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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一座梯田山

位於台灣新北市金山區的朱銘美術館是靠

朱銘一家人十多年來省吃儉用，逐點逐

滴買下當時還是相當荒僻的山地，然後再逐

寸逐尺地開發和修葺出的一座美術館。甫踏

入美術館，便會見到當眼處寫着「拚一座美術

館」，簡單有力。這一個「拚」字用得好，充滿

狠勁，仿如雕塑時的敲鑿；又令人聯想到過程

中逐點逐點的拼湊，考驗耐力，就像是太極的

慢板。狠勁和耐力，屬性上本該互相消弭，在

現實中卻是相輔相成，微妙契合。

本期的專輯以「圖書館」為主題，先以訪問

了七百人的「香港小學生閱讀習慣問卷調查」牽

頭，澄清了不少關於小學生閱讀喜好的謬論，

釐清了推動校園閱讀的方向。另外還訪問了小

學、中學、以至大學的圖書館負責人，訪問的

內容從如何引發和保持學生的閱讀興趣，到如

何拓闊閱讀的深度和廣度、利用閱讀治療行為

問題，及至圖書館如何採取主動，帶領讀者閱

讀和了解自己的社區，甚至香港的文化。看見

這些推動閱讀的有心人，便不期然想起朱銘美

術館的口號，遂想出了「拚一座梯田山」這個題

目：各級學府的圖書館，就像梯田一樣層層遞

升，級級蓄水，令水土容易流失的山區，也可

以成為豐饒的育牀。當俯身插種的秧苗成熟，

精神飽滿的穀粒曳出金黃的稻浪，整個山頭彷

彿都活起來，努力在初陽的燦爛中捕捉風的步

韻，傳遞歡欣的調子，深深地凝住了一眾過客

的眼波，一刻都不想錯過。本期專輯，無他，

就是想讓讀者在華美的景致中，感念這羣梯田

上的農夫的汗水揮發得何等淋漓盡致。

承接圖書館的專輯，本期「名家專訪」的

對象梁科慶，任職於公共圖書館，業餘為校園

小說作家，作品深受青少年歡迎。他會談談如

何通過閱讀阜豐寫作靈感和滋養生活的心得。

另外兩篇跟「文學散步」相關的特稿：一篇繼

續帶大家遊歷「南區文學徑」，體味戴望舒和

許地山兩位南來的文人學者並非過客，而是用

心地在香港初墾的梯田上插過秧。他們的信念

早已化成文字的穀粒，讓接力的農夫得到加持

的勇毅；另一篇則帶大家的眼光走出香港，遊

歷跟梵高相關的地景，讓他的畫作，色彩鮮明

之餘，更變得有血有肉。這兩篇特稿無非為了

鼓勵讀者走出書本，讓平面的印象變成動人故

事中的立體角色，倍增閱讀的興味。

朱銘美術館的出口旁邊，放置了一座偌大

的原木雕刻，刻着一架滿載木材的牛拉車在上

坡路，一對農民夫婦在後面勉力地推，雕像毫

無修飾的刀痕處處，正是狠勁和耐力融合的

最佳體現。在「2012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

（PISA）調查中，香港學生的表現相當不俗，有

分析指這是因為香港學生都熟習考答模式，以

目標為本的努力成果，這令人想起那座雕像。

猶記得放眼遠望，木雕旁邊的玻璃門外放置的

正是朱銘的著名「太極」系列雕塑，不斷提醒

觀賞者「舉重若輕」的平衡美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