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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圖文：草草

家的模樣：葉怡蘭的私宅改造讀本

「設計」如何讓生活過得更
好？答案就在這29坪的所有
細節裡。這是第一回，葉怡蘭
敞開自家私宅，細膩書寫關於
空間觀點、設計思維、生活美
學，以及關於家的溫暖點滴。
「在我們家，看不到任何卵石
枯沙紙燈籠等禪風意象，不夠
財力擺滿各款北歐大師名椅名
几，更學不來極簡主義的堅壁
清野凜白無慾，但簡約利落、

不尚冗贅巧飾、形隨機能生的原則，這麼多年來，我始
終信守不二。」

作者：葉怡蘭
出版：寫樂文化有限公司

我相信．失敗

儘管眼前埋伏廣袤的原野和
恐懼，儘管還一無所有，但在
幻想中，感覺自己擁有一切，
那就是青春。陳文茜與10位
夢想飛行者的人生相談，蔡康
永、周杰倫、五月天阿信、劉
若英、嚴長壽、林懷民、蔣
勳、羅大佑、許芳宜、潘石
屹，他們的人生故事，也是懷
抱着夢想的你的故事，他們的
信念，帶給這個時代的青年，
最有力量的信念與箴言。

作者：陳文茜
出版：時報文化

李光耀回憶錄

要超越，先理解！本書由李
光耀親筆自述五十年來如何投
注心力，把新加坡從一個語言
複雜的前英國殖民地打造成一
個多數人都通曉英文，同時懂
得自己母語的團結國家。這位
新加坡的建國總理，面對巨大
的政治挑戰與人民反彈聲浪，
始終堅定以雙語政策作為唯一
出路。李光耀一生的艱困、挑
戰與榮耀，全都展現在權威自
傳《李光耀回憶錄》中。

作者：李光耀
出版：時報文化

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

高密度、擠擁、高速、生活
緊張……都是香港一貫的代名
詞。香港地少人多，衍生很多
有趣、獨特、創新的城市規劃
考慮；同時，商業機構及民間
群眾創意十足，善用空間達到
目的，令香港各處存在很多隱
匿卻不明所以的建築學「隱形
邏輯」。建築師張為平走遍香
港各區，以簡潔的圖像及相片
呈現隱沒於大樓窄巷間的建築
學理念，即使讀者對建築學毫
無認識，都定能從書中找到樂
趣。

作者：張為平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

本書作者來自全球各地華文
研究社群，是最具指標性的重
量級學者。全書收錄的文章，
紛呈在三個單元。每個單元都
由幾個核心概念與關鍵詞構
成，綜合提出兼具導讀性質的
文章，將帶領讀者觸及並思辨
相關議題，是26堂現代人必
修的文學課。第一單元「新舊
文化、語言實驗、公民論述」
着眼於近代變革的時空氛圍。

第二單元「知識轉型、文化生產、歷史記憶」則以近代
知識體系為思考的重點，對知識、觀念的形構與轉型，
文學形塑的歷史記憶與效果，展開不同面向的反思與回
應。第三單元「地理疆界、文化跨界、東亞想像」聚焦
文體與疆界的思辨，以及在跨學科文學文化的意義上，
細讀文本的感知象徵系統，展示東亞的文化想像力。

作者：王德威
出版：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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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經過3個月的評
選，由上海市作家協會、勞動報社、上海網絡作協聯合主辦的
「2014中國網絡文學年度好作品」評選活動近日在滬揭曉。
《宦妃天下》、《首席星探》、《住在手機裡的小莉澤》等10
部作品脫穎而出獲得了優秀獎。與2013年度推薦作品相比，
此次比賽短篇和中篇作品比例有所上升，網絡文學作品創作更
出現重質量的健康發展動向。
中國網絡文學年度好作品評選活動今年是第二屆舉辦，參評

作品均為2014年度在各個網站上刊登或連載的網絡文學作
品。據悉，13家協辦網站總共推薦了98部網絡文學作品，其

中，歷史類、都市類、玄幻類、言情類佔了大部分，而鄉村類
小說則是首度入圍。
主辦方表示，「中國網絡文學年度好作品」評選活動是文化
單位與媒體在推動上海文化大發展中的一次創新嘗試和成功合
作範例。去年評選出的一批優秀作品，滿足了網民的閱讀期
待，也促進了網絡寫作水平的提高，培養了質量觀念和精品意
識。
今後，評選將繼續引導並逐步建立符合文學本質、具有網絡
文學特點的審美評價體系，促使網絡文學蓬勃發展、健康成
長。

眾所周知，「文化記憶理論」最早
是由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提出的。文
化記憶是指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集體
記憶力，通常是一個社會群體共同
擁有的過去。譬如，法國作家都德
的《最後一課》曾讓人們深刻地認
識到：語言文字承載着一個民族的
歷史與文化，是喚醒民族意識、增
強愛國意識的有力武器。從這個意
義上說，文字的出現，不僅打破了
時間、空間對人的局限，更是使人
類在生產生活過程中獲得知識、經
驗教訓及思想觀念，並在不同的時
代、不同的地域進行交流和傳播。
而囊括了30餘種民族文字的起源演
變、60餘個非遺項目的現狀、300餘
幅國家圖書館珍藏圖片的《我們的

文字》，無疑是對中
國文字流變歷程的一
種 獨 特 「 察 言 觀
色」。

追尋漢字起源
任何一種文化，只

要它的文化記憶還在
發揮作用，就可以得
到持續發展。相反，
文化記憶的消失也就
意味着文化主體性的
消亡。文字是文化記
憶傳承的重要手段，
漢字則是中華文化記憶的重要媒介。
《我們的文字》的第二章「中國文字
大視野（上）」參考了歷代典籍文

獻、神話傳說、古文字以
考古學成果對漢字的起源
及其與漢民族、中國文化
的緊密關係作了論述，以
彰顯漢字的文化學意義。
而在對中國漢字流變進行
梳理的過程發現：漢字不
僅僅是一種記錄語言的工
具，它還是一種記錄思
想、觀念與文化的符號。
換言之，漢字不僅承載着
民族思維，還可以看到中
國歷史上的文化現象、文
化觀念、文化特徵，進而
可以找到中國文化形成與
發展的脈絡。
歷史是一條奔流不息的

河——這條河流經之處，
一些東西會被裹挾而去，
一些溪流可能會乾涸。在
中國歷史上，一些活躍一

時的民族不見了，其語言、文字也隨
之消失了。英國籍著名哲學家路德維
希·維特根斯坦曾說：「早期的文化
將變成一堆瓦礫，最後變成一堆灰
土，但精神將縈繞着灰土。」漫步於
歷史的斷牆殘垣中，不時地撿起那些
被遺棄的刻有文字的碎瓦，腦海中突
然浮現古代民族戰火紛飛、飽經風霜
的歷史長卷。突厥文、回鶻文、察合
台文、于闐文，八思巴文、西夏文等
文字，雖然現在沒有多少人能辨認，
但是用這些文字記載下來的歷史文
化，同樣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
產，值得人們去珍視和反覆研究。

文字傳承文化
由此，如果愛我們的民族，就要愛

我們民族的文字和語言。各個少數民
族的文字，儘管誕生時間不一、形態
多樣，都對其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傳承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換言之，56
個民族，約30種文字，共同組成了中
國的文字大家庭，並早已共同融入到
了中華民族的血液當中，就像音樂之
於奧地利、足球之於巴西一樣不可分

割。文字，傳承着文明；非物質文化
遺產傳承着文字。《我們的文字》第
八章專門列舉了「與文字相關的國家
級非遺項目及部分省級非遺項目」。
據統計，現在國家級非遺項目才47
項，代表性傳承人只有88位，其中9
位已仙逝；省級非遺項目只有15項，
代表性傳承人只有39位，其中1位已
經仙逝。雖說傳承人的人數在不斷地
減少，但有這些人的努力和傳承，各
個少數民族的文字和語言的魅力，就
會如同生命的流水，川流不息。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
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
古。」東漢文字學家許慎《說文解字·
敘》中的這句話，不僅道出了文字傳
承文化的功績，也道出了文字超時空
的作用。事實上，中華民族偉大的過
去、屈辱的近代，輝煌的當下和未
來，不正是用「我們的文字」來記錄
和承載的嗎？也許，在一些文化學者
眼裡，這本《我們的文字》的大部分
文字可能都是泥沙。但正是這些泥沙
包含着金子，而閱讀的真諦往往就是
沙裡淘金。

簡訊

「2014中國網絡文學年度好作品」在滬揭曉

上帝在創造萬物的時候會留下隱秘的信息，這些
信息被視為上帝的簽名，這是美國作家伊麗莎白·
吉爾伯特新書《萬物的簽名》的書名由來，如果用
一句話介紹這本書，可以這麼說，一位偉大的女科
學家，對植物的生命密碼瞭若指掌，但卻對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困惑終生，她——無法知道上帝在人心
之間，留下了什麼樣的簽名。
這本書擁有不少有關植物的專業知識，而且也有
大段關於植物與哲學、宗教的論述，但這些內容在
書中所佔比例絲毫不會影響到故事的可讀性，這是
一本純粹的小說，而非藉着小說名義強化閱讀快感
的科普讀物。作者搜集如此眾多且權威的植物知
識，是為了讓本書更有趣，當讀者被人物情感打動
的時候，會忍不住關注那些貌似專業的信息，並且
在這些信息中得到妥帖的安慰——如同本書主角阿
爾瑪一樣，每當她遭受一次生命力遇到的最大挫
折，都會把她對植物的依賴向前推進一步。
《萬物的簽名》堪稱一個女人的史詩。阿爾瑪是
個強壯健康的女人，少女時期有過傾慕的對象——
她的圖書出版人霍克斯，到了結婚的年齡，嫁給了
另外一個讓她心旌動搖的人——神秘而又富有魅力
的蘭花畫家安布羅斯，但直到九十多歲死去時，她
還是一個處女。這是一個標準的悲劇不是嗎，上帝
留在她身體裡的簽名出現了亂碼，一個在科學上有
巨大成就的女科學家，在情感上卻潰敗得一塌糊
塗。
吉爾伯特真是位優秀的故事講述者，她的書寫有
着古典主義的優雅與從容，也有着流行現代派的幽

默與趣味，她像毛姆一樣深知讀者對
傳奇的渴望，因此從書的第一頁開
始，就注定了這是一部浩蕩的、激烈
的、回味無窮的傳奇故事。阿爾瑪的
父親，同時也是白畝莊園的暴君亨
利，本身就是一個神話一樣的人物，
出身卑微的他通過少年時偷竊所得以
及成年後航海旅行獲得珍貴樹種，變
成了富可敵國的人物，他的權勢體現
在女兒身上，就是取代了上帝，把他
的遺傳基因無可阻擋地傳遞到了女兒
的頭腦裡。
在富有、封閉又保守的白畝莊

園，風平浪靜之下隱藏着命運齒輪咬
合時發出的慘痛聲響，被收養的妹妹
普魯登絲嫁給了年齡大她許多的家庭
教師，是不願與姐姐爭奪霍克斯，但
霍克斯最後卻娶了她們共同的好友芮塔，三姐妹的
一生都沒有得到愛情與家庭的幸福，普魯登絲把一
生都奉獻給了美國廢奴事業，芮塔進了精神病院，
阿爾瑪自我放逐，去尋找自己唯一的丈夫曾愛過的
男人。
這樣的情感關係，放在普通的情愛小說裡再常見

不過，但有了「萬物的簽名」這個概念在，有了那
麼多神奇的植物、陌生的國度、以及浩瀚的海洋，
小說因此具備了讓人難以割捨的魅力，作者以她構
建的格局贏得了讀者的關注，又以人物悲情的命運
打動了讀者的心扉，她以女性化的角度去描繪女孩

對愛情一廂情願的想像，轉過身
又以非常男性的口吻去刻畫闖蕩
與探險的情懷。這是一位少見的
不與讀者較勁的作家。
《華盛頓郵報》評價《萬物的
簽名》：「這是一本光芒四射的
小說，一次珍貴的文學成就」，
小說雖藏有光芒，但外在樸素。
好的小說在閱讀時會給人舒適
感。這種舒適感如同《紐約時
報》的評價，源自本書「是向大
自然的智慧致敬」。植物本身有

魅力，文學本身也有魅力，兩者的結合親密無間，這
本小說就是生長於植物之上汲取着植物提供的營養創
作出來的。閱讀它的最大感受是：人當活成一株植
物，以自然為壤，以文學為水分，活得舒展一些。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萬物的簽名》符合經典寫

作的大多數要素：結構宏大，富有戲劇性的曲折情
節，簡潔有力的文字表達，拒絕草草而就的沉穩姿
態，對每一個術語所體現出來的專業性（儘管不專
業也無損閱讀），因此《萬物的簽名》將會是2015
年引進圖書出版最重要的小說作品之一，它的重要
性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被不斷發現。

書評

《萬物的簽名》：一部具有植物品性的魅力小說
文：韓浩月

《萬物的簽名》
作者：伊麗莎白·吉爾伯特
譯者：何佩樺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5年3月）

《我們的文字》
如沙裡淘金般對中國文字「察言觀色」
語言是思想的外殼，文字是文明的載體。從楊一

鐸的《文字的奧秘》，到王元鹿的《漢字中的符號

之美》，再到蔣勳的《漢字書法之美》，抑或是由

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編寫的這本《我們的

文字》（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不少學者、研究機構對有關文字研究、文字討論、

文字文化出版的勃興，顯然成了當下社會文化生活

的一道奇異的風景線。 文：潘啟雯

■《我們的文字》，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
中心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