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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畫，原來要看這裡

有沒有過走進美術館看場畫
展，詳讀手上密密麻麻的簡介
文字，勉力聽完語音導覽之
後，仍一知半解的經驗？欣賞
一幅繪畫，除了作者背景、畫
面構圖、用色之外，難道沒有
其他途徑能快速了解畫作？本
書依「動物」、「植物」等類
別區分66個藝術「母題」，
帶領讀者抽絲剝繭，細細領略
每幅畫作背後的真實意含，即

使是沒有美術知識的一般人，也能透過本書快速具備專
業視野，觸類旁通，像解謎一樣愉快地欣賞畫作。

作者：宮下規久朗
譯者：楊明綺
出版：新經典圖文

在時間的核中：卡柔．布拉喬詩選

由著名詩人北島牽頭的「國
際詩人在香港」從2010年秋
天起，每年邀請國際詩人訪
港，舉辦多元化的詩歌活動。
今年秋，墨西哥女詩人卡柔．
布拉喬（Coral Bracho）應約
來港，為眾文學愛好者帶來細
緻優美的、拉丁美洲新巴羅克
風格的詩歌。其雙語詩集《在
時間的核中》同時出版，收錄
了布拉喬1977年至今的作品
共 37 首，並首次以西班牙
文、中文兩種語言同步呈獻；
譯者程弋洋指出，詩人繼承了

新巴羅克風格的豐盛繁茂，對語言的魅力有充分挖掘，
其詩歌創作也有非常新穎的形式，十分值得細讀。愛詩
之人，實不能錯過矣。

作者：卡柔．布拉喬
譯者：程弋洋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Good Morning, Mr Mandela

亞馬遜網路書店2015年度
好書，作者Zelda la Grange
在南非長大，廿歲出頭即擔任
曼德拉私人助理，亦陪伴曼德
拉走過晚年的失智歲月。Zel-
da la Grange以平實的文字、
生活的觀察，寫下曼德拉偉大
卻平凡的人生，也描述了這位
改變歷史的人物是如何轉變了
作者，這年輕女子的信仰、偏
見與價值觀。與其說這是曼德
拉傳記，不如說是描述再偉大

者當面臨年邁與疾病時，也有脆弱與真實的一面；這也
是一本描述忘年之交的動人作品。

作者：Zelda La Grange
出版：PENGUIN BOOKS LTD.

春之庭院

2014年芥川賞得獎作品。
失婚的前美髮師太郎、行徑詭
異的「辰房客」西小姐、和藹
可親的「巳房客」、幸福美滿
的森尾一家，圍繞着一幢藍色
洋房與一冊名為《春之庭院》
的攝影集，不同的思緒更迭交
織，喚醒塵封已久的記憶……
柴崎友香以日本知名攝影家荒
木經惟在自家陽台拍攝的攝影
集《愛的陽台》為靈感，觸發

了一連串行動與事件。在不斷拆遷又翻新的城市景觀
中，老舊出租公寓的房客質樸的生活氣息交錯其間，摻
雜着主角太郎過去的記憶及對話，清新細膩之外，又隱
約帶有一股懸疑的氣氛，引人入勝。結尾的視點突然轉
由不同人物擔綱，意外收束的巧思，讓人讀完更覺餘韻
繚繞。

作者：柴崎友香
譯者：黃碧君
出版：聯經

靈長類人科動物圖鑑

向田邦子眼光犀利獨到，將
世界看作一本有趣的圖鑑，從
童年、男女、家庭到社會政
治，一個個看似天真的提問，
無不直擊人心。「安全別針」
或「安全保障條約」，真能確
保「安全」？軟綿綿、沒有顏
色、看似心機很深的白豆腐，
到底哪裡好吃？ 到喪家做法
事的和尚，收取費用時會不會
害羞？鍋子、打火機、電話亭

都已變成透明的，為什麼唯獨郵筒不能透明？……向田
邦子的散文藏着鄉愁，有如翻閱年底的舊日曆，每一張
泛黃的紙頁都是成長的時光。

作者：向田邦子
譯者：劉子倩
出版：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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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大變局》中，奈斯比特提
出了一個概念：南環經濟帶

（GSB）。所指為地理上偏南部的國
家，即籠統的「非西方」國家，近似於
今天語境中的「新興經濟體國家」。
奈斯比特的觀點是，新興經濟體崛起
的局面已經形成，破除了過去長時期西
方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統治地位，新的
格局正在形成，這就是「全球大變
局」。
新興經濟體整體實力上升，以及這些
經濟體之間共同利益最大化、經過互相
之間的合作結成「板塊」、怎樣協同這
個板塊，使過去的「西方中心」局面成
為各國地位及發展機會更為平等的新格
局——在我看來，這是奈斯比特在本書
中最有價值的觀察及「預測」。

從香港看「一帶一路」
過去一年中，即便是與中國內地有一
關之隔的香港人，也已經漸漸熟悉了
「一帶一路」這份中國的新藍圖。一
帶，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這份藍圖可見的規劃就
是通過陸路和海路，打通亞歐的經濟聯
繫，形成地緣龐大的「區域內」共同利
益，而中國作為「一帶一路」的起點和
主導者，能夠從「做大的蛋糕」中持有

最大的話語權也是題中之意，以此徹底
改變全球秩序。這個甚具抱負的規劃，
現階段之所以能夠提出和開始推行，奈
斯比特在書中觀察到的這種新興經濟體
共同利益及合作經驗正是基礎所在。
以香港的角色來看，這一點的啟發性

非常重要。許多人對於香港在中國主導
「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的規劃中的角
色感到模糊：參與其中有什麼實際和具
體的收益嗎？事實上，作者在書中已經
點明了中國看待自身發展與周邊發展的
利益關係的本質態度：「在過去，中國
優先考慮的是如何創造最有利於中國自
身發展的外部環境。」「現在（習近平
就任以來）中國開始區別朋友和敵人，
對於願意在中國的崛起中發揮建設性作
用的國家，中國會設法讓他們從中國的
發展中獲得更大的實際利益。」中國為
什麼克服重重困難向他國推廣高鐵？亞
投行為什麼要幫亞洲發展中國家發展基
礎設施？僅僅是為了短期的投資回報
嗎？自然不是。
中國自身的發展當然是優先項，不過

作為一個體量超級龐大的國家，中國的
發展與小國不同，它對於外部環境及地
緣區域整體發展的要求大得多。只有在
帶動周邊一起發展的環境中，居於共同
利益最大化的新興國家的領軍位置，中

國的發展才可以樁腳扎實，後勢可期。
在本書中，作者以數章篇幅陳述了這個
格局。
這也是眾多國家希望參與到中國發展

所帶來的機遇中的原因。在閱讀本書
時，筆者同時也讀了暢銷書《李光耀觀
天下》。縱橫捭闔的李光耀，對於怎樣
讓新加坡從中國的發展中獲益，同時又
平衡中國影響力，其間的考慮堪稱當代
政治家的典範。很推薦香港讀者把這兩
本書拿來對讀，相信會有良多啟發。

趨勢分析有待現實印證
新興國家共同利益最大化，是《全球
大變局》這本書中最有力的觀察，作者
除此之外的趨勢分析，就屬見仁見智，
不過，在作者論述中，也從側面讓人較
直觀地看到了變局背後，作為其立論基
礎的資料、人物言論、媒體意見與細節
鋪排，而這些因素往往易被外人慣性地
忽略。就個人而言，在閱讀書稿時這也
是值得一提的收穫。
作者奈斯比特先生是以趨勢學知名，

其分析立足於趨勢而非現狀，其結論既
會得到事實的印證，自然也會遭遇到事
實變化的修正。本書寫成於2013年底
至2014年中，當時中國已經開始流行
以「新常態」來看待一個宏觀階段的經

濟問題及下一步發展變化的基本立足
面。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趨勢已經
放緩，進入一個「新常態」的發展階
段，這點都有共識，但作者在附錄中所
持的觀點還是特別積極和樂觀：「（中
國）逐漸轉變為一個以私營企業為新發
展動力、市場發揮基礎作用的國家。」
「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新方向
和新語言可以這樣解讀：進一步對外國
開放國內市場，同時也在全球市場爭取
更多的機會。」……一年多前所作的這
些預測與當下的經濟形勢及政策給人的
印象似乎有差別。
此外，在國際新興經濟體領域，現狀

也未能像作者預期的那般樂觀：在書中
被寄予厚望的新興經濟體，現在正面臨
經濟危機，當美國退市和加息的情況明
朗後，資金開始大幅從新興經濟體流入
美國。此外，作者在書中對於美元的重
要性走弱、人民幣持續走強的預測似乎
和多數人一樣，而現實的經濟形勢已經
對此作出修正。未來走勢如何，也是一
個關注熱點。
當然，「趨勢」是一種長遠的發展過

程，與一時一期的新聞或階段報告有所
不同，它會變化，把握變化中的脈絡並
預測其走向，是看待趨勢最有趣和有價
值之處。中國人常說「以史為鏡」，
《全球大變局》是一本讓人對發展與機
遇產生信心的書，而我們也大可見仁見
智，以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去對照書中
的趨勢預測。其實，這也不失為一種
「以未來為鏡」的好辦法。

1982年，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tt）撰寫了他最知名、最暢銷的著作《大趨勢》（Mega-

trends），為了撰寫這本書，他做了十年研究，這本書讓他獲得了「未來學」（或趨勢學）領域的

聲望，也連續兩年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榜，全球各版本銷售1400萬冊。後來他又撰寫了若干趨勢

學領域的著作，而最近的一本是《全球大變局：南環經濟帶將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Global

Game Change: How the Global Southern Belt Will Reshape Our World）。 文：章雋

書評掙扎在晚明南方的靈魂 文：龔敏迪

《南華錄．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
作者：趙柏田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全球大變局全球大變局》》
以未來為鏡以未來為鏡

晚明是士人靈魂備受煎熬的時代，那時「人的命運
充滿戲劇性和艱難的選擇」，而「最為精華的還是這
個時代成熟到了糜爛的物質和精神的種種」，在南方
經濟繁榮和帝國夕陽殘照的雙重背景下，他們靈魂的
掙扎就格外具有張力了。本書的好看，還在於作者嚴
謹地穿綴起了大量的文獻記載，有根有據，卻又以通
俗小說般的走筆娓娓道來，令人讀來痛快淋漓，看得
出這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元朝理學家許衡提出了：「士大夫慾無貪也，無如
賈也。」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駁斥道：「人主
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楊維
楨、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 但藝術的繁
榮還是要有經濟的支持，像顏回那樣：「一簞食，一
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是容易做到，追隨孔
夫子去周遊列國就不大可能了。《史記．孔子世家》
說孔子：「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能不行矣，吾
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春
秋》「定是非」，要人將命運與王權捆綁，但明末的
士人在對世俗王權的絕望中，選擇了在與商賈的捆綁
中尋找存在的價值。於是書畫、戲劇、園林、收藏、
出版……在許多領域都達到了新的高度。「花是精
華、人亦是精華，最為精華的還是那個時代風華而又
奢靡的物質和精神的種種。」
就拿痴迷香料而言，「焚香一度被看做是秉受來自
上天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不管你是否具有真正
的品味能力，為證明自己屬於文雅境界，證明你是上
層人士中的一員，每個人都在自覺和不自覺地參與着
這種感官的表演。」

《明史》載：嘉靖年間，
朝廷急需香貨，命令戶部派
出官員「分道購龍涎香，十
餘年未獲，使者因請海舶入
澳，久乃得之。」嘉靖皇帝
點名批評戶部尚書，對只買
到龍涎香三、四斤表示強烈
不滿。所以，對於澳門，既
有要趕走夷人的盧廷龍一類
人，也有需要從這裡得到龍
涎香等香料和珍寶，滿足帝
王物慾，從而保住自己官位
的朝廷命官。
湯顯祖於1591年9月被貶

到廣東徐聞縣，於是他把經
過澳門的見聞寫進了《牡丹
亭》：第二十一齣，是老旦扮僧上場，唱：「一領破
袈裟，香山嶴里巴。多生多寶多菩薩， 多多照證光
光乍。」然後念白：「小僧廣州府香山嶴多寶寺一個
住持。這寺原是番鬼們建造， 以便迎接收寶官員。
茲有欽差苗爺任滿，祭寶於多寶菩薩位前，不免迎
接。」他說的在「番鬼們建造」了這個為朝廷收寶官
員來選寶的地方，是商業與宗教互投機的產物。劇中
韓秀才約柳夢梅去看多寶寺的「賽寶」，那是朝廷欽
差定期來時，才把商品拿出來，在多寶菩薩前讓其挑
選的。識寶的苗舜賓一方面為皇家採辦「蠢爾無知」
的寶物，一方面也懂得為朝廷珍惜「滿胸奇異」的人
才。柳夢梅在寺中成功地得到了他的贊助，於是「香

山嶴里打包來，三水船兒到岸
開」，要去京城趕考了。湯顯祖
說：「亂世思才，治世思德，惟中
世無所思。然吾輩不能不為世思
也。」思的結果是他「總是一味想
衝破『理』的藩籬，給人慾以應有
的位置。」他用世俗化的戲劇，通
過夢境穿越的方式燃燒了自己生命
的激情。
「一輩子孜孜以求去佔有的東

西，實際上也佔有了他一生」，如
果說湯顯祖的「臨川四夢」有閃光

的思想內核，那麼，那個時代最普遍的書畫收藏和鑒
賞，卻大多是以「流經他們手上的名作，使得一段卑
微，瑣屑的人生浮現出了金錢世界不能遮蔽的光
亮。」腐朽的官場漸漸失去了向心力，他們中的一部
分人，甚至「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只是
「現實中追求享樂的適世者」，但他們「隱退到了權
力世界的背後，在另一個更為世俗、更為私密的方向
上打開了一個生命的空間……與同時代權力場中的角
逐者們共同構成了傳統中國的兩翼」，透過本書人物
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藝術文化的活動，讓人感受到的
是當時在南方經濟繁榮、財富集中的條件下，他們躲
閃騰挪，左衝右突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