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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行》

内容概要

《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内容简介：台湾是祖国宝岛。这次，作者带着照相机深入台湾，以自己的纪
实文学作家的特殊目光观察台湾，完成了这部纪实图文作品集，形象地展现了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
同时也表现了台湾作为“美丽岛”的优美风光，使众多大陆读者能够通过作者所拍摄的一幅幅照片了
解真实的台湾。作者在回程中又访问了香港和澳门，此书也描述了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前后的巨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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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笔名：萧通、久远、叶杨、叶艇等，1940年8月30日生，浙江温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化学系。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以儿童文学、科幻、科普文学及纪实文学为主要创作内容。
曾任中国科学协会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

    11岁起发表诗作。18岁起发表科学小品。20岁出版第一部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21岁成为《十
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

    曾先后创作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普读物700多万字。

    电影《红绿灯下》(任导演)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小灵通漫游未来》获第
二届少年儿童文艺作品一等奖。《借尾巴》获全国优秀读物奖。根据叶永烈长篇科幻童话改编的6集
动画电影《哭鼻子大王》获1996年“华表奖”(即政府奖)。

    后来转向纪实文学创作。主要新著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叶永烈自选集》；此外，还有《毛泽
东的秘书们》、《陈云全传》、《叶永烈采访手记》、《星条旗下的中国人》、《我的家一半在美国
》、《一九九七逼近香港》、《商品房大战》、《何智丽风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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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96年底，我从香港回来不久，创办于1938年、有着58年历史的《星岛晚报》，也因
亏损严重而停刊。《星岛晚报》属香港星岛报业集团，有着300多名员工，每天出16版，均为彩色印刷
。香港曾有五家晚报，即《华侨晚报》《工商晚报》(《明报晚报》《星岛晚报》和《新晚报》。前三
家已在《星岛晚报》之前停刊。随着《星岛晚报》的停刊，香港只剩一家晚报——《新晚报》了。《
华侨日报》和《星岛晚报》的停刊表明，香港报业正处于惨淡经营之中。不过，报纸的发行量毕竟远
比杂志高，而且报纸有大量广告收入，总比办杂志要好一些。在香港的报纸之中，发行量最大的要算
《东方日报》，其次为《天天日报》。这两种报纸适合普通市民口味，所以发行量大。《明报》和《
星岛日报》的发行量也大，而且读者层次较高，是香港很有影响的报纸。《明报》创办于1959年5月20
日。创办人是查良镛。在内地，查良镛的知名度不算太高，可是一说起“金庸”，则家喻户晓。其实
，金庸是查良镛的笔名。把“镛”字拆开，那就成了“金庸”了。金庸以创作武侠小说著称，所以在
香港，人们也就戏呼查良镛为“查大侠”了。“查大侠”虽说以在报上连载武侠小说而名闻遐迩，但
他是一位很有眼光的评论家。《明报》的社评，很多出自“查大侠”之手。据说，“查大侠”所写的
《明报》社评，达数千篇之多。“查大侠”不仅是写作的多面手，而且擅长经营。他在创办了《明报
》之后，又先后创办了《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这月刊和周刊的办刊方针全然不同。《明报月
刊》以格调高雅为特色。虽说发行量不算太大，但是以其高品位，在知识界深有影响。《明报周刊》
则全然不同，是香港第一份娱乐性周刊，发行量甚大。另外，“查大侠”还创办了明报出版社。1993
年4月1日，69岁的查良镛宣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改任名誉主席。从此，他退
休了。这位“查大侠”来到杭州西子湖畔，潇洒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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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湖的东北面形状像太阳，西南面形状像月亮，因而得名“日月潭”。大约
是出于职业习惯，多年从事纪实文学的我，在旅行之中特别注意捕捉细节，观察民情，注重文化，关
注历史。也正因为这样，我的“行走文学”不同于通常的以介绍风景名胜为主的旅游图书。阳明山颇
有庐山之秀美，原名草山。据说，蒋介石不喜欢“草山”这名字，因为“草山”很容易令人产生“草
寇”“落草”之类联想，特别是当时蒋介石刚从大陆败退台湾，这个“草”字更加令蒋介石头疼，于
是决定改名“阳明山”。香港有不少短小的马路。旁边竖着蓝底白字标牌，写着“私家路”。难道马
路还有“公家”“私家”之分？一问才知道，“私家路”指那片土地属于私人。“私家路”坏了，由
“私家”修理。在香港，收入高的除了商界人士外，在知识分子中有律师、医师、会计师、房地产评
估师、建筑设计师这“五师”。教师排在第六位.人称“第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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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思想深度，内容也很有趣，读之不厌，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叶氏的好作品！
2、对于看不进长篇大论的朋友们，这个是入台可读读物之一~ 本书香港澳门可以忽略。
3、图片很多，港澳部分有些亲切感。
4、此书文字虽然少，但是结合图片，就好像带我们亲自去台港澳旅游了一番，很好的一本书！
5、比较老派，很多解释的都不对，比如the body shop美体小铺是个品牌却理解成了化妆品店称号。
6、今晚翻了一遍。总体不行。
7、可以看到十来年前的港澳台，但作为游记，则缺乏可读性。
8、简单图文-做准备
9、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能这书适合内地的人看吧。但是看这书的时候，也让我思考了某些问题，
还算值得花了时间。
10、台湾部分是简单的看图说话，港澳部分的文章太老，信息过时，随便看看摄取点常识就好。
11、叶永烈先生的自由行系列基本都看了，图文并茂，可以了解当地的风俗，弥补一下不能亲自去的
遗憾，不错的！
12、看看图，了解个大概~
13、真扯淡，所谓的“中国自由行”，游的却是台港澳，shit
14、有些年代了。。。双班博士好励志
15、配图是渣图 文字是流水账
16、这不是一本旅游指南攻略，是一本游记吧，作者更注意社会全景式花卷，吃住行大都包罗。很多
数据，不是一般人随便可以查询到的吧。作者的旅行方式也不是《行者》中那些穷游背包式的。台湾
有儿子媳妇，香港还有诸多友人同行。去了最好的饭店，也有家居式体验。越来越好奇作者的来头。
其实拿到这本书后，一直觉得作者名字很熟悉。看完后一搜索，妈妈咪呀，我们的偶像，《十万个为
什么》作者，小时候很喜欢看，孩子大了也给买一套。而且他还是个很严肃的传记作家，同时还有科
幻小说作品，再加上游记，全能偶像。
17、基本属于三流的游记
18、叶老师的旅游书都很好。
19、水图借 家看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24399/
20、这也能出书。。sigh
21、台湾的这部分写得不错。照片照片的解释，是大陆读者很想看到的，台湾的市民生活。
叶永烈科普作家出身，文采合思想性是谈不上的，他的长处在于信息。
用这个表准看港澳部分，真的太次。写作时代90年代，现在集结出书，感觉信息完全脱离时代，好像
是凑数来的，没啥营养。
22、在当当买的书都挺好，就这本随便一翻，胶装的地方都开了。想着退换麻烦，粘下算了。没想到
粘了不下几十页。这是2011
年5月印刷版，质量比2008年3月版差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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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所谓台港澳卷，大抵是编排顺序所致。台湾所占全书比重也是最多，其次是香港，澳门是少得可
怜。台湾部分，感觉像看图说话。香港帮澳门则都是蜻蜓点水⋯⋯虽然是今年出版的新书，但是内容
都是好几年前作者去港澳台时写的，有点老，随便翻翻即可。收获是，知道了在澳门可以直接用港币
。111008中外公家
2、台湾的这部分写得不错。照片照片的解释，是对台湾鲜少具体了解大陆读者很想看到的，台湾的
市民生活。叶永烈科普作家出身，文采和思想性是谈不上的，他的长处在于信息。用这个表准看港澳
部分，真的太次。写作时代90年代，现在集结出书，感觉信息完全脱离时代，好像是凑数来的，没啥
营养。
3、文字通俗易懂，图片众多，翻翻看看还可以。自己掏钱买来看太不值当了。作为一个传记作家，
感觉叶永烈这本书有敷衍糊弄读者的嫌疑。文章都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如果想对台湾有所了解的
话，建议看作者专门写台湾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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