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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 在传媒界久有香港是“文化沙漠”之

说。实际上, 经过几十年来香港人民的辛勤建

设, 如今, 在人文发展和规划方面虽然还存在不

少问题, 但已经洋溢出的郁郁生机, 譬如在书文

化方面的成绩就已经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

位于香港元朗屏山坑尾村的“觐廷书

室”, 是香港早期重要的书文化遗迹。这座祠

堂式层屋始建于 1760 年, 为当地邓氏宗室子

弟读书就教之所, 现在外表尚好, 但内室残

破, 亟需抢救性修复。清王朝灭亡后, 有一部

分遗老遗少寓居香港。他们为了“保存国粹”,

以抗拒“新文化”运动的冲击, 便在香港般含

道 18 号创办了一所“学海书楼”, 专门收藏中

国古籍经典图书, 并作为遗老遗少们的讲学

之所, 是香港早期的图书馆之一。1962 年香

港新大会堂落成以后, 官方将该处藏书全部

迁移了过去。作为香港早期的重要图书馆之

一的, 还有“香港华商总会图书馆”, 它位于香

港干诺道中华商总会机关内, 原由港界商人

士绅集资兴办, 收藏图书杂志供人们阅览。

在香港新大会堂建成以前, 香港有一处

官方藏书楼, 即“香港藏书楼”, 座落在 1864

年建成的旧香港大会堂内, 为公众捐资、官方

补助性质的书文化机构。当时的藏书以英文

图书居绝大多数, 阅览者也以外国人士为多。

1962 年香港新大会堂建成后, 该藏书楼也被

迁至新址, 继续开放阅览。

如今, 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

都市, 公共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据统计, 其

市政局图书馆有 30 间, 既为市民的书报刊借

阅和视听资料检索需求服务, 同时也向在港

各非牟利机构提供团体整批外借服务。它还

定期举办各种专题讲座、兴趣小组、图书展览

和参观活动。其中香港大会堂图书馆和九龙

中央图书馆设有盲人阅读机。而属于区域市

政局管理的沙田中央图书馆, 则是读者人数

最多的公共图书馆。

位于香港薄扶林道的冯平山图书馆是全

港最有名的图书馆。它由著名人士冯平山

(1859—1931 年)先生捐资建办。冯氏在港大

执掌校政期间, 目睹人们偏重英文而漠视中

国文化的现象, 感到极度痛心, 乃决计建设一

座中文学院, 成立之后, 他又捐赠了一所图书

馆, 专门收藏中文图书, 并向社会各界人士开

放阅览。该馆于 1932 年正式开放, 可惜的是

冯氏于此前一年已不幸去世。为此, 有关方面

特将此馆命名为“冯平山图书馆”, 以为纪念。

1951 年, 划归香港大学管理。该馆藏有中文

图书 30 万册左右, 期刊近 5000 种, 报纸 100

余种, 也拥有若干珍本、钞本图书, 其中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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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的图书有 400 余种。共计藏有百万册图

书的香港大学图书馆创办于 1911 年香港大

学成立之初。现在除总馆和冯平山图书馆以

外, 还拥有医学、法律、教育、音乐、牙科分馆。

它是所有在香港出版的书刊的法定缴送馆。

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目前藏书已近百万册, 由大学图书馆 (总馆)

和四个分馆 (三所书院图书馆和医学图书馆)

组成。除了上述图书馆外, 设在英国文化协会

内的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藏书也较多。该馆

以英国文学和英语教学资料最为丰富, 馆内

除书报刊外, 还有音像资料可供使用。

在图书的收藏之外, 香港地区如今已经

成为中文版图书对东南亚地区乃至占世界总

人口达四分之一的华人聚居区的转口贸易中

心和最大的图书消费市场。香港的图书印刷

业久已占据亚洲的龙头地位, 其出版品素以

制作精美、装帧讲究著称。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持的“香港书展”始

办于 1990 年, 今年举办第 8 届。“香港书展”

的规模多年来越办越大, 去年 7 月 24 日至

30 日的第 7 届, 除了本地出版社参加以外,

还吸引了大陆、台湾、新加坡、美国、丹麦、德

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前来, 共有 25 万

人参观了书展。如今“香港书展”已成为了每

年暑 假香港学生和市民的重要文化参与活

动, 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华文书展”, 也是同

“法兰克福书展”和“新加坡书展”齐名的最有

影响力的书展之一。大陆从第 2 届“香港书

展”开始组团参加。仅去年这一届, 就有 21 个

省市、自治区的 110 多家出版社参展, 送展图

书 8300 余种, 在现场设立了 72 个展台, 合计

销售近百万港元的图书。

如今, 香港的各式各样书店大约有 200

多家。过去, 香港人尤其是学生要买书, 常常

要成群结队地到广州。近年来他们只要花费

不多的钱过罗湖关, 就可以买到比香港本埠

书店要物美价廉的大陆版图书。一般说来, 香

港人士喜欢回内地采购的是以下方面的图

书: (1) 古典音乐领域的书籍; (2) 著名作家

的作品; (3) 没有港台版的或印刷数量较少

的学术作品; (4) 除了英文、日语系统以外的

外国翻译图书; (5) 欧美流行小说, 尤以系统

译介某一位作家作品者为佳; (6) 名牌出版

社的出版物; (7) 传统碑帖、新版经典古籍,

后者尤以用繁体字排版者为上; (8) 地图、辞

书、工具书等“通用”类图书。据比较, 一部在

香港要价二三百元的内容差不多的字典, 在

广州和深圳只需要五六十元就可以搬回了。

当然, 香港也有香港的好处。因为港、台、

大陆三个不同政治文化区域出版的图书在当

地即可以得到比较, 既可择善而从, 又可选价

而沽。但据陈侗先生的考察, 香港真正的读书

人和藏书家却并不看好“连锁店形式的‘中

华’和‘商务’(这类书店一般只买‘大路货’和

教科书) , 而是那些开在二楼的‘独立书店’。

在欧洲, 独立书店正面临被连锁店挤跨的危

机, 香港的‘独立书店’却因为自身限制发展

和铺租低廉、品种丰富等特点而相对平

稳。”[1 ]所谓“独立书店”, 大约是相对于大型

“连锁书店”而言的, 因为后者是预设货源、划

一门市的, 除了甚便市民购买普及性和流通

率较高的少儿、生活实用类图书和工具书以

外, 要想“淘”到具有个性色彩和独立品位的

图书, 那就很难了。这样, 前者的存在就显现

出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香港曾经先后存在过两份“读书人”杂

志。第一份是 1987 年由冯伟才先生创办、由艺

文出版社发行的。这份《读书人》杂志专门刊登

图书评介和关于图书的专题座谈、采访记录

等, 设有“书与我”等专栏, 主要发表作家与图

书结缘方面的故事。后以财力不继而告停刊,

直到 1995 年才复刊。第二份是在 1992 年 3 月

创刊的《读书人月刊》, 由香港当代艺术中心主

办, 四川作家、艺术家阿年 (杨守年) 担任总编

辑。这是一份综合性的书文化刊物, 设有“文坛

广角”、“书人情丝”、“品书记趣”、“文学花

雨”、“编暇随笔”、“藏书天地”和“刊上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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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栏目, 印制颇为精美, 可惜于 1993 年停刊。

在上述两种“读书人”杂志以前, 香港还

办过一份号称是“香港第一本有份量的读书

杂志”的《开卷》月刊。这是由香港开卷出版社

于 1978 年 11 月创刊发行的。它以“开卷有

益, 开卷有利, 开卷有趣, 开卷有乐”为号召,

旨在评介世界书刊情况, 反映出版动态, 并选

载书刊精华, 有“作家研究”、“书评、书介”、

“书籍艺术”、“开卷论坛”等栏目。于 1980 年

12 月出至第 24 期时停刊。1984 年 7 月, 香港

三联书店开始印行《读者良友》月刊, 其风格

同《开卷》大致相同, 设立有“书评”、“书人书

事”、“图书论坛”、“文学史料”、“世界刊物志”

等专栏, 后半部有“每月新书”的栏目, 每期刊

登约 700 种左右的书讯, 甚便读者了解港、

台、大陆三地和海外的新书信息。该刊向来以

“爱书人的良友”、“实用的读书指南”号召, 从

而成为当时“香港唯一的读书杂志”。《开卷》

同《读者良友》月刊风格接近的主要原因, 是

因为其主编均是知名作家、翻译家杜渐。杜渐

原名李文键, 自号“书痴”, 是香港著名的读书

人和力倡读书风气的实践家。

香港《大公报》从 1978 年起开设“读书与

出版”专版, 每周一同读者见面, 连续出版至今,

是香港历史上最早亮相并且保持时间最长的报

纸读书园地。近年来, 开辟有“读书报告”、“黄

金屋”、“书与人”、“书边草”、“自己的书架”、

“新书掇英”、“买书人语”、“中外名著插图选”、

“新书简介”等栏目。作者来自大陆和港台等地。

香港《文汇报》于 1985 年 12 月 6 日, 将原来的

“文化之窗”改版为“图书”专版, 先后设有“书

田拾穗”、“青年书屋”、“爱书人周记”、“新书速

递”、“作家与作品”、“书海拾贝”、“书市巡礼”、

“书饭斋”、“香港出版业拾英”等栏目。香港《新

晚报》在 1981 年开设“书话”专版, 出版至 500

余期以后, 在 1992 年初改刊为“开卷”, 辟有

“书林穿梭”、“书人书事”、“书评”、“书讯”、“随

想”、“图书圈”等栏目, 其中“纸上宝石”栏, 为

各式藏书票的鉴赏栏目。

此外, 香港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浏览的读

书园地。如三联书店于 1987 年创刊的对开四

版的《爱书人月报》, 就刊出了大量书目、书介

和书评, 还办有“爱书人天地”, 作为专门的书

评园地。其他一些报刊的读书版 (栏) , 如《香

港文学》杂志的“书评”专栏, 香港《明报周刊》

的“书话”专栏、香港财经报《信报》的“怀书”

副刊等, 就办得很有些书卷气。

香港资深出版家陈不讳先生曾就香港的

书文化建设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要

研究, 香港这‘文化沙漠’是怎样过渡到‘非文

化沙漠’甚至‘文化绿洲’的, 我相信, 报纸的

图书版是要记上一功的。”他还坚持认为:“报

纸如果要提高自己格调, 增强文化气息, 那

么, 图书版就是一道桥梁。⋯⋯在某个范围

内, 给读者提供图书的出版信息, 并且通过有

质量的书介、书评文字, 提高读者的阅读水

平, 这样的服务, 就是可喜的。”[2 ]我们从香港

书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路径中, 是不难找到

地方乃至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中, 在书文化

领域中可供借鉴的东西的。

香港还有不少外籍出版机构, 如牛津大学

(中国) 出版社有限公司 (OU P )、读者文摘公

司 (R eader’s D igest)、沃尔特·笛斯尼公司

(W ait D isney)、格罗利尔公司 (Gro lier)、世

界图书公司 (W o rld Book s)、时代ö生活公司

(T im e L ife)等, 业务相当活跃。因而, 香港的

英文图书不用说就可以想象得出, 是极为丰富

的了。当地最有学术水平的英文书店, 当推以

图书品种多而新为特色的“曙光书店”了。据说

该店仅“中世纪”的珍贵旧版书就有几十个品

种。香港有一家法文书店虽然不甚著名, 但实

际上在全港也是“独此一家, 别无分店”的了。

在香港, 一般的图书如能印至 2000 册就

能够收回成本了。香港没有大陆这样的图书

批发市场, 所以书店与书店之间有着密切的

业务往来。淘书者有时往往就看不懂: 怎么

图书的封底有时会出现多种书价标签?原来,

这些图书是书店之间互通有无、调济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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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书店往往开展的是多种经营。有的兼

营图书出版业务, 如位于香港中区皇后道的

三联书店, 自 80 年代后期起从大型的图书销

售机构, 逐渐发展成为以华文图书出版著称

的单位, 也是内地报刊在港澳和海外的发行

总代理商, 它同港、澳地区和海外 300 多个民

间、政府和大学的图书馆建立了固定的业务

联系, 向它们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所需的大陆

报刊。而总部位于香港侨英大厦的商务印书

馆香港分馆, 实际上是当地最大的图书发行

销售商和编辑出版机构, 年销售额达到 316

亿港币, 拥有 10 家零售书店 (其图书中心位

于铜锣湾恰和街, 沙田图书市场位于沙田新

城广场八佰伴百货公司 4 楼)。它以中小学教

科书、外语教材、词典、实用性社会科学图书、

图录画册等为主要特色, 年度出书 200 种左

右, 其中包括三分之一左右的英文图书, 行销

世界各地。天地图书公司走的也是这样类似

的经营之路。据估测, 香港中文图书的零售额

可能在 5 亿美元上下。

国际标准书号系统的香港代理机构是

“书籍注册处”, 它的另一个主要职能是根据

书籍注册条例代表官方登记在香港印刷出版

的书籍。香港的出版业是经过 70 年代以来的

长足发展而建立起自己作为中文图书编辑出

版基地和消费市场这样的书业地位的。如今,

香港的出版社主要有牛津大学 (中国)出版社

有限公司、文艺出版社、中流出版社、中国医

药出版社、良友之声出版社、南山出版社、香

港文教出版社、香港年鉴、明窗出版社、人文

科学出版社、勤十缘出版社等等, 注册出版机

构多达 500 余家, 发行网点有近千个。年前,

香港地区成立了一个旨在集中出版界专业人

员, 推动香港出版业发展, 提高香港出版物质

量, 并为出版业者争取权益和培养新进人才

的“香港出版学会”。如今, 该学会已有 40 多

位成员, 他们分属于 20 余家出版社。

据报道, 如今在香港, 作家自办出版社有

“递增”之势,“香港作家经营出版社, 往往身

兼数职, 确实也不容易, 但这些作家的出版社

毕竟构成了香港出版界不容忽视的一个景

观。”[3 ]而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且能够保证参

与未来的我国出版事业的是中国2联合出版

社 (Sino2U n ited Pub lish ing) , 其业务主要来

自商务印书馆。而与之有关的是创办于 1948

年的香港联合出版公司 (Jo in t Pub ilish ing

Company) , 该出版公司年度出版新书数量在

100 种左右,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版权贸易

率较高。

为了我国对香港收回主权的问题, 牛津

大学 (中国)出版社在多年前就开始尝试出版

中文图书和有关香港以及亚洲国家文化历史

方面的读物, 并作为英国本土总部出版物的

代理, 以适应时势的变化。但近年来, 也有若

干外国出版商离开了香港。如同为英属的里

德·埃尔塞维尔公司 (R eed E lsevier) 把新的

亚洲总部设在新加坡, 而美国的时代2华纳公

司 (T im e W arner)、德国的斯普林格出版社

(Sp ringer V eriag) 也在 1996 年前后将其商

务机构迁移到了新加坡。

然而, 香港地区还是吸引着世界出版业

者。在外国观察家眼中的“太平洋世纪”香港

将继续具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时代地位。我

们有理由相信, 香港回归以后, 它将成为仅次

于上海的亚洲第二大图书出版中心, 同时也

大有希望成为我国又一个书文化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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