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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
現代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馬文森百年誕辰紀念會
日前在北京舉行。司馬文森後人在會上，向香港
《文匯報》贈送了1952年其在擔任香港《文匯
報》總主筆期間，遭遇港英當局非法拘捕遞解出
境後，香港《文匯報》社務委員會及全體工作人
員寫的兩封慰問信複印件，以此作為歷史的見
證。
司馬文森之女司馬小萌表示，1948年9月9日，
在香港的反動派文特散佈謠言，中間路線混亂思
想活躍之時，香港《文匯報》創刊。此後，《文
匯報》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打擊反動派文特的
造謠中傷，揭發美帝的破壞陰謀，把祖國建設的
真實情況介紹給海外僑胞，成為一支有力的筆部
隊。
自香港《文匯報》創刊，柯靈邀司馬文森為他

編輯的《社會大學》欄目寫一個長篇通俗小說。
司馬文森以何漢章為筆名創作了《南洋淘金
記》，從香港《文匯報》創刊第二日——1948年
9月10日起連載，每天一篇，直至1949年5月16
日，一氣呵成。在東南亞華僑界引起轟動，很多
讀者每天打開報紙首先看的就是《南洋淘金
記》。《南洋淘金記》不僅開創了華僑社會文學
的先河，也為香港《文匯報》的發展作出了貢
獻。據悉，司馬文森1916年生於福建泉州。16歲
在家鄉參加革命，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
18歲時在上海加入左聯，是左聯最年輕的成員之

一。
抗日戰爭打響後，司馬文森在上海文化界

救亡協會宣傳部主持職業青年及學生團體救
亡運動，參加《救亡日報》工作，為喚起民
眾投身抗日奔走呼號。在抗戰最艱苦的後
期，他還領導了桂北游擊區的抗戰武裝鬥
爭。皖南事變後，他堅守桂林文化城，從事
地下黨的聯絡工作和抗戰文藝統一戰線的領
導工作，奮筆疾書發表了大量紀實作品。據
不完全統計，司馬文森發表的抗戰文學作品
多達數百萬字。

後人贈信證歷史
此外，在桂林、廣州、香港，司馬文森創

辦並繼續發展《文藝生活》雜誌，組織發動
通訊員運動，影響擴至東南亞及歐美多國。
為引導香港電影健康發展，他也作出很大努力，
編寫的《海外尋夫》、《火鳳凰》等多部電影上
映，反響熱烈。他根據親身經歷寫就的長篇小說
《南洋淘金記》，在《大公報》、香港《文匯
報》連載，被譽為「開創了華僑社會文學的先
河」，被評選為香港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的第
五名。
據司馬小萌介紹，1952年1月10日，在司馬文

森擔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期間，與電影工作
者齊聞韶、馬國亮、劉瓊、舒適等8位電影工作者
被港英當局非法拘捕遞解出境。香港《文匯報》

的社務委員會，以及全體工作人員給司馬文森寫
了慰問信。司馬小萌在活動現場將兩封慰問信複
印件贈送給了香港《文匯報》，作為歷史的見
證。她表示，希望報社工作的後來人珍惜先人創
業的艱辛，站穩在海外堅持文化鬥爭的崗位。一
如司馬文森所言，「那是一條精神橋樑，要緊緊
守住它，鞏固它！」
解放後，司馬文森為新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努

力工作，他聯繫、推動、實施中國與印尼、阿爾
及利亞、法國多個文化合作協定，成為新中國走
向亞洲、非洲、歐洲的文化使者，為新中國與世
界的文化交流打開一扇扇大門。

香港出版學會會長李家駒在日前舉辦的調查結果發
佈會上表示，於全民閱讀調查方面，香港分別落

後內地及台灣十三年與十五年。缺乏詳盡的數據，出版
界無法科學調整出版方向；業界也無法明確自身在地區
間的定位；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推廣全民閱讀，投放資源
時便「無理可依」。而準確且持續的調查不但可作為縱
向研究的歷史基礎，還能為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文化政策
提供重要參考。基於上述原因，香港出版學會早前委託
新論壇以隨機抽樣方式考察香港閱讀人口的閱讀頻次、
消費習慣及閱讀動機。

三成市民一年不看書
新鮮出爐的調查數據顯示，在本年1月15日至2月6
日期間接受音頻電話訪問的
1,765 位 市 民 中 ， 逾 三 成
（31.2%）一年來從未閱讀過
紙質圖書；而在有閱讀習慣的
1,215人裡，離開校園時間最短
的人群（18歲至30歲）中有近
四成表示去年所讀的印刷書低
於過去的圖書閱讀量。該數據
表明，想要使閱讀成港人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實任

重而道遠。但更令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香港大學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謝錫金與李家駒擔心的是，若照
此趨勢發展下去，未來放棄閱讀的市民有可能愈來愈
多。
謝錫金認為是次調查的結果與「促進國際閱讀素養
研究」（PIRLS）所提供的數據十分吻合。PIRLS是一
項全球通用的測試，用於觀察小學四年級兒童的閱讀能
力。在2011年最近的一次調查中，香港小四學生的閱
讀能力於66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一。表面上看學生
們的學習能力強，學習成績好，可細究起來其閱讀動機
卻排在全球倒數第二，閱讀興趣則排倒數第三。謝錫金
指出，若這批學生從學校畢業，脫離了教師及家長的監
督，他們的年閱讀量或許將如本次調查所示逐漸減少。

而他們成年後自然就成為
了沒有閱讀習慣的家長，
無法引導下一代去享受閱
讀，長此下去將造成惡性
循環。因此，發掘適當方
法促進成人閱讀，在當下
顯得尤為重要。
雖然部分受訪者承認過

去一年內沒有看過紙本書，但排除這類被訪者後，在其
餘68.8%具有閱讀習慣的市民身上卻體現出較高的閱讀
質素。在不計算漫畫和教科書的情況下，受訪對象每月
閱讀書本的中位數為2本，當中甚至有16.6%被訪對象
每月閱讀書籍數量超過4本。一周閱讀時數中位數為3
小時，19.3%受訪者每周閱讀多於7小時。但與該讀書
量相比，民眾的購買圖書意慾卻不強，有近一半的受訪
者主要以借書方式來滿足閱讀需求，而買書為主的讀者
中，74.5%年購書開支低於港幣500元，分攤到月即每
月購書預算不足42元。

港人愛讀文學小說
在李家駒看來，導致該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書局與出

版商錯判了讀者的喜好。他說：「業界一直以為香港讀
者較為實際，因此會偏愛旅遊、烹飪、保健類圖書。今
次調查的結果卻出乎意料，原來文學小說、心靈勵志和
人文歷史時事政治類圖書最受讀者歡迎。」謝錫金補
充：「所以真正喜歡讀書的人必須去圖書館才能找到自
己想看的書。」他更建議各大書局重新洗牌，不要讓店
內最顯眼的位置全都被旅遊書和烹飪書所佔據，應調整
書店佈局向讀者推薦值得一讀的好書，進一步提升讀者

的閱讀質素。
基於香港所流行的借閱文化，李家駒提

議出版界多與圖書館合作，結
合時下熱點設置主題活動。他

說，圖書館有其相
對固定的讀者群，
若出版界能和圖

書館聯手邀請作家分享創作經驗，舉辦講座、工作坊，
同時銷售圖書，既有助於出版社宣傳新書，又能將圖書
館之舊館藏帶入新話題實為雙贏。除此之外，他還建議
政府增加公共閱讀空間及設施，使民眾有更多機會輕鬆
接觸書籍。例如參考台灣經驗，在公園、車站、博物館
或大型商場內部建立迷你圖書館；或借鑑深圳去年年底
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於機場及
人流量大的車站開設借閱點。謝錫金也指出目前香港地
區圖書館閉館時間過早，希望地區圖書館能適量延長開
放時間為熱愛閱讀的上班族提供有利條件；或由政府按
片區補助各屋苑建造小型圖書閱覽室，將出版從商業行
為轉變為服務行為，讓讀者充分傳遞閱讀樂趣。

司馬文森
開創華語社會文學先河

書商錯判讀者喜好

為了保護知識產權並鼓勵閱讀與寫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5年起將4月23日設立為「世界讀書日」。自此，每逢

4月23日(今日)，全球各地的圖書館、出版社、書局、學校、社區組織等機構均紛紛推出如贈書、經典朗誦、寫作比賽

等促進全民閱讀的慶祝活動。而香港出版學會今年卻「化繁為簡」回歸本初，首次發佈本港「全民閱讀調查」報告，更

在充分掌握港人閱讀習慣及閱讀動機後「對症下藥」，以改善閱讀風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港閱讀調查成指標

一百年前，荷里活電影首次出現一位裸體女演員，轟動世界。一
百年後，為了紀念此「創舉」，歐美媒體紛紛將她當年的裸體舊照
刊登，以今日的暴露標準，小兒科矣；以今日的身材標準，她腿粗
腰更粗，醜女一名。但是，她的精彩人生在百年後的今天視之，仍
令人羨慕。
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澳洲悉尼的姬娜曼(Annette Kellerman)，父母是
音樂家。她童年時腳部受傷，走路乏力，需要鑲鋼板去支撐腳力。
父母將她送去學游泳，以加強腳力。十三歲腳部終於復原，十五歲
學會了全部游泳花式，奪得第一個游泳獎項。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她囊括了全球女性游泳比賽的所有大獎。
一九零五年姬娜曼移居英國，是世界上首位橫渡英倫海峽（二十

七公里）的女運動員，雖然失敗了，但姬娜曼名字已響遍歐美。隨
之而來是名成利就，姬娜曼躍升為當紅模特兒，參與拍攝與海洋有
關的商業廣告。例如，她潛水和魚兒合照、在水族館漫步、在海底
跳芭蕾舞等。最著名的廣告，是從七十二呎的郵輪頂部躍進水裡。
據說，一九一四年姬娜曼每星期的演出費高達二千五百英鎊，相當
於今天的日薪六萬美元。
姬娜曼還有時裝設計天分。當年的婦女衣着十分保守，束腰束胸

網底裙；泳衣的褲子須長及膝蓋，再加短裙遮掩。姬娜曼覺得短裙
阻礙游泳速度，她設計了一件頭泳衣，棄穿短裙。一九零七年波士
頓警方以姬娜曼的泳衣「不雅」罪，將她拘捕，告上法庭。法官後
來接納姬娜曼的自辯，承認她的泳衣美觀，但她仍須穿裙落水，水
中可以除裙。此案成為全球新聞，引起轟動，反而助長了她的時尚
泳衣宣傳。
由包裝得密密實實的一件頭泳衣，發展到今天的三點式比堅尼，

姬娜曼功不可沒。她代表了健康、活躍和自信的女性；她鼓勵女性
拋棄束縛，成為現代女性主義者和婦解分子的象徵。一九一六年荷
里活邀請姬娜曼拍攝默片《上帝的女兒》(Daughter of The God)。
片中，她裸體坐在樹幹上，長髮垂於胸前，若隱若現。她其中一手
輕輕掩胸，類似鏡頭在今天不足為怪，但在一百年前，它是劃時代
的突破，成為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上》片在牙買加拍攝，姬娜曼如出水芙蓉，盡顯健美身材。片

中她深愛王子，和當地民眾一起幫助王子抵抗敵人。其他角色還有
撒旦、罪惡女巫、善良仙女和許多王子身邊的太監。當年放映場場
爆滿，打破票房紀錄，部分地方曾經禁映，但不得要領。可惜，此
片拷貝如今已無法尋回。
姬娜曼後來專注於推廣健美運動。她到處演講和出書，在加州經

營健康食品店。一九七五年逝世，享年八十八歲。歷史上第一位裸
體女演員，只是姬娜曼精彩人生裡的一樁小事。她被世人視為女權
主義者、游泳健將、演員、歌舞雜技員、作家和成功商人。她的一
生，無憾矣！

百年裸女

文：余綺平

業界推借閱權計劃
雖然借書行為值得鼓勵，但其流行必然會對出版

業造成衝擊，香港出版學會會長李家駒表示，為了
令出版業和閱讀可持續發展，目前全球已有約五十
個國家及地區採取了借閱權計劃。香港出版學會也
一直積極促進「借閱權」的引入，希望政府在不影

響既有公共圖書館服務的前提下，補償本地作
者及出版商因圖書館服務所帶來的潛
在銷售損失，以支持更多本地作者投

身出版和文學創作。

■■司馬文森女兒司馬小萌司馬文森女兒司馬小萌（（中中））接受友人贈送老照片接受友人贈送老照片。。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司馬文森百年誕辰紀念會於北京舉行司馬文森百年誕辰紀念會於北京舉行。。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19521952年香港年香港《《文匯報文匯報》》社務委員會寫給司馬社務委員會寫給司馬
文森的慰問信文森的慰問信。。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19521952年香港年香港《《文匯報文匯報》》全體工作人員寫給司全體工作人員寫給司
馬文森的慰問信馬文森的慰問信。。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文學小說文學小說、、心靈勵志和人文歷史時事政治類圖心靈勵志和人文歷史時事政治類圖
書最受讀者歡迎書最受讀者歡迎。。 （（資料由香港出版學會提供資料由香港出版學會提供））

■■「「全民閱讀調查全民閱讀調查」」報告發佈會現場報告發佈會現場。。

■■左起左起：：新論壇研究調查員陳志輝新論壇研究調查員陳志輝、、香港出版學會會長李家駒博士香港出版學會會長李家駒博士、、香港出版香港出版
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池麗華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池麗華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