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固麒

港困舨現蜿

 高-五華0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副館長

 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書籍出版量遠低於大陸及臺灣。2009年在香港書刊註冊組申請書號，

 正式在香港出版的書刊共有11,637種(中文書9，303種，英文書21334種) ; 2010年截至11月30日為

 止，則有11,690種(中文書9，332種，英文書2，358種)。在通脹高和租金升的環境下，出版數量微

 增，實有賴眾多出版社和書店的艱苦經營，以及不少作者只求作品面世，不重視版稅回報Z故。

 本^^
^^ 出版在香港是夕陽行業

 有書業中人直指香港的出版為「夕陽行業」(注1)。香港「尺金寸土」，書店一般不積存

 圖書。新書一般印數為二三千，由出版商與各大發行商洽談人書數量，再發往各書店，通常會

 放在大堂正中;約二星期後再遷到分類書架上，只露書脊給讀者瀏覽;三個月內尚未售出，會

 被退給發行商，再運回出版社存倉。出版杜如無大型倉庫，會撕去封面，送到再造紙工場。受

 歡迎的書命運則截然不同，它們被加印十數版，長期陳列在大堂正中。當然，暢銷十萬本以上

 的明星書畢竟是小眾，大多數新出版的書都難逃打入冷宮的命運，最終淪為回收物資，或會再

 度輪迴為新書，再次賭它的運氣。

 片L乙 出版人的困局

 這個惡性循環，除了因為香港愛害的人漸少，也和一些出版社商業掛帥，追潮流重短期

 回報有關。阿夜在樓上書店工作，他的觀察說明這個情況:「和臺灣或大陸出版的書籍大略相

 比，香港某些出版社出版的書籍很令人^洩氣，以趕潮流為出版方向，出版得非常倉卒，內容很

 粗糙，書籍設計乏味，不可否認，這類貼近潮流的書籍的確會引起讀者的興趣，不過，潮流一

 過，我們就急不可待地退書給供應商。」(注2^

 快樂書房創辦人兼總編輯，在傳媒工作達17年的潘麗瓊，是一位頗有誠意的出版人，她要

 求自己出版的書要有價值及持久耐看(注3)。她應香港出版學會的邀請，主講圖書策劃時，竟

 然以「賭徒」自喻。因為她每次出書，都「沒有百分百把握，只是試試看，輸了再試。只因敢

 輸，才會創造出一片天。」(注4)俗語說十賭九輸，香港的出版竟淪落至與賭博同科^不過從

 積極方面來看，出版人願意為書下注鵬，甘冒虧蝕的危險，並屢敗屢戰，這種拼博精神委實令

 閒讚一一這是最好的學問。普希全



 2010年香港出版概況

 人欽佩。正因為有出版人前什後繼，出版業在香港仍然存在。

 *作者面對的問題

 當然，出版業的生存和發展不能缺少有誠意和認真的寫作人。他們在香港面對的問題也不

 少。以寫日本文化知名的作家湯楨兆，透過他一本書在香港和大陸出版的不同經驗，反映香港

 出版的困局。十年前他讓一間正在冒起的香港出版社，出版《亂步東洋》。但這家出版社後來

 突然停業，他不單未能收取版稅，書世未能正常發行。2010年有機會復刻再版這書，他拒絕再

 版繁體字版本，而只出面向中國大陸市場的簡體字版本，以避免心血再次糟榻。他指出香港作

 者的困境有四:「書本難有出版的機會當然是其一;出版後因為如此或如彼的因由，令到經濟

 上完全得不到回報收益是其二;因為配合上條件欠佳，致令讀本沒有太多面世曝光機會，長埋

 書倉甚至淪為廢紙是其三;最後即使作者想不收分文取回版權，但也因為合約所限，往往只能

 不死不活拖杳至合約終止日期後才可有重生的契機，是其四。」(注5)

冉書店的難處

 與出版唇齒相依的書店也不容易。香港租金高昂，已有不少書店柑繼結業。60年代已開

 業的書局馬健記宣佈在2010年底結業。比它歷史更悠久，已開業65年的陳湘記，因販書外，

 也開拓文具業務才得以生存(注6)。難怪文化評論人馬家輝說:「香港書店都被地產商殺死

 了^」。(佳7)

 2010年中，財政司長曾俊華訪問臺灣，很羨慕臺灣書香處處，說出:「香港應該有誠品」

 的期望(注8)。並承諾如誠品來港開業;香港政府有關部門會積極跟進。誠品創辦人吳清友也

 表示有興趣，然而他指出「誠品來港的最大困難是香港租金昂貴」。其實，早在十年前誠品已

 有意來港開業，但昂貴的租金令他們裹足(注9)   o

 誠品來港，對香港的愛書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喜訊。就算平日少逛書店的港人遊臺時「幾乎

 必到誠品書店『朝聖d」(注10)，可見書店對港人仍有一定的吸引力。的確，書店縱然面對

 不少客觀困難，很多仍努力地經營著(注11)。如香港商務印書局、Kub^ick和序言書室等，定

 期舉辦讀書會，新書發佈會，讓ifF者和讀者有機會交流。「這不單能讓作家增添曝光率有助宣

 傳新書:更重要的是，愛書之人能聚首一堂，讀者能跟作者直接對話。」(注12)所以書業面

 對不少困雞，但業界不少人仍然努力不懈。此外，香港大學圖書館和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組也定

 期舉辦讀書會，多年來捧場者眾，可見香港仍有不少;

冉歷久不衰的張愛玲

 粉絲至多的現代作家，當推曾在香港大學謂書，和香港友人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張愛玲。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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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楓回i顧;

 的自傳式小說《小團圓》是2009年香港商務印書局文學暢銷書榜冠軍。2010年香港大學出版社

 出版張的英文自傳體小說《雷寧塔》及《易經》，中譯版由皇冠推出，加上去年出版的《小團

 圓》組成張的「人生三部曲」(注13)，在兩地掀起旋風。張的遺囑執行人子嗣宋以朗編《張

 愛玲私語錄》，收入張的語錄共301條及宋淇夫婦和張40年間互通的書信，推出時蝨動兩岸的張

 迷，也引起尋根究底者的好奇心。筆者曾受當時身在海外的友人之託，透過特快專遞寄上《私

 語錄》，讓她先睹為快，可見文學在香港仍有吸引力。

 4^^乙
舛寸

 書迷造就明星作家。香港本土的星級作家算起來也不少，他們除了擁有大量粉絲，版稅及

 專欄收入亦很可觀。前輩大家如金庸、U「n.，現在仍筆耕不輟的董橋、陶傑、李碧華、亦舒等

 文章水平都很高。他們在報章副刊或週刊上各有自己的「地盤」(專欄)，少則數百，多貝^^2千

 字，讓讀者每天或每週追看。名專欄是報刊銷量的保證。專欄作者形容專欄為稿債，即使生病

 或有要事也儲量避免脫稿，免粉絲失望。有粉絲形容自己如癮君子，每天要看過自己擁護的作

 家的專欄4能解心癮，否則終日悵然若有所失。

 名專欄又會被結成專集。2010年出版的有:董橋的《這一代的事》、《景泰藍之夜》、

 《記得》，陶傑的《小奴才的修煉之道》、《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李碧華的《冰蠶》、

 《十種矛盾的快樂》、《天天都在「準備中」》，亦舒的《蜜糖只有你》、《那一天我對你

 說》、《天堂一樣》、《先吃甜品》等。這些輯錄他們在報刊上曾刊載的散文或小說，很受歡

 迎。它們是圖書館誼者預約輪候的熱門書，也是出版社和書店盈利的保證。其他受歡迎的本土

 作家，還有善長寫遊記食經及生活小品的蔡欄和李純恩，作為專業醫生兼業餘作家的區樂民、

 區聞海和曾繁光等。

冉本土文化和時下流行的話題

 其實除文學以外，其他書籍類別也漸受重稅，尤其是與香港本土文化有關的。隨著本土意

 識的提升和對香港的認同感加強，香港在2010年出版了不少本土文化佳作，內容廣泛多元，涉及

 的領域有歷史文化、藝術建築、社會金融等多方面(注14)   Qt歹^^女叫陳弘毅《一國兩制下香港的

 洪治探索》、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英冶新界早期歷史探索》、江啟明《大象風雷:第一代香

 港新移民的故事》、陳雲《民主戲一場:香港文化與現實政治》、潘慧嫻《地產霸權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lN HONG KONG》、李維榕《家庭生病了》等，都很暢銷。

 另外，時下流行的熱門話題，也椎動出版和書業的興旺。如2010年初，廣州為了年底舉辦的

 亞運，官方要求媒體停用廣東話廣播，年輕一代，群起組織保護廣東話活動，不少港人因為和

 廣州人同聲同氣，頗關心事態的發展，也帶動了廣東話有關的書籍銷量突然大升(注15)，出版

 瀚．閱誠@@追是液好的畢問。普希金



 2010年香港出版概況

 商也應時推出有關廣東話的書籍，例如播永強的《粵語俗話(一)動作篇》和《粵語俗話(二)

 人物．事物篇》;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動態版《清明上河圖》」，1^月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展出，全城哄動，每天吸引來數以萬計市民參觀，且向隅者眾。有關《清明上河圖》的書籍被搶

 購外，明報出版社乘勢推出《誰動了清明上河圖》並在同月舉行新書發佈會及簽書會。

 林m冗 仍享有高度的出版自由

 香港出版史不能缺少2010午《李鵬元旦日記》準備推出及後又流產這一筆。香港新世紀出

 版社宣佈在6月22日出版《日記》，但該社突然在臨出版前數天發表聲明，指由於版權問題，取

 消出版(注16)。箇中原因，不言而喻。然而《日記》已在網上廣為流傳了。

 2010年，余杰的《中國影帝溫家寶》，受到有關方面阻撓，依然在香港出版(注^7) ;而

 何蜀的《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嚴正學的《行為藝術下課^》和胡治安的

 《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等未能在大陸出版的書，都在香港出版了。

 冉電子書潮流j告j告蕩蕩

 ̂Pad面世，給書業和通訊界帶來震動。中文電子書庫在上世^Cg0年代已問世，但一直未成主

 流。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早在1ggB午推出《四庫全書》的電子書庫，很受學術機構歡

 迎，但末普及至普羅大眾。其後中國大陸在電子書出版方面發展得很快，現在已有數家具規模

 的電子書供應商，擁書數十萬至過百萬不等，如方正阿帕比、超星等，港臺在急起直追。

 2010年港臺兩地書展不約而同，為電子書設立專區，並作專題深入研討。1月份的臺北國際

 書展，行政院新聞局主辦「當圖書館還遇到電子書」專業論壇，參與者眾。年中的香港書展舉

 辦「亞洲出版研討會」，主題是「出版電子化的大變局」，出版書業及圖書館人員雲集。百度

 總裁在會上，認為中國電子書尚在預備階段，但2009年中國電子敷傌出版的產值已超越了傳統

 出版業的產^ (注18)，電子出版看來是不能忽視的。

 香港書展於是年首次設立「電子書及數字出版」展區，漢王、聯合出版集團、明報等20多

 家參展商，展出最新的電子刊物及數字閱讀器。香港各大書店也紛紛爭先公佈電子書的出版計

 劃，唯恐落後於人前。如三聯宣佈分批推出電子書，第一批以「生命情調的抉擇」作主題，天

 窗出版社則以時尚生活類電子書出戰(注19) o 12月，梁望寧的《超能高校》，電子書和實體

 書首次同步推出。

 出版商也關注網絡文章，點擊量大的網上小說和博客，會有機會被邀約出書，這類題材以

 投資，娛樂為主(注20)。網絡寫手成為作家，情況不是香港獨有，可見電子書和傳統出版並

 不單是競爭，也可互惠互動。

 2011年剛開始，今年香港及兩岸的出版和書業會有什麼新意呢?很是期待。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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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頂^顧

尹主釋

 ̂．陳雅妍(20^0年^^月^6日)。愛讀書的孩子。信報，頁53?

 工阿夜(20^0年3月^4日)。賣書人耳語。明報，頁10?

 3．潘麗瓊(20^0年7月22日)。覬模寫真你出唔出?。頭條日報，頁^^^o

 4．潘麗瓊(2009年^2月^7日^。賭徒出版術。頭條日報，頁^0?

 5．湯楨兆他0^0年9月上日^。(亂步東洋)復刻誌記。文匯報，頁C02?

 6．馮敏兒(20^0年^^月22日)。最後的馬健記。蘋果日報(香港)，頁E05 9

 7．陳曉萍(20^0年7月29日^。香港書展:^^場平民閱讀的嘉年華。中國新聞社。

 汶見注^。

 9．關平(20^0年9月20日)。誠品來港。大公報，頁C05 0

 ̂0．紀曉風(20^0年9月口口^。臺灣誠品難望進駐中環街市。信報，頁^0?

 11．見注1。

 比見注^。

 ̂3．童清峰(20^0牢9月26日^。張愛玲英文小說中譯傳奇。亞洲週刊，24卷38另扣頁45-46

 ̂4．劉明德(20^0年9月^日^。從書展看香楷閱讀城市之路。紫莉雜誌，239奶，頁46-48 0

 ̂5．香港書展(2010年7月28日^。明報，頁All o

 ̂6．辛子陵^20^0年8月^日)。李鵬為何出六四日IC?。開放雜誌，頁32-34 0

 17．余杰^20^0年8月^6日)。我為什麼批評家寶。蘋果日報(香港^，頁A^8?

 愧何展婷(20^0年7月24日)。書展速報。文匯報，頁A22?

 以陳伊敏(20^0年6月30日^。出版社電子書熱湧書展。明報，頁D06?

 20．見注15?

 闡誠一-一這是最好的拳問。普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