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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内容概要

閱讀雜誌《讀書好》自創刊以來一個月接一個月的延續〈打開書櫃〉這個欄目，由近年習慣了接受傳
媒採訪的文化人梁文道暫時轉換角色，由受訪者變成了採訪者，為讀者們帶來一個個精彩、深入的訪
問。
《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內收錄了15篇以記錄受訪者想法為根本的人訪，這些人物或是作者，
或是讀者，都跟書有關。梁文道表示，這些被訪對象皆是他感興趣的人，他們都有想法，能開他眼界
，教他想到一些他不會想的事。「『有想法的人』聽起來很玄很空泛，不過我們知道，這種人其實不
太多，尤其在這個城市這個時代。」梁文道說。
這15位人物，包括了於文壇、電視台、電台間遊走的王貽興；極少接受媒體採訪的文章大家董橋；被
譽為香港「文化教父」、進念．二十面體的創辦人榮念曾；《壹週刊》和《蘋果日報》的老闆、愛啃
英文書的認真讀者黎智英⋯⋯倘若大家看膩了千篇一律的「名人飯局式真情對話」，梁文道這本新作
會是讓你更貼近受訪者真確想法的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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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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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精彩书评

1、梁文道的书一般我是不会买盗版的，但是好像这本书还没见到正版的，错别字很多，必须拿个笔
看，不停地改错字，像个小学老师。只抄抄序里的两段话：“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观
赏CEO对话之类的节目，难道他们不觉得那些人说的东西都很相似吗？连最近垮下来的方式都很相似
”“我不得不评论一下近年流行的那种访谈文体，在那种文体里面，采访者几乎比受访者还重要，他
的目光无处不在，他的感想接连不断：从对方点什么饮料开始，一直到某个最细微最不可察觉的小动
作，全都逃不出作者的法眼。在这种文体里头，探访者成了作者，总是毫不厌倦地要注意他多聪明，
他的文笔又多绚丽。因为他是作者，所以被他采访的人就是一篇散文或小说里的角色了。”
2、P13:有的作家好在哪里？好在他肯经营，而且他让你看到他的经营。过去所有的理论都说不要太经
营，错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点斧痕才看到价值所在。（董桥）P18：
一个作家不能有居心，一个作家跟一个人一样，你必须坦荡荡，你必须没有任何居心。（董桥）P20
：这些民国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来，因为中国不能这样断掉。因为他们是比现代的中国人更有价
值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董桥）P24：好在他性格里有种天真的乐观，画一
幅堆了上千个古装小人的故宫鸟瞰图，还有兴致把自己也放进去（穿着现代服装的他正在宫里的一条
小胡同里踢球，旁边则画了一个教训他不守规矩的太监。这个细节基要用放大镜才看得见）。（梁文
道形容赵广超）P32：只要是在同一个主题下，谁抢到别人较多时间的，谁就比较有创意。观者乐于
花时间在你的创作上，乐于让你去偷他的时间，你的作品就有创意。（赵广超）P69：因为大部分读
书的行为本身已经隐藏了改良自己的动机在里面，读书绝对不是一个人最能够得到感官享受的途径。
（詹宏志）P92：总觉得许多人的发言空有姿态没有内容，就像漫画吐出的一圈圈空白云语。（荣念
曾）P144：托尔斯泰认为一篇长篇小说应该在开首第一页就要释放一束光线，这种光能牵动小说的前
半部分。至于最后一页也必须有一束光线，那道光线能牵动小说的下半部分。然后让两束光线相遇。
因此最主要的东西都要让它出现在第一页，产生那种创作的冲动。也就是说，第一句话就该接近故事
的中心。（哈金）P145：因为写作不是短跑，所谓才华只是能跑而已；但写作是要跑得远，跑得久，
需要有耐力。（哈金）P147：寻找这个世界中心最高的程度。P154：我们把国家当成唯一的信仰，就
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信仰，国家经常成为我们唯一的、完全的。最后就把国家神话化了。P160：我找
小吃已经是为了要找到台湾人的可爱，或者找到台湾人供给别人的安全。（舒国治）P167：你要训练
出看得懂这个世界的一双眼，你就看得出除了鳗鱼饭，其他东西不用非得要吃。（舒国治）
3、我们为甚么要读书？有此一问不是因为我知道，更多是基于我不明白。我们生活中可选择的有那
么多，可读报、可上网、可看电视、可玩摄影、乐器，可远足旅行。没书读的日子里，我们依然可以
透过其他文娱康乐活动让我们增广见闻，那么，书为何不可不读？而所谓的“读书明理”，究竟明的
是甚么“理”？不读书的人是在发晦气吗？未必。“无书可读”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像学富五车
的钱钟书，读大学时已被号称“横扫清华图书馆”，读书破万卷。他的房间里据说只有工具书，对于
朋友的赠书，他都拿去当废纸卖。他的学问修为不单止是“学贯中西”，简直是“以中贯西”(北大教
授孔庆东语)，试问市面上还有甚么好书可以入他的“钱眼”？同样厉害的张五常也在公开场合大言不
惭地感叹：“无书可读。”这位在诺贝尔奖中理应有一席之地的老顽童，谁不屈膝臣服在他著作等身
的经济论文下，而去质疑他的“无书可读论”？反正现在书越出越多，指引我们该读甚么书的大师却
越来越少，埋首在书中又难免痛苦孤独，不读书的人为何会被视为可悲可怜、自甘堕落呢？而爱读书
的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读书心态？在《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一书中，梁文道采访了十五个
有想法的读书人，这十五个人之间生活上基本没有太多的交集，然而，连结他们生命里不可少缺的那
部份枢纽正是“爱读书”。因为“爱读书”，诗人陈智德喜欢有事没事都去逛旧书店，去淘旧书只为
想知多一点点想法，“研究文史哲的人并没有甚么仪器辅助，书就是田野，书就是现场。我们靠着旧
书来认识历史，旧书是文史哲知识的载体”此外，“当你读原版书时，你会觉得那就是当时的作者或
读者所看见的模样，彷佛重返作者新书发布时的面貌”（Ｐ８０） 。这是一个快餐的时代，书作为“
制成品”从选题到发货也许不过是两三日的事。明星突发的离逝，大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并发，总之，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事件就可以催生出一系列的“新书”上架。试问整个社会中，能有像陈
智德这样务实，乐于在旧书堆中发现“珍品”后沾沾自喜的人又有多少？随着书籍的总量在无限扩张
，读书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连中小学生都开始不断写书充斥市场，搜索一本“好书”便犹如大海捞
针。畅销书倒是越来越多，但畅销书不乏注水的，书中一个显浅易明的道理非要用上两三百页去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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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诠释，即便占了整个市场图书销售的一半份额，但挤掉“水份”还剩多少教条可值得一读？黎智英的
读书深得其实值得介绍。我们也许意想不到这个代表着《壹周刊》和《苹果日报》八挂文化的鼻祖会
与“爱读书”有何关系，但是，黎智英的确有自己的每日阅读计划，而且，还成立了一个网上的读书
会，让世界各地有识之士的朋友推介他看那些外国大师级的作品。回到为甚么要读书的问题上，我渐
渐觉得读书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在社会上普遍认同读书代表有文化、自我增值，不被淘汰的意识形
态下，读书不再是个人的修为，而是“循规蹈矩”的任务，带着“职业性”的本能去读书，书本顿时
成了达成目标的工具，“读书明理”的真正意义甚至逐渐被扭曲。拥有多重文化人身份的詹宏志教我
们对读书的态度要学会宽容，“有些人没有能力读比较好的书，那是一个不幸，如果他告诉你说他只
能读言情小说，你不能说我们今天堕落了一点。因为大部分读书的行为本身已经隐藏了改良自己的动
机在里面，读书绝对不是一个人最能够得到感官享受的途径。”（Ｐ６９）由此可见，当我们重新把
一本书捧在手中反复阅读时，我们已经具备经营自己、梳理自己想法的条件。追问自己读书的问题越
多，反思自己该读甚么书越多，关于读书意义的答案越显而易见。有独立思考的人不一定要读书，但
多读好书一定可以培养我们成为更易独立思考的人。那么，书店里琳琅满目中哪些才是“好书”？还
是让我们回到为甚么要读书的问题上再仔细推敲，耐心发掘吧！
4、（导）“香港文化教父”、“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牛棚书院”发起人、电台总监、
各种NGO的代言人、在大陆多家媒体开设专栏的时评家⋯⋯梁文道的头衔太多了，“36岁的他，经历
比63岁还要丰富”，强悍的是，他都干得不错。日前，《晨报周刊》在东莞对话参加“文化周末大讲
坛”的梁文道。（主）梁文道：批评人，也不要说别人是“脑残”文|袁复生  图|CFP从东莞回来快半
个月了，我还在琢磨，梁文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记得他抽烟，用烟斗，倒不是因为烟斗够酷，
而是“买盒装的比较贵，抽烟丝算起来便宜一些”。但他不喝酒，因为这两年学佛，不碰那些“扰乱
神志”的东西。他也和很多香港文人一样，具有很丰富的外文阅读经验，他服膺的是英国的批评家幽
默、刻薄但也不失绅士风度的做派。我不想用“土”或“洋”来界定他的“牛棚书院”或者对欧美图
书和观点的评论、译介；也不想用“专家”“杂家”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他跨界做的一切。从我跟梁文
道一天的接触来看，我觉得不需要对他进行过多的定义和解释，他就是那样，自然成了那样。他自己
说“我就是一个二道贩子”，贩卖新鲜的、好玩的、常识的、常理的，一个普通人所需要的一些观点
或材料。我们觉得他奇怪，不过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画地为牢得太久，陷入了“让XX去读XX，让我们
去读XX”的困境。至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作为掌握了话语权的批评者，对自己的警醒，他说自己
很忙，因为“香港文化人总有一种难民心态”，“这里面也许有一种自大的情绪，就是说很多事情非
我做不可”。他也不忌讳说起自己的错误和自我完善。确实，阅读就是让我们变得完整的行为。()这
个时代，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晨报周刊：我们日常
生活中，很容易用两个词去批评别人，那就是“粪青”和“脑残”。你的主业，就是批评工作，那么
在你的文章中，是否会出现这两个词？梁文道：几乎没出现过，像我们日常聊天，可能会用到这些字
眼。这些字眼，今天仿佛我们一说就知道怎么回事。但在为什么在文章里，我不大喜欢用这两个词呢
？第一，我不太喜欢去指责别人，更不喜欢指责一种群体，更更不喜欢用这样的词去指责别人；第二
，这两个词我觉得很不精确，它有侮辱别人的效果，但不能很精确地去把握一些现象，或者把握你想
描述的那些群体。晨报周刊：那么，在表达的克制与对别人尖锐的批评之间，在你这里是否存在着一
种平衡？梁文道：我当然完全意识到这是我们当下的一种风气。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名实脱
离”的国家，充满着虚伪。所以我们喜欢强调一个人讲真话，今天下午在论坛上就有观众跟我说喜欢
我讲真话，但其实我是和讲真话有距离的。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因为“讲真话”这三个字，在
今天中国的语境下，因为相对于我们习惯的虚伪，我们的虚伪如此严重，甚至虚伪制度化的时候，“
讲真话”就代表了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东西，所以就带着一种情绪的倾向，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
是讲真话的人呢？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认为这就是一种讲真话的，讲到了极致。但讲真话就一定要用
最猛烈的语言，最撕破脸孔的方法，声泪俱下地去表达的一些东西吗？讲真话也可以用一种温柔的方
式来讲，平时不说谎就是讲真话了。晨报周刊：但好像现在吸引人的逻辑就是越偏激，越猛才有效，
评论中一定要“酷评”，现实中也是如此，比如阎崇年被掌掴，那个批评他的人的声音才发出来了。
梁文道：这就是我们下午讲的，这是一种时代病，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
，但没人愿意做听众。就像很多人在一间很吵闹的房间里面说话，各种声音越来越大，于是我们讲话
要越来越尖酸刻薄。我们出现那么多标题党，标题越来越诡异，越来越匪夷所思，越来越大胆越来越
荒谬，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太吵了，你不这样，别人听不到。我深感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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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不能这样做的理由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刚开始做“开卷八分钟”的时候，凤凰里面的一些
高层跟我说，这个节目必须发明一些句子，梁文道说是好书就是好书，他说这本书是垃圾就是垃圾，
扔掉。但我做不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这样才有性格，如果一个人永远很温和，就不
能叫有性格了。我觉得这样不是在“说真话”，我不是这样一个人。（）我前段时间骂谢亚龙，比黄
健翔在解说世界杯那次失控要糟糕晨报周刊：但你前不久，还在电视里骂谢亚龙是“王八蛋”。这是
个意外吗？梁文道：这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我平时都不骂人的，甚至是粗话都很少讲。但那一次为
什么骂人呢？平时我们在骂社会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之前，一般会留时间去思考，去过滤，去感受。
但每次在碰到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时候，作为一个球迷，人会变得特别浮躁激动，情绪完全不
由自主，整个人的节奏会跟着比赛的那种状态走了。当我整个人进入那种状态，突然毫无来由听到谢
亚龙说他怎么教训中国女足那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压抑不住自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对不
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骂人很糟糕，所以后来我就道歉了。后来也有人说你应该继续多骂一下，炒
作一下，但这是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呀。晨报周刊：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黄健翔在世界杯失控
的那一幕，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黄健翔那样也是不妥的吗？梁文道：那不一样。他没有骂人，没有侮
辱人，顶多我们说他作为一个足球评论员，那样做不客观。我们觉得稍微有点不好，他应该两边都不
偏帮。但作为一个球迷，我太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我完全能够谅解，甚至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
他没有骂人，他比我要好。（）不公平不正义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他们改变这个制
度，是出于慈悲心，所以没有敌人晨报周刊：从你的道歉和后悔来看，你这样的性格，应该也是有后
天的一个完善的过程。那么，在你的自我完善中，有没有一些榜样或者模范？梁文道：其实你去看胡
适就知道了。我在台湾的年代，是读不到鲁迅的，我们都要读胡适的书。乃至于我后来到了香港，读
到鲁迅，很兴奋，但是我就是学不了他，学得不像。当我年纪越大，我发现自己还是仍然喜欢胡适那
样子，就是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来讲道理，好好说，不需要处于敌我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第二个
源头，是我在香港看了很多英国人写的散文或评论，他们很幽默的，我在香港读了很多英国人写的书
，英国人是很幽默的，尖酸刻薄的时候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态度很特别。我刚到香港时，英文不好
，为了学英文看电视，偶尔看到转播英国国会辩论：国会议员挤在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骂人的时候也
很狠，甚至泼辣，但是，他们会礼貌地称“我们的首相先生”，他要把你痛骂一顿，但是他还是会礼
貌地称你为“先生”，称先生的意思是我批评你，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不侮辱你这个人。你工党，
我保守党，我们可以吵架，可以骂得不可开交，但是出去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那种格调我
很喜欢，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搞得那么尖锐的矛盾。你说自我完善，的确是的。晨
报周刊：具体从写作上来说呢，过程是怎样的？梁文道：我刚出道写评论的时候，20年前，那时候喜
欢和别人打笔仗，我也是很火辣的。但我后来发现，那不是我想要自己的样子，我为什么要写负面的
评论，批评这个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敌人啊。那我突然间领悟到，我不应该有敌人的。最后
这两年学佛，我更加发现，根本没有敌人这回事。举个例子，你看缅甸，那些和尚上街游行，他们没
有喊口号，他们在念经，像和平地在散布一样，没有愤怒地举标语。你说出家人不应该关心世事。这
些僧侣为什么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很特别，为什么要对抗一个集权，或者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呢？
第一这个制度让众生受苦，对不对。第二，它使得老百姓会生起仇恨之心，佛教里叫“嗔心”，而嗔
心是不好的嘛，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开悟的。我们要对抗这个制度，是为了让大家不起嗔心，你也就
不能用嗔心对付他。而且这些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你的敌人，相反也很可怜，他们通过这个不公
平的制度获得利益，但他们很恐惧，害怕失去，这叫“贪”。所以说一套不完美不公平极端不正义的
甚至是暴政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的。因此，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改变这个制
度，是出于慈悲心，对于居上位和下位的人同时慈悲，所以你没有敌人。我们现在骂那些官员“狼心
狗肺”，其实他们确实很可怜，从慈悲心的角度去看那些无良的商人，他们不仅害了别人，也是害了
自己的。（）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晨报周刊：你说自己都是在
写常识而已，怎么看“而已”这个姿态？梁文道：可以说我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讲常识，正是因
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也觉得常识很重要。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
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常理跟常识太重要了。就像喝奶，你不会想到他会下毒，因为这是常
理，难道一个企业不在牛奶下毒，就算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吗？这不叫尽责，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晨报周刊：你选择评论的这些书，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梁文道：书话的写作中，我希望写得有
趣一些，有趣有几个意思，首先我的写作本身，是能让读者轻松阅读的，其次话题要契合当下，比如
说那几天大家关注金融风暴，我就会讲和他相关的书。我的目的是让大家觉得书离自己并不远。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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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和电视台里各开了一档读书节目，现在还办一份免费的读书杂志(《读书好》)，每月免费发行七
万多份，主要是为了让一些平日不看书的学生、市民有机会接触到书，让他们意识到原来书是很有趣
的，让他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书，那些都比我写得好多了，你可能一下子接触不到，我给他们搭
一个梯子。（李傻傻，朝北对本文亦有贡献）图说：梁文道。《读者：梁文道书话Ⅱ》 梁文道 著（
香港）上书局  2008年7月 定价：HK$89
5、喜欢看道长的访问，问的问题有他自己的角度和探入点，足够引起兴趣却又不会过于夸张出位。
当然这也是因为道长本身就是一个绝对值得访问的对象，经验有余的他做一个访问者，应该也是擅长
的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一个环节罢了吧。应该也是因为这样，这本书处处溢着这种游刃有余的味道，读
来顺得不得了，没有一点勉强的感觉。个人读来印象最深的是访问香港“全能文人”詹宏志的那篇访
问。“天赋异禀”这种事对凡人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看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忆自己读书的历程、
动机、想法和感受。单说上大学之后，我一切的阅读有着或有过种种原因：凭兴趣看书、为装X看书
、为攀比看书、因焦虑看书⋯⋯现在踉跄了将近两年，通透地思考过数次多时，认清自己并对一些想
法删繁就简之后，除了兴趣、见闻和思考，我不再为别的看书。因为出于性格的兴趣爱好，所以探求
该方面的知识；因为生活的圈围太小，所以寻求见闻，以让眼光望出狭小的生活世界、让心灵活出广
阔的思想疆域；因为想知道重要的自己和自然、社会，和同样很重要的别人之间有怎样的鸿沟、间隙
，或是火花、默契，所以渴求对自我以外的的了解，能够有对自己对他人的思考。这些是我匆匆总结
的几点读书的理由。暂时想不到别的。而詹宏志说，读任何一本书都是为了改变自己。首先我是对他
读书的能力羡慕不已的（别说我，连上全的道长都有恕己望尘莫及之意），因为他只要读，就能懂，
就能改变。不仅改变成他想要的样子，而且是改变成任何他想去的地方都能接受的样子。我想起自己
，即使想改变，却总是被自己阻挠。是不是要放精力在发掘一下这种一读就懂的潜力上？（事实上我
有，通过心理暗示...= =）但是仔细思考就发现这个方向是不太对的。人应该注意的从来就不是一味追
求天赋。即使没有那么强大的天赋，难道就代表不可能达到自己想要到达的高度？当然不是。所以没
有天赋无所谓的，有所谓的是你愿不愿意改变，以及如果想要改变的话愿不愿意倾尽所有去努力。顶
多，不那么贪心，不寻求那么多改变，但是在那个一生一刻的机会来临时，一定一定，紧紧把握。金
玉良言：生了小孩的话，越早让他阅读越好。而且最好是表面上没啥让他读的背地里偷偷放一大堆旧
书刊给他自己找到，跑去如饥似渴。因为据詹和道长这两个读书神的回忆，他们俩都是小时候没什么
可读的只好跑去啃旧报纸，一个读来了和什么书都能融为一体的超能力；后一个读成了可以比长他几
辈的人更了解人家以前亲历的故事的“非正常读者”。由此可见，阅读这小事儿，真的是要从娃娃抓
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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