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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旅行的「初心」
寫於《雲心所往》新書發佈講座後

 蘇嘉茵

啟思出版社於今年香港

書展舉辦了吳靄儀旅

遊文集《雲心所往》新書發佈

講座，講座主題是「雲心所

往——品味旅行的藝術」。大

會邀請了作者吳靄儀博士和

沈旭暉教授主講，帶領觀眾

細味旅行的藝術，並談談旅遊對於本土關懷的意義。

雖說《雲心所往》是旅遊文集，但它沒有市面上

旅遊指南的繽紛設計，只以大廈之間的一片藍天為

封面。不知道大家上次望向天空是甚麼時候？我說

的「望」，不是察看天氣陰晴，而是實實在在地欣賞

藍天白雲。若然大家已記不起這片風光，那就要學

習如何像作者一樣放慢腳步，「細讀」這個世界。如

湯顯祖所言，景點是「觀之不足」的，若不實在感受

當地生活文化，「便賞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了。希

望大家也能拋開追趕行程、消費主導的旅遊態度，

跟隨吳博士和沈教授的步伐，在旅行中體驗生活，

再把這些體驗發酵成旅行的「藝術」。

吳博士和沈教授是怎樣旅行的呢？若用一句

話概括他們的旅行模式，就是「同中有異，異中有

同」。在同樣以體驗生活的前提下，他們的旅行風格

很不一樣。吳博士的旅行是「感性」的，她認為旅遊

當着重「感受」，隨心而行；而沈教授的就是「理性」

的，較具「功能性」，旨在寓學習於旅遊。且讓筆者

帶大家一起踏上他們的旅程吧。
網上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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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行邊吃　感受生活的味道
吳博士從「行街」說起，分享了一段小經歷：有

一次她受電台邀請，由中環步至高等法院。途經香

港公園時，她興奮地向同伴介紹沿路看見的種種，

同伴驚訝她竟留意到這麼多的風景。吳博士說，我

們平常都「聽得太少、看得太少」，旅行應多留意

當地的風光，了解一個地方的民生、歷史和文化精

神。例如到柬埔寨，她會學做當地有名的甜品「吉

士南瓜」，用舌尖感受道地食品的滋味，用心體會大

眾生活的真實況味。

吳博士的行程總離不開食物的蹤影，她喜歡從

飲食中體驗別國文化。她說這或許跟她的成長背景

有關。吳博士成長於大圍鄉村，伴她成長的，是那

種招呼親朋好友吃飯的濃厚風土人情，相信這就是

她與食物結緣之時。旅行時，她不追求要走遍特

色景點，反而喜歡找個地方坐下，慢慢品嘗當地美

食。你說她是「換個地方坐着」的旅者嗎？也許是，

但不得不同意的是，「食」確是「感受」的好方法，

五味在口腔竄動，彷彿把整個國家都吞進肚子裏。

着重「感受」的吳博士在吃東西時總會忘形，壓

根兒沒有想起拍照的事情來。

「這 家 美 食 店 在 鎮 上 大 街，名 叫 The Chef’s 

Table，樓下當街擺賣鮮魚海產，餐單上有是日煎

魚，天天新鮮，頭一天的是日鮮魚是海鱈（hake），

魚柳兩塊煎得皮香肉嫩，以薯蓉墊底，上覆煎脆的

意大利煙肉，旁邊是一堆好像剛自菜園摘下來的各

式嫩葉，輕盈得像翠綠羽毛，質、香、色、味全部

完美，令人食指大動，吃光了才省起其實值得拍照

留念！」 ——〈古鎮美食〉(《雲心所往》第59頁 )

香港人，試試不要「相機先吃」，你的味蕾比相

機可靠呢！

對「食」的執着，往往使吳博士有特別的際遇，

她談到一次在西班牙一家炸油條店的見聞。西班牙

炸油條 Churros是當地的著名小食，到處可見，這

店值得吳博士一記，是因為店主竟然在油條旁邊擺

賣着一串串的琥珀首飾。細問之下，原來老闆鍾情

這種天然有機的寶石，所以他在繼承祖業的同時，

也發展自己的興趣。吳博士笑言，這些琥珀串飾長

期置放在油鑊旁邊，欣賞之前，要先把表面的油漬

抹走。不「識貨」的人看到這些油膩的「石頭」，觀

賞興致可能立時消失無蹤，吳博士不但興味盎然，

還「抱得美物歸」。她表示那是老闆最喜愛的項鏈，

每粒琥珀都由他親手打磨，不規則的形狀更呈現出

其天然的韻味。「便宜、俗套的紀念品不值得買，要

買就買些特別的、讓你日後可以回味這趟旅程的物

品。」吳博士這樣說。

邊行邊學　帶着「理性」去旅行
與這種「隨性而行」相對的，便是沈旭暉教授的

「寓學習於旅行」。沈教授明言，旅行最重要的是令

自己從「離地」變得「落地」。讀國際關係的他會選

一些念書時讀過的地方遊歷，如到「二戰」戰場感受

戰火痕迹，他希望把書本上的知識扳下來，活脫脫

地呈現眼前，再把眼前景象吸收消化，放回腦子裏。

這麼一個着重理性思考、熱衷學習的人，站在

葡萄牙宏偉建築物底下，除了把古都風景收於眼

底，還會想：這般豪華的樓房，到底是甚麼人才能

吳靄儀博士展示西班牙購得的琥珀項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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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最喜歡的一家古董店的大家姐，正是

反抗運動中的一名活躍分子，我到訪那天，她剛收

到律師信，不准她進入對面的商場，又禁止該商場

的租客與她來往。這紙文書引起熱烈討論，連我這

陌生人也不禁加入戰圈，一談到菜園村和反高鐵，

馬上引起了莫大興趣，捍衞原有生活方式的人，原

是無分國界，菜園村和波多比路舊市場，同是面對

風雨的同路人。」

 ——〈波多比路舊市場〉（《雲心所往》第49頁）

捍衞原有生活方式的人，的確無分國界。當年

政府因為要興建高鐵，要求菜園村的村民遷出，離

開他們一磚一石親手建造的房子。村民以苦行的形

式發出訴求，見者既痛心亦感動，引來社會迴響。

其實村民的願望很簡單，只是想保衞自己的家。

最終村民獲安排遷至新村，或許結局並非完

美，但他們還是滿足的。吳博士一幅在黃昏下拍攝

的「新村的樹」，意境一片祥和，看似與世無爭，但

也提醒着我們一切來之不易，做事毋忘初心。吳博

士以她一貫「温柔的堅定」，勉勵着大家要堅定地尋

覓自己的理想。

「世事總無完美，但我看得出，村民已心滿意

足，感恩無限。心底裏，我明白，我們對菜園村豈

只是無私的關愛？我們豈不是私心盼望人可以有更

理性更合乎人情的生活方式，有權為這種生活方式

奮鬥？而菜園村，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出現，村民好

比是這個理想生活實驗的先行者，我們渴望實驗成

功，因為菜園村是我們從來沒有擁有過的家鄉。」

 ——〈家在菜園村〉（《雲心所往》第211–212頁）

「雲心所往」中的「往」，有嚮往、前往的意思。

旅行就是前往你嚮往的地方。在日常繁務之中，若

有喘息的空間，不妨呼應這片「雲心」的呼喚，提起

雙腳出走吧。遊歷過後，記得將好東西帶回來，把

自己的家變得更美好，我想，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香

江情懷。 

負擔得到？身處巴勒斯坦，沈教授也沒有讓腦子閑

下來。一天晚上十一時多，他經過一間銀行，發現

裏面仍然燈火通明。他沒多想，就走進去與職員

攀談，想找出他們沒有保安考慮的原因，了解最原

始、最貼地的人民生活，順而思忖當地社會狀況、

政治局勢……最後他發現，談笑風生的背後，隱藏

了人民對於國家的憂心與無奈。沈教授認為，與當

地人交流，觀察人生百態，才是有深度的旅行。

接着談到一個令聽眾引頸以待的話題：理性

的沈教授會到哪裏度蜜月呢？原來他選了「復活節

島」。沈教授淡淡地說：「復活節島是死前必到的重

要文化遺產，不只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石像歷史，當

地的生態環境、歷史亦是非常重要、值得關注……」

原因有很多，就是沒有一個跟「浪漫」沾上邊。

回歸初心  感念我城
儘管吳、沈二人的旅遊方式如此不同，但他們

到世界各地旅遊時，都總會念記自己的地方。吳博

士說「旅行是一種發現，讓人更了解自己的家鄉」，

沈教授則不自覺地把香港與其他城市作比較，而

在此當中，「不論是開心還是歎息，都是自然而然

的」。國際視野和本土關懷並非兩極，遊歷時親身感

受比較，就像一道無形的橋，把兩者接通。

旅行時不忘我城，在吳博士的新書裏有這樣的

一個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