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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白崇禧奉國民政
府主席蔣中正之命，帶領十餘名隨員，由南京
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從三月十七日飛抵台北，
到四月二日返回南京覆命，總共十六天的時
間，白崇禧以沉着的態度、明晰的智慧、悲憫
的胸襟，為遭受「二二八」重創的台灣民眾止
痛療傷。他在重重掣肘之中，查明台灣軍政高
層濫施捕殺的真相，拯救了眾多民眾的性命，
並且提出台灣未來改革的方向。民國三十八
年，國共內戰造成兩岸隔絕。國府當局撤退來
台，發現白崇禧在台灣民間的崇高聲望，便處

心積慮，加以掩蓋泯滅。於是，台灣近代歷史上這不可不知的關鍵十六
天，便成了一段被隱藏多年的故事。本書是白崇禧之子——名作家白先
勇與歷史學者廖彥博，共同尋訪耆老，蒐集湮沒史料，還原關鍵十六天
的史實真相。

作者：白先勇、廖彥博
出版：天地圖書

文藝復興我地

黃耀明年輕時聽甚麼歌，又怎樣利用自己
在樂壇的影響力改變社會？何韻詩怎樣去觸
碰香港主流樂壇忌諱的題材？陳果培養電影
感的「影像儲蓄」秘訣是怎樣的？陳冠中怎
樣從電影編劇走上作家之路？不一定要當全
職的音樂家、電影人或作家，你也可以創作
出震撼心靈、改變社會的作品。來自香港、
內地和台灣的29位創作人，在本書分享創作
如何改變了他們的生命與社群。文化繁榮的
氣候和土壤，是自由表達和獨立創作。「我

地」須有更有創意、勇氣的創作人，更多不依附商業、不討好主流的
獨立創作，華語地區才可走上文藝復興之路！

主編：柴子文、張鐵志
出版：天窗 微喜重行

作者：黃碧雲
出版：天地圖書

剛剛獲得紅樓夢獎的香港作家黃碧
雲，在本屆書展推出自己的新書《微喜
重行》，書中寫一個兄妹亂倫的故事，
隱晦交代，重點放在亂倫對兄妹二人一
生的影響。因背負此一罪名，兩人一生
皆失去人生目標，苟且偷生，胡混乖
張，以至痛苦跟隨一生。

是銀幕不是熒幕，是放映不是播映──當女明星還是大女明星
作者：林奕華
出版：香港三聯

粵語片作為一日播出三至四
齣的主要菜式，它的親民性格
無疑老幼咸宜，只是若論對精
緻、矜貴、優雅、華麗等等代
表「更美好生活」有所憧憬的
小孩來說，國語片，和它的重
要標記—— 女明星，才是電
影夢的魅力所在。林奕華以文
字向讀者呈現上世紀六、七十
年代國語片女明星的風采。

臺灣彈起

知名立體書《香港彈起》、
《中國彈起》作者劉斯傑2014年
最新力作《臺灣彈起》，將台灣
的自然景致、風土民情及多元文
化，配合擴增實境科技，將現場
感帶進立體畫面中，翻開每一頁
都能充分享受與書本互動的樂
趣，帶來前所未有的視覺驚喜，
更真實地感受台灣好風情。全書

設計了五款代表台灣特色的場景，包括台灣總覽、台北101、夜
市小吃、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和媽祖遶境盛會。每幅立體場景都以
獨特的角度、視點，呈現結構、外貌、內觀及其他細節，各頁面
中更安插許多匠心獨具的立體小翻頁或拉頁設計。以中英對照形
式細緻描述台灣的在地風貌及迷人之處。紙藝家劉斯傑「點紙成
金」，讓立體書成為充滿想像空間的藝術品。開闔之中藏有無數
環環相扣的機關，混搭多種物理動態的設計，完美呈現實體3D畫
面。

作者：劉斯傑
出版：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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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2008年，香港青文書店的老闆羅志華疑因在
書倉整理書籍時，被二十多箱塌下的

書籍活埋，失救而死。陳隆昊說起這段往事，仍是不勝
唏噓。

原來早年，唐山書店與青文書店一直頗有來往，互相
訂書。當年陳隆昊來香港出差，老友羅志華就安排他在
書倉中留宿一晚。「我還記得，香港地方小，書倉中的
書一直壘到天花板，兩道書牆中就放着一張小床。」那
一晚，他睡得膽顫心驚。沒想到，之後羅志華就在這狹
小空間發生意外。愛書人死在書堆中，有些悲壯，卻更
多悲涼味道。

近年來，唐山書店與香港獨立書店之間的聯絡已沒有
往年那麼熱絡，但聊起獨立書店的經營困境，陳隆昊
說：「相信已經是普遍現象。」

想吃苦？試試開書店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去年成立，陳隆昊笑言大家

聚在一起，起碼可以「互相取暖」。他認為書店所面臨
的挑戰，首先自然是數位化的洶湧大潮。「如果現在的
小孩去學校，已經不需要領取教科書，而是所有教學資
料都輸入iPad，想像一下，這些小孩長大之後怎麼會去
看紙本書呢？就像我們不會回頭去看線裝書一樣。」他
回憶，多年前開始經營唐山書店，當時開書店根本不需
要擔心客源，「二十幾年前書店到達營業額的頂峰，之
後就一路下滑，時間點應該就是個人電腦開始普及的時
候。」網絡上不僅出現許多免費書，也催生了網絡書
店。在書種、購買便利、物流等方面，獨立書店完全難
以與其競爭。「我現在連自己小孩的錢都賺不到。」陳
隆昊苦笑說，「以前開學的時候，學生都是直接打電話
到書店來訂參考書，現
在糟糕了，他們通過電
腦熒幕來看世界，已經
不是很懂得怎麼在書店
找書，大家都去網上
買，書第二天直接送到
大學中的 7-11。我們完
全沒辦法競爭。」

除去網絡所帶來的購
買習慣的轉變，陳隆昊
更大的憂慮來自民眾閱
讀習慣的消失。「台北
還沒有捷運的時候，我

們書業的從業者都覺得巴士太顛簸，很難
看書，也許有了捷運，就會出現我們經常
在日本地鐵上看到的感動畫面——大家都
在看書。結果捷運通車後，好像一點都沒
有改變的跡象。如果外國的相關研究是正
確的，那可能就是如果錯過了養成閱讀習
慣的timing，就糟糕了。在外國，會看到
年紀大的人經常在看書，這是他們殺時間
的方式，我們則不是，等飛機等火車的時
候是我看你你看我，很少人閱讀。這已經
是個普遍的問題了。做獨立書店我們其實
是有更大的期許，就是怎麼樣讓小朋友就
愛閱讀，怎麼讓大家來把看書當作一種好
的消遣，這很重要。」

不論是數位化的侵襲還是閱讀人口的改
變，這大概是連鎖書店和獨立書店所面臨的同樣的問
題，不同的只是連鎖書店財力較雄厚，可以營造較大的
書店規模，也可以像誠品般，將咖啡廳、食品店及精品
店與書店進行整合。但獨立書店的店面不大，很難進行
其他品種的經營。陳隆昊說，獨立書店應該思考自己的
定位與出路，找到自己的「利基」，「比如考慮在書店
中賣當地的土特產等，也是一種方法。日本的書店很多
都有相關的售賣，也會吸引觀光客的光顧。」

與讀者親密接觸
又要和大書店搏鬥，又要和數位化浪潮抗爭，經營獨

立書店那麼辛苦，為甚麼還要繼續做？台灣獨立書店文
化協會中的店主也有不少年輕人，如果開書店真的是
「自殺」，為甚麼還有人不斷「前赴後繼」？陳隆昊哈

哈大笑：「說得不好聽
是，我還可以做甚麼？轉
行嗎？我都那麼把年紀
了。」轉頭他卻忽然沉靜
下來：「我還是不覺得說
書店會完全消失。你說黑
膠唱片，現在已經沒有人
在生產，但一樣有專賣
店。我們還是要積極尋找
生存下去的契機。」

在陳隆昊看來，獨立書
店的特色之一，就是與讀
者之間的親密聯繫。他說

了一個日本的故事：311地震後，一間書店整棟樓都垮
了。老闆千方百計地挖開瓦礫，不是為了拯救書，而是
要拿出被壓在辦公室廢墟中的那本書店會員名冊，然後
一個個通知顧客，讓他們不用擔心，之後仍然可以按時
來取他們已經交錢訂閱的雜誌。「這個故事一下打動
我——你要怎麼樣去贏取讀者的信任。」

陳隆昊形容獨立書店的經營，就是「校長兼撞鐘」，
親力親為，甚麼都要幹，這也讓老闆和讀者有了密切的
互動。「我自己有時會去旁邊的誠品買雜誌，買了已經
十來年了，書店的員工還是不認識我：你是誰，who
cares?但我們不一樣，看到一個喜歡買書的人，恨不得
趕快認識他，希望他以後也能經常來買書。」他甚至試
過幫讀者去找一本英文書，找到後因為只訂一本，難以
和出版社交涉，便自己去Amazon買了給顧客，書價加
上運費，幾乎是純服務，談不上賺錢。「但他不可能每
次要找的書都是只有Amazon有吧。」他狡黠地笑了
笑，這種對讀者貼心的服務也是贏取顧客信任的一種方
式。

獨立書店比起連鎖書店，另一個優勢在於較為「專」
與客制化選書。「在選書方面我們不能更廣泛，但是要
更專業，讓真正愛買書的人來一看，會覺得找到知音的
感覺。找書的時候，我們要更『專』，去提供博客來或
者誠品等書店不能提供的東西。」比如和獨立出版等的
公司合作，又或是擺賣學生自己製作的書籍。這些出版
物很難進大書店，在獨立書店中卻能擁有個性化的角
落。「也許將來我們也會和大陸再多些合作，比如進一
些台灣少見的社會科學的書。」

書店是相遇的時光
經營唐山書店三十多年，陳隆昊也經歷很多感動的瞬

間。比如二十多年來因體恤經營困難而沒有加過租的富
豪房東，又比如那些在連鎖書店看到同一本書卻仍然願
意走多幾步幫襯唐山的老顧客。位於地下室的唐山書
店，地板都已經被踩得斑駁，曾經的讀者從學生變成了
大學教授，有幾代人的記憶留存在這裡。

陳隆昊到現在都還記得自己小時候因為一家書店而改
變的經歷。「小時候住在鄉下，祖父怕我以後考不上大
學，初二把我轉到比較接近城裡的學校。小孩子到了陌
生的地方，又還沒有認識新朋友，對我來說精神上很難
過。當時交通不便，通信也不便，想回趟家撒嬌一下吃
一頓媽媽的飯都不敢。有一天，我閒逛到一個書店，看
到一本書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就買了回家，結
果一下子着了迷。當時我覺得：沒有朋友又怎樣？我已
經找到自己的樂趣。」從那時陳隆昊開始愛看書，到現
在，做了那麼多年的書店主人，他深深期許在政府政策
的幫助下，可以有越來越多人願意到鄉下去開書店，
「只要每一年都有兩個小朋友能養成閱讀的習慣，長久
來說對閱讀風氣和知識的提高都是好的。」

我想像着，平時坐在唐山書店中顧店的他，一定時時
期待着，能在書店中遇到一個又一個如當年自己般的年
輕人，不知不覺，因為架子上的某本書而改變了自己的
世界。從剛開書店到現在，陳隆昊笑說最大的滿足仍然
是自己「不用買書」——走進店中，看到自己喜歡的書
就和店員打個招呼留起，這時候好像渾然忘卻這些書本
也是自己出了成本買回來的。

「可能我們這些鄉下人就是這樣，一輩子就想着幹一
件事情。」他咧着嘴笑。可一件事情，能幹好了已是大
成功。誰說這不也是獨立書店的魅力所在？

書展熱讀

元朗．食事．好時光
作者：鄧達智、鄧桂香
出版：萬里機構

香港食物的原始風味，來自
本土食材名物，只要是老香
港，總會認識冠珍醬園、李祥
和、元朗腐竹、新界豬、本地
雞、九記臘腸等等。著名設計
師鄧達智，去年曾經出版《元
朗四季好日子》，講述新界圍
村元朗一帶的食事，更把與食
有關的民生與文化融入其中，
獲得讀者好評。今年書展，他

繼續與其姊合力推出《元朗食事好時光》，講述元朗昔
日食肆的故事，點評今天的流行食物，更鈎沉古往今來
食物與人之間的軼事。由舌尖出發，說的卻是時光的故
事。

圖文：草草

台灣獨立書店展台灣獨立書店展

「所有一切，都發生在巷口書店裡。」

性格各異的獨立書店，一直是台灣巷弄中迷人的風景。沒想到，在香港書展喧鬧的展場中，這風景靜靜佇立在小角落裡，像

一個美麗的小缺口，挽留你急匆匆的腳步。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今年首次參加香港書展，不為賣書，卻仿造實體書店外形打造出小展區，通過影像、照片、書籍以及

書店地圖等各種媒介，來向讀者呈現台灣獨立書店的特色和經營理念。展區主題為「within and without bookshops」，兩面牆

上一邊繪着台灣的中央山脈，一邊展覽台灣鄉下老房子的意像。台灣老牌獨立書店唐山書店的店主，也是現在台灣獨立書店文

化協會理事長的陳隆昊說，獨立書店是社區中的文化聚落，這次來香港，希望為讀者展現台灣的風貌和獨立書店的精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顯影——台灣獨立書店展
時間：即日起至7月22日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1D-D31

喧鬧書展中喧鬧書展中的的「「小確幸小確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