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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最大的錯誤

愛因斯坦在世時是最著名
的科學家，晚年在美國時，
儘管他大名鼎鼎，卻總是獨
自步行，或偶爾與一位老友
結伴同行。雖然他在公共場
合備受熱情款待，但埋頭苦
幹的科學家和他不太打交
道，同儕更視他為過氣名
人。近代最偉大的人物，怎
麼會落得如此孤獨的下場？
這本書描述一個會犯錯的天

才，細細描述天才如何達到巔峰，也描述他的錯誤如
何開始，他又如何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作者：波戴尼
譯者：黃靜雅
出版：天下文化

香港玩具人——林亮

本書是香港著名實業家林
亮先生的傳記。他被譽為
「香港玩具業的開山祖
師」。1948年，他推出了
一件用硬膠製成的黃色鴨
仔，銷量上成功撼贏當時暢
銷香港的化學膠日本鴨仔，
展開了香港玩具業的新紀
元。1987年，他成功游說
本來抗拒中國市場的美國大
型玩具商孩之寶成立合資公

司，向內地引進變形金剛一系列玩具，結果兩年間銷
售增至五千萬元人民幣，贏得了「中國變形金剛之
父」的美譽。2014年，他以九十歲高齡實行第二次
創業，將當年的小黃鴨化身成大小朋友都喜愛的LT
Duck，更成為各大品牌和主題樂園的「代言人」。
二○一五年，他榮獲香港傑出工業家獎。

作者：戚小彬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香港散步日常——手繪十八區生活．美食．風景

繪本畫家、設計師John
Ho喜歡散步，因在散步時
能看到許多風景，發掘很多
美食，對自己的城市有多一
點理解，探索一些未走過的
路。他走遍香港十八區，透
過畫筆記錄每區的特色建
築、街道和美食，展現各區
不同之處，留下屬於香港人
的日常生活印記。

作者：John Ho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殘酷美術史──解讀西洋名畫中的血腥與暴力

這是個充滿癲狂與暴力的
世界──親子相殘、天神降
罪、酷刑、拷打、食人、獵
巫……追求至美的巨匠們，
為何要讓人類最醜惡的一面
躍然畫布之上？美術史學家
池上英洋解析超過200幅名
畫，用詼諧的筆觸，揭露西
方歷史表層無法觸及的真
相。

作者：池上英洋
譯者：柯依芸
出版：時報文化

1955 年發現古
墓，1956 年發生
的雙十暴動……
李鄭屋徙置區，滿
載歷史。作者林喜
兒，踏上尋找舊日
足跡的旅程，透過
詳實的訪問和資料搜尋，重新挖掘自己所
住屋邨的歷史。這一次，她要與香港建築
師衛翠芷博士對談，聊聊昔日的徙置區
中，建築如何影響生活——
打開門真的開心點嗎？昔日住在徙置區

的居民懷念當年的鄰里關係，家家戶戶打
開門，朝見口晚見面，大家守望相助。然
而徙置大廈設計簡陋，居住環境狹窄，造
成日常生活諸多不便，打開門，是否真的

讓你安居樂業？徙置大廈是香港獨有的時代產
物，曾經有過百萬香港人在徙置區生活，七層大
廈的公共廁所浴室、走廊上的廚房、天台學校、
樓下冰室，是不少人難以忘懷的共同記憶。徙置
大廈屬現代主義建築設計，其誕生是回應當時社
會需求，回望過去，徙置區的建築設計，究竟如
何影響居民的生活？
日期：2017年8月27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2樓創

Bookcafe
講者：香港建築師衛翠芷博士、《七層足印——

李鄭屋徙置區口述歷史》作者林喜兒小姐
主辦：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費用：全免
報 名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cn_LkgFkJRKTy-tzc5cVbz1BJOCZ
_83VIW6poDK4nKpL4df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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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劇愛把暢銷小說改編，早已是不
爭的事實，而不少小說派的原教旨主
義者，往往都會因應影像改編後，與
原著出現有多大出入，從而加以詬
病。我個人認為無論偏重哪一方，都
是偏執的解讀態度，到頭來最重要的
關注點，是作品的最終成貌出色與
否，那才是應該執着的地方。
《掟上今日子的備忘錄》是西尾維
新「忘卻偵探」系列下的首作，2014
年出版，翌年被改編成日劇，而且是
這位輕小說旗手的作品，首次被拍成
為真人影像版本，再加上由偶像派當
紅的新垣結衣及岡田將生等人主演，
自然令人充滿期待。而劇集的編劇又
是當今炙手可熱的新銳女編劇野木亞
紀子（2016年的《重版出來》及《月
薪嬌妻》），可說是高手格劍，可能
性滿溢。
首先，我得指出西尾維新的小說，
由衷而言不太適合改編為真人版的日
劇。因為他最突出的風格是文字遊
戲，透過一連串的搬弄概念，令讀者
陷入迷霧後，再把處境的荒謬加以彰
顯出來。誠如福嵨亮大指出西尾維新

會在故事中自己拆自己的台，提到故
事跟謎團，都屬無聊的「玩笑」而
已，背後可謂極盡自我解構的調侃能
事。此所以對西尾維新鍾情的小說派
原教旨主義者來說，應該就是被作者
做作的文風、饒舌的表達，以及巧妙
地模仿動漫規則的作法，由是所構成
的文體所吸引──簡言之，就是一種
較適合改編成為動漫的原始素材。
回到《掟上今日子的備忘錄》上，
相對而言，作為「忘卻偵探」的掟上
今日子，本質上的設定，與西尾維新
一貫小說主角的滿是怪癖，以及道德
低落的情狀有一定距離，但談到「偵
探」故事中的推理元素，例如日劇第
一集其實乃從小說的第一章〈SD卡〉
及第二章〈百萬元鈔票〉而來，小說
中對「笑井研究室SD卡失竊事件」的
處理，其實也頗為兒戲，只不過由今
日子直接揭穿SD卡就在飲水機，而犯
人歧阜部長目的視線正好不是望向飲
水機云云為據。由此看來，的而且確
不太具備吸引觀眾的元素，吸引力乃
建基於文字的幽默風格上。
好了，我們再看看野木亞紀子所動

的手術。事實上，從整體佈局
構思而言，一開始便很清楚編
劇的宏觀重構理念。日劇版中
的偵探屋SAND GLASS乃至當
中的店主及兩名員工（絆井法郎、也
川塗及幕間真來），全屬原創設定及
角色。而日劇中十集的情節，其實乃
結合了小說版中四集的內容（《掟上
今日子的備忘錄》、《掟上今日子的
挑戰狀》、《掟上今日子的推薦文》
及《掟上今日子的遺言書》）。更為
甚者，是大結局第十集乃完全由編劇
原創的，改動幅度之大，委實令人咋
舌。就以一例為證，日劇中的第七
集，當進入揭露掟上今日子身世之謎
時，最經典的場面就是當她醒來，看
到天花板上的字「從今天起妳就是掟
上今日子，作為偵探好好活下去
吧！」，從而牽引出後來三集的主題
重心。可是這原來卻是小說原著中的
大結局了，也即是說今日子的身世之
謎，本來就是一個終極謎團。
我想指出的，是一般人通常會認為
編劇如此大規模的改動，對小說乃至
原作者均屬一種不敬的處理手法。但

客觀事實為野木亞紀子
的「手術」，我深信是得到西尾維新
認許的。最明顯的例證是，大家都知
道西尾維新的小說標籤之一，是光怪
陸離的人物命名。正如福嵨亮大分
析，西尾維新一向對人名極為執着，
他的小說不時出現詭異的地名，又或
是從死語又或是古文而來的人名，例
如《單純而陰森的包圍着你我的破壞
世界中》，主角的名字就是「串中弔
士」，正是從「串」字中解拆而來。
回到《掟上今日子的備忘錄》，上

文提及新增的原創角色如絆井法郎、
也川塗及幕間真來等，其實也全出自
西尾維新手筆，也即是按他的意念，
去設計出符合原作世界觀的衍生脈絡
人物來。這正是我所指的開放格局，
也正因為此，所以日劇版的《掟上今
日子的備忘錄》沒有受到原著強烈的
文字風格色彩所羈絆，反而可以綻放
更豐盈的生命力來，如此雙贏的局
面，恰乃是我認為更加值得珍重的地
方。

魔法合成體
—《掟上今日子的備忘錄》 《掟上今日子的備忘錄》

作者：西尾維新
插畫：VOFAN
譯者：緋華璃
出版：青空文化有限公司

文：湯禎兆

郭重興於2004年、2016年先後兩度
獲得台灣金石堂「年度出版風雲

人物」稱號，2017年更獲得台灣出版最
高榮譽金鼎獎最佳貢獻獎。36歲投身出
版業，曾參與組建城邦出版，52歲再次
創業建立讀書共和國，郭重興不懼市場
壓力戮力求新，近年來再大刀闊斧開拓
版圖，着力發展本土化和多元化的出
版。聊起出版，他微笑着說：「這很有
意思，很妙，永遠和人有關。」
郭重興出身迪化街世家，祖父和外祖
父都曾是當地知名的富商。他似乎繼承
了家族經營生意的天分，也遺傳了父親
熱愛文學的因子。早年考上台大森林
系，馬上就拿下書卷獎，之後又先後就
讀政大和台大的哲學系。畢業後，曾嘗
試與朋友一起做生意，後又到紐約求
學。
求學中途，因父親病危，郭重興回到
台灣，之後決定留下工作。正好牛頓出
版社在招人，他便去應徵。「當時寫招
『研究編輯』，我以為，這麼好啊，還
能去讀書做研究。」經過相當麻煩的考
試過程，他順利被錄取，後來和老闆處
熟了聊起才知道，這個招聘名號原是老
闆「騙人的一招」，藉來吸引人才。
「說明這招有效喔。」他笑着說。

理解出版的經營精神
36歲才加入出版業，近30年來郭重興

從外圍走入中心，不斷發掘這行業的可
能性，「慢慢讓我被吸進去了」。他回
憶剛入行時的台灣出版業，大概處在所
謂的第一階段。當時許多讀書人憑着一
股熱情開出版社，如由文人經營、被稱
為「五小」的五間文學出版社——洪
範、爾雅、大地、九歌、純文學，都正
處於成熟發展期，經營有成；現在大家
所熟知的幾間大出版社，如遠流、天下
文化、時報等也先後成形。「但下一階
段要做什麼？大家都不知道。」郭重興
說，「為什麼覺得台灣（出版）不夠
好？因為整個台灣對出版的經營精神沒
有那麼理解。我後來認識很多大陸的出
版社，他們認為編輯是組稿，有很多主
動性，包括做什麼書，找什麼作者；這
種主動性在台灣卻不明顯。第一因為很
多作家自己寫東西，也出書，也找自己
認識的作家來出書，編輯只是他的執行
工具；另外很多出版社就是做翻譯書，
對台灣社會怎樣也根本沒有感覺，作家
在哪裡也不知道。」
出版界因為依賴翻譯出版而走上「世

界轉譯中心」之路，無法深入本土生

活，編創出反映本土文化的書籍，直到
今日也一直是郭重興所憂慮的問題。早
年在牛頓，他也因為英文好而被分配去
處理版權相關的工作，在和外國出版社
接觸的過程中，他想得更多的卻是到底
是什麼情景讓外國出版社可以編出這樣
的書。相比之下，「編輯的創意、老闆
的理念，在台灣看不到。台灣很多的出
版現狀是老闆非常優秀，但是他的優秀
就到他這裡，好像沒有一個永續經營
的。當老闆也是一流的編輯時，他的理
念決定出版社的口味和風格，這不算
錯，問題是他是否能將他的理念和技術
和他的夥伴分享。」
「分享」，郭重興在訪問中多次提到

這個詞。這也許是他於2002年再次創業
組建出版集團時，將名字取為「讀書共
和國」的原因之一。主權在民，以編輯
為本，互相分享經營理念與願景，旗下
每家出版社都做自己的主人、全力去
拚。得益於這種開放的理念，集團旗下
現有39間出版社、1間雜誌社，2016年
新書量超過800種。

尋找台灣本土話題
在牛頓，郭重興做版權，也組織工具

書編輯部。他曾談下英國DK出版社工
具書的中文獨家代理合約，但當時的牛
頓因經營困境無法支持，他便籌措資金
自己成立了貓頭鷹出版社，後來與詹宏
志、陳雨航、蘇拾平等人創建城邦集
團，這是後話。
談下DK後，他又將DK轉介進內

地，這本書為他創造出許多的機會，也
打開了整個局面。「可是一樣的，英國
人可以編出這樣的書，台灣編不出
來。」
「我個人喜歡知識、閱讀，做工具書

要閱讀很多的東西，讓我對這個工作感
興趣。我自己大量使用工具書，百科、
字典對我很重要。在那個時候，沒有網
路，工具書是非常根本、非常嚴肅的事
情。可惜呢，我們的工具書也是翻譯
的，編不出來，出版社沒有這樣的規
劃，也沒有這樣的人才。只有漢聲出版
社有，編了小百科。」
這種遺憾存在心中，一直醞釀發酵，

直到2000年前後，讀書共和國旗下的遠
足文化終於發力，規劃編撰「台灣地理
百科」系列叢書，用8年的時間推出共
100本！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並前
所未有地深入挖掘本地文化、歷史、地
理、生活的脈絡，在出版市場不景氣、
眾人皆追着翻譯外國暢銷小說跑的年
代，無疑顯示出十足的魄力與決心。
「我的方針是，以書養書，化整為零。
意思就是，把一個不曉得長得怎麼樣的
大百科分割成一個個細緻的部分，來分
別攻克。出了前面的六本，拿着這六本
的回收再往下做。整個過程，需要和很
多特別的團隊合作。」

好編輯一定也要懂經營
郭重興被稱為「最敢給」的社長，哪

怕大環境經濟不景氣，他也敢逆市而
為，撥出資金讓編輯施展拳腳。讀書共
和國多年來堅持「以編輯為本」的方
針，集團提供印務、發行、企劃等支
持，各編輯主管則發揮自己所長，組建
自己的編輯隊伍，發展到現在，旗下各
出版社風格迥異，橫跨人文、社科、藝
術等多個領域，曾打造出包括《追風箏
的孩子》、《不存在的女兒》、《偷書
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等在內的
多本暢銷書。
「我覺得訓練一個編輯最好的方式，

就是師傅帶着他，最重要是身教。」郭
重興說。為了支持出版社培養新編輯，
集團推行「新鮮人」制度，由集團出
資，按3到5年時間培養編輯的預期，
鼓勵主管發掘新人。「同樣的，在培養
經營者編輯的時候，也有很多的制度，
讓他有成就的話可以和我們分享成果。
分享很重要，經營者可以分享成果，編
輯主管也可以利用公司給他的優越條件
去願意用心訓練新人。當然失敗的也很
多，有些新人來了，很快又走了，或是
被別的公司搶走。成本並不低。」
在郭重興看來，好的編輯必須同時也

要是好的經營者，除了做出好的書籍，
還要懂得如何將書精確地推到目標讀者
的面前。所謂的編輯理想與經營現實之
間，並不存在絕對必然的矛盾。「行外
的人多少有些誤解我們這個行業。他們

對編輯的理想性和市場的現實性間的關
係有某種想像。但是對我來說，所謂一
個好的編輯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你首
先要問的是，一個編輯的所謂理想性到
底是什麼？編輯的理想性是他可以做
書，是對他的讀者有用。有用不是對一
個人有用，一定是對某種群眾有用。剩
下的問題是，他能不能把這個事情落實
好，就是他的書，能不能恰好讓這些人
真的覺得有用，包括書的品質、內容的
選擇，還有他如何做企畫、行銷、業
務，讓這群人知道這本書在哪裡。當
然，我們集團有業務和企畫在這邊，但
是編輯自己也要有企畫的概念。如果這
些概念具足，這種衝突和矛盾就沒有想
像中那麼嚴重。我們現在幾家相對成功
的出版社，有些人非常考慮書能不能
賣；有些人是知道這很重要，同時他也
有辦法或者盡量想辦法把它賣好。把書
賣得好，這個角色不能沒有。如果不兼
具這個角色，這個人就只是很基層的編
輯，還是徒弟。」
他也認為，僅從銷售的數字、表面上

讀者的口味去做出版決策，意義不大。
「我們也有通路的分析。比如這種書佔
它的50%，這種書佔6%。可是，50%的
書有多少人在做？6%的書也許沒有什麼
人在做。還是要從編輯出發，你擅長做
什麼你對什麼有熱情？不用去管哪種書
好賣。要知道，好賣的書種裡面也有很
多書是不能賣的，而6%裡面也有暢銷
書。如果說到整個台灣的閱讀趨勢，現
在蠻明顯的就是，讀者對本土題材、生
活歷史這一類的書有一種渴望。但同時
你也要做得對呀，做不對，書還是不能
賣。」
郭重興所在意的，不是哪種書好

賣，而是同類別的書中能做得比別人
好，並找到自己的目標讀者。當年離
開城邦再創業時，他曾說過，出版是
十分人文的產業，必須建立在出版者
個人價值觀、倫理觀和對真理的執着
之上，這些比較抽象的概念無法用數
字或經營績效來衡量。讀書共和國一
直在經營考量和人文關懷間尋找平
衡，尊重每個編輯的思維特性和視
野，這也許正是其成功之道。

郭重興郭重興
以編輯為本以編輯為本
打造出版共和國打造出版共和國

不少人說出版已進入不少人說出版已進入「「冰河期冰河期」，」，台灣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台灣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

卻憑藉着獨特的經營方針及對編輯的重視和培養而多年來保持卻憑藉着獨特的經營方針及對編輯的重視和培養而多年來保持

活力活力，，自自20022002年創建以來年創建以來，，現旗下擁有現旗下擁有3939家出版社家出版社，，迄今出迄今出

版超過版超過88,,000000種書目種書目，，印刷量超過印刷量超過22,,700700萬冊萬冊。。兩度當選兩度當選「「年度出年度出

版風雲人物版風雲人物」」的該集團社長郭重興相信的該集團社長郭重興相信，，出版集團應以編輯為出版集團應以編輯為

本本，，互相分享經營理念與願景互相分享經營理念與願景，，旗下每家出版社都應自主去拚旗下每家出版社都應自主去拚，，才能才能

打造出版共和國打造出版共和國，，讓出版業永續經營讓出版業永續經營。。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尉瑋
■■讀書共和國出讀書共和國出
版集團社長郭重版集團社長郭重
興興 尉瑋尉瑋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