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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是個什麼玩意兒」，是一種口語化的通俗表
達。主辦方介紹，在信息大爆炸的當下，再探尋讀書的
本源，實際上是對已有的閱讀模式、狀態進行總結和反
思。這是為開啟下一輪閱讀時代而進行的必要準備。

面對面——談文化、論讀書

「名作家與你面對面」，拉近了普通市民與文化精英
的距離，也讓大家感受到一個社區、城市甚至整個國家
的文化活躍人士心目中的文化圖景是怎樣建構的。

此次系列文化活動，邀請了眾多劇作家、小說家、詩
人、學者等不同群體和領域的文化人士，來到社區框架
中為大家獻上豐富的文化盛宴。台灣的楊照，本港的馬
家輝等知名文化界人士，都參加了是次活動。作為「名
作家與你面對面」活動重頭戲的「讀書是個什麼玩意兒」
講座，邀請了詩人孫夜，作家劉永，文化學者胡野秋參
加，與現場聽眾探討閱讀的意義和價值。

「速食書籍」應當擯棄

在講座「讀書是個什麼玩意兒」中，嘉賓們紛紛表達
了自己對於閱讀的看法。如今，閱讀已經成為都市文化
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已經沒有人從價值上否定讀書的
意義。但是，有兩種閱讀傾向，是非常值得注意，且是
應當擯棄的：一是功利性的讀書；二是「速食類圖書」
的閱讀。

曾經發起深圳讀書月、知名文化學者、作為講座嘉賓
之一的胡野秋認為，如今，閱讀雖然已經成為了一種時
尚，但是時尚流行的背後，仍應保持一種警惕的心。對
目前存在的兩大閱讀模式——功利性閱讀，以及快速消
費性的閱讀，他提出了自己的批判。

即便是閱讀英文散文、詩歌，有不少人都是基於學習
英語、忙於英語考試、提高詞彙量的角度去閱讀大量的
英文書籍。如此一來，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文化修養與知

識積澱。因為在這樣的一種功利模式下，閱讀所獲得的
內容是難以轉化為知識和價值訊息停留在人的大腦中
的。只要功利性的因素一消失——例如語言考試的結
束，原先所有積累的閱讀信息，就會如同雪崩一般，立
即從人的概念意識中消失。

閱讀的本質，是讓人心靜。但是，有一種情形的閱
讀，卻是在以閱讀的名義，讓人更加煩躁不安。在胡野
秋看來，一些以發財致富、打工秘訣、理財投資為主題
的書籍，起到了不太好的反面作用。尤其是在機場等候
區，當人們在等待登機的時光中，這樣的書籍起到的作
用實際上是將財富差距的現實概念內化到書本中，人們
的心情在閱讀後會更加焦躁不安。而歐美先進國家，人
們往往是隨身攜帶一本書，在等候的時間中，從包中取
出，認真瀏覽。

閱讀，遭遇數字時代的挑戰

講座中的另一個主題，是閱讀在當下所面臨的挑戰究
竟是什麼。結合到不久前香港發佈的市民閱讀指數來
看，電子書籍的使用雖然佔據越來越高的位置，但是居
於主流地位的，仍舊是傳統意義上的紙質文本圖書。但
是，隨㠥平板電腦等新型閱讀終端的出現，傳統閱讀的
模式，確實遭遇了重大的挑戰。

除了閱讀模式的改變之外，另一個挑戰，則來自於數
字時代的衝擊。電視和網絡的發達，已經讓人們獲得知
識和資訊的方式大為多元。如今人們的生活來去匆匆，
究竟有多少閒情逸致能夠靜下來閱讀，已然是一個巨大
的問號。

嘉賓認為，一方面，傳統的典籍圖書所承載的信息，
已經在電視、網絡中得以複製、傳播。例如，《論語》
的內容和意義，已經可以通過電視和網絡，以知識分子
文人的講解形式讓大家了解，而不必再去閱讀文本自
身。這雖然有快速傳遞的正面意義，但也會導致知識的
庸俗化。另外，電視、網絡中充斥的選秀類節目，影視
劇，如果比例過大，則會影響到閱讀。很多人沒有真正
讀過《西遊記》這部小說，卻看過電視劇《西遊記》，
這其中的差別，是極為巨大的。

因此，嘉賓認為，傳統的閱讀，在當今時代仍舊有㠥
巨大的正面意義，需要不斷繼承和發揚。

「孔子不僅是偉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還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美食家。」孔
子第77代孫孔德班在孔子
故鄉、孔府菜發祥地山東
曲阜說，「孔子的飲食言
論及其所反映出的飲食
觀，不僅對孔府烹飪，甚
至對整個中國飲食文化的
形成和發展都具有不可低
估的作用。」

作為孔子後裔，孔德班
對孔府菜的傳承與發展十
分關注。孔府菜是中國四大菜系中魯菜的代表菜系。在
孔府歷史上接待帝王將相以及日常的家宴、喜宴和壽宴
等活動中，府內廚師承古創新，兼收並蓄，創造出了獨
具特色的孔府烹飪。2011年6月，「孔府菜烹飪技藝」
成功入選中國第三批國家級非遺名錄項目。

在孔德班看來，孔子的文化形象始終閃爍在孔府菜的
核心區域，孔府菜成為「寓文化於餐飲」的典型代表，
而孔府菜體現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思想，對現
代餐飲文化有㠥重要啟示。

「生活在快節奏中的人們習慣了快餐，為了提高餐飲
效率，靠雞精、味精做菜，『技不夠、味來湊』的現象
也非常普遍。孔府菜則精於以湯調味，孔府『三套湯』
以鴨、雞、豬肘等為主料，經三次反覆熬製而成，大約
需要10個小時，雖費時費力，卻是調味上品。」孔德班
說。

據孔府菜研究會副會長彭文瑜介紹，在古代，孔府有
「廚藝不外傳」之說，在孔府只有技藝權威的孔府廚師

才能父子相傳或師徒相
傳。1985年，孔府菜研究
會成立後，邀請了6位孔
府老廚師，歷時兩年多編
寫出《中國孔府菜譜》一
書，收錄了170多道孔府菜
的詳細製作過程，基本整
理出了孔府菜精華。

「但是記錄技藝不代表
傳承技藝，由於能掌握技
能的孔府菜大師數量有
限，對孔府菜一知半解的
廚師依葫蘆畫瓢，也在各

種飯店打㠥孔府菜的招牌，卻做不出孔府菜應有的鮮香
味醇和文化底蘊。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孔府菜的發
展，甚至會影響孔府菜的聲譽。」彭文瑜說。

彭文瑜希望孔府菜廚師把傳承和創新有機結合，以繼
承的心態來創新。他認為由於時代的發展，原料、調味
品、加工工藝、烹調等都發生了變化，照本宣科一定行
不通。

「以孔府菜中的名菜『八仙過海鬧羅漢』為例，古時
這道菜是孔府喜壽宴第一道菜，是以魚翅為主料，輔以
熊掌、燕窩等原料燉製而成，而現在野生動物保護的觀
念深入人心，用魚翅、熊掌這樣的原材料已經不合時
宜，這就需要廚師尋找替代原料，但又要兼顧菜品的口
感和意蘊。」彭文瑜說。

「孔府菜」的魅力也引起了眾多國際品牌酒店的關
注，即將於八月開門迎客的曲阜香格里拉大酒店把「孔
府菜」設為其中餐廳的招牌特色，香格里拉集團也在全
球推出「孔府家宴」美食巡展活動。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艷利 長春報道）7月19
日，為突出發展民營經濟，提升吉商企業家素養和
企業軟實力，《文化力量與企業家人格》大型論壇
在長舉行。論壇邀請了中國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先
生為到場的千餘名企業家、外阜商會代表等做主題
演講，對文化的定義，文化與人格的關係以及國人
在人格上的通病等問題進行了主要講說，提出要㠥
力塑造「君子」人格，提升精神價值。

余秋雨表示，文化是形成習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
方式，文化的最後結果是人格。中華文化正是中國
人集體人格的體現，中華民族的人格核心是「君子
人格」，是幾千年來形成的獨特人格結構。了解文
化與人格的關係是當下最為迫切且重要的問題。

余秋雨指出，塑造君子人格，概括來說就是
「大」、「善」、「敬」、「中」。「大」指「大道」，
要有遼闊的眼界與寬廣的心胸，作為企業家，就要
有大氣魄、大眼界；「善」便是有成人之美和與人
為善之心，企業家之間常存競爭，但不要把人生當
成搏鬥場和競技場，要有一顆為善的心；「敬」則

表現在禮儀上，就是尊重別人，是要有一種謙讓、
禮貌的姿態，也是傳承文化的重要途徑；最後的

「中」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要學會適度、彈性地
處理問題。同時，余秋雨也對國人在人格上普遍存
在的毛病進行了概述，指出國人缺少公共意識、實
證意識以及在文化方面缺少法律意識，希望在當代
的歷史機遇下，通過有識之士的努力有所改觀。

「孔府菜」
在傳承與創新中煥發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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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家與你面對面」，是深圳龍崗圖書館為了

推廣社區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功能、充實市民視

野，為配合第五屆社區文化藝術節而進行的綜合

性文化講座活動。其中，不久前舉行的「讀書是

個什麼玩意兒」講座，更是讓大家能夠在都市文

化的氛圍中，去體悟閱讀的意義和作用。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講座吸引不少聽眾。

■孔府菜體現「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思想。

■社區文化節海報。

■嘉賓認為，讀

書應該非功利。

■配合講座的民俗表演。

講座側記

余秋雨倡以文化力量
塑造國人「君子人格」

國際岩畫專家
內蒙考察曼德拉山岩畫

■余秋雨在論壇上演講

張艷利 攝

香港文匯報訊（內蒙古實習記者 陳璐）7月初由
中國岩畫研究中心組織開展的「2013年中國岩畫
工作坊」國際岩畫論壇與考察活動與會專家組，
對內蒙古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岩畫進行實地科學
考察。

此次有來自國內外的岩畫專家、學者以及有關文
物工作者深入曼德拉山岩畫群對其進行考察。國際
岩畫專家組盛讚曼德拉山岩畫。中國岩畫研究中心
舉辦此次活動，旨在與世界岩畫機構建立長期的戰
略合作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