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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香港近年漂書文化
香港中文大學兼任講師｜ 謝雋曄

過去十年，亞洲各地興起一股「漂書」熱潮，書友紛紛將不再閱讀的書本，連同寫上閱後

感的紙條，一併送往不同機構於公共空間所設置的「漂書箱」、「漂書架」或「漂書攤」，讓

好書「漂流」出去，直至遇上下一位有緣分的讀者。新讀者從漂書活動中獲得書本後，既可免

費閱讀作品，又可閱讀書友對此作的想法，最後又記下自己的閱後感，再次將它們「漂流」出

去，讓更多有緣人得以繼續分享。這種既環保又浪漫的閱讀理念，源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歐

洲，至二十一世紀初逐漸傳至世界各地。「漂書」潮流東傳亞洲後，最先在中國、臺灣、日本、

新加坡等地流行起來，至近年終在香港遍地開花。本文淺談香港近年興起的漂書活動及文化，

期望讀者能認識多一點小城的讀書風尚。

* 在互聯網及大氣電波推廣漂書文化：「香港電臺」與「香港遊樂場協會」舉辦

的「漂書行動」

要數推動香港漂書文化最努力的機構，不得不提「香港電臺」及「香港遊樂場協會」。這

兩間香港機構自 2007 年暑假開始合辦的「漂書行動」，主要以中學生為對象。前者最初捐出逾

百本在過去十年曾登上「香港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的書籍，並連同多本由香港知名人士所推介

的好書，一併放於香港十多個「漂書點」漂流。參加活動的

學生只要在「漂書行動」網頁上登記成為會員，即可透過互

聯網追尋各漂流書籍的下落，每次可借閱一部作品。會員閱

畢書本後，即可於網上平臺自由撰寫閱後感，以便跟其他書

友交流，也便於保存各人感言。這項活動至今已收集得 606

種古今中外名著，主辦單位希望藉著互聯網這個極方便的平

臺，連繫香港的愛書人，讓他們借助電子科技，以較有系統

的方式舉行漂書活動，鼓勵更多學生環保閱讀之餘，也希望

書友能多作分享。此外，香港電臺偶爾還邀請一些香港著名

文化人，如馬家輝、梁文道及歐陽應霽等，在大氣電波跟公

眾分享漂書經驗和閱讀心得，並呼籲聽眾捐出好書響應活

動，務求大力推廣具環保效益的漂書文化，也有助改善本地

的閱書氛圍。

* 香港每年最大型的漂書活動：「青年廣場」的「香港漂書節」

除香港電臺及香港遊樂場協會積極推動本地漂書文化外，「青年廣場」同樣熱衷向香港市

．「漂書行動」簡章。（圖片提供／ 2014
年 9 月 30 日，香港電臺拍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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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宣傳這種浪漫的閱讀風尚。這個由特區政府委託私人機構營運的青年事務團體，自 2011 年開

始舉辦「香港漂書節」，供香港市民免費參與，希望他們能以環保形式，多點接觸書本這知識

大寶庫。參與者還可通過撰寫閱後感，跟其他書友多作精神交流，從而拓展人生視野。本年度

的香港漂書節，已是第四屆舉辦，現已成為小城一年一度最大型的書本交換活動，讓香港市民

以「一書換一書」方式尋覓感興趣的好書。活

動至今共收集逾一萬二千本漂流書籍，當中以

文學作品為主，包括金庸、倪匡、亦舒、張小

嫻等香港名家的作品，也有世界各地名家像村

上春樹、龍應台、J. K. 羅琳的作品，可謂應有

盡有。此外，活動期間，青年廣場還會邀請海

外或香港著名作家，跟蒞臨「漂書攤」的書友

分享創作經驗及閱讀心得，促進雙方交流，培

養參加者對文藝作品的興趣。

* 校園漂書：薪火相傳的意義

要介紹香港近年的漂書風氣，實不能忘卻各間大專院校近年所舉辦的漂書活動。這類小型

漂書活動，多由學生組織自發主辦，旨於為校內師生提供交換書籍、分享閱後感的機會，推廣

閱讀文化，幾乎每隔數月便會舉行一次。在香港幾所大學裡頭，香港中文大學的漂書文化，算

是最為熾熱，校內各間書院不僅都有自己的讀書會，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漂書活動；偶爾還會

合辦大型的全校漂書節，鼓勵師生、校友推薦好書，並趁機交換所思所想，逐漸成為一項具有

教育意義的傳統活動。比如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中大舉行了校史上第一次全校漂書節，收集逾

九千餘本由校友捐贈的漂流書籍。活動當天，學生和教職員只要帶來一本書，即可換另一本離

去。是次盛會於早上九時才開始，但讀書風氣熱烈

的中大學生，竟於清早六時便開始大排長龍，足證

漂書文化在香港校園的吸引力。誠如主辦單位所言，

漂書節能「彼此燃亮」，不僅讓學生不必掏腰包便

可讀得更多書本，也可推動校內的閱讀風氣。另外，

有中大校友表示，漂書節能讓不同年代的大學生，

通過書本結緣，建立精神聯繫，讓好書一代又一代

繼續傳閱下去；而漂書所累積的閱後感，更加傳承

著中大人的智慧和經驗，這正是一種薪火相傳的小

城精神，也體現香港學生孜孜不倦的求學熱誠。

．2014 年香港漂書節盛況。（圖片提供／ 2014 年 8 月 23 日，
《文匯報》拍攝）

．靜候進入漂書會場的中大學生。（圖片提供／ 2012 年
10 月 10 日，香港中文大學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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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書文化滲入香港社會

近年，漂書文化不僅出現於校園、大氣電波或互聯網裡，

還逐漸滲入香港社會中――不少餐館、咖啡廳，甚至是一些公

共屋邨、私人屋苑，都能找到「漂書架」的蹤影，讓更多市民

可以隨時隨地免費享受閱讀的樂趣。像「紫荊青年商會」及「香

港分享（Hong Kong Sharing）」近期合辦的「讀．多一點」漂

書計劃，獲得香港大型連鎖集團「太平洋咖啡」支持。該集團

將主辦單位從不同途徑收集得來的十萬本漂流書籍，先選八千

本放置於香港各間咖啡廳的「漂書櫃」，供顧客隨意帶回家中

閱讀，閱畢後可放回任何一間設有專櫃的分店。這種出現於咖

啡廳或屋邨的漂書活動，多以比較自由的形式舉行，參與的市

民既不必一書換一書，又不須留下閱後感，可以在無拘無束的

情況下找書看，此舉或許有違漂書原意，但總算能進一步推動

本地的讀書風氣，也符合香港社會爭分奪秒的文化精神。誠如

策劃是次計劃的負責單位所言，這種經過改良的漂書文化，旨

於讓香港市民能愉快閱讀，免除傳統漂書活動要求參與者撰寫

閱後感的壓力，僅希望大眾以愛惜書本、支持環保的態度閱

讀，接觸一下電子產品、智能手機以外的書本世界。

* 結語

讀畢一部好書，愛書人總是希望跟別人分享，也希望它能獲得更多書友垂青。這種心情不

會因為漂書人的年齡、性別而改變，也不受本身的種族、國籍所影響，更可超越地域、時空而

傳承下來……漂書不僅給予讀者尋覓好書的機會，還能通過他人的閱後感找到知音。這種新興

的閱讀文化，既經濟又環保，而且洋溢濃厚的浪漫情懷――通過紙條上的文字，我們可以從字

裡行間，感受他人的讀後感，有時候會不以為然，有時候則感到英雄所見略見，有時候甚至頓

生如飲醍醐之感，最後不期然幻想留下感言的到底是何許人，此舉實比單純閱讀作品添上另一

份樂趣，也是漂書的獨特魅力。香港雖曾被人稱作「文化沙漠」，但隨著近年港人的閱讀風氣

逐漸熾熱，而免費的漂書活動現時更此起彼落，漂書攤、漂書箱、漂書架遍布各處學校、志願

機構，不少咖啡廳甚至開始跟其他漂書組織合作，設有自家的漂書專櫃，方便更多市民能享受

到「找書」、「讀書」、「漂書」的樂趣，大大改變了香港的閱讀氛圍，也為小城添上新的一

層文化氣息。

．太平洋咖啡廳內的漂書專櫃。
（2011 年 8 月 18 日，圖片來源：
「讀．多一點」漂書計劃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