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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閃光》

内容概要

名家推介：
《親密閃光》裏面有遊記，也有談詩說藝的文章，都展示輝哥多方面的興趣與修養。我特別鍾愛的卻
是一鱗半爪的自傳片段⋯⋯
葉輝貌似低調的文筆之下埋藏着的詩的胸懷，與默然的智慧⋯⋯
《親密閃光》之下是平靜如呼吸的堅持，是葉輝於香港文壇遺下的清晰的足跡。
—陳耀成（作家，評論家，導演）
葉輝寫詩寫散文寫評論，生命中的細緻都被他的敏感文筆所定映和顯影，讀他的文章，常會停下來，
對自己說聲，是了，就是這樣了，我也就是這麼認為了⋯⋯他愛寫此浮城⋯⋯令你覺得生活再如何惡
俗亦可能有美好之處，what a wonderful life，我們都愛這其實也值得恨的城市。
—馬家輝（專欄作家，電視、電台節目主特）
《親密閃光》是我的第六本散文集，前後編了四年零十個月，數易其稿，說來是我最難產、最珍惜的
一本書了，也許因而產生某種自戀的幻覺，或可敬告舊雨新知，我十多年來最有感覺的散文，不管有
多好或多壞，都在其中了。
—葉輝（本書作者，專欄作家，深資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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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閃光》

作者简介

葉輝的著作已成為香港文學的其中一個品牌，《親密閃光》是葉輝的第六本散文集，前後編了四年零
十個月，數易其稿，是他最難產、最珍惜的一本書，也可以說是他的半自傳，此書以詩化的篇章紀念
回歸前後的香江歲月，可歌可泣；悼念顧城、李國威、羅志華、鄧麗君、楊德昌、尚．布希亞，以及
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感人至深；更以「搬家」的隱喻細說半生的夢與劫，葉輝最有感覺的散文，
盡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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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閃光》

精彩短评

1、叶辉叔叔的散文，真是没得说，绵密细致，写书那些篇章尤其有信息量。好看。天知道我有多喜
欢书名这四个字，一用再用，百用不厌。可惜有些序啊或随想实在有点无味鸡肋。还是关于书的好看
！
2、160810-190810
3、你該翻一翻，那淡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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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閃光》

精彩书评

1、原文載於3月2日香港文匯報「讀書人」版葉輝這個人啊文：彭礪青打開葉輝這本最新散文集，感覺
是複雜的。一方面，腦海中立即浮現這位前輩的臉孔；另一方面，又似乎感到陌生，因為書中呈現的
葉輝確實有許多面孔，從詩人、文學評論家到散文家，真不知從何說起。「親密閃光」緣自書中一篇
關於捷克導演伊凡．帕薩（Ivan Passer）一齣電影的文章，一個陌生女孩邀請這篇文章的主人翁「他」
去看這齣電影，於是「他」從電影拍攝年份回想自己的少年往事，想起銀幕裡浮現男女主角以蛋酒互
相祝酒的片段。 　蛋酒雖然味道好，但也很黏稠，流不進口中，便有如「慾望或者誘惑跟口腔和舌頭
最遙遠又最貼近的距離」。縱觀葉輝的散文集，筆者可以找到一個詞語來概括：味道。這是葉輝個人
最珍重的文集，讓他足足耗費了四年多時間，數易其稿，才得以難產出世，其中更能展現出作者個人
面貌和在文學及生活上的志趣。讀過《親密閃光》，你會知道究竟作者閱讀過又喜歡的文學作品味道
在哪裡。 　例如布洛斯基的文學見證、馮內果的小說、艾德生的詩、布希亞如同箴言般的札記，都令
人讀得津津有味，其中德國作家格拉斯在小說《比目魚》裡寫的詩〈我寫甚麼〉，又能教人在格拉斯
舉凡作為描寫對象的食物清單中，找到人生的喜怒哀樂。其中一個例子「魚刺卡在喉嚨的快樂」，更
令作者回味再三。 　的確，世界是個萬花筒，面對快樂和悲哀，我們都應該好好珍惜這些體驗，以快
樂的心態感受魚刺卡在喉嚨之痛楚。對葉輝而言，一切往事都是令他津津有味的體驗。當種種體驗凝
結成回憶，要把它們一一從抽屜中取出就很困難了。不論是閱讀葉輝的悼詞、遊記或是文學評論，我
們隨時隨地都感受到這種追憶之難。在〈坐下來想了半天〉中，作者不斷說「想起來了」，令筆者油
然想起那個博學強記、但必須應付繁忙生活的葉輝。大概都市人每日總要面對一大堆瑣碎事務，無法
像古代文人般順手拈來寫出《浮生六記》，所以文學創作既是一種記憶術的技藝，對現代人來說也是
思想的折磨。但毫無疑問，葉輝處理記憶的時候，也是很「酷」的，他的「酷」在於能夠客觀面對記
憶中的許多缺失，即使作者自言這是他十多年來最有感覺的散文，但面對這個歷練博學者的情感，我
們只能自歎弗如。 　葉輝較喜歡把旅途所見，或閱讀書本電影的經驗，訴諸文字，對個人私密情感則
較語焉不詳。也許筆者不該這麼說，葉輝對從文學作品、電影中體會生死愛慾，不也是一種私密情感
的表達嗎？在悼念昔日文友李國威的文章前頭，作者援引了布希亞在《酷記憶》中提及的兩種生命，
根據作者說：一種是絕對的積極，一切超額完成；另一種是絕對的消極，一切皆荒廢破碎。對筆者來
說，葉輝似乎屬於前一種，可作者自己又是否這麼看呢？葉輝不斷閱讀、解讀各類文本，甚至從顧城
的詩重構當年認識的顧城，為自己翻譯的艾德生詩歌作千言萬語，是否從這些詩人的作品，窺見一個
不完整又令他心有慼慼焉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作者是個詩人，雖然生活在傳媒和文化圈中，每天
與許多不同的文化名人交往，但詩歌依然是他的第一生命，為甚麼他堅持將介紹俄國詩人布洛斯基的
逾期文章〈詩人的第二自我〉輯錄進來？筆者寧可推斷：一定是因為布洛斯基在國內審訊中對自己作
為詩人的信念，深深打動了作者。友人陳耀成在序言中，甚至對比葉輝開始報界工作和布洛斯基被審
訊以至流亡的時代，無論在七八十年代的資本主義香港，抑或在七八十年代社會主義的蘇聯，詩人所
面對的命運都大致相同：如果他堅持寫詩，就必須面對政治意識形態或物質生活的挑戰。 　當然，即
使你不是個詩人，你也必須面對這些問題，尤其在香港這個「浮城」，一切與寫作相關的事已變得不
可能，正如我們無法接受象牙塔內的夢遊者，但葉輝在追尋文學創作理念的時候，也從現實的磨練和
生活的體驗中，引證了這些理念，這是最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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