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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香港书展

港人如何制造这场流动的文化盛宴港人如何制造这场流动的文化盛宴？？

也斯：“年度作家”用一生来写香港
商报讯 继刘以鬯、西西相继当选

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之后，今年的“年
度作家”由在散文随笔、诗歌、摄影和评论
领域皆卓有建树的香港作家也斯荣获。
也斯是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梁秉
钧的笔名，香港更是他四十多年创作生涯
中写之不尽的题材。书展主办方在展览
中心文艺廊特别设置了以“人文对话”为
主题的也斯专区，展示他与多名摄影家、

艺术家及设计师的跨媒体合作，以摄影、插画、装置艺术
等各类视觉艺术，呈现文化创作的无限可能。

也斯曾说过，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讲香港自己的故
事”，比如他用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探讨香港人的心
态与香港文化的复杂性，该书因此获得第11届香港文学
双年奖，同时编著有《香港文化拾论》、《香港的流行文
化》、《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等作。也斯一直致力于打捞
和整理香港文化，他认为，香港作家成名易但成名后难，
因为他们没有自发的文学空间，这很考验作家的定力。

温瑞安：勉励年轻人遇逆境要有侠情
商报讯 已经十多年没有在公开场

合露面的武侠小说大师温瑞安“重现江
湖”。在7月18日，他以“武侠小说与武侠
电影——雷锋还是雷人？”为主题，在香港
书展设坛开讲。

对于其演讲题目，温瑞安是这样解释
的：“武侠小说创作有前人压顶，难以超
越，加上发展前景被视为“日落西山”，入
行需如“雷锋”般勇敢，抱有大无畏精神；

现在的武侠片拍得“雷人”，经改编后的电影只重特技，不
够侠情，加上合适的演员难求，容易跟原著貌合神离。”不
过，他并不同意当前武侠穷途末路的说法，他认为“现今
社会侠情犹在，武侠题材仍可走出黄金大道”，“如今网络
和网络游戏普及，这为武侠小说提供了更多发表渠道，稿
费更多，加上网络世界接触面广，作者容易找到伯乐”。
谈及自己的创作经历，如他曾靠朋友的食物接济，他说：

“写作好比爱一个人，本来便不是为钱而写，为何计较前
途？有可能是写了后便见前途，这是面对逆境时的侠
情。”他还以金庸和古龙为例，勉励年轻人坚持理想。

资中筠：很多问题的真正根源是法治
商报讯 “人类追求人生和思想上的

自由，这是本性，当人走向文明，自然追求
自由、公平和人道。”7月18日，作家、国际
问题研究学者资中筠在香港书展的“名作
家讲座”带来以“人性·文化·制度”为题的
讲座，与读者分享她对道德、文化与法治
的见解，梁文道担任讲座主持。

年逾八旬的资中筠为中国社科院荣
誉学部委员，谈到今天的社会，资中筠表

示，现在很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的真正根源是法治，
有时道德败坏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当前的法治保障不了
食品安全，也保护不了道德高崇的人。她还认为，现代中
国正从古代国家观念蜕变为现代国家观念，即是纳税人
观念，即“谁养谁的观念”。 （明 珠）

第 23 届香港书展于 7 月 18 至 24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现场依旧人潮涌动，一片全民购书的热闹场景。今年的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

读通世情·书出智慧”为主题，汇聚了23个国家和地区的535家参展商参展，举行了近350场文化活动，为香港乃至大中华地区的读者呈献了一场暑期文

化盛宴。

作家李敖曾批评“港人平时不读书，一到书展又都跑来”，有调查显示，香港地区的读者平均每年只阅读 4 本书。这样的阅读率并不高，但逛书展却

早已成为港人在夏天习惯的文化仪式，就去年的统计数字来看，相当于每 7 个港人就有 1 个来过书展。为什么香港书展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我们内

地的书展又该向香港书展学什么？我们试图通过参展读者和记者的亲历，一窥他们眼中的香港书展。

○美 华（媒体人）

城市巡回路演预热

据数字统计，在2011年吸引的约95万参观者中，有1.5
万人来自内地，虽然数字不大，但近年来人数持续激增，2011
年比2010年增长了15个百分点。也因此，选择全国几大城
市进行巡回路演，更多地吸引庞大的内地读者群，成为书展
主办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的重要宣传方式。

因为是预热，其巡回路演的时间选择在书展举办前2个
月，持续至6月底，并选择离香港较近的华南地区的几大城
市如广州、成都、深圳和台北进行，向这几大城市市民广发邀
请函。香港贸发局官员特别表示，在门票和入场通道方面给
予内地游客特殊优惠，如以港币10元购买正价为25元的门
票，并通过“访港旅客”通道特别入场。

香港贸发局官员亦在不同场合中强调香港书展的多元
化和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并大力呼喊香港书展不但是香港
人的书展，也可以是这些城市以至于华南地区广大读者的书
展。其所做这一切，均为拉近香港书展与香港之外读者的心
理距离。

文化名人拉旗造势

在书展之前的各大城市路演中，不但介绍书展重点内
容，更要推介多位香港作家，利用香港书展的文化味吸引读
者。如，每年都要评选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今年是诗人也斯
当选，路演主持人为香港文化学者马家辉，并邀请这些香港
作家充分参与到宣传中。且结合不同的城市特点，各站提出
不同的话题，如广州首站，邀请马家辉与也斯就《笔尖与舌头
的纠结——如何掌握香港文学的语言》进行畅谈；成都则以
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大呼与香港书展包容多元文化的特色
不谋而合；深圳则侧重探讨“深港两地文化”的异同，素黑和
陶杰还以“爱与修养”为题举行对谈会；在台北，马家辉和纪
蔚然进行了“一本书的眼耳口鼻——香港和台湾书籍的封面
设计”的对谈会，通过封面探讨港台的社会文化异同。如是
这般，充分利用文化名人为其造势，吸引媒体报道。

香港书展除了卖书之外，自由开放的名家讲座成为作家
与读者交流的重要渠道，大大丰富了这一文化平台，也让读
者大饱耳福。每年书展都会邀请多位知名作家参与其中，如
今年邀请的内地学者和作家有，学者资中筠、专栏作家毛尖、
先锋作家代表格非、网络作家慕容雪村，以及马立诚、冯唐等
名家。此外，港台作家主讲人则由白先勇、温瑞安、马家辉、
彭浩翔、陈晓蕾、素黑、黄春明、张曼娟等人“扛旗”。此外，还
有不少外国名家亲临书展，如马来西亚的黎紫书，以及为推
动英语阅读邀请的多名英语作家，如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
的原著作者印度裔英语小说家Chetan Bhagat、英国儿童小说
家Holly Webb及非裔美国作家Jewell Parker Rhodes等。

走出会展，推动全城阅读氛围

如何把只有短短的几天的书展，办成喜爱阅读、喜爱文
化活动的读者的大盛会？如何在阅读嘉年华之外，让更多的
人们感受到阅读之乐？很多人戏称说，香港书展就像香港人
春节要逛的花市，一定要凑热闹去看一下，虽然大多数人并
不买花；但在这样一个阅读率并不高、很多书店被迫成为二
楼书店或高楼书店的城市，香港书展能成为暑期港人必修
课，其主办者可谓是费尽心思。

据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向记者介绍，今年书展跟去
年的不同之一是走出会展，在今年的350多项文化活动中，
有50多个活动都是在会展场地以外举行的，而且从七月初
到七月底都在进行。在他们看来，阅读要深入人心，就要走
出会展中心，走到书展之外，把阅读文化之旅伸延全港，鼓励
市民特别是青少年更多地进行阅读。

从七月初起，香港书展联同香港各大书店、教育及文化
机构、商场举办讲座、研讨会、作家分享会等一连串活动，打
造香港“文化七月”，以推动全城阅读风气，如在某广场举办
讲座、在博物馆举行的文化欣赏团、在图书馆举行亲子讲座、
在某电影中心举行交流会等。而且为吸引更多的读者投入
文化七月，大会特别印制“活动地图”，标示各地区文化活动
详情，并邀请知名艺人设计一套四款的贴纸。参加者于每场
活动后可获贴纸一张，集齐一套即可在书展现场换取礼品，
以资鼓励。这样的活动目前来看，成效甚好，吸引了很多不
读书的读者专门为此而来。

○黄信然（青年作家）

香港书展截至目前已经举办23届了，我从2009
年开始，每年必到。但如今对书展本身的兴趣似乎
已经不如往前了，已经不会去挤着参加一些研讨会，
一来感兴趣的比较少，二来没那个耐心去排队去等
候入场听讲（去年预订了听林青霞的讲座，最后因为
人太多却被安排到另一个厅去看大屏幕，伤了我的
心啊，从那时起我就对研讨会心生失望）。

香港书展因为名声在外，如今入场人数年年剧
增，据说今年还有望打破去年的93万入场人数的记
录。还据称，今年书展规模较往年更大，约设有2000
个摊位，较去年增加2%。今年书展也明显特意扩大区
域“英语世界”的面积，英语出版社的数量也相应提高，
以提升读者对英语阅读的兴趣——香港知名的连锁书
店Page One场内的书店，卖的也全是英文书。

7月18号书展开幕那天，我十点多就进到现场，
但过不了多久，人就多起来了，又开始摩肩接踵。因
为是工作日（周三）开幕，所以这几天的主角应该都
是从内地赶来买书的读者（顺便香港游），以及放暑
假和父母逛书展的学生。每年书展的高峰期都在周
末，这两天的讲座活动也最重头。现场说是挤爆也
不为过，往往要动用许多安保人员来维持入场人流。

书展来多了，看多了港台版的书籍之后，会发现
一个好处是，在书展里逛起来不那么“迷失”了。所
谓的“迷失”，就是第一次来时，看着那么多陌生的琳
琅满目的出版社名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往往乱闯
或者都逛。可现在不会了，至少有目标，买村上春树
去时报文化；买林夕去亮光文化；买亦舒李碧华去天
地图书；买张爱玲、张小娴去皇冠文化；木马文化的
翻译类图书我很喜欢；要是买一些质感很好文学性
的图书的话，推荐去牛津大学出版社吧，北岛、董桥、
毛尖、杨绛、陈之藩……好像每一本都值得买；买东
野圭吾以及日本推理小说去独步文化吧。

所以如果知道每个出版社擅长的类型图书的
话，会比较有目的地去挑选。我常来香港，常逛书

店，落下好多书没买，我就等书展，因为书展可以打
更多的折扣。平时一般的楼上书店是八折九折，大
型的连锁书店有会员卡是九折或九五折，所以也造
成了很多人会留待书展买书。

香港书展往往是文化流向和出版界的风向标，
逛了一圈书展，我觉得其特色有以下几个。

一是今年适逢香港特首选举，梁振英虽最终当
选，但他对僭建风波始终支吾以对，其诚信问题受众
人关注，间接带动许多主打政治书的书摊生意。香
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也推出了自己的文集，这些
都引起了关注。

二是今年嫩模性感写真集仍然进攻香港书展，
但一众靓模被禁进入会场。往年总吸引大批宅男、
粉丝争相拍照的靓模，今年在书展现场也没有了，所
以展位也没往年那么火爆。

三是电子图书的发展趋势——香港书展有别于
内地各大交易版权、征订会为主的书展，整体的策划
也比较成熟，知名度在外，政府也大力支持，导致香
港书展的一举一动也可以说是出版印刷界风向的窗
口。今年的变化之一便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今
年借书展平台首度发布电子书平台，吸引大量读者
利用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当场下载应用程式饱览多
本电子书，或体验电子书架。而先前本人也已经下
载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APP应用软件，里面
可以试读一部分书，试读后可决定买与不买。

然而对于香港书展本身来说，万变不离其宗的
是——对很多人来说，变成了一年一度的图书大卖
会。我以往也会疯狂在书展上买书，但现在却有点
倦了，因为不想再一次性买太多，我想把那些书留在
每一个书店里，让我能慢慢地买回它。所以我想，书
展慢慢会变成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而不是值得期
待的“大买会”。

最后有一点忠告，香港书展有一个专门网站详
细介绍其相关资讯，所以去书展之前，可以花点时间
研究，这样就可以做到：逛书展，不乱闯——首要功
课做好，是很重要的。

陈坤：这次来“香港书展”作《突然就走到了西藏》香
港版的新书推荐演讲让我非常开心，也感谢数百位朋友
来现场和我交流。看着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嘉年华”吸
引着近百万爱书人来狂欢，让人振奋！记得老话说：书
中有山河，希望爱书之人都能在书卷中翱游环宇，心中自
有山河！

劳毅波：今年香港书展特点：1.宗教背景的参展位多
了；2.新增几间新的香港出版社；3.特价书倾销抢眼，100
港元买8本，原价80港元图书特价卖10港元；4.新书品种
不太多；5.港版饮食图书的图片很精美，文字很菜谱。

丫头0754：香港书展无愧于亚洲最大的书展，各种
大牌的或是名不见经传的书店和出版社散布其中，香港
人拖着行李箱来买书，像个大卖场。虽然展位之间间距
很小，周末时热门的摊位挤不进去，但秩序很好，没有推
搡辱骂之声。在我看来，书展上实用生活类或励志类或
漫画小说类的书居多，花花绿绿的，眼都迷了。有一些书
很特别，应该和香港有比较开放、自由的出版界，允许各
种奇特和充满想象的因子有关。

作为亚洲一大文化盛事的香港书展，虽有自由开
放的平台和独特的优势，但由于本地市场有限，因此一
直致力于吸引广大的内地读者、台湾以及大中华区读
者。在香港书展的品牌塑造和影响力营造上，香港书
展主办方采取了一系列的宣传攻略。而这，对于思考
如何办好我们内地的书展，颇具建设性参考。

逛书展，不乱闯

○木 寻（媒体人）

香港书展给我的第一个震撼是人潮。来之前听
说参加香港书展的人潮在全世界都有名，传言果然
不虚。不愧是香港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书展人潮
之汹涌直追内地的巨星演唱会或中超比赛，从入口
处排起的长龙一直延续到各个图书展厅。参加书展
的人们遍及老中青各个年龄段，甚至还可以见到很
多婴儿车，家长们似乎很乐意让婴儿来现场接受书
籍的熏染。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参加书展的香港市
民几乎人手一个拉杆箱，书展现场还优惠出售旅行
箱，方便忘记带箱子的读者现场购买。香港市民对
书的热情，很难让我将香港与“文化沙漠”联系起来。

第二个震撼是与书展同期举办的各种文化活
动。相较内地书展的单一、孤立，香港书展则丰富、
多元，“文化七月——悦读夏季”的主题活动除了在
书店和大学开展之外，更是遍及全港，形成全城互
动，将书展的影响力进一步延伸拓展。

而在书展展厅内听讲座，无论内地学者资中筠、
章诒和，还是香港作家马家辉，抑或是宝岛的白先
勇，每场讲座都爆满。读者除了年轻的学生、白领，
还有很多老者，他们在讲厅内很自然地席地而坐，听
到精彩处主动鼓掌，提问环节积极发问，问题中显示
出对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多层面的热切关注。相比

内地书展，除了简单的图书发布或签售会，少有如此
高水平的、免费对所有人开放的系列文化讲座。

当内地书展仍未突破单纯“卖书”、“订货”的局
限，以致书展更多变为出版商与经销商们的“自娱自
乐”，香港书展的视野却不断放大——国际化的文化
活动、“年度作家”的评选以及展厅内设置的各文化
展区，从各个层面彰显出香港文化的多元魅力。

在香港参加书展的每天，我都能看到，展厅外的
路口，交警每天都做交通管制，帮忙疏散大量的人流
并保障其安全（很难想象内地为书展做交通管制的
情景）；搭乘地铁，地铁内有显著的书展大幅宣传海
报，和国际明星代言商品的广告牌并列在一起；书展
期间，全城的人潮都流向一个方向，就是维多利亚港
旁边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有人说，香港书展人气之所以如此旺盛，得力于
贸发局承办展览活动的丰富经验；马家辉甚至在演
讲中戏称，内地不如尝试将书展活动承包给香港贸
发局，或许可形成全城出动看书展的“奇观”。又听
闻宝岛的诚品书店将于8月中旬开进香港，“西九龙
艺术文化区”亦在规划筹建中，以及香港各大学内开
放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异彩纷呈——相较内地的独立
书店纷纷倒闭、书展的单一与局限，大学校园资源的
封闭，我们似乎应该对“文化沙漠”的香港做一次重
新定义。

多渠道带动全城阅读，
吸引大中华区读者广泛参与

书展让香港不再成为“文化沙漠”

观展手记香港书展之

大佬作家表情香港书展之

七嘴八舌香港书展之

香港书展一角香港书展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