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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絕美水墨畫卷：山精海怪篇
作者：沈鑫
出版：高寶

《山海經》被譽為中國最早
的國家地理雜誌，也是世界上
最珍貴的飛禽走獸圖鑑。在中
國文化與藝術創新領域深耕多
年的知名水墨藝術家沈鑫繼
《奇禽異獸篇》之後，再次突
破風格限制，打造瑰麗壯闊的
山海經宇宙。書中重新詮釋隱
匿在山河深處的106種神靈精

怪：羽毛鮮艷的五彩鳥在林間嬉戲，祥瑞的騊駼馬被
兇惡的蜪犬獵捕，合窳發怒一吼，天下就會洪水氾
濫……透過作者無窮的創意，這些長相奇特的異獸跨
越文字的限制，活靈活現地出現在眼前。

君幸食
作者：扶霞·鄧洛普
譯者：何雨珈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三十年來，扶霞在世界各
地品嘗美食，與當地的食材
商、廚師和美食家交流，在
典籍和食肆中體味中餐的獨
韻。無論是稻米與大豆的重
要淵源、舶來原料的美味誘
惑還是佛教素食的悠久歷
史，你都能在扶霞的觀察中
讀到中餐傳統的獨有智慧，
回應時代的提問和挑戰。這

一次，她選擇站在歷史的長河裏，給中國傳統烹飪
智慧找到全球性參照和現代性詮釋。從麻婆豆腐、
東坡肉、一品鍋、醉蟹，到小籠包、刀削麵、羅宋
湯、慈母菜；從《禮記》《詩經》《本草綱目》
《隨園食單》，到晏子、屈 原、蘇軾、袁枚；扶
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筆觸、前所未有的精彩視角，
從三十道菜出發來談論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
至思想，恍若一場宴請、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夜晚的血都是黑的
作者：大衛．迪奧普
譯者：周桂音
出版：潮浪文化

出生於法國巴黎，成長於
塞內加爾的大衛．迪奧普，
是法國知名小說家與學者，
專長領域為十八世紀法國與
非洲法語文學，如今在大學
教授法國文學和藝術。本書
是他的第二部小說，在法國
出版當年即問鼎多項法國文
學獎，榮獲龔固爾高中生文
學獎。英語譯作一舉擒下當

年的國際布克獎。本書故事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
景，主人翁阿爾法與摯友一同上戰場，摯友受重傷
而懇求他殺死自己，以免遭受漫長而痛苦的死亡過
程。阿爾法無法親手取去摯友性命，最終卻將死亡
陰影變成了殘忍的殺戮。作家的文筆優美而又魔
幻，充滿詩歌的韻律，意象卻悚然而暴烈，描述了
戰爭現場的殘酷及遺留下的創傷。

往日食光
作者：鄭如晴
出版：天下文化

味道是想念的源頭。食
物記錄時光旅程，透過文字
延伸了人生的長度，回味不
為人知的片段和溫暖，並撫
慰偶爾孤寂的心靈。食物是
回憶的媒介，以味道的獨特
記憶，摺疊時光， 還原往
日的親切與多情，到達無法
挽回的時間彼岸。 文學獎
名家鄭如晴透過三十味料

理、三十個故事，交織出台灣近代社會生活的樣
貌，每篇散文都在召喚我們略微走遠的心靈，每種
料理都是生命情境與時代縮影的相互輝映。

翠林島
作者：麥可．克里斯蒂
譯者：楊沐希
出版：馬可孛羅化

2038年的潔辛妲．翠林熱
愛樹木，卻只能在地球發生
「大凋落」之後，擔任帶領
朝聖者參觀世界上僅存的森
林「翠林島」上的導遊。當
她收到一本秘密日記本時，
竟發現翠林島真的跟她的家
族有關？2008年的連恩．翠
林是一名木匠，他懂得如何
利用木頭，變化出美麗的傢

具。1974年，到處參與環保抗議活動，試圖為父親
曾經龐大而暴力的木材帝國贖罪的柳兒．翠林，首
次見到她那奇怪的叔叔艾弗烈。而在1934年，艾弗
烈獨自一人蹲在他的楓樹糖漿營裏，但當他聽到一
個被遺棄的嬰兒哭聲時，他正走入一個即將纏住他
幾十年的犯罪網……這本書講述的不只是一個家庭，
而是人與樹、與森林之間共存依附的故事，沒有正
在呼吸的木頭，人類便無所依怙。

走進圖博會主展館，「騰飛創意—香港館」的
獨特設計在一眾展台中十分惹眼，「魚」的

可愛元素隨處可見，呼應「童愛悅讀」主題。記
者現場了解到，今屆「香港館」的展位面積300
平方米，為歷來最大，匯聚了75間香港參展商，
展示多達700種兒童圖書及親子讀物。「香港
館」設六大展區，包括一直深受參觀者喜愛的
「綜合展區」、為印刷出版企業而設的「企業產
品展示和洽談區」、展示榮獲行內權威獎項作品
的「榮譽專區」，以及「創意角」、「香港插畫
專區」和「大灣區合作出版計劃作品展示區」，
多元化展現香港印刷出版界的成果。

首次增設大灣區展區
在首次增設的「大灣區合作出版計劃作品展示
區」，記者看到了多本在「大灣區合作出版計劃」
支持下香港和內地出版的繁體、簡體中文版圖書。
今次「騰飛創意」項目特挑選10套繁體及簡體中文
對應作品帶到圖博會，彰顯粵港澳大灣區跨地域合
作的經驗，展現香港融入國家文化大局的成果。
「香港館」內的環保展台也吸引了觀眾們的注
意。紙箱製作的椅子、廢舊木屑合成的展台，無
處不體現香港出版印刷業的綠色意識。記者了解
到，香港印刷業積極推動綠色印刷，廣泛應用綠
色原料（如大豆油墨、可再生樹林製成的紙
張）、節能環保的印刷設備及工藝，並對生產廢
料進行分類回收，使印刷業脫離「黑手黨」時
代，積極為綠色環保助力。
來自北京的張女士帶領孩子在香港展台閱讀了
多本圖書，她向記者表示，感覺香港的兒童讀物

非常注意抓住孩子的注意力，很貼近孩子的心
理，「希望能有更多的優秀香港讀物引入到內
地。」她亦注意到香港館的眾多環保設置，還特
別在環保紙箱製作的椅子上體驗打卡：「這種環
保紙箱椅子我還是第一次見，真的非常棒，椅子
上面不僅可以印刷豐富的內容，還可以再回收，
希望能夠在內地推廣。」

多元展現香港特色 連串活動促交流
今年「香港館」的另一個特色專區—「香港

插畫專區」以全新面貌呈現，吸引眾多觀眾駐足
品鑒。八位入選「《飛躍繪本》—香港繪本插
畫師國際書展推廣計劃」（下稱《飛躍繪本》）
的香港新晉繪本插畫師亮相，以專區形式展示他
們的插畫作品，其中就有憑《Life of a Painting》
入圍今屆「國際無字書大賽」的姜智傑。展會期
間，8位插畫師除在「香港館」內主持工作坊現
場交流繪畫、手作、木雕等創作經驗外，還將與
參展的各地出版商、編輯和作家洽談，借此開拓
內地及國際合作機會。
記者現場了解到，「騰飛創意」項目致力讓香

港文化觸及各地讀者，而設於不同大型國際書展
的「香港館」所舉辦的文化活動一直深受歡迎，
提供了讓香港業界與各地同業深入交流的平台。
今年圖博會「香港館」的文化活動增至12場，通
過展現香港文創藝術的多元特色，加深香港和內
地以至世界的聯繫。為深化香港與北京的文化交
流，主辦方精選「香港館」內的一批優秀參展書
籍，將在圖博會結束後捐贈給首都圖書館。
此外，香港聯合出版集團亦以「香港的流金歲

月」為題亮相圖博會，旗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商務印書館、大同出版傳媒等帶
來千種圖書。展區專設 「香港出品」展架，集中
展出百餘種香港題材圖書，《港島街道百年》
《從啟德至赤鱲角》記錄香港城市變遷，《何以
金庸 2：人物情節快閃榜》解構金庸武俠快意恩
仇，《溫拿50》《踏着 Beyond 的軌跡 II—專輯
篇》重溫香港流行文化黃金年代。展區還將富有
特色的香港城市街景植入現場，帶讀者穿梭香港
街頭，一同尋味香港。

第30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以下簡稱圖博會）本月

19日至23日在國家會議中心舉行，來自71個國家和地

區的1,600家展商參展，22萬種中外圖書集中亮相。全

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港澳台地區的550家展商集

中展示了近幾年出版的精品力作。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香港館也帶着「我們的香港故事」及「童愛悅讀」主

題，回歸闊別4年的圖博會，並首次增設大灣區展區，

展示跨地域合作成果，75家香港出版商帶來超700種讀

物，八位香港插畫師亦現場交流創作經驗，設計感十足

的「香港館」展區人潮湧動，體現香港出版物的巨大魅

力。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

本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焦點活動之一、第十
七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頒獎儀式亦於6月18日
在京舉行，來自12個國家的15位翻譯家、出版
家、作家獲得今年獎項，其中包括翻譯了《唐代
詩選》的埃及愛資哈爾大學中文系主任阿卜杜
勒．阿齊茲．哈姆迪，引進出版《寶林傳譯註》
的日本百年老店內山書店董事長、第三代經營者
內山籬，著有《初唐詩》的美國人文
與科學院院士宇文所安等專家學者。
「譯者永遠是作品最準確的讀
者，」德國漢學家白嘉琳在獲獎後表
示，譯者無法翻譯自己不理解的東
西，每一次翻譯都意味着要學會很多
東西。她現場感謝莫言、麥家、劉慈
欣、遲子建等多位中國作家，「莫言
了不起的歷史小說《檀香刑》為我帶
來了第一個重大的翻譯挑戰。」她表
示，中國作家們有強大的語言能力和
想像力，為她勾勒出奇妙的世界和人

物。她期待，未來在國際上，中國作家不僅僅被
視為 「中國 」作家，而且是世界文學作家，
「我將繼續努力翻譯，確保更多的德國讀者會閱
讀並欣賞到中國文學作品，因為文學是一個國家
最重要的文化使者。」
「我要感謝中國和中國人民讓世界看到了如此

美妙的詩歌和文學作品，讓我和其他人體會到了

許多生活的樂趣和喜悅。」身為《劍橋中國文學
史》主編之一，宇文所安為推動中西學術對話與
發展搭建起溝通合作的橋樑，著有《初唐詩》
《盛唐詩》《晚唐詩》《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
成》等。他表示， 中國文學是獻給世界的禮
物，雖然自己暫時無法像中國同行一樣學識淵
博，但是能夠在自身知識的局限性中發現一種

「求知」的魄力，慢慢地吸收知
識，不斷地提出問題。
據了解，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由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主辦，是中國
出版業面向海外的最高獎項，主要
表彰向海外介紹當代中國、推廣中
國出版物及相關文化產品，促進中
外文明交流互鑒等方面作出突出貢
獻的外籍及外裔中國籍翻譯家、出
版家和作家。該獎項於 2005 年設
立，已表彰63個國家的203位翻譯
家、出版家、作家。

15人獲第十七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第十七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頒獎儀式18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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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規模香港館亮相第30屆北京圖博會。

◆「騰飛創意—香港館」展區融入環保元素。

◆「騰飛創意—香港館」展台

◆觀眾參觀「騰飛創
意—香港館」展區。◆讀者流連於香港聯

合出版集團展區內。
◆聯合出版集團與青年藝術家合作打造的香港街
景，成為現場熱門打卡位。 聯合出版集團提供

◆◆一位母親帶孩子在一位母親帶孩子在「「騰飛創意—香港館騰飛創意—香港館」」展區閱讀展區閱讀。。

歷來最大香港館亮相北京圖博會

逾700種讀物展港出版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