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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鋒」袁庚銅像蛇口揭幕

「讀書日」倡閱讀風 文津獎揭曉
《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等上榜 原創作品佔十分之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昨日是「4．23世界讀書日」，在倡導全民閱

讀風氣之際，國家圖書館發佈第十二屆文津

圖書獎，揭曉答案。樓宇烈的《中國文化的

根本精神》、王澍的《造房子》、王立銘的

《吃貨的生物學修養》等10部圖書獲獎，值

得留意的是本屆原創性作品的數量和質量和

往屆比都有所提高。其中，有七部為原創作

品，三部為翻譯作品。獲獎作品從文化藝術

到工程技術，從建國方略到科學普及、天文

地理，再到保健養生，可供不同品味的讀者

選擇。

本屆文津圖書獎獲獎名單
《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樓宇烈著。

《德國天才》，【英】彼得．沃森著；張弢、孟鍾捷、王志華、王瓊
穎、王瑩、范丁梁譯。

《造房子》，王澍著。

《古樂之美》，蘇泓月著。

《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陸銘著。

《消失的微生物：濫用抗生素引發的健康危機》，【美】馬丁．布萊
澤著；傅賀譯；嚴青校。

《星空帝國 中國古代星宿揭秘》，徐剛、王燕平著。

《吃貨的生物學修養：脂肪、糖和代謝病的科學傳奇》，王立銘著。

《去野外：探索大自然之旅》，【葡】伊內斯．特謝拉．多羅薩里
奧、瑪利亞．安娜．佩謝．迪亞斯著；【葡】貝爾納多．P．卡瓦略
繪；張曉非譯。

《盤中餐》，于虹呈著。

整理：記者 江鑫嫻

滬迪士尼「玩具總動園」擬明年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市

旅遊局局長楊勁松作客2017上海「民生訪
談」時說，迪士尼樂園對上海旅遊業的帶
動效益初步顯現──導入客流，延長過夜
天數，增加旅遊消費，迪士尼帶動上海旅
遊全產業鏈的增長，實現了旅遊發展方式
的轉變和轉型升級，由單一觀光向觀光、
休閒、度假並重轉變。楊勁松又透露，上
海迪士尼樂園已啟動擴建計劃，將新增園
區「玩具總動園」，胡迪、巴斯光年將很
快在上海擁有一個新家。「玩具總動園」
是一期樂園計劃中的擴建項目，新園區預
計將於2018年向遊客開放。

至今接待逾850萬人次
相關數據顯示，在節假日上海迪士尼樂園

導入客流效應更加明顯。楊勁松說，之前每
逢春節和清明假期，上海出城比入城人流量
大，直接的影響就是上海酒店客房出租率偏
低，但2017年情況有所變化。今年春節假日

七天，上海市旅遊住宿設施平均出租率為
48.2%，同比增長8.4個百分點；清明假日三
天，上海市旅遊住宿設施平均出租率為
49.6%，同比增長3.3個百分點。
截至今年3月，上海迪士尼樂園已接待超

過850萬人次遊客，預計在今年6月開幕一
周年之際，將累計接待超過1,000萬人次遊
客。上海迪士尼開業以來的業績，超過全
球各家迪士尼開業同期業績。

慶港回歸20周年 京展覽顯雙城魅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
海報道）昨日是「4．23世界讀書
日」，當天上海又有一批各具特
色的個性化實體書店開業，與此
同時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也公佈了
《關於上海扶持實體書店發展的
實施意見》，對文化市場需求釋
放了積極信號，未來上海的多個
角落，將會湧現更多各具特色的
實體書店。據不完全統計，今年
內上海的大街小巷將開出近20家
中大體量實體書店。實體書店回
暖，讓滬上公共文化空間顯出勃
勃生機。在坊間資深出版人士看
來，這既得益於上海市政府層面
對實體書店的扶持政策，也凸顯

了上海活躍的閱讀氛圍。

當地紙本書佈局遠未飽和
有書店經營人認為，上海的實體

書店佈局無論數量還是品類都遠未
飽和，拓展空間還很大。記者觀察
發現，全國叫得響的品牌書店幾乎
都有在滬開設門店，其中西西弗上
海地區執行總監張志忠說：「西西
弗在上海的飽和量將是八至十家
店，目前空間依然很大。」光是去
年西西弗書店在上海一口氣開出四
家門店。言幾又今年在滬將佈局約
10家門店，且有別於之前四家門
店，都是中大體量的，言幾又相關
負責人說，先把上海平台搭好，才

能更好地去輻射周邊地區。
業內人士認為，時下書店已成為

深耕閱讀市場的前沿地帶。隨着細
分的文化需求湧現，一些實體書店
不再追求大而全，它們的市場定位
日趨精細與垂直。例如上海本土的
新華書店港匯廣場店，就聯手徐匯
圖書館推出「新書速借，你選我
購」服務。讀者在這家新華書店任
意挑選文學、社科或生活類書籍不
超過三本，且總價不超過100元人
民幣，就能憑藉身份證和上海市中
心圖書館讀者證在書店專櫃辦理借
閱手續。等28天借閱期滿，徐匯區
圖書館就會買下讀者歸還的書作為
新館藏。

滬出台政策 復興實體書店

■M地鐵．圖書館推出「那些年，我們共同度過」
介紹京港獨有的特色文化。 記者江鑫嫻 攝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今年內將新開近20家實體
書店。 記者張豪 攝

■國家圖書館昨日揭曉第十二屆文津圖書獎獲獎圖書，並頒獎予得獎作家。
記者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昨日，近代民主革命家廖仲愷誕辰140周
年暨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建校90周年紀念大
會在廣東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舉行，霍震寰
等粵港澳各界知名人士出席紀念會並向廖
仲愷銅像敬獻花籃。校慶期間，仲愷農業
工程學院共收到各類捐贈約1,256萬元。

在當天的座談會上，民革中央副主席李
惠東在致辭中表示，廖仲愷的一生，是為
近代中國的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
福而無私奉獻的一生。座談會後，李惠
東，全國人大代表、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
霍震寰等粵港澳各界知名人士分別向廖仲
愷銅像敬獻花籃，並致三鞠躬。

粵紀念廖仲愷誕辰14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
道）招商局集團紀念袁庚百年誕辰暨袁庚
塑像揭幕儀式昨日上午在深圳蛇口海上世
界舉行。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表示，
袁庚是百年招商局歷史上傑出的領導者和
第二次輝煌的主要締造者，更是中國改革
開放事業的重要探索者和先行者。袁庚敢
為人先的奮鬥歷程，波瀾壯闊的傳奇人
生，書寫了改革者的責任擔當和勇氣智
慧。
揭幕儀式上，禮賓儀仗隊和少先隊員代

表對塑像敬獻了花環和鮮花。一些市民也
自發地來到塑像前獻上鮮花，以表敬意和
緬懷。記者看到，袁庚塑像的基座石碑上
刻着他的生平事跡──袁庚締造了中國經
濟特區雛形，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的靈魂
人物，是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集集團
等著名企業的創始人，是百年招商局二次
輝煌的主要締造者，是中國改革開放具有
標誌性的先行者和探索者之一。

成功探索出「蛇口模式」
李建紅在揭幕儀式上表示，自上世紀70
年代末開始，袁庚先生以花甲之軀，領導
開墾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招商局蛇
口工業區，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嘗試，成
功探索出聞名遐邇的「蛇口模式」。袁庚
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崇高品質和奉獻
精神永遠映照着特區這片熱土，他的「向
前走，莫回頭」的殷殷囑託言猶在耳。

「今天，我們在這裡敬立先生塑像，面朝
大海，遠望世界。這既是一尊袁老塑像，
也是一尊精神塑像。這是對先生拓荒築基
精神的景仰，昭示我們推進改革開放的堅
定決心和意志。」李建紅說，「我們一定
要將改革、開放、創新、激情、務實的精
神永遠傳承發揚下去。」
袁庚銅像的製作者、廣州雕塑院副院長陸

增康接受採訪時表示，袁庚是一位改革開放
的先行者，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既是為實
現目標不懈奮鬥的實幹家和領袖，也是和藹
可親、平易近人的長者。考慮到這些因素，
他選擇以充滿自信的神態笑容，闊步向前的
身姿進行塑像造型，將「改革者袁庚」的形
象凝聚在這一刻，向後人永遠傳遞「向前
走，莫回頭」的時代精神。

■在招商局集團紀念袁庚百年誕辰暨袁庚
塑像揭幕儀式上，民眾紛紛以手機記錄難
忘時刻。 記者熊君慧 攝

■袁庚塑像揭幕儀式昨日在深圳蛇口海上
世界舉行，群眾在儀式上自發獻花。

記者熊君慧 攝

■「玩具總動園」預計明年向遊客開放。
圖為去年底該園區奠基儀式。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為紀念香港回歸20周年，
在「4．23世界讀書日」之際，國家
圖書館與京港地鐵公司合作的M地
鐵．圖書館推出主題活動──「那
些年，我們共同度過」。立足香港
與北京，介紹兩地獨有的特色文
化，透過在北京地鐵 4號線打造
「京港文化交流主題站」、開出
「時光專列」以及推薦優秀電子書
等形式，與乘客共享兩地人文、電
影、音樂、戲劇等，讓公眾感受雙

城魅力。
在「京港文化交流主題站」，乘

客可以看到京港兩地人文、電影、
音樂等主題海報。《霸王別姬》中
的「說的是一輩子！差一年、一個
月、一天，都不算一輩子！」等經
典對白，與乘客一起重回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

掃碼免費閱推薦書籍
活動當天，京港地鐵4號線還開

出一列「時光專列」，裝飾有香港

中銀大廈、佛香閣、《貴妃醉酒》
等畫面的列車讓乘客彷彿穿越回了
上世紀的香港和北京。另外，本期
地鐵圖書館還推薦了《香港電影夜
與霧》、《美麗香港》等10本電子
書，乘客掃描相關二維碼登陸M地
鐵．圖書館網站即可免費閱讀。
京港地鐵公司總經理邵信明表

示，希望此次「那些年，我們共同
度過」主題活動，以文化為紐帶、
以地鐵為平台，加強京港兩地的文
化交流，豐富乘客的出行體驗。

據悉，文津圖書獎設立於2004年，是在國家圖書館
的倡導下，由全國圖書館及讀者、專家、媒體共

同評選的公益性優秀圖書獎項。本屆文津圖書獎共收到
各方推薦書目1,800餘種，全國有64家圖書館擔任聯合
評審單位，八家媒體評審參與圖書推薦和初評，14位知
名學者進行終評工作。
本屆文津獎獲獎圖書包括：《中國文化的根本精
神》、《德國天才》、《造房子》、《古樂之美》、
《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消失
的微生物：濫用抗生素引發的健康危機》、《星空帝
國 中國古代星宿揭秘》、《吃貨的生物學修養：脂
肪、糖和代謝病的科學傳奇》、《去野外：探索大自然
之旅》、《盤中餐》。其中，有社科類五部，科普類三
部，少兒類兩部。

樓宇烈盼大眾重識傳統文化
今次獲獎圖書中，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樓

宇烈的《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一本追問反省之書。
在書中，樓宇烈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分析比較，
辯證評判，努力澄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誤讀，並反
思一個世紀中國文化走過的艱難歷程，深刻思考21世
紀中國文化的建構。樓宇烈在頒獎禮現場表示，中國傳
統文化的精髓包含：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尊重自然的
精神以及崇尚和諧的實踐精神。他並期待，能讓大家對
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普利茲克建築獎首位中國籍得主、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
術學院院長王澍的《造房子》則向讀者展示了中國建築重
返自然的道路，同時點燃了人們內心回歸自然的希望。另
外，《星空帝國─中國古代星宿揭秘》以古書《步天
歌》為線索，帶着讀者逐一拜訪中國古代星宿。《吃貨的
生物學修養：脂肪、糖和代謝病的科學傳奇》告訴讀者，
每個人骨子裡都是「吃貨」。人體內已形成了一套精密的
機制，能夠巧妙地吸收利用吃下去的食物。

獎名來自承德清皇家藏書閣
普及稻文化的科學圖畫書《盤中餐》，則是以世界文

化遺產地雲南省元陽梯田為背景，以中國傳統節氣為記
錄線索，讓孩子通過一粒米的生命之旅，體味中國悠久
的農耕文化。
據介紹，文津圖書獎的名字來源於著名的承德避暑山

莊文津閣，那是皇家藏書之地，《四庫全書》便是這座
皇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乾隆皇帝為其賦詩寫道：「淵
源如欲問，應自此尋津。」當年文津閣所藏的數萬卷寶
書，如今大都轉藏到現今的國家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