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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洋行業百年—貿易與金融篇

香港自一八四一年開埠以
來，在殖民政府管治下逐漸發
展出各行各業。根據政府在一
八六○年的統計，當時香港除
了簡單的漁農業之外，已存在
一些商業貿易及服務業。及至
二十世紀中期，香港各行各業
百花齊放，發展程度已十分成
熟。本地歷史專家鄭寶鴻，透
過百多幅珍貴的照片及一段段

歷史的細節，介紹百多年來香港近二十個或早已式微，
或與時並進的貿易及金融行業，讓你了解行業發展的歷
史軌跡，亦從中緬懷香港人默默耕耘、為生活奮鬥的點
點滴滴。

作者：鄭寶鴻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止戈為武：中華武術在香江

中華武術，源遠流長，礙於
缺乏文字記載，不少武林事
蹟，皆屬口耳相傳，往往真假
難辨。可以肯定的是，從明清
時代起，不少門派向南傳播，
先是駐足廣東一帶，及後再移
師香港。戰後香港武館林立，
彈丸之地一度成為武林重鎮。
武林宗師也是凡人，同樣需要
營生和面對不同的現實問題。
戰後香港開設武館，是否需要
接受各門各派的挑戰？武館是

否如一般市民所認知的，是罪惡的溫床？擂台是否武林
中人的英雄地？以上種種，作者將嘗試拆解。本書特別
強調武術與香港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一方面是轉變中
的社會對武術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是武術也影響着香
港的社會生活，武術漸漸融入一般市民生活之中，發展
成今天老幼咸宜、有益身心的體育運動。

作者：麥勁生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香港108佛寺導一到

香港有多少家寺院？每所寺
院有什麼特點？又怎樣前往？
本書以現代年輕人喜歡圖片多
於文字的設計理念，圖文並茂
向讀者展示香港寺院的路線和
特色，以輕鬆的手法向讀者進
行簡單的導賞，是一本既實用
又精緻的佛教旅遊文化書。作
者用了3年寶貴時間，親身踏
遍了香港100多家佛寺院，經
過衡量、整理和篩選，最終揀
選了108所道場，並按地區劃

分成13條參訪路線，依照交通便利為大前提，順路而
清晰地向讀者展現了香港各區的佛教寺院位置和特色，
是一本難能可貴的誠意佳作。

作者：桂心
出版：華宇文化傳訊

別管黑洞了，跟霍金上太空！

本書帶領我們踏上一段充滿
驚奇的旅程，前往瀕臨死亡的
太陽表面，把我們縮小成和原
子一樣大，並將我們送入黑洞
的強大引力之中。在旅途中，
我們將探訪古今宇宙哲人，深
刻了解造就現代生活的各種複
雜科學，包括量子力學和牛
頓、愛因斯坦、費曼和霍金的
各項理論。國際知名天體物理
學家蓋勒法師承物理學大師霍
金，運用精彩出色的故事講述

技巧，以及幽默又不使人頭痛的方式，讓大眾體驗令人
驚豔的宇宙之美，並引導我們深入探討時空的起源和人
類的未來等大學問。

作者：克里斯多福．蓋勒法
譯者：甘錫安
出版：臉譜

北極驚航：美國探險船的冰國遠征

19世紀末，探險家們迷
於全世界唯一一塊尚未標記在
地圖上的神秘區域──北極。
一向特立獨行的《紐約先鋒
報》發行人小班尼特投資建立
了一支美國探險隊，隊長是曾
因進行格陵蘭探險營救行動而
聲名大噪的德隆。1879年7月
8日，德隆船長率領一支三十
二人團隊登上美國探險船「婕
內特號」，從舊金山啟航，帶

疑問和好奇，開始邁向未知世界的探險。漢普頓．賽
茲透過本書，不但生動地描述探險隊每位成員的個性及
心情，還從當時留下的私人書信、航海日誌，以及他自
身親訪探險隊當年路程的經驗，細緻還原了這段驚險刺
激的傳奇征程。

作者：作者：漢普頓‧賽茲
譯者：譚家瑜
出版：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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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蘭成是喜歡《陶庵夢憶》的，他說自己「大概是
因為張岱的沾沾自喜的情調，有留戀而缺乏追求的勇
氣的情調，正是我以及和我同等人的缺點的緣故。」
這種情調渴望藉助外力以博得世人的認可，卻又往往
在不能在彼此的倦怠處安住，於是情調就成了調情。
結果是：「我今如張岱自序所言『國破家亡，無所歸
止』歸亦無家可住，遂流亡日本。」正當他1943
年，在《人間味云云》一文中談到了在廣西做過政治
犯被拘禁，他說：「倘然是預定拿一個月零三天的時
間來增長見識的，則所嘗到的被拘禁的滋味一定不能
那麼深切。」文章發表不久，他又被已生隔膜的汪精
衛下令逮捕了，而他曾經為之做代言人，並成為了汪
偽政府的宣傳部政務次長。最令人陶醉的是靈魂的冒
險，有些人會成為某種主義的戀人，但如果他還有比
較獨立的見解，要真正與這種主義結下忠誠之緣是不
容易的。
很多人認為他作為從生活底層爬出而隻身闖世界的
男人，對社會人懷一份清醒與刻薄，不過，正如他所
說：「沉澱物與浮沫都是時代的洪流所厭棄的東西，
但沉澱物卻比浮沫更深刻些。」這本「他生前所定之
外的文集，收錄了近十年陸續發現的佚文」中，就有
不少值得一讀的這種沉澱。比如「取締感情，是要大
家忘記自己，並且忘記大家，承認只有幾位老爺們便
是世界上的一切」，開頭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後
來就卻會懷疑以至於相信恐怕真的是自己錯了，而從
『不敢言』到『言不由衷』漸至於所言為承認對方，

嘲弄自己，變成真的懺悔……再加上一番功
夫，忽何所見而遵照官方的意思真的興高采
烈起來。」但問題是「來不及把感情塑就，
天下就已大亂了，秦始皇就是如此。」中國
文化中醜陋的部分，根源往往在於不斷加強
專制的流氓手段之中，而「扮演神父式的偽
善，是流氓所能約束自己的最高限度……流
氓的唯一安心樂命的寄託點，就是『精於門
坎』。」比如都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他看
到了之所以成為散沙，也正是流氓們對於抱
團凝聚的恐懼，所以他說：「沙漠上的戰士
是荒涼的，他只能以自己的聲音來充滿這個
宇宙的。」悲哀的是，戰士的聲音不足以充滿宇宙，
他自己也因為搖擺不定的調情，也失去了成為真正戰
士的資格。
對於無產階級文藝的分析也比較有趣，他以為：

「無產階級且須以繼續的鬥爭去取得領導他們的資
格……無產階級自身，則因為文化的遺產貧乏，並忙
於獨裁，沒有可能產生文藝。」這是十分片面的，底
層人民不是沒有可能長生文藝，只是他們的文藝比較
粗糙、樸素，流傳的文藝需要在此基礎上經過去粗取
精的雕琢，所謂流行的無產階級文藝，也許都是同路
人的作為。而就階級而言，本質上只有統治階級和被
統治階級而已，「文藝對於階級的忠實當和對於人類
的忠實，有其結合點，因為階級可以對抗，而人類不
能對抗。」這種說法，今天看來也是不夠嚴謹的，不

然就沒有反人類罪了。
為了一己私利而對抗人
類的惡行來自於強悍
者，卑劣、低賤的行為
來自屈從者。
情感得不到宣洩就會

試圖在文藝中取得內心
的平衡，人到了無能為

力的時候往往會求助於虛幻，哪怕是從中尋找到現實
中沒有的出路，現實又是零碎的，藝術則可以填充現
實的斷缺，所以「不許可有小說戲劇，然而有傳說與
謠言，不許可有詩歌，然而有童謠讖語，不許可有論
文演說，然而有暗號。連諷刺都不許可的時候，還會
依附於神怪。」現代藝術「一部分是用以裝飾商品
的，裝飾商品的藝術不能有大的成就。另一部分則是
政府覺得一個國家似乎不能沒有藝術，這才忍痛而辦
的，這樣辦起來的藝術當然是不夠廣大深厚……當人
們明白了未來主義，發現其缺陷時，他們就不想說
明，也不等你表示不滿意，就趕快換成一個新名詞，
變成另一個主義，而當你剛剛發現這另一個主義就是
原來的未來主義時，他們又有了新名詞了。」這些說
法，不能不說是比較深刻而有趣的。

書評情調與調情
《無所歸止》
作者：胡蘭成
出版：中國長城出版社

文：龔敏迪

日本經歷了2011年311的福島核災後，
舉國上下對核電安全性的意識固然大為

提高，但當中出現不少爭議性的懸案，以及
社會上整體對能源政策的動盪搖擺，顯然也
非一時三刻可以廓清。《天空之蜂》的出現，大抵是
從娛樂產業的通俗化角度，嘗試在平衡各方面要求及
元素後，再作出的一次回應。
小說的主軸情節，是軍用直升機在首航禮前被遙控
系統騎劫了，而負責設計的工程師湯原及山下，都帶
來家眷來參加直升機的首航禮，當中山下的兒子惠太
因貪玩而上了機，成為了無意中被脅持了的人質。小
說的主角是工程師湯原，繼後他努力去從技術層面協
助營救惠太，成為了小說的重要情節內容。電影中的
一大改動，是把困在直升機上的小孩，由山下的兒子
惠太改為湯原的兒子高彥，於是情況便大為不同。湯
原立即成為要救血脈出危難的「英雄」，同時亦要為
自己作為不稱職的父親，進行一次贖罪之旅。

旁觀者的責任
我想即使沒有看過小說又或是電影的讀者，閱過以
上的描述後，都會贊同電影版導演堤幸彥的安排，肯
定更具戲劇張力及娛樂性。那麼東野圭吾對此又會否
懵然不知，視而不察？這樣解讀未免太小覷東野了。
對我來說，東野刻意不把機上的小孩設定為湯原之

子，與全書的核心主題有莫大關連。
在小說的構思中，正是透過三島及雜賀兩人的瘋狂

計劃（把軍用直升機設定在核電廠上空盤旋，然後要
挾日本政府停用所有的核電廠，否則待燃料耗盡後便
由得它墜落在反應爐上），從而把漠不關心的民眾加
以喚醒。而湯原表面上代表精英分子的角度，但深究
下去一方面同屬旁觀者（即以為自己只是工程師，對
軍用直升機的用途不作深思，而且對反核浪潮全不聞
問），同時又是共犯幫兇的角色（類似宮崎駿《風起
了》中的堀越二郎），責任更加重大。而小說版由他
去拯救友人之子，正是一種回應旁觀者原先漠然所帶
來的罪案之方法，一旦改為血緣父子的贖罪關係，簡
言之就是以小化大，把宏觀的社會性視野收窄至狹隘
的親情倫理定見，尤其離不開日本上班族因公忘私，
拋妻棄子為公司獻身的傳統命題，格局登時出現甚大
差異。

沉默的大多數
我認為更重要的改動，在於福井縣警刑事室伏的處

理上，他在小說中是主角之一，背景有詳細說明。他
本是京都人，小時候因父親調職至敦賀市而被迫落

戶，他父親一直看不起此小市鎮，終其一生在發牢
騷。反過來室伏卻由衷喜愛此地，升學後更用心部署
竭力尋找機會回來工作，最終如願以償且在敦賀結婚
生子。
電影版一概略去他的背景交代，而且由柄本明飾

演，百分百更動為一名活脫脫的地方老差骨，目的不
過為找出幕後罪犯而努力。此所以原先賦予在他身
上，一種游離了都市人及鄉郊人的獨特視野趣味，便
悉數蕩然無存。東野故意透過室伏的口中，道出日本
一般民眾的實用主義態度──他被人追問是贊成又或
是反對核電，直言自己屬都可以派。當別人批評他太
不負責任時，反過來毫不退避，回應這種事很大程度
受到立場上的影響，指定十年前仍屬犯罪防治科，因
負責核燃料的運送，所以是堅定的擁核派；但時至今
天，若大家認為核電不好，也同意不建核電廠云云。
我想指出室伏才是東野的用心所在，他的存在正好說
明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人，本質上就是選擇了立場身
份決定論，以及群眾共性倫理，去決定個人取態選擇
的一群，也可以由此去推算出無論發生多大的災難，
到頭來要令日本民眾醒覺的難度也多高。電影版可說
完全放棄了東野的用心設計。

《天空之蜂》
電影與小說的對讀思考

《天空之蜂》是東野圭吾的早期作品，成書於一九九五年，當年的寫作刺激，自然與一九九

五年的阪神大地震大有關係，作為日本近年的重大天災，人類面對災難時的無能為力感，令所

有人都不得不嚴正思考生存的困擾。而東野一早把矛頭焦點置於核電廠上，更加進一步把日本

四處隱藏人為炸彈的危機予以披露，目的正好迫使沉默及一無所知的群眾有所自省及警惕。

好了，在2015年決定把《天空之蜂》搬上銀幕，當然有時代的背景考慮，否則在眾多的

東野圭吾小說中，又怎會特意挑出這本早期且不算深為人知及廣受歡迎的舊作來？

文：湯禎兆

■《天空之蜂》是東野圭吾
的早期作品。

■《天空之蜂》劇照：江口洋
介（右）飾演軍用直升機「大
B」設計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