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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雙腳為浮城植根
大學圖書館「動態化」的思考
  文：破 城

大學圖書館的兩個原型

從
小對圖書館的憧憬都源自

唸西洋歷史時認識的阿

歷山大圖書館。據說亞歷山大

大帝征服世界後，在肥沃的尼

羅河河口建立亞歷山大城，後

來的統治者在城中建立起規模

在當時舉世無雙的亞歷山大圖

書館，館內藏有希臘、波斯、

希伯來和印度等地的書籍手抄

本，圖書館也漸漸成為翻譯、

學術研究和交流的中心。記得

那時老師手舞足蹈地說，這可

幫助統治者建立威望，鞏固政

權。那時心諳，原來圖書館可

以發揮穩定城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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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想像已在心

中植了根，長大後每次外遊，都會特別

編排行程到當地著名的圖書館接受薰

染。還記得有次到訪於 1983 年給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的瑞士聖加侖修道院圖書

館（Abbey Library of St. Gallen），門 口 就

寫 着 “Psyches Iatreion”，意 即「靈 魂 治

療所」，甫踏進去，那聲因天花上霎眼

嬌的洛可可鏤花飾邊而來的嘩聲還未落

地，便迅即給兩邊整排足有兩層樓高的

15 世紀古籍震懾得目瞪口呆，雖然訪客

不能翻揭藏書，但見陽光的指頭引領着

我的目光掃過各個書脊，自己的心弦便

會給撩動，很想將書的內容釋放出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原來真正的「心靈治

療」並不囿於一室，而在於如何將沉澱

思緒的渴望帶入平常生活中，並嘗試感

悟作者心志和營造分享的氛圍。原來要

感覺充盈，先要在心中騰出接納和化合

的空餘。

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動態化
如果香港真如西西所描述的是「浮城」的狀態，

那末圖書館在如斯懸浮的城市中建立威望吸引外來

者的功能，似乎不及鼓勵埋首書本的人走出去，創

造分享的氛圍來得重要和有意義。只有帶着在圖書

館中培育的知識種子，並以腳步播種，撫慰心靈，

才能令文化的根柢茁壯成長，才能為這城市抓緊「懸

浮的意義」，即使不能令城市倏忽落回地面，至少可

以像宮崎駿動畫中的「天空之城」，以樹根抓緊「飛

行石」，不致升浮到外太空。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自 2001 年舉辦「文學散

步」，可說是用腳步替「浮城」植根之舉。中大錢穆

圖書館馬輝洪館長指計劃源自 2001 年盧瑋鑾教授

（小思）與教育統籌局、中大中文系合辦大型的文學

散步，效果理想，引起公眾關注香港文學。「文學散

步」是以互動的方式，讓人較易掌握文人跟香港的

淵源及其作品如何在當時的氛圍發酵成熟，有助讀

者更立體了解作品的含 。

張愛玲在〈關於〈傾城之戀〉的老實話〉中說：

「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

〈傾城之戀〉裏，從腐舊的家庭裏走出來的流蘇，

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

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

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

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

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

如此。」原來〈傾城之戀〉中的淺水灣酒店，剛好就

是彰顯范白身份落差的場景，也只有香港那時的時

空才能容許這樣一個場景的存在。之後炮彈一炸，

套在白身上的封建枷鎖給炸開了，范留戀的繁華階

層也給炸散了。當他們從淺水灣酒店的轟炸倖存下

來，兩人中間身份的「參差」沒有了，於是成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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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聖加侖修道院圖書館



兩人平淡的締結，對比當時轟轟烈烈的時代，正好

成就張所謂的「參差對照」的寫法。由此觀之，戰爭

不盡是破壞的力量。時至今天，公眾到淺水灣酒店

作文學散步，除了認識這是〈傾城之戀〉的一個場景

外，如果要掌握其中的匠心，大概不得不靠更多的

引導才能有如此深度的認知。所以中大在 2012 年舉

辦了「香港文學深度體驗計劃」，期望能讓通過「悅

讀」的體驗，引導參加者養成「喜閱」的習慣。只有

當閱讀的種子落到習慣的土壤，才能滋養出扎實的

根柢，不斷探掘書本中的深意。

知識轉移：先備妥「知識的磚子」
接着我們便從「深度體驗」談到「知識轉移」，

前者顧名思義講求探掘的深度，是就個人修養而

言；後者則着重覆蓋的廣度，乃針對公眾關注來

說。馬館長表示，所謂「知識轉移」，首先是將資訊

從「書 本」轉 移 到「網 絡」—— 中 大 圖 書 館 自 1999

年開始建立「香港文學資料庫」，起初是將盧瑋鑾 

教授捐贈的七萬條資料索引輸入電腦。那時雖然有

經費支持，但整理資料的人手主要是從其他圖書館

調配過來，之後還要向雜誌社申請授權轉載，再將

之掃描放到網上。隨着條目不斷增加，整理資料可

說是一項細水長流的世紀工程。猶記得盧教授說過

要當香港文學的「造磚者」，讓別人可以用這些「好

磚」去建造香港文學的殿堂，那麼「香港文學資料庫」

可說是一個重要的「磚庫」，就像亞歷山大圖書館一

樣，正等待巧手的工匠來挑選。盧教授在電影《字

裏人間》的觀後記〈寂寞的編舟者〉中寫道：「可是

我倒對松本、荒木、馬締三代編舟者的寂寞，卻正

正在他們全程沒有絲毫埋怨，反隱隱

然樂在其中的呈現，感受極深……

以一生一世來鑄就的事業，非旁人能

理解，寂寞必然，

浪漫也必然，因為愛足以遮蔽一切艱辛。如果仍覺

艱辛，那就是愛得不夠。」默默地造磚，全是呆板的

套路，當然寂寞，可幸現在聚結了一羣有心人一起

造，不但強化了心志，也作了漂亮的承傳。當「知

識磚子」準備好，有心的工匠便可以隨時拿來建造

新的知識殿堂，這樣知識便轉移成了新的面貌。

知識轉移：上下求索

除了「載體」的轉換，所謂「知識轉換」，還包

括「範式」和「受惠對象」的轉換。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樊善標教授補充說，以往大學

圖書館的服務對象都是大學師生，而且主要是提供

書刊借還的服務，可算是較單一的模式，現在中大

圖書館舉辦「文學散步」的活動，就是嘗試以較主動

的方式，走出大學校園，接觸中學生。我們大概都

會同意，無論學習甚麼，都是愈年輕接觸，掌握得

愈快，成效愈彰，成其終生志業的可能性也愈高。

除此以外，「文學散步」的模式還可以讓年輕人對自

己成長的城市有更多面向的觀察和認識，增加歸屬

感。再者，這並非單次的活動，而是多次在不同地

區的考察，參加者可以結識到興趣相近的朋友，當

感到「吾道不孤」時，便不會感到寂寞，自然能放開

心懷投入其中，可說是發揮了「心靈治療所」的「氛

圍療效」。

正在他們全程沒有絲毫埋怨，反隱隱

然樂在其中的呈現，感受極深……

以一生一世來鑄就的事業，非旁人能

理解，寂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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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教授強調，他們辦「文學散步」除了有意向下

培養中學生外，更有向上推廣的意圖。向上推廣的

對象有兩類：一是中學老師，二是作家。馬館長表

示，在 2011 年，他們舉辦了「走進香港文學風景」

考察計劃，分別在香港、九龍和新界三區舉行工作

坊，向老師講解如何舉辦社區文學考察活動。筆者

在訪問後，亦曾參加一次「香港文學深度體驗計劃：

文學景點考察」的學校經驗分享會（由香港中文大

學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合辦），會上

來自三間中學的師生分享如何就校本情況調節行程

及操作細節，對有意舉辦同類活動的學校尤有參考

價值。樊教授補充，每次散步活動過後，他們都會

將相關的資料和篇目上載到「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

網站，讓老師按校本需要設計適合的散步路線予學

生，這樣便可以發揮「知識共享」的效用，令知識

動態化，在大學校園播種後，吸引有志探究的師生

回到圖書館的資料庫繼續翻土探掘，完成圓滿的循

環。只有這樣，知識才能從卡片上的條目，進入到

城市集體意識的文化基因中，不斷變異、繁衍，再

誕生新的意念，為城市增添無限活力。

上面提及的「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乃由香港中

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和語常會聯合製

作，現時涵蓋的全港十八區文學地景篇目已達幾百

條，其中一些更有連結參看全篇文章。網站也附上

之前舉辦的「文學散步」路線圖供老師參考。曾參加

「文學散步」的學生更可以密碼登入網站，將自己的

體驗文章上載到討論區，該次活動的導賞作家便會

回應點評，促進交流。

向上推動的另一對象是作家——「文學散步」的

活動每次都會邀請作家當導賞員，這樣除了參加者

得益，獲邀作家也可能因受到觸發而創作出甚具本

土代表性的作品。樊教授闡述：「文學散步不只面向

過去，更希望作家各自發展對本土文化的關懷，形

成新一輪的地景作品，表達個人對地方的關切，催

生新作品、知識。」這令筆者想起西西的小說〈浮城

誌異〉描述浮城中所有鏡子都只會反映事物的背面，

即臨鏡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後腦勺；如果想鏡子反

映自己的臉面，只有用後腦勺對着鏡子，這樣眼睛

便看不見鏡中映像了，於是作者寫下這樣的注腳：

「在浮城，看鏡子並不能找到答案，預測未來。不

過，能夠知道過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歷史可以

為鑒，這也是浮城鏡子存在的另一積極意義。」筆者

卻始終不明白，即使照鏡子可以照清面目，就表示

可以找着答案和預測未來？知道過去就一定可以史

為鑒嗎？但我想「文學散步」讓所有參加者，無論是

學生、老師還是導賞作家，在多看了歷史後，一定

會萌發重組自己面目的衝動。

如此上下推動，好比一邊讓年輕的一羣認識自

己的本土多一點，幫助他們向下植根，而另一邊則

讓已成長的一羣向上拔高，爆放自己心中的花貌，

努力結果，孕育更多知識的種子。如此上下推動，

終有一天，會發覺浮城已悄悄着地，屆時我們可能

又要努力讓下一代想像當一座城市升浮在半空會為

城中人帶來怎樣的躁動和不安，藉此明白腳踏實

地、輕鬆散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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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
http://hkliteraryscenes.wikid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