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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夢香港—大熊貓與香港的故事》新書發布
贈書學校 普及中華文化

香港去年喜獲中央政府贈送第三對大熊貓，並成功繁育
一對大熊貓龍鳳胎寶寶，引起全城關注。由聯合出版集團
與香港海洋公園聯合主辦，香港中華書局承辦的《「竹」
夢香港——大熊貓與香港的故事》新書發布會日前在海洋
公園威威劇場舉行，主辦方並贈書予多間中小學。
《「竹」夢香港——大熊貓與香港的故事》由中華教

育、書服家共同策劃，由海洋公園公司動物及保育主管暨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總監祝效忠，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
中心副主任、首席專家李德生，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
文化宣教處科普教育負責人、大熊貓科普老師簡從炯共同
審訂，以生動內容講述大熊貓與香港的故事，並展現香港
對大熊貓這一珍稀物種的愛護、付出與貢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蔡德昇表示，
公民教育是青少年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而大熊貓是
中華文化的美好象徵，希望學校在課堂之外能帶領學生親
身探訪海洋公園裏的大熊貓，並鼓勵學生閱讀《「竹」夢
香港》，認識大熊貓與香港的故事，感受內地與香港之間
一衣帶水、血脈相連、同根同源的深厚關係。
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傅偉中則說道：「香港是除了咱們
祖國內地之外，擁有可愛的超級流量大明星——熊貓寶

寶最多的地方，我覺得這是我們香港的福音。」他表示，
《「竹」夢香港》一書用淺顯易懂的語言，生動地向讀者
講述了大熊貓與香港之間的故事，回顧本書的出版歷程，
編著者與審訂專家功不可沒。
海洋公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嗣輝介紹道，在海洋公園居住

的六隻大熊貓已融入大家的生活，現正是公園加強保育及
教育工作的最好時機，將推出更多學生活動，加深年輕人
對大熊貓的認識。海洋公園公司動物及保育主管祝效忠則
向現場觀眾分享了有關大熊貓的有趣資訊，以及他在大熊
貓保育工作中的體會。祝
效忠表示，要成為動物護
理員，最重要的是良好的
態度和耐性，亦必須喜愛
動物、刻苦耐勞和細心，
因為照顧動物的工作繁重
且重複，包括準備食物、
清潔居所和進行動物護理
工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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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35世界未來報告書
作者：朴英淑、傑羅姆．格倫
譯者：金學民、顏崇安
出版：高寶國際

想像有一天，你在智慧
城市的新型房屋中醒來，
想眺望窗外晨光，卻看見
舊城區已被海水淹沒；你
搭乘空中計程車移動，雖
然綠色能源很普遍，但能
源依然供不應求，隨時可
能被限電；你與「AI 同
事」討論太空旅行企劃
時，人類失業和收入分配
問題仍然充滿爭議……科
技進步正在創造無限可

能，但也帶來了許多挑戰，我們該如何從中取得平
衡，打造更理想的未來？本書由全球未來發展研究智
庫「千禧年計劃」權威專家執筆，結合最新數據、趨
勢洞察與深度研究，直擊全世界必須共同面對的關鍵
領域與議題，預見正在加速到來的衝擊與機遇。

香港百貨
作者：久米美由紀
譯者：陳孟姝
出版：積木文化

這是香港人的夢
華錄，也是一首首
時代曲。作者久米
美由紀是一位居住
在香港的日本人，
既是資深攝影師，
也是一位雜貨收藏
家。《香港百貨》
介紹多達111種、
涉及衣食住行各方
面的香港雜貨，並

採訪多位繼往開來的廠商與匠人，了解他們的理念
和故事。保溫壺、便當盒、兔子燈籠、黃銅水壺、
「西瓜波」、飛碟椅、點心蒸籠、藤製行李箱、刺
繡拖鞋、白鐵信箱、翻頁鐘、紅色小豬撲滿、鹽田
梓的鹽、香港的香……典藏多彩多姿的百貨，除了
擷取一段斑駁的歷史時光，也是為了珍視尚存的工
藝與溫度，期待文化記憶的傳承。

人本建築：一位匠造者的世界建設指南
作者：托馬斯．海澤維克
譯者：托馬斯．海澤維克工作室
出版：原點出版社

2010年上海世博會英國國
家館的設計師托馬斯．海澤
維克，以「種子聖殿」一鳴
驚人。被稱為「現代達文
西」的他，以獨特的創意和
實驗性的設計聞名。本書是
海澤維克於2023年出版的最
新著作，也是他暢談自己設
計初衷與理念的建築宣言。
他用真實的城市照片，揭露
當代城市的模糊面貌；用神
經科學和認知心理學的研

究，分析建築對人類心理的影響；用具體的數字，見
證亂蓋房子的浪費與不環保。他感嘆我們的世界正在
失去人性。太多公司關心股東更勝於社會；太多政客
更關心權力，而非投票給他們的人民；而太多城市讓
人感到沒有靈魂和令人壓抑，因為它們是為商業而設
計，並非我們。我們從哪裏可以找到希望呢？

麪麪俱緣——麥文記的故事
作者：麥心睿、林君宜、李林風
出版：字字研究所

這是一家店兩代人的奮
鬥記錄，是七十年老字號
的滋味人情。據說一碗熱
騰騰的雲吞麵，是上一代
人矜貴的美食，也是香港
遊子們回家時最心心念念
的味道。從上世紀四十年
代走到今天，從官涌廟街
冷巷的肥佬雲吞麵街檔，
走到佐敦白加士街五十一
號的麥文記麵家，是香
港聞名的老字號。本書由

店主親自剖白兩代人經歷的點滴細節。以一碗雲吞
麵，透視香港這70年的時代變遷。

周星馳喜劇研究
作者：水本純、開心晴天
出版：初文出版社

本書從「半學術」角度剖
析周星馳席捲全球的「搞笑
旋風」是如何形成及醞釀
的。所謂「半學術」，指的
是理論與實踐兼具，每隻字
都具威力及說服力，但行文
卻淺白而「接地氣」。本書
從橫切面及縱切面，研究周
星 馳 的 無 厘 頭 「 搞 笑 魔
法」，其取材、角度及分
析，既大膽而又切合主題。
或許可以這樣說，就算連周

星馳本人，看到這本書也會深切領悟自己「搞笑功
力」，有一半是與生俱來的，另一半是前人或同輩的
「沉澱物」。

2009年，安陽市西高穴村的被盜東漢大墓經考古發掘，確認為魏武帝曹操的高陵。彼時的周立剛此前還未參與過曹操高陵的發掘，只是被臨時調派
參與了新聞發布會的會務工作。直到2010年四五月份，周立剛才開始參與曹操高陵
後期的田野考察與研究，一直到2012年。在這之後，周立剛短暫離開了這個研究，
於2016年回歸後，又持續做了兩年。

「被動」的田野調查 謹慎的成果發布
回憶曹操高陵後期的研究過程，周立剛的感覺是「一直處於被動狀態」。他表示，

2009年新聞發布會時只發布了一座曹操墓，但作為帝王級別的陵墓，周邊一定會有
附屬的陵園、陪葬墓、祭祀建築等，「雖然已經發現了陵園的線索，但是由於當時曹
操高陵過於受人矚目，參觀的人絡繹不絕，不具備發掘條件，考古隊只能在很遠的地
方先做了陪葬墓的研究。直到2016年，為配合高陵保護展示工程的建設，才開始對
墓葬周圍進行了全方位的發掘。」
而這次發掘工作使得陵園、陪葬墓等相關遺蹟的材料完整起來。「儘管如此，但是

在研究成果公布方面，比較謹慎，因為還有一些疑問沒有解決，怕再引起很大的輿論
爭議。」周立剛坦言，「曹操墓」三個字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熱搜詞」。直到
2021年項目結束，2022年周立剛初稿完成上交，2024年正式出版。
周立剛直言，曹操高陵是一個完整的陵域體系，其出土文物可能在視覺上缺少衝擊

力或吸引力，但是在研究價值上非常特殊。「陵園的規模沒有很大，但是它的要素很
完整。雖然一些建築具體功能尚不明確，但意義很不一般，對理解當時的喪葬禮制是
非常有幫助的。」

被曲解的曹操 被質疑的高陵
曹操高陵的考古發現深入人心，首先不是因為它的重要價值，而是因為它引起的爭

議，對考古發現來說，這是不公平的。周立剛認為，曹操高陵備受爭議的最關鍵原因
是公眾對曹操形象的曲解。「兩個『曹操』並存，史書中的曹操，文韜武略，運籌帷
幄，是一個非凡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戲劇中的曹操，陰險狡詐，兇殘多疑，
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奸臣。」
周立剛本人對曹操的認識也有一個轉變的過程，「第一次接觸這個歷史人物自然是

從小時候看《三國演義》開始的，那時候也覺得曹操就是個負面人物。直到上了大
學，再加上專業學習，才發現《三國演義》只是小說故事，真實的歷史記載在《三國
志》，而《三國志》中曹操這個歷史人物就完全不是小說描寫的那樣了。」
最令周立剛覺得有意思的點是，「史書中的曹操，不僅具有指揮千軍萬馬、運籌帷

幄的才能，同時也有飛揚的文采。這種人物在幾千年歷史上非常罕見。集這幾種才能
與一身的歷史人物，不多見。」
而關於曹操高陵的爭議之多也是「不多見」。周立剛介紹了其他學者統計的一組數

據：在2009年12月17日至2011年6月10日的361條關於曹操墓的報道中，加工其他
報紙消息而不進行任何採訪的新聞數量佔到20%，引用其他媒體的報道和不說明採訪
方式的報道總數超過52%。
書寫《魂歸鄴西：曹操高陵研究》一書，周立剛帶着大眾科普的使命而來。書中逐

一展現曾經攪動輿論的「質疑」觀點的真實情況，例如畫像石、卞后墓葬和曹操
DNA研究等問題的再分析，及曹操
高陵研究中的學術規範討論等。同時
他還通過對10名公開以學術討論的方
式表達質疑的學者文章及著作進行整
理，將質疑的觀點大體分為五類，分
別是：疑冢說、作偽說、陪葬墓說、
石虎或曹奐或曹宇說、證據不足說。
周立剛認為，隨着2010至 2016年

考古發掘的深入，高陵的陵園、陪葬
墓、祔葬墓以及晚期祭祀建築的發
現，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考古學要
素，曹操高陵的考古發現早已蓋棺定
論，「曹操高陵真假之爭」已經是過
去式，相關的討論和爭議該畫上句號
了。

「曹操高陵的爭議該結束

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研究員、曹操高陵考古項

目後期負責人周立剛日前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

說。周立剛在完成國家社科

基金項目「曹操高陵及陵園

綜合研究」後，將研究成果

編撰成《魂歸鄴西：曹操高

陵研究》一書正式出版發

行，書中有不少考古資料為

首次公布，關於各類質疑觀

點的梳理分析也是首次嘗

試。周立剛說，希望公眾能

夠重新認識曹操，並能夠更

加科學、理性和全面地了解

曹操高陵這一考古發現的全

過程以及其意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實習記者 楊玉涵

河南報道

對周立剛個人而言，曹操相
關研究已經告一段落。此前出

版的書都偏學術，周立剛想要更多去做考古
科普。目前，他正在寫的是一本完全面向青
少年的考古科普書，「這個書不是給大家介
紹中國或者世界有多少重要考古發現，而是
系統介紹考古工作的全過程、考古相關的各
種新知識、冷知識，或者趣知識。」
除了寫作和研究外，周立剛還有一個身
份——考古科普類up主，「考古小隊長」
的ID名也更廣為人知。
親歷了曹操高陵考古發現在網上引起的熱
議，「各種嘈雜聲音充斥媒體，各類人士紛
紛站出來『質疑』『反對』，引領輿論方
向，讓我們不勝其擾。真正的考古發現完全
沒人關注，大家跟看花邊新聞一樣看待中國
考古學者付出巨大辛苦的成果。」周立剛認
為必須要反擊，而且要用對手的方式去反
擊，「你用自媒體發聲造謠，我就用自媒體
去反駁。經過很多年的努力，也算是略有一
點收穫。至少現在如果有關於中國考古或者
河南考古的不實消息，我們有反駁的平台，
我們的聲音也能發出去。」
令周立剛欣慰的是，通過這些年的交流互
動，大家已經認可了他們的專業度、權威性
以及可信度。
而針對目前火爆的AI技術，在周立剛看
來，目前對考古研究沒有什麼影響。「大家
都知道，AI是靠人類訓練出來的，或者說
是用現有知識『餵』出來的。而考古學的研
究，是基於田野中發現的一手材料，通過考
古學理論方法的解讀，來發現古代社會的各
種線索並解答相關問題。無論任何研究，都
要有田野材料作為基礎，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各種陶器、銅器、石器，或者各種墓葬、房
屋等遺蹟。一個考古學問題的突破，一般不
是靠鑽故紙堆（即反覆整理思考已有研究成
果），而是靠新發現。」當然，便利肯定會
有，只是目前還沒有完全開發和運用。「比
如我們要在成千上萬的碎陶片中進行分類、
拼對，跟拼圖一樣拼對出一件或者半件陶
器，這個很費時間，也很累。如果能夠把每
一塊陶片掃描進去，利用AI技術去自動拼
對，肯定是一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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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用自媒體發聲
維護考古權威

●考古人員在河南安陽曹操高陵考古現場清理（2010年6月
12日攝）。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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