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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讀書有時為了樂趣，有時是責任。樂趣與責任合一，如魚得水，樂在其中，是讀書最美之事。
序
序言

讀書有時為了樂趣，有時是責任。樂趣與責任合一，如魚得水，樂在其中，是讀書最美之事。《論語
》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上古之人，天心未泯，為了自己而讀書，也包括為了別人
而讀書，修身就是應世。後世之人，利慾熏心，為了別人而讀書，只是應付世間一時之請，忘卻本心
，忘卻修身立德，超凡入聖，甚或以讀書自驕身價，以寫書評、介紹閱讀為樂，而其人自身茫茫然不
知覺悟，讀書在其身上，竟無變化氣質之功。
我近十年的書評，多是報紙編輯催促而寫，有時連新書一併送上。《信報》文化版的書評，收入文化
評論集（見本書附錄）。是次結集，是《明報》星期日副刊的書評，編輯黎佩芬約我寫的稿，原意每
月一篇，後來日漸荒疏，兩月一篇，最後中止。另一批是影評，乃電影評論界朋友約稿。
三十年前在《年青人周報》和《香港時報》投稿，偶然寫書評和影評，也收入此書。為的是重溫當年
自己讀書與寫書評的心迹。因近年有輿論上的敵人，常說我違反我三十年前的本心，將我舊日的政論
張貼於面書，然而閱讀之後，方知他們讀錯了，我今日的見解，三十年前也寫過。此結集就將舊日的
書評和影評，放在〈讀自己〉的一章，之前的就是〈讀香港〉、〈讀華夏〉、〈讀人世〉。
文集完成，感謝故人梁冠麗君、周淑賢君、鄭傳鍏君，此三人當年俱在《信報》文化版任事，堪稱三
星拱照，於我讀書之鞭策，終身不忘。《明報》星期日副刊編輯黎佩芬君，《香港時報》「文化與生
活」副刊編輯李彭基君、《年青人周報》社長唐耀祺等人之提攜，當要感謝。花千樹出版社編輯周凱
敏君反覆校閱，功不可沒。若有錯字衍文，責任當歸於己。

陳雲　序於香港沙田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夏曆甲午年三月十二
西元二○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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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陳雲，筆名，本名不傳。香港專欄作家及文化與政治評論人，文章曾見於《明報》、《信報》、《蘋
果日報》、《明報月刊》等，近見《信報》及《明報》。平日在公營機構供職，以黃老之道謀食，混
跡江湖。
一九九五年於德國哥廷根大學獲文史學院哲學博士，專攻民俗學。去德之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
西比較文學及英國文學，復於樹仁學院及珠海書院執教西洋文學。
陳雲是客家人，香港土生，祖籍廣東寶安，幼居山村，長居城鎮，祖父輩在南洋落籍，走上不回歸之
路。香港氣候不冷不熱，政局不民主不集權，社會不開放不封閉，好壞兼得，良莠不齊，為文可以反
共，可以反美，淹留此地，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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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略有紕漏
2、購於香港田園書屋 皆因主題、排版、裝幀以及書後的一句“提要”——讀書有時候為了樂趣，有
時是責任。樂趣與責任合一，如魚得水，樂在其中，是讀書最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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