人會想到，他之前在美國拿的是經濟學
博士。「所以，圖書館的學問我還在學。但我得到
的快樂不是教會學生不懂的東西，我一直有興趣的
是如何彌補人在信息截取上的障礙。」他的情感也
頗為細膩，那些書單上的手寫字、那些古籍背後的
故事，都令他誠惶誠恐，又溫暖踏實。

今年圖書館設計的「中國書法與經典文學」系列
活動頗令他驕傲，手寫連心，他看到放下功利心進
來感受和體驗中國書法的孩子們，手寫連心，是怎
樣的沉醉在對中國傳統文字中樂而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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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長治

作者林長治對於海味乾貨類的食材了解甚深，特別

是魚翅一項，堪稱專家，其他高貴食材如鮑魚、海

參、花膠、鹹魚等也曾深入研究，還請來業界高手分

享各款海味的揀選和處理提示，令讀者可以輕鬆處

理，炮製美味菜式。

作者：司徒秀雯

籌備婚禮是甜蜜難忘的回憶，也是最

艱巨的考驗。本書作者是格價天后，她

以親身經歷，教你只花7萬多元就夠打

造一個美滿的婚禮，其中付5千多元一

席即能在尖沙咀享有維港全海景婚宴。

她還搜羅全城婚

嫁商家情報，為

你製圖列表一目

了然！單是一張

兄弟姊妹「包無

甩漏」分工表，

便已值回書價。

這是一本特別為

新人而寫的婚禮

全攻略手冊，讓

大家「娶得開

心 ， 嫁 得 窩

心」。

作者：鄭會圻

調解可以解

決由家庭到社

區，以至高層

次 的 商 業 糾

紛。本書作者

總結多年來調

解 工 作 的 經

驗，以香港本

地發生的糾紛

衝突為案例，

說明怎樣應用

各種談判技巧

去解決糾紛。

讀了這本書，

每個人都能學懂更多的解決問題的方

法，在工作和生活上創造和諧的環境。

作者：區佩嫦、區佩瓊

當今社會，孩子在理財方

面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多。針

對這一現狀，作者以豐富的

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就日

常生活當中的70多個正面、

反面的事例，詳細地分析原

因、結果，並提出了66個教

育技巧，為父母提供了一個

全面、客觀的理財教育指

導。

作者：麥燕瓊

婦女坐月因生產耗氣

傷血，身體必須有充足

的休息和營養補給。本

書根據中醫辨證施膳的

原則，從產婦認識自己

的體質開始，科學地結

合女子妊娠、產褥期的

生理與病理特點，從產

婦最為關心的問題切

入，談到飲食種類、臟腑功能，

並根據陰陽平衡的每日變化，找

出合適的食物或藥材，對證補

養，氣虛補氣，血虛補血，制定

出一系列精湛實用的坐月補養

方。

美滿婚禮籌備手冊 調解—談判突破困局 財商訓練—66個理財錦囊

北京與書、與書人相關的場所甚多，比如位於芍葯居
文學館路45號的中國現代文學館。之前少有提及，實際
這裡經常會有一些不錯的講座。25日的「在文學館聽講
座」環節，安排的即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姜濤主講
的「沈從文和1920年代的北京」；再比如首都圖書館，
也是定期有活動，聖誕夜上午的講座是北京史研究會理
事、原燕山出版社總編輯趙珩講的「近百年來北京生活
方式的變遷」。

另外，還有一些地方則是「偶爾露崢嶸」，比如最近
位於五四大街紅樓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舉辦的《胡適文
物圖片展》，這是該館與台北胡適紀念館首次合作。據
說，未來對展覽整理後，將成為該館常設展覽。展覽分

「早年求學」、「文學革命」、「學界領袖」、「學者大使」
「北大校長」、「晚年身影」、「親情．友情」七部分。
展品包括1919年2月初版《中國哲學史大綱》、《新青年》
刊文《文學改良芻議》、執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
案》、題贈錢玄同《嘗試集》、魯迅關於刪詩致函、1932
年5月創刊號《獨立評論》等131件實物展品，97幅圖
片，許多文物和圖片是第一次面向公眾展出。其中，

「陳獨秀等致胡適信札」內容涉及1920年《新青年》同
人分裂等歷史事件，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

當然，大量的新書發佈會是每周的例牌活動。說到動
靜，過去兩周，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甘陽的新
著《文明．國家．大學》應該是一件十分隆而重之的
事，不但在北京大學舉行了陣容鼎盛的新書發佈會，出
席者包括陳履生、潘公凱、劉小楓、汪暉、張志揚、趙
汀陽、黃平、王焱等不同界別人士，還舉行了整整一天
的研討會，由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致開幕辭，北京大學
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強世功總結會議。六場論壇的主題分
別是：「文明－國家」與文明自覺；文明對話與文明衝
突；中國道路與「儒家社會主義」；重新閱讀西方；超
越西方文化左派以及「非留學篇」與中國大學的使命。

不過，今天在這裡重點想介紹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內
地反應靈敏的民營出版公司磨鐵文治圖書推出的繪本

《牛奶書》。人為甚麼需要喝牛奶（而不是狗奶豬奶羊
奶）？奶牛都是黑白花的嗎？奶牛有公的嗎？為甚麼喝
奶有助於減肥？牛奶結皮就一定是質量好嗎⋯⋯作者胖
兔子粥粥將所謂的「牛奶常識」一一畫出，告訴不斷受
到牛奶打擊的內地讀者：我們需要認識真正的牛奶。

中國一共有5億人飲用牛奶，近年的牛奶三聚氰胺事
件、牛奶新國標降低事件，以及一直流傳的各種有關於
牛奶的流言，讓這隻好奇的胖兔子，踏上了這次的尋找
真相之旅。相對於普通科普書籍的艱深晦澀，胖兔子粥
粥認為，沒有讀不懂的世界，只有畫不好的科學。《牛
奶書》是粥粥潛心三年，鬼馬發問，在科學松鼠會、果
殼網等科普機構組織的支持下，繪製出的一本輕鬆搞笑
的趣玩說明書，將牛奶的飲用安全問題及科學知識以漫
畫的形式呈現出來：

某天，胖兔子粥粥喝了牛奶之後嘔吐了來訪的日本友
人宮崎一身，被迫登上了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於是
冤情衝天的胖兔子粥粥攜手Milky Boy（牛奶仔），決心
一起弄清害他嘔吐的真兇是誰。從奶牛的食槽水盆、到
奶牛的便便檢測；從奶牛的家庭戶口，到奶牛的飲食結
構；從牛奶的營養成分，到牛奶母乳大比拚；從牛奶的
解毒特性，到牛奶的健齒功效；從喝牛奶的古希臘人，
到喝奶粉的嬰兒寶寶；從本土牧場，到洋牛來襲；從利
樂包到冷罐車；從煉乳的發明到乾酪的世界⋯⋯在尋找
真相的旅程中，胖兔子粥粥在驚訝中懂得了許多關於牛
奶的小知識，解開了許多對牛奶的誤會，和Milky Boy

（牛奶仔）一起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儘管最後再度來
訪的宮崎先生又把胖兔子粥粥給嘔吐了一身⋯⋯

原創漫畫家胖兔子粥粥今年33歲，生在蘇州，後移居
加拿大。所著《大便書》暢銷十萬冊，目前正以其鬼馬
搞怪的視角，繼續尋找真相的旅程，準備打造一系列
專門畫給中國人的趣玩說明書！包括大腦書、巧克力
書⋯⋯話說這年頭專家難當。該說話時不說話，說大話
時不知真假，講真話又不那麼好玩兒。能把喝牛奶這麼
平淡無奇的事兒說得這麼花樣百出的，「清新文雅中帶
有智慧的幽默，也只有他這麼愛生活愛科學愛老婆的漫
畫家才能畫出來！」同行、動畫家阿桂這麼評價道，果
殼網CEO，科學松鼠會創始人姬十三也說，把知識和
漫畫結合起來，有趣且不生硬，這是胖兔子粥粥的能
耐。手法之外，也許該書受關注的另外原因是，這是

「一本溫暖和能帶給人知識的書」。

認識真正的牛奶
文：白金

坐月補養方

鮑參翅肚燕窩大全

剛過去的聖誕節，對

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

書館的館長景祥祜來

說，顯得別具深意。年

末的最後一個月，館裡

一下子迎來了5萬多件

中國近現代文史哲書刊

及文獻，其中有民國政

府檔案文件、書籍、雜

誌，還有新中國成立以

來的作家手稿及簽名文

學作品，電影海報、漫

畫等。

「因為要面向國際

化，圖書館的購買經費

主要在英文書籍上。這

次獲得的捐贈，也為補

充香港高校圖書館在館

藏資源上的缺口做出了

貢獻。」景教授對記者

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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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設

計感的自

習室

■城市大

學圖書館

受贈的古

籍部分

■圖書館改建前的大廳。

■充分空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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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在圖書館樂而忘返

■改建後的大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