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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選「底線思維」—香江議政論叢

屠海鳴先生是港滬兩地知名
的實業家和社會活動家，也是
海內外具有影響力的僑界社團
主要領袖之一，本書顯現了他
對構建「一國兩制」底線思維
和戰略的連貫理念所作出的可
貴探索。該書分為：「十五論
香港普選『底線思維』」、
「反『佔中』與香港政治」、
「香港社會經濟民生」、「國
家與國際」四個篇章，以香港
普選底線思維為主軸，貫穿香

港政治、社會、經濟、民生。作者將習近平主席的「底
線思維」聯繫到對香港普選的思考，將「香港普選底線
思維和戰略」作為中華民族復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努力探索和化解香港普選遇到的挑戰和難局，使香港社
會從更高的國家層面來理解香港普選的「底線思維」，
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香港普選的兩條底線：法律底線是
必須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有關規定辦事；政
治底線是普選的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對抗中央的人不能
當特首。從中央治國方略的角度進行演繹，全面闡述香
港普選的「底線思維」，是作者對香港普選討論乃至
「一國兩制」實踐的一大貢獻。

作者：屠海鳴
出版：新民主出版社

香港地理──山海依舊風物在

本是一套教學輔助用書，出
版於1940年二月初，是供香
港中小學地理教課作補充之
用。原書分上下兩冊，上篇為
概說當時生活日常，下篇為地
方志。地方志分別香港島、九
龍、新界各敍述，有自然風
貌，也有居民分佈，還有人地
關係；講現象，也講道理，務
使知其然，也知所以然，條理
清晰，文筆簡潔，言必有據。
雖是知識小書，卻時有盎然趣

味。以今眼光端詳，《香港地理》絕對是一本恬靜的風
物誌。

編者：蘇子夏
出版：香港商務印書館

列車上的女孩

2015震撼全球文壇的飆速
小說。列車每天準時在同一站
停靠，透過車窗外掠過的景
象，瑞秋窺見了軌道旁15號
住戶的生活片段。一天早上，
瑞秋從新聞頭條得知，15號
女主人竟已失蹤多日。她這才
想起，車窗外的景象似乎曾透
露不尋常的線索。只在想像中
互動的陌生人、隔絕於車窗之
外的事件，為何開始與她有了
交集？

作者：珀拉．霍金斯
譯者：王欣欣
出版：寂寞

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

本書以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
的在地消費及文化想像為兩大
切入點，梳理近半世紀日本流
行文化包括漫畫、動畫、遊
戲、電影、電視劇及小說等，
傳入香港的歷史及其與本土文
化的互動。同時闡述日本人眼
中的香港文化特色和城市形
象。作者認為香港的流行文化
沒有趨向日本化，反而是透過
挪用、在地化及混種化的策
略，將新生命帶入本地的流行
文化事業。

作者：吳偉明
出版：香港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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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閱人無
數，閱人無數不如名師指路。而今，在這個炎炎盛夏，我有
幸誦讀星雲大師《往事百語》（每日一語），如同與大師面
對面，親耳聆聽大師指點，感悟人生哲理。例如：「凡處世
待人，都要皆大歡喜」、「要做義工的義工」、「肌肉是要
活的」、「感動是最美的世界」、「忙，就是營養」、「疾
病就是良藥」、「老二哲學」、「妳重要，他重要，我不重
要」。
誦讀大師《往事百語》，懂得「心甘情願」之後，感覺做

事有了另一番的境界；了解「難遭難遇」之後，體味到世界
充滿了美好的意義；「敢，很重要」，使我們在遭逢困境
時，仍能抱持信心，衝刺到底；「忙，就是營養」，讓我們
在工作的時候，產生無比的力量。所以，儘管處於盛夏處
暑，日間常常汗流浹背，但每當誦讀大師《往事百語》之
時，猶如涼風習習，熨貼肺腑，恰似難得的享受，個中滋
味，非不誦讀《往事百語》所能體會。 ——段巍巍

夏日炎炎正好「讀」！本版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
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某本書的讀
後感、某作家講座的體驗，又或是對某書店的愛或恨……範
圍不限，題材隨意，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
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
至bookw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讀書有禮」。

讀書有「禮」

聆聽經典 感悟人生

人與鳥獸草木在某種程度上生活於共同的空間，自
古以來，文學也多通過草木比興而變得更加意味雋
永。「本書為我們描繪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植物世
界……還原幾千年來文人筆下的植物原貌」。作者告
訴了我們「首陽采薇」的薇、「上山采蘼蕪」的蘼蕪
等等一系列植物的前世今生，並配有照片，令人一目
了然，這對於深入理解古代作品是大有脾益的。所謂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知其名而不知其狀也是憾
事，知其名又知其狀，則必然會給日常生活增添不少
情趣。
比如作者對榆樹的論述，就讓人對這種平時不甚經
意的植物長了見識。《漢書》說：「高祖禱枌榆
社」，榆樹是漢天子的「社木」。以前鬧饑荒時吃榆
樹皮，如何吃法是今人難以想像的，作者做了詳細的
介紹，而且食之「酣臥不欲覺」，《木草經》中就指
出了它的安眠作用，嵇康的《養生論》說：「豆令人
重，榆令人瞑」，古人還有「豆重榆瞑」的成語。
《紅樓夢》八十四回，一段文字說：「第一要他自
己學好；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誤了人家的女孩
兒，豈不可惜！」這個「不稂不莠」，如果不了解
稂、莠都是怎樣的惡草，就難以說清「稂莠不齊」和
「良莠不齊」之別。《藝林匯考》就引文說：「今俗
鄙稱有『不郎不秀』之語。有解曰：此祖《詩》語。
《詩》云『不稂不莠，禾粟生穗。』蓋不實之稱

也」。「不郎不秀」與植物無關，
明人湯沐在《公餘日錄》中說：
「明初，閭里稱呼有二等，一曰
秀，一曰郎」，是表示人的等級。
而「稂莠不齊」是說稂莠不會和莊
稼長得一樣高。現在多數人約定俗
成用作「良莠不齊」，兩者語法上
也不同。良、莠不是兩種惡草，兩
者本身就不齊了。所以雖然在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等書中都這樣用，但也有如《庸閑
齋筆記》說：「後則村董內良萎不齊。」在他看來，
似乎「良萎不齊」更妥貼。書中顯示稂就是狼尾草；
莠就是狗尾草。一般也都這麼認為，可惜找不到古代
名與現代名轉變的根據，作者也沒有找到，僅僅說今
為何名，其實未必準確。
古今植物名多有不同，《詩經．關雎》一唱三嘆地
表現了對一位採摘荇菜女子的思戀。蒙古王府本《石
頭記》中有句話：「不覺到了荇葉渚，順着柳林走
來」。荇菜究竟是何物？所幸，《笑林廣記》中有個
「吃荇葉」的笑話，說窮清客煮荇葉吃，然後赴富兒
席，飲空心酒過多而吐出荇葉。恐人嘲笑，掩飾說：
好古怪，早上吃了幾個蓮心，如何這麼快吐出小荷葉
來？《宋書．前廢帝紀》載南北朝時，「民間私鑄惡
錢氾濫成災，遂有耒子、荇葉、鵝眼等稱謂。」所以

荇葉類同於荷葉是不會錯了。「金蓮
花」又稱莕，「三寸金蓮」就由它而
來。荇即是莕，又稱「水荷」等等。一
般《紅樓夢》抄本中的那句中寫作「杏
葉諸」，是少抄了個草字頭。其莖葉均

柔滑可食，做成羹，曾是江南美食。《毛詩》說《關
雎》是言后妃之德，而且：「后妃采荇，諸侯夫人采
蘩，大夫妻采萍藻。」可是江南水鄉塘灣中此物並不
罕見，說花草有貴賤，與身份地位相對稱，荇要由后
妃來採，不免讓人難以接受，不然，那位男子豈不成
了在思戀成了后妃的別人之妻？可見，弄清楚了其中
的關係，對於理解原著是很重要的。可惜，如荇菜之
名的有確切脈絡可尋不太多，對於它們的研究仍然是
一項有趣而艱巨的工作。
「藝術是涵養心靈，追求美麗與尊嚴的境界，追求

理想和夢的世界……除非先有夢，什麼事都不會發
生。」走進文學的植物世界，印證寄託於夢的心靈。
人處草木之畔，與之相濡以沫，從它們的沉默中得到
恆久的啟示。對大自然充滿感激與敬畏之心的人們，
總是在不斷在發掘和彰顯草木的性情。因為生命與生
命不離不棄的陪伴才會彼此豐富多彩。

書評古典文學中的植物情趣 文：龔敏迪

《草木緣情．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植物世界》
作者：潘富俊
出版：商務印書館（2015年3月）

兩年一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
賽」踏入十周年，至今已成

功培養共四十一位新進作家。今屆
的得獎者中，包括香港的湯文舜、
朱茂文及關嘉利，來自內地的鍾玉
玲、張逸良、李佩珊及王芊禕，及
來自台灣、年僅十三歲的學生賴迎
曦。在主題「發現」下，比賽呈現
這些來自兩岸三地的文壇新星對時
代及生活的獨特想法，作品內容包
括探討人和動物的關係、戀愛觀、
新移民身份認同、文明之間的異同
等，發人深省。
三聯總經理李家駒說：「比賽的價值不僅在於發
掘了多少位新進作者，又或參賽區域又擴大了幾
倍，而是在於它提倡的一種創新精神和自由意志，
及現代鮮活的表述方式。參賽者不拘一格，無需理
會市場，可隨心出發，用自己擅長的體裁和表達方
式，向內心世界及時代進行探索。」
比賽踏入十周年，網絡世界對書籍的衝擊是否愈
加激烈？評審之一、香港網頁設計師兼新媒體藝術
家朱力行認為，網絡信息在迅捷的同時，也異常短
暫，在一夜爆紅和一夜消失之間，無法找到真摯情
感，所以書籍無可替代。內地作家及紀錄片製作人
鄧康延則感謝香港這片自由的沃土，他說：「在無
干預的自由創作的大環境下，我們才能見到這些風
格各異的作品，也看到了兩岸四地的交融和差異，
希望可以將這種比賽的理念推廣開來。」

深入採訪特殊群體
現居香港的朱茂文，筆名艾文，從2011年開始，
由北京出發，陸續採訪了內地十五位十八歲至七十
八歲的男同性戀者。受訪者中，有三次因同性戀傾
向被勞教的老人巴黎先生，有為了追尋夢想從陝西
農村來到北京漂泊的同性戀民間剪紙藝術家西亞
蝶，有一輩子隱藏在異性婚姻中的古稀老人白大
姐，有中國同志運動之父、美籍華人星星，有年輕
的同性戀紀錄片導演范坡坡……這些鮮活的人物出
現在朱茂文的小說中，他用冷靜、紀實的筆調，勾
勒出了一個多元的、不為普通人所知的男同性戀者
的情感世界。
朱茂文關注男同性戀議題已有多年，從內地走到
香港，他認為香港社會有更多的開放和包容，「在
採訪中，我聽到了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七十八歲老
人的故事尤為辛酸。對於男同志來說，與過去的黑
暗時期相比，現在的大環境已經好了很多，但仍不
夠。所以我寫了這本書，也會繼續相關題材的創
作，以這種方式站出來，同時也鼓勵更多人勇敢地
站出來。只有站出來發聲，世界才會變得愈來愈
好。」

呼籲社會關注疾病
鍾玉玲的創作從身體

切入，是一次自我發現之過程。她記錄一個生命體
如何通過患病的身體，與精神對話，抗擊痛苦，思
考社會。《疾病王國中的身體生活》一書是自傳式
文學，作者鍾玉玲曾患重症肌無力，她希望以自己
的痛苦經歷，喚起讀者對身體的知覺，以及社會對
疾病帶來的文化議題的關注。
「病時，身體不能動，但思維異常清醒；也因為

病，我得以安靜思考人生和社會。」鍾玉玲經歷身
邊的病友一個個離開，近距離觸摸死亡；也見到夥
伴因患病後樣貌改變，遭男友背叛而自暴自棄……
「我發現，這個社會看起來很開放，卻總是不自覺
地遠離如因患病而身有異常的人。疾病已使人痛
苦，來自社會偏見的壓力更為沉重。曾經，我千百
次問『為什麼是我』，到後來，我堅持不肯剪短長
髮，我想病時的自己，應與病前沒什麼不同。」現
時的鍾玉玲已康復，她說自己出院後第一件事便是
剪髮，與患病的自己「一刀兩斷」。

中國需要的歷史題材
張逸良的創作，被指導老師鄧康延評價為「是中

國所需要的角度」。百多年前，戰火瀰漫搖搖欲墜
的中國，列強的覬覦之心，直接而真實地表現於西
方報紙上。他們對中國的報道內容明顯增多，題目
包括德國水兵火燒總理衙門、義和拳起義、八國聯
軍從塘沽登岸直逼北京等。而
其中不能忽視的，是西報對這
些事件所作的圖像報道，例如
法國的《小日報》 (Le Petit
Journal)。
為了寫作《另一種表達——

西方圖像中的中國記憶》，張
逸良兩度遠赴巴黎，尋訪圖書
館，在跳蚤市場「尋寶」，收
集了近八十張報道了中國話題
的《小日報》，並解讀這段圖
像中的歷史。他介紹說：「同
學送給我的一份《小日報》引
發了我的興趣，繼而開始收集

這方面的資料。創作過程中我發現，圖像帶給人的
直觀感受，有時卻是錯覺，因此我開始翻譯和解構
圖像相關的文字。在那些圖像資料中，不只有諷刺
漫畫，還有寫實的相片，及對歷史人物的中肯評
價。」
在眾多作品中，繪本《阿怪》也引起了廣泛的關
注和熱議。作者王芊禕描繪了一位在家中不穿着任
何衣物，總是提着一壺滾燙的開水去燙煮所有她認
為需要消毒的物體的女人。那個重度潔癖的女人是
王芊禕的親戚，也是大家茶餘飯後的談論對象。這
引起了王芊禕的興趣，經過深入探訪和了解，她似
乎明白了那個活在「玻璃罩」中內心孤獨的女人。
「我們看阿怪，覺得她是奇怪的，而阿怪眼中的我
們又是怎樣呢？」繪本通過阿怪的怪，來映襯人們
習以為常的不怪。
而一個天馬行空的小孩，一份畢業功課，一次野

外觀察所得，成就了一本奇妙的圖文小說及一位比
賽史上最年輕的優勝者。在《飛魚神的信差》書
中，一包載有東西的防水袋漂流到北台灣的宜蘭海
邊，恰巧被一雙手拾獲。袋內有一封署名為Ｌ的神
秘信函、十數張幻燈片、故事冊子和田野調查筆
記，揭開了一個橫跨百年，連結南北兩地的故
事……生活在台北都市的賴迎曦，着迷於遠方的島
嶼與達悟族文化。她為了準備國小畢業的獨立研究
專題，多次回野調查，接觸耆老與族人，了解達悟
海洋文化，號召身邊的人改變飲食方式來「護
魚」。

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優勝者名單
湯文舜《人間等活》，繪本(文字與插畫)，香港
朱茂文(筆名：艾文)《世界已經變了》，小說，香港
關嘉利《七年》，散文，香港
鍾玉玲《疾病王國中的身體生活》，自傳式文學，內地
張逸良《另一種表達——西方圖像中的中國記憶》，散文(文字與圖片)，內地
李佩珊《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我的復刻青春》，散文(文字與圖片)，內地
王芊禕(筆名：芊禕)《阿怪》，繪本，內地
賴迎曦(筆名：迎曦)《飛魚神的信差》，小說 (文字與插圖)，台灣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浮世喧囂，仍有年輕人願靜下心來，或寫一篇篇

情深意切的散文、小說，或畫一張張妙趣橫生的圖

畫。他們渴求有良師指導，冀望有平台出版宣傳，

而新地新閱會與香港三聯書店攜辦的「年輕作家創

作比賽」，正可以扶助這些極具潛質的年輕人踏上

作家路，發揮所長。今次的第五屆比賽，將賽區由

香港及內地延伸至台灣及澳門，邀請兩岸四地十位

知名創作人擔任指導及評審，而最終八位優勝者的

完成作品，已出版成書並在不久前舉行的書展中首

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年輕作家創作比
賽」的八位獲獎者與
眾評委、嘉賓合影。

■年僅13歲，來自
台灣的優勝者賴迎
曦介紹小說作品
《 飛 魚 神 的 信
差》。

■香港組的（左起）關嘉利、朱茂文、湯文舜
介紹自己的新書。

■評委之一的鄧康延稱讚比賽給了（左
起）王芊禕、李佩珊、張逸良、鍾玉玲
這些內地年輕人無限發揮的機會。

兩岸三地優勝者兩岸三地優勝者
關心社會議題關心社會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