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屆香港書獎屆香港書獎屆香港書獎屆香港書獎 香港電台 康文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香港出版總會 合辦 

 候選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書籍資料  內容簡介  

1.  《《《《八十後運動八十後運動八十後運動八十後運動    ––––    香港新青年革命香港新青年革命香港新青年革命香港新青年革命》》》》 作者：林匡正 出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甚麼叫八十後？他們的本質和特徵是甚麼？他們有甚麼共通點？八十後面對甚麼困境？他們關心的是甚麼議題？八十後運動的成因是甚麼？本書系統詳盡地剖析近年興起的「八十後運動」潮。  

2.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練乙錚文集練乙錚文集練乙錚文集練乙錚文集 VVVV》》》》 作者：練乙錚 出版：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本書除收錄《信報》前主筆練乙錚的政論文章外，亦收錄多篇他的生活和讀書小品，內容包括學術和教育，以及做學問和學語文的心得。附錄更整理了香港記者協會兩次聚會中，作者與各傳媒人的對談，以及幾位同事對他的側記，讓讀者更瞭解作者撰寫評論的思路和方法，以及他的工作和生活點滴。 
 

3.  《《《《人生方圓人生方圓人生方圓人生方圓》》》》 作者：李焯芬、陳萬雄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水利學家李焯芬及出版人陳萬雄，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上闖出了一片天。表面上他們似乎是走在南轅北轍的道路上，然而，在總結人生經驗和價值觀時，他們卻原來殊途同歸。本書記錄了二人的成長經歷，透過他們生活上的啟悟、處世的方圓，為大家提供一點參考。 
 

4.  《《《《大工地上大工地上大工地上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中國農民工之歌中國農民工之歌中國農民工之歌》》》》 作者：潘毅、盧暉臨、張慧鵬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被城市的消費文明吸引的農民，從鄉村到城市打工，在分包勞動體制和城鄉戶籍制度下成了「農民工」。他們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不受國家法律保障，也得不到工人的基本權利。新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作為主要勞動力的農民工，卻只能在資本主義生產結構夾縫中掙扎求存。本書以扎實的田野調查，深度的理論分析，結合故事的敘述方式，記錄了農民工的種種苦難。 
 

5.  《《《《不在香港的日子不在香港的日子不在香港的日子不在香港的日子》》》》 作者：鄭仰平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過程中，政府傳譯組首席翻譯鄭仰平由始至終跟隨在英方首席談判代表的左右。雖然他是唯一瞭解中英談判所有細節的香港人，但二十多年來他從未透露過半個字。如今鄭仰平已八十多歲，臥病在床，他的妻子耿燕，為了再現他對香港作出的貢獻，整理了他的照片和離開香港兩年裡所發表過的部份雜談，並邀請了幾位他的舊同事和朋友撰寫對他的回憶，期望可留住他在香港歷史中曾經發出過的燦爛光點。 
 



 

6.  《《《《中國文中國文中國文中國文化史通釋化史通釋化史通釋化史通釋》》》》 作者：余英時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本書從思想、政治、商業、宗教、文學、藝術等方面，深入淺出探討中國文化的常中之變和變中之常。作者在書中不但研究上層的經典，也注重下層的民間思想，尤是上、下層之間的互動。他探索中國思想史的連續性，而且分析它的斷裂狀態。書中的分析重點主要放在中國思想史的幾個重大的變動時代，如春秋戰國之際、漢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這四個最有突破性的轉型期。 

 

7.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影帝溫家寶影帝溫家寶影帝溫家寶影帝溫家寶》》》》 作者：余杰 出版：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作者在五年前便開始撰寫此書，對溫家寶政府兩屆任期的外交、經濟、文宣、教育、民生等政策作出深入的分析與評論。當中所引用的素材均來自中國官方報道及國際權威媒體。其分析與評述，全出自一名獨立知識分子的良心、勇氣與學識。作者認為，「胡溫」之一體化，如同「毛周」之一體化，是中國兩千年來「君相共治」的政治傳統的延續。 

 

8.  《《《《百年之家百年之家百年之家百年之家》》》》 文：路易斯 (J. Patrick Lewis) 圖：英諾桑提 (Roberto Innocenti) 出版：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透過一幢老房子的眼，看見家庭的意義、家族的力量、人性的溫暖與希望。  

9.  《《《《地產霸權地產霸權地產霸權地產霸權》》》》 作者：潘慧嫻 出版：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作者曾任職多個地產集團高層，藉其多年專業經驗，配合詳盡資料及數據，深入剖析香港地產業的結構與運作，以及數十年來樓宇供應如何由數個大地產集團壟斷。作者更從地產業延伸，認為「地產霸權」已擴展至公用事業及零售服務業，成為香港貧富懸殊、民怨沸騰的罪魁禍首。她支持自由市場，建議特區政府應改善政策，保障市場公平，不應再縱容地產集團壟斷，阻礙香港經濟進一步發展。 

 

10.  《《《《我的家在紫禁城我的家在紫禁城我的家在紫禁城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叢書系列叢書系列叢書系列叢書》》》》 作者：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出版：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何鴻毅家族基金 

 這系列叢書涵蓋紫禁城的文化、歷史、建築以至生活各方面。透過十個角度訴說紫禁城的故事，以生動手法推廣傳統中華文化。內容包括基礎文化概念、藏品介紹、參觀指南、人物介紹、現象思考、材質與結構認識及故宮導覽地圖等。 

 

11.  《《《《別想擺脫書別想擺脫書別想擺脫書別想擺脫書》》》》 作者：安伯托‧艾可、尚‧克洛德‧卡里耶爾、尚‧菲利普‧德‧托納克 出版：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艾可多年來深深思索自己和書本的關係，發覺書能讓人定心安神，令人在孤單沮喪時能夠得到溫暖。然而，電子書的出現會改變我們的閱讀習慣嗎？紙本書的未來將會如何呢？被人遺忘的書將來還有重新出頭的機會嗎？網路出現後，我們還需要看書找資料嗎？為了討論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艾可找來影壇大師卡里耶爾作出跨界的閱讀交流。 

 



 

12.  《《《《物種源始物種源始物種源始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 作者：董啟章 出版：麥田出版 

 人生是一場永不終止的學習。作者透過描寫他人去學習了解他人，也認識自己。他以文字創造多重聲部樂章，變奏出豐富的小說宇宙，像正在演出的一齣戲，角色輪流上場。作者冷眼旁觀，試圖以敏銳深情之眼，透視人類生命的全景。 

 

13.  《《《《城門開城門開城門開城門開》》》》 作者：北島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作者闊別家鄉十三年後重回北京，發現自己彷彿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成為了異鄉人。於是他用文字召回北京消失的氣味、聲音和光影，也把我們帶回他兒時的遊戲中，帶回他的讀書生活中。他藉此書「打開城門」，歡迎四海漂泊的遊子，無家可歸的孤魂，以及所有好奇的客人。 

 

14.  《《《《起看星斗起看星斗起看星斗起看星斗》》》》 作者：司徒華 出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本書是作者在明報專欄的第十九本結集，內容有適合教師、家長及學生的小故事、讀書心得、詩文評析及時政評論等。二零一零年初，作者患病的消息傳出，各方愛護他的人士紛紛撰文鼓勵。本書附錄部份亦輯錄了多篇有關文章。 

 

15.  《《《《高潔的靈魂高潔的靈魂高潔的靈魂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高耀潔回憶錄高耀潔回憶錄高耀潔回憶錄(增訂版增訂版增訂版增訂版)》》》》 作者：高耀潔 出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本書分成兩部分，上篇是作者的自傳：童年、戰亂時當流亡學生、當上婦科醫生後下鄉、文化大革命時被批鬥、自殺未遂、兒子陷冤獄、被勞改等。 第二部分則是中國愛滋病疫情的詳細總論。從打擊性病遊醫到遇上第一個愛滋病人，繼而揭發內地人民因為賣血而引起的災難性愛滋疫情，一直描述至她因此而被打壓、監視、軟禁、有獎領不得，連帶跟她有聯繫的人均被監控或被指教唆出賣等。最後更寫到為什麼作者以八十三歲高齡，最終也要踏上流亡之路，與及她到達美國後的生活。 

 

16.  《《《《張愛玲私語錄張愛玲私語錄張愛玲私語錄張愛玲私語錄》》》》 作者：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 出版：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宋淇與太太鄺文美跟張愛玲於一九五二年在美國相識後，成為了她最好的朋友。正因為他們三人關係密切，讀者若想通過張愛玲本人的文字、角度去了解其下半生，他們三人之間的書信就順理成章成為關鍵。 這段歷時四十多年的深厚情誼，素來只是默存於心，一般人都不大明瞭。為了要彌補這片空白，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決定把張愛玲與他父母間的六百多封往來信件，編錄成為此書的其中一部分，向讀者及張愛玲研究者清楚交代他們三人的情誼。 
 

17.  《《《《善與人同善與人同善與人同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
(1870-1997)》》》》 作者：丁新豹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前歷史博物館館長、本地史專家丁新豹博士，以故事形式介紹自 1870 年以來東華三院成立的歷史。他把東華的成立背景、所參與的工作、與港英政府的關係、從救濟角色轉化為社會服務機構等前因後果娓娓道來，並附以近百張珍貴的歷史相片。 

 



 

18.  《《《《劉劉劉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 編者：梁秉鈞、譚國根、黃勁輝、黃淑嫻 出版：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本書是首部劉以鬯作品研究的學術專著，十多位本地及海內外學者多角度審視劉氏作品中的都市文化與藝術、上海與香港現代主義的傳承關係、對香港現代主義的發展與貢獻，以及現代主義在本土的再現與創新性等。本書分為三部分，包括傳承與發展、轉化與創新、承繼與比較，是認識劉以鬯與香港現代文學的重要鑰匙，也是探討香港現代主義藝術文化的指南。 

 

19.  《《《《親密距離親密距離親密距離親密距離》》》》 作者：潘國靈 出版：Kubrick 

 本書收錄作者 2005-2010 創作的多篇短篇小說。每篇故事獨立生成，但始終又圍繞着幾個生命的漩渦：愛情、身體、城市空間，在回憶的浪花之中滾轉。小說多是二人角色，然而人可以分裂個體，與社會卻無從斷開，私密的情感每每聯繫上城市的變化，當事人卻未必知曉。愛情、身體與城市一起衰微，作者化身悼念者，為「傾愛之城」栽種一束束盛放荼靡。 

 

20.  《《《《縫身縫身縫身縫身》》》》 作者：韓麗珠 出版：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內容講述為了經濟考量，立法機構定立了《縫身法例》，成年者可根據身高、體重、膚色、年齡和新陳代謝的速度，進行縫身配對，並可自行選擇連體部位。為了應付連生人的需要，被迫提早退休或失業的人們紛紛被召回原來的工作崗位，製造專供連生人使用的生活用品，並重新規劃適合連生人生存的環境工程，此法的頒布，大幅促進了經濟成長，令失業率驟降。 可是進行縫身手術後，要再進行分離手術是幾乎不可能成功的，即使勉強分割，也得要付上沉重代價…… 
 

21.  《《《《雙程路雙程路雙程路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古兆申訪談錄古兆申訪談錄古兆申訪談錄》》》》 訪問：盧瑋鑾、熊志琴 記錄：熊志琴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本書是兩位作者所寫的古兆申（古蒼悟）訪談錄。記錄了古氏透過新詩、中國電影、文學與美術方面的編輯及出版、崑曲的編寫研究與推廣，以及他對西方及中國政治的思考等，釋出四十年來香港的文化、政治和歷史之間的互動。訪談亦顯出了跨越香港，遠觸歐美，回顧海峽兩岸的不同視野。1963-2003 年是指古兆申參與文化工作的時間，沿着他的腳蹤，讓讀者看見許多人的集體回憶。 

 

22.  《《《《醫說樂韻醫說樂韻醫說樂韻醫說樂韻────從醫學角度看音樂及文化歷史從醫學角度看音樂及文化歷史從醫學角度看音樂及文化歷史從醫學角度看音樂及文化歷史》》》》 作者：黃震遐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大腦是身體中最複雜的部位，身為腦科專家，作者剖析大腦活動，詳述每個大腦細胞如何主宰人的一舉一動。將醫學融入生活，科學融入文化，內容涵蓋音樂、中西歷史、文化、文學及醫學等多方面，趣味盎然。作者希望藉本書為兩類文化的溝通和終極一統略盡綿力，用醫生的角度看音樂以及有關音樂的歷史。換上新鮮的視線，舊的事物也許會顯示出新的資訊，從而衍生迥然不同的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