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來，「延安時期」研究逐漸成
為中共黨史、文學史、政治史、社會
史、藝術史、新聞傳播史諸學科共同關
注的一個新領域。為了理想地解讀延安
時期的歷史奧秘，人們開始修輯史料、
考鏡源流、闡釋專題，把一個十三年的
歷史風貌，逐漸地還原了出來。
遺憾的是，本應卓有成效的延安時期

新聞傳播史研究，卻至今沒有一部完整
的「延安時期新聞傳播文化史」。2017
年5月，李文教授的新著《陝甘寧邊區
新聞事業》終於出版了，「延安學」的
譜系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不期然間，
新聞傳播學科獲得了它一定的延安時期
研究的話語權。更重要的是，由於各學
科之間的通力合作，「延安時期研究」
逐步接近並成為新的「延安學」——一
個回到歷史現場向歷史先賢請業切問進
而深入肺腑地與歷史同在的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領域。
《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歷時25年而
告蕆。這個歷經四分之一世紀的延安時
期研究成果，顯然具備進入「歷史城
堡」的資本與口令。除了新聞史研究的
絕對權威方漢奇先生借序言所臚列的學
術貢獻外，作者所追求的，是一部立體
圖繪的延安時期新聞傳播機體的全景地
圖。作者目標明確的研究得到了一種不
凡的學術氣度的支持。這主要指的還不
是作者「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緒論」）的追求，那只是一種希望
與追尋的自白。這裡的大氣度更多指的
是作者對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新聞事

業基本精髓的清晰的研判以及由此而形
成的大空間。按照內在的品質，作者要
還原的是「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是新民
主主義的新聞事業」，「陝甘寧邊區新
聞事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聞事
業」，「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是陝甘寧
邊區除了漢奸、賣國賊之外的所有階級
的新聞事業」，「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
是反帝反封建的新聞事業」，「陝甘寧
邊區新聞事業是民族的新聞事業」，
「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是科學的新聞事
業」，「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是大眾的
新聞事業」這樣的人類性的新聞學的大
實驗；按照空間的描述，「本書研究的
是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陝西北部、甘
肅東部、寧夏東南部的廣大地域裡，中
國共產黨所創辦的所有的新聞事業，包
括中央級、西北局、陝甘寧邊區、各個
分區、縣、鄉乃至最基層的村莊的新聞
事業，亦即『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
（《緒論》）。
作者希望的那種深入、系統的研究得

到了有效的方法的支持。這不僅僅指的
是作者對地理學等學術資源的引用，事
實上，經由作者帶領我們回到歷史現
場，在自然風貌、政治語境、受眾劇場
中，經歷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的地方性
經驗，所以，我們的閱讀經驗中，自然
而然地擁有了基礎的出發點，也為後來
的各種歷史性糾纏埋設了多樣性的資源
性伏筆。這裡更多還是指經由現實與歷
史的對話等穿越性關聯，作者所賦予一
個個故事自如開啟的多樣性力量的那些

聰明的技巧。
《陝甘寧邊區新聞傳播事

業》隨處都能將我們帶入一
個「能量場」的世界並感受
古今中外之間的人類性對話
的思考性意義。例如，講到
開展趙占魁運動的報道，作
者不忘提示閱讀者注意它與
農業英雄典型報道之間的互
動與個性；提到《邊區群眾
報》，就一定要設立專門的文字，將
《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捉置
一處」（錢鍾書語），凸現它們之間複
雜的分形傳播的歷史性關係，尤其是抗
戰勝利後兩報之間的合作一節，最是有
效地凸現了歷史的複雜性以及延安時期
新聞傳媒文化的創造性——借助於搬遷
到《解放日報》社內的關係調適，報紙
之間互相學習，有力地促進了陝甘寧邊
區的新聞報道；圍繞《王貴與李香香》
的刊發事件，透過《解放日報》、《邊
區群眾報》清晰地看到了自身的遲滯與
不足；細緻而周詳地鋪陳《解放日
報》、新華社這樣的中央媒介的內在秘
密的時候，作者不忘記趕緊借助於《隴
東報》、《大眾報》、《三邊報》、
《關中報》等介紹與分析，凸顯延安的
經驗和地方的經驗之間存在怎樣的微
妙的差異，而地方性經驗又在哪些方面
創造性地發展並補充了延安的實踐這樣
的更為深遠的大問題。
「我們無法以足夠的精確度來描述能

量場。」 （（美）查爾斯．J．福克斯

等：《後現代公共行
政——話語指向》，楚艷
紅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 社 ， 2002， 第 104
頁。）然而，正如我們所
看到的那樣，經過智慧的

剪裁與特別的鋪排，《陝甘寧邊區新聞
事業》恢宏而又細膩地呈現了它延安時
期新聞傳播文化交響曲的學術風貌。就
結構而言，它很像蔡斯評價《六人》時
所說的話：「前面有一個介紹主題的序
樂。構成交響樂的是幾個樂章，每個樂
章最後都把主題重複了一遍，每一個樂
章有它自己的音節法和拍子。在主題的
最末一次的重複之後接就來一個歡欣
的、和諧的終曲。對這種東西音樂家
也許會給它一個適當的名稱。我不會；
我只知道我讀完整個作品好像聽了一次
管弦樂隊的大演奏。」（（德）魯道夫
．洛克爾：《六人》，巴金試譯，三聯
書店，1985，第225-226頁，譯文略有
改變。）最重要的是，它沒有設置太多
的結構規則，也沒有在既有規則的引領
下做簡單的「添加」和堆砌；相反，由
於基本主題的綜合意識，《陝甘寧邊區
新聞事業》敞開性地「纏捲了」許多
「容貫性」的資源，並讓「延安時期新
聞傳播文化」的「延安感」閃爍其中的
靈魂性內容，且最終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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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鶴年自傳

郭鶴年是香港以及馬來
西亞企業家，出生於柔佛新
山，以經營白糖業起家，有
「亞洲糖王」之稱。書中講
述他創立以亞洲為基地的郭
氏集團故事，是一部多姿多
彩的家族歷史，當中亦包括
郭鶴年童年的成長回憶，以
及與其父母及兄弟於亂世中
的生活。此外，書中亦有詳
述其管理企業和做生意的獨

特見解──從1949年開始，如何帶領郭氏集團發展
成為當今多元經營的跨國企業。讀者從書中了解華人
移民東南亞，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生活，在第二次大
戰時期日軍鐵蹄下經歷的歲月，也可了解中國和亞洲
經濟騰飛的歷程。

口述：郭鶴年
編著：Andrew Tanzer
翻譯：蔡芫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The Unexpected Truth about Animals

長久以來，人類對動物的
認識大多建立在一代又一代
人的主觀感知上。人們慣於
將自身的價值觀投射在特定
動物身上—駱駝吃苦耐
勞、狐狸老奸巨猾。然而，
褪去人類強加的標籤，動物
的真實樣貌又是如何？由專
業動物學家領路，本書將以
詼諧的視角觀看顛覆人類想
像的動物百態！一個小提
示：企鵝其實是病態的自戀
狂外加劈腿慣犯……

作者：Lucy Cooke
出版：Doubleday

我：谷川俊太郎詩集

日本國寶級詩人谷川俊太
郎不僅思維敏捷，而且保持
旺盛的創造力，以每年至
少出版一冊詩集的速度寫
作。以《我》為名的詩集，
在詩人隨心所欲的七十多歲
時出版，是詩人重新省視自
己人生的傑作。 詩集前半
部有幾首幾乎是可以對號入
座的寫實作品，尤其是《自
我介紹》一詩，簡直就是詩

人真實的自我寫照。個人經驗建立在想像之上，現實
與虛擬交織其中，亦真亦幻，既有強烈的生活氣息，
又有回味不盡的繚繞詩情。後半部的許多作品則是想
像力編織出的產物，尤其是十二首「少年」組詩，雖
都是虛構與想像，但絲毫沒有乏味枯燥、空洞的抽象
性，閱讀時不僅使讀者產生似有非有的複雜感受，且
能激發讀者更多的想像。這組詩既是在寫詩人自己，
也是在寫讀者的你我他。詩人雖然邁入老境，但這部
詩集仍使我們窺見詩人心中的少年，與詩人晶瑩的童
心。

作者：谷川俊太郎
譯者：田原
出版：合作社出版

對白的解剖

對白有多重要？不論戲劇
的製作再怎麼豪華、小說的
描寫再怎麼生動、電影的鏡
頭再怎麼絢麗，角色一開口
講話，就決定了在故事底層
湧動的糾葛、嘲諷和內蘊。
沒有意味深長的對白，事件
就少了深度，角色就沒有厚
度，故事也就塌陷下去。對
白撐起了故事。荷里活編劇
教父羅伯特．麥基被英國

《衛報》讚譽為「亞理斯多德後最有影響力的故事理
論家」，在這本最新力作中，透過電影、電視、舞台
劇、小說，羅伯特傳授他對白寫作的創意指南。

作者：羅伯特．麥基
譯者：周蔚
出版：漫遊者文化

大歷史：
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

本書打破一般人對歷史的
既定印象，跨越自然學科與
人文學科的藩籬，作者認為
沒有必要將人類的故事硬生
生切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標
示為「科學」，另一部分標
示為「歷史」。作者將從宇
宙誕生開始談起，一直到近
百年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
前後橫跨一百三十七億年，

綜合宇宙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歷史學各領域
最新知識成果。作者認為這百億年來地球環境與人類
歷史發展的微妙關係，將揭示人類是如何發展到今
天，並預示人類的下一步會往何處前進。

作者：辛西婭．史托克斯．布朗
譯者：楊惠君、蔡耀緯
出版：馬可孛羅

書評繪製陝甘寧邊區新聞文化地圖
—《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讀後札記

《陝甘寧邊區新聞事業》
作者：李文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文：王春泉

現時，閱文集團的要務主要分為四
個範疇，旗下產品包括為人熟悉

的網絡文學平台起點中文網，榕樹下等
等，事實上，據研究機構Frost&Sullivan
數據顯示，閱文集團現時手握中國網絡
文學產業中最多的作品，而據內地作家
富豪榜數據顯示，去年首十名收入最高
的網絡作家中，有八名屬閱文集團旗
下。羅立指出，現時閱文所擁有的IP既
有改編成電影，也有改編成電視劇，甚
至動畫、動漫，他表示看好中國未來的
影視市場、動漫市場，閱文集團亦會扶
持新晉作家，同時繼續發掘優秀作品，
做好上游與下游的連接工作，建立產業
鏈。

善用IP改編作品
輸出文化指日可待

談到閱文現時手握的IP版權，羅立表
示除了一貫的電影及電視劇改編以外，
也逐漸開始手做動畫及動漫的改編，
例如動畫方面就自2014開始啟動、隨後
2015年手操作，其中集團旗下起點中
文網作家天蠶土豆的長篇玄幻小說《鬥
破蒼穹》便被改編成動畫作品，大受歡
迎。而在漫畫方面，雖然發展的時間不
及動畫長，但羅立表示每當閱文有新的
漫畫上線，也能取得可觀的點擊率，他
認為閱文的作品在改編動漫以後也絕不
比原創動漫遜色。
同時，羅立亦提到一個新穎的角度，

就是文學與文娛之間的關係。「如果是
談文學，我得承認閱文沒有太多具文學
價值的東西，畢竟我們的原創作品跟文
學可能也沒有太多的關係。」然而，若
從文娛角度出發，羅立對閱文所出品的
產品仍是很有信心。
作為文娛產品，網絡小說的開發實在

有眾多的可能性，其背後所隱藏的商機
亦是不可估量，改編電影則是其中之
一。引用Frost&Sullivan報告數據顯示，
在2016年，中國出品、由文學或動漫作
品改編而成的電影的國內總票房便達到
11億美元，佔國內電影前50名國內總票
房33.8%。
然而，我們不能只把眼光放在電影的

市場價值上。例如美國透過荷里活電
影，實則向世界各地輸出美國文化，既

然中國的網絡小說有如此大的改編影視
的潛力，是否亦有可能透過電影的改編
而把中國文化輸出國外？對此，羅立不
諱言，欲輸出中國文化，打頭陣的絕非
電影。他笑稱當年美國是透過可口可樂
輸出文化，而對中國來說，情況也是一
樣。
此外，在他看來，若要把中國電影輸

出外地，首先要把電影拍好，好電影的
定義，最起碼要先能打動本地觀眾。然
而，他不諱言現時能達到如此標準的電
影一年也沒有多少部。而他認為中國電
影製作仍要加把勁，因為若電影的拍攝
或製作的技術落後，即使有再好的故
事，到最後也無法產出一部好電影，這
對我們來說很吃虧。
話雖如此，羅立對於電影改編還是很

樂觀，在他看來，對於中國整個文化行
業來說，相對於外國的作品，中國小說
在文字表達上仍是略勝一籌。「像中國
古代的小說如《西遊記》、《三國演
義》，早已在外國得到認可，而現在創
作的小說，也有不少在外國得獎，包括
像閱文這樣純娛樂化的讀物，把其翻譯
成英文，仍大受讀者歡迎，這說明在故
事方面我們仍是有優勢的」。「我們的
電影無論在技術、拍攝手法甚至故事敘
述的節奏控制上仍是稍遜於外國，只要

在這方面有改進，要在電影上發揮影響
力還是指日可待。」羅立說。

積極扶植新手作家
由最初無人願意付款看網絡小說，到

現在有為中國網絡作家排名的富豪榜，
當紅網絡作家所賺取的收入可說是天文
數字，著名如唐家三少，年收入便可高
達一億多元人民幣。因此，在如此吸引
的經濟誘因下，大量的網絡作家加入這
個網絡小說創作的市場，企圖分一杯
羹。然而，在海量的網絡作家當中，能
一舉成名、突圍而出的又有多少人？
「我們會把其中一部分資金用於扶持

新作家，很多人說這些年來都沒有看到
一些新的優秀作家冒出來，事實上不是
沒有誕生優秀作家，只是剛好IP爆紅的
那段時間，把最好的作家都選拔出來
了，再以後新人就較少人關注。」他
說。因此，閱文未來亦會積極協助新晉
作家，幫助他們提升知名度。
至於已成名的作家，在市場上已經擁

有一定的影響力，而羅立認為優秀的作
家始終是很難得，因此閱文亦會用部分
資金支持已成名的作者，協助他們進行
產品商品化，透過此舉，羅立表示希望
讓已成名的作家繼續把精力集中於創作
優秀的作品，而非如何掙錢上。

看好網絡小說發展潛力看好網絡小說發展潛力
積極培育新晉作家積極培育新晉作家
正當大部分港人仍未習慣或接受付款

閱讀時，內地網絡文學公司閱文集團成

功上市，帶來一番熱鬧景象。這二十多

年來，網絡小說市場迅速成長，最初作

家為興趣創作，並未有人願意付費閱

讀，發展到今天，海量網絡作品湧現，

甚至網絡文學的公司也成功上市，顯示

了網絡小說背後潛藏無限商機。早前，

閱文集團副總裁羅立來港出席活動時，

便談到對網絡小說發展的看法，以及集

團未來的發展方向。內地市場之龐大，

再加上基本上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付款

制度，讓人不禁憧憬這個行業的發展能

走得更遠。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閱文集團副總裁羅立：

■閱文集團副總裁羅立接受記者訪問。
朱慧恩攝

■閱文集團副總裁羅立在日前的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上發言。 香港貿發局提供

■■《《鬥破蒼穹鬥破蒼穹》》已成功動已成功動漫化漫化，，今年更被改編為電
今年更被改編為電視劇視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