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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分化的書市二元分化的書市二元分化的書市二元分化的書市    

    

書市將近，放映機前一片灰塵飄浮，播放著去年的回憶片段。 

誠然，去年區域分隔的策略，是書迷樂見的安排，雖然耳邊還不乏百貨店邊拚貨邊閒

話家常的喧鬧，多次聽到「這個人是誰？」彷彿在質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作家是何許

人的提問；他有甚麼資格以作家身分闖進我純淨無俗的眼眶中，其實氣氛離不開為嬉

戲為消磨時間的嘉年華式場合，與立會側的政制向前嘉年華的同通點是；漫無目的於

此隨波逐流的人實在滿場也是。那麼書市的性質與格調本身又有多高雅呢？貿發局突

然肅然起敬的謝絕寫真集簽名活動，又不見於舉辦模式上有任何寸進，很難令人相信

他們於商業考量之外還有文化政策的考慮，趕走水著說穿了不過是裝潢門面的道德潔

癖作祟。 

其實我並無意質疑大眾逛書市的心態，只是看書之際改不了觀察周圍的壞習慣，或許

「這個人是誰？」這句話聽在耳裡，激起了腎上腺素，精神一振，才再側目窺視他們，

一切行為變成歷史之前，其實我樂在其中。然而發覺他們一眼也未看過書中文字便隨

即化整齊書列為亂堆，這著實是對他人為害，不論書市氣氛如何，本對愛書者也理應

是小事一樁，然而若是對書的侮辱，卻教人不能視若無睹。細看之下，中國人愛正名

愛權威且目光狹隘的特色，原來還牢固的立足於新一代的心底裡，一切門面的反叛形

象與那彷彿落在遠處的目光無非是自慰、建立群組的手段與空洞虛無的理想主義。惟

心態是化妝也掩飾不了的，如動作上的粗糙往往出賣了修飾的用詞只是在強裝君子，

他們言行不一與貿發局根本如出一轍。 

說回去年，為書市清理門戶的人討伐寫真集「無文化」，然而市場卻老實的告訴我們

這就是香港的文化，無論她是好是壞，也是現實。當一本新書賣了一二千本算是走運

之時，手執寫真集的長龍卻已轉了幾圈，出版商於文明開化的工作上顯然是軟弱無

力。文化本是人類生活的反映，高下之說或許只是學者的研究工作、是對文明開化的

渴望，甚或是兩者的爭論點立於廣義與狹義的差異上，各有各說話。或許有人認為書

市只能容下純文學，其他一切也是「無文化」，心態如種族本質優越論般的霸道，若

他是為了建立空間去培養民眾的尚學風氣，大概還說得過去，然而卻難免從他們的說

法間嗅到歧視的氣味，話語間可道出他們希望自己作為書迷的身分不會被降格，不願



被人誤以是寫真黨，所以只好以討伐去建立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高地，話說他們

又有心帶領文化向理想方向走嗎？ 

原本一個共容文化的好場合，卻演變成文化優劣二元分化的結局，這其實也是香港的

文化特色，短期間趕不走。且看一次政改就彷似讓泛民分裂，這個表面結果不就是香

港人愛二元分化的男人特性作祟使然的嗎？誠然議會上每一次決定與方向轉變也是

政治上考量，而非意識形態的相左，是角色不同的戲劇，反對者擁戴者也不過在演好

自己的角色，就算政改有其優點，反對者也只能貫徹始終。這不是固執，而是角色限

制。所謂分裂到底是媒體效果，還是一次各為其主的角力，或許民眾根本分不清楚；

所謂書迷聲討寫真，貿發局正義使者上身，到底是為了推動文化發展，還是角色所限，

其實一切活於日光下，相當明顯，戲一場罷了。 

香港素來也彷彿沒有文化政策，就算有也是依產業發展的規律。書市這類活動於香港

只是出版商的散貨場，不含任何文化交流的成分，就算再辦多幾場座談會也是徒然。

貿發局統籌上本無意指導文學與大眾文化的交融（雖然責任在於港府予貿發局去

辦），不然何以書市並無清晰的主題，又無誠意邀請更多海外作家來港，作交流也好，

宣傳新作也好，就算是攪個回顧展或主題週也好，都是一個建立，培養氣氛的文化政

策。這才能貫徹貿發局口口聲聲要「培養讀書風氣」的說詞，讓大眾自己從活動中覺

醒，漸漸從無形指導中進步，或是反過來因為空間的自由，由民間帶動文化革命的好

機會。情況就如若康民署多建體育設施，各大小屋苑不再限制做「各類運動」的自由，

先不說到各項目的質素提升，香港人也至少會做多了運動，胖子少了，還我蔚藍的天

空。顯然下刪例子還很多，表明改善空間，這種間接的推動與鼓勵，往往比直接的政

策指導更能利用大眾主體的能力，惟港府慣性行政主導，全然物化民眾，忽視了民眾

本是最有效的推動力量，深深相信由上而下的政策是一切的依歸，由下而上的變革，

只是有雜質的現象。「那班人是誰？」政府本著我有我政策，他有他反對的念頭，兩

者根本說不上嘴。 

書市之所以為書市，因這活動本無助推動文化交通，名符其實是衡著鈔票而來，連一

間樓上的人文書店也比不上。如今難得於散書之外，還能發展出一套新興的產業，我

們要做的不是全然否定她，以色情下流的眼光去批判她，反應利用作為文化政策的一

部分，化劣幣為良幣。雖然要她成為輸出海外的文化產業，像日本般成為地區重要的

經濟支柱，與族群的依附還有遙遠的距離，但這距離正正就是我們言行不一的人拉闊

的。我不冀望香港書市能像外國書展一般是年度文壇大事，有主題有焦點，尊重作家，

且又是各大獎項的前哨戰，新人作家的試啼會，但至少請貿發局不要再惺惺作態，強

裝道德衛士，領頭打擊算是香港獨有的文化了（雖然更多人否定寫真有文化可言），

我們要做的不是趕絕她，是由堅持自己立場始，變革她的特性，正如社工應該盡力救

人，而非從中疏遠他與社會的關係，大概要道德重整至趕走色情文化，當下已是絕望

（奈何她們色情嗎？）。 



借用朱威特的名言：「人把世界分為異教與基督教，然而沒有人考察前者隱藏著多少

善？後者混合著多少惡。他們拿自己最好的部分和鄰人最不好的部分比較，拿基督教

的理想和希臘或東洋的腐敗作比較。他們不求公平，反而只收集自己宗教被認為是優

點的一切，用來眨低其他形式的宗教，以此為滿足。」商業掛帥的書市，卻連幾本寫

真也容不下，這是哪門子的文化政策？不，是失敗的商業策略。眼下香港還是那個二

元分化的香港，要多元發展，要文化共融，看來比出席世界杯更絕望。 

＜相關＞一群吃渣的人（去年的書展） 

＜相關＞封城趕絕邪道 

＜相關＞文明單位－書展文化（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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