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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本讀通世界歷史》 作者：張帝莊 繪圖：吳浚匡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這是一本為兒童而書寫的歷史書。作者利用一本書的時間，講述由人類起源之初，文明發展之始，追溯至二十世紀的世界通史。本書以淺白的文字，配合彩色插畫，以故事形式，向兒童介紹人類歷史的發展。 本書亦著墨於中西歷史比較：亞歷山大大帝與秦始皇、黑暗中世紀與漢唐盛世、文藝復興與中國衰落等，貫穿跨地域的歷史發展。 

2 《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 作者：李丹柯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一九三七年，重慶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陪都後，躍然成為戰時中國政治中心之一。生活在這裏的女性忽然發現，戰爭從遙遠的新聞變為難以逃避的生活狀態。響徹城市上空的警報、擁擠的防空洞、飛漲的物價、流落街頭的孤兒，以及潮水般湧入的難民，都成為她們的集體回憶。 作者走訪了五十多位當年生活在重慶的女性，記錄她們生命故事的同時，更聚焦女性的戰爭體驗和私人經歷，探究戰爭在女性的生命中打下何種烙印，而女性又如何通過抗爭和忍耐來抵抗戰爭的殘酷。 

3 《也斯的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 論集》 作者：也斯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本書的討論焦點為五○年代的香港文化，探討香港文學和電影、都市文化、文化身份等重要課題，當中收集了 作者生前寫下的重要論文，他從文學與電影兩大範疇，綜合討論了香港都市文化的歷史與特色，又從傳承與 轉化的角度看五○年代香港文學，仔細討論了宋淇、 馬朗、桑簡流、曹聚仁、葉靈鳳、李維陵等人的文學 作品。本書特別收錄作者研探四○年代及六○年代小說的論文，以突出五○年代的香港文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轉折的發展、獨特的意義。  

4 《六個字母的解法》 作者：劉禾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本書的結構主線，是考證《洛麗塔》作者納博科夫小說中一個叫「奈斯畢特」(N E S B I T) 的人物原型。作者以散文體代替論文體，將思想理論改寫成新的偵探 小說，利用破解字母的方法，企圖從當年與納博科夫 交往人物之中，搜尋出「奈斯畢特」的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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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 原著：Gordon Mathews 翻譯：Yang Yang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重慶大廈」位於寸土尺金的香港鬧市，毗鄰高級酒店，甚至被新式商場所環抱。但它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的廉價落腳點；亦是非洲、南亞裔商家的重要交易所。為甚麼它對於香港、對於世界，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大廈的大門裡外兩個世界，它究竟如何運作？ 本地人對「重慶大廈」敬而遠之，本書作者卻親身去 認識這少數族裔的人群，了解他們的生活。透過他們的故事，揭露大廈居民與國際商品、金錢、理念有何等 錯綜複雜的聯繫，剖析香港國際化的另一面：貧困者所體驗的低端全球化。 

6 《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 作者：陳智德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糅合不同文類：地方紀事、掌故拾遺、成長回憶、文學談片，同時穿插個人及他人的詩作。全書共分兩卷，【上卷】「破卻陸沉」以文學為樞紐，編列地區為經緯，旁及述說、引用、評論多位香港前輩和同代作者的香港城市故事。【下卷】「藝文叢談」則以書與城為主調，帶讀者進入時光隧道，遊走於那些被遺忘的書店、文藝刊物和它們承載的傳統中，以文字為它們留下動人的 記憶。 

7 《死在香港：流眼淚》 作者：陳曉蕾、蘇美智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死亡轉眼就在角落，喪事教人措手不及，哀傷撲面而來。與其事後遺憾，不如生前準備？香港每年超過四萬人 死亡，當中大約有一千人自殺，專家估計大約兩成喪親者一年半後依然抑鬱。面對香港醫療架構和社福制度處理死亡的不足，我們如何能安樂地，好死？ 本書關懷臨終者和喪親家屬，兩位作者皆是記者出身，一年來四出採訪長生店、殯儀館、紙紥鋪、進殮房、 出墳場，訪問各行關於殯儀殮葬的人及喪親者、協助者，以自身體會及經歷呈現香港的死亡現況。 

8 《安裕周記──思前想後》 作者：安裕 出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過去二十年，香港經歷了甚麼？你，又記下了甚麼？ 九十年代初的輝煌日子，回歸帶來的企盼和恐懼，移民潮迭起告別港英政府，金融風暴樓市科技泡沫一堆，
SARS 保天星皇后反高鐵反國教，三任行政長官民眾 踏上普選未知路，民間遊行示威有增無減…… 資深傳媒人安裕，借一紙一筆，思前想後，用心跟大家探討在香港時空發生的事。 

9 《抒情中國論》 作者：陳國球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文學究竟有何特質？經歷數千年發展的中國文學，是否構成一個自成體系的傳統？為甚麼中國文學是一個抒情傳統？作者梳理了近現代文學大家對中國文學的本質問題的研究，並進而提出和論述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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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浮世巴哈》 作者：也斯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也斯，本名梁秉鈞，七十年代初開始小說創作，小說 作品有《布拉格的明信片》、《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剪紙》等。另外，他在詩歌、散文、文學評論、文化研究等均有成就。曾獲「藝盟香港作家年獎」、「香港作家年獎」、「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等。 這本厚三百五十頁的散文，共分為「人文風景」、 「浮世巴哈」、「世紀的除夕」及「在時差中寫作」 四部份。它既是作者的遺著，也是作者病重、臨終前兩三年的香港書寫。 

11 《被遺忘的歷史建築──港島九龍篇》 作者：陳天權 出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受東西方文化熏陶，作為歷史沉澱的建築物更是兼備中西特色。雖然經常見到身邊的歷史建築，但很多人並不了解建築背後的美學以及歷史故事。 作者講解香港歷史建築的評級制度，分類總結歷史古蹟的屬性，更進一步在港島、九龍兩地挑選了三十四處中西式建築文物，從建築美學、歷史知識等專業知識， 帶你逐一深入認識歷史建築的每個鮮為人知的細節。 讓大家認識舊日香港的社會事態和建築風格，從而提高保育意識。 

12 《情迷現代主義》 作者：李歐梵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現代主義是二十年代興起的新藝術與文學風格，是藝術家為了反抗十九世紀末期的陳規舊矩，轉而用一種他們 認為感情上更真實的方式，來表現出大家真正的感受與想法。 這本散文集來自於活地亞倫《情迷午夜巴黎》，表面上說的是懷舊，其實是文化品味的表現。托爾斯泰、杜斯陀也夫斯基、馬勒、李斯特、也斯、王文興、北島的 《今天》、韓素音、伊力盧馬，作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向他心目中的大師致敬。 

13 《郵票中的香港史》 作者：蔡思行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這是一本郵票簡史，也是一本香港小史。一八六二年，首枚香港郵票正式誕生，是為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皇通用郵票。 一百五十年來，香港郵票推陳出新、題材多樣︰社會民生、公共建設、傳統建築、民間習俗……方方面面將香港從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歷史面貌，以圖像形式記錄下來。 本書挑選出二百多張香港郵票、小全張及首日封，重塑其設計原意和時代背景，重新勾畫百多年來香港走過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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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從零到零──蔡炎培自選集》 作者：蔡炎培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作者近年作品集題材多樣，多為短篇。本書嘗試以廣東口語入詩，平白如話，而詩味濃郁。書中收錄了作者寫給愛人、友人的詩作，亦收錄了批判社會現況的作品，附錄更備有詩評人麥然然及鍾國強對他作品的分析。 

15 《短衣夜行紀──李維怡‧文字耕作》 作者：李維怡 出版：kubrick 

作者以文字錘鍊各種社會參與的思考和感受，並逐步走向一種詩歌、散文、紀錄片、小說共融的筆耕方式。 本集以真實世界的緩慢、細緻，紀錄下各種被輾過的 裂痕，意圖在這高速消費化、廣告化、偶像化的都市中，持續拷問「人」的立足點。 

16 《尋找倉央嘉措》 作者：廖偉棠 出版：行人文化實驗室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擁有傳奇一生，究竟他是凡人 眼中的情僧？還是衞道者眼中的聖徒？  為了接近倉央嘉措的靈魂，作者走向了西藏，找尋孕育倉央嘉措詩歌的道歌、門巴與珞巴歌者的聲音。為此他路過觀光氛圍濃重的拉薩、見過荷槍的士兵、黑夜乘車在雨雪交加的山徑奔馳、也曾在與不丹一山之遙的小村落想像倉央嘉措的童年。 本書或許不是詮釋六世達賴的最準確的讀本，卻是唯一透過詩人之眼凝視另外一名詩人的作品。我們看見作者透過翻譯、詩作、散文與小說，交疊構出了倉央嘉措的另一個面孔。 

17 《童話家 Vs童畫家》 作者：阿濃 繪畫：陳燕貞(Jaclyn Chan) 出版：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小小「童畫家」陳燕貞(Jaclyn Chan)充滿童心的繪畫 作品，成為阿濃的靈感，譜成十個嶄新的童話故事。 書中分享了阿濃對兒童繪畫及家長態度的看法、 對 Jaclyn 的作品的解說，亦記錄了 Jaclyn 母親為女兒 繪畫寫的隨筆、教養孩子的心得，以及作家、學者及 畫家對 Jaclyn的畫的看法。 

18 《翠拂行人首‧小思集》 作者：小思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小思，原名盧瑋鑾，曾任中學教師多年，亦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二○○三年獲香港教育學院頒發「傑出教育家獎」。除教育工作，小思熱衷寫作，作品無數。 二○○九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之「傑出藝術貢獻獎」。本書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之一，輯錄小思多年來的散文作品，其中包括：《承教小記》、《人間 清月》、《香港故事》《翠拂行人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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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靜人活物》 作者：潘國靈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觀察香港，穿越邊界，犀利地寫出都市的景觀、 意象與心性，以身體、疾病、城市為主題框架，構築出充滿肉身皺褶、疾病囈語、邊緣人物、都會寓言、情緒缺口的文字堡壘。 本書收入九篇短篇小說，一篇中篇小說，每篇獨立生成，小說手法多變、各有所寓，卻又合奏出一個主題結構， 而且表現出對人性、存在及城市面相的敏感度和透視力，以靜默而又騷動、沉溺而又疏離、荒誕而又詩化的眼光書寫生命。 

20 《鏡頭下的真相：記中國愛滋病實況》 作者：高耀潔 出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八十年代，中國內地的貪官誘導無知、善良、求生計 的農民們去賣血，造成一場影響巨大的「血禍」，影響至今。 一九九六年，本書作者遇上診治生涯中的第一位愛滋病人巴女，而令巴女染上愛滋病的源頭，竟然是醫院血庫。在百般震驚下，作者踏上了尋找真相、「防愛」的道路。真相愈揭愈多，民間愛滋病的失控情況令人驚駭，中國愛滋病防治工作的實情究竟如何？本書為作者近二十年來的愛滋病調查紀錄圖集，旨在將中國愛滋病實況的 珍貴資料留給後人，留待讀者自行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