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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眼人

這是一個關於記憶與思念、
人與自然相依共生的故事─
瓦憂瓦憂島民阿特烈，十五歲
時按照族規航向汪洋，永不回
歸。另一邊，失去丈夫與孩子
的阿莉思靜靜安排自殺之
旅，卻因為偶然救了一隻貓而
動搖了心神。撞擊而來的垃圾
渦流毀了海岸，也使得兩個語
言不通的赴死者在山裡相遇，
失去兒子的阿莉思與失去親人

的阿特烈嘗試了解彼此；阿特烈忙理解新世界，阿莉
思默默透過書寫，以及與阿特烈斷斷續續的對話，梳理
喪子的哀慟。要等到複眼人出現，讀者才知道真
相……吳明益的《複眼人》，至今已售出10國版權，
現推出2016全新典藏版，特別收錄短篇小說〈複眼
人〉、《衛報》專文書評、各國際版本書封。

作者：吳明益
出版：新經典

觸發警告

推理、奇幻、科幻、繪本、
劇本、詩，無一不精的全能作
家─尼爾‧蓋曼繼《易碎
物》、《煙與鏡》後最新短篇
集。收錄二十五篇風格各異，
但同樣都充滿無人能夠模仿的
尼爾蓋曼風格作品。包含：英
國三大文化象徵─福爾摩斯
〈死亡與蜂蜜事件〉、大衛鮑
伊〈瘦白公爵歸來〉、超時空
博士（Doctor Who）〈無點〉

的衍生小說，以及蓋曼和讀者以推特合作完成的十二篇
古怪又充滿詩意的極短篇〈故事曆〉、白雪公主和睡美
人擔綱演出，顛覆童話的〈沉睡者與紡錘〉，以及蓋曼
廣受歡迎的代表性長篇《美國眾神》主角影子的又一詭
異冒險〈黑犬〉。

作者：尼爾．蓋曼
譯者：黃鴻硯
出版：獨步文化

潛沙記

《羊毛記》系列之後，休豪
伊再創高峰之作。昔日的世界
早已掩埋在深深的地底，現在
的世界只剩下連綿起伏的巨大
沙丘。文明退化到近乎原始的
落後，想活下去，只能從沙裡
挖掘所需的一切。在這個落後
的世界裡，唯一的高科技，就
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潛沙裝備。
只要戴上面鏡頭帶，就能夠用
意念操縱身上潛沙衣發出的脈

衝，鬆動身體四周的沙，讓他們得以像魚在水裡一樣，
在沙底潛游，探尋水源和石油，甚至潛得更深，尋找昔
日城市的遺跡……帕爾瑪的父親曾經是潛沙人中的傳
奇，二十多歲的帕爾瑪也和父親一樣成為潛沙人。北方
的地底有一座傳說中的古城──丹瓦。最近，有一群來
路不明的人說他們發現了丹瓦的位置，找年輕的帕爾瑪
潛下去尋找，然而，潛沙人的極限一般只能潛到三百公
尺，而探測儀顯示，丹瓦卻是在一千公尺深的地下……
而且，他不是第一個下來的人，因為那群人已經挖了一
條兩百公尺深的坑道。當帕爾瑪沿坑道往下降，他發
現四周的坑道壁上堆滿了潛沙衣……

作者：休豪伊
譯者：穆卓芸
出版：鸚鵡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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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小朋友逛書展，今年有什麼注目新書？日前，新雅文化介
紹了一系列將於2016書展重點推出的書籍，其中，鄧子健的新
作《香港老店「立體」遊》就新奇感十足。該書以小朋友的角
度富有趣味性地介紹了20間香港傳統的店舖，例如：當舖、古
玩店、補鞋舖等，令小朋友認識上世紀80年代已被淘汰或日漸
式微的店舖，讓他們了解經濟民生的發展和轉變，以及認識舊
時的文化和節儉的生活態度。鄧子健說 :「我會親自訪問現存的
舊店舖、看報紙和收集資料去還原這些傳統店舖的真實面貌，
當中在拍攝方面遇到一些困難，希望讓小朋友認識它們舊時的
模樣。未來更可能會開班教小朋友畫店舖內的物品。」此書適
合親子共讀，父母在講解店舖之餘更可以分享自己兒時的美好
回憶，雙方可以在互動之中建立更深的情感。它更突破傳統兒
童圖書的觀念，除了閱讀之外，圖書內藏街道圖，小朋友可以
手工剪裁立體店舖，建立自己的商業街，啟發他們對於城市規
劃的創意。圖書更附有益智應用程式，其中的「看手藝製作」
便是透過動畫形式讓小朋友深入了解手藝的製作過程。新雅更
會在7月24日書展舉辦「老店立體遊」的活動。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洪嘉禧

書展情報站

親子共讀
玩轉舊日老店舖

■鄧子健
與其新書
《香港老
店 「 立
體」遊》
洪嘉禧攝

宮澤賢治的詩，印證了我們常認為的道理，那就是
越是複雜的事物，看起來越簡單。生於十九世紀末岩
手縣農村的宮澤賢治，在其短短的一生中，醉心於化
學及農作物改造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時間皆留在岩手
縣農村裡，然而他另一方面又對天文學有濃厚興趣，
這些方面志趣使他看起來並不像一般作家或詩人。另
外，宮澤賢治亦篤信佛教，有自己的社會觀和宗教
觀，雖然當時日本也有篤信佛教的社會活動家或社會
主義者，但宮澤賢治的種種志趣和他們相比仍是別樹
一幟，這也造就他那在日本文學史中獨樹一幟的詩
歌。
這些詩就像他的童話一樣，看上去單純易讀，但背
後的寓意，卻又不易領會，其中有些是對科學(主要
是化學)實驗的描寫，這在當時哪國的現代詩中都不
多見；另外還有不少是對於農村景色的描寫，但都不
是泛泛的風景抒情詩，由於宮澤本身既是農民也是科
學家，故無論運用名詞抑或描述自然景色的時候都力
求準確，充滿了各種樹木、穀物，甚至自然現象的名
稱，還像氣象報告般精準，如「但在這個八月的中
旬/共計有十二天的紅朝霞/還有六天濕度九十度/導
致莖稈萎弱且只是徒長……」(〈——和風吹遍河
谷〉)。即使作者打比喻時，也經常採用化學現象，
例如〈真空溶媒〉中，頭幾句以「融化了的銅還沒暈
眩/白色日暈也尚未燃起/只有藍銅色的地平線」描寫
凌晨天色未明的深藍景色，甚至以「將肌膚削耗到腐
植土與泥土/筋骨由於冰冷的碳酸而粗糙」這樣的句
子來描寫鄉間歌舞者的肢體動態(〈原體劍舞連〉)。
在詩歌的王國裡，描寫科學現象的詩向來不多，這
是因為大部份詩人作者深受語文、哲學或人文訓練居

多，像宮澤賢治這樣接受科學訓練而後成為
詩人的不多，然而一旦詩人從實驗室中轉頭
仰望外面的星空和山川，從而喚醒了心裡的
詩歌時，他往往想以詩歌表達他在科學實驗
中激發的形而上思考與及隨之而產生的精神
信念。英國詩人燕卜蓀的詩涉及天文和數
學，但牽動全詩的主題是哲學甚至宗教的沉
思，宮澤賢治也一樣，只是他的詩句中不單
有玄思，也有他的血和肉，這些血和肉就是
他所種植和改良的農作物。
這些詩大多表達作者在農村日常生活中的憂慮，詩

中對人和自然關係的描繪超越了抒情的層面，而因為
生活而具備了更堅實的考量；當詩人說：「我現在充
滿自信/要再去巡視村莊……」(〈原野的師父〉)讀者
彷彿看到詩人真的去了巡視村莊而不是修辭。然而與
同樣以大自然為描寫對象的佛洛斯特相比，宮澤賢治
的詩背後的力量並非複雜的思辯，而是一種篤定的佛
教信念。這種宗教信念甚至表現被視為日本人生活背
後一種勵志向上的精神，其中最享負盛名的詩〈不輸
給雨〉，近年來日本社會因為地震、海嘯和各種人為
的災難，而深深感受到宮澤詩中的力量：「不輸給
雨/不輸給風/也不輸給雪和夏天的酷熱/擁有強健的
身體/沒有慾望/絕不發怒……」宮澤那少年聰慧的心
靈，他對窮苦人和農民的憐憫，以及對周遭物事和生
活的敏感，也在他稱為「心象素描」的詩句裡表露無
遺。
宮澤有意把岩手縣鄉村的世界再現在詩中，這些自

然現象和田園山川的詩句，倒是因為描繪得入木三
分，反而在譯成中文後帶有一種夢幻的氛圍，加上大

量科學名詞與神話典故夾雜
在詩人對山川森林的描寫當
中，反而增加了閱讀的陌生
感，當然，宮澤賢治把那麼
多科學名詞和不少日本西方
的神話典故，甚至古今歷史
人物和作者虛構的典故(如伊
哈托布)放進詩裡，是為了表
現出詩人心中所關注的事
情，這也是一種現代詩的語

言實驗，詩人卻運用那種口語化的日常語言來描寫這
麼複雜紛繁的內容。宮澤賢治的詩最常出現長短參錯
的句子，這種詩行最能表達複雜的情感和思路，當中
涉及了日本詩歌體裁的運用，宮澤主要詩輯《春天與
修羅》第一至三集中，便以這類在體裁上毫不傳統，
也必須再三誦讀才能捕捉其思想情感的長詩為主。
的確，宮澤賢治的詩，需要再三閱讀，正如很多緊
扣時空背景的文學創作，也許讀者需遠赴日本北方農
村，方能對宮澤詩中的世界了悟一二。編譯顧錦芬在
「解說」中提及自己遊歷日本時，走到詩碑附近一間
以前供奉毘沙門天立像的舊堂，了解〈滑床山之熊〉
詩中有關「毘沙門為人治病的手形」的描寫，宮澤有
些詩則因為其對農村進行逼真而奇詭的描寫，令讀者
更想親赴當地一睹究竟，因為宮澤的詩不單是其內心
素描，也是詩人身處世界的縮影。但即便如此，讀者
仍然會覺得自己與詩人的世界距離很遠，卻在某個時
刻，懷滿腔崇敬之情，打開他的詩集，再三咀嚼他
的兩三首詩作，而且因為詩中某種像物質碰撞的思考
而感覺清新。

書評不輸風雨的吟唱
——評宮澤賢治詩集

《宮澤賢治詩集：不要輸給風雨》
作者：宮澤賢治
譯者：顧錦芬
出版：商周

文：彭以夤

上述計劃由尚世影業、上海市作家協會、上海世
紀文睿等共同發起，並將設立孵化基金，以支

持「90後」、「00後」文學作者、專業影視院校的
青年導演，在文學創作、電視電影領域積極探索。尤
為矚目的是文學與電影的跨界合作，七位「90後」作
者——三三、修新羽、國生、譚人輕、魯一凡、齊鳴
宇和徐暢的七個單篇作品，已經被尚世影業看中並授
權。
尚世影業總經理陳思劼說，近100年前，歐洲興起
了電影先鋒運動，年輕的電影人反對當時傳統的影像
敘事方式，開始用一些表現主義的手法，來表達自己
的電影語言，時至今日，先鋒派的思想仍在持續，
「年輕人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表達，不一定要遵
循傳統的敘事語言，還可以根據最新的技術潮流和受
眾需求，運用新鮮的創意，來創造自己的電影作
品。」

發掘文壇新手
2015年，內地電影總票房高達441億元，同比增長
近50%，世紀文睿副總經理林嵐在接受本報專訪時
指，文學是影視創作的源頭力量之一，好電影多數由
優秀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當下內地影視產業雖然繁
榮，但題材類同，有品質的劇本並不多，她寄望，想
像力豐富的「90後」作家，或將為影壇引來新氣象。
從2008年起，上海市作家協會就手更新文學發

現機制，從在校學生中發掘具有寫作天賦的文學新
星，建立上海青年文學梯隊。八年來，作家協會走訪
了上海近200所大學、中學，從線上線下的各類活動
中，發現了近萬名儲備人才。世紀文睿則從作者庫中
挑選了近千名進行培養，給予出版機會，並以「90後
零姿態」書系為載體，出版了「90後」作者個人作品
集16本。
林嵐提到，這些「90後」作者很有文藝範兒，作品
一點都不水，且寫作題材多樣，並不局限於穿越、盜
墓。例如「90後」作者修新羽與尚世影業簽約的《死
於榮耀之夜》，就是一部想像力爆棚的科幻作品。未
來，人們將運用科技手段切斷肌肉疼痛傳導，提高運
動成績，但世界紀錄被一次又一次刷新時，卻也帶來
了運動員的死亡，描述了在科技高速發展的過程中，
人類內心的變化和掙扎。
譚人輕的簽約單篇作品《摸彩》，充滿了魔幻現實
主義色彩。每年都會進行「摸彩」儀式的光榮鎮，誕
生了抽中一百萬獎金的「幸運兒」鎮民H。原本對
「摸彩」不屑一顧的H，從此瘋狂購買彩票，而鎮上
每個人也都逐漸失去理智，獨具黑色幽默。
三三的簽約作品《離魂記》，則是以唐代傳奇為範
本進行改編，在熟悉的故事外殼內，講述了一個出人
意料的新故事。私奔出逃的倩娘和王宙，決定返回衢
州，卻意外發現張府裡生活另一個「倩娘」。當兩

人在張府舉辦婚禮時，王宙的哥哥王宇帶另一個
「倩娘」也來到了現場。

拒絕過早商業化
在林嵐看來，這些「90後」作家很具潛力，若是與
普通網絡寫手一樣過早商業化，為了贏得喝彩，搖擺
不定，埋沒天賦，未免太可惜，但是寫作本身確實收
益不高，且個別「90後」作家已經辭職，專心寫作，
暫時並無其他收入，若是作品恰巧能被影視公司相
中，不但是精神鼓勵，亦是物質補充。
「在以前，年輕人的作品很難入影視公司的『法

眼』，也幾乎不可能被資深導演看重，但另一方面，
又有很多年輕編劇、導演，需要好作品試手，」林嵐
說，現在通過與電影製作公司的合作，使得「90後」
作家的作品被更多影視圈內人看見，令供需匹配，青
年導演、編劇可起用文壇新作，拍攝一些不那麼商業
化的藝術片，參加獨立電影節。
她續指，當前「90後」、「00後」是電影、電視、

或文學作品的主要觀眾和讀者，所以「90後」、「00
後」作家，其實更懂得新一代觀眾、讀者的內心需求，
於新生代作家而言，市場很大，機會頗多，但另一方面，
社會心態亦非常浮躁，到處充滿
誘惑，花大量時間寫作，或許真
的不如炒股票、開公司賺得多，
所以才需要通過建立好機制，為
他們創造寫作環境，令之保持原
創動力。
據林嵐所言，在書市上，

「90後」作家的受歡迎程度亦
是參差不齊，有些書好銷、有
些則不然，但她強調，是次選
才，絕非視銷量，而是看寫作
表現力，希望能看到多元化的
作品。

鼓勵持續創作
長時間寫作需要毅力，為了鞭策年輕作家們筆耕不

輟，世紀文睿敦促此番入選「尚．先鋒」新人新作計
劃的「90後」作家，需在三個月內交出一部短篇，一
至一年半內，完成一部長篇。此外，出版社還將為年
輕作家們配備專業「導師」，類型涵蓋作家、文學編
輯、評論家等。除了先期加入的七位，以後每年還會
遴選五至十名「90後」作家，參與新人新作計劃。
至於現時很多人習慣閱讀電子書、或直接登錄文學

網站，林嵐認為，這不會對實體書構成多大影響，且
「90後」作家群體最缺乏的是知名度，若他們的作品
能夠做成電子書，在閱讀端滾動曝光，使得更多人讀
到，其實也是擴大了影響力，且有些讀者在網上閱讀
後，若覺得精彩，亦會在線下尋書，或是購買這位作
家的下一部作品。

內地「90後」作家
嚐鮮影視產業

內地「90後」新生代作家，正在嘗試多元化發展。通過「尚．先鋒」新人新作計劃，

其筆下腦洞大開、構思奇特的文學作品，有望被改編成電影劇本，而這些初出茅廬的文

壇新兵，亦將成為橫跨文學與電影的「兩棲能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圖：本報上海傳真

■三三的《離魂記》
章蘿蘭攝

■修新羽的《死於榮
耀之夜》 章蘿蘭攝

■■「「尚尚．．先鋒先鋒」」新人新作計劃在滬啟動新人新作計劃在滬啟動 章蘿蘭章蘿蘭攝攝

■譚人輕的《去藍朵
河參加舞會》章蘿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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