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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藝術史的一千零一夜

這本藝術史，起始於四萬
年前位於德國的一處洞穴
內，結束於2014年北京的
人行道上。跳脫藝術史角
度，回到時代現場，一件作
品反映一個時代，從史前走
向文明，展開雄心壯志，引
發革命，到用不同方式看待
世界，用藝術故事娓娓道出
人類四萬年歷史的一千零一
夜。書中沒有大量的風格分

析，但有豐富的藝術家故事。英國知名藝術史學者麥
可．博德，為你講述藝術史的「一千零一夜」。

作者：麥可‧博德
譯者：蘇威任
繪者：凱特．伊文斯
出版：原點

杏花渡傳說

亞洲最暢銷武俠女作
家——鄭丰，讀者引頸期待
的暢銷經典番外，終於集結
成冊。川鄂交界，臨長江北
岸杏花渡口之旁，一個不到
百戶人家的杏村，隱着一段
悠然悵往的故事……書中包
括三篇：<古宅風情>（神
偷天下番外篇）、<劍徒>
（靈劍番外篇）、<杏花渡
傳 說 >（ 天 觀 雙 俠 番 外
篇）。

作者：鄭丰
出版：奇幻基地

禁忌的魔術

東野圭吾所著的「全
系列最棒的伽利略」，網
友評價「最像人類的湯川
學」，書中更特別收錄東
野圭吾創作秘辛和心路歷
程。湯川學高中母校的學
弟古芝伸吾和他同樣是科
學癡，在湯川的指導下，
伸吾創立了物理學研究
會，之後更追隨湯川的腳
步，考進帝都大學。眼看

新的天才科學家即將誕生，原本與姊姊相依為命的伸
吾，卻因為姊姊的離奇死亡，選擇離開了帝都大學。
悲劇已無可挽回，但這只不過是一個開端。刑警草薙
奉命調查自由記者命案，發現竟然與伸吾姊姊的死息
息相關，且因牽涉眾議院議員，案情陷入膠着。而伸
吾也消失無蹤，警方懷疑他正在策畫危險的復仇計
畫……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文化

走河

2008年謝旺霖的處女作
《轉山》出版，台灣旋即颳
起「流浪風潮」，鼓舞年輕
人紛紛踏上追尋自我的路
上，十年間銷售十萬冊。之
後他耗費八年時間，完成了
《走河》一書。恒河全長
2510公里，謝旺霖以步行
的方式，從河下游、河中
游，溯源至4205公尺的恒
河上游。從大河出海口上溯

源頭，寫盡旅途中的試探、尋徑、前進、孤獨、執
着、荒謬與驚險……一則則沿河遭遇的故事，有如上
演印度版的《怪奇物語》。走過恒河，那些看見與看
不見的，都讓視野變得不同。

作者：謝旺霖
出版：時報文化

航向藍海

最強的成長，來自為顧客
創造新價值，而不是擊敗對
手。但真正成功找到藍海的
組織卻有限，問題出在哪
裡？十多年前，歐洲工商管
理學院策略大師金偉燦與芮
妮．莫伯尼出版《藍海策
略》，改變競爭思維，讓組
織跳脫割喉廝殺的紅海，開
創全新的藍海市場，立刻成
為全球企業爭相學習的策略
顯學，金偉燦與莫伯尼更長

踞Thinkers50前茅。本書則是實踐策略的教戰手
冊。兩位作者研究B2C、B2B企業，以及非營利機構
落實策略過程中的各種陷阱與阻礙，找出成功航向藍
海的共同要素，整理出確實可行的流程方案。

作者：金偉燦、芮妮．莫伯尼
譯者：周曉琪
出版：天下雜誌

書評

讀到周黎明新書《一秒24格》的時
候，特別留意看了一下作者介紹，排在
「影評人」之前的，是「雙語作家」和
「文化評論人」，這蠻有意思，的確在
不少知識分子眼裡，影評人不過是他們
的「第三身份」。
閱讀這本書的間隙看手機，發現這樣
一條信息：熱映的《我不是藥神》觀眾
已突破8000萬人次，而且這還不是終
點，它有望向1億觀影衝擊。電影的話
題性，為《藥神》帶來了成千上萬篇來
自媒體、影評人與影迷的評論，但蹊蹺
的是，知識分子群體對它保持了集體的
沉默。
中國的知識分子缺席電影評論已經很
長一段時間。能回憶起這一群體普遍關
注的電影，還要追溯到張藝謀2002年
《英雄》公映時所引發的大討論。此後
雖偶有類似《一九四二》這樣的電影進
入知識圈，但多是個體發聲，群體討論
的熱烈現象很少見了。
造成這個現象產生的原因並不複雜：
一是社交媒體平台的頻繁更迭製造的喧
囂與浮躁，已經容不下有思維強度與批
判精神的聲音，撤離或者識趣地自我隔
絕，成為知識分子的主動做法。二是現
實題材成電影創作的鳳毛麟角，過度商

業化、強調消費屬性的電影無法承載有
價值的評論。
提到這些背景，是因為周黎明這些年

來雖然以影評人為大家所熟悉，但他的
寫作，卻一直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切入
的。只是與其他人有所區別的是，他在
美國的工作經歷，使得他的評論角度更
多地喜歡從荷里活切入，並且以東西方
文化差異為主基調，把筆下的每一部電
影都當成解析兩國文化與思想、社會與
人性的鏡子。他的影評寫作，符合知識
分子談電影的格局——在任何時候，他
們的視野都不會只被一部電影的主體形
象所阻礙，從電影出發並永遠高於電
影，是他們共同的寫作追求。
電影被發明一百多年來，「一秒24

格」固定不變，這是膠片載體的制式所
決定的，談論電影的「一秒24格」，
可以等同認為就是談論電影的基本、常
識。「一秒24格」是規定、是限制，
但一切創造也恰恰在此約束下完成，這
正是電影的魅力所在，決定在這24格
上鋪滿什麼，成為決定電影人創意力量
高低的關鍵。優秀的電影評論，可以被
認為是電影的第25格，它獨立於電影
之外，但這一格，會豐富電影的信息
量，延長電影的生命，使電影更緊密地

鑲嵌進人們的精神生活。
周黎明的這本書所評價到的電

影，近兩三年來公映的新片佔了
很大比例，比如《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愛樂之城》、《爆裂
鼓手》、《海邊的曼徹斯特》、
《逃出絕命鎮》、《敦刻爾克》
等，在觀察與寫作的時效性方面，周黎
明是緊密而又高效的。美國作家、女權
主義者貝爾．胡克斯，對電影的關注相
當多，她有一個觀點，「電影的視覺快
感是詢問的快感」，在周黎明的影評文
字中，「詢問」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
鍵詞，比如，在他心目中並不算出色的
《愛樂之城》為什麼獲得了好萊塢的狂
熱愛戀？《爆裂鼓手》裡的師徒關係為
什麼設置得並不高明但卻贏得觀眾喜
愛？《逃出絕命鎮》為什麼比想像中的
還要高級？……從詢問出發，將讀者帶
離觀影印象，站在更遠一些的地方重新
再審視這些電影，往往會有新的發現。
知識分子開始少談電影甚至不談電

影，不止在中國是這樣。有一篇名為
《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怎麼了》的文
章，對「書獃子」沒法提起對公共話題
的興趣進行了梳理，文章懷念被稱為
「美國知識分子首席歌星」的隨筆作家

蘇珊．桑塔格，她曾
寫過不少優質影評，

對科幻電影的套路有非常專業的認識，
甚至在活躍的時代，還曾與美國著名影
評人安德魯．薩里斯、寶琳．凱爾進行
過「決鬥式」的觀點大戰……最後，這
篇文章將美國知識分子的「懶惰」，歸
因於「有線電視的新聞戰爭與臉書上的
互撕」，以及「美國超過三分之一的人
擁有四年制的大學學位，導致了思想討
論的潛在市場變大」——說白了就是有
文化的人多了，人們不再需要知識分子
的教育與影響。
記得微博剛興起的時候，這個嶄新的

媒體陣地，活躍過數位知識分子在撰寫
影評，現在他們的微博有的淪為一片
「荒地」，有的名字乾脆消失無蹤，沒
有他們的影評可看，是一種遺憾。因
此，堅持寫影評、出版影評書的周黎
明，顯得更具稀缺性。電影評論，不能
只被「公號體」刷屏，是時候呼喚更多
人的歸來了。

知識分子眼裡電影的第25格 文：韓浩月

《一秒24格》
作者：周黎明
出版：中國工人出版社

《基本法的誕生》初版於1990
年4月，彙編了有關基本法

起草的依據、要旨、背景和全過程的許
多寶貴文件資料，內容翔實，圖文並
茂。在訪談錄部分中，基本法起草委員
會委員是參與並見證基本法從起草到誕
生這一歷史性過程的親歷者。在這其
中，有多位經已駕鶴仙遊，他們留下的
文字，更是後人了解這一載入史冊創舉
的不可複製的歷史印記。

充分保障港人的權利和義務
書中描述道，在草擬中央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關係這一層面的條文中，全國
性法律適用香港的問題所引起持久的爭
論及產生的衝擊波很大。根據中英聯合
聲明的規定，香港將來的國防、外交事
務歸中央人民政府管理，故此，有關國
防、外交的全國性法律就適用香港。
另外，一些事務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能解决的，非得由中央人民政府統管，
例如國籍、領空、領海等等，這一類問
題的全國性法律仍得適合香港。
基本法草案草稿第三章，可以說是香
港開埠以來，首次出現概而全地闡述香

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法律文件。
因為在香港當時的法律中，未有一部成
文法是較全面地規定了香港居民的基本
權利和義務的，而只能是散見在各種法
律和判例之中。草委會居民專題小組負
責人之一李福善曾經這樣描繪過第三章
應該包括的內容及他們的工作：「總
之，在基本法第三章中，香港人現時依
法享有的一切，一點都不會少，而只會
增加。」
王叔文委員也同樣提到，從法理上

說，基本法的依據當然是中國憲法，這
一點在《中英聯合聲明》講得很清楚。
但是，現在基本法（草案）居民基本權
利和義務一章與中國憲法比較起來，已
經有很大的不同。
從權利的主體上、中國憲法所規定的

基本權利的主體只有一個，就是中國公
民。而基本法（草案）除了中國公民的
香港居民之外，還有非中國公民的香港
居民和其他人，香港居民中間還有永久
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這一點，就
是「一國兩制」的具體體現。其次，在
權利的客體（內容）上。例如關於財產
所有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治自

由、遷徙和旅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生育自由等等，這些都與憲法有很大的
不同。之所以不同，正是因為這些規定
都是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從香港
的實際情况出發制定的。

內地香港草委互信互重
時任草委會秘書長李後說，基本法的

起草工作經過了四年零八個月的時間，
在此過程中，草委會的全體起草委員和
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以及內地和香
港各界人士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
是香港的起草委員，他們在香港各有各
的職業， 參加這項工作完全是義務
的，一點報酬也沒有。從經濟上來說，
他們都有損失。但是，他們仍然寧可犧
牲自己的收入，參加基本法的起草工
作，這種精神是很可貴的。
李後說，起草委員會中包括內地委員

和香港委員，彼此完全處在不同的社會
制度之下，加上香港與祖國分離了一百
四十八年，難免比較隔閡。因此，兩地
的委員看問題的角度、想法、工作習
慣，甚至對某個漢字的理解都會有所不
同。這裡頭就有一個彼此信任，彼此適

應的過程。
李福善委員認為，內地草委和香港草

委各有不同的生活經歷和習慣， 有不
同意見在所難免，但經過四年多的合
作，大家能達至理解，這是令人安慰
的。而兩地委員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
誼，這也是最大的成功。
內地意識、香港意識和親英意識既然

成為香港現實社會的一種客觀存在，相
信這個存在一九九七年後相當長的一段
時期內也不會完全消失。雷潔瓊委員認
為這是很自然的，也無須為此感到擔
心。她更覺得草委會四年多的工作為今
後處理這類問題積累了一份特別珍貴的
經驗，這就是民主協商精神。基本法
（草案）獲得圓滿成功，正是在維護國
家主權和香港繼續繁榮穩定的前提下，
充分發揚了民主協商精神，互諒互讓，
任何難題最終都得到解决。
香港回歸二十年的發展歷史證明，基

本法保障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
實踐，保障了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二
十年後的今天，再讀這本書，細嚼基本
法起草委員的錚錚之言，可以化解諸多
疑竇，有助平息諸多爭議。

《《基本法的誕生基本法的誕生》》
講述回歸路上的里程碑講述回歸路上的里程碑

現下香港社會許多紛爭都會涉及到憲法與基本法，對於基本法的理解和應用爭

論不休甚至出現偏差。而香港文匯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基本法的誕生》一書，清

晰明確地道出了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那就是確保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

權與香港高度自治的有機結合，確保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

制秩序，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長期繁榮穩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志民

20世紀80年代初，為實現國家和平
統一，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創造性地
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並首
先用於解決香港問題。按照鄧小平的論
述，「一國兩制」是指在一個中國的前
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長期不變。
當年李後委員回憶起「一國兩制」
構想提出的來龍去脈時透露，對香港
政策問題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一九七
九年。

當年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鄧小
平同志接見了他。他問小平同志，九七
年以後，中國政府對香港是什麼政策？
小平同志只說了一句話：「不管將來香
港怎麼解决，總之會保護投資者的利
益，投資者可以放心。」第二年，英國
外相訪問北京，小平同志除了重申對麥
理浩講過的那番話，還說了一句，你們
可以研究我們對台灣的政策（即當時葉
劍英宣佈的對台灣九條政策）。李後
說， 「一國兩制」的思想，從一開始
我們的考慮是對台灣的。

胡繩委員在接受採訪時也提出同樣的
觀點， 「一國兩制」是我們對香港、
澳門以及將來的台灣實行的基本國策。
錢偉長認為香港問題的解決方式可

視為台灣的版本。將來基本法正式實
施了，對台灣統一有幫助。現在台灣
有一些政治既得利益者，總是怕搞統
一。擔心兩岸統一了，就會失去他們
的利益。錢偉長說，香港人按照基本
法的規定把香港發展得越好，某種意
義上，也是為完成民族統一作出實際
貢獻。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會長林廣兆看
了《基本法的誕生》一書後，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兩岸和平發展聯
合總會成立十餘年間，積極組織多項兩
岸交流活動，促進兩岸文化經貿交流，
並多次組團到台灣及與台胞聯合組團到
內地，宣傳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加強青年一代的交流。「一國兩
制」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踐，有助於
台灣同胞能夠具體地了了解「一國兩
制」的實際內涵，這將對台灣問題的最
終解決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國兩制」也是對台灣的基本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