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年年66月月202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B6 讀 書 人文 匯 副 刊 ■責任編輯：尉瑋 ■版面設計：謝錦輝

書介 圖文：草草

CITIX60：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結合原始純樸的
自然景色與多姿多彩的都市生
活，城市氛圍別樹一幟。景致
如畫的森林、湖泊和公園，與
現代建築和地鐵車站之間沒有
清晰的分界線。創意無處不
在——市內有數之不盡的博物
館、餐廳、咖啡室和夜店，隨
意踏進一間即可感受得到。這
個城市也以走在時裝、音樂和
設計的潮流尖端而聞名。斯德
哥爾摩一直不斷影響和塑造藝

術文化思潮，相信會繼續為創意的未來把脈。本書透過
五種角度探索這個瑞典首都，涵蓋建築地標、藝術場
地、市集商舖、餐飲勝地和娛樂場所。60位當下斯德哥
爾摩創作名宿將逐一為本書提供專家級指引，帶領讀者
發掘這座城市引人入勝之處，體味斯德哥爾摩人充滿創
造力的生活。

作者：Viction Workshop Ltd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仙靈傳奇 1：詩魂

華文兒少奇幻第一女作家陳
郁如，繼《修煉》後最新力
作，融合唐詩的優美意境，與
奇幻小說的無窮幻想。讀者跟
隨主角在唐詩裡穿梭冒險的同
時，也再次體驗1400年前古
典文學之美，各種詩體的場景
透過作者生動的書寫，躍然於
紙上。十五歲的柳宗元和唐朝
詩人同名同姓，卻對唐詩一竅
不通。直到某天，他成功背會
了《江雪》，意外來到一個神

奇的異境，在白雪皚皚的江邊，不見飛鳥人煙，只有一
個戴簑帽的漁翁在釣魚，與詩裡描寫的內容如出一
轍……宗元發現，詩境遭到邪惡力量破壞，就連原本守
護詩境的詩魂也被陰暗之氣所滅。不懂唐詩的宗元，是
否有辦法破解詩魂留下的提示，拯救搖搖欲墜的詩境
呢？

作者：陳郁如
圖：蔡兆倫
詩作賞析：林彥佑
出版：親子天下

撒哈拉之心

年輕女孩古明心在母親驟然
去世後，面對人生的轉折點：
她應繼續原來的生活，或者追
尋文學的夢想？在母親的遺物
中，她發現了一枚戒指、幾封
母親與作家三毛往返的信件，
與一本母親留下的小說手
稿——撒哈拉之心。她決定前
往北非，為母親走一趟傳奇作
家居住的撒哈拉沙漠。小說以
愛情為主題，運用蒙太奇雙線
交插敘述手法，重現了作家三

毛當年在西屬撒哈拉的生活，而沙漠的革命戰爭及驚世
的愛恨情仇，都在狂風飛沙的場景中逐漸登場；作家三
毛與荷西的愛情、古明心母親的黯然之戀、明心本人即
將在旅途面對的情感抉擇，也在廣袤與絢麗的沙漠中冉
冉展開。

作者：陳玉慧
出版：大塊文化

為歐文．米尼祈禱

英國BBC讀者票選20世紀百
大最受歡迎的小說，描繪一段
侏儒與私生子之間令人動容的
真摯友情。總是被同學們捉弄
的侏儒歐文和出生富裕家庭但
父不詳的私生子約翰是一對好
友，各有缺憾的兩人在友情的
力量下學習如何成長。那年少
棒最後一賽，歐文偶然被指派
上場，他第一次將球狠狠擊出
─卻正中約翰的母親塔碧

莎。塔碧莎就此倒下，留給約翰一個永恒謎題：他一直
苦無機會詢問親生父親是誰。那年，歐文和約翰還不到
十二歲。此後，天生聰穎的歐文以機智和膽量帶領約翰
走過徬徨的少年時期，成為私校中最出色的意見領袖，
並為了約翰放棄進入名校的機會……厄文以「冷眼笑看
人生」的機智詼諧筆調批判種種亂象，臧否人物，更以
溫馨逗趣手法描述友情、成長與愛情，種種細膩生動的
刻畫，構成了這部觸動人心的出色傑作。

作者：約翰．厄文
譯者：麥倩宜
出版：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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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Book一詞來源於西方，譯
過來是「圖畫書」，日本後來發展出
「繪本」的概念，深受其影響的台灣
亦沿用這一名詞；相比之下，霍玉英
還是偏好「圖畫書」的簡單直接。

原創作品難突圍
專注兒童文學教研工作多年的霍玉

英，近年來時常到內地演講，與台灣
同行亦聯繫緊密。她說，內地曾經很
早就有圖畫書的萌芽，可惜後來中斷
了發展，直到近年因為市場需求熱烈
而奮起直追；台灣受到日本的影響，多年前就不斷
引入日本及外國的圖畫書，至今已發展得較為成
熟。相比之下，香港起步晚，發展得也較為緩慢。
圖畫書的創作周期長，製作成本又高，對於創作

者與出版社來說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這和市
場、閱讀人口很有關係。歐洲的閱讀市場大，花兩
三年時間去做一本書還OK——其實現在出版業走下
坡，也不是那麼OK了，但起碼好些。但是香港，
繁體字書，主要的閱讀人口就是香港和台灣，就算
書能衝出香港，銷往台灣，人數始終有限。做圖畫
書對出版社來說其實是很冒險的。」再加上外國積
累多年，不乏經典佳作，與其消耗時間成本來出版
原創作品，本地出版社更傾向於直接購買版權製作
中文版。「歐美那麼多經典，就算只看每年的凱迪
克獎獲獎作品，都有排讀有排買。出版社這不是媚
外，而是很自然的選擇。」
情況好像很灰？霍玉英倒不這樣認為，「在整個
出版業下跌的環境中，兒童書的處境仍比成人書
好，因為家長肯在小朋友身上花錢，加上考慮到不
想小孩子太早接觸iPad等電子產品，紙質閱讀仍然
是首選。近十年來，香港家長也越來越重視這方
面。雖然總有人說香港不重視閱讀，但統計數字是
否能準確體現具體家庭的情況，那也未必。」她認
為，香港雖然起步遲，但是是自由社會，面向東西
方文化，更不乏擅長繪圖的創作者。只是這些人往
往淹沒在翻譯作品為主的市場中，難以被看見。
「所以我們打造香港圖畫書創作獎，就是要做這樣
一個平台。」

揣摩「兒童觀點」
怎麼樣的作品才是優秀的原創圖畫書呢？台灣有

許多作者，選擇將本土文化元素放進圖畫書這一載
體中，讓小讀者從小親切接觸。霍玉英則認為，比
起是否表達本土文化，作品的「兒童性」更為關
鍵。
「圖畫書的讀者對象是兒童，雖然現在它的議題
很多元化，戰爭、死亡、同性等話題都有，但其內
容仍是關乎兒童成長的所有東西。從這一點上說，
沒有什麼東西方文化之分，就是面向小孩子。符合
小孩子的天性，他們的好奇、愛玩、無目的的目
的，這個是最重要。所以如果是純粹要做兒童文學
或圖畫書的時候，焦點應該回到小孩子身上。」

例如第二屆香港圖畫書創作獎首獎得主《你會咚
咚咚嗎？》，整個故事用令人好奇的聲音「咚」串
聯。小男孩和不同動物的對話，幽默又充滿童趣。
最後才揭曉，原來「咚咚咚」對小男孩來說就是去
便便的聲音。故事靈感來自作者張韻珊與兒子的日
常生活，「對於小孩子來說，從小痰罐到坐到廁所
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生活中的微小事物對
小朋友來說意義是不同的。」霍玉英說，作品成功
把握住小朋友的好奇心，也從小孩子的視角出發去
講故事，「老實說，從小朋友的角度出發未必就是
兒童觀點哦，如果創作者放太多大人的角度進去，
主角看着是小孩，其實是大人來的。」創作者畢竟
是成人，作品完全避免大人的痕跡是不可能的，但
霍玉英認為，創作者通過廣泛閱讀不同的兒童作
品，自然會對「兒童觀」有更細節的把握，加上日
常生活中持續不懈地對小朋友進行觀察，圖畫書的
創作絕對有規律可循。

細節見功夫
近年來，兩岸三地圖畫書市場需求見長，也有作
者和出版社嘗試用圖畫書的形式來打造出版品，出
來的效果見仁見智。台灣方面比較成功的例子有上
期曾介紹過的《紅色在唱歌》，將著名油畫畫家陳
澄波的畫作用童詩詩人林世仁的詩句來串聯，提供
給讀者另一個閱讀角度。
在香港和內地，近年來則多了出版社找來著名作

家的短篇名作配上圖畫出版。對此，霍玉英持保留
態度，認為其中有不少誤區。「一個故事配上圖畫
就是圖畫書嗎？不是這樣的。」她強調，圖畫書是
一種專門的創作類別，其語言包括文本的語言和圖
畫的語言，「如果作者對這兩種語言都能掌握，然
後將經典故事進行改寫，我沒有異議；但如果只是
將一些散文名篇配上圖畫，那只能算是插圖書，而
非圖畫書。這些文字也許是很好的散文文本，但未
必是優秀的圖畫書文本；也並不是因為文字短小就
適合小朋友去閱讀。」
那好的圖畫書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簡單說，圖畫書就是圖畫結合文字去寫一個關
於小朋友的故事。圖畫書可以沒有字，成為『無字
書』，但不能沒有圖。」更重要的是，圖畫書的文
和圖要有互動，進而營造想像的空間。「圖畫書的
圖文配合有很重要的原則——文字講了的圖不再
講，圖已經表達了的文字不再重複。如果圖和文重

複表達一個內容，留給小朋友的想像性和延
展性就會減弱。」圖文不重複，互相錯位營
造張力，著名圖畫書作家雍．卡拉森（Jon
Klassen）奪得2013年美國凱迪克獎金獎的作
品《這不是我的帽子》就是絕佳的例子。小
魚偷了大魚的帽子，抱着僥倖之心逃跑，卻
不知道大魚已經緊追其後。文字上，一直寫
的是小魚沾沾自喜的心理活動，圖畫的卻是

截然相反的現實情況。最後的open ending也令小朋
友遐想——到底小魚成功逃跑了嗎？
霍玉英說，好的圖畫書中大有乾坤，每一個細節
都可堪咀嚼。書的尺寸、紙質，是橫開本還是豎開
本，封面和封底圖畫如何呼應，書籍的蝴蝶頁（扉
頁）應該用什麼顏色、圖案……所有的這些都與書
的內容和美術風格緊密相連，好的編排會讓讀者覺
得閱讀是一次圓滿的旅行，而每個小角落都沒有浪
費，越挖越有驚喜。

經驗編輯最缺乏
這其中，圖畫書編輯的作用就顯得十分重要，然
而這也正是香港，甚至華文社會圖畫書出版中的一
大短板。「編輯要能擔任橋樑，將文字與圖畫創作
者相互聯繫、緊密配合。就算是自寫自畫的作者，
多數也以畫為主，文字能表達得很圓滿嗎？未必。
其實老實講，很多時候要編輯幫手的。編輯也要很
有眼光，看很多圖畫書，對圖畫書的出版和創作理
念理解得很清晰，然後可以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給出
意見。」
她以曾榮獲第一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首獎
的作品《團圓》作為例子。該書英文版《A New
Year's Reunion: A Chinese Story》曾獲選為紐約時
報2011年最佳兒童圖畫書，並入選該年度美國紐約
公立圖書館100本童書推薦書目。「在華文，或者東
方社會中，哪怕日本版或韓國版，《團圓》封面都
是父母和女兒一起睡覺。但去到西方，封面則變成
了父母和女兒一起吃湯圓。對東方人來說，女兒擠
在爸媽中間睡覺不知道多甜蜜，但這不是西方的文
化，這個封面放到西方可能沒人買哦。這其中，編
輯很重要，就算買了版權回來，編輯還是要依照情
況來進行改變。」
但在華文社會，有豐富經驗的圖畫書編輯是最缺

乏的。「台灣很想去做這一環，但也很難。所以我
們大家現在都知道問題癥結所在，但目前來說很難
去改變。」霍玉英說，「所以我們兒童文學文化協
會現在的希望是，暫時先做到讓創作者了解兒童觀
點，了解西方經典圖畫書創作中的一些模式，比如
細節怎麼鋪，怎麼表達小孩子的情緒的宣洩等等。
再下來才是編輯的培訓。」
路還很長。

繪本，溫柔的力量系列（二）
繪本文字與圖畫相輔相成，共同講述一個故事。它只是給小孩子看的「卡哇伊」的圖畫書嗎？
日本繪本大師松居直一直強調，繪本不只面向孩子，它也對大人訴說深刻的寓意，令其深思。而與孩子一起讀書，更是愛的時光。「唸書給孩子聽，就好像和孩子手牽手到故事王國去旅行，共同分享同一個充滿溫暖語言的

快樂時光。……孩子長大以後，我才真正了解到，當時我用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語言講了這麼多故事，意義在哪裡。我也發現，透過這些書，我已經在他們小時候，把一個做父親想對孩子說的話說完了。」
繪本的溫暖力量，影響的不只是孩子，還有大人。

霍玉英對圖畫書有種特別的感情。「圖畫書有種療癒的作用，裡面幾乎都是正面的能量。」

曾經靠着圖畫書的慰藉走出情緒低谷的她，認為雖然其主要對象是兒童，但大人看了一樣暖

心。

從2013年開始，霍玉英擔任會長的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開始主辦香港圖畫書創作獎，今

年剛公佈了第二屆獲獎者名單。鼓勵本地原創圖畫書創作，任重道遠，霍玉英說，不急，我們

慢慢來。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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