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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小姐木村繪里被發現
陳屍在一個密閉的酒店休息
室。警方斷定是喝毒酒自殺
身亡。然而芝田警官從現場
的跡證抽絲剝繭發現了許多
難以解釋的現象，於是展開
調查死者生前人際關係的行
動。真相隱隱與BEATLES
的唱片有關，究竟唱片裡藏

怎樣的秘密？這是東野圭
吾早期的作品。主角芝田警官儼然是《新參者》加賀
恭一郎的原型。並已經看出東野圭吾優異的寫作功
力，以及情節鋪陳的絕妙設計。加上行文流暢，是東
野圭吾非常經典的代表作。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袁斌

出版：時報文化

定價：新台幣260元

對照記@1963

透過台灣的楊照、香港的
馬家輝、內地胡洪俠這三位

「五年二班」的嚴格「寫文」
對照，精挑細選兩岸三地五
十年來，22個日常生活詞
彙，大至談台灣、香港、內
地；或是影響華人社會深遠
的人物，如孔子、耶穌、瓊
瑤；或是尋常生活一定會接
觸的火車、電車、男廁所、

報紙；或談及少年時代的初戀、女老師、女同學⋯⋯
三人連袂完成（或說彼此較勁）一個通過記憶互相對
照的寫作，道出自己生命中種種的喜悅、疑惑或不
堪，有私密的、社會的、國家的⋯⋯我們將看到這一
代人成長的三個社會。

作者：楊照、馬家輝、胡洪俠

出版：遠流

定價：新台幣350元

蔡瀾潮晒台灣

蔡瀾先生親身介紹台灣美
食、文化及風土民情。幽默
風趣，不得不看。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莫過於炒米粉
了，古時台灣人娶媳婦，先
叫她炒一碟米粉，做得有心
機又好吃，已看出她人品不
錯。當代主婦不精廚藝，能
與家婆和平共處已翹一指，
惟有去餐廳吃。和台灣人談

炒米粉，他們一定會說自己的媽媽或老婆炒得最好，
切莫與他們爭論，你又沒吃過，辯些甚麼？微笑待
之，最好。

作者：蔡瀾

出版：天地圖書

定價：港幣78元

生活革命

中國人的生活變化，應了
鄧小平的名言，一部分人先
富起來了，從小貨車到寶
馬、從膠袋到LV，外國名
牌俘虜了國民的心，支撐
人們對「中產」這個新階級
的身份認同；以往封閉的門
戶開通了，他們能周遊世界
揮金如土，更能告別故里移
民他鄉，一切看來都像一個

新世界。但是，改變未必都是美好的。奇怪的食物添
加劑威脅健康，因資源爭奪而致的育兒壓力折磨父
母，文明進步的背後總是會發生問題。於是有人主張
告別繁忙與壓力，重新過種花喝茶的懶人生活；也有
人鍾情於網絡世界的罵戰，發洩滿腔積怨，或者只是
圖個過癮。這是一場「小」革命，一場生活的革命。

編著：三聯生活周刊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定價：港幣148元

今日香港

這本書所說的是一個廣義
的「香港故事」，這個城市
不斷創造奇蹟，動力正好源
於一份孜孜不倦的求變、求
新、求好的精神，亦即我們
所說「香港精神」。這本小
書同時也是一個大書，它不
但搜集了詳盡而扎實的資
料，更不忘提醒每一位讀
者，只有更深刻地認識香港

在不同時期、不同困境與機遇，才可以真正地認識自
己，重新思考自己跟香港發展史究竟有什麼關係。此
書為中學課程的通識教育科中今日香港部分度身訂
造，綱目完整，富於啟發性，深入淺出，讓青年學子
有系統地認識香港。

作者：何巽權

出版：川漓社

定價：港幣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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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留守兒童日記》的封面，是四張孩子微
笑的面孔，他們的笑容，稚嫩而純真，看不到苦
難的痕跡，也許是該書的編輯，想要用這笑臉，
來中和一下留守兒童苦澀的生活，也許是這些孩
子，用頑強的生命力，阻止苦痛從內心蔓延到臉
龐。在沉重而焦慮的中國，已經很難尋覓到這樣
無辜的笑容，而這些留守兒童臉上流露的笑容，
卻又讓人不由得心酸。
今年春節的時候，我回到20多年前就已經離開

的老家，那是一個偏遠的村莊，村莊很寂靜，外
出打工的年輕人正在陸陸續續地歸來，我在村口
見到了兩個孩子，一個六七歲，是姐姐，一個兩
三歲，是弟弟，不知道是在等他們的爸爸還是媽
媽，那個弟弟穿 開襠褲，鞋子掉了一隻，小臉
被凍皴裂了，光 屁股坐在路邊，屁股底下是冰
冷的泥土和沙礫。
讀到《日記》這本書，腦海瞬間想起了春節時

在農村看到的這幅場景，那時心想，哪一個城裡
的爸爸和媽媽，會這樣任由他們的孩子在如此遭
罪的環境中成長，哪一個城市裡的孩子，不是穿
暖暖的羽絨服，在享受 他們愉快的童年？同

樣是孩子，為什麼農村的孩子要比城市的孩子，
承受那麼多環境帶來的磨礪？這是無解之問，就
像大家都嚮往「人人生而平等」，但在制度製造
出的不平等面前，卻無能為力一樣。
中國現在有5800萬留守兒童，這是一個巨大的

數字，想像不出來，這些缺少父愛、母愛與社會
關懷的孩子，在成長為大人之後，會如何看待他
們生存的環境。這些年來，無數有良知的人士在
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鼓與呼，但收效甚微。在戶
籍問題不解決、不賦予農民以國民待遇、不解決

子女在父母居住地求學高考這
些問題之前，任何呼籲都如同
雞蛋落到銅牆鐵壁上，碰得粉
身碎骨。
在此背景下，關注留守兒童

的心靈，成為一些媒體和輿論
人士的共識，《日記》即是這
樣一本反應留守兒童內心世界
的一本圖書，它放棄了對大環
境的追問，打開孩子一扇扇柔
弱的心門，讓人們看到他們的
情感需求，聽到他們最單純的
願望，200多篇日記讀下來，
他們表達的最大願望，無非是
希望生活在爸爸媽媽身邊，和
爸爸媽媽一起吃飯、遊戲，需
要親人來充實他們本不應該如
此空蕩的童年生活。
《日記》不是書店裡常見的

那種學生作文選，《日記》裡
的文字沒有絲毫作文氣，他們
不是寫給老師看的，也不是寫
給作文選發表的，儘管《日記》裡影印的那些留
守兒童手書，每隔幾行就能看到一個錯別字，一
些語句讀上去也不通順，但它卻比任何煽情文字
都有催淚能力。一個叫田艷的孩子寫到她的爸
爸，「家裡沒有了您，就像板凳缺了一條腿」，
這樣的比喻讓人忍俊不禁，板凳腿的「腿」字也
寫錯了，但就在想笑未笑之時，突然眼睛潮濕。
除了想念爸爸媽媽、憧憬外面的世界之外，

《日記》中有大量文字記錄了留守兒童的童年生

活，鄉村的天氣，和同學們
的關係，和兄弟姐妹之間的
趣事，和狗狗的快樂片段等
等⋯⋯這本書在呈現出一個
「陌生中國」，在所謂現代化
帶來了諸多高樓大廈、由霓
虹構成的不夜城之後，留守
兒童的生活卻還原了「鄉土
中國」的真實面目。留守兒
童的父母們在城市中是「瘖
啞的一群」，城市中沒有他們
發言的平台，同樣，留守兒
童也是這個時代「瘖啞的一
群」，他們像野麥子一樣成
長，無人澆灌撫育，哪怕是
心聲也少人傾聽。
留守兒童在學習、生活、

安全、健康等方面，均存在
諸多問題，但最大的問題

是社會關愛不足導致他們產
生的心理問題。社會不公目
前已經是導致民眾心理波動

的最大根源所在，一旦留守兒童發現生活真象，
那麼他們的心靈必將受到巨大衝擊，他們會如何
看待自己生存的這個國家？在起跑線上就輸了，
他們如何看待那些意氣風發的城市兒童？
所以，關照留守兒童，從關照他們的心靈開

始，在制度還無法給予留守兒童更多保護的時
候，社會各個層面要懂得呵護留守兒童的心靈，
讓他們的心有所繫，夢有所想，別讓他們的希望
凋零。也願更多人讀讀《日記》這本書。

從關照留守兒童的心靈開始 文：韓浩月

作者：楊元松編

出版：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2月1日

定價：人民幣26元

2月1日上午11點，第二十屆台北
書展在台北世貿一館開幕。台灣領
導人馬英九親臨開幕式，他一如既
往展示了親民的風格，隨扈人員沒
有如臨大敵的陣仗，媒體和現場讀
者都能近距離聽他演講。在演講中
提到台灣在華文出版中的重要角
色，例如台灣出版社每年出書的種
類雖然在數量上低於大陸，但按照
人口來計算，卻大大超過大陸。他
重指出，兩岸今後在出版合作上

有巨大空間，政府也在尋求方法，
讓台灣出版商可以在兩岸未來的出
版合作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台北書展：不見內地出版商
不過書展現場的情況似乎說明了

他的願景要實現還有許多困難—根
據台北書展主辦方派發的宣傳資
料，這屆書展的參展地區有超過60
個，參加的出版社有700家，現場很
顯眼地可以看到許多展館：美國、
法國、日本、韓國，香港館也放在
了重要的位置，但卻沒有一間中國
內地的出版社。過去熟悉香港書展
的讀者在香港現場會看到，在主場
館內，香港、內地、台灣，三地的
出版商都有重要的位置。而台北的
情況顯然沒有這麼簡單。
與香港書展注重零售不同，台北

書展中體現出明確的台灣主體意
識，無論是在面對傳媒的介紹中，
還是在展場，政府的角色都隨處可
見，相信正是中國內地的任何出版
社都會對怎樣才能出席這些活動又
避免政治上的敏感性感到棘手。
雖然沒有內地的參展商出現，但

在書展現場卻常常能看到內地出版
社的編輯以個人身份尋找選題，尋
求把台灣繁體字書版權帶到內地做
簡體版的機會，或者反過來把簡體

版輸入台灣做繁體版。

版權交易平台：香港可借鏡
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書展現場的

各個外國參展商功用更像法蘭克福
書展上的那種攤位，實際是版權交
易多過零售，架上放 一些書，但
空間主要留給出版商交談之用，放
幾張小桌幾把椅子，有興趣的出版
商坐下來就可以談。會場裡還有一
個版權交易區，很像路邊咖啡館或
麥當勞店，放置了若干小圓桌，出
版商們一對對坐下討論，就像露天
集市上的商人們一樣討價還價，場
面相當熱鬧。
與這種熱鬧場景不大相襯的是，

聽台灣一家重要出版社的總編輯
說，他們出版的書中，若作者是中
國大陸的，那99%都是從大陸出版
商引進的，而非由台灣原創約稿。
這麼大的合作空間，出版商卻都只
能用一對一的渠道來交易，而不能
放到台北書展這個大平台上，真是
很可惜。
從這些現實來看，兩岸出版合作

確有巨大合作空間，但目前台北書
展的策辦形式，還遠遠無法給這種
合作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平台。反
過來說，我們香港完全沒有這些包
袱，沒有理由不能取而代之，成為
兩岸出版商最方便和最開放的交易
平台。

人氣：台北不如香港
香港書展重在零售，出版商把書

堆出來，給出優惠折扣，讀者像參
加嘉年華一樣來買書。台北書展也
有同樣的安排，許多出版社都有七
到八折的優惠。台北書展也有相當
多的讀者，但絕對沒有香港書展那
樣熱鬧。去過香港書展的人都知

道，每年7月的那幾天，長長的人龍
通常會從灣仔地鐵站外開始繞過鷹
君中心再進入會展中心，警方要安
排眾多警力維持書展秩序，而會展
中心裡的書展現場基本是水泄不
通，能自如行走已經是好事，要站
在書攤前慢慢看書可以說是奢侈，
購書交款排隊對讀者和商家都是一
件苦事，讀者找不到排隊隊尾，商
家收錢收到手忙腳亂。
與此相比，台北書展可算是比較

輕鬆了—人數雖然也挺多，但沒多
到無立錐之地的程度，可以站在書
架前慢慢看，選中付款，收銀台的
人也不多。在世貿一館外面更見不
到什麼人龍，進出都相當方便。
這大概與港台兩地閱讀氣氛有

關，許多香港人把書展當做一年一
度的暑期嘉年華，甚至是每年「一
期一會」購書的機會。而台北的書
店到處都有，還有相當受捧的網路
書店，似乎沒什麼必要來追這個農
曆正月裡的書展。

文化沙龍：台北勝出
也許因為人數較少的原因，台北

書展佔用的場地比香港書展小，只
是世貿一館的一層，還劃出了幾塊
區域給講座沙龍使用。香港書展光
是主場館就比整個世貿一館一層要
大許多，親子、宗教、香港文學
展、講座還另設場地。這方面的條
件，以寸土寸金的香港來說真的值
得驕傲。不過，台北書展的空間雖
小，文化沙龍卻比香港更多，略微
數了數活動訊息欄，大概有一百多
近二百個大小沙龍，隨眼看去都是
重量級的講者或題目。香港書展近
年的文化活動也愈來愈呈規模，但
在數量和國際化上，還應向台北學
習。

今屆台北書展沒有主題國，主題設

為「綠色閱讀」。在這個大主題下主

打七個特色：國家圖書館的「『悠遊

於物：明代知識分子的樂活方式』古

籍文獻展」、《摩西五經》經典展、

Massimo Listri的 攝 影 展 、 德 國

「Morgenstadt摩根未來市」作品展、

E-ink數位書房、各國環保樂活推薦

書展。

而香港作家陳曉蕾就「代表」香港

館做了一次演講，主題是「出版的那

一道盛宴」，並與台灣本地作家戴曉

楓對談。其實才開講，話題就已經不

是「出版」，而是綠色生活。陳曉蕾

過去的作品《香港正菜》和《剩食》

都是關於如何讓現代生活更貼近人的

真實需要、貼近自然和土地，戴曉楓

的作品《好個巧克力》是講台灣用心

做巧克力的人，她們倆的話題自然就

說到香港和台灣在環境和文化保育上

的比較，現場的台灣聽眾聽完後提問

回應都很有興致。

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書展大戰：

第二十屆台北書展於2012年2月1日至6日在台北世貿一館舉辦。台北志在把台北書展做成亞洲

最重要的書展，如果與每年夏天的香港書展相比，台北書展的文化活動豐富很多，版權交易更為

活躍，但從規模和人氣來說，香港書展目前似乎更勝一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香港優良的策展

能力和香港民眾的參與熱情，如果再加上更精彩的文化活動和更有抱負的版權交易規劃，香港可

以在兩岸的出版平台上發揮更重要的影響力。 文、圖：蕭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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