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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

作者韋爾許引證大量一手史
料，運用輕鬆富趣味的筆觸，
叙述了1838至1990年香港的
發展歷史，其中包括的重大歷
史片段有：律勞卑使團、兩次
鴉片戰爭、割讓以及殖民地初
期治理、19 世紀末瘟疫、
1911 年中國革命、抗日戰
爭、戰後香港發展、麥理浩管
治時代、建立ICAC、前途談判
等。作者在本書尤其深入分析
英國國內政治就英國對華政策

以及香港命運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作者：法蘭克．韋爾許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他們在島嶼寫作二──他們的文學時代

《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一系
列介紹了台灣最重要的六位文
學作家，四年沉澱之後，行人
文化實驗室推出《他們在島嶼
寫作二》，以七位作家──劉
以鬯、洛夫、症弦、林文月、
白先勇、西西、也斯，七部文
學電影，穿越台灣與香港，試
圖在島嶼間構築出一個文學時
代的風貌。搭配七部紀錄片的

盛大上映，本書試圖扮演「橋樑」的角色，以年輕的語
彙，將七位跨越年代和創作地理的文學巨擘大師的主要
作品、主要生平以及重要軼事呈現出來。

作者：行人文化實驗室
出版：行人出版社

Parisian Chic City Guide:
Shopping, Dining, and More

《巴黎女人的時尚聖經》作
者 、 時 尚 icon Ines de la
Fressange帶你遊巴黎。她向
你介紹優雅和別致的巴黎，從
衣櫃配件到家居用品的細節、
從皮件到內衣，從豐富多彩的
印度布料到巴黎人最愛的簡約
風格餐具，還有異想天開的禮
品和裝飾飾品，個人首選文
具，以及最喜歡的餐廳、巴黎
最棒的糕點，當然還有熱門景
點，超過百個購物與餐飲場
地……Fressange毫不藏私，

告訴你必去的理由，以及必買的商品，讓你像個巴黎當
地人一樣享受購物。

作者：Ines de la Fressange、Sophie Gachet
出版：FLAMMARION

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

川島芳子，她是末代滿清格
格，也是日本浪人的養女，更
是風靡近代東亞的男裝麗人！
為什麼國共兩黨均視其為大漢
奸、賣國賊，甚至於戰後將其
下獄處決？而日本、滿洲、蒙
古卻又對她無限感懷？日本著
名作家上阪冬子，廣泛探尋了
中日兩國與川島芳子有關之
地，採訪了其兄妹、友人與部
屬，輔以大量書信、報紙與檔

案，細膩描繪了芳子放蕩不羈且充滿爭議的傳奇一生，
讓我們得以跳脫傳統的批判眼光，從而以「一個有愛
恨情愁的女人」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位於死後仍長久背
負漢奸罪名的末代滿清格格。

作者：上阪冬子
譯者：黃耀進
出版：八旗文化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150th Anniv. Ed.)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是英國魔幻文學的
代表作，是世界十大著名哲理
童話之一。作者Lewis Carroll
天馬行空的想像力，簡樸、清
新、自然的語言，創造了各個
惟妙惟肖的角色。在這紀念其
150 周年的豪華達利插畫版
中，首次描述了插畫家達利與
數學家Thomas Banchoff深厚
的友誼，原來這位插畫家對數

學有濃厚興趣，你更不知道的是，他以從數學獲得的
靈感畫成一幅幅愛麗絲夢遊仙境的圖畫，以最著名的瀑
布為例，畫中就隱藏了數學邏輯。

作者：Lewis Carroll
繪者：Salvador Dali/ Ill.
譯者：Mark Burstein
出版：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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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而言，即使看過了朝井遼廣為人認受的《聽說
桐島退社了！》（2010）及《何者》（2012）後，作
為青春小說旗手的定位，基本上我也不過認為是從內
容入手而論。朝井遼其實是機巧型的作者，兩作均把
青春小說蓋上一抹懸疑推理小說的異色，令讀者被他
聲東擊西的技法牽鼻子走，也令人找到看下去的理
由。
可是在《少女不畢業》（2012）身上，我才敢確認
他的青春旗手標籤，其實很大程度建基在他對年輕人
的日常語言掌握上。當然，《何者》中大量注入推特
上的文字，用來反映出他們在網路上建構的虛擬身
份，其實已是一種嘗試。但利用推特語言融入小說世
界中，近年在日本文壇上的使用已幾成濫調（可參看
湊佳苗的《白雪公主殺人事件》），此所以也不能為
朝井遼增加多少青春氣息。
《少女不畢業》當然不是憑空而從外星而來的新構
思，以3月25日畢業禮一天為時空主軸，刻畫七組學
生乃至老師的分離物語，透過不同人的角度，去處理
同一天所發生及經歷的事物及情狀，那當然同樣有一
定的懸疑推理效果，但顯然這不過是附帶的趣味枝
節，絕非作者用心刻意鑽研經營的焦點所在。
於〈在校生代表〉及〈再來一次四拍子〉中，最能
顯露這種語言魅力。嚴格來說，一般讀者可能會覺得
以上篇幅較難以「代入」，這是正常不過的事，因為
兩作的雜音甚多。作者刻意迴避用旁白交代，一直由
得各人的插科打諢飄浮，又或是融入敘述者的思路中
表現出來，於是當中的青春語言便得以密集地穿梭徜

徉。再加上當中的東拉西扯，就好像主次不分的混集
旋律在彈奏，那當然便造成閱讀上的一定障礙，不過
與此同時也正好體現出青春語言的實感來。
此所以《少女不畢業》中的語言，正好是一眾聲喧
嘩的青春音調大匯演，當中有故作老練的半熟宣言：
「我們已經十八歲了，不會幼稚到吵不想分閞；
但，也不過十八歲而已，還沒有成熟到能向彼此保證
就算分開還是會深愛對方。」（〈寺田的腳背是高麗
菜〉）；還有曖昧異色的師生戀告白留痕：「老師，
我喜歡過你。」「謝謝妳，作田同學。」（〈謝幕曲
響起〉）；更有藝術包裝若有深意的表達就是：「這
是，兩個人朝不同方向前進的畫。」彷彿按下了什麼
開關，正道的話頓時讓我止住了呼吸。原來正道和他
的母親在畫裡並不是面對彼此，也沒有向對方伸出
手，而是各自朝不同方向伸出手向前走；他們不在
同一條直線，而是在毫無交集的平行線上（〈兩人的
背景〉）。
而以上的複合青春語言，一旦整合而觀，恰好建構
出一幅青春充滿不同可能性的圖案來。七篇斷章均以
離別為中心，當中有人昂首邁步向前，有人對過去無
限依戀難以啟步，透過對比映襯，不期然暗示出一種
潛藏了眾人心底的共通性──那就是究竟有沒有人生
的第二條路，乃至第三條路？是的，朝井遼從來不是
喜歡深入解剖陰冷人性的尖銳作家，甚至有人會因為
他曾是高校年代的啦啦隊中堅分子，所以認定他是治
癒系的「打氣男子」，總是在為他人的人生作啦啦隊
式的支援。事實上，作者的而且確沒有深層鑽入各人

的陰暗面，而在面對
外在設定的離別時
限，大家其實也只是
被迫地去接受從天而

來的宿命。面對「賞味限定」的青春告別式，在彼此
的決定背後（不少均以告白的變奏形式表達），其實
潛藏心底的呼喚就是有沒有其他選擇──因為大家均
只可以選擇一種方式去結束畢業禮，如果大家可以身
處平行時空，看看另一個自己可以怎樣作出不同的決
定，而因此人生又有怎麼樣的變化，那才是小說背後
的終極意涵。
是的，至此我也正式認同朝井遼作為青春小說旗手
的身份了，而且在他建構的高中世界裡，其實早已機
敏地平衡了各式人等的「出場權利」──那可以說是
承接《聽說桐島退社了！》而來的「部活」編排式構
思，所以《少女不畢業》中文藝少女、運動少女、歸
國少女、乖乖少女乃至鋒芒少女等等，均各就其位，
那麼青春旗手還有什麼空間要填補嗎？拭目以待他的
新作！

書評朝井遼的青春魔法
《少女不畢業》
作者：朝井遼
譯者：連雪雅
出版：貓頭鷹

文：湯禎兆

巴代是卑南族人，早年曾在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
究所讀碩士，研究部落文化與卑南族的巫術理

論。他認為自己首先是「部落文史工作者」，其次
才是作家，文學於他是工具，是抒發自己對於部落
文化議題相關思考的容器。巴代酷愛歷史考據，重
視田野調查，對他來說，深挖部落的歷史與文化，
用論文來記載自然趁手，但文學顯然有更大的空
間。他曾笑說，一直寫下去，自己可能會成為部落
的「稗官」，讓讀者通過他的小說看到原住民文化
豐富的「野史」。
2000年到2003年，巴代的創作主要集中在短篇，
承載的是各種具體議題的討論，「比如皮膚的歧
視、飲酒的習慣，或是族群間因不了解而產生的誤
解。」到了2005年下半年，他開始醞釀長篇小說，
邁入更加寬闊深瀚的歷史維度，探討更加宏大的議
題，「想要嘗試用一部長篇小說去承載歷史、文
化、信仰，以及自己的文學想像。」2007年，巴代
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笛鸛：大巴六九部落系列之大
正年間（上）》出版，在台灣文壇激起討論，其後
的《斯卡羅人》、《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系列之
大正年間（下）》、《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
的故事》等書，雄心勃勃地勾勒出作家筆下的原住
民世界。在這裡，神話、傳說、巫術、戰爭、部落
傳統與現代生活的衝突等等元素被糅合在精確的歷
史時空下，讓讀者目眩神迷。

追求歷史的精確感
「大家常把我的小說歸為歷史小說，但其實我並
不是在詮釋歷史，我還是在寫一個小說，只是當提
到歷史的時候，需要更精準，更能夠被挑戰。所以
從第一部小說開始，歷史架構和文獻、文化就並
存。」巴代強調作品中的歷史精確感，對他來說，
書寫的邏輯也許並不是如現在許多年輕小說家喜歡
的那樣，將虛構的故事搭附
到一個具體的歷史時空中，
借此來體現某種歷史的氛
圍，或呈現真假交錯的奇
景。他更在乎的是小說的
「野史」功能，如同打開一
扇門，吸引讀者，特別是部
落中的年輕人進入特定的時
空，對原住民文化產生進一
步探索的慾望。他的小說往

往從某個真實的歷史時刻或事件手，逐漸演變成
一個故事，形如對民族文化進行了重構。「我們離
那個時代久遠了，對那個時代的生活氛圍、社會狀
況是不熟的。以我的年紀，還可以知道20世紀下半
葉民族部落怎麼過生活，但年輕人不懂呀。小說的
處理方式是否可以把他們往前帶一點，讓他們去描
摹，去感受那個曾經有過的文化氛圍。這也對民族
意識有幫助，當他面對現代化的過程，還可以記憶
起自己是個原住民，面對自己的文化時，態度就會
更健康，不會被外面社會的歧視或不必要的誤解去
扭曲，可以比較健康地正視自己的文化。」
正因如此，巴代期待自己的作品可以成為某種

「歷史教材」，為部落裡的人提供敘述自己歷史與
文化的話語體系，也為部落外的人呈現一個了解的
窗口，背負這樣的使命，準確地拿捏其中的歷史元
素自然很重要。「裡面的歷史和文獻的部分，要期
待更精準，時代沒有太多的爭議。文化的部分、信
仰的部分，多方考據，如此成為一個歷史教材、文
化教材，但仍有一些文學的樂趣在裡面。」至於其
中虛實的界限把握，全建基於自己想要在書中表達
的觀點，「界限在於我要說什麼，要傳達的東西是
基本的核心。圍繞這個基點，有憑據的依舊是大的
歷史，難以考據的部分才通過我的生活經驗、文化
涵養、想像力與編織的功夫來呈現。」

從男人的角度寫女人
會走上寫作的道路，對巴代來說也許並非偶然。
「我從小就對文字很迷。」國小時候的他，就開
始看一大堆雜七雜八的書，好多書更是同齡人碰都
不會碰的。當時最常看的一本，是《國際現勢》，
分析國際形勢與現狀，「美蘇冷戰、中東戰爭、越
南戰事……」才國小五、六年紀的他，已經可以把
軍事、武器、南北韓形勢分析得頭頭是道，之後也

開始涉獵司馬中原等一批軍
中作家的作品。然而這麼陽
剛的閱讀版圖中，竟然也有
瓊瑤的身影，「當然看！所
以那段時間特別迷文字的
雕琢。」至於姐姐買來的小
開本香港言情小說，他自然
也不放過，武俠小說，更是
「大概你數得出的都看
了」。

「我對故事特別迷，」巴代說，「如果小說的
故事不強，太強調文學的實驗性、小說的實驗性、
意識流等，我會嚥不下去。所以我寫作的風格就朝
向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是可被閱讀、容易閱讀、別
人願意閱讀的。」他形容自己的寫作處於小說的可
見光光譜中，「有些文學實驗已經在不可見光譜
中，要特定的讀書人或做研究的人才可以看懂，非
常冷門。我則希望具有讀書能力的人都可以看懂我
的小說，特別是部落裡自己民族的人要能看得下
去，不知不覺被吸引，這比較重要，也才是我寫作
的初衷。」
也不知是否因為當年曾在瓊瑤的言情世界中閑

逛，又或者是受到卑南族母系傳統的影響，巴代筆
下的女性形象特別細膩生動，特別是巫女們，各有
各的神采。「我常開玩笑說，我有一大部分是女人
住在我身上，使得我自然去抒發。」他哈哈大笑，
更回憶起在部落中男孩子的成長歷程，以及之後參
軍成為職業軍人的經歷，直說自己對男性「本能上
排斥，一點興趣都沒有，一堆男人我實在想像不出
有什麼新鮮事。」寫作時，巴代並沒有刻意地去刻
畫女性，但十年下來，他常被人評為「最會書寫女
性的原住民男作家」，一回頭，發現自己筆下的確
有大量的女性描寫，比如《白鹿之愛》，比如《最
後的女王》，比如《巫旅》。
「我喜歡這種感覺，」他說，「我喜歡在寫一個
陽剛的東西的時候特別去關注女性看這個東西的視
角。如果抽離這個部分，小說也會失衡。不可能都
是男性的世界，女性一定有她的想法在上面。再
說，難道女性就不能去介入嚴肅的議題嗎？難道在
嚴肅的、偉大的議題中，一個女人不能擁有一個可
以適度示弱、任性、柔弱的權力嗎？比如《最後的
女王》中，除了大的東西，當回到她自己本身的時
候，我往她的內心深處去挖，她其實也想要談場戀
愛，她會時常想起自己沒有結婚前愛上的那個男
孩，她也很想自己稍微不要那麼堅強，可以掉個眼
淚……我很想去鑽那個東西，對我的生活經驗來說
那很遠，但從一個男人的角度去想像一個女人的生
活，我很喜歡這樣去處理。又好像《白鹿之愛》，
當談到他們之間的調情會覺得太膚淺，可是談一個
女生對她婚姻的算計的時候我又很認真地在幫她算
計，這也是創作的樂趣，因為在生冷生硬的文獻中
很難去產生這些東西，但是文學家可以，寫小說的
人可以，這是我的特權。」

台灣作家巴代

台灣作家巴代，是近十年來台灣原住民書寫的重要旗手。他將文學故事與歷史

現場緊密相融，也為自己的寫作賦予「歷史教科書」的使命。早前，巴代應香港

浸會大學之邀，作為訪問作家來港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其間接受了記者的

專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小說作為「野史」
書寫部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