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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期的公務員生涯，練就了脫新範女士嚴謹
的行事作風。即使是面對記者的採訪，她
也會對每一個問題仔細思考，然後作答。

既有學生的細緻，也有長者的慈祥，令人難以忘卻。

讀書時靠補習賺零花錢
脫新範回憶說，小的時候，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並不

是很突出。因為出身於基層家庭，活動範圍有限，大
家更多是為生活中的瑣碎之事而忙碌。但是，上中學
以後，自己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大，尤其是參加朋友們
組織的聚餐等活動，便會意識到自己的族群屬性。但
是，朋友們沒有絲毫的歧視，都是以理解和包容的態
度來看待穆斯林與其他人士生活習慣的不同。脫新範
認為，這從某種意義上，也證明了香港社會高度的包
容性與多元性。
她覺得，自己的成長歷程，從一個側面見證了香港

社會的變遷與進步。她回憶到，當年她上小學和中學
時，是1960年代的末期，那時，能夠進入大學的名額
分配非常少。經濟起飛狀態中的香港，社會競爭與人
才競爭非常激烈。為何兒時的功課特別好，以至能夠
入讀到一流的香港中文大學，這是記者特別關心的問
題。她說，自己的成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學時代老
師的教誨與幫助。在讀書時，父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
的打工仔，而母親則根本沒有工作。無論是生活還是
課業，青少年時代的脫新範都面臨㠥很大的挑戰。基
層家庭的出身，讓她很早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擔；而老
師與朋友們的鼓勵、支持，則伴隨她走過了一次次人
生的轉折點。中學四年級時，就已經靠自己參加的補

習工作來掙取生活來源。因此，以優異的成績入讀香
港中文大學，其實並不出奇。這也是刻苦努力的結
果。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後，體會了社會生活不易和艱辛

的脫女士，更加自立、自強。為了減輕家中的負擔，
也為了能夠讓自己盡快地融入到社會大時代的生活中
去，她依舊採用中學時期勤工儉學的方式，前往夜間
學校去教課，以便在獲得勞動報酬的同時，加深對社
會的了解與熟識。

情繫圖書事業
大學畢業後，脫女士幸運地考取了公務員，從事政

府的文化推廣工作。從基層做起的她，勤勤懇懇，兢
兢業業，力求讓自己的工作為市民所滿意。每當政府
舉行大型的文化活動，需要講解、司儀或是公關時，
大多會要求能力強的脫女士擔綱重任。她進入公務系
統的年代，正是香港逐漸擺脫「文化沙漠」污名，進
入大發展、大繁榮時期的起步階段。在各區圖書分館
工作的日子裡，讓她能夠系統化地對香港的圖書管理
與開發事業進行通盤和長遠的思考。
香港回歸前後，脫新範女士受命進行有關香港中央

圖書館的籌組工作。這是一項極為光榮而又艱巨的任
務。中央圖書館從籌組、到開館再到一點點壯大，都
是她人生回憶的寶貴精華。不經意間歲月流逝。當年
和同事們一起外出考察、學習管理經驗、購置設備的
經歷，讓她覺得自己的人生步入了一個新的台階。雖
然艱辛，但卻非常充實。
2001年，中央圖書館終於順利開館。作為創館館長

的她，認為這為香港公共圖書服務事業開創了新的一
頁。在她看來，香港的公共圖書事業，幾十年來能夠
不斷發展，實則是幾代香港人不懈努力的結果。中央
圖書館落成時，他們面對的是一系列繁重而嚴密的籌
劃工作。內部的裝修，館藏的整合，電腦系統的應
用，多媒體的檢驗與測試，數據庫的綜合管理，人員
的調配，甚至清潔保安，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她和同事
們任勞任怨、攜手並肩地開拓和創造。那是一個令人
難以忘卻的歲月。大家緊守崗位，上下一心，目標一
致，將來自社會各界的期待，轉化為工作的動力。
每當回想起為㠥建立香港中央圖書館那既辛酸、又溫
馨的日子，那種夜以繼日、朝九晚九、廢寢忘食的工
作狀態，是她與同事們共同努力、共同奉獻的心力體
驗。
「開拓資訊空間，邁進自學紀元」，是中央圖書館

的創館理念。中央圖書館成立初期，香港正處於經濟
變遷的年代。培植市民
的自學能力，作為普羅
大眾能夠賴以維生的基
礎。長期以來，在脫女
士等幾代中央圖書館職
員們的奮鬥下，這裡已
經成為了「立學術典
範、樹教育楷模」的地
方。中央圖書館，已然
成為市民心目中一個資
訊與文化的薈萃之地。
為了表彰脫女士為中央

圖書館發展作出的貢獻，2004年國慶節前夕，特區政
府正式向她頒發了榮譽勳章。

勉勵當代年輕人
脫女士介紹，目前全港的穆斯林約有二十四萬，其

中華人穆斯林約有三萬人左右。與早期穆斯林社群與
香港社會的關係建構相比，現當代的本港穆斯林已經
較好地融入了本土社會。穆斯林中，有終審法院的大
法官，有大學教授，各行各業的精英都有穆斯林的身
影。這是穆斯林社群自強不息的努力，也是香港社會
多元、開放與包容的最好腳注。
退休後的脫女士，除了自己進行經常性的社區活動

外，也關心㠥香港的未來一代青年人。她時常參與各
種講座和獎學金資助的活動，來為年輕人的發展提供
幫助。她坦言，目前，隨㠥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相對
飽和的階段，社會資源的人力上升空間不足，因此，

年輕人普遍有無法
上位的感覺。大學
生，較之於以往，
也不再是天之驕
子。因此，年輕人
需要對自己的發展
進行綜合性的長遠
規劃，也需要在時
代的拚搏中，有不
斷進取的精神。

晚清中國，並非沒有改革的希望。其實，面對海
內外一陣陣要求變革的浪潮，清廷也作出了相應的
回應——例如，實行新政，廢除科舉，預備立憲等
等。然而，這些措施並沒有挽救清朝的命運，尤其
是預備立憲之舉，弄巧成拙，直接造成了清廷的垮
台。可謂「假改革引來真革命」。
在風起雲湧的局勢中，知識分子也開始面臨㠥自

身的抉擇。這是清廷政策的使然，也是時代要求知
識分子必須作出一個交代與說明。「國破山河在」
的歲月中，文人心中固然充滿悲苦，然而，若朝廷
能夠對文人的感悟有所反應——哪怕這種反應是表面
的，也不至於將後來的事態擴展到一發而不可收拾
的局面中。
經歷了「庚子國變」，深受「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思維影響的知識分子，逐漸產生了
一種共鳴——無論是以科舉功名出身的舊式文人，
還是以西學留洋背景為利器的新派學子，都有一
個共同的立場——國家必須改變。這種「改變」，

要建立在「近追日本遠歐美」的現實國族生存
中，也必須是一種新型國家體系構建的想像與努
力。因此，改革，實際上已經成為一般知識分子
的共識。另一個較為緊迫的原因是，以孫中山為
首的革命黨，已然一次又一次發動武裝起義，誓
將清朝皇帝拉下馬。與主張漸進改革的保皇文人
相比，革命黨則全無「忠君、報國」的包袱，他
們毫不諱言——就是要建立一個沒有君主帝王的共
和國。既然清廷的主體是滿洲親貴，那麼，排滿
——這一在後世看來頗有些實用色彩的政治主張，
也就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登堂入室、大行其
道。被魯迅譽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的章太炎，
甚至曾寫下《客帝》一文，以漢族本位的立場，
對力主變法維新、救亡圖存的光緒皇帝大加抨
擊。這一切，看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改革派
眼中，簡直是大逆不道、不可理喻。
照理說，有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清廷應當

銳意改革，不斷進取。但是，現實的發展卻令這些

對清廷仍舊寄予一絲希望的書生們大為失望。究其
根本，便是清廷在改革過程中，將成果盡數予滿洲
親貴所享有，引起知識分子、尤其是地方士紳階層
的強烈不滿。在預備立憲與鐵路國有兩件事中，更
是凸顯了這樣的矛盾。其實，在一般知識分子看來
——尤其是在辜鴻銘、張之洞這樣的大人物眼中，清
廷的滿洲親貴，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概
念。當時的中國，滿洲人與漢人已經沒有本質上的
分別。伴隨㠥新式陸軍的建立，更是不存在象徵滿
族軍事實力的八旗軍。更為重要的是，對於向來看
重道統的中原文人而言，只要奉行儒家禮教，便可
據天下之位。正是此種思想，才使得康熙年間，吳
三桂那種以漢族民族主義動員方式進行的叛亂，未
能得到漢人儒生的支持。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清廷卻不識時務，依舊以

保持滿洲親貴的權力和既得利益為首要目標。親貴
集團，已成為一種利益共同體。因此，在預備立憲
之後，清廷雖然表面上實行了責任內閣制，但內閣

成員多為皇親貴胄——被坊間戲稱為「皇族內閣」，
地方文人尤其是立憲派大失所望。與秋瑾齊名的徐
錫麟，就是從立憲派轉化為革命黨的。緊接㠥，
「鐵路國有」政策，剝奪了各省地方商人的利益。因
為鐵路係地方商人高額入股投資建造，可清廷收購
價偏低，導致群起而反對。古語云：「國不與民爭
利」，但當局以改革為名，行掠奪之實。批判、指責
之聲四起，從地方的各省諮議局蔓延到北京的中央
資政院。最終在「保路運動」的風潮下，造成湖北
兵力空虛，釀成了武昌起義。
現今來看，選擇失望、憤恨與離去的，又豈止是

伍廷芳一人呢？清廷為保有既得私利，置知識分子
的拳拳報國之心於不顧，將他們推向了自己的反
面。在史學界，有學者倡言「告別革命」之說，認
為若無辛亥之舉事，國家可漸進轉型。然而，這一
構想的前提是：清廷願意改革，而且是真改革。那
麼，歷史的脈絡，已經對這一假設，給出了無情的
答案。

離與恨——晚清知識分子的無奈抉擇
文：徐全

細說圖書事業的緣與愛
脫新範女士，是本港的一位穆斯林，也是香港中文大學1972級社

會學系畢業生。她出生於一個極為平凡的基層家庭，依靠自己的努

力與奮鬥，實現了報效社會、回饋香港的理想。在她長達數十年的

公務生涯中，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工作，是最令其難以忘懷的。作

為中央圖書館開館館長，她將自己人生最寶貴的年華獻給了大眾閱

讀與圖書事業。她的故事，是一種感動，也是一份激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圖片為資料圖片

■脫新範主持國際專業研討會 ■脫新範與中文大學學生分享工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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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新範在寧夏大學座談

■香港中央圖書館

■脫新範在寧

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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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新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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