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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2023」昨日第三天在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不少讀者特意到內
地出版展區，翻閱聯合出版集團出版的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學習綱要（2023年版）》和四部系統記
述習近平主席地方工作經歷圖書繁體
版。有中學生到場細閱習主席的圖書，
表示可透過閱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2023 年
版）》，了解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有巿
民更專程入場購買有關習主席的圖書，
表示會好好收藏。參展商表示該五部圖
書在書展上反響十分好，團購反應熱
烈，有機構更一次購買數百本供員工學
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粉絲」熱情推薦必讀書 參展商：團購反應熱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康敬）香港地方志中心今年再
度推出力作《香港志．自然》。該書由56位國際知名
的頂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合共5卷，首兩卷《建置
與地區概況》及《人口》率先於今年書展推出，餘下3
卷《自然環境》、《自然資源及生態》及《環境保護
與生態保育》將於今年11月一併出版。
《建置及地區概況》和《人口》兩卷，是香港研究

中第一次從古至今地梳理和記述香港的行政歸屬和人
口變遷。兩卷分別由香港史權威學者蕭國健及香港中
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鄭宏泰擔任主編，歷時3年
悉心梳理浩瀚歷史資料，宏觀介紹了「香港地」和
「香港人」的歷史演化，包括香港境域、區劃及18區
的古今變化，香港歷年人口變化和城市發展等情況，
不僅反映香港近代以來的蛻變與騰飛，又從歷史發展
角度展示香港與內地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關係，極
具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鄧炳強：為港史教育提供資源
香港地方志中心昨日在書展中的團結香港基金展位

舉辦「《香港志．自然》《建置與地區概況》及《人
口》卷新書發布暨贈書儀式」。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致
辭表示，《香港志．自然》不單切合今年書展「歷史
文化．城市書寫」的主題，更為香港歷史教育提供了
豐富的資源，可以說與每個香港市民都息息相關。
他說，整套《香港志》歷時8年編修，超過2,300萬

字，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國家級文史工程。
閱讀《香港志》將幫助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清
楚了解自己的根源來自哪裏，了解香港與祖國榮辱與
共的關係，從而幫助大家建立正確的國家意識及價值
觀。這些都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重要前
提。
團結香港基金總裁李正儀致辭時感謝鄧炳強及保安

局的指導和支持，特別是保安局旗下的入境事務處對
稿件提供了寶貴意見及相關資料，令志書的編修工作
更加嚴謹和專業。
該書目前正在書展內中華書局的展位出售，原價港

幣628元，書展期間購買可獲八折優惠。

《香港志．自然》書展首發
記述港行政歸屬人口變遷

◆新書發布暨贈書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今屆香港書展，主
辦機構香港貿易發展局表明不會預先審查書籍，但展
出的書籍需要合法。以往書展充斥鼓吹「軟對抗」等
書籍今年近乎絕跡，不少到場巿民都認為是好事，強
調社會上應有正向價值的書籍，而非荼毒年輕人的讀
物，以免社會再有不穩定情況。在國安法實施後，這
些蠱惑人心的書本消失，反映了香港真正做到由亂到
治。
公共圖書館以至學校圖書館已相繼下架該些不良書

刊，昨日參觀香港書展的林女士表示，留意到今年書
展已不見相關書籍，認為現時社會穩定安全，書展上
有很多正向的書籍，有助於社會穩定，對社會長期的
發展有推動作用，現在書展中展示的書籍應該沒有任
何問題，「書展可以賣的，那就是安全的。」
另一參觀書展的吳先生說，貿發局雖未有預先審

查書籍，但已不見該些不良書刊，可見各參展書商
都十分自律，「以前書展都有不少政治諷刺的書
籍，挖苦特區政府施政，黑暴後更有一些書籍屬於
『軟對抗』種類，好似之前有繪本就是這種，意圖
令年輕人仇恨政府。現在香港有國安
法，香港由亂到治，這些想煽動巿民
及蠱惑人心的讀物不能夠再出現，不
可以再出現黑暴破壞香港安寧。」
參展商「藍藍的天」有出售公共圖
書館已下架的區家麟兩本遊記，負責
人伍自禎稱只要內容不違法就可以，
「這本書其實一直都有出售，就算是
（公共圖書館）下架那兩日，政府都
說這些書可以在書局賣。」他相信作
者當年撰寫遊記時不會有危害國家安

全的意圖，「我們看過（書籍內容）沒有違法，
（我們）不想犯法亦不可以犯法，會看內容，會再
嚴謹一些。」他強調出版商已十分小心，相信這些
書籍已沒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書展昨日進入第三天，大批市民
前去體驗藝術及文化創作。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
書展一活動上鼓勵青少年及學生
應養成良好閱讀習慣，以更加認
識祖國和香港，豐富學識，充實
自己，迎接未來，為建設香港、
建設國家作出貢獻。
楊潤雄昨日上午在書展「我

們一起『悅』讀的日子2023」
中學組活動上致辭表示，今年
的活動主題是「勇毅前行」，
鼓勵學生即使面對逆境亦要敢
於接受挑戰，而青年人是國家
未來的棟樑，需要有寬大的志
向和堅忍的毅力，為建設香
港、建設國家作出貢獻。通過
閱讀，同學們可以更加認識祖
國、認識香港、豐富學識，充
實自己，迎接未來。
楊潤雄表示，政府一直透過香

港公共圖書館在社區推廣閱讀風
氣，香港公共圖書館今個夏天推
出「夏日圖書館節」，以實體及
網上形式為全港市民舉辦超過
100場閱讀活動，亦在書展場內
設置攤位推廣電子閱讀。由明年
開始，政府將4月23日訂為「香
港全民閱讀日」，向全港市民宣
揚閱讀的好處，鼓勵市民養成閱
讀習慣。希望各位同學即日開
始，每天閱讀課外讀物，增進知
識和充實自己。

內地出版展區設立主題精品圖書展，重點展
示了有關習近平主席的圖書，包括最新版

本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
綱要（2023年版）》，以及《讓群眾過上好日
子——習近平正定足跡》、《閩山閩水物華
新——習近平福建足跡》、《幹在實處 勇立潮
頭——習近平浙江足跡》、《當好改革開放的排
頭兵——習近平上海足跡》四部系統記述習近平
主席地方工作經歷圖書繁體版，吸引大批讀者駐
足閱覽。

梁女士籲港青學習實幹精神
就讀中五的郭同學特意到場細閱有關圖書，表
示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
綱要（2023年版）》中，可以深入認識國家與
世界的發展大勢，及了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重要性。他又表示，明白要從自身和日常生活
做起，做一個遵規守法的好市民。
一直有收藏習主席圖書的梁女士可說是習主席
的「粉絲」。她透露，自己家裏已收藏了十餘本
有關習主席的圖書，其中最喜愛的是《習近平的
七年知青歲月》。她激情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推
薦這本書，說書中講述了習主席那七年上山下鄉
的經歷，令人為習主席付出的全部熱情和精力所
感動，「當時為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名普通的青
年，依靠自己的雙手，扎扎實實的為人民所服
務，他就是我們國家的習主席。」
梁女士認為，時下的香港青年一定不能太浮
躁，需要學習這種實幹精神，年輕人可透過閱讀
這本圖書，看到習主席尤其在打壩期間扎扎實實
的幹事，一直在第一線指揮和勞動，與所有村民
一起並肩戰鬥。
她又推薦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學習綱要（2023年版）》，認為需要了解及學
習當中的思想，「這種一步一腳印，而且每一步都
走得很扎實，才能有現在繁榮進步的中國。」
76歲的羅女士表示，自己每年都會到書展購
買有關習主席的圖書，這次是特意前來購買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表示自己是從電
台節目中得知這本書。書中，習主席在黃土地
上與鄉親們打成一片的經歷，彷彿栩栩如生地
展示在她眼前，「很可惜今天書展的店員和我
說已經沒有貨了，我只能在網上購買。」
她透露，自己在書展期間已購買了四本有關
習主席的繁體字版圖書，認為繁體字版本可以
讓她閱讀起來更加舒服。

灣區專題圖書受歡迎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編輯周建華
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香港市
民對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
習綱要（2023年版）》和 「足跡」系列圖書的
反響良好。這次在香港書展展示有關圖書，目的
並不在於銷量，而是讓香港市民可以從中接觸與
了解到習主席的思想，「這些都是習近平主席在
中國發展模式與成就中總結出來的智慧，都是有
根有據。」
他說，通過習近平主席的經歷總結和精神提

煉，可以為現今年輕人在工作及生活起到參考性
的作用，尤其是那四部系統記述習近平主席地方
工作經歷的圖書，對提升時下青年的精神層面有
幫助。
被問及這些圖書的未來推廣計劃，周建華表
示，聯合出版集團已主動聯絡不同社團、教育機
構等提供訂購服務，又透露有部分機構會一次性
購買數百本以供員工學習。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編輯黎耀
強亦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今次書展有不少讀者特
意到場尋找有關習近平主席的圖書，同時也有很
多讀者會關注國情以及地區發展，如他們出版的
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專題圖書就非常受歡迎，
「在全面恢復正常過關之後，很多人想去了解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歷程、現狀與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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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對抗」書籍絕跡 巿民讚港由亂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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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郭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羅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 市民駐足翻閱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
習 綱 要（2023 年
版）》和四部系統記述
習近平主席地方工作
經歷圖書繁體版。

香港文匯報
記者萬霜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