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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凤凰周刊》秉承凤凰文化的独立与创造精神，坚守对公民知情权的满足和对中华文化的智慧传承，
在对精英文化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中，不断超越自己，发出了时代需要的积极的、善意的、具有建设性
的声音。
    本书是“凤凰周刊文丛”之一，全书共分七个章节，分别从时政、社科、人物传记、文学等多个角
度来反映近十年来三地思想文化的发展情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地书>>

作者简介

陈安：曾用笔名安晨。
生于江苏启东，长在上海。
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曾任中央电视台国际部编辑，《美洲华侨日报》编译，哥大东亚图书馆管理员。
现为香港《大公报》专栏作家。
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猫头鹰》、诗集《纽约匆匆》、歌曲集《遥远的怀念》，灌有歌曲CD《往事
如歌》，译著有美国长篇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反美阴谋》，编著有词典《新英汉美国小百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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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的NO.1　马英九的台湾单车之旅　“台湾70年代”的启示　台湾农业的希望在哪里？
　“凝视”台湾　故事要被说出来才存在　台湾，请听我说　告别黑夜，台湾传媒仍在寻找星
星Chapter 06　香江故事　上个世纪的香港　一个30岁香港人的8个故事　这一代香港人的成就与失误
　香港是个大商场　他们下一代香港人　中通外植　国际化皮囊，本土化视野　沙湾径看香港　香港
，中年危机　香港，不怕青春唤不回　香港三十世代，该你们了　马家辉的香港情　香港日治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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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华人移民而言，“家”是一个日渐模糊不清且充满矛盾的概念。
在过去，华侨有一个十分清楚的“家”的概念，那就是他们所出生的村庄。
那里是他们无论漂泊何处，最终都要回去，或者至少在精神上回归的地方。
然而，当代华人移民在努力维持世界不同角落多重居留的同时，却无法确定哪一个地方才是他们真正
的家。
他们就此迷失了他们对“家”的认识，生活在别处的困惑无时无刻不成为他们心中的困扰。
也正因此，对家园的寻找、对身份的认同，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故事。
“香港印尼华人”一词指那些在印度尼西亚出生和长大，20世纪50、60年代移居到中国内地，又在70
、80年代再移民到香港的那一群中国移民。
从20世纪50年代起，出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激发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大批东南亚华侨尤其
是华侨青年陆续“回”到中国。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了20年，对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70年代初期，当中国政府调整侨务政策，放宽了对归侨及其家属的出境限制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
离开中国内地，来到了香港。
目前，香港大约有30万到40万来自东南亚的华人。
其中，印度尼西亚华人占绝大多数，大约有20多万人。
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香港印尼华人对于“家”的定义，是充满矛盾的。
对他们而言，“家”分散在三个空间，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含义。
香港是“功能的家”，印度尼西亚是“情感的家”，中国是“祖先的家”。
“家”在这三个方向拉扯之下，出现了无法愈合的裂痕。
这种裂痕在香港印尼华人的内心深处，制造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自我保护的潜意识。
首先，虽然香港印尼华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并且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他们自己也承认对香港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内地和印度尼西亚。
但是，香港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居所”而已，一个他们及其家人可以生活的栖身之所。
他们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充其量是这个城市中的一个“过客”。
一位口述者在书中就曾这样说：“我们并不认为香港是我们的地方，我们至今仍有这种感觉。
毕竟我们是新移民，不是本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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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地书(最具影响力的港澳台百本大书)》：凤凰周刊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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