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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許一傑）
上月尾，內地最大的圖書電商平台當當
發布了2015全民閱讀趨勢報告，並分
析了2015全民閱讀行為、全民閱讀大
數據趨勢和2015全民閱讀熱力榜單。
當當CEO李國慶表示：「我們希望最
客觀的展示出優秀書籍的全景圖，熱力
榜沒有加入任何我或者當當自身的主觀
看法，而是根據過往5年的圖書消費大
數據（小說為十年）為基礎，是超過2
億的用戶自己在投票，相信代表了全社
會閱讀的普遍取向。」
當當對全國1.4萬名年齡在7至60歲
之間的網民進行調查後得出：過去一
年，92%的人閱讀過電子書，85%閱讀
過紙質書，電子書首次超過紙質書，成
為網民閱讀的最主要通路。青春文學類
榜單前20名作品中，有14部已經或即
將被改編為影視劇播出。其中不少成為
過往5年的票房冠軍或刷新收視率，如
《小時代》系列、《步步驚心》等。這
表明洋溢着90後時代氣息的青春文學
與影視娛樂已經緊密融合。而在
2005-2014年最受歡迎中國小說類中，
《活着》、《平凡的世界》、《狼圖
騰》、《穆斯林的葬禮》四部作品，連
續十年入圍小說類TOP100，有望成為
21世紀新十年「新四大名著」。《豐
乳肥臀》和《白鹿原》則緊隨其後。而
外國小說排行方面則是《追風箏的人》
雄踞榜首，《百年孤獨》位列其後。

比起知名作家王安憶對1960年代「老三屆」精神成
長的講述和思辨（《啟蒙時代》），比起導演葉京對
1970年代「青春檔案」的審視和懷念（《與青春有關
的日子》），比起青年作家桑格格對1980年代「美好
童年」的塗鴉和自嘲（《小時候》）。由弟弟苑子豪
「生命中出現的十個人」和對哥哥苑子文「影響最大
的十件事」組成的《我們都一樣，年輕又彷徨》（湖
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這對雙胞胎
「文豪」兄弟用獨特方式傳遞的1990年代出生一代成
長記憶，有關他們的「小日子、小夢想、小情緒、小
確幸」的「四小」青春故事，顯然更像是「90後」作
家們的敘事領地。
苑子豪筆下「那些人教會我愛」的故事，語言和節
奏恰如其分：有原本光芒四射卻因為被「渣男」傷
害，便跌入人生谷底的負能量小姐；有年少時懵懂憧
憬而又銘心刻骨的初戀女生；有備戰高考時互相鼓
勵，高考後因為時運不同各奔東西的同學兼好友；還
有那個和自己長得很像卻比自己更好看、從小任自己
欺負卻始終對自己體貼照顧的「暖男哥哥」……一個
又一個人物，一個又一個場景，如同零散的電影鏡頭
一樣晃來晃去、交織閃現，說不清哪個人物是主人
公，而把這些人物和生活碎片拼接起來，就形成了一
幅較為完整的「90後」人生的精神地圖。
苑子文筆下「那些事教會我成長」的內容更多地講
述了自己經歷的那些「彷徨時刻」——離活動正式舉

辦只有一周，原本談妥的20萬
元贊助泡了湯；與一幫從小玩
到大的好友就着火鍋談着兒時
的理想和現實的無奈；生養自
己的小城，沒有大城市的繁
華，卻像個避風港一般讓人眷
戀……這些事看似瑣碎，卻也

是一種覺醒：長大的過程除了彷徨和「小確幸」，還
有勇氣、責任、堅強以及某種必要的犧牲。
事實上，《我們都一樣，年輕又彷徨》延續了這對
雙胞胎「文豪」兄弟之前合著的《願我的世界總有你
二分之一》的獨特深味，又有所差別。有時候，他們
帶有一種「俠氣」，正經十分；另一刻，他們又頗為
「邪氣」，狠狠地「戲謔」一把——更為可貴的是，
在他們帥氣的身上，集結了一股「被困難擊碎之後又
得以重建，被孤獨驅逐之後又得以重返，被失敗嘲笑
之後又得以重來」的身體和心靈雙重成長的青春正能
量，那是一劑不可多得而又至真至純的「慢性靈
藥」，會在不經意間「吸」走了許多年輕讀者看客的
「魂魄」。

書介 圖文：草草

原來是這種味道啊~孤獨的美食家名店全收錄

《孤獨的美食家》原作者久
住昌之說：「獨門美食的外
觀、味道，都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完成的。我三不五時就愛光
顧的店，總是可以感受得到店
家長年的努力，以及為研發好
口味所灌注的心血。在這些背
景條件之下，如果能加上有趣
的故事，我相信就算不用言語
表達，我所感受到的魅力，一
定也能夠或多或少傳達給觀

眾。 」跟着「孤獨的美食家」的腳步，品嚐日本人才
知道的平民好店，體驗用人情味當佐料、店家與客人交
織而成的獨門好味道。

作者：週刊SPA! 孤獨的美食家外景特搜小組
譯者：Uko
出版：圓神

關於人生，我確實知道……

她──從一個黑人貧戶成為
媒體天后，改變美國人的閱讀
方式，節目在145 個國家放
映，觀眾難以計數，連哈佛、
史丹佛等多所常春藤名校都爭
相請她對畢業生演講，更重要
的是，她推動的慈善事業遍及
全球。透過八個主題──喜
悅、韌性、連結、感恩、潛
能、敬畏、洞悉、力量，媒體
天后歐普拉細數自己人生閱
歷，藉由充滿巧思的「每日感

恩日誌」、「五星級樂趣」與「阿哈時刻」……她提醒
我們一切的豐富，都源自於把握當下；所有的精彩，都
建立在對每個呼吸的真誠以待。

作者：歐普拉．溫弗蕾
譯者：沈維君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書城旅人

在英倫屹立五十年的海伊書
鎮傳奇，竟然是從一個狂人荒
誕不經的玩笑開始的？他宣布
自己的家鄉自英國獨立，再把
它變成充滿二手書與書店的城
鎮；他是海伊之王，也是金氏
世界紀錄中持有最多二手書和
最多書櫃的人。他的名字是理
查‧布斯。五十年後，來自台
灣的李亞臻，因着少年時的憧

憬，不遠千里踏上尋訪書鎮的旅途。她在英國的鄉村間
旅行，流轉在海伊、塞德伯、維格等不同的書鎮之間，
對書與人、書與城市的思索也隨着旅程越發透徹清晰；
這既是年少夢想的實現之旅，也是為台灣書籍與文創產
業提出針砭的考察與巡禮。

作者：李亞臻
繪者、攝影者：陳怡揚Bear
出版：二魚文化

半場無戰事

金獎導演李安最新3D電影
同名原著小說，被英國BBC評
選為本世紀最棒的十二本小說
之一。19歲的大兵比利，因
一場擊潰敵軍戰役的畫面，恰
巧被福斯新聞網捕捉，成為家
喻戶曉的國民英雄。他和他的
小隊受邀從伊拉克返國接受總
統布什授勳，一時間祖國鄉
親、媒體記者、啦啦隊辣妹和
好萊塢製片都等着見他，還要
在德州超級盃現場與碧昂絲和

天命真女同台表演。如夢似幻的凱旋之旅，全因為他們
打了場勝仗，而他的同袍們，一個戰死，一個被炸斷了
雙腿……一場虛偽的榮耀之旅，九天如嘉年華會般的奇
遇，讓比利有所改變──他學會分辨這個世界，什麼是
真的，什麼是假的。

作者：班．方登
譯者：張茂芸
出版：時報文化

Irene

法國龔固爾文學獎得主、
《籠子裡的愛麗絲》作者最新
作品，探長卡謬‧范赫文三部
曲之一。對探長卡謬‧范赫文
來說，生活是美好的，和妻子
Irene新婚燕爾，新生兒即將
到來。但這一切卻都被一件史
無前例地兇殘的謀殺案給重重
地打擊了。更糟的是，媒體居
然要把他扯進來，他的一舉一
動成了頭條新聞。當他發現兇
手不只犯下一件謀殺，而先前

犯下的殺人案件都回應着某部經典犯罪小說時，他同時
了解到，作者很有可能會是下一個受害者……

作者：Pierre Lemaitre
譯者：Frank Wynne
出版：Quercus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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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作家的彷徨和「小確幸」
《我們都一樣，年輕又彷徨》

作者：苑子文、苑子豪
出版：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5年4月第1版）

文：潘啟雯

食色性也
快人快語的李昂三句不離「食」。最近香港中華
書局出版了她的《愛吃鬼的華麗旅程》，就是她從
前全世界趴趴走愛吃、愛玩留下的記錄。
旅程來到香港，她笑說這次呆的時間比較長，終
於可以「輕鬆地去吃」，「以前總趕時間，要趕着
吃掉很多東西。」她的飯局還在繼續約，暫時念念
不忘的，是沾友人光，嚐到鴻星酒家大廚特別炮製
的一碟炒飯。「從大盤子把它挖到我的碗裡面，那
個味道可以香到……不敢想像。每一粒米都蘸上調
料，均勻地染上淡棕色，吃完的盤子上沒有一滴
油，絕對是非常高的功夫！」光聽她描述，口水就
有點想要滴下來。
吃到一定的階段，已不僅是為了嘴角的鮮香。李
昂感興趣的，更是食物背後的文化。2007年，她發
表小說《鴛鴦春膳》，美食不再是配色，而是當之
無愧的主角。「果子狸與穿山甲」、「咖喱飯」、
「牛肉麵」、「珍珠奶茶」、「春膳」、「國
宴」、「素齋」……書中「起承轉合」四部曲，連
接起女孩的成長經歷；幾道美食，勾勒出背後的文
化雜陳，不僅道出「食色性也」的微妙關係，更深
入人性與政治。
「寫食物是很大挑戰，尤其是小說。大陸如果用
小說來寫食物，經常都是從飢餓出發，那是抹不去
的記憶。我當然覺得飢餓在飲食文學中是很重要的
部分，可是希望可以寫出不同的東西。我們大概沒
有那個飢餓的經驗，但是我們會有不同的東西可以
寫。」《鴛鴦春膳》花了她七年的時間，仍是意猶
未盡，李昂說，她在香港的這段時間，會開始寫新
的飲食小說，暫名《女人湯》。
「裡面會結合更多和女人有關的東西——女人做

的湯，給女人吃的湯，還是把女人煮成湯？這其中
就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發展。」李昂說着，笑起
來。

女人的問題永不過時
李昂出生於台灣鹿港，原名施淑端，四姐施淑女
與五姐施淑青都是著名作家，她開始寫文章，卻取
了「李昂」這個筆名。「在那個年代，絕大部分的
女作家寫的都是家裡的玫瑰花呀，家裡的貓咪呀，
人家會認為根本沒有辦法討論嚴肅問題。所以我覺

得要取一個筆名，不要讓人先入為主地發現作者是
女生，於是選了個非常強壯、男性化的名字。」
甚有女性意識的李昂，1982年開始在《聯合報》

連載《殺夫》，83年出版成書。《殺夫》為她奪得
《聯合報》中篇小說獎第一名，卻也掀起風波。不
堪忍受凌辱折磨的女人最終將施暴的丈夫殺死分屍
的故事，在當時社會氛圍保守的台灣遭到非議，
「被罵得很厲害」。作品中大膽直白的性描寫亦讓
李昂遭受人身攻擊與侮辱。其後，有外國翻譯家來
接洽版權，也遭到文壇大佬的阻撓。「他們認為把
這樣的書翻譯到國際上，是很丟台灣人的臉的。」
經歷各種曲折，《殺夫》仍然走出了台灣，到現
在，已經有英、美、法、德、日等多個譯本，亦成
為華人社會中女性主義書寫的代表作品之一。
《殺夫》挑戰禁忌、意識大膽，這似乎也成為了
人們眼中李昂的處事風格，「但無論怎樣，我不是
為了故意挑戰禁忌而去創作。老實說，你也不知道
社會的禁忌在哪裏，除非你碰到它。」
作品在外國引起關注，但也有讀者的觀點讓李昂
微微驚訝。「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第一次到巴
黎，有一個漂亮的年輕女孩，知識分子氣質的，對
我說：『你所表現出來的女性意識是我們媽媽那一
代的，到我出生時，我的成長中已經完全沒有這些
女性要爭取權利，或女性碰到的這些問題的處理。
對我們來說，這個就是一個小說，它和我的生活離
得很遠。』我問她想要的生活方式是什麼，她說：
『當然是有人養我們，可以美美地出來喝下午茶，
就像我今天來聽你演講一樣。』她希望衣食無缺，
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當時覺得真不可思
議，在台灣我們不是一直鼓勵女人不要這麼做嗎？
那個階段我們也覺得非常重要的是要爭取女人的平
權。但是沒有多少年後，我就在港台兩地發現冒出
來一群這樣的女生，她們最想要的就是衣食無缺，
有人養也沒有關係。」
時代愈來愈開放，女性意識卻反而倒退了嗎？李
昂說，自己對此沒有價值的判斷，「我們努力了那
麼多年爭取女性權利，是給了你選擇的機會。你可
以選一個自己喜歡的，但也要承擔其後果。」她又
說，女性主義也許是過時的潮流，但關於女性的議
題一直都在。「最近我發現，有些學生在用《殺
夫》來寫論文時，已經不是從過去爭取女性權利的
角度來看這個小說，而是從家庭暴力的角度來看。

這很好，說明議題一直都在，只是看待的角度不
同，就產生不同的理論。女人的問題恐怕不會是一
個流行一下就過去的問題，而是一個非常永恆的問
題，是一門永遠都做不完的功課。」

將女人做成湯？
《殺夫》濃烈、殘忍，讓人「細思極恐」。隨着
年齡漸長，李昂下筆有沒有溫柔一點？「也要看寫
的時候，如果把女人做成湯的話就一點不溫柔
了。」她笑着說，「隨着年齡的變化，尤其對女人
來說，必然面對更年期和老年，真的給了我創作上
很不同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一天天接近死亡，會使
得在關懷的議題上很不同，一個女人被傷害的題材
可能不是我目前能寫的，我可能會關懷不一樣的問
題。」2004年，她出版了《看得見的鬼》，被傷害
的女人變成女鬼，有能力去報復仇人。但報完仇後
問題來了，剩下來的永恆時間要怎麼打發？「所以
她們玩了很多好玩的，最後一個叫『會旅行的
鬼』，用很特別的方式來旅行。這些和寫《殺夫》
的時候變得很不一樣。」
女人的故事寫不完，李昂要如何炮製《女人

湯》？令人期待。

台灣著名作家李昂，在寫作上向來敢於挑戰傳統禁忌，早期作品

《殺夫》一鳴驚人，去年的新作《路邊甘蔗眾人啃》又激起討論連

連。近年來，李昂醉心飲食，她稱自己為「愛吃鬼」，將美食寫入小

說，葷香野辣的，是菜餚，也是人生。

最近幾個月，李昂應浸會大學之邀擔任駐校作家，更在香港醞釀起

新的飲食小說。寫作多年，女人，仍是她道不完的生命謎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李昂
說不盡說不盡 道不完道不完
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