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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李亞清報道：繼上屆

香港書展後，今屆書展再度邀請中國當代著

名作家麥家，以 「人生的虛構與小說的真實

──從麥家《人生海海》說起」 為題，於本

月二十日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辦講座，與香港

讀者見面。《人生海海》是麥家在時隔八年

之後的首部長篇之作，講述一個渾身是謎的

「上校」 在時代中穿行纏鬥的一生，離奇的

故事裏藏着令人嘆息的人生況味，既有殘酷

也有仁慈。

作品獲王家衛好評
該講座原本邀請導演王家衛一同出席，

麥家解釋，王家衛因身在紐約而無法來到現

場，並展示與王家衛的短信截圖，短信中王

家衛寫道： 「《人生海海》是老兄的力作；

既不麥家，又非常麥家。英詞有 『
hypnagogia』 一說，是午夜夢回的真實，

個人認為是《人生海海》的最佳形容詞。」
麥家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說： 「這本

書以我的童年和對故鄉的經歷為起點寫作而

成。主人公 『上校』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到二

○一四年去世，在時代中起起落落，但與苦

難命運友好相處，這是他對現今年輕人的價

值。」 許多中國作家在走向世界的路上並非

一帆風順，麥家認為，成功有時是運氣，麥

家因為遇到一位賞識自己的人士，令其作品

走上國際市場，具有偶然性。

小說源自生活
談及對講座主題 「人生的虛構與小說的

真實」的理解，麥家說道：「在這個時代有很多

不可理解的事，在正常邏輯裏是不真實的。

生活有的時候泥沙俱下，比虛構還假；

從這個角度上說，小說是絕對真實的，它從

生活中提煉真實，虛假的必然沒有生命力，

如若達不到真，就不是小說。小說是人生的

模擬者，許多人生體悟可以從小說中體驗而

來。」
與《風聲》、《暗算》等此前的小說相

比，麥家今次在文學表達上的風格頗為不同

。問及刻意而為背後的理由，他說： 「語言

必須改變。這部作品以鄉村為背景、用童年

視角，尤其在第一部分，鄉音土語的採集過

程很難，第三部分回到普通話創作是 『寫到

飛起』 。這是刻意追求，也是在寫作中必須

要注意的，藝術從細節着手。」
圖：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麥家新書回歸童年故鄉

任達華手術順利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思毅文化主辦 「莫旭秋and friends演唱會」 晚上
八時於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

•小鳳姐康樂歌藝社主辦 「金曲會知音」 演唱會，
上午九時、下午二時十五分及七時十五分於大埔
文娛中心演奏廳舉行。

• 「聽而不覺電影配樂與音效」 展覽於香港電影
資料館展覽廳舉行至八月二十五日（逢周二休
館）。

• 「現代化之路——共和國七十年」 展覽於香港歷
史博物館舉行至八月二十六日（逢周二休館）。

• 「珍古德的叢林啟迪」 展覽於香港科學館舉行至
十月二日（逢周四休館）。

三地科幻小說作家暢敘
韓松譚劍伊格言討論虛實與想像

漫談命運起落 分享寫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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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今年

香港書展的年度主題是 「科幻及推理文

學」 ，引領讀者感受虛擬世界的魅力。

書展期間，內地科幻小說作家韓松、香

港科幻小說作家譚劍、台灣科幻小說作

家伊格言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 「虛實之

間與想像未來──華語科幻的不同面相

」 講座，講科幻與現實的勾連、講各自

的創作緣起和歷程，以及華語科幻小說

的發展前景。

如今的城市發展可謂日新月異，小

說家可從中獲得靈感， 「我在北京第一

次搭乘地鐵時，那種擁堵感就給了我創

作感受，令我寫出了《地鐵》一書。」

韓松表示： 「當前時代的特徵是未來在

『入侵』 現實，很多曾經 『發生』 在科

幻世界的事情已在現實出現。這個未來

和現實混合的時代愈加令人着迷，也為

科幻作家營造出新的創作空間。」

在夢境之外看夢境
今次書展，韓松首部繁體字小說集《

乘客與創造者》，書中收錄的《地鐵驚變

》、《春節降臨，北京西站》均是作家

依據現實時空的思維發揮。韓松說：「科
幻小說家是一種站在夢境之外看夢境的

人，很多時候其作品都是基於現實的大

膽想像。」
譚劍亦有同感，在其眼中，對一個

科幻小說作者而言，想像力固然不可缺

少，而對社會現實的記錄同樣重要。以

他的作品《人形軟件》為例，當中就記

載了一件 「保護香港雲吞麵小店」 的故

事： 「寫作時，我採取了雙線並行，一

條敘事線索是網絡黑客的科幻故事，另

一條則是如何守護保存面臨關閉的雲吞

麵店舖，結果是讀者更喜歡守護小店這

條線。」 譚劍笑說。

人類文明源於想像
伊格言則注重以科幻探知人類的精

神世界：「我最近讀了《人類簡史》，愈發

感覺人類文明本來就始於虛構的想像，

是誕生在人類的腦海中。相比較廣闊的

外界，人類的思想更值得探索和發掘。」
說到具體的寫作經過，韓松表示：

「我習慣用手機記錄靈感，不會提前列

故事大綱，也喜歡被書中的角色帶着走

，任情節自然發展，因為未來有太多不

確定性。」 而理工科出身的譚劍則會在

創作前列出故事架構和時間線，設定好

一個又一個謎團，雖然寫到最後也會打

破先前的想法；伊格言亦與譚劍一樣，

喜歡想好一個謎團的發展軌跡，甚至列

好發展年表，如二十七萬字的《噬夢人

》，光是故事的拆解筆記就有足足八萬

字。

講座現場，三位講者好似三個多時

未見的默契好友，不僅互相問答，更提

出有前瞻性課題，譬如韓松問譚劍和伊

格言：他們如何看待人工智能（Al）介

入寫作這件事？譚劍答道： 「通過程序

運行，Al也可以模仿演奏出一位藝術家

的作品，雖然聽上去與原作並無分別，

但我們的時代需要的不是複製，而是另

一個藝術家能夠創作出偉大的作品。」
伊格言則講出顛覆性答案，認為在未來

世界，人類會變得越來越虛擬，甚至將

意識上傳雲端，通過程式編碼，與人工

智能交友、結婚。

或許，有人會問：當現實與科幻愈

發趨近，科幻小說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

？韓松在講座尾聲時點題： 「在一個誰

也看不清的現實和未來之間、所有人都

無能為力之時，科幻小說家拚了命地寫

作，幫助人類思索──未來會怎樣？是

否有好幾個未來？這些都需要一個理性

、科學的大腦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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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之間與想像未來──華語科幻的不同面相」 講座現場 香港貿發局供圖

◀韓松首部繁體
字小說集《乘客
與創造者》

大公報記者
劉毅攝

▼譚劍科幻小說
《人形軟件》

大公報記者
劉毅攝

【大公報訊】記者陳惠芳報道：香港著

名影星任達華（華哥）前日在中山出席一個

商業活動時遇襲受傷，昨日上午在港進行了

兩小時的手術，據悉神經線接駁得很好，華

哥現留於ICU繼續觀察情況。英皇高層霍汶

希說： 「醫院為他做了一些跟進手術，使他

康復得更好，手術很順利，現在華哥正在休

息。」
昨日中午，前警務處副處長任達榮亦抵

達港安醫院，探望胞弟任達華。任達榮與家

人從醫院大堂步出時向記者表示弟弟情況很

好： 「現時已經可以進食普通食物，可能明

天轉往普通病房。」
任達華太太琦琦昨早到醫院探視表示：

「我們家人會陪伴華哥一起加油，謝謝大家

關心。」 因為華哥右手的四隻手指傷勢嚴重

，雖然中山的醫生已為他進行接駁手術，但

琦琦仍很擔心丈夫的傷勢，擔心如果手指的

神經線接駁不佳，將來影響右手的活動能力

，故此昨安排在港安為華哥再做手術。隨後

琦琦發布一張包括華哥、琦琦、女兒任晴佳

、兄長任達榮等任氏一家的牽手相片。

任達華二十日在中山出席活動時被人用

刀襲擊，刀傷觸及內臟，送院接受手術後情

況穩定，當天晚上返港入院。

【大公報訊】記者王豐鈴報道：七

月二十日，攝影師李秀恒出席香港書展

並以 「2019國家地理攝影講座 節慶活

動的攝影奧秘」 為題開展講座，分享他

赴中國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拍攝趣

事，介紹少數民族節慶傳統。

李秀恒由他的攝影新書《節慶：中

國少數民族大型節日活動》說起，分享少

數民族節慶儀典、場所的歷史由來。談

及布達拉宮的歷史，現場不少觀眾都能

說出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文成公主將

絲綢、農耕技術、文化藝術由長安帶去

西藏，促進了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少數

民族進入中原，自身逐漸漢化的同時，

也將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傳入中原。」
談及 「攝影發燒友心中的天堂」 ，

李秀恒首推西藏： 「藏族主要分布在中

國的西藏、青海、四川、雲南、甘肅五

省，總人口約六百三十萬，藏曆六月至

七月底舉行的雪頓節，是藏族最盛大的

傳統節日，這個時節去就最好。在西藏

拍出的相片，景色清晰，藍天白雲、建

築、服飾、顏色都有美感，當地的風土

人情、宗教氛圍也適合作攝影主題。」

現場大屏幕展示李秀恒拍攝的北京

故宮壯麗全景，蒙古族馴鷹、賽馬比賽

的豪邁景象以及長白山的霧凇和冬捕活

動。說到拍攝節慶活動，李秀恒結合自

身經歷，認為與當地民族溝通至關重要

。少數民族的一些傳統節慶活動不允許

外人攝影，且受到國家和當地政府的保

護和尊重。所以攝影愛好者去拍攝時一

定要有禮貌地與當地人溝通。他補充道

： 「無論攝影師也好、遊客也好，設備

其實都差不多，重要的是位置，在好位

置才能影出好角度、好味道。」

李秀恒詮釋節慶攝影奧秘

▲李秀恒於講座上介紹拍攝心得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人生海海》 網絡圖片

▲琦琦發布任達華家人的牽手相 網絡圖片

▲事發當晚任達華被救護車轉送至港安醫
院進行後續治療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