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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鈞珍教授，著名園林學家，中國風景園林學會顧問，曾修讀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哲學

系、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及清華大學建築系。歷任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中國建築科學院助

理研究員及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工程師等職位。退休並移居香港後，曾出任香港大學

建築系的兼職教授。 

 

2003 年初，朱教授響應香港公共圖書館的「文獻徵集行動」，將珍藏多年之書刊文獻，

慷慨贈予香港中央圖書館，圖書館特別成立「朱鈞珍文庫」特藏，以庋藏朱教授捐贈的書刊

和文獻。在其後十多年間，朱教授不斷捐贈藏書和歷年來收藏的報章及期刊，讓文庫的內容

更為豐富。作為一位資深的園林學家，朱教授收藏大量與園林綠化、建設、旅遊及環境保護

等有關的資料，而這些資料正是「朱鈞珍文庫」的主要內容。 

 

在書刊方面，朱教授捐贈的中、外文書籍超過 300 冊，內容涵蓋山水園林、綠化建築及

城市規劃等多個範疇。另有中文期刊逾 500冊，均以探討園林規劃為主。 

 

在個人著作方面，「文庫」收藏朱教授的手稿、著作文稿、剪報底稿、學術文章及期刊論

文等。以專著為例，有《香港寺觀園林景觀》和朱教授擔任主編的《中國近代園林史．上篇》

等 14本著作手稿；報刊專欄文章手稿約 40篇，以及朱教授的學習筆記、手繪地圖等手稿，

從多方面反映其學術研究及著作面貌。 

 

此外，「文庫」也收藏由朱教授親自拍攝的照片及幻燈片近 5,000張，當中包括世界各地

園林、風景植物及造景庭園等照片，這些都是朱教授多年來努力的成果。朱教授更於上世紀

八十年代在內地多個城市舉辦《香港園林》攝影展，為推廣香港園林作出貢獻。 

 

在園林綠化資料方面，「文庫」收藏由朱教授擬定的課程大綱，以及逾 2,500張園林建築

的研究咭片，分為「地區園林」、「分類園林」及「植物配置」等課題。此外，朱教授蒐集有

關園林綠化的參考資料約 7,800多份，內容包括「各國園林建築」及「綜合園林」，並仔細分

類，部分資料更是剪輯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內地報章，是讓讀者了解各地園林綠化發

展情況的重要文獻，屬不可多得的研究資料。 

 

最後，「文庫」庋藏世界各地的旅遊剪報、宣傳單張、小冊子、地圖以及明信片等，這些

資料記錄當地生活及建築風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香港中央圖書館成立「朱鈞珍文庫」及編纂《朱鈞珍文庫目錄》，藉此充實圖書館有關園

林綠化和規劃設計的館藏，也為讀者提供珍貴的參考資源。 

 

鄭學仁 

香港中央圖書館總館長 

201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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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鈞珍教授簡介 

 

1929年在長沙市出生，曾就讀長沙周南女中，1947至 1949年就讀於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哲

學系及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1951年，北京清華大學營建系與北京農業大學合辦造園組，由

汪菊淵教授負責考選。同年秋天，朱教授由園藝系二年級轉讀營建系三年級，學習建築系的

課程，成為中國首批由建築專業培養的造園學生。 

 

在兩位園林專家吳良鏞及汪菊淵的教導下，朱教授於 1953年畢業後，便留校擔任建築系助理

教授一職，爾後陸續在清華大學建築系、中國建築科學院、建工部建築科學研究院及北京市

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擔任助教、助理研究員、工程師、副研究員及教授等職位。退休移居香

港後，朱教授亦在香港大學建築系任職兼職教授。 

 

朱教授活躍於園林界，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頒發獎狀，1988年獲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

家經委頒發證書，以表揚朱教授在國家十二個重要領域技術政策研究工作的貢獻。教研之餘，

朱教授亦參與不同的學術和專業機構，如為中國風景園林學會首批會員，曾任理事、名譽理

事、學術委員及顧問等。2013年獲頒中國風景園林學會終身成就獎，並在多處城市建設及環

境保護科學研究機構從事園林科研及規劃的設計工作，參加過桂林、遵義、濟南、杭州及洛

陽等市的園林綠化規劃設計實踐。 

 

朱教授在研究著作方面取得傑出成就，曾於 1994年憑《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園林．城市

規劃》卷一書，獲第一屆國家圖書奬榮譽奬。此外，朱教授的攝影技術也同樣精湛，曾在全

國六個城市包括北京、杭州、廣州及香港等地舉辦七次《香港園林》個人影展，又在香港文

化中心舉辦《亭子藝術》個人展覽，並已被列入《中國攝影家全集》。 

 

朱教授作品內容涵蓋園林及綠化設計等領域，已出版的著作舉隅如下： 

 

園林專著： 

 《香港園林》，香港：三聯，1990。 

 《園林理水藝術》，北京：中國林業，1998。 

 《微型園林》，瀋陽：遼寧科學技術，2002。 

 《造景漫錄叢書》，瀋陽：遼寧科學技術，2002。 

 《香港寺觀園林景觀 = The temple gardens of Hong Kong》，香港：政府新聞處，2002。 

 《中國亭子藝術》，香港：和平圖書，2003。 

 《中國園林植物景觀藝術》，北京：中國建材工業，2003。 

 《園林水景設計傳承理念》，北京：中國林業，2004。 

 《兒童遊樂設施》，北京：中國建築工業，2004。 

 《養在深山人未識︰香港的世外桃源︰萬德苑》，[香港：萬德苑，2004]。 

 《園林植物景觀藝術》，北京：中國建材工業，2015。 

 Chinese landscape gardening,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2. 

 The art of Chinese pavilions,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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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或合編園林著作： 

 （主編）《居住區綠化》，北京：中國建築工業，1981。 

 （主編）《中國近代園林史．上篇》，北京：中國建築工業，2012。 

 （主編）《南潯近代園林》，北京：中國建築工業，2012。 

 （合編）《國外城市公害及其防治》，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1977。 

 （合編）《杭州園林植物配置專輯》，北京：城市建設雜誌社，1981。 

 （合編）《居住區規劃設計》，北京：中國建築工業，1985。 

 （副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園林．城市規劃》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93。 

 

翻譯專著： 

 （合譯）《綠化建設》，北京：建築工程，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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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之研究 

吳立民, 韓金科  著 

香港 : 中國佛教文化, 1998. 

 

 227 

2607 

道心. 2000 = 第 23 期 = Tao mind 

香港 : 香港道教聯合會, 2000. 

 

 237 

3300 

道風百年 : 香港道教與道觀 

[游子安  主編 ; 危丁明  採訪編撰] 

香港 : 蓬瀛仙館道教文化資料庫 : 利

文, 2002. 

 

 238 

3718 

震殤 : 921 集集大震 

聯合報編輯部  編 

台北 : 聯合報社, 民 88[1999] 

 

 354.49232 

1100 

攀緣植物 

杜乃正, 張鳳英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1984. 

 

 370 

4411 

園林中草藥植物名錄 

南湖公園  [編] 

南寧 : 南湖公園, 1973. 

 

 374.02 

6454 

廣東主要經濟樹木. 第 1 分冊 

廣東省林業廳技術室  編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不詳], 1957. 

 

 374.092 

0501 

華北習見觀賞植物. 第 1 集 

俞德浚  主編 

北京 : 科學, 1958. 

 

 375.2 

4116 

華北習見觀賞植物. 第 2 集 

俞德浚  主編 

北京 : 科學, 1962. 

 

 375.2 

4116 

濟南植物名錄 = Catalogus plantarum 

tsinanarum 

金維堅 ; 中國植物學會濟南分會  編輯 

[濟南?] : 濟南科聯, 1957. 

 

 375.212/101 

8027 

西安植物誌 

謝寅堂, 王瑪麗, 趙桂仿  主編 

西安 : 陝西科學技術, 2007. 

 

 375.215/101 

1342 

澳門苔蘚植物誌 = Bryophyte flora of 

Macao = Flora briofita de Macau 

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園林綠化部, 

深圳市仙湖植物園  編著 

澳門 : 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園林綠

化部, 2010. 

 

 375.392 

3744 

中國花卉品種分類學 

陳俊愉  主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1. 

 

✍ 375.8 

5644 

中國東北裸子植物研究資料 

竹內亮  著 ; 張俊良  譯 

北京 : 中國林業, 1958. 

 

 376.1092 

8840 

仙人掌類及多肉植物 = Cacti & succulents 

徐民生, 謝維蓀  編著 

北京 : 中國經濟, 1991. 

 

 376.11 

2872 

芍藥圖譜 

李清道, 蔣勤  編著 

北京 : 中國農業, 2004. 

 

✍ 376.11 

4033 

北京動物園史畫 

[北京] : 北京動物園管理處, [200-?] 

 

 380.9 

1022 

北京動物園誌 

北京動物園管理處  [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2. 

 

 380.92 

1022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業標準. CJJ 48-92, 公園

設計規範 

北京市園林局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93. 

 

 402 

5487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業標準. CJJ 48-92, 公園

設計規範 : 條文說明 

北京市園林局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93. 

 

 402 

5487 

飲食療法 : 合集 

胡海天, 梁劍輝  編 

[廣州] : 廣東科技, 1985. 

 

 418.91 

8803 

農業生產技術基本知識. 第 10 分冊, 果樹

栽培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農業宣傳總局  

編 

北京 : 財政經濟, 1956. 

 

 430.1 

5320 

深圳都市農業 

梁彥  主編 

深圳 : 海天, 1995. 

 

✍ 431.2092 

3440 

綠化的捷徑 : 扦插和壓條 

童一中  著 

上海 : 上海科學普及, 1957. 

 

 432.8 

0015 

植物引種馴化集刊. 第 3 集 

  中國植物學會植物引種馴化協會  編輯 

  北京 : 科學, 1983. 

 

 432.9 

4212 

怎樣採集樹種 

安徽省林業廳  編 

合肥 : 安徽人民, 1956. 

 

 432.9 

8452 

園林病蟲害防治 

趙懷謙, 詹天來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79. 

 

 433.3 

4990 

果樹病蟲害防治技術 

河北省果樹研究所  [編]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不詳, 1974?] 

 

 433.3 

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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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述要 

夏昌世  著 

廣州 : 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5. 

 

 435 

1064 

園林種植設計學. 理論篇 

李樹華  主編 

北京 : 中國農業, 2010. 

 

 435 

6424 

防污綠化植物 

江蘇省植物研究所...[等]  編著 

北京 : 科學, 1978. 

 

 435 

7322 

城市園林綠化手冊 

北京市園林局《城市園林綠化手冊》編

寫組 

北京 : 北京, 1983. 

 

 435.026 

4064 

北京園林. 歐洲園林考察專輯 

[《北京園林》編輯部  編輯] 

北京 : 《北京園林》編輯部, 2002. 

 

 435.05 

1064 

北京園林. 北京園林學會規劃設計專業赴

韓作品參展與考察專輯 

[《北京園林》編輯部  編輯] 

北京 : 《北京園林》編輯部, 2004. 

 

 435.05 

1064 

北京園林. 北京農學院 50 週年校慶園林系

專刊 

[《北京園林》編輯部  編輯] 

北京 : 《北京園林》編輯部, 2006. 

 

 435.05 

1064 

北京園林. 北京市園林學校園林教育論文

專刊 

[《北京園林》編輯部  編輯] 

北京 : 《北京園林》編輯部, 2006. 

 

 435.05 

1064 

中國園林博物館 

北京市公園管理中心, 中國園林博物館

籌建指揮部辦公室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13. 

 

 435.068 

5664 

奧運環境建設城市綠化行動對策 : 論文集 

[陳自新  主編] 

北京 : 北京園林學會 : 北京市園林局, 

[2004?] 

 

 435.07 

2314 

歲月留痕 : 朱有玠文集 

朱有玠  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10. 

 

 435.07 

2541 

情緣園林 : 我的園林人生 

吳振千  著 

上海 : 上海科學普及, 2009. 

 

✍ 435.07 

2652 

樹之歌 

[周雲庵  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2014. 

 

 435.07 

7710 

秋園居樹木閑吟 

周雲庵  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2011. 

 

 435.07 

7710 

廣東園藝博覽 

中國'99 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廣東省籌展

辨公室, 廣東省農業展覽館  [編] 

[廣東省] : 中國'99 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

廣東省籌展辨公室 : 廣東省農業展覽

館, [1999?] 

 

 435.092 

0564 

綠色的世界 

徐寧  編 

[廣州] : 廣東人民, 1973. 

 

 435.1 

2224 

綠化好處多 

上海 : 上海園林管理局 : 上海市林學

會, [1981?] 

 

 435.1 

2242 

國外園林法規的研究 

馮采芹等  編譯 

北京 : 中國科學技術, 1991. 

 

 435.1 

6264 

園林綠化好處多 

長沙市園林綠化功能展覽辦公室  編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不詳], 1977. 

 

 435.1 

6422 

園林綠化科普宣傳資料 : 合訂本 

[上海?] : 上海市林學會, 1982. 

 

 435.1 

6422 

說園 

陳從周  著 

上海 : 同濟大學出版社, 1984. 

 

 435.1 

7527 

植物園工作手冊 

俞德浚  著 ;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  

編輯 

北京 : 科學, 1955. 

 

 435.1026 

8023 

中國園林藝術概觀 

宗白華等  著 ; 江溶, 王德勝  編 

[南京?] : 江蘇人民, 1987. 

 

 435.107 

5664 

杭州植物園藥用植物名錄 

[杭州植物園  編寫] 

[杭州 : 杭州植物園, 1975. 

 

 435.1092 

4342 

栽培植物名錄 = Enumeratio plantarum 

cultarum 

[杭州植物園  編寫] 

[杭州] : 杭州植物園, 1976. 

 

 435.1092 

4342 

愛護校園樹木教育工作手冊 

[香港愛護樹木協會  主辦] 

香港 : [香港愛護樹木協會, 2006?] 

 

 435.13 

2046 

蔬菜 

伊欽恆  編著 

上海 : 新知識, 1956. 

 

 435.2 

2789 

銀杏栽培技術 

張潔  編著 

北京 : 金盾, 2004. 

 

 435.3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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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綠化 

彭兆鑾  著 

[北京] : 人民交通, [195-?] 

 

 435.3 

4232 

蘋果樹剪枝技術入門 

范永信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1957. 

 

 435.3 

4432 

用果樹綠化公路 

Д.Ф.尤希姆楚克  著 ; 樂鑄  譯 

北京 : 人民交通, 1956. 

 

 435.3 

4520 

東北實用果樹栽培 

宋香遠  編著 

[中國] :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發行), 

1950. 

 

 435.3092 

3023 

我所探訪的中外月季名家 = Rosarians that 

I interviewed 

  方成  著 

  北京 : 中國社會, 2011. 

 

 435.4 

0053 

家庭養花與環境佈置 

謝上齡, 許惠濃, 陳守亞  編著 

[廣州?] : 廣東科技, 1987. 

 

 435.4 

0422 

2008 北京奧運花卉 

北京中國風景園林規劃設計研究中心, 

北京林大林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4. 

 

 435.4 

1118 

室內盆栽花卉 

盧思聰  編著 

北京 : 金盾, 1991. 

 

 435.4 

2161 

幾種藥用花卉控制在節日盛開的資料滙編 

北京 : 北京市園林局, 1976. 

 

 435.4 

2247 

月季花 

朱秀珍, 金波  編著 

北京 : 中國農業科技, 1993. 

 

 435.4 

2521 

名花栽培訣竅 

朱秀珍  編著 

北京 : 中國旅遊, 1990. 

 

 435.4 

2521 

花卉應用與設計 = Application and desiging 

[sic] of oramantal [sic] plants 

吳滌新  著 

北京 : 中國農業, 1994. 

 

✍ 435.4 

2630 

熏風集 : 2007-2009 荷花科技文化產業文

集 

王其超, 張素梅  主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9. 

 

 435.4 

2720 

室內花卉 : 新引進的國外觀葉植物 

北京市花卉研究所  編 

北京 : 中國經濟, 1989. 

 

 435.4 

3444 

室內觀葉植物及裝飾 

戴志棠, 林方喜, 王金勛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1994. 

 

 435.4 

4349 

草地 

胡鐘華  編 

上海 : 上海科學技術, 1959. 

 

 435.4 

4400 

菊花 

北京市園林局, 北京市菊花協會  編 

北京 : 朝華, 1981. 

 

 435.4 

4400 

菊花 

[開封市菊花花會組織委員會辦公室  編] 

開封 : 開封市菊花花會組織委員會辦公

室, 1983. 

 

 435.4 

4400 

草坪管理學 

韓烈保  編著 

北京 : 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 1994. 

 

✍ 435.4 

4412 

新世紀花典 

薛聰賢, 江茹伶  編著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2. 

 

 435.4 

4417 

花卉園藝 

姚同玉等  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1. 

 

 435.4 

4464 

梅花與園林 

陳俊愉...[等]  編著 

北京 : 北京科學技術, 1988. 

 

 435.4 

4476 

草坪學及應用技術 

胡叔良, 賴明洲, 董令善  著 

台北 : 地景, 1991. 

 

✍ 435.4 

4723 

中國月季 = Rose of China 

張佐雙, 朱秀珍  主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6. 

 

 435.4 

5672 

賞花的藝術 

晴樺  著 

香港: 雅苑, 1987. 

 

 435.4 

6544 

抗污染觀賞花卉.樹木 

鄭紫云, 張清江  編著 

北京 : 中國科學技術, 1994. 

 

 435.4 

8721 

花卉學 

北京 : 北京市園林局, [1991?] 

 

 435.4037 

4470 

花卉園藝中級教程 

葉劍秋  編著 

上海 : 上海文化, 2000. 

 

 435.4037 

4482 

中國名貴花卉鑒賞與栽培 

朱秀珍...[等]  編著 

合肥 : 安徽科學技術, 1997. 

 

✍ 435.404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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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花經 

陳俊愉, 程緖珂  主編 

上海 : 上海文化, 1990. 

 

 435.4092 

5642 

中國梅花 

陳俊愉  主編 

海口 : 海南, 1996. 

 

✍ 435.4092 

5644 

公園綠化美化 

郭俊開  著 

台北 : 中國造林事業協會, 民 83[1994] 

 

 435.6 

0727 

世界名園勝境. 1, 英國, 愛爾蘭 

  施奠東  著 ; 施奠東, 劉延捷  攝影 

  杭州 : 浙江攝影, 2014. 

 

✍ 435.6 

0885 

西湖園林植物景觀藝術 

  施奠東  主編 

  杭州 : 浙江科學技術, 2015. 

 

 435.6  

1364 

江南園林假山 = Album of the gardens with 

miniature rock landscapes of the southern 

lower Yangtzer River 

  邵忠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2. 

 

 435.6 

1750 

攀緣植物造景藝術 

臧德奎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2. 

 

 435.6 

2324 

上海園林綠地佳作 : 著名設計院(所)風景

園林與景觀規劃設計經典 

上海市綠化管理局  主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3. 

 

 435.6 

2364 

鄉土景觀設計手法 : 向鄉村學習的城市環

境營造 = Rural landscape design 

[日]進士五十八, 鈴木誠, 一場博幸  

編 ; 李樹華, 楊秀娟, 董建軍  譯 

北京 : 中國林業出版社, 2008. 

 

 435.6 

2464 

花壇設計與施工 

朱秀珍  編著 

北京 : 北京科學技術, 1987. 

 

 435.6 

2521 

中國園林植物景觀藝術 

朱鈞珍  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3. 

 

✍ 435.6 

2581 

園林水景設計的傳承理念 

朱鈞珍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4. 

 

✍ 435.6 

2581 

微型園林 

朱鈞珍  編著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2. 

 

✍ 435.6 

2581 

園林植物景觀藝術 

朱鈞珍  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15. 

 

✍ 435.6 

2581 

寧靜庭園 

川口洋子  編著 ; 梁瑞清, 趙君  譯 

北京 : 北京科學技術, 2002. 

 

 435.6 

2631 

南京新園林 

南京市園林局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3. 

 

 435.6 

4006 

城市街道綠化設計 

劉少宗...[等]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1. 

 

 435.6 

4023 

水生植物造景藝術 

李尚志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0. 

 

 435.6 

4094 

古建園林工程施工技術 

中國建築業協會古建築工分會, 中國風

景園林學會園林工程分會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5. 

 

 435.6 

4164 

屋頂花園 : 設計與營造 

黃金錡  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1994. 

 

 435.6 

4488 

日本景觀設計師枡野俊明 

章俊華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2. 

 

 435.6 

4626 

中國新園林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主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1985. 

 

 435.6 

5640 

世界公園 

[弗.阿.戈羅霍夫, 勒.布.倫茨  合著 ; 酈

芷若...等  譯] 

北京 : 中國科學技術, 1992. 

 

 435.6 

6070 

園林綠化工程施工技術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園林工程分會, 中國

建築業協會古建築工分會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8. 

 

 435.6 

6422 

園林經典 : 人類的理想家園 = Classics of 

gardens : appreciation of gardens and 

gardening in Jiangnan of China 

[方佩和  主編 ; 錢怡...等  撰文] 

杭州 : 浙江人民美術, 1999. 

 

 435.6 

6425 

居住區綠化 

朱鈞珍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1. 

 

 435.6 

7272 

居家屋頂陽台綠化美化專輯 

[涂美智  編輯] 

台北 :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民 79[1990] 

 

 435.6 

7371 

嶺南園林藝術 = Art of Lingnan gardens 

陸琦  著 ; 張本慎, 李穎  譯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4. 

 

 435.6 

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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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攀緣植物來綠化建築物 

[H.A.巴濟列夫斯卡婭等  著] ; 張應麟, 

王今維  譯 

北京 : 建築工程, 1957. 

 

 435.6 

7424 

公園重點樹木花卉栽培經驗滙編. 第 1 集 

傅珊儀  主編 

[北京] : 北京市園林局, 1978. 

 

 435.6 

8626 

園林藝術及園林設計 

孫筱祥  編著 

[北京] : 北京林學院城市園林系, 1981. 

 

 435.6037 

1283 

2009 北京生態園林城市建設 

北京園林學會, 北京市園林綠化局, 北

京市公園管理中心  [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2010. 

 

 435.607 

1114 

中國近代園林史. 上篇 

朱鈞珍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12. 

 

 435.609 

5632 

上海市區綠化先進單位 1982 

[楊中儉  編輯] 

上海 : 上海市綠化委員會市區組 : 上

海市園林局綠化宣傳站, 1982. 

 

 435.6092 

2307 

滿眼風光 綠色鎮江 

[黃寶榮  主編] 

鎮江 : 鎮江市園林管理局, 2005. 

 

 435.6092 

3679 

杭州園林植物配置專輯 

[《城市建設》編輯部] 

北京 : 城市建設雜誌社, [1981?] 

 

 435.6092 

4364 

綠與美的山坡地 : 環境保育治本之道 

中華民國環境綠化協會  編 

台北 : 台灣省水土保持局 : 中華民國

環境綠化協會, [19--?] 

 

 435.7 

2782 

廣州園林 

韋國榮  主編 

廣州 : 廣東科技, 1998. 

 

 435.7092 

0364 

讓包頭擁抱森林 : 包頭城市森林建設集錦 

[王智  主編] 

包頭市, [內蒙古] : 包頭市人民政府, 

2007. 

 

 435.709253 

0215 

香港寺觀園林景觀 = The temple gardens of 

Hong Kong 

朱鈞珍  著 ; 政府新聞處刊物出版組  

編輯 

香港 : 政府新聞處, 2002. 

 

✍ 435.709391 

2581 

養在深山人未識 : 香港的世外桃源 : 萬

德苑 

[朱鈞珍  著] 

[香港 : 萬德苑, 2004?] 

 

✍ 435.709391 

2581 

山水盆景製作 

王文  編著 

[南京] : 江蘇科學技術, 1985. 

 

 435.8 

1000 

插花精品賞析 

朱秀珍, 虞佩珍  編著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1. 

 

 435.8 

2521 

中國盆景文化史 

李樹華  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5. 

 

✍ 435.8 

4044 

蘇州盆景 = Suzhou potted landscape 

蘇州園林管理局, 蘇州新華書店  編 

香港 : 大道文化, 1988. 

 

 435.8 

4386 

盆栽葡萄 

葛根  編 

上海 : 科學技術, 1983. 

 

 435.8 

4447 

青松觀盆栽 = Ching Chung bonsai 

青松觀盆栽委員會  編輯 

香港 : 青松觀, [1993] 

 

 435.8 

5448 

盆景藝術展覽選編 

傅珊儀, 柳尚華  編輯 ; 鮑載祿...[等]  

攝影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不詳, 1979?] 

 

 435.8 

8642 

園林彩色植物圖譜 

北植創業, 漢楓集團  編著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2. 

 

 436.11 

1483 

散發綠色的愛 : 台北市的行道樹 

[徐執中  總編輯] 

台北 : 台北市政府新聞處, 民 81[1992] 

 

 436.11 

4122 

園林樹木學 

陳有民  主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1990. 

 

 436.11 

6444 

園林樹木學 

北京 : 北京市園林局, [1991?] 

 

 436.11037 

6444 

莫斯科綠化地帶的森林風景 

V.D.普略興  著 ; 王九齡...[等]  譯 

北京 : 中國林業, 1957. 

 

 436.20936 

1740 

移植大樹的方法 

齊紹棠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1957. 

 

 436.254 

0029 

栽植的理論和技術 

新田伸三  著 ; 趙力正  譯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2. 

 

 436.257 

0621 

園林工程 

孟兆禎...[等]  編著 

[北京?] : 北京林學院, 1981. 

 

 441.037 

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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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居住區規劃實例. 1 

國家建委建築科學研究院城市建設研究

所  滙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79. 

 

 441.5092 

4872 

城鎮居住區規劃實例. 2 

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城市規劃設計研究所  

滙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1. 

 

 441.5092 

4872 

園林建築設計 

杜汝儉, 李恩山, 劉管平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6. 

 

 441.52 

6418 

嘉義縣番路鄉巃頭休閒農業區規劃研究報

告 

行政院農委會委託 ; 逢甲大學建築與都

市計畫研究所景觀研究室研究 

[台北] : 逢甲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研究

所景觀研究室, 民 80[1991] 

 

✍ 445 

4872 

十年科研成果和論文選編 : 1973-1982. 第

2 分冊, 檢測方法與儀器 

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  [編] 

北京 : 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 

[1982?] 

 

 445.013 

4821 

《環境保護》十年選編 

高宇聲  主編 

北京 : 環境保護雜誌社, 1984. 

 

 445.07 

1420 

北京東南郊環境污染調查及防治途徑研

究 : 報告集 : 1976-1979 

北京 : 北京東南郊環境污染調查及其防

治途徑研究協作組, 1980. 

 

 445.092 

1054 

北京東南郊環境污染調查及其防治途徑研

究 : 論文集 

[北京東南郊環境污染調查及其防治途徑

研究協作組  編輯] 

北京 : 北京東南郊環境污染調查及其防

治途徑研究協作組, 1980. 

 

 445.092 

1054 

英國市政建設的若干問題 

И.Т.依萬諾夫  著 ; 劉秋萍  譯 

北京 : 建築工程, 1958. 

 

 445.0941 

4508 

城市綠地規劃 

[日]高原榮重  著 ; 楊增志...[等]  譯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3. 

 

 445.1 

0792 

噴泉設計 

毛培琳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90. 

 

 445.1 

2041 

街坊綠化 

建築科學研究院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研

究室  [編] 

北京 : 建築工程, 1959. 

 

 445.1 

2422 

北京舊城與菊兒胡同 

吳良鏞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94. 

 

✍ 445.1 

2638 

防災避險型城市綠地規劃設計 

李樹華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10. 

 

✍ 445.1 

4044 

城市園林綠地規劃 

《城市園林綠地規劃》編寫組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2. 

 

 445.1 

4064 

城市園林綠地規劃 

同濟大學, 重慶建築工程學院, 武漢城

建學院  合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2 (1984 重印) 

 

 445.1 

4064 

城市園林綠地規劃 : 插圖 

同濟大學, 重慶建工學院, 武漢建工學

院  合編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不詳], 1980. 

 

 445.1 

4064 

居住區詳細規劃 

王仲谷, 李錫然  [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4. 

 

 445.1 

7270 

建築空間綠化手法 

輿水肇  [著] ; 賴明洲, 李叡明  譯 

台北 : 地景, 民 81[1992] 

 

 445.1 

7713 

城市建設統計指標計算方法 : 試行本 

中國 : 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城市建設

局, 1975. 

 

 445.1027 

4010 

規劃設計篇. 1 

中國城市住宅小區建設試點叢書編委會  

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94. 

 

 445.1092 

5500 

南港地區整體規劃與都市設計之研究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處  委託 ; 

皓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 

台北 :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處, 

民 82[1993] 

 

 445.109232 

4347 

城市綠化問題 : 蘇聯第二次建築師代表大

會文件集 

В.多爾幹諾夫等  報告 ; [城市建設部辦

公廳專家工作科  譯] 

北京 : 城市建設, 1956. 

 

 445.10946 

4022 

中國古代印刷史圖冊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printing in ancient China 

羅樹寶  主編 ; 陳善偉  譯 

香港 : 城市大學, 1998. 

 

 477.092 

6043 

押花藝術 

基愉  [著] 

廣州 : 嶺南美術, 1995. 

 

 479.79 

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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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為本課程中國語文科學習綱要 : 第一

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編訂 

香港 : 課程發展議會, 1995. 

 

 523.4 

6435 

目標為本課程中國語文科學習綱要 : 第二

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編訂 

香港 : 課程發展議會, 1995. 

 

 523.4 

6435 

目標為本課程中國語文科學習課業示例 :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 

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目標為本課程教

材編訂工作小組(中文)  編寫 

香港 : 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1994. 

 

 523.4 

6435 

目標為本課程中國語文科學習課業示例 :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 第 2 冊 

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目標為本課程教

材編訂工作小組(中文)  編寫 

香港 : 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1995. 

 

 523.4 

6435 

中學普通話科教學設計 

蘇潔玉, 鄭崇楷, 林建平  編寫 

香港 : 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 1993. 

 

 524.4 

4431 

清華大學 = Tsinghua University 

朱文一, 滕靜茹, 陳瑾羲  編著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0. 

 

 525.8211/101 

2501 

香港道教聯合會會屬中小學暨幼稚園聯合

畢業典禮特刊. 2000-2001 

香港 : 該會, 2001. 

 

 529.9391 

2334 

明信片清末中國 = Postcard of the Qing 

dynasty 

王迦楠, 蔡小麗  收藏 ; 陳玲, 王迦楠, 

蔡小麗  編著 

北京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 

 

 541.412 

7518 

韓國城市環境景觀. 1, 住宅 

韓國建築世界有限公司  編 ; 朱玲, 朱

新泉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4. 

 

 545.10932 

4640 

韓國城市環境景觀. 2, 公園 

韓國建築世界有限公司  編 ; 鄭志宇, 

朱玲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4. 

 

 545.10932 

4640 

韓國城市環境景觀. 3, 辦公樓.體育設施.車

站 

韓國建築世界有限公司  編 ; 唐建, 蘇

曉靜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4. 

 

 545.10932 

4640 

韓國城市環境景觀. 4, 展覽設施.教育設施.

政府大樓 

韓國建築世界有限公司  編 ; 曾琳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4. 

 

 545.10932 

4640 

韓國城市環境景觀. 5, 商業設施.機場.路

橋.廣場.標識 

韓國建築世界有限公司  編 ; 曾琳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4. 

 

 545.10932 

4640 

南潯 : 中國第一老年城 : 十年慶典 

[浙江久安公益事業有限公司  編] 

[浙江 : 浙江久安公益事業有限公司, 

2006?] 

 

 548.15092 

4300 

賣桔者言 

張五常  著 

香港 : 信報有限公司, 1990. 

 

✍ 550.7 

1119 

中國的經濟革命 

張五常  著 

香港 : 壹出版, 1993. 

 

 552.2 

1119 

公園大道 : 銷售手冊 = Park Avenue : 

user's guide 

[北京 : 美國漢斯北京富然大廈有限公

司, 199-?] 

 

 554.39092 

8643 

袖珍世界詳圖 

金擎宇  編製 

上海 : 亞光輿地學社, 民 29[1940] 

 

 609.21 

3146 

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覧. 第 1 輯, 雍正朝 

朱家溍  選編 

北京 : 紫禁城出版社, 2003. 

 

 627.061 

8373 

歐韻青島 

王超魯, 薛晨鐘, 秦嶺  攝影 ; 王占筠  

撰文 

青島 : 青島, 2005. 

 

 671.25/431 

1042 

上海的公園 

《園林》雜誌社  編 

上海 : 上海科學技術, 1989. 

 

 672.15/201 

2328 

徐匯綠化 = The greening of Xuhui district 

[上海市徐匯區建設管理局  編] 

[上海 : 上海市徐匯區建設管理局], 

1995. 

 

 672.15/201 

2722 

蘭亭 = Lanting 

紹興市文物管理處  編 

杭州 : 浙江人民美術, 1998. 

 

 672.35/215 

4000 

台灣地區之國家公園 

[內政部營建署  編] 

[台灣] : 內政部營建署 (印刷), 民

83[1994] 

 

 673.2 

2347 

七美島上的故事 

陳堯堦  主編 ; [澎湖縣七美鄉公所, 澎

湖縣立七美國民中學  合編] 

[台灣] : 永吉 (發行), 1985. 

 

 673.25/143 

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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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山風景名勝區畫冊 

[廣州白雲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局  編] 

深圳 :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2001. 

 

 673.35/101 

2127 

遵義 : 紀念遵義會議五十週年 

[遵義市新聞圖片社  編輯] 

遵義 : 中共遵義市委員會, 1985. 

 

 673.65/133 

3800 

掌看三峽 : 三峽旅游紀念冊 

  [中國? : 出版者不詳, 2006?] 

 

 682.81 

9212 

古建築遊覽指南. 1 

《建築師》  編輯部  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1. 

 

 684 

4183 

古建築遊覽指南. 2 

《建築師》  編輯部  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1. 

 

 684 

4183 

古建築遊覽指南. 3 

《建築師》  編輯部  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1. 

 

 684 

4183 

孔子遊蹤 

[陳和毅  著 ; 楊秀雲...等  攝] 

香港 : 萬里 ; [北京] : 中國畫報社, 

1987. 

 

 684 

7520 

北京的四合院與名人故居 

顧軍  編著 

北京 : 光明日報, 2004. 

 

 684.011/101 

1002 

艋舺龍山寺 

李乾朗  著 ; [牟安德  英譯 ; 久保惠

子日  譯] 

台北 : 雄獅, 民 80[1991] 

 

 684.132 

4043 

中國造園史 

陳植  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6. 

 

 684.3 

7544 

中國古典園林史 

周維權  著 

北京 : 清華大學, 1990. 

 

 684.3 

7724 

京華園林叢談 

北京市園林局史志辦公室  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1998. 

 

 684.311 

0464 

頤和園 

  北京市頤和園  編 

  北京 : 朝華, 1981. 

 

 684.311/101 

1007 

圓明園 

王威  著 

北京 : 北京, 1957. 

 

 684.311/101 

1053 

頤和園史話 

田力  [著] 

北京 : 中華書局, 1981. 

 

 684.311/101 

6040 

圓明園遺址的保護和利用 = Protection et 

Mise en Valeur du Site du Yuanming yuan 

伊夫-馬理.阿嵐(Yves-Marie Allain), 邱

治平, 珍妮娜.姬霞霓(Janine Christiany) ; 

法國華夏建築研究學會  主編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2. 

 

 684.311/101 

6663 

圓明園四十景圖咏 

中國圓明園學會  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85. 

 

 684.311/101 

6666 

陝西園林史 

周雲庵  著 

西安 : 三秦, 1997. 

 

 684.315 

7710 

廣州園林建築小品圖錄 

吳勁章  編 ; 陳敏強  繪圖 

廣州 : 科學普及, 1980. 

 

 684.333/101 

7581 

滕王閣古今圖文集成 

宗九奇  主編 

南昌 : 江西美術, 2006. 

 

✍ 684.4 

7174 

板橋林本源庭園 

李乾朗  著 

台北 : 雄獅, 民 76[1987] 

 

 684.432 

4043 

西湖 

杭州 : 浙江人民美術, 1984. 

 

 684.623 

1037 

北京十六景 

北京 : 科學普及, 1987. 

 

 690.11/101 

1040 

陽明山國家公園 

[沙謙中  編輯] 

台北 : 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

理處 (發行), [199-?] 

 

 690.32/105 

7626 

雪霸國家公園 

[吳祥堅  主編] 

台中縣東勢鎮 : 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

公園管理處, 民 83[1994] 

 

 690.32/119 

1163 

青島海濱 = Seaside scenes of Qingdao 

青島市海濱風景區管理處  編 

[北京] : 中國旅遊, 2002. 

 

 691.2/431 

5233 

杭州 

吳穎強, 來建庭  撰稿, 趙華達  翻譯 ; 

史濟烜  主編 

[中國 : 出版者不詳, 19--] 

 

 692.3/101 

2621 

古城紹興 = Shaoxing : an old city 

[吉振海  主編] 

杭州 : 西泠印社, 2004. 

 

 692.3/215 

4427 

屏東縣旅遊消費指南 = Guide book of 

Pingtong County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凱撒大飯店  編

著] 

[屏東縣恆春鎮 :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99-?] 

 

 693.2/137 

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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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之美 : 澎湖國家風景區簡介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 [19--] 

 

 693.2/143 

3338 

日本事典 

黃天  編著 

香港 : 萬里, 1993. 

 

✍ 731.9 

4410 

韓國簡介 

  漢城 : 大韓民國海外公報館, 1994. 

 

 732 

4476 

濟州島 : 濟州島観光情報 = The island of 

fantasy 

  [韓國?] : 濟州島, [199-?] 

 

 732.9 

3320 

九龍寨城話古今 

何瑞麟  著 

香港 : 當代文藝, 2001. 

 

 739.189 

2110 

濠園掠影 = Jardins e zonas verdes em 

Macau 

[Elsa Maria Martins Dias  撰稿 ; 張應

基  攝影] 

澳門 : 澳門市政廳, 1999. 

 

 739.2 

3409 

紅五星 白蓮花 

陳浩  主編 

[廣州?] : 珠江電影制片公司 ; 澳門 : 

環球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2005. 

 

 739.227 

2162 

澳門綠野遊踪 

[陳玉芬, 陳穎深, 鄧穎群  編寫] 

[澳門] : 民政總署園林綠化部, 2003. 

 

 739.29 

7514 

美國國家公園巡禮 

樂衛忠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9. 

 

 752.9 

2225 

茅庵居士誕辰 120 週年紀念 : 1883-2003 

[出版者不詳 : 出版地不詳, 2002?] 

 

 782 

2574 

沉重的一九五七 

葉永烈  著 

香港 : 明星, [19--] 

 

 782 

4431 

崢嶸歲月,俊才懋績 : 中國高校香港校友

英才譜. 第 1 集 

[韓彬  主編] 

香港 : 航力, 2005. 

 

 783.91 

2227 

西清王氏族譜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不詳], 1992. 

 

 789.2 

1317 

古蓮池碑刻萃集 

孫待林  主編 

石家庄 : 花山文藝, 1999. 

 

 794.5 

4431 

清華園風物志 

黃延復, 賈金悅  [作]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1. 

 

 797.11/101 

4412 

現代漢語 

胡裕樹  主編 

香港 : 三聯, 1992. 

 

 802 

1230 

語文與評估 : 一九九八年國際語文教育研

討會論文集 

何國祥  主編 

香港 : 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中心, 

1999. 

 

 802.03 

0070 

現代漢語 

史錫堯, 楊慶蕙  主編 ; 北京市高等教

育自學考試委員會組  編 

北京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4. 

 

 802.03 

1230 

常用字字形表 

李學銘  主編 

香港 : 香港教育學院, 1997. 

 

 802.2 

9733 

高效漢字教與學 

謝錫金  主編 

香港 : 青田教育中心, 2001. 

 

✍ 802.203 

0033 

中華新字典 

香港 : 中華書局, 1986. 

 

 802.3 

5403 

香港通用普通話常用字拼音表 

何國祥  著 

香港 : 海峰 : 香港教育學院, 1999. 

 

 802.47 

2163 

教師口語 

國家教育委員會師範教育司組  編 ; 張

銳, 萬里  主編 

北京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802.49 

4260 

教師口語訓練手冊 

國家教育委員會師範教育司組  編 ; 張

銳, 萬里  主編 

北京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802.49 

4260 

普通話科教學參考資料名錄選編 

黎歐陽汝穎  主編 

香港 : 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1999. 

 

 802.58021 

8302 

擬題語誤和語意表達 

謝錫金...[等  著] 

香港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1. 

 

✍ 802.7 

5600 

學校實用文闡釋 

岑紹基...[等  著] 

香港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2. 

 

✍ 802.79 

7437 

粵港人學習普通話讀本 

王理嘉   編著 

北京 : 語文, 1998. 

 

 802.88 

1014 

參賽普通話 : 朗誦詩文精選與指導 

朱川  主編 

銀川 : 寧夏人民, 2001. 

 

✍ 802.88 

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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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廣益 :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普通話科課

程 : 課程與教學 

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中文組 

香港 : 教育署, 1997. 

 

 802.88 

2638 

最新實用廣州話.普通話對話 800 句 

石華  編 

廣州 : 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3. 

 

 802.88 

6037 

俄華辭典 =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陳昌浩, А.Г.杜布洛夫斯基, А.В.科托夫

編著 

  莫斯科 : 國立外交與民族文辭典出版

局, 1952. 

 

 806.139 

2425 

俄華大辭典. А-О =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А-О 

  王語今...[等]  編 

  北京 : 五十年代, 1953. 

 

 806.139 

2442 

俄華大辭典. П-Я =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Я 

  王語今...[等]  編 

  北京 : 五十年代, 1953. 

 

 806.139 

2442 

俄文品詞變化表 

  何萬福, 金增蔭  合編 

  北京 : 中外, 1950. 

 

 806.17 

8060 

水鄉古鎮名園名宅 

陳志強  著 

呼和浩特 : 遠方, 2006. 

 

 848 

7541 

御製圓明園圖詠. 上卷 

  [清高宗  作 ; 鄂爾泰等  注] 

  天津 : 石印書屋, 光緒 13[1887] 

 

 851.47 

3503 

御製圓明園圖詠. 下卷 

  [清高宗  作 ; 鄂爾泰等  注] 

  天津 : 石印書屋, 光緒 13[1887] 

 

 851.47 

3503 

兆琪曲譜 

[顧兆琪  編著] 

蘇州 : 古吳軒, 2002. 

 

✍ 853.28 

3131 

燕園遺稿 

王世慈  [著]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不詳, 1946?] 

 

 856.28 

1048 

湖山品題 : 頤和園匾額楹聯解讀 

夏成鋼  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9. 

 

 856.6 

1058 

吳越古鎮名勝對聯賞析 

陳志強  著 

呼和浩特 : 遠方, 2005. 

 

 856.6 

7541 

民間笑話三百則 

申俊  編 

上海 : 上海文藝, 1985. 

 

 856.8 

5023 

雙飛錄 

王正  著 

石家庄 : 花山文藝, 2004. 

 

 857 

1010 

北京鴿哨 = Beijing pigeon whistles 

王世襄  編著 

瀋陽 : 遼寧教育, 2000. 

 

 918 

1040 

建築外環境設計 

劉永德...[等]  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96. 

 

 920 

1821 

室內空間徒手表現法 = A method about the 

sketch of interior space 

楊健  編著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3. 

 

 920.1 

4625 

江南園林圖錄. 庭院 

[潘谷西, 劉先覺  編寫, 攝影] 

南京 : 南京工學院建築系, [1979?] 

 

 920.25 

3464 

匠人營國 :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60 年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 

 

 920.32 

7896 

中國近代建築學術思想研究 =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architectural academia 

趙辰, 伍江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3. 

 

 920.7 

5632 

建築史論文集. 第 1 輯 

清華大學建築系  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83. 

 

 920.9 

1850 

建築史論文集. 第 2 輯 

清華大學建築工程系建築歷史教研組  

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建築工程系, 1979. 

 

 920.9 

1850 

建築史論文集. 第 3 輯 

清華大學建築工程系建築歷史教研組  

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建築工程系, 1979. 

 

 920.9 

1850 

建築史論文集. 第 7 輯 

清華大學建築系  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85. 

 

 920.9 

1850 

建築史論文集. 第 8 輯 

清華大學建築系  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87. 

 

 920.9 

1850 

建築史論文集. 第 9 輯 

清華大學建築系  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88. 

 

 920.9 

1850 

建築史論文集. 第 10 輯 

清華大學建築系  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88. 

 

 920.9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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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史論文集. 第 13 輯 = Treatises on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vol. 13 

張復合  主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0. 

 

 920.9 

1850 

中國古典園林分析 

彭一剛  著 

北京: 中國建築, 1986. 

 

 922 

4217 

中國建築 

中國科學院土木建築研究所, 清華大學

建築系  合編 

北京 : 文物, 1958. 

 

 922 

5618 

建築裝修與園林小品 

方咸孚  編繪 

天津 : 天津科學技術, 1982. 

 

 922.8 

0052 

河南近代建築史 

河南近代建築史編輯委員會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95. 

 

 922.9 

3432 

北京古建築 

建築工程部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及

歷史研究室  編 

北京 : 文物, 1959. 

 

 922.911/101 

1041 

圓明園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 : 插圖 

[北京] : 清華大學建築工程系, 1979. 

 

 922.911/101 

6662 

青島城市老建築 

宋連威  著 

青島 : 青島, 2005. 

 

 922.912/431 

3035 

豫園圖錄 : 參考資料 

上海 : 同濟大學建築系建築歷史教研

室, 1964. 

 

 922.921/201 

1668 

蘇州園林 

陳從周  編著 

[上海?] : 同濟大學教材科 : 同濟大學

建築系 (印刷), 1956. 

 

 922.921/301 

7527 

陽明山國家公園擎天崗草原特別景觀區解

說設施設備細部規劃報告 

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委辦 ;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造園組  

承辦 

[台北 :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造園

組], 民 79[1990] 

 

✍ 922.932/105 

7626 

黑龍江省藥物園設計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風景名城所  

編 

[北京 :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風景

名城所], 1987. 

 

 922.947 

6039 

建築與水景 

夏蘭西, 王乃弓  編繪 

天津 : 天津科學技術, 1986. 

 

 923 

1041 

國外旅館建築 

[國家建委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情報研究

所  編] 

[出版地不詳] : 國家建委建築科學研究

院建築情報研究所, [197-?] 

 

 923 

6208 

聖誕.新年裝飾藝術 

張寅山, 余煥嫦  編著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3. 

 

✍ 925 

1132 

羅布林卡 

西藏工業建築勘測設計院  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5. 

 

 927 

6442 

水景設計 

毛培琳, 李雷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1993. 

 

 929 

2041 

園林鋪地 

毛培琳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1992. 

 

 929 

2041 

園林理水藝術 

朱鈞珍  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1998. 

 

✍ 929 

2581 

兒童遊樂設施 

朱堂純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4. 

 

 929 

2592 

風景園林植物配置 

Brian Clouston  主編 ; 陳自新, 許慈安  

譯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92. 

 

 929 

2705 

大學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 

宋澤方, 周逸湖  [編著]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06. 

 

✍ 929 

3030 

世界名園百圖 

時文  編 

北京 : 中國城市, 1995. 

 

 929 

4626 

日本景觀設計系列. 1, 濱水景觀 

畫報社編輯部  編 ; 孫逸增, 孫洋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3. 

 

 929 

6564 

日本景觀設計系列. 2, 植物景觀 

畫報社編輯部  編 ; 楊紹斌, 趙芳, 徐

佳玲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3. 

 

 929 

6564 

日本景觀設計系列. 3, 標識 

畫報社編輯部  編 ; 蘇曉靜, 唐建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3. 

 

 929 

6564 

日本景觀設計系列. 4, 街道家具 

畫報社編輯部  編 ; 唐建, 高瑩, 楊坤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3. 

 

 929 

6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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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景觀設計系列. 5, 景觀設施 

畫報社編輯部  編 ; 唐建, 王瑋, 林墨

飛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3. 

 

 929 

6564 

日本景觀設計系列. 6, 地面鋪裝 

畫報社編輯部  編 ; 唐建, 蘇曉靜, 魏

穎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3. 

 

 929 

6564 

日本景觀設計系列. 7, 城市景觀 

畫報社編輯部  編 ; 付瑤...[等]  譯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3. 

 

 929 

6564 

風景環境與建築 

齊康  主編 

南京 : 東南大學出版社, 1989. 

 

 929 

7614 

一般環保公園學生競圖實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主辦 

[台灣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中華民國

景觀學會], 民 85[1996] 

 

 929.92 

1212 

南潯近代園林 

朱鈞珍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12. 

 

 929.92 

4332 

中國園林研討會 

[香港建築署  舉辦] 

香港 : 建築署, 1995. 

 

 929.92 

5664 

綠色的雲 : 劉秀晨園林文曲集 

[劉秀晨  著] 

北京 : 學苑, 2005. 

 

✍ 929.92 

7226 

雪霸國家公園 : 武陵地區細部規劃研究報

告 

內政部營建署  委託 ; 皓宇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規劃 

台北 : 皓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民

81[1992] 

 

 929.9232 

1163 

雙溪鄉觀光遊憩資源調查曁部份據點配置

計畫 : 報告書 

凌德麟  主持計劃 ; 台北縣政府  委

託 ; 國立台灣大學造園研究室  製作 

[台北?] : 國立台灣大學造園研究室, 民

78[1989] 

 

 929.9232 

2324 

大地谷森林遊樂區主要計畫 : 說明書 

凌德麟  主持計劃 ;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林務局楠濃林區管理處  委託 ; 國立台

灣大學農學院園藝研究所造園組  規劃 

[台北?] : 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園藝研究

所造園組, 民 75[1986] 

 

 929.9232 

4484 

法國皇家花園 : 勒諾特爾(Andre Le Notre)

庭園設計作品 

文森史庫利(Vincent Scully)  文 ; 珍芮

波比翁麥克勒(Jeannie Baubion-Mackler)  

攝影 

台北 : 地景, 民 83[1994] 

 

 929.942 

9257 

中國葫蘆 

王世襄  著 

上海 : 上海文化, 1998. 

 

✍ 932.9 

1040 

游刃集 : 荃猷刻紙 

袁荃猷  作 

北京 : 三聯, 2002. 

 

 933 

4048 

香港中國美術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 

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  編輯 

香港 : 香港中國美術會, 1988. 

 

✍ 940.6 

2356 

首都市花詩書畫集 

首都綠化委員會辦公室  編 

北京 : 北京, 1988. 

 

 941.6 

8404 

明高遯山竹譜 

  儷松居  摹本 

  香港 : 張應流, 1988. 

 

 945.012 

0048 

現代國畫家百人傳 

王靖憲, 令狐彪  編 

香港 : 商務, 1986. 

 

 945.98 

1003 

康壽山畫集 

[康壽山  作] 

[北京] :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2007. 

 

✍ 946.8 

0042 

朱道平畫集 = Zhu Dao Ping painting 

collection 

[朱道平  繪] 

香港 : 香港大業公司, 2003. 

 

 946.8 

2531 

丹青錄 : 魏大中建築畫選 

[魏大中  繪] ; 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  

主編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 

 

 946.8 

2645 

北京古建園林畫集 

郝永明  繪 

北京 : 城鄉建設雜誌社, [19--] 

 

 946.8 

4736 

仁山智水 : 胡理琛速寫選集 = A 

collection of sketches by Hu Lichen 

[胡理琛  著]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 

 

✍ 947.16 

4711 

鄭光中建築速寫 = Zheng Guangzhong 

architecture sketch 

[鄭光中  作]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9. 

 

✍ 947.16 

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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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水彩畫名家叢書. 傅尚媛 = 

Watercolour series of famous Asian artists. 

Fu Shangyuan 

[天津] : 天津人民美術, 1999. 

 

✍ 948.4 

2394 

老照片 : 合訂本 1 至 3 輯 

濟南 : 山東畫報, 1997. 

 

 950 

4620 

老照片…. 第 46 輯 

濟南 : 山東畫報, 1996- 

 

 950 

4620 

邊走邊舞 : 姚珠珠從藝五十年 

[舒乙  主編] 

北京 : 中國文聯, 2003. 

 

 999.13092 

4211 

   

備註 

✍ 簽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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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Christopher 

A pattern language : towns, buildings, 

constru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20.1 

ALE 

ALL about landscaping. 

San Ramon, Calif. : Ortho Books, c1988. 

 

 712.6 

ALL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Hongkong : Joint Publishing Co. ; Beijing :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1982. 

 

 722.1 

ANC 

The ANCIENT Chinese bridges = 中國古

橋. 

Beijing : Huayi Publishing House, 1993. 

 

 624.20951 

ANC 

AQUASCAPES II : water in Japanese 

landscape archiecture. 

Tokyo : Process Architecture, 1994. 

 

 714.0952 

AQU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v.3 : no.2 = 亞太語文教育學

報. 

Hong Kong : Centre for Language in 

Education,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00. 

 

 407 

ASI 

CHECKLIST of Macao bryophytes = 澳門

苔蘚植物名錄. 

Macau : Department of Gardens and Green 

Areas, Civic and Municipal Affairs Bureau 

of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09. 

 

 588.095126 

CHE 

CHINESE architecture since 1980 : 

memories and solutions of young architect. 

Beijing :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c1997. 

 

 720.951 

CHI 

CHU, Kwan-chun 

The art of Chinese pavilions.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2. 

 

 728.90951 

CHU 

EDUCATIONAL facilities in the country 

park. 

Hong Kong : Country Parks Authority, 

[1994?] 

 

 333.78 

EDU 

GREENING Shanghai = 綠化上海. 

Shanghai : Shanghai Landscaping 

Administration Bureau, [19--?] 

 

 712.5095113 

GRE 

HAWAII : a picture book to remember her 

by. 

New York : Crescent Books, c1986. 

 

 919.69 

HAW 

HISTORIC Chinese architecture. 

Beijing : Qinghua University Press :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 1985. 

 

 720.951 

HI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1986 v.2 = 語文教育學院學報. 

Hong Kong : The Institute, 1986. 

 

 407 

IN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1987 v.3 = 語文教育學院學報. 

Hong Kong : The Institute, 1987. 

 

 407 

IN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1988 v.4 = 語文教育學院學報. 

Hong Kong : The Institute, 1988. 

 

 407 

IN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1989 v.5 (Special Issue) = 語文教育學院

學報. 

Hong Kong : The Institute, 1989. 

 

 407 

IN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1991 v.8 = 語文教育學院學報. 

Hong Kong : The Institute, 1991. 

 

 407 

IN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1992 v.9 = 語文教育學院學報. 

Hong Kong : The Institute, 1992. 

 

 407 

IN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1993 v.10 = 語文教育學院學報. 

Hong Kong : The Institute, 1993. 

 

 407 

IN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1994 v.11 = 語文教育學院學報. 

Hong Kong : The Institute, 1994. 

 

 407 

INS 

INVITATION to the garden : a literary and 

photographic celebration. 

New York : Stewart, Tabori & Chang, 

1992. 

 

 808.8 

INV 

KILEY, Dan (Dan Urban) 

Dan Kiley : in his own words ; America's 

master landscape architect. 

London : Thames & Hudson, [1999] 

 

 712 

KIL 

The KYOTO : imperial palace and imperial 

villas = 京 : 御所 離宮. 

[Japan] : Sobunsha, [19--] 

 

 722.1 

KYO 

LAPIN, P. I. 

Botanical gardens of the USSR. 

Moscow : Kolos, 1984. 

 

 580.7440947 

LAP 

LEE, Sing Kong 

More than a garden city. 

Singapore : Parks & Recreation Dept.,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1992. 

 

 712.5095952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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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Hongwen 

Drawings by an architect. 

Guangzhou : 廣東科技, 1991. 

 

✍ 741.951 

LIA 

LOK, Tok, 1928- 

Lok Tok's world of horses = 駱拓馬的世

界. 

Hong Kong : Art Beatus, 1993. 

 

 759.95 

LOK 

LONGWOOD Gardens. 

Kennett Square, Pa. : Longwood Gardens, 

c1976. 

 

 712.609748 

LON 

LUO, Yitong 

World through splash ink : paintings by 

Yitong Lok = 駱奕同潑墨. 

[Ontario?] : Sum Min Loh, 1992. 

 

 759.9595 

LUO 

The MARVELLOUS spectacle of Huangshan 

= 黃山天下奇. 

Beijing : Huayi Pub. House, 1994. 

 

 951.225 

MAR 

SOUVENIR booklet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hina Folk Culture Villages = 

中國民俗文化村開幕紀念特刊. 

Hong Kong : China Travel Advertising, 

1991. 

 

 791.0680951 

SOU 

SUZHOU. 

[Beijing?] : Hua Yi, 1992. 

 

 915.113 

SUZ 

YU, Kongjian, 1963- 

The art of survival : positi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生存的藝術 : 定位當代景

觀設計學. 

Beijing :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6. 

 

 712.2 

YUK 

ZHU, Junzhen 

Chinese landscape gardening.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2. 

 

✍ 712.5 

ZHU 

   

Remarks 

✍ Autographed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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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期刊 

 

大眾花卉 (雙月刊) 

大眾花卉編輯部 編 

天津 : 大眾花卉編輯部, 

1984年第 1期 (總第 9期) (1984年) 

 

上海園林科技 

   上海園林科學研究所 編 

   [上海] : 上海園林科學研究所, 

   1981年 12月 

 

中國公園 (季刊) 

《中國公園》編輯部 編 

北京 : 《中國公園》編輯部, 

2007年第 1期 (總第 33期) (2007年 3月) - 第 2期 (總

第 34期) (2007年 6月) 

專刊 (2007年 8月) 

 

合訂本 

2000年第 1期 (總第 5期) (2000年 2月) - 2006年第 4

期 (總第 32期) (2006年 12月) 

2008年第 1期 (總第 37期) (2008年 3月) - 2008年第 4

期 (總第 40期) (2008年 12月) 

深圳公園文化節專刊 (2008年 12月) 

 

中國花卉盆景 (月刊) 

《中國花卉盆景》編輯部 編 

北京 :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 

1984年第 1期 (總第 1期) (1984年) - 1985年第 1期 (總

第 2期) (1985年) 

 

中國園林 (月刊) 

    《中國園林》編輯部 編 

北京 : 《中國園林》雜誌社,  

    1988年：學術期刊出版社, 

    1993年第 1期：中國園林編輯部, 

    1993年第 2期：中國園林期刊社, 

    2003年第 2期：《中國園林》雜誌社, 

1988, 93年 : 季刊 

2000-01年 : 雙月刊 

2003-16年 : 月刊 

 

1988年第 1期 (總第 13期) (1988年 3月) 

1988年第 4期 (總第 15期) (1988年 12月) 

2000 年第 1 期 (總第 16 卷第 67 期) (2000 年 2 月) - 

2001年第 6期 (總第 17卷第 78期) (2001年 12月) 

2003 年第 1 期 (總第 19 卷第 85 期) (2003 年 1 月) - 

2005年第 5期 (總第 21卷第 113期) (2005年 5月) 

2005 年第 7 期 (總第 21 卷第 115 期) (2005 年 7 月) - 

2009年第 12期 (總第 25卷第 168期) (2009年 12月) 

2010 年第 8 期 (總第 26 卷第 176 期) (2010 年 8 月) - 

2011年第 3期 (總第 27卷第 183期) (2011年 3月) 

2011 年第 5 期 (總第 27 卷第 185 期) (2011 年 5 月) - 

2011年第 6期 (總第 27卷第 186期) (2011年 6月) 

2011 年第 8 期 (總第 27 卷第 188 期) (2011 年 8 月) - 

2013年第 6期 (總第 29卷第 210期) (2013年 6月) 

2013 年第 8 期 (總第 29 卷第 212 期) (2013 年 8 月) - 

2015年第 9期 (總第 31卷第 237期) (2015年 9月) 

2015年第 11期 (總第 31卷第 239 期) (2015年 11月) - 

2015年第 12期 (總第 31卷第 240期) (2015年 12月) 

2015年 (第 31卷增刊) (《中國園林》創刊 30周年紀念

特刊)  

2016 年第 2 期 (總第 32 卷第 242 期) (2016 年 2 月) - 

2016年第 10期 (總第 32卷第 250期) (2016年 10月) 

    

   合訂本  

   1993年第 1-4期 (總第 33-36期) (1993年 2-11月)  

 

世界建築 (雙月刊) 

    《世界建築》編輯部 編 

北京 : 世界建築雜誌社, 

1983年第 1期 (總第 15期) (1983年 2月) - 1983年第 2

期 (總第 16期) (1983年 4月) 

1983年第 4期 (總第 18期) (1983年 8月) - 1983年第 6

期 (總第 20期) (1983年 12月) 

1984年第 2期 (總第 22期) (1984年 4月) 

1985年第 2期 (總第 28期) (1985年 4月) 

1985年第 4期 (總第 30期) (1985年 8月) 

 

北京園林 (季刊) 

《北京園林》編輯部 編 

北京 : 《北京園林》編輯部, 

1991年第 1-4期 (總第 15-18期) (1991年 3-12月) 

1996年第 1期 (總第 35期) (1996年 3月) - 2004年第 4

期 (總第 70期) (2004年 12月) 

2005年第 2期 (總第 72期) (2005年 6月) 

2005年第 4期 (總第 74期) (2005年 12月) - 2008年第

4期 (總第 86期) (2008年 12月) 

 

合訂本 

1990年第 1-4期 (總第 10-14期) (1990年 3-12月) 

1992年第 1-4期 (總第 19-22期) (1992年 3-12月) 

1993年第 1-4期 (總第 23-26期) (1993年 3-12月) 

1994年第 1-4期 (總第 27-30期) (1994年 3-12月) 

1995年第 1-4期 (總第 31-34期) (1995年 3-12月) 

 

古建園林技術 (季刊) 

《古建園林技術》期刊編輯部 編 

北京 : 《古建園林技術》期刊編輯部, 

1983 年第 1 期 (總第 1 期) (創刊號) (1983 年 12 月) - 

1985年第 2期 (總第 7期) (1985年 6月) 

 

住宅革命 

漢斯公司 PA項目銷售部 編 

北京: 漢斯公司 PA項目銷售部, 

2003年第 4期 (2003年 9月) 

 

花木盆景 (雙月刊) 

《花木盆景》編輯部 編 

武漢 : 《花木盆景》雜誌社, 

1984年第 1期 (試刊號) (1984年) 

1984年第 1期 (總第 1期) (創刊號) (1984年) - 1984年

第 3期 (總第 3期) (1984年) 

1985年第 1期 (總第 5期) (1985年) - 1985年第 2期 (總

第 6期) (1985年) 

1985年第 5期 (總第 9期) (1985年) 

1986 年第 4期 (總第 14期) (1986年) - 1986年第 5期 

(總第 15期) (1986年) 

1987年第 1期 (總第 17期)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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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匯刊 

同濟大學建築系《匯刊》編輯部 編 

上海 : 同濟大學出版社, 

1986年第 2期 (總第 42期) (1986年 3月) - 1986年第 4

期 (總第 44期) (1986年 7月) 

 

建築學報 (月刊) 

中國建築學會 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 中國建築學會, 

1982年第 12期 (總第 172期) (1982年 12月) 

1987年第 8期 (總第 228期) (1987年 8月) 

 

風景園林通訊 (月刊)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 編 

北京 :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 

1993年第 7期 (總第 19期) (1993年 7月) - 1993年第 8

期 (總第 20期) (1993年 8月) 

1994年第 1期 (總第 25期) (1994年 1月) - 1994年第 8

期 (總第 32期) (1994年 8月) 

1995 年第 1期 (總第 37期) (1995 年 1月) - 1995年第

10期 (總第 46期) (1995年 10月) 

1996年第 1期 (總第 49期) (1996年 1月) - 1996年第 8

期 (總第 56期) (1996年 8月) 

1997 年第 1期 (總第 61期) (1997 年 1月) - 1999年第

10期 (總第 94期) (1999年 10月) 

1999年第 12期 (總第 96期) (1999年 12月) - 2003年第

12期 (總第 144期) (2003年 12月) 

2005年第 1期 (總第 157期) (2005年 1月) - 2005年第

8期 (總第 164期) (2005年 8月) 

2005年第 10期 (總第 166期) (2005年 10月) - 2008年

第 9期 (總第 201期) (2008年 9月) 

 

合訂本 

    1993年 (內部試刊) - 第 12期 (總第 24期) (1993 年 1月   

    -12月) 

    1994年第 1-12期 (總第 25-36期) (1994年 1-12月) 

    1995年第 1-12期 (總第 37-48期) (1995年 1-12月) 

    1996年第 1-12期 (總第 49-60期) (1996年 1-12月) 

    2004年第 1-12期 (總第 145-156期) (2004年 1-12月) 

 

風景園林匯刊 (月刊)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信息網    編 

北京 :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信息委員會, 

1993年第 1期 (第 1卷第 1期) (1993年 1月) - 1993第 4

期(第 1卷第 4期) (1993年 7月) 

1994年第 2期 (第 2卷第 2期) (1994年 6月) 

2000年第 1期 (第 8卷第 1期) (總第 37期) (2000年 3

月) - 2000年第 2期 (第 8卷第 2期) (總第 38期) (2000

年 6月) 

 

合訂本 

    1994年 (第 2卷第 1-4期)  (1994年 6月-1995年 1月) 

    1996年 (第 4卷第 1-4期 ) (1996年 4-12月) 

    1999年 (第 7卷第 1-5期 ) (1999年 3-11月) 

    2001年 (第 9卷第 1-4期) (總第 41-44期) (2001年 3-12 

   月) 

    2002年 (第 10卷第 1-4期) (總第 45-48期) (2002年 3-12 

   月) 

 

 

 

旅行家 (月刊) 

旅行家月刊編輯委員會    編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年第 1期 (總第 1期) (創刊號) (1955年 1月) - 1959

年第 4期 (總第 52期) (1959年 4月) 

1959年第 6期 (總第 54期) (1959年 6月) - 1960年第 6

期 (總第 66期) (1960年 6月) 

 

造園 (季刊) 

郭瓊瑩、凌德麟    總編輯 

台北 : 中華民國造園學會, 

第 1期春季號 (革新) (1990年 2月) 

第 50期春季號 (2004年 3月) - 第 53期冬季號 (二十週

年紀念特刊) (2004年 12月) 

第 56期秋季號 (2005年 9月) 

 

造園學報 

王小璘    主編 

台北 : 中華民國造園學會, 

1993年第 1期 (第 1卷第 1期) (1993年 2月) 

 

森林與人類 (雙月刊) 

《森林與人類》編輯部    編 

北京 : 中國林業出版社, 

1985 年第 5期 (總第 24期) (1985年) - 1985年第 6期 

(總第 25期) (1985年) 

 

園林 (雙月刊) 

《園林》編輯部    編 

上海 : 上海園林科學研究所 : 園林雜誌社, 

1984年 (試刊) (1984年) 

1985 年第 2 期 (1985 年) - 1985 年第 4 期 (總第 5 期) 

(1985年) 

1985 年第 6期 (1985年) - 1988 年第 2期 (總第 21期) 

(1988年) 

1988年第 4期 (總第 23期) (1988年) 

1990年第 1期 (總第 32期) (1990年) 

1990 年第 3期 (總第 34期) (1990年) - 1990年第 6期 

(總第 37期) (1990年) 

1991年第 5期 (總第 42期) (1991年) 

1996年第 3期 (總第 70期) (1996年) 

 

合訂本 

2000年第 1-12期 (總第 92-103期) (2000年 1-12月)  

2001年第 1-12期 (總第 104-115期) (2001年 1-12月) 

    2002年第 1-6期 (總第 116-121期) (2002年 1-6月) 

    2002年第 7-12期 (總第 122-127期) (2002年 7-12月) 

 

園林與花卉 

《園林與花卉》編輯委員會    編 

北京 : 《園林與花卉》編輯委員會, 

1983年第 1期 (試刊) (1983年 6月) 

 

廣東園林 (雙月刊) 

《廣東園林》編輯部    編 

廣州 : 廣東園林學會《廣東園林》編輯部, 

    1984-2004年: 季刊 

    2005-07年 : 雙月刊 

 

1984年第 3期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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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第 1期 (總第 24期) (1985年 3月) - 1985年第 3

期 (總第 26期) (1985年 9月) 

1986年第 1期 (總第 28期) (1986年 4月) - 1986年第 2

期 (總第 29期) (1986年 8月) 

1987年第 1期 (總第 32期) (1987年 4月) - 1987年第 4

期 (總第 35期) (1988年 1月) 

1995年第 2期 (總第 65期) (1995年 6月) 

1997年第 1期 (總第 72期) (1997年 3月) - 1998年第 3

期 (總第 78期) (1998年 9月) 

2000年第 1期 (總第 84期) (2000年 3月) - 2003年第 2

期 (總第 97期) (2003年 6月) 

2003年第 4期 (總第 99期) (2003年 12月) - 2004年第

4期 (總第 103期) (2004年 12月) 

2005年第 2期 (總第 105期) (第 28卷) (2005年 4月) - 

2007年第 4期 (總第 119期) (第 29卷) (2007年 8月) 

2005年增刊 (廣東創園專集．汕頭篇) (2005年 6月) 

2005年增刊 (廣東創園專集．湛江篇) (2005年 6月) 

2006年增刊 (第 28卷) (2006年 8月) 

 

藝術家 (月刊) 

藝術家編委會    編 

台北 : 藝術家雜誌社, 

1987年 1月號 (第 24卷第 2期) (總第 140號) (1987年

1月) 

 

蘭花簡訊 (季刊) 

王缺    主編 

廣州 : 廣州蘭花研究會, 

第 25期 (1998年 1月) - 第 28期 (199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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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鈞珍教授著作（3.1 – 3.7） 
 

3.1 著作書籍   

   

書目  索書號 

   

微型園林 

朱鈞珍  編著 

瀋陽 : 遼寧科學技術, 2002. 

 

✍ 435.6 

2581 

中國園林植物景觀藝術 

朱鈞珍  著 

北京 : 中國建材工業, 2003. 

 

✍ 435.6 

2581 

園林水景設計傳承理念 

朱鈞珍  編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2004. 

 

✍ 435.6 

2581 

園林植物景觀藝術 

朱鈞珍  著 

北京 : 中國建材工業, 2015. 

 

✍ 435.6 

2581 

居住區綠化 

朱鈞珍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1981. 

 

 435.6 

7272 

中國近代園林史. 上篇 

朱鈞珍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12. 

 

 435.609 

5632 

香港寺觀園林景觀 = The temple gardens of Hong Kong 

朱鈞珍  著 ; 政府新聞處刊物出版組  編輯 

香港 : 政府新聞處, 2002. 

 

✍ 435.709391 

2581 

養在深山人未識 : 香港的世外桃源 : 萬德苑 

[朱鈞珍  著] 

[香港 : 萬德苑, 2004?] 

 

✍ 435.709391 

2581 

園林理水藝術 

朱鈞珍  著 

北京 : 中國林業, 1998. 

 

✍ 929 

2581 

南潯近代園林 

朱鈞珍  主編 

北京 : 中國建築工業, 2012. 

 

 929.92 

4332 

CHU, Kwan-chun 

The art of Chinese pavilions.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2. 

 

 728.90951 

CHU 

ZHU, Junzhen 

Chinese landscape gardening.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2. 

 

✍ 712.5 

ZHU 

   

備註 

✍ 簽名本 

  

   

Remarks 

✍ Autographed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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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手稿 

 

3.2.1 著作文稿及清樣 

 

一．朱鈞珍編著：《居住區綠化》（原稿，236 頁，1981 年由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包括文字、圖表、相

片及設計平面圖） 

 

二．城市建設編輯部編：《杭州園林植物配置專輯》（1981 年 11 月由北京：城市建設雜誌社出版） 

      

1. 〈杭州公園草地植物配置調查〉（1963 年，25 頁，出版後，編為〈第二章．草坪與植物配置〉的第一至第四節） 

2. 〈植物配置名詞釋義〉（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2 年 12 月 31 日，8 頁） 

3. 〈杭州公園草地植物配置圖說明詞〉（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3 年 9 月，9 頁） 

4. 〈杭州植物配置附圖說明詞〉（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3 年 9 月，31 頁） 

5. 〈杭州園林道路植物配置調查〉（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3 年，17 頁） 

6. 〈花港觀魚公園植物配置調查〉（個人手稿，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2 年 10 月至 1963 年 1 月，112 頁） 

7. 〈杭州花港觀魚植物配置階段調查報告〉（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2 年 10 月至 1963 年 4 月，87 頁） 

8. 〈杭州靈隱草坪植物配置調查報告〉（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3 年 9 月，7 頁） 

9. 〈杭州湖濱第六公園植物配置調查〉（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3 年，10 頁） 

10. 〈杭州平湖秋月植物配置調查〉（第一稿及二稿，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3 年，21 頁） 

11. 〈三潭印月改建前後情況介紹〉（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27 頁，為杭州市園林局王勝林於 1960 年代提供之材料） 

12. 〈三潭印月植物配置調查報告〉（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89 頁） 

13. 〈園林植物配置有關名詞釋義〉（第二至五章研究底稿，1964 年 1 月，8 頁） 

 

三．朱鈞珍著：《園林理水藝術》（1998 年由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出版） 

 

1. 《園林理水藝術──漫談園林動態水景》（原稿，127 頁，出版後，易名為《園林理水藝術》） 

2. 《園林理水藝術──漫談園林動態水景》（初稿，1993 年 7 月，37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前言〉、〈概述〉、〈第

一章．中國傳統園林理水〉及〈第二章．園林動態水景〉） 

3. 《園林理水藝術》目錄（一稿，2003 年，2 頁） 

 

四．朱鈞珍著：《香港園林（光碟版）》（2001 年由北京：清華大學音像出版社出版） 

 

1. 《香港園林》光碟文字稿（清華大學出版社修改稿，1997 年 4 月，45 頁） 

2. 《香港園林》光碟版照片文字說明（原稿，1997 年 4 月，124 頁，附修改手迹） 

 

五．朱鈞珍著：《香港寺觀園林景觀 = The temple gardens of Hong Kong》（2002 年由香港：政府新聞處出版） 

 

1. 《香港寺觀園林景觀》（手稿，部分為複印本，225 頁，附修改手迹） 

2. 《香港寺觀園林景觀》（出版底稿，173 頁。附政府新聞處致朱教授信函 1 頁） 

3. 《香港寺觀園林景觀》縮寫本（手稿，2002 年，18 頁） 

 

六．朱鈞珍編著：《造景漫錄叢書：微型園林》（原稿，121 頁，2002 年由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1. 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著作權人代表登記表（1 頁） 

2. 作者簡介及自序（複印稿，4 頁） 

3. 出版社編輯簽收（1 頁） 

 

七．朱鈞珍著：《中國園林植物景觀藝術》（原稿，684 頁，2003 年由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包括文字、

扉頁、版權頁、插圖，附修改手迹） 

 

1. 《園林植物景觀藝術》詳細提綱（第二十五稿，1998 年 8 月 18 日，22 頁） 

2. 中國園林發展簡表（第二稿，1994 年 3 月 11 日，1 頁，出版後，編入〈第一章．中國傳統園林的植物景觀〉） 

3. 《園林植物景觀藝術》第八、第十章（原稿，26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第八章．大自然的植物景觀〉。附書

稿檔案文件袋） 

 

八．朱鈞珍編著：《中國亭子藝術》（2003 年由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1. 《中國亭子文化》（手稿，132 頁，出版後，易名為《中國亭子藝術》） 

2. 外文出版社圖書出版合同（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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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亭子文化》篇幅統計（2002 年 7 月 10 日，2 頁） 

 

九．朱鈞珍著：《養在深山人未識：香港的世外桃源︰萬德苑》（2004 年由香港：萬德苑出版） 

 

1. 《養在深閨人未識：香港的世外桃源︰萬德苑》（手稿，30 頁，出版後，易名為《養在深山人未識：香港的世

外桃源︰萬德苑》） 

2. 《養在深山人未識：香港的世外桃源︰萬德苑》（手稿複印本，46 頁，附修改手迹） 

 

十．朱鈞珍著：《園林水景設計傳承理念》（2004 年由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出版） 

 

1. 《中國古代園林理水的特色》（一稿，2003 年 4 月，106 頁，附修改手迹，出版後，易名為《園林水景設計傳

承理念》） 

2. 〈中國古代園林理水藝術──尋找園林理水的根〉（手稿，部分為複印本，2002 年 10 月 25 日，128 頁，附修

改手迹，出版後，易名為《園林水景設計傳承理念》） 

3. 〈唯有源頭活水來──再論園林理水藝術〉篇幅統計（三稿，2003 年 8 月 8 日，1 頁） 

 

十一．朱堂純[朱鈞珍]編著：《兒童遊樂設施》（2004 年由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 

 

1. 〈兒童遊樂場地的布置〉（手稿，31 頁，包括樂園平面設計圖、圖片複本及圖片目錄，附修改手迹，出版後，

部分編為《兒童遊樂設施》） 

 

十二．朱鈞珍主編：《中國近代園林史．上篇》（2012 年由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 

 

1. 〈《中國近代園林史工作計劃（大綱）〉（22 頁） 

2. 〈《中國近代園林史》第一次編委會會議紀要〉（4 頁） 

3. 〈《中國近代園林史》編寫大綱〉（第一稿，2004 年 10 月 31 日，4 頁） 

4. 〈《中國近代園林史》編寫大綱〉（第四稿，2005 年 9 月 1 日，6 頁） 

5. 〈《中國近代園林史》編寫大綱及總目〉（重擬稿，2007 年 3 月 8 日，12 頁） 

6. 〈《中國近代園林史》大綱〉（第四稿，5 頁） 

7. 〈《中國近代園林史．上篇》大綱〉（第六稿，9 頁） 

8. 〈《中國近代園林史．上篇》大綱〉（第七稿，5 頁） 

9. 〈《中國近代園林史．上篇》大綱〉（第十稿，2009 年 4 月 13 日，9 頁） 

10. 〈《中國近代園林史》總目錄〉（第十一稿，2010 年 3 月，30 頁） 

11. 〈《中國近代園林史．上篇》目錄〉（11 頁） 

12. 〈《中國近代園林史》總目錄〉（9 頁） 

13. 〔〈朱有玠題詞〉〕（複印本，出版後，編為〈題詞二（朱有玠）〉） 

14. 〔〈程緒珂題詞〉〕（複印本，出版後，編為〈題詞三（程緒珂）〉） 

15. 〈編委會初選名單及作者名單〉（4 頁） 

16. 〈《中國近代園林史》編委會名單〉（2 頁） 

17. 〈凡例〉（2 頁） 

18. 〈撰寫三個實例的說明〉（27 頁） 

19. 〔理水方面〕（4 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0. 〈緒言〉（初稿，2009 年 4 月 22 日，29 頁） 

21. 〈前言〉（2010 年 12 月 9 日，5 頁，出版後，編為〈緒言〉及〈致謝〉） 

22. 〈前言〉（26 頁） 

23. 〈代前言〉（16 頁） 

24. 〈中國近代園林志略〉（第一稿，2004 年 7 月 8 日，12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第一章．中國近代園林概況〉） 

25. 〔〈翻開中國的近代史〉〕（7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第一章．中國近代園林概況〉的第二節：〈中國近代園

林發展的歷史背景〉） 

26. 〈第一章．中國近代園林概況〉（第二稿，2005 年，49 頁） 

27. 〈第一章．中國近代園林概況〉（第三稿，2009 年 12 月，57 頁） 

28. 〈三、西園雅集〉（10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第二章．中國近代園林的特色與風格〉的第二節：〈二、文人

園林〉） 

29. 〈陵園〉（3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第二章．中國近代園林的特色與風格〉的第四節：〈近代紀念性園林〉） 

30. 〈近代殖民地墳場〉（1 頁，出版後，易名為〈第二章．中國近代園林的特色與風格〉的第四節：〈五、近代

涉外墳墓〉） 

31. 〈四、近代園林的風格〉（4 頁） 

32. 〈第四節．近代公園的風格與特色〉（6 頁） 

33. 〈六、近代城市園林風格〉（2 頁） 

34. 〈第二章．中國近代園林特色與風格〉（5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上篇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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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二章．中國近代園林的特色與風格〉（4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上篇目錄〉） 

36. 〈第二章．中國近代園林的特色與風格〉（2009 年 12 月，159 頁，部分屬電腦打字稿） 

37. 〈第三章．中國近代城市公園〉（2009 年 11 月，135 頁，部分屬電腦打字稿） 

38. 〈八、朱劍凡與周南女塾園林──校園的美育培養與文化〉（18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第四章．中國近代

的學校園林〉的第六節：〈三、湖南長沙周南女中〉） 

39. 〔〈城南公園的興建〉〕（2010 年 3 月，2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第六章．中國近代人物的園林理念與實踐〉） 

40. 〈近代最早關注園林建設的大臣──林則徐（1785-1850）〉（3 頁，出版後，編為〈第六章．中國近代人物的

園林理念與實踐〉部分內容） 

41. 〈陳嘉庚的住宅衛生與校園建設理念〉（23 頁，出版後，編為〈第六章．中國近代人物的園林理念與實踐〉

的第六節：〈陳嘉庚的住宅衛生與校園環境理念〉） 

42. 〈第六章．中國近代園林人物的園林理念與實踐〉（2008 年 12 月，232 頁，部分屬電腦打字稿） 

43. 〈第六章．中國近代人的造園思想〉（29 頁，摘要複印本，附修改手迹） 

44. 〈第六章．中國近代園林人物的園林理念與實踐〉（2009 年 12 月，63 頁，排版第二稿，附修改手迹） 

45. 〔〈歷史是凝固〉〕（1 頁，出版後，部分編為〈第七章．尾聲：近代歷史題材的挖掘、保護與發展〉） 

46. 〈感謝之一：由單位出面協助者〉（7 頁） 

47. 〈致謝〉（5 頁） 

48. 〔〈書稿結語〉〕（2009 年，2 頁） 

49. 《中國近代園林史》（上）勘誤表（1 頁） 

 

十三．朱鈞珍：《中國近代園林史──上海篇》 

 

1. 《中國園林近代史──上海篇》（徵求意見稿，2005 年 4 月 5 日，114 頁） 

2. 《中國近代園林史──上海篇》（送審稿，2005 年 10 月，173 頁，附修改手迹） 

 

十四．CHU Kwan-chun, “Art of Plants Disposition in Chinese Garde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中國園林植

物配置藝術》） 

 

1. 《中國園林植物配置藝術》（手稿複印本，共 2 份，附修改手迹）  

2. 〈圖片說明〉（手稿複印本，23 頁） 

3. 〈設計平面圖〉（複印本，51 頁） 

 

 

3.2.2 剪報底稿 

 

1. 陸亦鳴〔朱鈞珍〕：〈豐富多彩的香港園林水態〉（1988 年 2 月，1 頁，1988 年 6 月 17 日於香港《文匯報》以〈千

姿百態的噴泉〉為題在「華采版」發表） 

2. 朱鈞珍：〈楠溪江風景區（上）──自然景觀〉（1988 年 4 月，1 頁，與下篇合併，1989 年 1 月 18 日於香港《文

匯報》「華采版」發表） 

3. 朱鈞珍：〈楠溪江風景區（下）──人文景觀〉，1988 年 4 月，1 頁，經整理後，1989 年 4 月 3 日於香港《新晚

報》以〈未被污染的楠溪江──浙江省田園風景區〉為題在「旅遊版」發表） 

4. 朱鈞珍：〈京華何處覓竹林──記北京紫竹院公園〉（1988 年 4 月 14 日，1 頁，1988 年 7 月 1 日於香港《文匯

報》「華采版」發表） 

5. 朱鈞珍：〈我和攝影〉（1988 年 4 月 26 日，5 頁，附作者簡況，1988 年於《大眾攝影》第 9 期發表） 

6. 朱鈞珍：〈酒店之一──闕里賓舍〉（1988 年 5 月，1 頁，1989 年 6 月 12 日於香港《新晚報》「旅遊版」發表） 

7. 朱鈞珍：〈舜耕山莊〉（1988 年 5 月，1 頁，1989 年 6 月 19 日於香港《新晚報》「旅遊版」發表） 

8. 朱鈞珍：〈《薊門煙樹》──燕京八景之一〉（1988 年 6 月，1 頁，1988 年 8 月 4 日於香港《新晚報》「旅遊版」

發表） 

9. 朱鈞珍：〈廣州「漢城」〉（1988 年 7 月 12 日，1 頁，1990 年於香港《旅遊雜誌》發表） 

10. 朱鈞珍：〈古亭集錦之一〉（1988 年 8 月 4 日，1 頁，1988 年 11 月 10 日於香港《新晚報》「旅遊版」發表） 

11. 朱鈞珍：〈一個有名而冷落的旅遊點︰──蘇三監獄〉（1988 年 12 月 6 日，複印本，4 頁，1989 年 1 月 16 日於

香港《新晚報》以〈明代監獄──被冷落的著名旅遊點〉為題發表） 

12. 朱鈞珍：〈改朝換代的「見證者」──煦園〉（1989 年 1 月 20 日，複印本，1 頁） 

13. 朱鈞珍：〈明代城牆〉（1989 年 1 月 20 日，複印本，1 頁） 

14. 朱鈞珍：〈懸空而建的橋樓殿〉（1989 年 1 月 20 日，複印本，2 頁，1989 年 1 月 30 日於香港《新晚報》以〈懸

空而建的橋樓殿──河北蒼岩山峽谷千年古蹟〉為題在「旅遊版」發表） 

15. 朱鈞珍：〈蘭亭，何其抑似乃爾？！〉（1989 年 6 月 30 日，2 頁） 

16. 朱鈞珍：〈我是怎樣寫《香港園林》的？〉（1989 年 12 月 25 日，複印本，4 頁） 

17. 朱鈞珍：〈一座貼水而建的園林──蘇州市同里鎮的退思園〉（1990 年 1 月 2 日，複印本，4 頁） 

18. 朱鈞珍：〈尋訪俞樾故居──蘇州曲園〉（1990 年 1 月 3 日，複印本，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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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朱鈞珍：〈「八音齊奏」的無錫名園──記寄暢園的「八音澗」〉（1990 年 1 月 28 日，1 頁，1990 年 2 月 12 日於

香港《新晚報》「旅遊版」發表） 

20. 陸亦鳴〔朱鈞珍〕：〈綠色的呼喊〉（1990 年 4 月 20 日，11 頁） 

21. 朱鈞珍：〈法門寺因劇聞名──陝西寶雞古迹談〉（1991 年 1 月 31 日，3 頁） 

22. 朱鈞珍：〈五丈原上的諸葛亮廟〉（1991 年 2 月 25 日，3 頁） 

23. 朱鈞珍：〈遊三蘇祠〉（1994 年 4 月 30 日，2 頁） 

24. 易名〔朱鈞珍〕：〈「觀後記」的觀後〉（2000 年 1 月 11 日，複印本，1 頁） 

25. 易名〔朱鈞珍〕：〈讀《情繫故土》有感〉（2000 年 6 月 6 日，3 頁） 

26. 朱鈞珍：〈賀國慶 想園林〉（2009 年 9 月，5 頁） 

27. 朱鈞珍：〔〈插花作品的照片說明〉〕（1 頁，手稿無題，本館代擬） 

28. 朱鈞珍：〈至聖先師的故里──山東曲阜的孔廟、孔府和孔林〉（複印本，6 頁） 

29. 朱鈞珍：〈香港園林的新秀──沙田中央公園掠影〉（複印本，2 頁） 

30. 朱鈞珍：〈朝陽山莊〉（一稿，1 頁） 

31. 朱鈞珍：〈一座大觀園式的花園──北京恭王府花園〉（複印本，4 頁，附照片說明，1989 年 5 月 2 日於香港《文

匯報》「旅遊版」發表） 

32. 朱鈞珍：〈我所喜愛的酒店──舜耕山莊〉（1 頁） 

33. 朱鈞珍：〈我所喜愛的酒店──闕里賓舍〉（1 頁） 

34. 朱鈞珍：〈塔在神州〉（複印本，3 頁，附圖片說明，1989 年 9 月 18 日於香港《新晚報》以〈中國的歷史名塔〉

為題發表） 

35. 朱鈞珍：〈一處具有殖民遺風的旅遊點──古大槐樹處〉（複印本，4 頁，1989 年 11 月 20 日於香港《文匯報》

「旅遊版」發表） 

36. 朱鈞珍：〈太平橋──紹興石橋的五千分之一〉（複印本，2 頁，1989 年 11 月 20 日於香港《新晚報》「旅遊版」

發表） 

37. 朱鈞珍：〈青藤畫派發源地──紹興青藤書屋〉（複印本，3 頁） 

38. 朱鈞珍：〈晉祠四絕〉（複印本，3 頁） 

39. 朱鈞珍：〈遊台灣龍溪花園〉（3 頁，1993 年 8 月 11 日投稿於香港《新晚報》） 

40. 朱鈞珍：〈好像到了歐洲──訪台灣亞哥花園〉（4 頁） 

41. 朱鈞珍：〈暢遊北京世界公園〉（1 頁，1994 年 4 月 11 日於香港《新晚報》發表） 

42. 朱鈞珍：〈杭州西湖中的（一葉）綠舟──阮公墩〉（複印本，4 頁） 

43. 易名〔朱鈞珍〕：〈台灣一座仿古的《文人園林》──南園〉（4 頁，1996 年 9 月 19 日投稿於香港《星島晚報》） 

44. 朱鈞珍：〈一代祠宗──李清照紀念園〉（複印本，6 頁，1997 年 11 月 2 日於香港《大公報》以〈山東建成清

照園〉為題發表） 

45. 王純堂〔朱鈞珍〕：〈崑劇改革之我見──從上海崑劇團演出新版《牡丹亭》談起〉（13 頁，文稿分簡本及完本，

2000 年 2 月 25 日分別於投稿香港《大公報》及《上海戲劇》） 

46. 朱鈞珍：〈亮晶晶的近代南潯〉（5 頁） 

 

 

3.2.3 筆記 

 

1. 蘇聯城市規劃專家阿謝普科夫（Е. Ащепков）講課筆記（1952 年 12 月-1953 年 6 月）（電腦打字稿，40 頁） 

2. 隨波蘭城市規劃專家薩倫巴教授學習筆記（1957-1984）（附照片、整理稿（294 頁）、電腦打字稿（121 頁）） 

3. 清華大學營建系一九五二年暑期江南園林實習筆記（2012 年夏秋整理，106 頁） 

 

 

3.2.4 繪畫集 

 

1. 朱鈞珍：《園林繪畫練習集》（手稿複印本，1952-1963 年，54 頁） 

2. 朱鈞珍：《國畫臨摹集》（手稿複印本，1963 年，32 頁） 

 

 

3.3 編譯作品 

 

1. 朱鈞珍編譯：《上世紀外國城市園林綠化編譯文集（1949—1977）》（修改稿，2013 年 5 月，270 頁，附修改手

迹） 

2. 朱鈞珍編譯：《上世紀外國城市園林綠化編譯文集（1949—1977）》（複印本，2013 年 5 月，270 頁） 

3. 朱鈞珍編譯：《廿世紀外國城市園林綠化編譯文集（1949—1977）》（電腦打字稿，2013 年 5 月，2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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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術文章／期刊論文 

 

1. 朱鈞珍：〈城市公園綠地與防震──北京市公園綠地防震作用的調查〉，《環境保護》，1976 年第 5 期，頁 30、

35-36。 

2. 朱鈞珍、馮采芹、劉耘、何綠萍：〈樹木、綠地淨化二氧化硫和抗性問題的研究〉，載《十年科研成果和論文選

編 1973—1982》第一分冊〈污染防治〉，北京：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1976 年 11 月，頁 40-44。 

3. 朱鈞珍：〈關於城市園林綠地定額指標的初步看法〉，《城市規劃》，1978 年第 2 期，頁 25-29。 

4. 朱鈞珍、馮采芹、劉耘、何綠萍：〈城市綠地的防塵效應〉，載《十年科研成果和論文選編 1973—1982》第三分

冊〈環境綜合分析與管理〉，北京：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1978 年 4 月，頁 33-36。 

5. 朱鈞珍：〈住宅區綠化〉，《環境保護》，1978 年第 5 期。 

6. 朱鈞珍：〈「杭州園林植物配置」研究工作正在抓緊進行〉，《園藝學報》，1980 年第 7 卷第 3 期，頁 22。（複印

本） 

7. 松蓮〔朱鈞珍〕：〈對於居住小區每人一平米公共綠地的淺見〉，《北京園林》，1982 年第 1 期，頁 52-53。 

8. 朱鈞珍：〈城市實現普遍綠化是我國基本政策〉，《城市建設技術論証會》，1984 年 1 月，頁 506-507。 

9. 朱鈞珍：〈中國建築學會 1983 年春節學術座談會發言摘要〉，《建築學報》，1983 年第 3 期。（附複印本） 

10. 朱鈞珍：〈園藝景觀的構圖方法──關於園林中樹木的栽植密度問題〉，《園林科技情報》，1983 年 6 月，第 8

期，頁 14-19。 

11. 朱鈞珍：〈從城市普遍綠化談起〉，《中國園林》，1985 年第 1 期，頁 7-9。 

12. 朱鈞珍：〈居住庭院綠化〉，《住宅科技》，1985 年第 9 期，頁 28-29。 

13. 朱鈞珍：〈現代插花藝術──1988 年香港花展掠影〉，1988 年，頁 5。 

14. 朱晚霞〔朱鈞珍〕：〈百亭之園──陶然亭〉，《旅行雜誌》，1988 年 6 月。 

15. 朱鈞珍：〈《旅行雜誌》封面〉，《旅行雜誌》，1988 年 6 月。 

16. 朱鈞珍：〈1988 年香港花展掠影〉，《園林》，1988 年第 7 期。 

17. 朱晚霞〔朱鈞珍〕：〈澳門大三巴與砲台山〉，《旅行雜誌》，1988 年 8 月。 

18. 朱鈞珍：〈我和攝影〉，《大眾攝影》，1988 年第 9 期，頁 88-89。（複印本。附〈《我和攝影》徵文比賽評選揭曉〉，

《人民攝影》，1988 年 11 月 24 日） 

19. 朱鈞珍：〈香港園林新秀 沙田中央公園掠影〉，《旅行雜誌》，1988 年第 11 期。 

20. 朱晚霞〔朱鈞珍〕：〈澳門紀念性園林〉，《旅行雜誌》，1988 年 12 月。 

21. 朱鈞珍：〈澳門園林概況〉，《北京園林》，1989 年第 2 期，頁 38-40。 

22. 朱鈞珍：〈京華何處大觀園？〉，《旅行雜誌》，1989 年 3 月，第 3 期。 

23. 朱鈞珍：〈澳門的公園和花園〉，《北京園林》，1989 年第 4 期，頁 37-38。 

24. 朱鈞珍：〈一座真正的宋城──開封〉，《龍之淵》，1989 年第 16 期，頁 42-45。 

25. 朱鈞珍：〈閱讀十法〉，《愛書一族》，1990 年。（未刊稿） 

26. 朱鈞珍：〈廣州的仿古建築：漢城〉，《旅行雜誌》，1990 年。 

27. 朱鈞珍：〈澳門的：紀念性園林．庭園．寺廟〉，《北京園林》，1990 年第 1 期，頁 29-30。 

28. 朱鈞珍：〈香港的平台花園〉，《園林》，1990 年第 2 期。（複印本） 

29. 朱鈞珍：〈紹興沈園〉，《旅行雜誌》，1990 年 4 月。 

30. 朱鈞珍：〈香港影壇的一顆新星──記閩籍攝影家黃啟櫸〉，《岐山訊》，1990 年 6 月 1 日。 

31. 朱鈞珍：〈記香港攝影家黃啟櫸先生〉，《大眾攝影》，1990 年第 7 期，頁 13。 

32. 朱鈞珍：〈今日開封〉，《旅行雜誌》，1990 年第 8 期。 

33. 朱鈞珍：〈香港影壇新星黃啟櫸〉，香港《文學報》，1990 年 11 月。 

34. 晴樺〔朱鈞珍〕：〈遊蓮花莊〉，《中國園林》，第 9 卷，1993 年第 2 期，頁 48-49。（複印本） 

35. 朱鈞珍：〈園中園──中國園林的精髓〉，《造園》，1994 年 6 月，頁 18-22。（複印本） 

36. 朱鈞珍：〈香港寨城公園〉，《前進論壇》，1997 年 6 月，頁 30。（複印本） 

37. 朱鈞珍：〈草坪的景觀作用與設計〉，《中國園林花卉信息》，1997 年第 12 期，頁 8-9。（附複印本） 

38. 朱鈞珍：〈弘揚中國園林藝術──在 1998 年（深圳）廣東園林學工作會議上發言〉，《廣東園林》，1999 年第 1

期，頁 16。（複印本） 

39. 王堂純〔朱鈞珍〕：〈從新版《牡丹亭》談昆劇改革〉，《上海戲劇》，2000 年，頁 11-13。（複印本） 

40. 朱鈞珍：〈論中國園林植物景觀風格的形成〉，《造園》，2001 年 6 月，第 39 期，頁 27-32。（抽印本） 

41. 朱鈞珍：〈寶蓮寺──花果滿寺，蘭桂飄香〉，《香港佛教》，2002 年 2 月號，頁 36-38。（複印本） 

42. 朱鈞珍：〈紀念汪菊淵先生逝世 10 周年〉，《中國園林》，2006 年 3 月，頁 6-8。（複印本） 

43. 朱鈞珍：〈邊陲古園 文化瑰寶〉，《中國公園》，2007 年 8 月號，頁 4。（複印本） 

44. 朱鈞珍：〈城市園林綠化的幾個問題〉，《中國技術政策》，日期不詳，頁 351-354。 

45. 朱鈞珍：〈《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學．城市規劃．園林學》卷 「園林」分支編纂通訊〉，《園林通訊》，日期不

詳。 

46. 陸華〔朱鈞珍〕：〈略談居住區綠化中的兩個問題〉，出處及日期不詳，頁 28-29。 

47. 朱鈞珍：〈北京塔院居住小區──綠化設計實例介紹〉，出處及日期不詳，頁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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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剪報 

 

1. 袁玲〔朱鈞珍〕：〈園亭小議〉，《園林與名勝》，1985 年 6 月。（複印本） 

2. 陸亦鳴〔朱鈞珍〕：〈從「百亭園」所想到的〉，北京《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24 日。 

3. 陸亦鳴〔朱鈞珍〕：〈誠懇負責勤接待 新移民讚某機構〉，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8 日。 

4. 晴樺〔朱鈞珍〕：〈和睦共處〉，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1 日。 

5. 朱晚霞〔朱鈞珍〕：〈翠綠叢中的餐廳〉，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23 日。 

6. 朱鈞珍：〈千姿百態的噴泉〉，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17 日。 

7. 朱曉霞〔朱鈞珍〕：〈北京紫竹院公園〉，香港《文匯報》，1988 年 7 月 1 日。 

8. 朱鈞珍：〈薊門煙樹──燕京八景之一〉，香港《新晚報》，1988 年 8 月 4 日。 

9. 朱晚霞〔朱鈞珍〕：〈沙田園林新舊一爐〉，香港《文匯報》，1988 年 8 月 10 日。 

10. 朱鈞珍：〈旋轉人生〉，香港《文匯報》，1988 年 8 月 10 日。（複印本，另刊《攝影世界》，1988 年 12 月） 

11. 朱鈞珍：〈亭在神州〉，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0 月 5 日。 

12. 朱鈞珍：〈明代古亭〉，香港《新晚報》，1988 年 11 月 17 日。（複印本） 

13. 朱鈞珍：〈明代監獄 被冷落的著名旅遊點〉，香港《新晚報》，1989 年 1 月 16 日。（複印本） 

14. 朱鈞珍：〈楠溪江的古代村落〉，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 月 18 日。 

15. 朱鈞珍：〈懸空而建的橋樓殿──河北蒼岩山峽谷千年古蹟〉，香港《新晚報》，1989 年 1 月 30 日。（複印本） 

16. 朱鈞珍：〈澳門螺絲公園〉，香港《新晚報》，1989 年 2 月 13 日。 

17. 朱鈞珍：〈融合大自然風景民居式酒店 雁蕩山朝陽山莊〉，香港《新晚報》，1989 年 3 月 27 日。 

18. 朱鈞珍：〈未被污染的楠溪江──浙江省田園風景區〉，香港《新晚報》，1989 年 4 月 3 日。 

19. 朱鈞珍：〈北京恭王府花園〉，香港《文匯報》，1989 年 5 月 2 日。 

20. 朱鈞珍：〈南京煦園〉，香港《新晚報》，1989 年 5 月 22 日。 

21. 朱鈞珍：〈明代城牆〉，香港《新晚報》，1989 年 5 月 29 日。 

22. 朱鈞珍：〈山東曲阜添「新景」──仿古酒店闕里賓館〉，香港《新晚報》，1989 年 6 月 12 日。 

23. 朱鈞珍：〈濟南泉城「舜耕山莊」〉，香港《新晚報》，1989 年 6 月 19 日。 

24. 朱鈞珍：〈蘭亭，何其相似乃爾？！──記兩處蘭亭勝蹟〉，香港《文匯報》，1989 年 7 月 19 日。 

25. 朱鈞珍：〈中國第一個公園無錫城中公園〉，新加坡《聯合早報》，1989 年 9 月。（複印本） 

26. 朱鈞珍：〈中國第一個公園無錫城中公園〉，香港《新晚報》，1989 年 9 月 4 日。 

27. 朱鈞珍：〈中國的歷史名塔〉，香港《新晚報》，1989 年 9 月 18 日。 

28. 朱鈞珍：〈一處具有殖民遺風的旅遊點──古大槐樹處〉，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1 月 20 日。 

29. 朱鈞珍：〈垂虹波影添美景──紹興石橋五千座〉，香港《新晚報》，1989 年 11 月 20 日。 

30. 朱鈞珍：〈中國宋代四大書院之一──嵩陽書院〉，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1 月 27 日。 

31. 陸亦鳴〔朱鈞珍〕：〈田園文學與綠色的呼喊──聽《香港山水田園文學》座談會後的聯想〉，香港《文匯報》，

1989 年 12 月 6 日。（附〈文學月會：「香港的山水田園文學」〉，《市政新聞》，1989 年 11 月） 

32. 朱鈞珍：〈南宋傳奇之地──紹興沈園〉，香港《新晚報》，1989 年 12 月 18 日。 

33. 朱鈞珍：〈青藤畫派發源地──紹興青藤書屋〉，香港《新晚報》，1990 年 1 月 8 日。 

34. 朱鈞珍：〈俞樾故居──蘇州曲園〉，香港《新晚報》，1990 年 1 月 15 日。 

35. 朱鈞珍：〈「八音齊奏」寄暢園──遊無錫名園「八音澗」〉，香港《新晚報》，1990 年 2 月 12 日。 

36. 朱鈞珍：〈蘇州「貼水園」──遊同里鎮退思園〉，香港《新晚報》，1990 年 4 月 16 日。 

37. 亦鳴〔朱鈞珍〕：〈綠的芳香〉，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 日。 

38. 易名〔朱鈞珍〕：〈綠色藝術〉，香港《明報》，1990 年 6 月 22 日。 

39. 晴樺〔朱鈞珍〕：〈《巨夏擎天》是怎樣拍出來的？〉，福建《福州晚報》，1991 年 10 月 21 日。 

40. 易名〔朱鈞珍〕：〈法門寺因劇聞名──陝西寶雞古跡談〉，香港《新晚報》，1992 年 1 月 6 日。 

41. 朱鈞珍：〈秋〉，《森林與人類》，1992 年第 5 期。 

42. 易名〔朱鈞珍〕：〈碧螺塔──北戴河的標誌〉，香港《新晚報》，1992 年 8 月 17 日。 

43. 易名〔朱鈞珍〕：〈太原晉祠「四絕」〉，香港《新晚報》，1992 年 9 月 7 日。 

44. 諸軍〔朱鈞珍〕：〈中國的「文字長征」〉，香港《新晚報》，1993 年 2 月 15 日。 

45. 易名〔朱鈞珍〕：〈台灣鬧市中的田園──遊台北龍溪花園〉，香港《新晚報》，1993 年 8 月 30 日。（複印本） 

46. 易名〔朱鈞珍〕：〈澳門的「江南名園」──盧廉若花園〉，香港《新晚報》，1993 年 9 月 6 日。 

47. 朱鈞珍：〈恍似到了歐洲──遊台中亞哥公園〉，香港《新晚報》，1993 年 11 月 1 日。（複印本） 

48. 易名〔朱鈞珍〕：〈板橋林家花園妙趣〉，香港《新晚報》，1994 年 3 月 21 日。（複印本） 

49. 朱鈞珍：〈暢遊北京世界公園〉，香港《新晚報》，1994 年 4 月 11 日。 

50. 易名〔朱鈞珍〕：〈西湖中的小島──杭州被忽略的名勝阮公墩〉，香港《新晚報》，1994 年 4 月 25 日。 

51. 易名〔朱鈞珍〕：〈四川眉山三蘇祠〉，香港《新晚報》，1994 年 7 月 18 日。（複印本） 

52. 陸亦鳴〔朱鈞珍〕：〈港大應成為英語大學嗎？〉，香港《明報》，1995 年 9 月 18 日。 

53. 陸亦鳴〔朱鈞珍〕：〈從香港電影之死想到的〉，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9 日。（複印本） 

54. 易名〔朱鈞珍〕：〈北京《中華民族園》與深圳民俗文化村各具特色〉，香港《新晚報》，1995 年 11 月 20 日。 

55. 易名〔朱鈞珍〕：〈具江南傳統園林風格集春夏秋冬四季景觀──九龍寨城公園建成開幕〉，香港《新晚報》，1995

年 12 月 25 日。 

56. 易名〔朱鈞珍〕：〈古戰場內抒懷古之情 五丈原上訪諸葛亮廟〉，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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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易名〔朱鈞珍〕：〈中國民俗式迪士尼──新加坡虎豹別墅〉，香港《新晚報》，1996 年 2 月 22 日。 

58. 陸亦鳴〔朱鈞珍〕：〈灰暗的春節〉，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29 日。 

59. 童新〔朱鈞珍〕：〈冷酷的高官表白〉，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6 日。（複印本） 

60. 易名〔朱鈞珍〕：〈蘭亭風采與情趣──浙江紹興文物勝地遊〉，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1 日。 

61. 易名〔朱鈞珍〕：〈三潭印月難得清靜〉，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8 日。 

62. 易名〔朱鈞珍〕：〈蘇州古城盤門四景〉，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15 日。 

63. 易名〔朱鈞珍〕：〈武陵桃源話溈山〉，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 

64. 亦鳴〔朱鈞珍〕：〈清雅退思園彰顯大自然〉，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5 月 20 日。（複印本） 

65. 易名〔朱鈞珍〕：〈「千年學府」嶽麓書院〉，香港《新晚報》，1996 年 6 月 10 日。（複印本） 

66. 易名〔朱鈞珍〕：〈遊北京月壇公園看月文化〉，香港《新晚報》，1996 年 9 月 16 日。 

67. 朱鈞珍：〈中國園林中的月文化〉，《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1996 年 10 月。 

68. 易名〔朱鈞珍〕：〈抗日標誌「缺角亭」──遊上海嘉定古猗園〉，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0 月 14 日。 

69. 陸華〔朱鈞珍〕：〈台北南園媲美自然勝景〉，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0 月 17 日。 

70. 易名〔朱鈞珍〕：〈不是蘇堤勝似蘇堤──踏尋北京頤和園幽趣〉，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0 月 21 日。 

71. 易名〔朱鈞珍〕：〈香山紅葉不是楓〉，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11 日。 

72. 易名〔朱鈞珍〕：〈千年古剎園林三絕──遊北京紅螺寺〉，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18 日。 

73. 易名〔朱鈞珍〕：〈河北壩上草原風光〉，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 

74. 王亦剛〔朱鈞珍〕：〈買股票損手該怎麼辦〉，《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2 月 1 日。（複印本） 

75. 易名〔朱鈞珍〕：〈天下東湖知多少〉，香港《新晚報》，1997 年 7 月 7 日。（複印本） 

76. 易名〔朱鈞珍〕：〈樹屋田莊〉，香港《新晚報》，1997 年 7 月 21 日。（複印本） 

77. 易名〔朱鈞珍〕：〈山東建成清照園〉，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1 月 2 日。 

78. 朱鈞珍：〈園林質量和文化內涵是關鍵〉，廣州《廣東建設報》，1998 年 11 月 28 日。（附複印本） 

79. 朱鈞珍：〈國父紀念館〉，《文學報》，1999 年 12 月。 

80. 易名〔朱鈞珍〕：〈讀《情繫故土》有感〉，《文學報》，2000 年第 1 期。（複印本） 

81. 易名〔朱鈞珍〕：〈讀《情繫故土》有感〉，《僑報》，2000 年 1 月 15 日。 

82. 易名〔朱鈞珍〕：〈「觀後記」的觀後〉，香港《大公報》，2000 年 1 月 18 日。（複印本） 

83. 易名〔朱鈞珍〕：〈沁園春賀新版《牡丹亭》在港演出〉，《新民晚報》，2000 年 2 月 9 日。（複印本） 

84. 王堂純〔朱鈞珍〕：〈崑劇改革之我見〉，香港《大公報》，2000 年 3 月 12 日。 

85. 朱鈞珍：〈滿江紅．千禧年期望〉，《嶺南詩歌報》，2000 年 7 月。（複印本） 

86. 朱鈞珍：〈從園林看香港十年〉，香港《大公報》，2007 年 8 月 2 日。（複印本） 

87. 朱鈞珍：〈亮晶晶的南潯〉，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88. Zhu Junzhen, “Traci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Pavilions,” Hong Kong, China Tourism, February 1994, pp. 72-75.  

 

 

3.6 園林設計 

 

3.6.1 香廬 

 

1. 設計總說明（手稿，1 頁） 

2. 園林設計（1）立意（手稿，1 頁） 

3. 園林設計（2）樹種、配置及建築小品（手稿，1 頁） 

4. 香花植物開花期（手稿，1 頁） 

5. 樹種表（手稿，1 頁） 

6. 夜景（手稿，1 頁） 

7. 寄月園設計（手稿複印本，1 頁，附修改手迹） 

8. 〔香廬園林設計及植物配置圖則〕（手稿，21 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 〔香廬園林設計圖則〕（複印本，1987 年，1 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0. 3A-3C, Area & Furniture Code Plan with Floor & Wall Finishings,（1987 年，3 頁，附修改手迹） 

11. Garden A 方案比較（手稿，1 頁） 

12. Garden B 流水之趣圖則（手稿，1 頁） 

13. S1-S3 圖則（1987 年 10 月，3 頁，附修改手迹） 

 

 

3.6.2 九龍寨城公園 

 

1. 城寨公園植物配置（思考提綱）（手稿複印本，9 頁，含總則、四季植物景觀、建築物旁植物配置、植物路徑

設想、植物（配植）十景、廣蔭庭種植設計建議及廣蔭庭植物配置） 

2. 入口及大門的植物配置（手稿複印本，1995 年，2 頁） 

3. 科學館樹木廿四株移植位置（手稿複印本，1995 年 6 月 21 日，2 頁，附修改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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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寨公園廣蔭庭季相（手稿，1 頁） 

5. 龍津亭、玉堂亭、溪堂一帶植物配置（手稿，部分複印本，9 頁） 

6. 〔寨城公園植物配置圖則〕（複印本，46 頁，附修改手迹，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 易名〔朱鈞珍〕：〈具江南傳統園林風格 集春夏秋冬四季景觀──九龍寨城公園建成開幕〉，香港《新晚報》，

1995 年 12 月 25 日。（複印本） 

8. Architectural Branch, „U/306R0/01/A/003 Kowloon Walled City Park & Reinstatment Work for Carpenter Road 

Park, Master Layout & Location Plan‟, (Hong Kong: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8 pages. 

9. Architectural Branch, „ASD 52/5403W/RA/W55/903-370CR Temporary District Open Space Planting Schedule‟ 

(Hong Kong: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10. Layout of Boundary Fence Wall (1995) 

11. Housing Department, „HK12/2/SK-494, Ma Hang Village Phase 2 Site Layout Plan‟ (Hong Kong: Housing 

Department, 1999) 

 

 

3.6.3 華明眼鏡公司 

 

1. 深圳華明眼鏡公司綠化規劃設計說明書（手稿，2000 年 2 月 28 日，13 頁） 

2. 華明眼鏡公司綠化計劃說明苗木出圃及數量（傳真稿，10 頁） 

3. 花壇用苗量計算方法（手稿，1 頁） 

4. 工廠植物種植設計（手稿，1 頁） 

5. 〔亭園設計〕（手稿，1 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 〔華明眼鏡公司綠化設計圖則〕（手稿，1 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 Arctec International Ltd., „AF9801 Proposed Factory and Staff Quarters Development Shenzhen Landscape Tender 

Drawing (Hong Kong: Arctec International Ltd., 2000) 

 

 

3.7 幻燈片、照片及照片底片 

 

3.7.1 幻燈片 

 

一．中國 

 

1. 上海幻燈片（一）（29 張） 

2. 上海幻燈片（二）（34 張） 

3. 中國民俗文化村幻燈片（30 張） 

4. 中國亭幻燈片（一）（39 張） 

5. 中國亭幻燈片（二）（30 張） 

6. 北京幻燈片（一）（26 張） 

7. 北京幻燈片（二）（24 張） 

8. 北京幻燈片（三）（21 張） 

9. 北京幻燈片（四）（30 張） 

10. 北京世界公園幻燈片（61 張） 

11. 深圳幻燈片（一）（37 張） 

12. 深圳幻燈片（二）（37 張） 

13. 華北幻燈片（一）（40 張） 

14. 華北幻燈片（二）（23 張） 

15. 華東幻燈片（一）（32 張） 

16. 華東幻燈片（二）（44 張） 

17. 廣州幻燈片（一）（41 張） 

18. 廣州幻燈片（二）（39 張） 

19. 廣東幻燈片（39 張） 

20. 避暑山莊幻燈片（一）（26 張） 

21. 避暑山莊幻燈片（二）（22 張） 

22. 廣東、香港及其他各地幻燈片（148 張） 

23. 有標號的花壇、自拍花壇及其他各地幻燈片（152 張） 

24. 植物空間、水旁植配、路旁植配、建築植配圖及其他（桂林）幻燈片（158 張） 

25. 杭州植配、小品、綠雕、植物及住宅幻燈片（173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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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澳門及台灣 

 

1. 九龍壁花園與從心苑幻燈片（50 張） 

2. 香港公共建築幻燈片（38 張） 

3. 香港公園幻燈片（一）（40 張） 

4. 香港公園幻燈片（二）（50 張） 

5. 香港公園港島幻燈片（三）（44 張） 

6. 香港公園九龍幻燈片（四）（50 張） 

7. 香港公園九龍幻燈片（五）（35 張） 

8. 香港公園新界幻燈片（六）（28 張） 

9. 香港寺觀園林幻燈片（一）（49 張） 

10. 香港寺觀園林幻燈片（二）（22 張） 

11. 香港兒童遊具幻燈片（一）（39 張） 

12. 香港兒童遊具幻燈片（二）（29 張） 

13. 香港花藝（一）東方插花幻燈片（32 張） 

14. 香港花藝（二）西方插花幻燈片（30 張） 

15. 香港屋邨港島幻燈片（一）（46 張） 

16. 香港屋邨九龍幻燈片（二）（40 張） 

17. 香港屋邨新界幻燈片（三）（42 張） 

18. 香港屋邨新界幻燈片（四）（26 張） 

19. 香港屋邨幻燈片（五）（32 張） 

20. 香港郊野公園幻燈片（40 張） 

21. 香港彭福公園幻燈片（33 張） 

22. 香港植物幻燈片（一）（28 張） 

23. 香港植物幻燈片（二）（33 張） 

24. 香港街道幻燈片（17 張） 

25. 香港綜合幻燈片（一）（48 張） 

26. 香港綜合幻燈片（二）（38 張） 

27. 海洋公園幻燈片（42 張） 

28. 淺水灣幻燈片（44 張） 

29. 寨城公園幻燈片（45 張） 

30. 澳門及台灣建築小品幻燈片（40 張） 

 

三．國外園林 

 

1. 一般自然風景幻燈片（32 張） 

2. 日本、亞洲幻燈片（30 張） 

3. 外國（其他）幻燈片（54 張） 

4. 外國園林集錦幻燈片（一）（40 張） 

5. 外國園林集錦幻燈片（二）（40 張） 

6. 其他地區幻燈片（24 張） 

7. 皇家園林幻燈片（一）（31 張） 

8. 皇家園林幻燈片（二）（47 張） 

9. 園林幻燈片（平面、夜景、北京、聖誕及香港，38 張） 

10. 新加坡幻燈片（33 張。附底片 8 張） 

11. 歐洲、美洲幻燈片（25 張） 

12. 韓國幻燈片（一）（44 張） 

13. 韓國幻燈片（二）（52 張） 

14. 韓國幻燈片（三）（24 張） 

 

四．植物配置 

 

1. 花展幻燈片（一）（42 張） 

2. 花展幻燈片（二）（39 張） 

3. 花壇、綠化及植物幻燈片（42 張） 

4. 花壇幻燈片（一）（21 張） 

5. 花壇幻燈片（二）（30 張） 

6. 花壇幻燈片（三）（28 張） 

7. 垂直綠化、地面綠化幻燈片（2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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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築小品幻燈片（47 張） 

9. 植物配置（四）路旁幻燈片（21 張） 

10. 植物配置（五）路徑幻燈片（26 張） 

11. 植物配置（六）建築旁幻燈片（17 張） 

12. 植物配置（七）水旁幻燈片（19 張） 

13. 菊展．盆景幻燈片（12 張） 

14. 綠雕．綠籬．花雕幻燈片（38 張） 

15. 雜亂幻燈片（45 張） 

 

 

3.7.2 照片 

 

一．大型園林風景照 

 

1. 「『一列十』的大亭群」（1 幀） 

2. 「一堆亂石散置於花草叢中的岩石園」（1 幀） 

3. 「一株水仙花」（1 幀） 

4. 「九龍公園水池」（1 幀） 

5. 「九龍公園牛頓雕像」（1 幀） 

6. 「九龍公園主體建築──室內運動場館」（1 幀） 

7. 「九龍花墟公園斜坡花壇」（1 幀） 

8. 「九龍寨城公園弈園中的『桔中秘』亭」（1 幀） 

9. 「九龍寨城公園敬惜字紙亭」（1 幀） 

10. 「九龍寨城公園廣蔭庭一角的芭蕉」（1 幀） 

11. 「九龍寨城公園廣蔭庭往紫薇徑園門」（1 幀） 

12. 「九龍寨城公園廣蔭庭園門」（1 幀） 

13. 「九龍寨城公園龍津石橋」（1 幀） 

14. 「十字路口修建的大圓盆」（1 幀） 

15. 「三片牆組成的涼亭」（1 幀） 

16. 「三葉形水池中蒲公英花形噴泉」（1 幀） 

17. 「大酒店後庭濱海的大假山瀑布」（1 幀） 

18. 「小食街入口噴泉」（1 幀） 

19. 「小食街中心水池之一」（1 幀） 

20. 「小食街中心水池之二」（1 幀） 

21. 「五柱、折疊檐、倒尖頂園亭」（1 幀） 

22. 「五彩塑料爬龍」（1 幀） 

23. 「公園小賣亭」（1 幀） 

24. 「公園內的『水簾門』近景」（1 幀） 

25. 「公園的石隙間歇性噴泉」（1 幀） 

26. 「公園的對稱流泉」（1 幀） 

27. 「公園路旁的百合花壇」（1 幀） 

28. 「公園路旁的修剪綠籬」（1 幀） 

29. 「太古城安盛台的雕塑：『璇之風』」（1 幀） 

30. 「木楔形爬具」（1 幀） 

31. 「水車屋餐廳的櫥窗小園林」（1 幀） 

32. 「水泥圓洞爬具」（1 幀） 

33. 「以紅綠草組成的太極圖」（1 幀） 

34. 「以牆承重的方亭」（1 幀） 

35. 「半亭半架」（1 幀） 

36. 「半球形叠水泉」（1 幀） 

37. 「平台花園上的大花架」（1 幀） 

38. 「平台花園上的大蘑菇亭」（1 幀） 

39. 「平台花園上的管流泉」（1 幀） 

40. 「玉蘭花瓣形的室外茶座棚」（1 幀） 

41. 「白柱黑頂，自由隔牆的亭架」（1 幀） 

42. 「在清水灣郊野公園中放風箏」（1 幀） 

43. 「宅旁的兒童遊樂場」（1 幀） 

44. 「寺廟裡的杜鵑花籬」（1 幀） 

45. 「百鳥居外景」（1 幀） 

46. 「竹園村商場旁的水景花園」（1 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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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西方插花之一」（1 幀） 

48. 「西方插花之二」（1 幀） 

49. 「西方插花之三」（1 幀） 

50. 「西方插花之四」（1 幀） 

51. 「西方插花之五」（1 幀） 

52. 「西方插花之六」（1 幀） 

53. 「西方插花之七」（1 幀） 

54. 「西方插花之八」（1 幀） 

55. 「西方插花之九」（1 幀） 

56. 「西方插花之十」（1 幀） 

57. 「低矮繩網」（1 幀） 

58. 「宋代婚娶儀式表演」（1 幀） 

59. 「扭曲形滑梯」（1 幀） 

60. 「系列水景園之一（上部）」（1 幀） 

61. 「系列水景園之一（中部）」（1 幀） 

62. 「系列水景園之一（下部）」（1 幀） 

63. 「系列單線噴泉」（1 幀） 

64. 「具有英國園林風韻的庭院」（1 幀） 

65. 「岩石園小景」（1 幀） 

66. 「弧形坐凳」（1 幀） 

67. 「花園一角」（1 幀） 

68. 「金字塔形溢流泉」（1 幀） 

69. 「屋村的綜合水體」（1 幀） 

70. 「屋村的壁泉」（1 幀） 

71. 「屋檐下的小瀑布」（1 幀） 

72. 「洞穴爬具」（1 幀） 

73. 「紅色塑料幼兒轉椅」（1 幀） 

74. 「紅桑」（1 幀） 

75. 「美孚新邨平台花園的『十二生肖』雕塑」（1 幀） 

76. 「美孚新邨寶鼎台的噴泉水池」（1 幀） 

77. 「面壁噴泉之一」（1 幀） 

78. 「面壁噴泉之二」（1 幀） 

79. 「香港大學校本部庭院」（1 幀） 

80. 「香港中文大學校園林蔭道」（1 幀） 

81. 「香港公園噴泉廣場中的水簾園亭」（1 幀） 

82. 「香港公園噴泉廣場中的叠水」（1 幀） 

83. 「香港公園叠水」（1 幀） 

84. 「香港仔郊野公園植被」（1 幀） 

85. 「香港演藝學院庭園一角」（1 幀） 

86. 「香港鳳溪中學校園之二」（1 幀） 

87. 「庭園一角」（1 幀） 

88. 「庭園圍牆上的花槽」（1 幀） 

89. 「時鐘湧泉」（1 幀） 

90. 「海怡半島宅旁的紅綠草花壇」（1 幀） 

91. 「海怡半島宅間花園──設置國際象棋玩具」（1 幀） 

92. 「海怡半島宅間花園的平橋與水池」（1 幀） 

93. 「海洋公園的海狗標誌綠籬」（1 幀） 

94. 「海洋公園的牆面小景──『紅太陽』」（1 幀） 

95. 「海洋公園的牆面小景──『菠蘿花筒』」（1 幀） 

96. 「海洋公園瀑布花園」（1 幀） 

97. 「海洋館內的珊瑚島」（1 幀） 

98. 「高台式花束噴泉」（1 幀） 

99. 「假日的清水灣郊野公園」（1 幀） 

100. 「偏柱蘑菇亭」（1 幀） 

101. 「商場屋頂上的瀑布」（1 幀） 

102. 「商業大廈前的三級溢流泉」（1 幀） 

103. 「康樂園的住宅入口景觀之一」（1 幀） 

104. 「康樂園的住宅入口景觀之二」（1 幀） 

105. 「彩色爬滑梯」（1 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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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斜坡上的時鐘花壇」（1 幀） 

107. 「袖珍兒童遊樂場」（1 幀） 

108. 「設計新穎的門亭」（1 幀） 

109. 「廁所」（1 幀） 

110. 「港灣道花園的假山瀑布」（1 幀） 

111. 「街頭的小瀑布」（1 幀） 

112. 「街頭的叠水泉」（1 幀） 

113. 「集古村仿北魏塔」（1 幀） 

114. 「集古村仿西藏建築」（1 幀） 

115. 「集古村仿雲崗石窟像」（1 幀） 

116. 「集古村鄭和下西洋帆船模型」（1 幀） 

117. 「黃埔花園的岩石水池園」（1 幀） 

118. 「黃埔花園軍艦形式的商場」（1 幀） 

119. 「園圃設計──『小橋流水』」（1 幀） 

120. 「園圃設計──中國公園協會參展作品『牛為媒』」（1 幀） 

121. 「園圃設計──日式村野園林」（1 幀） 

122. 「園路對景──意大利雕像三美圖」（1 幀） 

123. 「『群龍戲珠』噴泉」（1 幀） 

124. 「裝璜新穎的水上樂園」（1 幀） 

125. 「遊樂場──兒童在花叢中游樂」（1 幀） 

126. 「雍雅山房餐廳庭園全景」（1 幀） 

127. 「電梯兩側的水簾式瀑布」（1 幀） 

128. 「綜合爬具」（1 幀） 

129. 「綜合遊樂器具」（1 幀） 

130. 「綠色濃郁的湖面」（1 幀） 

131. 「銀禧花園的平台休息處」（1 幀） 

132. 「鳳德公園的『五指山』」（1 幀） 

133. 「廣場、門樓、瞭望亭」（1 幀） 

134. 「蝴蝶邨公園的塑料草坪」（1 幀） 

135. 「蝴蝶邨的公園水池」（1 幀） 

136. 「蝴蝶屋外景」（1 幀） 

137. 「蝴蝶屋展覽廳內景」（1 幀） 

138. 「遮打花園主景──三級溢流池」（1 幀） 

139. 「橡皮輪胎攀緣架」（1 幀） 

140. 「歷山大廈過道旁的小園林」（1 幀） 

141. 「錦繡花園住宅庭園──草坪上設置桌凳」（1 幀） 

142. 「錦繡花園住宅庭園──擺設盆景」（1 幀） 

143. 「錦繡花園住宅落地窗前的植物配置」（1 幀） 

144. 「隨建築而曲的蛇形坐凳」（1 幀） 

145. 「雕塑湧泉之一」（1 幀） 

146. 「雕塑湧泉之二」（1 幀） 

147. 「牆體亭」（1 幀） 

148. 「環形單線噴泉」（1 幀） 

149. 「環狀噴泉」（1 幀） 

150. 「簡樸的郊野公園涼亭」（1 幀） 

151. 「繩網橫向圓筒爬具」（1 幀） 

152. 「懸葛垂蘿的大廈牆面」（1 幀） 

 

二．一般園林風景照 

 

1. 〔《香港寺觀園林景觀》攝影圖片目錄〕（40 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香港園林照片目錄卡（27 幀） 

3. 〔世界園林風景照片集〕（335 幀，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 〔台灣園林照片集〕（299 幀，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 青山禪院（東晉建立，23 幀） 

6. 寶蓮禪寺（1906 年建寺，35 幀） 

7. 觀音寺（1910 年建寺，18 幀） 

8. 志蓮淨苑（1936 年建立，11 幀） 

9. 萬佛寺（1949 年建寺，28 幀） 

10. 極樂寺（1955 年建寺，9 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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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妙法寺（15 幀） 

12. 半春園（1967 年建立，20 幀） 

13. 龍山寺（1986 年建寺，21 幀） 

14. 羅漢寺（1971 年建寺，9 幀） 

15. 清涼法苑（11 幀） 

16. 民間信仰（含觀音寺等，73 幀） 

17. 淺水灣神像群（1970 年建立，35 幀） 

18. 民間信仰（蓮花宮等，10 幀） 

19. 慈雲閣（1977 年建立，23 幀） 

20. 萬德苑（1972 年建立，23 幀） 

21. 沙田某室外神龕（7 幀） 

22. 青松觀（1950 年建立，68 幀） 

23. 圓玄學院（1950 年建立，47 幀） 

24. 雲泉仙館（1944 年建立，32 幀） 

25. 蓬瀛仙館（1929 年建立，45 幀） 

26. 嗇色園（1921 年建立，47 幀） 

27. 韓國風景照片（21 幀） 

28. 夏威夷風景照片（37 幀） 

 

 

3.7.3 照片底片 

 

1. 港島底片（一）（145 張） 

2. 港島底片（二）（204 張） 

3. 九龍底片（一）（223 張） 

4. 九龍底片（二）（130 張） 

5. 新界底片（一）（240 張） 

6. 新界底片（二）（278 張） 

7. 花展底片（一）（222 張） 

8. 花展底片（二）（242 張） 

9. 香港花展 1995 底片（94 張） 

10. 香港寺廟底片（10 張） 

11. 海洋公園底片（83 張） 

12. 百萬行、六四底片（65 張） 

13. 沙田底片（27 張） 

14. 沙田園林底片（35 張） 

15. 海怡半島底片（26 張） 

16. 海怡半島、匯景花園、海韻台等底片（174 張） 

17. 西貢市中心遊樂場、寨城公園、觀塘海濱花園等底片（48 張） 

18. 灣仔公園、龍華、銀禧、粉嶺康樂公園等底片（25 張） 

19. 龍華花園、樂怡小築、北區中央公園等底片（17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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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研究資料（4.1 – 4.6） 
 

4.1 研究分類表／資料冊 

 

1. 園林動態水景分類表（手稿，2001 年 7 月） 

2. 中國各直轄市、省、自治區、特別行政區排序表（手稿，2005 年 12 月 1 日） 

3.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資料冊（手稿，7 頁） 

4. 日本庭園設計（一）（照片冊，6 張） 

5. 日本庭園設計（二）（照片冊，8 張） 

6. 枯山水（一）（手稿，資料冊） 

7. 枯山水（二）（手稿，資料冊） 

8. 「耐蔭的」大型插花藝術（照片冊，24 張） 

 

 

4.2 課程資料 

 

4.2.1 授課大綱 

 

1. 「蘇聯勒．勃．盧恩茨（Л. Б. Лунц）的分類」授課大綱（手稿，13 頁） 

2. 「園林綠化 檢索體系」授課大綱（手稿，7 頁） 

3. 「景──園林的核心」授課大綱（手稿，1986 年 11 月，12 頁） 

 

 

4.2.2 課程講義 

 

一．園林植物配置藝術（手稿複印本） 

 

1. 園林植物配置藝術（課程內容） 

2. 中國傳統園林植物配置（1993 年 11 月 26 日） 

3. 中國傳統園林的配置方法（位置） 

4. 植物空間的景觀設計（1993 年 11 月） 

5. 園林植物與園林植物配置 

6. 園林水體的植物配置 

7. 園林道路的植物配置 

8. 建築物旁的植物配置（1993 年 11 月） 

9. 綠的造型藝術 

10. 大自然的植物景觀（1994 年 12 月） 

11. 《園林植物配置藝術》課程測驗題（1994 年 12 月，2 頁） 

 

二．小型園林設計（手稿） 

 

1. 小型園林設計（上課內容） 

2. 小型園林的名詞概念 

3. 小型園林的類別 

4. 小型園林的效益 

5. 小型園林的特點及設計原則、手法 

6. 不同用地形狀的園林設計 

7. 狹長形園林設計（2 頁） 

8. 園中園（提要） 

9. 小空間的植物配置 

10. 園林小徑的植物配置 

11. 香港小型園林（1993 年 5 月） 

12. 《小型園林設計》期末測驗題（1993 年 6 月 6 日） 

 

 

4.2.3 授課投影片 

 

1. 「有關於「風景區」的名稱」（1993 年 11 月，4 頁） 

2. 「楠溪江田園風景（實例）」（199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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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傳統園林植物配置」（1993 年 11 月 26 日） 

4. 「中國傳統園林植物配置方法（位置）」（1993 年 12 月） 

5. 「草坪文化及其景觀設計」（1997 年 10 月 8 日） 

6. 「詩情畫意寫入園林──以李清照詞寫入章丘市園林規劃的實例」（1997 年 10 月 8 日，4 頁） 

7. 「當代中國園林概述」（1998 年 1 月 14 日） 

8. 「大陸、香港、台灣、澳門園林課程講授內容方案之二（側重於實例分析）」 

9. 「中國當代園林建設的形勢與思潮」 

10. 「中國傳統林簡述」（2 頁） 

11. 「詩情畫意入園」（4 頁） 

12. 「園林賞月的分析」 

13. 「枯山水」簡介（2 頁） 

14. 「乾隆時瓊華島平面圖」 

15. 「乾隆時期西苑平面圖」 

16. 「乾隆花園總平面圖」（2 頁） 

17. 「頤和園平面圖」 

18. 「濠濮間──畫航齋景區平面圖」 

19. 「避暑山莊平面圖」 

20. 「諧趣園平面圖」 

21. 「廣東可園平面圖」 

22. 「南京市玄武湖公園」 

23. 「上海襄陽公園」（3 頁） 

24. 「東方神曲遊覽路綫圖」 

25. 「南國花園廣場」（3 頁） 

26. 「深圳北方大廈綠地」 

27. Layout Plan of Hollywood Road Park 

 

 

4.2.4 授課咭片 

 

一．中國當代城市園林發展（手稿，1993 年 3 月 5 日香港大學講稿；1993 年 5 月 12 日台灣大學講稿） 

 

1. 中國當代園林發展（7 張） 

2. 大陸當代園林（10 張） 

 

二．城市綠地系統（手稿） 

 

1. 詞源（1 張） 

2. 城市綠地分類（1 張） 

3. 城市綠地定額指標（2 張） 

4. 綠地布局（28 張） 

 

三．風景區規劃（手稿，1991 年 7 月 22 日） 

 

1. 景觀分類（風景名勝）（1 張） 

2. 風景區規劃（1 張） 

3. 關於「風景區」的名稱（2 張） 

4. 風景的構成（概念）（1 張） 

5. 我國風景區概況（數目、資源）（3 張） 

6. 風景區的分類、分級（3 張） 

7. 景的欣賞──賞景過程、咏景、得景（7 張） 

8. 風景區的保護與建設（6 張） 

 

四．中國傳統園林的特點（手稿，1999 年 3 月 15 日至 21 日香港城市大學大課講稿） 

 

1. 中國傳統園林（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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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傳統園林類別（5 張） 

3. 中國傳統園林的基本形式（1 張） 

4. 中國傳統園林的精髓（1 張） 

5. 中國傳統園林的核心──景（1 張） 

6. 中國園林的體系──大自然（1 張） 

7. 中國傳統園林的特色（1 張） 

8. 中國傳統園林的創作方法（1 張） 

9. 中國傳統園林的地位與影響（1 張） 

 

五．香港寨城公園植物配置（手稿，1995 年 1 月 16 日） 

 

1. 引言（3 張） 

2. 城寨公園植物景觀特色（3 張） 

3. 城寨公園的植物意境（4 張） 

 

六．大自然植物景觀（手稿） 

 

1. 引言（1 張） 

2. 大自然植物景觀的特點（1 張） 

3. 類型（1 張） 

4. 人造的自然（1 張） 

5. 大自然植物景觀的美學與藝術特色（7 張） 

 

七．園林理水（手稿，1997 年 10 月香港大學第二講稿、2002 年 9 月講稿） 

 

1. 中國古代園林理水的特色（7 張） 

2. 園林理水（10 張） 

 

八．園林植物配置（手稿，1993 年 11 月 14 日香港中文大學講稿） 

 

1. 緒論（10 張） 

2. 園林植物空間設計（6 張） 

3. 園林水體的植物配置（4 張） 

4. 園林道路的植物配置（5 張） 

5. 建築物旁的植物配置（4 張） 

 

九．小型園林設計（手稿，1998 年 1 月 3 日香港大學講稿） 

 

1. 小型園林的名詞概念（3 張） 

2. 小型園林的作用（重要性）（1 張） 

3. 小型園林的特點：設計原則（3 張） 

4. 小型園林設計形式（1 張） 

5. 小型園林設計手法（1 張） 

6. 城市小型園林設計（4 張） 

7. 狹長形小園林設計（2 張） 

8. 抽象式園林（1 張） 

9. 三角形園林設計（1 張） 

10. 圓形園林設計（1 張） 

11. 專類花園（1 張） 

12. 盆景園（1 張） 

 

十．寺觀園林植物配置（手稿，1993 年 11 月） 

 

1. 緒言（3 張） 

2. 寺觀園林的植物景觀類型（4 張） 

3. 寺觀常用花木（4 張） 

4. 寺觀園林植物配置所表現的禪學思想（2 張） 

5. 寺觀園林植物配置的美學思想（1 張） 

6. 小結（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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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咭片 

 

4.3.1 地區園林 

 

一．北京市（京）（手稿） 

 

1. 北京（12 張） 

2. 北京拾零（13 張） 

3. 什剎海（6 張） 

4. 北京恭王府（5 張） 

5. 長城飯店鏡園園林設計（2 張） 

6. 北京高等院校攝影展覽（3 張） 

7. 石景山區綠化資料（3 張） 

8. 首鋼綠化（4 張） 

9. 菖蒲河公園（2 張） 

10. 元土城遺址公園（2 張） 

11. 京都八景（2 張） 

12. 紫竹院公園（2 張） 

13. 北京櫻桃溝（6 張） 

14. 圓明園（7 張） 

15. 北海公園（2 張） 

16. 北京居住區（8 張） 

17. 北京植物園（3 張） 

18. 自然地理（2 張） 

19. 北京（古園）（14 張） 

20. 北京（寺廟園林）（6 張） 

21. 北京（綠）（7 張） 

22. 北京（公園）（8 張） 

23. 北京（建設）（7 張） 

24. 北京其他（郊區）（3 張） 

25. 北京其他（綜合）（21 張） 

 

二．天津市（津）（手稿） 

 

1. 天津拾零（2 張） 

2. 天津海河公園（2 張） 

3. 天津（綠）（4 張） 

4. 天津（公園）（2 張） 

5. 天津（建設）（6 張） 

6. 天津其他（綜合）（2 張） 

 

三．上海市（滬）（手稿） 

 

1. 上海長風公園（3 張） 

2. 上海文目（3 張） 

3. 上海拾零（3 張） 

4. 上海綠地概況（2 張） 

5. 上海居住區綠化（3 張） 

6. 醉白池（2 張） 

7. 上海大型遊樂場（2 張） 

8. 上海綠地（11 張） 

9. 上海（古園）（5 張） 

10. 上海（綠）（5 張） 

11. 上海（公園）（6 張） 

12. 上海（花園）（4 張） 

13. 上海（建設）（5 張） 

14. 上海其他（綜合）（10 張） 

 

 



                                                                           朱鈞珍文庫 — 園林研究資料 

 

47  

 

 

四．重慶市（渝）（手稿） 

 

1. 重慶近代花園石屋（3 張） 

2. 重慶（綠）（1 張） 

3. 重慶（公園）（2 張） 

4. 重慶（建設）（2 張） 

5. 重慶其他（綜合）（7 張） 

 

五．河北省（冀）（手稿） 

 

1. 河北（4 張） 

2. 河北拾零（5 張） 

3. 秦皇島（2 張） 

4. 秦皇島市城市規劃設計資料匯編（4 張） 

5. 秦皇島市區總體規劃說明書（2 張） 

6. 蓮池公園（2 張） 

7. 保定直隸總督署（2 張） 

8. 河北（綠）（2 張） 

9. 河北（建設）（2 張） 

10. 河北其他（綜合）（7 張） 

 

六．山西省（晉）（手稿） 

 

1. 山西（2 張） 

2. 山西省地方國營經緯紡織機械廠綠化工作介紹（2 張） 

3. 晉祠雜記（2 張） 

4. 山西（寺廟園林）（3 張）  

5. 山西（綠）（2 張） 

6. 山西（公園）（1 張） 

7. 山西其他（綜合）（1 張） 

 

七．內蒙古（蒙）（手稿） 

 

1. 內蒙古（2 張） 

2. 對包頭市城市綠地規劃的實現和樹種選擇的看法（2 張） 

3. 內蒙古（公園）（1 張） 

4. 內蒙古其他（綜合）（2 張） 

 

八．黑龍江省（黑）（手稿） 

 

1. 黑龍江（2 張） 

2. 黑龍江拾零（4 張） 

3. 哈爾濱（2 張） 

4. 哈爾濱（綠）（3 張） 

5. 哈爾濱（公園）（2 張） 

6. 哈爾濱其他（綜合）（2 張） 

 

九．吉林省（吉）（手稿） 

 

1. 吉林拾零（3 張） 

2. 長春市綠化概況（2 張） 

3. 長春市第一育苗場的建設和發展（2 張） 

4. 吉林其他（綜合）（3 張） 

 

十．遼寧省（遼）（手稿） 

 

1. 遼寧（3 張） 

2. 遼寧拾零（3 張） 

3. 遼寧（綠）（3 張） 

4. 遼寧（建設）（3 張） 



朱鈞珍文庫 — 園林研究資料 

 

48 

 

 

 

 

5. 遼寧其他（綜合）（11 張） 

 

十一．山東省（魯）（手稿） 

 

1. 山東（4 張） 

2. 山東拾零（9 張） 

3. 濟南老建築（5 張） 

4. 山東（古園）（3 張） 

5. 山東（綠）（3 張） 

6. 山東（公園）（8 張） 

7. 山東（建設）（2 張） 

8. 山東其他（綜合）（10 張） 

 

十二．江蘇省（蘇）（手稿） 

 

1. 江蘇（3 張） 

2. 江蘇拾零（7 張） 

3. 南京（2 張） 

4. 南京拾零（4 張） 

5. 蘇州市（2 張） 

6. 蘇州園林（2 張） 

7. 蘇州旅遊（2 張） 

8. 揚州畫舫錄（2 張） 

9. 黿頭渚（4 張） 

10. 蠡園（4 張） 

11. 梅園（2 張） 

12. 錫惠公園 （2 張） 

13. 南通園林志（4 張） 

14. 南通唐閘公園（3 張） 

15. 煦園──天王府西花園（2 張） 

16. 南京園林藥物圃（2 張） 

17. 南京市的街坊綠化工作（3 張） 

18. 關於無錫市利用舊城市和綠化工作情況介紹（2 張） 

19. 蘇州（古園）（9 張） 

20. 蘇州（寺廟園林）（4 張） 

21. 蘇州（綠）（8 張） 

22. 蘇州（公園）（1 張） 

23. 蘇州（建設）（2 張） 

24. 蘇州其他（綜合）（29 張） 

 

十三．浙江省（浙）（手稿） 

 

1. 浙江（4 張） 

2. 浙江拾零（4 張） 

3. 胡渚渭工程師介紹杭州園林系統（2 張） 

4. 小議園林建築的題名（2 張） 

5. 關於重建雷峰塔的討論（2 張） 

6. 曲院風荷規劃設想（2 張） 

7. 阮公墩園林創作隨筆（2 張） 

8. 浙江（寺廟園林）（9 張） 

9. 浙江（綠）（1 張） 

10. 浙江（建設）（4 張） 

11. 浙江其他（綜合）（19 張） 

 

十四．福建省（閩）（手稿） 

 

1. 福建（3 張） 

2. 福建拾零（7 張） 

3. 福建（寺廟園林）（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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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建（綠）（1 張） 

5. 福建（公園）（1 張） 

6. 福建其他（綜合）（14 張） 

 

十五．江西省（贛）（手稿） 

 

1. 江西（2 張） 

2. 江西拾零（4 張） 

3. 江西（綠）（1 張） 

4. 江西（公園）（1 張） 

5. 江西（建設）（1 張） 

6. 江西其他（綜合）（7 張） 

 

十六．安徽省（皖）（手稿，1 張） 

 

十七．河南省（豫）（手稿） 

 

1. 河南（4 張） 

2. 河南拾零（5 張） 

3. 黃河遊覽區（2 張） 

4. 河圖洛書（2 張） 

5. 河南（寺廟園林）（4 張） 

6. 河南（綠）（4 張） 

7. 河南（公園）（1 張） 

8. 河南（建設）（2 張） 

9. 河南其他（綜合）（12 張） 

 

十八．湖北省（鄂）（手稿） 

 

1. 湖北（2 張） 

2. 湖北拾零（5 張） 

3. 武漢市（2 張） 

4. 武漢市園林綠化建設情況初步調查（2 張） 

5. 杜甫陵園（2 張） 

6. 武漢園林志（11 張） 

7. 湖北（綠）（5 張） 

8. 湖北（公園）（2 張） 

9. 湖北（建設）（4 張） 

10. 湖北其他（綜合）（6 張） 

 

十九．湖南省（湘）（手稿） 

 

1. 湖南（4 張） 

2. 湖南拾零（5 張） 

3. 張家界（5 張） 

4. 湘潭市城市綠化規劃草案說明書（2 張） 

5. 湘潭紡織印染廠綠化設計（2 張） 

6. 溈山（2 張） 

7. 平戰法令闖新路──株洲公園人防工程平戰結合展覽景況匯報（2 張） 

8. 湖南（綠）（2 張） 

9. 湖南（建設）（2 張） 

10. 湖南其他（綜合）（11 張） 

 

二十．廣東省（粵）（手稿） 

 

1. 余蔭山房（2 張） 

2. 清暉園（2 張） 

3. 廣東（寺廟園林）（5 張） 

4. 廣東（綠）（1 張） 

5. 廣東其他（綜合）（9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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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海南島（瓊）（手稿） 

 

1. 海南（2 張） 

2. 海南其他（綜合）（2 張） 

 

二十二．廣西省（桂）（手稿） 

 

1. 廣西（2 張） 

2. 廣西拾零（4 張） 

3. 廣西旅遊（2 張） 

4. 桂林市總體規劃說明書（討論稿）（2 張） 

5. 園林綠地系統規劃簡介（4 張） 

6. 南寧市的城市綠化（3 張） 

7. 堅持園林結合生產方針 發展社會主義園林事業（3 張） 

8. 廣西（綠）（6 張） 

9. 廣西（建設）（1 張） 

10. 廣西其他（綜合）（9 張） 

二十三．貴州省（黔）（手稿） 

 

1. 貴州拾零（2 張） 

2. 土司莊園（2 張） 

3. 黔西旅遊新綫（2 張） 

4. 遵義市城市總體規劃（4 張） 

5. 貴州（寺廟園林）（1 張） 

6. 貴州其他（綜合）（18 張） 

 

二十四．雲南省（滇）（手稿） 

 

1. 雲南拾零（5 張） 

2. 昆明市園林綠化（2 張） 

3. 雲南（綠）（3 張） 

4. 雲南其他（綜合）（9 張） 

    

二十五．四川省（蜀）（手稿） 

 

1. 四川（8 張） 

2. 四川拾零（5 張） 

3. 四川旅遊（2 張） 

4. 九寨溝（2 張） 

5. 四川（寺廟園林）（2 張） 

6. 四川（綠）（3 張） 

7. 四川（公園）（1 張） 

8. 四川（建設）（2 張） 

9. 四川其他（綜合）（21 張） 

 

二十六．西藏（藏）（手稿） 

 

1. 西藏（3 張） 

2. 西藏其他（綜合）（2 張） 

 

二十七．陝西省（陝）（手稿） 

 

1. 陝西（3 張） 

2. 陝西拾零（4 張） 

3. 漢中（2 張） 

4. 陝西（寺廟園林）（2 張） 

5. 陝西（綠）（2 張） 

6. 陝西（公園）（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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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陝西其他（綜合）（4 張） 

 

二十八．寧夏回族自治區（寧）（手稿） 

 

1. 銀川市的雕塑（2 張） 

2. 銀川市綠化系統（2 張） 

3. 寧夏（寺廟園林）（1 張） 

4. 寧夏其他（綜合）（7 張） 

 

二十九．甘肅省（甘）（手稿） 

 

1. 甘肅（2 張） 

2. 甘肅拾零（5 張） 

3. 甘肅（綠）（3 張） 

4. 甘肅（建設）（2 張） 

5. 甘肅其他（綜合）（2 張） 

    

三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手稿） 

 

1. 新疆（2 張） 

2. 新疆拾零（4 張） 

3. 新疆（綠）（1 張） 

4. 新疆其他（綜合）（2 張） 

 

 

4.3.2 分類園林 

 

一．中國綜合（手稿） 

 

1. 名詞（32 張） 

2. 政經（5 張） 

3. 政策（46 張） 

4. 綜合（9 張） 

 

二．園林史（手稿） 

 

1. 園林史（綜合）（34 張） 

2. 近代（3 張） 

3. 知識（22 張） 

4. 文學藝術（28 張） 

5. 哲學（13 張） 

 

三．城市園林綠化（手稿） 

 

1. 園林綠化（12 張） 

2. 城市建設（42 張） 

3. 綠地系統（36 張） 

4. 公園（40 張） 

5. 街道綠化（21 張） 

6. 居住區綠化（106 張） 

7. 其他園林（12 張） 

8. 酒店（11 張） 

 

四．區域及城市郊區綠地（手稿） 

 

1. 大自然（80 張） 

2. 校園（3 張） 

3. 綜合（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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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園林要素（手稿） 

 

1. 綜合（174 張） 

2. 雜誌目錄（19 張） 

3. 圖書目錄（1 張） 

4. 植物造景（58 張） 

5. 雕塑（2 張） 

6. 城規（21 張） 

 

六．環境保護（手稿） 

 

1. 儀器（20 張） 

2. 健康生活（17 張） 

3. 生態（5 張） 

4. 文化（7 張） 

5. 綜合（76 張） 

 

七．園林工程、經濟、管理（手稿） 

 

1. 園林管理（6 張） 

2. 旅遊（10 張） 

 

八．國外各地區園林（手稿） 

 

1. 國外（19 張） 

2. 農村．院落（5 張） 

3. 綜合（4 張） 

 

九．外國學科（手稿） 

 

1. 北美洲（15 張） 

2. 南美洲（10 張） 

3. 歐洲（84 張） 

4. 非洲（12 張） 

5. 亞洲（42 張） 

6. 目錄咭（71 張） 

7. 郊區綠地（77 張） 

8. 國外樹木的培植、管理（21 張） 

9. 都市綠地（58 張） 

10. 其他資料（22 張） 

 

4.3.3 植物配置 

 

一．植物雜類（手稿） 

 

1. 以植物命名（11 張） 

2. 以植物來分的徑路（14 張） 

3. 以位置、形態（大小）、材料分類 （5 張） 

4. 以詩情畫意寫入園林（7 張） 

5. 《紅樓夢》中的植配（6 張） 

6. 讀《中國山水詩選》（水）（14 張） 

7. 綠的造型藝術（6 張） 

8. 植物種類（29 張） 

9. 〔名詞〕（8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0. 其他資料（31 張） 

 

二．杭州花港觀魚植物配置（手稿，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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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蜜源花林剪圖（手稿，33 張） 

 

 

4.3.4 香港園林植物配置 

 

一．香港花展賞析（手稿，8 張） 

 

二．香港草本花卉剪圖（手稿，50 張） 

 

三．香港地區（手稿，18 張） 

 

 

4.4 地圖 

 

1. 〔長江流經地區圖〕（手繪地圖，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峨眉山圖〕（手繪地圖，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 灕江（手繪地圖） 

4. 〔連理松栽種比例圖〕（手繪地圖，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 〔南京市瞻園〕（手繪地圖，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5 《香港園林》展覽資料 

 

4.5.1 簽名冊 

 

1. 朱鈞珍香港園林圖片展（1989 年） 

2. 朱鈞珍香港園林圖片展覽（江蘇．無錫，1989 年） 

3. 朱鈞珍香港園林圖片展覽（蘇州，1989 年 8 月） 

4. 香港園林攝影圖片展覽（北京） 

 

 

4.5.2 《香港園林》剪報資料冊（附吳良鏞題字） 

 

1. 〈大型彩色畫冊──《香港園林》〉（彩頁廣告） 

2. 〈三聯本年度大型畫冊──香港園林〉，《愛書人》，1990 年 6 月。 

3. 〈三聯本年度大型畫冊──香港園林〉，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2 日。 

4. 嚴文亮：〈本港園林設計新穎「見縫插綠」具特色〉，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6 日。 

5. “Hongkong Garden”, pp. 18. (Copy) 

6. 〔王世襄為香港園林題字〕（手稿複印本，丁卯年〔1987〕） 

7. 朱鈞珍：〈我是怎樣寫《香港園林》的？〉，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5 日。 

8. 〈遍訪港九大小公園 洞悉本港園林特色〉，《香港商報》，1990 年 4 月 27 日。（複印本） 

9. 辰風：〈香港出版史的拓荒之作──《香港園林》〉，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29 日。（複印本） 

10. 辰風：〈《香港園林》成就不凡〉，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18 日。（複印本） 

11. 海暘：〈四時香島境如仙──賀首部香港園林畫冊問世〉，香港《文匯報》，1990 年 4 月 29 日。（複印本） 

12. 黃俊東：〈香港園林〉，《翡翠周刊》，1990 年 5 月。（複印本） 

13. 曾敏之：〈香港有綠洲〉，《香港商報》，1990 年 5 月 19 日。（複印本） 

14. 阿敏：〈《香港園林》有真趣〉，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1 日。（複印本） 

15. 〈香港園林〉，香港《新報》，1990 年 5 月 22 日。（複印本） 

16. 宗石：〈終有一本《香港園林》了〉，《香港商報》，1990 年 5 月 29 日。（複印本） 

17. 彭威：〈香港園林巨大的魅力〉，香港《快報》，1990 年 5 月 26 日。（複印本） 

18. 魯金：〈香港園林設計中西合璧天下第一〉，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9 日。 

19. 董建敏：〈《香港園林》親切又新鮮〉，香港《新晚報》，1990 年 5 月 31 日。（複印本） 

20. 秦峰：〈《香港園林》──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園林科技情報》，1991 年第 1 期，頁 30。（複印本） 

 

 

4.5.3 《香港園林》報刊評論輯錄 

 

1. 《香港園林》相片（6 張，包括封面照片、櫥窗及作者照） 

2. 〈三聯本年度大型彩色畫冊──《香港園林》〉（廣告剪報） 

3. “Hongkong Garden”, p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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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ngkong Garden”（照片，1989 年，屬香港三聯書店出席西德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會介紹文稿） 

5. 海暘：〈四時香島境如仙──賀首部香港園林畫冊問世〉，香港《文匯報》，1990 年 4 月 29 日。（複印本） 

6. 〈大型彩色畫冊──《香港園林》〉（彩頁廣告，2 頁） 

7. 朱鈞珍：〈我是怎樣寫《香港園林》的？〉，香港《三聯書會會訊》，1990 年 4 月號，總第 4 期，1990 年 4 月 15 日。 

8. 嚴文亮：〈本港園林設計新穎「見縫插綠」具特色〉，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6 日。 

9. 錦清：〈朱鈞珍走遍千個公園〉，香港《明報》，1988 年 4 月 14 日。（照片） 

10. 〈香港園林藝術〉，《香港商報》，1990 年 5 月 3 日。 

11. 〈遍訪港九大小公園 洞悉本港園林特色〉，《香港商報》，1990 年 4 月 27 日。（複印本） 

12. 程遙：〈《香港園林》填空白〉，香港《星島日報》，1990 年 5 月 17 日。（複印本） 

13. 曾敏之：〈香港有綠洲〉，《香港商報》，1990 年 5 月 19 或 20 日。（複印本） 

14. 阿敏：〈《香港園林》有真趣〉，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1 日。（複印本） 

15. 彭威：〈香港園林巨大的魅力〉，香港《快報》，1990 年 5 月 26 日。（複印本） 

16. 〈香港園林〉，香港《新報》，1990 年 5 月 22 日。（複印本） 

17. 宗石：〈終有一本《香港園林》了〉，《香港商報》，1990 年 5 月 29 日。（複印本） 

18. 辰風：〈《香港園林》成就不凡〉，《香港商報》，1990 年 5 月 18 日。（複印本） 

19. 辰風：〈香港出版史的拓荒之作──《香港園林》〉，《香港商報》，1990 年 5 月 29 日。（複印本） 

20. 董建敏：〈《香港園林》親切又新鮮〉，香港《新晚報》，1990 年 5 月 31 日（複印本） 

21. 黃俊東：〈香港園林〉，《翡翠周刊》，1990 年 5 月。（複印本） 

22. 子盟：〈四時香島境如仙〉，上海《旅遊報》，1990 年 6 月 8 日。（複印本） 

23. 〈「香港園林」畫冊贈常識問答得主〉，香港《明報》，1990 年 8 月 3 日。（複印本） 

24. 〈與您漫遊全港綠點綠塊展現綠色力量！香港園林〉（廣告複印本） 

25. 秦峰：〈《香港園林》──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園林科技情報》，1991 年第 1 期，頁 30。 

 

 

4.5.4 《香港園林》攝影展覽資料集 

 

1. 「再現奧運風采」暨「香港園林景色」攝影展覽入場券（1989 年 5 月 3 日至 12 日） 

2. 〈「再現奧運風采」暨「香港園林景色」攝影展覽〉（新聞稿，2 份） 

3. 無錫市園林管理局發出之邀請函（1989 年 6 月 5 日） 

4. 〔籌備展覽往來信函〕（手稿，9 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 朱鈞珍香港園林藝術圖片展覽前言（手稿，2 頁。附手稿複印本） 

6. 香港園林（圖片）攝影展覽目錄（手稿複印本，2 份） 

7. 「香港環境及園林圖片展覽」展示圖（手稿） 

8. 〈「石屎森林」中的綠色〉（手稿，2 頁） 

9. 〈方便、舒適、日益完善的居住環境〉（手稿，2 頁） 

10. 〈異彩紛呈的香港花卉展覽〉（手稿，3 頁） 

11. 〔香港的公園〕（手稿，2 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2. 〔《香港園林》杭州個展簡介〕（手稿，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3. 展覽工作日程（手稿，2 頁） 

14. 參加開幕式簽名的人士（手稿，2 頁） 

15. 後記（手稿，1987 年 11 月） 

16. 《香港園林》園片展覽作者簡介（複印本） 

17. 〈寫在前面的話〉（手稿，1999 年 12 月。附打印稿 2 份） 

18. 〔王世襄為香港園林題字〕（手稿複印本，丁卯年〔1987〕） 

19. 北京聯展照片（1997 年，23 張，中山公園蕙芳園） 

20. 無錫個展照片（1989 年，錫惠公園） 

21. 蘇州個展照片（1989 年，21 張，拙政園園林博物館） 

22. 杭州個展照片（1989 年，29 張，湖畔居） 

23. 廣州聯展照片（1989 年，13 張，文化公園） 

24. 開封個展照片（1988 年，11 張，汴京公園） 

25. 《香港園林》圖片歷次展覽記錄（複印本） 

26. 《香港園林》圖片展覽說明詞（複印本，1997 年 5 月，14 頁） 

 

 

4.5.5 剪報 

 

1. 朱鈞珍：〈我是怎樣寫《香港園林》的？〉，《愛書人》，1990 年 4 月。 

2. 嚴文亮：〈本港園林設計新穎「見縫插綠」具特色〉，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6 日。 

3. 關民強：〈香港園林藝術〉，《香港商報》，1990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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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陶海心：〈文化的根脈〉，《希望月報》，1997 年 7 月，頁 1。（複印本） 

 

 

4.5.6 「香港園林圖片展覽 1989 年 10 月-1997 年 10 月」資料冊（複印本，1999 年 12 月，34 頁） 

 

 

4.6 其他資料 

 

1. 「牛頭廣場、太陽廣場、葫蘆廣場、鬼神廣場、神靈廣場」（手稿） 

2. 〈蘭州近郊風景區〉（手稿，摘錄自《蘭州園林綠化志》，頁 213） 

3. 〈寧夏的麥加城〉（手稿，摘錄自香港《文匯報》，2005 年 1 月 2 日） 

4. 「寶蓮寺規劃」（3.5 吋磁碟） 

 



 

 

 

 

 

 

 

 

 

 

 

 

 

 

 

園林建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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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建築文獻（5.1 – 5.6） 
 

5.1 建築資料   

   

5.1.1 資料冊 

 

1. 《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修訂稿，1979 年 10 月，69 頁） 

2. 北京市園林局：《園林科技》內部資料（1981 年 5 月，96 頁） 

3.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天主教河南總修院近代建築群》（河南省文物管理局，2004 年 10 月，69 頁） 

4. 《中國近代園林史──雲南省卷》（2006 年 10 月 19 日，108 頁，附手寫筆記） 

5. 《鷄公山別墅建築群》（2007 年 5 月，97 頁，附手寫筆記） 

6. 《中國近代園林史──重慶市卷》（2007 年 7 月，60 頁，附手寫筆記） 

7. 《中國近代園林史》編寫組：《河南近代園林史》（電腦打字本，2007 年 7 月，63 頁） 

8. 《清華大學校園研究》資料滙集（2007 年 7 月，145 頁，附手寫筆記） 

9. 《湖北園林志》摘要（複印本，2007 年 7 月，71 頁） 

10. 《燕京大學校園》資料滙集（2007 年 7 月，126 頁，附手寫筆記） 

11. 《大學校園景觀設計》資料滙集（2007 年 7 月，93 頁，附手寫筆記） 

12. 《中國近代別墅建築群》資料滙集（2007 年 7 月，189 頁，附手寫筆記） 

13. 姜傳高 編：《鷄公山園林史》（電腦打字本，2007 年 11 月，88 頁，附手寫筆記） 

14. 《台灣的花卉》（複印本，2008 年 8 月，106 頁） 

15. 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中國園林博物館展陳大綱》（2012 年 11 月 22 日，134 頁） 

 

 

5.1.2 圖紙 

 

一．北京園林 

 

1. 「頤和園圖」（頤和圖管理處製，1951 年 3 月） 

2. 「諧趣園總平面圖」 

3. 「北京陶然亭公園平面圖」（複印本） 

4. 「汪由敦宅現狀總平面圖」（2 頁） 

5. 「北京東廠胡同壹號及貳號平面圖」 

6. 「北京宅園平面圖」 

7. 「寶福寺街十六號平面圖」 

8. 「西斜街二十號桂春園平面圖」（2 頁） 

9. 「恭王府花園平面圖」（附複印本，3 頁） 

10. 「可園平面圖」 

11. 「北京宅園──蓮園平面及鳥瞰圖」（2 頁） 

12. 「北京那桐花園平面及鳥瞰圖」（2 頁） 

13. 「魏家胡同什錦花園平面及鳥瞰圖」（2 頁） 

14. 「牛排子胡同二號──半畝園平面及鳥瞰圖」（2 頁） 

15. 「秦老胡同宅園平面圖」 

16. 「劉墉宅園平面圖」（3 頁） 

17. 「北京中華民族園風情園綠化佈置平面圖」（7 頁） 

 

二．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景觀學系（打印本） 

 

1. 李蓉蓉：市區遊園，1985 年 11 月 12 日。 

2. 唐澄瀾：住宅區小花園設計，1989 年 9 月 27 日。 

3. 高戎：水趣，1990 年 9 月 27 日。 

4. 呂絮飛：竹印圖，1991 年 9 月。 

5. 鄧智勇：九溪十八澗逍遙遊，1991 年 9 月 29 日。 

6. 袁慶：影園，1991 年 9 月 29 日 

7. 吳慶華：蕉影弈趣，1991 年 9 月 29 日。 

8. 陸衛東：四季園，1991 年 9 月 30 日。 

9. Zhangke：樹石之雅，1992 年 9 月。 

10. 朱純航：眼泉改造（明目泉），1992 年 9 月。 

11. 徐揚：金波夜月，1992 年 9 月。 

12. 〔宋師皓〕：街後生榭，1992 年 9 月 5 日。 

13. 梅子如：氣管炎泉，1992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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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吳育國：汲古園──溫泉旅遊區入口設計，1992 年 9 月 7 日。 

15. 孫艷：麥加的嚮往 

16. 王勇：山重水復 

17. 方爽：絲路花雨 

18. 汪翎：水韵 

19. 譚英：去來園 

20. 陸毅：文之園 

21. 阮賢成：綠化設計 

22. 姚咏梅：悠 

23. 葛無斌：一個中心「道」，兩個基本點「無為」．「自然」（附複印本） 

24. 秦鳴：耦園 

25. 趙奕：百步園 

26. 王文斌：合壁園 

27. 李曉慶：三門峽（門） 

28. 惜春 

29. 壁泉 

30. 功園 

31. 平泉 

32. 琴台小遊園 

 

 

5.1.3 抽印本／論文 

 

1. 《都市林業──林園都市初輯》，台北：中華林學會，1983 年。（抽印本） 

2. 李哖：〈家庭園藝〉，台北：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日期不詳。（抽印本） 

3. 劉敦楨：〈蘇州的園林〉，《南京工學院學報》，1957 年 4 月。（抽印本） 

4. 陳義男：《從空間構成之觀點論龍溪花園之植栽設計》，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1 月。 

5. Zhao Jijun, Thirty Years of Landscape Design in China (1949-1979): The Era of Mao Zedong, Thesis of Doct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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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鮑龍：〈我校將開展『綠色大學』建設〉，《新清華》，1998 年 6 月 5 日。 

278. 田沐：〈農曆裏的蛙鼓〉，《新清華》，1998 年 6 月 19 日。 

279. 〈我校實施創建綠色大學示範工程〉，《新清華》，第 7 期增刊，1998 年 6 月 22 日。 

280. 靳聞：〈我校召開建設「綠色大學」研討會〉，《新清華》，1998 年 6 月 26 日。 

281. 馮武勇、王傳堅：〈北京心藏地帶天安門〉，香港《明報》，1999 年 6 月 18 日。 

282. 〈京嚴重缺水 邀專家獻策〉，出處不詳，2000 年 3 月 25 日。 

283. 陳一戈：〈北京的水〉，出處不詳，2000 年 8 月 8 日。 

284. 〈京津沙塵暴源頭〉，香港《明報》，2001 年 1 月 3 日。 

285. 唐書琛：〈假綠化〉，出處不詳，2001 年 2 月 27 日。 

286. 〈三千載古城換新顏〉，香港《文匯報》，2001 年 3 月 1 日。 

287. 〈京沙塵暴肆虐 奧運環保惹關注〉，《香港經濟日報》，2002 年 3 月 21 日。 

288. 鍾榮：〈城牆修舊如舊 北京添新景點〉，香港《明報》，2002 年 11 月 17 日。 

289. 〈京首評十大公園揭曉〉，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17 日。 

290. 〈北京改建四合院保留原建築風格〉，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23 日。 

291. 王紅編：〈劉心武：撫摸北京 揮之不去的兒時記憶（一）〉，《中國電視報》，2003 年 8 月 4 日。 

292. 鍾榮：〈皇城博物館微型皇城收眼底〉，香港《明報》，2003 年 8 月 17 日。 

293. 王紅編：〈劉心武：撫摸北京 可愛的學校 美麗的碧波（三）〉，《中國電視報》，2003 年 8 月 18 日。 

294. 〈金秋採摘享受豐收成果〉，《中國電視報》，2003 年 9 月 15 日。 

295. 翁立：〈胡同名兒細琢磨〉，《中國電視報》，2003 年 9 月 15 日。 

296. 王紅編：〈因水而生的北京〉，出處不詳，2003 年 9 月 22 日。 

297. 鍾榮：〈什剎海復古迎客〉，香港《明報》，2003 年 12 月 14 日。 

298. 〈城市園林綠化養護管理標準（一）〉，《花卉報》，2004 月 2 月 12 日。 

299. 吳鈺萍：〈北京郊區 1500 畝楸樹迎接春天〉，《花卉報》，2004 年 2 月 14 日。 

300. 王紅編：〈專欄──京華雜談〉，《中國電視報》，第 8 期，2004 年 2 月 23 日。 

301. 李友唐：〈北京的「爨底下」無獨有偶〉，《中央電視報》，2004 年 6 月 7 日。 

302. 關琦：〈雙貝子墳今昔〉，《中央電視報》，2004 年 6 月 7 日。 

303. 〈長城「布宫」膺七大奇蹟〉，香港《文匯報》，2004 年 12 月 30 日。 

304. 陸元：〈「乾元資始」石匾回歸大高玄殿牌坊〉，《中國電視報》，第 10 期，2005 年 3 月 7 日。 

305. 楊代吟：〈北京中軸綫偏移之謎〉，《中國電視報》，第 10 期，2005 年 3 月 7 日。 

306. 佟金華：〈憶甘石橋舊居〉，《北京晚報》，2005 年 12 月 11 日。 

307. 潘恭：〈談北京話說白廣路〉，《北京晚報》，2005 年 12 月 11 日。 

308. 李純恩：〈長城〉，香港《都市日報》，2006 年 1 月 5 日。 

309. 〈長城爭做世界新七大奇蹟〉，香港《都市日報》，2006 年 1 月 6 日。 

310. 李硯洪、王翠：〈丫髻山景區重修待客〉，《北京日報》，200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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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最愛清華園──95 周年校慶專刊〉，《紫荊》，2006 年第 2 期，總第 125 期，2006 年 4 月 29 日。 

312. 李波：〈歷代帝王廟尋祖〉，《郵政周報》，2006 年 6 月 21 日。 

313. 小暑：〈胡同深處的轉輪藏〉，《郵政周報》，2006 年 10 月 25 日。 

314. 〈熙春園（今清華園）建於 299 年前〉，《新清華》，第 1662 期，2006 年 11 月 3 日。 

315. 鄭丹瑞：〈萬里長城〉，出處不詳，2006 年 11 月 11 日。 

316. 張總：〈圓明園大劫難〉，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8 日。 

317. 董少東：〈亞洲最大蕨類植物基地通州開業〉，《北京日報》，2007 年 9 月 26 日。 

318. 王玉晶 編：〈中國民間「故宮」──王家大院〉，《北京日報》，2007 年 9 月 26 日。 

319. 王玉晶 編：〈雲佛山度假村十一玩不夠──吃魚、採摘、品豐收〉，《北京日報》，2007 年 9 月 26 日。 

320. 〈五彩妝延慶 金秋醉媯川〉，《北京日報》，2007 年 9 月 26 日。 

321. 王海燕：〈天安門廣場鮮花裝扮迎國慶〉，《北京日報》，2007 年 9 月 26 日。 

322. 周文麗、吳東：〈綠色奧運帶來生態友好──實踐綠色奧運之一〉，《北京日報》，2008 年 7 月 3 日。 

323. 汲傳排：〈劉淇在調研古都風貌保護和奧運服務工作時強調 美化城市環境營造奧運氛圍實現「一個滿意」〉，《北

京日報》，2008 年 7 月 3 月。 

324. 李鳳立：〈金水橋與華表〉，《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11 日。 

325. 王海燕：〈中關村標志性雕塑易址更名〉，《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13 日。 

326. 蘇朝偉：〈昔日城中村 今城 CBD 後花園〉，《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13 日。 

327. 羅喬欣：〈團城湖野泳現象何時禁止〉，《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14 日。 

328. 賈曉燕：〈頤和園外務部公所大修竣工〉，《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15 日。 

329. 〈豐台譜寫旅遊新篇〉，《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16 日。 

330. 姜樊：〈大興三海子郊野公園十一開放〉，《北京社區報》，2010 年 5 月 17 日。 

331. 〈北京西城區派花綠化陽台〉，香港《am730》，2012 年 7 月 30 日。 

332. 〈京文物局建議保護北影原址〉，香港《文匯報》，2012 年 8 月 26 日。 

333. 〈京 3 年內清潔空氣 失敗提頭見領導〉，香港《am730》，2014 年 1 月 20 日。 

334. 〈挪威歸還圓明園石柱〉，香港《am730》，2014 年 2 月 12 日。 

335. 〈京生態指標排 39 位 不宜居住〉，香港《am730》，2014 年 2 月 13 日。 

336. 〈污染拖累北京不宜居〉，香港《晴報》，2014 年 2 月 13 日。 

337. 張韻琪：〈霧鎖中國〉，香港《am730》，2014 年 2 月 26 日。 

338. 〈盡快把北京建成清潔、衞生、優美的城市〉，北京《光明日報》，2 月 2 日。 

339. 〈明十三陵兩古柏 王岐山否決採伐〉，出處及日期不詳。 

340. 〈京郊建 3 新城遷 250 萬人〉，香港《am730》，日期不詳。 

341. 李明權：〈「圓明園」得名〉，出處及日期不詳。 

342. 〈霧霾一周歷時最長 北京重現藍天〉，香港《am730》，日期不詳。 

343. 〈花壇噴泉〉，出處及日期不詳。 

344. 〔圓明新園名勝圖片：海宴堂；蓬島瑤台；涵虛朗鑒；萬方安和；正大光明〕，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

本館代擬） 

345. 〔圓明新園名勝圖片：濂溪樂處；九洲清晏；大宮門；方壺勝境；遠瀛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

館代擬） 

346. 林玉樹：〈春到雍和宮〉，北京《光明日報》，日期不詳。 

347. 李嘉樂：〈園林規劃設計知識講話第三講：關於城市園林系統規劃〉，出處及日期不詳。 

348. 〈近郊泉水全消失 京地下水瀕枯竭〉，出處及日期不詳。 

349. 〈祖國各地──介紹承德離宮（避暑山莊）〉，出處及日期不詳。 

350. 〈乘風破浪會有時──訪北京園景園林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霍毅先生〉，出處及日期不詳。 

351. 李鵬 編：〈北京地壇園外園環境設計〉，出處及日期不詳。 

352. 〈北京市石景山區衷心祝願北京申奧成功〉，出處及日期不詳。 

353. 〈上方山國家森林公園特刊〉，《上方山覽勝導報》，出處及日期不詳。 

354. 〔義務植樹〕，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55. 余一生：〈京華胡同雜談〉，出處及日期不詳。 

356. 翁立：〈為北京胡同立傳〉，出處及日期不詳。 

357. 曲卉：〈北京特色書屋迷書友〉，出處及日期不詳。 

358. 〈北京 10 項文物古蹟被評為旅遊世界之最〉，出處及日期不詳。 

359. 〈昔日「燕山八景」聞名 今日「新十六景」迷人〉，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360. 〈北京開放一批文物景點〉，出處及日期不詳。 

361. 〈中國各省會及自治區首府〉，出處及日期不詳。 

362. 〈地圖上的故事──五色土〉，出處及日期不詳。 

363. 舜孫：〈秦始皇一統天下〉，香港《大公報》，日期不詳。 

364. 〈中國又有 26 個市縣對外國人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365. 〈中國將對外增開 22 座登山運動山峰〉，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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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古園） 

 

1. 白槐：〈參觀中南海感懷〉，出處不詳，1981 年 11 月 17 日。 

2. 〈國家與農民合建圓明園遺址公園〉，北京《文摘報》，1984 年 10 月 26 日。 

3. 中新社：〈北京市民提供綫索尋找圓明園遺物〉，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31 日。 

4. 榮：〈圓明園整修活動已集資三十五萬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5 日。 

5. 劉路沙：〈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等單位協作 運用近景立體攝影測量新技術 測出頤和園佛香閣的準確高度〉，北

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10 日。 

6. 李夏：〈何以取名昆明湖？〉，《北京晚報》，1985 年 4 月 15 日。 

7. 〈法國建築師若納唐認為 中國在修復圓明園中缺乏審美觀點〉，《中國參考報》，1985 年 8 月 24 日。 

8. 陳燕：〈圓明園憶舊遊〉，出處不詳，1986 年。（複印本） 

9. 郭勝 譯：〈觀光客蜂湧而至 故宮受人患之災〉，香港《明報》，1986 年 2 月 16 日。 

10. 黃一丁：〈油田在北京城底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21 日。 

11. 〈首都興建水碓園 大頤和園卅公頃〉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 日。 

12. 〈每日九十萬人進京？〉，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8 日。 

13. 梅菁菁：〈頤和園內怪現象〉，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0 日。 

14. 苗苗：〈「來今雨」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24 日。 

15. 張進富：〈頤和園內「扇揚仁風」小築〉，出處不詳，1988 年 1 月 30 日。 

16. 〈天壇皇穹宇復清代舊觀〉，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9 日。 

17. 〈「圓明園」得名試析〉，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24 日。 

18. 〈清代商業街重建已完成〉，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24 日。 

19. 〈圓明園遺址公園整修後重新開放〉，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30 日。 

20. 〈恭王府試行開放〉，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4 日。 

21. 穆逸：〈郎世寧與北京名園〉，香港《星島日報》，1988 年 8 月 2 日。 

22. 金兆：〈在恭王府聽戲〉，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 日。 

23. 沈洪：〈故宮的戲帝圖〉，出處不詳，1988 年 12 月 10 日。 

24. 〈故宮開放新例奏效 元旦遊人僅逾兩萬〉，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 月 3 日。 

25. 沈洪：〈諧趣園中說「三趣」〉，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6 日。 

26. 〈圓明園十二生肖當年遭擄掠台灣人今帶回四尊國寶回家〉，《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6 月 21 日。 

27. 楊江龍、鄧家村：〈話說宜芸館〉，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30 日。 

28. 〈天壇公園土山 北京決定夷平〉，香港《大公報》，1990 年 1 月 6 日。 

29. 〈京城箭樓修復 近向遊人開放〉，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4 日。 

30. 〈昆明湖將再現魅力〉，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5 日。 

31. 〈古建築專家認為圓明園已成娛樂園〉，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7 日。 

32. 林翠芬：〈鴉片戰爭一百五十周年復修圓明園起爭議〉，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6 日。 

33. 張尚瀛：〈嚴寅亮為「頤和園」題匾〉，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11 日。 

34. 長丁：〈漫話頤和園（一）〉，《北京廣播電視報》，1990 年 9 月 4 日。 

35. 紀引：〈北京的團城〉，《北京廣播電視報》，1991 年 7 月 23 日。 

36. 李喜迎：〈圓明園可修建微縮景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7 日。 

37. 嚴寬：〈頤和園的木窗藝術〉，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21 日。 

38. 劉連元：〈景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2 日。 

39. 寶賢、奉春：〈籍禮與先農壇〉，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 日。 

40. 〈天壇〉，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41. 〈北海〉，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42. 〈頤和園〉，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43. 王洋、馮乃華：〈圓明園遺址公園清整修復工作成效顯著〉，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5 日。 

44. 佘震宇：〈天壇建築的象徵性〉，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2 月 19 日。 

45. 〈搶救圓明園遺址將遷走區內居民〉，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2 日。 

46. 布裕民：〈四合院和其中的「庭」〉，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18 日。 

47. 贏效：〈北京北海公園大規模復建瓊華島〉，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13 日。 

48. 侯辛：〈北海公園瓊華島中軸綫景區修復〉，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5 日。 

49. 張樂珠：〈地壇也是好地方──被忽略的北京旅遊點〉，香港《新晚報》，1993 年 8 月 30 日。 

50. 英：〈北海公園「極樂世界」首次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1 日。 

51. 〈京城瓊島景觀重現清代風貌〉，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22 日。 

52. 〈清皇室行宮暢觀樓裝修成國際俱樂部〉，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13 日。 

53. 之蘋：〈頤和園布局倣奇經八脈？〉，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10 日。 

54. 〈北京王府現有多少〉，《北京晚報》，1995 年 7 月 6 日。 

55. 王若：〈換鞋子參觀故宮 掏腰包保護文物〉，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3 日。 

56. 〈頤和園銅牛尾案傳奇〉，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5 日。 

57. 〈「百寶鑲嵌九龍壁」昨在京向遊人展示〉，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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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老末：〈仿製世界各國藏品 圓明園建圖騰島〉，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4 日。 

59. 中通社：〈頤和園乾隆書房修復〉，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17 日。 

60. 〈頤和園百年奇案〉，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29 日。 

61. 徐城北：〈乾隆船宴〉，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11 日。 

62. 童語：〈回眸寂寞護城河〉，《中國電視報》，2003 年 9 月 15 日。 

63. 孫瑜：〈何謂「紫氣東來」〉，出處及日期不詳。 

64. 〔頤和園雪景剪報〕，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5. 梅菁菁：〈「救救故宮」的呼聲〉，出處及日期不詳。 

66. 〈故宮〉，出處及日期不詳。 

67. 〈八達嶺長城、故宮太和殿〉，出處及日期不詳。 

68. 〈北海開了新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69. 〈天壇〉，出處及日期不詳。 

70. 董玉麐：〈記圓明園遺石〉，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71. 崔麟台：〈公園通俗圖書館紀略〉，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72. 〔動物時鐘噴泉〕，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3. 〔綉綺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4. 〔東便門箭樓〕，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5. 〔天壇〕，出處及日期不詳。（2 則，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6. 〔祈年殿〕，出處及日期不詳。（3 則，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7. 〔圓明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8. 〔北京故宮〕，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三．北京（綠） 

 

1. 〈首鋼成立綠化公司承包綠化工程〉，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2 月 24 日。 

2. 〈首鋼環保綠化更上一層樓 花繁樹茂招鳥來〉，出處不詳，1983 年 3 月。 

3. 夏利娜：〈為綠化培訓骨幹 北京市舉辦高校綠化培訓班〉，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4. 薌江：〈鮮花隆冬進北京 福建花農一片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6 日。 

5. 南飛：〈首都綠化美化重點將從綫向面縱深展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6. 陳一超：〈首都城鄉綠化美化工作速度快〉，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9 日。 

7. 葉子：〈這裏將會鬱鬱葱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6 日。 

8. 張景德、葉子：〈春風又綠北京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9 日。 

9. 屈俊峰：〈本巿今年綠化美化工作向縱深發展〉，《北京晚報》，1985 年 8 月 4 日。 

10. 陳慧：〈十二種新植物將美化首都〉，《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11 日。 

11. 賀柞：〈綠多景自美〉，《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11 日。 

12. 屈俊峰：〈50 萬盆鮮花裝扮北京街道〉，《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16 日。 

13. 張娜依、江潔紅：〈本巿道路綠化一改呆板單調的「行列式」 目前已建成五條各具特色的綠化道路〉，《北京晚

報》，1985 年 9 月 22 日。 

14. 〈十五條環境優美街道更加優美〉，《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7 日。 

15. 屈俊峰：〈北京街頭滿眼葱綠處處花〉，《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9 日。 

16. 蔣選斌：〈從美化整治城市出發──記北京陳希同市長檢查綠化工作〉，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8 日。 

17. 趙南飛：〈北京市、城鄉建設環保部、地質礦產部 共同組織「北京航空遙感綜合調查」〉，《北京晚報》，1985 年

10 月 18 日。 

18. 〈北京綠化委會今年計劃要做好綠化美化十項建設〉，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20 日。 

19. 〈十萬株競放鮮花裝扮天安門廣場〉，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8 日。 

20. 〈十萬鮮花競爭艷裝綴天安門廣場〉，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9 日。 

21. 〈節前北京萬紫千紅〉，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30 日。 

22. 〈北京高爾夫球場日前已正式開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30 日。 

23. 〈城市綠化總面積已達十六萬公頃〉，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4 日。 

24. 〈全市人民抓緊時機積極行動起來 為取得今年綠化美化更大成績而奮鬥〉，《北京日報》，1987 年 3 月 10 日。 

25. 何景安：〈北京職業中學的園林班〉，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16 日。 

26. 王金波：〈北京建成我國北方最大的鮮切花溫室基地〉，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13 日。 

27. 任稚犀：〈把首都綠化美化搞得更好──陳希同主持會議並講話〉，《北京日報》，1991 年 2 月 3 日。 

28. 王振民：〈當北京逐漸變成大花園時，請不要忘記：綠化先鋒陳向遠〉，《北京日報》，1991 年 9 月 18 日。 

29. 〈百萬盆鮮花將裝點節日首都〉，《北京晚報》，1991 年 9 月 19 日。 

30. 〈「黃土不露天」工程綠化成果喜人〉，《北京日報》，1992 年 3 月 10 日。 

31. 〈首都青少年成為綠化先鋒〉，《北京日報》，1992 年 3 月 10 日。 

32. 彭海忠：〈徐辛莊鎮植樹成活率達 90%〉，《北京日報》，1992 年 3 月 12 日。 

33. 張寶貴：〈北京的古樹名木〉，《北京日報》，1992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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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王增民：〈本市去年綠化美化又上新台階〉，《北京日報》，1992 年 3 月 16 日。 

35. 劉思敏：〈綠化美化工作改善了首都市容〉，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7 日。 

36. 辛文：〈北京園林花卉市場建成營業〉，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8 日。 

37. 陳德光：〈老北京的花鄉與花市〉，《北京廣播電視報》，1992 年 8 月 25 日。 

38. 〈北京設花壇賀國慶主題改革開放〉，香港《明報》，1993 年 9 月 28 日。 

39. 京西：〈玫瑰茉莉入饌 春蘭秋菊佐餐〉，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 日。 

40. 〈步入綠色森林〉，《老年報》，1998 年 6 月 20 日。 

41. 莊宇輝：〈北京巿民可認養綠地〉，《深圳特區報》，1998 年 12 月 10 日。 

42. 中新社：〈北京長安街建城市森林〉，香港《大公報》，1999 年 5 月 14 日。 

43. 〔北京天安門廣場綠化〕，香港《am730》，2011 年 3 月 24 日。（文獻無題，本題代擬） 

44. 〈匯通祠島山植物配置設計簡要說明〉，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 

45. 〈天安門博物館前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46. 〈天安門廣場西南的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47. 〈北海公園的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48. 〈天安門廣場的菊花巨龍〉，出處及日期不詳。 

49. 〈紫竹院公園的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50. 〈中山公園的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51. 〈東單公園的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四．北京（建設） 

 

1. 耿雯：〈獨樹將軍定中軸〉，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10 日。 

2. 蘇文洋：〈靠社會力量加強文化建設和文物保護〉，《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6 日。 

3. 王達人：〈本市即將興建兒童玩具城〉，《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6 日。 

4. 葉廷芳：〈首都總體建築應有主題思想〉，出處不詳，1985 年 10 月 22 日。 

5. 葉廷芳：〈首都應有新的建築奇觀〉，出處不詳，1985 年 11 月 5 日。 

6. 〈京港合營鄉村俱樂部〉，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2 日。 

7. 宮蘇藝：〈應該寫一部《北京的四合院》〉，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7 日。 

8. 〈北京建築設計大奬 香山飯店庭園奪冠〉，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7 日。 

9. 〈世界廿三大城市京津滬榜上有名〉，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1 日。 

10. 張寧：〈北京古建築龍奇觀將搬上螢幕〉，《北京廣播電視報》，1987 年 11 月 4 日。 

11. 〈北京準備調整城市佈局〉，香港《新晚報》，1987 年 12 月 14 日。 

12. 王渝新：〈天安門前金水橋〉，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2 日。 

13. 〈紫禁城建築四奇〉，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9 日。 

14. 李晨、施連方：〈金鑾殿與龍袍〉，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24 日。 

15. 旅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三大殿裏的「和」字〉，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 日。 

16. 〈故宮建築設計〉，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18 日。 

17. 〈北京限制建高樓〉，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8 日。 

18. 〈北京頒布法例規劃城市建設〉，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3 日。 

19. 王銘珍：〈長安街今昔〉，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3 月 17 日。 

20. 楊小蓮：〈北京市又公布一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4 日。 

21. 〔亞運村中心公園〕，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8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2. 陳亞偉：〈您知道北京街巷門牌排列的規律嗎？〉，出處不詳，1990 年 8 月 25 日。 

23. 一如：〈元明清三朝的最高學府──國子監〉，出處不詳，1990 年 8 月 25 日。 

24. 王冰：〈天安門廣場〉，《北京廣播電視報》，1991 年 5 月 21 日。 

25. 〈北京新興房地產業〉，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28 日。 

26. 魯凡之：〈對北京建築的意見〉，香港《文匯報》，1992 年 4 月 26 日。 

27. 姚敬生：〈北京興建新火車站前期工程進展順利〉，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1 日。 

28. 馬輝：〈北京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29. 〈故宮〉，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30. 〈天安門廣場〉，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31. 〈北京故宮的「橫七竪八」〉，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22 日。 

32. 朱小平：〈和平門的由來〉，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26 日。 

33. 張西鴻：〈關注沿海圈地風潮 北京不准炒賣地皮〉，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6 日。 

34. 〈北京郊區蘊藏豐富資源〉，香港《文匯報》，1992 年 10 月 27 日。 

35. 〈北京昌平縣來港招商 多塊土地供外商開發〉，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8 日。 

36. 席揚：〈張健民談京發展大計 開放將分四層次進行〉，香港《明報》，1992 年 12 月 4 日。 

37. 朱小平：〈話說新華門〉，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12 日。 

38. 〈中國首座純美式社區北京貴族城動工興建〉，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7 日。 

39. 〈京港投資十億美元改造西單舊商業區〉，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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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北京阜外大街改建新國賓大道〉，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19 日。 

41. 〈明清皇室檔案庫〉，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3 日。 

42. 〈北京巿未來總體規劃披露 人口上限一千二百五十萬〉，香港《明報》，1994 年 2 月 22 日。 

43. 〈北京市重點發展衛星城鎮 東北郊將建八十八層高樓〉，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44. 〈北京人均居住使用面積四年內將達十四平方米〉，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7 日。 

45. 〈北京牛街小巷古樸滄桑 鬧市車水馬龍〉，香港《明報》，1994 年 7 月 1 日。 

46. 李宏宇：〈東城 66 條街懸掛文化標誌牌〉，《北京晚報》，1994 年 8 月 27 日。 

47. 段天順：〈高梁河與北京（一）〉，《北京晚報》，1994 年 8 月 27 日。 

48. 朱祖希：〈為什麼北京城裏會有斜街〉，《北京晚報》，1994 年 8 月 29 日。 

49. 段天順：〈高梁河與北京（四）〉，《北京晚報》，1994 年 8 月 30 日。 

50. 〈京畿建衛星城市人口卅萬設備全〉，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26 日。 

51. 羅孚：〈奪回老北京麼？〉，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2 日。 

52. 京通：〈京城物阜民豐發展紅火朝天〉，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18 日。 

53. 〈長實等發展商遭《暸望》不點名批評 為牟取暴利無視北京城市規劃法規〉，香港《明報》，1995 年 1 月 19 日。 

54. 〈人均居住面積逾八平方米 北京市住宅建設發展快速〉，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8 日。 

55. 〈北京加快危舊房屋改造注重保護名城古都風貌〉，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4 日。 

56. 〈城市增三倍設施不足 全國將普查改善市政〉，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11 日。 

57. 羅綺萍：〈北京訂最低回報率吸引外資改造舊城〉，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25 日。 

58. 戴平：〈舊城改造不應犠牲文物古蹟 舒乙籲保留京城胡同四合院〉，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27 日。 

59. 〈亞洲最大火車站北京啟用 八千萬元屋頂專家齊非議〉，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2 日。 

60. 何丘：〈乘三輪遊胡同 四合院內包餃子〉，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7 日。 

61. 何丘：〈元代建築浴德堂 並非香妃沐浴處〉，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28 日。 

62. 〈專家促北京建文化一條街〉，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9 日。 

63. 羅孚：〈胡同是京城小巷〉，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2 日。 

64. 乾坤：〈北京湖廣會館重修迎故人〉，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11 日。 

65. 劉正非：〈「清明上河」繪歷史風貌「長卷」將鋪展平安大街〉，上海《新民晚報》，1999 年 2 月 4 日。 

66. 〈京國家大劇院 設計遭撻伐〉，出處不詳，2000 年 3 月 22 日。 

67. 楊帆：〈京採七措施改善空氣〉，《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11 月 30 日。 

68. 〔雲居寺〕，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9. 〔蘆溝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0. 〈天安門木柱拍賣被禁〉，出處及日期不詳。 

 

五．北京（寺廟園林） 

 

1. 〈京味十足的廟會〉，出處不詳，1985 年。（複印本） 

2. 靳楊、李崇生：〈北京春節地壇大型文化廟會籌備就緒〉，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2 日。 

3. 陳昊蘇：〈北京的春節一年比一年熱鬧──祝賀地壇春節文化廟會開幕〉，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4. 〈北京春節文化廟會開幕〉，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13 日。 

5. 西岳：〈北京地壇文化廟會〉，《電視周報》，1985 年 2 月 14 日。 

6. 賀海：〈雍和宮三絕之一 五百羅漢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20 日。 

7. 〈「三月三」廟會白龍潭萬人遊〉，香港《文匯報》，1990 年 4 月 11 日。 

8. 李玲：〈大鐘寺飯店推出明代宮廷美食〉，出處不詳，1990 年 9 月 8 日。 

9. 〈永樂大鐘〉，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10. 〈雲居寺〉，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11. 〈永樂大鐘〉，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20 日。 

12. 〈卧佛的由來〉，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23 日。 

13. 栢力：〈北京天壇數字含意深 九九八十一象徵皇極〉，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15 日。 

14. 徐世爐、徐世樟：〈天台重建明岩古寺〉，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3 日。 

15. 秋農：〈文華宮──一個開心的好去處〉，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0 日。 

16. 京西：〈不能保祐發財 孔廟殘破敗落〉，香港《明報》，1995 年 9 月 4 日。 

17. 楚清：〈法海寺壁畫要強光照射至睇到〉，香港《快報》，1995 年 11 月 8 日。 

18. 胡琴：〈雲居寺石經風化嚴重〉，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16 日。 

19. 〈北京大鐘寺對外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20. 成明：〈永樂大鐘銘文整理完畢在京展出〉，出處及日期不詳。 

21. 張方：〈雍和宮中有三絕〉，出處及日期不詳。 

22. 〈雲居寺〉，出處及日期不詳。 

23. 辛：〈北京市園林局邀請專家學者座談 研討天壇歷史文化與開發利用〉，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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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北京其他（綜合） 

 

1. 郭偉志：〈北京也要有「迪斯尼樂園」──李鴻鈞談闢建北京遊樂園問題〉，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5

日。 

2. 湘：〈龍潭遊樂區建成「萬里長城」等模型〉，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8 日。 

3. 〈科學基金項目指南 北京開始每年發布〉，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9 日。 

4. 榮世卿：〈北京新建成一遊樂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4 月 11 日。 

5. 蕭喬、興林：〈北京遊樂園開業〉，香港《大公報》，1987 年 4 月 30 日。 

6. 〈黃冑籌辦「炎黃藝術館」〉，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6 日。 

7. 王銘珍：〈北京懷仁堂今昔〉，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11 日。 

8. 謝連山、董慶：〈九龍遊樂園新增幸運噴泉〉，出處不詳，1991 年 7 月 17 日。 

9. 宣鈺：〈天安門廣場升（降）旗儀式已成為首都特殊一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10 月 12 日。 

10. 江富美：〈北京的「托爺」〉，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11 日。 

11. 王洋：〈北京石景山遊樂園 6 年接待 700 萬人〉，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4 日。 

12. 張波：〈北京將建成吉思汗樂園〉，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 日。 

13. 胡衛：〈北京將建日月潭風景旅遊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1 日。 

14. 〈學生文化活動中心昨在清華行奠基禮〉，香港《大公報》，1993 年 12 月 14 日。 

15. 林之光：〈為什麼北京入夏比上海還早〉，《北京晩報》，1994 年 5 月 30 日。 

16. 〈「北京時間」來自陝西臨潼〉，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1 日。 

17. 楊子：〈中南海「新華門」牌匾出晚清翰林袁勵准手筆〉，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11 日。 

18. 〈北京流行舊換新促銷方式〉，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5 日。 

19. 北京青年報：〈京城雕塑吸引遊人〉，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 日。 

20. 〈文源閣《四庫全書》殘卷北京發現〉，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2 日。 

21. 〈北京錢幣博物館建成開幕〉，出處及日期不詳。 

22. 〈北京家庭用電量大增 電線超負荷易生危險〉，出處及日期不詳。 

23. 賀家寶：〈「火燒趙家樓紀念碑」落成〉，出處及日期不詳。 

24. 〔畫龍點晴〕，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5. 〔「和平」雕塑〕，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6. 〈炎黃藝術館模型〉，出處及日期不詳。 

 

七．北京其他（巿區） 

 

1. 〈北京官園闢作兒童少年活動中心〉，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3 月 4 日。 

2. 〈陽台上盆花競放〉，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24 日。 

3. 常華：〈北海闢為公園對外開放〉，《北京日報》，1984 年 8 月 1 日。 

4. 趙紅：〈濱河公園北園高速建成節前開放〉，《北京日報》，1984 年 9 月 22 日。 

5. 趙紅：〈「北園」情趣〉，《北京日報》，1984 年 9 月 22 日。 

6. 王永華：〈玉帶河放養一批名貴觀賞魚〉，《北京日報》，1984 年 9 月 22 日。 

7. 趙興：〈首都着盛裝 處處如花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2 日。 

8. 張瑞熙：〈北京濱河公園宣武藝園開放〉，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12 日。 

9. 〈首都公園又添新光彩〉，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10. 〈北京將建第一個野生動物園〉，北京《文摘報》，1984 年 12 月 7 日。 

11. 〈北京麗都飯店設保齡球遊戲中心〉，《中國參考報》，1985 年 1 月 4 日。 

12. 〈北京積極籌建「老人樂園」〉，《中國參考報》，1985 年 2 月 28 日。 

13. 馬息壤：〈七位老人建設花園式街巷〉，《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11 日。 

14. 洋洋：〈街心公園拆房記〉，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1 日。 

15. 希波、息壤：〈大觀園新竹吐翠藤蘿伸蔓〉，《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16. 曹成發：〈青年湖公園遊藝器械齊全值得一遊〉，《北京晚報》，1985 年 8 月 2 日。 

17. 崔金生：〈屋頂遊藝場〉，《北京晚報》，1985 年 8 月 12 日。 

18. 玉山：〈龍潭公園水面改造工程完工〉，《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9 日。 

19. 〈眾名流評點北京十六景〉，出處不詳，1986 年。 

20. 〈北京市將大規模開闢遊覽娛樂場所〉，《中國遊覽報》第 5 期，1986 年 6 月 5 日。 

21. 〈大觀園重現京華 已正式接待遊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 日。 

22. 〈由國內外投票評選新北京十六景〉，香港《華僑日報》，1986 年 10 月 10 日。（複印本，2 則） 

23. 孫曉鷗：〈北京動物園談往〉，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9 日。 

24. 周穎：〈大觀園中「省親」來〉，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8 日。 

25. 周長國：〈皇家園林酷似人像疑為道家養生圖示──「景山坐像」之謎研究有了新見解〉，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9 日。 

26. 朱小平：〈「銀錠觀山」記〉，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13 日。 

27. 〈奕訢生平重新評價〉，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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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京華何處是大觀園 《紅樓解夢》有新論〉，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7 日。 

29. 千里雪：〈北京昨全市總動員 進行綠化清潔運動 亞運村植樹五百棵〉，香港《晶報》，1990 年 3 月 5 日。 

30. 〈中港合建蠟像館即將在北京展出〉，香港《快報》，1990 年 4 月 26 日。 

31. 元成：〈中國蠟像如真人復活〉，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7 日。 

32. 林江南：〈北京臘像館〉，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28 日。 

33. 陳德光：〈龍潭湖今昔〉，《北京晚報》，1990 年 11 月 27 日。 

34. 陳德光：〈東單公園今昔〉，《北京廣播電視報》，1991 年 7 月 2 日。 

35. 許亦珊：〈薊門煙樹今昔〉，《北京廣播電視報》，1991 年 9 月。 

36. 果麗霞：〈清新俊美雙秀園〉，《北京晚報》，1991 年 9 月 7 日。 

37. 田國勝：〈野趣幽幽萬芳亭〉，《北京晚報》，1991 年 9 月 14 日。 

38. 張文起：〈北京也有「六橋煙柳」〉，《北京廣播電視報》，1991 年 9 月 16 日。 

39. 匡龍：〈京都八景知多少？〉，出處不詳，1991 年 12 月 18 日。 

40. 朱小平：〈漫話積水潭〉，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2 月 19 日。 

41. 辛：〈北京開始興建碧玉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5 日。 

42. 侯辛：〈天壇公園朝高檔次文化園林方向發展〉，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0 日。 

43. 東輝、欣欣：〈北京九龍遊樂園新增水族館〉，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9 日。 

44. 汪恒：〈北京陶然亭公園水上樂園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9 日。 

45. 〈北京的城中城〉，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23 日。 

46. 〈京亞運村至十三陵建首條輕鐵〉，香港《明報》，1994 年 7 月 14 日。 

47. 絲韋：〈北京城空前烟花下〉，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4 日。 

48. 王金波：〈歲歲年年花不同〉，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0 日。 

49. 王彤：〈萬壽寺──北京藝術博物館〉，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0 日。 

50. 祁貴興：〈鳳陽明皇陵〉，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0 日。 

51. 曉玫：〈首都綠化環境促進旅遊和經濟發展〉，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4 日。 

52. 〈首都植物園歎經費支絀〉，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30 日。 

53. 曉宗：〈北京明皇蠟像宮再現歷史風雲〉，出處不詳，1996 年 1 月 18 日。 

54. 夏泰寧：〈方莊小記〉，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3 日。 

55. 中通社：〈京城飲水也發愁〉，《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7 月 14 日。 

56. 蘇瑞常：〈釣魚台〉，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2 日。 

57. 孫曉勝：〈故宮開咖啡店惹爭議〉，香港《文匯報》，2000 年 11 月 24 日。 

58. 翁立：〈胡同名往好裏叫〉，《中央電視報》，2003 年 9 月 1 日。 

59. 駱會欣：〈國家植物園將現京西〉，《花卉報》，2004 年 2 月 26 日。 

60. 李明德：〈長安街上雙塔寺〉，《中央電視報》，2004 年 11 月 22 日。 

61. 李鳳立：〈鐵影壁〉，《中央電視報》，2004 年 11 月 22 日。 

62. 華鍇：〈奧林匹克公園遊客 256 萬〉，《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9 日。 

63. 華鍇、皮亞明：〈花博會接待遊客 180 萬〉，《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9 日。 

64. 華鍇：〈奧林匹克公園中心區長期保留安檢〉，《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16 日。 

65. 〈北京城綠樹濃蔭男女清晨練氣功〉，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66. 〈北京人口知多少〉，出處及日期不詳。 

67. 〈人民公園人民建〉，出處及日期不詳。 

68. 〈北京的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69. 劉淑琴：〈薊門煙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八．北京其他（郊區） 

 

1. 吳振英：〈潭柘寺風景區有了旅遊飯店〉，《北京晚報》，1984 年 9 月 13 日。 

2. 田國勝：〈花鄉路成為首都新風景區〉，《北京晚報》，1984 年 9 月 28 日。 

3. 崔樞華：〈深秋話香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4. 劉路沙：〈一些專家學者建議把周口店地區 建成為「古人類古文化遺址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30 日。 

5. 〈在周口店興建遺址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5 日。 

6. 劉文中：〈京東奇峰──霧靈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6 日。 

7. 賈英德、李士安：〈奇特 險峻 秀麗 幽深──一個即將開發的郊野公園〉，《北京晚報》，1985 年 4 月 24 日。 

8. 〈密雲國際遊樂場七．一正式開放 八渡添建遊樂場所迎接遊人〉，《北京晚報》，1985 年 4 月 28 日。 

9. 石同立：〈石景山區綠化工作向花園化發展〉，《北京晚報》，1985 年 4 月 28 日。 

10. 李志莊：〈北京市將大規模開闢遊覽娛樂場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9 日。 

11. 〈北京國際高爾夫俱樂部今奠基〉，《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2 日。 

12. 董大同：〈石景山發現一塊清代刻石 上刻池桂本七言詩一首〉，《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3 日。 

13. 陳端紹：〈我國目前最大的遊樂場所──北京密雲國際遊樂場加緊施工〉，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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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南飛：〈北京建立百花山 松山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7 日。 

15. 孔河：〈北京清末有櫻花〉，《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9 日。 

16. 郭書文、馮峰：〈松山溫泉風格別具〉，《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9 日。 

17. 李文英：〈碧雲寺佳景水泉院〉，《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9 日。 

18. 姚雍：〈北京的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1 日。 

19. 周宗欣：〈北京將興建中國最大的高爾夫球場〉，《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9 日。 

20. 南星：〈密雲水庫度假村〉，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15 日。 

21. 楊先慧：〈黃村綠化美化並舉建設花園式衛星城〉，《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16 日。 

22. 王永江：〈北京市豐台區自籌資金建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9 日。 

23. 〈八達嶺每日接待二萬遊人〉，《北京晚報》，1985 年 7 月 12 日。 

24. 呂成奇：〈驚險追求者的樂園──記建設中的密雲國際遊樂場〉，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30 日。 

25. 李中：〈慕田峪長城向您招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6 日。 

26. 屈俊峰：〈密雲懷柔另闢遊覽區確保庫水清潔〉，《北京晚報》，1985 年 8 月 9 日。 

27. 柏峰：〈人間仙境──黑龍潭〉，《北京晚報》，1985 年 8 月 18 日。 

28. 余清馨、翟惠生、楊萬宗：〈燕山腳下的「花城」──懷柔〉，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8 月 25 日。 

29. 〈居庸叠翠〉，《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 日。 

30. 韓松：〈稻香湖公園內將建兒童玩具城〉，《北京日報》，1985 年 9 月 8 日。 

31. 劉世領：〈石龍水府──白龍潭〉，《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9 日。 

32. 王達人：〈京西勝景──龍門澗〉，《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19 日。 

33. 李永明、郭長根：〈金海公園遊記〉，《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3 日。 

34. 張娜依：〈八大公園二十景觀迎接遊人〉，《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5 日。 

35. 毛序國：〈本市又建成十條旅遊公路〉，《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5 日。 

36. 〈盧溝橋名勝添新景 京決建文化旅遊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3 日。 

37. 〈首鋼傾倒廢渣形成 盧溝橋畔「鋼渣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8 日。 

38. 安偉：〈本市新建成一批遊覽點〉，《北京日報》，1987 年 3 月 28 日。 

39. 鄧雲鄉：〈紅樓夢憶〉，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2 日。 

40. 鏡之：〈北京藏着一個奇跡（中）〉，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9 日。 

41. 鏡之：〈北京藏着一個奇跡（下）〉，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30 日。 

42. 毛智漢：〈重修後的蘆溝橋〉，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6 日。 

43. 郭仲義：〈蘆溝橋上獅醒目〉，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9 日。 

44. 文心：〔遊潭柘寺、戒台寺〕，出處不詳，戊辰年（1988）。（複印本，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5. 〈北京郊區新旅遊熱點 慕田峪長城剪綵開放〉，香港《明報》，1988 年 5 月 9 日。 

46. 董大同：〈銀杏寶寶樂園初具規模〉，《北京晚報》，1988 年 5 月 17 日。 

47. 李蘊維：〈豐台人民自籌資金建公園〉，《北京晚報》，1988 年 5 月 17 日。 

48. 周廣賢：〈長城腳下「八卦陣」〉，香港《文匯報》，1988 年 7 月 1 日。 

49. 劉誠、方蒙：〈盧溝橋事變再現〉，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0 日。 

50. 畢鳳祥：〈石花洞的全國之冠〉，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6 日。 

51. 安偉：〈綠化美化要一年比一年好〉，《北京日報》，1988 年 9 月 24 日。 

52. 劉北汜：〈蒼蒼石穴〉，《北京日報》，1988 年 9 月 24 日。 

53. 劉思敏：〈周末遊十渡〉，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10 月 5 日。 

54. 〈京建國家級鹿苑〉，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5 日。 

55. 譚毓紅：〈虎峪景區待人遊〉，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25 日。 

56. 桑陽：〈京郊白龍潭〉，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6 日。 

57. 閆朝江：〈京北第一草原度假村旅遊設施已初具規模〉，出處不詳，1989 年 8 月 16 日。 

58. 畢鳳祥：〈京郊孔水洞探秘〉，出處不詳，1990 年 1 月 3 日。 

59. 雷嘯：〈京郊溝溝崖〉，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18 日。 

60. 〈北京十三陵昭陵修復工程已完工〉，香港《文匯報》，1990 年 4 月 26 日。 

61. 程子華：〈北京十三陵水庫建成百米噴泉〉，出處不詳，1991 年 5 月 11 日。 

62. 曾紅平：〈京東五景區旅遊新綫隆重推出〉，出處不詳，1991 年 6 月 15 日。 

63. 高愛民：〈京郊懷柔攬勝〉，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14 日。 

64. 周鴻聲：〈淶源白石山〉，《北京日報》，1991 年 11 月 13 日。 

65. 耿文：〈北京將興建中國民族文化城〉，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7 日。 

66. 周振華：〈昌平縣十年大規模植樹造林〉，《北京日報》，1992 年 3 月 12 日。 

67. 謝久忠、連禾：〈黃金年郊遊好去處──龍慶峽〉，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25 日。 

68. 侯辛：〈河北野三坡景區建成苗家村寨〉，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11 日。（附手繪地圖） 

69. 劉思敏、張波：〈中國北方國際射擊場特色鮮明受青睞〉，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5 日。 

70. 秋農：〈紅山軍馬場將開發旅遊區〉，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 日。 

71. 金光群：〈北京有座雲蒙山〉，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4 日。 

72. 〈萬里長城〉，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73. 〈十三陵〉，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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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0 日。 

75. 方學仁、連禾：〈八達嶺今昔〉，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5 日。 

76. 劉素英：〈鬼見愁和鹿岩精舍〉，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8 日。 

77. 清青：〈「黑森林」成為京郊旅遊熱點〉，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10 日。 

78. 〈北京新闢森林旅遊區〉，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6 日。 

79. 李志莊：〈北京將建「中國民族文化城」〉，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26 日。 

80. 〈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20 日。 

81. 馮長水：〈北京虎峪景區新闢「百仙神洞」對外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17 日。 

82. 〈北京郊區特大溶洞發現稀世銀狐晶體〉，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22 日。 

83. 劉利華：〈松山原始森林旅遊區向遊客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3 日。 

84. 陽洪：〈華北最大古洞溝石穴群〉，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0 日。 

85. 興旅：〈京東又增新景點〉，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24 日。 

86. 傅朗雲：〈北京延慶石穴群探疑〉，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9 日。 

87. 蔡牧：〈京郊有座大楊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9 月 25 日。 

88. 袁福順：〈北京世界公園建成試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9 日。 

89. 許鴻祥：〈京都百花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9 日。 

90. 周時：〈北京香山索道改造迫在眉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3 日。 

91. 何紹宣：〈紅葉節中訪雙清〉，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2 月 2 日。 

92. 益廣：〈北京世界公園掠影〉，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6 日。 

93. 陳輝：〈中國最大犬公園八達嶺寵物世界〉，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3 日。 

94. 張雨生：〈三坡說野〉，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21 日。 

95. 〈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北京晚報》，1994 年 5 月 30 日。 

96. 鍾經同：〈京人度周末崇尚大自然〉，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31 日。 

97. 馮長水、徐和建、劉穎：〈昌平大楊山特色旅遊受歡迎〉，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31 日。 

98. 〈展示少數民族文化風情的「博覽城」〉，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2 日。 

99. 王洋：〈北京中華民族園打開一頁新窗〉，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16 日。 

100. 吳君：〈北京世界公園「圓您一個夢」──特洛伊木馬〉，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12 日。 

101. 畢鳳祥：〈銀狐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14 日。 

102. 孫雷：〈京北第一草原遊人如織〉，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16 日。 

103. 磊：〈北京十三陵明皇蠟像宮開放〉，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25 日。 

104. 吳君：〈北京世界公園「圓您一個夢」──巨石陣〉，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1 日。 

105. 于長霖：〈北京八大處重陽遊山會豐富多彩〉，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13 日。 

106. 于長霖：〈北京八大處〉，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15 日。 

107. 〈京人返璞歸真回歸大自然〉，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20 日。 

108. 〈北京建成世界最長滑道〉，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12 日。 

109. 王淵：〈淶水野三坡風情苑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20 日。 

110. 老翁：〈趣談北京白龍潭〉，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7 日。 

111. 嚴寬：〈莊士敦西山別墅〉，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19 日。 

112. 楊文：〈郊遊好去處北京市青少年綠色度假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4 月 29 日。 

113. 馮長水、郝振洲：〈昌平天龍潭景區開業〉，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6 日。 

114. 朱小平：〈古北口與楊令公廟〉，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6 日。 

115. 〈京郊旅遊勝地──黑龍潭〉，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1 日。 

116. 〈戲嬉〉，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17. 〈八達嶺長城腳下將樹 16 科學家像〉，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5 日。 

118. 曉文：〈北京山川地圖公園接待遊人〉，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8 日。 

119. 天若：〈周口店彌足珍貴 參觀民眾年年減〉，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14 日。 

120. 〔北京彌勒坐像〕，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9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21. 鄭雲山：〈白龍潭乾隆行宮〉，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7 日。 

122. 周士更：〈珠聯璧合──記北京十渡風景區大佛公園〉，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9 日。 

123. 來恩達：〈野三坡十年創業功績輝煌〉，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 日。 

124. 金揚：〈北京世界公園「圓您一個夢」──伊瑞克仙神廟〉，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4 日。 

125. 〈北京森林旅遊發展迅速〉，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2 則） 

126. 成大林：〈長城腳下古鎮 泉水哺育新人〉，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4 日。 

127. 李罡：〈北京海淀將建中國科學家雕像群〉，《深圳特區報》，1996 年 12 月 3 日。 

128. 葦子：〈宛平城將再現古城風貌〉，《團結報》，2001 年 12 月 20 日。 

129. 〈龍門森林公園〉，《中國電視報》，2003 年 8 月 4 日。 

130. 〈龍門澗風景區〉，《中國電視報》，2003 年 8 月 4 日。 

131. 〈出遊篇──上方山森林公園、石花洞〉，出處不詳，2003 年 8 月 18 日。 

132. 朱少軍：〈「家麟」音樂圖書館開放〉，北京《清新時報》，2007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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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鞏崢：〈周口店將建「石器時代」體驗區〉，《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13 日。 

134. 〔有關高層民宅建設規定節錄〕，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35. 〈十三陵水庫建水下龍宮〉，出處及日期不詳。 

136. 〈十三陵〉，出處及日期不詳。 

137. 賀海：〈長城的「內三關」、「外三關」〉，出處及日期不詳。 

138. 〈康西草原──跑馬的好去處〉，出處及日期不詳。 

139. 張漢基：〈蘆溝橋〉，出處及日期不詳。 

140. 〈體驗京東美景 享受休閑樂趣──北京市教工休養院〉，出處及日期不詳。 

141. 〈長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142. 步行人：〈走馬看盧溝橋未暇細賞石獅〉，出處及日期不詳。 

143. 〔密雲水庫〕，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44. 〈故宮〉，出處及日期不詳。 

145. 〔十七孔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46. 〈萬里長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147. 〈十三陵〉，出處及日期不詳。 

148. 〔萬里長城二〕，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49. 〔萬里長城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2.2 天津市 

 

1. 李金明：〈創造優美舒適的生活環境 建設中國特色的綠化庭院〉，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2. 王玉蓉：〈獨樂寺重建千年 天津市集會紀念〉，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1 月 20 日。 

3. 田宗友：〈美化津城環境改善人民生活〉，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3 日。 

4. 〈天津市政府決定 重點建設四個旅遊開發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16 日。 

5. 〈漁陽尋古〉，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16 日。 

6. 郭文生：〈天津盛景桃花園開放〉，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20 日。 

7. 郭文生：〈天津市人大會議討論城市總體規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7 日。 

8. 張友：〈小港鄉家家鮮花盛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4 日。 

9. 〈靜海發現「鳥類天堂」〉，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9 日。（剪報不全） 

10. 徐詩泉：〈庭綠化飾津城〉，《中國市容報》，1985 年 8 月 4 日。 

11. 張書義：〈薊縣中上元古界自然保護區舉行立碑揭幕儀式〉，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22 日。 

12. 培姬棟：〈天津市建成兩座寓言公園〉，《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24 日。（2 則） 

13. 〈天津薊縣長城修復〉，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7 日。 

14. 新華：〈天津地面下沉放緩〉，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2 日。 

15. 〈兒童樂園天津建成〉，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30 日。 

16. 津訊：〈天津海河添新景〉，香港《大公報》，1988 年 6 月 4 日。 

17. 〈天津不惜重金移植珍貴大樹〉，出處不詳，1989 年。 

18. 〈天津建郊野公園〉，《香港商報》，1989 年 4 月 13 日。 

19. 建文：〈天津將建郊野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3 日。 

20. 沈洪：〈懸空石、懸陽洞〉，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7 日。 

21. 〈天津人壽日趨延長〉，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8 日。 

22. 張忠信：〈天津海濱浴場開業〉，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4 日。 

23. 邵寄平：〈天津的佛教旅遊景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1 月 17 日。 

24. 耿文：〈天津武清又建一「封神藝術宮」〉，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 日。 

25. 孟皋卿：〈黃崖關長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9 日。 

26. 〈天津大片荒地未開發〉，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11 日。 

27. 安迪：〈天津開發區總體規劃完成 氣勢浩大設施周全環境美〉，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24 日。 

28. 秋農：〈塘沽濱海遊樂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8 月 2 日。 

29. 閰永明：〈天津楊柳青森林公園漸成「氣候」〉，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22 日。 

30. 宮學大：〈薊縣白塔〉，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9 日。 

31. 金學鈞：〈獨樂寺壁畫〉，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4 日。 

32. 朱洪波：〈天津新設一處國家級森林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30 日。 

33. 周王：〈賣掉城裏屋 去買鄉下房 天津人居住觀念發生新變化〉，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4 日。 

34. 岑逸飛：〈尚武精神〉，《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2 日。 

35. 岑逸飛：〈遊天津，溫歷史〉，《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4 日。 

36. 岑逸飛：〈歷史風貌建築〉，《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5 日。 

37. 岑逸飛：〈大沽炮台〉，《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6 日。 

38. 岑逸飛：〈百感交集〉，《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7 日。 

39. 岑逸飛：〈呂祖堂設總壇口〉，《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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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岑逸飛：〈火燒望海樓〉，《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9 日。 

41. 岑逸飛：〈法式建築〉，《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1 日。 

42. 梁玳寧：〈天津的「歷史館」〉，《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2 日。 

43. 岑逸飛：〈百年南開兩總理〉，《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2 日。 

44. 梁玳寧：〈華夏第一店〉，《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3 日。 

45. 梁玳寧：〈利順德百年風雲〉，《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4 日。 

46. 岑逸飛：〈訪尋覺悟社〉，《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4 日。 

47. 梁玳寧：〈世紀名女人〉，《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5 日。 

48. 岑逸飛：〈李叔同碑林〉，《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5 日。 

49. 岑逸飛：〈飲冰室主人〉，《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6 日。 

50. 岑逸飛：〈如入迷宮〉，《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9 日。 

51. 岑逸飛：〈富不過三代〉，《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20 日。 

52. 岑逸飛：〈平津戰役紀念館〉，《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21 日。 

53. 岑逸飛：〈黃崖關長城〉，出處不詳，2006 年 9 月 22 日。 

54. 岑逸飛：〈亡命過山車〉，《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25 日。 

55. 〈天津租界當景點 被指發恥辱財〉，香港《信報》，2010 年 3 月 16 日。 

 

 

5.2.3 上海市 

 

1. 徐葆璟：〈上海如何綠化彩化香化〉，上海《解放日報》，1958 年 2 月 10 日。 

2. 〈綠化上海．彩化上海．香化上海〉，北京《人民日報》，1958 年 2 月 16 日。 

3. 〈愛護我們城市的「衣裳」〉，上海《解放日報》，1958 年 2 月 24 日。 

4. 封光漢：〈本市綠化規劃大大突破〉，上海《解放日報》，1958 年 2 月 26 日。 

5. 新華社：〈拿出幹勁奮戰兩三年 綠化．彩化．香化上海市〉，出處不詳，1958 年 2 月 27 日。 

6. 上海市園林管理處：〈為革命種好樹木管好樹木〉，出處不詳，1973 年 4 月。 

7. 〈擴大綠化面積 改善勞動環境〉，上海《文匯報》，1973 年 4 月 5 日。 

8. 〈為城市綠化培育更多苗木〉，上海《文匯報》，1973 年 4 月 5 日。 

9. 長寧區聯合整頓交通小組幾個工作人員：〈不能擅自動用生產車輛搞「春遊」〉，上海《文匯報》，1973 年 4 月 16

日。 

10. 文欣：〈「遊山逛景」與「深入生活」〉，出處不詳，1977 年 7 月 16 日。 

11. 李正華：〈上海興建淀山湖遊覽風景區〉，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2 月 12 日。 

12. 吳復民：〈把上海石化總廠開闢為旅遊區〉，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6 月 5 日。 

13. 鄭祖安：〈徐光啟墓與徐家滙地名〉，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0 月 5 日。 

14. 張立東：〈本市建設老人公園〉，上海《新民晚報》，1983 年 8 月 8 日。  

15. 高松、盧方：〈居住要講文明 不得隨意搭建〉，上海《新民晚報》，1983 年 8 月 13 日。 

16. 朱大新：〈上海舉辦陳寶財蝴蝶標本和蝶翅畫展覽〉，出處不詳，1983 年 12 月 20 日。 

17. 萬文：〈上海「怡紅院」建成〉，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3 月 23 日。 

18. 峻青：〈淀山湖之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5 月 1 日。 

19. 張立孝：〈治理「三廢」寸步不讓 廠區綠化寸土必爭〉，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6 月 19 日。 

20. 韓勝寶：〈新興的衛星城──吳淞〉，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20 日。 

21. 謝軍：〈上海──英雄的城市 迷人的海港〉，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30 日。 

22. 〈上海開始建設外國人居住區〉，北京《文摘報》，1984 年 8 月 10 日。 

23. 高柳根：〈住宅新建要加快 舊房改造要上馬〉，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4 年 8 月 13 日。 

24. 陳振安：〈上海已成為卡旅遊脖子的口岸〉，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4 年 8 月 13 日。 

25. 王健民：〈松江九峰開發旅遊經濟大有可為〉，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4 年 8 月 13 日。 

26. 〈上海劃地六十公頃興建外國人居住區〉，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24 日。 

27. 嚴葭、趙青：〈上海、溫州、雁蕩山、杭州、瑤琳仙境、富陽鸛山系列旅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28. 袁林：〈上海市舉辦綠化成果展覽〉，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29. 〈從上海總體規劃看住宅建設──訪同濟大學教授金經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4 年 12 月。 

30. 周志弘、馬驊：〈松江〉，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11 日。 

31. 〈兒童交通公園在滬興建〉，《市容環境報》，1985 年 1 月 3 日。 

32. 沈順根：〈花園軍港──吳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4 日。 

33. 〈上海將建「上海樂園」〉，《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16 日。 

34. 支康鑫：〈上海豫園的龍牆〉，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21 日。 

35. 陸根榮：〈上鋼三廠連續二年評為綠化先進單位〉，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36. 陳忠安：〈上海長興島現「蒙古村」〉，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37. 莊達偉：〈談上海人民廣場改建問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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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程超澤：〈對上海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對策〉，北京《文摘報》，1985 年 7 月 7 日。 

39. 肖強華：〈上海籌建龍華烈士陵園〉，《市容環境報》，1985 年 8 月 1 日。 

40. 華華：〈為上海樂園繪藍圖〉，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5 年 8 月 12 日。 

41. 上海市人民政府：〈搞好城市環境衛生和園林綠化建設〉，《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7 日。 

42. 〈滬地面下沉加快〉，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16 日。 

43. 〈上海長壽老人多 80 歲以上 14 萬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7 月 31 日。 

44. 〈上海鼓勵投資高科技土地使用費可獲優惠〉，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0 日。 

45. 林洪岱：〈萬綠叢中尋雙璧〉，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6 年 9 月 16 日。 

46. 〈龍之旅特輯：上海之旅〉，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1 日。 

47. 〈滬建廿四居民新村〉，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6 日。 

48. 〈上海居民追求精神生活文化支出費用速度增長〉，香港《信報》，1986 年 10 月 25 日。（複印本） 

49. 〈滬進行羣眾評選白玉蘭命名市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6 日。 

50. 〈滬重見「大世界〉，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51. 〈上海評選十大名花〉，香港《大公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 

52. 〈滬動物園動物橫死〉，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7 日。 

53. 〈上海遊樂中心「大世界」復業〉，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5 日。 

54. 張賢：〈新「大世界」是何模樣〉，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0 日。 

55. 〈寒冬臘月時上海現奇景〉，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3 日。 

56. 尹鎖森：〈丹陽六朝石刻考察記〉，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3 日。 

57. 滬也：〈上海佘山風景區總體規劃已獲批准〉，《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11 月 30 日。 

58. 〈松江斜塔堪稱冠〉，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2 日。 

59. 〈上海公園的寓言雕塑〉，香港《大公報》，1988 年 6 月 4 日。 

60. 〈虹橋開發區規模初現〉，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17 日。 

61. 〈世界最佳酒店上海華亭榮膺〉，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5 日。 

62. 林家驊：〈淀山湖水底村之謎〉，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2 日。 

63. 〈中國首座城市公園上海黃浦公園建成百廿周年〉，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9 日。 

64. 〈上海籌建方塔公園〉，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3 日。 

65. 陳祖民、施晶瑩：〈最斜的塔〉，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20 日。 

66. 〈滬舊城區停建高樓〉，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7 日。 

67. 〈滬高層住宅建設失控〉，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0 日。 

68. 〈黃浦江黑臭 減少近百天〉，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3 日。 

69. 〈滬安靜小區已建成百個〉，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3 日。 

70. 施環、賀平：〈浦東開發區總規劃〉，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 日。 

71. 傅樹康、芮曉陽、趙關良：〈滬根治放射性「三廢」〉，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7 日。 

72. 〈滬地鐵今年內開工〉，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3 日。 

73. 〈上海污染嚴重專家呼籲改善〉，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8 日。 

74. 丁玉明、黃萍：〈松江一日遊〉，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30 日。 

75. 徐剛：〈上海嚴重污染〉，香港《明報》，1990 年 4 月 18 日。 

76. 葉松：〈從上海出發：「名山名人」六日遊〉，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26 日。 

77. 葉松：〈上海和平國際旅遊公司推出 宋慶齡足迹系列遊和童文旅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8 日。 

78. 〈長江口八個島嶼上海擬加快開發〉，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21 日。 

79. 葉松：〈昆山蛇類自然博物館開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14 日。 

80. 黃萍：〈上海建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7 日。 

81. 葉松：〈普陀朱家尖靠開發房產發展旅遊〉，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2 日。 

82. 天寶：〈上海將建太浦河景區〉，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9 日。 

83. 陳整鳴、姚顯法、朱永勝：〈「上海天園」將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3 月 24 日。 

84. 鄭逸梅：〈黃岳淵的黃園〉，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 日。 

85. 忻建一：〈上海龍華將建成國際旅遊風景區〉，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19 日。 

86. 鄭逸梅：〈陳從周與園林建築〉，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4 日。 

87. 〈上海旅遊局進軍浦東首建高科技中國太陽城〉，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88. 葉松：〈上海普陀旅行社 10 年發出百萬封信函廣告〉，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3 日。 

89. 鄭逸梅：〈衛介堂的黃泥牆桃園〉，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8 日。 

90. 朱海生：〈上海浦東新區將建華夏明珠風景區〉，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2 日。 

91. 顧永良：〈春雨周莊遊〉，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5 日。 

92. 朱超凡：〈上海佘山海底世界即將建成〉，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9 日。 

93. 黃萍：〈金山縣開發一塔兩山三島旅遊區〉，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6 日。 

94. 黃萍：〈誰說上海無名勝滬上古塔最玲瓏〉，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11 日。 

95. 〈滬人口千四萬 流動居民百萬〉，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7 日。 

96. 張敏載：〈從上海出發 昆山．周庄一日遊〉，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5 日。 

97. 唐克儉：〈上海名人墓一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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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夏婕：〈上海大觀園〉，香港《新晚報》，1993 年 11 月 1 日。 

99. 〈浦東建首座國家級野生動物園〉，香港《明報》，1994 年 2 月 1 日。 

100. 〈滬將建全國最大歌劇院徵求設計法建築師奪標〉，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8 日。 

101. 〈上海浦東建成三星級白玉蘭濱海度假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6 日。 

102. 張越：〈上海最大的古石橋〉，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25 日。 

103. 〈上海訂廿一世紀城市規劃〉，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20 日。 

104. 鳳三：〈由豫園談起〉，《大公周刊》，1994 年 11 月 12 日。 

105. 〈江蘇省昆山淀山湖鎮加快發展房產旅遊業〉，《香港商報》，1994 年 12 月 13 日。 

106. 應去疾：〈可憐的「綠色項鏈」〉，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27 日。 

107. 〈改造舊區開闢擴建新綠化地 植樹造林上海將有綠色屏障〉，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4 日。 

108. 〈上海將為文人塑像首批魯迅郭沫若等〉，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7 日。 

109. 〈上海地鐵〉，香港《明報》，1995 年 4 月 7 日。 

110. 梅均、范能船：〈關於發展上海都市旅遊業的思考〉，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3 日。 

111. 馬力：〈昆山〉，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1 日。 

112. 申呂：〈上海推出一批可供大眾雙休日度假休閒的產品〉，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8 日。 

113. 郭青：〈舊上海「紅燈區」將豎起真正娛樂城〉，上海《解放日報》（海外版），1995 年 7 月 3 日。 

114. 宋健、邵明德：〈上海金山雕塑園塑世界最大卧佛〉，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0 日。 

115. 胡喜盈：〈橫沙島成為上海市民避暑好去處〉，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0 日。 

116. 〈江西神奇古井育「魚王」〉，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13 日。 

117. 何德：〈上海「里弄遊」充滿喜和樂〉，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13 日。 

118. 南丁：〈千幢高樓平地起 鱗次櫛比列江邊〉，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 日。 

119. 何建民：〈談上海都市旅遊勝地開發的指導方針與審定標準〉，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7 日。 

120. 〈浦東將建 6 個全國之最〉，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9 日。 

121. 張敏載：〈申城古城牆大鏡閣修復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7 日。 

122. 〈上海穩坐經濟龍頭交椅〉，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16 日。 

123. 〈上海人大召開提遠景規劃十五年建成國際經濟中心〉，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2 日。 

124. 〈滬拆除有礙觀瞻城市雕塑〉，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13 日。 

125. 〈李光耀料廿一世紀中期中國生產值勝歐美總和〉，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2 月 29 日。 

126. 〈環城綠帶工程上海動工興建〉，香港《文匯報》，1996 年 3 月 10 日。 

127. 綠野：〈樂而忘返醉白池奇特玲瓏賞方塔──遊上海近郊名勝〉，上海《新民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2 則） 

128. 新華社：〈江蘇投巨資搞旅遊〉，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 日。 

129. 李亦：〈國務院部署長江大開發年底在滬開七省市峰會〉，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30 日。 

130. 〈中國最大觀光式陵園〉，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26 日。 

131. 陳偉權：〈法國建築師營建新上海〉，《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5 月 3 日。 

132. 沈敏嵐：〈情調浪漫數此花──復興公園玫瑰園攬勝〉，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5 月 10 日。 

133. 連建明：〈浦東新添兩個公園〉，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5 月 10 日。 

134. 〈喜遊上海環球樂園流連忘返美好回憶〉，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3 日。 

135. 羅榮樹：〈「南京條約」與上海路名〉，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7 月 3 日。 

136. 〈市中心區又增綠色景觀〉，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7 月 3 日。 

137. 〈本市新建公共綠地 154 公頃〉，出處不詳，1997 年 7 月 3 日。 

138. 泰勇：〈暑期避暑遊巴城水中樂〉，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7 月 3 日。 

139. 談瓔：〈城如高岩聳景若浮雲繞──陸家嘴金貿區人文景觀掠影〉，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7 月 3 日。 

140. 朱全弟：〈長興島成旅遊熱點〉，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10 月 19 日。 

141. 楊俊：〈開放的宮殿〉，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10 月 19 日。 

142. 〈浦東世紀大道項目開工建設〉，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2 月 28 日。 

143. 〈浦東實現今年所訂任務〉，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2 月 28 日。 

144. 沈敏嵐：〈徐匯綠得「彈眼落睛」〉，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1 月 16 日。 

145. 〈上海人花團錦簇進虎年〉，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1 月 24 日。 

146. 楊俊：〈基建抓重頭環境大改善〉，出處不詳，1998 年 1 月 25 日。 

147. 梁晶晶：〈海洋世界隆重開張〉，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2 日。 

148. 〈閘北明確「綠」指標〉，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5 日。（2 則） 

149. 連建明：〈浦東首次評選住宅集中綠地十佳〉，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8 日。 

150. 高晨：〈綠氣帶人氣 人氣促綠氣〉，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9 日。 

151. 沈敏嵐：〈綠化建設用地落實〉，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0 日。 

152. 楊俊：〈見縫插針 捨得見綠〉，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1 日。 

153. 鄭裕利、張智穎：〈健康發展上海旅遊市場〉，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4 日。 

154. 秦武平：〈春風又綠崇明島──第三大島今日印象〉，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14 日。 

155. 〈綠洲城市花園〉，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15 日。 

156. 〈在大花園裡安個家），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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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永敏：〈東方路綠地建設下月啟動〉，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5 日。 

158. 朱全弟：〈春到草木榮 大地綠滿園〉，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8 日。 

159. 〈綠洲城市花園．生態．花園．住宅〉，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19 日。 

160. 朱全弟：〈這裏的農民好福氣──市郊中心村建設巡禮（下篇）〉，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1 日。 

161. 葉益：〈雁蕩路：休閑步行街〉，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1 日。 

162. 〈新區確定今年城區綠化方案〉，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4 日。 

163. 張士敏：〈中央公園保衛戰〉，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6 日。 

164. 〈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8 日。 

165. 張百川：〈長寧「綠肺工程」成績斐然〉，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8 日。（2 則） 

166. 楊俊：〈現代建築風景綫〉，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1 日。 

167. 沈敏嵐：〈申城綠色「城牆」工程啟動〉，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5 日。 

168. 沈敏嵐：〈申城綠「肺」添新景〉，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5 日。 

169. 強瑩、張智穎、高晨：〈上海要加强為全國服務──徐匡迪代表接受首都記者採訪側記〉，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3 月 6 日。 

170. 顧紅梅：〈市郊荒地為何不能變森林〉，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3 月 13 日。 

171. 連建明：〈構築大都市模範管理框架〉，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13 日。 

172. 孫衛星：〈讓綠地清潔起來〉，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14 日。 

173. 朱全弟：〈下世紀，上海會渴嗎？〉，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3 月 22 日。 

174. 肖強華：〈首條園林景觀路將橫貫申城〉，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24 日。 

175. 沈敏嵐：〈都市造綠捨得下大本錢〉，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25 日。 

176. 潘新華、樓文彪：〈妝點浦東之春──浦東雕塑小品掠影〉，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3 月 31 日。（2 則） 

177. 宋皓亮：〈文化休閑廣場「沉」入地下〉，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31 日。（2 則） 

178. 心為：〈讓白玉蘭佈滿街頭〉，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4 月 1 日。 

179. 施捷：〈上海確定人口控制目標〉，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8 日。 

180. 秦武平：〈南匯廣場文化花團錦簇〉，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8 日。 

181. 朱全弟：〈老廟湧「新泉」〉，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9 日。 

182. 沈敏嵐：〈既造「鋼筋水泥」又織綠色盛裝〉，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2 日。 

183. 邵寧：〈春天，歐美楊轟然倒地──控江路永吉路地帶毁綠見聞〉，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4 日。 

184. 鍾雪燕、陳永林：〈乘着歌聲的翅膀──上海公園群眾合唱活動掠影〉，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4 月 21 日。 

185. 楊通：〈馬路：六車道變八車道 綠化：中心綠帶增一成〉，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23 日。 

186. 徐東：〈請為「中心綠地」命名〉，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26 日。 

187. 袁瑋：〈「三城一綫」勾勒徐匯旅遊發展格局〉，出處不詳，1998 年 5 月 22 日。 

188. 袁瑋：〈龍華旅遊城今破土開工〉，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5 月 25 日。 

189. 鄭裕利：〈閘北簽訂綠化「門前責任書」〉，出處不詳，1998 年 5 月 30 日。 

190. 沈敏嵐：〈千百萬上海人遊外地 千百萬外地人遊上海〉，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6 月 1 日。 

191. 〈市府實事項目十條旅遊交通熱綫一覽表〉，《上海中旅》，1998 年 12 月。 

192. 〈上海步行街擬五大功能〉，中國〔《上海中旅》〕，1998 年 12 月。 

193. 沈敏嵐：〈滬上公園總數：111 座〉，出處不詳，1998 年 12 月 12 日。 

194. 劉修明：〈重上天馬山〉，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12 月 12 日。 

195. 〈以人為本 綜合發展〉，上海《新民晚報》，1999 年 2 月 4 日。（2 則） 

196. 沈六漁：〈只有上海 可稱城市〉，出處不詳，1999 年 7 月 22 日。 

197. 〈全球最高的酒店〉，《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1 月 3 日。 

198. 〈上海嚴控 建高層住宅〉，出處不詳，2000 年 7 月。 

199. 一文：〈中國培育世界級城市 上海及北京最具潛力〉，上海《新民晚報》，2000 年 10 月 3 日。 

200. 〈視點新聞──上海東方網〉專輯，《杭州日報》，2000 年 11 月 19 日。 

201. 鄭漢龍：〈滬大動作 建深水港跨海大橋〉，《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1 月 17 日。 

202. 〈滬建築界：建 300 層摩廈不可能〉，出處不詳，2001 年 3 月 1 日。 

203. 鄭漢龍：〈滬因 APEC 市容公民意識提升〉，出處不詳，2001 年 10 月 24 日。 

204. 李純恩：〈金茂凱悅須努力〉，《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12 月 22 日。 

205. 葉國標：〈去年 300 萬人登東方明珠〉，香港《大公報》，2002 年 1 月 11 日。 

206. 〈黃浦江千億改成「塞納河」〉，《香港經濟日報》，2002 年 1 月 12 日。 

207. 李偉平：〈幾幢老房子 一段滬港史〉，香港《文匯報》，2002 年 1 月 23 日。 

208. 〈滬北外灘 將成商務航運區〉，出處不詳，2002 年 2 月 8 日。 

209. 〈世博為滬增數十萬職位〉，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13 日。 

210. 秦勝：〈上海居安思危〉，香港《明報》，2003 年 2 月 13 日。 

211. 陳文敏：〈上海〉，香港《明報》，2003 年 11 月 5 日。 

212. 李歐梵：〈都市建築的藝術──「新天地」的開創〉，香港《明報》，2003 年 11 月 6 日。 

213. 程步奎：〈新建的千年古剎〉，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5 日。 

214. 雙木：〈龍華寺鐘聲〉，香港《文匯報》，2005 年 1 月 4 日。 

215. 陳志璇：〈尋夢．上海〉，香港《文匯報》，2005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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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梁玳寧：〈浦東「一點紅」〉，《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12 月 2 日。 

217. 彤玥：〈上海將建 30 萬畝綠葉菜基地〉，《香港商報》，2005 年 12 月 14 日。 

218. 李幸夷：〈傳奇老洋房見證歷史〉，香港《信報》，2007 年 7 月 5 日。 

219. 柳葉：〈百年前的上海〉，香港《信報》，2008 年 1 月 2 日。 

220. 〈滬寧高速旅游觀光 經商 公務〉，出處及日期不詳。 

221. 〈自助旅遊 瀟灑自由 18 元暢遊大上海〉，出處及日期不詳。 

222. 〈上海各市級經濟開發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223. 〔上海浦東地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24. 〈金橋出口加工區規劃布局〉，出處及日期不詳。 

225. 〈陸家嘴金融貿易區規劃布局〉，出處及日期不詳。 

226. 〈上海市簡況〉，出處及日期不詳。 

227. 〈上海．嘉定．匯龍潭．古戲台〉，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228. 〈古猗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229. 〔上海簡介節錄〕，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30. 〔蘇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31. 吳煥東：〈上海豫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232. 亮：〈上海人民公園八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233. 〈玉佛寺〉，出處及日期不詳。 

234. 〈龍華古剎〉，出處及日期不詳。 

235. 〈浦東──將是大上海的另一半〉，出處及日期不詳。 

236. 李菁：〈上海城雕引進外援〉，出處及日期不詳。 

237. 侯復興：〈東海影視樂園在上海建成〉，出處及日期不詳。 

238. 梁金成：〈上海錦江樂園試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239. 張貽復、吳曉：〈改造上海振興上海 把上海建成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出處及日期不詳。 

240. 中通社：〈王德輝夫婦捐款上海建音樂噴泉〉，出處及日期不詳。 

241. 沈敏嵐：〈植樹復造林 熱島變綠洲〉，出處及日期不詳。 

242. 陳謨凱：〈請還公園美麗幽靜〉，出處及日期不詳。 

243. 姚冬梅：〈滬上園林多勝景 明日出門可一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244. 黃萍：〈東海蓬萊──上海金山三島〉，出處及日期不詳。 

245. 施環、賀平：〈浦東開發總規劃〉，出處及日期不詳。 

246. 馮英子：〈千姿百態上海橋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247. 〈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出處及日期不詳。 

248. 〔司馬光祠〕，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49. 〔上海遊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50. 〔大世界遊樂場節錄〕，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51. 〈鎮江金山寺〉，出處及日期不詳。 

252. 〈缺角亭〉，出處及日期不詳。 

253. 言微：〈閑話「老年人」〉，出處及日期不詳。 

254. 〈大型外牆壁畫出現上海街頭〉，出處及日期不詳。 

255. 顧承甫：〈崇明島舉行開闢森林公園懇談會〉，出處及日期不詳。 

256. 〈上海各園林將多栽果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257. 〈植物、園藝學家討論綠化問題〉，出處及日期不詳。 

 

 

5.2.4 重慶市 

 

1. 〈重慶專版〉，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7 月 27 日。 

2. 王掄楦：〈南溫泉新姿〉，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7 月 27 日。 

3. 王兗：〈霧重慶〉，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7 月 27 日。 

4. 曹世欽：〈遊古仙女洞〉，出處不詳，1982 年 10 月 5 日。 

5. 石厥仁：〈重慶〉，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28 日。 

6. 〈致力充實基礎設施 定出未來發展規劃〉，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4 月 22 日。 

7. 黃俊：〈重慶命名「巴渝十二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5 月 26 日。（附手寫筆記） 

8. 夏泰寧：〈北京決加速中西部開發 重慶升格為第四直轄巿〉，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16 日。 

9. 〈第四直轄巿範圍擴大 重慶人口直逼三千萬〉，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27 日。 

10. 〈重慶何止萬家燈火〉，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18 日。 

11. 林之光：〈重慶．「霧都」．「火爐」〉，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8 日。 

12. 羅昭能：〈去重慶 遊萬盛〉，北京《中國旅遊報》，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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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慶溫泉〉，出處及日期不詳。 

 

5.2.5 河北省 

 

1. 張羽新：〈「須彌福壽之廟」的政治意義和藝術特色〉，北京《光明日報》，1977 年 6 月 24 日。 

2. （阜平「城南莊革命紀念館」開館 紀念毛主席在阜平的偉大革命實踐），《北京日報》，1978 年 4 月 13 日。 

3. 羅哲文：〈從清東陵談我國古代帝王陵建築〉，北京《光明日報》，1978 年 5 月 12 日。 

4. 溫廷寬、陳少豐：〈裕陵地宮的裝飾雕刻〉，北京《光明日報》，1978 年 5 月 12 日。 

5. 清東陵文物保管所：〈規模宏大的古帝王陵區──清東陵〉，北京《光明日報》，1978 年 5 月 12 日。 

6. 〈「西柏坡革命紀念館」隆重開館 華主席為紀念館親筆題名〉，北京《光明日報》，1978 年 5 月 28 日。 

7. 〈河北平山縣發現戰國時期中山國文物〉，《北京日報》，1978 年 8 月 4 日。 

8. 劉寶華：〈市紡織局奬勵一批為發展旅遊事業作出成績的設計人員〉，出處不詳，1978 年 11 月 25 日。 

9. 〈中國國際旅行社北戴河海濱旅遊公司成立〉，出處不詳，1979 年 5 月 24 日。 

10. 〈研究利用地下古河道作地下水庫〉，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5 月 27 日。 

11. 楊錫臣、黃漪平、汪憲栕、張立：〈嚴禁開墾湖區 保護淡水資源〉，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5 月 27 日。 

12. 〈要為旅遊勝地錦上添花〉，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6 月 20 日。 

13. 燕迅：〈山莊湖色──避暑山莊散記〉，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8 月 19 日。 

14. 鄧加榮：〈北戴河記遊〉，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9 月 9 日。 

15. 李東英：〈清西陵一瞥〉，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9 月 25 日。 

16. 〈蒼岩山名勝〉，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0 月 5 日。 

17. 〈開元寺塔最高〉，《市場周報》，1979 年 11 月 15 日。 

18. 〈遊客讚賞北戴河海濱旅遊〉，出處不詳，1980 年。 

19. 伊麗莎白．張：〈今日北戴河〉，出處不詳，1980 年 8 月 25 日。 

20. 承德市革命委員會：〈決心把承德建設為風景優美的旅遊城市──承德市革委對本報發表的黃景旭等同志來信的

答覆〉，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8 月 27 日。 

21. 〈五台山〉，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8 月 27 日。 

22. 〈太原藏經樓〉，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 月 7 日。 

23. 業雲、悅時：〈荊軻塔〉，出處不詳，1981 年 11 月 17 日。 

24. 王文忠：〈一行石壑一行詩──琅玡山自然保護區旅遊記〉，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2 月 18 日。 

25. 魏達榮：〈石家莊〉，出處不詳，1982 年 2 月 16 日。 

26. 滋英：〈荷蘭的鬱金香〉，出處不詳，1982 年 3 月 23 日。 

27. 〈承德避暑山莊金山「上帝閣」〉，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4 月 24 日。 

28. 〈妙趣橫生的動植物〉，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7 月 6 日。 

29. 陳寶蓉：〈清西陵〉，出處不詳，1982 年 7 月 20 日。 

30. 喬勻：〈承德古建築藝術〉，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0 月 15 日。 

31. 汪欽、毛逵仁：〈集世界名貴牧草於一園──記河北省圍場縣「百草園」〉，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2 月 21

日。 

32. 〈鷄冠花的妙用〉，《中國參考報》，1983 年 3 月 2 日。 

33. 文祥：〈下馬碑復原〉，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6 月 7 日。 

34. 承德市人民政府：〈我們接受讀者批評〉，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7 月 11 日。 

35. 賈楠：〈錘峰落照〉，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12 日。 

36. 衡志義、王輯：〈保定〉，出處不詳，1983 年 11 月 2 日。 

37. 羅增瑞：〈隆興寺．蒼岩山．娘子關三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3 月 20 日。 

38. 姚玉周：〈話說清西陵〉，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15 日。 

39. 姜文祥：〈不凍的良港──秦皇島〉，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1 日。 

40. 程玉：〈承德大力綠化避暑山莊〉，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7 日。 

41. 陳棟康：〈山海關．秦始皇．秦皇島〉，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6 日。 

42. 〈承德應建成對外開放的旅遊勝地〉，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8 月 14 日。 

43. 〈建立重點草原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14 日。 

44. 苑興華：〈長城喜峰口的傳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45. 武勤英：〈萬里長城永倒──訪古建築學專家羅哲文〉，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14 日。 

46. 姚玉周：〈話說清東陵〉，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47. 豐旺：〈我國第二泉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6 日。 

48. 成林：〈三洞奇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4 日。 

49. 王養昭、陳玲、高偉：〈邯戰建成一座帶狀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11 日。 

50. 滬光：〈北戴河多層次多渠道發展旅遊業〉，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24 日。 

51. 劉光生：〈廢墟上站起來的風景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5 日。 

52. 劉光生：〈唐山確定七處地震保護遺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8 日。 

53. 楊樹本、王志強：〈讓歷史文化名城更文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2 日。 

54. 希華、玉才、倉來、冠昌：〈滄州市綠化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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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楊中英、孫葆華：〈承德市以旅遊業為龍頭帶動各業發展〉，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9 日。 

56. 孫守智：〈張家口橋西區工人新村辦事處為居民創建優美生活環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 日。 

57. 劉艷東：〈霧靈山的仙人塔〉，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 日。 

58. 趙新、王集新：〈河北省開展城市綠化青年紅旗手競賽活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59. 張金彥：〈霧靈山仙人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60. 岳松、范懷良：〈秦皇島昌黎縣發現旅遊黃金海岸〉，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5 日。 

61. 王庚南：〈河北省念好「草木經」〉，北京《人民日報》，1985 年 3 月 8 日。 

62. 懷岳：〈秦皇島新闢老嶺旅遊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63. 藺玉堂：〈北戴河區準備豐富多彩的活動〉，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27 日。 

64. 滬光：〈石家莊市郊農民集資興建文體活動場所〉，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10 日。 

65. 〈盤山有怪石奇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16 日。 

66. 劉華進、藺玉堂：〈郭守敬紀念館在邢台興建〉，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27 日。 

67. 周為：〈喜峰口等在何處？──答讀者鵬龔問〉，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6 月 11 日。 

68. 沙青：〈昌黎海濱浴場「七．一」開放〉，《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22 日。 

69. 岳正：〈北戴河新闢碣石山等五個旅遊點〉，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7 日。 

70. 雁翼：〈叢台尋古──旅遊雜記之二〉，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30 日。 

71. 張樹田：〈渤海明珠〉，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6 日。 

72. 張子臣：〈避暑山莊的六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13 日。 

73. 郭保河：〈石家莊市實現「百萬人口百萬株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24 日。 

74. 尹志杰：〈履痕初印蒼岩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14 日。 

75. 歸鶴：〈踏浪黃金海岸〉，《中國遊覽報》，1986 年 6 月 5 日。 

76. 〈清東陵〉，《中國遊覽報》，1986 年 6 月 5 日。 

77. 文心：〈趙州雙橋與名果〉，香港《新晚報》，1986 年 6 月 30 日。 

78. 文心：〈太行明珠蒼岩山〉，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7 日。 

79. 文心：〈天桂山與西柏坡〉，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14 日。 

80. 文心：〈郭守敬名揚卧牛城〉，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21 日。 

81. 文心：〈趙國古都邯鄲城〉，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28 日。 

82. 文心：〈遊黃梁夢 登響堂山〉，香港《新晚報》，1986 年 8 月 4 日。 

83. 〈「紅樓夢」賈府河北新建成〉，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3 日。 

84. 唐瓊：〈避暑山莊〉，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8 日。 

85. 陳雷：〈長城之首──「老龍頭」〉，《香港經濟日報》，1986 年 9 月 28 日。 

86. 高興烈：〈中國最完整的明代城池興城〉，《生活參考報》，1986 年 10 月。 

87. 〈大力興辦港口海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8 日。 

88. 〈位於秦皇島青龍縣響山奏奇樂之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9 日。 

89. 〈北戴河居民式高級賓館開業〉，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7 日。 

90. 曉渡：〈藥都安國瑣記〉，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5 日。 

91. 〈避暑山莊視野被阻 沙國王室向法投訴〉，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7 日。 

92. 劉遠方：〈雍正為何另闢西陵〉，出處不詳，1987 年 1 月 22 日。 

93. 江勵夫：〈記正定隆興寺和榮國府（下）〉，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26 日。 

94. 呂成奇：〈南戴河海濱〉，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2 日。 

95. 閰學仁：〈紀曉嵐與文津閣〉，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9 日。 

96. 南雁：〈滴水岩〉，出處不詳，1988 年 1 月 9 日。 

97. 田躍進：〈黃金海岸風景名勝區介紹〉，《風景名勝信息》，1988 年 1 月 20 日。 

98. 閻典恒：〈歷史上的鄚州廟會（上）〉，香港《大公報》，1988 年 4 月 7 日。 

99. 朱存業：〈娘子關小考〉，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1 日。 

100. 冀訊：〈河北有噴魚泉〉，香港《大公報》，1988 年 4 月 25 日。 

101. 杜江：〈試探「清代帝王遊」與京津冀區域合作的可能〉，出處不詳，1988 年 4 月 27 日。 

102. 為之：〈清帝行宮避暑山莊 規模宏偉金碧輝煌〉，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16 日。 

103. 〈冀設渤海灣開放區〉，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17 日。 

104. 鄭曉天：〈遺篇之處覓碣石〉，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27 日。 

105. 馮并：〈承德雜談〉，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1 日。 

106. 楊小漣：〈「碣石」再考〉，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10 日。 

107. 〈避暑勝地北戴河 百鳥爭鳴迎遊人〉，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4 日。 

108. 〈十年來我國城市園林業發展形勢喜人〉，出處不詳，1988 年 12 月 31 日。 

109. 何磊：〈燕州古城正定〉，出處不詳，1988 年 12 月 31 日。 

110. 〈港口城市秦皇島市風光特產膾炙人口〉，香港《大公報》，1989 年 2 月 24 日。 

111. 郭春風：〈新型的建身旅遊項目──昌黎初試滑沙〉，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6 日。 

112. 〈屠城事件直接影響北戴河旅遊業蕭條〉，香港《明報》，1989 年 7 月 11 日。 

113. 王平：〈避暑山莊之六最〉，出處不詳，1989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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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閰學仁：〈承德避暑山莊建築拾趣〉，出處不詳，1989 年 8 月 30 日。 

115. 孔憲科：〈豐寧〉，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11 日。 

116. 〈北戴河今夏創紀錄遊客五百五十萬人〉，出處不詳，1990 年。 

117. 〈蓮池書院保定重建〉，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4 日。 

118. 〈地下古戰道冀中近挖掘〉，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3 日。 

119. 鍾永、張彬：〈康熙因夢覓行宮──避暑山莊的傳說〉，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24 日。 

120. 鐵矛：〈鏡頭中的白洋淀〉，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11 日。 

121. 李玲、施麥生、戎玉：〈河北正定開發特色旅遊有成效〉，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11 日。 

122. 劉石丹：〈北方桂林──天桂山〉，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2 日。 

123. 謝慧英：〈紀曉嵐墓園行〉，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5 月 3 日。 

124. 程子華、戎玉、范蘇生：〈正定「封神演義宮」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6 日。 

125. 李正端：〈秦皇求仙入海處〉，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30 日。 

126. 程子華：〈太行明珠──崆山白雲洞〉，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25 日。 

127. 李豐旺：〈「桃園三結義」遺址一日遊〉，出處不詳，1990 年 8 月 1 日。 

128. 衡志義：〈保定直隸總督署〉，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8 月 8 日。 

129. 劉石丹：〈避暑勝地南坨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8 月 25 日。 

130. 馬榮全：〈神奇的噴魚泉〉，出處不詳，1990 年 8 月 29 日。 

131. 王金寶：〈會奏樂的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9 月 1 日。 

132. 〈會奏樂的山〉，《天津日報》，1990 年 9 月 14 日。 

133. 郝占奎：〈天台山攬勝〉，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19 日。 

134. 谷雲華：〈秦皇島復建「碣石刻石」〉，出處不詳，1991 年 4 月 3 日。 

135. 〈華北旅遊明珠──正定〉，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5 月 25 日。 

136. 郭海燕：〈風卷海浪萬朵 雁上晴空詩一行──《秦皇島遐想》評析〉，出處不詳，1991 年 7 月 3 日。 

137. 索發祥：〈華北明珠的白洋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7 月 24 日。 

138. 牛錦霞：〈白洋淀「天外天」水上度假村落成〉，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7 月 24 日。 

139. 閰豫昌：〈邯鄲步──趙都春夢之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7 日。 

140. 馬志文：〈嶂石岩遊覽〉，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14 日。 

141. 秦海：〈十瀑峽里說石趣〉，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14 日。 

142. 冀旅宣：〈探索長壽秘訣 傳授保健真經──保定推出國際保健旅遊專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18

日。 

143. 馬力：〈冀南筆記（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10 月 12 日。 

144. 劉思敏：〈秦皇島今夏接待遊人 600 萬創歷史最高紀錄〉，出處不詳，1991 年 10 月 19 日。 

145. 秦海：〈仙人峪中聖水泉〉，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0 日。 

146. 馬力：〈冀南筆記（中）〉，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11 月 23 日。 

147. 郭春風、黃盛華：〈昌黎建成全封閉多功能海岸遊樂園〉，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3 日。 

148. 馬力：〈冀南筆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12 月 11 日。 

149. 魯海：〈今話「齊長城」〉，出處不詳，1991 年 12 月 18 日。 

150. 陳建強：〈避暑山莊被分割歷史結束其全貌將更呈皇家園林特色〉，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2 日。 

151. 張占鎖：〈邯鄲將興建趙苑旅遊區〉，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11 日。 

152. 李海林：〈臨城建成山、水、洞三位一體風景區〉，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 日。 

153. 海林：〈臨城縣是怎樣開發旅遊業的──艱苦奮鬥各方協作共闖難關〉，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 日。 

154. 楊海洋、寇占文：〈承德又發現一新風景區〉，出處不詳，1992 年 6 月 2 日。 

155. 張力嶸、郭春風：〈秦皇島將建成一批新景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9 日。 

156. 紀鵬：〈三源賦〉，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23 日。 

157. 〈秦皇島將建海洋花園村〉，出處不詳，1992 年 6 月 30 日。 

158. 周秦明：〈秦皇求仙入海處〉，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7 月 2 日。 

159. 劉江：〈黃金海岸旅遊新節目連台〉，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16 日。 

160. 楊小漣：〈曲陽石雕譽滿天下〉，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5 日。 

161. 曉馬：〈朔州初錄〉，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4 日。 

162. 劉江：〈珠海與保定共同興建白洋淀溫泉城〉，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6 日。 

163. 〈秦皇島重現「秦皇入海求仙」〉，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8 日。 

164. 〈北戴河秦皇宮〉，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3 日。 

165. 馮新生：〈壩上策馬〉，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3 日。 

166. 魏杰：〈白洋淀紀遊〉，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5 日。 

167. 〈河北國內旅遊步入良性發展軌道〉，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5 日。（剪報不全） 

168. 〈得中共元老直接支持白洋淀享受特區優惠〉，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26 日。 

169. 林翠芬：〈白洋淀溫泉城奠基禮 包機載嘉賓大派紅包〉，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27 日。 

170. 〈白洋淀招商洽談會十二月在香港舉行〉，香港《文匯報》，1992 年 10 月 27 日。 

171. 戴寶兒：〈白洋淀試驗區享特區待遇 下月來港招商洽談房地產〉，香港《文匯報》，1992 年 11 月 4 日。 

172. 〈朝陽洞與懸陽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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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樹坤、志剛、保河：〈河北旅遊資源開發向深層邁進〉，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23 日。 

174. 郝存庫：〈河北涿鹿開發黃帝城旅遊區〉，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25 日。 

175. 〈山海關將重修 城內遼代古塔〉，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7 日。 

176. 田躍進：〈南戴河二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30 日。 

177. 張麗：〈凉城淶源〉，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8 日。 

178. 李玲：〈不一樣的遊覽點：涿州電視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5 月 29 日。 

179. 馮新生：〈趙州橋在呻吟〉，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24 日。 

180. 寇占文、何慶奎、楊海洋：〈避暑山莊向世界敞開大門──看承德以旅遊促開放帶來的效應〉，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26 日。 

181. 肖英杰：〈山海關孟姜女苑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26 日。 

182. 呂耀欣：〈黃金台上昔日招賢納士昌燕國 荊軻塔下今朝重建燕城振易州〉，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0 日。 

183. 劉勝：〈華北名勝狼牙山〉，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3 日。 

184. 張馳：〈清西陵斷想〉，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3 日。 

185. 陳富剛：〈秦皇求仙入海處和孟姜女苑落成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7 日。 

186. 肖英杰：〈風光一絕──山海關 長城倒掛〉，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31 日。 

187. 寇占文、楊海洋：〈野生動物的樂園──河北圍場皇家獵苑見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7 日。 

188. 葉子：〈成語典故之鄉邯鄲歷史遺蹟旅遊熱點〉，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20 日。 

189. 馬志文、張聰：〈嶂石岩地貌得到專家認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3 日。 

190. 馮新生：〈冀州在展翼〉，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4 日。 

191. 〈清東陵〉，香港《大公報》，1993 年 12 月 14 日。 

192. 任德泉：〈涿鹿縣大力開發旅遊資源〉，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26 日。 

193. 趙謙：〈「天下第一關」究竟屬誰家〉，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29 日。 

194. 〈承德推出 5 條文物古迹遊專綫〉，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3 日。 

195. 項莊：〈避暑山莊〉，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14 日。 

196. 趙謙：〈古建奇葩──橋樓殿〉，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4 日。 

197. 閆朝江：〈豐寧壩上草原二日遊〉，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7 日。 

198. 田玉良：〈秦皇求仙入海處整建開放〉，《北京晚報》，1994 年 5 月 29 日。 

199. 〈清東陵〉，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10 日。 

200. 田玉良：〈秦皇求仙入海處整建一新迎遊客〉，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11 日。 

201. 〈秦皇島文化城〉，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18 日。 

202. 張樹生、吳慶文、劉洪彬：〈北戴河成為全國最大的旅遊避暑康復中心〉，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21 日。 

203. 楊小漣：〈秦皇求仙處 迎接八方客〉，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 日。 

204. 寇占文、賈興民、唐國林：〈承德投巨資整修保護文物古迹〉，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 日。 

205. 何江海：〈河北興建五個旅遊新景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9 日。 

206. 商棠：〈天桂山勝景〉，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6 日。 

207. 李平生：〈山海關古城文化添新曲〉，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7 日。 

208. 齊宗弟：〈金山嶺長城景區綠化成果顯著〉，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7 日。 

209. 王祖誠：〈長城採珠〉，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0 月 15 日。 

210. 〈白洋淀溫泉城一期工程完工〉，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2 日。 

211. 李亮：〈河北獲鹿縣抱犢寨風景區對外開放〉，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4 日。 

212. 張旭光、邢樹坤：〈淺談秦皇島旅遊業的發展〉，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2 日。 

213. 趙雲雁：〈太行奇秀蒼岩山〉，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9 日。 

214. 王育閣：〈清孝陵五音橋之謎〉，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2 日。 

215. 牛錦霞：〈雜技之鄉的風采〉，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7 日。 

216. 李增春：〈滄桑巨變六百載 慷慨悲歌老龍頭〉，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217. 趙洛：〈銅雀台懷古〉，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15 日。 

218. 孫雷：〈承德避暑山莊及外八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17 日。 

219. 王堅：〈對承德拓展海外客源市場的思考〉，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21 日。 

220. 唐志剛：〈冀北地區環北京旅遊帶形成規模〉，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4 日。 

221. 劉向陽：〈橫看縱觀天桂山〉，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21 日。 

222. 絹華：〈暖憶西柏坡〉，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18 日。 

223. 趙保河：〈承德滿族風情遊 圓您一個皇帝夢〉，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0 日。 

224. 李萬貴：〈保護與開發并重 清東陵景區實現以文養文〉，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5 月 6 日。 

225. 王居正：〈台灣學者談承德〉，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7 日。 

226. 范雲秋：〈秦皇島積極爭創「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4 日。 

227. 胡文剛：〈白洋淀溫泉城舉行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規劃研討會〉，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5 月 21 日。 

228. 屈維英、范雲秋：〈秦皇島大旅遊圈悄然興起〉，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3 日。 

229. 王元鐸：〈趙州橋為何又名「安濟橋」〉，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7 日。 

230. 〈中華處處有三寶〉，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8 日。 



                                                                          朱鈞珍文庫 — 園林建築文獻 

 

85  

 

 

231. 周士庚：〈北戴河的「怪樓」〉，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30 日。 

232. 郭戰群：〈承德建成 8 個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 日。 

233. 于艷玲：〈避暑山莊新增旅遊項目〉，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5 日。 

234. 郭成群：〈承德新開龍鳳洞風景區〉，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5 日。 

235. 邊占海：〈金蓮川旅遊區兼具草原森林風光之美〉，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7 日。 

236. 湛雨：〈顧炎武與霧靈山〉，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8 日。 

237. 鄭虹：〈承德避暑山莊附近發現新景觀〉，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7 日。 

238. 〔望龍山莊〕，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8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39. 〈平型關大捷傳天下〉，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5 日。 

240. 邊家耘：〈中都原始草原兩日遊〉，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7 日。 

241. 〈河北五岳發現奇石怪岩〉，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31 日。 

242. 唐志剛：〈響堂山石窟遊〉，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5 日。 

243. 王堅、彭淑芳：〈承德「避暑山莊環山遊」受到遊客歡迎〉，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6 日。 

244. 閰振芳：〈林重華與天桂山〉，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5 日。 

245. 沈吳群：〈冀南明珠靈霄山〉，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9 日。 

246. 朱清頤：〈夜宿黃崖關〉，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9 日。 

247. 文然：〈河北秦皇島將添海山仙山景觀〉，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21 日。 

248. 喻曉：〈秋遊白洋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1 日。 

249. 邢樹坤：〈五岳寨隨感〉，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1 日。 

250. 〈趙子龍故鄉多文物古蹟〉，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27 日。 

251. 賁蘭武：〈六郎鎮守邊關 千年地道尚存〉，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4 日。 

252. 新華社：〈趙州橋下重泛清波〉，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 月 29 日。 

253. 小祝：〈中國民間故事第一村．男女老少口若懸河〉，香港《明報》，1996 年 4 月 25 日。 

254. 〈三屆山海關長城節將於八月中旬舉辦〉，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8 日。 

255. 〈冀山野現夏日樹掩冰川奇觀〉，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0 日。 

256. 〔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2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57. 新華社：〈邯鄲發現清末大莊園〉，香港《文匯報》，1999 年 5 月 11 日。 

258. 陳志佳：〈中國承德避暑山莊 度假好去處〉，出處不詳，1999 年 6 月 10 日。 

259. 段淑紅：〈盤山發現財神峰〉，《北京日報》，2009 年 10 月 12 日。 

260. 〔避暑山莊導覽圖〕，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61. 〈避暑山莊的雙頭山，山頂廟宇來歷不明〉，出處及日期不詳。 

262. 肖英杰：〈山海關堅持數年修復長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263. 白聞昭：〈銅雀台〉，出處及日期不詳。 

264. 王忠人：〈承德市應大力治理煙塵污染〉，出處及日期不詳。 

265. 祖里：〈邯鄲古城歷史悠久 石窟發出鏗鏘迴聲〉，出處及日期不詳。 

266. 王連增：〈石家莊〉，出處及日期不詳。 

267. 屬文：〈集建築書畫文學園藝精華 看造園者無盡的構思〉，《百花周刊》，日期不詳。 

268. 〈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嶂石岩〉，出處及日期不詳。 

269. 王志強：〈承德新添客快列車〉，出處及日期不詳。 

270. 文祥：〈承德避暑山莊宮牆到底有多長〉，出處及日期不詳。 

271. 劉玉芳：〈承德金山嶺長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272. 〈蒙古包〉，出處及日期不詳。 

273. 〈承德積雪亭，楓紅美景看不盡〉，出處及日期不詳。 

274. 〈南戴河海濱日出〉，出處及日期不詳。 

275. 〔清西陵〕，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2.6 山西省 

 

1. 吳象：〈梨花時節訪梨鄉〉，出處不詳，1962 年 5 月 20 日。 

2. 〈佛教聖地五台山〉，出處不詳，1980 年 9 月 23 日。 

3. 〈顯通寺銅塔〉，出處不詳，1980 年 10 月。 

4. 肖欽、張東興：〈大同〉，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22 日。 

5. 池茂花：〈世界木塔之冠──應縣木塔重新開放〉，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3 月 2 日。 

6. 董啓民：〈山川風貌和精神狀態〉，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3 月 30 日。 

7. 梁衡：〈古晉名珠──晉祠〉，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4 月 14 日。 

8. 武冀平：〈五台山〉，出處不詳，1982 年 10 月 5 日。 

9. 王艾生、駱士正：〈美化環境何必參觀「花果城」〉，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1 月 20 日。 

10. 崔凱：〈怎樣遊五台山〉，出處不詳，1983 年 12 月 27 日。 

11. 李德華：〈壺口行〉，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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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徐明達：〈遊五台山的路綫〉，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7 日。 

13. 朱建全：〈五台山大理石〉，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14 日。 

14. 夏恩訓：〈綠的相思──晉祠風景印象〉，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8 日。 

15. 〈花開鬧市 人遊花中 太原建成盆花一條街〉，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8 日。 

16. 謝在永：〈五台山的氣候〉，出處不詳，1984 年 8 月 21 日。 

17. 郭有喜、王世民：〈蘇三監獄修復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18. 趙義堂：〈大同公園孵化成功珍稀動物褐馬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2 月 4 日。 

19. 晉水：〈太原晉祠文物園林管理處成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2 日。 

20. 〈華北一處唯一的原始森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 日。 

21. 孫月沐、劉希全：〈八台子村旁六十米長城被夷為平地〉，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8 日。 

22. 張立雷：〈晉中加強珍稀瀕危植物的保護〉，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9 日。 

23. 呂企才：〈運城市成立航空旅遊公司〉，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24. 崔子明：〈黃土高原花果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9 日。 

25. 〈太原將開闢森林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26. 〈北岳曲陽廟〉，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9 日。 

27. 辛志賢：〈石雕、書法藝術的故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9 日。 

28. 崔書林：〈山西襄垣縣成為上黨盆地中的百花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28 日。 

29. 崔書林：〈襄垣縣節省開支興建百花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11 日。 

30. 賀海毅：〈園林一條街〉，《中國市容報》，1985 年 8 月 18 日。 

31. 何由：〈難忘五台山（上）〉，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0 日。 

32. 何由：〈難忘五台山（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1 日。 

33. 黃乃金：〈晉修建司馬光陵園〉，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9 日。 

34. 基亞：〈太原晉祠三絕〉，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3 日。 

35. 劉平：〈五台山又可聽到傳統寺廟音樂了〉，出處不詳，1987 年 5 月 9 日。 

36. 魯粟：〈巍然重鎮話雲州（上）〉，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2 日。 

37. 魯粟：〈巍然重鎮話雲州（下）〉，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4 日。 

38. 霍樹理：〈山西建設歷山自然旅遊區〉，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9 日。 

39. 王士忠：〈山西省第一批省級風景名勝區簡介〉，《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9 月 15 日。 

40. 李東崗：〈普救寺鶯鶯塔科學考証取得重大進展〉，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9 月 26 日。 

41. 文捷：〈周柏含蒼煙 泉水稱難老──神州西北行之八〉，香港《新晚報》，1987 年 12 月 14 日。 

42. 爲之：〈太原永祚古剎三奇寶〉，香港《文匯報》，1988 年 7 月 4 日。 

43. 鄭斌秀：〈五台山的六月大會〉，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3 日。 

44. 王炳武、悅克伶：〈山西進行山地旅遊資源綜合考察〉，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20 日。 

45. 馬清泉：〈四道長城鎖大同〉，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10 日。 

46. 晉寧：〈山西的四處懸空寺〉，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8 日。 

47. 石受：〈磚雕百壽圖〉，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8 日。 

48. 李宗君：〈雲台山瀑布落差居全國之冠〉，《花卉報》，1988 年 11 月 26 日。 

49. 李彬：〈山西臨汾地區客源連年上升〉，出處不詳，1988 年 12 月 7 日。 

50. 李霞：〈神奇的五台山〉，《中國建設》，1989 年。 

51. 蘇楠：〈太行一絕──白雲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9 年 5 月 23 日。 

52. 〈山西發現獼猴羣〉，香港《大公報》，1989 年 6 月 14 日。 

53. 馬書田：〈蘇三監獄訪獄神〉，出處不詳，1989 年 8 月 19 日。 

54. 子微：〈無懼地震砲彈 山西古塔屹立〉，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8 日。 

55. 王祖誠：〈北京──五台山──應縣──渾源──大同一綫遊〉，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28 日。 

56. 楊牛孩、王彩萍：〈最大的石刻館──南涅水石刻館〉，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11 日。 

57. 〈九塞尊崇第一關──雁門關今貌〉，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7 日。 

58. 夏婕：〈杏花村〉，香港《新晚報》，1990 年 5 月 21 日。 

59. 王祖誠：〈晉北明珠綫〉，出處不詳，1990 年 8 月 29 日。 

60. 〈解州關帝廟〉，出處不詳，1990 年 8 月 29 日。（剪報不全） 

61. 王文書：〈懸崖古剎金燈寺〉，出處不詳，1990 年 9 月 8 日。 

62. 江燕寧：〈五台山的「大朝台」與「小朝台」〉，出處不詳，1991 年 2 月 2 日。 

63. 耿非祥：〈又一回音建築──山西河津鎮風塔〉，出處不詳，1991 年 2 月 13 日。 

64. 陳丹丹：〈清明「槐鄉」祭祖記──記山西省洪洞縣首屆尋根祭祖節〉，北京《華聲報》，1991 年 4 月 26 日。 

65. 李曉燕：〈消夏避暑何處去？清涼世界五台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7 月 17 日。 

66. 笑峰：〈尋根旅遊大有可為〉，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4 日。 

67. 楊小漣：〔山西簡介〕，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7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8. 李曉燕：〈黃河壺口瀑布景區加快基本建設〉，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 日。 

69. 李彬：〈歷史名樓鸛雀樓將再現人間〉，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1 日。 

70. 張邦邦、胡綫勤：〈山西新景點「禹王洞」破土動工〉，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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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王炳武：〈忻州市軍民共建旅遊開發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1 月 21 日。 

72. 黃飛英：〈《登鸛雀樓》的作者究竟是誰〉，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15 日。 

73. 郭福興：〈龍泉列為國家級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2 日。 

74. 馬珂：〈「上西天 下地獄 入虎口 進監獄」──臨汾旅遊景觀素描〉，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1 日。 

75. 盧雲亭：〈歷史名樓鸛雀樓重建〉，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27 日。 

76. 郭福興：〈烏金山被確定為國家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17 日。 

77. 石秀山：〈山西壽陽方山將建成國家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18 日。 

78. 楊子才：〈壺口情思〉，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23 日。 

79. 仝毅：〈重建鸛雀樓的淺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8 日。 

80. 辛兵：〈晉陽古城發現龍鳳圖〉，香港《快報》，1993 年 12 月 21 日。 

81. 石晉客：〈賦到滄桑句便工〉，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29 日。 

82. 木同：〈歷史文化名城代州再現古貌〉，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7 日。 

83. 華杰：〈雨雹緣何 不打懸空寺？〉，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7 日。 

84. 程競明：〈淡霓生岩──介山〉，香港《新晚報》，1994 年 7 月 18 日。 

85. 楊伯珠：〈楊業故里好風光〉，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27 日。 

86. 金光群：〈晉遊見聞〉，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3 日。 

87. 〈中國臨汾黃河壺口國際漂流月簡介〉，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22 日。 

88. 〈旅遊事業近年發展迅速 本世紀將晉世界前十名〉，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27 日。 

89. 〈山西造 25 米高炎帝銅像〉，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11 日。 

90. 張長懷：〈太白山記〉，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0 日。 

91. 王德清：〈五鳳樓〉，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2 日。 

92. 楊柳青：〈深山奇窟金燈寺〉，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 日。 

93. 牛錦霞：〈山西忻州管涔山旅遊區即將全面開發〉，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27 日。 

94. 楊伯珠：〈歷史勝蹟──楊忠武祠〉，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8 日。 

95. 阿炳：〈壺口瀑布：百年孤獨今又喧騰〉，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7 日。 

96. 石秀山：〈山西加快開發晉祠風景名勝區〉，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9 日。 

97. 饒文波：〈雲長故里關帝廟〉，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12 日。 

98. 王樹森：〈國家森林公園──管涔山〉，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23 日。 

99. 石秀山：〈山西芮城修復呂洞賓故里〉，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18 日。 

100. 景學信、郭寶良、何臘菊、樊太民：〈「宰相村」裏展新姿──訪山西聞喜裴氏文化旅遊開發區〉，北京《中國旅

遊報》，1995 年 4 月 22 日。 

101. 衛建民：〈洪洞有個馬牧村〉，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5 日。 

102. 肖林：〈山西歷山旅遊區開發形勢看好〉，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8 日。 

103. 劉平：〈遊忻州禹王洞〉，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4 日。 

104. 馬珂：〈關公故里遊〉，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9 日。 

105. 金俊賢：〈五台六月亦飛雪〉，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2 日。 

106. 景學信：〈壺口瀑布〉，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9 日。 

107. 李東崗：〈宗廟祠堂與紀念館〉，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3 日。 

108. 楊建峰：〈談山西旅遊業的優勢與劣勢〉，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9 日。 

109. 邱文選：〈丁村明清民居〉，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9 月 10 日。 

110. 晉訊：〈「山頂公園」舜王坪建成迎客〉，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6 日。 

111. 〈太原雙塔寺東塔立直了〉，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6 日。 

112. 于英士：〈可把山西省建成古建文化旅遊區〉，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1 日。 

113. 楊繼興：〈可與恒山懸空寺媲美的第二懸空寺──趙杲觀〉，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2 日。 

114. 李九龍：〈峨口撓閣〉，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7 日。 

115. 蘇永祁：〈山西應縣木塔〉，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1 日。（2 則） 

116. 〈名樓修復遊客可窮「千里目」〉，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16 日。 

117. 陳煒華：〈古城平遙建築保持明清格局〉，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31 日。 

118. 胡琴：〈山西平遙保存完整古城〉，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6 日。 

119. 武嵐、王東平：〈山西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28 日。 

120. 鍾正文：〈西灣明清民居古跡待搶修〉，香港《明報》，1996 年 11 月 19 日。 

121. 〈山西古民宅闢成博物館〉，香港《明報》，1997 年 1 月 25 日。 

122. 〈山西運城地區版圖被指酷似關羽頭像〉，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6 日。 

123. 〈山西工人發明新型象棋〉，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3 日。 

124. 王俊清：〈歷盡周折 終攬佳景〉，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6 日。 

125. 〈五台山〉，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20 日。 

126. 〈鸛鵲樓重建明年底迎賓〉，香港《文匯報》，2000 年 11 月 16 日。 

127. 〈太原地下水位降百米〉，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1 月 22 日。 

128. 陳華超：〈五台山──華夏勝景佛敎寶地〉，香港《文匯報》，2002 年 11 月 19 日。 

129. 晉日：〈山西增加綠化用地〉，《花卉報》，2004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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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五台山門票上漲 87%〉，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22 日。 

131. 王誦詩：〈壺口生煙〉，香港《大公報》，2012 年 9 月 5 日。 

132. 〈山西積山金墓博物館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133. 〈山西太原〉，出處及日期不詳。 

134. 張紹基：〈遊壺口瀑布〉，出處及日期不詳。 

135. 陽寒：〈臨汾〉，出處及日期不詳。 

136. 〔旅遊問答──遊五台山〕，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37. 張厚余：〈訪崇善寺〉，出處及日期不詳。 

138. 賀新輝：〈天龍山石窟〉，出處及日期不詳。 

139. 高巨壽：〈壯哉，玄神樓〉，出處及日期不詳。 

140. 楊伯珠：〈黃河壺口的清代長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141. 楊建峰：〈山西旅遊業發展的戰略構想〉，出處及日期不詳。 

142. 若子：〈山西環境污染問題嚴重〉，出處及日期不詳。 

143. 凡夫：〈雙塔凌霄〉，出處及日期不詳。 

144. 〈拆毁舊城全國罕見太原基建騎虎難下〉，出處及日期不詳。 

145. 〈揭開鶯鶯塔奧妙〉，出處及日期不詳。 

146. 〈山西關帝祖廟〉，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147. 李彬、宋寶群：〈山西運城推出「關公旅遊綫路」〉，出處及日期不詳。 

148. 〈五台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5.2.7 內蒙古自治區 

 

1. 〈成吉思汗陵〉，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5 月 3 日。 

2. 趙抗：〈塞外青城──呼和浩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3. 周文娜：〈為改善包頭市環境面貌市長抓緊辦十二件實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4. 高燕茜：〈荒山梁上建起的森林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25 日。 

5. 〈呼市開展庭院綠化美化活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13 日。 

6. 鄭野路：〈限期治理污染 建設南海公園〉，《中國市容報》，1985 年 9 月 15 日。 

7. 豐旺：〈我國的第二座火焰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8. 王寶生：〈通遼市開展共建文明街活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22 日。 

9. 〈塞外草原諸般情趣蒙族姑娘歌舞侍酒〉，香港《華僑晚報》，1986 年 6 月 24 日。 

10. 〈內蒙呼和浩特成草原上花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6 日。 

11. 基亞：〈暢遊內蒙古──遊內蒙可分三部〉，香港《明報》，1986 年 10 月 28 日。 

12. 基亞：〈暢遊內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香港《明報》，1986 年 10 月 29 日。 

13. 基亞：〈暢遊內蒙古──響沙灣與東勝〉，香港《明報》，1986 年 11 月 8 日。 

14. 基亞：〈內蒙旅遊須知〉，香港《明報》，1986 年 11 月 18 日。 

15. 〈我國最大的「無鼠城」包頭〉，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3 日。 

16. 蒙訊：〈包頭綠化 全市變樣〉，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4 日。 

17. 邢景平：〈邊境上的旅遊城──二連浩特〉，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3 日。 

18. 李凱豐、李秉愫：〈奇特的草原溫泉〉，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9 日。 

19. 文心：〈昭君青塚 千年白塔──呼和浩特市兩大歷史名勝〉，香港《新晚報》，1989 年 3 月 13 日。 

20. 文心：〈成吉思汗陵〉，香港《新晚報》，1989 年 4 月 3 日。 

21. 連東先：〈內蒙古的特殊旅遊〉，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15 日。 

22. 文心：〈滿洲里中蘇邊境遊〉，香港《新晚報》，1989 年 5 月 22 日。 

23. 丘峯：〈大黑河畔昭君墓〉，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2 日。 

24. 楊子才：〈青冢斷想〉，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25. 邢景平：〈錫林郭勒草原上的「啤酒泉」〉，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26. 高曉梅：〈青山深處一秀景──黑大門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8 日。 

27. 施洪濤：〈謁昭君墓〉，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8 日。 

28. 〈大窰文化旅遊區向遊人開放〉，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22 日。 

29. 〈呼和浩特的建築藝術〉，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15 日。 

30. 陳犀：〈達賚湖黃昏〉，出處不詳，1994 年 7 月 21 日。 

31. 〈赤峰城邦時代之秘〉，香港《文匯報》，1994 年 12 月 13 日。 

32. 李國楝：〈赤峰其甘草原風情醉遊人〉，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1 日。 

33. 劉思敏：〈‟95 內蒙古草原夏令營即將安營扎寨〉，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8 日。 

34. 石雲子：〈內蒙岩畫首屈一指〉，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5 日。 

35. 劉明祖：〈實現祖國統一的第一篇章〉，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5 日。 

36. 任彥賓：〈烏拉持前旗發現秦代石築長城〉，《北京晚報》，1998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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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馬力：〈內蒙古祭敖包〉，出處不詳，2003 年 8 月 21 日。 

38. 劉紅：〈內蒙建首家沙漠旅遊基地〉，香港《文匯報》，2010 年 3 月 8 日。 

39. 〔包頭五當召〕，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0. 楊小漣：〈內蒙古將舉辦第二屆草原旅遊節〉，出處及日期不詳。 

41. 〔呼和浩特「銀佛寺」〕，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2. 〔呼和浩特賽馬場〕，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3. 〔冬季的海河〕，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2.8 黑龍江省 

 

1. 臧克家：〈鏡泊湖〉，出處不詳，1962 年 10 月 7 日。 

2. 〈火山博物館〉，出處不詳，1963 年 6 月 22 日。 

3. 新華社記者：〈哈爾濱──冰上運動之城〉，北京《光明日報》，1973 年 1 月 8 日。 

4. 鄭笑楓：〈黑龍江省完成野生動物資源普查工作〉，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5 月 17 日。 

5. 新華社：〈我國第一個水禽綜合自然保護區〉，出處不詳，1979 年 10 月 29 日。 

6. 鄭笑楓：〈在「火山博物館」〉，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0 月 15 日。 

7. 《科學周報》編輯部、哈爾濱市冰燈遊園會辦公室 編：〈冰燈〉，北京《科學周報》，1982 年 1 月 5 日。（附哈

爾濱市第八屆冰燈遊園會導遊圖） 

8. 王恩榮、李寶中：〈哈爾濱冰燈遊園會散記〉，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 月 26 日。 

9. 〈牡丹江中發現一座鷺島〉，出處不詳，1982 年 7 月 21 日。 

10. 〈百鳥樂園迎賓客──扎龍自然保護區接待第一批觀鳥旅遊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8 月 3 日。 

11. 趙錫清、孫愛軍：〈火山旅遊勝地──五大連池〉，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0 月 12 日。 

12. 王登賢：〈齊齊哈爾冰景會即將開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2 月 14 日。 

13. 賈德昌、王新林：〈仙鶴之鄉──訪黑龍江扎龍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 月 4 日。 

14. 祁麗娟：〈銀榭荷香〉，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2 月 15 日。 

15. 姜連臣：〈太陽島名稱的來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31 日。 

16. 龍簡：〈辦好狩獵、觀鳥、冰雪旅遊項目〉，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6 月 14 日。 

17. 〈鏡泊湖〉，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8 月 2 日。 

18. 祁麗娟：〈桃山行〉，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8 月 30 日。 

19. 蘇志松：〈鏡泊湖〉，出處不詳，1983 年 8 月 30 日。 

20. 〈哈爾濱人有了自己的節日──冰雪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 月 12 日。 

21. 〈簽訂「綠化責任狀」 頒發「綠化光榮證」 牡丹江市綠化覆蓋率一年提高百分之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2 月 19 日。 

22. 楊其嘉：〈哈爾濱斯大林公園的雕塑美〉，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28 日。 

23. 周文棘：〈太陽島印象〉，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18 日。 

24. 孫龍泉：〈仙鶴的故鄉──札龍自然保護區一瞥〉，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24 日。 

25. 武保忠：〈大慶油城新貌〉，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27 日。 

26. 吳達之：〈桃山，正發生的變化說明什麼？〉，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9 月 25 日。 

27. 段立輝、譚德生：〈小興安嶺的翠冠──黑龍江省半林自然保護區紀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28. 錢辛波：〈北國鶴鄉──扎龍〉，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1 月 11 日。 

29. 孫龍泉：〈名山藥泉天下奇〉，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 日。 

30. 李中：〈哈爾濱推出受歡迎的冰雪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8 日。 

31. 李中：〈桃山引起海外遊人喜愛〉，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32. 孫龍泉：〈扎龍自然保護區一瞥〉，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9 日。 

33. 李晨：〈桃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34. 施歸：〈齊齊哈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3 日。 

35. 王樹梓、王豐禮、王德忠：〈通化發現一大型溶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30 日。 

36. 〈佳木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14 日。 

37. 揚然：〈五大連池建一綜合古亭〉，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1 日。 

38. 楊鳳君：〈千里林海多姿彩〉，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11 日。 

39. 徐仲權：〈淡水湖泊的環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40. 蘇長德：〈北疆奇景──鏡泊湖〉，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41. 趙釗、龍哈：〈桃山莊狩獵場今年可創匯二十萬〉，《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24 日。（2 則） 

42. 〈哈爾濱辦冰上婚禮 十對新人迎雪成家〉，香港《星島日報》，1986 年 1 月 13 日。 

43. 趙殿君：〈龍沙冰景戀遊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13 日。 

44. 〈林海雪原新獵場今冬將對外開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0 日。 

45. 紀丁：〈中蘇邊城綏芬市〉，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2 日。 

46. 徐偉智：〈黑龍江旅遊獨具特色〉，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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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銀裝素裹哈爾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7 日。 

48. 〈黑龍江「藥泉」奧秘〉，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8 日。 

49. 〈哈爾濱冰雪節開幕〉，出處不詳，1987 年 1 月 6 日。 

50. 〈哈爾濱市奇觀 天空三太陽環繞光環中〉，香港《明報》，1987 年 1 月 10 日。 

51. 〈哈市玉泉狩獵場已竣工對外開放〉，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2 日。 

52. 〈哈爾濱嚴冬現奇景 三個「太陽」掛天空〉，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2 日。 

53. 崔崇和：〈哈爾濱玉泉狩獵塲已開幕〉，香港《大公報》，1987 年 1 月 28 日。 

54. 殷維翰：〈有特色的鏡泊湖〉，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2 日。 

55. 〈札龍丹頂鶴象徵長壽吉祥〉，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 月 5 日。 

56. 〈冰雕雪塑迎新歲 哈爾濱軍營添美景〉，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 月 5 日。 

57. 丹尼：〈觀賞雪地風光哈爾濱受歡迎〉，香港《中西區星報》，1988 年 5 月 1 日。 

58. 〈首座山雞狩獵場黑龍江省將建立〉，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19 日。 

59. 〈哈爾濱森林公園白樺林〉，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5 日。 

60. 〈哈爾濱森林公園湖畔風光〉，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9 日。 

61. 黎幹生：〈踏足邊城璦琿〉，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5 日。 

62. 〈緊靠黑龍江省邊界蘇森林大火嚴重〉，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5 日。 

63. 高山：〈黑龍江連環湖水禽狩獵場〉，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3 日。 

64. 〈石油新城〉，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1 日。 

65. 李東崗：〈扎龍自然保護區成為鶴鄉鳥園〉，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7 日。 

66. 〈《中國旅遊》十二月號介紹黑龍江特種旅遊〉，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6 日。 

67. 〈哈爾濱冰雪節揭幕〉，香港《大公報》，1990 年 1 月 6 日。 

68. 黎平、羅勤德：〈哈爾濱冬泳奇觀〉，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3 日。 

69. 〈哈爾濱冰燈遊園會伯力展覽風靡全城〉，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4 日。 

70. 曹英新：〈北疆明珠──興凱湖〉，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6 日。 

71. 李光、李德強：〈撫遠天然荷花湖遭破壞〉，《北京晚報》，1991 年 9 月 18 日。 

72. 丁福昌：〈我國的冷極──漠河〉，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19 日。 

73. 王東梅：〈夏日冰燈〉，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7 月 9 日。 

74. 王增偉、魏久純：〈牡丹江市牡丹峰 火山口地下森林 被列為國家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11 日。 

75. 〈神州北陲城市──黑河〉，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26 日。 

76. 鄭德讓：〈富拉爾基區將辦「原始部落遊樂場」〉，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3 日。 

77. 〈國內首家原始部落遊樂場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5 日。 

78. 〈黑龍江首座馬場 八月初交付使用〉，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5 日。 

79. 〈五大連池旅遊、療養城市〉，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6 月 22 日。 

80. 李華豐：〈鏡泊之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 日。 

81. 汪米：〈太陽鳥〉，香港《大公報》，1993 年 12 月 2 日。 

82. 柳樹宏、李長有：〈大力保護原始自然生態環境〉，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18 日。 

83. 張景輝：〈五大連池發展優勢談〉，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8 日。 

84. 夏婕：〈東北薩滿教〉，香港《新晚報》，1994 年 6 月 6 日。 

85. 柳邦坤：〈黑河加快開發臥牛湖風景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 日。 

86. 楊希文、王繼周：〈淺議鏡泊湖旅遊資源的綜合利用〉，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3 日。 

87. 孫郁：〈鏡泊湖之行〉，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5 日。 

88. 王金洲：〈火山新城──五大連池二日遊〉，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21 日。 

89. 杜慶臻：〈試論黑龍江省旅遊資源的開發〉，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6 日。 

90. 馬鐵英：〈林海雪原三道關〉，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7 日。 

91. 姜一海、孫家駒、何大偉：〈黑龍江確定建設特色旅遊強省發展目標〉，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5 日。 

92. 陳遠勝：〈伊春發現一處怪坡〉，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2 日。 

93. 孟琴：〈位處黑龍江火山口 原始森林充滿生氣〉，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12 日。 

94. 李春雷：〈一曲成名太陽島聲名遠播 雪花冰雕招徠了遠方遊客〉，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2 日。 

95. 〈哈爾濱建東北虎林園〉，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28 日。 

96. 夏泰寧：〈斯大林公園〉，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12 日。 

97. 夏婕：〈松花江畔〉，香港《新晚報》，1996 年 9 月 16 日。（2 則） 

98. 馬義：〈蓮花湖水電站〉，《中國老年報》，1998 年 8 月 20 日。 

99. 黑龍江省旅遊局：〈神州遊──黑龍江〉，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15 日。 

100. 〈渤海國遺址考古發現 宮城典章與大唐無兩〉，香港《大公報》，2000 年 11 月 1 日。 

101. 趙寶城：〈哈爾濱森林砍伐量銳減〉，香港《文匯報》，2000 年 11 月 14 日。 

102. 〈石油新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103. 〈漠河的邊陲亭〉，出處及日期不詳。 

104. 鞏雙印：〈五大連池──火山博物館紀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105. 〈冰雕荷花亭〉，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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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哈爾濱冰雕〉，出處及日期不詳。 

 

 

5.2.9 吉林省 

 

1. 張天來、鄧加榮：〈在巨大的生物寶庫中──長白山自然保護區訪問記〉，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9 月 5 日。 

2. 劉蘭芳：〈長白山紀行──寫在早晨的筆記〉，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8 月 14 日。 

3. 理由、李牧生、武鳳儀：〈一個未解的科學之謎〉，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0 月 9 日。 

4. 雷加：〈天池怪獸目擊記〉，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0 月 9 日。 

5. 〈長白山自然保護區遭到遊人嚴重破壞〉，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6 月 12 日。 

6. 邵春：〈吉林市〉，出處不詳，1982 年 8 月 31 日。 

7. 楊其嘉：〈長春市園林綠地被佔被毁嚴重〉，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5 月 13 日。 

8. 〈一片沙．一架山．一條路．分級改造〉，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2 月 19 日。 

9. 李汝健：〈松花湖滑雪場〉，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1 月 28 日。 

10. 〈南湖的秋冬〉，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2 月 25 日。 

11. 邵晨：〈綠樹繁花映站區──四平市瀝青接卸站綠化紀實〉，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2 月 25 日。 

12. 肖玉華：〈長春市將君子蘭命名為市花〉，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27 日。 

13. 夏秋心：〈大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9 日。 

14. 〈長春〉，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5 日。 

15. 張寶貴、士木：〈四平〉，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16. 〈吉林省把偽滿皇宮闢為旅遊點〉，《中國參考報》，1985 年 2 月 17 日。 

17. 士木：〈吉林〉，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19 日。 

18. 士木：〈長白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19. 吳廣孝：〈長白山天池怪獸博物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26 日。 

20. 顯春、士木：〈集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26 日。 

21. 朱秀珍、宋國強：〈長春市花君子蘭〉，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4 日。 

22. 楊其嘉：〈北國春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11 日。 

23. 王自立、康成祥：〈長春市加强君子蘭市場管理〉，《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11 日。 

24. 李之：〈休矣！「綠色黃金」之夢〉，《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11 日。 

25. 孫勇：〈國內旅遊熱的思考──吉林旅遊考察札記〉，香港《文匯報》，1986 年。（複印本） 

26. 享文：〈長白山天池〉，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4 日。 

27. 蕭芬：〈東北的三顆明珠 訪大慶、吉林、遼河油田〉，香港《文匯報》，1986 年 7 月 25 日。 

28. 〈吉林開闢人參之路供海外遊客採靈藥〉，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8 日。 

29. 〈吉林建成滑雪場冬季旅遊好去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21 日。 

30. 〈長白山麓發現二十七眼礦泉〉，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7 日。 

31. 王衛國：〈高句麗古迹〉，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2 日。 

32. 白山亭：〈長白山──神奇的自然寶庫〉，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2 日。 

33. 龔通：〈神龍的庭園──三角龍灣〉，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2 日。 

34. 劉晨光：〈神秘的旅遊綫──人參之路〉，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2 日。 

35. 孫幼民：〈酒業迎貴賓 山水醉遊人〉，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2 日。 

36. 〈長春人罔顧公德竟偷伐公園大樹〉，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31 日。 

37. 蕭沱：〈長春花絮〉，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 日。 

38. 吳耐：〈人參之鄉──撫松〉，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28 日。 

39. 魏杰、劉思敏：〈全國園林名勝古蹟遊覽門票設計藝術展開幕〉，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28 日。 

40. 〈長春「八大部」──淨月潭風景名勝區〉，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 日。 

41. 莊巨川：〈長白山不是我國建立最早和面積最大的自然保護區〉，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5 日。 

42. 鄒德隆：〈神奇的吉林火山群〉，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26 日。 

43. 李培森：〈吉林新闢旅遊綫 歡迎各方賓客來〉，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23 日。 

44. 王躍進：〈滿州國皇宮與淨月潭〉，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14 日。 

45. 梁炳華：〈東北「偽滿洲國」考察（上）〉，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19 日。 

46. 李先輝：〈吉林何止有霧淞〉，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25 日。 

47. 宋耀環：〈利用「金三角」的特殊優勢加快發展吉林省的旅遊事業〉，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3 日。 

48. 〈長春電影城開放在即〉，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1 日。 

49. 李燃：〈淨月潭森林旅遊業亟待開發〉，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5 日。 

50. 陳崇：〈晝看三國山河貌 夜聞三國雞犬聲〉，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1 日。 

51. 〈長春偽滿洲國皇宮將全面開發復原貌〉，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20 日。 

52. 〈長白醉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1 月 28 日。 

53. 周長慶、楊德利：〈集安東北邊陲新興旅遊城〉，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20 日。 

54. 李然：〈淨月潭〉，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24 日。 

55. 王祖誠：〈夏日：長白山．鏡泊湖一綫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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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長白山發現天然形成空中懸佛〉，香港《明報》，1993 年 6 月 17 日。 

57. 王躍進：〈吉林雙陽發現一大溶洞〉，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10 日。 

58. 〈吉林大安建成我國第一個草原濕地狩獵區〉，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4 日。 

59. 張德泰：〈吉林訪古〉，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25 日。 

60. 張德泰：〈長白山的岩石動物王國〉，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27 日。 

61. 李燃：〈東方金字塔──將軍墳〉，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4 日。 

62. 白槐：〈通化集安訪古遊隆重推出〉，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28 日。 

63. 姜亞先：〈天下奇景數江城〉，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 日。 

64. 〈長春成為中國首座森林城〉，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16 日。 

65. 張毅兵：〈吉林市散記〉，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6 日。 

66. 趙家治：〈塞外名城吉林市〉，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0 日。 

67. 〈神奇的錦江峽谷岩林〉，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 月 28 日。 

68. 張毅兵：〈長白山記〉，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3 日。 

69. 〈政治晴雨表 風雲多變幻 長春通衢道 一再改街名〉，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4 日。 

70. 〈長春發現黃金榮花園畫冊〉，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11 日。 

71. 鄭麗穎：〈長春昨出現三個「太陽」〉，《杭州日報》，2000 年 11 月 17 日。 

72. 繆偉國：〈金雞玉喙處首照新世紀陽光 吉林森林山也想「燦爛」一把〉，《杭州日報》，2000 年 11 月 19 日。 

73. 肖鳴：〈雪花爭妍長白山〉，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 年 11 月 30 日。 

74. 〈龍潭山與鹿同樂〉，出處不詳，2002 年 1 月。 

75. 〈走遍中國──吉林〉，《中央電視報》，第 20 期，2003 年。 

76. 〈吉林通化開闢「採參」旅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77. 馬浩亮：〈伊春打造冰壺之鄉〉，出處及日期不詳。 

78. 〈吉林霧淞，清新又艷絕〉，出處及日期不詳。 

79. 〈亞洲最大之吉林松花滑雪場〉，出處及日期不詳。 

80. 〈青山秀水松花湖〉，出處及日期不詳。 

81. 〈楊竱宇烈士陵園重新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5.2.10 遼寧省 

 

1. 德烈：〈水豐湖新貌〉，出處不詳，1963 年 1 月 29 日。 

2. 程軍：〈千山〉，出處不詳，1982 年 8 月 24 日。 

3. 王永海：〈大連勞動公園修建園中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1 月 30 日。 

4. 王永海：〈大連興建白雲山莊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2 月 21 日。 

5. 高世澤：〈大連舉辦迎春花燈會〉，出處不詳，1983 年 2 月 15 日。 

6. 錦外宣：〈錦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10 日。 

7. 陳國芳：〈兒童公園不要忘掉為兒童服務〉，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7 月 26 日。 

8. 王陽：〈響水寺〉，出處不詳，1983 年 8 月 9 日。 

9. 王乃仲：〈遼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1 月 15 日。 

10. 孫肖平：〈一池天水三江之源〉，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15 日。 

11. 李達：〈熊岳泉極待拯救〉，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22 日。 

12. 孫鈞：〈藍色的海灣──大連港〉，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1 日。 

13. 〈空中旅遊〉，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21 日。 

14. 范國恩：〈農民追求美 庭院景相映〉，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7 日。 

15. 肖青：〈本溪水洞〉，出處不詳，1984 年 8 月 28 日。 

16. 〈遼寧舉辦鄉俗旅遊 大受外國遊客歡迎〉，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0 月 8 日。 

17. 傅多榮：〈熊岳溫泉受到保護〉，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1 月 13 日。 

18. 〈南蕉北栽開花結果〉，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8 日。 

19. 林玉琪：〈本溪〉，出處不詳，1984 年 12 月 13 日。 

20. 〈興城的希望在於開發旅遊業 三年內建成第二北戴河〉，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18 日。 

21. 苗家生：〈遼寧興城將成為第二個北戴河〉，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30 日。 

22. 李志莊：〈興城興旺在旅遊──訪興城縣縣長王澤民〉，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1 日。 

23. 馮家齊、王敬文：〈興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1 日 

24. 〈錦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8 日。 

25. 〈東北三省隆冬季 冰雕雪場迎遊人〉，《中國參考報》，1985 年 2 月 3 日。 

26. 〈鞍鋼開展冬季植樹活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27. 王永海：〈大連城市綠化向園林化方向發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28. 徐銘：〈沙漠綠舟章古台〉，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20 日。 

29. 王永海、韓連興：〈「蒙古包」旅遊飯店在大連開業〉，《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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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陳崇：〈天然大冰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23 日。 

31. 劉振玉：〈神力雕塑 絶世奇蹟──遼寧金山凉水灣自然風景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23 日。 

32. 郝廷華：〈大連十大風景評選揭曉〉，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6 日。 

33. 韓永山：〈錦縣縣城是如何改變面貌的〉，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10 日。 

34. 王永海：〈大連市評選出「十大名景」〉，《中國市容報》，1985 年 8 月 15 日。 

35. 吳汝寧：〈北鎮閭山松石雙奇 石刻題字亦甚可觀〉，香港《明報》，1986 年 2 月 17 日。 

36. 〈遼寧省物產豐盛 風景美古迹眾多〉，香港《文匯報》，1986 年 7 月 3 日。 

37. 〈明清一條街遼寧新發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0 日。 

38. 孫靜華：〈醫巫閭山風景名勝區開發芻議〉，《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4 月 15 日。 

39. 李光亮：〈大連的氣候〉，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23 日。 

40. 劉鎮源：〈大連「碧海山莊」建成開業〉，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27 日。 

41. 魯粟：〈巍然重鎮話雲州（中）〉，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3 日。 

42. 〈營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4 月 9 日。 

43. 思良：〈元帥林整修一新〉，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7 日。 

44. 高玉潔：〈旅遊勝地──薩爾滸〉，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7 日。 

45. 肖鳴：〈渾江攬勝〉，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3 日。 

46. 唐虹：〈丹東〉，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10 日。 

47. 魏杰：〈冰峪風光秀 北國勝江南──大連市莊河縣冰峪風景區紀行〉，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14 日。 

48. 王曉安：〈遼東半島將成為遼寧重點旅遊區〉，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17 日。 

49. 楊小漣：〈綏中西溝長城〉，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21 日。 

50. 〈千山〉，《中國建設》，1989 年 2 月。 

51. 〈遼寧之旅〉，《中國建設》，1989 年 2 月。 

52. 王永海：〈大連建成新的風景遊覽網絡〉，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8 日。 

53. 吳海雲：〈大連──避暑勝地〉，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4 日。 

54. 張林達、馬仁斌：〈丹東興建鴨綠江橋頭國門公園〉，出處不詳，1989 年 8 月 19 日。 

55. 〈大連建成跨海客運遊覽索道〉，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3 日。 

56. 鄭永吉：〈中國第一座全景畫館〉，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7 日。 

57. 〈北國也有梅杏〉，《香港商報》，1990 年 5 月 3 日。 

58. 〈丹東見聞〉，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1 日。 

59. 王祖誠：〈沿渤海、黃海旅遊〉，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16 日。 

60. 吳廣孝：〈靈光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8 月 4 日。 

61. 張海濤、苗長波：〈黃海上的珍珠──海王九島〉，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8 月 8 日。                                                                                                                                                                                                                                                                                                                                         

62. 王祖誠：〈遼沈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9 月 22 日。 

63. 王祖誠：〈關東綫〉，出處不詳，1990 年 9 月 29 日。 

64. 王祖誠：〈渤海黃海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6 日。 

65. 趙鐵楓：〈神奇的天外來客──沈陽隕石〉，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3 日。 

66. 中周：〈沈陽正建隕石山森林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14 日。 

67. 邵鵬：〈鞍山市東山風景區初具規模〉，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25 日。 

68. 錢程：〈千山風景區發現一座古城堡〉，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7 日。 

69. 鄭兆福：〈丹東青山溝〉，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9 日。 

70. 〈遼寧錦西 7 月舉辦盛大海會〉，出處不詳，1992 年 6 月 30 日。 

71. 何磊：〈興城海會尋伙伴擬建國際遊樂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7 月 28 日。 

72. 錢程：〈千山四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8 月 22 日。 

73. 于開憲：〈冰峪山水秀遼東〉，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7 日。 

74. 崔文海：〈撫順興建元帥林國家森林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2 月 5 日。 

75. 車倫、徐忠堂：〈丹東是「東方絲綢之路」的起點〉，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8 日。 

76. 〈蝮蛇棲息繁衍的樂園──蛇島〉，香港《明報》，1992 年 12 月 14 日。 

77. 〔旅順口區〕，香港《大公報》，1993 年 2 月 27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8. 錢程：〈千山風景區成為東北旅遊熱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22 日。 

79. 〈旅順蛇島對外開放〉，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29 日。 

80. 司佳：〈金石灘泰利海洋運動娛樂旅遊度假中心奠基〉，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0 日。 

81. 林達：〈丹東建楓楊曲徑遊樂景區〉，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5 日。 

82. 張興德：〈大連加緊開發三山島〉，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6 月 5 日。 

83. 王利：〈旅順落成百鳥園〉，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22 日。 

84. 潘研：〈旅順龍引泉──我國最早的自來水工場〉，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19 日。 

85. 姚琪：〈千山的松石〉，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19 日。 

86. 郭三明：〈長海縣加快旅遊業開發速度〉，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21 日。 

87. 大連金石灘國家旅遊度假區管委會：〈加快大連金石灘國家旅遊度假區建設速度〉，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19 日。 

88. 沈宗通：〈遊客絡繹湧去參觀 瀋陽怪坡變黃金坡〉，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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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楊小漣：〈大連，遼寧旅遊業發展的龍頭──遼寧旅遊業採訪札記之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6

日。 

90. 楊小漣：〈青山溝與宋雨桂畫家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18 日。 

91. 賈蘭天：〈夏湧涼氣冬不積雪遼寧發現百米奇地〉，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24 日。 

92. 齊諧：〈古塔冒奇煙〉，香港《大公報》，1993 年 12 月 2 日。 

93. 宋世廷：〈努爾哈赤的故鄉──新賓〉，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15 日。 

94. 〈錦州建中國最大商業城〉，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5 日。 

95. 張洪生：〈遼寧建成二十四處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1 日。 

96. 沈通：〈遼寧有座冬暖夏涼石山〉，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23 日。 

97. 〈千山為什麼能成為塞北佛教盛地〉，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30 日。 

98. 白元臣：〈國門名山鳳凰山〉，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3 日。 

99. 〈遼寧省錦西市易名為葫蘆島市〉，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14 日。 

100. 〈閭山松趣〉，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21 日。 

101. 姚琪：〈古來千山今愈嬌 千山風景區保護開發並舉〉，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9 日。 

102. 絹華：〈遼寧旅順口專項旅遊活躍〉，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2 月 15 日。 

103. 姚琪：〈千山大佛〉，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29 日。 

104. 絹華：〈旅順也有個怪坡〉，北京《光明日報》，1995 年 1 月。 

105. 李善遠：〈遼寧雙台河口鳥類資源得到有效保護〉，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9 日。 

106. 陳傳康、許學工：〈《白沙灣海濱風景旅遊區旅遊開發總體規劃》通過評審〉，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23 日。 

107. 〈遼寧省瓦房店核電廠與秦山、大亞灣核電廠資料比較〉，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6 日。 

108. 潘研：〈旅順蘇軍勝利塔〉，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9 日。 

109. 王佐賢：〈歷經風霜的鴨綠江大橋〉，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8 日。 

110. 李華：〈中國第一家海底通道水族館──記大連聖亞海洋世界（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1 月 21 日。 

111. 李華：〈傳播海洋文化──記大連聖亞海洋世界（三）〉，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5 日。 

112. 葉慶吉：〈淺議大連如何開拓國際旅遊〉，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2 日。 

113. 張書春：〈世界之最──玉佛苑〉，香港《新晚報》，1996 年 9 月 16 日。（2 則） 

114. 冷眸：〈大連市長談城市建設 薄熙來「不求最大但求最佳」〉，香港《明報》，1996 年 11 月 21 日。 

115. 〈遼海城市斥資二十萬美國購地建「海城村」〉，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3 日。 

116. 〈大連虎灘灣千鷗競翔〉，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20 日。 

117. 〈瀋陽大霧 全巿大停電〉，出處不詳，2001 年 2 月 23 日。 

118. 〈薄熙來否認搞「形象工程」〉，香港《明報》，2004 年 3 月 7 日。 

119. 〈2008 大連（香港）現代服務業建設項目推介會〉，香港《大公報》，2008 年 3 月 31 日。 

120. 劉錦業：〈大連市注重抓好遊園建設〉，出處及日期不詳。 

121. 〈大連加緊建設外國人別墅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122. 新華：〈遼寧開展專項旅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123. 張方：〈亟待保護的瀋陽故宮〉，出處及日期不詳。 

124. 〈蛇年觀蛇登蛇島〉，出處及日期不詳。 

125. 鍾通：〈東北新發現奇峰 形貌酷似毛澤東〉，出處及日期不詳。 

126. 〔鞍山市湯崗子溫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27. 〔沈陽故宮十王亭全景〕，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28. 〔沈陽雪景〕，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2.11 山東省 

 

一．山東（綜合） 

 

1. 劃子：〈五岳之首──泰山〉，出處不詳，1961 年 12 月 10 日。 

2. 王兆山：〈泰山〉，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7 月 29 日。 

3. 秀國：〈泰山攬勝〉，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8 月 8 日。 

4. 段心強：〈孔子故鄉迎遊客〉，北京《市場報》，1979 年 11 月 15 日。 

5. 于迎雨：〈蓬萊仙閣亟待整修〉，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8 月。 

6. 趙迎建：〈靈岩古剎需加強管理〉，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8 月。 

7. 馮利芳：〈尊重專家意見 泰山索道改綫〉，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2 月 1 日。 

8. 〈數百遊人在蓬萊閣上觀賞「海市蜃樓」奇景〉，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8 月 29 日。 

9. 皇甫天真：〈濰坊十笏園〉，出處不詳，1981 年 9 月 8 日。 

10. 趙長敏：〈蓬萊仙閣與海市蜃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0 月 6 日。 

11. 濟南市人民政府外辦與旅遊報合編：〈泉城──濟南專版〉，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0 月 20 日。 

12. 首濤：〈歷代名人與大明湖（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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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張鶴雲：〈靈岩寺攬勝〉，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 月 15 日。 

14. 楊俊珠：〈大自然的「萬卷書」〉，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 月 15 日。 

15. 起君、复泉：〈賈思勰和《齊民要術》〉，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 月 15 日。 

16. 孫慶基、趙維東：〈玉皇頂上看海上日出〉，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 月 15 日。 

17. 高建國、陳松竹：〈益都縣駐軍制訂公約保護名勝古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4 月 13 日。 

18. 邱慎家：〈別是一家──李清照訪紀念堂〉，出處不詳，1982 年 5 月 4 日。 

19. 呂尤：〈濰坊〉，出處不詳，1982 年 5 月 25 日。 

20. 韓碩懿、曹小寧：〈泰山旅遊秩序亟需整頓〉，出處不詳，1982 年 6 月 9 日。 

21. 卞秀英：〈連雲港風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6 月 10 日。 

22. 魯之果：〈遊蘇祿王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7 月 13 日。 

23. 明：〈沒有仙人有仙境──訪蓬萊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0 月 19 日。 

24. 鍾容：〈益都風物略〉，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1 月 14 日。 

25. 〈名和實──山東濟南市所見〉，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1 月 20 日。 

26. 姬乃軍：〈濟南七十二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2 月 7 日。 

27. 蔡如慶：〈水泊梁山今貌〉，出處不詳，1983 年 2 月 8 日。 

28. 孔祥林：〈曲阜〉，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2 月 15 日。 

29. 楊鳳山：〈濟寧市太白樓開放〉，廣州《羊城晚報》，1983 年 4 月 10 日。 

30. 胡黎明：〈靈岩寺〉，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17 日。 

31. 王繼平、郭懷賢：〈山東發現一處古溶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6 月 14 日。 

32. 王秀萍：〈梁山名稱的由來〉，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26 日。 

33. 馮剛：〈泰山索道示意圖〉，出處不詳，1983 年 8 月 2 日。 

34. 王昭杰、韓尚義：〈泰山索道建成通車〉，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8 月 6 日。 

35. 張樂意：〈曲阜孔廟（二）〉，出處不詳，1983 年 8 月 30 日。 

36. 〈曲阜孔廟（三）〉，出處不詳，1983 年 9 月 6 日。 

37. 杜汀：〈天下最奇一綫天〉，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2 月 6 日。 

38. 王忠人：〈花園城市威海巡禮〉，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10 日。 

39. 王忠人：〈微山島上三賢墓〉，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1 日。 

40. 綦國瑞：〈煙台，黃海之濱的新星〉，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1 日。 

41. 〈濟南白石泉重新噴湧〉，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6 月 25 日。 

42. 律斯：〈淄博〉，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7 月 10 日。 

43. 陳棟康：〈煙台市〉，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13 日。 

44. 陳棟康：〈美麗富饒的港市──煙台〉，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17 日。 

45. 叢本滋、李寧：〈威海市被譽為「海濱明珠」〉，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21 日。 

46. 綦國瑞：〈煙台，黃海之濱的新星〉，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 日。 

47. 滕風華、郭磊、兆范軍：〈砣磯島攬勝〉，《北京晚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48. 袁曉春：〈蓬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9 月 25 日。 

49. 胡新立、胡黎明：〈孟廟〉，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6 日。 

50. 〈蓬萊仙境今更美〉，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8 日。 

51. 〈錦秋湖將成北國小江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9 日。 

52. 賈華遠、安超洋：〈澫頭村建起勞動人民紀念堂〉，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 日。 

53. 〈鄒縣「鐵山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25 日。 

54. 李志莊：〈煙台發展仿古等旅遊項目〉，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55. 王威：〈山東發現大型溶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5 日。 

56. 孫昌仁：〈泉城節水得力名泉噴湧壯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9 日。 

57. 曲懷心、李福心：〈養馬島旅遊區在大規模建設〉，《北京晚報》，1985 年 4 月 18 日。 

58. 錢行：〈金聲玉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21 日。 

59. 宮晶、單永旭：〈中南海種子為劉公島添新綠「海上花園」吸引成千上萬遊客〉，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16 日。 

60. 范有德：〈淄博鍾靈岩溶洞──引人入勝地下宮〉，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28 日。 

61. 德宣文、何立升：〈民富思美景 造湖添秀色──德州新湖遊覽區巡禮〉，《中國市容報》，1985 年 8 月 1 日。 

62. 盧書志、張愛軍：〈海上起仙山一派繁榮景〉，《北京晚報》，1985 年 8 月 5 日。 

63. 李葆魁：〈棗莊市開發石榴園旅遊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27 日。 

64. 李在昌：〈岱頂通索道 老少增歡歌〉，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1 月 19 日。 

65. 秦天富：〈益都縣逐步建成雲門山風景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0 日。 

66. 駱承烈：〈孟廟、孟府和孟墓〉，出處不詳，1986 年。（複印本） 

67. 劉柱平：〈曲阜古樹〉，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13 日。 

68. 〈孔府闕里賓舍開業傳統禮儀接待遊客〉，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8 日。 

69. 來俊華：〈花果山猴子石〉，出處不詳，1986 年 5 月 22 日。 

70. 〈魯微山湖荷花盛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6 日。 

71. 顧綬康、張瑞琪：〈新開發旅遊區──養馬島〉，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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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嶗山興建風景區投資億八千萬元〉，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1 日。 

73. 吳鴻業、王庚南：〈羡煞濟南山水好──濟南市舊城改造一瞥〉，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0

日。 

74. 齊松濤：〈泰山以新風貌迎接中外遊人〉，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1 日。 

75. 一水：〈山色湖光應接不暇〉，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2 月 1 日。 

76. 長白：〈舜耕山莊 古樸．淡雅 舒適．方便〉，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2 月 1 日。 

77. 史外萱：〈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2 月 1 日。 

78. 〈威海港封閉卅年今成旅遊新熱點〉，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3 日。 

79. 〈海滋奇觀蓬萊出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1 日。 

80. 吳汝寧：〈收回威海衞紀念塔〉，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2 日。 

81. 吳汝寧：〈環翠樓頭縱覽威海〉，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9 日。 

82. 〈孔子故里遊者百萬〉，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23 日。 

83. 譚洪欣：〈煙台海濱的「造化奇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23 日。 

84. 〈濟南全國荷花展大明湖畔顯繽紛〉，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2 日。 

85. 李貴珍：〈嶧城石榴園喜迎遊客〉，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8 月 5 日。 

86. 鄭少華：〈長島蜃景目睹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8 月 5 日。 

87. 舒湮：〈蘇軾與登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9 月 30 日。 

88. 牛國棟：〈微山湖成為山東省級名勝〉，出處不詳，1988 年 3 月 5 日。 

89. 羅偉倫：〈登臨蓬萊閣觀海市蜃樓〉，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7 日。 

90. 中國園林學會風景名勝學術委員會信息網：〈以出色的服務迎接泰山遊客高峰年〉，《風景名勝信息》，總第 22

期，1988 年 4 月 20 日。（2 則） 

91. 〈水滸忠義堂重現梁山泊〉，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3 日。 

92. 〈濟南泉乾涸〉，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6 日。 

93. 〈蓬萊仙境區擴大〉，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1 日。 

94. 吳汝寧：〈魯濟南七十二泉黑虎珍珠最為大〉，香港《華僑日報》，1988 年 7 月 12 日。 

95. 雲貴：〈登泰山觀日出何時為宜〉，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6 日。 

96. 王景文：〈蓬萊〉，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3 日。 

97. 曉晴：〈濰坊十笏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10 月 5 日。 

98. 牛國棟：〈濰坊石家莊民俗博物館巡禮〉，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8 日。 

99. 王洋：〈沂源縣的溶洞群風景區〉，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29 日。 

100. 陸寶春：〈怎樣去泰山 泰山遊程安排〉，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3 日。 

101. 華夫：〈泰山奇觀〉，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7 日。 

102. 陳秀全：〈岱南奇觀──嶧山〉，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11 日。 

103. 牛國棟：〈嶗山風水與佛道之爭〉，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14 日。 

104. 魏景山：〈蒼山三奇〉，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1 日。 

105. 張世鎔：〈范公遺迹何處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9 年 4 月 22 日。 

106. 劉江：〈「三孔」寫意〉，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27 日。 

107. 煥勤：〈仰天三奇〉，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1 日。 

108. 劉繼韓：〈開發的前題：保護──開發泰山旅遊資源給我們的啓示〉，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 日。 

109. 〈古船博物館蓬萊近落成〉，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30 日。 

110. 〈第四屆國旅遊博覽會特刊〉，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5 日。 

111. 林興基：〈齊煙九點千佛山〉，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7 日。 

112. 王振安、門延林：〈蓬萊設艾山自然保護區〉，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24 日。 

113. 周嘉昌：〈魯東明珠──十笏園〉，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11 日。 

114. 王彩然：〈「不夜城」今在何處〉，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11 日。 

115. 馬永昆：〈煙台「小蓬萊」〉，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11 日。 

116. 牛國棟：〈曾鞏與濟南園林〉，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28 日。 

117. 趙新安：〈曲阜建成環城綠化帶〉，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12 日。 

118. 王榮國：〈濟南趵突泉重新噴湧〉，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9 月 12 日。 

119. 〈青州洞頂村仙人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9 月 12 日。 

120. 〈奮進的中山東旅遊公司〉，出處不詳，1990 年 10 月 3 日。 

121. 王榮國：〈引人入勝的山水聖人旅遊區〉，出處不詳，1990 年 10 月 3 日。 

122. 牛國棟：〈鄉土氣息濃郁的千里民俗旅遊綫〉，出處不詳，1990 年 10 月 3 日。 

123. 宮娟：〈風光綺麗的海濱旅遊區〉，出處不詳，1990 年 10 月 3 日。 

124. 蔣奎生：〈蓬勃發展的山東旅遊業〉，出處不詳，1990 年 10 月 3 日。 

125. 曉青：〈「孔門首徒」顏子塑像在曲阜落成〉，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20 日。 

126. 王祖誠：〈魯西中原陝晉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20 日。 

127. 王祖誠：〈齊魯連徐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3 日。 

128. 牛國棟：〈濟南狠抓節水保泉工作〉，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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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王榮國：〈今日水泊梁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1 月 2 日。 

130. 張耀、于曉光：〈泰山究竟有多高〉，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3 月 6 日。 

131. 趙劍：〈青州市文化旅遊項目發展迅速〉，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4 月 10 日。 

132. 陸寶春：〈泰山風景區開展文化山建設活動〉，出處不詳，1991 年 4 月 17 日。 

133. 都建勛：〈養馬島馬埠崖村興建「海上樂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7 日。 

134. 蔡志書：〈蓬萊閣下修建「八仙過海」迷宮〉，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10 日。 

135. 鄶德言：〈怎樣變避暑勝地為旅遊勝地〉，出處不詳，1991 年 12 月 25 日。 

136. 楊國強：〈蓬萊旅遊區擴展到四平方公里〉，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7 日。 

137. 朱淑菊、張振吉：〈齊國故都又發現一座古城牆〉，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7 日。 

138. 林培生：〈牟氏莊園接待遊客逾百萬〉，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12 日。 

139. 楊奎先：〈山東海陽縣舉辦櫻桃節〉，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6 日。 

140. 趙玉良：〈泰水腳下新添西遊記宮〉，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6 日。 

141. 駱功運、楊國強：〈山東蓬萊為旅遊添磚加瓦〉，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6 日。 

142. 程競明：〈雄峰奇崮（沂蒙山）〉，香港《新晚報》，1992 年 6 月 1 日。 

143. 白槐：〈沂蒙山旅遊資源豐富有待開發〉，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18 日。 

144. 林維龍、楊國強：〈蓬萊投資 1 億元興建「蓬萊海市」〉，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3 日。 

145. 岑逸飛：〈從國際孔子文化節說起〉，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3 日。 

146. 袁瑞先：〈山東即墨田橫島開發工程奠基〉，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5 日。 

147. 〈旅遊勝地 孔孟之鄉──濟寧〉，香港《文匯報》，1992 年 10 月 26 日。 

148. 〔濟寧市〕，香港《文匯報》，1992 年 10 月 27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49. 辛文：〈中國神話洞 1 年接待 35 萬遊人〉，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29 日。 

150. 〈港商投資五億人民幣開發魯旅遊點養馬島〉，香港《大公報》，1992 年 11 月 4 日。 

151. 高志偉、遲少岩、顧恩潭：〈蓬萊投資五億修建盛唐海市〉，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1 月 19 日。 

152. 孫繼才、李颷：〈不遊神話宮枉來曲阜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1 月 21 日。 

153. 楊鮮南：〈萊西市濱河公園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29 日。 

154. 王常珠：〈山東沂源發現天然洞穴〉，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8 日。 

155. 〈蓬萊將建「盛唐海市」〉，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8 日。 

156. 蔡志書：〈薘萊「十大景」獵奇遊 戚繼光遺迹遊 八仙文化遊〉，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18 日。 

157. 〈安置三峽庫區移民 山東威海建移民城〉，出處不詳，1993 年 4 月 8 日。 

158. 江月啓：〈魯南奇山抱犢崮與民國第一案〉，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13 日。 

159. 宋梅：〈長島建設渤海「遊樂島」已成為海上旅遊熱點〉，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0 日。 

160. 孔國鵬：〈曲阜孔廟大成殿石柱盤龍知多少〉，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5 日。 

161. 程竹坤：〈蓬萊市發展旅遊業的思路〉，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7 日。 

162. 李振利：〈山東乳山銀灘旅遊城初具規模〉，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9 日。 

163. 連家駿、殷俊榮：〈山東榮成興建大型人工湖〉，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0 日。 

164. 〈山東明珠──長島〉，香港《明報》，1993 年 7 月 16 日。 

165. 劉水：〈泰山新闢後山三大遊覽區〉，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0 日。 

166. 魯岳：〈山東省森林旅遊業形成格局開發 5 條旅遊綫形成 3 大片旅遊區〉，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9 日。 

167. 司玉忠：〈臨淄區挖掘古齊文化形成旅遊新格局〉，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21 日。 

168. 張紹超：〈山東長島海面再現海市蜃樓〉，香港《明報》，1993 年 9 月 29 日。 

169. 趙啟良：〈中美合資孔子「六藝城」在曲阜竣工〉，出處不詳，1993 年 10 月 16 日。 

170. 何力：〈煙台塔山競技遊樂城一期工程竣工開業〉，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16 日。 

171. 陳鵬、百成、昆建：〈蓬萊山區開發觀光農業〉，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19 日。 

172. 張麗麗、孫獻成：〈長島開發海洋古文化方興未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6 日。 

173. 王金波：〈成山衛旅遊業出現生機〉，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2 月 2 日。 

174. 孫占森：〈威海雕塑園〉，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6 日。 

175. 程競明：〈九宵勝蹟（泰山）〉，香港《新晚報》，1994 年 1 月 3 日。 

176. 孔祥金、郭良文、李振玉：〈孔子故里三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 月 20 日。 

177. 呂熙祥：〈神奇的山旺「萬卷書」〉，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19 日。 

178. 舒秦：〈天下第一泉趵突泉〉，香港《新晚報》，1994 年 3 月 28 日。 

179. 夏婕：〈微山湖畔的棗莊〉，香港《新晚報》，1994 年 4 月 25 日。 

180. 鞠院洪、于培濤：〈威海寶泉湯〉，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6 日。 

181. 李華：〈天下奇村「迷魂陣」〉，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28 日。 

182. 鄒積軍、李軍戰：〈山東榮成將建中國國際遊覽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16 日。 

183. 于培濤、李文舉：〈威海市旅遊業發展迅速〉，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1 日。 

184. 劉水：〈瑰麗多姿的泰山碑刻〉，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18 日。 

185. 曹弘：〈謁魯荒王陵〉，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27 日。 

186. 王豐業、蘇銀璋：〈山東膠南建成綠色海濱花園城市〉，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 日。 

187. 〈周末版特刊．今昔龍山鎮〉，山東《濟南日報》，1994 年 9 月 3 日。 

188. 劉水：〈泰山：與帝王結緣〉，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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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何樹貴：〈泰安形成群峰拱岱山城一體旅遊格局〉，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20 日。 

190. 楊木：〈泰安市在舊城改造中保護岱廟景觀〉，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191. 王長林：〈論蓬萊旅遊資源優勢與開發潛力〉，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18 日。 

192. 王榮國：〈山東確定旅遊業「九五」發展重點〉，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 日。 

193. 劉敬松、牛耕：〈蒙山大洼攬勝〉，《香港商報》，1994 年 12 月 13 日。 

194. 付秀東：〈大澤山旅遊開發勢頭強勁〉，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1 日。 

195. 胡正隆：〈抱犢崮國家森林公園整體規劃通過評審〉，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3 日。 

196. 李宗益、張穎：〈濟南趵突泉公園靠高品位文化娛樂吸引遊客〉，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3 日。 

197. 〈正宗傳人孔德成稱孔氏家廟只有三處〉，香港《成報》，1995 年 1 月 15 日。 

198. 劉水：〈泰山 儒釋道三位一體〉，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19 日。 

199. 王明奎：〈蒙山森林公園被批准為國家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21 日。 

200. 王祖誠：〈自北京出發：渤海膠東半島遊〉，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11 日。 

201. 李宗益：〈濟南趵突泉公園實行「一票通覽」〉，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4 日。 

202. 鍾新：〈山東產十大聖賢思想怪異數鄒衍〉，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3 日。 

203. 儲詳明：〈泉城插傘藝術〉，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5 月 7 日。 

204. 王明奎：〈山東蒙陰縣發展旅遊效果顯著〉，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3 日。 

205. 蔣衛東：〈水泊梁山又添新景觀〉，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5 日。 

206. 鄭舟：〈高樓拔地起泉清不復見〉，香港《明報》，1995 年 6 月 5 日。 

207. 劉愛民：〈泰安市加快開發建設步伐提高旅遊業整體水平〉，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8 日。 

208. 施廣州：〈甲午海戰館在魯建成〉，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7 日。 

209. 許世昌：〈石老人國家旅遊度假區「海上樂園」二期工程開工〉，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7 日。 

210. 于培濤：〈威海千里環海旅遊度假帶悄然興起〉，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27 日。 

211. 常濤：〈《黃河的渡過》水體紀念碑落成〉，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 日。 

212. 徐研敏、張黃元：〈膠南旅遊開發見成效〉，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8 日。 

213. 高才龍：〈即墨市田橫島開發初具規模〉，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9 日。 

214. 田村：〈田横島：海上休閒度假好去處〉，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7 月 25 日。 

215. 曉玫：〈旅遊與文物保護相得益彰──山東蓬萊閣旅遊區印象〉，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5 日。 

216. 維龍、張濤、志燕：〈戚繼光紀念館在蓬萊落成〉，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8 日。 

217. 劉秀鸞：〈淄博風采錄〉，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5 日。 

218. 劉凌峰：〈臨淄區 齊文化旅遊業初成體系〉，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5 日。 

219. 李新泰：〈悠久的歷史文化名城 新興的工業城市──淄博〉，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5 日。 

220. 秦風：〈風情獨具的泰山民俗旅遊〉，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7 日。 

221. 孫蕾：〈兗州興隆塔〉，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7 日。 

222. 宋梅：〈長島加快建設百里海上遊樂園〉，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5 日。 

223. 王榮國：〈山東國旅國內旅遊公司順應形勢推出特色產品〉，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14 日。 

224. 國信：〈劉公島甲午海戰館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2 日。 

225. 鄉淙：〈泰山二題〉，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3 日。 

226. 張紹超、王守剛：〈秋到長島觀候鳥〉，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4 日。 

227. 鄭家學：〈劉公島沉思〉，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4 日。 

228. 李振玉、袁明、孔鵬：〈曲阜旅遊新老景點相映生輝〉，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9 日。 

229. 白槐：〈確立「旅遊興島」戰略 實現「海上樂園」理想──長島縣發展旅遊業述評〉，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9 日。 

230. 翟煥遠：〈博山建成百里旅遊風景綫〉，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2 日。 

231. 劉守安、楊學鋒：〈齊魯山水育聖賢莊子故里在東明〉，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5 日。 

232. 遲寶倫：〈蒲松齡與柳泉關係〉，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8 日。 

233. 王榮國：〈孔子故鄉穆斯林遊 儒回本是一家人〉，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6 日。 

234. 謝鋒：〈山東聊城古意盎然〉，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6 日。 

235. 〈濟建成首家大象表演館〉，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3 日。 

236. 李軍戰、劉玉麗、卞連平：〈迷人的鏌鋣島〉，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0 月 12 日。 

237. 〈山東現有老人逾千萬〉，香港《文匯報》，1997 年 10 月 25 日。 

238. 周續端：〈泰山封禪顯善惡（下）〉，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2 月 14 日。 

239. 馬滕、鄭福華：〔東營港〕，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25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40. 吳曉航：〈大明湖上〉，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6 日。 

241. 朱暢中：〈「山水城市」探〉，《城市導報》，1998 年 3 月 19 日。 

242. 談瓔：〈中央公園下月舉辦風箏會〉，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22 日。 

243. 寧蔭棠：〈章丘西河遺址考古發掘趣聞〉，山東《濟南日報》，1998 年 5 月 30 日。 

244. 新華社：〈指動石〉，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4 日。 

245. 孔鵬、張明哲、朱亞峰：〈曲阜旅遊業巧打孔子牌〉，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15 日。 

246. 〈蒙古包落戶山東〉，出處不詳，1999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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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泰山遊覽區面積增加三倍多〉，上海《新民晚報》，2000 年 10 月 3 日。 

248. 〈濟南將投巨資建「後花園」〉，《杭州日報》，2000 年 11 月 20 日。 

249. 穆查：〈青州古佛像展昨開幕〉，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 月 19 日。 

250. 穆查：〈地下寶藏揭滅佛秘聞〉，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 月 19 日。 

251. 王斌、李存國：〈「天下第一泉」趵突復噴〉，香港《文匯報》，2001 年 9 月 21 日。 

252. 鞏雙印：〈煙台開發區發展迅速〉，香港《大公報》，2002 年 1 月 11 日。 

253. 岑逸飛：〈嶗山之美盡在北九水〉，香港《明報》，2003 年 5 月 3 日。 

254. 李中偉：〈昌邑「移動森林」扮綠奧運〉，《濰坊縣市新聞》，2006 年 10 月 12 日。 

255. 〈黃河三角洲將建億噸大港〉，香港《大公報》，2008 年 3 月 31 日。 

256. 新華社：〈趵突泉連續七年噴湧創紀錄〉，香港《頭條日報》，2010 年 9 月 7 日。 

257. 駱承烈：〈我國著名的文化古城──曲阜〉，《文物與考古》，第 106 期，日期不詳。 

258. 新華社：〈大運河水閘〉，出處及日期不詳。 

259. 〈泰山風光〉，出處及日期不詳。 

260. 〈山東牟平養馬島吸引外資建海上旅遊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261. 〈山東旅遊業步入新階段〉，出處及日期不詳。 

262. 〈山東蒙陰蒙山國家森林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263. 〈孔廟〉，出處及日期不詳。 

264. 〈收回威海衞紀念塔〉，出處及日期不詳。 

265. 〈孟子故鄉成為紅棗基地〉，香港《明報》，日期不詳。 

266. 〈花果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267. 〈蚩尤墓在哪里？〉，出處及日期不詳。 

268. 〈蓬萊仙境〉，出處及日期不詳。 

269. 于慶第：〈嶗山名稱的由來〉，出處及日期不詳。 

270. 王超：〈濟南將建「泉石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271. 吳汝寧：〈曲阜顏廟〉，出處及日期不詳。 

272. 王榮國：〈山東旅遊業上半年發展勢頭強勁〉，出處及日期不詳。 

273. 周孝倫：〈奇幻仙境入鏡頭──蓬萊海市蜃樓拍攝小記〉，出處及日期不詳。 

274. 首濤：〈歷代名人與大明湖（下）〉，出處及日期不詳。 

275. 凌之：〈春遊山東看風箏〉，出處及日期不詳。 

276. 陳之平：〈泰山頂上的千年巨碑〉，出處及日期不詳。 

277. 馮進：〈在「歐亞大陸橋」中國境內轟隆橫行〉，出處及日期不詳。 

278. 新華：〈淄博朝陽水溶洞吸引遊客數十萬〉，出處及日期不詳。 

279. 董振國：〈曲阜確定旅遊開發規劃〉，出處及日期不詳。 

280. 〔泰山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1. 〔山東威海市〕，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2. 〈濟南採取開源節流保泉措施〉，出處及日期不詳。 

283. 〈中國最大的石榴園──又添新景觀〉，出處及日期不詳。 

 

二．山東（青島） 

 

1. 蔡曉濱：〈風景秀麗數青島〉，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22 日。 

2. 〈青島，吸引着百萬遊人〉，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5 日。 

3. 萬守鈺：〈嶗山華嚴寺漫步〉，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8 月 28 日。 

4. 欒學朱：〈青島市加快十座公園建設〉，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1 日。 

5. 王連西、張木元：〈碧海藍天美青島〉，《廣播之友》，第 35 期，1985 年 8 月 31 日。 

6. 吳汝寧：〈青島「八大關」〉，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4 日。 

7. 吳汝寧：〈乘遊艇遠賞青島市〉，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7 日。 

8. 吳汝寧：〈青島特色泳灘甚多〉，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4 日。 

9. 王玉民：〈嶗山漢柏〉，出處不詳，1988 年 2 月 10 日。 

10. 姜斌：〈國外食物博物館種種〉，出處不詳，1988 年 2 月 10 日。 

11. 金振東：〈蒲松齡與王漁洋〉，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22 日。 

12. 于忠強：〈青島棧橋〉，出處不詳，1988 年 5 月 7 日。 

13. 魯海：〈嶗山的丘長春遺迹〉，出處不詳，1988 年 12 月 10 日。 

14. 王心泰：〈歡迎海內外賓客來青島旅遊〉，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23 日。 

15. 王玉華、李鯉、邵承惟、王澤洋：〈海上第一名山──嶗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5 月 23 日。 

16. 單保宣：〈青島市推出 11 項專項旅遊〉，出處不詳，1990 年 10 月 3 日。 

17. 李曉燕：〈艱難留得故居在〉，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3 日。 

18. 蘭勇：〈旅遊業正向著更深更廣的領域進軍──青島市石老人旅遊開發區採訪札記〉，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4 月 4 日。 

19. 楊樹珍：〈青島開始興建水晶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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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青島八大關風景區 40 畝地皮向外批租〉，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20 日。 

21. 單保宣：〈琅琊台與徐福東渡〉，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8 月 9 日。 

22. 林國華、徐升財：〈嶗山景區構築立體發展格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7 月 2 日。 

23. 國信：〈青島建成我國第一座海豚表演館〉，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9 日。 

24. 李曉燕：〈站在高起點：精采的市場切入〉，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1 月 23 日。 

25. 小畢：〈青島嶗山酒水風光人人話正〉，香港《明報》，1996 年 12 月 24 日。 

26. 岑逸飛：〈青島的釣魚台〉，香港《明報》，2003 年 4 月 21 日。 

27. 張毅：〈青島的風花雪月〉，北京《人民鐵道》，2007 年 9 月 14 日。 

28. 劉海民：〈漫談青島「洋」樓「華」房〉，出處及日期不詳。 

29. 〈四月青島 賞櫻兼遊世博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30. 〈青島十景之一「琴嶼飄燈」〉，出處及日期不詳。（附手寫筆記） 

31. 〈青島信號山紅蘑菇頂建築〉，出處及日期不詳。 

 

 

5.2.12 江蘇省 

 

一． 江蘇（綜合） 

 

1. 鳳章：〈雙洞探奇記〉，北京《光明日報》，1962 年 5 月 29 日。 

2. 戴山、項德和：〈宜興三洞天下奇〉，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 月 21 日。 

3. 〈鎮江中冷泉〉，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1 月 25 日。 

4. 楊珏：〈平原綠化 好處很多──對江蘇省平原綠化工作的調查〉，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5 月 23 日。 

5. 半知：〈夜話紫金山〉，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0 月 30 日。 

6. 穆烜：〈我國最早的博物館〉，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0 月 30 日。 

7. 馮春奇：〈宜興〉，出處不詳，1982 年 2 月 2 日。 

8. 崔慶平：〈常州〉，出處不詳，1982 年 3 月 2 日。 

9. 〈無錫特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3 月 2 日。 

10. 陳宗立：〈江蘇鹽城地區校園綠化取得成效〉，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4 月 3 日。 

11. 萬宗明：〈南通〉，出處不詳，1982 年 5 月 11 日。 

12. 蔡起：〔揚州仙鶴寺〕，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7 月 21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3. 趙明、黃達：〈大家都來保護太湖這顆「明珠」〉，出處不詳，1982 年 7 月 29 日。 

14. 肖飛：〈「二泉」水浮硬幣神秘嗎？〉，出處不詳，1982 年 10 月 5 日。 

15. 顧培棠：〈江蘇開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2 月 1 日。 

16. 〈種樹種草種花 美化城巿環境 無錫市被評為全民義務植樹先進典型〉，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2 月 9 日。 

17. 良生、螮蝀：〈紅豆山莊話紅豆〉，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4 月 26 日。 

18. 舍坷：〈太湖風景區討論總體規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19 日。 

19. 馬德成：〈長江之濱古炮台〉，出處不詳，1983 年 8 月 9 日。 

20. 喬勻：〈太湖初霽〉，出處不詳，1983 年 11 月 29 日。 

21. 李豐旺：〈花果山水簾洞在哪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24 日。 

22. 范愉曾：〈無錫梅園──我國梅花品種研究基地 國際梅花研究交流場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18

日。 

23. 丁虹：〈連雲港市和連雲港港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3 日。 

24. 姜滇：〈紫金庵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10 日。 

25. 楊開民：〈南通──新興的城市〉，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6 日。 

26. 房同標：〈海濱新城連雲港〉，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6 日。 

27. 陳章華：〈南通旅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6 月 26 日。 

28. 蔡琼：〈破山興福寺〉，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29. 〈適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20 日。 

30. 楊開民：〈鎮江燈彩有千餘種〉，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6 日。 

31. 趙君和：〈虞山遊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32. 陸先高：〈「為銜春色上雲梢」 訪常州瞿秋白紀念館〉，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7 日。 

33. 楊競寸：〈大豐縣沿海灘塗地區 建成三條生態農業帶〉，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6 日。 

34. 徐瑞琳：〈「鎮江」的來歷〉，《中國市容報》，1985 年 8 月 11 日。 

35. 周正新、陳榮：〈常州市臨街單位建成開放式圍牆〉，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3 日。 

36. 袁曉國：〈無錫〉，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17 日。 

37. 曹曉榮：〈高郵文遊台〉，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0 日。 

38. 張炳德：〈鹿頂山景點元旦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24 日。 

39. 〈揚州名勝聯（下）〉，香港《大公報》，1986 年 7 月 24 日。 

40. 顧培棠：〈建設中的連雲港開發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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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蘇杭無錫常州遍佈臭水河 污水廢水排入湖泊〉，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42. 〈無錫消息〉，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43. 鄒羚：〈發動僑胞建設家鄉〉，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5 日。 

44. 〈揚州修復瘦西湖二十四橋景〉，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19 日。 

45. 〈二十四橋景揚州近修復〉，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 

46. 〈貫遊華東南北〉，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8 日。 

47. 〈鎮江發現「水晶宮」〉，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6 日。 

48. 〈運河之旅、農家生活、蘇南蜜月專題之旅吸引遊客〉，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3 日。 

49. 中新：〈江蘇發現罕見晶洞〉，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7 日。 

50. 鄭軒：〈鎮江北固山發現六朝古城牆〉，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3 日。 

51. 周錦騮：〈揚州〉，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6 日。 

52. 袁曉國：〈常熟〉，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9 日。 

53. 葉松：〈揚州個園的「怪圈」〉，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12 日。 

54. 丁汛：〈徐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9 月 23 日。 

55. 陸逸：〈鎮江三山鈎奇〉，出處不詳，1988 年 5 月 11 日。 

56. 〈全國最大塔鐘在徐州市建成〉，香港《大公報》，1988 年 6 月 4 日。 

57. 吳潤生：〈從夢溪園內到夢溪園外〉，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29 日。 

58. 魏杰：〈太湖無錫風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7 月 30 日。 

59. 〈明代古牡丹今年再盛開〉，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4 日。 

60. 〈過於集中開採地下水 蘇錫常底層成大漏斗〉，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9 日。 

61. 西懷：〈首屆無錫太湖釣魚節將在 9 月舉行〉，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3 日。 

62. 〈宜興發現玉泉洞〉，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3 日。 

63. 潘寶明：〈梁思成和揚州鑒真紀念堂〉，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14 日。 

64. 林京山：〈鎮江仿古園對外開放〉，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25 日。 

65. 丁鶴林：〈揚州「片石山房」修復開放〉，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30 日。 

66. 〔常州市篦箕巷〕，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9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7. 袁曉國：〈乾隆皇帝下江南旅遊綫〉，出處不詳，1990 年 1 月 13 日。 

68. 顧培棠：〈江蘇將辦三大旅遊節〉，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8 日。 

69. 戴亞平：〈江南小城常州漫步〉，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3 日。 

70. 〈常州發現太平天國壁畫〉，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5 日。 

71. 〈太平天國壁畫常州舊宅發現〉，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7 日。 

72. 顧培棠：〈江蘇啟東撤縣建市〉，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7 日。 

73. 中通：〈揚州復建二十四橋 景區重現唐詩意境〉，香港《大公報》，1990 年 3 月 21 日。 

74. 錢惠民、黃鳴鈞：〈常州一日遊〉，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9 日。 

75. 〈江蘇省旅遊局局長馮惠群暢談發展旅遊業 要在特色和配套上下功夫〉，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23 日。 

76. 王皓、張旭：〈揚州「卷石洞天」向遊人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7 月 14 日。 

77. 吳泓：〈徐州旅遊業出路何在〉，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9 月 15 日。 

78. 吳壽鑫：〈水污染向無錫旅遊業亮出了「黃牌」〉，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31 日。 

79. 張坤：〈虞山國家森林公園加速基本建設〉，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21 日。 

80. 傅杰青：〈無錫民俗村又增一批新景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25 日。 

81. 劉玉錄：〈鎮江焦山焦公紀念祠建成〉，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7 日。 

82. 陸興鶴：〈無錫吳文化公園又添新景〉，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7 日。 

83. 劉玉錄：〈鎮江確定城市發展戰略〉，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9 日。 

84. 林京山：〈文天祥鎮江脫險記事碑落成〉，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21 日。 

85. 陳玉祥：〈書法之山鎮江焦山〉，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3 日。 

86. 楊澄：〈訪朱自清故居〉，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5 日。 

87. 曉燕：〈重返大地之旅──賽珍珠的中國故鄉遊〉，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27 日。 

88. 邵玉健：〈迭山宗師張璉與寄暢園〉，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7 日。 

89. 王祖誠：〈「甪直──周莊──同里」江南古鎮三日遊〉，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16 日。 

90. 蔣正行：〈琴川六館〉，出處不詳，1992 年 6 月 25 日。 

91. 李曉燕：〈常州風景綫〉，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1 日。 

92. 王瑞稼：〈大字之祖《瘞鶴銘》〉，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93. 陳舒熠：〈三國景點知多少？〉，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6 日。 

94. 王祖誠：〈徐州遊〉，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3 日。 

95. 朱慕東：〈無錫「燈船」話舊〉，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8 日。 

96. 〈無錫興建二泉樂城〉，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22 日。 

97. 朱超凡：〈無錫太湖新建長堤〉，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22 日。 

98. 〈中國十景區入世界名錄〉，香港《信報》，1992 年 12 月 23 日。 

99. 〈江蘇建八個旅遊度假區〉，香港《明報》，1993 年 1 月 20 日。 

100. 高永青：〈陳從周與揚州〉，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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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連雲港海濱遊覽區日趨興旺〉，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8 日。 

102. 朱超凡：〈揚州將開發瘦西湖景區〉，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20 日。 

103. 任國強：〈無錫副市長披露「天下第二泉」的秘密〉，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4 日。 

104. 楊政：〈江蘇太湖國家旅遊度假區胥口度假中心 進入大規模建設新階段〉，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18 日。 

105. 袁曉國：〈建湖九龍口的旅遊發展前景〉，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25 日。 

106. 微議：〈無錫不再僅以太湖招徠遊客〉，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6 日。 

107. 陸炳榮：〔無錫世界奇觀景區〕，出處不詳，1993 年 4 月 18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08. 〈吳文化公園獨樹一幟〉，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20 日。 

109. 蘇軍：〈太湖之濱將出現一座「三國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27 日。 

110. 〈鎮江興建三國旅遊城〉，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3 日。 

111. 陳建明、吉庭亮：〈調整經營方向 加速無錫國內旅遊業的發展〉，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7 日。 

112. 李澤廣：〈鎮江焦山公園建成乾隆行宮〉，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4 日。 

113. 李澤廣：〈鎮江開放賽珍珠故居〉，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7 日。 

114. 1993 年 8 月 28 日。 

115. 戴國幫：〈連雲勝境〉，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5 日。 

116. 〈江蘇鎮江建造「三國城」〉，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15 日。 

117. 石錫興：〈吳文化公園規劃建設中開展吳學研究〉，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3 日。 

118. 朱慕東：〈吳文化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2 月 4 日。 

119. 邵春：〈名山訪茗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2 月 6 日。 

120. 李澤廣：〈鎮江新建一處鬧市「井」觀〉，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25 日。 

121. 張樹民：〈江南佛道名山──句容茅山與寶華山〉，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4 日。 

122. 〈三山：水碧山翠小蓬萊 板壁石景天下奇〉，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1 日。 

123. 衛建民：〈無錫興建國內規模最大的太空城〉，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3 日。 

124. 秦九鳳：〈歷史文化名城淮安一日遊〉，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23 日。 

125. 張鏞：〈今日甘露寺〉，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7 日。 

126. 邱平：〈鎮江二十一世紀樂園奠基〉，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2 日。 

127. 孫利生：〈無錫江南旅行社開闢多種水上遊綫〉，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7 日。 

128. 范靖國：〈揚州園林的詩文會〉，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18 日。 

129. 趙謙：〈話說揚州二十四橋〉，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27 日。 

130. 丁福昌：〈文天祥與黃埠墩〉，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27 日。 

131. 〈無錫建世界最大佛祖銅像〉，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21 日。 

132. 居志毅：〈梅苑新景圖〉，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 日。 

133. 徐正唯：〈也說乾隆南巡〉，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6 日。 

134. 王祖誠：〈南潯──同里一日遊〉，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5 日。 

135. 蘇軍：〈群雄操戈太湖邊〉，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5 日。 

136. 白槐：〈國內最長的公路隧道成了遊覽點〉，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12 日。 

137. 海曙紅：〈江蘇水鄉風情遊〉，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18 日。 

138. 丁福昌：〈蘇東坡與藤花舊館〉，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5 日。 

139. 金漢山、楊俊才：〈徐州加大旅遊開發建設力度〉，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9 日。 

140. 〈江蘇鎮江巿地下 發現宋元建築群〉，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21 日。 

141. 蔡海葆：〈歌風台〉，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3 日。 

142. 馬力：〈同里〉，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6 日。 

143. 徐安康：〈鎮江實施加快旅遊發展新戰略〉，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6 月 8 日。 

144. 趙斯響：〈花果山新景玄奘紀念堂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6 月 8 日。 

145. 王明宏：〈遊「巷城」〉，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8 日。 

146. 周錦騮：〈敵後八年 功彪千秋〉，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5 日。 

147. 丁福昌：〈羊山奇觀火星潮〉，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5 日。 

148. 高峰：〈連雲港花果山又添新景觀〉，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5 日。 

149. 秦立：〈郵票中的旅遊點──盂城驛〉，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10 日。 

150. 黃飛英：〈「石城莫愁」並非女子〉，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2 日。 

151. 海曙紅：〈金山寺拾趣〉，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9 日。 

152. 〈江蘇鎮江晶洞旅遊景區破土動工〉，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21 日。 

153. 湯澗、華衛列：〈江蘇又聞說書評彈聲〉，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26 日。 

154. 王鵬舉：〈名園別有天地──記漕河總督西花園〉，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8 日。 

155. 江周：〈邳州巿興建銀杏公園〉，《中國花卉報》，1996 年 3 月 31 日。 

156. 姚華：〈江蘇東大門──昆山〉，出處不詳，1996 年 10 月 9 日。 

157. 〈江蘇近組建泰州市〉，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29 日。 

158. 新華社：〈大豐麋鹿自然保護區掠影〉，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7 日。 

159. 葉劍：〈縱馬水滸城〉，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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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無錫旅遊熱 梁山冷清清〉，北京《人民日報》，1998 年 2 月 18 日。 

161. 盧易：〈天下第二泉硬幣十萬枚〉，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2 日。 

162. 桂興華：〈瘦揚州〉，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5 日。 

163. 夏琦：〈「文化愚公」建成吳文化公園〉，上海《新民日報》，1998 年 10 月 23 日。 

164. 孫旭培：〈徐州漢文化一日遊〉，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 年 11 月 30 日。 

165. 姚欣保、吳斐、齊永：〈江蘇専輯〉，香港《文匯報》，2001 年 9 月 18 日。 

166. 〈南水北調「指揮部」牌子竟在小山村？〉，《廣州日報》，2002 年 1 月 5 日。 

167. 思怡：〈長三角的融合〉，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29 日。 

168. 范灝：〈江南賞燈之旅〉，出處及日期不詳。 

169. 馬慶章：〈無錫梅園香雪成海遊人如織〉，出處及日期不詳。 

170. 謝久忠：〈無錫太空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171. 〈一代風騷話揚州〉，出處及日期不詳。 

172. 〈白蛇和法海鬥法的金山寺〉，出處及日期不詳。 

173. 連建明：〈金橋營造生態型居住環境〉，出處及日期不詳。 

174. 王驤：〈夢溪園與《夢溪筆談》〉，出處及日期不詳。 

175. 李德成：〈煙花三月下揚州〉，出處及日期不詳。 

176. 汪謙益：〈兩沙運河──我國最古老的運河〉，出處及日期不詳。 

177. 蘇旅宣：〈南通〉，出處及日期不詳。 

178. 〔無錫蠡園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79. 〈無錫蠡園二〉，出處及日期不詳。 

180. 〈無錫蠡園三〉，出處及日期不詳。 

181. 〈無錫寄暢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182. 〈艤舟亭〉，出處及日期不詳。 

183. 〈五亭橋之春〉，出處及日期不詳。 

184. 〈紫金山靈谷寺風景照片〉，出處及日期不詳。 

185. 〔無錫風景〕，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二．江蘇（蘇州） 

 

1. 錢正：〈太平天國忠王府〉，出處不詳，1961 年 12 月 10 日。 

2. 袁鷹：〈忠王府──江南隨筆〉，出處不詳，1962 年 11 月 18 日。 

3. 鳳章：〈記蘇州園林〉，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 月 14 日。 

4. 喬匀：〈園林藝術的優秀著作──《蘇州古典園林》評介〉，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1 月 30 日。 

5. 江宗榮、宗水龍：〈蘇州古典園林修繕一新〉，出處不詳，1980 年 10 月 19 日。 

6. 楊開民：〈我國古代運河開始接待外國遊客〉，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4 月 13 日。 

7. 余志恒：〈蘇州庭園「明軒」在紐約〉，出處不詳，1981 年 6 月 20 日。 

8. 王簡劃：〈「憨憨泉」的傳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0 月 6 日。 

9. 夏樹芳：〈太湖石〉，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0 月 30 日。 

10. 蘇森：〈玉液新茗話虎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2 月 8 日。 

11. 李旭：〈把蘇州建成風景遊覽城市〉，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5 月 17 日。 

12. 李嘉球：〈鄧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3 月 15 日。 

13. 馬樂：〈太湖沿岸豐富的旅遊資源〉，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4 月 12 日。 

14. 〈園林名勝修葺一新 古城蘇州景觀更美〉，廣州《羊城日報》，1983 年 12 月 13 日。 

15. 王簡劃：〈蘇州園林中的假山〉，出處不詳，1984 年 1 月 17 日。 

16. 楊成其：〈我國的東湖、南湖、北湖〉，出處不詳，1984 年 1 月 17 日 

17. 湯雄：〈范仲淹在蘇州天平山的遺迹〉，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14 日。 

18. 〈名城姑蘇添綠裝 花園就在家門口〉，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2 月 19 日。 

19. 楊開民：〈蘇州巿區開展水上旅遊〉，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1 日。 

20. 唐詠堯：〈天平山莊──范園〉，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11 日。 

21. 〈蘇州為何稱姑蘇〉，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6 月 5 日。 

22. 蔡紹彬：〈拙政園極限明信片〉，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9 日。 

23. 李嘉球：〈洞庭西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9 月 4 日。 

24. 顧晉琦：〈拙政園擷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20 日。 

25. 陶冶：〈虎丘斜塔伴群鷺〉，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25 日。 

26. 周末：〈江蘇將建傅抱石紀念館 新余將建「抱石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31 日。 

27. 苑子安、楊開民：〈除夕夜 楓橋旁 寒山寺 一千多日本遊客前往聽鐘〉，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3 日。 

28. 張翼昌：〈窰上花木專業村致力於美化城巿〉，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13 日。 

29. 郎建新：〈「花卉盆景函授中心」在蘇州創辦〉，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2 日。 

30. 鍾文：〈明代蘇州園林景色 即將在溫哥華出現〉，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2 月 8 日。 

31. 沈國撫：〈蘇州園工去年上交拾物四百餘起〉，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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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林家治：〈吳梅村與賁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33. 〈江陰田園風光旅遊情趣盎然〉，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28 日。 

34. 林家治：〈訪清潭〉，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10 日。 

35. 范浩：〈縱目金山寺裹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36. 吳越農：〈蘇州園林之門 為何如此簡樸〉，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37. 程秋生：〈蘇州盆景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38. 有生：〈蘇州加緊開發石湖風景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39. 程秋生：〈姑蘇今朝多秀色〉，《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21 日。 

40. 劉永年、鮑偉：〈蘇州加緊開發風景旅遊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0 日。 

41. 〈浙蘇致力發展旅遊〉，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18 日。 

42. 享文：〈太湖石與第九洞天〉，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20 日。 

43. 余世雄：〈蘇州的橋樑〉，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 日。 

44. 鄭石平：〈「夜半鐘聲」的是非之爭〉，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16 日。 

45. 〈迎接建城二千五百年 蘇州加緊修名勝古蹟〉，香港《明報》，1986 年 6 月 5 日。 

46. 顧培棠：〈四十頭麋鹿落葉歸根 重返江蘇大豐自然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6 日。 

47. 〈蘇州盤門新景點 已開放接待遊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1 日。 

48. 倪曉英：〈綜合治理污染見成效〉，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7 日。 

49. 薛良材：〈保護城中園 建設園中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7 日。 

50. 薛材：〈蘇州新區初具規模〉，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8 日。 

51. 〈人間天堂修葺一新〉，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8 日。 

52. 〈太湖出現「水上田園」〉，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9 日。 

53. 季進成：〈還我太湖美〉，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5 日。 

54. 〈寒山寺新裝銅鐘 夜半鐘聲可再聞〉，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8 日。 

55. 〈蘇州庭園再度漂洋過海 「退思莊」安家落戶紐約〉，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19 日。 

56. 〈蘇州庭園「退思莊」 將在紐約安家落戶〉，香港《大公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附複印本） 

57. 〈茅山道教聖地吸引中外遊人〉，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3 日。 

58. 〈寒山寺古鐘今何在〉，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9 日。 

59. 〈由於超量抽取地下水 蘇北大豐縣城下沉〉，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2 日。 

60. 袁曉國：〈蘇州〉，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12 日。 

61. 柯繼承：〈憨憨泉傳說的訛變〉，出處不詳，1988 年 3 月 26 日。 

62. 鍾爾：〈蘇州園林在走向世界〉，出處不詳，1988 年 4 月 13 日。 

63. 蔣平：〈訪蘇州城建環保學院〉，香港《大公報》，1988 年 7 月 1 日。 

64. 陳琪：〈蘇州舊居新貌〉，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4 日。 

65. 譚章威：〈華陽洞與「割龍耳」〉，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20 日。 

66. 柯繼承：〈「劉海戲金蟾」與蘇州園林〉，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20 日。 

67. 李嘉球：〈洞庭西山與「商山四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10 月 15 日。 

68. 趙謙：〈話說寒山寺古鐘〉，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5 日。 

69. 柯繼承：〈文天祥與蘇州〉，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29 日。 

70. 趙謙：〈古典園林薈萃蘇州的原因〉，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14 日。 

71. 立行：〈春色無邊寫江南〉，香港《華僑日報》，1989 年 2 月 2 日。 

72. 〈蘇州建運河公園〉，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 年 3 月 14 日。 

73. 劉浪兒：〈寒山寺〉，香港《新晚報》，1989 年 4 月 3 日。 

74. 趙洛：〈石湖詩情〉，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31 日。 

75. 力行：〈吳縣整頓公墓搞好墓區綠化〉，出處不詳，1989 年 6 月 24 日。 

76. 湯雄：〈范仲淹留下的……〉，《上海旅遊報》，1989 年 9 月 29 日。 

77. 涂冬保：〈話說蘇州與威尼斯的橋〉，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28 日。 

78. 黃鳴鈞：〈靈岩山、天平山一日遊〉，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25 日。 

79. 徐丹：〈話說蠡園與漁莊〉，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 日。 

80. 胡金楠：〈古人猶愛姑蘇水〉，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2 日。 

81. 周蘇寧、張扣成、紀義生：〈體現蘇州風貌的園林式飯店──南園賓館〉，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3 日。 

82. 〈寒山寺景區 蘇州正擴建〉，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8 日。 

83. 〈姑蘇巨龍彩燈 裝點黃浦灘頭〉，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3 日。 

84. 〈蘇州竹輝飯店落成〉，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6 日。 

85. 〈蘇州闢水上旅遊線〉，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 日。 

86. 袁曉國：〈江蘇古運河遊〉，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19 日。 

87. 張鏞：〈姑蘇鴨趣〉，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13 日。 

88. 劉漢洪：〈木瀆風景區一日遊〉，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11 日。 

89. 施放：〈高廳大堂 富麗典雅──留園小景之六〉，《蘇州日報》，1990 年 8 月 12 日。 

90. 〈蘇州竹輝飯店開業〉，香港《明報》，1990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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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周偉明：〈樂哉！夜遊網師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7 日。 

92. 林家治：〈洪鈞、賽金花與其故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10 日。 

93. 張維元：〈歷盡滄桑的《楓橋夜泊》詩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5 日。 

94. 殷維翰：〈蘇州虎丘塔的傾斜是怎樣控制住的〉，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29 日。 

95. 〈雪後西園湖心亭〉，出處不詳，1991 年。 

96. 鄭逸梅：〈蘇州園林甲天下〉，出處不詳，1991 年 2 月 27 日。 

97. 成松林：〈整治古城水環境 發展水鄉旅遊業──訪蘇州市副市長黃銘杰〉，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6 月 5

日。 

98. 姜斌：〈寒山寺的古鐘〉，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 日。 

99. 顧禹：〈名城姑蘇古碑多〉，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8 日。 

100. 鄭逸梅：〈周瘦鵑和他的園林〉，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8 日。 

101. 鄭逸梅：〈葉恭綽所闢園林〉，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22 日。 

102. 〈太湖將建最長湖泊橋〉，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13 日。 

103. 鄭逸梅：〈蘇州顧氏之怡園〉，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16 日。 

104. 顧禹：〈蘇州古橋之最〉，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18 日。 

105. 鄭逸梅：〈張善子養虎在網師園〉，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12 日。 

106. 鄭逸梅：〈王均卿的「辛臼簃」〉，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6 日。 

107. 〈從吳文化村說起〉，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2 日。 

108. 張鏞：〈《曲園記》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9 日。 

109. 〈蘇州著名橋共塔 園林水道世所知〉，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5 日。 

110. 楊永盛：〈吹得響的太湖石〉，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18 日。 

111. 〈小鎮春秋〉，香港《明報》，1992 年 8 月 7 日。 

112. 〈「夜半鐘聲」何悠揚〉，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8 日。 

113. 鄭逸梅：〈蔣吟秋治事可園〉，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7 日。 

114. 莫汝和、盧彩萍：〈蘇州園林博物館開放〉，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14 日。 

115. 張鏞：〈蘇州街巷名與《吳越春秋》〉，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19 日。 

116. 吳根生：〈今年寒山寺除夕聽鐘聲將出新意〉，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24 日。 

117. 張敘明：〈個園奇巧冠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1 日。 

118. 建國、阿明：〈蘇州重建寒山寺寶塔〉，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23 日。 

119. 胡敏儀：〈太湖建「東方好萊塢」〉，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5 日。 

120. 張鏞：〈姑蘇小園 情趣多〉，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5 日。 

121. 朱小平：〈寒山寺鐘聲的筆墨官司〉，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5 日。 

122. 〈人間天堂無盡美景在蘇州 虎丘山莊高級豪華別墅區 遊艇帆船俱樂部應有盡有〉，香港《明報》，1993 年 6 月

25 日。 

123. 李盛仙：〈以花木命名的名人書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124. 莫汝和：〈蘇州巿園林局修復擴建景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1 日。 

125. 周偉明、周銘揚：〈蘇州太湖國家旅遊度假區加快建設〉，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0 日。 

126. 張樂珠：〈詩韵鐘聲寒山寺〉，香港《新晚報》，1993 年 9 月 6 日。（2 則） 

127. 趙雲雁：〈靈岩攬勝〉，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14 日。 

128. 莫汝和：〈蘇州石湖重建天鏡閣〉，出處不詳，1993 年 10 月 9 日。 

129. 周偉明：〈別具風韻的民俗之旅〉，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16 日。 

130. 張鏞：〈《楓橋夜泊》新詩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3 日。 

131. 馮新生：〈南園的詩韻〉，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18 日。 

132. 吳迎賓：〈姑蘇賞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2 月 4 日。 

133. 周偉明：〈中新合作開發蘇州古盤門旅遊區〉，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3 日。 

134. 〈蘇州古城一分為三〉，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6 日。 

135. 沈于華：〈太湖洞庭東西山兩日遊〉，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23 日。 

136. 張藝生：〈寒山寺重建仿唐佛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14 日。 

137. 〈37 城巿環境蘇州居首位〉，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1 日。 

138. 白槐：〈太湖大橋建成通車〉，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0 日。 

139. 白槐：〈為使明珠放光彩──太湖西山島加速旅遊資源開發〉，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0 日。 

140. 〈蘇州漁歌──楊明義畫展〉，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8 日。 

141. 支康鑫：〈劉備招親何處尋〉，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5 日。 

142. 宋真紅：〈遨遊方寸天地〉，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2 日。 

143. 方建彬：〈蘇州旅遊產業化發展格局的思考〉，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1 月 26 日。 

144. 邵苿華：〈太平天國遺存──忠王府〉，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 日。 

145. 王長勝：〈難忘三山島〉，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3 日。 

146. 〈蘇州採取多項措施 保護古典庭院建築〉，香港《文匯報》，1994 年 12 月 17 日。 

147. 林家治：〈五畝園興衰記〉，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5 日。 

148. 馬力：〈但將詩詠向台城〉，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 日。 



朱鈞珍文庫 — 園林建築文獻 

 

106 

 

 

 

 

149. 馬力：〈周莊〉，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3 日。 

150. 張鏞：〈賴債廟〉，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 日。 

151. 周偉明：〈蘇州斥巨資建設旅遊度假區〉，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1 日。 

152. 方建斌：〈也談發展都市旅遊業〉，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2 日。 

153. 李躍：〈太湖閒墨〉，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0 日。 

154. 海笑：〈南唐二陵散記〉，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6 日。 

155. 方建彬：〈蘇州着手古典園林深度開發〉，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6 日。 

156. 〈「蘇州街」富有明清風情〉，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18 日。 

157. 辛華：〈寒山寺前添新景──楓橋書場〉，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2 日。 

158. 〈蘇州將建明清姑蘇商業街〉，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23 日。 

159. 〈蘇州獅子林〉，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3 月 4 日。 

160. 〈太湖污染日趨嚴重 江蘇立例着手整治〉，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2 日。 

161. 鄭逸梅：〈蘇州網師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6 年 11 月 10 日。 

162. 鍾新：〈賞楓蘇州天平山〉，香港《明報》，1996 年 11 月 17 日。 

163. 〈蘇州發現世界最早古稻田〉，香港《明報》，1997 年 1 月 31 日。 

164. 〈吳健雄骨灰將歸葬故里〉，出處不詳，1997 年 4 月 29 日。 

165. 施明華：〈張家港發現戰國時期的藏軍洞〉，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7 月 3 日。 

166. 徐曉蔚：〈蘇州建立廣告牌古言今用喻世人〉，香港《文匯報》，1998 年 2 月 25 日。 

167. 顧禹：〈蘇州博物館一日遊〉，上海《新民日報》，1998 年 4 月 16 日。 

168. 陳琪：〈水下古泗州城將重現於世〉，出處不詳，1998 年 5 月 14 日。 

169. 〈「私家園林」重現蘇州〉，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20 日。 

170. 〈蘇州 110 米瀑布樓 6 月竣工〉，香港《文匯報》，2005 年 1 月 4 日。 

171. 薄小波：〈古鎮保護 創出「朱家角模式」〉，上海《文匯報》，2006 年 11 月 13 日。 

172. 吳麗婷：〈台商蘇州建養生度假山莊──訪蘇州太湖安住溫泉度假山莊董事長胡蔡安〉，香港《大公報》，2008

年 3 月 31 日。 

173. 李純恩：〈古城蘇州〉，香港《頭條日報》，2011 年 3 月 9 日。 

174. 朱其石：〈聚集兩會關注中國 2011 兩會專輯〉，香港《文匯報》，2011 年 3 月 10 日。 

175. 沈國撫：〈寒山寺將重建仿唐佛塔〉，出處不詳，10 月 29 日。 

176. 〈天平山增設新景點〉，出處及日期不詳。 

177. 施放：〈曲徑每過三益友 小庭長對四時花──留園小景之七〉，出處及日期不詳。 

178. 〈拙政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179. 安勵：〈秋訪陽澄湖〉，出處及日期不詳。 

180. 苑子安：〈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 

181. 江宗榮：〈原始社會太湖就有人類生活 古老蘇州已有一萬年文化史〉，出處及日期不詳。 

182. 程國明：〈古塔．小橋．流水〉，出處及日期不詳。 

183. 〈《姑蘇繁華圖》香港商務出版〉，出處及日期不詳。 

184. 陳崇：〈蘇州──狀元之鄉〉，出處及日期不詳。 

185. 平燕曦：〈蘇州水之夢〉，出處及日期不詳。 

186. 〈太湖〉，出處及日期不詳。 

187. 〈江蘇蘇州 吳國都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188. 〈江、浙、滬明年推出特種節慶旅遊活動〉，出處及日期不詳。 

189. 〈蘇州 9 月舉辦國際絲綢旅遊節〉，出處及日期不詳。 

190. 〈江蘇、浙江、上海合辦 92 旅遊年〉，出處及日期不詳。 

191. 〔「江南水鄉遊」專項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92. 〈吳中錦綉木瀆鎮〉，出處及日期不詳。 

193. 〈古凌霄塔〉，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194. 〈神州賓館〉，出處及日期不詳。 

195. 〈滄浪亭內留字寫詩至今仍可見〉，出處及日期不詳。 

196. 〈靈岩山御道象徵皇帝在「萬人之上」〉，出處及日期不詳。 

197. 〈蘇州寒山寺楓林橋〉，出處及日期不詳。 

198. 〈蘇州靈岩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199. 〔竹輝飯店〕，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00. 〈蘇州〉，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201. 〈鑑真紀念堂〉，出處及日期不詳。 

202. 〈五亭橋〉，出處及日期不詳。 

203. 〈清潭新村〉，出處及日期不詳。 

204. 〈蘇州網師園（Master of nets Garden-Suzhou）〉，出處及日期不詳。 

205. 〈明孝陵〉，出處及日期不詳。 

206. 〈姑蘇彩燈〉，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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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蘇（南京） 

 

1. 古平：〈綠色生命的復甦──訪南京中山植物園〉，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1 月 9 日。 

2. 赤布：〈綠滿古城──南京市城市綠化見聞〉，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1 月 6 日。 

3. 宋名玉：〈把學校變成美麗的花園──記南京長平路小學綠化的挫折和勝利〉，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7 月 6

日。 

4. 劉敘杰：〈巍巍中山陵〉，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0 月 30 日。 

5. 〈秦淮今昔特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1 月 3 日。 

6. 〈南京市加快綠化工作的步伐〉，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3 月 19 日。 

7. 桑榆：〈重建烏龍潭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1 月 30 日。 

8. 韓榮良：〈棲霞山寺及舍利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2 月 15 日。 

9. 赤布：〈南京市綠化向美化、香化、彩化發展〉，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3 月 16 日。 

10. 俞允堯：〈幕府山風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4 月 26 日。 

11. 赤布、方正、東方：〈南京六合縣境內發現「石林」〉，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7 月 20 日。 

12. 赤布、東方：〈六合縣採取措施保護「石林」〉，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8 月 3 日。 

13. 鍾征祥：〈氣勢雄奇中山陵──南京攬勝之一〉，出處不詳，1983 年 12 月 4 日。 

14. 鍾征祥：〈偉哉，中華門──南京攬勝之二〉，出處不詳，1983 年 12 月 18 日。 

15. 夏關武：〈南京港油區植樹十四萬棵〉，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2 日。 

16. 楊開民、張雲志：〈南京四十處風景點均有芳名佳聯〉，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22 日。 

17. 柏雲龍：〈遊覽南京的路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5 月 8 日。 

18. 李嘉球：〈玄武湖畔說玄武兼及其他〉，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6 月 5 日。 

19. 〈南京發現太平天國壁畫〉，出處不詳，1984 年 6 月 25 日。 

20. 李緒元：〈沉睡湖中三百年 醒來出水見青天〉，《北京晚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21. 〈南京收繳 未植樹單位綠化費〉，《中國市容報》，1985 年。 

22. 古平：〈南京「總統府」今昔〉，廣州《羊城日報》，1985 年 1 月 23 日。 

23. 俊夫、沈家仁：〈金陵莫愁女的來歷〉，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9 日。 

24. 祝長勝：〈南京新建定林山莊〉，出處不詳，1985 年 8 月 11 日。 

25. 〈南京維修中山陵〉，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9 日。 

26. 〈「十里秦淮」景色 將再現明清風貌〉，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7 日。 

27. 王治平：〈紫金山美齡宮今何在？〉，香港《明報》，1986 年 7 月 29 日。 

28. 〈南京重修中華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9 日。 

29. 孫小偉：〈南京重建夫子廟〉，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4 日。 

30. 黃建德：〈呂彥直與中山陵〉，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5 日。 

31. 呂曉霞：〈孫中山南京的起居室〉，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32. 史英寶：〈清涼山名溯源〉，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8 月 8 日。 

33. 袁曉國：〈美齡宮古今談〉，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9 日。 

34. 〈南京廣植花木〉，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26 日。 

35. 〈捷威旅遊専輯──南京〉，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19 日。 

36. 〈千年勝蹟夫子廟 濃墨重彩繪秦淮〉，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1 日。 

37. 袁曉國：〈歷盡滄桑秦淮河〉，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3 日。 

38. 〈南京雨花台 烈士紀念館 鄧小平題名〉，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4 日。 

39. 〈南京重建鷄鳴寺 玄武湖畔造新塔〉，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7 日。 

40. 劉誠：〈遊夫子廟節目豐富〉，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2 日。 

41. 施善蘋：〈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辦公處〉，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3 日。 

42. 史英寶：〈南京的後湖、前湖、中湖〉，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22 日。 

43. 李解軍：〈南京新闢寧鎮揚三日遊綫〉，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3 日。 

44. 唐寅：〈秦淮河之憶〉，香港《文匯報》，1989 年 2 月 1 日。 

45. 史禮泉、齊毅：〈烏衣巷陌識滄桑〉，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 年 3 月 13 日。 

46. 〈安裝飛利浦泛光系統 南京夫子廟煥然一新〉，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4 日。 

47. 張方：〈南京「總統府」建博物館〉，香港《新晚報》，1989 年 5 月 22 日。 

48. 朱鏻燦：〈七個南京〉，香港《新報》，1989 年 7 月 3 日。 

49. 許亞洲：〈南京的十五座紀念碑〉，出處不詳，1989 年 7 月 15 日。 

50. 吳耐仁：〈石頭城裏多奇石〉，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1 月 11 日。 

51. 〈梅園新村 建紀念館〉，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3 日。 

52. 〈秦淮旅遊新節目 江南貢院「點狀元」〉，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0 日。 

53. 鍾新：〈南京改善居住條件〉，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0 日。 

54. 〈金陵處處聞啼鳥 舊京飛燕準時歸〉，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4 月 22 日。 

55. 陳思平：〈世界旅遊組織主席巴爾科夫人 盛贊南京秦淮河風光帶〉，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3 日。 

56. 劉紹楹：〈勝棋樓隨想錄〉，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28 日。 

57. 王祖誠：〈寧圍攬勝綫〉，出處不詳，1991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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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袁曉國：〈李白筆下的白鷺洲〉，出處不詳，1991 年 3 月 23 日。 

59. 吳崇厚：〈袁枚「隨園」何處尋〉，出處不詳，1991 年 12 月 18 日。 

60. 〈金陵渡假村〉，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18 日。 

61. 奇峻：〈南京大型彩色音樂噴泉建成〉，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4 日。 

62. 〈古城潮州鳳棲樓〉，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2 月 18 日。 

63. 〈秦淮河畔──夫子廟〉，香港《明報》，1993 年 8 月 11 日。 

64. 明報特輯部：〈神州大地巡禮之南京市〉，香港《明報》，1993 年 9 月 28 日。 

65. 袁曉國：〈石城滄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7 日。 

66. 〈烈士陵擬開辦狗展 群眾指責褻瀆聖靈〉，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8 日。 

67. 秀斐：〈古化石溶洞〉，香港《大公報》，1994 年 1 月 13 日。 

68. 〈南京投鉅資建明故宮遺址公園〉，香港《明報》，1994 年 7 月 5 日。 

69. 慶琳：〈南京顏真卿碑林開園〉，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6 日。 

70. 張士躍：〈絕世碑材──陽山碑〉，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4 日。 

71. 〈國務院批准南京巿總體規劃〉，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8 日。 

72. 周淑芬：〈國家批准南京總體規劃 舊城改造轉向新區開發〉，香港《明報》，1995 年 4 月 12 日。 

73. 林萱、王前華：〈南京中山陵園中山書院和永慕廬落成〉，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16 日。 

74. 趙洛：〈南京城上憶孫郎〉，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3 日。 

75. 劉英：〈燕子洞〉，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 日。 

76. 海曙紅：〈南京的城牆〉，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8 日。 

77. 周曉平：〈中日合作修復南京城牆開工典禮隆重舉行〉，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6 日。 

78. 艾煊：〈疾飛的石燕〉，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1 日。 

79. 〈「金鑰匙」雕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7 月 18 日。 

80. 袁曉國：〈青溪一曲見南朝〉，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8 日。 

81. 周曉平：〈歷史的鐵證〉，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5 日。 

82. 袁曉國：〈風水勝地 沸玉噴珠〉，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9 月 19 日。 

83. 黃輝、陶慶琳：〈南京中山陵景區遊覽項目成龍配套〉，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0 月 3 日。 

84. 袁曉國：〈珍珠泉──江北第一遊觀之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0 月 7 日。 

85. 袁曉國：〈南京西城旅遊勝地烏龍潭〉，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2 日。 

86. 〈江蘇發現奇特佛像寶石〉，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24 日。 

87. 袁丁：〈南京金陵西花園度假二日遊〉，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6 日。 

88. 〈南京夫子廟 花鳥應春巿〉，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7 日。 

89. 葉小碧：〈南京中山陵紀遊〉，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15 日。 

90. 〈南京「十里秦淮」重拾旖旎〉，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14 日。 

91. 高蒙河：〈鄭和與南京〉，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2 則） 

92. 金榮：〈第一航海家和三個紀念館〉，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1 日。 

93. 金性堯：〈烏衣巷之燕〉，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8 日。 

94. 〈南京建成明城垣史博物館〉，《新華社》，1998 年 6 月 3 日。 

95. 溫故：〈南京明珠玄武湖〉，香港《大公報》，1999 年 5 月 14 日。 

96. 〈江蘇 南京將建石刻主題公園〉，香港《大公報》，2000 年 1 月 10 日。 

97. 〈梅花節客似雲來〉，香港《文匯報》，2001 年 3 月 1 日。 

98. 〈南京再造江寧織造府〉，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12 日。 

99. 〈南京夫子廟成「廉潔旅遊」點〉，香港《am730》，2013 年 12 月 20 日。 

100. 張憲文：〈《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歷史的鐵証〉，廣州《南方都巿報》，2005 年 8 月 8 日。 

101. 〈江寧織造府博物館將於明年 8 月建成開放〉，北京《人民鐵道》，2007 年 6 月 17 日。 

102. 〈南京夫子廟 辦金陵燈會 花燈供選購〉，出處及日期不詳。 

103. 呂曉霞：〈南京城裏美齡宮〉，出處及日期不詳。 

104. 葉小碧：〈南京中山陵紀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105. 〈《蘭亭序》論辯添新證〉，出處及日期不詳。 

106. 〔如水之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07. 〈南京長江大橋〉，出處及日期不詳。 

108. 〔中山陵〕，出處及日期不詳。（2 則，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09. 〈中山陵、莫愁湖〉，出處及日期不詳。 

110. 〈莫愁湖畔──南京〉，出處及日期不詳。（2 則） 

 

 

5.2.13 浙江省 

 

1. 于敏：〈西湖即景〉，出處不詳，1961 年 9 月 10 日。 

2. 劉祥禎：〈浙江民居建築藝術〉，北京《人民日報》，1962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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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旅遊事業和外貿出口服務 杭州市擴大工藝術品生產〉，出處不詳，1979 年 5 月 24 日。 

4. 〈紹興重新開放秋瑾故居〉，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12 月 13 日。 

5. 孟文松：〈趕緊修繕普陀的名勝〉，北京《市場報》，1979 年 12 月 15 日。 

6. 黃國文：〈西湖遊船何時多〉，北京《市場報》，1979 年 12 月 15 日。 

7. 〈佛教勝地普陀山向遊客開放〉，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1 月 25 日。 

8. 〈杭州巿人民平均壽命超過七十歲〉，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2 月 3 日。 

9. 劉瑞坤、劉岳杰：〈雁蕩飛瀑〉，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5 月 2 日。 

10. 〈白篷遊船重新蕩漾湖面〉，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5 月 16 日。 

11. 華雲：〈天台山尋勝〉，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8 月 4 日。 

12. 貢裕侃：〈建議制訂風景區保護法和管理條令〉，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9 月 10 日。 

13. 賀新創：〈對西湖美的探索──讀《西子湖紀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1 月 10 日。 

14. 張天來：〈清涼峰拾珍記〉，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1 月 19 日。 

15. 志軍：〈溫州〉，出處不詳，1982 年 2 月 9 日。 

16. 〈西湖採摘清明前龍井茶〉，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4 月 4 日。 

17. 雪梅：〈仙都〉，出處不詳，1982 年 7 月 27 日。 

18. 余軍：〈浙江青田動工興建太鶴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9 月 7 日。 

19. 葦村：〈蘭亭小路的情趣〉，出處不詳，1982 年 9 月 21 日。 

20. 〈雙龍洞與冰壺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2 月 7 日。 

21. 斯爾螽：〈紫陽奇石〉，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2 月 28 日。 

22. 洪余慶、俞亦平：〈鎮海〉，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 月 25 日。 

23. 王國強：〈「清涼世界」遊客大增〉，上海《新民晚報》，1983 年 8 月 3 日。 

24. 馬水華：〈文人薈萃之地、文物眾多的紹興〉，出處不詳，1983 年 4 月 5 日。 

25. 肖敏：〈江心孤嶼〉，出處不詳，1983 年 4 月 26 日。 

26. 裴壽舉：〈普陀勝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10 日。 

27. 應宏成：〈浙江森林公園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6 月 21 日。 

28. 郁其燁：〈斷橋不斷〉，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8 月 2 日。 

29. 顧錫東：〈荷花生日南湖船〉，上海《新民晚報》，1983 年 8 月 5 日。 

30. 〈杭州「曲院風荷」將擴建為西湖觀賞荷花的最大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8 月 11 日。 

31. 戴紹敏：〈石門洞可以建成「世外桃源」〉，出處不詳，1983 年 9 月 6 日。 

32. 胡偉民：〈灘美石奇的朱家尖〉，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9 月 6 日。 

33. 〈雁蕩風光〉，出處不詳，1983 年 12 月 6 日。 

34. 胡偉民：〈余森文談普陀山的旅遊規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2 月 13 日。 

35. 文武：〈金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17 日。 

36. 史莽：〈西湖史話（一）〉，出處不詳，1984 年 1 月 24 日。 

37. 史莽：〈西湖史話（二）〉，出處不詳，1984 年 1 月 31 日。 

38. 〈紹興的名山〉，出處不詳，1984 年 1 月 31 日。 

39. 史莽：〈西湖史話（三）〉，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7 日。 

40. 曾毅：〈陸游紀念館該建何處？〉，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2 月 13 日。 

41. 史莽：〈西湖史話（四）〉，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14 日。 

42. 烈：〈浙江開展多種有益的旅遊活動〉，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14 日。 

43. 史莽：〈西湖史話（五）〉，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21 日。 

44. 顧國良：〈千島湖〉，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21 日。 

45. 朱洪斌、支康鑫：〈怎樣遊普陀山〉，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28 日。 

46. 史莽：〈西湖史話（六）〉，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28 日。 

47. 夏承燾：〈說蘇軾的西湖詩〉，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6 日。 

48. 蔣元明：〈從禹王廟到越王台〉，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21 日。 

49. 史莽：〈西湖史話（八）〉，出處不詳，1984 年 3 月 27 日。 

50. 張至孟：〈美麗的西天目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10 日。 

51. 周源：〈從黃山遊新安江、瑤琳仙境〉，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10 日。 

52. 葉淺予：〈淳安賦溪石林〉，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6 日。 

53. 嚴光鑒、陸垂炳：〈垂天飛瀑石門洞〉，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5 月 22 日。 

54. 張景德：〈再不能掠奪祖國瑰寶西湖風景資源了〉，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29 日。 

55. 葉輝：〈倚山臨海的溫州〉，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6 日。 

56. 馬國興：〈寧波，東海之濱的新城〉，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22 日。 

57. 莊微：〈西湖何處觀落日〉，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6 月 26 日。 

58. 童寶根：〈東海明珠──寧波〉，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11 日。 

59. 陳棟康：〈小上海──溫州〉，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11 日。 

60. 〈杭州如何建成重點風景旅遊城市〉，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4 年 7 月 23 日。 

61. 馬國興、葉輝：〈寧波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港口〉，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30 日。 

62. 馬雨農：〈西湖夜遊為遊客增添情趣〉，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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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諸葛子房：〈浙江蘭溪開發新溶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64. 馬雨農：〈杭州魯迅塑像遷回孤山〉，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14 日。 

65. 曹銀康：〈錢塘江觀潮古塔 新發現地下一層〉，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14 日。 

66. 衛建民：〈鎮海動工 興建旅遊果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67. 袁祥：〈綠色的山野──訪杭州西湖鄉〉，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25 日。 

68. 黃蒙塵、張玉書：〈西子風光 太湖氣魄──訪寧波東錢湖〉，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13 日。 

69. 〈旅遊勝地添新景 杭州發現溶洞群〉，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1 月 24 日。 

70. 孫理：〈普陀山上盤陀石〉，出處不詳，1984 年 12 月 13 日。 

71. 趙春華：〈郭沫若在沈園題《釵頭鳳》〉，北京《文摘報》，1985 年 1 月 3 日。 

72. 〈相思鳥聚會千島湖〉，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3 日。 

73. 楊一平：〈天目山籌建森林康復醫院〉，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74. 〈成群野鴨棲落西湖水面〉，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5 日。 

75. 黃意華：〈湄洲島小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5 日。 

76. 朱睦卿、陳利群：〈國內最長的地下古河道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77. 趙永良：〈沈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26 日。 

78. 蔣柏良：〈古鎮風情〉，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4 日。 

79. 〈人民公園不應成為軍事禁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1 日。 

80. 李世東：〈天童寺森林公園發展旅遊見效益〉，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9 日。 

81. 李連泰：〈水音洞歌千島湖〉，《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14 日。 

82. 張福祥：〈浙西大明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13 日。 

83. 黃裕侃：〈浙江新建三個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3 日。 

84. 青藤、文虎：〈紹興巿巿花──蘭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7 日。 

85. 尤炳秋：〈雁蕩夜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0 月 15 日。 

86. 〈錢塘江湧潮為何衰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0 月 15 日。 

87. 趙征：〈猶吊遺踪──泫然──陸游故居覓古〉，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1 月 12 日。 

88. 鍾守成：〈紹興沈園新塑的陸游像〉，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1 月 12 日。 

89. 李志莊：〈浙江積極開發莫干山旅遊資源〉，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1 月 12 日。 

90. 〈千仞縣崖藏古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3 日。 

91. 〈杭州千島湖成旅遊重點 峰巒變為島嶼奇異多姿湖水澄碧晶瑩〉，香港《華僑晚報》，1986 年 6 月 24 日。 

92. 〈浙江千島湖 旅遊客大增〉，香港《文匯報》，1986 年 7 月 3 日。 

93. 〈西湖受污染嚴重 引錢塘江水澄清〉，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5 日。 

94. 〈錢塘江水注西湖 提高湖水透明度〉，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 日。 

95. 〈包玉剛紀念亭 近在寧波落成〉，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 日。 

96. 〈杭州岳王廟火災 岳飛墓幸保無損〉，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6 日。 

97. 陳彬：〈蔣經國祖居豐鎬房紀遊〉，香港《大公報》，1986 年 11 月 7 日。 

98. 柯愈春：〈岳王廟起火燒毁牛皋殿 初步清理後已重新開放〉，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7 日。 

99. 〈經國務院批准 寧波巿城巿總體規劃確定〉，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7 日。 

100. 謝國明：〈寧波──開發中的東方大港〉，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8 日。 

101. 晨朵：〈蔡元培為岳廟題聯〉，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 日。 

102. 〈陸游題壁《釵頭鳳》 宋代沈園最近重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4 日。 

103. 〈杭州整治中東河〉，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3 日。 

104. 〈錢塘江口築堤攔海 陸地增加三千公頃〉，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3 日。 

105. 〈浙江建新旅遊區〉，出處不詳，1987 年 1 月 20 日。 

106. 〈平湖秋月來歷〉，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3 日。 

107. 王諫正：〈靈貓島劃為禁區 陌生人難越雷池半步〉，出處不詳，1987 年 2 月 7 日。 

108. 李元洛：〈唱給西湖的情歌──讀香港詩人黃河浪的西湖詩〉，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9 日。 

109. 曹廉：〈南宋杭城重現〉，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10 日。 

110. 浙訊：〈紹興重點文物單位 11 個修復對外開放〉，香港《大公報》，1987 年 4 月 30 日。 

111. 〈西施殿碑廊建成〉，香港《大公報》，1987 年 4 月 30 日。 

112. 何苦、張憲章：〈紹興〉，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6 日。 

113. 吳：〈杭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16 日。 

114. 青山：〈寧波〉，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20 日。 

115. 青山：〈雁蕩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23 日。 

116. 青山：〈天台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30 日。 

117. 青山：〈普陀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6 日。 

118. 王維友：〈杭州西湖十景 鑄成幣章發行〉，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3 日。 

119. 拓聯：〈浙東方岩添新景 迎接海內外遊客〉，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3 日。 

120. 浙訊：〈西湖一批新景點 國慶前竣工開放〉，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6 日。 

121. 黃德賢：〈把景區保護工作列為首要任務──靈栖洞管理工作縱談〉，《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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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谷幼英：〈杭州奇葩黃龍飯店〉，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21 日。 

123. 莫北權：〈杭州市的近代雕塑〉，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23 日。 

124. 張鳴九：〈杭州西湖有「四怪」 斷橋橋不斷孤山山不孤 長橋橋不長冷泉泉不冷〉，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30 日。 

125. 林煒：〈海天佛國話普陀〉，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1 日。 

126. 成松林：〈農家樂，旅遊者也樂──記浙江省富陽縣「農家樂」民俗旅遊點〉，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7 日。 

127. 李豐旺：〈諸暨──紹興──蘇州──無錫──一條西施遺迹旅遊綫〉，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 日。 

128. 陳裕世：〈洞頭〉，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3 日。 

129. 張鳴九：〈西湖四怪〉，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28 日。 

130. 〈蘭亭書法館建成〉，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5 日。 

131. 葛兆洪、周年文：〈西湖區因地制宜發展旅遊經濟〉，《浙江日報》，1989 年 5 月 30 日。 

132. 黃萍：〈舟山群島遊〉，出處不詳，1989 年 6 月 28 日。 

133. 張建明：〈超山探梅──「天堂」訪古木之二〉，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2 日。 

134. 梅曉：〈我愛中折瀑〉，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13 日。 

135. 〈寶石山的石刻〉，《上海旅遊報》，1989 年 9 月 29 日。 

136. 陳侃章：〈越國古都譜新篇〉，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1 月 20 日。 

137. 姚天新：〈長堤煙雨賞六橋〉，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9 日。 

138. 周宣森：〈浙江旅遊洞穴開發與保護〉，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 月 24 日。 

139. 史慧玲：〈舟山行追憶〉，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2 日。 

140. 汪國華、賀友定：〈普陀姐妹──觀音山〉，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9 日。 

141. 朱洪斌：〈從上海出發──普陀金三角七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9 月 12 日。 

142. 李盛仙：〈楠溪江上捕香魚〉，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3 日。 

143. 陳天來：〈杭州推出「汽車追潮，三處觀看」特殊旅遊項目〉，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15 日。 

144. 王祖誠：〈舟山群島遊〉，出處不詳，1991 年 5 月 25 日。 

145. 潛艇：〈仙都遊踪〉，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10 日。 

146. 越風：〈古城紹興三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25 日。 

147. 劉心武：〈只恐楠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出處不詳，1991 年 12 月 28 日。 

148. 金榮耀：〈秀麗迷人的楠溪江〉，出處不詳，1991 年 12 月 28 日。 

149. 汪曾祺：〈初識楠溪江（上）〉，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9 日。 

150. 汪曾祺：〈初識楠溪江（中）〉，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23 日。 

151. 汪曾祺：〈初識楠溪江（下）〉，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6 日。 

152. 明夷：〈西湖遊船話舊〉，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5 日。 

153. 黃萍：〈建立大杭州灣旅遊區的初步設想〉，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28 日。 

154. 王祖誠：〈怎樣遊楠溪江〉，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3 月 28 日。 

155. 牛錦霞：〈水鄉水景水文化〉，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4 月 23 日。 

156. 牛國棟：〈從「泥人張」塑猴說到西遊記宮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4 月 23 日。 

157. 許先鋒：〈書道聖地遊〉，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3 日。 

158. 〈怎樣遊雁蕩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5 月 23 日。 

159. 夏春平：〈杭州，正向國際旅遊名城邁進〉，北京《華聲報》，1992 年 8 月 7 日。（2 則） 

160. 司馬一勺：〈古今西湖景〉，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5 日。 

161. 〈浙江海寧新發現 孫中山觀潮佚文〉，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14 日。 

162. 〈杭州「新外灘」建設破土〉，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9 日。 

163. 何全生：〈桐廬大奇山被列為國家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3 日。 

164. 陳星、吳曉波：〈浙江諸葛村建築 體現孔明八卦陣〉，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6 日。 

165. 王祖誠：〈紹興寧波遊〉，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16 日。 

166. 楊重光：〈重遊普陀山〉，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5 日。 

167. 慎海雄、沈錫權：〈滄桑古今話鑒湖〉，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23 日。 

168. 黃萍：〈富陽二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1 日。 

169. 何全生：〈桐廬富春江釣魚島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0 日。 

170. 〈從于謙祠墓說起〉，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1 日。 

171. 趙雲雁：〈霧裏上天台〉，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8 日。 

172. 戴嘉庭：〈浙江鄞縣興建蝴蝶公園〉，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1 日。 

173. 高維晞：〈難忘沈園〉，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13 日。 

174. 開發總：〈桃花島旅遊資源開發設想〉，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18 日。 

175. 陳旭欽：〈寧波「歷史文化名城懷古遊」〉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5 日。 

176. 何全生：〈浙江桐廬旅遊已形成四大遊覽區域格局〉，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7 日。 

177. 羅孚：〈千島湖三個和尚〉，香港《明報》，1994 年 4 月。 

178. 夏婕：〈竹桿挑上的兩名湖〉，香港《新晚報》，1994 年 4 月 11 日。（2 則） 

179. 〈園林城巿龍虎榜 增添杭州和深圳〉，香港《新晚報》，1994 年 4 月 23 日。 

180. 高曄：〈錢江觀潮話舊俗〉，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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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雪山：〈蔣氏故里──溪口雪竇山攬勝〉，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5 月 12 日。 

182. 陳旭欽：〈海上仙境朱家尖〉，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3 日。 

183. 〈西湖邊違章建築多 巿府決意一律拆除〉，香港《明報》，1994 年 7 月 30 日。 

184. 張燈：〈杭州將興建中華石窟 藝術集萃園〉，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6 日。 

185. 伏琛：〈華頂觀落日〉，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28 日。 

186. 賴海隆：〈百塔〉，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1 日。 

187. 仲向平：〈夏衍與西湖〉，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3 日。 

188. 〈考證黃大仙故里 確定在浙江蘭溪〉，香港《文匯報》，1995 年 5 月 12 日。 

189. 章德根：〈沈括與杭州〉，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1 日。 

190. 海曙紅：〈桐廬山水詩畫美〉，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3 日。 

191. 海曙紅：〈桐廬──富春江──天目溪兩日遊〉，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3 日。 

192. 〈杭州之江旅行社綫路介紹〉，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24 日。 

193. 楊子才：〈遊岳飛墓隨想〉，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1 日。 

194. 潘慶平：〈蹭亮瀘杭都市圈上這顆明珠──浙江臨安青山湖旅遊開發紀實〉，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5 日。 

195. 胡立強：〈寧波成為浙東旅遊中心城市〉，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6 日。 

196. 王曉銘：〈諸暨發現國內罕見的天然大佛〉，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9 日。 

197. 蔣祖雲：〈遊富春江小三峽〉，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4 日。 

198. 胡念望：〈楠溪古村話芙蓉〉，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 日。 

199. 朱小平：〈遊釣台新記〉，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3 日。 

200. 楊子才：〈千古英雄草莽間〉，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0 日。 

201. 丁福昌、哈倩輝：〈西湖「碧血丹心」牌坊〉，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5 日。 

202. 馬力：〈錢塘潮──浙江筆記之一〉，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7 日。 

203. 馬力：〈紹興──浙江筆記之二〉，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4 日。 

204. 馬力：〈紹興──浙江筆記之三〉，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4 日。 

205. 陸士華：〈雁蕩絕姿〉，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4 日。 

206. 官南星：〈人間聖境話仙居〉，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5 日。 

207. 馬力：〈紹興──浙江筆記之四〉，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2 日。 

208. 馬力：〈寧波──浙江筆記之五〉，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1 日。 

209. 馬力：〈寧波──浙江筆記之六〉，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6 日。 

210. 馬力：〈奉化──浙江筆記之七〉，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5 日。 

211. 馬力：〈普陀初旅──浙江筆記之八〉，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2 日。 

212. 吉人：〈莫干山〉，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4 日。 

213. 丁福昌：〈靈山九曲紅〉，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7 日。 

214. 馬力：〈富陽──浙江筆記之九〉，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9 日。 

215. 何方：〈天然勝景──五洩〉，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1 月 9 日。 

216. 林唯唯：〈杭州公園辦婚禮 中式西式任選擇〉，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6 日。 

217. 〈江南名刹除夕禁燒香〉，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17 日。 

218. 〈浙江禁非法建寺觀敎堂〉，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 日。 

219. 程競明：〈女俠丰碑（古軒亭口）（下）〉，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1 日。 

220. 程競明：〈孤鶴冷翠（沈園）（上）〉，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8 日。 

221. 程競明：〈巧奪天工（紹興東湖）（一）〉，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4 則） 

222. 〈金華修建黃大仙宮〉，香港《明報》，1996 年 4 月 24 日。 

223. 田志偉：〈西施故里掠影〉，香港《大公報》，1996 年 5 月 9 日。 

224. 〈浙江農民造屋觀念轉變〉，出處不詳，1996 年 6 月 13 日。 

225. 袁雲：〈紹興盛祭大禹陵〉，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26 日。 

226. 〈紹興吼山〉，香港《明報》，1996 年 12 月 10 日。 

227. 〈舟山鴉片戰爭遺址公園落成〉，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23 日。 

228. 〈浙江金華召開記者會推介黃大仙聖地旅遊〉，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9 日。 

229. 沈立新、應舍法：〈暗香引來八方客 靈峰踏雪探梅去〉，上海《新民日報》，1998 年 2 月 3 日。 

230. 閻受鵬：〈進寺只燒三炷香〉，香港《新晚報》，1998 年 3 月 31 日。 

231. 〈杭州未來世界遊樂公園〉，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4 月 9 日。 

232. 盧方：〈古鎮西塘 重放異彩〉，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29 日。 

233. 黃秋斌：〈水質的江南春〉，出處不詳，1998 年 5 月 15 日。 

234. 朱根興：〈溪口行〉，《上海旅遊報》，1998 年 12 月 1 日。 

235. 金曉：〈吳寧古迹──養濟院〉，出處不詳，1999 年 2 月 6 日。 

236. 李燕：〈桃源山莊逍遙遊〉，上海《新民晚報》，1999 年 5 月 1 日。 

237. 〈珍禽薈萃紹興鳥樂園〉，香港《大公報》，1999 年 5 月 14 日。 

238. 楊攀：〈浙東四巿開發佛教旅遊〉，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15 日。 

239. 〈雁蕩山風光旖旎天下〉，香港《文匯報》，200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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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東方苑花園別墅 閱讀山水間的生活〉，《杭州日報》，2000 年 11 月 20 日。 

241. 朱勝：〈中國美院改造校園〉，香港《文匯報》，2001 年 3 月 2 日。 

242. 〈浙江花卉業迎來發展高潮〉，《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9 月 11 日。 

243. 〈遊滿覺隴賞桂正當時〉，出處不詳，2001 年 9 月 11 日。 

244. 李純恩：〈西湖十景〉，《香港經濟日報》，2002 年 8 月 27 日。 

245. 簡其美：〈普陀山朝山節〉，香港《大公報》，2002 年 11 月 16 日。 

246. 王潔玲：〈西湖天地 歲月不留痕〉，香港《明報》，2003 年 10 月 27 日。 

247. 渡邊昇：〈西湖回到 18 世紀〉，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15 日。 

248. 方思民：〈遊杭州城隍山 回到宋朝時〉，香港《明報》，2004 年 4 月 17 日。 

249. 〈雁蕩山是有很強實力的候選地〉，香港《文匯報》，2004 年 12 月 31 日。 

250. 岑逸飛：〈書聖故里〉，《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7 月 15 日。 

251. 梁玳寧：〈乾隆與海寧〉，《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11 月 18 日。 

252. 梁以華：〈杭州巿胡雪巖故居修復工程〉，出處不詳，2006 年 7 月 6 日。 

253. 梁婉韾：〈水鄉烏鎮 全新面貌 10 月登場〉，《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8 月 17 日。 

254. 〈生活着的千年古鎮──西塘〉，《香港經濟日報》，2010 年 4 月 20 日。 

255. 〈浙開元寺一夜被拆〉，香港《頭條日報》，2012 年 8 月 18 日。 

256. 何志光：〈春遊江南水鄉〉，香港《am730》，2011 年 3 月 22 日。 

257. 楊新元：〈「江南故宮」莫氏莊園〉，《潮州日報》，2011 年 10 月 23 日。 

258. 〈古村落的新蛻變〉，湖州《南潯時報》，2011 年 10 月 24 日。 

259. 〈浙江中心鎮加快向城市轉變〉，《潮州晚報》，2012 年 4 月 5 日。 

260. 徐瀟立：〈「近代江南水鄉第一鎮」〉，湖州《南潯時報》，2012 年 4 月 13 日。 

261. 徐瀟立：〈「南潯近代園林走在全國前列」〉，湖州《南潯時報》，2012 年 4 月 13 日。 

262. 謝耀宏：〈蘭亭變成了「爛亭」〉，出處及日期不詳。 

263. 〈杭州附近發現一座特大岩洞〉，出處及日期不詳。 

264. 〈寧波市〉，出處及日期不詳。 

265. 史莽：〈西湖史話（七）〉，出處及日期不詳。 

266. 偉有：〈杭州「靈峯探梅」〉，出處及日期不詳。 

267. 汪靜之：〈西湖也要詩人捧──「西湖與詩人」之一〉，出處及日期不詳。 

268. 毛英：〈清涼世界莫干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269. 簡培發：〈攀山越嶺探雁蕩〉，出處及日期不詳。 

270. 朱丹：〈豐富西湖水上旅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271. 程競明：〈女俠丰碑（古軒亭口）（下）〉，出處及日期不詳。 

272. 〈走遍中國紹興〉，出處及日期不詳。 

273. 方浩然：〈千島湖〉，出處及日期不詳。 

274. 〈杭州巿天氣概況〉，出處及日期不詳。 

275. 〈東南佛國天童寺〉，出處及日期不詳。 

276. 林一杭：〈西湖之春〉，出處及日期不詳。 

277. 〈國際湖筆文化節流光溢彩〉，出處及日期不詳。 

278. 烏鵬廷：〈探討西湖南綫風景名勝如何裝點〉，出處及日期不詳。 

279. 〈靈隱掘出湧泉 噴水高逾八米〉，出處及日期不詳。 

280. 張壽安：〈杭州友好飯店破土動工〉，出處及日期不詳。 

281. 黃裕侃：〈浙南的天然公園──烏岩嶺自然保護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282. 周建英、唐慶忠：〈希望西湖風景區延長開放時間〉，出處及日期不詳。 

283. 〈題怪匾老艄公破乾隆啞謎〉，出處及日期不詳。 

284. 陳載富：〈浙江天台山成立旅遊總公司〉，出處及日期不詳。 

285. 〈六次南巡，八上煙雨樓〉，出處及日期不詳。 

286. 陳載富：〈日本十一家旅行社 到天台山考察〉，出處及日期不詳。 

287. 金陵：〈西湖旅遊增四項目〉，出處及日期不詳。 

288. 焦紀新：〈普陀山旅遊旺季提前〉，出處及日期不詳。 

289. 〔南湖島煙雨樓〕，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礙） 

290. 〔浙江錢塘江潮〕，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礙） 

291. 〈西湖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292. 〔荷展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礙） 

293. 〔西湖風景墳墓限期遷出〕，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礙） 

294. 〈宜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打字稿） 

295. 〈幸福城巿杭州居首〉，出處及日期不詳。 

296. 劉再明：〈西湖三題〉，出處及日期不詳。 

297. 岑逸飛：〈憂忡為國痛斷腸〉，出處及日期不詳。 

298. 李純恩：〈杭州「外婆家」〉，出處及日期不詳。 

299. 〔千島湖介紹〕，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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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浙江奇觀「陰陽河」〉，出處及日期不詳。 

301. 〔杭州白龍洞斷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02. 〔浙江杭州平湖乍甫〕，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03. 〔浙江杭州平湖乍甫開發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04. 〈平湖莫氏莊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305. 〈東湖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306. 〈杭州孤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307. 〈九龍山海濱浴場〉，出處及日期不詳。 

308. 〈當湖第一橋〉，出處及日期不詳。 

309. 〈平湖乍浦南灣古炮臺〉，出處及日期不詳。 

310. 〈劉莊的竹廊似畫框〉，出處及日期不詳。 

311. 〔九龍山風景區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12. 〔平湖巿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13. 〈浙江招商〉，出處及日期不詳。 

 

 

5.2.14 福建省 

 

1. 房仲甫：〈海濱長橋話今昔〉，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7 月 15 日。 

2. 陳有仁、宮蘇藝：〈青山需永綠 鳥獸宜長留──武夷山自然保護區訪問記〉，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1 月

18 日。 

3. 〈古田湖風景區規劃圖〉，出處不詳，1980 年。 

4. 福建省測繪局等 編：〈福州交通遊覽圖〉，出處不詳，1980 年 1 月。 

5. 〈武夷山新貌〉，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5 月 9 日。 

6. 陳佐洱：〈大竹嵐記勝〉，出處不詳，1981 年 2 月 17 日。 

7. 劉秋生：〈明溪滴水岩〉，出處不詳，1981 年 9 月 18 日。 

8. 黃必賢、黃少波等：〈文化古城泉州〉，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11 月 22 日。 

9. 薛鐵軍：〈鄭成功遺迹和紀念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2 月 2 日。 

10. 郭倩、曾慶生：〈泉州〉，出處不詳，1982 年 2 月 23 日。 

11. 黃際昌：〈消滅森林赤字──福建林區見聞〉，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6 月 10 日。 

12. 黃際昌：〈武夷山自然保護區〉，出處不詳，1982 年 7 月 20 日。 

13. 歐慶林、張平力：〈溪曲山秀 獨具風彩──訪武夷山自然保護區〉，北京《人民日報》，1983 年 1 月 12 日。 

14. 陳俊山：〈綠島賦〉，北京《人民日報》，1983 年 1 月 30 日。 

15. 蔡清河：〈三明一中有了幽美的學習環境〉，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3 月 9 日。 

16. 金欽文：〈武夷山引種 名花異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3 月 30 日。 

17. 〈三明新巿〉，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4 月 4 日。 

18. 鄭來發：〈漳州〉，出處不詳，1982 年 8 月 3 日。 

19. 延青：〈奇山秀水小武夷〉，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2 月 14 日。 

20. 吳謀德、郭炳標：〈三明麒麟公園建成電動空中索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3 月 22 日。 

21. 何林福、段福林：〈福州鼓山〉，出處不詳，1983 年 6 月 14 日。 

22. 福建省武夷山管理局：〈人間仙境勤管理 武夷山水更多姿〉，1983 年 9 月。 

23. 陳志雄：〈日光岩上的石刻〉，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31 日。 

24. 黃必成：〈泉州三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21 日。 

25. 鄭文彬：〈種花長福〉，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1 日。 

26. 陳依元：〈文明之城──三明市〉，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5 月 11 日。 

27. 世杰、同英：〈清源山一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6 月 5 日。 

28. 司浩：〈武夷奇景又一幟〉，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6 月 12 日。 

29. 胡善美：〈菽莊花園小記〉，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3 日。 

30. 陳棟康：〈福州的溫泉和名山〉，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6 月 17 日。 

31. 鄭克興：〈馬尾〉，北京《中國旅遊報》，出處不詳，1984 年 6 月 19 日。 

32. 陳北均：〈閩東名勝白岩山〉，出處不詳，1984 年 6 月 19 日。 

33. 張清華：〈三明格氏栲 自然保護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27 日。 

34. 白京兆：〈福州──開放的歷史文化名城〉，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30 日。 

35. 曾毅：〈靈氣獨鍾的福州南後街八十六號──訪林覺民、謝冰心故居〉，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22 日。 

36. 鄭克興：〈福清石竹山攬勝〉，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8 月 7 日。 

37. 鄭克興：〈福州南公園遊樂中心一期工程竣工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38. 李良：〈福建森林覆蓋率居全國之冠〉，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23 日。 

39. 王文津：〈龍湖鄉農民自建自然保護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4 日。 

40. 胡善美：〈泉州雙塔〉，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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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嚴家樓：〈福清〉，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20 日。 

42. 方焰：〈全國跨度最長的懸索橋──福建省南平市九峰山懸索橋於今年十月建成通行〉，出處不詳，1984 年 12

月 8 日。 

43. 滕風惠：〈福建馬尾投資開發青芝山〉，出處不詳，1985 年。 

44. 〈福建投資建設武夷山〉，出處不詳，1985 年。（剪報不全） 

45. 黃惠生：〈百座雕塑裝點花果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5 日。 

46. 李良、李光春：〈永安「鱗隱石林」急待保護和開發〉，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8 日。 

47. 李良：〈這裏春常在──訪福建永安機械廠〉，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6 日。 

48. 敏才：〈桃李結一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5 日。 

49. 鄭少華：〈怎樣遊武夷〉，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50. 李挺林：〈造紙廠青工葉永金辦綠化公司〉，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5 日。 

51. 周寅康：〈福建永安石林已闢為旅遊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52. 孟長基：〈沙縣建立森林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2 日。 

53. 賓興國：〈福建南平將建娛樂中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16 日。 

54. 王晶星、肖敏：〈永安巿撥專款修第二石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30 日。 

55. 王行根：〈別具一格的花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1 日。 

56. 詹宏杰：〈三明巿巿花──杜鵑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25 日。 

57. 黃賢庚：〈武夷山摩崖石刻之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30 日。 

58. 孫用奇、許久、歐慶彰：〈東山島〉，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6 日。 

59. 李良：〈福州巿巿花──茉莉〉，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17 日。 

60. 魏杰：〈武夷奇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20 日。 

61. 郭風：〈鼓山的古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20 日。 

62. 劉湘如：〈福建的「第一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10 日。 

63. 陳永：〈千里雄風存故里──訪福州林則徐紀念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17 日。 

64. 嚴利人：〈漳州擬開發七個風景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7 日。 

65. 〈武夷山奇秀甲東南〉，《海上旅遊》，1985 年夏季刊。 

66. 〈閩自然條件優越〉，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1 日。 

67. 〈開放城巿──福州〉，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1 日。 

68. 夏馬：〈鼓浪嶼風光俊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4 日。 

69. 陳燕燕：〈武夷山風光甲東南〉，香港《中國遊覽報》，1986 年 6 月 5 日。 

70. 莊秀芳：〈廈門海水污染嚴重 天然泳場出現隱憂〉，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30 日。 

71. 〈旅遊業邁出可喜的一步〉，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1 日。 

72. 〈福建的「蛇村」〉，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3 日。 

73. 〈三明地區合理規劃巿政建設〉，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5 日。 

74. 艾達：〈坐時光列車到浦源村〉，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4 日。 

75. 〈三明善男信女 修復唐宋古刹〉，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5 日。 

76. 張瑪利：〈武夷山水甲東南〉，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2 日。 

77. 〈閩太姥山特長石洞 走完全洞需八小時〉，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8 日。 

78. 〈閩西石林風景 投資廣作開發〉，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0 日。 

79. 〈武夷山下大興土木 宋代街道明年再現〉，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0 日。 

80. 〈濛蕩山多怪樹〉，香港《新晚報》，1987 年 1 月 12 日。 

81. 〈廈門旅遊勝景〉，香港《中西區星報》，1987 年 2 月 1 日。 

82. 〔蘿蔔岩自然保護區〕，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3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礙） 

83. 朱高登：〈武夷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4 月 29 日。 

84. 宗新：〈福建武夷山 成蛇類王國〉，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2 日。 

85. 朱高登：〈泉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6 日。 

86. 王作民：〈漳州〉，出處不詳，1987 年 5 月 9 日。 

87. 賴任南：〈農民公園春來早──福州溫泉公園一瞥〉，《廣州日報》，1987 年 5 月 13 日。 

88. 中新：〈刺桐花開刺桐城〉，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16 日。 

89. 〈廈門港外幻象奇景 出現真假金門島羣〉，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7 日。 

90. 〈閩東大瀑布〉，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9 日。 

91. 柯建瑞：〈泉州古城一日遊〉，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9 日。 

92. 高愛明：〈福建旅遊新區──東山島〉，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14 日。 

93. 賓興國、修明：〈絢麗多彩的武夷山旅遊〉，出處不詳，1988 年 3 月 26 日。 

94. 夏馬：〈名寺．名山．名菜（上）〉，香港《成報》，1988 年 4 月 5 日。 

95. 謝漢杰：〈東山島的風光名勝〉，出處不詳，1988 年 4 月 9 日。 

96. 盧善慶、彭一萬、譚南周：〈廈門十大名景芻議〉，出處不詳，1988 年 4 月 9 日。 

97. 〈福建最大佛教建築 開元禪寺宏偉壯觀〉，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22 日。 

98. 方蒙：〈初訪「閩都古街」〉，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23 日。 

99. 雍萬里：〈太姥山旅遊資源評價與規劃建設中的有關問題〉，《風景名勝信息》，1988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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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惠安建台灣商業城〉，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 日。 

101. 〈迷人的梅花山〉，香港《大公報》，1988 年 7 月 11 日。 

102. 〔篔簹嘉和園〕，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8 日。 

103. 〈福建省三明市特刊（一）〉，香港《文匯報》，1988 年 8 月 10 日。 

104. 〈福建即將開闢「綠三角之旅」旅遊綫〉，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7 日。 

105. 賓興國：〈古來武夷建築知多少〉，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27 日。 

106. 徐德金：〈廈門金秋即景〉，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3 日。 

107. 〈郊區農民公園 十年建成千座〉，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5 日。 

108. 楊維欽：〈福州郊區 10 年建成千座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9 年 4 月 1 日。 

109. 修明：〈武夷詩話〉，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2 日。 

110. 張宇生：〈閩南「小西雙版納」〉，出處不詳，1989 年 7 月 9 日。 

111. 袁梅英：〈武夷山建成擬態蛇園〉，出處不詳，1989 年 8 月 2 日。 

112. 李華章：〈九曲溪飛筏〉，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23 日。 

113. 任真：〈福州巿千年榕樹遭殃 古城毁容變超級火爐〉，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6 日。 

114. 〈促進林業商品化 福建省租售森林〉，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7 日。 

115. 羅濤：〈潯陽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9 年 11 月 18 日。 

116. 方金輝：〈南少林寺在哪裏？〉，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2 日。 

117. 〈幽美的武夷山〉，香港《大公報》，1990 年 1 月 6 日。 

118. 〈巨型壽山石雕完成〉，香港《文匯報》，1990 年 3 月 25 日。 

119. 〈榕城花卉巿場活躍〉，香港《文匯報》，1990 年 3 月 25 日。 

120. 〈副市長公布今年十一項措施 榕致力改善城巿環境〉，香港《文匯報》，1990 年 4 月 8 日。 

121. 王美明、胡玉芳：〈西遊樂園妙趣盎然──逛「福州商業城」〉，香港《文匯報》，1990 年 4 月 8 日。 

122. 〈武夷山建築物──仿古木結構．風格獨特〉，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1 日。 

123. 〈海陸絲路可聯遊〉，香港《文匯報》，1990 年 5 月 13 日。 

124. 〔武夷山「幔亭山房」水院〕，香港《文匯報》，1990 年 5 月 2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25. 徐剛：〈名山的誘惑（三）〉，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2 日。 

126. 〈弘揚文化 發展旅遊 泉州勘探古園林〉，香港《文匯報》，1990 年 5 月 27 日。 

127. 徐剛：〈一塊石碑（十）〉，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9 日。 

128. 中新社：〈福州西禪寺──重建後放異彩〉，香港《明報》，1990 年 6 月 11 日。 

129. 賴躍東、李偉春：〈福建永定發現一大溶洞〉，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13 日。 

130. 郭前進：〈廈門推出「鐘表鼻祖故鄉一日遊」〉，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7 日。 

131. 葉文生：〈林則徐在故鄉的四處遺迹〉，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11 日。 

132. 周游：〈漳州舉辦水仙花節 亳州正興建牡丹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1 月 16 日。 

133. 盧善慶：〈金湖的個性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1 月 19 日。 

134. 明梁：〈「東方麥加」──湄州島〉，出處不詳，1991 年 2 月 13 日。 

135. 彭一萬：〈觀萬石山新碑林〉，出處不詳，1991 年 2 月 13 日。 

136. 〈晉江名園──古檗山莊〉，香港《明報》，1991 年 6 月 11 日。 

137. 郭前進：〈廈門集美鰲園新增青石雕〉，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7 日。 

138. 廖時香：〈到鼓浪嶼去〉，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3 日。 

139. 曉文：〈福建將建「五洲風光」微縮景區〉，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7 日。 

140. 郭風：〈泉州二題〉，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23 日。 

141. 林學高：〈龍崆洞奇天下 集鐘乳石 溪流 瀑布跌水於一體〉，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142. 張宇生：〈「崇九」「崇龜」客家風俗〉，北京《華聲報》，1992 年 8 月 7 日。 

143. 程競明：〈壑秀泉幽（鼓山）〉，香港《新晚報》，1992 年 8 月 17 日。 

144. 林思翔：〈莒洲三絕〉，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9 月 8 日。 

145. 〈平潭島闢旅遊區〉，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22 日。 

146. 〈福州廈門泉州等地 着手實施舊城改造〉，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6 日。 

147. 王祖誠、王祖銘：〈怎樣遊武夷山〉，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3 日。 

148. 黃如飛、江榮山：〈東山島赤山林區被闢為國家海濱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7 日。 

149. 王祖誠、王祖銘：〈金湖攬勝〉，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20 日。 

150. 〈莆田將重建南少林寺〉，台灣《觀光》，1992 年 11-12 月（合刊）。 

151. 敏青：〈泉州的特色〉，香港《松柏之聲》，1993 年 1 月 15 日。 

152. 〈習近平頂壓力改舊城〉，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1 日。 

153. 李挺林、陳智淦：〈農民進都巿「龍閣」迷賓客〉，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6 日。 

154. 〈泉州重修洛陽古橋 全面恢復宋代風貌〉，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10 日。 

155. 劉積林：〈南平溪源峽谷景區建設初具規模〉，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3 日。 

156. 王祖誠：〈武夷山──泰寧金湖──將樂玉華洞三角遊〉，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9 日。 

157. 劉積林：〈南平茫蕩山以特色吸引客人〉，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6 日。 

158. 孫景瑞：〈流香澗〉，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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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江毅強、吳維漢：〈閩南旅遊勝地──千年古刹三平寺〉，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23 日。 

160. 〈「東山島百億新城」首期工程加緊施工〉，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23 日。 

161. 〈天藍水碧真美 沙白林密更奇〉，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23 日。 

162. 程競明：〈萬古安瀾（洛陽橋）〉，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30 日。 

163. 程競明：〈巧奪天工（五里橋） 明月半輪（高陂橋）〉，香港《新晚報》，1993 年 9 月 6 日。 

164. 張木良：〈武夷收盡人間美 願乘長風我再來──為 93 中國山水風光遊而作〉，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9 日。 

165. 郭永芳：〈三明巿將舉辦森林旅遊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9 月 25 日。 

166. 〈好山出好水 名山產名茶〉，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1 日。 

167. 〈山水奇秀名傳天下 歷史悠久著稱於世〉，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1 日。 

168. 徐德金：〈上饒地區新闢多處人文景觀〉，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20 日。 

169. 〈武夷山加快文明旅遊區建設步伐〉，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25 日。（剪報不全） 

170. 張建湘：〈上清溪美景勝「九曲」〉，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19 日。 

171. 盧善慶：〈東山風情〉，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17 日。 

172. 趙鳳良、邵明偉：〈渤海鼓浪嶼──大欽島〉，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24 日。 

173. 李耕：〈三去武夷〉，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24 日。 

174. 呂榕辛：〈武夷山開闢五個觀鳥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4 月 9 日。 

175. 林興基：〈集美學村一日遊〉，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1 日。 

176. 〈廈門擬興建海滄大橋〉，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2 日。 

177. 〈海外華僑地產投資者新焦點 福州三坊七巷保護改造計劃〉，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27 日。 

178. 楊陽騰：〈閩東明珠鴛鴦溪〉，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12 日。 

179. 郭風：〈媽祖祖祠和古賢良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1 日。 

180. 〈三坊七巷首期工程展開 標誌福州舊城將換新貌〉，香港《明報》，1994 年 8 月 24 日。 

181. 〈武夷山度假別墅區 港台資金參與發展〉，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12 日。 

182. 何榮林：〈閩南灶山「八卦堡」〉，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4 日。 

183. 樂裕賢、鄧立俊：〈千古名山展新容〉，香港《大公報》，1994 年 10 月 18 日。 

184. 張燮飛、陳祥龍：〈武夷山──世界的山〉，香港《大公報》，1994 年 10 月 18 日。 

185. 趙勇：〈人文薈萃話武夷〉，香港《大公報》，1994 年 10 月 18 日。 

186. 郭風：〈仙人的岩刻──記仙字潭〉，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2 日。 

187. 〈八卦陣〉，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5 日。 

188. 〈泉州城建設保留歷史文化〉，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28 日。 

189. 周秋冬：〈泉州市已成為旅遊熱點〉，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2 日。 

190. 劉積林、李挺林：〈南平農民建成溪源谷景區〉，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2 日。 

191. 〈福州「廣場文化」蜂起〉，香港《文匯報》，1994 年 12 月 7 日。 

192. 張培香、張紀欽：〈閩西：一片神奇的土地〉，《香港商報》，1994 年 12 月 13 日。 

193. 劉自良：〈鼓山遊記〉，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7 日。 

194. 〈風光秀麗的金光湖〉，香港《文匯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195. 〈綠色工程為蓮花騰飛插上金翅膀〉，香港《文匯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196. 〈全國最大規模舊城改造項目 福州三坊七巷工程在港展覽〉，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18 日。 

197. 蔡玉環：〈武夷春箋〉，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5 日。 

198. 平潭縣旅遊局：〈海壇勝景話平潭〉，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8 日。（2 則） 

199. 黃寶慶：〈品重珍珠 霜葉爭輝〉，香港《明報》，1995 年 4 月 28 日。 

200. 謝瑜：〈福建四大叢林〉，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6 日。 

201. 沈真：〈刺桐大橋動工興建〉，香港《文匯報》，1995 年 5 月 19 日。 

202. 修明：〈煙雨九曲溪〉，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6 月 27 日。 

203. 趙謙：〈天下無橋長此橋〉，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3 日。 

204. 鄭克幸：〈九曲溪幽幽〉，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5 日。 

205. 〈福建建成 21 個自然保護區〉，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4 日。 

206. 伊啟皓：〈武夷山成為上海人的「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0 月 22 日。 

207. 修明：〈武夷奇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1 月 14 日。 

208. 巫奕龍：〈閩北武夷山旅遊發展形成大氣候〉，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6 日。 

209. 李開遠：〈閩北小鎮 明清遺風〉，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24 日。 

210. 李開遠：〈漢陵秦苑遙蒼蒼 陳根腐葉秋螢光〉，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4 日。 

211. 修明：〈洞宮三絕〉，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7 日。 

212. 〈黟縣履福堂 古建築藝術〉，出處不詳，1996 年。 

213. 林輝龍：〈雄山怪石最堪欣賞 奇岩異洞遊人駐足〉，香港《明報》，1996 年 4 月 1 日。 

214. 周楫：〈閩語吟詩更合韻 書香之村無白丁〉，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30 日。 

215. 陳少谷：〈廈門鼓浪嶼風景秀麗〉，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8 月 26 日。 

216. 趙捷：〈摩尼教遺址──草庵〉，香港《新晚報》，1996 年 9 月 16 日。（2 則） 

217. 曾福志：〈泉州重建難難難〉，香港《明報》，1996 年 12 月 20 日。 

218. 新華社：〈華安九龍璧〉，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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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洪少葵：〈東山島：兩岸三地度假勝地〉，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22 日。 

220. 〈武夷山海關開關〉，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1 日。 

221. 劉為華：〈鄭成功塑像籌建始末（下）〉，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2 日。 

222. 商友敬：〈武夷船夫〉，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7 月 3 日。 

223. 〈城巿園林綠化上台階〉，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2 月 28 日。 

224. 〈榕建城兩千兩百年 籌備明年紀念活動〉，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2 月 28 日。 

225. 台宣：〈百年老街煥新彩〉，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2 月 28 日。 

226. 〈漳州水仙花雕藝展在港舉行〉，香港《信報》，1998 年 1 月 8 日。 

227. 顧兆農：〈廈門人家靠公園〉，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5 日。 

228. 文心：〈日光岩下美景多〉，香港《大公報》，1998 年 3 月 22 日。（附手稿筆記） 

229. 蔡國煙：〈泉州建成仿古步行街〉，出處不詳，1998 年 5 月 21 日。 

230. 〈南少林寺重現雄姿〉，《深圳商報》，1998 年 12 月 11 日。 

231. 〈陳俱篆刻 林則徐聯〉，《文學報》，2000 年 6 月。 

232. 陶傑：〈初階林則徐〉，香港《明報》，2003 年 4 月 21 日。 

233. 李東波：〈泰寧「尚書第」逾 370 年〉，香港《文匯報》，2004 年 12 月 31 日。 

234. 武毅田：〈福州──世界溫泉名城〉，香港《文匯報》，2005 年 1 月 5 日。 

235. 紀文鳯：〈創新的兩難〉，《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5 日。 

236. 林舒婕：〈廈門中山華僑公園 紀念辛亥 10 月奠基〉，香港《文匯報》，2011 年 8 月 24 日。 

237. 劉述先：〈武夷之最〉，出處及日期不詳。 

238. 〔福建風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39. 林挺：〈三明山水展新貌〉，出處及日期不詳。 

240. 〈熱帶風光〉，出處及日期不詳。 

241. 梁野：〈李氏大宗祠〉，出處及日期不詳。 

242. 〈天然大迷宮──龍硿洞〉，出處及日期不詳。 

243. 鍾德彪：〈何仙姑是武平人〉，出處及日期不詳。 

244. 寒力：〈世界建築奇葩──永定土樓〉，出處及日期不詳。 

245. 溫琴光：〈國家 A 級自然保護區──梅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246. 〈老君造像〉，出處及日期不詳。 

247. 〈山區媽祖廟──永定西陂天后宮〉，出處及日期不詳。 

248. 〈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汀州千年古城牆〉，出處及日期不詳。 

249. 〈泉州開元寺「東塔」〉，出處及日期不詳。 

250. 黃征輝：〈冠豸山，養在深閨天下知〉，出處及日期不詳。 

251. 鄭金水：〈福建南山寺新添轎塔〉，出處及日期不詳。 

252. 程雪：〈武夷山倒霉記〉，出處及日期不詳。 

253. 〈對外開放世界殊〉，出處及日期不詳。 

254. 周佐彬：〈地下迷宮甘乳岩〉，出處及日期不詳。 

255. 黃賢庚：〈武夷奇茗享譽高〉，出處及日期不詳。 

256. 〈花菓之鄉──漳州〉，出處及日期不詳。 

257. 〈鯉城興建閩南景觀街〉，出處及日期不詳。 

258. 典進：〈東瀚鎮奇妙響石〉，出處及日期不詳。 

259. 新華：〈福建開放一批度假村和浴場〉，出處及日期不詳。 

260. 石建新、廖武寶：〈世所罕見的「百姓鄉」〉，出處及日期不詳。 

261. 鍾新：〈福建瑞岩山巨型佛像〉，出處及日期不詳。 

262. 〈福建城巿生態日差 工業污染蔓延農村〉，出處及日期不詳。 

263. 〈全國唯一的摩尼教遺址〉，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 

264. 翁靈文：〈回歸近林則徐再現〉，香港《文匯報》，日期不詳。 

265. 〈鼓浪别墅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266. 黃祿奎：〈福建惠安石雕〉，出處及日期不詳。 

267. 〈媽祖廟〉，出處及日期不詳。 

268. 〈福州、鼓山、武夷山七日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269. 〈福州、武夷山、廈門、鼓浪嶼八日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270. 〈金湖、老君造像、古船〉，出處及日期不詳。 

271. 〈武夷山莊、武夷山鷹咀岩、鼓浪嶼〉，出處及日期不詳。 

272. 〈沖佑觀時期之宋桂〉，出處及日期不詳。 

273. 〈福建〉，出處及日期不詳。 

274. 〈寧德巿概況〉，出處及日期不詳。 

275. 阿敏：〈武夷印象〉，出處及日期不詳。 

276. 〈皇賜寶壐、媽祖廟〉，出處及日期不詳。（2 則） 

277. 〈湄洲島在福建的位置──湄洲媽祖廟〉，出處及日期不詳。（2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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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老君岩〕，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79. 〈龍岩至香港交通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280. 〔馬祖列島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礙） 

281. 〔明溪縣──武夷山〕，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2. 〔文史知識──節錄〕，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3. 〈武夷山（一）〉，出處及日期不詳。 

284. 〈武夷山（二）〉，出處及日期不詳。 

285. 〔龍岩地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6. 〈祝賀福建對外貿易中心落成特刋（3）〉，出處及日期不詳。 

287. 〔摩崖石刻及興賢書院〕，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8. 〔福建建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9. 〈湧泉村、武夷茶山、集美學村〉，出處及日期不詳。 

290. 福建畫報社等 編：〈鼓山風景區遊覽〉，出處及日期不詳。 

 

 

5.2.15 江西省 

 

1. 〈港報文章《為什麼訪華客愈來愈多》〉，出處不詳，1977 年 5 月 26 日。 

2. 〈八一南昌起義紀念塔落成〉，出處不詳，1980 年。 

3. 黃潤祥：〈飛瀑之下必有深淵──廬山瀑布斷想〉，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8 月 18 日。 

4. 徐開壘：〈廬山風景〉，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9 月 20 日。 

5. 李旦：〈畫家八大山人及其書畫陳列館〉，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10 月 25 日。 

6. 王紹業：〈青雲譜──八大山人故居〉，出處不詳，1980 年 11 月 19 日。 

7. 高新慶：〈新發現的神話世界──江西彭澤縣龍宮洞參觀記〉，出處不詳，1981 年 6 月 1 日。 

8. 王正剛、王海金：〈詩情畫意桃花潭〉，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0 月 6 日。 

9. 金濤：〈觀瀑遐想〉，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0 月 16 日。 

10. 陳俊山：〈尋滕王閣記〉，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20 日。 

11. 陳羅幸：〈「百縣林」重披綠裝──江西瑞金紀事〉，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3 月 28 日。 

12. 陳俊：〈長江絕島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4 月 13 日。 

13. 〈我國的天鵝湖〉，出處不詳，1982 年 4 月 27 日。 

14. 〈廬山積極作好暑期旅遊準備工作〉，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6 月 9 日。 

15. 井外軒：〈景德鎮〉，出處不詳，1982 年 6 月 15 日。 

16. 江井池：〈井岡山〉，出處不詳，1982 年 6 月 22 日。 

17. 寶麟：〈遊廬山花徑所想到的〉，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1 月 30 日。 

18. 龍雲和：〈小井龍潭〉，出處不詳，1982 年 12 月 7 日。 

19. 趙霄雲：〈堪與黃山伯仲間──訪三清山〉，出處不詳，1983 年 3 月 15 日。 

20. 鍾永艷：〈江南奇景三清山〉，出處不詳，1983 年 3 月 22 日。 

21. 周金碧：〈黃洋界出現「井岡寶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3 日。 

22. 杜汀：〈圭峰〉，出處不詳，1984 年 1 月 31 日。 

23. 丁玉蚌：〈滕．王．閣．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28 日。 

24. 黃其莊：〈現實世界的「天鵝湖」──鄱陽湖候鳥自然保護區見聞〉，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10 日。 

25. 張招生：〈萍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24 日。 

26. 姚芝慶：〈絢麗多姿的井岡山〉，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15 日。 

27. 張樂意：〈錦山綉水星子縣〉，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22 日。 

28. 鄒傳先：〈樂平〉，出處不詳，1984 年 7 月 31 日。 

29. 黃潤祥：〈我國歷史最長的植物園──廬山植物園慶祝建園五十周年〉，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30. 陳禕：〈雄偉奇麗的仙水岩〉，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9 月 18 日。 

31. 肖麥青：〈孽龍洞奇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10 日。 

32. 鄒傳先：〈逍遙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33. 陳禕：〈龍虎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34. 童懷：〈橫塗竪抹千千幅 墨點無多淚點多──訪清初大畫家八大山人紀念館〉，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11 日。 

35. 熊國康：〈江西南豐將興建子固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13 日。 

36. 王紹雄：〈鄱陽湖有鳥類一百五十種 有可能成為我國最大的水禽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25 日。 

37. 何儉：〈李白筆下的五老峰〉，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13 日。 

38. 新華社：〈在鄱陽湖發現世界上最大的白鶴群〉，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2 日。 

39. 程鷹、鄭美華：〈江西省籌備修復江南名勝西山萬壽宮〉，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40. 張連友：〈龍宮洞附近發現溶岩洞群〉，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41. 翟偉良：〈江西鋼廠投資六十萬元 植樹五年成活八十萬株〉，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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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莫澤昇：〈廬山珍稀樹木遭嚴重破壞 希望大家都來保護廬山上的一草一木〉，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3

日。 

43. 杜芳琴：〈秀偉靈哲石鍾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2 日。 

44. 王忠人：〈廬山珍貴樹木被破壞的情況調查〉，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19 日。 

45. 〈何處名山好旅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30 日。 

46. 楊錦林：〈三清奇秀甲天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3 日。 

47. 吳競龍、余志翔：〈中日合作開發廬山名勝〉，廣州《羊城日報》，1985 年 8 月 9 日。 

48. 武志華：〈開發廬山旅遊地學資源〉，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13 日。 

49. 王錦：〈廬山植物園剪影〉，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8 月 25 日。 

50. 王紹雄：〈江西將建四個文化博覽區〉，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9 月 22 日。 

51. 陳偉華：〈滕王閣與「滕王閣序」〉，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0 月 15 日。 

52. 胡善美：〈宗教的面紗蒙蔽了人們一千多年──廬山得名的「真面目」〉，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0

日。 

53. 〈「壽」字碑的傳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0 日。 

54. 段八一：〈鄱陽湖將闢為世界珍禽觀賞旅遊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7 日。 

55. 〈波平如鏡煙水亭〉，出處不詳，1986 年。 

56. 賈美：〈廬山得名的「真面目」〉，《中國遊覽報》，1986 年 6 月 5 日。 

57. 享文：〈三叠奇秀甲匡廬〉，香港《大公報》，1986 年 6 月 26 日。 

58. 〈廬山增闢 新旅遊點〉，香港《明報》，1986 年 7 月 29 日。 

59. 〈江西九江建「外灘」〉，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2 日。 

60. 〈江西三清山如仙境 盼港澳商人往投資〉，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22 日。 

61. 洪季：〈訪古刹真如寺〉，《香港經濟日報》，1986 年 9 月 28 日。 

62. 邱亦軍：〈修建中的滕王閣〉，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5 日。 

63. 謝聯輝、張叢密：〈靈岩古洞現奇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 日。 

64. 〈宋江題寫反詩處 潯陽樓開工重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4 日。 

65. 羅霄：〈井岡山〉，出處不詳，1987 年 5 月 29 日。 

66. 贛訊：〈鄱陽湖禁捕魚之後 湖水污染仍有待解決〉，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9 日。 

67. 吳其敏：〈廬山瑞香花〉，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2 日。 

68. 周川林：〈到鷹潭如何遊覽〉，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9 日。 

69. 〈廬山銀裝素裹 賞雪良機已至〉，香港《大公報》，1988 年 1 月 14 日。 

70. 唐克儉：〈如何遊覽三清山〉，出處不詳，1988 年 1 月 27 日。 

71. 魏朝卿：〈漫步周瑜點將台〉，出處不詳，1988 年 2 月 3 日。 

72. 蕭沱：〈南昌名勝 興毀廿八度 滕王閣加緊重建〉，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7 日。 

73. 〈滕王閣趕工重建 明年重陽可望完成開放〉，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3 日。 

74. 候為游：〈廬山雲霧知風雨〉，出處不詳，1988 年 5 月 28 日。 

75. 〈江西婺源靈岩洞 將建立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6 日。 

76. 陳章華：〈如何遊三清山、龍虎山和圭峰〉，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7 日。  

77. 〈高溫持續 避暑盛行 廬山遊人爆棚〉，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8 日。 

78. 旅林：〈抗戰中的《五百羅漢圖》〉，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24 日。 

79. 黃君妹：〈廬山的幾種旅遊項目〉，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4 日。 

80. 〈廬山植物園十多萬品種 五老峯三叠泉各具特色（上）〉，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2 日。 

81. 張志承：〈閬中滕王閣為何被人遺忘〉，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18 日。 

82. 〈贛鄂交界山區發現天然溶洞〉，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 年 11 月 19 日。 

83. 王憲章：〈我國第一個岩石植物園〉，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 日。 

84. 朱石年：〈粵贛五日遊之三──雲煙飄渺鬱孤台〉，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8 日。 

85. 〈贛生態破壞嚴重 年損超十八億元〉，香港《大公報》，1990 年 2 月 3 日。 

86. 〈「老虎」名勝〉，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22 日。 

87. 徐文俊：〈李璟讀書台〉，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2 日。 

88. 南洋：〈青雲譜與八大山人〉，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6 日。 

89. 劉法綏：〈古代有無潯陽樓〉，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28 日。 

90. 建文：〈廬山圓通避暑山莊建成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13 日。 

91. 來恩達：〈成功地舉辦大型活動是發展旅遊業的有效措施──江西省旅遊局局長黃福田一席談〉，北京《中國旅

遊報》，1990 年 11 月 7 日。 

92. 余樂鴻：〈景德鎮旅遊漫談〉，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12 日。 

93. 張坤：〈滕王閣雄姿〉，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15 日。 

94. 鄭宗德：〈龍宮洞遊記〉，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1 月 2 日。 

95. 〈匡廬奇秀甲天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6 月 1 日。 

96. 景玉川：〈廬山之美在山南〉，出處不詳，1991 年 12 月 25 日。 

97. 胡小勇：〈江西新余興建鋼鐵博物館〉，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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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蔣力：〈郁孤台吟記〉，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6 日。 

99. 朱振全：〈夏日旅遊須擇處〉，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4 日。 

100. 張藝生：〈九江玉仙洞對外開放〉，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8 日。 

101. 李志華：〈南昌將建新洲旅遊風景區〉，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19 日。 

102. 〈廬山雲雨奇觀〉，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22 日。 

103. 馬紹發：〈江西龍宮洞景區經濟效益顯著〉，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5 日。 

104. 崔廷奎：〈廬山的鐵瓦景觀〉，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6 日。 

105. 胡小勇：〈新余抱石公園藝峰塔落成〉，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4 日。 

106. 楊柳：〈廬山別墅分期分批出讓 獨留毛澤東蔣介石行宮〉，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23 日。 

107. 楊柳：〈南昌火車站擬全面重建 當局歡迎外商參與合作〉，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31 日。 

108. 尹超海：〈廬山將建娛樂城〉，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2 日。 

109. 彭程：〈水口瀑布記〉，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 日。 

110. 王小龍：〈鄱陽湖成為「候鳥天堂」「觀鳥樂園」〉，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9 日。 

111. 劉興：〈污染嚴重威脅廬山名勝〉，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8 日。 

112. 尹超海：〈廬山景區環境治理成效顯著〉，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17 日。（附手繪地圖） 

113. 王蜀華：〈千古獨步一奇比──李白《望廬山瀑布》賞析〉，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4 日。 

114. 陳志波：〈江西樂平擬建中國古戲台博物館〉，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15. 秦華南：〈鄱陽湖口天下奇〉，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21 日。 

116. 夏程琳：〈道教名山──龍虎山一日遊〉，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5 日。 

117. 王小龍：〈鄱陽湖舉辦珍禽觀賞月〉，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6 日。 

118. 藍溪：〈石鐘山定名之謎〉，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6 日。 

119. 彭發生、汪清、黃青生：〈宜春發現我國現存最早的古天文台〉，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8 日。 

120. 胡剛毅：〈井岡山一年四季皆可遊〉，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19 日。（附手寫筆記） 

121. 談雲龍：〈廬山以文化促旅遊取得好效益〉，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29 日。 

122. 李東崗：〈江西省重構旅遊框架〉，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9 日。 

123. 夏程琳：〈龍虎山景區旅遊業蓬勃發展〉，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7 日。 

124. 楊小漣：〈九江行〉，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1 日。 

125. 夏程琳：〈庭院深深天師府〉，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6 日。 

126. 楊小漣：〈廬山與文人〉，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7 日。 

127. 王小龍：〈鄱陽湖鳥類資源保護成績斐然〉，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6 日。 

128. 邵華明、鄧赤峰：〈上饒巿擴建集中營舊址風景區〉，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7 日。 

129. 羅詠、曾章飛：〈靖安走保健旅遊新路子〉，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1 日。 

130. 吳華國：〈江西着力開發「京九風景綫」〉，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27 日。 

131. 王文華、程海軍：〈廬山碧龍潭景區開放〉，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4 日。 

132. 周穎南：〈煙雨迷蒙看廬山〉，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1 日。 

133. 夏程琳：〈道教祖庭天師府遊客如雲〉，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8 日。 

134. 成林：〈道教發祥地：龍虎山〉，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12 日。 

135. 傅夏明：〈廬山旅遊又有新去處〉，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4 日。 

136. 胡榮彬：〈陶淵明墓在九江落成〉，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5 日。 

137. 康會同：〈江西上饒加速發展旅遊業〉，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7 日。 

138. 王平天：〈遊竹山洞〉，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5 日。 

139. 彭衛平：〈廬山棲賢寺建萬佛林〉，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4 日。 

140. 尹超海：〈廬山精心部署 未雨綢繆 接受明春聯合國「遺產」驗收考察〉，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6 日。 

141. 賢文：〈四季可人的黃洋界〉，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7 日。 

142. 〈江西贛州──宋代遺跡處處〉，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20 日。 

143. 建文：〈抓住機遇 調整思路 贛州旅遊走「快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8 日。 

144. 〈今日井岡山更秀美〉，香港《文匯報》，1996 年 3 月 10 日。 

145. 〈南昌巿梅嶺新人婚林結良緣〉，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1 日。 

146. 〈江西吉安地陷幸無傷亡 農田被毀 四十棟房屋受損〉，香港《明報》，1996 年 4 月 13 日。 

147. 〈江西陸上跑旱船 青海女子贈香包〉，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19 日。 

148. 孔昱：〈「神樹」與毛澤東感情要好〉，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23 日。 

149. 姍而：〈廬山風光〉，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0 月 12 日。 

150. 樂新：〈江南奇秀三清山〉，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11 日。 

151. 吳雄：〈盛情遊圭峰〉，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7 日。 

152. 强莉芬：〈夜宿三清山〉，上海《新民日報》，1998 年 4 月 16 日。 

153. 李中：〈贛南森林鐵路 堪為旅遊珍品〉，出處不詳，1998 年 5 月 1 日。 

154. 〈時來風送滕王閣〉，香港《中西區報》，2000 年 12 月 1 日。 

155. 〈九江周瑜點將台〉，香港《中西區報》，2000 年 12 月 1 日。 

156. 〈不識廬山真面目〉，香港《中西區報》，2000 年 12 月 1 日。 

157. 〈物華天寶英雄城〉，香港《中西區報》，200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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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百米高溫度計南昌亮相〉，香港《文匯報》，2003 年 2 月 18 日。 

159. 陳茂波：〈遊滕王閣〉，香港《明報》，2003 年 8 月 20 日。 

160. 何璐：〈鷹潭建五省邊際旅遊中心城巿──訪鷹潭巿旅遊局局長黎雲〉，《香港商報》，2005 年 12 月 15 日。 

161. 〈駐北京的外國記者遊覽廬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162. 〔江西風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63. 〈霧涌天橋、廬山一絕──三叠泉〉，出處及日期不詳。 

164. 〈高山植物薈萃地──廬山植物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165. 〈海內書院之首──白鹿洞書院〉，出處及日期不詳。 

166. 〈一處旅遊避暑的勝地 一方投資建設的熱土〉，出處及日期不詳。 

167. 〈花徑秋色醉紅楓〉，出處及日期不詳。 

168. 〈鳥龍潭春瀑〉，出處及日期不詳。 

169. 〈中國．江西〉，出處及日期不詳。 

170. 〈江南唯一的藏傳佛教道場──廬山諾那塔院、縹緲中的仙島──錦秀谷攪秀峰〉，出處及日期不詳。 

171. 〈多少「樓台」煙雨中〉，出處及日期不詳。 

172. 〈廬山奇觀──佛光、「黃河之水天上來」──瀑布雲〉，出處及日期不詳。 

173. 龔德建：〈「南瓜街」〉，出處及日期不詳。 

174. 〈廬山、黃山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175. 〈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176. 馬力：〈青雲譜〉，出處及日期不詳。 

177. 〈罕見紅檵花木 四季均有花開〉，出處及日期不詳。 

178. 〈井岡山闢旅遊區 去年遊客逾卅萬〉，出處及日期不詳。 

179. 鄭志祥：〈重上井崗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180. 〈大京九行（六）〉，出處及日期不詳。 

181. 〈廬山將建中國首座天然鳥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182. 李桂庚：〈江西龍宮附近發現溶岩洞群〉，出處及日期不詳。 

183. 萬海：〈聰明泉〉，出處及日期不詳。 

184. 〈龍虎山興建道語題碑〉，出處及日期不詳。 

185. 李運揚：〈舒同為廬山溫泉題字〉，出處及日期不詳。 

186. 〈龍宮洞〉，出處及日期不詳。 

 

 

5.2.16 安徽省 

 

1. 王達夫：〈名山奇景集黃山〉，出處不詳，1961 年 9 月 10 日。 

2. 錢松岩：〈夢遊黃山〉，出處不詳，1962 年 1 月 25 日。 

3. 張眉蓀：〈黃山（水彩畫）〉，出處不詳，1962 年 5 月 5 日。 

4. 鮑杰：〈關於黃山興建公路的異議〉，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1 月 6 日。 

5. 鮑杰：〈建設黃山後海的設想〉，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2 月 24 日。 

6. 張榮久：〈華祖廟應該重新修繕〉，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8 月。 

7. 陸建明：〈在黃山天然動植物園裏──上海市中學生生物夏令營散記〉，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8 月 10 日。 

8. 〈安慶振風塔〉，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0 月 30 日。 

9. 劉暉：〈保護黃山風景的自然美〉，出處不詳，1981 年 3 月 3 日。 

10. 鮑杰：〈黃山風景區又添秀色〉，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2 月 22 日。 

11. 〈合肥城內居民戶戶可望鮮花盛開〉，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2 月 21 日。 

12. 〈整修風景名勝 江山更顯豐彩〉，出處不詳，1982 年 2 月 23 日。 

13. 胡毓驊：〈蕪湖〉，出處不詳，1982 年 3 月 16 日。 

14. 鮑杰、趙仕安：〈黃山綠化桃花峰〉，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3 月 30 日。 

15. 鮑杰：〈遊覽勝地齊雲山修整後開放〉，出處不詳，1982 年 8 月 24 日。 

16. 李朝周、胡寄樵：〈安慶市發現太平天國英王府遺址〉，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0 月 3 日。 

17. 鮑杰：〈屯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 月 18 日。 

18. 〈黃山三大名瀑〉，出處不詳，1983 年 2 月 15 日。 

19. 鍾風：〈鏡湖和赭山〉，出處不詳，1983 年 3 月 1 日。 

20. 〈天柱山上怪石多〉，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3 月 1 日。 

21. 湯傳治：〈采石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4 月 19 日。 

22. 畢龍官：〈碧山龍泉洞以新姿迎遊客〉，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6 月 14 日。 

23. 〈黃山風景區 建客運索道〉，廣州《羊城日報》，1983 年 12 月 13 日。 

24. 安廷山：〈唐摩崖〉，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21 日。 

25. 吳耀民：〈無為〉，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3 月 13 日。 

26. 沐昌根：〈烏溪行〉，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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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鮑杰：〈齊雲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3 日。 

28. 黃家忠：〈壽縣古城趣考〉，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5 月 22 日。 

29. 李方華：〈天工向人挑戰 人工比天巧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29 日。 

30. 陳章華：〈也談遊九華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7 月 3 日。 

31. 祖慰：〈黃山──關於美的遐想（一）〉，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2 日。 

32. 祖慰：〈黃山──關於美的遐想（二）〉，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3 日。 

33. 祖慰：〈黃山──關於美的遐想（三）〉，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4 日。 

34. 祖慰：〈黃山──關於美的遐想（四）〉，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6 日。 

35. 祖慰：〈黃山──關於美的遐想（五）〉，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8 日。 

36. 紀剛：〈九華山訪僧〉，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25 日。 

37. 吳耀民：〈含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4 日。 

38. 張昆先：〈黃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6 日。 

39. 趙立旻：〈閒話琅琊道〉，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5 日。 

40. 李郁夏：〈花園工廠錦上添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6 日。 

41. 李方華：〈都市裏的鳥島──合肥稻香樓攬勝〉，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6 日。 

42. 郭瑞年：〈白鷺州一瞥〉，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0 日。 

43. 周立文：〈呼籲保謢皖北名勝──皇藏峪〉，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26 日。 

44. 〈黃山市，一座新興的旅遊城〉，《廣播之友》，1985 年 4 月 27 日。 

45. 杜友林：〈黃山煙霧與超聲噴泉──話說負離子超聲波霧化器〉，廣州《羊城日報》，1985 年 5 月 26 日。 

46. 桃林、曉華：〈蓬萊仙洞──大自然的傑作〉，《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6 日。 

47. 李方華：〈安徽省開展省鳥省花徵選活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29 日。 

48. 阿真：〈「一座城市應該是一個大園林」──訪合肥市副市長吳翼〉，《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25 日。（剪報

不全） 

49. 曹慶涵：〈屯溪──一座真正的宋城〉，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0 月 19 日。 

50. 王一鵬：〈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六──安徽黃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0 月 22 日。 

51. 羅來平：〈救救黃山！〉，《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7 日。 

52. 孫清華：〈美石裝扮的古城〉，《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14 日。 

53. 〈安徽省蓬萊仙洞〉，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6 日。 

54. 王川：〈九華山古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13 日。 

55. 郭瑞年：〈今日醉翁亭〉，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 日。 

56. 〈黃山名松告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57. 〈淮南農民集資 興建蘇州園林〉，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8 日。 

58. 〈皖南風景區建成〉，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3 日。 

59. 〈馬鞍山市特刊〉，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6 日。 

60. 張沅：〈藥都毫州滿城香〉，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10 日。 

61. 張立里：〈馬鞍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4 月 8 日。 

62. 吳朱祥：〈九華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4 月 11 日。 

63. 石景：〈蓬萊仙洞〉，《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4 月 15 日。 

64. 張啟立：〈發展中的齊雲山風景區〉，《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4 月 15 日。 

65. 齊景：〈九華山〉，《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4 月 15 日。 

66. 方平山：〈徐霞客塑像在黃山慈光閣落成〉，《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11 月 30 月。 

67. 何清：〈九華山名李白取〉，出處不詳，1988 年 2 月 20 日。 

68. 周游：〈琅琊山森林公園破土動工〉，出處不詳，1988 年 3 月 16 日。 

69. 何清：〈九華山千年古松〉，出處不詳，1988 年 4 月 9 日。 

70. 李方華：〈安徽頒布黃山風景區管理條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8 年 5 月 23 日。 

71. 〈黃山三年規劃 建設西海水庫 開闢香港航班〉，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7 日。 

72. 王一士：〈以「海」知名的黃山──安徽記行之六〉，香港《大公報》，1988 年 7 月 11 日。 

73. 李文光：〈八公山勝景珍珠泉〉，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7 日。 

74. 何清：〈蓮花佛國九華山〉，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 日。 

75. 王文忠：〈虞姬墓秋吊〉，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9 日。 

76. 王安民：〈九華山三日遊〉，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29 日。 

77. 劉海粟：〈擁抱黃山 吞吐黃山──在七十年十上黃山紀念會上的講話〉，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4 日。 

78. 曹玲泉：〈景色美妙的黃山彩池群〉，《風景名勝信息》，1989 年 2 月 25 月。 

79. 劉兆彬：〈歙縣古牌坊古塔眾多「許國石坊」形制罕見〉，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28 日。 

80. 孫重貴：〈朱元璋故鄉鳳陽城覓古（六）〉，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5 日。 

81. 〈黃山氣候與風光〉，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11 日。 

82. 王祥玉：〈安徽怪泉〉，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8 日。 

83. 宋立：〈黃山進行資源調查有新發現〉，出處不詳，1990 年 1 月 17 日。 

84. 〈黃山景點多 又增逾百個〉，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2 月 2 日。 

85. 黃萍：〈歙縣一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2 月 17 日。 



朱鈞珍文庫 — 園林建築文獻 

 

124 

 

 

 

 

86. 李成功、紀群：〈風光奇特的大龍山風景區〉，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7 日。 

87. 黃萍：〈古城屯溪一日遊〉，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14 日。 

88. 王如勇：〈懷遠一日遊〉，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2 日。 

89. 張脉賢：〈黃山以「變」勝觀景到黃山〉，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16 日。 

90. 錢揚萬：〈生活垃圾對黃山風景區環境質量的影響〉，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8 月 11 日。 

91. 王安民：〈九華山大銅佛像落成〉，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3 日。 

92. 王祖誠：〈黃山、九華山五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10 日。 

93. 王長樂：〈黃山市旅遊局落實明年工作〉，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27 日。 

94. 汪偉、甄子飛：〈黃山西海飯店推出三項冬遊活動〉，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8 日。 

95. 王祖誠：〈全皖景集匡廬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15 日。 

96. 景峰：〈黃山風景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2 月 9 日。 

97. 胡寧、畢無非：〈黃山，中國為您驕傲──黃山被列為世界遺產名錄始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2 月 9

日。 

98. 子微：〈聯合國將黃山列入世界級天然名勝〉，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22 日。 

99. 朱涌：〈黃山國家森林公園通過擴建設計〉，出處不詳，1991 年 4 月 13 日。 

100. 張脉賢：〈桃花源裏人家〉，出處不詳，1991 年 5 月 15 日。 

101. 黃炳宏、張志同：〈安徽西山風景區 訂立村規民約 保護旅遊資源〉，《北京晚報》，1991 年 9 月 11 日。 

102. 周游：〈安徽九華山太白書堂落成〉，出處不詳，1991 年 10 月 16 日。 

103. 〈黃山區域的旅遊開發──陳傳康教授談旅遊景點開發之一〉，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25 日。 

104. 余江：〈壽縣重視修復古迹開發旅遊景點〉，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1 日。 

105. 吳金輝：〈黃山將興建「安徽大觀園」〉，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8 日。 

106. 〈遊客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8 日。 

107. 余迅：〈天柱山闢為國家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19 日。 

108. 〈安徽黃山市郊農民興辦旅遊〉，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4 日。 

109. 陳所巨：〈遊小龍山記〉，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26 日。 

110. 張脉賢：〈變旅遊資源大省為旅遊經濟大省──略談發展安徽旅遊經濟〉，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12 日。 

111. 王長樂：〈黃山市徽州國家森林公園西干山景區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4 月 15 日。 

112. 王寶發、黃劍杰：〈黃山發現罕見溶洞群〉，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 日。 

113. 〈黃山建設旅遊開發區 以批租土地自籌資金〉，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31 日。 

114. 王祖誠：〈九華山．黃山．齊雲山一綫遊〉，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24 日。 

115. 吳興華：〈黃山黃金島景區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26 日。 

116. 邵曉暉：〈齊雲山被批准為國家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0 日。 

117. 張勝賢：〈黃山新景區步仙橋〉，出處不詳，1993 年 10 月 9 日。 

118. 吳興華：〈黃山譚家橋鎮村民開發新景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6 日。 

119. 程競明：〈共樂春台（洪澤湖）〉，香港《新晚報》，1993 年 11 月 1 日。 

120. 歐陽一：〈安慶迎江寺金匾之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2 月 4 日。 

121. 趙柒斤：〈青陽興建國家級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3 日。 

122. 劉殿才：〈歐陽修晚年隱居地穎州西湖〉，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10 日。 

123. 欒印洲、李遠峰：〈歙縣女祠修復開放〉，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3 日。 

124. 正國：〈世界之最黃山聯〉，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4 日。 

125. 楊格：〈皖南「宋城」──屯溪老街〉，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21 日。 

126. 劉來生：〈黃山東大門開發新景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9 日。 

127. 〈黃山旅遊度假區進入成片開發階段〉，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1 日。 

128. 培元：〈安徽推出「天柱山之夏」專項旅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8 月 2 日。 

129. 吳慶權、胡寧、侯中良：〈齊雲山，你在哪裏〉，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0 日。 

130. 張惠玲：〈九華山十大特色〉，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5 日。 

131. 周游：〈黃山景區又添一景〉，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6 日。 

132. 邵曉暉：〈黃山興建兩棲爬行動物博物館〉，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6 日。 

133. 周游：〈安徽歙縣開闢一旅遊森林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1 月 26 日。 

134. 高蔚青：〈發揮名勝資源的優勢使安徽旅遊業再上台階〉，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18 日。 

135. 〈九華山上說「三寶」〉，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28 日。 

136. 陳愛中：〈婺源民居與「三雕」藝術〉，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11 日。 

137. 吳明華：〈迎江寺四趣〉，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7 日。 

138. 程從蘆：〈「黃山」的由來〉，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1 日。 

139. 朱涌、王慧勇：〈屯溪老街被列為國家級歷史文化保護區〉，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0 日。 

140. 朱力平：〈歙縣漁梁古街向遊人開放〉，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8 日。 

141. 孫一飛：〈安徽涇縣積極開發旅遊資源〉，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8 日。 

142. 陳志強：〈老街風情〉，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7 日。 

143. 〈安徽出土老子文物 鄭店村為道教祖庭〉，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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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馬平：〈奇葩一枝綻皖南〉，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4 日。 

145. 〔安徽省穎上縣八里河鄉〕，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3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46. 鄧一丁：〈穎上南湖公園的昨天與今天〉，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30 日。 

147. 趙國慶：〈滁州勝景琅琊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9 日。 

148. 王桂霞：〈白銀盤中的文峰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4 日。 

149. 立軍、黎傑：〈曹操運兵道地下古長城〉，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2 日。 

150. 〈黟縣履福堂 古建築藝術〉，香港《新晚報》，1996 年 9 月 16 日。 

151. 新華社：〈中韓合資建徽杭高速路〉，香港《明報》，1996 年 12 月 7 日。 

152. 沈永昌：〈活動的清明上河圖〉，上海《新民日報》，1998 年。 

153. 蕭成勇：〈禪意徽居〉，上海《新民日報》，1998 年 1 月 24 日。 

154. 吉紅：〈徽州鮑氏女祠〉，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4 日。 

155. 〈夫編妻唱黃梅新戲 余秋雨馬蘭合作《秋千架》〉，出處不詳，1998 年 12 月 12 日。 

156. 〈黃山九華山境外客大增〉，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15 日。 

157. 陳昕編：〈《徽州》解說詞（選登）〉，《中國電視報》，第 8 期，2004 年 2 月 23 日。 

158. 〈九華山燃點香燭限體量〉，香港《文匯報》，2004 年 3 月 15 日。 

159. 朱學鋒：〈搜城記──徽州〉，《中國電視報》，2005 年 3 月 7 日。 

160. 〈世外桃源──徽州民居建築〉，出處不詳，2005 年 4 月 13 日。 

161. 李純恩：〈入安徽境〉，《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11 月 8 日。 

162. 李艷：〈安徽鳳台「沉」疴無解？〉，廣州《南方周末》，2009 年 4 月 23 日。 

163. 王大悟：〈天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164. 蔡躍進：〈九華山之最〉，出處及日期不詳。 

165. 陳發仁：〈屯溪老街「藝林閣」〉，出處及日期不詳。 

166. 〈九華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167. 〈安徽省黃山定點吸煙飲食簡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168. 〈黃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169. 〈夢筆生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70. 王路：〈黃山外賓旅遊賓館東區客房一角〉，出處及日期不詳。 

171. 何清：〈九華山的搖錢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172. 吳愛今：〈九華山一日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173. 吳興華：〈黃山區將興建兩個高檔次旅遊接待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174. 汪忠宏：〔敬亭山雙塔〕，出處及日期不詳。 

175. 胡寧：〈屯溪將興建旅遊生態村〉，出處及日期不詳。 

176. 翁期孝、揭世芳：〔安徽明溪〕，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77. 〈消遙津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5.2.17 河南省 

 

1. 〈塔林〉，出處不詳，1980 年 4 月 26 日。 

2. 新華社：〈古老的嵩陽書院開放〉，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8 月 17 日。 

3. 〈安陽文峰塔〉，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1 月 18 日。 

4. 〈安陽珍珠泉〉，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 月 10 日。 

5. 花下客：〈洛陽〉，出處不詳，1981 年 11 月 24 日。 

6. 河旅宣：〈安陽〉，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29 日。 

7. 非韜：〈東郭寺．琵琶亭．蝦蟆陵〉，出處不詳，1982 年 1 月 25 日。 

8. 戴德義：〈喜看沙城變綠州──記河南民權縣城綠化〉，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3 月 26 日。 

9. 豫宣：〈雞公山〉，出處不詳，1982 年 7 月 6 日。 

10. 司清雲、張和平：〈臭水坑變成大花園〉，出處不詳，1982 年 9 月 21 日。 

11. 勞崇聘：〈嵩山中岳廟〉，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1 月 30 日。 

12. 趙智勇：〈鐵塔公園臭氣熏人〉，北京《人民日報》，1983 年 1 月 22 日。 

13. 邵勤樂 輯：〈洛陽八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24 日。 

14. 劉全林、崔澤義：〈鞏縣〉，出處不詳，1983 年 12 月 20 日。 

15. 嵩峻：〈中岳嵩山導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31 日。 

16. 劉宏均：〈桐柏〉，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7 日。 

17. 洛呂：〈洛陽主要街道實現綠化美化彩化〉，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2 月 19 日。 

18. 李印忠：〈開封三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1 日。 

19. 〈北宋開封的城巿綠化〉，《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 月 3 日。 

20. 會君、文德、久峰、秀印：〈致富路寛廣 小村花襲人〉，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9 日。 

21. 張銘新：〈嵩山古柏〉，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5 日。 

22. 楊振興、余義龍：〈請來「花神」 驅走「鬼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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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民權大幹一年達平原綠化標準〉，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24 日。 

24. 謝均祥：〈中州大伾山奇觀 八丈石佛七丈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25. 葉子：〈龍門石窟〉，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26. 藍鴻第：〈「淇河三珍」有開發價值〉，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3 日。 

27. 侯紅光：〈河南省進行大規模平原綠化〉，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4 日。 

28. 號志國、胡耀華：〈古都開封舉辦元宵燈展〉，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29. 賈笑凡：〈洛陽巿加快步伐建設花園城巿〉，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6 日。 

30. 衛明：〈開封將修建 宋都一條街 文化一條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31. 朱松茂：〈古都洛陽籌辦第三屆牡丹花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2 日。 

32. 李長順、蘆學勤：〈安陽巿人民公園經濟改革見成效〉，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6 日。 

33. 邵勤樂：〈白馬與白馬寺〉，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9 日。 

34. 黃守部：〈焦作巿雕塑公園動工〉，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13 日。 

35. 藍河：〈洛陽巿花──牡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8 日。 

36. 李樹森：〈洛陽巿古都名園又添光彩〉，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5 日。 

37. 李瑞杰：〈開封巿花──菊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1 日。 

38. 〈鬧市中的靜園──別有洞天〉，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9 日。 

39. 張雲龍、郭偉：〈信陽巿灑水車奏出悅耳音樂聲〉，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13 日。 

40. 阮江寧：〈一個投資合作者的心願──訪豫港合資餐廳麗晶大廈總經理王新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5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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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七大古都 安陽居首〉，出處及日期不詳。 

183. 〈少林寺塔林〉，出處及日期不詳。 

184. 〈古樸的民俗風情〉，出處及日期不詳。 

185. 〈石人山風光〉，出處及日期不詳。 

186. 〈白馬寺〉，出處及日期不詳。 

187. 〈商湯故都 曹操故里〉，出處及日期不詳。 

188. 〈龍門石窟一〉，出處及日期不詳。 

189. 〈龍門石窟二〉，出處及日期不詳。 

190. 〈龍門全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191. 牛寶庫、陳懷恩：〈少林寺建成一座閉路電視導遊站〉，出處及日期不詳。 

192. 王守仁：〈孟津黃河濕地水鳥群聚〉，出處及日期不詳。 

193. 王彪：〈昔日沙打面 今日綠滿城──鄭州市綠化見聞〉，出處及日期不詳。 

194. 吳述席：〈百泉──我國最大的中草藥巿〉，出處及日期不詳。 

195. 李炳安：〈三門峽巿着手興建陝州風景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196. 夏桂廉：〈嵩陽書院「將軍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197. 孫波：〈雲台山勝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198. 峰獻：〈名貴的洛陽牡丹〉，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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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曹敬莊：〈開封的「鯉魚被面」〉，出處及日期不詳。 

200. 趙飛鶴、趙丙坤：〈洛陽巿王城公園 牡丹園規劃設計〉，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7 頁） 

201. 聶曉輝：〈夏遊風穴寺〉，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5.2.18 湖北省 

 

1. 史蒂文森：〈《長江：過三峽遊記》（上）〉，出處不詳，1978 年 10 月 23 日。 

2. 史蒂文森：〈《長江：過三峽遊記》（下）〉，出處不詳，1978 年 10 月 24 日。 

3. 陳大新：〈今日長坂坡〉，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9 月 22 日。 

4. 〈沙巿熱電廠〉，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2 月 8 日。 

5. 袁克强：〈荊州〉，出處不詳，1982 年 3 月 9 日。 

6. 〈玉泉鐵塔〉，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4 月 25 日。 

7. 李萬超：〈武昌黃鶴樓楹聯一佳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6 月 20 日。 

8. 許法：〈屈原和紀念屈原的傳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6 月 22 日。 

9. 劉明璋：〈襄樊〉，出處不詳，1982 年 7 月 13 日。 

10. 柏生：〈遊三遊洞和陸游泉〉，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8 月 1 日。 

11. 張弛：〈給人詩情的三遊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8 月 10 日。 

12. 〈武漢「魚樂園」 旅遊點建成開放〉，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8 月 25 日。 

13. 王季超：〈李時珍陵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2 月 22 日。 

14. 劉家國：〈卧龍先生隱居處──襄陽隆中紀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3 月 22 日。 

15. 麻植生：〈古隆中奇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24 日。 

16. 姚紹建：〈西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24 日。 

17. 〈大別山區的名勝〉，出處不詳，1983 年 6 月 21 日。 

18. 周紹清：〈神奇的大泉洞〉，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8 月 1 日。 

19. 劉錦華：〈宜昌〉，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8 月 9 日。 

20. 陳曉東：〈武漢〉，出處不詳，1983 年 9 月 6 日。 

21. 吳義宏：〈萬民同樂 歌舞升平──記武漢「民眾樂園」〉，廣州《羊城晚報》，1983 年 12 月 16 日。 

22. 汪謙益：〈沙巿〉，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14 日。 

23. 吳永樂：〈回馬坡〉，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21 日。 

24. 李格新：〈武當山旅遊公路通車〉，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21 日。 

25. 周為：〈赤壁〉，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29 日。 

26. 韓露：〈神農架〉，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8 月 14 日。 

27. 李格新：〈一天半遊武當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9 月 18 日。 

28. 〈珍稀生物 湖北獨有〉，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29. 賀德璜、梅偉俊：〈華中的寶庫──神農架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30. 張維新：〈襄樊巿園林綠化躍入全國先進行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23 日。 

31. 江濤、趙春華：〈「張飛擂鼓」塑像建成〉，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23 日。 

32. 洪遊、德祿、學剛：〈神農架拾趣〉，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33. 張勝友：〈農民進城辦娛樂場──武漢巿群眾文化改革新事（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10 日。 

34. 楊學武：〈從「跳魚潭」被毁談起〉，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11 日。 

35. 朱正明：〈華中古刹玉泉寺二絕〉，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4 日。 

36. 麥蒔龍、鄧中東、梁金潤：〈荔枝灣消遣娛樂研究會成立〉，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1 月 2 日。 

37. 〈屈原廟〉，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10 日。 

38. 李遠柏：〈湖北着手搶救荊州古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5 日。 

39. 衡劍超：〈武漢部隊某炮團掀起植樹熱潮〉，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6 日。 

40. 〈談《岳陽樓記》兼為《黃鶴樓記》徵文倡議〉，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3 日。 

41. 〈黃鶴樓徵文啟事〉，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3 日。 

42. 趙學剛：〔永興溶洞埋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2 日。（標題不全） 

43. 趙學剛：〈保康縣籌建野生臘梅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9 日。 

44. 姚崇學、張道國：〈鍾祥縣開放南湖為垂釣湖〉，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3 日。 

45. 鄭念：〈農民陳小華辦起全縣第一家花木公司〉，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5 日。 

46. 姚治忠：〈湖北保康縣發現大溶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5 日。 

47. 劉木延：〈制定規劃 狠抓落實 科學種植 精心愛護 武漢軍區三年植樹一千二百二十萬株〉，北京《中國環境報》，

1985 年 3 月 12 日。 

48. 田紹章：〈黃鶴樓主樓「五一」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49. 〈古琴台〉，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21 日。 

50. 〈武漢軍區出現一批園林式營院〉，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24 日。 

51. 胡漢農：〈湖北省漢川縣發現溶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16 日。 

52. 王先利：〈天下名剎 東山五祖寺〉，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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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尹笋君：〈神農架發現萬株野生枇杷樹〉，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6 日。 

54. 〈長江形成旅遊服務網〉，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28 日。 

55. 祖雄生：〈訪卧龍崗（上）〉，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5 月 28 日。 

56. 〈全國中小城巿文明衞生經驗交流會在沙巿舉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8 日。 

57. 〈神農架的盛夏冰宮〉，《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5 日。 

58. 〈宜昌市〉，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6 月 11 日。 

59. 齊克：〈中國旅遊的高潮在長江三峽〉，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5 年 6 月 19 日。 

60. 連祥、柯青：〈九霄仙鶴乘風歸──重建黃鶴樓記略〉，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25 日。 

61. 海東：〈江陵〉，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6 月 25 日。 

62. 董定邦、汪謙益：〈沙市〉，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2 日。 

63. 任建農、望西遠、李朝平：〈西陵峽畔有奇洞 景觀迷人如仙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9 日。 

64. 謝玲娣：〈三峽地區植物物種資源豐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9 日。 

65. 趙學剛：〈可望奪魁的大洞穴〉，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10 日。 

66. 周爭先：〈沙巿建成一百三十個文明單位〉，《中國市容報》，1985 年 9 月 15 日。 

67. 尹笋君：〈增建神農架百花園百果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21 日。 

68. 爭先、郁百年：〈武當山、麥積山風景區總體規劃 大綱通過評議在天水巿討論〉，《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7 日。 

69. 吳汝寧：〈湖北宜昌三個公園 各有特色值得一遊〉，香港《明報》，1986 年 2 月 8 日。 

70. 〈今年有流行感冒〉，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16 日。 

71. 〈湖北隕石雨奇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 日。 

72. 馬余興：〈訪湖北王昭君遺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8 日。 

73. 〈政府撥六十七萬 湖北修復明顯陵〉，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8 日。 

74. 閔子：〈閑話南湖〉，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1 日。 

75. 華屏、大升、文彩：〈竟陵煙月勝吳天〉，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4 日。 

76. 胡咏蘭：〈為生活奉獻美的「園丁」──訪天門塑料花師江祖發〉，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4 日。 

77. 龍望友、史紹茂：〈天門──僑鄉．花鄉．文化之鄉 「三鄉」享譽海內外〉，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4 日。 

78. 〈神秘而多情的神農架──湖北省神農架剪影〉，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9 日。 

79. 〈中國最高電視塔 武漢龜山頂建成〉，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3 日。 

80. 譚達智：〈旅遊處女地──三峽神農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4 月 11 日。 

81. 趙明壽：〈宜昌──奉節輪船航班調整運行時刻〉，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23 日。 

82. 郭占柱、明山：〈武當山〉，《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5 月 29 日。 

83. 李祖德、劉定元：〈湖北省遠安縣積極開發焦家岩龍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6 日。 

84. 鄂訊：〈首個臘梅保護區 建在鄂西北山區〉，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6 日。 

85. 鄒公平：〈荊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27 日。 

86. 曲舒：〈神農架〉，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4 日。 

87. 陳家駒、李守仁、孟義德：〈襄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11 日。 

88. 張首民、耿文：〈高嵐〉，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15 日。 

89. 〈蒲圻〉，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22 日。 

90. 徐長生、周平：〈隨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25 日。 

91. 趙本新：〈遊武當，讀史書──「壽福康寧」四字的背後……〉，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2 日。 

92. 李戊姣：〈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風景名勝區簡介〉，《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11 月 30 日。 

93. 郭占柱：〈普查古樹名木 保護優麗風景〉，《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11 月 30 日。 

94. 〈湖北新疆 22 巿縣 新批准對外開放〉，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 月 9 日。 

95. 〈宜昌以西森林 新闢天然獵場〉，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7 日。 

96. 張世悅：〈三峽新景神農溪〉，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8 日。 

97. 〈襄樊巿名景評選徵名揭曉 巿區十大景區各得其名〉，《風景名勝信息》，1988 年 6 月 30 日。 

98. 〈八三年已塌一角 赤壁摩崖老化〉，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 日。 

99. 〈陸羽故里天門巿 建成一陸羽塑像〉，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4 日。 

100. 李華章：〈玉泉賦〉，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24 日。 

101. 華長：〈湖北長陽發現新景區〉，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21 日。 

102. 劉益善：〈燕子洞〉，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9 日。 

103. 劉作忠：〈清江三峽〉，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 日。 

104. 趙本新：〈武當飛來杉之謎〉，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5 日。 

105. 袁東方：〈鳳雛庵漫話〉，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2 日。 

106. 王本慈：〈江陵古城喜添新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9 年 3 月 11 日。 

107. 〈千湖之省徒具虛名〉，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 日。 

108. 〈武漢綠化目標 三年消滅荒山荒灘 五年之內綠化全市〉，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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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鄂省湖泊大量消失 無緣享譽千湖之省〉，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8 日。 

110. 傑靈：〈上下求索〉，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3 日。 

111. 朱詩章、王玉玲：〈歡送野獸重歸山林──記神農架野生動物的保護與開發（上）〉，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8 日。 

112. 〈湖北長江故道水域 建立白鰭豚保護區〉，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4 月 6 日。 

113. 楊秀武：〈三潮水奇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10 日。 

114. 欣聞：〈武夷山將重現「雷火煉殿」奇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21 日。 

115. 劉詩平：〈李白題詩黃鶴樓〉，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5 日。 

116. 李曉燕：〈湖北宜昌地區注重發展旅遊新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22 日。 

117. 姜洪：〈赤壁大戰陳列館在蒲圻動工〉，出處不詳，1991 年 2 月 13 日。 

118. 張世烱：〈巴東神龍溪旅遊區正式開放〉，出處不詳，1991 年 5 月 11 日。 

119. 首屆「三國之旅」旅遊知識全國大賽組委會：〈首屆「三國之旅」旅遊知識全國大賽試題〉，北京《中國旅遊報》，

1991 年 8 月 3 日。 

120. 胡建平：〈蘄春縣舉辦李時珍醫藥節〉，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9 日。 

121. 〈三峽工程大事年表〉，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23 日。 

122. 朱湛剛：〈對付了七十二年的猛獸快馴服了〉，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23 日。 

123. 〈鄂豫川陝甘聯手 拓展古三國旅遊〉，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26 日。 

124. 王冬生：〈襄樊將建仿古商業文化街〉，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7 日。 

125. 曾繼全：〈宜昌可建「三國系列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4 日。 

126. 〈三峽工程會改變三峽景觀嗎？〉，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4 日。 

127. 李紹停：〈宜昌將建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25 日。 

128. 石冰：〈高峽出平湖 景觀有何異〉，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2 月 29 日。 

129. 葉華程：〈谷城薤山和承恩寺〉，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3 月 3 日。 

130. 鄒家福：〈湖北宜昌將辦三峽藝術節和龍舟拉力賽〉，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16 日。 

131. 趙洛：〈赤壁二題〉，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132. 毛丹：〈赤壁八說〉，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133. 鍾國桂：〈遊三國古戰場當陽──趙子龍英雄形象深入民心〉，香港《新晚報》，1992 年 8 月 17 日。 

134. 陳舒熠：〈三國景點知多少？（二）〉，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1 日。 

135. 趙紅繼：〈神農溪速寫〉，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5 日。 

136. 鍾國桂：〈「身困當陽」關羽陵墓──三國遺址紀遊之三〉，香港《新晚報》，1992 年 9 月 7 日。 

137. 郭三明：〈鄂南名勝九宮山〉，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7 日。 

138. 韓進林：〈李時珍藥物一條街在蘄州建成〉，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20 日。 

139. 岑逸飛：〈夔門天下雄（三峽遊．七）〉，香港《信報》，1992 年 12 月 22 日。 

140. 張藝生：〈全國最長的仿古一條街在襄樊建成〉，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13 日。 

141. 曹敬莊：〈炎陵情思〉，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18 日。 

142. 朱砂：〈荊州三國文化城在江陵興建〉，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23 日。 

143. 楊澤善：〈武當山查明珍稀植物〉，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25 日。 

144. 李久昌：〈虢國墓地旅遊開發的戰略構想〉，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8 日。 

145. 張真弼：〈炎帝故里〉，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3 日。 

146. 嚴俊、石雪峰：〈黃梅縣發現可容十萬人的天然洞〉，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2 日。 

147. 姚一搖：〈注重資源開發鍾祥成為旅遊新熱點〉，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5 日。 

148. 胡立華、嚴愛華：〈襄樊十月舉辦隆中諸葛亮文化節〉，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9 日。 

149. 容若：〈當陽最具價值古蹟〉，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23 日。 

150. 王健强：〈秭歸屈原墓〉，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24 日。 

151. 王祖誠：〈怎樣遊九宮山〉，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8 日。 

152. 王祖誠：〈神農山水遊〉，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14 日。 

153. 程勝利：〈大別山首座國家級森林公園建成〉，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11 日。 

154. 〈三峽大壩動工在即 專家呼籲搶救文物〉，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15 日。 

155. 劉益善：〈道觀河風景區紀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1 日。 

156. 陳禮榮：〈千古流韻落帽台〉，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3 日。 

157. 安迪：〈湖北地下謎宮可行船 洞中河裏有透明怪魚〉，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9 日。 

158. 〈首個留學生科技園 選址湖北省蒲圻巿〉，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17 日。 

159. 冬芳：〈武漢東湖總體規劃通過省級鑒定〉，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1 日。 

160. 〈三峽壩址搶救文物 獲得極重要新發現〉，香港《大公報》，1993 年 12 月 14 日。 

161. 楊輝隆：〈天下第一坑──奉節小寨天坑〉，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4 日。 

162. 王祖誠：〈荊襄宛洛三國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2 月 15 日。 

163. 劉益善：〈鄂南有個太乙洞〉，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24 日。 

164. 劉小青：〈長江三峽旅遊硝煙四起〉，香港《新晚報》，1994 年 3 月 28 日。 

165. 張新明：〈巍峨奇秀鄂西五指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7 日。 

166. 王洋：〈九宮山風景區開發建設邁上新台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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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雪雁鳴：〈江南名山九宮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8 月。 

168. 〈主要旅遊綫路〉，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18 日。 

169. 黃成格：〈宜昌縣旅遊業蓬勃發展〉，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0 日。 

170. 錦川：〈武當山成為旅遊投資熱點〉，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7 日。 

171. 李華章：〈古隆中散記〉，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8 日。 

172. 朱詩章：〈神農架「森林公園」建設同三峽工程的關係及前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1 月 26 日。 

173. 龔焱、李明享：〈炎帝神農故里〉，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6 日。 

174. 李江海：〈湖北保康又發現大片野生牡丹資源群落〉，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5 日。 

175. 劉生健：〈宜昌──屈原故里──昭君故里二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2 月 24 日。 

176. 伍啟軍：〈鄂西「美人、野人、詩人」旅遊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 月 21 日。 

177. 〔武漢巿東湖磨山楚文化遊覽區楚天台〕，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 月 28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78. 王黎、王兆麟：〈「三國遊」開發啟示〉，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12 日。 

179. 竹風：〈楚城奇觀〉，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0 日。 

180. 岑逸飛：〈「神農」見首不見尾〉，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1 日。 

181. 河流：〈巫山雲雨十二峰〉，香港《大公報》，1995 年 5 月 8 日。 

182. 肖小林：〈明成祖與武當古建築〉，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1 日。 

183. 沈皖蜀：〈升溫加熱三國旅遊刻不容緩〉，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3 日。 

184. 鍾鳳鷹：〈武漢構築長江中游旅遊發展圏〉，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3 日。 

185. 徐廉明：〈三峽旅遊大開發前景輝煌〉，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25 日。 

186. 仇昌胤：〈三國勝迹富樂堂〉，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27 日。 

187. 胡維啟：〈南河「小三峽」風光無限〉，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3 日。 

188. 劉友華、楊玲：〈宣昌巿發現一特大溶洞〉，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5 日。 

189. 劉益善：〈咸寧溫泉記〉，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8 日。 

190. 施駿：〔巫山小三峽的棧道及鐵索橋〕，《The Great Wall》，1995 年 9 月。（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91. 趙鴻：〈三峽壩區暢想曲〉，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5 日。 

192. 劉向東、李永升：〈湖北森林旅遊方興未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9 月 5 日。 

193. 楊學耕：〈魚梁洲城入夢來──記襄樊巿魚梁洲旅遊區的開發〉，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3 日。 

194. 湯明：〈三遊洞文化名人譜〉，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4 日。 

195. 何玉雯、何熙力：〈神遊三國笑多情〉，《香港經濟日報》，1995 年 10 月 12 日。 

196. 吳義兵：〈玉泉寺及其鐵塔〉，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2 日。 

197. 李彬：〈羅貫中故里與「三國演義城」〉，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31 日。 

198. 曹祥本、劉晗：〈把神農架建成華中最大全國聞名的旅遊目的地〉，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 日。 

199. 譚興國：〈「天下第一卦」在湖北遠安落成〉，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6 日。 

200. 〔武漢東湖磨山楚文化遊覽區〕，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9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01. 何志弘：〈毗盧塔下的沉思〉，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30 日。 

202. 夏業勇、文振效：〈湖北長陽首屆根藝盆景藝術節成效大〉，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7 日。 

203. 秦林、高林：〈湖北安陸大力開發太平寨旅遊資源〉，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2 日。 

204. 彭一新：〈魚木寨風情醉遊人〉，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9 日。 

205. 〈捕獲白鰭豚投放保護區〉，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22 日。 

206. 〈武當山〉，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7 日。 

207. 吳海雲：〈淡泊名志 寧靜致遠 諸葛亮故居隆中山〉，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3 月 4 日。（2 則） 

208. 〈鄂有泉水 夏天結冰〉，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1 日。 

209. 詹述權：〈萬里長江第一城〉，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0 月 14 日。（2 則） 

210. 夏婕：〈石魚石寶寨〉，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21 日。 

211. 蒲莉：〈住滿觀音神獸的玉蟾山〉，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22 日。 

212. 詹述權：〈訪宜賓哪吒故鄉〉，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11 日。 

213. 詹述權：〈逛十里酒城〉，出處不詳，1996 年 11 月 18 日。 

214. 夏婕：〈關陵故事〉，出處不詳，1996 年 11 月 18 日。 

215. 夏婕：〈武聖人顯聖〉，出處不詳，1996 年 11 月 25 日。 

216. 〈巫山小三峽 獼猴逾千隻〉，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10 日。 

217. 彭宗衛：〈庫區千年古城──大昌〉，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4 日。 

218. 阿江：〈楚天台〉，出處不詳，1997 年 7 月 3 日。 

219. 沈敏嵐：〈長江三峽將建濱江綠帶〉，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8 日。 

220. 習風：〈荊州城 1800 歲〉，《深圳特區報》，1998 年 12 月 10 日。 

221. 〈湖北溶洞潔白如雪綠似苔〉，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11 日。 

222. 〈千年古塔玄機重重〉，香港《文匯報》，2000 年 11 月 13 日。 

223. 方澤群、李新啟：〈武漢：「外灘景觀」工程啟動〉，鄭州《中原鐵道報》，2001 年 4 月 15 日。 

224. 李新啟：〈一陵兩冢的明顯陵〉，出處不詳，2001 年 4 月 15 日。 

225. 嚴利：〈武漢擬建成森林之城〉，香港《大公報》，2002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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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鍾榮：〈長江不淹白帝廟〉，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1 日。 

227. 〈武漢三百座公園不收門票了〉，《團結報》，2004 年 12 月 14 日。 

228. 黃坤堯：〈石榴紅遍〉，香港《大公報》，2008 年 8 月 24 日。 

229. 〈武漢斥資 200 億 慶祝辛亥革命百年〉，香港《信報》，2010 年 3 月 8 日。 

230. 〈射鵰情緣 襄陽建郭靖黃蓉像〉，香港《晴報》，2012 年 8 月 1 日。 

231. 〈武漢大學櫻花節變櫻花劫〉，香港《晴報》，2014 年 3 月 17 日。 

232. 李英豪：〈驚天如看千陵濤〉，出處不詳，4 月 27 日。 

233. 李英豪：〈峽中有峽〉，出處不詳，4 月 28 日。 

234. 李英豪：〈萬載烈日曬不乾〉，出處不詳，4 月 29 日。 

235. 李英豪：〈出峽愛平曠〉，出處不詳，4 月 30 日。 

236. 〈中堡島新景 對遊客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237. 〈古三國之旅〉，出處及日期不詳。 

238. 〈古城宜賓〉，出處及日期不詳。 

239. 〈長江三峽示意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240. 〈荊州古城勝跡處處〉，出處及日期不詳。 

241. 朱湛剛：〈武當山進香團絡繹於途〉，出處及日期不詳。 

242. 李英豪：〈長江三峽的起點〉，出處及日期不詳。 

243. 李英豪：〈瞿塘峽的黑礁〉，出處及日期不詳。 

244. 李英豪：〈名峽出名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245. 李英豪：〈巫峽神女千古待〉，出處及日期不詳。 

246. 肖成强：〈千年古槐遭雷劈 老幹裂開花滿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247. 郭占柱：〈武當山建設旅遊設施〉，出處及日期不詳。 

248. 萍：〈神農架追尋野人之謎〉，出處及日期不詳。 

249. 黃石市園林局規劃設計室：〈黃石海觀山賓館庭院〉，出處及日期不詳。 

250. 楊澤善：〈天下武當知多少 比肩而立六「兄弟」〉，出處及日期不詳。 

251. 蒲廣；〈三峽試驗壩闢為風景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252. 戴雄：〈蛇山之巔〉，《百花周刊》，第 1087 期，日期不詳。 

253. 夏婕：〈武聖人顯聖〉，出處及日期不詳。 

254. 〈長江三峽〉，出處及日期不詳。 

255. 〈秭歸〉，出處及日期不詳。 

256. 〈宜昌〉，出處及日期不詳。 

257. 〈三國名勝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258. 〔長江夕陽〕，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59. 〔宜昌〕，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60. 〔三峽風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61. 〔山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62. 〈綺麗的仙境──神農架〉，出處及日期不詳。 

263. 〈神農架旅遊交通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5.2.19 湖南省 

 

1. 龍文明：〈湖南設立十八個自然資源保護區〉，出處不詳，1980 年 7 月 22 日。 

2. 〈岳陽樓〉，出處不詳，1980 年 8 月 18 日。 

3. 湖南省旅遊局：〈長沙訪古專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1 月 24 日。 

4. 萬明、謝虎兵：〈植樹種花 美化校園〉，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2 月 23 日。 

5. 劉袁許：〈岳陽樓公園植樹栽花巧安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3 月 30 日。 

6. 朱新華、熊仁先：〈風光奇特的索溪峪在開發中〉，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1 月 2 日。 

7. 黃曾甫：〈長沙過去的私人園林〉，《長沙晚報》，1982 年 11 月 19 日。 

8. 胡立中：〈青岩山的霧〉，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2 月 28 日。 

9. 〈將建國家森林公園的湘西張家界〉，出處不詳，1983 年。 

10. 安子貞、鹿舫、吳興華：〈風景明珠──張家界〉，北京《人民日報》，1983 年 1 月 16 日。 

11. 鄧華新：〈湖南發現一處壯美的溶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6 月 21 日。 

12. 唐修瑞：〈瀟湘之勝首浯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5 日。 

13. 邱石如：〈張家界與索溪峪之間有捷徑〉，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1 月 29 日。 

14. 翁開望：〈湘西奇葩索溪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2 月 20 日。 

15. 陳旭：〈彬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24 日。 

16. 啟文：〈天心閣正加緊重修〉，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3 月 2 日。 

17. 周為：〈蔡侯祠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3 月 6 日。 

18. 屈國祥：〈湘潭工礦向園林化發展〉，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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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吳清萍：〈魯肅墓上的楹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3 日。 

20. 奚鏡清：〈遊南岳衡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7 日。 

21. 鍾德燦：〈岳陽天下樓〉，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25 日。 

22. 丁明凱：〈岳陽修名樓 盛世寫華章〉，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3 日。 

23. 張祖璜：〈森林公園話奇樹〉，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5 月 10 日。 

24. 黃海雲：〈岳陽樓的長聯〉，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16 日。 

25. 趙輝廷：〈溶洞景觀非凡民兵探洞有功〉，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6 月 5 日。 

26. 周響亮：〈邵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6 月 5 日。 

27. 陸斌、細霞、華國：〈屈原和玉笥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6 月 26 日。 

28. 聶慶炳：〈王村〉，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7 月 17 日。 

29. 周以文：〈落實責任制 荒坡變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30. 古華：〈話說天子山〉，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25 日。 

31. 田波：〈奇秀神秘的索溪〉，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2 日。 

32. 周為、王國慶：〈衡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33. 李宏青：〈長煉正在變花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34. 李建國：〈猿啼聲聲處 古木葉叢叢──記森林公園張家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35. 沈仁康：〈小農們的烏托邦──桃花源半日〉，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36. 唐錫陽：〈開發寶地張家界 保護自然講科學〉，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18 日。 

37. 〈桃花源裡春常在〉，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9 日。 

38. 福裕、玉才、德成：〈壺瓶飛瀑布 洞口落桃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2 日。 

39. 黃大威：〈索溪──天子山──張家界三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5 日。 

40. 龔慶和、夏冬秀：〈沾溪鄉制訂美化環境三年規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9 日。 

41. 劉正安：〈瀟水洞的遭遇〉，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9 日。 

42. 鄧鐵軍：〈湖南將闢建狩獵旅遊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9 日。 

43. 龍靈淵：〈卜子英修建家庭農民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 日。 

44. 羅鳴：〈遊人的佳音〉，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45. 黃平：〈新工人入廠先植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9 日。 

46. 祁聞萍、劉明富：〈石洞源鄉營造陶鑄紀念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3 日。 

47. 胡紹華：〈雙峰縣設立「植樹造林組織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3 日。 

48. 段六華：〈靖縣武裝部組織民兵 帶頭植樹造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49. 黃勇：〈岳陽兒童玩上日本遊藝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5 日。 

50. 莫建輝、王甫仁：〈農民劉協奎獻樹美化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5 日。 

51. 靈淵：〈農家婦女辦起農民家庭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52. 夏國忠：〈九嶷山風景旅遊區破土動工〉，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53. 〈湘西明珠〉，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3 日。 

54. 蔣愛民、周尚元：〈烏山衝村堅持宅旁植樹二十三年〉，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2 日。 

55. 姜時周、宋首創、羅明河：〈懷化溶洞多又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20 日。 

56. 張福裕、伍本臻：〈湖南壺瓶山發現珍貴植物〉，《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3 日。 

57. 周健明：〈洞庭湖畔一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7 日。 

58. 周繼祥、李良建、鄭南海：〈農民陳羅根依靠勤勞育花致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5 日。 

59. 陳自勝：〈張家界遊覽路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6 月 4 日。 

60. 李琪：〈不妨一登天門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6 月 4 日。 

61. 夏忠國：〈九嶷山旅遊區正在修建〉，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 日。 

62. 李克强：〈王船山與南岳〉，《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7 日。 

63. 董曉璐：〈岳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9 日。 

64. 永順：〈湘西武陵風光添新彩〉，《中國市容報》，1985 年 8 月 4 日。 

65. 〈湖南建立了二十三處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20 日。 

66. 劉滿學：〈國之瑰寶──張家界（上）〉，《廣播之友》，1985 年 8 月 31 日。 

67. 劉滿學：〈國之瑰寶──張家界（下）〉，《廣播之友》，1985 年 9 月 14 日。 

68. 〈萬佛殿〉，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0 月 6 日。 

69. 劉仲孝：〈湖南會館〉，《北京日報》，1985 年 10 月 15 日。 

70. 〈潕水河邊報洪樹〉，《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7 日。 

71. 江力：〈長沙桔洲公園注重園林園藝建設〉，《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24 日。 

72. 阿真：〈讓張家界保持自然本色──訪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管理處處長喻廣浩〉，《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24 日。 

73. 冶冰：〈浩瀚煙雲天子山〉，《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28 日。 

74. 江嵐：〈青岩山險奇幽秀〉，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6 日。 

75. 林志豪：〈魯肅閱軍的岳陽樓〉，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7 日。 

76. 張烈：〈神飛心醉在黃龍〉，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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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青岩山住宿問題〉，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8 日。 

78. 〈國家級地質公園 中國籌建第一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3 日。 

79. 〈湖南奇異雪花樹 下雪開花融雪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0 日。 

80. 〈韶山毛澤東别墅 闢為旅遊區開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6 日。 

81. 田波：〈勝若黃山索溪峪〉，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7 日。 

82. 唐帆：〈禹碑之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83. 董友誼：〈武陵風光〉，《風景名勝信息》，1986 年 11 月 29 日。 

84. 〈煙波浩淼洞庭湖〉，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8 日。 

85. 陳樹青：〈南嶽五奇〉，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2 日。 

86. 簡捷：〔天子山自然風區〕，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5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87. 朱靖宇：〈《桃花源記中》武陵漁人的原型〉，出處不詳，1987 年 2 月 6 日。 

88. 黃常武：〈萬華岩風景區「五一」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4 月 29 日。 

89. 劉柏林：〈南岳大廟「三多」變「三無」〉，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4 月 29 日。 

90. 鄭降肖：〈《八百里洞庭》電視片開拍〉，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4 月 29 日。 

91. 湘訊：〈汨羅縣將辦盛大龍舟賽〉，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4 日。 

92. 李偉光：〈天子山自然風景區遊蹤〉，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20 日。 

93. 劉國光：〈天子山風景區遊踪（下）上觀景台要學攀藤術〉，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27 日。 

94. 吳汝寧：〈端陽時節話汨羅〉，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27 日。 

95. 蒲陽：〈長沙〉，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10 日。 

96. 恒力：〈衡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13 日。 

97. 李宗娟：〈南岳衡山住宿行程代擬〉，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7 日。 

98. 瀟陽：〈岳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17 日。 

99. 吳汾清：〈索溪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20 日。 

100. 朱高登：〈張家界〉，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24 日。 

101. 吳海雲：〈二千年古鎮──王村〉，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30 日。 

102. 吳啟文：〈北湖水月〉，《風景名勝信息》，1988 年 1 月 20 日。 

103. 吳育華、李衍德：〈五蓋山狩獵場〉，《風景名勝信息》，1988 年 1 月 20 日。 

104. 陳越 編輯：〈郴州風景名勝專版〉，《風景名勝信息》，1988 年 1 月 20 日。 

105. 王芳龍：〈奇穴之冠──九天洞〉，出處不詳，1988 年 4 月 20 日。 

106. 〈岳陽賓館開業〉，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17 日。 

107. 陳琳、卓樂之：〈千對鴛鴦落戶索溪峪〉，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1 日。 

108. 〈在開拓中前進的湖南對外經濟貿易〉，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1 日。 

109. 〈方飯亭〉，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5 日。 

110. 石遠書：〈蘭花洞〉，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 日。 

111. 〈岳陽樂園〉，香港《成報》，1988 年 8 月 5 日。 

112. 〔湖南岳陽樂園〕，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13. 馬力：〈慈氏塔閒話〉，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1 日。 

114. 楊明連：〈邊城古渡〉，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6 日。 

115. 〈自然博物館──武陵源〉，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 月 13 日。 

116. 吳汝寧：〈武陵源索溪峪 三線遊面面觀〉，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4 日。 

117. 〈湘城巿人口激增〉，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15 日。 

118. 魏星：〈張家界，請多保重！〉，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24 日。 

119. 李思權：〈湖南省新建大庸巿〉，出處不詳，1989 年 8 月 16 日。 

120. 譚力：〈南岳發現一處新景觀〉，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20 日。 

121. 黎明：〈寧遠發現一大型溶洞〉，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23 日。 

122. 彭松柏：〈神奇瑰麗的火岩溶洞群〉，《上海旅遊報》，1989 年 9 月 29 日。 

123. 朱兵：〈湖南確定首批歷史文化名城〉，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30 日。 

124. 〈邵陽大力開發內河旅遊〉，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4 日。（剪報不全） 

125. 范全林：〈遊岳麓書院有感〉，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8 日。 

126. 〈岳陽巴陵公園〉，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 日。 

127. 丁傳禮：〈湘西侗族的建築三寶──鼓樓．涼亭．風雨橋〉，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7 日。 

128. 王習年、楊明連：〈湖南新景點──猛洞河〉，北京《中國旅遊報》，1989 年 12 月 30 日。 

129. 王啟友、劉志權：〈侗寨鼓樓〉，香港《新報》，1990 年 1 月 8 日。 

130. 曹非：〈五岳名稱的由來〉，出處不詳，1990 年 1 月 17 日。 

131. 東山、必雄：〈湖南發現──連環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2 月 3 日。 

132. 〈湘省闢三旅遊線〉，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0 日。 

133. 林長興、周懷立：〈大庸新闢茅岩河漂流旅遊〉，出處不詳，1990 年 2 月 21 日。 

134. 〈謝氏銀邊春蘭〉，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3 日。 

135. 〈巨型連環洞 祈陽縣發現〉，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4 日。 

136. 陳明義：〈武陵源六日遊〉，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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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徐存龍：〈富春江泮 松筠別墅〉，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7 日。 

138. 毛致家：〈湖南桑植發現一特大溶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4 月 11 日。 

139. 武建平、周傳華：〈桃源營造十里桃花路〉，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21 日。 

140. 〈永順：湘西好風情（三）〉，《香港商報》，1990 年 4 月 27 日。 

141. 華：〈城步絞子洞霧林奇觀〉，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21 日。 

142. 田波：〈重遊武陵源〉，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7 月 21 日。（複印本）  

143. 林長興：〈湖南決定將大庸建成旅遊基地〉，出處不詳，1990 年 8 月 29 日。 

144. 劉詩平：〈滕子京修建《岳陽樓》軼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6 日。 

145. 楊湘堯：〈故園新風〉，《上海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19 日。 

146. 張聖起：〈神奇「地宮」烏龍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21 日。 

147. 林洪岱：〈湖南遠謀旅遊大省〉，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5 日。 

148. 林長興：〈湖南九天洞向遊人開放〉，出處不詳，1991 年 5 月 11 日。 

149. 周小平：〈武陵源加强景區建設成效顯著〉，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6 月 1 日。 

150. 〈武陵源：第一流國家風景名勝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6 月 1 日。 

151. 〈全國至武陵源旅遊綫〉，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6 月 1 日。 

152. 〈國寶．勝地．仙境 中國一絶──武陵源〉，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6 月 1 日。 

153. 鄧一凡：〔花岩溪國家森林公園舉辦首屆白鷺節〕，香港《文匯報》，1991 年 6 月 11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54. 沈洪：〈洞庭原非湖名〉，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0 日。 

155. 〈倡建毛澤東永久紀念物〉，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4 日。 

156. 楊小連 編輯：〈《武陵源旅遊叢書》〉，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 月 18 日。 

157. 趙小龍：〈張谷英村──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建村落〉，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28 日。 

158. 逸叟：〈岳麓書院話楹聯〉，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 日。 

159. 羅承啟：〈江南第二閣水府閣修復〉，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24 日。 

160. 宋祖軍：〔湖南桃花山景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3 月 24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61. 楊維賢、金沙：〈武陵源又發現新風景奇觀楊家界〉，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4 月 4 日。 

162. 董亦兵：〈瀟湘春花第一枝──記‟92 中國友好觀光年湖南常德桃花源遊園會〉，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25 日。 

163. 黃鳴鈞：〈猛洞河．芙蓉鎮．武陵源遊〉，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28 日。 

164. 陳宇明：〈湖南張家界新開溶洞群〉，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6 日。 

165. 王祖誠：〈怎樣遊衡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11 日。 

166. 庹先覺：〈湖南常德建百里經濟開發走廊〉，北京《華聲報》，1992 年 8 月 7 日。 

167. 安然：〈看「邊城」風光〉，香港《新晚報》，1992 年 8 月 17 日。 

168. 林長興：〈張家界旅遊經濟開發區出現投資熱〉，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22 日。 

169. 楊維賢：〈武陵源吸收外資趨向大型化〉，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22 日。 

170. 〈張家界旅遊開發區 系列優惠政策出台〉，香港《文匯報》，1992 年 10 月 27 日。 

171. 〈湘西罕見地下宮殿世界最大已經開放〉，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3 日。 

172. 王福熙：〈韶山烈士陵園奠基〉，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21 日。 

173. 田李解：〈桃花園建成百花園〉，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24 日。 

174. 金沙：〈武陵源建空中軟軌電車綫〉，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12 日。 

175. 陳宇明：〈湖南九天洞成立 旅遊經濟開發區〉，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19 日。 

176. 黃大威：〈OK，中國武陵源──記武陵源風景區通過聯合國驗收列入世界自然遺產目錄〉，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19 日。 

177. 江世勇：〈邵陽加快開發崀山風景旅遊資源〉，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3 日。 

178. 〈祝賀湖南武陵源風景區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名錄》〉，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3 月 4 日。 

179. 潘如一：〈湖南省政府提出旅遊發展新目標 力爭本世紀躋身全國旅遊十強〉，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3 日。 

180. 曹晉：〈重塑一個新南岳〉，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6 日。 

181. 鄧德芳：〈世界遺產奉獻世界人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8 日。 

182. 〈湖南修建武陵源風景區〉，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13 日。 

183. 〈湖南發現奇石 疑外星人遺留〉，香港《文匯報》，1993 年 4 月 23 日。 

184. 李原：〈炎帝陵何在？〉，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4 日。 

185. 歐翔：〈湖南波月洞魅力無法擋〉，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5 日。（剪報不全） 

186. 張北超：〈桃花江與屈原〉，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5 日。 

187. 張勇：〈長沙桔子洲將建成水上旅遊城〉，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2 日。 

188. 魏榮光：〈龍潭陵園復修記〉，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23 日。 

189. 陳宇明：〈武陵源籌建「世界自然遺產博物館」〉，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4 日。 

190. 余佳祥：〈湖南龍山特大溶洞對外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10 日。 

191. 〈湖南發現一天然溶洞 景色奇異具開發價值〉，香港《明報》，1993 年 8 月 17 日。 

192. 毛志家：〈湖南桑植新闢峰巒溪景區〉，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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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王元一：〈沅陵中藥材資源亟待開發〉，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3 日。 

194. 陽國輝、舒振貴：〈湘西白羊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3 日。 

195. 見聞：〈武陵源興建兩條索道〉，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11 日。 

196. 〈亞洲第一大洞──九天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3 日。 

197. 龔岳雄：〔湖南省茅岩河〕，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3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98. 李斌：〈《瀟湘水雲》繞瀟湘──古琴演奏家龔一訪湘散記〉，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6 日。 

199. 〈江澤民專程到韶山 為毛澤東銅像揭幕〉，香港《大公報》，1993 年 12 月 21 日。 

200. 王建軍：〈崀山風景區躋身湖南十大景區〉，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7 日。 

201. 吳松盛：〈加快湖南旅遊發展漫議〉，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3 日。 

202. 丁傳禮：〈湖南二處杜甫墓〉，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7 日。 

203. 葉華桂：〈湖南建成森林公園 33 個〉，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0 日。 

204. 洪錫祺：〈關於益陽旅遊開發的思考〉，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18 日。 

205. 李楚雲、鄧幼麟：〈崀山景區南端發現溶洞群〉，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16 日。 

206. 田中：〈張家界森林公園 36 年無火災〉，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8 日。 

207. 張書華：〈侗鄉風雨橋〉，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18 日。 

208. 謝雄生：〈岳陽重視大雲山 森林旅遊開發〉，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25 日。 

209. 余佳祥：〈湘西土家吊腳樓〉，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4 日。 

210. 陸錄：〈世外桃園何處尋〉，香港《大公報》，1994 年 10 月 18 日。 

211. 〈湖南九疑山森林公園開放〉，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25 日。 

212. 〈韶山新景點〉，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9 日。 

213. 〈湖南有個根 雕盆景專業鎮〉，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9 日。 

214. 〈「白鷺虔心守炎陵」千古奇觀再現〉，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9 日。 

215. 李義龍：〈韶山開發韶山銀河景區〉，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5 日。 

216. 張德其、張慶平：〈永順加速猛洞河景區旅遊公路建設〉，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5 日。 

217. 鳴雁：〈永州柳子廟〉，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2 日。 

218. 李擁軍：〈舜皇山森林公園開園〉，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2 日。 

219. 樂黎明：〈湖南寧遠縣多方出力開發九嶷山成效顯著〉，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2 日。 

220. 王真波：〈湘潭將建國家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6 日。 

221. 羅敦信：〈湖南城步發現一天然動植物基因庫〉，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2 日。 

222. 〈湖南發現天然動植物群體〉，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0 日。 

223. 陳見：〈衡山建天下鬼都湘民佛都有火〉，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7 日。 

224. 江世勇：〈湖南審定公佈第四批省級風景名勝區〉，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9 日。 

225. 〈芷江湧起旅遊開發潮〉，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28 日。 

226. 劉勝明：〈開發桃花江旅遊漫議〉，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8 日。 

227. 磊焰：〈張家界開發森林旅遊興巿富民〉，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0 日。 

228. 汪烈九：〈親歷者力證芷江是「洽降城」〉，香港《明報》，1995 年 4 月 21 日。 

229. 戴輝：〈武陵源黃龍洞二期開發後開放〉，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6 日。 

230. 〈南岳忠烈祠〉，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7 日。 

231. 〈湘書法會籍標價求售〉，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17 日。 

232. 苗莉：〈湘西憶旅〉，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1 日。 

233. 李玲：〈白紙上描繪出美麗圖畫──悄然崛起的株洲旅遊業〉，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8 日。 

234. 孫廣文：〈血染的豐碑〉，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5 日。 

235. 丁傳禮：〈岳陽樓前析鐵枷〉，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7 日。 

236. 遲遠湘：〈張谷英村雨中奇觀〉，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3 日。 

237. 王巨川：〈炎黃遺迹有新說〉，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10 日。 

238. 劉太平：〈桃花江散記〉，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19 日。 

239. 江世勇：〈韶山風景區總體規劃通過國家評審〉，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3 日。 

240. 〈湘企業界建毛澤東文學院〉，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4 日。 

241. 楊華：〈鳳凰縣借「名人效應」作招商引資文章〉，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7 日。 

242. 肖榮華：〈南岳區確定「九五」旅遊發展規劃〉，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7 日。 

243. 江峰：〈崀山成為湖南旅遊新熱點〉，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9 日。 

244. 蔣遵義：〈湘西南推出城步南山新景區〉，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5 日。 

245. 黃禎翔：〈秦觀的《踏莎行》與「三絕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4 日。 

246. 〈湖南桂花樹結果子〉，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0 日。 

247. 〈湖南一農民夫婦 創生態農業模式〉，香港《文匯報》，1996 年 5 月 18 日。 

248. 陳鋼：〈滴水洞不再神秘〉，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27 日。 

249. 任晨鳴、蒲莉：〈一代偉人出山村 路人皆說祖墳好〉，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8 日。 

250. 吳宗源：〔第四屆「港交會」揭幕致辭〕，《對外經貿時報》，1996 年 9 月 1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51. 〔懷化巿簡介〕，《對外經貿時報》，1996 年 9 月 1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52. 〈鍾坡風景名勝區〉，《對外經貿時報》，1996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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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湖南專版〉，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24 日。 

254. 馮兩努：〈大氣魄〉，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6 日。 

255. 〈湖南開放潮（創刊號）〉，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15 日。 

256. 馮兩努：〈湖南多奇才〉，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9 日。 

257. 〈郴州山水旅遊節 今秋八九月舉行〉，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30 日。 

258. 伊川：〈船山圖書館〉，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2 日。 

259. 劉國光：〈水天一色 岳陽樓 風月無邊〉，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4 日。 

260. 〈《岳陽樓志》出版發行〉，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11 日。 

261. 張翼飛：〈邵陽發現地下古暗道〉，上海《新民晚報》，1999 年 2 月 4 日。 

262. 明星、田望春：〈鳳凰縣列歷史文化名城〉，香港《大公報》，2002 年 1 月 11 日。 

263. 常婉：〈長沙建設城巿林業生態圈〉，《中國花卉報》，2004 年 2 月 12 日。 

264. 胡建紅：〈另闢蹊徑引資近六億〉，《長沙晚報》，2005 年 6 月 8 日。 

265. 劉巧雄：〈韶山毛澤東銅像為何「移位」〉，香港《大公報》，2008 年 3 月 31 日。 

266. 劉漢洪：〈古城永州一日遊〉，出處不詳，2010 年 3 月 9 日。 

267. 古究：〈郴州名考〉，出處及日期不詳。 

268. 〈衡陽南嶽山區 出土東漢墓羣〉，出處及日期不詳。 

269. 〈在馬王堆墓地 湘籌建「漢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270. 羅隼：〈陽明山公園的敗筆〉，出處及日期不詳。 

271. 〈洞庭七十二山峯 螺仙姑娘救災民〉，出處及日期不詳。 

272. 龔鐵軍：〈湖南推出一條水上旅遊綫〉，出處及日期不詳。 

273. 孟斐文：〈「桃花源」不是烏托邦〉，出處及日期不詳。 

274. 丁傳禮：〈湘西侗族的趕坳〉，出處及日期不詳。 

275. 庹先覺：〈湖南常德建百里經濟開發走廊〉，出處及日期不詳。 

276. 〈中旅與湖南合建「世界之窗」〉，出處及日期不詳。 

277. 〈長沙無字碑徵文〉，出處及日期不詳。 

278. 〔第一旅行社張家界旅遊廣告〕，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79. 陳迎革：〔大研古鎮〕，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0. 〔湖南省桃花源〕，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1. 〈武陵源〉，出處及日期不詳。 

282. 〈南岳衡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283. 〈九嶷山群峰〉，出處及日期不詳。 

284. 〈衡山頂上祝融殿〉，出處及日期不詳。 

285. 〈湘西武陵源索溪峪〉，出處及日期不詳。 

286. 〈位於酃縣的炎帝陵〉，出處及日期不詳。 

287. 〈長沙天心閣〉，出處及日期不詳。 

288. 〈永州湘江〉，出處及日期不詳。 

289. 〈南嶽忠烈祠〉，出處及日期不詳。 

290. 〈御筆峯〉，出處及日期不詳。 

291. 〈索溪峪西海〉，出處及日期不詳。 

292. 〈青岩山黃獅寨〉，出處及日期不詳。 

293. 〈桃花源躡風樓〉，出處及日期不詳。 

294. 林健輝：〈湖南省旅遊風景線〉，出處及日期不詳。 

295. 〈懷化巿地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296. 〈長沙著名的餐館酒店〉，出處及日期不詳。 

297. 〈湖南發現楊家界 風景奇觀〉，出處及日期不詳。 

298. 〈湖南武陵源 天子山「空中田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299. 〈南岳新添多處 旅遊景觀〉，出處及日期不詳。 

300. 〈亞洲第一大溶洞──湖南九天洞 向遊客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301. 〔湖南省新舊巿縣對照表〕，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02. 〈岳陽君山樹叢中的斑竹〉，出處及日期不詳。 

303. 〔漫遊森林〕，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04. 袁潔：〈岳麓書院名人輩出〉，出處及日期不詳。 

305. 〈船山學社：毛澤東同志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舊址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306. 〈橘子洲頭：毛澤東同志革命活動紀念地橘子洲頭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307. 〈第一師範：毛澤東同志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習、工作期間革命活動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308. 〈望麓園：毛澤東同志革命活動紀念地望麓園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309. 〈清水塘：毛澤東同志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湘區委員會舊址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310. 盧媛好：〈湘西又一旅遊點 猛峒河〉，出處及日期不詳。 

311. 張馳：〈遊森林公園──張家界〉，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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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豐富多彩 熱情洋溢‟92 中國友好觀光年湖南歡迎您〉，出處及日期不詳。 

313. 何根生：〈今日長沙〉，出處及日期不詳。 

314. 〈「雜交水稻之父」80 大壽 溫家寶祝賀〉，出處及日期不詳。 

315. 劉巧雄、何雯：〈長瀏望寧穏居湖南四强〉，出處及日期不詳。 

316. 〈武陵源 天子山奇峰如林〉，出處及日期不詳。 

317. 〔武陵源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18. 〈桃花源〉，出處及日期不詳。 

319. 〔沅江盛產柑橘〕，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20. 〈長沙巿遊覽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321. 〈岳陽樓〉，出處及日期不詳。 

322. 〈南岳大廟〉，出處及日期不詳。 

323. 〔岳陽君山島〕，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24. 〔岳麓書院〕，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25. 〔漁民閒來拆板修船〕，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2.20 海南省 

 

1. 雷有亮：〈天涯海角〉，出處不詳，1981 年 9 月 8 日。 

2. 陳家彥：〈海南島的有利條件為何不利用？〉，廣州《羊城晚報》，1983 年 4 月 12 日。 

3. 〈海南五公祠的由來〉，出處不詳，1983 年 5 月 17 日。 

4. 梁進居：〈美麗的三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26 日。 

5. 符尊文：〈海南第一山〉，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3 日。 

6. 〈南海石油中心工程昨奠基〉，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9 日。 

7. 成大均：〈在海南第一山賞石〉，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31 日。 

8. 莫克：〈迷你的大東海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27 日。 

9. 陳作文：〈三亞巿增加旅遊業投資〉，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8 月 31 日。 

10. 廣宇、周文强：〈三亞巿將成旅遊重點〉，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6 日。 

11. 〈沙白水暖陽光足 三亞加快開發〉，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5 日。 

12. 朱石年：〈東坡勝蹟留孤山（四）〉，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6 日。（剪報不全） 

13. 王樂天：〈郭沫若遊「天涯海角」考古字〉，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9 日。 

14. 〈海南溫泉豐富 亟待開發利用〉，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7 日。 

15. 〈海口三亞城建藍圖 將按國際規範設計〉，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22 日。 

16. 南風：〈海南人士〉，香港《明報》，1988 年 4 月 17 日。 

17. 〈海甸島建花園城〉，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 月 13 日。 

18. 張世耀：〈海南省旅遊發展戰略總體規劃通過論證〉，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25 日。 

19. 王業隆：〈海南熱帶森林告急〉，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30 日。 

20. 〈海南白鷺天堂〉，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2 日。 

21. 陳堅：〈「海南第一山」整修一新迎遊人〉，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4 日。 

22. 〈東山嶺景區投資合作開發項目〉，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7 月 20 日。 

23. 劉斌：〈海南新闢椰林旅遊區〉，《北京晚報》，1991 年 9 月 18 日。 

24. 〈海南成為自然保護區最多省份〉，北京《人民日報》，1991 年 10 月 28 日。 

25. 〈海角天涯風光美──三亞市旅遊景點介紹〉，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21 日。 

26. 余明訓：〈彩蝶紛飛吊羅山〉，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9 日。 

27. 劉思敏：〈國旅總社參與海南 重點旅遊項目開發〉，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5 月 28 日。 

28. 馮祝昌：〈三亞建成國內最大的戲水場〉，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18 日。 

29. 〈海南省將設立卅六個開發區〉，香港《信報》，1992 年 9 月 29 日。 

30. 〈招標拍賣國有土地 海南三亞首次進行〉，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2 日。 

31. 〈海南三大投資項目開工〉，香港《信報》，1992 年 10 月 3 日。 

32. 張雄耀：〈神秘的石泉〉，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8 日。 

33. 〈奇特岩溶石林 海南三亞發現〉，香港《文匯報》，1992 年 10 月 22 日。 

34. 中山：〈海南省興建 萬泉河旅遊區〉，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29 日。 

35. 華蘭：〈成片出租土地嚐甜頭 海南要再搞幾個洋浦〉，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30 日。 

36. 王文安：〈石梅灣──海南又一黃金海岸〉，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2 月 5 日。 

37. 〈海口推出高級别墅 創大陸最高銷售價〉，香港《大公報》，1993 年 3 月 6 日。 

38. 趙勝玉、許金源：〈海南最大旅遊項目破土動工〉，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22 日。 

39. 郭三明：〈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開始招商〉，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0 日。 

40. 顧青：〈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建設起步〉，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6 月 12 日。 

41. 〈海南發現罕見石林景觀〉，香港《明報》，1993 年 6 月 17 日。 

42. 趙勝玉：〈香水灣，比她的名字更美麗〉，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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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張世耀、葉顯英：〈海南旅遊標誌和海南旅遊主題口號揭曉〉，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19 日。 

44. 冉小軍：〈白石嶺景區成為海南旅遊新熱點〉，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18 日。 

45. 〈海南清瀾開發區十五個新項目動工〉，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5 日。 

46. 黎相：〈三亞巿〉，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9 日。 

47. 冉小軍：〈發揮優勢 廣籌資金 海南保寧旅遊開發速度快〉，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9 日。 

48. 畢勝：〈海南興建東部 環形旅遊走廊〉，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7 日。 

49. 〈長期城建規劃通過 海口建現代化都巿〉，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22 日。 

50. 〈海南建世界第一高鋼塔〉，香港《明報》，1995 年 4 月 18 日。 

51. 李萍珠：〈海南「生物海岸」紅樹林〉，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4 日。 

52. 何磊：〈深海文化的追求──悄然興起的海島旅遊〉，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4 日。 

53. 〈瓊加緊旅遊設施建設 將推出 12 大旅遊項目〉，香港《文匯報》，1995 年 11 月 21 日。 

54. 〈海口主要名勝古迹簡介〉，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3 日。 

55. 李海瑞：〈海口的魅力〉，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5 日。 

56. 〈海口巿旅遊業投資指南〉，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5 日。 

57. 新華社：〈數百隻白鷺在西沙過冬〉，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23 日。 

58. 張雄耀：〈海南省公布‟96 度假休閒遊 第二批重點旅遊項目〉，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30 日。 

59. 〈海南發展憑實力 地產已完全降溫〉，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8 日。 

60. 〈海南旅遊業〉，香港《明報》，1996 年 4 月 22 日。 

61. 舒容：〈洋浦高樓拔地起 特區四月無閒人〉，香港《明報》，1996 年 4 月 25 日。 

62. 〈瓊設立 73 自然保護區〉，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 日。 

63. 〈海南民族文化村申請停業〉，《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1 月 6 日。 

64. 陳江：〈空氣質量哪裡最佳 海口列居全國首位〉，上海《新民日報》，1998 年 3 月 31 日。 

65. 〈物種薈萃海南尖峰嶺〉，香港《大公報》，1999 年 5 月 14 日。 

66. 〈瓊尖峰嶺堪稱「蝴蝶王國」〉，香港《文匯報》，1999 年 5 月 14 日。 

67. 師海波：〈一年「吃掉」一個海口──專家呼籲警惕海南島荒漠化〉，上海《新民日報》，1999 年 6 月 25 日。 

68. 〈陽光沙灘海水留嘉賓〉，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2 日。 

69. 〈東方將成瓊西中心城巿〉，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0 月 13 日。 

70. 何玫：〈勇於創新 超越自我──訪三亞椰林灘大酒店總經理彭雷〉，香港《文匯報》，第 175 期，2001 年 10 月

13 日。 

71. 〈大手筆換來大發展〉，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1 月 22 日。 

72. 〈海口旅遊圈正式啟動〉，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1 月 22 日。 

73. 〈三亞海上觀音苑開園〉，香港《文匯報》，2004 年 12 月 30 日。 

74. 〈海南發掘旅遊潛力〉，香港《文匯報》，4 月 18 日。 

75. 〈西海岸公園為海口錦上添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76. 李春：〈三亞奇聞〉，出處及日期不詳。 

77. 〈海口地區風景旅遊點分布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78. 〈所謂「海底森林」〉，出處及日期不詳。 

79. 朱玉書：〈海南東坡書院修葺一新〉，出處及日期不詳。 

80. 成大均：〈「天下奇觀」──馬鞍嶺古火山〉，《廣東園林》，日期不詳。 

81. 〈香港直達海南省海口──「華神」號客貨班輪〉，出處及日期不詳。 

82. 〈旅遊勝地──天涯海角〉，出處及日期不詳。 

83. 〔海南島地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84. 〔海南中華民族文化村申請停業〕，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85. 〔海南風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86. 〔紅樹林〕，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2.21 廣西省 

 

1. 荒煙：〈陰朔寫生〉，出處不詳，1962 年 7 月 19 日。 

2. 荒煙：〈桂林寫生〉，出處不詳，1962 年 7 月 26 日。 

3. 周秀文：〈救救桂林風景區〉，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2 月 12 日。 

4. 張國柳：〈柳侯祠記〉，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7 月 26 日。 

5. 〈左江斜塔〉，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5 月 14 日。 

6. 陸超祺：〈美麗的綠色城市──南寧〉，出處不詳，1981 年 6 月。 

7. 伍發積、周家國、張雅心：〈花坪──訪廣西一個自然保護區〉，出處不詳，1981 年 7 月。 

8. 張振朝、吳存：〈廣西鍾山縣發現新岩洞〉，出處不詳，1982 年 5 月 11 日。 

9. 趙靜嫻：〈桂林市隱山六洞經過修整恢復原貌〉，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5 月 12 日。 

10. 〈林溪風雨橋〉，出處不詳，198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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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陸懷琛：〈柳州〉，出處不詳，1982 年 6 月 1 日。 

12. 〈桂林三十景〉，出處不詳，1982 年 7 月 13 日。 

13. 琼紫：〈古井清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3 日。 

14. 〈桂林榕杉湖水清了〉，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7 月 16 日。 

15. 周國興：〈訪籌建中的白蓮洞洞穴博物館〉，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2 月 29 日。 

16. 〈桂林風景區山洞逾二千個〉，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1 日。 

17. 楊曉：〈桂平〉，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10 日。 

18. 〈沿海開放城市簡介〉，廣州《羊城日報》，1984 年 5 月 11 日。 

19. 彭永和：〈陽朔〉，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5 月 22 日。 

20. 凌宏斌：〈乳泉噴乳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5 月 29 日。 

21. 桂挺宮：〈北海市──壯錦上的奇葩〉，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22 日。 

22. 郭偉：〈北海行〉，廣州《羊城日報》，1984 年 8 月 17 日。 

23. 黃旭廷、里流：〈桂林成為我國旅遊業第四大城市〉，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3 日。 

24. 趙祥林：〈寧明〉，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23 日。 

25. 路從昆：〈為美化環境增添異彩〉，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1 月 20 日。 

26. 周文海：〈桂林山水甲天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5 日。 

27. 官建中：〈播種綠色的人──記苗木專業戶秦大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9 日。 

28. 黃松齡：〈南寧將建設成綠化美化香化果化的城市〉，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29. 藍天：〈我國第一座洞穴博物館開放〉，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30. 徐家旺：〈要挽救這片桂花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6 日。 

31. 〈南寧呈現綠化美景 花園式庭院越來越多〉，廣州《羊城日報》，1985 年 4 月 13 日。 

32. 劉強：〈廣西崇左歪塔白雲洞修復開放〉，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13 日。 

33. 鄭羿：〈桂林發現新溫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16 日。 

34. 陸仁基：〈桂林又發現一奇特溶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20 日。 

35. 肖畔：〈桂林風景區附近存在冰川遺迹〉，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21 日。 

36. 〈桂東南四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3 日。 

37. 馬沛文：〈建議改變遊船開航時間 讓遊人看到桂林絕美風光〉，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23 日。 

38. 陸仁基：〈桂林市市花──桂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8 日。 

39. 〈廣西首次發現冷泉〉，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23 日。 

40. 〈廣西建瀕危樹種培植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9 日。 

41. 〈桂林風景區第一長聯〉，《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11 日。 

42. 陸仁基：〈美麗神奇的世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16 日。 

43. 易翔：〈廣西宜山重建黃山谷祠〉，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0 日。 

44. 王川：〈南山佛洞〉，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27 日。 

45. 朱緣生：〈廣西兩個奇洞〉，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0 日。 

46. 〈美人魚自然保護區 廣西合浦最近籌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2 日。 

47. 南女：〈桂林山水〉，《中國遊覽報》，第 5 期，1986 年 6 月 5 日。 

48. 馮木清：〈具有發展潛力的南寧線旅遊〉，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22 日。 

49. 〈靈水之秋男女對歌 廣西武鳴歡慶佳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0 日。 

50. 〈桂林成旅遊熱線 每年遊客增六成〉，《香港商報》，1986 年 10 月 29 日。 

51. 〈桂林博物館正興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31 日。 

52. 〈保證四季通航 漓江今冬整修〉，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7 日。 

53. 〈桂辦老人大學〉，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7 日。 

54. 〈中央批示保存桂林美景 新酒店提前封頂〉，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7 日。 

55. 〈欽州建成三百公里文化長廊〉，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5 日。 

56. 里海：〈廣西定 15 年綠化計劃〉，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57. 〈桂林發現另一象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 日。 

58. 呂林：〈遊桂林有新情趣〉，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0 日。 

59. 黎華：〈廣西大種桂花〉，出處不詳，1987 年 1 月 23 日。 

60. 〈桂林百姓庭院 香花曲橋流水〉，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26 日。 

61. 桂文：〈廣西有龍潭 潭內傳鼓聲 七千人圍聽 莫名其所以〉，香港《大公報》，1987 年 4 月 23 日。 

62. 良忠：〈桂林明朝王陵開放〉，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16 日。 

63. 新華：〈廣西左江河畔 發現天然盆景〉，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4 日。 

64. 王仁民：〈加強風景名勝區的保護管理工作〉，《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7 月 10 日。 

65. 李應民：〈湖中山──林桂西湖中之隱山〉，《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8 月 15 日。 

66. 希萱：〈柳州〉，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19 日。 

67. 鍾鏗：〈廣西的好泉水〉，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1 日。 

68. 〈桂林山水美甲天下 地形特殊得天獨厚〉，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20 日。 

69. 〈旅遊勝地──武鳴〉，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28 日。 

70. 程建科：〈蓬勃發展中的南寧市〉，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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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陳建寧：〈藝術瑰寶──花山崖壁畫〉，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14 日。 

72. 陸運雄：〈桂林保護風光資源〉，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2 日。 

73. 黃健翔：〈廣西陽朔新發現一奇特溶洞〉，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3 日。 

74. 劉英：〈是誰先說的──「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說始於何時〉，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6 日。 

75. 黃志鋼：〈戰火中的邊關風景區──友誼關〉，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 日。 

76. 劉英：〈一個詩作者的公案〉，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21 日。 

77. 沈左堯：〈桂林新長聯〉，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 年 3 月 11 日。 

78. 謝式邱：〈「百里畫廊」更秀麗──漓江水系治理工程〉，香港《文匯報》，1989 年 7 月 3 日。 

79. 〈桂擬建立「華僑城」〉，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4 日。 

80. 〈桂林發現大地圖〉，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5 日。 

81. 〈桂林鐘乳石市場混亂〉，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2 日。 

82. 〈南寧將建會議城市〉，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6 日。 

83. 北旅：〈北海──美麗迷人的旅遊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2 月 17 日。 

84. 張發強：〈讓北部灣畔的明珠更璀璨〉，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2 月 17 日。 

85. 〈珍稀瀕危動物園 桂闢地廿畝建成〉，香港《文匯報》，1990 年 3 月 23 日。 

86. 孫占全：〈德天瀑布〉，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7 日。 

87. 龍麗芬：〈永遠融在山水間〉，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14 日。 

88. 蘇理立：〈此間風景更天然──寫於陽朔大榕樹下〉，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3 日。 

89. 湯世民：〈香滿桂林〉，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3 日。 

90. 王祖誠：〈柳州二日遊〉，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28 日。 

91. 蘭星：〈柳州石玩天下奇〉，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 日。 

92. 李廣軍：〈廣西中越邊境三日遊〉，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14 日。 

93. 杜淑敏：〈桂林探桂〉，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7 月 30 日。 

94. 李亮：〈廣西兩處國家風景名勝區 總體規劃通過審定〉，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22 日。 

95. 〈龍勝縣開發三個民族旅遊區〉，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22 日。 

96. 〈北海擴大開放 興建中國僑城〉，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8 日。 

97. 劉思敏：〈「語意新出是功夫」──桂林四美園一瞥〉，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0 日。 

98. 譚林超：〈廣西灌陽縣發現一溶洞〉，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4 日。 

99. 梁敏力、許沂：〈天縣銀練「百丈帶」〉，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8 日。 

100. 〈桂林推出四美園〉，香港《文匯報》，1992 年 10 月 26 日。 

101. 曾曉明：〈廣西確定桂林為旅遊綜合開發試驗區〉，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7 日。 

102. 〈天下第一洞〉，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22 日。 

103. 李在昌：〈北海將興建亞洲最大的海洋旅遊度假中心〉，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16 日。 

104. 葵忠平：〈桂林花橋之怪〉，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6 日。 

105. 劉豫徽：〈漓江建民族文化遊樂村〉，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13 日。 

106. 〈南寧──百色之旅〉，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3 月 27 日。 

107. 〈北海──理想的濱海景區〉，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8 日。 

108. 〈桂林將開闢桃花江水道〉，香港《明報》，1993 年 6 月 5 日。 

109. 〈凝固的永恒──漫遊桂林龍泉鐘乳石藝術宮〉，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2 日。 

110. 鄧夢純：〈廣西荔浦發現罕見大溶洞〉，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5 日。 

111. 唐德付：〈陽朔聚龍潭岩洞整修後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2 日。 

112. 唐德付：〈陽朔兩年間開發成功 4 大新景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7 日。 

113. 金坪：〈桂西北走廊上的明珠──南丹〉，北京《中國旅遊報》，第 51 期，1993 年 11 月 9 日。 

114. 卓樹林：〈梧州至鍾山沿綫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3 日。 

115. 徐續：〈廣州碑林題名記〉，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16. 秦華銓：〈廣西興安為旅遊發展創造環境〉，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1 日。 

117. 歐陽子藝：〈森林旅遊成為廣西龍勝縣「朝陽產業」〉，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22 日。 

118. 〈桂林地下水洞灌陽龍宮 內有瀑布沙灘景色壯觀〉，香港《明報》，1994 年 2 月 17 日。 

119. 鄧祝仁：〈鑒真和尚與桂林山水〉，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19 日。 

120. 袁桂春、劉亞湖：〈桂林地區新發現一特大水洞〉，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12 日。 

121. 劉世方：〈桂林興建漓江冠岩碼頭〉，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12 日。 

122. 陶周、朱末：〈陽朔發現神秘古石城堡〉，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6 日。 

123. 廣西記者站：〈桂林植被覆蓋率和漓江水質居全國前列〉，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9 日。 

124. 申曉梅：〈叠彩山〉，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7 日。 

125. 〈桂林新闢大型溶洞開放〉，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12 日。 

126. 〈佔用耕地六十餘萬畝 廣西「開發區」多丟荒〉，香港《明報》，1994 年 12 月 21 日。 

127. 延柱、德任：〈西山乳泉顯奇觀〉，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5 日。 

128. 韋勤：〈資江：不再絕色深藏〉，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9 日。 

129. 趙敏、蔣忠民：〈古城再度輝煌──興安縣力創旅遊大縣的故事〉，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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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廣西江山半島建旅遊度假區〉，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8 日。 

131. 張克暐：〈宜州白龍洞與徐霞客〉，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4 日。 

132. 黃夏、楊林：〈革命老區百色積極開發旅遊業〉，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5 日。 

133. 劉桂陽：〈桂林成為我國環保最好的城市之一〉，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5 日。 

134. 唐堅、彭振新：〈廣西大桂山國家森林公園重野趣有特色〉，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7 日。 

135. 劉桂陽、李玲：〈堀起的南方──„95 民俗風情遊廣西採訪札記之三〉，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8 日。 

136. 朱鏻燦：〈文物薈萃話桂林（七）〉，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1 月 9 日。 

137. 李海強：〈發揮資源優勢建旅遊大省〉，香港《文匯報》，1996 年 3 月 10 日。 

138. 〈水源不足灕江有季節斷流之虞〉，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11 日。 

139. 〈廣西奇潭報天氣〉，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3 月 11 日。 

140. 韋可霖：〈廣西省重點保護「友誼關」城樓〉，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30 日。 

141. 鍾桂同：〈桂林陽朔「天湖」奇觀〉，出處及日期不詳。 

142. 〈桂林雲峯寺重建竣工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143. 謝玉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由來〉，出處及日期不詳。 

144. 吳鵬杰：〈咫尺間的桂林山水〉，出處及日期不詳。 

145. 〈左江．花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146. 〈鼓山喝水岩〉，出處及日期不詳。 

147. 〈桂林山水〉，出處及日期不詳。 

148. 〈桂林花園酒店內的花園咖啡室〉，出處及日期不詳。 

149. 〈桂林著名旅遊點──陽朔〉，出處及日期不詳。 

150. 〔桂林漓江民俗風情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51. 〔桂海碑林〕，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52. 〔桂林山水繪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53. 〔桂林山水名勝〕，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54. 張伸芝：〈興安縣積極建設旅遊點〉，出處及日期不詳。 

155. 〈廣西北海 10 月舉辦首屆國際珍珠節〉，出處及日期不詳。 

156. 〈廣西桂平大藤峽闢風光旅遊航線〉，出處及日期不詳。 

157. 〈廣西防城開通三條中越旅遊新線路〉，出處及日期不詳。 

158. 〈廣西梧州蛇園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159. 〈友誼關關樓正式對外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160. 〈全州縣發現珍貴稀有樹種三尖杉〉，出處及日期不詳。 

 

 

5.2.22 貴州省 

 

1. 郭青：〈要保護和開發黃果樹瀑布風景區〉，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1 月 14 日。 

2. 郭青：〈「天下奇景」添新景〉，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0 月 1 日。 

3. 黃翔：〈黃果樹瀑布〉，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0 月 1 日。 

4. 〈梵淨山自然保護區具有重要科研價值〉，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9 月 8 日。 

5. 唐坤明：〈新發現的瑰麗「龍宮」──貴州安順縣暗湖溶洞觀賞記〉，出處不詳，1983 年 2 月 15 日。 

6. 高劍峰：〈黃果樹瀑布憶懷〉，《廈門日報》，1983 年 4 月 17 日。 

7. 趙士昌：〈安順〉，出處不詳，1983 年 5 月 31 日。 

8. 王先榮：〈石王點兵過仙橋──記貴州福泉石林〉，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12 日。 

9. 盛治久：〈團倉石〉，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1 月 29 日。 

10. 譚謙：〈貴陽三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7 日。 

11. 譚謙：〈貴陽〉，出處不詳，1984 年 3 月 20 日。 

12. 〈貴州溶洞天下奇觀〉，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14 日。 

13. 陳工：〈貴州發現罕見溶洞堪稱世界奇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17 日。 

14. 〈外賓參觀貴州溶洞奇觀攝影展覽〉，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1 日。 

15. 丁樺：〈真．奇．美──讚《中國貴州溶洞奇觀攝影展覽》〉，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1 日。 

16. 劉志達：〈中國貴州溶洞奇觀攝影展覽閉幕〉，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4 日。 

17. 趙士昌：〈安順三日遊〉，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18. 趙心益：〈貴州赤水地區發現千畝「活化石」──桫欏〉，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28 日。 

19. 陳工：〈全面系統地考察黃果樹大瀑布〉，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29 日。 

20. 糜秋靈：〈貴州西綫景區將向你展現萬般奇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21. 何建明：〈貴州溶洞發現七百條地下暗河〉，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27 日。 

22. 廖仲琳：〈黔北高原的綠化紅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23. 王家茂：〈貴州勝景──黃果樹瀑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14 日。 

24. 廖仲琳：〈七分庭院致富有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1 日。 

25. 戴冰：〈第二春城掠影〉，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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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劉學淵：〈童大林建議開發貴州刺梨〉，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13 日。 

27. 戴冰：〈貴州溶洞──特大旅遊資源〉，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19 日。 

28. 〈貴州烏蒙山區發現罕見野生花卉王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9. 戴冰：〈黃果樹觀瀑記〉，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7 月 9 日。 

30. 霍邢平：〈開發大西南要及早作好戰略準備〉，貴陽《貴州日報》，1985 年 7 月 14 日。 

31. 羅世慶：〈欣遊「黔陽第一山」──香爐山〉，貴陽《貴州日報》，1985 年 7 月 14 日。 

32. 阿真：〈花溪河畔話園林──訪中國園林學會常務理事陳俊愉教授〉，《中國市容報》，1985 年 8 月 1 日。 

33. 陳樂剛：〈建設中的遵義城〉，《中國巿容報》，1985 年 8 月 8 日。 

34. 戴圍城：〈風景旅遊區的管理體制要改革〉，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5 年 9 月 16 日。 

35. 王念：〈珍禽樂園──草海〉，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10 月 7 日。 

36. 〈烏江天險 將架大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2 日。（剪報不全） 

37. 〈貴漏斗形森林逆溫 科技人員考察揭秘〉，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3 日。 

38. 〈貴州省出口商品展覽會開幕特刊 3〉，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6 日。 

39. 郅振璞、宋學春：〈地下天宮──織金洞〉，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0 月 7 日。 

40. 〈今日築城面貌新──貴陽巿政建設簡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 

41. 〈貴陽──中國第二春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 

42. 孫可佩、王葆華：〈山城風光美不勝收 民族風情目不暇給〉，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 

43. 司馬波音：〈枯水季節何來飛瀑〉，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2 日。 

44. 鵬程：〈貴州天星風景區對外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24 日。 

45. 〈貴州省政府關於加速開發建設紅楓湖第三次會議紀要〉，《風景名勝信息》，1987 年 8 月 15 日。 

46. 蔣力：〈風雨橋〉，出處不詳，1988 年 2 月 10 日。 

47. 田茂清：〈黃果樹瀑布周圍旅遊資源豐富〉，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15 日。 

48. 黎幹生：〈貴州施洞龍船節 苗族風情此中尋〉，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1 日。 

49. 張波：〈貴州省東綫旅遊開發引起海內外矚目〉，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21 日。 

50. 陳啟軍、吳友軍：〈貴州銅仁五年內將建成四個旅遊區〉，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 日。 

51. 唐主英：〈黔東重鎮──鎮遠〉，出處不詳，1989 年 6 月 14 日。 

52. 楊德華：〈攀枝花──火紅的城──四川紀行之五〉，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11 日。 

53. 〈梵淨山〉，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3 日。 

54. 徐興堂：〈貴州省原生森林 科學家組團考察〉，香港《新晚報》，1990 年 4 月 16 日。 

55. 曾國操：〈五萬米畫廊──騰龍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8 月 4 日。 

56. 劉秀鸞：〈「七五」期間貴州旅遊大發展〉，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22 日。 

57. 李海瑞：〈貴州旅遊偶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21 日。 

58. 何禮全：〈神奇怪泉漲水之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14 日。 

59. 唐喜隆：〈百畫．百瀑．百簾．百泉 奇妙的馬嶺河峽谷風景區〉，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4 日。 

60. 谷靈：〈望江樓「絕對」有續聯〉，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7 日。 

61. 馮繼：〈世界第一天然石拱橋──貴州黎平縣高屯天生橋〉，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9 日。 

62. 吳友軍：〈貴州梵淨山遊人激增〉，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11 日。 

63. 楊柳：〈拓展旅遊業乏資金 貴州希望引進外資〉，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9 日。 

64. 王祖誠：〈貴陽──織金洞──黃果樹遊〉，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6 日。 

65. 劉秀鸞：〈黄果樹展新姿迎接‟93中國山水風光遊〉，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25 日。 

66. 王光烈：〈赤水金沙桫欏自然保護區巡禮〉，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5 日。 

67. 楊群一：〈石花園中景物殊〉，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0 日。 

68. 葉松：〈銅仁．梵淨山．九龍洞 6 日遊〉，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24 日。 

69. 雨濃：〈貴州省風景名勝區遍佈全省〉，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7 日。 

70. 劉嘉坤：〈貴州馬嶺河峽谷 地縫漂流旅遊區將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21 日。 

71. 〈黃果樹瀑布開閘放水 冲走遊客兩死兩失踪〉，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14 日。 

72. 劉馨泉：〈我國著名景區織金洞加入國際洞穴協會〉，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4 日。 

73. 平子：〈貴州天造清溪流〉，香港《明報》，1994 年 1 月 23 日。 

74. 吳正光：〈貴州文物古迹遊專綫〉，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27 日。 

75. 吳正光：〈徐霞客非同尋常的貴州之旅〉，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12 日。 

76. 〈川貴交界發現天然博物館 赤水巿丹霞地貌美麗壯觀〉，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23 日。 

77. 湯學智：〈龍宮覽勝〉，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3 日。 

78. 劉秀鸞：〈醉人的貴陽「花溪之戀」旅遊綫〉，出處不詳，第 72 期，1995 年 3 月 25 日。 

79. 〈人人都道牡丹好，我看牡丹不及茶〉，香港《大公報》，1995 年 4 月 8 日。 

80. 魯永興：〈馬嶺河風光〉，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 日。 

81. 何振威：〈溶洞之王 貴州打雞洞〉，香港《明報》，1995 年 6 月 22 日。 

82. 〈貴州荔波漳江風景區〉，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3 日。 

83. 蔡敦鴻：〈黔南州旅遊局重金懸賞破譯黔南六大之謎者〉，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8 月 19 日。 

84. 劉秀鸞：〈貴州安順龍宮漩壙景區開放〉，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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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梁志書、劉峪：〈黔西南三絕 地縫．天坑．峰林〉，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19 日。 

86. 穆玉忠、陸翰琦：〈千古奇絕紅岩碑〉，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5 日。 

87. 〈貴州發現世上最高天生橋〉，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17 日。 

88. 〈「夜光樹」晚上現迷人光芒〉，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24 日。 

89. 何振威：〈第二春城 高原明珠貴陽〉，香港《天天日報》，1995 年 12 月 7 日。 

90. 吳正光：〈「貴州龍展」在貴陽舉行〉，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9 日。 

91. 邵石：〈學者破譯貴州「紅崖天書」〉，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24 日。 

92. 〈貴州紅崖的「神秘天書」〉，香港《明報》，1996 年 12 月 6 日。 

93. 文心：〈貴陽勝蹟首選陽明寺〉，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1 月 2 日。（2 則） 

94. 文心：〈黔東大盆景青龍洞〉，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2 月 21 日。 

95. 文心：〈奇峰怪石梵淨山〉，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25 日。 

96. 謝念：〈遵義大規模改建會址區〉，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4 日。 

97. 〈走出家門就進「公園」〉，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7 日。 

98. 何玲：〈地球上一道美麗的傷疤──馬嶺河峽谷〉，《上海中旅》，1998 年 12 月 1 日。 

99. 陳非：〈婁山關．貴州人〉，香港《文匯報》，1999 年 5 月 11 日。 

100. 〈梵淨山──瀕危黔金絲猴棲息地〉，香港《明報》，2003 年 6 月 30 日。 

101. 〈貴州龍宮──地下溶洞綿延 15 公里〉，香港《明報》，2003 年 6 月 30 日。 

102. 岑逸飛：〈甲秀樓卓卓風姿〉，香港《明報》，2004 年 5 月 17 日。 

103. 〔黃果樹瀑布〕，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04. 〈響水河畔拉亞瀑布〉，出處及日期不詳。 

105. 〈水春峽〉，出處及日期不詳。 

106. 〔貴州烏江渡水電站〕，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07. 〔六盤水至宣威段〕，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08. 〈水族拜「神山」祭祀活動〉，出處及日期不詳。 

109. 〈樟木河上新建的銅鼓吊橋〉，出處及日期不詳。 

110. 〈貴州赤水發現瀑布上千座〉，出處及日期不詳。 

111. 〈酒瓶撐起的茅台酒廠廠門〉，出處及日期不詳。 

112. 〈如何暢遊貴陽賞名勝〉，出處及日期不詳。 

113. 〈貴陽巿旅遊設施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114. 〔「百里杜鵑」風景區〕，出處及日期不詳。（4 則，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15. 杜若、知用：〈風光三題〉，出處及日期不詳。 

116. 郭謝翎：〈中國最大的溶洞──織金洞〉，出處及日期不詳。 

117. 〔貴州省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18. 〔旅遊景點指南──銅仁九龍洞、梵淨山自然保護區〕，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19. 〈赤水──農民愛「人肥」不愛化肥〉，出處及日期不詳。 

120. 〈貴州西綫 旅遊交通貼士〉，出處及日期不詳。 

 

 

5.2.23 雲南省 

 

1. 葉子健：〈今日西雙版納〉，出處不詳，1963 年 1 月 30 日。 

2. 朱達林：〈切莫毁掉全國罕見的「洞中音樂廰」〉，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1 月 21 日。 

3. 馬雨農、盧良：〈讓千古奇洞為民造福〉，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1 月 21 日。 

4. 昆明市園林局：〈昆明市公園被佔情況嚴重〉，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1 月 21 日。 

5. 〈雲南晉寧鄭和紀念亭〉，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4 月 27 日。 

6. 趙紹義：〈滇西花街〉，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5 月 15 日。 

7. 〈雲南擴大新建二十六個自然保護區〉，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10 月 3 日。 

8. 馬天澤、金濤：〈建議把昆明建成美麗的花園城市〉，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1 月 14 日。 

9. 李樹海、帥榮富：〈美啊！虎跳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3 月 23 日。 

10. 張敬：〈大理〉，出處不詳，1982 年 4 月 27 日。 

11. 馬立忠：〈民旅大家庭〉，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2 月 8 日。 

12. 姜澤文：〈三潭飛瀑奇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6 月 7 日。 

13. 劉伯華：〈森林「空中花園」〉，上海《新民晚報》，1983 年 8 月 6 日。 

14. 謝在永：〈雞足山八景〉，出處不詳，1983 年 12 月 20 日。 

15. 張存：〔銅瓦寺〕，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2 月 3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6. 辛代：〈春城看雪〉，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2 月 29 日。 

17. 金青：〈西雙版納旅遊指南的補充〉，出處不詳，1984 年 3 月 6 日。 

18. 孫理：〈蝴蝶泉邊的收獲〉，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10 日。 

19. 曾興民：〈人人心中有樹 廠區灑滿綠蔭 雲南錫業公司大屯選廠綠化有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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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楊游：〈撫仙湖〉，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24 日。 

21. 許再富、樊進德、張士龍：〈雲南幹熱河谷發現熱帶季節雨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28 日。 

22. 馬寧：〈雲南，展示出多彩迷人的旅遊前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5 日。 

23. 黃建國：〈春暖花開彩蝶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9 日。 

24. 李曉凝：〈西雙版納森林保護好 野牛大象紛紛返故鄉〉，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21 日。 

25. 〈西雙版納發展旅遊業〉，《中國參考報》，1985 年 4 月 25 日。 

26. 〈珍貴風景資源損失驚人〉，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27 日。 

27. 厲劍：〈麗江將建成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中國巿容報》，1985 年 8 月 1 日。 

28. 〈萬隻彩蝶聚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20 日。 

29. 鄭石平：〈雲南奇葩〉，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0 日。 

30. 關瑞景、吳永照：〈到西雙版納闖蕩江湖〉，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4 日。 

31. 〈西雙版納受保護 將建野生動物園〉，香港《明報》，1986 年 7 月 29 日。 

32. 田惠明：〈神奇的一片熱土〉，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8 月 9 日。（複印本） 

33. 〈昆明公園新建竹樓式涼亭〉，出處不詳，1986 年 11 月 18 日。 

34. 姜振崗：〈大理古城院院花香〉，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9 日。 

35. 〈昆明海埂公園加緊興建〉，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2 日。（剪報不全） 

36. 〈滇池風光減色 當局訂例保護〉，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14 日。 

37. 段松延：〈雲南審定第一批 9 個省級風景名勝區〉，《風景名勝信息》，1988 年 6 月 30 日。 

38. 〈雲南大理公園 重見羣蝶飛舞〉，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 日。 

39. 魯凡之：〈鬼斧神工大石林（四）〉，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1 日。 

40. 袁昌貴：〈徐霞客與「喜客泉」〉，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3 日。 

41. 梁樹棠、杜奎昌：〈佛教聖地雞足山〉，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42. 〈滇西阿佤山 發現古茶林〉，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2 日。 

43. 魯凡之：〈黑龍潭有「四絕」 唐梅、宋柏、明茶、漢祠（六）〉，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5 日。 

44. 魯凡之：〈銅瓦寺金殿名聞遐邇（七）〉，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 日。 

45. 〈二百萬彩色昆蟲 聚集雲南黑龍潭〉，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4 日。 

46. 汪潮清、張晉滇：〈雲南路南石林夜景〉，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18 日。 

47. 吳戈：〈大理三月好風光 蝴蝶泉邊好梳粧（上）〉，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14 日。 

48. 吳戈：〈蒼山粗獷洱海柔美（下）〉，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21 日。 

49. 〈北國冰天雪地時 昆明山茶花盛開〉，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28 日。 

50. 李曉明：〈雲南南綫旅遊〉，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7 日。 

51. 羅旋槳：〈雲南邊陲尋祕（二）緬甸邊城南坎掠影〉，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2 日。 

52. 羅玉山：〈雲南奇樹種種〉，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30 日。 

53. 劉思敏：〈昆明金龍飯店開業兩年賓客盈門〉，出處不詳，1990 年 11 月 7 日。 

54. 劉思敏：〈與君連日鏡中行 巍然形勝冠南洲──滇中勝景撫仙湖掠影〉，出處不詳，1991 年 1 月 16 日。 

55. 韋月：〈漫遊昆明西山龍門〉，香港《新晚報》，1991 年 11 月 25 日。 

56. 岳林才、彭朝智：〈西雙版納的奇花異草〉，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 日。 

57. 張在雲：〈昆明評選出十六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3 月 26 日。 

58. 劉祖武、張晉滇、董進雲：〈要把雲南建成旅遊省〉，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3 日。 

59. 白槐：〈雲南陽宗海省級旅遊度假區開工〉，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23 日。 

60. 〈滇池污染重 昆明人告急〉，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30 日。 

61. 張偉文：〈石林湖，四季景色皆不同〉，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3 日。 

62. 高顯貴：〈雲南屏邊大圍山風景區對遊人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17 日。 

63. 〈奇異的地下村莊〉，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9 日。 

64. 楊應康：〈高原明珠──撫仙湖〉，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3 日。 

65. 光舟：〈穴居史百年現居民 54 戶 雲南有座真正地下村莊〉，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24 日。 

66. 王祖誠：〈春城昆明四日遊〉，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1 日。 

67. 程競明：〈墨玉堆香──黑龍潭〉，香港《新晚報》，1994 年 3 月 14 日。 

68. 凌素：〈兩個石林各有千秋〉，香港《新晚報》，1994 年 4 月 25 日。 

69. 張紅軍：〈大理一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4 月 28 日。 

70. 程樹榛：〈熱海奇觀〉，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9 日。 

71. 司徒敏青：〈南韶古國大理遊〉，香港《新晚報》，1994 年 5 月 23 日。 

72. 鄭顯文：〈迷人的雲南思茅森林旅遊〉，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16 日。 

73. 高顯貴：〈雲南屏邊發現一奇洞〉，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27 日。 

74. 趙太和：〈保山巿大力發展旅遊業〉，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8 日。 

75. 李緒蔭：〈中國生態旅遊研討會在西雙版納召開〉，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9 日。 

76. 李逢秀：〔昆明〕，香港《大公報》，1995 年 4 月 8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7. 楊乃運：〈邊山霧韵〉，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18 日。 

78. 趙銳明：〈蝴蝶會放飛彩蝶 蝴蝶泉再現奇觀〉，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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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周沖祺：〈雲南加快自然保護區建設〉，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20 日。 

80. 羅蘋、李自良：〈騰沖熱海成為綜合旅遊勝地〉，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22 日。 

81. 阿國：〈白族民居〉，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3 日。 

82. 于建明、李艷碧：〈三千將士血灑西南 國殤墓園英烈悲歌〉，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8 月 15 日。 

83. 馮魄：〈雲南「麗江十絕」旅遊景觀（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8 月 20 日。 

84. 馮魄：〈雲南「麗江十絕」旅遊景觀（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8 月 27 日。 

85. 趙銳明：〈今日碧塔海〉，《深圳特區報》，1995 年 10 月 6 日。 

86. 許天俠：〈雲南雞足山最早的導遊圖〉，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9 日。 

87. 熊汝清：〈西南聚寶盆 鋼城攀枝花〉，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5 日。 

88. 李濤：〈著名科學家楊紀珂教授談西部開發戰略 要充分利用西部豐富的景觀資源〉，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9 日。 

89. 楊正坤：〈麗江成為雲南旅遊投資新熱點〉，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4 日。 

90. 中通社：〈雲南金絲猴瀕臨滅絕厄運〉，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5 日。 

91. 陳少谷：〈大理著名風花雪月景致〉，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3 月 18 日。 

92. 林文宗：〈春城驚豔〉，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14 日。 

93. 林文宗：〈頽垣敗瓦難掩麗江靈秀〉，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16 日。 

94. 林文宗：〈瑞麗懶洋洋的邊城〉，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17 日。 

95. 林文宗：〈到西雙版納鬆一鬆〉，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18 日。 

96. 〈大理杜鵑花品種冠全球〉，出處不詳，1996 年 6 月 13 日。 

97. 孔昱：〈導遊見利忘義 旅客但見名塔倒影〉，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7 日。 

98. 小畢：〈到昆明何不訪西雙版納？〉，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9 日。 

99. 〈今年五月竣工的大理蒼山旅遊索道〉，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18 日。 

100. 〈大理蝴蝶館裡用蝴蝶組成的畫〉，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18 日。 

101. 方衣：〈中國花都──昆明〉，香港《明報》，1996 年 12 月 12 日。 

102. 江宣：〈迷人的「兩湖」自然景觀〉，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8 日。 

103. 〈雲南大理蝴蝶泉奇觀不再〉，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0 日。 

104. 李逢秀：〈雲南滄桑話百年〉，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25 日。 

105. 馨華：〈西雙版納「綠石林」〉，香港《明報》，1998 年 2 月 23 日。 

106. 〈雲南石林去年損失千萬〉，香港《明報》，1998 年 2 月 23 日。 

107. 〈天下第一長聯換新顏〉，上海《新民晚報》，1999 年 2 月 4 日。 

108. 〔雲南昆明大型世界園藝博覽會〕，出處不詳，1999 年 4 月 14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09. 建水縣委宣傳部：〈建水旅遊投資的熱區〉，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22 日。 

110. 吳然：〈李喬：秋色金黃〉，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 年 12 月 27 日。 

111. 〈雲南發現「世外桃源」〉，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20 日。 

112. 〈雲南火山神柱群開放〉，香港《文匯報》，2001 年 3 月 1 日。 

113. 馬霽鴻：〈日出三番歸一天〉，鄭州《中原鐵道報》，2001 年 4 月 15 日。 

114. 〈香格里拉──世外桃源一天有四季〉，香港《明報》，2003 年 6 月 30 日。 

115. 葉恩明：〈麗江之美〉，香港《明報》，2004 年 4 月 16 日。 

116. 〈雲南違規建高球場 5 萬元欲封記者口〉，香港《am730》，2013 年 2 月 4 日。 

117. 〈天下第一奇觀──石林〉，出處及日期不詳。 

118. 〈孔雀之鄉──西雙版納〉，出處及日期不詳。 

119. 〈位於橫貫公路最高點之合歡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120. 〈大理古城南門、大理三塔〉，出處及日期不詳。 

121. 〈石林〉，出處及日期不詳。 

122. 〈昆明──春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123. 〈昆明將舉辦鄭和下西洋紀念活動〉，出處及日期不詳。 

124. 〔昆明華亭寺〕，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25. 〈南詔古國──大理〉，出處及日期不詳。 

126. 〈雲南紅河捲煙廠〉，出處及日期不詳。 

127. 林文宗：〈古城大理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128. 秦建勛：〈三月街散記〉，出處及日期不詳。 

129. 〈雲南九大省級風景名勝〉，出處及日期不詳。 

130. 〈雲南發現新石林〉，出處及日期不詳。 

131. 〈滇、鄂、川籌備開展區域旅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132. 〈麗江〉，出處及日期不詳。 

133. 魯凡之：〈少數民族最多的雲南省（二）〉，出處及日期不詳。 

134. 〔石林劍峰池〕，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35. 〈石林，蓮花池〉，出處及日期不詳。 

136. 〈三塔黃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37. 〈麗江是中國的一塊寶地〉，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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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雲南花卉博覽會〕，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39. 〔棧道僅容一人過 碧波萬頃看滇池〕，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2.24 四川省 

 

一．四川（綜合） 

 

1. 張國光：〈應該重視森林保護工作〉，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 月 24 日。 

2. 〈在四川建立自然保護區刻不容緩〉，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1 月 27 日。 

3. 灌縣文化館 編：《青城文藝》，第 5 期，1980 年 1 月。 

4. 灌縣文化館 編：《青城文藝》，第 6 期，1980 年 5 月。 

5. 〈保護珍貴動植物資源 為四化建設服務〉，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5 月 8 日。 

6. 四川省林業科學研究所調查組：〈四川水災與森林的關係〉，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10 月 31 日。 

7. 熊永年：〈宜賓化工廠衛生好環境美〉，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8. 鄭石平：〈三座怪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2 月 8 日。 

9. 桑洪臣：〈「西南一枝花」──自貢硬質合金廠園林化的經驗〉，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4 月 21 日。 

10. 戴仲權：〈四川有多少大佛？〉，出處不詳，1982 年 10 月 26 日。 

11. 成祥華：〈四川潼南石琴〉，出處不詳，1983 年 4 月 19 日。 

12. 劉仁福、羅茂城：〈四川省政府決定建立恐龍博物館〉，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7 月 14 日。 

13. 戴風：〈遊黃龍溝〉，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19 日。 

14. 〈保護卧龍等地的大熊貓〉，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8 月 6 日。 

15. 李松奎：〈青城山印象〉，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2 月 6 日。 

16. 張開：〈五彩池〉，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2 月 27 日。  

17. 文大會：〈宜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2 月 27 日。 

18. 劉玉起：〈奉節〉，出處不詳，1984 年 1 月 10 日。 

19. 成榮、金華：〈蜀南名勝方山勝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28 日。 

20. 王明貴：〈巴中建成九座農民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18 日。 

21. 文大會：〈宜賓三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24 日。 

22. 呂由：〈江油〉，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8 日。 

23. 李德朝：〈四川一農民家庭公園接待外賓〉，北京《文摘報》，1984 年 5 月 18 日。 

24. 王華民：〈成都、峨眉、樂山十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7 月 10 日。 

25. 朱時達、王典洪：〈自貢恐龍博物館破土動工〉，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15 日。 

26. 〈夔州三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6 日。 

27. 劉本良：〈朱德同志的故鄉──儀隴〉，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13 日。 

28. 陳仲質、吳渝丹：〈華瑩山石林〉，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13 日。 

29. 曾德政：〈喜待墨寶落石龍──訪民間雕刻藝術家劉聲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27 日。 

30. 趙鳳普：〈大足石刻趣談〉，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1. 左大東：〈花中銀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5 日。 

32. 喻光后、真言：〈六角村──花的世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5 日。 

33. 王松交：〈旅遊──蒲江的第五大財源〉，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5 日。 

34. 蘭澤康：〈四川茂汶縣建博物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5 日。 

35. 余叔文、俞子文、馬光靖、劉厚田、舒儉民：〈來自森林的呼救報告──四川大片松林死亡的調查〉，北京《中

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5 日。 

36. 博訊：〈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落成〉，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10 日。 

37. 吳德琪：〈自貢巿採取措施保護鳥類資源〉，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9 日。 

38. 寇孟良：〈四川發揮資源優勢改革旅遊體制〉，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25 日。 

39. 楊為民：〈古藺聯合國援糧造林 續建工程進展順利〉，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5 日。 

40. 羅茂城：〈四川省植樹造林進展迅速〉，北京《人民日報》，1985 年 3 月 8 日。 

41. 李安平：〈青城山風景區退耕還林〉，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42. 鄧心波：〈為職工創造舒適優美的環境攀鋼向園林化邁進〉，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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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都江堰灌區工程 四川進行擴改建〉，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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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林翠芬：〈「熊貓工程」耗資三億〉，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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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徐小平：〈閬中古城風景區全面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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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楊正文：〈神農架森林旅遊基礎設施改善〉，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4 日。 

159. 徐懷謙：〈瓦屋山接待遊客逾十萬〉，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9 日。 

160. 〈四川新建 23 個自然保護區〉，香港《明報》，1994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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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王蓬：〈爭戰之路──古棧道覓踪〉，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 日。 

169. 〈鬼城鑿造巨型鬼王 玉帝巨塑年內動工〉，香港《明報》，1995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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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龔玉明：〈自貢巿制定旅遊業發展目標〉，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6 日。 

177. 王祖誠：〈「蜀中二絕」之一──瓦屋山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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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詹述權：〈逛十里酒城〉，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18 日。（2 則） 

184. 小畢：〈仰望阿壩穹蒼 靜聽裊裊梵音〉，香港《明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 

185. 〈四川大足石刻〉，出處不詳，1996 年 12 月 7 日。 

186. 李衛：〈我國古代最早的「水文站」──涪陵白鶴梁題刻〉，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30 日。 

187. 高蒙河：〈孟良梯與古棧道〉，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26 日。 

188. 洼西彭錯：〈巴姆神山 康巴江南──鄉城〉，鄭州《中原鐵道報》，2001 年 4 月 15 日。 

189. 新華社：〈水底都江堰〉，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11 日。 

190. 〈四川發現 800 年茶樹〉，香港《明報》，2004 年 5 月 2 日。 

191. 〈都江堰 3 千畝銀杏疑受污落葉〉，香港《文匯報》，2011 年 8 月 15 日。 

192. 〔四川古蜀道〕，出處不詳，11 月 14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93. 〔大足石刻〕，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94. 〈中國現代墨海──靈山碑林〉，出處及日期不詳。 

195. 〈四川海外旅遊公司 新闢邊貿旅遊熱綫〉，出處及日期不詳。 

196. 〈四川推出一批旅遊項目〉，出處及日期不詳。 

197. 〈四川推出熊貓故鄉遊等一批旅遊綫路〉，出處及日期不詳。 

198. 〈四川黑龍灘景區有奇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199. 〈四川德陽建成藝術牆〉，出處及日期不詳。 

200. 〈石寶寨〉，出處及日期不詳。 

201. 〈宜賓五糧液酒廠安樂泉〉，出處及日期不詳。（2 則） 

202. 〈都江堰盆地內 興建植物中心〉，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 

203. 〈蜀道風景綫四日遊〉，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 

204. 劉勇：〈四川釣魚城正在修復〉，出處及日期不詳。 

205. 羅偉倫：〈德格吉祥聚慧經院 畫柱林立彩繪滿目〉，出處及日期不詳。 

206. 〔四川省巨型岩溶塌陷漏斗〕，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07. 〈彎彎池水，叠叠山巒〉，出處及日期不詳。 

208. 〈碳酸鈣灘和堤埂〉，出處及日期不詳。 

209.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10. 〈探索四川卧龍自然保護區的奧秘〉，出處及日期不詳。 

211. 賀曉林：〈岷江上游亂採濫伐森林惡果嚴重〉，出處及日期不詳。 

212. 汪振華、陳業軒：〈懷集林區嚴重浪費資源〉，出處及日期不詳。 

213. 〈北溫泉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214. 〔翠屏山哪吒行宮〕，出處及日期不詳。（2 則，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15. 〔稻城是真正香格里拉〕，出處及日期不詳。 

216. 吳康民：〈望江賓館〉，出處及日期不詳。 

217. 〈寶光寺〉，出處及日期不詳。 

218. 〈大足石刻〉，出處及日期不詳。 

219. 〔九瀧十八灘漂流路綫圖、樂昌旅遊點示意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二．四川（成都、三蘇） 

 

1. 非韜：〈東坡樓．東坡祠．東坡赤壁〉，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2 月 8 日。 

2. 何承樸：〈蓉城「人日」遊草堂〉，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 月 26 日。 

3. 葛士良：〈灌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12 日。 

4. 商子雍：〈遊眉山三蘇祠〉，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26 日。 

5. 何東平：〈成都試辦「天府」旅遊聯運〉，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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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水客：〈成都二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3 日。 

7. 李亞平、老烈：〈話說成都──天府漫遊之一〉，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27 日。 

8. 〈岷山雪寶頂開放 港日登山隊探險〉，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 日。 

9. 李敏：〈八風吹不倒 一屁打過江〉，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6 日。 

10. 〈成都隆冬花紅柳綠 風和日麗宛如早春〉，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5 日。 

11. 凌弘：〈杜甫草堂將於國慶開館 同時舉行藝術節和商品交易會〉，出處不詳，1987 年 9 月 30 日。 

12. 周而復：〈訪三蘇祠（一）〉，香港《大公報》，1988 年 4 月 25 日。 

13. 詹述權、張天欽：〈成都花會 源遠流長〉，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16 日。 

14. 羅勇：〈成都新添三處風景名勝區〉，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0 日。 

15. 歐德祿：〈武侯祠「嘉慶御匾」的由來〉，出處不詳，1990 年 1 月 6 日。 

16. 〔四川省成都巿「慧園」〕，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4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7. 沈皖蜀：〈成都評出「蓉城新八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4 日。 

18. 沈皖蜀：〈成都巴蜀古迹微縮景區建成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18 日。 

19. 楊安才：〈又一座西遊記藝術宮在成都郫縣建成〉，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6 日。 

20. 李文達：〈試對薛濤望江樓上聯〉，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20 日。 

21. 呂成奇：〈溫江金馬旅遊區初具規模〉，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6 月 5 日。 

22. 唐貴昌：〈「中華熊貓城」將在成都誕生〉，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7 日。 

23. 楊安才：〈郫縣水泊梁山遊樂城建成開放〉，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7 日。 

24. 袁大可：〈漫步蘇祠賞佳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6 日。 

25. 沈皖蜀：〈青羊宮觀話神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5 日。 

26. 顏林：〈趙藩與武侯祠名聯〉，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3 日。 

27. 宮學大：〈灌縣靈岩寺〉，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6 日。 

28. 郭宇廷：〈成都書畫街〉，出處及日期不詳。 

29. 〈成都空氣變清新〉，出處及日期不詳。 

 

三．四川（樂山） 

 

1. 金競：〈樂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8 月 6 日。 

2. 李豐旺：〈我國石窟藝術的分佈（下）〉，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10 日。 

3. 張中梁：〈樂山五通橋〉，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10 日。 

4. 〈樂山大佛遊客多〉，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8 日。 

5. 〈四川樂山新開 石林風景區〉，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3 日。 

6. 馬宏：〈樂山大佛高幾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11 月 26 日。 

7. 鄧至中：〈樂山城邊發現桫欏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2 月 3 日。 

8. 傅敬容、干德明：〈樂山巨佛顯形〉，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19 日。 

9. 張清泉：〈四川樂山建立大佛旅遊開發區〉，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10. 郭明興：〈樂山規劃美好藍圖〉，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22 日。 

11. 劉文錦：〈樂山「巨型睡佛」頭部發現新奇觀〉，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8 日。 

12. 胡方平：〈開發樂山旅遊文化資源淺議〉，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3 日。 

13. 文雋：〈樂山大佛〉，《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7 月 18 日。 

14. 千新：〈四川：樂山大佛接受「整容」〉，鄭州《中原鐵道報》，2001 年 4 月 15 日。 

15. 〈樂山大佛遭苔蘚侵蝕〉，香港《明報》，2003 年 8 月 17 日。  

16. 李照興：〈芭石鐵路〉，《香港經濟日報》，2011 年 8 月 30 日。 

17. 張中梁：〔烏尤山正覺寺〕，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四．四川（三峽） 

 

1. 戴宸志：〈明珠再現──巫峽西口的兩個奇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6 月 7 日。 

2. 張開：〈白帝城碑林〉，出處不詳，1983 年 8 月 6 日。 

3. 陳池春：〈遊大寧河小三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24 日。 

4. 沈家仁：〈長江上的四個三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5 日。 

5. 宋樹民：〈三峽散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6. 周文海：〈壯麗的三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23 日。 

7. 〈四川開闢四處「小三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7 日。 

8. 李中全：〈白帝城中鳳凰碑〉，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0 月 7 日。 

9. 〈三峽兩岸多古樹 巨型銀杏逾千年〉，出處不詳，1987 年 1 月 24 日。 

10. 仲辛：〈三峽又聞猿啼聲〉，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1 日。 

11. 蔡創、李久昌：〈三門峽〉，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2 日。 

12. 爲之：〈長江三峽景色壯 西陵山水天下佳〉，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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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四川涪陵長江底 千年碑林仍清晰〉，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3 日。 

14. 〈西南──三峽遊〉，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0 日。 

15. 鍾山：〈誰鑿石孔峭壁間──大寧河小三峽見聞〉，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1 日。 

16. 〈地質專家考察結論神女峯無恙〉，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3 日。 

17. 王祖誠：〈怎樣遊大、小三峽，神農溪〉，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3 月 2 日。 

18. 李先輝：〈青城添新景 洞中小三峽〉，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6 月 29 日。 

19. 徐建飛：〈豐都推出鬼國風情民俗表演〉，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13 日。 

20. 季振邦：〈神女峰神話〉，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23 日。 

21. 李小平：〈奉節將開發三峽庫區九盤河旅遊資源〉，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9 日。 

22. 胡道國：〈四川豐都四坪森林公園開放〉，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25 日。 

23. 朱少建：〈神州三峽知幾處？〉，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17 日。 

24. 廣中旅：〈長江三峽旅遊形成新格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2 月 2 日。 

25. 李天元：〈航行川江的第一艘旅遊船〉，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1 日。 

26. 廖小雲：〈四川豐都發現大溶洞〉，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8 日。 

27. 〈觀景樓〉，香港《文匯報》，1996 年 5 月 18 日。 

28. 夏婕：〈石魚石寶寨〉，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0 月 21 日。 

29. 〈三峽風光如詩似畫〉，出處及日期不詳。 

30. 輝：〈幽幽野野綠色世界 九龍溝勝風貌自然〉，出處及日期不詳。 

31. 〔長江三峽〕，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五．四川（九寨溝） 

 

1. 戴風：〈九寨溝〉，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1 月 30 日。 

2. 羅茂城：〈九寨溝和黃龍溝的奇麗景色〉，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2 月 12 日。 

3. 劉述：〈如何遊九寨溝〉，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15 日。 

4. 影發：〈迷人的《九寨風光》〉，出處不詳，1984 年 6 月 5 日。 

5. 張開：〈成都到九寨溝的交通〉，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6 月 26 日。 

6. 吳堅：〈九寨溝之「艷」〉，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7 日。 

7. 袁清林：〈九寨瑰寶容當珍惜〉，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8. 王茂修：〈電影《九寨溝夢幻曲》將帶你進入夢境般世界〉，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14 日。 

9. 孫嵐：〈「人間仙境」九寨溝〉，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2 月 14 日。 

10. 田樹昌：〈風光寶石九寨溝〉，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11. 吳冠中：〈深山鬧市九寨溝〉，《北京晚報》，1985 年 10 月 3 日。 

12. 奇兵：〈叠翠梯泉〉，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3 日。 

13. 劉國光：〈神話世界九寨溝〉，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7 日。 

14. 文捷：〈九寨溝景色奇麗〉，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21 日。 

15. 文捷：〈鏡海、珍珠灘、五彩池〉，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28 日。 

16. 〈公路塌後 遊九寨溝之路〉，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2 日。 

17. 翁瑞祺：〈九寨溝秋瀑〉，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 

18. 王衛紅、蔣福成：〈成都──九寨溝新闢三條綫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5 月 23 日。 

19. 川訊：〈成都至九寨溝景區 最近新闢三條線路〉，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4 日。 

20. 田樹昌：〈怎樣去九寨溝〉，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 日。 

21. 田樹昌：〈怎樣遊九寨溝〉，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 日。 

22. 呂成奇：〈九寨溝景觀正在退化〉，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8 月 4 日。 

23. 尹明、周小林：〈九寨溝隆冬之旅〉，出處不詳，1991 年 1 月 9 日。 

24. 王少志：〈通往九寨溝有新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25 日。 

25. 劉思敏、胡斌、張弓：〈劍門蜀道、九寨溝、黃龍、都江堰環綫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 月 2 日。 

26. 沈皖蜀：〈到九寨溝有 6 條路可走〉，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3 日。 

27. 胡斌、周小林：〈我國最大紅葉景區米亞羅正式開放〉，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20 日。 

28. 龔德泉：〈九寨溝黃龍寺武陵源同時進入《世界自然遺產目錄》〉，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 月 14 日。 

29. 胡斌、周小林、廖建軍：〈迷人的九寨溝之冬〉，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2 日。 

30. 〈九寨溝黃龍武陵源列世界遺產〉，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22 日。 

31. 彭清維、張玉峰：〈與九寨溝同出一宗的自然風景明珠 嫩恩桑措初展絕世容貌〉，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6 月 17 日。 

32. 高曄：〈川西北行（三首）〉，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1 日。 

33. 顏世萬：〈九寨溝的水〉，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 日。 

34. 周偉明：〈九寨溝的精靈〉，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3 日。 

35. 沈皖蜀：〈黃龍──九寨溝〉，北京《光明日報》，1994 年 7 月 17 日。 

36. 豆劍：〈廣元──九寨溝──黃龍六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9 月 23 日。 

37. 舒秦：〈九寨溝一百零八湖 原始景色童話世界〉，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2 則） 



朱鈞珍文庫 — 園林建築文獻 

 

154 

 

 

 

 

38. 文雋：〈九寨溝、劍門關〉，《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7 月 17 日。 

39. 李新：〈九寨溝的樹〉，《團結報》，2002 年 9 月 5 日。 

40. 〈九寨溝 地球上神奇的仙境〉，《北京日報》，2006 年 4 月 12 日。 

41. 倫戰：〈九寨抒情〉，《旅遊周刊》，日期不詳。 

42. 羅偉倫：〈海螺溝開放了〉，出處及日期不詳。 

43. 〈九寨溝秋色〉，出處及日期不詳。 

44. 〈九寨溝增闢新景點〉，出處及日期不詳。 

45. 〈成都推出「旖旎九寨羌藏情」專項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46. 〈諾日朗瀑布〉，出處及日期不詳。 

47. 〈珍珠灘瀑布〉，出處及日期不詳。 

48. 〈樹正瀑布（局部）〉，出處及日期不詳。 

49. 〈黃龍秋色〉，出處及日期不詳。 

50. 何培根：〔黃龍〕，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1. 楊永年：〈九寨溝開通新路 旅程縮短三分一〉，出處及日期不詳。 

52. 顏世萬：〈九寨溝採藥史上的「吉尼斯」〉，出處及日期不詳。 

53. 〔四川九寨溝〕，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六．四川（峨嵋山） 

 

1. 姚志能、胡吉六：〈峨眉增秀色〉，出處不詳，1959 年 4 月 10 日。 

2. 康世泰：〈峨眉天下秀〉，出處不詳，1961 年 8 月 13 日。 

3. 〈讓峨眉山更加秀麗〉，北京《人民日報》，1978 年 1 月 24 日。 

4. 〈峨眉七景（上）〉，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17 日。 

5. 周聰：〈峨眉山的歲數有多大？〉，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24 日。 

6. 〈峨眉七景（中）〉，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29 日。 

7. 〈峨眉七景（下）〉，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1 日。 

8. 李亞平、老烈：〈峨眉天下秀──天府漫遊之五〉，廣州《羊城日報》，1984 年 9 月 20 日。 

9. 周文海：〈峨眉天下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2 日。 

10. 陳能、賈慶芳：〈峨眉山溫泉飯店竣工〉，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16 日。 

11. 木林：〈峨眉名勝「功德林」將重現〉，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28 日。 

12. 陳攀江、潘再全：〈保護峨眉山風景區迫在眉睫〉，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13. 何幽：〈川東小峨嵋──縉雲山〉，《風景名勝信息》，1986 年 11 月 29 日。 

14. 葉簇：〈峨眉山的「蔣介石官邸」〉，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9 月 26 日。 

15. 張光廷：〈峨眉山金殿年底重開〉，香港《大公報》，1988 年 7 月 29 日。 

16. 鍾宏：〈自古峨眉天下秀 登臨金頂觀三絕〉，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4 月 3 日。 

17. 〈五萬餘畝冷箭竹 峨眉山重露新芽〉，香港《文匯報》，1990 年 5 月 27 日。 

18. 林萌：〈峨眉山蔣介石官邸修葺一新〉，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7 日。 

19. 吳濟夫：〈峨嵋山佛門四寶〉，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10 日。 

20. 謝強：〈金頂日出〉，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6 月 12 日。 

21. 江少青：〈峨眉冷杉死亡觸目驚心〉，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7 月 31 日。 

22. 梁玳寧：〈冰川旁的溫泉〉，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29 日。 

23. 林萌：〈峨眉山天下名山牌坊落成〉，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8 日。 

24. 林萌：〈峨眉山第二條客運索道動工修建〉，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26 日。 

25. 高柱：〈峨眉後山發現大片溶洞群〉，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12 日。 

26. 林萌：〈峨眉山萬佛頂景區即將開發〉，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27 日。 

27. 沈皖蜀：〈峨眉天下秀〉，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9 日。 

28. 郭明興：〈防火抗震建築──峨眉山萬年寺無梁磚殿〉，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5 日。 

29. 〈峨眉杜鵑競相綻放〉，香港《文匯報》，1996 年 5 月 18 日。 

30. 〈峨眉 Vs 峨嵋〉，香港《明報》，2003 年 9 月 30 日。 

31. 〔政府積極為峨眉山景點進行改造和修復〕，香港《明報》，2003 年 9 月 3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2. 〈萬年寺千年歷史〉，香港《明報》，2003 年 9 月 30 日。 

33. 〈峨眉四大奇景 日出．雲海．佛光．神燈〉，出處及日期不詳。 

34. 〈峨眉山巿 昨告成立〉，出處及日期不詳。 

35. 〔峨眉山風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2.25 西藏自治區 

 

1. 新華社：〈珠穆朗瑪峰的由來〉，北京《人民日報》，1968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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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爾瓦．希勒：〈今日西藏──「世界屋脊」紀行（上）〉，出處不詳，1977 年 1 月 28 日 

3. 馬爾瓦．希勒：〈今日西藏──「世界屋脊」紀行（中）〉，出處不詳，1977 年 1 月 29 日 

4. 馬爾瓦．希勒：〈今日西藏──「世界屋脊」紀行（下）〉，出處不詳，1977 年 1 月 30 日。 

5. 新華社：〈我國對外開放的八座山峰簡介〉，出處不詳，1979 年 11 月 2 日。 

6. 李賀普：〈我國從明年起將對外開放八座山峰〉，出處不詳，1979 年 11 月 2 日。 

7. 〈我國發展登山旅遊事業〉，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8 月 15 日。 

8. 〈羅布林卡〉，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1 月 30 日。 

9. 〈西藏劃定墨脫自然保護區〉，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8 月 10 日。 

10. 趙述曾、水共：〈拉薩〉，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5 月 15 日。 

11. 王振俊：〈拉薩之行（上）〉，《杭州日報》，1984 年 6 月 10 日。 

12. 〈拉薩是世界上空氣最潔淨城巿〉，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9 月 4 日。 

13. 蔡 摘：〈西藏建設獨具特色的旅遊特區〉，北京《文摘報》，1984 年 11 月 30 日。 

14. 〈世界屋脊展新姿──前進中的西藏自治區環境建設〉，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9 日。 

15. 宋國強：〈西藏進行自然保護區基礎建設〉，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3 日。 

16. 張小平：〈納木那尼在召喚之八──藍色的班公湖〉，《廣播之友》，1985 年 6 月 1 日。 

17. 徐建基、宋國強：〈西藏新發現珍貴原始林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3 日。 

18. 〈世界屋脊人工湖 在戈壁破土動工〉，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6 日。 

19. 程翔、劉敏儀：〈在藏南重鎭江孜〉，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7 日。 

20. 東尼：〈日喀則扎什倫布寺〉，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6 日。 

21. 〈西藏自然保護區 迄今已建立七個〉，香港《新晚報》，1990 年 5 月 21 日。 

22. 劉寶銀：〈淺談藏族建築技藝在祖國內地〉，出處不詳，1990 年 9 月 1 日。 

23. 成漢平：〈喜馬拉雅山垃圾成堆 尼泊爾等國發起「清掃運動」〉，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3 月 26 日。 

24. 夏婕：〈深秋入藏〉，香港《新晚報》，1993 年 8 月 30 日。 

25. 〈西藏南迦巴瓦峽谷壯觀 比美國大峽谷大四五倍〉，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30 日。 

26. 〈布達拉宮前闢建寛闊廣場〉，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19 日。 

27. 〈古城拉薩新建設〉，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1 日。 

28. 陳少谷：〈西藏第一大──哲蚌寺〉，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2 月 12 日。 

29. 樂遙：〈西藏旅人〉，出處不詳，1996 年 10 月 14 日。 

30. 樂遙：〈公路進藏樂無窮〉，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21 日。 

31. 〈西藏大氣環境全國最佳〉，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10 日。 

32. 吳嘉定：〈西藏不能獨立〉，香港《蘋果日報》，1999 年 3 月 19 日。 

33. 〈西藏「喊泉」探趣〉，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4 日。 

34. 〈西藏──去年接待遊客 44 萬人次〉，出處不詳，2000 年 1 月 10 日。 

35. 〈西藏環境未污染〉，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11 日。 

36. 史鑒：〈中華民族反帝愛國運動的一曲壯歌──紀念西藏江孜抗英 100 周年〉，北京《人民日報》，2004 年 11 月

20 日。 

37. 朱卓雄：〈西藏自治區．拉薩巿．羅布林卡〉，出處及日期不詳。 

38. 〈西藏羌塘闢保護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39. 〈布達拉宮──拉薩〉，出處及日期不詳。（2 則） 

40. 〈拉薩──世界屋脊上的古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5.2.26 陝西省 

 

1. 〈今日延安〉，出處不詳，1959 年 3 月 22 日。 

2. 〈今日延安更加雄偉壯麗〉，出處不詳，1964 年 6 月 27 日。 

3. 〈延安南泥灣大生產展覽館建成開放〉，《北京日報》，1978 年 12 月 27 日。 

4. 封五昌：〈楊虎城將軍墓和杜公祠亟待整修〉，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6 月 20 日。 

5. 杜飛豹：〈世界一大博物館──秦陵兵馬俑〉，《巿場報》，1979 年 11 月 15 日。 

6. 姬乃軍：〈戰爭時期的延安桃林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1 月 17 日。 

7. 卜昭文、王兆麟：〈西安地區日益形成一個具有歷史特色的世界旅遊勝地〉，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 月 5

日。 

8. 王兆麟：〈外賓盛贊西安的古迹文物〉，出處不詳，1982 年 1 月 5 日。 

9. 姬乃軍：〈延安〉，出處不詳，1982 年 1 月 25 日。 

10. 霍子龍：〈華清池〉，出處不詳，1983 年 2 月 1 日。 

11. 王忠：〈大雁塔名字的由來〉，出處不詳，1983 年 2 月 15 日。 

12. 白潮海：〈謁班昭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2 月 22 日。 

13. 商子雍：〈釣魚台訪古〉，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3 日。 

14. 賈英華：〈蘇柏「南枝」與司馬「北望」〉，出處不詳，1983 年 5 月 17 日。 

15. 張驊、陳謙：〈壼口瀑布被列為旅遊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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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言：〈岐山〉，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1 日。 

17. 正江：〈商山四皓〉，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5 月 8 日。 

18. 張翠娟：〈銅川〉，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7 月 3 日。 

19. 〈萬人聚驪山 歡度女媧節〉，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27 日。 

20. 王雄文：〈藍田〉，出處不詳，1984 年 8 月 7 日。 

21. 李豐旺：〈小華山〉，出處不詳，1984 年 8 月 7 日。 

22. 安興、李唐：〈華清池景美 九龍湯水臭〉，北京《環境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23. 任長江：〈清光緒 17 年（1891 年）重整一新〉，出處不詳，1984 年 9 月 4 日。 

24. 栗波、李德忠：〈李自成紀念館開館〉，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21 日。 

25. 安克仁：〈千年銀杏重逢春〉，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4 日。 

26. 張霖、王兵、朱吉華：〈華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18 日。 

27. 王何彥：〈咸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25 日。 

28. 劉炳琦、白建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秦阿房宮遺址保護區遭到嚴重破壞〉，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29. 〈塞上古城榆林向沙漠擴展〉，北京《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6 日。 

30. 吳義宏：〈西安用人防工程辦遊樂場〉，廣州《羊城日報》，1985 年 3 月 6 日。 

31. 〈道教古迹翠蔭添輝〉，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27 日。（剪報不全） 

32. 〈驪山數萬人歡度桃花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30 日。 

33. 李玉琦、黨興啟：〈秦嶺深處發現一大型溶洞群〉，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27 日。 

34. 牛象坤：〈清泉繞城流〉，《市容日報》，1985 年 7 月 18 日。 

35. 牛象坤：〈西安改造百里長街建設風景路〉，《市容日報》，1985 年 7 月 25 日。 

36. 陳孟增：〈「巿花」、「巿樹」誰當選──訪西安巿綠化委員會主任黨自省〉，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7

日。 

37. 張尚瀛：〈小雁塔的三次離合之謎〉，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38. 〈華山去年遊客 三十三萬人次、為保遊客安全 加强安全措施〉，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7 日。 

39. 〈秦公陵園之謎揭開 比西安城大兩倍半〉，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3 日。 

40. 〔絲綢之路簡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7 月 31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1. 〈陝西十大旅遊區 風格內容各自異〉，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3 日。 

42. 〈唐長安大明宮麟德殿 遺址再現工程快完工〉，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3 日。 

43. 〈西安重修華清池 今年雙十二開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6 日。 

44. 〈大唐宮將再現西安〉，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6 日。 

45. 〈黃河水土保持見效 流沙年減二億多噸〉，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9 日。 

46. 馬珂：〈古都西安娛賓節目 時光倒流「仿古舞」〉，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16 日。 

47. 田蜜：〈舉世研究「敦煌學」──新、甘旅情之十一〉，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7 日。 

48. 小葉：〈西安古城牆憑弔〉，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2 月 18 日。 

49. 徐式文：〈雲橫古棧通川陝（一）〉，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2 月 18 日。 

50. 〈古絲綢之路起點西安三天玩不完〉，香港《星島晚報》，1988 年 1 月 6 日。 

51. 堯文：〈含．羞．泉〉，香港《晶報》，1988 年 1 月 9 日。 

52. 段雲林、馬樹槐：〈天然書庫紅石峽〉，出處不詳，1988 年 1 月 30 日。 

53. 黃俊清、王華：〈華山〉，出處不詳，1988 年 2 月 6 日。 

54. 〈專家新處理方法見奇效 黃陵古柏免蟲禍〉，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7 日。 

55. 〈西安十二王朝建都於此名勝古蹟多不勝數〉，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24 日。 

56. 姚允恭：〈漫談西安「名」與「古」──訪陝西園林學會理事長劉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8 月 6 日。 

57. 張星智：〈勉縣〉，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1 日。 

58. 〈秦皇行宮遺址發現〉，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6 日。 

59. 〈漢新豐宮遺址發現〉，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 月 16 日。（剪報不全） 

60. 屠龍：〈西安巿重要的寺廟古蹟（上）〉，香港《華僑日報》，1989 年 2 月 10 日。 

61. 屠龍：〈西安巿重要的寺廟古蹟（下）〉，香港《華僑日報》，1989 年 2 月 24 日。 

62. 何啟澤：〈《黃河壺口瀑布風景名勝區 資源調查評價報告》通過評議〉，《風景名勝信息》，1989 年 2 月 25 日。 

63. 〈西安涉外賓館激增 供過於求競爭加劇〉，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1 日。 

64. 〈西安又添一景點──秦王宮〉，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 年 3 月 14 日。 

65. 建文：〈咸陽開發獨具特色的旅遊區〉，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5 日。 

66. 〈農業科學園 咸陽建首個〉，出處不詳，1989 年 7 月 15 日。 

67. 李宏志：〈輞川三題〉，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11 日。 

68. 曉建：〈西安大雁塔曲江風景區初具規模〉，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21 日。 

69. 建文：〈秦嶺湯峪森林公園對外開放〉，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25 日。 

70. 王兆麟：〈韓城一明清建築村落保存完好〉，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 日。 

71. 〈大地座標體系 涇陽縣內建成〉，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0 日。 

72. 馬書田：〈法華寺與如來佛祖的指骨舍利〉，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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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寶雞歷史沿革表《寶雞史話》附表〉，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74. 草莽：〈秦始皇瘋狂建造兵馬俑 想死後仍永享榮華富貴〉，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4 月 22 日。 

75. 〈寶中鐵路秋季動工〉，香港《新晩報》，1990 年 5 月 21 日。 

76. 〈未央宮〉，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4 日。 

77. 駪登：〈咸陽千佛鐵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8 月 18 日。 

78. 叁銘：〈陝西省推出 4 項迎亞運新旅遊項目〉，出處不詳，1990 年 9 月 5 日。 

79. 馬珂：〈唐代美人當推楊貴妃 沐浴御湯 華清園林已建博物館 日前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10 日。 

80. 逍遙：〈管弦悠揚 舞袖翩躚──仿唐樂舞欣賞〉，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3 日。 

81. 李曦：〈開發秦俑應有更深層次的構想〉，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24 日。 

82. 〈陝西大雁塔 塔中還有塔〉，香港《明報》，1991 年 2 月 12 日。 

83. 夏婕：〈司馬遷故里〉，香港《新晚報》，1991 年 11 月 25 日。 

84. 文心：〈在周原鑑賞珍貴文物──陝西行〉，香港《新晚報》，1991 年 11 月 25 日。 

85. 〈天下第一山 華山建索道〉，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1 日。 

86. 羅哲文：〈千秋太史公 文章百代雄〉，出處不詳，1991 年 12 月 18 日。 

87. 邊江：〈天台山炎帝風景區旅遊公路開通〉，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7 月 9 日。 

88. 朱寶琦：〈陝西太白國家森林公園正式開放〉，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1 日。 

89. 王孔誠、王春生：〈西北第一個森林公園在陝西眉縣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9 月 12 日。 

90. 〈咸陽建設五陵塬風景區〉，出處不詳，1992 年 9 月 19 日。 

91. 〈大陸最大蠟像館 在陝西臨潼建成〉，香港《信報》，1992 年 10 月 4 日。 

92. 鄭凡節：〈我國最大的石雕群在驪山完成〉，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4 日。 

93. 劉勤蜇、王峽：〈華山奇景──地球陰影〉，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12 日。 

94. 盧新智：〈大西北奇觀森林村莊〉，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19 日。 

95. 王兆麟：〈西周都城鎬京 具體位置確認〉，香港《明報》，1993 年 1 月 26 日。 

96. 馬珂：〈銅川巿重建「皇家宮院」玉華宮〉，出處不詳，1993 年 1 月 28 日。 

97. 馬珂：〈西安鯨魚溝旅遊區進入論証規劃階段〉，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3 日。 

98. 馬珂：〈西安將建絲路縮景園〉，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0 日。 

99. 盧新智：〈陝西鳳翔東湖成為西北旅遊熱點〉，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24 日。 

100. 馬珂：〈西安將重現曲江池盛唐景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3 日。 

101. 張忠信：〈臨城縣加快白雲洞景區開發〉，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3 日。 

102. 蘇森亮：〈秦始皇陵大型模擬宮試展〉，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22 日。 

103. 王祖誠：〈怎樣遊華山〉，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4 日。 

104. 陳志峰：〈紅碱淖旅遊資源亟待開發〉，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4 日。 

105. 汪銘：〈西北東北華北沙漠化嚴重 年吞食二千平方公里土地〉，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6 日。 

106. 司馬游：〈「坑儒谷」旁話讀書〉，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7 日。 

107. 〈唐高宗武則天合葬墓 重建地面雄渾建築物〉，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7 日。 

108. 成旗：〈實現西安旅遊都市夢想仍需各級政府政策傾斜──全國人大代表張小可歲末話旅遊〉，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4 日。 

109. 六樓居士：〈陽陵古今〉，香港《華僑日報》，1993 年 12 月 15 日。 

110. 陳宏謙：〈開發潼關古城淺見〉，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21 日。 

111. 李高田：〈「自古華山一條路」成為歷史〉，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17 日。 

112. 劉智：〈黃土高原的明珠子長鐘山石窟〉，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19 日。 

113. 張星智：〈定軍山下武侯墓〉，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19 日。 

114. 文心：〈陝西三原古跡多姿采〉，香港《新晚報》，1994 年 3 月 14 日。 

115. 夏婕：〈興趣遊覽考察寶雞〉，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1 日。 

116. 文心：〈藥王山上三景區〉，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8 日。 

117. 〈陝西咸陽建「八仙城」〉，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31 日。 

118. 程競明：〈絕谷狂瀾──玉女潭〉，香港《新晚報》，1994 年 5 月 23 日。 

119. 〈西北五省區聯合開發旅遊線〉，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4 日。 

120. 姚連學：〈長安五台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12 日。 

121. 〈陝西發現一奇泉〉，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30 日。 

122. 〈炎帝陵祠〉，香港《明報》，1994 年 8 月 8 日。 

123. 周康：〈仙遊寺遊記〉，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7 日。 

124. 吳濟夫：〈延安名勝 杜甫川與木蘭陵園〉，出處不詳，第 98 期，1994 年 12 月 22 日。 

125. 王黎、劉書雲：〈延安旅遊業悄然興起〉，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9 日。 

126. 邵文海：〈今日五丈原〉，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19 日。 

127. 王兆麟、邊江：〈法門寺地宮原是唐密曼荼羅〉，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12 日。 

128. 馬珂：〈陝西：還是一個超級自然風景公園〉，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23 日。 

129. 新華社：〈陝西發現我國珍稀水禽特大種群〉，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0 日。 

130. 田生華：〈法門寺又添新景點〉，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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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周笑親：〈華山投巨資改善景區基礎設施〉，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4 日。 

132. 少樊：〈長安溫泉旅遊度假區初具規模〉，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6 日。 

133. 田靜：〈漫談秦始皇帝陵園的地面建築〉，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4 日。 

134. 曦子：〈清真寺裏的腳印〉，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16 日。 

135. 趙謙：〈乾陵石刻意味深長〉，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4 日。 

136. 少樊：〈陝西翠華山天池旅遊區通過規劃評審〉，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25 日。 

137. 陳潮：〈陝西「爆炒」帝王陵〉，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27 日。 

138. 少樊：〈西安將建「漢文帝陵」旅遊區〉，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4 日。 

139. 〈郭子儀牌樓重建〉，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2 日。 

140. 蔡紅春：〈重陽節黃陵縣舉辦民間祭奠黃帝大型活動〉，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5 日。 

141. 馬珂：〈霸陵休閒山莊項目簽約〉，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3 日。 

142. 〈西安鐘鼓樓廣場奠基〉，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4 日。 

143. 夏婕：〈西安城內外〉，香港《新晚報》，1995 年 12 月 25 日。（3 則） 

144. 北京青年報：〈陝北農民自發修建領袖紀念館〉，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6 日。 

145. 項莊：〈華清池與梨園〉，香港《明報》，1996 年 4 月 13 日。 

146. 〈修築廟宇財源滾滾 建造校舍左支右絀〉，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14 日。 

147. 〈秦始皇無名行宮發現〉，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10 日。 

148. 〈法門寺藏四枚佛指舍利 十年接待遊客逾五百萬〉，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3 日。 

149. 京夫：〈太白山神鳥──野物趣聞〉，上海《新民日報》，1998 年 12 月 13 日。 

150. 〈大雁塔止斜回穩〉，香港《大公報》，1999 年 5 月 14 日。 

151. 蓋會霞：〈西部古文化自然生態 拓旅業有可為〉，出處不詳，2000 年 7 月 5 日。 

152. 劉先壽：〈北宋古園林──鳳翔東湖〉，鄭州《中原鐵道報》，2001 年 4 月 15 日。 

153. 張邁增、劉曼軍 編：〈西部開發看陝西〉，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2 月 4 日。 

154. 〈加快山川秀美工程〉，香港《大公報》，2002 年 1 月 11 日。 

155. 〈少華山將重現俊秀風采〉，香港《大公報》，2002 年 11 月 16 日。 

156. 陳立怡：〈華清池 由貴妃浴到西安事變〉，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11 日。 

157. 〈申報「世遺」西安為何受阻〉，香港《文匯報》，2004 年 3 月 15 日。 

158. 王雁來：〈佛光神秘法門寺〉，《中國電視報》，2004 年 11 月 22 日。 

159. 路透社：〈燈籠〉，香港《都巿日報》，2005 年 1 月 25 日。 

160. 謝偉：〈豐慶公園二期十一開放〉，《西安晚報》，2005 年 9 月 16 日。 

161. 劉健雄：〈法門古道 佛遊靜遊佛境〉，《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5 月 4 日。 

162. 〈西安辦西咸新區渭河生態景觀會〉，《香港經濟日報》，2011 年 8 月 18 日。 

163. 〔陝北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64. 〈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在陝西米脂縣楊家溝舊居陳列館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165. 〔陝西藥王大殿〕，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66. 和谷：〈黃蒲峪〉，出處及日期不詳。 

167. 唐建章：〈華清宮南界發現 宮區全貌現弄清〉，出處及日期不詳。 

168. 邵輝、楊滿群：〈王金壽一家愛鳥護鳥三十多年〉，出處及日期不詳。 

169. 歸儀明：〈千年古刹法門寺〉，出處及日期不詳。 

170. 王通：〈涇陽塔〉，出處及日期不詳。 

171. 〈遊西安、拉薩〉，出處及日期不詳。 

172. 〈華夏古文化展覽館 在西安南郊開館〉，出處及日期不詳。 

173. 余星銀：〈勉縣武侯祠三怪〉，出處及日期不詳。 

174. 盧新智、關存麗：〈鳳翔靈山淨慧寺重建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175. 〈秦風俗陳列館 在陝西臨潼建成〉，出處及日期不詳。 

176. 〈陝西加快建設驪山風景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177. 〈陝西漢中石門棧道 穿山通車世界最早〉，出處及日期不詳。 

178. 夏婕：〈西安街巷縱橫如棋盤〉，出處及日期不詳。 

179. 〈西安建成書院門 仿古一條街〉，出處及日期不詳。 

180. 〈西安秦陵蠟像館建成開放〉，出處及日期不詳。 

181. 〈帝王陵〉，出處及日期不詳。 

182. 〈秦兵馬俑〉，出處及日期不詳。 

 

 

5.2.27 寧夏回族自治區 

 

1. 〈塞上新興的工業城──銀川〉，北京《光明日報》，1972 年 10 月 9 日。 

2. 〈銀川海寶塔〉，出處不詳，1980 年 8 月 19 日。 

3. 祖伯光：〈衛生小鎮──涇川〉，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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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鍾人、李敏杰：〈「風庫」仲秋花猶艷──河西走廊安西縣的變遷〉，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1 月 10 日。 

5. 汪一鳴：〈銀川〉，北京《人民日報》，1983 年 12 月 6 日。 

6. 哈振亞：〈寧夏發出綠化城鎮通知〉，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6 月 26 日。 

7. 封加平：〈自然保護區達一百三十三個──珍稀動植物得以「安居樂業」〉，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9 月 29

日。 

8. 李世東、許正隆：〈鎖住黃龍 建記綠洲──寧夏沙坡頭攬勝〉，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9. 李天鵬、哈振亞：〈雲霧山自然保護區建立兩年植被倍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1 月 6 日。 

10. 秦鳳桐：〈裝點巿容 美化環境 銀川市決定以粉綠作為市容基調色〉，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2 月 8 日。 

11. 王廣華：〈沙坡頭成為獨具沙漠特色的保護區〉，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7 日。 

12. 〈六盤山風貌〉，《廣播之友》，1985 年 4 月 27 日。 

13. 〈漫遊須彌山〉，《廣播之友》，1985 年 5 月 4 日。 

14. 〈賀蘭山東麓半荒漠草原變綠洲〉，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1 日。 

15. 〈東方烏金──太西煤〉，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2 日。 

16. 〈鳳凰展翅的銀川〉，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8 日。 

17. 趙槿：〈沙漠中的綠洲──寧夏中衛縣沙坡頭見聞〉，《香港經濟日報》，1986 年 9 月 15 日。 

18. 〈中國聯邦德國聯合考察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揭開面紗〉，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19 日。 

19. 吳戈：〈西夏人何去〉，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2 日。 

20. 嚴竣：〈南方較開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2 日。 

21. 〈寧夏回族的來源〉，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9 日。 

22. 田蜜：〈「牆壁上的圖書館」──新、甘旅情之十一〉，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8 日。 

23. 蘇信：〈寧夏鱗爪（下）〉，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6 日。 

24. 楊森林：〈青銅峽 108 塔〉，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5 日。 

25. 華而實：〈土肥水足農產豐 戈壁綠洲話酒泉〉，《香港時報》，1989 年 7 月 7 日。 

26. 劉思敏：〈古建築的傑作、三教合一的中衛高廟〉，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4 日。 

27. 文心：〈青銅峽裹三景點──遊寧夏回族自治區〉，香港《新報》，1989 年 11 月 20 日。 

28. 文心：〈沙漠掘出古剎──遊枸杞之鄉寧夏中寧縣〉，香港《新報》，1989 年 11 月 27 日。 

29. 劉思敏：〈沙坡頭掠影〉，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29 日。 

30. 張和緯：〈四大鳴沙與沙鳴之由〉，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8 日。 

31. 齊諧：〈三教合一的高廟〉，香港《大公報》，1993 年 4 月 21 日。 

32. 韓志剛：〈淺談寧夏旅遊資源的優勢〉，出處不詳，1993 年 9 月 7 日。 

33. 馬素琴：〈西夏王陵──賀蘭山岩畫──沙湖一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 日。 

34. 趙澤宏：〈寧夏開發別具特色的旅遊景觀系列〉，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2 月 11 日。 

35. 歐陽一：〈青銅峽 108 塔之謎〉，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19 日。 

36. 〈寧夏旅遊業別具一格〉，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24 日。 

37. 夏婕：〈踏進賀蘭山〉，香港《新晚報》，1994 年 5 月 23 日。 

38. 馬力：〈在水一方──寧夏筆記之二〉，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3 日。 

39. 馬力：〈大漠長河──寧夏筆記之三〉，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5 日。 

40. 馬力：〈寺廟遊品──寧夏筆記之四〉，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20 日。 

41. 馬力：〈須彌之光──寧夏筆記之五〉，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29 日。 

42. 周健偉：〈寧夏開發特色旅遊形成網絡〉，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4 日。 

43. 〈寧夏回族自治區 75 萬人 五年內將移遷黃河流域〉，香港《明報》，1995 年 6 月 13 日。 

44. 海生蓮：〈寧夏涇河源景區定為省級自然風景名勝區〉，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 日。 

45. 安成：〈賀蘭山下古冢稠 盡是西夏王與侯〉，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20 日。 

46. 勞動報：〈寧夏將建世界最大移民村〉，上海《新民日報》，1999 年 2 月 4 日。 

47. 松花芥子：〈黑水城〉，香港《信報》，2013 年 7 月 26 日。 

48. 鄧伯康：〈吳忠市建成第一座街心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49. 〈國際黃河文化節九月在寧夏舉辦〉，出處及日期不詳。 

50. 〈東方「金字塔」西夏王朝所留下〉，出處及日期不詳。 

51. 李慧玲：〈寧夏人口四百萬〉，出處及日期不詳。 

52. 鄧尚喜：〈銀川北塔〉，出處及日期不詳。 

 

 

5.2.28 甘肅省 

 

1. 紀思：〈麥積奇觀〉，北京《光明日報》，1962 年 5 月 13 日。 

2. 常書鴻：〈「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介紹敦煌莫高窟藝術〉，北京《光明日報》，1978 年 12 月 27 日。 

3. 黃正根、傅上倫：〈一項造福人民的偉大工程──「三北」防護林體系工程見聞〉，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6

月 3 日。 

4. 黃正根、傅上倫：〈從典型看希望──「三北」防護林體系工程見聞〉，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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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祁連山冰川資源豐富〉，出處不詳，1979 年 12 月 6 日。 

6. 〈敦煌縣月牙泉〉，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1 月 23 日。 

7. 〈火焰山南麓出現六千畝沙漠綠洲〉，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12 月 2 日。 

8. 趙越：〈泉湖公園的由來〉，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29 日。 

9. 趙越：〈西遊古迹嘉峪關〉，出處不詳，1982 年 1 月 26 日。 

10. 段德義、鄒杜：〈蘭州〉，出處不詳，1982 年 3 月 23 日。 

11. 段德義：〈敦煌〉，出處不詳，1982 年 6 月 29 日。 

12. 員曉春：〈麥積山漫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3 月 29 日。 

13. 鞏凡：〈興隆山〉，出處不詳，1984 年 2 月 28 日。 

14. 貟曉春：〈蘭州二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3 月 27 日。 

15. 員曉春：〈敦煌三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22 日。 

16. 王海燕：〈停止植被破壞 徹底改變面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6 月 5 日。 

17. 耘之：〈蘭州將建一座森林公園〉，出處不詳，1984 年 6 月 12 日。 

18. 蘭微、程丹梅：〈敦煌勝景月牙泉的「月牙」哪去了 已瀕臨涸竭盼整治〉，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13

日。 

19. 毛世榮：〈別具一格的水上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24 日。 

20. 甘肅省林業廳：〈戰略轉移展宏圖〉，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21. 王道義：〈蘭州在開發大西北中的戰略地位〉，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22. 黃榮發：〈鹽鍋峽水電廠人均綠化面積達一百七十平方米〉，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23. 王海燕：〈甘肅省〉，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24. 閻曉明：〈酒泉，飄香的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5 日。 

25. 王海燕：〈甘肅省從今年起徵收綠化費〉，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30 日。 

26. 郁百年：〈蘭州建成一座山林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8 日。 

27. 安曉平：〈蘭州軍區師以上單位全部提前達到規定的綠化指標〉，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28 日。 

28. 畢小寧：〈甘肅省確定大力開發河西絲綢之路〉，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9 日。 

29. 王海燕：〈蘭州巿巿花──玫瑰〉，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7 日。 

30. 劉建華：〈古城敦煌天然林覆蓋率達百分之四十〉，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10 日。 

31. 張和偉：〈土魯溝風景區的開發設想〉，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13 日。 

32. 王華：〈麥積山風景區探勝〉，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1 月 19 日。 

33. 楦絲：〈劉家峽水庫．炳靈寺〉，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17 日。 

34. 楦絲：〈酒泉嘉峪關──大漠的翡翠〉，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24 日。 

35. 〈甘建成沙漠公園 鄂聲控壁燈面世〉，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3 日。 

36. 沈醉：〈雁門關外話古今（十）〉，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2 日。 

37. 沈醉：〈雁門關外話古今（十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3 日。 

38. 〈甘肅建成沙漠公園〉，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8 日。 

39. 〈蘭州桃林遊人如鯽〉，香港《大公報》，1987 年 4 月 23 日。 

40. 馬鵬熠、郭陳：〈月牙泉深挖後水位上升〉，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4 月 25 日。 

41. 鐵軍：〈甘肅蘭州興隆山被定為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6 日。 

42. 田蜜：〈依山建築兩公園──新、甘旅情之十六〉，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2 日。 

43. 何禮蓀：〈麥積山石窟有發展旅遊的巨大優勢〉，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18 日。 

44. 何勝才：〈甘肅籌建一批自然保護區〉，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9 日。 

45. 張梅之：〈興龍山風光〉，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4 日。 

46. 劉平：〈壺口──移動的瀑布〉，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11 日。 

47. 〈寶雞地名的由來〉，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1 日。 

48. 〈甘肅興隆山區出現蝶雪奇觀〉，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 日。 

49. 周建光：〈隴上明珠──崆峒山〉，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3 日。 

50. 王永生：〈河西走廊遊〉，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9 日。 

51. 趙小黎：〈怎樣去青海湖、敦煌〉，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2 日。 

52. 援軍：〈絲路之旅〉，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31 日。 

53. 施叢林：〈嘉峪關長城博物館受歡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27 日。 

54. 劉芳：〈鳴沙山記趣〉，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23 日。 

55. 丁揚：〈積石山革渡〉，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56. 〈河西〉，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9 日。 

57. 陳惠明：〈絲綢之路衰亡新解〉，香港《大公報》，1993 年 6 月 23 日。 

58. 王民生：〈沙彎裏有一泓清泉〉，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3 日。 

59. 李彬：〈情系黃河第一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1 月 23 日。 

60. 〈敦煌將建國際級藝術中心〉，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21 日。 

61. 曉春：〈甘肅推出古迹遊專綫和特種項目〉，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5 日。 

62. 曉春：〈敦煌三日遊〉，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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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曉春：〈臨夏、夏河回藏風情三日遊〉，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5 日。 

64. 王通智：〈發展甘肅旅遊資源的特殊優勢〉，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20 日。 

65. 肖星：〈酒泉．嘉峪關尋古訪勝二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0 月 18 日。 

66. 王建：〈蘭州積極開發黃河文化旅遊〉，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0 日。 

67. 趙峰：〈隴右第一名山──興隆山〉，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0 月 22 日。 

68. 鄭本法：〈于右任與莫高窟〉，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5 日。 

69. 多紅斌：〈河西名山話焉支〉，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3 日。 

70. 來恩達：〈話說天水伏羲廟〉，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5 日。 

71. 宇之：〈西北鼓情〉，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9 日。 

72. 吳昌明：〈敦煌鳴沙山記〉，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5 日。 

73. 馬力：〈瑤池浮仙闕──平涼初錄之二〉，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5 日。 

74. 曉春：〈酒泉嘉峪關三日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2 月 7 日。 

75. 馬力：〈山在縹緲間──平涼初錄之三〉，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14 日。 

76. 馬力：〈古寺．湖光．名山──平涼初錄之四〉，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21 日。 

77. 楊子才：〈雁門關去來〉，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21 日。 

78. 馬力：〈大地灣記──天水紀歷之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2 月 26 日。 

79. 宋真紅：〈神州千佛洞〉，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7 日。 

80. 馬力：〈麥積遺夢──天水紀歷之二〉，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3 月 7 日。 

81. 馬力：〈雲物聯翩──天水紀歷之三〉，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3 月 21 日。 

82. 馬力：〈雲物聯翩──天水紀歷之四〉，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3 月 28 日。 

83. 馬力：〈蘭州散錄〉，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4 日。 

84. 豐緒欽：〈蘭州一景〉，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2 日。 

85. 張華：〈甘肅傳統民族節會活動開發芻議〉，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3 日。 

86. 曲直：〈甘肅新發現天梯山石窟景點〉，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5 日。 

87. 李茂錦：〈醉人的敦煌民俗風情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6 月 24 日。 

88. 〈敦煌藝術首〉，香港《明報》，1995 年 7 月 14 日。（標題不全） 

89. 李惠蘭：〈西鎮奇觀崆峒山〉，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6 日。 

90. 朱志斌：〔金城八景「古剎晨鐘」〕，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7 月 22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1. 楊沛：〈蓮花山「花兒」會〉，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5 日。 

92. 何效祖：〈張掖古剎卧佛寺〉，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3 日。 

93. 馬珂：〈麥積山度假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9 月 16 日。 

94. 〈甘肅一泉水會發「禮炮」〉，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16 日。 

95. 李鐵：〈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最大鳴沙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4 日。 

96. 夏婕：〈黃土塬．信天遊〉，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8 日。（2 則） 

97. 〈強沙暴塵襲敦煌〉，香港《明報》，出處不詳，1996 年 6 月 1 日。 

98. 甘永忠：〈大型石窟群 雕像七千尊〉，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19 日。 

99. 小畢：〈敦煌鳴沙山滑沙行動〉，香港《明報》，1996 年 12 月 9 日。 

100. 〈敦煌鳴沙山近日再度復鳴〉，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0 日。 

101. 楊芳菲：〈赤足鳴沙山〉，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6 日。 

102. 阿周：〈中美將合建世界最大公園〉，《中國老年報》，1998 年 8 月 13 日。 

103. 〈蘭州重建百年五泉書院〉，香港《大公報》，2002 年 1 月 11 日。 

104. 英國獨立報／泰晤士報／明報資料室：〈唐朝敦煌星圖倫敦展出〉，香港《明報》，2004 年 5 月 4 日。 

105. 〈鬧巿建豪宅 風景區修神殿〉，香港《信報》，2007 年 6 月 2 日。 

106. 柴小娜：〈蘭州民俗雕塑 街頭生活寫照〉，香港《大公報》，2010 年 2 月 21 日。 

107. 〈西部開發十載 發展仍遜東部〉，香港《頭條日報》，2010 年 7 月 9 日。 

108. 〈甘肅酒泉敦煌月牙泉的美景〉，香港《大公報》，2011 年 3 月 10 日。 

109. 〈敦煌未遭滅頂之災〉，出處及日期不詳。 

110. 〈蘭州黃河南岸 紅花崗石雕像〉，出處及日期不詳。 

111. 潘毅：〈敦煌新規劃〉，出處及日期不詳。 

112. 〈雄關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113. 夏星：〈西北敦煌、青海湖一綫遊──答 587 期讀者問〉，出處及日期不詳。 

114. 〈甘肅祁連山建成冰川旅遊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115. 〈嘉峪關〉，出處及日期不詳。 

116. 〈敦煌〉，出處及日期不詳。 

 

 

5.2.29 青海省 

 

1. 閻吾：〈奇妙的「雪山太子」〉，北京《人民日報》，1962 年 5 月 27 日。 

2. 陳梅鶴、陳宗立：〈塔爾寺的建築藝術〉，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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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奇：〈在昂欠原始森林裏〉，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0 月 6 日。 

4. 〈東關清真大寺〉，出處不詳，1980 年 10 月 26 日。 

5. 李金舉：〈西寧〉，出處不詳，1982 年 4 月 20 日。 

6. 簡輯：〈港澳師生說 青海山川秀麗值得一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1 月 9 日。 

7. 〈青海高原風光綺麗 觀光遊客越來越多〉，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2 月 18 日。 

8. 〈青海風光〉，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31 日。 

9. 殷乃德：〈世界最大銅佛〉，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2 月 29 日。 

10. 鄒藍：〈青海湖一日遊〉，出處不詳，1984 年 6 月 12 日。 

11. 鄭啟民：〈青藏鐵路西寧──格爾木段交付使用〉，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11 日。 

12. 黃壽慶：〈請到「世界屋脊」來〉，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30 日。 

13. 李永文：〈譜寫綠化新篇章〉，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14. 張秉紳：〈青海湖──鳥的樂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15. 黨周：〈高原古城清真寺〉，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13 日。 

16. 楊襟山：〈省旅遊局規劃建九個遊覽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16 日。（剪報不全） 

17. 王玉旭：〈西寧巿巿花──丁香〉，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31 日。 

18. 楦絲：〈黃教始祖誕生地 塔爾寺莊嚴肅穆〉，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3 日。 

19. 享文：〈青海塔爾寺紀行〉，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20 日。 

20. 〈青藏風雪高原 地下熱流奔湧〉，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5 日。 

21. 東尼：〈青海湖．鳥島一日遊〉，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4 日。 

22. 王艷雪：〈夏河縣拉卜楞寺 享「小西藏」稱譽〉，香港《觀塘星報》，1988 年 7 月 21 日。 

23. 張淑儀：〈從青海湖到拉薩（上） 飄逸出塵似仙海 青海湖魅力逼人〉，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28 日。 

24. 〈中國專家經長期考察論斷青海湖不會變鹽湖〉，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7 日。 

25. 胡彩珍：〈冷湖──一個神奇的地方〉，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0 月 27 日。 

26. 毛里林：〈青海形成三大特色旅遊區〉，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1 日。 

27. 洪天：〈縮小西部與東部經濟差距 青海籲設立西北開發銀行〉，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2 日。 

28. 李在昌：〈青海添葱綠 古韻譜新篇──青海隨筆〉，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26 日。 

29. 施傳玉：〈神奇夢幻青海湖〉，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4 日。 

30. 張坤：〈青海在京召開旅遊資源開發研討會〉，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2 日。 

31. 〈青海無人區建自然保護區〉，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7 日。 

32. 鍾欣：〈青海遲來花季爭妍鬥艷〉，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6 日。 

33. 鞏雙印：〔青海雪域高原〕，香港《大公報》，1996 年 10 月 21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4. 吳康民：〈西寧景點〉，香港《文匯報》，2000 年 8 月 8 日。 

35. 〈絲綢之路──沿途景觀奇特而壯麗〉，香港《明報》，2003 年 6 月 30 日。 

36. 〈青藏油田相等於兩個大慶〉，香港《頭條日報》，2005 年 12 月 22 日。 

 

 

5.2.30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1. 林非：〈去天池〉，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5 月 29 日。 

2. 季滌塵：〈故鄉的湖〉，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5 月 29 日。 

3. 俊珊、炎午：〈北疆的明珠〉，出處不詳，1981 年 9 月 8 日。 

4. 張天來：〈新疆自然保護區遊記 1──天池〉，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0 月 5 日。 

5. 張天來：〈新疆自然保護區遊記 2──雲杉和雪蓮〉，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0 月 14 日。 

6. 〈種草種樹發展牧業是西北地區治窮致富根本大計〉，《北京日報》，1983 年 9 月 20 日。 

7. 徐金寶：〈吐魯番〉，出處不詳，1984 年 6 月 12 日。 

8. 胡澤萬：〈旅遊資源豐富的南疆〉，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7 月 24 日。 

9. 王開忠：〈南疆鐵路交付使用〉，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8 日。 

10. 謝志強、李東炎：〈阿爾金山自然保護區奧秘初步揭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11. 周敏、左夫：〈石河子，戈壁灘上的花城〉，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12 日。 

12. 袁國映：〈那不是白雲……──前進中的新疆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2 日。 

13. 開文：〈塔里木墾區的連隊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14. 王禮嬙：〈新疆阿爾金山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6 日。 

15. 畢亞丁：〈天山上的明珠──天池〉，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 日。 

16. 黃冬元：〈新疆對外開放 山峰達十一座〉，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7 日。 

17. 石寶岩：〈新疆石河子巿綠化標準居全國先進水平〉，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13 日。 

18. 〈西北油城一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21 日。 

19. 邱明全、羅文明：〈駐吐魯番某部幫助地方建設環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4 日。 

20. 程世平：〈石河子化工廠職工人均有樹一百株〉，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8 日。 

21. 鍾揚勝：〈烏魯木齊巿建成青山苑〉，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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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型旅遊業新疆發展〉，《中國遊覽報》，1986 年 6 月 5 日。 

23.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3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4. 〈絲路明珠──喀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4 日。 

25. 〈塔克拉瑪干沙漠 沙丘類型冠全球〉，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9 日。 

26. 張弓：〈吐魯番〉，出處不詳，1988 年 1 月 2 日。 

27. 〈新疆植樹取成果 荒漠有望變綠洲〉，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9 日。 

28. 王樹忱：〈首座紅柳公園 新疆伽師建成〉，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3 日。 

29. 〈北疆鐵路建設順利 歐亞大陸橋將貫通〉，《香港商報》，1990 年 4 月 22 日。 

30.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綠化荒漠逾千萬畝〉，香港《文匯報》，1990 年 5 月 13 日。 

31. 傅秀宏：〈天山北部三奇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3 日。 

32. 何仲伯：〈新疆鞏留的美景〉，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27 日。 

33. 〈新疆 730 公里葡萄長廊路〉，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9 日。 

34. 〈沙漠奇觀胡楊林〉，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6 日。 

35. 〈沙漠生態嚴重破壞 新疆四名湖全乾涸〉，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24 日。 

36. 〈新疆二十自然保護區面積冠全國〉，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28 日。 

37. 郭來喜：〈新疆建造跨世紀旅遊產業新格局〉，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8 日。 

38. 周錦騮：〈天池之夢〉，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18 日。 

39. 〈塔克拉瑪干沙漠也有生趣〉，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8 日。 

40. 夏文輝、畢亞丁：〈天山腹地大草原九日遊〉，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7 日。 

41. 陳軍：〈伊犁將軍府〉，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6 日。 

42. 〈新疆建起廿二處森林公園〉，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 月 21 日。 

43. 〈新疆營造綠洲防護林 迄今逾一千二百萬畝〉，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2 則） 

44. 中新社：〈新疆有世界次大石樹林〉，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18 日。 

45. 張先國：〈最小鄉人口十九戶 民風淳樸路不拾遺〉，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20 日。 

46. 傅春：〈新疆．胡楊．沙漠〉，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2 月 14 日 

47. 李冬：〈新疆伊犁 野果培植新領地〉，出處不詳，2000 年 3 月 27 日。 

48. 梁陸濤：〈在交河古城廢墟上〉，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 年 11 月 30 日。 

49. 任江：〈細看新疆 50 年巨變特刊〉，《新疆經濟報》，2005 年 9 月 29 日。 

50. 〈新疆人工養野馬 九匹已回歸自然〉，出處及日期不詳。 

51. 〈新疆決定增闢四條旅遊路綫〉，出處及日期不詳。 

52. 沈秀芳：〈天山博格達山峰〉，出處及日期不詳。 

53. 〈新疆一旅行社 開辦沙漠探險〉，出處及日期不詳。 

54. 〔新疆地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5. 〔古代西域都城遺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2.31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香港（綠化） 

 

1. 〈專家雲集香港．研討城市綠化〉，香港《區域月報》，1991 年 11 月。 

2. 〈冬季主題綠化城市 可將信息帶給市民〉，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3. 〈香港城市綠化計劃 備受國際專家關注〉，香港《區域月報》，1992 年 9 月。 

4. 〈房署園林建築師 七成是海外僱員〉，香港《明報》，1993 年 9 月 23 日。 

5. 〈一九九九茶花展〉，出處不詳，1999 年。 

6. 〈九九年香港花卉展覽公開比賽月底截止報名〉，出處不詳，1999 年 1 月。 

7. 孔雪怡：〈植樹須植本地原生林木〉，《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2 月 3 日。 

8. 馬淑嫻：〈辦盆栽展 擴「綠色遊」〉，出處不詳，1999 年 4 月 20 日。 

9. 〈綠化計劃踏入十個年頭 灣仔區植樹總數達 809 棵〉，香港《中西區星報》，1999 年 5 月。 

10. 匯川：〈愛惜小草〉，香港《文匯報》，1999 年 5 月 14 日。 

11. 林萬興：〈東瀛紡業變革 港商可借鑑〉，出處不詳，1999 年 5 月 19 日。 

12. 杜挺濤：〈慶祝千禧 植樹二千棵〉，出處不詳，1999 年 6 月 1 日。 

13. 王國興：〈新世紀綠化新願望〉，香港《大公報》，2000 年 1 月 10 日。 

14. 〈全港 18 區辦洋紫荊節 歡迎市民及遊客參加〉，香港《中西區星報》，2001 年 12 月 1 日。 

15. 〈16 空置官地將綠化〉，香港《明報》，2003 年 12 月 26 日。 

16. 余從：〈The Memory of Trees〉，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5 日。 

17. 〈新界綠化大綱年內制定〉，香港《頭條日報》，2011 年 2 月 16 日 

18. 〈4700 樹風中吹塌 清理殘枝極費時〉，香港《頭條日報》，2012 年 7 月 26 日。 

19. 〈香港揷花藝術學院〉，出處及日期不詳。 

20. 〈機場島三成地綠化〉，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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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綠化都市顯才華」奬勵計劃〉，出處及日期不詳。 

22. 鍾慧儀：〈1 棵許願樹 300 人有工開〉，香港《明報》，日期不詳。 

23. 〈軍營園丁〉，出處及日期不詳。 

 

二．香港（其他園林） 

 

1. 〈懷念市區游泳勝地〉，香港《深水埗》，第 90 期，1986 年 3 月 8 日。 

2. 陳重堯：〈當局擬建動物園 初定元朗大棠東〉，香港《新晚報》，1989 年 3 月 2 日。 

3. 周廉：〈「團體植林計劃」已展開〉，香港《文匯報》，1989 年 6 月 13 日。 

4. 張敏儀：〈都會計劃休憩用地 擬准私人參與發展〉，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5 日。 

5. 薛培原：〈漫說香港的公園〉，《深圳特區報》，1993 年 3 月 11 日。 

6. 〈香港大球場簡介〉，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11 日。 

7. 〈黎明與港姐會同四百兒童及家長昨美化公園〉，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8. 〈港府若改設計開發概念 維港填海需求可減四成〉，香港《文匯報》，1996 年 5 月 18 日。 

9. 樂遙：〈太平山上〉，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18 日。（2 則） 

10. 〈民建聯：港景點多 欠保養宣傳〉，《香港經濟日報》，2002 年 1 月 7 日。 

11. 石琪：〈單車徑與公園城〉，香港《明報》，2003 年 2 月 7 日。 

12. 〈曾蔭權：翻新有先例 30 萬建魚池節儉〉，香港《都市日報》，2005 年 8 月 12 日。 

13. 〈維港兩岸添休憩地 未來將增 187 公頃〉，香港《頭條日報》，2009 年 1 月 9 日。 

14. 春華：〈山明水秀淺水灣〉，香港《大公報》，2009 年 9 月 20 日。 

15. 〈1.2 萬人遊禮賓府 首設導賞添樂趣〉，香港《文匯報》，2010 年 3 月 8 日。 

16. 〈高鐵總站 變「城市綠洲」〉，香港《都市日報》，2010 年 8 月 18 日。 

17. 〈香港單車館竣工儀式〉，出處不詳，2013 年 12 月 27 日。 

18. 〈港公園設計差 忽視能力障礙童〉，香港《頭條日報》，2014 年 1 月 20 日。 

19. 〈昂坪廣場開幕連接大嶼山景點〉，出處及日期不詳。 

20. 〈本地已作藝術用途的古迹〉，出處及日期不詳。 

21. 〈香港需要更多景點〉，香港《am730》，日期不詳。 

22. 周萱：〈後花園或最後花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23. 〈市政局壁球場今年幾增一倍〉，香港《市政新聞》，141 期，日期不詳。 

24. Kelly Chu：〔淺水灣影灣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5. 深：〔舊墟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三．香港（環保） 

 

1. 阮海棠：〈以拯救地球為己任 身體力行過簡樸生活──周兆祥的生活方式〉，香港《陽光之家》，第 45 期，1989

年 11 月 15 日。 

2. 〈宣傳支持環保運動 今日定為「地球日」〉，《香港商報》，1990 年 4 月 22 日。 

3. 〈「4．22 地球日」綠色誓言〉，《香港商報》，1990 年 4 月 22 日。 

4. 蔡慧嫻：〈利用假日種菜蒔花 親嘗自耕自給之樂〉，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3 日。 

5. 文世昌：〈香港的能源政策芻議（上）〉，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3 日。 

6. 文世昌：〈香港的能源政策芻議（下）〉，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4 日。 

7. 〈愛護環境廢物利用 櫥窗裝飾倍添異彩〉，香港《沙田星報》，1992 年 4 月 20 日。 

8. 〈現行環保工作問題何在？〉，香港《明報》，1992 年 12 月 3 日。 

9. 〈沙螺洞富生態研究價值 團體提議劃為特殊地區〉，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10 日。 

10. 〈恐候鳥棲息站受破壞 日本團體訪港覓支持〉，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27 日。 

11. 王永年：〈石屎森林中的陷阱〉，香港《大公報》，1993 年 2 月 27 日。 

12. 莫元：〈環保主流〉，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23 日。 

13. 高傑博：〈細想身處環境 迎接綠色挑戰〉，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13 日。 

14. 〈環保「綠樹」收紙再造 每次可救樹過千棵〉，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17 日。 

15. 〈港空氣臭氧含量接近有害人體〉，香港《明報》，1994 年 2 月 25 日。 

16. 葉嘉儀：〈慳地避臭藏垃圾於地底〉，《香港經濟日報》，1994 年 3 月 5 日。 

17. 〈請宣布地小人多的香港為無核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4 日。 

18. 〈港人受到「熱的壓力」 市區溫度百年升一度〉，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1 日。 

19. 〈世界風光嘉年華帶你領略環球風情〉，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26 日。 

20. 〈綠色生活新天地〉，《環保通訊》，第 39 期，1994 年 12 月。 

21. 梁寶華：〈環保署開出九七期票 新法改善轉車處空氣〉，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13 日。 

22. 〈地球日二十五周年紀念特輯〉，香港《明報》，1995 年 4 月 22 日。 

23. 文聲：〈香港的山泥傾瀉能否徹底治理？〉，香港《明報》，1995 年 7 月 19 日。 

24. 〈師生携手美化綠色校園〉，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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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陳榮均：〈對減少廢物計劃的探討──該花大力氣治理廢物〉，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28 日。 

26. 甄永樂、陳炳文：〈對減少廢物計劃的探討──減少廢物 當務之急〉，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28 日。 

27. 文聲：〈對減少廢物計劃的探討──管制禽畜關鍵在於協調〉，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28 日。 

28. 余呂杏茜：〈港府再闡釋排污費問題〉，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 日。 

29. 〈東江水可供應至 2015 年〉，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13 日。 

30. 〈香港環保世界排名三十九〉，香港《明報》，1996 年 12 月 7 日。 

31. 文志森：〈發展經濟不能犠牲米埔生態〉，《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3 月 15 日。 

32. 黎小青：〈塑膠熱潮衝擊環保〉，香港《明報》，1997 年 7 月 19 日。 

33. 劉迺強：〈香港要向中國學環保〉，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26 日。 

34. 〈空氣污染 港金融「窒息」〉，出處不詳，1999 年 4 月 7 日。 

35. 孔雪怡：〈港垃圾每人年製一噸〉，出處不詳，1999 年 5 月。 

36. 葉永成：〈唔想香港變垃圾崗 惟有「用者自付」？〉，《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6 月 2 日。 

37. 楊孝華：〈環境不保 旅遊業也不保〉，出處不詳，1999 年 6 月 5 日。 

38. 〈香港「臭名」遠播 環保不得不搞〉，《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6 月 7 日。 

39. 廖洪濤：〈港府環保政策 掛羊頭賣狗肉〉，出處不詳，1999 年 6 月 7 日。 

40. 〈新公屋擬設四垃圾分類槽〉，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15 日。 

41. 〈環署採較寬標準 掩污染「真相」〉，出處不詳，2000 年 3 月 29 日。 

42. 利秀慧：〈多倫多環保出色 董擬偷師〉，出處不詳，2000 年 4 月 3 日。 

43. 〈無紙生活救地球〉，香港《頭條日報》，2000 年 7 月 27 日。 

44. 王慧麟：〈環保政策 又再草草收場？〉，出處不詳，2000 年 8 月 16 日。 

45. 暨嘉華、房曉怡：〈妥善規劃確保特區持續發展〉，香港《文匯報》，2000 年 11 月 24 日。 

46. 唐英年：〈環保建築 知易行難？〉，出處不詳，2000 年 11 月 29 日。 

47. 馬力：〈排污計劃失敗 勿一錯再錯〉，出處不詳，2000 年 12 月 11 日。 

48. 〈膠樽廢紙變身聖誕樹〉，出處不詳，2000 年 12 月 23 日。 

49. 寧方：〈八大舉措清潔空氣初見效〉，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9 日。 

50. 何寶華：〈企業．環保雙贏 煤灰湖變生態區〉，《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2 月 17 日。 

51. 謝慧心：〈沙螺洞生態漫遊〉，《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2 月 17 日。 

52. 袁易天：〈垃圾〉，《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2 月 22 日。 

53. 周美好：〈空氣污染 隨時入屋 小心「毒氣間」〉，《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11 月 26 日。 

54. 梁寶華：〈非空調公車空氣差 電車最劣〉，《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12 月 24 日。 

55. 胡雪姬：〈嘉年華的污染〉，出處不詳，2001 年 12 月 28 日。 

56. 梁寶華：〈港空氣噪音嚴重超標 專家驚訝〉，出處不詳，2002 年 2 月 23 日。 

57. 〈更清新空氣研討會 2002 年特刊〉，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16 日。 

58. 〈東江食水倒大海 港區人大應斡旋〉，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30 日。 

59. 〈植樹難取代隔音屏〉，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25 日。 

60. 陳文怡：〈生態旅遊 首要尊重環境〉，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27 日。 

61. 〈更換老化水管需 20 年〉，香港《明報》，2003 年 12 月 22 日。 

62. 〈天文台料本周氣溫低於 10 度〉，香港《都市日報》，2004 年 12 月 29 日。 

63. 〈家居濫用電 每戶每年多付 350 元電費〉，香港《都市日報》，2005 年 8 月 8 日。 

64. 〈巴士溫差 11 度 4 成被訪市民呼凍〉，香港《都市日報》，2005 年 8 月 8 日。 

65. 〈香港弱風研究 環保建築學者吳恩融〉，《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10 月 15 日。 

66. 抒心：〈食水倒落海太折墮〉，《香港商報》，2005 年 12 月 14 日。 

67. 環境保護署：〈香港都市固體廢物問題〉，香港《am730》，2006 年 1 月 16 日。 

68. 羅乃萱：〈香港也地震〉，《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9 日。 

69. 〈城市人尋根記〉，《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11 月 9 日。 

70. 〈政府冀明年底推膠袋稅 料收二億〉，香港《信報》，2007 年 5 月 22 日。 

71. 〈污者自付正確 膠袋收費合理〉，香港《信報》，2007 年 5 月 22 日。 

72. 妙奇：〈24 小時，你為地球作幾多孽？〉，香港《am730》，2007 年 10 月 31 日。 

73. 〈「2008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環境先驅企業巡禮〉，香港《信報》，2008 年 3 月 26 日。 

74. 〈紙袋污染超乎想像 從頭改變濫用習慣迫在眉睫〉，香港《頭條日報》，2010 年 8 月 23 日。 

75. 曾淵滄：〈提高應對災難知識水平〉，香港《大公報》，2011 年 3 月 21 日。 

76. 〈回應都市供水的挑戰〉，香港《頭條日報》，2011 年 3 月 22 日。 

77. 周美好：〈食用以外菇菌生態遊〉，《香港經濟日報》，2011 年 8 月 20-21 日。 

78. Jessie Tam：〈環保三寶大掃除〉，香港《都市日報》，2012 年 1 月 19 日。 

79. 〈難捨那些年那些事〉，香港《頭條日報》，2012 年 9 月 14 日。 

80. 〈京官為去年供港必需品算帳 飲水不思源？〉，香港《晴報》，2013 年 1 月 30 日。 

81. 〈「人人惜食 區區減廢」高峰會〉，香港《am730》，2013 年 2 月 4 日。 

82. 〈「廢物源頭分類比賽」表現卓越的公司及機構獲嘉許〉，香港《am730》，2013 年 2 月 4 日。 

83. 〈春暖花早開 年花割價〉，香港《晴報》，2013 年 2 月 8 日。 

84. 〈重研海水化淡 建構宜居城市〉，香港《晴報》，20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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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大嶼山擬建廚餘中心 造價增 10 億〉，香港《晴報》，2014 年 3 月 14 日。 

86. 〈素食者升 4 倍 碳排放年減 90 萬噸〉，香港《晴報》，2014 年 4 月 1 日。 

87. 莊達成：〈浪費資源垃圾圍城 生態災難港響警號〉，香港《文匯報》，2014 年 6 月 24 日。 

88. 李一瓢：〈減垃圾桶 無助源頭減廢〉，香港《頭條日報》，2014 年 12 月 29 日。 

89. 〈防家居廢物亂棄置 環團倡減街頭垃圾桶〉，香港《頭條日報》，2014 年 12 月 29 日。 

90. 余遠騁：〈香港何時會缺水？〉，香港《am730》，2014 年 12 月 29 日。 

91. 劉健威：〈香港變臭港〉，香港《頭條日報》，2015 年 1 月 9 日。 

92. 〈廣東粵港供水有限公司 為本港提供優質水源〉，香港《頭條日報》，2015 年 2 月 2 日。 

93. 〈業主齊心護養樹木 保障安全〉，香港《晴報》，2015 年 2 月 5 日。 

94. 〈港空氣有改善污染物僅臭氧增〉，香港《晴報》，2015 年 2 月 25 日。 

95. 嚴浩：〈食療對抗電磁波〉，香港《晴報》，2015 年 2 月 27 日。 

96. 〈垃圾站噴畫大變身〉，出處及日期不詳。 

97. 〈綠田園學耕田〉，出處及日期不詳。 

98. 熊永達：〈短綫的環保投資〉，出處及日期不詳。 

99. 李純恩：〈空氣〉，香港《頭條日報》，日期不詳。 

100. 陳崇偉：〈破壞臭氧層全人類受害 禁含「哈龍」滅火器運港〉，日期不詳。 

101. 葉志賢：〈東江水改善 用氯量減半〉，出處及日期不詳。 

102. 〈主要城市空氣質素〉，出處及日期不詳。 

103. 〈市民罔顧公德的寫照〉，出處及日期不詳。 

104. 關永祥：〈預防境內外地震影響本港 擬規定樓宇須有防震設計〉，出處及日期不詳。 

105. 〈香港及鄰區地震漸趨頻密 今年已錄得六次有感地震〉，出處及日期不詳。 

106. 陳志偉：〈貴磚鋪路一年多花 6600 萬〉，香港《明報》，日期不詳。 

107. 容琪：〈從核事故看世界能源發展〉，出處及日期不詳。 

108. 梁寶華：〈污水研回收 取代海水沖廁〉，出處及日期不詳。 

109. 〈去年沖廁量 等於船灣淡水湖〉，出處及日期不詳。 

 

四．港島園林 

 

1. 〈兵房榕樹婆娑 當局規定保留〉，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8 日。 

2. 〈首個水上公園開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8 日。 

3. 〈港灣道花園啟用 市民休憩好去處〉，香港《灣仔星報》，1986 年 7 月 2 日。 

4. 〈黃泥涌水上公園〉，香港《油麻地星報》，1986 年 7 月 25 日。 

5. 〈市局提出更改圖則 西區建公園遭拖延〉，香港《中西區星報》，1986 年 11 月 1 日。 

6. 〈區會促請漁農處 發展成郊野公園〉，香港《中西區星報》，1986 年 12 月 1 日。 

7. 〈一九八八年香港花卉展覽 定明春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出處不詳，1987 年。 

8. 〈堅摩多項設施低於城市規劃標準〉，香港《中西區星報》，1987 年 2 月 1 日。 

9. 秀珠：〈歡樂天地將室外遊樂場搬進大廈〉，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6 日。 

10. 〈港督府昨日開放 二萬人往賞杜鵑〉，香港《晶報》，1988 年 3 月 21 日。 

11. 文靖：〈兵頭花園可怡情〉，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4 日。 

12. 〈市區首個渡假村 鯉魚門公園開幕〉，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3 日。 

13. 〈灣仔春園街太和街 將添兩康樂休憩處〉，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4 日。 

14. 〈本區料踏入九十年代 共有五個室內運動場〉，香港《中西區星報》，1989 年 1 月 1 日。 

15. 〈中區三巿肺〉，《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4 月 14 日。 

16. 宇文燕：〈遊港島炮台山〉，香港《新晚報》，1989 年 5 月 29 日。 

17. 〈維多利亞公園草地 何以封場達四個月〉，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4 日。 

18. 〈柴灣珍貴古蹟客家屋 當局改成羅屋民俗館〉，出處不詳，1990 年 1 月 20 日。 

19. 魯金：〈第一間發電廠位於灣仔星街一帶〉，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9 日。 

20. 〈灣仔建大型公園 位於皇后大道東〉，香港《星島日報》，1990 年 7 月 30 日。 

21. 嚴文亮：〈草圖與實物雖不同 燈舫盡顯光芒〉，香港《明報》，1990 年 10 月 5 日。 

22. 〈香港公園溫室 全東南亞稱雄〉，香港《明報》，1990 年 10 月 5 日。 

23. 〈紀念英皇太后九十壽辰 遮打花園種植三株王棕〉，香港《市政新聞》，1990 年 11 月。 

24. 〈英軍銅像遷居〉，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19 日。 

25. 梁玳寧：〈香港公園「園踪藝展」〉，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29 日。 

26. 〈兩市局建花圃紀念前任港督〉，香港《區域月報》，1992 年 8 月。 

27. 米奇：〈尤德觀鳥園〉，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8 日。 

28. 〈尤德觀鳥園開放〉，香港《市政新聞》，1992 年 10 月。 

29. 〈觀鳥園開幕禮 尤德夫人主持〉，香港《市政新聞》，1992 年 12 月。 

30. 南洋：〈蘭桂坊──香港的「洋人街」〉，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11 日。 

31. 周奕希：〈動物園消失！能無動於衷？〉，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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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柴灣公園啟用 為居民添好去處〉，香港《市政新聞》，1993 年 3 月。 

33. 〈維園將花三年大裝修 新圖書館設在休憩亭〉，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23 日。 

34. 〈香港公園管理隊上下一條心 奪市政最佳康體設施管理奬〉，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13 日。 

35. 〈東區第二大公園揭幕〉，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18 日。 

36. 劉頌陽：〈青洲填海區住宅地可容十萬居民 堅尼地城屠房重建為港島西中心〉，香港《明報》，1994 年 7 月 4 日。 

37. 劉美儀：〈霍士傑溫室昨日重開 食蟲草展覽大堪觀賞〉，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7 日。 

38. 羅孚：〈好一個小遊樂場〉，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24 日。 

39. 羅孚：〈寂寞維園秋色〉，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25 日。 

40. 〈香港「共有空間」落後人前 訪園境師談香港公園的發展〉，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7 日。 

41. 〈總承建商興訟獲償百五萬〉，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14 日。 

42. 〈維園明年九月起重建 二○○○年底前竣工〉，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0 月 14 日。 

43. 〈「中山史蹟徑」揭幕 般咸道至德己笠街〉，香港《中西區星報》，1996 年 12 月 1 日。 

44. 杜挺濤：〈維園訂情之地應拆嗎？〉，《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1 月 7 日。 

45. 巫羽階：〈卜公碼頭〉，香港《松柏之聲》，1997 年 1 月 15 日。 

46. 〈凌霄閣舉行開幕式 董建華任主禮嘉賓〉，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9 日。 

47. 文靖：〈娛樂觀光集一身──凌霄閣增添多項設施〉，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9 日。 

48. 梁煦華：〈兵頭花園的得名〉，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3 日。 

49. 〈關注興建西區公園第二期的進展及興建室內泳池的可行性〉，香港《中西區季刊》，1998 年 3 月。 

50. 似水：〈盲人花園〉，出處不詳，1998 年 5 月 30 日。 

51. 〈卑路乍灣臨時公園落成啟用 民建聯舉辦嘉年華與民同樂〉，香港《中西區／灣仔星報》，1998 年 11 月 1 日。 

52. 〈設計配合城市環境 香港公園獲榮譽奬〉，香港《中西區／灣仔星報》，1999 年 1 月 16 日。 

53. 林學甫：〈再說「九七會堂」好〉，香港《文匯報》，1999 年 5 月 11 日。 

54. 〈「舊文化重生」可吸引遊客〉，《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1 月 6 日。 

55. 〈黃泥涌峽道百人植樹 參與綠化更籌得善款〉，出處不詳，2000 年 8 月 1 日。 

56. 方雅儀：〈香港公園魚龜 豪雨下走投無路〉，出處不詳，2000 年 8 月 25 日。 

57. 張婉玲：〈山頂餐廳及凌霄閣 重建受限〉，《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12 月 29 日。 

58. 〈「中西區美化天橋計劃」開幕儀式〉，香港《中西區／灣仔星報》，2002 年 3 月 16 日。 

59. Lydia：〈豪裝公園〉，香港《信報》，2002 年 8 月 26 日。 

60. 〈桂芳街添設施 兒童遊樂場開放〉，香港《中西區／灣仔星報》，2002 年 10 月 16 日。 

61. 〈繁囂鬧市增添綠洲 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啟用〉，香港《中西區／灣仔星報》，2002 年 12 月 16 日。 

62. 鍾慧儀：〈城規會捍衛灣仔海心公園〉，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4 日。 

63. 〈國父銅像取代英王銅像 中西區議員建議惹爭論〉，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9 日。 

64. 〈兵頭花園英王像逼遷 倡與公園「馬騮」為鄰〉，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10 日。 

65. 關麗珊：〈兵頭花園〉，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22 日。 

66. 〈汕頭街休憩處環境改善 增設空間綠化工程需時三個月〉，香港《中西區／灣仔星報》，2003 年 3 月 1 日。 

67. 〈動植物公園英皇像險遭迫遷〉，香港《中西區／灣仔星報》，2003 年 3 月 1 日。 

68. 石琪：〈走在落葉幽徑上〉，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24 日。 

69. 石琪：〈獲得民心的維園〉，香港《明報》，2003 年 7 月 9 日。 

70. 鄭寶鴻：〈皇后戲院〉，香港《松柏之聲》，2004 年 7 月 15 日。 

71. 翁育紅：〈藝林建全球首個空中花園〉，香港《文匯報》，2005 年 1 月 5 日。 

72. 徐詠璇：〈香港這玫瑰園〉，香港《信報》，2007 年 12 月 19 日。 

73. 徐詠璇：〈港大校歌〉，香港《信報》，2008 年 3 月 18 日。 

74. 鄭寶鴻：〈石板街〉，出處不詳，2010 年 3 月 15 日。 

75. 〈古蹟景賢里 下月開放十日〉，出處不詳，2011 年 3 月 24 日。 

76. Florence：〈遊走上環食店〉，《香港經濟日報》，2011 年 9 月 3-4 日。 

77. 〈「風之塔」公園驚檢蠔殼人頭骨〉，香港《頭條日報》，2012 年 8 月 14 日。 

78. 〈M+建築展今揭幕 重塑山頂老襯亭模型〉，香港《頭條日報》，2014 年 1 月 10 日。 

79. 〈中環海濱部分劃軍用 關注組或司法覆核〉，香港《晴報》，2014 年 3 月 6 日。 

80. 〈改劃軍用碼頭折衷方案 團體倡縮小軍事範圍〉，香港《am730》，2014 年 3 月 6 日。 

81. 胡燦森：〈呈現折衷主義風格的虎豹別墅〉，香港《晴報》，2015 年 1 月 2 日。 

82. 〈維多利亞公園重修工程接近完成〉，出處及日期不詳。 

83. 魯金：〈拆去舊樓改作幼兒遊樂場受歡迎〉，出處及日期不詳。 

84. 陳翠兒：〈消失中的香港系列──中環天星碼頭〉，出處及日期不詳。 

85. 鄭寶鴻：〈遊兵頭花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86. 〈英軍銅像豎立香港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87. 胡伯：〈請將二伯公廟闢為老人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88. 〈急庇利街明年擬建公園 提供上環居民遊憩用地〉，出處及日期不詳。 

89. 〈鳥瞰港島中區全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90. 〈銅鑼灣新貌〉，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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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龍園林 

 

1. 〈觀塘興建遊樂場〉，香港《建設》，1982 年。 

2. 吳清萍：〈香港宋城的兩副楹聯〉，出處不詳，1984 年 5 月 22 日。 

3. 〈市政局本月中舉辦九龍公園緩跑同樂〉，香港《明報》，1986 年 1 月 10 日。 

4. 〈摩士公園之晨〉，出處不詳，1986 年 2 月。 

5. 〈市局施行建設計劃 擴充體育康樂設施〉，香港《市政新聞》，1986 年 3 月。（2 則） 

6. 〈耗資六千萬元 彩虹道建遊樂場〉，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7 日。 

7. 〈長沙灣填海地建公屋 本區居住環境更擠迫〉，香港《深水埗星報》，1986 年 3 月 15 日。 

8. 〈荔園遊樂場一帶 邱德根考慮發展〉，香港《東方日報》，1986 年 3 月 21 日。 

9. 〈尖沙嘴釣魚勝地〉，香港《深水埗星報》，1986 年 3 月 28 日。 

10. 〈九龍公園即將改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4 日。 

11. 〈觀塘減少人口擠迫 發展四百公頃土地〉，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2 日。 

12. 〈鳳德道建童話樂園〉，香港《大公報》，1986 年 7 月 2 日。 

13. 〈宋城荔園菊花展 下月一日起舉行〉，《香港商報》，1986 年 10 月 28 日。 

14. 〈石硤尾公園環境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8 日。 

15. 〈市政局耗資四十多萬 美化大角咀道天橋底〉，香港《旺角星報》，1986 年 11 月 25 日。 

16. 〈九龍多個草地球場關閉 以便進行重鋪草皮工程〉，香港《華僑日報》，1988 年 4 月 23 日。 

17. 〈通州街公園明年中落成〉，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5 日。 

18. 〈九龍通州街公園耗資逾五千萬元〉，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3 日。 

19. 林愛：〈九龍城寨你知多少？──《九龍城寨話史》〉，香港《新晚報》，1989 年 1 月 26 日。 

20. 〈賈炳達道公園下月全部落成〉，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2 日。 

21. 〈賈炳達道公園下月落成開放〉，香港《東方日報》，1989 年 3 月 12 日。 

22. 〈花販不滿嚴厲管制 集體駕車慢駛遊行〉，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9 日。 

23. 雪：〈各據一方〉，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15 日。 

24. 雋樓：〈鱗浪巨蛋〉，《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4 月 24 日。 

25. 〈中港城九龍公園天橋啟用 霍士傑議員駕臨主持典禮〉，香港《明報》，1989 年 10 月 31 日。 

26. 〈同心堡矗九龍公園 百年舊貌重現眼前〉，香港《成報》，1989 年 11 月 25 日。 

27. 麥思源：〈石頭就是寶〉，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5 日。 

28. 魯班門下：〈九龍公園〉，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6 日。 

29. 〈市政局斥資一千五百萬 九龍仔運動場重建完成〉，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2 月 2 日。 

30. 韋八少：〈海濱公園〉，香港《文匯報》，1990 年 3 月 28 日。 

31. 魯金：〈九龍公園徑擴闊路面未破壞防空洞〉，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31 日。 

32. 〈市局建觀塘海濱道公園 耗資逾千萬六月中啟用〉，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4 月 15 日。 

33. 魯班門下：〈香港的園境規劃（二）〉，香港《文匯報》，1990 年 4 月 26 日。 

34. 〈建築署批出合約 觀塘興建休憩地〉，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1 日 

35. 〈觀塘最新康樂設施 海濱公園現已啟用〉，香港《市政新聞》，1991 年 1 月。（2 則） 

36. 魯金：〈復活節九龍公園與海濱花園有演唱會〉，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27 日。 

37. 〈明年一月起 Bands In The Park 在九龍公園舉行〉，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10 日。 

38. 〈市民跨越九七心意卡 下周末封藏九龍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6 日。 

39. 集成：〈人不如鳥〉，香港《明報》，1992 年 1 月 12 日。 

40. 利建生：〈太空館換新裝：防塵外殼自動除污〉，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8 日。 

41. 〈一座即將拆除的圍牆〉，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8 日。 

42. 巫羽階：〈尖沙咀火車站〉，香港《松柏之聲》，1993 年 1 月 15 日。 

43. 〈資源不足長期虧蝕決定關閉 荔園動物園稀客等候新主人〉，香港《明報》，1993 年 1 月 21 日。 

44. 〈綠化小型花展九龍公園舉行〉，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7 日。 

45. 〈九龍將廣闢休憩用地 九龍半島海濱建長廊〉，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15 日。 

46. 〈添置新穎遊戲設施 九龍公園大受歡迎〉，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5 日。 

47. 〈九龍公園巨型花燈 陪伴港人度情人節〉，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4 日。 

48. 梁寶華：〈九龍公園：觀鳥好去處〉，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9 日。 

49. 〈九龍灣兒童遊樂場形同虛設〉，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7 日。 

50. 〈歌和老街公園環境幽雅 內設壁球及乒乓球中心〉，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1 月 25 日。 

51. 〈荔枝角公園臨時康樂設施〉，香港《市政新聞》，1997 年 2 月。 

52. 〈雀仔爭鳴成絕唱 興建公園望補償〉，香港《新報》，1997 年 2 月 6 日。 

53. 謝雨凝：〈荔園拾遺〉，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7 日。 

54. 梁煦華：〈訊號塔為港內船隻報時〉，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1 日。 

55. 〈石硤尾公園〉，香港《市政新聞》，1997 年 11 月。 

56. 〈雀鳥花園開幕不逢時〉，香港《快報》，1997 年 12 月 14 日。 

57. 李純恩：〈黑暗中的金光大道〉，《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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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余霞客：〈尖沙嘴鐘樓〉，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25 日。 

59. 〈城寨 34 戶仍未達補償協議〉，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11 日。 

60. 天雁：〈旺角金魚街──吸引遊客慕名而至〉，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11 日。 

61. 〈旺角三公園 35 鐵欄渠蓋被偷〉，出處不詳，2000 年 4 月 3 日。 

62. 諸葛某：〈尖沙咀〉，《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11 月 24 日。 

63. 〈尖沙嘴文藝廣場成功「闖關」〉，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8 日。 

64. 岑逸飛：〈崖門勝景〉，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10 日。 

65. 莊海源：〈西九發展重整體利益〉，香港《文匯報》，2004 年 12 月 29 日。 

66. 〈大樹專家打救觀塘老樹〉，香港《頭條日報》，2006 年 9 月 13 日。 

67. 鄭寶鴻：〈回教寺〉，香港《松柏之聲》，2007 年 2 月 15 日。 

68. 石琪：〈「大樹飄零」有感〉，香港《明報》，2007 年 8 月 18 日。 

69. 胡恩威：〈西九藍圖〉，《香港經濟日報》，2007 年 9 月 10 日。 

70. 鄭寶鴻：〈上海街〉，香港《松柏之聲》，2008 年 7 月 15 日。 

71. 鄭寶鴻：〈深水埗大埔道〉，香港《松柏之聲》，2009 年 4 月 5 日。 

72. 鄭寶鴻：〈早期油麻地小輪〉，出處不詳，2010 年 8 月 15 日。 

73. 〈歌和老街公園大變身〉，香港《頭條日報》，2012 年 9 月 5 日。 

74. 〈蝴蝶谷道寵物公園竣工〉，香港《am730》，2014 年 1 月 27 日。 

75. 〈觀塘人口述歷史結集成書〉，香港《頭條日報》，2014 年 3 月 8 日。 

76. 陳翠兒：〈九龍城寨──「逼」出來的城市〉，香港《晴報》，2014 年 12 月 22 日。 

77. 葉輝：〈馬頭涌與龍津石橋〉，香港《信報》，2015 年 1 月 2 日。 

78. 黃英琦：〈西九．青年．香港〉，香港《am730》，2015 年 2 月 17 日。 

79. 〈觀塘海濱長廊三月底打通〉，香港《頭條日報》，2015 年 2 月 23 日。 

80. 〈理大擬向政府建議紅隧出口建綠化平台〉，香港《am730》，2015 年 2 月 27 日。 

81. 愷令：〈雀鳥花園〉，香港《文匯報》，6 月 13 日。 

82. 畢靈：〈九龍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83. 〈啟德花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84. 日月：〔九龍公園雕塑廊〕，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85. 〈鯉魚門古樹被移除〉，出處及日期不詳。 

86. 鄭寶鴻：〈佐敦道〉，出處及日期不詳。 

87. 鄭寶鴻：〈天星碼頭廣場〉，出處及日期不詳。 

88. 鄭寶鴻：〈深水埗石硤尾街〉，出處及日期不詳。 

89. 〈寨城公園的龍津石橋〉，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90. 〔1920 年代尖沙咀火車站〕，出處及日期不詳。（2 則，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1. 〈尖沙咀西中港城〉，出處及日期不詳。 

92. 〈香港半島大酒店〉，出處及日期不詳。 

93. 〔通州街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4. 〈重聚啟德──啟德機場歷史圖片展〉，出處及日期不詳。 

95. 〔海港城全景〕，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6. 〔雀鳥花園一景〕，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7. 〔觀塘海濱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六．新界園林 

 

綜合 

 

1. 夏歷：〈沙田晨霧景色已消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18 日。 

2. 〈紅梅谷路遊樂場 本年內將會落成〉，出處不詳，1986 年 4 月 1 日。 

3. 〈當局設空氣管制區 沙田亦屬考慮範圍〉，香港《沙田星報》，第 171 期，1986 年 4 月 5 日。 

4. 〈大埔分區大綱草圖 增加公屋社區設施〉，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2 日。 

5. 梁煦華：〈極北安置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13 日。 

6. 〈相思灣與連理樹〉，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26 日。 

7. 〈海壩村邱氏大屋列為歷史建築物〉，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26 日。 

8. 宇文燕：〈海浴好去處 牛尾海畔銀線灣〉，香港《新晚報》，1986 年 8 月 4 日。 

9. 中大學生會：〈中大校園特色．記趣──寫在中大開放日之前（三）〉，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4 日。 

10. 〈青龍水上樂園 新春開始營業〉，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7 日。 

11. 〈新界建動物園 區局暫無意問津〉，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23 日。 

12. 〈兒童交通安全城 將在沙田區興建〉，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6 日。 

13. 阿蘭：〈憶新澤西艦 漫遊將軍澳〉，出處不詳，1988 年。 

14. 英浩：〈鹽田仔「寶帶橋」〉，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 月 5 日。 

15. 〈沙田中央公園 可望七月建成〉，香港《東方日報》，1988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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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香港《區域月報》，1988 年 6 月。 

17. 余也：〈將軍澳名傳遐邇〉，香港《大公報》，1988 年 6 月 4 日。 

18. 〈大圍青龍水上樂園 節目豐富好玩刺激〉，出處不詳，1989 年。 

19. 文思成：〈新市鎮簡介（二一二）〉，香港《文匯報》，1989 年 2 月 15 日。 

20. 宇文燕：〈泰亨鄉圍古蹟遊〉，香港《新晚報》，1989 年 3 月 27 日。 

21. 宇文燕：〈環走馬鞍山〉，香港《新晚報》，1989 年 9 月 4 日。 

22. 〈本區建動物園 年底將作決定〉，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4 日。 

23. 宇文燕：〈船灣半島風光〉，香港《新報》，1989 年 11 月 20 日。 

24. 介子：〈米粉咀〉，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2 日。 

25. 〈西貢北建動物園 十四鄉民表反對〉，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9 日。 

26. 〈新界北區中央公園 本月啟用 動靜態皆宜〉，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7 日。 

27. 〈王屋列為歷史建築物〉，香港《沙田星報》，1990 年 1 月 5 日。 

28. 〈西貢郊野中心 明年中可落成〉，香港《東方日報》，1990 年 3 月 19 日。 

29. 〈粉嶺華明邨〉，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30. 〈光輝圍遊樂場設備 區署計劃全面更新〉，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4 月 13 日 

31. 宇文燕：〈米島田下灣風光〉，香港《新晚報》，1990 年 4 月 16 日。 

32. 〈區局計劃多項工程 配合大埔人口增加〉，香港《區域月報》，1992 年 6 月。 

33. 〈登大埔完善公園 遠眺吐露港景色〉，香港《區域月報》，1992 年 8 月。 

34. 魯金：〈博物館辦參觀蕉坑和米埔參觀旅行〉，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19 日。 

35. 〈粉嶺瑪歌園環境優美 動靜佳宜歡聚好去處〉，香港《中西區報》，1992 年 11 月 1 日。 

36. 〈大埔海濱休憩區 預料明年中落成〉，香港《區域月報》，1993 年 12 月。 

37. 宇文暉：〈西貢鹽田仔〉，香港《新晚報》，1994 年 3 月 14 日。 

38. 宇文暉：〈沙田古村懷舊行〉，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1 日。 

39. 陳偉強：〈當局擬填平荃灣海灣〉，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1 日。 

40. 〈葵涌有個廢氣公園 議員勸人切勿往遊〉，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8 日。 

41. 綺芬：〈郊野公園渡假樂〉，香港《成報》，1994 年 6 月 22 日。 

42. 〈將軍澳區寶翠公園 提供多項康體設施〉，香港《區域月報》，1994 年 10 月。 

43. 走音：〈寧靜的吐露港〉，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7 日。 

44. 小石：〈三萬元買片荒山野嶺 私人建立自然保護區〉，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11 日。 

45. 王瑜慶：〈北潭涌另類半日遊〉，香港《逍遙派》，第 54 期，1995 年 11 月。 

46. 羅奇：〈城門流水淙淙伴開餐〉，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6 日。 

47. 〈童年現在一般可愛的北潭涌〉，香港《東方日報》，1996 年 10 月 20 日。 

48. 〈區局否決支聯會申請 沙田公園不准豎立「國殤之柱」〉，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30 日。 

49. 〈圓玄學院將斥資十萬 城門谷公園建回歸碑〉，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30 日。 

50. 崔露：〈泰亨鄉保留鄉村風貌 圍村景點仍值得暢遊〉，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6 日。 

51. 〈西貢高球中心海傍 將植樹及安裝坐椅〉，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20 日。 

52. 〈白石角擬設立科學園〉，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2 月 28 日。 

53. 〈西貢 16 年後 變港消閒花園〉，《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12 月 23 日。 

54. 〈西貢萬頃土地列郊野公園〉，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1 日。 

55. 〈西貢變香港後花園遙不可及？〉，《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2 月 12 日。 

56. 〈地鐵提早通車 基建配套完善〉，出處不詳，2002 年 3 月。 

57. 〈龍躍頭天后宮 滘西洲洪聖廟 列法定古蹟〉，香港《明報》，2002 年 11 月 16 日。 

58. 岑逸飛：〈另一個馬鞍山〉，香港《明報》，2003 年 5 月 9 日。 

59. 〈山巒倒映 方格魚塘〉，香港《蘋果日報》，2005 年 2 月 26 日。 

60. 〈將軍澳寶康公園 設施齊備 有動有靜〉，香港《明報》，2007 年 2 月 10 日。 

61. Kelly Chu：〈天文公園開幕臥看滿天星〉，香港《頭條日報》，2010 年 2 月 2 日。 

62. 姜紀茹：〈森林深處足迹〉，香港《信報》，2012 年 8 月 9 日。 

63. 黃子翔：〈跟建築師散步拾遺西貢 Style〉，香港《頭條日報》，2013 年 2 月 4 日。 

64. 〈搭港鐵 33 分鐘寶琳到西環〉，香港《晴報》，2013 年 2 月 22 日。 

65. 〈將軍澳擬建文物徑 行山順道遊歷史館〉，香港《頭條日報》，2013 年 9 月 6 日。 

66. 蕭亮鴻：〈古洞北及粉嶺北土地發展新措施〉，香港《am730》，2014 年 2 月 6 日。 

67. 〈三棟屋改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香港《頭條日報》，2015 年 3 月 3 日。 

68. 〈兒童交通安全城 圓洲角首先興建〉，香港《沙田星報》，日期不詳。 

69. 〈石舫型水上酒家 城門河上擬興建〉，香港《沙田星報》，日期不詳。 

70. 〈小規模改善環境 工程耗資卅六萬〉，香港《沙田星報》，日期不詳。 

71. 〈白腊灣木棉洞 靚絕全港〉，出處及日期不詳。 

72. 〈將軍澳填海採特別方法 不正常沉降與工程無關〉，出處及日期不詳。 

73. 文思成：〈新市鎮簡介（二○九）〉，出處及日期不詳。 

74. 〈區局大埔海濱花園可飽覽吐露港景色〉，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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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大夫第為文天祥後人所建〉，出處及日期不詳。 

76. 秋顏：〈西貢東郊三山行 賞盡萬宜赤經海〉，出處及日期不詳。 

77. 〈西貢自然教育中心 每周遊人超過四千〉，出處及日期不詳。 

78. 宇文燕：〈遠足西貢咸田西灣〉，出處及日期不詳。 

79. 〈清水灣放風箏〉，出處及日期不詳。 

80. 〈入西貢燒烤〉，出處及日期不詳。 

81. 〈鹿湖遠足登山示意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82. 〈豪峰嶺住客會所〉，出處及日期不詳。 

83. 〈休憩公園：集中市中心〉，出處及日期不詳。 

84. 〈彭福公園供馬王頤養 反賭團體憂加劇賭風〉，出處及日期不詳。 

85. 〈公園淺水噴池 溺斃老婦〉，出處及日期不詳。 

86. 〔上水太平邨〕，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87. 林杜靜：〈全新兒童樂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88. 〔西貢南蛇尖〕，香港《文匯報》，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89. 〈上窰民俗文物館〉，出處及日期不詳。 

90. 〔上水中心〕，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1. 〔荃灣大會堂位置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2. 〔上水地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3. 〔西貢地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屯門 

 

1. 〈本區文康設施 年內陸續竣工〉，香港《屯門星報》，第 118 期，1985 年 12 月。 

2. 〈屯門第二個公園 將在蝴蝶灣興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26 日。 

3. 梁煦華：〈新界的極西──爛角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9 日。 

4. 〈兒童擇遊樂設施 房屋署宜多宣傳〉，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 日。 

5. 〈市鎮中心平台花園 命名屯門文娛廣場〉，出處不詳，1986 年 9 月 6 日。 

6. 〈屯門建植物公園〉，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16 日。 

7. 劉國明：〈遠足懷古──屯門〉，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10 日。 

8. 文思成：〈新市鎮簡介（二一○〉，香港《文匯報》，1989 年 2 月 10 日。 

9. 梅：〈屯門以近四億 增建康樂設施〉，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4 日。 

10. 〈屯門一休憩設施 被命名銀圍公園〉，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6 日。 

11. 〈全港最大的戶外迷宮 本周末挑戰全港市民〉，香港《明報》，1992 年 12 月 4 日。 

12. 〈楊小坑錦簇花園〉，香港《區域月報》，1996 年 1 月。（附手寫筆記） 

13. 〈蝴蝶灣碧波暢泳 冷水灣畔釣鱸魚〉，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9 月 2 日。 

14. 〈佇立於天涯海角──爛角咀〉，出處不詳，1999 年 5 月 11 日。 

15. 〈藍地青磚圍 景觀有保證〉，《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1 月 6 日。 

16. 〈西鐵元朗站至港九地區車費〉，香港《明報》，2003 年 12 月 21 日。 

17. 〈後人欲 1.3 億購回龍圃作公園〉，香港《am730》，2006 年 8 月 21 日。 

18. 〈屯門盆栽賽 本月 24 日截止〉，出處及日期不詳。 

19. 〈創新設計 優點特多〉，出處及日期不詳。 

20. 〔屯門青山寺〕，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元朗 

 

1. 〈本港自然鄉村分成兩種類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7 日。 

2. 宇文燕：〈南生圍秀麗純樸如昔〉，香港《新晚報》，1986 年 6 月 30 日。 

3. 〈元朗舊墟長盛街〉，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1 日。 

4. 〈好去處──元朗上村公園〉，香港《灣仔星報》，1988 年 7 月 17 日。 

5. 〈好去處──元朗上村公園〉，香港《觀塘星報》，1988 年 7 月 21 日。 

6. 文思成：〈新市鎮簡介（二一一）〉，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13 日。 

7. 〈元朗市鎮公園 闢設「棕櫚天地」〉，香港《區域月報》，1993 年 7 月。 

8. 宇文暉：〈錦田吉慶圍〉，香港《新晚報》，1993 年 9 月 6 日。（2 則） 

9. 〈策劃經年 天水圍新貌現眼前〉，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4 日。 

10. 宇文暉：〈錫降新圍古建築〉，香港《新晚報》，1994 年 5 月 23 日。 

11. 宇文暉：〈尖鼻咀新景致〉，香港《新晚報》，1994 年 6 月 6 日。 

12. 〈元朗百鳥塔 鳥兒繁衍多〉，香港《區域月報》，1994 年 7 月。 

13. 梁玳寧：〈香港奇景「樹包屋」〉，香港《明報》，1996 年 11 月 19 日。 

14. 馬力：〈不一般的米埔〉，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30 日。 

15. 劉健威：〈南生圍〉，香港《信報》，2012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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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元朗大棠闢郊野公園〉，《香港建設》，第 183 期，日期不詳。 

17. 〈濕地公園二期再現元朗特色〉，出處及日期不詳。 

18. 宇文暉：〈青山大水坑〉，出處及日期不詳。 

19. 〈嘉湖山莊會所、樂湖會所〉，出處及日期不詳。（附手寫筆記） 

 

七．離島園林 

 

綜合 

 

1. 梁煦華：〈最長的堤壩〉，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18 日。 

2. 梁煦華：〈近海響石──東風石〉，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 日。 

3. 〈離島發展旅遊業 有助於經濟繁榮〉，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2 日。 

4. 楚雲：〈霧鎖羣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9 日。 

5. 宇文燕：〈東海輕舟穿洞樂〉，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7 日。 

6. 宇文燕：〈賞吊鐘洞遊滘西灣〉，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14 日。 

7. 宇文燕：〈幽美小鴉洲〉，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28 日。 

8. 〈西環海面擬建人工島 大如長洲用作貨櫃碼頭〉，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9 日。 

9. 〈詭奇神秘的蒲台島〉，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8 日。 

10. 英浩：〈小石鼓〉，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29 日。 

11. 趙俊傑：〈第二代鄉村式公屋〉，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1 日。 

12. 〈印堂三寶──鴨洲〉，香港《新晚報》，1988 年 8 月 4 日。 

13. 英浩：〈東海鎖匙門〉，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9 日。 

14. 司馬龍：〈東龍島白沙灣今貌〉，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5 日。 

15. 宇文燕：〈坪洲北部家樂徑〉，香港《新晚報》，1989 年 9 月 18 日。 

16. 魯金：〈昂船洲早已成為半個海軍基地〉，香港《明報》，1989 年 10 月 21 日。 

17. 魯金：〈馬屎洲是本港最多生物化石之地〉，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6 日。 

18. 魯金：〈滘西洲立碑紀念人類學家華德英女士〉，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21 日。 

19. 宇文燕：〈東海麗島南果洲〉，香港《新晚報》，1992 年。 

20. 〈看當年長洲〉，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28 日。 

21. 宇文暉：〈印洲塘筆架洲〉，香港《新晚報》，1994 年 7 月 18 日。 

22. 〈長洲島闢文化旅遊區〉，香港《文匯報》，1996 年 5 月 10 日。 

23. 梁玳寧：〈大眼洲洞幽邃詭秘〉，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15 日。 

24. 梁玳寧：〈神思飛越趣石叢〉，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16 日。 

25. 梁玳寧：〈尋幽探秘境內遊〉，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17 日。 

26. 梁煦華：〈華籍英兵與昂船洲〉，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2 日。 

27. 〈新地馬灣 建 12 特色主題公園〉，出處不詳，2000 年 4 月 8 日。 

28. 劉健威：〈遊東龍島〉，香港《信報》，2007 年 10 月 17 日。 

29. 〈蒲台島東現水龍捲〉，香港《頭條日報》，2009 年 8 月 20 日。 

30. 〈滘西洲遠足遊覽路線示意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31. 司馬龍：〈東龍島早期荒無人煙〉，出處及日期不詳。 

32. 〈極目無限天水一色 蒲台島享清風〉，香港《九龍城星報》，第 90 期，日期不詳。 

33. 陳嘉俊：〈蒲台島〉，出處及日期不詳。 

34. 〈東龍島渡船表〉，出處及日期不詳。（附手寫筆記） 

35. 〈遊南丫島又如何？〉，出處及日期不詳。 

36. 葉柏河：〈水彩南丫島──《漁村》〉，出處及日期不詳。 

37. 陳家義：〈水彩南丫島──《南丫島榕樹灣》〉，出處及日期不詳。 

 

大嶼山 

 

1. 〈大澳文康設施不足 居民嘆漸失歸屬感〉，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3 日。 

2. 亞鄒：〈漫遊陰澳島、愉景灣〉，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24 日。 

3. 〈大嶼山多旅遊點〉，香港《大公報》，1986 年 9 月 30 日。 

4. 〈大嶼山──旅遊勝地〉，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8 日。 

5. 〈大澳──香港威尼斯〉，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0 日。 

6. 郭志標：〈最廉宜的交通──大澳橫水渡〉，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0 日。 

7. 郭志標：〈大澳將軍石〉，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20 日。 

8. 志標：〈東涌炮台〉，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 月 5 日。 

9. 〈大嶼山沙螺灣村 植有粗壯老樟樹〉，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2 日。 

10. 栢斯：〈觀日鳳凰山風情繪〉，香港《東方日報》，1988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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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劉國明：〈遠足懷古──大嶼山釋名〉，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9 日。 

12. 〈港府將盡量保持 大嶼山自然生態〉，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6 日。 

13. 宇文燕：〈從嶼北到愉景灣〉，香港《新晚報》，1989 年 11 月 27 日。 

14. 清之友：〈鳳凰山觀日〉，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2 日。 

15. 〈訪東涌弔古戰場 由文史學者領隊〉，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7 日。 

16. 鄺國惠：〈大嶼山北岸幹綫公路旁 顧問公司研究建公園徑〉，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1 日。 

17. 秋顏：〈大嶼西南三山連賞〉，香港《明報》，1992 年 1 月 12 日。 

18. 〈大嶼山填海 年底前招標〉，出處不詳，1999 年 8 月 14 日。 

19. 〈大嶼山〉，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0 月 10 日 

20. 江瓊珠：〈大澳好姑的鹹水歌〉，《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11 月 28 日。 

21. 〈政府擬斥 3 億 大澳漁村重現〉，《香港經濟日報》，2002 年 3 月 25 日。 

22. 思怡：〈給大嶼山重新定位〉，香港《明報》，2003 年 8 月 13 日。 

23. 〈大東山 二東山 觀日勝地〉，香港《明報》，2003 年 11 月 23 日。 

24. 〈寰宇匯聚大嶼山下月舉行〉，香港《am730》，2013 年 9 月 11 日。 

25. 〈發展大嶼山 遲到好過無到〉，香港《晴報》，2014 年 1 月 21 日。 

26. 〈攝影師拒「燒肺」 拍片捍衞大嶼山〉，香港《頭條日報》，2014 年 3 月 6 日。 

27. 〈環團憂發展大嶼山損生態〉，香港《晴報》，2014 年 3 月 7 日。 

28. 鄭素麗：〈大嶼山 100 公里的自虐心態〉，香港《am730》，2014 年 3 月 21 日。 

29. 陳婉嫻：〈屬於全港人的大嶼山〉，香港《am730》，2014 年 3 月 21 日。 

30. 〈大澳──東方威尼斯〉，香港《中西區星報》，日期不詳。 

31. 〈愉景灣概覽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5.2.32 國外園林 

 

1. 林晴：〈國外的城市綠化〉，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3 月 4 日。 

2. 馬杏綿：〈國外的園林綠化事業〉，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7 月 19 日。 

3. 吳月：〈意大利的古樹〉，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8 月 12 日。 

4. 宋朝樞：〈怎樣保護自然景觀──記澳大利亞的國家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5 月 11 日。 

5. 〈巴西注意生態保護〉，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 月 9 日。 

6. 〈布達佩斯──花園城巿〉，出處不詳，1982 年 3 月 4 日。 

7. 柯月霖：〈阿爾及利亞開展志願植樹運動成績顯著〉，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3 月 30 日。 

8. 〈厄瓜多爾動員學生植樹造林〉，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3 月 30 日。 

9. 陳后源：〈新加坡的環境美〉，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5 月 12 日。（附手寫筆記） 

10. 〈蘇聯的藥用植物保護區〉，出處不詳，1982 年 12 月 24 日。 

11. 雪鴻：〈植物共生園〉，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20 日。 

12. 楊晶峰：〈北海污染嚴重〉，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20 日。 

13. 江泳：〈日本制定城巿建設新方案〉，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25 日。 

14. 〈比利時開展美化城巿環境運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8 日。 

15. 〈一舉多得的國際園林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5 月 11 日。 

16. 〈把首都變成公園城巿〉，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17 日。 

17. 曾渭川 編譯：〈蘇聯頓涅茨克的工業植物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31 日。 

18. 周本：〈蘇聯的自然保護措施〉，北京《光明日報》，第 195 期，1984 年 8 月 5 日。 

19. 〈新加坡今年「植樹節」加種果樹〉，《中國參考報》，1984 年 11 月 15 日。 

20. 〈保加利亞實行「綠色電話」環保制度〉，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2 月 11 日。 

21. 楊其嘉：〈花園國家新加坡〉，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5 日。 

22. 沙杰：〈蘇聯森林面積不斷擴大〉，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23. 王岳：〈美國用風信子處理污染〉，《中國環璄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24. 宋：〈垃圾山公園〉，《中國環璄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25. 馬天麟：〈日本環境保護的四個時期〉，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26. 趙姿英：〈綠色寶庫的厄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8 日。 

27. 王文成、杜暉：〈讓「紅島」恢復為「綠島」〉，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8 日。 

28. 俱孟軍：〈蘇聯的「生態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3 日。 

29. 胡亞偉、楊富華：〈西德見聞錄 四、城巿綠化 多姿多彩〉，《中國巿容報》，1985 年 8 月 11 日。 

30. 胡亞偉、楊富華：〈西德見聞錄 四、綠蔭覆蓋的街巿〉，《中國巿容報》，1985 年 8 月 18 日。 

31. 周家高：〈「森林城巿」──莫斯科〉，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22 日。 

32. 李風：〈日本中村巿將建蜻蜓自然保護區〉，出處不詳，1988 年 1 月 23 日。 

33. 項耀威：〈日本園林綠化見聞〉，《廣東園林》，1989 年 2 月。 

34. 王志佑：〈「保護黑森林！」〉，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14 日。 

35. 張桂林：〈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護條約〉，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1 日。 



朱鈞珍文庫 — 園林建築文獻 

 

174 

 

 

 

 

36. 鄭憲春：〈話說《世界遺產名錄》〉，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3 日。 

37. 沈洪：〈亞洲城市綠化簡訊〉，《廣東園林》，1994 年。 

38. 陳炳貴：〈亞洲各國出現水危機信號〉，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 

39. 劉長青：〈佛州大沼澤 美最瀕危國家公園〉，香港《明報》，2003 年 2 月 16 日。 

40. 陳淀國：〈錦綉大地春滿園──感受「花園之城」平壤的綠化〉，《花卉報》，2003 年 12 月 30 日。 

41. 李欣 編譯：〈英斥巨資建設生態住宅區〉，《花卉報》，2004 年 3 月 25 日。 

42. 何麗玲：〈蘇里南綠色海洋金不換〉，香港《明報》，2004 年 5 月 9 日。 

43. 〈布宜諾斯艾利斯綠化帶〉，出處及日期不詳。 

44. 梁小略、龐貴熙 編譯：〈美國是怎樣解決公園破壞問題的〉，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5.2.33 綜合園林 

 

一．綜合（草本） 

 

1. 范靖國：〈漫話菊花〉，出處不詳，1981 年 11 月 17 日。 

2. 陳煜強：〈香、香料和香精〉，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 月 7 日。 

3. 范靖國：〈詩中賞水仙〉，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 月 26 日。 

4. 范金玉、林斯定：〈榕城的茉莉花茶〉，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3 月 14 日。 

5. 袁洪業：〈「金菊」──色香味俱佳的糕點〉，出處不詳，1982 年 9 月 21 日。 

6. 羅茂城：〈鋸末栽培花木和農作物〉，北京《人民日報》，1983 年 1 月 18 日。 

7. 郝志東：〈黃球菊 菊花本是秋花，此菊卻在陽春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1 日〕。 

8. 歐陽西、梁少棉：〔倒掛金鐘〕，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17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 蘇鐵：〈倒挂金鐘婀娜多姿〉，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26 日。 

10. 花叟：〈清新脫俗的百合〉，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6 月 9 日。 

11. 〈奇異曇花一次開花超百朵〉，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3 日。 

12. 花叟：〈茉莉──人間第一香〉，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20 日。 

13. 〈江南第一花──玉簪花〉，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5 日。 

14. 青濤：〈難得一見的珍稀植物──熊掌〉，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22 日。 

15. 邢心雄：〈黑桫欏上接蟹蘭〉，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26 日。 

16. 青濤：〈花葉芋的病態美〉，出處不詳，1984 年 9 月 14 日。 

17. 柳新華：〈秋日話菊〉，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18. 胡乙炘：〈方菊黃金印〉，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1 月 2 日。 

19. 〈曇花出奇迹花開花落十二時〉，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1 月 9 日。 

20. 文侶、青濤：〈可上大雅之堂的花葉木薯〉，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1 月 27 日。 

21. 華夏：〈黃永川談中國古代插花藝術〉，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22 日。 

22. 〈園藝情趣〉，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2 日。 

23. 文侶：〈花市新客──非洲紫羅蘭〉，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24. 江世勇：〈園林綠化的新秀木蘭科植物〉，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25. 楊勝利：〈春回大地種蓖麻〉，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6 日。 

26. 胡睿川：〈香椿成林便是寶〉，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6 日。 

27. 趙紅：〈裝飾花卉為群眾生活添花彩〉，《北京晚報》，1985 年 4 月 18 日。 

28. 母國政：〈玻璃翠〉，《北京晩報》，1985 年 5 月 27 日。 

29. 劉紀新：〈鮮花簇擁北京城〉，《北京日報》，1985 年 9 月 22 日。 

30. 〈近九百個蟹爪砌成七呎水仙塔〉，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6 日。 

31. 勛：〈千朶菊花堪稱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4 日。 

32. 〈巨型君子蘭〉，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3 日。 

33. 子青：〈仙人掌植料〉，香港《新晚報》，1986 年 7 月 21 日。 

34. 子耘：〈台灣蘭花王者之香〉，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3 日。 

35. 陳琪倩：〈挿花添上趣味性〉，出處不詳，1986 年 10 月 29 日。 

36. 〈汽球花開如汽球遍植市局花園內〉，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5 日。 

37. 劉文選：〈秋菊因何傲霜開〉，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1 月 10 日。 

38. 李英豪：〈曇花──一瞬即永恒不同凡嚮〉，香港《明報》，1988 年 3 月 9 日。 

39. 正園居士：〈石蒜花〉，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25 日。 

40. 黃天：〈櫻與菊〉，香港《大公周報》，1988 年 4 月 7 日。 

41. 正園居士：〈外來的石蒜花〉，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25 日。 

42. 漢聞：〈秋菊頌〉，香港《明報》，1988 年 5 月 9 日。 

43. 李仕梅：〈咫尺春意鬧〉，出處不詳，1988 年 5 月 28 日。 

44. 正園居士：〈仙人球的巨無霸〉，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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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東叔：〈持螯賞菊此其時也〉，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3 日。 

46. 韓振書：〈賞心悅目話插花〉，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2 日。 

47. 李英豪：〈山丹花──真心本來赤正色自然朱〉，香港《明報》，1989 年 7 月 14 日。 

48. 李英豪：〈風雨蘭分為韮蘭和葱蘭〉，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3 日。 

49. 鍾通：〈年輕人的新潮──上海「插花熱」〉，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30 日。 

50. 〈罕見蘭花發現〉，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0 日。 

51. 謝綺文：〈家居盆栽車厘子番茄 現在是播種最佳季節〉，香港《明報》，1990 年 10 月 5 日。 

52. 楊潔雯：〈本港也有稀世植物克氏茶樹受保護〉，香港《明報》，1990 年 10 月 5 日。 

53. 〈野生蘭與珊瑚外遊者勿帶返港〉，香港《明報》，1991 年 2 月 28 日。 

54. 吳東南：〈淺談水仙花〉，香港《文匯報》，1991 年 12 月 15 日。 

55. 劉利：〈美國運來鬱鬱葱葱聖誕樹〉，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16 日。 

56. 李英豪：〈紅星．藍星．紫星 要摘心才茂盛〉，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30 日。 

57. 李英豪：〈球根花卉習性各不相同〉，香港《明報》，1992 年 1 月 6 日。 

58. 〈家居種蕙蘭要訣〉，香港《華僑日報》，1992 年 4 月 11 日。 

59. 李英豪：〈揷花重韻律變化形態與色彩調和〉，香港《明報》，1992 年 5 月 18 日。 

60. 李英豪：〈一年四季花常開 玻璃翠春天最茂盛〉，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19 日。 

61. 潘毅：〈鮮花旋風〉，香港《明報》，1993 年 6 月 22 日。 

62. 戴天：〈蓮花新喻〉，香港《信報》，1993 年 8 月。 

63. 岑逸飛：〈論「花之君子」〉，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3 日。 

64. 岑逸飛：〈秋菊有佳色〉，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29 日。 

65. 袁轉好：〈將秋色融入花藝〉，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27 日。 

66. 維迪：〈幽香如雪素馨花〉，香港《大公周刊》，1994 年 11 月 12 日。 

67. 〈水仙雕作鳥兒山籠隱喻香港回歸〉，香港《明報》，1995 年 1 月 4 日。 

68. 鄭展：〈山東小村屢出狀元也產奇花異草〉，香港《明報》，1995 年 7 月 4 日。 

69. 史文鴻：〈認識芳香植物〉，香港《星島晚報》，1995 年 9 月 4 日。 

70. 羅孚：〈看朱培鈞的蘭花〉，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7 日。 

71. 羅孚：〈蘭又祖香梅也國香〉，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8 日。 

72. 羅孚：〈胡姬花和蓮霧〉，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0 日。 

73. 赫重運：〈百年仙人掌蔚為奇觀〉，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20 日。 

74. 小生：〈十大辦公室盆栽〉，香港《快報》，1995 年 11 月 8 日。 

75. 〈廣東小鎮菊花高逾二米〉，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 日。 

76. 陳蘇：〈堇色蘭花人見人愛〉，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1 日。 

77. 程朗：〈種盆風水樹〉，出處不詳，1996 年 8 月 12 日。 

78. 〈風信子肆虐維多利亞湖〉，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3 日。 

79. 賀永清：〈春節室內擺什麼花〉，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1 月 25 日。 

80. 馮龍奎：〈曇花的傳說〉，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2 日。 

81. 季羡林：〈芝蘭之室〉，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4 日。 

82. 賀永清：〈廣東花葉萬年青〉，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 日。 

83. 肖強華：〈花卉「老壽星」〉，出處不詳，1988 年 4 月 8 日。 

84. 張抗抗：〈草原之路〉，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8 日。 

85. 楊國昌：〈君子蘭的故事〉，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5 月 31 日。 

86. 程秋生：〈「跳舞草」前賽歌會〉，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5 月 31 日。 

87. 劉敬德：〈蘭花展姿華 極品屬「水晶」〉，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1 日。 

88. 于忠香：〈矮生地被菊〉，《中國花卉報》，2003 年 12 月 30 日。 

89. 黃亞彬：〈雄鷹狗牙根〉，《中國花卉報》，2004 年 3 月 23 日。 

90. 〈春季草坪護理注意事項〉，《中國花卉報》，2004 年 3 月 23 日。 

91. 哲維：〈繡花巾菜〉，香港《大公報》，2011 年 3 月 21 日。（複印本） 

92. 李英豪：〈「綴化」珍奇的變異品種〉，出處及日期不詳。 

93. 李英豪：〈兜蘭──夜間香氣特別濃烈〉，香港《明報》，日期不詳。 

94. 〈花卉與椅子〉，出處及日期不詳。 

95. 〈美容古方大為盛行花草植物海水效果神奇〉，出處及日期不詳。 

96. 〈營口一曇花盛放 12 小時〉，出處及日期不詳。 

97. 正園居士：〈一串心〉，出處及日期不詳。 

98. 正園居士：〈十二卷〉，出處及日期不詳。 

99. 正園居士：〈大岩桐花開〉，出處及日期不詳。 

100. 正園居士：〈大花素心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101. 正園居士：〈大花蕙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102. 正園居士：〈山野的芒〉，出處及日期不詳。 

103. 正園居士：〈五月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04. 正園居士：〈台灣的一葉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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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正園居士：〈左口海棠〉，出處及日期不詳。 

106. 正園居士：〈白花朱槿〉，出處及日期不詳。 

107. 正園居士：〈白絹姬〉，出處及日期不詳。 

108. 正園居士：〈白葉冰水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09. 正園居士：〈企葉巴西鐵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110. 正園居士：〈名貴虎紋鐵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111. 正園居士：〈初夏大岩桐花開〉，出處及日期不詳。 

112. 正園居士：〈金魚草〉，出處及日期不詳。 

113. 正園居士：〈風信子〉，出處及日期不詳。 

114. 正園居士：〈香港野生雀巢芒〉，出處及日期不詳。 

115. 正園居士：〈夏天開花的漳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116. 正園居士：〈荷包牡丹〉，出處及日期不詳。 

117. 正園居士：〈袋鼠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18. 正園居士：〈斑葉巴西鐵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119. 正園居士：〈紫毛筆〉，出處及日期不詳。 

120. 正園居士：〈菖蒲〉，出處及日期不詳。 

121. 正園居士：〈綉球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22. 正園居士：〈翠菊〉，出處及日期不詳。 

123. 正園居士：〈蝴蝶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124. 正園居士：〈蝴蝶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25. 正園居士：〈賞葉海棠〉，出處及日期不詳。 

126. 正園居士：〈鵞毛玉鳳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127. 正園居士：〈鯨魚蘭活像鯨魚〉，出處及日期不詳。 

128. 正園居士：〈鶴頂蘭花宜長溪邊〉，出處及日期不詳。 

129. 正園居士：〈鸞鳳玉〉，出處及日期不詳。 

130. 仲明：〈非洲紫羅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131. 李英豪：〈毋忘我──不凋的花中情種〉，出處及日期不詳。 

132. 李英豪：〈水仙頭割後廿多天才開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33. 李英豪：〈寒蘭清香觀葉觀花兩相宜〉，出處及日期不詳。 

134. 李英豪：〈揷花耐擺有方法每天浸水中削花脚〉，出處及日期不詳。 

135. 李英豪：〈番薯花家居播種的要訣〉，出處及日期不詳。 

136. 李盛仙：〈春風春雨好賞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137. 李澤林：〈珍貴的植物──旅人蕉〉，出處及日期不詳。 

138. 李澤林：〈菊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39. 肖平：〈天山雪蓮〉，出處及日期不詳。 

140. 許昂：〈春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141. 譚志剛：〈花香與健康〉，出處及日期不詳。 

142. 藿香：〈朱唇吐艷的鴨嘴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二．綜合（大自然） 

 

1. 張宗高：〈湖南沅陵縣發現榧杉自然群落〉，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2 月 20 日。 

2. 〈貴州發現原始杜鵑林帶〉，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6 月 5 日。 

3. 高致賢：〈貴州大方杜鵑花海〉，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6 月 26 日。 

4. 朱勝利：〈歷山發現萬畝原始森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7 日。 

5. 糜秋靈、徐宏力：〈貴州黔西北發現大面積天然杜鵑林帶〉，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9 月 18 日。 

6. 王昌鼎：〈宜昌縣發現一片古生植物群落〉，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7. 朱小林：〈雷州半島發現樟樹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2 月 11 日。 

8. 戴冰：〈連綿百里杜鵑山〉，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3 月 11 日。 

9. 翟邊：〈阿里山上百花開〉，《中國參考報》，1985 年 4 月 20 日。 

10. 吳澤椿：〈人．建築與自然環境〉，《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28 日。 

11. 雨梅：〈十里花廊〉，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7 日。 

12. 文風：〈唐代山水詩〉，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2 日。 

13. 趙雲雁：〈烏蒙百里杜鵑紅〉出處不詳，1994 年 2 月 17 日。 

14. 〈「中國百慕大」黑竹溝發現萬畝杜鵑花林〉，出處不詳，1994 年 10 月 29 日。 

15. 劉秀鸞：〈四月貴州杜鵑紅 百里花廊待客來〉，〔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4 月 1 日。 

16. 汪郁華：〈阿里山的花季〉，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2 則） 

17. 〈大片古樹化石群湘城步南山發現〉，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0 日。 

18. 文禾亦：〔95 貴州民俗風情遊杜鵑花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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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古木：〈黃梅一花香十里〉，出處及日期不詳。 

 

三．綜合（植物文化） 

 

1. 翟博勝：〈古詩吟紅豆〉，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9 月 22 日。 

2. 張允中：〈唐詩與植樹〉，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17 日。 

3. 王維儉：〈東京都副知事續訓弘等在玉淵潭種植友誼紀念樹〉，《北京晚報》，1984 年 4 月 10 日。 

4. 洪余慶：〈甬江之戰的植樹碑〉，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24 日。 

5. 其昌：〈青草「地毯」〉，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26 日。 

6. 熟通文：〈紅豆山莊的紅豆樹得到保護〉，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1 月 27 日。 

7. 壯：〈植物禮品〉，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10 日。 

8. 楊其嘉：〈植樹節──全人類重視的活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9. 王繼平：〈棗莊開發石榴園旅遊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 日。 

10. 燕民：〈斐濟紅樹〉，《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24 日。 

11. 劉永昌、劉暢征：〈遊花果山〉，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7 月 5 日。 

12. 程盤松：〈花木語言〉，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17 日。 

13. 張習明：〈水廉洞有幾處〉，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1 月 12 日。 

14. 張書朝：〈菊史〉，《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28 日。 

15. 〈天氣和暖後全港杜鵑花盛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14 日。 

16. 〈大規模植樹活動邀全港市民參加〉，香港《明報》，1986 年 3 月 21 日。 

17. 〈千五人大帽山植樹〉，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27 日。 

18. 念易：〈李清照紀念堂〉，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2 月 1 日。 

19. 梅叟：〈中國人對花鳥的意蘊〉，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5 日。 

20. 〈山東建「金瓶梅書屋」〉，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30 日。 

21. 曾敏之：〈春花吟〉，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5 日。 

22. 萬煥生：〈花語與交往〉，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9 日。 

23. 楊永盛：〈重陽時節話茱萸〉，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7 日。 

24. 〈杭州全國菊展〉，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1 日。 

25. 傑靈：〈溫馨約會〉，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5 日。 

26. 黃劍文：〈別具風韻的徐霞客紀念館〉，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17 日。 

27. 萬海：〈孟浩然踏雪尋梅〉，《北京廣播電視報》，1991 年 4 月 9 日。 

28. 呂洪年：〈蘭溪的霞客故道〉，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8 月 10 日。 

29. 陸榮泉：〔太湖中秋迎月、賞月、追月〕，出處不詳，1991 年 10 月 9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0. 白槐：〈徐霞客逝世 350 周年紀念活動在桂林舉行〉，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2 日。 

31. 孫樹旗、韓者印：〈恒山徐霞客紀念亭建成〉，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15 日。 

32. 李英豪：〈送花的藝術應懂花語勿弄錯〉，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16 日。 

33. 張炳德：〈吳文化公園、徐霞客故居一日遊〉，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21 日。 

34. 張炳德：〈無錫霞客公園落成開放〉，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6 日。 

35. 唐明覺：〈鎮江天下第一泉泉眼探明〉，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6 日。 

36. 〈植樹節周年鄧小平題詞〉，香港《明報》，1992 年 3 月 13 日。 

37. 〈樹木──科威特富翁的標志〉，《廣州日報》，1992 年 5 月 14 日。 

38. 王蜀華：〈古樹的襯景美化〉，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0 日。 

39. 李彬：〈將軍樹〉，出處不詳，1992 年 12 月 8 日。 

40. 宋世義：〈蒙古人的鮮花語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2 月 10 日。 

41. 〈情人節玫瑰大減價〉，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14 日。 

42. 〈白蘭仔稱霸、風水樹、桂花香、移蘭入暖房〉，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6 日。 

43. 卜束：〈徐霞客與靈隱飛來峰──再讀《徐霞客遊記》〉，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20 日。 

44. 陳永碧：〈植樹節小史〉，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45. 凌申：〈茅山「森林書法」〉，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46. 秀荷：〈鴛鴦樹〉，香港《大公報》，1993 年 12 月 2 日。 

47. 羅孚：〈柳枝畫得桃花開〉，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8 日。 

48. 羅玉：〈錦繡春明說花朝〉，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1 日。 

49. 羅孚：〈鳳凰木．孔雀花〉，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24 日。 

50. 羅孚：〈桂花茶．藤蘿餅〉，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31 日。 

51. 樂工：〈荔枝詩話〉，《北京晚報》，1994 年 5 月 31 日。 

52. 趙林如：〈胡姬蘭〉，北京《光明日報》，1994 年 7 月 17 日。 

53. 羅孚：〈一門苔色畫人家〉，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26 日。 

54. 黎歌：〈多樣化〉，香港《文匯報》，1994 年 12 月 17 日。 

55. 〈情人節商界喜歡欣鮮花賀卡銷售激增〉，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4 日。 

56. 章黎傑：〈上海情人節玫瑰伴元宵〉，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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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海口府城換花賀元宵〉，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6 日。 

58. 黎牧：〈古代的花朝節〉，出處不詳，1995 年 3 月 19 日。（附手寫筆記） 

59. 鄭赤琰：〈植物政治學〉，香港《蘋果日報》，1995 年 6 月 25 日。 

60. 呂洪年：〈王士性可比徐霞客〉，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0 日。 

61. 趙菲：〈梅之美〉，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9 日。 

62. 羅孚：〈白雞冠花乩仙詩〉，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2 日。 

63. 黃飛英：〈「桓景避災」與「孟嘉落帽」──兩則重陽登高的典故〉，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5 日。 

64. 李平：〈「流動草坪」〉，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5 月 10 日。 

65. 顧關元：〈石榴與楊貴妃〉，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5 月 12 日。 

66. 〈情人節送花知情意〉，香港《中西區／灣仔星報》，1998 年 2 月 1 日。 

67. 孫友田：〈梅園情思〉，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6 日。 

68. 施南池：〈看征雁畫梅〉，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1 日。 

69. 范文：〈花為媒〉，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9 日。 

70. 范小鋒、張弘：〈透綠．吊綠．擺綠．垂綠定西路將成特色綠化道 水杉．雪松．綠楊．紅棉桃浦部分道路起「綠

名」〉，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5 月 27 日。 

71. 鄭裕利：〈舍南喜綠蔭 舍北嘆黑臭──市政協委員巡視支流河道側記〉，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5 月 27 日。 

72. 林海波、陳濤、廖齊梅：〈山林四季景不同〉，《廣東建設報》，1998 年 12 月 5 日。 

73. 華彰彬：〈清明風俗〉，出處不詳，1999 年 3 月 27 日。 

74. 〈情人節玫瑰斷貨怎贏芳心？〉，《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2 月 13 日。 

75. 張宜情：〈文學家的花木情〉，《洛陽日報》，2001 年 4 月 19 日。 

76. 〔八顏色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7. 〈花之語〉，出處及日期不詳。 

78. 〈花果山〉，出處及日期不詳。 

79. 〈花果山七十二洞〉，出處及日期不詳。 

80. 〈無意插柳柳成蔭〉，出處及日期不詳。 

81. 何達：〈詩與人生──綠〉，出處及日期不詳。 

82. 呂德坤：〈花開與時間〉，出處及日期不詳。 

83. 望雲：〈占斷春光是此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84. 栗心：〈植樹造林諺語〉，出處及日期不詳。 

85. 繆德仁：〈日本速生優良綠化坪草「本特爾」〉，出處及日期不詳。 

86. 顧炳鑫：〈徐霞客尋迹遊歷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四．綜合（喬木） 

 

1. 李德誠：〈「報春使者」──垂柳〉，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2 月 10 日。 

2. 尹斌庸：〈古松還是古柏〉，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2 月 8 日。 

3. 〈石門採集古老珍稀樹種〉，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2 月 12 日。 

4. 〈八角之鄉的「八角樹王」〉，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2 月 12 日。 

5. 〈福建順昌縣發現傘花木〉，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2 月 28 日。 

6. 侯秀芬：〈梅花的風骨──訪梅花專家、林學院教授陳俊愉〉，《北京晚報》，1984 年 4 月 13 日。 

7. 潘述江：〈夏日何來桂花香？〉，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1 日。 

8. 〈野生櫻花樹 罕見尤珍貴〉，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3 日。 

9. 〈稻香湖天然公園迎來第一批遊客〉，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3 日。 

10. 穆揚：〈我首先讚美椿樹〉，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3 日。 

11. 李澤林：〈落戶羊城的「臘腸樹」〉，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14 日。 

12. 李春曉：〈夢崗瑞雪兆豐年〉，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30 日。 

13. 付立國：〈台灣杉與禿杉〉，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9 日。 

14. 曾昭群：〈一株山茶樹 開出四色花〉，《北京晚報》，1985 年 4 月 18 日。 

15. 艾春霖：〈大興安嶺發現我國松屬新種──興安松〉，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28 日。 

16. 江立平：〈稀奇的母牛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7 日。 

17. 鍾鳴：〈鳳凰山的相思樹枯而還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4 日。 

18. 梅竹：〈蒲桃正飄香〉，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12 日。 

19. 李鵬：〈蕭縣成為我國最大鉛筆柏基地〉，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6 日。 

20. 吳其敏：〈木棉之為樹〉，香港《明報》，1986 年 2 月 16 日。 

21. 慶子：〈春日櫻花裝點東瀛〉，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3 日。 

22. 牟治媛：〈巨柏樹〉，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 日。 

23. 舒非：〈桂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 日。 

24. 〈一株千年荔枝樹在閩東霞浦發現〉，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30 日。 

25. 劉守平：〈山茶花之最〉，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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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邢錦棠：〈柳巷村與古人贈柳習俗〉，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1 月 5 日。 

27. 丁淙：〈桃花詩話〉，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4 日。 

28. 范浩：〈何處去賞櫻〉，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28 日。 

29. 譚賢誠：〈紅軍樹與銀杏苑〉，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18 日。 

30. 李盛仙：〈怎樣觀賞梅花〉，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2 日。 

31. 〈西湖早春探梅〉，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9 日。 

32. 余樂山：〈奇果話榴槤〉，香港《星島晚報》，1995 年 6 月 3 日。 

33. 羅孚：〈罌粟．楓葉．櫻花〉，香港《明報》，1995 年 7 月 24 日。 

34. 中通社：〈大量引種桉樹致水位下降〉，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5 日。 

35. 羅孚：〈開到荼蘼花未了〉，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1 日。 

36. 沈敏嵐：〈添「軟指示」建「博物館」〉，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3 日。 

37. 劉迎恩：〈桃花詩話〉，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27 日。 

38. 王亮：〈玉蘭抒懷〉，出處不詳，1998 年 7 月 28 日。 

39. 柳原：〈蜀檜北方安家長勢佳〉，《中國花卉報》，2004 年 2 月 14 日。 

40. 李海：〈2004 世界名花博覽會預覽──海椰子〉，《中國花卉報》，2004 年 2 月 21 日。 

41. 陸春余：〈古樹名木復壯初探〉，《中國花卉報》，2004 年 3 月 23 日。 

42. 楊國龍：〈根深葉茂〉，《鄭州日報》，2004 年 3 月 25 日。 

43. 金友祥：〈金冠柏〉，《中國花卉報》，2004 年 3 月 27 日。 

44. 詩麗：〈長命樹〉，香港《大公報》，日期不詳。 

45. 陳洪軒：〈新疆桑話〉，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46. 〔梅花〕，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7. 李英豪：〈萍果花香散真愁一夜風〉，出處及日期不詳。 

48. 施曾：〈罕見的玉樹開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49. 正園居士：〈五針松〉，出處及日期不詳。 

50. 羅孚：〈北國名花玉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51. C. Y. Jim, “Quick-growing evergreen ideal for giving shade”. 

 

五．綜合（古樹） 

 

1. 鄒壽青、劉建華：〈西雙版納的珍貴硬木──黑黃檀〉，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6 月 10 日。 

2. 萬家祥：〈美麗的「中國鴿子樹」──珙桐〉，北京《光明日報》，1979 年 7 月 4 日。 

3. 〈百年蔗出新苗〉，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7 月 21 日。 

4. 〈珍貴的黑黃檀木〉，出處不詳，1979 年 7 月 21 日。 

5. 〈台灣熱帶海岸的特殊植物〉，出處不詳，1979 年 10 月 5 日。 

6. 瑪拉沁夫：〈旅行家樹〉，出處不詳，1979 年 10 月 7 日。 

7. 〈五百多年的核桃樹仍結碩果〉，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 月 13 日。 

8. 〈一棵一百七十多年的長壽柑樹〉，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 月 13 日。 

9. 〈單寧王──黑荊樹〉，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 月 13 日。 

10. 〈樹木珍聞〉，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 月 13 日。 

11. 〈宇宙蘋果樹〉，出處不詳，1980 年 1 月 23 日。 

12. 〈我國的珍貴樹種〉，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3 月 14 日。 

13. 葉國興：〈西天目山的珍貴樹木〉，廣州《羊城晚報》，1980 年 9 月 3 日。 

14. 際富、國茂、啟泉：〈大巴山區發現十萬餘株三尖杉〉，出處不詳，1980 年 9 月 26 日。 

15. 〈塞內加爾造林數百萬株〉，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11 月 1 日。 

16. 國志：〈湖南發現的稀有珍貴銀杉嫁接育苗首次成功〉，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2 月 1 日。 

17. 〈美刊文章《這里產超級樹》〉，出處不詳，1980 年 12 月 19 日。 

18. 〈嵩陽周柏〉，出處不詳，1981 年 1 月 9 日。 

19. 曉巍：〈超級樹木〉，出處不詳，1981 年 7 月 13 日。 

20. 中國林科院熱帶林業研究所：〈海南島發現「柴油樹」〉，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8 月 30 日。 

21. 談金鎧：〈馬里的奶油樹〉，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12 月 1 日。 

22. 李國楨：〈意大利的向日葵〉，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20 日。 

23. 蔣錦波：〈萱草一身多能〉，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29 日。 

24. 新華社：〈皖南發現兩處稀有植物資源寶庫〉，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 月 7 日。 

25. 林業部、施光孚：〈積極培育和發展珍貴樹種資源〉，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 月 9 日。 

26. 〈蘇發現比恐龍更早的樹化石〉，出處不詳，1982 年 1 月 15 日。 

27. 王銘珍：〈紫禁城的古槐〉，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1 月 16 日。 

28. 學春：〈西德「紅娘」樹〉，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 月 17 日。 

29. 李榮標：〈鹿兒島的新婚植樹園〉，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 月 24 日。 

30. 張天來：〈植物中的大熊貓──銀杉〉，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3 月 7 日。 

31. 曉紅 輯：〈夫妻樹、添口樹、汽車樹──外國植物的風俗趣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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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川涼山發現珍稀樹種──黃杉〉，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6 月 14 日。 

33. 黃裳：〈古樹──春遊雜感之三〉，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6 月 18 日。 

34. 崔輝：〈提倡植「紀念樹」〉，出處不詳，1982 年 10 月 26 日。 

35.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養蜂科學實驗站：〈注意保護珍貴的椴樹資源〉，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2 月 18 日。 

36. 車鴻雲：〈普陀鵝耳櫪〉，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 月 11 日。 

37. 潘善棠：〈北京普查古樹名木〉，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 月 5 日。 

38. 言同：〈神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2 月 14 日。 

39. 常津生：〈莒縣古銀杏壽命近三千〉，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3 月 24 日。 

40. 青濤：〈映山紅與羊躑躅〉，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3 月 31 日。 

41. 何濤：〈北京六中無名樹〉，《北京晚報》，1984 年 4 月 12 日。 

42. 張翼昌、陳一超：〈南國花木來 首都添春色〉，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30 日。 

43. 康韌：〈全國花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8 日。 

44. 童自仁：〈北京首次舉辦國際性花卉展覽〉，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22 日。 

45. 黃琪春、方錫泉：〈新會「小鳥天堂」得救〉，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6 月 10 日。 

46. 盛湘群、李辭贏、華耀林、孫國平：〈群芳錄〉，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6 月 19 日。 

47. 郝剛：〈千年古柏受到保護〉，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10 日。 

48. 李蔚：〈青海省植物學會呼籲：重視保護利用青海的杜鵑植物資源〉，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12 日。 

49. 李遠柏：〈大片名花林出自深山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13 日。 

50. 沈揚：〈樂昌縣的「活文物」──一株種植了二百多年的洛陽牡丹〉，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25 日。 

51. 常青：〈種植「石油」〉，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52. 郭軍侯、蘭庭：〈年近九百高齡的「油松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7 日。 

53. 戈蕊：〈給樹木打針治蟲〉，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14 日。 

54. 山省介休縣博物館：〈介休秦柏〉，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22 日。 

55. 李根培：〈在地願為連理枝〉，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30 日。 

56. 賀書昌：〈為「松樹王」呼救〉，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9 月 11 日。 

57. 鄧自強：〈高要有棵奇樹〉，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0 月 14 日。 

58. 李春生：〈榕樹奇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25 日。 

59. 邱金華：〈五羊城最老一棵樹八百歲香樟有難〉，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0 月 25 日。 

60. 李秋紅：〈長壽的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20 日。 

61. 向昌明、李言林：〈嘆為奇觀的古樹村〉，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1 月 20 日。 

62. 俞德浚：〈保護瀕危植物的意義〉，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2 月 4 日。 

63. 劉星：〈植物學家談高要奇樹〉，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5 日。 

64. 章昌和：〈西雙版納的植物科學殿堂──記中科院雲南熱帶植物研究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22

日。 

65. 張可：〈硅谷千姿百態的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1 日。 

66. 王敏才：〈奇妙的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22 日。 

67. 〈會「走」路的樹〉，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1 月 25 日。 

68. 澐妘：〈香港的小鳥天堂〉，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1 月 28 日。 

69. 范靈犀：〈芳林勝景話木蘭〉，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26 日。 

70. 〈孤樹成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71. 茹海龍：〈生有五種葉的千年古柏〉，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72. 陳后源：〈植樹趣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73. 〈奇特的山桂〉，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6 日。 

74. 〈湖南第一華山松〉，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6 日。 

75. 蘇太潮、李春喜、張福裕：〈罕見的鐵尖杉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16 日。 

76. 〈唐代銀杏八子抱母〉，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77. 張維珍、楊鋒：〈野生臘梅須保護〉，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6 日。 

78. 張英來、樓月龍：〈一百五十年的「玉蘭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30 日。 

79. 王國輝：〈八百年的銀杏〉，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30 日。 

80. 陳欣映、陳泉良、許國：〈百齡石榴〉，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30 日。 

81. 〈異香的香柑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30 日。 

82. 王昌鑄：〈古柏在呻吟〉，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4 日。 

83. 辛然：〈磨西古杉〉，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11 日。 

84. 曾永峰、潘定堅：〈林科院廣西大青山實驗局採取措施拯救珍稀瀕危樹種〉，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7

日。 

85. 郭風：〈屏南花木──寫給愛花木者之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9 日。 

86. 趙學剛：〈我國「活化石」水杉為全球做出貢獻〉，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0 日。 

87. 馮忠方：〈奇異的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27 日。 

88. 常華：〈蒼山古樹七王墳〉，《北京日報》，1985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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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李錦齡：〈古樹復壯有妙法〉，《北京日報》，1985 年 10 月 17 日。 

90. 〈奇特的果樹〉，《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7 日。 

91. 馮忠方 摘編：〈樹中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1 月 19 日。 

92. 徐永平：〈江心島上話古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7 日。 

93. 馮始學：〈空心樹寺與樹頂旅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2 月 17 日。 

94. 〈世界杜鵑之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 日。 

95. 〈三千年前核桃木雲南漾濞縣發現〉，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3 日。 

96. 夏歷：〈榕樹成神起源〉，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3 日。 

97. 李德誠：〈奇樹怪林遍神州〉，《香港經濟日報》，1986 年 9 月 28 日。 

98. 白鵝談：〈廣州古樹處境不妙〉，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1 日。 

99. 李克明：〈雲南一寶野生茶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0 日。 

100. 〈魯山發現千年古樹〉，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3 日。 

101. 〈北京花市應有盡有杭州孤山賞雪賞梅〉，出處不詳，1987 年。（複印本） 

102. 黎爾寬：〈順德縣一奇景 罕見樹生橋〉，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9 日。 

103. 吳渝：〈北京首屆花展見聞〉，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2 日。 

104. 〈黃帝陵柏樹林遭受嚴重蟲害〉，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7 日。 

105. 王文津：〈南國珍奇「樟抱榕」〉，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2 日。 

106. 孫永堯：〈桂林古榕樹年齡多大？〉，出處不詳，1987 年 8 月 29 日。 

107. 鄒炳明：〈一樹五種果 堪稱世上奇〉，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9 月 26 日。 

108. 郭雅：〈中國名種花展中吐艷〉，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14 日。 

109. 劉逸生：〈嵩陽書院古柏行〉，《廣東園林》，1988 年 4 月。（複印本） 

110. 袁心：〈世界奇樹知多少 逐一介紹話你知〉，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 日。 

111. 〈四川一金蓮開花五百天〉，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20 日。 

112. 〈樹木也有帝王將相〉，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8 日。 

113. 〈珍稀樹種發現〉，出處不詳，1988 年 5 月 24 日。 

114. 〈銀杉王〉，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1 日。 

115. 王世良：〈昌平縣為一杏樹立碑〉，《北京日報》，1988 年 9 月 24 日。 

116. 〈曲阜給古樹名木建立檔案〉，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9 日。 

117. 曉引：〈楷模原意為樹名〉，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11 日。 

118. 張菊生：〈桂林的怪樹〉，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25 日。 

119. 劉玉朴：〈雄偉泰山奇樹多〉，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13 日。 

120. 張建明：〈吳山古樟傲天風──「天堂」訪古木之一〉，出處不詳，1989 年 8 月 2 日。 

121. 張建明：〈「天堂」第一樹──「天堂」訪古木之三〉，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14 日。 

122. 〈古杉樹二百歲逢久晴會下雨〉，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8 日。 

123. 〈「國寶」銀杉樹湘獲種子豐收〉，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6 日。 

124. 泛若：〈樹木也識笑與哭〉，香港《大公報》，1990 年 3 月 26 日。 

125. 〈湖北梅界壽星一千零五十歲〉，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0 日。 

126. 張樹基：〈古華軒說楸〉，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4 日。 

127. 牛國棟：〈嶗山古木三奇〉，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13 日。 

128. 郭風：〈尤溪的古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1 月 28 日。 

129. 李盛仙：〈樹中壽星知多少〉，出處不詳，1991 年 3 月 13 日。 

130. 鄭佳麗：〈現代植物園充當「諾亞方舟」保存瀕臨絕種植物貢獻良多〉，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8 日。 

131. 金伯弢：〈龔定庵誤評漢柏〉，出處不詳，1991 年 3 月 23 日。 

132. 胡桂林：〈五棵松今昔談〉，《北京廣播電視報》，1991 年 5 月 21 日。 

133. 周振華：〈昌平縣重視古樹名木保護工作〉，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7 月 17 日。 

134. 華夫：〈泰山迎客松成型有新解〉，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7 月 20 日。 

135. 蔣世斌：〈天壇公園投巨資護古柏〉，《北京日報》，1991 年 9 月 16 日。 

136. 劉星澤：〈廣西蜆木王一千三百歲〉，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21 日。 

137. 〈綠屋青葱園林設計專家〉，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22 日。 

138. 李英豪：〈黃山松〉，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6 日。 

139. 〈倒卧枯木：動物溫暖窩〉，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8 日。 

140. 齊諧：〈植物愛憎分明〉，香港《大公報》，1992 年 10 月 10 日。  

141. 禾斗：〈造雨樹〉，香港《大公報》，1992 年 10 月 10 日。 

142. 鐘貴：〈貴州新發現千年陰沉木〉，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6 日。 

143. 魯致知：〈何以植物有上下方向性？〉，香港《信報》，1992 年 11 月 12 日。 

144. 〈植物遇襲有反應能發出退敵暗號〉，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28 日。 

145. 羅孚：〈鳳凰成木影亦花〉，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27 日。 

146. 盛仙：〈古樹嘉木遍中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7 月。 

147. 〈台灣一神木二十一人才能合抱〉，香港《明報》，1993 年 7 月 7 日。 

148. 〔莫爾頓海灣無花果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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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植物世界──見血封喉樹〉，《中國電視報》，1993 年 11 月 9 日。 

150. 陶雅：〈產「布」樹〉，香港《大公報》，1993 年 12 月 2 日。 

151. 袁曉國：〈蘇北有棵神奇的樹〉，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11 日。 

152. 劉峰、史守斌：〈中原地區發現珍稀樹種〉，出處不詳，1994 年 1 月 20 日。 

153. 韓士奇：〈神州古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3 月 15 日。 

154. 筆莫停：〈神州奇樹多〉，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12 日。 

155. 嚴弟開、張永明：〈川西發現兩株山茶花樹王〉，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16 日。 

156. 賈蘭天：〈人工栽培樹齡千餘年四川兩株山茶花樹王〉，香港《明報》，1994 年 4 月 20 日。 

157. 賈蘭天：〈神州大地多奇樹〉，香港《明報》，1994 年 4 月 27 日。 

158. 陳愛中：〈婺源奇樹多〉，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4 日。 

159. 張鳴九：〈花港觀魚與紅杉樹〉，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28 日。 

160. 鍾南通：〈江西奇樹能預測洪災〉，香港《明報》，1994 年 8 月 31 日。 

161. 陶傑：〈庭中有奇樹〉，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10 日。 

162. 周曉平：〈松花柳〉，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3 日。 

163. 何禮全：〈織金洞奇觀──銀雨樹〉，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15 日。 

164. 潘毅：〈古樹名木〉，加拿大《明報》（溫哥華版），1995 年 5 月 29 日。 

165. 謝華章：〈奇花異樹輯錄〉，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 日。 

166. 〈柳樹編織成罕見行人小橋〉，香港《明報》，1995 年 7 月 5 日。 

167. 江仲俞：〈文公山巨杉群有新說二十四株按「八卦」分布〉，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3 日。 

168. 〈上海一樹長於海平面以下〉，香港《明報》，1995 年 9 月 12 日。 

169. 江仲俞：〈婺源修復虹井和廉泉〉，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4 日。 

170. 〈鴛鴦樹林根連根 專家難解箇中謎〉，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17 日。 

171. 〈垃圾箱頂種花美化環境〉，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7 日。 

172. 〈兩千年古檀樹預報氣象〉，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7 日。 

173. 〈百年白桂樹開花結果〉，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15 日。 

174. 舒維秀：〈湖南新晃發現晴日會下雨的紅豆杉樹〉，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19 日。 

175. 林國華：〈嶗山奇特的古樹名木〉，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5 日。 

176. 吳迎賓：〈劉海粟與司徒古柏〉，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8 日。 

177. 〈江西銀杏樹九棵連體〉，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5 日。 

178. 蔡志培：〈連理共枝 佳偶天成〉，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13 日。 

179. 〈上海古樹名木首獲三年保險〉，香港《新晚報》，1995 年 12 月 25 日。 

180. 〈千年白果樹長流甘泉水〉，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4 日。 

181. 〈忍冬四季開花成奇觀〉，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5 日。 

182. 〈一株榕樹阻希爾頓重建〉，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15 日。 

183. 〈河北發現千年滴血樹〉，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6 日。 

184. 中新社：〈韶關栽珍稀植物觀光木〉，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 日。 

185. 〈南寧千人盲目拜菩提樹〉，香港《大公報》，1996 年 5 月 9 日。 

186. 〈蜀南苗鄉發現「夫妻」古樹〉，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18 日。 

187. 法見：〈假石山補直水來朝鐵樹可化假水氣煞〉，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9 日。 

188. 〈連南上洞有奇樹花紅雨到預報準〉，出處不詳，1997 年 6 月 6 日。 

189. 〈阿里山神木受創〉，香港《亞洲周刊》，1997 年 7 月 14 日。 

190. 華源：〈神木之外有「樹王」〉，香港《大公報》，1997 年 10 月 12 日。 

191. 何振威：〈周身寶的龍樹王〉，《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12 月 16 日。 

192. 沈立新、應舍法：〈暗香引來八方客靈峰踏雪探梅去〉，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3 日。 

193. 黃洽：〈發財樹原本是果樹〉，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4 日。 

194. 鄔志星：〈上海植物園月底舉辦蘭花名品展〉，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2 日。 

195. 駱貢祺：〈閔行有株「紫藤王」〉，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 日。 

196. 新華社：〈世界八分之一植物物種瀕臨滅絕〉，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9 日。 

197. 〈阿里山神木去留引爭執〉，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0 日。 

198. 吳雄：〈鄧尉探梅〉，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8 日。 

199. 王龍舉、張錦勝：〈「夫妻樹」百年恩愛說滄桑 世博會迎娶「連理」續佳話〉，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5 月

26 日。 

200. 曉君：〈抗癌植物「紅豆杉」〉，《老年報》，1998 年 6 月 23 日。 

201. 包彥：〈樟樹王〉，出處不詳，1998 年 9 月 28 日。 

202. 羅勁松：〈南寧果樹花開兩度〉，出處不詳，1998 年 12 月 12 日。 

203. 夏婕：〈古樹公園〉，香港《文匯報》，1999 年 5 月 11 日。 

204. 〔生命之樹〕，《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6 月 1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05. 〈廣西發現「櫶樹王」〉，出處及日期不詳。 

206. 傅春：〈沙漠中的胡楊堅韌不拔〉，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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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張維元：〈我國的四大古梅〉，出處及日期不詳。 

208. 岩柏：〈拓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209. 李澤林：〈廣州街頭的瓶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210. 李澤林：〈會預報天氣的植物〉，出處及日期不詳。 

211. 〈鐵堅杉〉，出處及日期不詳。 

212. 〈樹與感情〉，出處及日期不詳。 

213. 〈南疆花果城──南寧市〉，出處及日期不詳。 

214. 〈孟加拉國發現世界最大的榕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215. 〈中國千年的古樹〉，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216. 〈「奇迹樹」柳西納〉，出處及日期不詳。 

217. 〈梨花伴月〉，出處及日期不詳。 

218. 〔海南興隆農場油棕樹〕，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六．綜合（環保） 

 

1. 〈世界森林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出處不詳，1979 年 3 月 1 日。 

2. 〈蘇報談綠化可防止噪音的文章《我們的朋友──「綠色的噪音」》〉，出處不詳，1979 年 3 月 1 日。 

3. 〈我國熱帶亞熱帶山地丘陵地區情況簡介〉，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11 月 19 日。 

4. 袁曉園：〈建議開闢「國際友誼林」〉，出處不詳，1983 年 3 月 23 日。 

5. 白成柱：〈城市綠化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22 日。 

6. 唐煒：〈瓊州地震陸陷成海遺圩可闢為科學旅遊區〉，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17 日。 

7. 沈畹棣：〈速生豐產早成林加速綠化效益高〉，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9 月 29 日。 

8. 〈綠黨在聯邦德國方興未艾〉，北京《文摘報》，1984 年 11 月 16 日。 

9. 沈家虎：〈談談城市園林化〉，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2 月 8 日。 

10. 蘇琳：〈意大利成立綠黨〉，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5 日。 

11. 〈萬里希望有識有志的青年種草植物為綠化荒山荒漠而奮鬥〉，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10 日。 

12. 〈表彰綠化祖國突擊隊和突擊手〉，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13 日。 

13. 胡：〈香港空氣污染嚴重〉，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17 日。 

14. 方洲：〈加拿大科學家發現污染物毒性與溫度有關〉，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2 日。 

15. 李杰：〈「植樹造林，要實幹」──記萬里等同志在鄭州邙山植樹〉，北京《人民日報》，1985 年 3 月 8 日。 

16. 〈城市要首先綠化起來〉，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13 日。 

17. 沈畹棣：〈城市綠化要以綠為主〉，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27 日。 

18. 劉光生：〈科壇新星──環境美學〉，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23 日。 

19. 王繼志：〈提倡栽種圍牆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11 日。 

20. 徐九武：〈動員全社會力量保護森林綠化祖國〉，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29 日。 

21. 欒世麟：〈「國際森林年」話造林〉，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9 日。 

22. 〈昔日垃圾場來年變樂園〉，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7 月 15 日。 

23. 〈救救日益減少的森林資源〉，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3 日。 

24. 阿真：〈面對「綠色危機」的思索〉，《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28 日。 

25. 〈組織開展栽種「三種紀念樹」活動〉，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8 月 7 日。 

26. 〈大家來種同心樹、同齡樹、長生樹〉，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8 月 7 日。 

27. 辰濃和男：〈中國為築起「綠色長城」努力奮鬥〉，《中國參考報》，1985 年 9 月 8 日。 

28. 張新奎、周本豐：〈山青水秀淺析〉，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29. 張翼昌：〈綠化國土建立良好自然生態環境〉，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9 月 28 日。 

30. 吳汾：〈烏蘭夫同志在綠化基金會理事會上提出綠化要靠社會的關心和支持〉，《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28 日。 

31. 〈中國的沙漠正在擴大〉，《中國參考報》，1985 年 10 月 17 日。 

32. 〈我國已建和正建七處森林公園〉，《北京晚報》，1985 年 11 月 7 日。 

33. 〈深水埗空氣污染主因議員認定焚化爐所致〉，香港《深水埗》，1986 年 3 月 8 日。 

34. 何偉：〈空氣河道污染嚴重──環境保護處應大有作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 日。 

35. 〈空氣管制區擬劃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6 日。 

36. 〈綠色大學應運而生〉，出處不詳，1986 年 5 月 27 日。 

37. 〈本區設首個監察站控制車輛廢氣污染〉，香港《文匯報》，1986 年 6 月 20 日。 

38. 〈環保處正制訂新例管制空氣含塵埃量〉，香港《文匯報》，1986 年 7 月 3 日。 

39. 〈黃河水可望清澈流沙量減三分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5 日。 

40. 〈統一空氣質素標準全港分十個管制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5 日。 

41. 〈中國環境學者呼籲勿讓長江變成「黃河」〉，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3 日。 

42. 〈必須抓好江河整治工作〉，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5 日。 

43. 黎卓南：〈黃河再不為害？〉，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3 日。 

44. 〈「一點心意在清泉」籌款保護自然環境〉，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8 日。 

45. 〈一點心願在清泉善款籌得七萬五〉，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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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蕭山：〈居安須思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16 日。 

47. 〈黃河凌害已受控制卅年未見凌汛決口〉，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9 日。 

48. 〈觀塘不吸烟日明九龍灣舉行〉，出處不詳，1986 年 11 月 19 日。（複印本） 

49. 〈徵壁畫圖案美化護土牆〉，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8 日。 

50. 山木：〈香港曾經下過雪〉，出處不詳，1986 年 12 月 28 日。 

51. 青衣關注組：〈青衣空氣污染嚴重環境署應設法改善〉，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4 日。 

52. 〈紙幣也是病菌污染源〉，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3 日。 

53. 〈環委會通過撥款三十萬改善環境〉，香港《南區星報》，1988 年 6 月。 

54. 〈環境會訂本年工序十項計劃優先處理〉，香港《中西區星報》，1988 年 6 月 1 日。 

55. 〈港府計劃重建山頂保留作著名旅遊區〉，香港《中西區星報》，1988 年 6 月 1 日。 

56. 〈堅尼地城焚化爐屠房被列中西區環境黑點〉，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7 日。 

57. 聰明仔：〈生物科技造林明日一本萬利行業〉，香港《星島晚報》，1988 年 8 月 9 日。 

58. 〈治理長江上游水土流失〉，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1 月 6 日。 

59. 〈旅遊事業面臨威脅恬靜環境遭受破壞〉，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6 日。 

60. 〈育樹專家應邀主「未來都市的綠化」〉，香港《市政新聞》，1989 年 3 月。 

61. 〈行政局明將決定水費將大增〉，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2 日。 

62. 熊達：〈林木的功能〉，香港《大公報》，1989 年 3 月 18 日。 

63. 〈應否嚴格管制污染港督促市民提意見〉，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9 日。 

64. 〈商業大厦調查化驗顯示空氣質素極度污染〉，香港《華僑日報》，1989 年 4 月 14 日。 

65. 國喜：〈破壞人家居住環境〉，《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4 月 17 日。 

66. 金堅：〈養雀人家請注意 室內養雀污染空氣 患肺癌可能性大增〉，香港《晶報》，1989 年 4 月 21 日。 

67. 〈每年損失六十八億中國大氣污染嚴重〉，《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6 月 21 日。 

68. 徐丹：〈數代同堂樹〉，香港《文匯報》，1989 年 6 月 27 日。 

69. 〈年水土流失 全國 50 億噸〉，香港《文匯報》，1989 年 7 月 3 日。 

70. 程意：〈出售森林資源〉，香港《新晚報》，1989 年 9 月 4 日。 

71. 阿仁：〈環境污染──美專家的意見〉，香港《明報》，1989 年 10 月 30 日。 

72. 〈中學課程加揷環保教育〉，香港《成報》，1989 年 11 月 13 日。 

73. 金淺：〈向溫室效應進軍〉，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4 日。 

74. 駱雲：〈飲水思源〉，香港《新晚報》，1989 年 11 月 20 日。 

75. 聶德：〈葵涌新空氣監察站啟用短暫不足為據〉，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21 日。 

76. 〈環污委員研究徵收處理垃圾稅〉，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21 日。 

77. 夏婕：〈冬季〉，香港《新報》，1989 年 11 月 27 日。 

78. 三繞：〈為了處理建築廢物本港無法停止填海〉，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1 月 27 日。（2 則） 

79. 〈市政園藝班〉，香港《新報》，1989 年 11 月 27 日。 

80. 〈當局開展綠色行動整肅濫採亂挖礦點〉，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1 月 27 日。 

81. 勞川：〈地震頻報震前先兆〉，香港《成報》，1989 年 11 月 28 日。 

82. 〈港督巡視港島南區了解對抗污染措施〉，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5 日。 

83. 〈沙漠化土地一成受控制〉，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7 日。 

84. 〈小行星可能撞地球全球半數人將有難〉，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14 日。 

85. 〈化學品潛伏危機長青社辦展覽會〉，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4 日。 

86. 〈自然環境嚴重破壞污染惡果觸目驚心〉，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4 日。 

87. 〈Aironic-2000 空氣淨化機放射負離子改善空氣成份〉，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5 日。 

88. 〈霍德讚生物基金會保護環境動物有功〉，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8 日。 

89. 〈環境水質模型課程港大下月中旬開辦〉，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8 日。  

90. 〈環保科展明年舉行〉，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9 日。 

91. 〈最早地震記載〉，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9 日。 

92. 〈保護瀕絕種動植物日決增加百卅二種〉，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7 日。 

93. 〈義務工作發展局將推出環保講座〉，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7 日。 

94. 呂祈：〈地球變暖問題〉，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8 日。 

95. 〈大雨大雪夾污染物 毛毛細雨有益健康〉，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3 日。 

96. 〈深圳供港淡水量去年五億立方米〉，香港《新報》，1990 年 1 月 8 日。 

97. 〈森林蓄積量續減可採資源瀕枯竭〉，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8 日。 

98. 〈大興安嶺區成無火災年〉，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0 日。 

99. 〈中國耕地銳減勢頭趨緩〉，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2 日。 

100. 〈城市地質趨惡化〉，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26 日。 

101. 〈地盤內滋生蚊蟲建築公司被罸款〉，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30 日。 

102. 〈生活享受邁進電腦化旅遊克苦深入原始區〉，香港《明報》，1990 年 2 月。 

103. 〈世界最大環保公司將在港設亞太總部〉，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 日。 

104. 〈污染嚴重應續管制〉，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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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本港水質污染嚴重〉，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7 日。 

106. 〈環保呼聲響徹全球未來汽車杜絕污染〉，香港《明報》，1990 年 2 月 9 日。 

107. 文靖：〈環保署促私人機構停用可分解塑膠袋〉，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0 日。 

108. 〈獅隧廢氣符規定居民健康未影響〉，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0 日。 

109. 〈隧道空氣質素尚好不會危害人體健康〉，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0 日。 

110. 雷蒙德．吉杰森：〈水質污染蠔先知〉，香港《新報》，1990 年 2 月 12 日。 

111. 〈滇「魚雨」從天降」〉，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3 日。 

112. 〈中國森林資源消秏總量趨降〉，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3 日。 

113. 〔灣仔綠化計劃〕，出處不詳，1990 年 2 月 19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14. 白雲：〈隧道空氣〉，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0 日。 

115. 心怡：〈生活節奏 最新統計〉，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6 日。 

116. 〈地球受飢荒威脅〉，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3 日。 

117. 〈四二二地球日巡禮全港舊報紙回收日〉，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3 月 5 日。 

118. 〈葵青區會辦研討促改善空氣質素〉，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3 月 5 日。 

119. 鄺國惠：〈推動港環保運動 林貝聿嘉膺重任〉，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6 日。 

120. 〈葵青區空氣污染 兩年來並無改善〉，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6 日。 

121. 〈田紀雲促各地 加快綠化速度〉，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6 日。 

122. 〈北角民安社講座 綠色醫療面面觀〉，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7 日。 

123. 〈天井平台積聚垃圾 樓上擲物樓下苦惱〉，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13 日。 

124. 莫元：〈溫室效應〉，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14 日。 

125. 簡而清：〈環保新猷〉，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17 日。 

126. 〈舊報紙回收日 團體下月主辦〉，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2 日。 

127. 〈綠色生活坊 老人健康日〉，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3 日。 

128. 關昭：〈環保下照顧個別困難〉，香港《大公報》，1990 年 3 月 26 日。 

129. 〈香港室內植物學會 致力推廣綠化藝術〉，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7 日。 

130. 雲滔：〈大陸土地沙漠化嚴重〉，香港《大公報》，1990 年 3 月 27 日。 

131. 廣華：〈綠色與婦女〉，香港《新晚報》，1990 年 3 月 28 日。 

132. 〈發叔樂得逍遙 甘願繼續耕耘〉，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8 日。 

133. 〈廢物製成 45 呎長垃圾筏 美環保分子擬渡大西洋〉，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9 日。 

134. 汪銘：〈劉培植呼籲重視林業〉，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9 日。 

135. 阿仁：〈多間學校提高環保意識 響應收集廢紙試驗計劃〉，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31 日。 

136. 〈救救地球〉，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4 月 6 日。 

137. 〈動植物公園埋時間囊 市政局處理申請慎重 恐怕導致兩批議員激烈對抗〉，香港《東方日報》，1990 年 5 月 1

日。 

138. 子微：〈大自然發出多種警告 保護地球是當今急務〉，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 日。 

139. 金濤：〈環球涼熱 生物調節〉，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 日。 

140. 王泳：〈美國興起垃圾學〉，香港《新晚報》，1990 年 5 月 6 日。 

141. 艾火：〈臨界效應〉，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8 日。 

142. 艾火：〈南極洲捅了一個洞〉，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9 日。 

143. 〈市局垃圾膠袋 暫無計劃停用〉，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9 日。 

144. 艾火：〈海平面將升高〉，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1 日。 

145. 〈古泉古蹟的消失〉，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2 日。 

146. 艾火：〈挽救地球！（上）〉，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2 日。 

147. 葉欣：〈世界屋脊 不斷上升〉，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2 日。 

148. 艾火：〈挽救地球！（下）〉，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3 日。 

149. 葉欣：〈海平面持續向上升〉，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5 日。 

150. 劉耀玲：〈洋漢捐出中國藝術書 拍賣籌款助環保教育〉，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6 日。 

151. 〈環境保護法 中國擬修訂〉，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6 日。 

152. 〈赤潮泛濫絕非奇觀 海洋保護刻不容緩〉，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7 日。 

153. 丙貝：〈風靡世界的「綠色冶金」行業〉，香港《新晚報》，1990 年 5 月 21 日。 

154. 〈人類困境的報告〉，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1 日。 

155. 〈環保囊將埋入地底〉，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4 日。 

156. 穎風：〈新興保健森林浴〉，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6 日。 

157. 〈長江中上游生態建設 第一期工程全面展開〉，香港《文匯報》，1990 年 5 月 27 日。 

158. 〈黃河水不再黃〉，香港《明報》，1990 年 6 月 1 日。 

159. 〈愛樹如命的人〉，香港《明報》，1990 年 6 月 5 日。 

160. 〈污染黑點埋地底 時間囊九五重開〉，香港《明報》，1990 年 6 月 6 日。 

161. 子微：〈「六五」提醒大家齊心救地球〉，香港《明報》，1990 年 6 月 7 日。 

162. 河石：〈衞星監測雨林損毁 馬達加斯加面臨威脅〉，香港《明報》，1990 年 6 月 8 日。 

163. 〈綠化綱要訂出〉，香港《明報》，1990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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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綠化巴士」大行動 數百小朋友合力繪畫〉，香港《明報》，1991 年 2 月 25 日。 

165. 余仁傑：〈今年中國地震活動 料將處於較高勢態〉，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1 日。 

166. 〈大亞灣核電廠面積小 難增放太多核反應堆〉，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2 日。 

167. 宗文：〈五年實現四個轉變 消滅森林資源赤字〉，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3 日。 

168. 〈全球環保五百佳稱號 聯合國授安徽小張莊〉，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4 日。 

169. 金濤：〈陽光「消毒」新用途〉，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8 日。 

170. 蘇南：〈北京大地震將臨？〉，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9 日。 

171. 洪石智：〈並非杞人憂天全球生態環境漸惡化〉，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20 日。 

172. 〈三百城市缺食水 其中 50 情況危急〉，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28 日。 

173. 采文：〈人類面臨的危機 缺水與水質污染〉，香港《明報》，1991 年 6 月 12 日。 

174. 路透社：〈師法甲蟲求生本能 荒蕪沙漠可變綠洲〉，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25 日。 

175. 〈西隧改善措施報告 環諮會稱元月完成〉，香港《明報》，1991 年 11 月 26 日。 

176. 〈你應知的數字〉，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11 日。 

177. 〈汽車廢氣是城市污染罪魁〉，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19 日。 

178. 〈七成半城市缺水 工業產值減百億〉，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21 日。 

179. 〈臭氣層不斷變稀薄 稻米生長備受影響〉，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27 日。 

180. 〈污染有礙熱能散發 全球氣溫不斷上升〉，香港《明報》，1992 年 1 月 6 日。 

181. 孫莉：〈富士山垃圾問題嚴重 地方當局呼籲遊客手下留情〉，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4 月 4 日。 

182. 李英豪：〈破壞大自然〉，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18 日。 

183. 〈溫室效應某些損害 現要避免可能太遲〉，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27 日。 

184. 〈砍伐過度損害植物生態 森林需數世紀回復生機〉，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4 日。 

185. 知行：〈全球氣溫上升 有何辦法阻止〉，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8 日。 

186. 〈世界自然基金會背景資料及海洋保護工作的介紹〉，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2 日。 

187. 〈全球氣溫將加速上升可能影響港糧水供應〉，香港《大公報》，1992 年 10 月 4 日。（剪報不全） 

188. 〈亞洲酸雨將冠全球 未來十五年增一倍〉，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27 日。 

189. 〈廢物回歸運動 十一月底進行 響應者得禮品〉，香港《區域月報》，1992 年 11 月。 

190. 〈西藏高原上升 全球氣候變涼〉，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9 日。 

191. 〈美國綠色城市選舉 檀香山領風騷〉，香港《明報》，1992 年 12 月 7 日。 

192. 〈「超級城市」──帶來動力，也蘊藏着災難〉，香港《明報》，1993 年 1 月 21 日。 

193. 〈珠江三角洲海面 年均上升一厘米〉，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13 日。 

194. 〈環保帆船「玫瑰」 汽水瓶、擋泥板作材料〉，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13 日。 

195. 周兆祥：〈祖國綠色的開始〉，香港《信報》，1993 年 2 月 22 日。 

196. 〈兩極冰冠若全融掉 海面漲二百四十呎〉，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27 日。 

197. 〈南極臭氧層續擴大〉，香港《大公報》，1993 年 2 月 27 日。 

198. 〈牛屁一響地球遭殃 廢氣加深溫室效應〉，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2 日。 

199. 〈地球有冷熱周期 每一二五年一次〉，香港《大公報》，1993 年 3 月 6 日。 

200. 趙勤坤：〈森林與人的健康〉，《深圳特區報》，1993 年 3 月 11 日。 

201. 〈世界最大教堂模型 三百萬汽水罐砌成〉，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19 日。 

202. 宋志耀：〈六．五世界環境日簡介〉，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0 日。 

203. 〈兩年隔世實驗將結束 生物圈人員望出樊籠〉，香港《明報》，1993 年 9 月 24 日。 

204. 〈隔世生活兩年破紀錄 生物圈研究員返紅塵〉，香港《明報》，1993 年 9 月 27 日。 

205. 〈崇基建築學生挑戰難度 用飲管砌成六米高桅桿〉，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206. 鳳清：〈全球面臨缺水問題〉，香港《新晚報》，1993 年 11 月 27 日。 

207. 〈北京垃圾製磚 開始成批生產〉，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2 日。 

208. 〈追求經濟利益破壞生態 空氣食水農田嚴重污染〉，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8 日。 

209. 〈控制溫室效應：動植物品種要多〉，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11 日。 

210. 慕容峰：〈森林火災的預防與控制〉，香港《大公報》，1994 年 1 月 13 日。 

211. 〈五分一地震台被迫遷 幾十年觀測資料報廢〉，香港《明報》，1994 年 1 月 21 日。 

212. 〈六大生態工程 改造神州面貌〉，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2 日。 

213. 〈2100 年只能養活二十億人〉，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3 日。 

214. 林鷹：〈各地計劃再建一批核電站 本世紀核能發電二千萬瓩〉，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19 日。 

215. 〈英專家料全球變暖放慢 十年升千分之一點五度〉，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17 日。 

216. 〈大氣污染嚴重 城市日照銳減〉，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11 日。 

217. 〈林業部允外商開發「四荒」〉，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21 日。 

218. 〈挽救地球沙漠化刻不容緩〉，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3 日。 

219. 〈生態旅遊──避免再加害地球的旅遊〉，香港《明報》，1994 年 12 月 13 日。 

220. 世灰：〈旅遊破壞自然生態〉，香港《明報》，1994 年 12 月 21 日。 

221. 〈中國進口奢侈品日增 全球環保面臨新難題〉，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4 日。 

222. 絲韋：〈使人厭倦的信息〉，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6 日。 



                                                                          朱鈞珍文庫 — 園林建築文獻 

 

187  

 

 

223. 基：〈海水上升較預期快兩倍 人類為禍地球自吃苦果〉，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21 日。 

224. 〈溫室效應對中國影響重大 沿海海拔四米下恐會水淹〉，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30 日。 

225. 海揚塵：〈大亞灣將成大難灣〉，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11 日。 

226. 〈「大哥大」污染山間寧靜 英國訂守則管制濫用〉，香港《明報》，1995 年 4 月 20 日。 

227. 〈綠化〉，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8 日。 

228. 〈保護大自然人人有責〉，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15 日。 

229. 〈本世紀嚴重地震一覽〉，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30 日。 

230. 應之然：〈濫用資源不停止，環保只能是空談〉，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3 日。 

231. 〈科技發達難補思想腐朽 21 世紀烏托邦夢落空？〉，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5 日。 

232. 豐蔚佳：〈「綠色建材」勢在必行〉，上海《解放日報》，1995 年 7 月 3 日。 

233. 〈「光化學烟霧」困攏五城市〉，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1 日。 

234. 曲直：〈生土建築符合環保獲國際推崇〉，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25 日。 

235. 石琪：〈世界面臨水危機〉，香港《明報》，1995 年 9 月 4 日。 

236. 周確：〈河湖沼澤環境好 平原深處有珍禽〉，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24 日。 

237. 〈耕地沙漠化日益嚴重 糧食不足問題將浮現〉，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31 日。 

238. 〈環境要健康有賴生態平衡 當務之急保持生物多元化〉，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31 日。 

239. 〈南極臭氧層洞今年擴大 十月時面積達歐洲兩倍〉，香港《明報》，1995 年 11 月 30 日。 

240. 〈督轅公私機構環保 無數樹木得以超生〉，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11 日。 

241. 〈四川成世界三大酸雨區之一〉，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13 日。 

242. 吳乃生：〈捲烟吸烟冠全球 世界第一非光彩〉，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22 日。 

243. 方芹：〈真聖誕樹更環保〉，香港《新晚報》，1995 年 12 月 25 日。（2 則） 

244. 〈今後廿年集中東部建核電站〉，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16 日。 

245. 〈全國廿六城市公共場所禁烟〉，香港《明報》，1996 年 1 月 26 日。 

246. 〈大陸煙民三億五千萬 四億六千萬吸二手煙〉，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1 月 29 日。 

247. 胡菊人：〈山河何處有錦繡？〉，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2 日。 

248. 〈一九九五──本世紀最熱的一年〉，香港《明報》，1996 年 2 月 29 日。 

249. 〈東南沿海擬大辦核電 容量將達二千萬千瓦〉，香港《文匯報》，1996 年 3 月 10 日。 

250. 〈全球食水危機嚴重 聯合國六月商對策〉，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8 日。 

251. 羊朱：〈人類面臨水的危機〉，香港《新晚報》，1996 年 3 月 18 日。 

252. 謝志榮：〈大廈內的輻射毒氣〉，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1 日。 

253. 〈水荒 21 世紀戰禍潛伏危機〉，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6 日。 

254. 〈沿海海平面升勢加速〉，香港《明報》，1996 年 4 月 13 日。 

255. 羊朱：〈全球行動 救救地球〉，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 

256. 陳炳貴：〈亞洲各國出現水危機信號〉，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 

257. 丞臻：〈民間自發環保 帶來綠色希望〉，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3 日。 

258. 〈地球膨脹與地震〉，香港《文匯報》，1996 年 5 月 10 日。 

259. 〈港屬低風險地震區〉，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17 日。 

260. 〈大中城市防震減災目標 十年達抗六級地震水平〉，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2 日。 

261. 〈卅年間大湖泊銳減五百個〉，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25 日。 

262. 〈無烟工業烏烟瘴氣問題多多〉，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27 日。 

263. 〈官方千億投綠色工程〉，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8 日。 

264. 〈長江船舶污染嚴重 年均產垃圾 7.5 萬噸〉，香港《明報》，1996 年 8 月 14 日。 

265. 〈英王儲大聲疾呼：無烟工業應注重環保〉，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18 日。 

266. 周楫：〈北京空氣污染登全球十大〉，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29 日。 

267. 葉志瀛：〈生態旅遊熱 雲南尋鶴踪〉，香港《明報》，1996 年 11 月 21 日。 

268. 桂棠：〈二氧化碳與氣候循環〉，香港《文匯報》，1996 年 12 月 29 日。 

269. 〈溫室效應導致一冷一熱〉，香港《明報》，1997 年 1 月 6 日。 

270. 祝依恩：〈能量化呼吸〉，香港《明報》，1997 年 1 月 17 日。 

271. 莫喚宜：〈尋找潔淨食水的終極目標〉，出處不詳，1997 年 2 月 13 日。 

272. 心怡：〈垃圾區內草綠鳥鳴〉，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29 日。 

273. 〈美洪災緣於環境惡化〉，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30 日。 

274. 〈溫室效應影響被低估〉，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19 日。 

275. 〈全球淡水缺乏面臨危機 拉莫斯呼籲健全環境政策〉，香港《快報》，1997 年 11 月 9 日。 

276. 劉立：〈可怕的地球「衰老」〉，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7 日。 

277. 朱全弟：〈現在我們喝什麼水？──「世界水日」話說本市飲用水市場〉，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21 日。 

278. 于天波：〈痛快淋浴時 別忘水正缺──「世界水日」紀念活動隨感〉，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23 日。 

279. 〈溫室氣體排放不斷 臭氧層將繼續受損〉，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9 日。 

280. 張欣平：〈我們的城市在下沉〉，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1 日。 

281. 謝慧心、黃潤湘：〈龍崗區碧嶺生態村〉，《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7 月 15 日。 

282. 〈全球變暖的真正禍首是誰？〉，《杭州日報》，2000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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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歐天災肆虐 溫室效應響警鐘〉，出處不詳，2000 年 11 月 22 日。 

284. 曉春：〈綠色的李商隱〉，香港《文匯報》，2000 年 12 月 1 日。 

285. 〈人為因素 氣候惡化〉，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9 日。 

286. 伊東冬：〈貴州馬嶺峽污水成瀑布〉，鄭州《中原鐵道報》，2001 年 4 月 15 日。 

287. 心怡：〈南水北調動工 耗 4860 億〉，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28 日。 

288. 秦勝：〈浩大工程未敢聽民意〉，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28 日。 

289. 〈四成江河污染嚴重〉，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15 日。 

290. 〈全球暖化 百萬動植物 46 年滅絕〉，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9 日。 

291. 〈三分二城市供水不足〉，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26 日。 

292. 〈近岸海域污染嚴重〉，香港《明報》，2004 年 2 月 1 日。 

293. 孫英威、呼濤：〈大慶油田將恢復濕地生態系統〉，《中國花卉報》，2004 年 2 月 24 日。 

294. 〈海嘯大浩劫如何釀成〉，香港《文匯報》，2004 年 12 月 31 日。 

295. 麥琛：〈地震揭露了地球秘密〉，香港《文匯報》，2005 年 1 月 3 日。 

296. 何寶華：〈零距離生態接觸〉，《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6 月 2 日。 

297. 李怡：〈沒有鳥語花香的世界〉，《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5 日。 

298. 李怡：〈中國的環保有心人〉，《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6 日。 

299. 程日：〈《打造建築奇蹟》廢料起大屋〉，《香港經濟日報》，2007 年 1 月 24 日。 

300. 岑逸飛：〈保存技術與環境〉，出處不詳，2007 年 1 月 24 日。 

301. 張立：〈大地震有感〉，香港《信報》，2008 年 5 月 14 日。 

302. 〈中國 2020 年將步入減排前列〉，廣州《羊城晚報》，2009 年 9 月 23 日。 

303. 夏命群：〈50 萬噸園林廢棄物將「變廢為寶」〉，北京《京華時報》，2009 年 12 月 1 日。 

304. 〈日本大地震之後 要行動要禱告要反思──大災難後，世人必須反思〉，香港《am730》，2011 年 3 月 18 日。 

305. 宣震：〈不會放棄發展核電〉，香港《am730》，2011 年 3 月 24 日。 

306. 〈鄂大學發明「痕灌」節水治沙〉，香港《文匯報》，2013 年 3 月 2 日。 

307. 遊加里：〈世界第一水療區 深度養生之旅〉，香港《頭條日報》，2013 年 3 月 6 日。 

308. 〈轉職旺季 花占卜測事業運〉，香港《晴報》，2013 年 3 月 18 日。 

309. 余振威、徐國偉：〈世界水日加強「水合作」救地球〉，香港《信報》，2013 年 3 月 22 日。 

310. 占飛：〈地球最後一滴眼淚〉，香港《信報》，2013 年 4 月 12 日。 

311. 張綺霞：〈塑膠博士三十五年回收路〉，香港《信報》，2013 年 6 月 25 日。 

312. 占飛：〈從過剩到堆填〉，香港《信報》，2013 年 7 月 19 日。 

313. 余十八：〈全球暖化愈趨嚴重 各國能源政策成關鍵〉，香港《信報》，2013 年 10 月 29 日。 

314. 小美：〈愛情樹不能獨活〉，香港《信報》，2013 年 12 月 17 日。 

315. 簡婷：〈先天難播種〉，香港《信報》，2014 年 5 月 15 日。 

316. 〈回收舊衣年減碳 8000 萬噸〉，香港《am730》，2014 年 6 月 20 日。 

317. 〈穗提高查處污染能力〉，出處及日期不詳。 

318. 〈噪音管制〉，出處及日期不詳。 

319. 〈震級和烈度的分別〉，出處及日期不詳。 

320. 艾火：〈溫室效應已出現〉，香港〔《明報》〕，日期不詳。 

321. 〈《職業與健康》新一期已出版〉，出處及日期不詳。 

322. 〈2003 資源環境記憶〉，出處及日期不詳。 

323. 〈工程師學會舉辦環境保護徵文比賽〉，出處及日期不詳。 

324. 〈四．二二地球日 齊學習響應環保〉，出處及日期不詳。 

325. 和夫：〈聖母書院舉辦 環境保護講座〉，出處及日期不詳。 

326. 〈全球城市空氣污染 英王夫歸咎汽車多〉，出處及日期不詳。 

327. 〈再造紙手工藝 推廣綠色概念〉，出處及日期不詳。 

328. 玉：〈小國伯利茲作出一個拯救傳統醫學的大嘗試 設立全球首個醫藥森林保護區〉，出處及日期不詳。 

329. 〈地震進入第五活躍期 北京開大會研究對策〉，出處及日期不詳。 

330. 〈曲格平論三峽高壩利弊 防洪航運有效益 對環境造成破壞〉，出處及日期不詳。 

331. 〈空氣污染科隸環保署 易名「空氣質素管制組」〉，出處及日期不詳。 

332. 〈南丫島設煤灰湖 環保問題受關注〉，出處及日期不詳。 

333. 〈礦業污染土壤 內地 60%大米鎘超標〉，香港《am730》，日期不詳。 

334. 〈中國酸雨區急速擴大〉，出處及日期不詳。 

335. 〈綠化使一些城市展示新容〉，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336. 〈森林資源赤字 官方說已消除〉，出處及日期不詳。 

337. 〈樹木的「紋殺者」〉，出處及日期不詳。 

338. 〈環保企業大有可為〉，出處及日期不詳。 

339. 〈環保發燒友 欲植樹十億〉，出處及日期不詳。 

340. 周永傑：〈參與環保〉，出處及日期不詳。 

341. 木子：〈古代黃河中游森林的變遷〉，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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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綠化網頁 創造大自然〉，出處及日期不詳。 

343. 宋亞斌：〈除塵有妙招〉，出處及日期不詳。 

344. 趙榮新：〈薄薄的報紙能磨刀〉，出處及日期不詳。 

345. 李湘洲：〈海洋的油污染〉，出處及日期不詳。 

346. 金濤：〈消除地球溫室效應 一於給海洋餵鐵〉，出處及日期不詳。 

347. 郭毅權：〈施政報告．重視環保 葵青污染．議員投訴〉，出處及日期不詳。 

348. 楊文天：〈喜聞維持全日供水〉，出處及日期不詳。 

349. 〈環保童裝最新設計 公仔圖案受熱消失〉，出處及日期不詳。 

350. 〈業者斥王儲見解不公〉，出處及日期不詳。 

351. 〈恒生協助興建沼氣廁所 為內地村民提供再生能源〉，出處及日期不詳。 

 

七．綜合（爬蔓） 

 

1. 啟曉：〈「西湖天下景」楹聯趣談〉，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 月 23 日。 

2. 李澤林：〈艷麗奪目的珊瑚花〉，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18 日。 

3. 陳崇實：〈提倡立體綠化〉，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1 月 6 日。 

4. 〈明清的凌霄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 日。 

5. 李建春：〈淺談城市垂直綠化〉，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 日。 

6. 正園居士：〈大葉長春藤〉，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16 日。 

7. 張曉軍：〈新疆建成千里葡萄長廊〉，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2 日。 

8. 〈水仙「小年」行情如何〉，出處不詳，1998 年 12 月 12 日。 

 

八．綜合（插花） 

 

1. 潔：〈許舜華推廣花道藝術 教揷花多年桃李滿門〉，香港《華僑日報》，1989 年 3 月 13 日。 

2. 王越安：〈中日友好插花展在京舉行〉，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9 月 5 日。 

3. 袁轉好：〈玫瑰現代化〉，香港《明報》，1994 年 7 月 5 日。 

4. 〈日式插花藝術展〉，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12 日。 

5. 〈春節插花搞搞新意思〉，《香港商報》，1997 年 1 月 27 日。 

6. 〈香港揷花藝術學院廣告〉，出處及日期不詳。 

7. 〔插花藝術〕，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8. 〈成都市參展的梅花盆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9. 〈排隊三晝夜 插花也瘋狂〉，出處及日期不詳。 

10. 可以居：〈讀者來圖──「不速之客」〉，出處及日期不詳。 

11. 陳琪倩：〈雙雙對對渡鵲橋〉，出處及日期不詳。 

 

九．綜合（盆景） 

 

1. 〈新年話樅樹〉，《中國參考報》，1984 年 1 月 2 日。 

2. 夏先炎：〈根頌〉，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6 月 26 日。 

3. 鄭乾東：〈奇特的盆栽〉，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2 日。 

4. 藍：〈無土盆栽水瓶苗受歡迎〉，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2 日。 

5. 〈早春盆花換土好處多〉，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6. 戈蕊：〈用瓦盆養花好處多〉，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7. 〈別具一格的幻彩盆景展覽〉，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3 月 4 日。 

8. 〈新界學生盆栽展〉，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26 日。 

9. 〈甘泉街設置花盆〉，香港《深水埗星報》，1986 年 3 月 30 日。 

10. 〈東華三院籌款百萬 下周主辦盆景展銷〉，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3 日。 

11. 藍堃：〈園林山色几案間──東華三院辦盆景展銷會〉，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0 日。 

12. 丁淙：〈盆景藝術〉，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5 日。 

13. 李英豪：〈文竹棕竹怕日灼──盆栽植物病蟲害〉，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6 日。 

14. 伊：〈六百年盆景松樹 身價屬世界之最〉，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7 日。 

15. 〈比利時秋海棠花氈〉，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13 日。 

16. 〈盆栽展覽明舉行〉，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0 日。 

17. 〈福建樹根藝術〉，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2 日。 

18. 錢愛楊：〈揚州盆景〉，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13 日。 

19. 雪堂：〈盆景〉，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1 日。 

20. 〈山東一臘梅盆景 百年仍花繁如初〉，香港《東方日報》，1990 年 4 月 11 日。 

21. 李英豪：〈迷你盆景添妙趣〉，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9 日。 

22. 岑逸飛：〈盆景藝術〉，香港《明報》，1993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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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徐愛明：〈盆景博物苑小記〉，香港《大公報》，1994 年 2 月 1 日。 

24. 馬洪元：〈根藝創作淺說〉，出處不詳，1995 年 5 月 30 日。 

25. 邵茉華：〈盆景一絕──「秦漢遺韻」〉，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4 日。 

26. 岑逸飛：〈盆景中的權術謀略〉，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26 日。 

27. 高正：〈縮龍成寸的妙韻 首個盆景花園開幕〉，出處不詳，2000 年 7 月 12 日。 

28. 〈中國盆景 藝術性濃〉，香港《屯門星報》，日期不詳。 

29. 〈杭州盆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30. 〈七層花塔五千元〉，出處及日期不詳。 

31. 〈逾四百盆蘭花爭妍〉，出處及日期不詳。 

32. 正園居士：〈盆栽番茄〉，出處及日期不詳。 

33. 吳和義、孫健：〈海蚌化石盆景〉，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34. 李英豪：〈水仙花易患火團病──盆栽植物病虫害〉，出處及日期不詳。 

35. 李英豪：〈白蘭的蚜蟲與蛾──盆栽植物病蟲害〉，出處及日期不詳。 

36. 李英豪：〈茉莉鳳仙多毛病──盆栽植物病蟲害〉，出處及日期不詳。 

37. 李英豪：〈幾種葉片的病毒──盆栽植物病蟲害〉，出處及日期不詳。 

38. 李英豪：〈蜘蛛抱蛋會「走藝」──盆栽植物病蟲害〉，出處及日期不詳。 

39. 李英豪：〈爵床與鐵海棠的毛病──盆栽植物病蟲害〉，出處及日期不詳。 

40. 李英豪：〈環斑與脫芽病──盆栽植物病蟲害〉，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綜合（地被） 

 

1. 〈綠茵場的由來〉，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9 月 13 日。 

2. 蘇鐵：〈園林為之生色──耐陰地被植物鱗花草〉，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20 日。 

3. 李譯林：〈保護「綠毯」〉，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一．綜合（巿花） 

 

1. 邢天明：〈建議評選省花省鳥〉，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25 日。 

2. 范衛民：〈揚州市市花──瓊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13 日。 

3. 〈美選定玫瑰為國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6 日。 

4. 〈上海評選中國十大名花〉，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19 日。 

5. 〈上海評選十大名花〉，香港《大公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複印本） 

6. 李培禹：〈市花市樹誕生記〉，《北京日報》，1987 年 3 月 14 日。 

7. 李杜：〈第二屆中國城市市花展覽開幕〉，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8 日。 

8. 胡靜波：〈你知道所在城市的市花嗎？〉，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 日。 

9. 吳德鐸：〈玫瑰──美國的國花〉，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0 日。 

10. 〈仙人掌──墨西哥的象徵〉，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16 日。 

11. 梁玳寧：〈菊花可會成國花？〉，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17 日。 

12. 〈中國國花評選定出兩套方案 一選牡丹一選四季四種名花〉，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15 日。 

13. 何路：〈一國一花說牡丹〉，香港《華僑日報》，1994 年 12 月 15 日。 

14. 〈花中之王 國色天香 國花評選 首推牡丹〉，香港《明報》，1994 年 12 月 16 日。 

15. 古德明：〈花之國〉，香港《明報》，1995 年 1 月 6 日。 

16. 〈國花評選牡丹奪魁〉，香港《明報》，1995 年 3 月 16 日。 

17. 賀洪：〈盛世選國花〉，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1 日。 

18. 黃洽：〈國花漫談〉，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5 日。 

19. 梁如水：〈市花──洋紫荊〉，出處及日期不詳。 

20. 〈各國的國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21. 〈全國上下評選國花 梅菊荷牡丹排前茅〉，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二．綜合（花展） 

 

1. 莊凱勛、李曰喜：〈讓我國花香飄全球〉，出處不詳，1980 年 3 月 3 日。 

2. 劉建武、李錫貞：〈北京的花會〉，出處不詳，1982 年 4 月 27 日。 

3. 朱松茂：〈洛陽加緊籌備第二屆牡丹花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4 月 10 日。 

4. 〈洛陽牡丹盛會〉，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17 日。 

5. 〈家家菊盡黃〉，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1 月 9 日。 

6. 南飛：〈北方寒冷季節草坪有了綠化新品種〉，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1 月 27 日。 

7. 黃松齡：〈南寧舉辦賽花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8. 林育深：〈揭陽縣榕城花市勝過往年〉，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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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充滿新春氣息〉，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2 月 20 日。 

10. 李蔚：〈我國花卉市場大繁榮花卉專業戶已逾百萬〉，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17 日。 

11. 姬平：〈世界最大的花卉市場〉，《廣播之友》，1985 年 4 月 27 日。 

12. 〈君子蘭價格為何這麼高〉，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23 日。 

13. 〈郊野公園二十一個〉，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8 月 26 日。 

14. 〈花市未見好景 惟盼歡樂今宵〉，香港《東方日報》，1986 年 2 月 8 日。 

15. 〈「旭晃斑縞」蘭展奪魁〉，香港《大公報》，1986 年 2 月 16 日。 

16. 〈深圳市花展覽〉，香港《成報》，1986 年 10 月 12 日。 

17. 〈山東牡丹香江吐艷〉，出處不詳，1987 年 1 月 24 日。 

18. 陳俊愉：〈裝點春色花香遠播──觀全國首屆花卉博覽會有感〉，北京《人民日報》，1987 年 5 月 9 日。 

19. 〈年桔較去歲漲價五成 桃花供應足價格穩定〉，香港《明報》，1989 年 2 月 4 日。 

20. 〈市民喜遊花市買年花 花價料比去年貴兩成〉，香港《文匯報》，1989 年 2 月 5 日。 

21. 山盛：〈種花業有復甦之勢〉，香港《華僑日報》，1989 年 2 月 24 日。 

22. 〔沙田花卉展覽〕，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4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3. 〈讓中國的鮮花 吐艷世界花壇〉，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15 日。 

24. 〈極品蘭花遭劫 價值八百萬元〉，香港《明報》，1989 年 7 月 1 日。 

25. 〈扶桑特多愛花人 鮮花市場益茁壯〉，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23 日。 

26. 〈園藝出口 百花齊放 東歐市場被看好〉，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28 日。 

27. 〈美玫瑰競賽遊行 百萬鮮花將上街〉，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27 日。 

28. 〈鮮花進入尋常百姓家〉，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7 日。 

29. 集：〈蘭價上漲 珍品搶手〉，香港《明報》，1990 年 4 月 18 日。 

30. 張坤：〈槐花結友誼 旅遊促發展──記第二屆大連賞槐會〉，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9 日。 

31. 吳泓：〈山東嶧城舉辦首屆榴花盛會〉，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16 日。 

32. 郭三明：〈山東嶧城舉辦第二屆榴花會〉，出處不詳，1991 年 7 月。 

33. 方棠：〈綠化家居可租賃〉，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5 日。 

34. 〈九三年度香港花卉展覽 下月沙田中央公園舉行〉，香港《區域月報》，1993 年 2 月。 

35. 〈中國有四百多家鮮花市場〉，香港《信報》，1993 年 3 月 23 日。 

36. 〈港九年宵市場十三個 「區局」花檔周四開業〉，香港《明報》，1994 年 2 月 1 日。 

37. 〈港每年入口花卉逾億元〉，香港《明報》，1994 年 2 月 7 日。 

38. 〈台灣花價暴跌商人血本無歸〉，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5 日。 

39. 伍成邦：〈花卉出口全面現代化 收割付運僅需 48 小時〉，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10 日。 

40. 黎佩芬：〈御用花店自然美取勝〉，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31 日。 

41. 〈雲南鬱金香花展在滬開幕〉，《香港商報》，1997 年 1 月 27 日。 

42. 〈蘇州拙政園辦杜鵑花節〉，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30 日。 

43. 〈花卉〉，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1 日。 

44. 沈敏嵐：〈萬紫千紅指日盛開 奇花異卉遵令休眠〉，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5 日。 

45. 肖雲：〈古北花卉批發市場迎客〉，出處不詳，1998 年 12 月 13 日。 

46. 張嘉臻：〈青海的「花兒」與「花兒會」〉，香港《文匯報》，2000 年 1 月 4 日。 

47. 〈區局派代表團 參加北京花展〉，出處及日期不詳。 

48. 〈漢堡將舉行國際園藝展覽會〉，出處及日期不詳。 

49. 沈葉君：〈世界花卉貿易發展迅速〉，出處及日期不詳。 

50. 〈中國花卉進出口公司〉，出處及日期不詳。 

51. 〈市區年宵攤位 首日競投熱烈〉，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三．綜合（花壇） 

 

1. 寶錞：〈花壇的布置〉，《北京日報》，1985 年 9 月 17 日。 

2. 〈鮮花博覽會〉，香港《明報》，1992 年 5 月 2 日。 

3. 〈森林博物館〉，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 月 31 日。 

 

十四．綜合（建築旁） 

 

1. 朱國良、辛成：〈雲棲竹徑 寒生六月〉，出處不詳，1983 年 8 月 1 日。 

2. 馬雨農：〈杭州將大展文化建設宏圖〉，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4 日。 

3. 益喜：〈會爬樹的魚〉，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1 日。 

4. 張福裕：〈岩石中生長的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5. 鳳翔：〈寶塔頂端桃樹生〉，《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17 日。 

6. 胡道明：〈塔頂胡椒樹〉，《北京晚報》，1985 年 7 月 15 日。 

7. 刁鍚蔭：〈陽台綠化裝飾──陽台養花之二〉，《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21 日。 

8. 刁鍚蔭：〈談陽台生態環境──陽台養花之三〉，《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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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鋒：〈屋頂綠化妙趣橫生〉，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10 日。 

10. 王衛：〈房頂上的樹〉，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2 日。 

11. 沈家仁：〈行道樹──古代里程碑〉，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5 日。 

12. 魯金：〈樓宇外牆生樹與取消髹灰水有關〉，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20 日。 

13. 楊軒：〈漫話植物建築〉，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21 日。 

14. 果實：〈生態建築〉，《北京晚報》，1998 年 4 月 13 日。 

 

十五．綜合（路旁） 

 

1. 沈行：〈世界第一條人工林蔭道〉，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期不詳。（複印本） 

 

十六．綜合（水旁） 

 

1. 范靖國：〈詩中賞荷〉，北京《中國旅遊報》，1974 年 8 月 31 日。 

2. 吳裕襄：〈水浮蓮≠水葫蘆〉，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6 月 5 日。 

3. 王桂林：〈映日荷花別樣紅〉，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3 日。 

4. 孫志遠：〈與陸上綠化同建功勛的水上綠化〉，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5 日。 

5. 馬協印：〈淨化海洋的食物鏈〉，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5 日。 

6. 柳曦明：〈從「水葫蘆災害」到「水葫蘆淨水器」〉，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15 日。 

7. 陶甄：〈除草劑與環境污染〉，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6 月 15 日。 

8. 黎胥：〈荷花〉，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5 日。 

9. 韋基舜：〈牡丹與水仙〉，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8 日。 

10. 徐正唯：〈水仙花小史〉，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4 日。 

11. 正園居士：〈睡蓮冬季開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12. 李英豪：〈荷花──菡萏初舒艷 奇芬暈碧霄〉，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七．綜合（城規建築） 

 

1. 李慶偉：〈我國最早的古觀星台〉，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27 日。 

2. 殷瑋璋：〈關於中國古代都市遺址問題的研究〉，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3 日。 

3. 〈市政局耗廿三億五千萬 進行近二百宗基本建設〉，香港《中西區星報》，1986 年 2 月 15 日。 

4. 〈城市委會公布 半山分區草圖〉，香港《中西區星報》，1986 年 3 月 1 日。 

5. 〈市局工作三大項〉，香港《深水埗報》，1986 年 3 月 8 日。 

6. 〈統籌港九新界發展計劃 拓展署明日成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0 日。 

7. 許良：〈市政大廈陸續興建 官涌新街市將動工〉，香港《明報》，1986 年 4 月 20 日。 

8. 〈大老山擬興建隧道〉，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 日。 

9. 〈為求海港景色收眼底 山頂樓宇高度受限制〉，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3 日。 

10. 〈港人口達 552 萬〉，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13 日。 

11. 〈九龍人口減少零售業受影響〉，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17 日。 

12. 歐陽芃：〈香港的早期戲院〉，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5 日。 

13. 可欣：〈規劃圖則〉，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5 日。 

14. 木子：〈海港被剝削〉，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8 日。 

15. 〈分區問題從詳計議〉，香港《觀塘星報》，1986 年 8 月 12 日。 

16. 榮：〈樹上建華宅 樓高四層 設備齊全〉，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5 日。 

17. 曾家傑：〔中國首屆城市市花展覽〕，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16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8. 〈清華建築系四百校友 昨紀念創辦人梁思成〉，出處不詳，1986 年 10 月 25 日。（複印本） 

19. 〈早期道路規則〉，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20. 〈辦公室設計創意獨特 港大建築生獲國際奬〉，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5 日。 

21. 楊文天：〈保證供港食水的質與量〉，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 日。 

22. 〈深港供水工程擴建 供水能力將增七成〉，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 日。 

23. 〈次批歷史文化名城 國務院已批准公布〉，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0 日。 

24. 可欣：〈香港工業邨（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2 日。 

25. 可欣：〈香港工業邨（二）〉，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3 日。 

26. 郭志標：〈鳳凰頂建垃圾池〉，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3 日。 

27. 〈增購東江水 水費將調整〉，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6 日。 

28. 木子：〈大老山隧道（上）〉，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9 日。 

29. 陳國華：〈本港建築設計的變化〉，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6 日。 

30. 汪澂：〈橋的文學價值〉，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23 日。 

31. 金草：〈《中國寺廟的園林環境》〉，出處不詳，1988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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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楊文天：〈市區重建 有利繁榮〉，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6 日。 

33. 〈水塘存水量 已不及三成〉，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17 日。 

34. 〈將軍澳三期計劃 主要分四區發展〉，香港《西貢星報》，1988 年 7 月 4 日。 

35. 〈城市規劃全面修例〉，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1 日。 

36. 薇子：〈中行新廈世界第六〉，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7. 〈社署與志願機構 辦老人暫住服務〉，香港《文匯報》，1989 年 2 月 13 日。 

38. 班禮士：〈城市設計條例（香港法例第一三一章）〉，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24 日。 

39. 〈城市設計委員會 權力擴大至郊外〉，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28 日。 

40. 馬橫：〈秦人是築路奇才〉，香港《明報》，1989 年 7 月。 

41. 慧庵：〈日皇親頒首屆藝術大奬 貝聿銘再為建築界增光〉，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0 日。 

42. 〈京畿農村加速城鎮化〉，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7 日。 

43. 〈大陸民房續改善〉，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4 日。 

44. 〈大陸採取小城政策 撤縣改市適合國情〉，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30 日。 

45. 陳劍：〈何時有長江第一橋〉，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28 日。 

46. 艾琦：〈「城市論壇」好〉，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5 日。 

47. 〈從土地流失現象 漫談三角洲形成〉，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6 日。 

48. 王文才：〈清代四大藏書樓〉，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14 日。 

49. 趙謙：〈中國的金字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9 月 14 日。 

50. 一松：〈早期的建築形式〉，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3 日。 

51. 日松：〈秦漢南北朝時期的建築〉，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8 日。 

52. 日松：〈宋元時期的建築〉，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3 日。 

53. 日松：〈古建築中的彩畫〉，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7 日。 

54. 日松：〈魯班式建築大師──喻皓〉，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21 日。 

55. 日松：〈古代城建對山的運用〉，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4 月 4 日。 

56. 杜國林：〈數字入詩添佳趣〉，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16 日。 

57. 〈人口爆炸誘發二次綠色革命〉，香港《明報》，1992 年 5 月 17 日。 

58. 丁福昌：〈中國斜塔知多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2 日。 

59. 〈實現小康居住目標 建設部提十條標準〉，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28 日。 

60. 王祖誠：〈古城垣及城門拾萃〉，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1 月 22 日。 

61. 黃正彪：〈我國九大名樓〉，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 日。 

62. 張綿勝：〈我國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出處不詳，1995 年 2 月 5 日。 

63. 梁盛：〈博物館欠資金四分一連倉庫也沒有〉，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5 日。 

64. 〈三百多個城市缺水〉，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65. 〈我國公布的歷史文化名城一覽〉，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4 日。 

66. 〈2010 年──我國城市總數將突破一千〉，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8 日。 

67. 陳所巨：〈六尺巷〉，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19 日。 

68. 潘源：〈中國建築的世界之最〉，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30 日。 

69. 〈世界未來八大建築〉，香港《大公報》，1996 年 5 月 9 日。 

70. 〈人口向海遷移 新城市將湧現〉，香港《明報》，1996 年 12 月 20 日。 

71. 保捷倫：〈奇妙的瑪雅建築〉，出處不詳，1997 年 12 月 3 日。 

72. 何玉華律師事務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出處不詳，1997 年 12 月 4 日。 

73. 〈北京發現清代國賓館〉，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3 日。 

74. 〈中環填海司法覆核今開審〉，香港《明報》，2004 年 2 月 9 日。 

75. 〈本地 3 矮灌木斜坡生存率逾七成〉，香港《明報》，2004 年 2 月 9 日。 

76. 岑逸飛：〈雕像的文化遊〉，《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9 月 28 日。 

77. 〈《中國獅子藝術》搜羅豐富應用廣〉，出處及日期不詳。 

78. 〈五月份港外樓盤資料（9/5-16/5）〉，出處及日期不詳。 

79. 〈世界最高建築物比較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80. 〈在公路兩旁栽種白楊〉，出處及日期不詳。 

81. 〈城市規劃條例完成檢討 建議非市區地亦可設計〉，出處及日期不詳。 

82. 〈建築物藝術〉，出處及日期不詳。 

83. 〈球場面積知多少〉，出處及日期不詳。 

84. 〈轄區十四體育館 七月中調整收費〉，出處及日期不詳。 

85. 〔建築署建築設計比賽〕，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十八．綜合（灌木） 

 

1. 子青：〈菊展奇花──甜菊〉，香港《文匯報》，1979 年 12 月 6 日。 

2. 陳青度：〈兩種熱帶能源樹〉，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9 月 8 日。 

3. 〈遼寧一棵龍眼葡萄結果兩千斤〉，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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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孫忠靖：〈通江縣發現珍貴樹木三尖杉〉，北京《人民日報》，1981 年 10 月 13 日。 

5. 〈玫瑰花「試管栽培」法〉，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6. 黃洽：〈給人供水的旅遊樹〉，出處不詳，1982 年 9 月 28 日。 

7. 昌誠 編譯：〈各國奇樹〉，出處不詳，1982 年 10 月 26 日。 

8. 志學：〈特大的樹葉〉，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2 月 24 日。 

9. 張四維：〈奇異的枯枝牡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24 日。 

10. 趙甫華：〈能生墨蚊的蚊子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8 月 9 日。 

11. 〈老人品菊延年〉，廣州《羊城晚報》，1983 年 12 月 1 日。 

12. 〈林海珍珠──銀杉〉，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 月 5 日。 

13. 江東流：〈一身是寶的紫穗槐〉，北京《人民日報》，1984 年 1 月 16 日。 

14. 如摘：〈一棵樹的經濟價值〉，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 月 26 日。 

15. 一群鄉親、歸僑：〈盼玫瑰城遍植玫瑰〉，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2 月 21 日。 

16. 〈會預報降雨的檀樹〉，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29 日。 

17. 〈植物成為世界能源研究新目標〉，北京《文摘報》，1984 年 5 月 18 日。 

18. 葉啟亮、蔡殿楠：〈廣州佛山玫瑰艷〉，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25 日。 

19. 董天恩：〈噪音與維生素〉，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3 日。 

20. 青濤：〈抗血癌植物──三尖杉〉，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9 日。 

21. 宗文：〈空氣污染和樹的年輪〉，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9 月 11 日。 

22. 陳培棟：〈無價之寶話銀杉〉，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16 日。 

23. 華汕：〈生物再生能源──「綠色石油」〉，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1 月 7 日。 

24. 王衛軍：〈泰國水果之王──榴槤〉，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23 日。 

25. 徐九武：〈發現一批稀有山楂品種〉，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30 日。 

26. 徐九武：〈醫食兼用話山楂──訪曲澤洲教授〉，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30 日。 

27. 周祖祥：〈絲瓜美化環境好〉，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28. 王敏才：〈酒醉植物〉，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29. 李松柏：〈泄漏春光有柳條〉，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3 月 26 日。 

30. 〈松樹維生素〉，《經濟參考報》，1985 年 5 月 15 日。 

31. 陳永庸：〈啊！面包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8 日。 

32. 王占忠：〈夜寢莫貪花兒香〉，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5 月 28 日。 

33. 如心：〈藥中求草 綠中求美〉，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6 日。 

34. 世正：〈香港的「植物探子」〉，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7 月 8 日。 

35. 雲漢：〈鐵樹──最高產的糧食作物〉，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36. 戈風：〈植物可作電視天綫〉，《電視周報》，1985 年 10 月 20 日。 

37. 耿克鑫：〈石榴小趣〉，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2 月 24 日。 

38. 〈香港中藥知多少 專題展覽講你知〉，出處不詳，1986 年 3 月 21 日。 

39. 〈總督府花園後日開放 市民可入內賞杜鵑花〉，香港《東方日報》，1986 年 3 月 21 日。 

40. 日月：〈洛陽牡丹 馳譽中外〉，香港《沙田星報》，1986 年 4 月 5 日。 

41. 人：〈彩色蔬果紛紛面世〉，香港《新晚報》，1986 年 4 月 9 日。 

42. 〈氣象樹〉，香港《大公報》，1986 年 7 月 5 日。 

43. 〈保健美容新藥──蘆薈〉，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21 日。 

44. 〈吊蘭──淨化空氣之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0 日。 

45. 〈植物能幫助找礦〉，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22 日。 

46. 〈哈哈樹妙趣 人指點即動〉，香港《明報》，1986 年 11 月 18 日。 

47. 〈包蘭鐵路暢通三十載 中國創世界治沙奇蹟〉，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2 日。 

48. 賴雲川：〈月季花開滿京華〉，香港《大公報》，1987 年 5 月 26 日。 

49. 趙大年：〈月季長廊〉，香港《大公報》，1987 年 7 月 2 日。 

50. 林春柱：〈紫露草──環境污染的「先知」〉，北京《中國環境報》，1988 年 3 月 26 日。 

51. 邱錫榮、趙毅譯：〈野生植物的救星──蝙蝠〉，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6 日。 

52. 愛麗：〈再為銀柳添新姿〉，香港《華僑日報》，1988 年 4 月 23 日。 

53. 陳勤廉：〈牡丹之鄉是荷澤〉，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15 日。 

54. 楊曉平：〈高原花魁〉，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3 日。 

55. 吳其敏：〈褒貶說牡丹〉，香港《大公報》，1988 年 7 月 29 日。 

56. 牧惠：〈樹葉的用處〉，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6 日。 

57. 張福民：〈有特異功能的花〉，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13 日。 

58. 正園居士：〈黃花杜鵑〉，《香港商報》，1989 年 1 月 9 日。 

59. 陳德俊：〈花香的奇特效用〉，香港《大公報》，1989 年 3 月 9 日。 

60. 郜效珠：〈菏澤牡丹〉，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 日。 

61. 孔林：〈玫瑰之鄉〉，1992 年 7 月 28 日。 

62. 梁玳寧：〈趕上洛陽迎牡丹〉，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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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會定時冒煙的楊樹〉，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3 日。 

64. 羅孚：〈那五萬朶玫瑰〉，香港《明報》，1994 年 7 月 5 日。 

65. 〈牡丹含多種有益人體物質〉，香港《明報》，1994 年 10 月 20 日。 

66. 羅孚：〈秋花開杜鵑〉，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14 日。 

67. 羅孚：〈看墨綠牡丹〉，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17 日。 

68. 〈盛傳將成國花之際 洛陽牡丹傲雪開放〉，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18 日。 

69. 〈洛陽牡丹真國色 不獨春放四季艷〉，香港《文匯報》，1994 年 12 月 13 日。 

70. 〈百年一遇溫暖十二月打亂花農陣腳 今年桃花矮金橘少劍蘭貴〉，香港《明報》，1995 年 1 月 13 日。 

71. 朱根興：〈枯枝牡丹開卞倉〉，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3 日。 

72. 董橋：〈杜鵑花開在山坡上〉，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11 日。 

73. 走音：〈霧裏杜鵑〉，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8 日。 

74. 法見：〈巒頭理氣可用能收為吉 圓綠植物補救直水敗局〉，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26 日。 

75. 賀永清：〈吉祥如意話瑞香〉，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5 日。（2 則） 

76. 鄔時民：〈花香益人是良藥〉，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29 日。 

77. 黎先耀：〈北京的海棠〉，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5 月 31 日。 

78. 陳潭：〈養花能消除新居綜合症〉，《廣東建設》，1998 年 10 月 31 日。 

79. 〈一棵老梨樹 產梨一噸半〉，出處及日期不詳。 

80. 〈迎春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81. 〈淨化空氣之花──吊蘭〉，出處及日期不詳。 

82. 〈植物有「生物鐘」控制運動和睡眠（四）〉，出處及日期不詳。 

83. 〈植物採礦〉，出處及日期不詳。 

84. 正園居士：〈七彩鳳梨〉，出處及日期不詳。 

85. 正園居士：〈春艷牡丹〉，出處及日期不詳。 

86. 正園居士：〈八葉與遮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87. 正園居士：〈夏鵑〉，出處及日期不詳。 

88. 正園居士：〈鵝掌木〉，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九．綜合（植物雜類） 

 

1. 張福民：〈種樹的方法〉，《北京日報》，1956 年 3 月 26 日。 

2. 田仲倫：〈怎樣才能把樹栽活〉，出處不詳，1958 年 4 月 1 日。 

3. 丹瑾：〈海洋裏的真假植物〉，出處不詳，1981 年 2 月 19 日。 

4. 〈林業部、國家城建總局聯合頒發《愛護樹木花草公約》〉，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3 月 13 日。 

5. 〈埃菲社談動植物能預報天氣〉，出處不詳，1981 年 6 月 2 日。 

6. 〈珍貴樹種連香樹人工育苗成功〉，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7 月 15 日。 

7. 〈用樹葉幫助探礦〉，出處不詳，1982 年 1 月 12 日。 

8. 龍：〈《世界樹木百科全書》〉，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 月 19 日。 

9. 〈西班牙報紙談樹木的多種功能〉，《參考消息》，1982 年 3 月 4 日。 

10. 郭明效：〈樹包塔〉，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3 月 23 日。 

11. 〈地質學家的植物助手〉，《中國參考報》，1982 年 9 月 5 日。 

12. 陳滿正：〈棒打棗樹非無情〉，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12 月 19 日。 

13. 〈植物環境設計〉，出處不詳，1983 年 2 月 9 日。 

14. 〈綠化信息〉，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2 月 19 日。 

15. 〈綠色的雕塑〉，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10 日。 

16. 吳然：〈如何提高城市綠化樹木的成活率？〉，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17 日。 

17. 〈華盛頓「以樹養樹」〉，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7 月 17 日。 

18. 青濤：〈七葉一枝花 名藥進花壇〉，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1 日。 

19. 〈我國第一批珍稀瀕危保護植物名錄〉，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0 月 9 日。 

20. 王獻溥：〈世界性的保護植物運動〉，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12 月 4 日。 

21. 張維玲：〈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的等級如何劃分？〉，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9 日。 

22. 張維玲：〈什麼是瀕危、漸危、稀有植物種類？〉，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19 日。 

23. 張雙林：〈北京最早的植物園〉，《北京晚報》，1985 年 4 月 20 日。 

24. 章昌和：〈一株紀念科學家的樹〉，《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5 日。 

25. 李建春：〈怎樣用植物制作動物造型〉，《中國市容報》，1985 年 7 月 21 日。 

26. 王敏才：〈方形樹．噴水樹．眼睛樹．思鄉樹〉，《中國市容報》，1985 年 8 月 4 日。 

27. 朱靖宇：〈潘岳河陽一縣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6 日。 

28. 白雲：〈日本科學家試驗成功在沙漠種植蔬菜〉，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20 日。 

29. 張時：〈美國兩青年為保護古樹不要命〉，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20 日。 

30. 江世勇：〈一樹開異花〉，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10 日。 

31. 李建春：〈居室裏的「空中花卉」〉，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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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廖偉良 輯：〈奇花薈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33. 〈綠色和平號抵南極 稱南極是世界公園〉，香港《晶報》，1986 年 2 月 3 日。 

34. 田慧：〈大樹的故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4 日。 

35. 〈非洲紫羅蘭講座 區域市署下周辦〉，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6 日。 

36. 〈人造植物可亂真 清雅翠綠久常新〉，香港《成報》，1986 年 6 月 24 日。 

37. 〈世界上最早的花〉，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4 日。 

38. 〈最大的花朵〉，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3 日。 

39. 黎衛紅：〈我國共有三萬多樹種 植物資源居世界第三〉，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0 日。 

40. 〈採伐過量資源枯 中國森林逐年少〉，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4 日。 

41. 〈人造花世界貿易額 內地已佔百分之十〉，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5 日。 

42. 德來：〈北京的花山花海〉，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 

43. 〈區局苗圃續免收費 供應學校福利機構〉，香港《星島日報》，1987 年 6 月 10 日。 

44. 姜斌：〈花卉入饌古今談〉，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2 月 27 日。 

45. 蕭冰：〈綠化家居〉，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31 日。 

46. 黎胥：〈賞花〉，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24 日。 

47. 〈濟南興建花卉街〉，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48. 〈捐款一萬八千元 可親手種公益樹〉，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1 月 6 日。 

49. 謝慶梁：〈動、植物中的酒徒〉，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2 日。 

50. 柯繼承：〈蕭蕭紅葉知多少〉，北京《人民日報》，1988 年 11 月 26 日。 

51. 韓振書：〈春日說花神〉，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25 日。 

52. 殷山：〈奇異的花〉，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5 日。 

53. 張波：〈中國花卉業在崛起〉，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4 日。 

54. 簡而清：〈住十二人樹屋〉，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31 日。 

55. 喜：〈甘冒二十年刑期 毒手謀殺老橡樹〉，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31 日。 

56. 葉春榮：〈花團錦簇 景滿京城〉，出處不詳，1990 年 9 月 22 日。 

57. 科探：〈地球上有多少種生物？〉，香港《明報》，1990 年 10 月 10 日。 

58. 瞿廣技：〈世界樹木之最〉，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2 月 12 日。 

59. 劉競濤：〈二十四番花信風〉，出處不詳，1991 年 4 月 10 日。 

60. 〈鐵輪籬笆 美輪美奐〉，香港《明報》，1993 年 1 月 29 日。 

61. 鄭時立：〈奇樹趣聞〉，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17 日。 

62. 〈如此福地香港那裏尋 園林居所似人間仙境 閒來修葺可怡神養性〉，出處不詳，1995 年 1 月。 

63. 項莊：〈三十六番花信風〉，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2 日。 

64. 〈海南樹木提取特效藥 白血病七成半可緩解〉，香港《明報》，1995 年 7 月 7 日。 

65. 〈玉米迷宮〉，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17 日。 

66. 〈廣西出土漢代植物種實〉，香港《明報》，1995 年 9 月 12 日。 

67. 〈公園植物一成含毒性 好花不堪折只宜觀賞〉，香港《明報》，1995 年 9 月 12 日。 

68. 〈御花店彭督剪綵〉，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30 日。 

69. 盛湘群：〔九五常州金秋彩虹遊園會〕，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3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0. 〈人面園藝 神氣活現〉，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71. 〈我國花卉業發展迅速〉，出處不詳，1995 年 12 月 10 日。 

72. 徐冰：〈錦繡山村祖輩以花為伍〉，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7 日。 

73. 賀永清：〈發財樹為何葉枯脫落〉，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2 日。 

74. 沈敏嵐：〈植樹復造林 熱島變綠洲〉，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22 日。 

75. 〈太婆陪嫁樹入選寧波「十佳」〉，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30 日。 

76. 梅慧敏：〈觀賞鮮花與食用園林〉，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3 日。 

77. 李盛仙：〈巧用植物飾家居〉，《深圳商報》，1998 年 12 月 11 日。 

78. 金介華：〈居室花卉巧裝飾〉，出處不詳，1998 年 12 月 13 日。 

79. 〈未來世界〉，香港《成報》，1999 年 5 月 20 日。 

80. 〈樂信臺親子種植園〉，香港《中西區星報》，2000 年 9 月 1 日。 

81. 西蒙．里夫：〈植物也有感覺〉，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2 日。 

82. 〈黃山膠造迎客松 江總受騙〉，《香港經濟日報》，2002 年 2 月 28 日。 

83. 〈中國首部珍貴樹種保護法律誕生〉，出處及日期不詳。 

84. 〈美國榕樹移植本港〉，出處及日期不詳。 

85. 〈漁農處大量植樹苗 大棠採泥區闢苗圃〉，出處及日期不詳。 

86. 李明泉：〈綠蘺的種類與樹種〉，出處及日期不詳。 

87. 李韡玲：〈鳳仙花治灰甲〉，出處及日期不詳。 

88. 周良：〈通縣因樹取名的村子〉，出處及日期不詳。 

89. 范華：〈花卉節集郵藏品亮相〉，出處及日期不詳。 

90. 徐建華：〈怎樣挑選水仙球〉，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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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徐剛：〈「只要山上有樹」〉，出處及日期不詳。 

92. 栗元周：〈造林也要密植〉，出處及日期不詳。 

93. 傑靈：〈一種花卉 一個祝願──茶具文物館介紹十二花神〉，出處及日期不詳。 

94. 傑靈：〈看「花神」賞名花〉，出處及日期不詳。 

95. 龔涼清：〈我國古代的花卉專著〉，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96. 謝黃小燕：〔假花〕，出處及日期不詳。（標題不全〉 

 

二十．綜合（建築） 

 

1. 鄭石平：〈「寺」的來龍去脈〉，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0 月 6 日。 

2. 張玉興：〈莫把空心台當作烽火台〉，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3 月 1 日。 

3. 梁宗威 輯：〈回音建築集錦〉，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7 月 12 日。 

4. 紀元：〈奇特的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3 日。 

5. 張四正：〈園門的藝趣〉，出處不詳，1984 年 1 月 17 日。 

6. 樂嘉龍：〈園林建築中的照壁與影壁〉，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3 月 6 日。 

7. 樂嘉龍：〈園林建築中的景牆〉，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3 日。 

8. 樂嘉龍：〈園林建築中的牌樓〉，出處不詳，1984 年 4 月 10 日。 

9. 趙君謀：〈城市雕塑設計方案展覽在首都揭幕〉，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29 日。 

10. 吳波：〈城市雕塑〉，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29 日。 

11. 顧工：〈向醒來的塑像道聲早安〉，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29 日。 

12. 李平：〈美化環境豐富生活──全國城市雕塑設計方案參觀記〉，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5 月 29 日。 

13. 〈雕塑家談城市雕塑〉，北京《文摘報》，1984 年 7 月 20 日。 

14. 〈建造城市雕塑應注意什麼〉，北京《文摘報》，1984 年 8 月 17 日。 

15. 秋雨：〈折叠紙板椅〉，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4 日。 

16. 馬宏通：〈沙漠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11 日。 

17. 〈一批新雕塑將為首都國慶添彩〉，《北京晚報》，1984 年 9 月 13 日。 

18. 辛冰：〈奇特的「死亡博物館」〉，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9 月 16 日。 

19. 安壽 輯：〈泉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6 日。 

20. 〈李炳榮探索新的雕塑語言《春江花月夜》群雕別開生面〉，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15 日。 

21. 張潤培：〈花粉飲料試產成功〉，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27 日。 

22. 朱振國：〈玩具的現代化趨勢〉，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1 月 6 日。 

23. 陳詠民：〈天下第一長石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8 日。 

24. 雲石：〈室外雕塑與環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6 日。 

25. 童懷：〈立體的傳記永久的藝術──中央美院教授曾竹韶談人物紀念性雕塑〉，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10 日。 

26. 施小楓：〈廟．祠〉，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2 日。 

27. 周惠成：〈色彩與環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30 日。 

28. 李建春：〈我國趣塔集錦〉，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14 日。 

29. 鐵岑：〈世界最高觀覽車〉，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5 月 19 日。 

30. 王承顏：〈城市雕塑佳石──大理石〉，《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5 日。 

31. 〈中國古建築中的廊〉，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9 日。 

32. 彭司澄：〈會建亭的亭鳥〉，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12 日。 

33. 張海：〈園門藝趣〉，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 日。 

34. 馬曉毅：〈我國首座古鐘博物館成立〉，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13 日。 

35. 曾威：〈風韻至美文昌閣〉，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23 日。 

36. 向仕龍：〈美觀實用的活樹建築〉，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7 月 23 日。 

37. 〈仿生建築學的實際應用〉，《中國參考報》，1985 年 8 月 21 日。 

38. 洪劍峰：〈中國「圍牆」小議〉，北京《文摘報》，1985 年 8 月 22 日。 

39. 劉青平：〈泉趣〉，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3 日。 

40. 羅文錦、陳景雄、余志翔：〈中山碰碰車暢銷全國〉，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9 月 21 日。 

41. 高樹階：〈花鐘〉，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42. 張慶山：〈樹木與雕塑〉，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9 月 24 日。 

43. 施耐章：〈漫談古塔〉，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8 日。 

44. 周惠成：〈建築與借景〉，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8 日。 

45. 王中華：〈奇異的城市〉，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8 日。 

46. 建春：〈園林之樓〉，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2 月 24 日。 

47. 梅菁菁：〈高層建築與四合院〉，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30 日。 

48. 〈與眾不同的現代古蹟〉，出處不詳，1986 年 5 月 6 日。 

49. 〈紐約千萬人觀看儀式 里根檢閱十四國軍艦〉，香港《大公報》，1986 年 7 月 5 日。 

50. 〈長江橋樑知多少〉，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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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羅哲文、黃彬：〈佛塔漫談〉，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7 日。 

52. 〈奇泉擷趣〉，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9 日。 

53. 王殿英：〈古碑瑣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13 日。 

54. 林集：〈遊廊──園林中的建築小品〉，出處不詳，1988 年 1 月 23 日。 

55. 〈移動的瀑布〉，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9 日。 

56. 〈江南名橋多韻事〉，香港《快報》，1988 年 8 月 9 日。 

57. 陳玉書：〈應該崇拜長城〉，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1 日。 

58. 趙謙：〈皇宮和陵寢為何用龜〉，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6 日。 

59. 張小昆：〈華夏古塔妙用多〉，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14 日。 

60. 拾友：〈卍和卐的區別〉，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11 日。 

61. 陳留美：〈古代高台拾趣〉，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8 日。 

62. 〈大陸有城市四百三十二個〉，《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4 月 24 日。 

63. 柯繼承：〈多「怪」的院落〉，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20 日。 

64. 韓振書：〈台高凌空，太虛意境 漫話中國園林中的台〉，出處不詳，1989 年 6 月 3 日。 

65. 李小鳴：〈閩中古橋專題旅遊〉，出處不詳，1989 年 6 月 21 日。 

66. 沈洪：〈鐘與景觀〉，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8 日。 

67. 沈洪：〈廊與漏窗在園林中的妙用〉，出處不詳，1989 年 11 月 18 日。 

68. 龍璜：〈雕刻外兼搞泥塑和繪畫──為中國銀行新廈雕塑的朱銘〉，香港《新報》，1989 年 11 月 27 日。 

69. 張福民：〈我國的各式古橋〉，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2 日。（剪報不全） 

70. 劉詩平：〈建築中的數字語言〉，出處不詳，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2 月 3 日。 

71. 趙謙：〈皇帝與「九」〉，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2 月 4 日。 

72. 劉詩平：〈佛教與一百零八〉，出處不詳，1990 年 3 月 28 日。 

73. 王明波：〈奇妙的台階〉，出處不詳，1990 年 5 月 26 日。 

74. 黃萍：〈天下幾處無梁殿〉，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6 日。 

75. 韓振書：〈漫談園林中的閣〉，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13 日。 

76. 鄭光：〈中國村莊輯趣〉，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7 日。 

77. 施連方：〈說「樓」〉，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11 日。 

78. 黃萍：〈園林中的橋〉，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21 日。 

79. 申福玲：〈《西遊記》大型磚雕 中原一絕 西天取經歷八十一難 驚心動魄〉，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5 日。 

80. 田犁：〈古建築中的石獅子〉，出處不詳，1991 年 3 月 9 日。 

81. 鄭世連：〈石舫的審美價值〉，出處不詳，1991 年 3 月 16 日。 

82. 趙洛：〈說棧道〉，出處不詳，1991 年 3 月 23 日。 

83. 高金平：〈二十四橋今何在？〉，出處不詳，1991 年 3 月 23 日。 

84. 張瑞清：〈古樹留珍禽〉，《北京日報》，1992 年 3 月 19 日。 

85. 一書：〈步步驚心鐵索橋〉，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11 日。 

86. 梁玳寧：〈日本以外的仿唐建築物〉，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12 日。 

87. 日松：〈中國古代高層磚石建築〉，出處不詳，1992 年 8 月 1 日。 

88. 崔世昌：〈建築物的動態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22 日。 

89. 王金寶：〈華夏斜塔何處觀〉，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2 日。 

90. 陳愛中：〈漫話婺源古橋〉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2 日。 

91. 陳四海：〈從「響屟廊」談音樂 與建築美感的滲透〉，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27 日。 

92. 藍溪：〈奇特的交響石壁〉，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9 日。 

93. 黃正彪：〈我國七大古鐵塔〉，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2 月 4 日。 

94. 林捷馳：〈古典式設計 只宜大單位〉，香港《明報》，1994 年 1 月 27 日。 

95. 何禮全：〈日落碑現之謎〉，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1 日。 

96. 〈世界長城知多少〉，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9 日。 

97. 林鷹：〈港商斥巨資參與大陸舊城改建〉，香港《明報》，1994 年 6 月 20 日。 

98. 宋真紅：〈神州鐵塔知多少〉，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21 日。 

99. 陳慶明：〈怪塔種種〉，出處不詳，1994 年 8 月 6 日。 

100. 趙邦正：〈鐵道游擊隊紀念碑奠基〉，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10 日。 

101. 宋真紅：〈神州九龍壁〉，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22 日。 

102. 文牧：〈寒山寺《楓橋夜泊》詩碑異彩紛呈〉，出處不詳，1994 年 9 月 27 日。 

103. 楊偉民：〈《黃河的渡過》水體紀念碑在山東東營奠基〉，出處不詳，1994 年 11 月 1 日。 

104. 〈建築設計〉，香港《明報》，1994 年 12 月 24 日。 

105. 〈中國城鎮居民住房水平逐年上升〉，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9 日。 

106. 樓達人：〈典雅古樸的嚴陵碑林〉，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2 日。 

107. 樂裕賢、黃培興：〈武夷山發現一清代石碑〉，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8 日。 

108. 張非非：〈遼河碑林初具規模〉，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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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李蘇青：〈黃山碑林動工興建〉，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23 日。 

110. 王治青：〈論語碑苑〉，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20 日。 

111. 吳姬：〈胡起街道名造成新混亂〉，香港《明報》，1995 年 9 月 15 日。 

112. 修明：〈武夷山莊獲二十世紀世界建築精品奬〉，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1 日。 

113. 修明：〈武夷山興建大型碑林〉，北京《中國旅遊報》，1995 年 12 月 23 日。 

114. 沈永昌：〈許國牌坊〉，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2 日。 

115. 連建明：〈住宅小區興建綠地 何必都搞歐陸風情〉，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8 日。 

116. 習慧澤：〈綠色承諾打折扣──樓盤促銷廣告引出的問題〉，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2 日。 

117. 黃漢威：〈水下建築別出心裁〉，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7 日。 

118. 沈福煦：〈建築美〉，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25 日。 

119. 樓震旦：〈淺談民居建築神秘學〉，出處不詳，1998 年 4 月 8 日。 

120. 黃英琦：〈浪漫與實際〉，香港《明報》，2004 年 2 月 13 日。 

121. 瀟湘晨報：〈道路規劃為 400 年古樟讓路〉，《北京青年報》，2006 年 7 月 15 日。（複印本） 

122. 〈建築風貌獨樹一幟〉，出處及日期不詳。 

123. 〈看建築，看城市文化〉，出處及日期不詳。 

124. 李建春：〈園林中的橋〉，出處及日期不詳。 

125. 張進富：〈王羲之手書「唐碑」〉，出處及日期不詳。 

126. 雋樓：〈綜合大製作（上）〉，出處及日期不詳。 

127. 李澤林：〈防污植物美人蕉〉，出處及日期不詳。 

128. 英華：〈室內噴泉〉，出處及日期不詳。 

 

二十一．綜合（建築小品） 

 

1. 樂嘉龍：〈中國古代三大名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7 月 3 日。 

2. 玉：〈花壇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7 月 24 日。 

3. 〈團河行宮公園規劃 正在積極制定中〉，《北京建築學會會訊》，1984 年 9 月 30 日。 

4. 〈劉開渠談北京城市雕塑〉，北京《，北京《文摘報》文摘報》，1984 年 11 月 16 日。 

5. 王紅：〈少先隊員為首都綠化美化辦好事〉，出處不詳，1985 年 5 月 13 日。 

6. 〈街頭雕塑被毀事件再次發生〉，《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14 日。 

7. 曹大德：〈正義路將添新雕塑「求和」〉，《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8. 〈雕塑公園〉，北京《文摘報》，1985 年 9 月 26 日。 

9. 石同立：〈本市首座雕塑公園接待遊人〉，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10 月 3 日。 

10. 〈城市雕塑之花在沈陽盛開〉，《中國市容報》，1985 年 11 月 14 日。 

11. 岑逸飛：〈亨利摩爾〉，香港《明報》，1986 年 2 月 16 日。 

12. 簡培發：〈大花鐘〉，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16 日。 

13. 張蓬舟：〈薛濤雕像矗芳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7 月 16 日。 

14. 〈舊遊樂場加設安全墊〉，出處不詳，1988 年 8 月 3 日。 

15. 〈日晷時鐘遊樂場〉，香港《新晚報》，1989 年 6 月 12 日。 

16. 如：〈玩具安全〉，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1 日。 

17. 河石：〈玩具能促進智力發展 不同年齡兒童各有選擇要點〉，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3 日。 

18. 〔上海「橋」雕塑〕，香港《明報》，1991 年 12 月 20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9. 〈東洋雕塑變幻莫測〉，香港《明報》，1992 年 5 月 3 日。 

20. 郭伯南：〈謗木．華表．望天犼〉，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15 日。 

21. 賈蘭天：〈張家界哈溪間歇泉 溢出斑斕五色彩水〉，香港《明報》，1994 年 4 月 16 日。 

22. 法見：〈圍牆形似監倉牢房 種匍匐莖植物化煞〉，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13 日。 

23. 艾煊：〈綠拱廊〉，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1 日。 

24. 程國強：〈談景區的路標和介紹牌〉，出處不詳，1995 年 8 月 5 日。 

25. 〈抗戰紀念群雕設計稿亮相〉，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12 日。 

26. 周楫：〈十二生肖作地名 古靈精怪〉，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10 日。 

27. 〈書雕〉，上海《新民晚報》，1997 年 5 月 10 日。 

28. 劉慧：〈抗戰群雕將竪盧溝橋〉，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1 日。 

29. 汪澂：〈四奸鑄像〉，香港《大公報》，1998 年 1 月 25 日。 

30. 王學平：〈聖彼得堡「橋」〉，上海《新民晚報》，1998 年 2 月 5 日。 

31. 孫友田：〈海參崴的城市雕塑〉，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9 日。 

32. 〈花園裏的氣象站〉，《中國花卉報》，2004 年 2 月 10 日。 

33. 〈大熱迷宮〉，香港《都市日報》，2004 年 9 月 22 日。 

34. 〈享利摩爾展不容錯過〉，出處及日期不詳。 

35. 〈奇特的橋樑〉，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 

36. 串：〈新潮浮雕〉，出處及日期不詳。 

37. 王東 譯：〈日晷史話〉，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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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于徵：〈雕塑象徵意義大 人魚撤尿有因由〉，出處及日期不詳。 

39. 〔金剛觀音壁畫〕，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0. 〈仿北平「九龍壁」〉，出處及日期不詳。 

 

 

5.3 受訪報道 

 

1. 晨平：〈請教授〉，《北京日報》，1985 年 8 月 28 日。（複印本） 

2. 錦清：〈朱鈞珍走遍千個公園〉，香港《明報》，1988 年 4 月 14 日。 

3. 岑光：〈中國園林──園林之「母」──訪朱鈞珍教授〉北京《華聲報》，1992 年 8 月 7 日。 

4. 凌德麟：〈朱鈞珍教授訪台「兩岸園林交流」座談會〉，《造園》，1993 年春季號。（複印本） 

5. 崔源明：〈那個公園最「香港」？〉，《香港經濟日報》，1996 年 7 月 9 日。 

6. 〈香港寺觀園林景觀 政府新聞處出版〉，香港《星島日報》，2004 年 1 月 2 日。（複印本） 

7. 〈《港寺觀園林景觀》出版〉，香港《新報》，2004 年 1 月 2 日。（複印本） 

8. 〈清華教授推介港寺觀園林〉，香港《新報》，2004 年 1 月 2 日。（複印本） 

9. 曾敏之：〈香港寺觀園林如「名山」〉，香港《文匯報》，2004 年 3 月 15 日。 

10. 葉梅：〈教書寫書 綠意人生──記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中國風景園林學會顧問朱鈞珍〉，《中國花卉報》，2004

年 3 月 30 日。 

11. 何瑞麟：〈朱鈞珍教授和她的新著《香港寺觀園林景觀》〉，《香港高校聯會訊》，2004 年 4 月號。 

12. 王宇清：〈鏡頭下的香港「名山」〉，《團結報》，2004 年 12 月 14 日。 

13. 何瑞麟：〈來自清華園的謙謙君子──朱鈞珍教授與香港園林建築景觀〉，載韓彬、匡增意：《崢嶸歲月 俊才懋

績》，香港：航力有限公司出版社，2005 年，頁 145-148。（複印本） 

14. 倪健：〈巧遇清華大學老教授得指點〉，《金城集報》，2006 年 8 月 1 日。（複印本） 

15. 黃天：〈中國園林專家說盧園（一）〉，《澳門日報》，2007 年 5 月 23 日。（複印本） 

16. 黃天：〈中國園林專家說盧園（二）〉，《澳門日報》，2007 年 5 月 24 日。（複印本） 

17. 郝瑩：〈新中國的風景園林〉，《科學中國人》，2009 年第 10 期，頁 28-32。 

18. 林小峰、周在春、許恩珠：〈江南古鎮明珠 近代園林奇葩〉，《園林》，2011 年第 10 期，頁 42-45。（複印本） 

19. 謝尚國、項飛、徐瀟立：〈《中國近代園林史》《南潯近代園林》首發式暨南潯園林發展研討會舉行園林「學問」 

南潯「論劍」〉，湖州《南潯時報》，2012 年 4 月 13 日。 

20. 〈著名園林專家、清華大學老教授朱鈞珍赴安徽考察園林〉，《安徽園林》，2012 年第 4 期，頁 12-13。（複印本。

附朱鈞珍：〈中國亭城──滁州市亭文化底蘊深厚〉，《安徽園林》，2012 年第 4 期，頁 12-13。） 

21. 〈中國近代園林史研究：「夾縫」中的感動──訪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朱鈞珍先生〉，《中國公園》，第 16 卷第

4 期，2012 年，頁 38-41。（複印本） 

22. 曾敏之：〈一窺中國近代園林──訪園林史專家朱鈞珍〉，《明報月刊》，2012 年 10 月號，頁 69-71。（複印本） 

23. 樂陶然：〈人間仙境的探索──寫在《香港寺觀園林景觀》出版之際〉，出處及日期不詳。 

 

 

5.4 小冊子／宣傳單張 

 

1. 北京市團林局、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員會 編印：《幾種樹木的簡單說明》，1956 年 2 月。（綠化宣傳

手冊） 

2. 北京市園林局、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員會 編印：《怎樣作庭院綠化設計》，1956 年 2 月。（綠化宣傳

手冊） 

3. 北京市園林局、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員會 編印：《怎樣養花》，1956 年 2 月。（綠化宣傳手冊） 

4. 北京市園林局、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員會 編印：《怎樣栽樹》，1956 年 2 月。（綠化宣傳手冊） 

5. 北京市園林局、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員會 編印：《怎樣保護樹木》，1956 年 2 月。（綠化宣傳手冊） 

6. 綠化香港運動 1994 活動小冊子 

7. 綠化香港運動 1996 活動小冊子 

8. 蘇州園林簡介 

9.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學系花卉研究室：藤蔓植物居家綠美化應用小冊子。 

10. 上海市綠化委員會辦公室：綠化中的上海小冊子。 

11. 中華民國環境綠化協會：綠與大眾生活小冊子。 

12. 中華民國環境綠化協會：環境的時代到了──綠資源與人類環境文獻小冊子。 

13. 中華民國環境綠化協會：環境資源與植生體系小冊子。 

14. 中華民國環境綠化協會：環境與綠小冊子。 

15. 威海恩特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立體組合花盆目錄。 

16. 常見有毒植物簡介 

17. 香港城市大學：蘇州園林疊理山水藝術展簡介，2005 年 1 月 15 日-3 月 6 日，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六樓城大藝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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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相片／幻燈片 

 

1. 朱熹神木 

2. 廣州地鐡內的坐櫈 

3. 清華大學圖片社製幻燈片（115 張） 

4. 「大同名勝」幻燈片（12 張） 

 

 

5.6 其他資料 

 

 

5.6.1 英文 

 

1. Brian Hackett, Platning Design, London: E. & F.N. Spon Limited, 1979. (Copy)  

 

 

5.6.2 日文 

 

1. 重森三玲：《日本庭園史圖鑑：江戶時代初期一》，日本《有光社》，1936 年 8 月 18 日。 

 

 

5.6.3 俄文 

 

1.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Д., Живые изгороди,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7.（《植物篱笆》） 

2. И. В. Мичурин, Итоги шестидесятилетних работ,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六十年工作的回顧》） 

3. В. Лебедев, 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ичурин 1855–1935,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0.（《伊萬．伏拉基米洛夫 米丘林傳》） 

4. Киселев Г.Е., Цветоводство,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2.（《花卉培育》） 

5. Бунин А.В., История градостроите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Том 1,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3.（《城市建築藝術史》第一卷） 

6. Памятник воинам советскойармии павшим при штурме берлина,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1953. 

7. Академия архитектуры СССР,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град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Озеленение 

советских городов: Пособие по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ю,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4.（《蘇聯城市綠化》） 

8. Н. Н. Федорова, А. Г. Раскин, Петродворец,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4.（《彼得宮》） 

9. Н. Шмидт, Озеленение колхозных сел,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4.（《集體農莊的綠化》） 

10. Озеленение городо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оммуналъ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СФСР, 1954. 

（《城市綠化》） 

11. Пряхин В. Д., Озеленение окон и балкон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оммун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СФСР, 1954.（《窗戶和陽台綠化》） 

12. Пряхин В.Д., Лесные ландшафты зеленой зоны Москв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оммун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СФСР, 1954.（《莫斯科地帶的森林景色》） 

13. Сааков С. Г., Газоны и цветочное оформление,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54.（《草坪和花卉的裝飾》，共 2

冊） 

14. Светличный Б.Е., Габелко Н.К., Сталинск,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4.（《斯大林斯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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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Усов И., Завод-сад: Записки садовода, Москва: Профиздат, 1954.（《花圃（花園經營）》） 

16. Академия архитектурны ССCР, Вопросы планировки и застройки Ленинграда: научн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5.（《列寧

格勒的規劃和建設問題》） 

17. Казаков Б. С., Основы строительного дела в садово-парков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оммун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СФСР, 1955.（《公園建設事業基礎》） 

18. Рязанов В. С., Шмидт Н. Э., Жмудский Д. А., Планировка сельских населенных месt,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5.（《鄉村居民區的規

劃》） 

19. Ю.Г. Кругляков, Планировка городских садов Размещение и расчеты,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5.（《城市花園的規劃》） 

20. А. С. Мерло, С. Д.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цветовода, Минс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ССР, 

Редакция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園藝家手冊》） 

21. В. В. Бабуров, П. И. Гольденберг, Планировка и застройка городов,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6.（《城市規劃與建築》） 

22. Д. Ф. Юхимчук, Комнатное цветоводство, Кие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ср, 1956.（《溫室花卉栽培》） 

23. Рубцов Л.И., Садово-парковый ландшафт, Ки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СР, 1956.

（《花園公園景觀》） 

24. Черкасов М.И., Цветники альбо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оммун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СФСР, 1956. （《花壇》） 

25. А. К. Салатич, Озеленение городских улиц, Кие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ССР, 1957.（《城市街道綠化》） 

26. Академ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архитектуры СССР, Из практики град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за рубежом,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7.（《國外城市建設的實

踐》） 

27. Семенова В. Н., Застройка советских городов: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планировочные вопросы, Москв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7.（《蘇聯城市建築論文集》） 

28. Эрлих Э.Б., Тримм А.Я., Вольф Л.Г., Учебник немец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1957.（《德語教科書》） 

29. Москва Планировка и застройка города 1945-1957,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58.（《莫斯科城市規劃建設 1945-1957》） 

30. Правила и нормы планировки и застройки городов СН 41-58, Москва: Госуд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архитектуре и строитель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1959.（《城市建築設計的章程和

指標》） 

31. Залесская Л. 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В. Д., Справочник архитектора Том 3: Озеленение городов,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и архитектуре, 1960.（《建築師手冊 第三

卷下冊》） 

32. Н. Н. Давыдов, Ботан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английско-немец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латинский, Москв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словарей, Физматгиза, 1962.（《俄、英、德、法、

拉丁文植物學辭典》） 

33. Лунц Л.Б., Городское зеле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ь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1966.（《城市綠化建設》） 

34. Кремль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油畫，共 22 幅） 

 

 

http://www.moscowbooks.ru/bookinist/author.asp?searchtext=%D0%FF%E7%E0%ED%EE%E2+%C2%2E+%D1%2E
http://www.moscowbooks.ru/bookinist/author.asp?searchtext=%D8%EC%E8%E4%F2+%CD%2E+%DD%2E
http://www.moscowbooks.ru/bookinist/author.asp?searchtext=%C6%EC%F3%E4%F1%EA%E8%E9+%C4%2E+%C0%2E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D0%9D%D0%B8%D0%BA%D0%BE%D0%BB%D0%B0%D0%B9+%D0%9D%D0%B8%D0%BA%D0%BE%D0%BB%D0%B0%D0%B5%D0%B2%D0%B8%D1%87+%D0%94%D0%B0%D0%B2%D1%8B%D0%B4%D0%BE%D0%B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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庋藏文獻（6.1 – 6.6） 
 

6.1 《讀書十法》資料 

 

6.1.1 提綱 

 

1. 朱鈞珍：〈讀書與思維──一條沒有捷徑的捷徑〉大綱（手稿油印本，4 頁，附修改手迹） 

2. 朱鈞珍：〈讀書與思維──一條沒有捷徑的捷徑〉大綱（手稿複印本，3 頁） 

3. 朱鈞珍：〈讀書十法〉（手稿複印本，6 頁。附《讀書十法選擇圖解》） 

4. 朱鈞珍：〈讀書十法〉，《愛書一族》，日期不詳。（4 頁） 

 

 

6.1.2 開場白 

 

1. 司佾：〈知識是一種特殊的資源（一）〉，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2 日。 

2. 司佾：〈知識是一種特殊的資源（二）〉，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3 日。 

3. 司佾：〈論知識的價值〉，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12 日。 

4. 唐堅文、小平 摘：〈走向未來的自學〉，北京《文摘報》，1985 年 9 月 8 日。 

5. 媒：〈古稀之年開始習畫 重獲自信成就驕人〉，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3 日。 

6. 區潔鈴：〈首次任大學講師 陳美齡應付從容〉，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4 日。 

7. 馮偉才：〈偉大作品與大香港心態〉，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8 日。 

8. 李文聰 摘譯：〈一鳴驚人的女作家〉，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9. 〈如何處理壓力〉，香港《灣仔星報》，第 59 期，1986 年 12 月。 

10. 〈現代世界發明創造 半數以上源自中國〉，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7 日。 

11. 劉照昌：〈平凡中的哲理〉，香港《東方日報》，1988 年 6 月 4 日。 

12. 〈唐晴雪年逾六十讀書樂〉，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5 日。 

13. 金刀：〈論讀書〉，香港《松柏之聲》，1993 年 1 月 15 日。 

14. 安兒：〈□旬農婦只讀兩年書 □生經歷竟寫成巨著〉，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2 日。（剪報不全） 

15. 葉保強：〈成人學習的軌迹〉，香港《信報》，1993 年 3 月 23 日。 

16. 黃子程：〈讀大書〉，香港《信報》，1993 年 3 月 23 日。 

17. 羅孚：〈書，未必是讀的〉，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8 日。 

18. 張馳：〈智慧的海洋〉，香港《文匯報》，1993 年 4 月 23 日。 

19. 儀：〈讀書是必要的〉，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27 日。 

20. 陳漢森：〈學而不思則罔〉，香港《明報》，1993 年 5 月 26 日。 

21. 李察：〈盧騷是怎樣讀書的？〉，香港《明報》，1993 年 9 月 20 日。 

22. 葉積奇：〈交流讀書經驗〉，《香港經濟日報》，1993 年 9 月 23 日。 

23. 〈浸淫莫扎特音樂裏 可以提高思考能力〉，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15 日。 

24. 李察：〈學習是否等於佔有？〉，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20 日。 

25. 李察：〈人能佔有些甚麼？〉，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22 日。 

26. 林捷馳：〈多看多參考 靈感自然來〉，香港《明報》，1993 年 12 月 2 日。 

27. 謝家安：〈再談橫面思考法〉，香港《華僑日報》，1993 年 12 月 15 日。 

28. 新華：〈創造學在中國興起〉，香港《大公報》，1994 年 1 月 13 日。 

29. 羅厚輝：〈學科與思維訓練〉，香港《明報》，1994 年 1 月 22 日。 

30. 李察：〈何以書讀得越多越蠢？〉，香港《明報》，1994 年 1 月 26 日。 

31. 朗天：〈略評《思考與理性思考》〉，香港《大公報》，1994 年 2 月 1 日。 

32. 白翎：〈讀書也是養生之道〉，香港《明報》，1994 年 2 月 23 日。 

33. 林彩霞：〈了解知識之源 擴闊革新領域〉，《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1 月 31 日。 

34. 胡雪姬：〈知本家〉，出處不詳，2000 年 2 月 10 日。 

35. 李察：〈強調記憶，有何害處？〉，出處及日期不詳。 

36. 陳漢森：〈探真相批判式思考極重要〉，出處及日期不詳。 

37. 李韻玲：〈新一代書寫能力陷危機？〉，《香港經濟日報》，日期不詳。 

38. 李羽：〈文化沙漠學術沙漠〉，出處及日期不詳。 

39. 〈世界七類人才奇缺〉，出處及日期不詳。 

40. 〔七字經〕，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1.3 找書 

 

1. 胡一本：〈提高工效的優美旋律〉，《健康報》，1984 年 10 月 7 日。 

2. 王通訊：〈不可輕視信息檢索能力〉，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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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正剛：〈小卡片用處不小〉，《北京晚報》，1984 年 10 月 29 日。 

4. 張貽復：〈諮詢業大有發展前途〉，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6 日。 

5. 〈信息時代讀書面臨三個挑戰〉，北京《文摘報》，1985 年 2 月 14 日。 

6. 〈智能革命與知識工程〉，北京《文摘報》，1985 年 5 月 5 日。 

7. 〈李希凡縱談《紅樓夢》研究〉，北京《文摘報》，1985 年 5 月 9 日。 

8. 陸潮洪：〈江蘇將建《紅樓夢》大型數據庫〉，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21 日。 

9. 〈信息時代對讀書的三個挑戰〉，《北京晚報》，1985 年 8 月 5 日。 

10. 李端：〈時間就是金錢這個提法好不好？〉，《廣播之友》，1985 年 8 月 31 日。 

11. 李端：〈怎樣才能更好地利用時間〉，《廣播之友》，1985 年 8 月 31 日。 

12. 〈英國人讀書調查〉，《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19 日。 

13. 〈《紅樓夢》電腦檢索 深圳大學研製成功〉，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12 日。 

14. 王玉琴：〈時間的運籌〉，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16 日。 

15. 高思雅：〈政處諮詢服務點滴〉，香港《新報》，1986 年 6 月 20 日。 

16. 〈外國怎樣搜集中國情報（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17. 〈從公開資料看軍事動向──外國怎樣搜集中國情報（二）〉，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4 日。 

18. 〈從報刊注意政策決定過程──外國怎樣搜集中國情報（三）〉，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5 日。 

19. 〈可直接傳送書本原稿 錦囊生產普通紙傳真機〉，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29 日。 

20. 思穎：〈目錄學〉，香港《明報》，1989 年 7 月 8 日。 

21. 艾火：〈三大特點〉，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4 日。 

22. 曹錦威：〈信息及其表示法〉，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23 日。 

23. 洪放：〈愛因斯坦──論古典文學的啟發〉，香港《明報》，1990 年 2 月 9 日。 

24. 穎風：〈浮游在信息社會中〉，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30 日。 

25. 鄭穎濂：〈中國文字的壓倒性優點〉，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26 日。 

26. 陳社潮：〈如何查閱工具書？〉，香港《明報》，1993 年 1 月 5 日。 

27. 陳社潮：〈怎樣掌握分類排檢法〉，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5 日。 

28. 林紀陶：〈眾裏尋書千百部〉，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14 日。 

29. 陳社潮：〈怎樣查生僻字、古漢語字〉，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9 日。 

30. 陳社潮：〈怎樣查詩文典故〉，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6 日。 

31. 陳社潮：〈怎樣查諺語〉，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27 日。 

32. 陳社潮：〈怎樣掌握四角號碼查字法〉，出處及日期不詳。 

33. 嫻：〈市民欲得公共資料 六種途徑可以獲得〉，出處及日期不詳。 

34.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出處及日期不詳。 

 

 

6.1.4 讀書 

 

1. 〈楊振寧談學習方法〉（手抄本，摘自北京《光明日報》） 

2. 〈關於閱讀方法〉（手抄本，摘自北京《光明日報》） 

3. 潼雨：〈贊「七十後學」〉，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4 月 4 日。 

4. 李平：〈圖書資料是人類智慧的「能源」〉，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18 日。 

5. 〈節約時間的十條經驗〉，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25 日。 

6. 〈讀書三法〉，北京《文摘報》，1984 年 12 月 14 日。 

7. 〈《快速閱讀法》簡介（二）〉，《中國參考報》，1985 年 1 月 6 日。 

8. 〈《快速閱讀法》簡介（三）〉，《中國參考報》，1985 年 1 月 7 日。 

9. 〈《快速閱讀法》簡介（完）〉，《中國參考報》，1985 年 1 月 8 日。 

10. 程代熙：〈積極開展方法論的討論和研究〉，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9 日。 

11. 尹湘豪：〈評「借鑒之說」應當「放棄」說〉，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30 日。 

12. 〈名言小集〉，出處不詳，1985 年 2 月 10 日。 

13. 〈讀書箴言〉，北京《文摘報》，1985 年 2 月 10 日。 

14. 戎耕種：〈讀書不宜「竭澤而漁」〉，北京《文摘報》，1985 年 4 月 11 日。 

15. 張普：〈快節奏與高效率（上）〉，出處不詳，1985 年 5 月 23 日。 

16. 張普：〈快節奏與高效率（下）〉，出處不詳，1985 年 5 月 25 日。 

17. 〈史學革新與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論〉，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6 日。 

18. 〈古代美學範疇史的三個階段〉，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6 日。 

19. 趙紅州、蔣國華：〈蘇步青效應〉，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9 月 22 日。 

20. 賽爾柏：〈盧梭讀書的三部曲〉，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8 日。 

21. 朱孝愚 譯：〈最多產的數學家沒有家〉，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1 日。 

22. 楊振寧：〈滲透性學習法〉，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1 日。 

23. 比比：〈強迫閱讀〉，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 日。 

24. 余雁：〈讀書〉，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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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伍美心：〈無須一定面談洽商 善於打電話省時省力〉，香港《明報》，1988 年 3 月 21 日。 

26. 伍美心：〈坐言起行為理想衝刺 依靠雙手創造明天〉，香港《明報》，1988 年 4 月 12 日。 

27. 西芹：〈掌握時間工作〉，香港《明報》，1988 年 4 月 12 日。 

28. 劉敏儀：〈速讀技巧談〉，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9 日。 

29. 劉敏儀：〈讀書要有規律〉，香港《文匯報》，1989 年 4 月 23 日。 

30. 科探：〈先進閱讀系統 有助消除「書災」〉，香港《明報》，1991 年 3 月 11 日。 

31. 〈閱讀書寫時的光線〉，香港《明報》，1992 年 1 月 4 日。 

32. 郭嘉倫：〈善用時間基本法〉，香港《明報》，1993 年 1 月 29 日。 

33. 李察：〈甚麼是「速效閱讀」？〉，香港《明報》，1993 年 1 月 29 日。 

34. 〔李察課程資料簡介〕，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9 日。（4 則，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5. 岑逸飛：〈讀書須得其法〉，香港《明報》，1993 年 3 月 17 日。 

36. 王武子：〈讀書的「學問」〉，香港《大公報》，1993 年 5 月 24 日。 

37. 陳寧：〈資訊太多，腦袋要爆炸！？〉，《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1 月 12 日。 

38. 鳳儀：〈排遣寂寞的方式〉，出處及日期不詳。 

39. 乾坤：〈掌握工作時間〉，出處及日期不詳。 

40. 〈時間篇〉，出處及日期不詳。 

41. 〈可以嗎？研習法課程資料〉，出處及日期不詳。 

 

 

6.1.5 筆記 

 

1. 〈隨時筆記，隨時總結，小紙片的運用〉（手稿） 

2. 舒展：〈時間觀念與排隊長龍〉，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1 月 19 日。 

3. 平白：〈「三個和尚」別析〉，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3 日。 

4. 奚椿年：〈談抄襲〉，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16 日。 

5. 〈姚雪垠談做卡片〉，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8 月 8 日。 

6. 孫劍光：〈淺談「X」型人才〉，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9 月 22 日。 

7. 夏歷：〈貯存文件方法〉，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0 日。 

8. 豐餘：〈論語 記錄孔子言行 儒家重要經典〉，香港《晶報》，1988 年 1 月 9 日。 

9. 娃：〈做到八件事 工作越起勁〉，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22 日。 

10. 國喜：〈抄書摸通了思想〉，《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4 月 26 日。 

11. 〈用電腦紀錄 人手靈活性教導機械手〉，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6 日。 

12. 管仲連：〈紀錄整理 盤點知識〉，香港《信報》，1993 年 3 月 23 日。 

13. 阿濃：〈三歲到一百歲〉，出處及日期不詳。 

14. 羅輝、詹德光：〈中國當代女巨筆〉，出處及日期不詳。 

15. 伊：〈七十二年從不脫稿 百歲仍當專欄作家〉，出處及日期不詳。 

16. 劉懷芝：〈憂患中年〉，出處及日期不詳。 

17. 黃霑：〈搜集資料與行動〉，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6.1.6 留心學問 

 

1. 劉家泉：〈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略談知識的積累〉，《北京日報》，1978 年 10 月 21 日。 

2. 李富英：〈怎樣做好科技成果的鑒定工作〉，北京《光明日報》，1980 年 8 月 22 日。 

3. 〈步行旅遊紀錄〉，香港《文匯報》，1986 年 3 月 24 日。 

4. 高巍 譯：〈奧吉菲的藝術生涯〉，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27 日。 

5. 榮：〈此君環遊世界五十次 足跡遍及二百多國家〉，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7 日。 

6. 李樂詩：〈敬業樂〉，香港《文匯報》，1987 年 1 月 13 日。 

7. 伍美心：〈平時多聽多看收集資料 作決定時自會快而準〉，香港《明報》，1988 年。 

8. 丁淙：〈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香港《文匯報》，1988 年 3 月 31 日。 

9. 伍美心：〈固步自封見財化水 集思廣益訂出投資方針〉，香港《明報》，1988 年 4 月 14 日。 

10. 伍美心：〈目標太多分身乏術 疲於奔命難成大業〉，香港《明報》，1988 年 5 月 23 日。 

11. 傑靈：〈放縱山間 甘於平淡──訪九旬老畫家孫星閣〉，香港《文匯報》，1988 年 6 月 10 日。 

12. 朗天：〈反思史學研究的心理定勢〉，《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3 月 7 日。 

13. 黎平：〈蕭乾責社會主義 扼殺傳統舊書業〉，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28 日。 

14. 管仲連：〈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香港《信報》，1992 年 10 月 24 日。 

15. 〈寓學習於旅遊〉，香港《明報》，1993 年 4 月 27 日。 

16. 褚慶喜：〈當代徐霞客 步行 18 省市〉，出處及日期不詳。 

17. 李力：〈玄奘出國留學前後〉，出處及日期不詳。 

18. 〈挪威女地質學家 徒步登南極探險〉，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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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思維 

 

1. 〈十字型思維〉（手稿，3 頁） 

2. 錢偉長：〈教會學生自學 大學不必搞五年制〉，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12 日。 

3. 史國寧：〈閱讀過程中的思維活動潛力與閱讀方法〉，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31 日。 

4. 李春明：〈學習效率與同步效應〉，《北京晚報》，1984 年 10 月 29 日。 

5. 薛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召開研究方法座談會〉，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1 月 15 日。 

6. 戈 摘：〈從封閉型變為開放型──李力安談思維方式的轉變〉，北京《文摘報》，1984 年 12 月 21 日。 

7. 郭碧波：〈談歷史研究中的系統科學方法〉，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2 日。 

8. 張三齊：〈專利制度有利於「創造型人才」的開發〉，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4 日。 

9. 李祚泳、繆天福：〈模糊與精確〉，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8 日。 

10. 何正清：〈治史不可忽視源流〉，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13 日。 

11. 哲澤：〈創造性思維的五個特點〉，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3 月 11 日。 

12. 司佾：〈論知識的價值（一）〉，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8 日。 

13. 司佾：〈論知識的價值（二）〉，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10 日。 

14. 張巨青、陳曉平：〈當代西方科學方法論研究趨勢〉，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29 日。 

15. 楊文明：〈注意選拔能夠獨立思考問題的人才〉，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8 日。 

16. 王樹茂：〈應培養青年的求異性思維能力〉，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0 日。 

17. 何包鋼：〈改革與多維型思維〉，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3 日。 

18. 張巨青、陳曉平：〈當代西方科學方法論研究趨勢（續一）〉，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3 日。 

19. 彭定安：〈科學發展的新趨勢與社會科學的改革〉，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9 日。 

20. 張巨青、陳曉平：〈當代西方科學方法論研究趨勢（完）〉，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27 日。 

21. 續建宜：〈積極開展數量史學的研究〉，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12 日。 

22. 周勛初：〈開拓型的學者羅根澤〉，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23. 肖元 摘：〈必須樹立十字式思維方式〉，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20 日。 

24. 吳元邁：〈關於文藝方法論的思考〉，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20 日。 

25. 方展畫：〈美國社會有關思維訓練情況簡介〉，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21 日。 

26. 方展畫：〈信息化社會和思維訓練〉，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5 日。 

27. 韋 摘：〈思維學有四個分支〉，北京《文摘報》，1985 年 7 月 14 日。 

28. 楊建峰 摘：〈系統工程學的新定義〉，北京《文摘報》，1985 年 8 月 15 日。 

29. 唱印余：〈現代教育需要智能型教師〉，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9 月 6 日。 

30. 秦海：〈學術不受權威限制〉，《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14 日。 

31. 李景源：〈淺談思維結構及其功能〉，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9 月 16 日。 

32. 謝幼田：〈直覺思維與中國哲學史〉，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9 月 16 日。 

33. 〈從哪條道路通北京看擴散思維問題〉，北京《文摘報》，1985 年 9 月 19 日。 

34. 木子 摘：〈習慣性思維有礙創造〉，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9 月 19 日。 

35. 〈思維與改革〉，北京《文摘報》，1985 年 10 月 6 日。 

36. 王菊飛：〈泛科際研究〉，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4 日。 

37. 亞知：〈北京深入研究香港〉，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1 日。 

38. 娃：〈思想僵化扼殺創造力 八種模式應引以為戒〉，香港《文匯報》，1988 年 4 月 9 日。 

39. 西芹：〈成年人心態〉，香港《明報》，1988 年 4 月 14 日。 

40. 〈第一章：科學的方法〉，《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3 月 1 日。 

41. 葉積奇：〈側面思考方法〉，《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3 月 16 日。 

42. 殷嵐：〈如何揭示古籍中模糊信息〉，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11 日。 

43. 黃子程：〈清貧思想〉，出處及日期不詳。 

44. 黃子程：〈刻苦自持〉，出處及日期不詳。 

45. 陳清楓：〈讀書多疑〉，出處及日期不詳。 

46. 王南 摘：〈控制論〉，出處及日期不詳。 

47. 劉敏儀：〈學習、工作與思考〉，出處及日期不詳。 

48. 〈雙腦思維課程資料〉，出處及日期不詳。 

 

 

6.1.8 園林學方法論 

 

1. 〈關於園林學科的方法〉（手稿，6 頁） 

2. 〈李敖的讀書方法〉（手抄本，摘錄自鳳凰衛視） 

3. 〈讀書方法〉（手抄本） 

4. 劉西林：〈高等學校要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5 日。 

5. 何滿子：〈談國外研究傾向──古代小說研究肆言之四〉，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8 日。 

6. 薛智：〈研究方法也需開放〉，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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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涂武生：〈美學方法論研究管見〉，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18 日。 

8. 李金星 摘：〈「錢氏三傑」談交叉科學〉，北京《文摘報》，1985 年 5 月 9 日。 

9. 朱豐順：〈淺談研究文藝學和美學的系統方法〉，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0 日。 

10. 錢三強：〈迎接交叉科學的新時代〉，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7 日。 

11. 錢偉長：〈交叉科學與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7 日。 

12. 錢學森：〈交叉科學：理論和研究的展望〉，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7 日。 

13. 田夫：〈發展交叉科學是四化建設的需要〉，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7 日。 

14. 烏家培：〈經濟理論的兩種研究方法及其關係〉，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25 日。 

15. 楊越：〈無邊的斷想──《創作方法論》代序〉，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5 月 27 日。 

16. 奚廣慶：〈改變陳舊的研究方法〉，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17 日。 

17. 〈哲學應面向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在「現在自然科學提出的哲學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 1〉，北京《光明日報》，

1985 年 6 月 24 日。 

18. 王懷超：〈運用系統方法研究科學社會主義〉，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1 日。 

19. 黎鳴：〈話說社會控制論〉，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3 日。 

20. 〈迎着新潮流，探索新方法〉，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7 月 14 日。 

21. 〈九七將臨 時勢使然 「香港學」漸成體系〉，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0 日。 

22. 文止戈：〈談讀書〉，香港《文匯報》，1999 年 12 月。 

23. 薛偉傑：〈自資出版 最低消費 3600 元〉，香港《明報》，2002 年 3 月 20 日。 

24. 潘詩韻：〈文化の容顏──馮偉強談書店設計與書籍空間〉，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2 日。 

25. 陳健佳：〈捐書分享知識〉，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9 日。 

26. 潘詩韻：〈訪李怡 談讀書 要把金針度與人〉，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30 日。 

27. 〈尋找幾米收藏的童真〉，香港《明報》，2003 年 4 月 20 日。 

28. 朗天：〈為什麼需要另一個書展？〉，香港《明報》，2003 年 5 月 4 日。 

29. 南方朔：〈讀樹、同時也讀林〉，香港《明報》，2003 年 5 月 18 日。 

30. 鄭培凱：〈假如麥粒死了──懷念《抖擻》與《九州學刊》〉，香港《明報》，2003 年 6 月 27 日。 

31. 翔薔：〈施永青 非常道 非常讀〉，香港《明報》，2003 年 7 月 27 日。 

32. 丁文玲：〈台灣能，香港能不能？〉，香港《明報》，2003 年 7 月 29 日。 

33. 胡洪俠：〈書房裏的夜場戲〉，香港《明報》，2003 年 8 月 21 日。 

34. 樓乘震：〈編一輩子好書不嫌多〉，香港《明報》，2003 年 8 月 31 日。 

35. 潘詩韻：〈二手書風景〉，香港《明報》，2003 年 10 月 2 日。 

36. 陸明：〈走進南方朔書房〉，香港《明報》，2003 年 10 月 26 日。 

37. 〈中大珍藏半世紀中國 300 份報章〉，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6 日。 

38. 鄭依依：〈梁天偉讀書悟「不設防」〉，香港《文匯報》，2004 年 3 月 15 日。 

39. 程步奎：〈學生不讀書〉，香港《明報》，2004 年 3 月 16 日。 

40. 岑逸飛：〈必讀書目〉，香港《明報》，2004 年 3 月 27 日。 

41. 岑逸飛：〈落後五十年〉，香港《明報》，2004 年 4 月 5 日。 

42. 李怡：〈世界讀書日〉，《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4 月 26 日。 

43. 李怡：〈全國半數人全年不讀書〉，《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4 月 27 日。 

44. 李怡：〈中國文學「走出去非常難」〉，《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4 月 28 日。 

45. 李怡：〈不是每本書都要讀完〉，《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7 月 17 日。 

46. 李怡：〈多元閱讀擺脫平庸〉，《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8 月 5 日。 

47. 沙漠：〈圖書館主任與剪報〉，出處及日期不詳。 

48. 張嘉雯：〈學習環境〉，出處及日期不詳。 

49. 張翠容：〈閱讀是一種追尋〉，出處及日期不詳。 

50. 魏文俊：〈讀一卷書行一里路〉，出處及日期不詳。 

51. 〈李察講座〉，出處及日期不詳。 

52. 〈自資出書〉，出處及日期不詳。 

53. 〈大陸書店、新思維書店〉，出處及日期不詳。 

 

 

6.1.9 表格化 

 

1. 曾清、張登義：〈科學技術轉移和知識流動〉，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3 月 8 日。 

2. 陳宗立：〈中央美院講師張秉堯騎車沿黃河寫生作畫〉，北京《光明日報》，1983 年 7 月 31 日。 

3. 黃秋耘：〈精神的節約〉，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3 月 24 日。 

4. 周文斌：〈宋文章與手指畫〉，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5 月 1 日。 

5. 曹青陽：〈國外的「教學──科研──生產」聯合體（上）〉，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8 月 31 日。 

6. 曹青陽：〈國外的「教學──科研──生產」聯合體（下）〉，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9 月 14 日。 

7. 黃勛拔：〈信息時代與信息庫──談科技檔案在現代化生產中的作用〉，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2 月 26 日。 

8. 胡繩：〈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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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史國寧：〈要講究課外作業的實際效果〉，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15 日。 

10. 吳季松：〈如何衡量基礎研究的成果〉，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4 月 13 日。 

11. 楊鴻昌：〈學生的「認知風格」與教學〉，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0 日。 

12. 李昆峰：〈智慧比知識更有力量〉，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9 日。 

13. 蘇誠 摘：〈社會科學工作要實行四個轉變〉，北京《文摘報》，1985 年 6 月 16 日。 

14. 〈創造型人才的智能結構〉，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21 日。 

15. 〈知識工程學〉，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17 日。 

16. 〈讀書富想像力 是活化知識的酶〉，香港《星島晚報》，1988 年 1 月 6 日。 

17. 江一郎：〈鄭裕玲成功三論〉，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3 日。 

18. 伍美心：〈躊躇怠惰失去機會 成就大業須把握時機〉，出處及日期不詳。 

19. 陳凝慧：〈建立自信的方法〉，出處及日期不詳。 

 

 

6.1.10 知識，能力 

 

1. 文采：〈電腦顯示大廈圖像 建築師可進內「實察」〉，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7 日。 

 

 

6.1.11 名人讀書 

 

1. 柳宗元：〈讀書〉（手抄本，2 頁） 

2. 〈新讀書運動〉（複印本，3 頁） 

3. 〈鄧小平肯定蛇口一句口號：效率就是生命 時間就是金錢〉，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3 日。 

4. 華海：〈清末民初文壇彗星蘇曼殊〉，香港《新報》，1984 年 11 月 27 日。 

5. 任一鳴：〈司馬光的治學風格〉，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12 日。 

6. 江霞：〈關於科研道德和學術道德的一點理解〉，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29 日。 

7. 萬匯藻：〈華羅庚和青年談學習（上）〉，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15 日。 

8. 萬匯藻：〈華羅庚和青年談學習（下）〉，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16 日。 

9. 志正、守平：〈作家謝冰心近況〉，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5 日。 

10. 〈女物理學家吳健雄榮獲傑出美國人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0 月 18 日。 

11. 楊良化：〈我國出版《李約瑟文集》〉，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19 日。 

12. 〈中國科學之光燦爛 為何近代黯然失色〉，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0 日。 

13. 喬世棟：〈鄭板橋讀書方法談〉，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1 日。 

14. 林陽：〈馮友蘭近況〉，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3 日。 

15. 周解蓉：〈胡耀邦會見李約瑟博士〉，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7 日。 

16. 紀維周：〈戈寶權是怎樣博覽群書的〉，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 年 11 月 27 日。 

17. 〈李約瑟籌辦研究所 毛文奇呼籲多捐輸〉，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8 日。 

18. 蔚然 摘：〈司馬相如讀書台〉，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30 日。 

19. 曹為：〈科學要深耕〉，香港《文匯報》，1987 年 2 月 10 日。 

20. 〈女作家袁昌英〉，香港《文匯報》，1988 年 1 月 3 日。 

21. 程逸：〈論鐵娘子〉，香港《信報》，1988 年 1 月 8 日。 

22. 古桂高、胡榮錦：〈嗜書成癖的郁達夫〉，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18 日。 

23. 〈王羲之學書變法記〉，香港《文匯報》，1988 年 5 月 25 日。（剪報不全） 

24. 聞思：〈推薦《名人讀書百法》〉，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17 日。 

25. 丁奇：〈洪秀全學漢高明祖〉，香港《新晚報》，1989 年 1 月 26 日。 

26. 光 輯：〈林語堂談片：讀書．作文．風格．幽默〉，出處不詳，1989 年 4 月 25 日。 

27. 劉一達：〈百歲老人許德珩與書法〉，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2 日。 

28. 青苑：〈林則徐賦閒抒懷聯〉，香港《新報》，1989 年 12 月 18 日。 

29. 傅國柱：〈《沙孟海翰墨生涯》筆耕硯田八十年，一代宗師堪稱譽〉，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30 日。 

30. 易酉：〈朱熹讀書方法〉，香港《文匯報》，1993 年 4 月 23 日。 

31. 曾德平：〈閒話書籍設計 為書籍創造價值〉，《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11 月 24 日。 

 

 

6.1.12 讀書理論 

 

1. 〔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在讀書中的運用〕（手稿，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手抄本，2 頁） 

3. 楊振寧：〈對於中國科技發展的幾點想法〉，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3 月 5 日。 

4. 〈楊振寧教授談學習方法〉，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5 月 18 日。 

5. 陶鎧、趙石寶 整理：〈事業成敗之所系〉，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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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陶鎧、趙石寶 整理：〈事業成敗之所系（續）〉，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2 月 7 日。 

7. 倪寶恕：〈淺談現代教育家王森然的教育思想〉，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11 日。 

8. 袁苹：〈出版學術著作 需要支持贊助〉，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18 日。 

9. 樂 摘：〈要振興學說和學派〉，出處不詳，1985 年 1 月 21 日。 

10. 彭衛：〈當代中國歷史科學的制高點〉，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1 月 30 日。 

11. 陳高華、李祖德：〈加強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6 日。 

12. 朱豐順：〈信息論與文藝學和美學〉，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6 日。 

13. 孫啟佑：〈關於知識產品的商品性和商品化〉，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5 月 18 日。 

14. 管成學：〈古文獻研究與文理交叉芻議〉，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24 日。 

15. 南風：〈集體難成名著〉，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5 日。 

16. 孫泳恩：〈李嘉誠實而不華〉，香港《明報》，1988 年 6 月 14 日。 

17. 丁淙：〈梁漱溟的進退〉，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16 日。 

18. 〈中國大陸人口截至今日 十一億二千六百萬人〉，香港《華僑日報》，1989 年 4 月 14 日。 

19. 〈李子誦表示已盡報人天職 北京點名實屬光榮〉，香港《明報》，1989 年 7 月 8 日。 

20. 科探：〈什麼是「社會生物學」？〉，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7 日。 

21. 李慧玲：〈首位大陸工程師獲發牌 方天中來港十年嘗夙願〉，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23 日。 

22. 〈錢學森著文提出民主建設〉，香港《信報》，1992 年 11 月 16 日。 

23. 〈李嘉誠三十已發跡〉，出處及日期不詳。 

24. 〈李嘉誠認為信心問題是香港最大危機〉，出處及日期不詳。 

25. 老耕：〈出版人的苦與樂（之三）〉，出處及日期不詳。 

26. 熊炎生：〈「自我意識」淺見〉，出處及日期不詳。 

27. 〈托馬斯．阿爾凡．愛迪生〉，出處及日期不詳。 

 

 

6.1.13 演講 

 

1. 〈演講的思路〉（手稿複印本，3 頁） 

2. 張式谷：〈重視基本概念、範疇的研究〉，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6 月 17 日。 

3. 西芹：〈講故事有秘訣〉，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6 日。 

4. 海春：〈許冠傑演唱會的啟示〉，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27 日。 

5. 余愛華：〈演詞中段羅列因果關係（十八）〉，香港《信報》，1992 年 12 月 22 日。 

6. 余愛華：〈把演詞朗誦修改再修改（十九）〉，香港《信報》，1992 年 12 月 23 日。 

7. 柳俊江：〈演說魅力〉，香港《信報》，2013 年 8 月 30 日。 

8. 余愛華：〈由結束部分開始寫講詞（十六）〉，日期不詳。 

9. 西芹：〈培養幽默感簡易法〉，出處及日期不詳。 

 

 

6.1.14 雜類 

 

1. 〈聞一多的《七子之歌》〉，北京《新清華》，1998 年 5 月 15 日。 

2. 李寒青：〈祝福〉，北京《新清華》，1998 年 5 月 15 日。 

3. 〈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二論轉變教育思想深化教育改革〉，北京《新清華》，1998 年 5 月 15 日。 

4. 〈切實加強創造性培養──四論轉變教育思想深化教育改革〉，北京《新清華》，1998 年 5 月 29 日。 

5. 黨濱濱：〈超越平淡〉，北京《新清華》，1998 年 5 月 29 日。 

6. 劉冬梅：〈我校主講教授受聘清華附中〉，北京《新清華》，1998 年 5 月 29 日。 

7. 承憲康、靳聞：〈不拘一格育學子清華校友多奇才〉，北京《新清華》，1998 年 6 月 5 日。 

8. 〈注意發展學生的個性──五論轉變教育思想深化教育改革〉，北京《新清華》，1998 年 6 月 5 日。 

9. 曾楠：〈「用你的手，去摘一顆星星」──影片《居里夫人》觀後感〉，出處不詳，1998 年 6 月 19 日。 

10. 龔藝：〈最高層次的較量〉，北京《新清華》，1998 年 6 月 19 日。（2 則） 

11. 李照興：〈良品學習──自由行新任務〉，香港《明報》，2004 年 5 月 16 日。 

12. 李國濤：〈字紙與手紙〉，香港《文匯報》，2007 年 9 月 8 日。 

13. 馬家輝：〈告別閱讀書本年代〉，香港《信報》，2007 年 10 月 12 日。 

14. 姜鳴：〈晚清重臣的罕見照片〉，廣州《南方周末》，2009 年 4 月 23 日。 

15. 劉炳善：〈一個人的二十年 我怎樣編纂一部莎士比亞大詞典〉，廣州《南方周末》，2009 年 4 月 23 日。 

16. 〈讀書好 好讀書 讀好書──溫家寶總理參加「世界讀書日」活動紀實〉，北京《人民日報》，2009 年 4 月 24 日。 

17. 呂宏：〈說說「淺閱讀」〉，北京《人民日報》，2009 年 4 月 24 日。 

18. 〈中國，書香越來越濃〉，北京《人民日報》，2009 年 4 月 24 日。 

19. 李舫：〈中國電影，用文化融解堅冰〉，北京《人民日報》，2009 年 4 月 24 日。 

20. 〈入迷〉，北京《人民日報》，2009 年 4 月 24 日。 

21. 〈襄陽斥百萬建郭靖黃蓉像〉，香港《am730》，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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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張新穎：〈像這樣的一篇讀書筆記〉，《北京日報》，日期不詳。 

 

 

6.2 剪報 

 

6.2.1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香港政治 

 

1. 〈區域議局執行機關──區域市政署〉，出處不詳，1986 年 2 月。 

2. 阿熊：〈五萬港人蜂湧赴澳〉，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12 日。 

3. 三繞：〈香港具有中國特色自由資本主義社會〉，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13 日。 

4. 〈鄧蓮如指中英聯合聲明並非香港將來最佳保證〉，《香港經濟日報》，1994 年 3 月 5 日。 

5. 房遠華：〈談「港人治港」失控與香港國際化〉，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7 日。 

6. 〈本港人口增至六二一萬〉，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19 日。 

7. 施平：〈在條約文本中鑽空子──駱克當年在新界調查記〉，香港《新晚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 

8. 余晴：〈「兩制」藍圖初探〉，《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7 月 7 日。 

9. 黃文放：〈香港怎能執牛耳？〉，出處不詳，1999 年 4 月 23 日。 

10. 黃文放：〈「小香港」與「大香港」〉，出處不詳，1999 年 5 月 15 日。 

11. 鄭利強：〈超人「三語」妙答提問〉，出處不詳，1999 年 6 月 1 日。 

12. 諸葛某：〈香港的地位〉，出處不詳，2000 年 11 月 22 日。 

13. 〈梁劉柔芬掌婦委 遭質疑〉，出處不詳，2001 年 1 月 16 日。 

14. 馬力：〈制度僵化造成浪費〉，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27 日。 

15. 陶傑：〈一個需要狗熊的時代〉，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31 日。 

16. 〈革除政府浪費陋習 公僕市民兩蒙其利〉，香港《明報》，2003 年 2 月 6 日。 

17. 陶傑：〈每下愈況看蹄膀〉，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9 日。 

18. 陶傑：〈茶墨之間〉，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10 日。 

19. 黃英琦：〈三百六十度問責〉，出處不詳，2003 年 3 月 14 日。 

20. 馬家輝：〈枉士無正友〉，香港《明報》，2003 年 11 月 10 日。 

21. 李柱銘：〈是誰的錯？〉，香港《明報》，2003 年 11 月 11 日。 

22. 趙來發：〈香港十年後〉，香港《明報》，2004 年 4 月 23 日。 

23. 洪清田：〈現在香港是中國的哪一年？〉，香港《明報》，2004 年 5 月 3 日。 

24. 梁家傑：〈香港價值〉，香港《明報》，2004 年 5 月 13 日。 

25. 周八駿：〈香港正處於歷史重要關頭〉，香港《文匯報》，2005 年 1 月 4 日。 

26. 李建邦：〈談趙紫陽逝世〉，香港《都市日報》，2005 年 1 月 25 日。 

27. 李怡：〈游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6 月 14 日。 

28. 唐書琛：〈社會在崩潰？〉，《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6 月 14 日。 

29. 岑逸飛：〈為政不在多言〉，《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6 月 24 日。 

30. 李純恩：〈滅仇才治本〉，《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8 月 1 日。 

31. 岑逸飛：〈先炎後黃〉，《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8 月 9 日。 

32. 梁立人：〈陳方安生是政治領袖？〉，《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7 月 14 日。 

33. 方文正：〈吹水小組〉，《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7 月 21 日。 

34. 梁立人：〈普選是香港的毒藥〉，《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7 月 22 日。 

35. 梁立人：〈人貴自知〉，《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7 月 24 日。 

36. 梁立人：〈香港必須強政「厲」治〉，《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7 月 27 日。 

37. 梁立人：〈一舉四得的好蹺〉，《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8 月 31 日。 

38. 李怡：〈蘇格蘭式務實〉，《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4 日。 

39. 黎文卓：〈地震〉，出處不詳，2006 年 9 月 19 日。 

40. 紀文鳳：〈毛主席無處不在〉，《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19 日。 

41. 紀文鳳：〈我主浮沉〉，《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27 日。 

42. 李怡：〈國會打架獲和平奬〉，《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11 月 23 日。 

43. 張立：〈沉舟側畔千帆過〉，香港《信報》，2008 年 3 月 14 日。 

44. 馬劍：〈香港與俄羅斯簽署互免簽證協定〉，北京《人民日報》，2009 年 4 月 24 日。 

45. 劉健威：〈自毁長城〉，香港《信報》，2012 年 12 月 31 日。 

46. 蕭適仁：〈正本清源有動作〉，香港《晴報》，2013 年 9 月 11 日。 

47. 潘國靈：〈赤的疑惑〉，出處及日期不詳。 

48. 〈新華社香港分社組織系統表〉，出處及日期不詳。 

49. 吳爾文：〈蔡瑩璧掌新聞處 晚睡早起〉，出處及日期不詳。 

50. 〈其他國家對港關注 鄧蓮如說自然健康〉，出處及日期不詳。 

51. 〈《香港，有幾香？》新書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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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消滅香港》新書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二．香港歷史（綜合） 

 

1. 〈中英街的由來〉，北京《文摘報》，1985 年 1 月 17 日。 

2. 塘西過客：〈石塘咀花筵館林立〉，出處不詳，1988 年 7 月 8 日。 

3. 石琪：〈眾坊街的譯名〉，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5 日。 

4. 白洛：〈古今香港系列〉，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25 日。 

5. 〈「北港村」歷史悠久 社稷大王神具特色〉，出處不詳，1990 年 1 月。 

6. 寶凝：〈香港名稱由來一段古〉，香港《新晚報》，1990 年 1 月 8 日。 

7. 魯金：〈黃承業重印《新安縣志》免費贈研究者〉，香港《明報》，1992 年 9 月 28 日。 

8. 米奇：〈「香港仔」名稱的由來〉，香港《明報》，1992 年 10 月 2 日。 

9. 張西望：〈又一部香港史〉，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15 日。 

10. 胡菊人：〈也談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化〉，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30 日。 

11. 自求：〈清廷年間的「官涌之戰」〉，香港《新晚報》，1995 年 11 月 20 日。 

12. 司馬龍：〈上葵涌村為荃灣古村之一〉，香港《文匯報》，1996 年 3 月 10 日。 

13. 梁煦華：〈從軍用到民用的小西灣〉，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3 日。 

14. 梁煦華：〈維多利亞港的變遷〉，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6 日。 

15. 梁煦華：〈柴──開門七件事之首〉，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30 日。 

16. 梁煦華：〈橫瀾燈塔照耀香港成長〉，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2 日。 

17. 梁煦華：〈煤氣街燈長發古雅之光〉，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4 日。 

18. 梁煦華：〈越南船民與「黑倉」〉，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5 日。 

19. 梁煦華：〈「大笪地」三度脫胎換骨〉，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6 日。 

20. 梁煦華：〈六根石柱見證鐵路歷史〉，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0 日。 

21. 梁煦華：〈「立法局大樓」的風風雨雨〉，香港《文匯報》，1997 年 6 月 16 日。 

22. 陳也：〈醒目街名〉，香港《蘋果日報》，1999 年 3 月 19 日。 

23. 鄭寶鴻：〈早期的金鐘道〉，香港《松柏之聲》，2001 年 4 月 15 日。 

24. 鄭寶鴻：〈昔日的金鐘〉，香港《松柏之聲》，2002 年 11 月 15 日。 

25. 〈港史尋探 細看城寨滄桑〉，香港《明報》，2002 年 11 月 30 日。 

26. 〈「殖民地歷史是港最大資產」〉，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28 日。 

27. 〔香港醫學博物館〕，香港《松柏之聲》，2003 年 6 月 15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8. 〈河上鄉居石侯公祠列古蹟〉，香港《明報》，2003 年 12 月 2 日。 

29. 徐行：〈從明信片中讀歷史〉，香港《明報》，2004 年 2 月 4 日。 

30. 〈消失中的鐘樓〉，香港《am730》，2006 年 8 月 22 日。 

31. 岑逸飛：〈文物之寶〉，《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26 日。 

32. 〈十周年紀念郵票冊見證香港歷史〉，香港《明報》，2007 年 9 月 4 日。 

33. 鄭寶鴻：〈德輔道西（鹹魚欄）〉，出處不詳，2009 年 8 月 15 日。 

34. 劉智鵬：〈鄧蔭南與走向辛亥革命的香港（2）〉，香港《am730》，2010 年 12 月 24 日。 

35. 劉智鵬：〈巨變前夕的香港（1）〉，香港《am730》，2010 年 12 月 28 日。 

36. 陳天權：〈香港歷史系列〉，香港《大公報》，2011 年 2 月 14 日。 

37. 劉智鵬：〈何啟──晚清改革的先鋒〉，香港《am730》，2011 年 3 月 22 日。 

38. 梁智儀：〈保衞政府山 為香港留根〉，《香港經濟日報》，2011 年 8 月 8 日。 

39. 劉健威：〈黑暗歲月〉，香港《信報》，2013 年 1 月 22 日。 

40. 〈香港 100 件大事 探索歷史新趣味〉，香港《晴報》，2013 年 3 月 19 日。 

41. 鄭寶鴻：〈皇后大道中望畢打街〉，香港《松柏之聲》，2015 年 1 月 15 日。 

42. 司馬龍：〈荃灣關門口村三百年〉，出處及日期不詳。 

43. 司馬龍：〈錦田永隆圍話今昔〉，出處及日期不詳。 

44. 英浩：〈訪遊上水沙塘陂〉，出處及日期不詳。 

45. 英浩：〈粉嶺圍古炮與鄉公所〉，出處及日期不詳。 

46. 〔上水粉嶺地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7. 潘麗瓊：〈歷史，就在身邊！〉，香港《頭條日報》，日期不詳。 

48. 劉智鵬：〈何啟──晚清改革的先鋒（3）〉，香港《am730》，日期不詳。 

49. 〈從韓國史籍追尋香港舊貌〉，出處及日期不詳。 

50. 〈「溫故知新」的韓版闡釋〉，出處及日期不詳。 

51. 〈《香港人之香港史》新書簡介〉，出處及日期不詳。 

 

三．香港歷史（松柏之聲） 

 

1. 鄭寶鴻：〈第一代大會堂與銀行區〉，香港《松柏之聲》，2001 年 7 月 15 日。 

2. 鄭寶鴻：〈酒樓、酒家知多少！〉，香港《松柏之聲》，200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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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鄭寶鴻：〈石水渠街懷舊談〉，香港《松柏之聲》，2004 年 5 月 15 日。 

4. 鄭寶鴻：〈「海皮」懷想曲〉，香港《松柏之聲》，2004 年 9 月 15 日。 

5. 鄭寶鴻：〈迷人的「大馬路」〉，香港《松柏之聲》，2004 年 11 月 15 日。 

6. 鄭寶鴻：〈彌敦道雜憶〉，香港《松柏之聲》，2004 年 12 月 15 日。 

7. 鄭寶鴻：〈新春大吉〉，香港《松柏之聲》，2005 年 2 月 15 日。 

8. 鄭寶鴻：〈香港電燈〉，香港《松柏之聲》，2005 年 3 月 15 日。 

9. 鄭寶鴻：〈早期的商行〉，香港《松柏之聲》，2005 年 4 月 15 日。 

10. 鄭寶鴻：〈早期的郵政局〉，香港《松柏之聲》，2005 年 8 月 15 日。 

11. 鄭寶鴻：〈香港早期的報紙〉，香港《松柏之聲》，2005 年 12 月 15 日。 

12. 鄭寶鴻：〈游泳場所憶舊〉，香港《松柏之聲》，2007 年 8 月 15 日。 

13. 鄭寶鴻：〈大坑舞火龍〉，香港《松柏之聲》，2007 年 9 月 15 日。 

14. 鄭寶鴻：〈灣仔的老店〉，香港《松柏之聲》，2007 年 10 月 15 日。 

15. 鄭寶鴻：〈皇后戲院〉，香港《松柏之聲》，2007 年 11 月 15 日。 

16. 鄭寶鴻：〈《香江半島──香港的早期九龍風光》展覽〉，香港《松柏之聲》，2007 年 12 月 15 日。 

17. 鄭寶鴻：〈食肆話舊〉，香港《松柏之聲》，2008 年 1 月 15 日。 

18. 鄭寶鴻：〈涼茶舖〉，香港《松柏之聲》，2008 年 5 月 15 日。 

19. 張順光：〈魅力「飛」凡〉，香港《松柏之聲》，2008 年 8 月 15 日。 

20. 鄭寶鴻：〈九龍的老店〉，香港《松柏之聲》，2008 年 10 月 15 日。 

21. 鄭寶鴻：〈的士〉，香港《松柏之聲》，2008 年 11 月 15 日。 

22. 鄭寶鴻：〈東華三院〉，香港《松柏之聲》，2009 年 1 月 15 日。 

23. 鄭寶鴻：〈香港早期交通〉，香港《松柏之聲》，2009 年 2 月 15 日。 

24. 鄭寶鴻：〈早期西式飲食〉，香港《松柏之聲》，2009 年 5 月 15 日。 

25. 鄭寶鴻：〈電影院〉，香港《松柏之聲》，2009 年 7 月 15 日。 

26. 鄭寶鴻：〈百貨公司〉，香港《松柏之聲》，2009 年 9 月 15 日。 

27. 鄭寶鴻：〈龍門大酒樓〉，香港《松柏之聲》，2009 年 10 月 15 日。 

28. 鄭寶鴻：〈灣仔的酒樓〉，香港《松柏之聲》，2009 年 11 月 15 日。 

29. 鄭寶鴻：〈工展會〉，香港《松柏之聲》，2009 年 12 月 15 日。 

30. 鄭寶鴻：〈上海懷舊錄〉，香港《松柏之聲》，2010 年 1 月 15 日。 

31. 敬耆：〈我原是愛熱鬧〉，香港《松柏之聲》，2010 年 2 月 15 日。 

32. 鄭寶鴻：〈灣仔的食肆〉，香港《松柏之聲》，2010 年 3 月 15 日。 

33. 鄭寶鴻：〈燒臘店〉，香港《松柏之聲》，2010 年 4 月 15 日。 

34. 鄭寶鴻：〈中藥和藥店〉，香港《松柏之聲》，2010 年 5 月 15 日。 

35. 鄭寶鴻：〈九龍倉〉，香港《松柏之聲》，2010 年 10 月 15 日。 

36. 敬耆：〈中區尋蹤〉，香港《松柏之聲》，2011 年 10 月 15 日。 

37. 敬耆：〈可在記憶中？〉，香港《松柏之聲》，2011 年 11 月 15 日。 

38. 鄭寶鴻：〈九龍城〉，香港《松柏之聲》，2015 年 1 月 15 日。 

 

四．香港歷史（其他） 

 

1. 夏川：〈「戒珠」小考〉，出處不詳，1988 年 12 月。 

2. 楊永盛：〈《蘭亭集序》真迹何在？〉，出處不詳，1990 年 6 月 9 日。 

3. 千家駒：〈接受歷史的教訓──讀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有感〉，《香港經濟日報》，1993 年 9 月 27 日。 

4. 歐陽一：〈「天下第一行書」來龍去脈之謎〉，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29 日。 

5. 黃文放：〈三峽文物浩劫〉，出處不詳，1999 年 6 月 7 日。 

6. 林因美：〈破解人體基因醫百病〉，《快周刊》，2000 年 7 月 13 日。 

7. 李怡：〈廿一世紀新趨勢〉，出處不詳，2000 年 11 月 1 日。 

8. 〈中華民族必定實現偉大復興──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香港《文匯報》，2001 年 10 月 10 日。 

9. 石琪：〈岳飛引起的爭議〉，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7 日。 

10. 司徒華：〈傅雷的遺囑〉，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27 日。 

11. 喬菁華：〈饒宗頤細說玄鳥〉，香港《明報》，2003 年 2 月 27 日。 

12. 李純恩：〈中史〉，《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6 月 10 日。 

13. 岑逸飛：〈紀念鄭和〉，《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7 月 25 日。 

14. 岑逸飛：〈赤鳥寶船〉，《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7 月 28 日。 

15. 梁立人：〈共產黨不抗日？〉，《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9 月 8 日。 

16. 岑逸飛：〈稗官野史〉，《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4 月 22 日。 

17. 李怡：〈歷史的軌迹〉，《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7 月 28 日。 

18. 〈寶雞炎帝陵五千華人祭祖〉，香港《大公報》，2009 年 9 月 20 日。 

19. 李思齊：〈乾隆養生秘法──提肛〉，香港《信報》，2013 年 5 月 7 日。 

20. 〈武王因何不殺伯夷？〉，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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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經濟 

 

1. 程翔：〈內地研究香港經濟的熱潮〉，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27 日。 

2. 楊文天：〈公益金多多益善〉，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7 日。 

3. 譚思洛：〈香港與亞洲其他三小龍貿易增長迅速〉，出處不詳，1989 年 1 月。 

4. 東叔：〈大埔墟亦有「銀行街」〉，出處不詳，1989 年 3 月 5 日。 

5. 凌鋒：〈香植球的遷冊〉，《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5 月 6 日。 

6. 〈本港擁有多項世界之最〉，香港《明報》，1993 年 11 月 16 日。 

7. 〈亞洲四虎經濟卓越 晉身第一世界國家〉，香港《明報》，1995 年 2 月 24 日。 

8. 〈張五常講春花秋月〉，香港《明報》，1996 年 3 月 21 日。 

9. 〈張五常：勿讓息口跳來跳去〉，《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1 月 21 日。 

10. 黃文放：〈看淡者必輸〉，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2 日。 

11. 〈生活費最貴城市 香港升全球第三〉，出處不詳，1998 年 2 月 11 日。 

12. 〈糧餉知多少〉，《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3 月 21 日。 

13. 林學甫：〈內遷雖難擋 留港亦有因──三談設邊境經濟開發區〉，香港《文匯報》，2000 年 8 月 8 日。 

14. 黃文放：〈財團欠缺鄔思道〉，出處不詳，2000 年 9 月 6 日。 

15. 周淑屏：〈只取一瓢〉，《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2 月 22 日。 

16. 〈別打公帑的主意〉，《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2 月 22 日。 

17. 思怡：〈香港經濟的亮點〉，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18. 思怡：〈要有大手筆〉，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15 日。 

19. 陶傑：〈為什麼廣東看不起小董〉，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26 日。 

20. 〈京報登貪官亡命表〉，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2 日。 

21. 黃英琦：〈「本土經濟」成與敗〉，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5 日。 

22. 思怡：〈內地三大經濟圈〉，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26 日。 

23. 鄭丹瑞：〈賺與蝕之間〉，《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9 月 9 日。 

24. 畢流香：〈萬億美元儲備〉，《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11 月 11 日。 

25. 胡恩威：〈香港需要農業政策〉，《香港經濟日報》，2007 年 8 月 8 日。 

26. 施永青：〈家族企業遲早分崩離析〉，香港《am730》，2011 年 2 月 2 日。 

27. 〈李嘉誠：政改不過 港成輸家〉，香港《頭條日報》，2015 年 2 月 27 日。 

28. 〈中國的「十大經濟區」〉，《旅遊商務綠燈》，第 108 期，日期不詳。 

29. 〈九龍區百萬行 三萬人啟善步 籌獲約二百萬〉，出處及日期不詳。 

30. 〈香植球論港股 大市今年「難好」〉，出處及日期不詳。 

31. 〈泰盛通過易名 集中地產發展〉，出處及日期不詳。 

32. 曾淵倉：〈家樂福為甚麼失敗？〉，出處及日期不詳。 

33. 簡松年：〈華南具備「小龍」潛質〉，出處及日期不詳。 

34. 石琪：〈花光儲備更好？〉，出處及日期不詳。 

 

六．香港旅遊 

 

1. 〈藥苑中的──逍遙遊〉，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2 日。 

2. 顯增：〈上半年香港旅遊收入一五九億港元 年內可突破三百億大關〉，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19 日。 

3. 〈先天不足後天補 香港的特種興趣旅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9 年 5 月 23 日。 

4. 魯金：〈港旅行家首次獲英女王榮譽奬章〉，香港《明報》，1989 年 7 月 3 日。 

5. 葉樹芬：〈香港須拓展旅遊點──橋本文男稱日遊客未感滿足〉，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1 日。 

6. 魯金：〈本報提倡逍遙遊已獲社團響應〉，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21 日。 

7. 魯金：〈旅行可知香港歷史文化資源豐富〉，香港《明報》，1990 年 6 月 2 日。 

8. 港中旅：〈香港旅遊業復蘇有望 今年第一季度遊客逐月增加〉，出處不詳，1990 年 7 月 18 日。 

9. 港中旅：〈香港旅協實施推銷新計劃〉，出處不詳，1990 年 9 月 26 日。 

10. 金競：〈旅遊購物在香港〉，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25 日。 

11. 〈旅遊收益半年增二成半〉，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3 日。 

12. 梁玳寧：〈香港新景點〉，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13 日。 

13. 〈闢旅遊區招引遊人 建議新穎不妨一試〉，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8 日。 

14. 陳鄭綺艷：〈將旅遊中心擴展到新界去〉，香港《明報》，1995 年 12 月 19 日。 

15. 樂遙：〈九七年後香港遊〉，出處不詳，1996 年。 

16. 陳溢晃：〈漫步鳳凰山貝納奇小徑〉，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4 月 1 日。 

17. 〈航機遺失行李 如何索償？〉，出處不詳，1999 年 4 月 16 日。 

18. 馬淑嫻：〈旅協添景點 推自然生態遊〉，出處不詳，1999 年 4 月 19 日。 

19. 黃廷輝：〈忽視文化 旅遊業難有出路〉，出處不詳，1999 年 5 月 15 日。 

20. 〈旅遊業極具發展優勢〉，香港《文匯報》，1999 年 6 月 4 日。 

21. 〈「遊園」心得 盼港實踐〉，出處不詳，1999 年 7 月 17 日。 



朱鈞珍文庫 — 庋藏文獻 

 

216  

 

 

22. 曾發：〈發掘香港旅遊的人文歷史資源〉，香港《文匯報》，2001 年 9 月 14 日。 

23. 〈催谷旅遊業要軟硬兼施〉，香港《中西區星報》，2001 年 9 月 16 日。 

24. 〈港拓旅遊景點 推介 16 石頭〉，出處不詳，2001 年 11 月 23 日。 

25. 〈全港最大音樂噴泉〉，出處不詳，2001 年 12 月 24 日。 

26. 〈觀光船穿梭維港 海上遊谷旅業〉，出處不詳，2002 年 1 月 26 日。 

27. 〈瞭望台地方淺窄礙旅客觀光〉，香港《中西區星報》，2003 年 1 月 1 日。 

28. 石琪：〈香港的東南西北〉，香港《明報》，2003 年 12 月 2 日。 

29. 〈首半年訪港旅客破紀錄 近 1100 萬人次〉，香港《都市日報》，2005 年 8 月 11 日。 

30. 黎文卓：〈香港景點〉，出處不詳，2005 年 11 月 1 日。 

31. 梁立人：〈香港有三寶〉，《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11 月 17 日。 

32. 阿寬：〈香港最愛景點〉，《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12 月 2 日。 

33. 阿寬：〈將錯就錯〉，《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10 月 20 日。 

34. 狄港生：〈香港都可以有汽車露營〉，香港《am730》，2015 年 3 月 5 日。 

35. 〈市局鯉魚門渡假村 提供多項康樂設施〉，出處及日期不詳。 

36. 〈旅協武林大會 拓文化旅遊〉，出處及日期不詳。 

37. 〈郵輪將穿梭廈門香港〉，出處及日期不詳。 

38. 蕭亮思：〈8 月 22 日 千年蟲襲海空交通〉，出處及日期不詳。 

39. 〈提升特區形象吸引旅客訪港 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隆重化〉，出處及日期不詳。 

40. 〈水立方改造後重開〉，出處及日期不詳。 

41. 陳雲：〈香港從來不缺遊客〉，出處及日期不詳。 

42. 〈「麗星郵輪獅子星號」、「捷旅假期」廣告〉，出處及日期不詳。 

43. 〈觀光號鹿車〉，出處及日期不詳。 

44. 「石門甲 東涌巴士時間表」，出處及日期不詳。 

 

七．香港古蹟 

 

1. 〈古物諮詢委員會建議 列本港三地點為古蹟〉，香港《中西區星報》，1996 年 1 月 1 日。 

2. 〈五座燈塔列古蹟〉，香港《明報》，1996 年 9 月 19 日。 

3. 〈「集體回憶」列保護古物條件〉，香港《頭條日報》，2007 年 1 月 8 日。 

4. 林占士：〈保存古蹟的靈魂〉，香港《頭條日報》，2013 年 1 月 9 日。 

5. 雷競旋：〈向西方博物館好好借力〉，香港《信報》，2013 年 4 月 5 日。 

6. 〈中大氣候變化博物館 推動環保〉，香港《晴報》，2013 年 12 月 17 日。 

7. 〈行政長官粉嶺別墅 列為一級歷史建築〉，香港《頭條日報》，2014 年 3 月 5 日。 

8. 卓文：〈古井價值〉，香港《信報》，2014 年 12 月 12 日。 

9. 岑延威：〈糅合中西建築精髓的東華三院文物館〉，香港《晴報》，2015 年 1 月 8 日。 

10. 洪彬芬：〈最悠久的殖民地建築：茶具文物館〉，香港《晴報》，2015 年 1 月 26 日。 

11. 何志平：〈保護文物 促進可持續發展〉，出處及日期不詳。 

12. 〈兩個「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旗下項目榮獲建築信息模擬設計榮譽奬項〉，出處及日期不詳。 

13. 〔「觸躍香江」香港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八．香港建築 

 

1. 〈國際建築展覽會 明年中在港舉行〉，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8 日。 

2. 〈國際建築展受歡迎 主辦者擬擴大展場〉，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3. 黎詠儀：〈看風水設計要三八 渣打新總行發發發〉，香港《明報》，1990 年 5 月 31 日。 

4. 〈郎靜山昨主持攝影講座 冀把港攝影史詳作記錄〉，香港《明報》，1992 年 5 月 18 日。 

5. 〈市局舉辦公廁設計比賽 建築師公會會員可參加〉，香港《明報》，1992 年 5 月 18 日。 

6. 〈設計具有特色 四建築物獲奬〉，出處不詳，1993 年 2 月 5 日。 

7. 張力行：〈高質素長者度假中心〉，香港《明報》，1993 年 10 月 20 日。 

8. 〈興建「新文化廣場」構思〉，出處不詳，1996 年 7 月 1 日。 

9. 夏泰寧：〈廣場文化〉，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8 日。 

10. 香港建築師學會：〈邁向綠色建築〉，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19 日。 

11. 黃文放：〈何必匆忙建廣場〉，香港《明報》，1997 年 2 月 20 日。 

12. 孔昭：〈青馬大橋〉，香港《文匯報》，1997 年 4 月 30 日。 

13. 謝雨凝：〈青馬大橋〉，香港《文匯報》1997 年 5 月 2 日。 

14. 〈香港機場核心計劃專輯〉，《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5 月 10 日。 

15. 心怡：〈冰山一角 設計意念〉，香港《文匯報》，1999 年 5 月 14 日。 

16. 故川：〈赤柱百年古屋餐廳──舊警署改建 富原始風味〉，香港《文匯報》，2000 年 5 月 14 日。 

17. 辛佩蘭：〈何顯毅：港府添馬艦不建總部 必後悔〉，出處不詳，2002 年 3 月 20 日。 

18. 鍾慧儀：〈規劃基建展覽館 下月向遊客推介〉，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27 日。 



朱鈞珍文庫 — 庋藏文獻 

 

217  

 

 

19. 張曉文：〈當怪物的存在成為合理〉，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14 日。 

20. 尹昌龍：〈必要的強勢〉，香港《明報》，2003 年 7 月 9 日。 

21. 鄭寶鴻：〈中國銀行大廈〉，香港《松柏之聲》，2003 年 7 月 15 日。 

22. 葉恩明：〈故居〉，香港《明報》，2003 年 7 月 25 日。 

23. 文潔華：〈對比空間〉，香港《明報》，2003 年 8 月 31 日。 

24. 李歐梵：〈香港建築〉，香港《明報》，2003 年 10 月 10 日。 

25. 李思寧：〈碼頭也要增值 美化變地標〉，香港《成報》，2004 年 1 月 2 日。 

26. 〈各省「大學城」鬥大鬥多〉，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3 日。 

27. 源耀邦：〈滙豐銀行〉，《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5 月 30 日。 

28. 黎文卓：〈善用禮賓府〉，《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7 月 6 日。 

29. 黎文卓：〈禮賓府改建〉，《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8 月 15 日。 

30. 吳啟聰：〈Landau Building〉，《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11 月 17 日。 

31. 潘國靈：〈天星鐘樓〉，《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12 月 20 日。 

32. 〈百年歷史 英式建築〉，香港《中西區星報》，2007 年 3 月。 

33. 陳天權：〈城市空間建築〉，香港《大公報》，2009 年 9 月 20 日。 

34. 夏揚、龔華萍、劉宇波、陳瑩：〈何鏡堂院士 13 項建築作品獲奬〉，廣州《羊城晚報》，2009 年 9 月 23 日。 

35. 〈香港文物探知館 建築特色與歷史〉，香港《信報》，2014 年 1 月 22 日。 

36. 〈香港文化中心〉，出處及日期不詳。 

37. 〈沉降影響將軍澳多個區域〉，出處及日期不詳。 

38. 鄭寶鴻：〈滙豐銀行〉，出處及日期不詳。 

39. 鄭寶鴻：〈美利樓〉，出處及日期不詳。 

40. 鄭寶鴻：〈娛樂行〉，出處及日期不詳。 

41. 〔天際一百觀景台〕，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2. 〔香港文化中心〕，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九．香港城巿 

 

1. 〈國際公園管理聯會 92 年在港舉行會議〉，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5 日。 

2. 雋樓：〈勝於內而敗於外〉，《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6 月 14 日。 

3. 方振強：〈香港綠化地帶有限 唯望加速重建舊區〉，香港《成報》，1989 年 11 月 30 日。 

4. 文靖：〈三個方案 各具優點──「都會計劃」市區面積約九千公頃〉，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7 日。 

5. 〈都會計劃定構思〉，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7 日。 

6. 〈都會計劃重景觀 漁農處將予配合〉，香港《文匯報》，1990 年 1 月 18 日。 

7. 葉嘉安：〈「都會計劃」不是都會計劃〉，香港《明報》，1990 年 2 月 9 日。 

8. 〈都會計劃諮詢正進行 環保署要求加聘人手〉，香港《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0 日。 

9. 葉嘉安：〈對「都會計劃」的幾點意見（上）〉，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1 日。 

10. 葉嘉安：〈對「都會計劃」的幾點意見（下）〉，香港《明報》，1990 年 3 月 2 日。 

11. 吳桂行：〈都會計劃與地產發展（八）〉，香港《華僑日報》，1990 年 3 月 5 日。 

12. 新香港聯盟秘書處：〈玫瑰園計劃的應有考慮〉，香港《明報》，1990 年 10 月 5 日。 

13. 〈改圖則有利公眾獲支持 碼頭上蓋闢設休憩地 議員憂慮業權有問題〉，香港《中西區星報》，1998 年 4 月。 

14. 吳爾文：〈「良心」可令港持續發展〉，《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4 月 8 日。 

15. 〈灣仔臨區會要求土發 舊區重建須照顧長者〉，香港《文匯報》，1999 年 5 月 14 日。 

16. 思怡：〈差在哪兒？〉，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29 日。 

17. 陶傑：〈尖沙嘴之死〉，香港《明報》，2003 年 6 月 7 日。 

18. 陳茂波：〈三城記〉，香港《明報》，2003 年 11 月 11 日。 

19. 潘詩韻：〈四個城市的橋樑──城市文化交流會議 2003〉，香港《明報》，2003 年 11 月 28 日。 

20. 葉兆輝、羅智健：〈2030 規劃 高估人口〉，香港《明報》，2003 年 12 月 11 日。 

21. 葉祖達：〈2030 規劃 欠明確價值觀〉，香港《明報》，2003 年 12 月 20 日。 

22. 〈SAA 籲建動物公園〉，出處不詳，2005 年 10 月 25 日。 

23. 周全浩：〈西方文化稱霸損害發展〉，香港《大公報》，2011 年 1 月 27 日。 

24. 〈施政報告著重房策 消息指研綠化地起樓〉，香港《am730》，2013 年 1 月 9 日。 

25. 何明新：〈不遷不拆──不行〉，香港《頭條日報》，2014 年 7 月 4 日。 

26. 黃英琦：〈城市空間的創新意念和想像〉，香港《am730》，2014 年 12 月 3 日。 

27. 石鏡泉：〈橫琴崛起 港莫呆企〉，香港《晴報》，2014 年 12 月 8 日。 

28. 〈陳茂波促人工島研究快落實〉，香港《晴報》，2014 年 12 月 22 日。 

29. 李華明：〈都市綠洲〉，香港《頭條日報》，2015 年 1 月 2 日。 

30. 方保僑：〈聰明城市〉，香港《am730》，2015 年 1 月 20 日。 

31. 〈港島西南中型鐵路定線〉，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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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香港填海工程 

 

1. 〈香港填海史話〉，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3 日。 

2. 〈九龍填海規模〉，香港《明報》，1989 年 11 月 11 日。 

3. 梁玳寧：〈反對填海論〉，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3 日。 

4. 〈九龍「城中城」填海擬減半〉，《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3 月 6 日。 

5. 〈中環填海計劃修訂四方案 增加旅遊業用地廣受支持〉，香港《中西區星報》，1999 年 4 月 16 日。 

6. 辛佩蘭：〈尖沙咀鐘樓 擬遷返中環〉，出處不詳，1999 年 7 月 17 日。 

7. 喬菁華：〈何須填海〉，香港《明報》，2003 年 10 月 9 日。 

8. 〈海景真的無敵？〉，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一．香港（雜項） 

 

1. 〈香港在世界上的地位〉，北京《文摘報》，1985 年 2 月 17 日。 

2. 世衡：〈香港人壽命增長 嬰兒死亡率下降〉，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23 日。 

3. 劉厚明：〈港人行色──香港印象之一〉，《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18 日。 

4. 〈三「R」斜傾成樹 選作區局標誌〉，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6 日。 

5. 羣光：〈殖民地字眼已棄用 盼教科書商勿翻案〉，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7 日。 

6. 〈區域市局標誌賽 理工學生奪首奬〉，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29 日。 

7. 〈國際公園康樂事務管理聯會 一九九二年在香港舉行會議〉，香港《市政新聞》，1986 年 5 月。（2 則） 

8. 英浩：〈香港博物館周末節目 「香港地方談奇」聽後〉，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11 日。 

9. 黃康顯：〈香港人生活的改善〉，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11 日。 

10. 〈區域市政局一九八八／八九年度收支預算〉，出處不詳，〔1989〕年。 

11. 〈三百公園僅五個有保安 議員促檢討應否加設施〉，香港《明報》，1992 年 1 月 8 日。 

12. 〔曹公潭苗圃開放日〕，《區域月報》，1992 年 2 月。（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3. 張炳良：〈民主回歸既為香港，也為中國〉，香港《明報》，1994 年 5 月 20 日。 

14. 羅孚：〈看張浚生的詩〉，出處不詳，1995 年 6 月 1 日。 

15. 畢小新：〈大陸人看香港 霧中看花 不了解情可原 褒多於貶〉，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9 日。 

16. 樂遙：〈九七年後香港遊〉，香港《新晚報》，1996 年 9 月 16 日。 

17. 劉紹銘：〈浮游於天地：香港〉，出處不詳，1998 年 3 月 31 日。 

18. 林可為：〈漣山 陽光浪漫法南風情〉，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22 日。 

19. 石琪：〈香港這座石頭城〉，香港《明報》，2003 年 4 月 20 日。 

20. 何志平：〈海洋的味道〉，香港《明報》，2003 年 7 月 4 日。 

21. 岑逸飛：〈高爾夫球與投資〉，《香港經濟日報》，2004 年 9 月 20 日。 

22. 劉健威：〈「保育」愚行〉，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6 日。 

23. 〈植根香港〉，香港《信報》，2012 年 8 月 10 日。 

24. 劉天賜：〈本土的魅力〉，香港《信報》，2013 年 1 月 2 日。 

25. 周萱：〈中國夢與世界巨變〉，香港《信報》，2013 年 5 月 3 日。 

26. 〈路邊花盆不可淪作垃圾桶〉，香港《星島地區報》，2014 年 12 月 26 日。 

27. 胡孟青：〈香港要創新 港府更要創新〉，香港《am730》，2015 年 2 月 17 日。 

28. 國廣：〈香港人均壽命居全球第二〉，出處及日期不詳。 

29. 李純恩：〈香港醫療〉，出處及日期不詳。 

30. 薛后：〈香港新說〉，出處及日期不詳。 

31. 王永平：〈中國夢、香港夢〉，香港《am730》，日期不詳。 

32. 〔區域市政局管轄之新界九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3. 〈索引圖〉，出處及日期不詳。 

34. 〈沙田馬場〉，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二．香港迪士尼 

 

1. 〈在港興建廸士尼遊樂場 延長遊客逗留可增收益〉，《香港經濟日報》，1989 年 3 月 6 日。 

2. 洪曉敬：〈迪士尼擬搞高科技樂園〉，《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1 月 21 日。 

3. 張慧嬋：〈大嶼山可建人造滑雪場〉，《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2 月 20 日。 

4. 〈「歡樂天地」代幣兌現有望〉，《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3 月 1 日。 

5. 〈建迪士尼樂園 民意 90%支持〉，《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3 月 1 日。 

6. 石鏡泉：〈迪士尼的經濟觀〉，《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3 月 2 日。 

7. 林藹純、黃慧日：〈港與迪士尼 協議獨家洽談〉，《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3 月 3 日。 

8. 張慧嬋：〈建迪士尼 年招遊客 500 萬〉，《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3 月 4 日。 

9. 何嘉敏：〈倘建迪士尼 民航處有安全措施 客機改路綫 遷就放煙花〉，出處不詳，1999 年 3 月 5 日。 

10. 黃慧日、盧永雄：〈迪士尼拒與港獨家洽談〉，《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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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阮次山：〈迪士尼建兩樂園 上海大香港小？〉，《香港經濟日報》，1999 年 3 月 9 日。 

12. 李庚：〈米奇老鼠反客為主〉，香港《蘋果日報》，1999 年 3 月 19 日。 

13. 洪曉敬：〈港建迪士尼仍有優先權〉，出處不詳，1999 年 3 月 20 日。 

14. 謝偉群：〈除了迪士尼，我們還有甚麼選擇？〉，出處不詳，1999 年 3 月 20 日。 

15. 霍震霆：〈上海珠海爭迪士尼 求之不得〉，出處不詳，1999 年 3 月 24 日。 

16. 駱綺芬、辛佩蘭：〈迪士尼談判 料如期 10 月拍板〉，出處不詳，1999 年 7 月 24 日。 

17. 辛佩蘭：〈「挪亞方舟」公園 擬 10 月動工〉，出處不詳，1999 年 7 月 24 日。 

18. 〈擬選址迪士尼旁 招徠遊客 盧維思倡建 永久馬戲場〉，出處不詳，2000 年 2 月。 

19. 〈興建迪士尼樂園 愉景灣直接受惠 物業升值潛力高越〉，出處不詳，2000 年 2 月 24 日。 

20. 詹佩華：〈先濤朱家欣 巧繪東方迪士尼〉，出處不詳，2000 年 6 月 19 日。 

21. 王燕平：〈迪士尼落成內地客將倍增〉，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20 日。 

22. 何子成、劉偉仲：〈建十酒店配合迪士尼啟用〉，香港《文匯報》，2001 年 2 月 21 日 

23. 何嘉敏：〈迪士尼：與港建品牌聯盟〉，《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2 月 26 日。 

24. 辛佩蘭：〈迪士尼 21 億基建合約 創 1500 職位〉，出處不詳，2001 年 11 月 23 日。 

25. 〈迪士尼後年聘 5000 人〉，香港《明報》，2002 年 11 月 22 日。 

26. 〈葉澍堃毋懼滬環球片場競爭〉，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8 日。 

27. 馮柏偉：〈企業大學：難忘的特種訓練〉，《香港經濟日報》，2002 年 12 月 11 日。 

28. 何美華：〈迪士尼填海區符沉降標準〉，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23 日。 

29. 〈港迪士尼全球最廉〉，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13 日。 

30. 〈迪士尼抵玩 你願尋夢嗎？〉，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15 日。 

31. 黃漪薇、伍家碧：〈迪士尼救香港？〉，香港《明報》，2003 年 1 月 23 日。 

32. 李偉平：〈港滬爭食旅遊大餅〉，香港《文匯報》，2003 年 2 月 18 日。 

33. 〈七成主題公園虧蝕〉，香港《明報》，2003 年 2 月 26 日。  

34. 〈迪士尼擬邀市民試玩〉，香港《明報》，2003 年 10 月 26 日。 

35. 〈迪士尼風水樹坐鎮〉，香港《明報》，2003 年 10 月 27 日。 

36. 〈迪士尼淡出地產惹非議〉，香港《明報》，2004 年 1 月 26 日。 

37. 〈迪士尼勢成婚姻盟誓樂園〉，《香港商報》，2004 年 2 月 21 日。 

38. 吳光偉：〈哈囉！您好…〉，香港《都巿日報》，2005 年 3 月 31 日。 

39. 〈迪士尼拒 Moiselle 駐場？〉，《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4 月 19 日。 

40. 小紅維尼：〈香港迪士尼玩家攻略〉，《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7 月 22 日。  

41. 劉健雄：〈高高涼亭上窺探群島與迪士尼〉，《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9 月 9 日。 

42. 鄭丹瑞：〈可憐可悲〉，《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9 月 13 日。 

43. 藍海寧：〈是福還是恥辱〉，《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9 月 13 日。 

44. 方文正：〈投訴〉，《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9 月 15 日。 

45. 鄭丹瑞：〈情懷不再〉，《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9 月 15 日。 

46. 梁立人：〈幫親也幫理〉，《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9 月 15 日。 

47. 〈迪士尼未披露香港樂園業績〉，香港《am730》，2006 年 2 月 8 日。 

48.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一個屬於你的童話世界〉，《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5 月 26 日。 

49. 〈度假新體驗 漫遊迪士尼童話世界〉，《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6 月 9 日。 

50. 〈迪士尼義工社區送愛〉，香港《頭條日報》，2006 年 8 月 16 日。 

51. 〈全港首玩！香港迪士尼樂園一歲生日 原創 Birthday Card 熱烈招募中〉，香港《am730》，2006 年 8 月 29 日。 

52. 〈迪士尼周歲 安排傳媒雨中採訪遭杯葛〉，香港《都市日報》，2006 年 9 月 13 日。 

53. 〈迪士尼風雨中度周歲〉，香港《頭條日報》，2006 年 9 月 13 日。 

54. 〈迪士尼採訪記者慘變落湯雞〉，香港《頭條日報》，2006 年 9 月 13 日。 

55. 〈迪士尼推優惠 稱非為客量救亡〉，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21 日。 

56. 〈迪士尼辦科學物理課程〉，香港《am730》，2007 年 9 月 10 日。 

57. 〈邀上海參與擴建香港迪士尼〉，香港《信報》，2007 年 12 月 6 日。 

58. 〈注資迪園 港府需經濟評估〉，香港《信報》，2007 年 12 月 6 日。 

59. 〈迪士尼斥資 3 億 建新景點搶客〉，香港《都市日報》，2008 年 3 月 28 日。 

60. 〈迪園引進飄蟲除蚜蟲〉，香港《大公報》，2008 年 3 月 31 日。 

61. 劉景茵：〈環球迪士尼過聖誕〉，《香港經濟日報》，2008 年 12 月 11 日。 

62. 〈賀樂園生日！激送迪士尼 5 周年襟章〉，香港《頭條日報》，2010 年 9 月 10 日。 

63. 〈迪士尼「哈囉喂」殺入黑色世界〉，香港《晴報》，2012 年 8 月 31 日。 

64. 〈香港迪士尼樂園衷心感謝你，與我們一起成就了奇妙的第一年！〉，香港《都市日報》，日期不詳。 

65. 〈慶祝〉，出處及日期不詳。 

 

 

6.2.2 世界各國 

 

一．中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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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君：〈日本桂離宮〉，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24 日。 

2. 吳君：〈吳哥寺〉，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12 日。 

3. 閆立紅：〈緬甸仰光大金塔〉，出處不詳，1994 年 4 月 16 日。 

4. 吳君：〈博斯普魯斯海峽大吊橋〉，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2 日。 

5. 金揚：〈巴黎埃菲爾鐵塔〉，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14 日。 

6. 陳惠：〈「布魯塞爾第一公民」〉，出處不詳，1994 年 5 月 28 日。 

7. 閻立紅：〈婆羅浮屠〉，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4 日。 

8. 楊楠：〈滬迪園中心湖六月動工〉，香港《大公報》，2011 年 3 月 10 日。 

9. 張錦滿：〈蘇俄「紅專廠」最後歲月〉，香港《信報》，2013 年 5 月 27 日。 

10. 紅星：〔孟縣西韓莊村韓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1. 黃敏秀：〈東京、巴黎、巴塞隆納創意空間巡禮〉，《藝文櫥窗》，日期不詳。（3 頁） 

12. 〈鼓浪嶼〉，出處及日期不詳。 

13. 〈舊地球醒獅雕塑〉，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14. 〈阿里山落日奇景〉，出處及日期不詳。 

 

二．日本 

 

1. 謝憲文 譯：〈日本最大的人工瀑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7 月 6 日。 

2. 達功：〈方興未艾的日本老人大學〉，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7 月 25 日。 

3. 王斌：〈日本有 1,200 個百歲老人〉，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2 月 10 日。 

4. 〈日本長崎和平公園〉，廣州《羊城晚報》，1983 年 12 月 1 日。 

5. 陳理昂、朱鐵英：〈櫻花季節的友好聚合──記宇都宮德馬家的「賞櫻會」〉，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17 日。 

6. 〈日本是世界最長壽的國家〉，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7 月 2 日。 

7. 李春勤：〈日本「敬老日」活動豐富多彩〉，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17 日。 

8. 關廣實：〈石頭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23 日。 

9. 〈日本人體科學博物館〉，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15 日。 

10. 李凌濤 編譯：〈日本新建荷蘭村〉，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20 日。 

11. 〈海底城巿〉，北京《文摘報》，1985 年 1 月 20 日。 

12. 李廣軍：〈中日交流插花藝術〉，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1 月 27 日。 

13. 〈長崎的活動電車博物館〉，中國〈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12 日。（剪報不全） 

14. 〈橫濱兒童科學館〉，《中國參考報》，1985 年 4 月 12 日。 

15. 〈日本風箏博物館收藏世界上數千種風箏〉，《中國參考報》，1985 年 4 月 14 日。 

16. 海林：〈千方百計讓顧客解囊──東京迪斯尼樂園的門票和導遊〉，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4 月 20 日。 

17. 〈東京迪斯尼樂園接待第二千萬個遊客〉，《中國參考報》，1985 年 4 月 21 日。 

18. 〈東京塔和迪斯奈樂園（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30 日。 

19. 宏宇：〈遊樂園裏的「大蜈蚣」〉，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7 月 2 日。 

20. 黃守綸：〈林木葱翠草茵茵──訪日偶拾（六）〉，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7 月 25 日。 

21. 林堅：〈日本的獨特旅遊項目──家庭訪問〉，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8 月 6 日。 

22. 〈廣島廢墟上的和平紀念公園〉，《中國參考報》，1985 年 9 月 2 日。 

23. 辛文：〈日本建立海龜博物館〉，《北京晚報》，1985 年 9 月 4 日。 

24. 〈世界面積最大的皇陵〉，香港《文匯報》，1986 年 4 月 14 日。 

25. 楊其嘉：〈把公園變成知識的課堂──日本公園見聞〉，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8 日。 

26. 鄔其興：〈日建成最大的中國式庭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9 月 26 日。 

27. 偉義：〈日本的童謠公園〉，出處不詳，1988 年 4 月 2 日。 

28. 小謙：〈東京迪斯尼樂園效益顯著〉，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2 日。 

29. 〈可使人擺脫現代生活重壓的「世外桃源」──日本古牧溫泉祭魚洞公園〉，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4 日。 

30. 〈最大的「迷宮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6 月 26 日。 

31. 張桂林：〈橫濱建成「宇宙大世界」遊樂場〉，北京《中國旅遊報》，1991 年 6 月 26 日。 

32. 玉冰：〈未來空中城〉，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9 日。 

33. 晨：〈日本迪斯尼樂園的魅力何在？〉，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25 日。 

34. 張淑清：〈日將興建石頭博物館〉，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12 日。 

35. 張桂林：〈仿清皇家庭園天華園在日建成〉，出處不詳，1992 年 4 月 25 日。 

36. 郭濟東：〈日本將修建三處仿歐旅遊區〉，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6 日。 

37. 張廣瑞：〈長崎「林中屋」一個超前型的主題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5 日。 

38. 邢化祥：〈記實篤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94 年 7 月 17 日。 

39. 王晉軍：〈京都采風〉，出處不詳，1995 年 4 月 13 日。 

40. 林逸：〈九州宮崎 南國度假樂園〉，香港《蘋果日報》，1996 年 2 月 3 日。 

41. 〈鹿兒島──遍布名勝温泉〉，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2 月 12 日。（2 則） 

42. 〈日本增設三旅遊勝地〉，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 

43. 梁巧恩：〈另類日本睇屋團〉，《香港經濟日報》，〔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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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葉志瀛：〈白川鄉合掌造村落〉，《香港經濟日報》，2001 年 9 月 21 日。 

45. 〈豪斯登堡申請破產〉，香港《明報》，2003 年 2 月 27 日。 

46. 梁婉馨：〈北海道尋花訪勝 十勝不讓富良野專美！〉，《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8 月 1 日。 

47. 梁冬亮：〈京都大德寺龍源院南庭〉，《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9 月 13 日。 

48. 陳天權：〈日本三景之一 空中浮橋天橋立〉，香港《am730》，2006 年 9 月 26 日。 

49. 香港電台：〈文化遺產「壇上伽藍」〉，香港《信報》，2012 年 10 月 4 日。 

50. 香港電台：〈金剛峯寺尋豐臣秀吉足迹〉，香港《信報》，2012 年 10 月 10 日。 

51. 香港電台：〈貴族後花園──京都嵐山〉，香港《信報》，2012 年 11 月 1 日。 

52. 香港電台：〈東山文化起源：銀閣寺〉，香港《信報》，2012 年 11 月 8 日。 

53. 香港電台：〈本質樸素美學：枯山水庭園〉，香港《信報》，2012 年 11 月 22 日。 

54. 香港電台：〈重森三玲庭園美學〉，香港《信報》，2012 年 11 月 29 日。 

55. 香港電台：〈王朝風華京都御所〉，香港《信報》，2012 年 12 月 6 日。 

56. 香港電台：〈顯示幕府權力──二條城〉，香港《信報》，2012 年 12 月 13 日。 

57. 〈東京青梅絕色花姿〉，香港《頭條日報》，2013 年 3 月 20 日。 

58. 〈北海道游走山林和花園〉，香港《晴報》，2013 年 9 月 3 日。 

59. 葉志瀛：〈給東京櫻花的信〉，《香港經濟日報》，日期不詳。 

60. 耑偉：〈日式庭園美化生活〉，《香港商報》，日期不詳。 

61. 〈小提琴形電話亭〉，出處及日期不詳。 

62. 〔白雪風景圖片〕，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3. 〈鹿兒島〉，出處及日期不詳。 

64. 〈熊本城觀音像〉，出處及日期不詳。 

65. 〈請跟我來日本賞櫻〉，出處及日期不詳。 

66. 〔十和田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7. 〔日本廟宇〕，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8. “Memories”, 〔TOTTORI〕（2 pages） 

 

三．韓國 

 

1. 大鵬：〈大城山一瞥〉，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8 月 20 日。 

2. 〈港報介紹濟州島上的溶岩洞〉，出處不詳，1981 年 12 月 6 日。 

3. 夏之秋 編譯：〈南朝鮮興建迪斯尼樂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30 日。 

4. 〈奧運公園設計妙〉，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 日。 

5. 〈亞運村富家庭氣氛〉，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 日。 

6. 孫莉：〈南朝鮮民俗村〉，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6 日。 

7. 孫莉：〈韓國富有吸引力的景點──龍仁農田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2 月 24 日。 

8. 周向軍：〈韓國的奧林匹克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6 月 8 日。 

9. 周向軍：〈濟州民俗村〉，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21 日。 

2. 〔濟州、慶州、雪嶽山簡介〕，《香港經濟日報》，1994 年 5 月 19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 鄭惠卿：〈韓國民俗村富特色〉，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4 日。 

4. 〈全面配合資源及設施 韓國旅遊業發展迅速〉，香港《文匯報》，1995 年 10 月 3 日。 

5. 朱宛菁：〈「觀光年」成功激起雄心 南韓積極拓展旅遊事業〉，香港《明報》，1995 年 10 月 24 日。 

6. 韓國觀光公社：〈今日韓國〉，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2 月 12 日。 

7. 芊芊：〈新羅皇朝思古之旅〉，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1 日。 

8. 劉長青：〈南韓海印寺〉，香港《明報》，2002 年 12 月 21 日。 

9. 〈秋遊韓國 欣賞滿山紅葉美景〉，香港《明報》，2003 年 10 月 3 日。 

10. 香港電台：〈首爾護河重現舊風情〉，香港《信報》，2013 年 1 月 17 日。 

11. 權炳麟：〈無為寺及其古代佛教繪畫〉，出處及日期不詳，頁 35-36。 

12. 權炳麟：〈古香古色的昌德宮后院〉，出處及日期不詳，頁 40。 

13. 權炳麟：〈韓國舞蹈的開拓者〉，出處及日期不詳，頁 45-46。 

14. 〈漢城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15. 〈景福宮〉，出處及日期不詳。 

16. 〈韓國旅遊須知〉，出處及日期不詳。 

17. 〈城山日出峰〉，出處及日期不詳。 

18. 〔首爾興仁之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9. 〔首爾城牆〕，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0. 〔韓國民俗村〕，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1. 〔韓國風景〕，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2. This Weeks in Seoul, No. 972, 7-13 June 1993, pp.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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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基斯坦、烏茲別克、土耳其 

 

1. 勞崇聘：〈真納陵園〉，出處不詳，1982 年 10 月 26 日。 

2. 李永明：〈絲綢路上訪友邦──夏里瑪公園（五）〉，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17 日。 

3. 張鳯蘭：〈一座業餘文化活動中心──土耳其布爾薩巿文化公園遊記〉，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26 日。 

4. 阿斯哈．艾哈默德；陳克勤 編譯：〈巴基斯坦──旅遊業的後起之秀〉，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8 月 13 日。 

5. 〈只有遊客沒有居民的城鎮〉，出處不詳，1994 年 6 月 9 日。 

6. 羅惠強：〈土耳其宗教聖地──吾珥化〉，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 

7. 吳雄：〈核數師追夢無國界 烏茲別克悟生活真諦〉，香港《信報》，2013 年 7 月 5 日。 

 

五．尼泊爾、馬爾代夫、斯里蘭卡 

 

1. 〈《阿達莫夫山的奇迹》〉，出處不詳，1979 年 11 月 19 日。 

2. 梁東方：〈人鬥活鯊魚──馬爾代夫海底旅遊項目〉，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9 月 8 日。 

3. 郝章印：〈廓喀納公園開闢多種遊覽項目〉，出處不詳，1982 年 6 月 29 日。 

4. 〈尼泊爾──山地旅遊之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31 日。 

5. 〈穿梭珊瑚群享受大自然──馬爾代夫〉，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3 月 25 日。 

6. 黃玉華：〈樸卡拉賞山賞湖賞日出〉，香港《明報》，1996 年 5 月 20 日。 

7. 陳崇偉：〈斯里蘭卡巨佛與壁畫巡禮〉，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0 月 7 日。 

 

六、印尼 

 

1. 吳德融：〈印尼婆羅浮屠重新開放〉，《北京晚報》，1983 年 6 月 16 日。 

2. 簡培發：〈印尼趣怪屋〉，香港《明報》，1990 年 10 月 5 日。 

3. 依達：〈峇里島充滿原始性海島氣息〉，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1 月 25 日。 

4. 〈寶島賀年勝在有氣氛〉，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 月 29 日，頁 7。 

5. 〈新春印尼台灣兩地遊〉，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 月 29 日，頁 14。 

6. 米妮：〈印尼千島之國文化遊踪〉，香港《快報》，1997 年 1 月 3 日。 

7. 陳淑宜：〈叢林假期 夏日天堂〉，出處及日期不詳。 

 

七．印度 

 

1. 〈石頭公園〉，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0 月 5 日。 

2. 〈印度第一座國家海洋公園即將建成〉，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1 日。 

3. 楊杜芳：〈印度塔爾沙漠將建國家沙漠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 日。 

4. 〈綠色的天綫〉，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4 月 11 日。 

5. 詹得雄：〈印度──愛鳥之邦〉，《中國參考報》，1985 年 4 月 30 日。 

6. 成鍚忠：〈垃圾公園〉，《北京晚報》，1985 年 5 月 19 日。 

7. 〈印度的垃圾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10 日。 

8. 〈「垃圾公園」〉，出處不詳，1990 年 9 月 8 日。 

9. 史慧玲：〈號稱小印度之城 蒙巴莎多采多姿〉，出處不詳，1995 年 7 月 3 日。 

10. 印度政府旅遊局：〈四大文明古國說印度〉，《香港經濟日報》，1995 年 10 月 12 日。 

11. 李錫延：〈奇異多姿的孟買古建築〉，出處不詳，1995 年 11 月 23 日。 

12. 漢民：〈新舊德里各擅勝景〉，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3 月 25 日。 

13. 〈新德里〉，出處及日期不詳。 

14. 〈俯瞰德里〉，出處及日期不詳。 

15. 〔泰姬陵〕，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八．新加坡 

 

1. 〈去年訪新加坡遊客近三百萬〉，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7 月 6 日。 

2. 夏之秋：〈新加坡旅遊勝地聖淘沙島上的亞洲最大的昆蟲博物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25 日。 

3. 〈新加坡放寛來華旅遊規定〉，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2 月 11 日。 

4. 〈新加坡同中國開設空中航綫〉，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3 月 2 日。 

5. 〈新加坡掀起旅遊中國熱潮〉，《中國參考報》，1985 年 4 月 15 日。 

6. 〈新加坡強調重視家庭教育〉，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5 月 8 日。 

7. 李梓成 編譯：〈新加坡批准旅遊發展新計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5 月 7 日。 

8. 春佳、雲琳：〈風格獨特 妙趣橫生──新加坡動物園一瞥〉，出處不詳，1988 年 6 月 4 日。 

9. 〈遊覽新加坡 中國花園聖淘沙令人心醉〉，香港《新晚報》，1988 年 8 月 4 日。 

10. 〈新加坡生氣勃勃引人入勝 飛禽公園天羅地網最大〉，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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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曉平：〈展示盛唐風采的新加坡唐城〉，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1 日。 

12. 王繼雨：〈新加坡「虎豹別墅」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1 日。 

13. 〈「垃圾蟲」被罰掃公園 受罰者說痛苦如坐牢〉，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27 日。 

14. 宋全忠：〈新加坡耗巨資興建「克拉碼頭探險之旅」〉，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1 日。 

15. 潘之東：〈新加坡將興建「唐村」〉，出處不詳，1993 年 12 月 16 日。 

16. 徐植：〈新加城首創──夜間野生動物園即將開放〉，出處不詳，1994 年 3 月 26 日。 

17. 馬息壤：〈夜訪飛禽走獸──新加坡夜間野生動物園記趣〉，上海《新民日報》，1998 年 2 月 5 日。 

18. 禤中怡：〈星馬靠古建築賺外匯〉，香港《am730》，2006 年 12 月 21 日。 

19. 林大威：〈新加坡不斷創造世界之最〉，香港《信報》，2013 年 10 月 31 日。 

20. 〔蘊秀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1. 李子：〈裕華園──頤和園的縮影〉，出處及日期不詳。 

22. Bill Kwok：〈新加坡的人造中央花園 Gardens by the Bay〉，出處及日期不詳。 

23. 〈動物的伊甸園──新加坡動物園和夜間動物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24. 〔日落風景〕，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5. “Dining alfresco-style at Bugis Street” 

 

九．泰國 

 

1. 唐若水 編譯：〈泰國縮影──古城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22 日。 

2. 北斗星：〈布吉咖達海灘逍遙〉，香港《文匯報》，1989 年 12 月 11 日。 

3. 王東輝：〈曼谷的野生動物世界〉，出處不詳，1993 年 3 月 11 日。 

4. 〈泰國花園掠影〉，《廣東園林》，1994 年 4 月。 

5. 〈曼谷四圍走（一）〉，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1 月 25 日。 

6. 〈曼谷四圍走（六）〉，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2 月 29 日。 

7. 亞陽夫：〈泰國芭堤雅──藝術瓶飾博物館．暹羅縮影〉，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2 月 29 日。 

8. 黎振榮：〈細心領略布吉島怡人景色〉，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3 月 11 日。 

9. 伍城邦：〈愈夜愈美麗〉，香港《明報》，2003 年 3 月 15 日。 

10. 劉健雄：〈古老．奇妙．泰國東北部〉，《香港經濟日報》，2006 年 5 月 25 日。 

11. 陳啟天：〈泰國水燈節〉，出處及日期不詳。 

12. 伍成邦：〔泰北清邁〕，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3. 〔布吉灣──攀牙灣鐵釘石〕，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十．馬來西亞、寮國 

 

1. 房玉林：〈檳城的蛇廟〉，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9 月 11 日。 

2. 欒：〈馬來西亞的海上花園──檳城〉，《中國參考報》，1985 年 3 月 20 日。 

3. 許和平 譯：〈融合多種文化的旅遊地──馬六甲城〉，出處不詳，1988 年 11 月。 

4. 李祥榮：〈東南亞佛教勝地──極樂寺〉，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6 日。 

5. 史君明：〈馬來西亞的旅遊新景──農業公園〉，出處不詳，1989 年 12 月 16 日。 

6. 健：〈馬來西亞興建世界上最大的旅遊度假中心〉，出處不詳，1991 年 5 月 22 日。 

7. 宋淑運：〈東南亞明珠──檳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6 月 4 日。 

8. 〈馬來西亞國家公園──擁有世界最古老的雨帶森林〉，香港《明報》，1993 年 7 月 12 日。 

9. 〈馬來西亞國慶特輯〉，香港《明報》，1994 年 8 月 31 日。 

10. 〈國家資料簡介〉，香港《明報》，1994 年 8 月 31 日。 

11. 蔡國恒：〈感覺親切的回教國家〉，《逍遙派》，1995 年 5 月 5 日。 

12. 〈馬來西亞國慶特輯〉，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31 日。 

13. 〈馬來西亞各主要旅遊地點簡介〉，香港《明報》，1995 年 8 月 31 日。 

14. 梁居僑：〈遊東馬洗塵囂〉，香港《明報》，1996 年 6 月 10 日。 

15. 楊天帥：〈隱世大師黃堯．馬來亞體現中國現代藝術美〉，香港《信報》，2012 年 9 月 28 日。 

16. 〈東協六國旅遊須知〉，出處及日期不詳。 

17. 〔寮國永珍風景〕，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8. 〔沙巴〕，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9. 〔沙巴激流泛舟圖片〕，出處及日期不詳。（2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0. 〔馬來西亞珍拉汀灣〕，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1. 〔莎阿南湖濱〕，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2. 〔馬六甲蘇丹皇宮〕，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3. 〔馬來西亞風景圖片〕，出處及日期不詳。（4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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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越南、緬甸 

 

1. 東東：〈胡志明巿戰後重建繁華貌〉，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1 月 4 日。 

2. 泰國政府旅遊局：〈北碧府緬懷戰爭遺迹〉，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 

3. 〈緬甸古城強建觀光塔〉，香港《明報》，2003 年 12 月 2 日。 

 

十二．東歐（俄羅斯、愛沙尼亞、格魯吉亞） 

 

1. 辛紀：〈北半球最冷的地方 「寒極」雅庫特山區〉，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 月 27 日。 

2. 德融：〈面包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22 日。 

3. 〈長壽博物館〉，《中國參考報》，1985 年 3 月 2 日。 

4. 吳德融：〈列賓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3 月 10 日。 

5. 〈蘇撥土地供私人建別墅〉，《參考日報》，1985 年 6 月 10 日。 

6. 〈蘇建成首座鮮花庫〉，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11 日。 

7. 〈新西伯利亞科學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5 月 7 日。 

8. 〈奇異的北極城〉，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22 日。 

9. 〈列寧格勒〉，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三．西歐（比利時、法國、愛爾蘭、盧森堡、摩納哥、荷蘭、英國） 

 

1. 亦君：〈足球博物館〉，出處不詳，1982 年 7 月 6 日。 

2. 李華民 編譯：〔阿爾卑斯山架空索道〕，出處不詳，1982 年 10 月 26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 陳樹青：〈「用鮮花裝飾法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4 月 26 日。 

4. 袁方正：〈法國城巿「步行區」〉，廣州《羊城晚報》，1983 年 12 月 25 日。 

5. 于承智：〈英國內河旅遊業〉，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 月 27 日。 

6. 徐新明：〈荷蘭的少年兒童森林學校〉，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6 月 8 日。 

7. 大雨 編譯：〈別緻的蝴蝶動物園〉，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0 月 3 日。 

8. 融：〈英國吸引遊客的主要項目〉，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1 日。 

9. 〈去年千餘萬人到英國旅遊〉，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3 月 2 日。 

10. 馨摘：〈英國掀起興建科學公園熱潮〉，北京《文摘報》，1985 年 5 月 2 日。 

11. 〈鹿特丹的中國海洋樂園〉，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5 月 16 日。 

12. 軍：〈馬賽音樂牆行人走過會奏樂〉，《中國參考報》，1985 年 8 月 3 日。 

13. 李秉貞：〈現代「空中花園」〉，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8 月 15 日。 

14. 張廣瑞：〈伊爾克斯頓主題公園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10 日。 

15. 〈鮮花地毡〉，香港《文匯報》，1986 年 9 月 2 日。 

16. 〈活動停車場〉，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2 月 30 日。 

17. 〈倫敦第二「中國城」 興建計劃正式確定〉，香港《大公報》，1987 年 6 月 11 日。 

18. 祝本雄：〈荷蘭花展〉，出處不詳，1991 年 11 月 13 日。 

19. 〈英國採取積極措施保護古典花園、別墅〉，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14 日。 

20. 〈花卉王國──荷蘭〉，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10 日。 

21. 〈歐洲綠色投資生財有「道」〉，香港《明報》，1994 年 3 月 3 日。 

22. 夏之秋：〈荷蘭──風景如畫的低地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2 日。 

23. 黃秀麗：〈歐洲迪士尼玩樂者天堂〉，香港《明報》，1995 年 1 月 17 日。 

24. 達芬妮：〈阿姆斯特丹河道縱橫．新舊融和思古之幽情〉，香港《明報》，1995 年 5 月 10 日。 

25. 鍾朝輝：〈一證通行歐洲七國〉，《逍遙派》，1995 年 7 月 21 日。 

26. 鄧健苓：〈迪士尼文化在歐洲遇滑鐵盧之後……〉，出處不詳，1995 年 9 月 25 日。 

27. 鄺兆麟：〈浪漫巴黎充滿魅力〉，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4 月 15 日。 

28. 夏婕：〈雍容華麗一百年〉，香港《新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 

29. 卡文：〈博物館數目比例冠全球．荷蘭旅遊可先網上查看〉，香港《明報》，1996 年 4 月 30 日。 

30. 帆夫：〈遊歐洲一定要坐火車〉，香港《明報》，1996 年 7 月 10 日。 

31. 〈巴黎迪士尼樂園重拾童真〉，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 

32. 羅琅：〈今古動靜羅浮宮〉，香港《文匯報》，1996 年 12 月 29 日。 

33. 何小雲、潘惠卿：〈抗議聲中的建築〉，《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9 月 5 日。 

34. 劉長青：〈凡爾賽宮出賣中國和約簽署地〉，香港《明報》，2003 年 2 月 23 日。 

35. 林煒詩 編輯：〈史家：獨攬「引力論」功績 牛頓令真功臣消失〉，香港《明報》，2003 年 2 月 25 日。 

36. 黃潔玲：〈堡壘重地歡迎內進〉，香港《明報》，2003 年 7 月 14 日。 

37. 小栗 編譯：〈英植物園獲百萬資助〉，《中國花卉報》，2004 年 3 月 18 日。 

38. 〈全球最高橋樑明通車〉，香港《都巿日報》，2004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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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由法國人描繪的神洲風貌〉，《香港經濟日報》，2005 年 6 月 22 日。 

40. 馮柏偉：〈法國科瑪醉人童話小鎮〉，《香港經濟日報》，2012 年 2 月 6 日。 

41. 〔英式花園〕，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2. 〈莊嚴宏偉的凱旋門〉，出處及日期不詳。 

43. 王克勤：〈伊麗莎白二世與英國〉，出處及日期不詳。 

44. 〈荷蘭 風貌多樣，出您意表〉，出處及日期不詳。（2 頁） 

45. 〔風車〕，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6. 〔荷蘭風景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7. 〔荷蘭風景二〕，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8. 〔荷蘭花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9. 〔風景俯覽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十四．南歐（保加利亞、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羅馬尼亞） 

 

1. 曹秀英：〈壯觀的火山島〉，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5 月 18 日。 

2. 江立平：〈鐘樓紀念碑〉，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9 月 21 日。 

3. 曹玉泉：〈布加勒斯特的春天〉，《北京晚報》，1983 年 4 月 23 日。 

4. 肖自權：〈訪西班牙橄欖園〉，廣州《羊城晚報》，1983 年 12 月 18 日。 

5. 李肇東：〈大西洋上的「樹島」──馬德拉島紀行〉，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3 月 29 日。 

6. 五木：〈通心粉陳列館〉，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20 日。 

7. 瞿工：〈葡萄牙的七大天然奇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2 月 12 日。 

8. 穆方順：〈意大利退休者佔總人口三分之一〉，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8 月 31 日。 

9. 黃昌瑞：〈「意大利模型公園」〉，出處不詳，1988 年 1 月 13 日。 

10. 阿梁：〈羅馬尼亞的鄉村博物館〉，出處不詳，1992 年 7 月 16 日。 

11. 何振威：〈夢幻藝術組合．巴城桂爾公園〉，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2. 陳封林：〈羅馬古城宏偉氣勢逼人〉，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3 月 19 日。 

13. 陳雲海：〈訪雅典奧運百周年會場〉，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0 月 7 日。 

14. 岑逸飛：〈典型代表〉，出處不詳，2006 年 7 月 14 日。 

15. 倫文標：〈藝術氣氛濃厚威尼斯〉，出處及日期不詳。 

16. 孔詠詩：〈慢活里斯本〉，出處及日期不詳。 

17. 〔大理石雕像群〕，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8. 〔比薩斜塔〕，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9. 〔意大利風景一〕，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0. 〔意大利風景二〕，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1. 〔意大利風景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2. 〔馬德里皇宮〕，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3. 〈德維雷噴泉〉，出處及日期不詳。 

24. “Rome Sorrento Rome” 

25. “Majestic Italy” 

26. “Venice - Milan Independent Plans” 

27. “Assisi - The countryside” 

28. “Rome - A restaurant in Piazza Navona” 

29. “Rome - Piazza del Campidoglio” 

30. “Sardina - Is Molas golf course” 

31. “Southern Italy at its best” 

 

十五．北歐（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 

 

1. 黃麗嫦：〈珍貴的北極海鸚〉，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3 月 14 日。 

2. 桑洪臣：〈瑞典建成一座室內村莊〉，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4 月 20 日。 

3. 〈維格蘭雕塑公園〉，出處不詳，1984 年 6 月 10 日。 

4. 張廣瑞：〈獨具風格的遊覽地斯堪森〉，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16 日。 

5. 桑洪臣：〈風光瑰麗的「海上明珠」〉，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10 月 25 日。 

6. 瞿瀟瀟：〈展覽人生的維格蘭德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 日。 

7. 談誦言：〈挪威人民喜怒哀樂 盡現在偉基蘭公園〉，香港《明報》，1990 年 6 月 8 日。 

8. 葉凱欣：〈斯德哥爾摩 銀湖美景處處是〉，香港《東方日報》，1996 年 2 月 15 日。 

9. 李金良：〈遊瑞典不妨住這間酒店〉，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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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遊加里：〈哥本哈根迷人旋轉高塔〉，《活樂遊》，日期不詳。 

11. 黃國英：〈挪威鐵路風景綫 四季景色盡入目〉，出處及日期不詳。 

12. 〈巴羅克花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13. 〔雪景〕，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4. 〔奧斯陸維格蘭雕塑公園人生柱〕，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十六．中歐（奧地利、捷克、德國、匈牙利、波蘭、瑞士） 

 

1. 〈歷史名城波茨坦巿的無憂宮〉，出處不詳，1978 年 9 月 3 日。 

2. 冬 編：〈東德的哈雷新城〉，出處不詳，1981 年 4 月 1 日。 

3. 苑光：〈西德的野生動物園〉，出處不詳，1981 年 9 月 1 日。 

4. 何儉、楚人：〈面包博物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5 月 18 日。 

5. 〈日內瓦湖畔的「花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8 月 31 日。 

6. 〈柏林玫瑰園裡的太陽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8 月 6 日。 

7. 趙銓泉 編譯：〈瑞士交通博物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24 日。 

8. 唐若水：〈橋之城──漢堡〉，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3 月 4 日。 

9. 盧繼傳：〈芳草．雕像．古堡──聯邦德國紀行〉，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9 日。 

10. 徐德志：〈瑞士遊──世界花園（一）〉，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0 月 18 日。 

11. 徐德志：〈瑞士遊──國際城市（四）〉，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0 月 22 日。 

12. 綠意：〈蘑菇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0 月 28 日。 

13. 德融：〈鞋子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1 月 27 日。 

14. 羅榮興：〈人來鳥不驚──聯邦德國偶拾〉，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2 月 9 日。 

15. 慶雲：〈教具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3 月 5 日。 

16. 吳然：〈聯邦德國的聖誕樹風波〉，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6 日。 

17. 〈溫泉之城──卡羅維發利紀行〉，《廣播之友》，1985 年 4 月 27 日。 

18. 吳德融：〈華沙美人魚〉，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2 日。 

19. 朱敏信：〈慕尼黑漫步（上）〉，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12 日。 

20. 鄭淑賢：〈在「心臟」內旅遊〉，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20 日。 

21. 〈羅滕堡中世紀刑法博物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23 日。 

22. 師秀峰：〈綠似春水的國家〉，《北京晚報》，1985 年 8 月 11 日。 

23. 〈波蘭的啤酒博物館〉，北京《文摘報》，1985 年 8 月 22 日。 

24. 〈聯邦德國的幻想公園〉，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8 月 24 日。 

25. 周東耀：〈巴拉頓湖吸引 遊人的奧秘〉，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10 日。 

26. 謝業蕙：〈聯邦德國旅遊發展的新勢頭 教育性、知識性旅遊項目將大受觀迎〉，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17 日。 

27. 王信強：〈德國建築仿古新潮流──半露木建築〉，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31 日。 

28. 梁堅：〈歐洲六大遊樂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19 日。 

29. 〈奧地利境四面環山 葛羅柯納湖景清幽〉，香港《華僑日報》，1993 年 12 月 15 日。 

30. 〈鮮為人知的德國奇妙九鎮〉，《香港經濟日報》，1994 年 5 月 19 日。 

31. 〈德國古堡緃橫談〉，《香港經濟日報》，1994 年 5 月 19 日。 

32. 〈柏林重建工作的失落 歷史與未來將何取捨〉，香港《明報》，1994 年 11 月 12 日。 

33. 陳佩玲：〈德國 Ulm 巿風貌古樸〉，《香港經濟日報》，1994 年 12 月 15 日。 

34. 何振威：〈歷劫戰亂華沙重新建立 可歌可泣遺迹令人悱惻〉，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2 月 12 日。（2 則） 

35. Jeremy：〈藝術之城慕尼黑〉，《香港經濟日報》，1996 年 3 月 15 日。 

36. 梁居僑：〈中世紀文化遺產──華沙古城〉，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9 月 30 日。 

37. 翊思：〈訪美人魚之都華沙 蕭邦故鄉音樂情濃〉，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7 日。 

38. 帆夫：〈留住阿當夏娃的古城布拉格〉，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17 日。 

39. 帆夫：〈維也納的精采又豈止音樂〉，香港《明報》，1996 年 10 月 19 日。 

40. 梁婉芬：〈旋轉吊車攀升萬呎冰峰．鐵力士大雪山景色壯麗〉，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 

41. 潘惠卿：〈買少見少的柏林圍牆〉，《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7 月 25 日。 

42. 林中偉：〈Potsdamer Platz 的夜間建築〉，《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12 月 8 日。 

43. 朱紅 編譯：〈德國布萊梅杜鵑公園〉，《中國花卉報》，2004 年 3 月 18 日。 

44. 〈核樂園有歡笑無輻射〉，香港《am730》，2011 年 8 月 25 日。 

45. 何志光：〈漁夫堡迪士尼童話感覺〉，香港《am730》，2012 年 8 月 30 日。 

46. 〔遊加里〕：〈德國黑森林翠綠世界〉，香港《頭條日報》，2012 年 9 月 13 日。 

47. 陳群芳：〈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48. 高瑞儀：〈奧國遜布倫宮．極具奢華瑰麗〉，出處及日期不詳。 

49. 〈和平的公園都巿日內瓦〉，出處及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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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邱靜曄：〈留一段音樂旅情在──奧地利〉，出處及日期不詳。 

51. 〈一千四百九十米深的山洞〉，出處及日期不詳。 

52. 〈別致的通道與浮屠〉，出處及日期不詳。 

53. 〔波蘭風景圖〕，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4. 〈德國慕尼黑〉，出處及日期不詳。 

55. 〔德國宮殿〕，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6. “Warsaw Attends MIPIM” 

57.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 The Warsaw Voice , No. 9 (384), pp. 7-8, 15-16. 

58. “The Rabbit Warren”, The Warsaw Voice, No. 29 (404), 21 July 1996. 

59. “Not Exactly the Riviera”, The Warsaw Voice, No. 34 (409). 

60. “Preserving the Oases”, The Warsaw Voice, No. 39 (414), 29 September 1996.  

 

十七．北美洲（美國、加拿大） 

 

1. 許曉敏、孫振鐸：〈迷人的海洋世界〉，出處不詳，1981 年 9 月 29 日。 

2. 傅賀國：〈在「大冒險」遊樂園看猛獸〉，出處不詳，1982 年 4 月 13 日。 

3. 呂其昌：〈美國家庭菜園何其多〉，北京《光明日報》，1982 年 6 月 18 日。（附手寫筆迹） 

4. 盧鵬：〈玻璃花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8 月 3 日。 

5. 容良：〈壯美的火山湖〉，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5 月 24 日。 

6. 唐若水：〈盲人花園〉，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 月 15 日。 

7. 若明：〈美國的黑山風景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31 日。 

8. 李文：〈加拿大風情〉，《中國參考報》，1984 年 2 月 6 日。 

9. 韓為卿：〈丹佛巿的日晷〉，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3 月 27 日。 

10. 魯陽：〈聞名世界的尼亞加拉瀑布──訪加萬里行之四（上）〉，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18 日。 

11. 魯陽：〈聞名世界的尼亞加拉瀑布──訪加萬里行之四（下）〉，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19 日。 

12. 秦覓：〈由魔術王國到科學世界──迪斯尼樂園的新姿〉，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21 日。 

13. 爾杉：〈遊康奈爾大學校園〉，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22 日。 

14. 〈盲人公園〉，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10 日。 

15. 楊眉：〈「加勒比拿」遊行〉，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13 日。 

16. 劉紅兵：〈靠大瀑布興起的旅遊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7 月 3 日。 

17. 勞崇聘：〈華盛頓紀念碑〉，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8 月 28 日。 

18. 工雨：〈約瑟米提公園的大自然魅力〉，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23 日。 

19. 小映：〈破產小鎮變成旅遊勝地〉，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4 日。 

20. 〈美國迪斯尼樂園舉辦中國節〉，《中國參考報》，1985 年 3 月 3 日。 

21. 谷利源：〈電子計算機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3 月 3 日。 

22. 夏之秋：〈安大略湖畔的微型世界〉，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23. 〈世界第一座電算機博物館〉，《中國參考報》，1985 年 4 月 26 日。 

24. 張永實：〈世界最大的空軍博物館〉，《中國參考報》，1985 年 5 月 2 日。 

25. 新亮：〈它讓人回復童心……帕特麗夏樂園〉，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28 日。 

26. 〈全世界唯一的氣球博物館〉，《中國參考報》，1985 年 7 月 4 日。 

27. 〈情趣盎然 栩栩如生──華盛頓銅雕公園一瞥〉，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7 月 23 日。 

28. 王德銘、丁柯：〈「迪斯尼樂園」歡迎您〉，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7 月 30 日。 

29. 趙章雲：〈方興未艾的美國遊樂產業〉，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8 月 21 日。 

30. 〈中國城牌樓在美京落成〉，香港《文匯報》，1986 年 11 月 22 日。 

31. 張銳 編譯：〈地球最北部的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8 日。 

32. 〈流光溢彩的山城夜色〉，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18 日。 

33. 潘肖彬：〈洛杉磯波拿文徹大飯店的室內庭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7 月 18 日。 

34. 江善芝：〈美一青年完成孤身徒步環球旅行〉，《中國參考報》，1987 年 8 月 5 日。 

35. 少農 編譯：〈美國國家公園面臨危機〉，出處不詳，1988 年 9 月 8 日。 

36. 華少琴：〈孔令傑的神秘地堡〉，出處不詳，1988 年 10 月 19 日。 

37. 殷森：〈美國兒童捐贈修復黃石國家公園〉，出處不詳，1989 年 2 月 18 日。 

38. 周俊生 譯：〈大火後的黃石公園〉，出處不詳，1989 年 5 月 20 日。 

39. 得豐 譯：〈驚險遊藝招遊客 美國公園賺錢出新招〉，出處不詳，1989 年 10 月 7 日。 

40. 馬苗業：〈美蘇擬共建跨國公園〉，出處不詳，1990 年 4 月 25 日。 

41. 吳頌廉：〈「盆栽熱」在美國〉，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0 月 31 日。 

42. 曹衛國：〈美整修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碑〉，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1 日。 

43. 錢煒 譯：〈特殊旅遊 起名別致──加拿大安大略省旅遊項目介紹〉，北京《中國旅遊報》，199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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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金光群：〈四季花開迎遠客──美國長木公園散記〉，出處不詳，1991 年 1 月 30 日。 

45. 吳頌廉：〈天賜奇觀尼亞加拉大瀑布〉，出處不詳，1991 年 2 月 23 日。 

46. 劉振西 譯：〈美迪斯尼樂園設立生物技術旅遊項目〉，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4 日。 

47. 〈加拿大的「社會公益」廣告〉，出處不詳，1992 年 3 月 19 日。 

48. 史提芬：〈加士柏國家公園〉，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19 日。 

49. 曲華：〈加拿大斯坦利公園「鵝滿為患」〉，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12 日。 

50. 木蘭：〈約新莫狄國家公園〉，香港《明報》，1992 年 5 月 17 日。 

51. 吳海 編譯：〈關島的褐色樹蛇〉，出處不詳，1992 年 10 月 6 日。 

52. 秋義：〈旅遊者的新目標──關島〉，出處不詳，1992 年 11 月 7 日。 

53. 劉振西 譯：〈世界最大的室內熱帶雨林公園在美建成〉，北京《中國旅遊報》，1992 年 12 月 29 日。 

54. 趙自珍：〈紐約沒有動物園了〉，香港《明報》，1993 年 2 月 14 日。 

55. 彭玉君：〈迷人的阿克底亞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4 月 3 日。 

56. 高峻 譯：〈面臨挑戰的美國國家公園〉，出處不詳，1993 年 5 月 18 日。 

57. 唐恩光 編譯：〈美國長木花園──園林建築的奇葩〉，出處不詳，1993 年 7 月 17 日。 

58. 郭濟東 譯：〈美國最大的國家公園──蘭格爾．聖伊麗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9 月 25 日。 

59. 汪月：〈世界自然奇觀──俄勒岡火山口湖〉，北京《中國旅遊報》，1993 年 10 月 14 日。 

60. 宋秀蘭：〈蒙特利爾的中國園──夢湖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5 日。 

61. 劉振西 編譯：〈美國闢軍事基地為國家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7 月 9 日。 

62. 呂成奇：〈溫哥華〉，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9 月 10 日。 

63. 〈自然奇觀盡在美國黃石國家公園 太空館全天域電影帶你置身其中〉，香港《明報》，1994 年 9 月 16 日。 

64. 〈冰川劃分洛磯山脈 湖光山色絢麗多姿〉，香港《星島晚報》，1995 年 7 月 3 日。 

65. 月霞：〈美哉！布查特花園〉，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2 月 12 日。 

66. 〈參加亞特蘭大奧運盛會〉，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2 月 12 日。 

67. 林霞：〈遊「公園城」華盛頓〉，香港《新晚報》，1996 年 2 月 22 日。 

68. 月霞：〈繁華大都會──紐約〉，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3 月 25 日。 

69. 何振威：〈繁榮大都會充滿浪漫法國風情 魁北克景緻優美典雅〉，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1 月 4 日。 

70. 青青：〈關島海灘與遺迹令人流連〉，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1 月 4 日。 

71. 月霞：〈觀光華府令人流連忘返〉，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 

72. 伍洪照：〈奧林匹克公園潔淨無瑕〉，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1 月 25 日。 

73. 李金良：〈百年歷史酒園叫紳商巨賈樂而忘返〉，香港《明報》，1996 年 11 月 26 日。 

74. 陳俊偉：〈遊花園的樂趣 採石場變成的花園〉，《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3 月 10 日。 

75. 余少海：〈熱帶雨林餐廳之旅〉，《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11 月 19 日。 

76. 黃冠華：〈帶你遊花園〉，出處不詳，1999 年 4 月 20 日。 

77. 〈迪士尼世界簇新玩意完全睇〉，《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6 月 27 日。 

78. 〈米奇船長帶你開心海上遊〉，《香港經濟日報》，2000 年 7 月 17 日。 

79. 〈世貿三巨廈倒塌 活埋五千人〉，香港《星島日報》，2001 年 9 月 12 日。 

80. 楊若蘭：〈踏單車深入加拿大楓林〉，香港《明報》，2003 年 9 月 25 日。 

81. 小栗 編譯：〈英式園景公園〉，《中國花卉報》，2004 年 3 月 4 日。 

82. 李欣 編譯：〈小中見大的經典之作〉，《中國花卉報》，2004 年 3 月 4 日。 

83. 小信：〈三藩市空中花園〉，香港《信報》，2012 年 11 月 6 日。 

84. 雷競旋：〈革命博物館〉，香港《信報》，2013 年 2 月 28 日。 

85. 占飛：〈底特律綜合症〉，香港《信報》，2013 年 7 月 23 日。 

86. 陳天權：〈世界級名勝〉，出處及日期不詳。 

87. 〈華盛頓中國城牌樓落成〉，出處及日期不詳。 

88. 〈美公園欲添生趣 擬建蝴蝶養殖場〉，出處及日期不詳。 

89. 閻樹聲：〈雙層湖〉，出處及日期不詳。 

90. 方翎：〈加拿大生活點滴〉，出處及日期不詳。（複印本） 

91. 吳海 編譯：〈康涅狄克州的鎖具博物館〉，出處及日期不詳。 

92. 〈夏威夷〉，出處及日期不詳。（6 頁） 

93. 黎應強：〈夏威夷旅遊便覽〉，出處及日期不詳，頁 15-16。 

94. 〔華盛頓紀念碑及拉斐德公園塑像〕，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5. 〔加拿大花卉〕，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6. 〔瀑布〕，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7. 〔渥淪灣大橋〕，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8. 〔安省遊樂宮〕，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99. 〔歐胡島東部〕，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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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南美洲（巴西、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 

 

1. 〔巴西聖保羅巿〕，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8 月 5 日。（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魯岳：〈巴西組織新年遊船旅遊〉，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2 月 22 日。 

3. 江立平：〈金子在綠蔭深處閃光──記秘魯首都的金子博物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5 月 18 日。 

4. 張寶玉 編譯：〈别了，世界大瀑布！──四萬遊人向塞特凱達斯瀑布告別〉，北京《中國旅遊報》，1983 年 12 月 28 日。 

5. 維納：〈香料之島──格林納達〉，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3 月 4 日。 

6. 李在芹：〈奇妙有趣的拉美湖泊〉，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5 月 13 日。 

7. 銀河：〈安第斯山脈的「寶塔」──萊蒙蒂〉，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8 月 5 日。 

8. 〈彩蝶盛會〉，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9. 韓曉華：〈阿根廷瀑布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9 月 11 日。 

10. 陳志斌：〈這是大自然的一聲警號……黃色毒霧下的庫巴坦〉，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19 日。 

11. 魏吉玉：〈藝術被用為醫療手段──精神病者藝術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9 月 23 日。 

12. 張長生、潘寶鍾：〈世界博物館之最〉，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1 月 27 日。 

13. 建蜀：〈海盜沉船處的意外發現──世界最大的海底花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1 月 8 日。 

14. 韓曉華：〈綠色的「動物」〉，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3 月 6 日。 

15. 薛：〈古巴植物園〉，《中國參考報》，1985 年 4 月 7 日。 

16. 薛奕明：〈波哥大花巿漫步〉，《北京晚報》，1985 年 6 月 22 日。 

17. 李竹舲：〈蒙特雷巿水底風景博物館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9 日。 

18. 周啟志：〈哥倫比亞的黃金博物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16 日。 

19. 張寶玉：〈聖美多，巴西神秘的石頭城〉，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9 月 17 日。 

20. 〈「智利縮影」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0 月 22 日。 

21. 王毅 譯：〈五國聯合建立瑪雅文化旅遊區〉，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21 日。 

22. 鄺兆麟：〈伊瓜蘇瀑布 橫跨南美三國〉，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4 月 22 日。 

23. 陳天權：〈最高湖泊（五十）〉，出處及日期不詳。 

 

十九．澳洲、新西蘭 

 

1. 葉進：〈堪培拉──花園城市〉，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3 月 4 日。 

2. 〈旅遊者給澳史前洞穴繪畫藝術帶來威脅〉，出處不詳，1979 年 6 月 12 日。 

3. 葉進：〈澳大利亞景觀一瞥〉，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7 月 3 日。 

4. 中國新聞代表團：〈得天獨厚的國家（一）──澳大利亞印象記〉，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2 月 5 日。 

5. 中國新聞代表團：〈得天獨厚的國家（二）──澳大利亞印象記〉，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2 月 6 日。 

6. 葉進：〈鸚鵡會與蝴蝶泉〉，北京《光明日報》，1981 年 10 月 16 日。 

7. 魏玉琴：〈澳大利亞的旅遊業〉，出處不詳，1981 年 11 月 27 日。 

8. 梁佑全 編譯：〈南半球最大的遊樂場──「幻境世界」〉，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2 月 22 日。 

9. 李南友：〈澳大利亞動物奇觀〉，出處不詳，1982 年 10 月 3 日。 

10. 張澤權、沈桓：〈悉尼首屆龍舟賽紀盛〉，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5 月 22 日。 

11. 張澤權、沈桓：〈澳大利亞的火車博物館〉，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7 月 10 日。 

12. 〈動物紀念碑〉，《中國參考報》，1985 年 1 月 27 日。 

13. 丁惠明：〈吸引遊客的維多利亞度假船〉，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 日。 

14. 弓重：〈新西蘭植物趣聞〉，《北京晚報》，1985 年 4 月 20 日。 

15. 者爾：〈馬戲團模型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2 日。 

16. 慶雲：〈消防博物館〉，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6 月 4 日。 

17. 〈澳大利亞籌建華人博物館〉，《中國參考報》，1985 年 6 月 8 日。 

18. 徐濤：〈長島航海歷史博物館開放〉，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7 月 30 日。 

19. 周永傑：〈澳洲最宜青年旅行〉，出處不詳，1986 年 5 月 30 日。 

20. 施駿：〈雪梨塔傲視南半球〉，香港《文匯報》，1986 年 8 月 28 日。 

21. 張銳 譯：〈印度洋上的明珠──聖誕島〉，北京《中國旅遊報》，1988 年 10 月 5 日。 

22. 董健：〈神秘美麗的卡卡杜國家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9 日。 

23. 夏之秋：〈公園之城墨爾本〉，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3 日。 

24. 〈紐澳風光明媚．陽光普照〉，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19 日。 

25. 〈紐西蘭南島大自然風光美〉，香港《灣仔報》，1993 年 3 月。 

26. 李忠東 譯：〈一場惡夢──悉尼歌劇院的誕生〉，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1 月 22 日。 

27. 王晉軍：〈「花園首都」堪培拉〉，出處不詳，1994 年 12 月 10 日。 

28. 董成彬：〈澳大利亞見聞（下）〉，出處不詳，1995 年 10 月 12 日。 

29. 白水：〈基督城 有「花園城市」美譽 雅芳河泛舟浪漫情調醉人〉，香港《天天日報》，1996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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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董成彬：〈澳大利亞見聞（上）〉，出處及日期不詳。 

31. 陳俊偉：〈國際大使館一日遊〉，《香港經濟日報》，日期不詳。 

32. 何禮蓀：〈私營的樹熊公園〉，出處及日期不詳。 

33. 金鏗然：〈墨爾本印象〉，出處及日期不詳。 

34. 〈墨爾本市容〉圖片剪報，出處及日期不詳。 

35. 〔悉尼歌劇院〕，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6. 〔新西蘭南島〕，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7. 〔新西蘭北島〕，出處及日期不詳。（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8. 〔澳洲旅遊資料〕，出處及日期不詳。（2 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二十．非洲（南非、埃及、摩洛哥、肯尼亞、突尼西亞、津巴布韋） 

 

1. 李國楨：〈一個美麗實惠的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1 年 12 月 1 日。 

2. 宣雲亮：〈「拳頭」紀念碑〉，出處不詳，1982 年 4 月 20 日。 

3. 胡萱芝：〈肯尼亞的樹頂旅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2 年 8 月 31 日。 

4. 〈赤道綫上旅遊城──基蘇木〉，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3 日。 

5. 鍾雲：〈赤道果園 早熟飄香〉，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22 日。 

6. 俞涵德：〈花園城哈拉雷〉，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4 月 29 日。 

7. 陳佳元：〈烏干達的河源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7 月 24 日。 

8. 〈世界上最喧囂的城巿──開羅〉，北京《文摘報》，1984 年 8 月 10 日。 

9. 〈烏干達新建一座國家公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4 年 8 月 21 日。 

10. 李肇東：〈動物的世界──國家公園──盧旺達紀行（之二）〉，北京《光明日報》，1984 年 9 月 17 日。 

11. 張漢鈞：〈塔巴卡松林俱樂部〉，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0 月 12 日。 

12. 陳永成：〈突尼斯古迹點滴（上）〉，《中國參考報》，1985 年 1 月 24 日。 

13. 陳永成：〈突尼斯古迹點滴（下）〉，《中國參考報》，1985 年 1 月 25 日。 

14. 王天瑞：〈摩洛哥重視發展旅遊業〉，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5 月 7 日。 

15. 李山：〈非洲──野生動物的樂園〉，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8 月 6 日。 

16. 高麗華、蔡漢青：〈剛中友誼樹──荔枝〉，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8 月 11 日。 

17. 吳富貴：〈散發着香味的塔〉，《北京晚報》，1985 年 11 月 6 日。 

18. 根：〈埃及將建迪斯尼遊樂園〉，出處不詳，1992 年 1 月 14 日。 

19. 余塔山：〈肯尼亞旅遊業蓬勃發展〉，出處不詳，1992 年 5 月 23 日。 

20. 〈風景壯麗奇景遍布 毛里裘斯新奇有趣〉，《香港經濟日報》，1994 年 5 月 19 日。 

21. 鄧倩萍：〈尼羅河畔文化瑰寶樂蜀〉，香港《星島晚報》，1996 年 10 月 7 日。 

22. 何麗玲：〈茅草「天壇」百年不倒〉，香港《明報》，2004 年 4 月 11 日。 

23. 〈埃及出土法老時期的巨大女石像〉，出處及日期不詳。 

 

二十一．其他 

 

1. 〈西薩摩亞〉，出處不詳，1976 年 9 月 3 日。 

2. 懋德：〈世界上幾個同名城巿〉，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10 月 21 日。 

3. 李南友：〈外國賽馬拾零〉，北京《人民日報》，1982 年 1 月 24 日。 

4. 〈為嗜好兇鬥的皇帝貴族娛樂 古代動物園成為鬥獸場〉，《中國參考報》，1982 年 5 月 13 日。 

5. 徐文：〈奇特的動物紀念碑〉，出處不詳，1982 年 11 月 16 日。 

6. 〈蘇聯塔什干巿建立古建築物旅遊保護區〉，出處不詳，1982 年 12 月 12 日。 

7. 華熹：〈世界博物館拾遺〉，出處不詳，1983 年 8 月 2 日。 

8. 王綺：〈世界上幾個袖珍之國〉，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 月 31 日。 

9. 陳仲丹：〈沙漠中的「狄斯尼樂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6 月 5 日。 

10. 阿威：〈讓古建築物永垂不朽〉，廣州《羊城晚報》，1984 年 11 月 28 日。 

11. 田野 輯：〈國外回聲集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4 年 12 月 11 日。 

12. 〈國際旅遊與國內旅遊應同步發展〉，北京《文摘報》，1985 年 1 月 17 日。 

13. 蔡曉華：〈「雲中鵓鴣國」〉，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1 月 22 日。 

14. 符福淵：〈海灣明珠──巴林〉，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3 日。 

15. 朱幼棣、邱為民：〈南極洲有了第一個中國命名的湖泊──「西湖」〉，北京《光明日報》，1985 年 2 月 28 日。 

16. 謝光正：〈歐洲國家具有特色的公園〉，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3 月 19 日。 

17. 易生：〈約旦的溫泉瀑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5 年 4 月 2 日。 

18. 莊勁恒：〈降落傘──勇敢者的娛樂活動〉，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4 月 14 日。 

19. 王志強：〈世界各國的花園城巿〉，北京《中國環境報》，1985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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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楊君：〈沙特阿拉伯阿西爾國家公園──得天獨厚的自然區〉，廣州《羊城晚報》，1985 年 8 月 18 日。 

21. 王明賢：〈宗教與歐洲建築史〉，《中國巿容報》，1985 年 9 月 12 日。 

22. 令羽：〈以色列屬沙漠地 有專機出口玫瑰〉，香港《明報》，1985 年 12 月 28 日。 

23. 黃太茂：〈世界落差最大的十個瀑布〉，北京《中國旅遊報》，1987 年 6 月 17 日。 

24. 倫辦：〈歐洲的度假住宅〉，出處不詳，1988 年 12 月 7 日。 

25. 王振生 輯：〈世界天然公園一瞥〉，出處不詳，1989 年 9 月 13 日。 

26. 姜春梅：〈未來的歐洲博物館網〉，出處不詳，1990 年 8 月 29 日。 

27. 曉偉 編譯：〈國境綫上的和平公園〉，出處不詳，1992 年 2 月 15 日。 

28. 莎莉：〈最深洞穴與最長通道〉，香港《明報》，1992 年 4 月 25 日。 

29. 殷森：〈「世界之最」拾零〉，出處不詳，1993 年 8 月 21 日。 

30. 樊佳青：〈首都趣談〉，北京《中國旅遊報》，1994 年 3 月 26 日。 

31. 長山 節譯：〈南極冰山為何發綠光〉，香港《新晚報》，1994 年 4 月 25 日。 

32. 〈迪拜要建世界第八大奇迹〉，《廣州日報》，2002 年 1 月 7 日。 

33. 劉阿英：〈阿拉伯旅遊巿場博覽會將在迪拜舉行〉，出處及日期不詳。 

34. 何熙力：〈實現「古文明之旅」的夢想〉，出處及日期不詳。 

35. 〔投入大自然懷抱．躺草地上聽蟲鳴〕，出處及日期不詳。（剪報不全，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6. 〔東南亞風景資料〕（6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3 地圖、小冊子及宣傳單張 

 

6.3.1 亞洲 

 

一．中國、香港、台灣 

 

1. 「北京市區圖」（中國地圖出版社） 

2. 「拙政園」資料及附近地圖 

3. 「鑑真紀念堂」資料及揚州園林名勝遊覽圖 

4. 「君山」資料及地圖 

5. 「武夷山水」導遊圖（2 份） 

6. 張德誠：《漫話善卷洞》，善卷工藝廠。 

7. 「海怡半島（私人屋村）總平面圖」 

8. 「冰心文學攝影紀念展」 

9. 「香港太空館全天域電影．七大奇景」單張 

10. 「香港太空館全天域電影．黃石公園」單張（2 份） 

11. 「香港太空館全天域電影．夏威夷」單張 

12. 「元朗市鎮公園」地圖及資料 

13. 「黃泥涌水塘公園」單張 

14. 「香港公園──霍士傑溫室」地圖及資料 

15. 「香港公園──尤德觀鳥園」地圖及資料 

16. 「迪士尼遊樂場」導覽圖（繁體、簡體版，2 份） 

17.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觀龍樓社會服務處」中心通訊（1990 年 1 月） 

18. 「無污染一日遊」單張（1990 年 2 月 18 日。附收據） 

19. 文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編印：《東北角海岸風光》 

 

二．日本 

 

1. 「粟田山莊」單張 

2. 〔「指宿岩琦飯店」單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 「神田家」單張 

4. 「名古屋城本丸御殿」導覽圖 

5. 「名古屋城」導遊圖 

6. 「伊東温泉．和風旅館」小冊子（2 份） 

7. 「札幌」旅遊地圖 

8. 「JAPAN Life 國際集團東京國際大會」場刊（2011 年 4 月） 

9. 「Japan Travel Phone」地鐵路線及地圖資料（2 份） 

10. 「京都巿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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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沖繩」單張 

12. 「大阪城」單張 

13. 「日本導遊」小冊子（2 份，日本觀光振興會） 

14. 「日本．宮城 仙台及松島之旅」小冊子（仙台．松島國際觀光模範地區推進協會，1994 年） 

15. 「歡迎漫遊古都京都」小冊子（京都市文化觀局觀光部宣傳課） 

16. 「室蘭」觀光地圖 

17. 「長崎生物公園」地圖（2 份） 

18. 「日本東北與宮城縣」地圖及資料 

19. 「怎樣遊覽東京」地圖及資料 

20. 「日本橫濱」地圖及資料（1992 年 3 月，橫濱國際觀光協會） 

21. 「The Southern Gateway To Japan（鹿兒島）」地圖及資料 

22. 「Natural Wonder Land Kutchan（俱知安町）」地圖及資料 

23. 「鹿兒島──日本南端的門戶」地圖及資料 

24. 「大沼國定公園」地圖及資料 

25. 「Information of Osaka City（大阪市資料）」地圖及旅遊資訊 

26. 「福岡縣名所集錦──福岡見聞錄」地圖及資料 

27. 「Japan Hakone National Park（日本箱根國家公園）」地圖及資料 

28. 「日本熊本縣（Kumamoto）」小冊子及地圖 

29. 「嬉野温泉──肥前夢街道」地圖及資料（4 份） 

30. 「紀州和歌山縣」地圖及資料 

31. 〔「Hana: Flower」單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2. 「豪斯登堡（長崎荷蘭村）」地圖 

 

三．韓國 

 

1. 「春川世宗酒店」單張 

2. 「樂天世界」簡介、路途指南及導覽圖（13 份） 

3. 「民俗村觀覽案內圖──韓國民俗村日本語版」簡介 

4. 「韓國地圖」 

5. 「華克山莊喜來登酒店」單張 

6. 「韓國租車」單張 

7. 「學聯旅遊韓國行程」單張（4 頁） 

8. 「韓國導覽圖」（2 份） 

9. 「韓國世界博覽會 '93」（1993 年 8 月） 

10. 「大韓民國 慶州．釜山」小冊子 

11. 「韓國名剎──寺廟園林」小冊子 

12. 「韓國遊客申訴表」（2 張） 

13. 「韓國的地方名勝園林」小冊子（韓國觀光公社，1994 年） 

14. 「濟州島觀光案內圖」地圖及資料（濟州道觀光協會） 

15. 「韓國民俗村」地圖及資料 

16. 「慶州普門湖渡假村」小冊子 

17. 「漢城、春川、溫陽五天團」簡介 

 
四．馬來西亞 

 

1. 「Selangor（雪蘭莪）」地圖及指南（2 頁） 

2. 「Kuala Lumpur（吉隆坡）」地圖 

3. 「Straits of Malacca（馬六甲海峽）」地圖 

4. 「Penang（檳城）」地圖及指南（6 頁） 

5. 〔馬來西亞特色住宅圖片〕（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6. 〔馬來西亞檳城、霹靂、吉打、玻璃市簡介及地圖〕（4 頁，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7. 「美國運通馬六甲傳統遺跡之旅」單張（附複印本） 

8. 「雲頂高原──您的世界」單張 

9. 「馬來西亞（沙巴）──婆羅洲的樂園」單張及地圖資料（2 頁） 

10. 「雲頂遊樂園」資料 

11. 「沙巴」資料 

12. 「東姑阿都拉曼公園」資料（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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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馬來西亞旅遊資料〕（文獻無題，本館代擬）（共 2 份） 

14. 「Zoo Melaka（馬六甲動物園）」單張 

15. 「神山公園」資料（2 頁） 

16. 「馬來西亞沙巴神山──攀登山徑指引」資料 

17. 〔馬來西亞行程簡介〕（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18. 「萬豪酒店」宣傳單張 

 

五．印度 

 

1. “The Right Place Tourist Map” 

 

六．新加坡 

 

1. 「裕華園與星和園景」地圖及資料 

2. 「Asian Village（亞洲村）」地圖及資料 

3. 「Underwater World（海底世界）」單張 

4. 「新加坡環球影城」遊園指南 

5. 「Discover the Many Worlds of Sentosa（聖淘沙）」旅遊單張（5 張） 

6. 「Ming Village」單張（2 張） 

7. 「Legend 高速道路地圖」（日文、英文對照） 

8. 「Welcome to Singapore」地圖（8 張） 

9. 「Map of 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 Singapore」 

10. 「新加坡河右岸」地圖（複印本） 

 

 

6.3.2 歐洲 

 

一．西歐（法國、英國） 

 

1. 「羅浮宮博物館圖示指南手冊」（中文版） 

2. 「歡迎您來到……遊客諮詢中心」 

3. 「倫敦遊覽圖」 

4. “Welcome your Map of Kew” (2 pages) 

5. “Buckinggham Palace” 

6. “Windsor Castle” (3 pages) 

 

二．南歐（西班牙、義大利） 

 

1. 「馬德里地圖」（2 份） 

2. “Rome and Latium” 

 

三．中歐（奧地利、捷克、德國、匈牙利、波蘭、瑞士） 

 

1. 「歡迎光臨德國」地圖及資料 

2. 「藝術文化匯萃 維也納」 

3. 「日內瓦」地圖及資料 

4. 「盧加諾」地圖及資料 

5. 「伯恩」地圖及資料 

6. 「鐵力士山」地圖及資料 

7. 「策馬特」地圖及資料 

8. 「茵特拉肯」地圖及資料 

9. 「聖加倫」地圖及資料 

10. 「蘇黎世」地圖及資料 

11. 「波蘭遊」小冊子 

12. 「波蘭」簡介 

13. 「華沙」地圖及資料 

14. 「Warsaw‟s Royal Route（華沙皇室之路）」小冊子 

15. 「Cracow（波蘭克拉科夫）」地圖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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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iałystok Ostrow Maz, “Warsaw Main Roads In and Out”, Konstancin-Jeziorna (Copy, 33 pieces) 

17. “Warszawa Centrum” (Copy) 

 

 

6.3.3 美洲 

 

一．北美（美國、加拿大） 

 

1. “Disneyland Park” 

2. 「The Butchart Gardens（布查特花園）」遊客指南 

3. “Vancouver & Whistler illustrated” 

4. “Bird Watching at the Biodôme Spring 2006” 

 

二．夏威夷 

 

1. 「夏威夷──美麗如昔」地圖及資料 

2. 「夏威夷華人旅遊中心」 

3. 「珍珠港事變」單張（7 張） 

4. “Aloha Vacations” (2 copies) 

5. “Hawaii Maps and Sightseeing” (7 pages) 

6. “Hawaii Volcanoes” (2 pages) 

7. “Hawaii: The Big Island of Hawaii” 

8. “Hawii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4 pages) 

9. “Magic of Polynesia” 

10. “Molokai The Friendly Isle” 

11. “Oahu The Gathering Place” 

12. “Offical Map Guide to Oahu‟s Premier Attractions” (3 copies) 

13. “Old Town Honolulu Trolley Tour” 

14. “One Day Tours” (2 copies) 

15. “See More of the Best of Hawaii” (2 copies) 

16. “Snorkeling at Hanauma Bay” 

17. “Submarine Adventure” (2 pages) 

18. “The Big Island of Hawaii” 

 

 

6.3.4 澳洲、新西蘭 

 

1. 澳洲「海洋世界」遊園指南以及表演時間表（2 份） 

2. 「新航澳紐勝景遊」單張 

3. 〔「澳洲國會大廈」單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 “Downtown” 

5. “Melbourne City Map” (Copy, 3 pages) 

6. “Royal Botanic Gardens Sydney and Domain” 

7. “Sydney Harbour” 

8. “The Rhododendron Gardens” 

9. “The Sydney Fernery” 

10. “Visit Kennerton Green, Mittagong Buskers End, Bowral” 

11. “WB Movie World On Location Guide” 

 

 

6.3.5 其他 

 

1. 「漫遊世界名川大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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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畫片／明信片 

 

6.4.1 亞洲 

 

一．中國、台灣 

 

1. 〔大連、遼寧風光畫片〕（11 張，遼寧美術出版社，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陝西風光畫片〕（7 張，長安美術出版社，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 〔廣州風光畫片〕（7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 〔遼寧風光畫片〕（12 張，遼寧美術出版社，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 「Yenan（延安）」明信片（13 張） 

6. 「七星岩」明信片（11 張，桂林市公園） 

7. 「人民英雄紀念碑節日夜景」明信片（北京出版社） 

8. 「三里河路」明信片（北京出版社） 

9. 「大地」畫片 

10. 「大昭寺」明信片（16 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1. 「山東」明信片（20 張，山東省郵電管理局） 

12. 「川流不息」畫片 

13. 「中山公園水榭」明信片（北京出版社） 

14. 「天階」畫片 

15. 「天壇」明信片 

16. 「北京天壇公園的早晨」明信片 

17. 「北京申辦 2008 年奧運會成功紀念」明信片（10 張，國家郵政局） 

18. 「北京風景」明信片（10 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 「北京頤和園排雲殿臨湖牌坊」明信片 

20. 「北海大橋」明信片（北京出版社） 

21. 「北陵風光」畫片（16 張，遼寧美術出版社） 

22. 「四川九寨溝」明信片 

23. 「布達拉宮」明信片（16 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 年） 

24. 「民族文化宮節日夜景」明信片（北京出版社） 

25. 「吉林」明信片（9 張，中國旅遊出版社） 

26. 「成都寶塔詩」照片 

27. 「行吟閣」畫片 

28. 「西安園林風光」明信片（21 張，陝西人民出版社） 

29. 「西長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宮」明信片（北京出版社） 

30. 「西湖名勝」畫片（18 張，浙江人民出版社）  

31. 「西湖風景──晨曦」畫片（浙江人民出版社） 

32. 「屈原紀念館」明信片（武漢市東湖風景區管理處） 

33. 「東湖風光」明信片（7 張，武漢市東湖風景區管理處） 

34. 「物性呼應」畫片 

35. 「長城」明信片 

36. 「長城」畫片（6 張，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37. 「南寧」畫片（12 張，中國國際旅行社南寧分社） 

38. 「故宮」明信片 

39. 「故宮博物院」明信片（20 張，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 

40. 「星湖 榕蔭小亭」明信片（外文出版社） 

41. 「洞庭風光」明信片（8 張，湖南省郵電管理局） 

42. 「桂林 陽朔」畫片（6 張，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5 年 12 月） 

43. 「清華大學春景」明信片（10 張） 

44. 「清華大學秋景」明信片（10 張） 

45. 「清華大學冬景」明信片（10 張） 

46. 「都江堰」畫片（12 張，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 

47. 「喜待東風」畫片 

48. 「富春江」畫片（8 張，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5 年 12 月） 

49. 「湖南省醴陵第一中學校園風光」明信片（10 張，湖南省郵政局） 

50. 「超越」畫片 

51. 「雁蕩山」畫片（6 張，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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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飲露」畫片 

53. 「黃河入海圖」畫片 

54. 「富陽自然生態公園」明信片（10 張，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55. 「嵩山」明信片（10 張，中國旅遊出版社，1982 年） 

56. 「楓香流」畫片 

57. 「歲月」畫片 

58. 「廣州」明信片（11 張，廣東人民出版社） 

59. 「魯迅廣場」明信片（武漢市東湖風景區管理處） 

60. 「澤畔行吟」明信片（武漢市東湖風景區管理處） 

61. 「豫園」明信片（10 張，上海人民出版社） 

62. 「廬山」明信片（10 張，上海人民出版社） 

63. 「廬山風景」畫片（12 張，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6 年 2 月） 

64. 「羅布林卡」明信片（13 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 年） 

65. 「蘇州の庭園」明信片（12 張，北京外文出版社） 

66. 「鶴的世界」圖片及資料（15 張） 

67. 「灕江」明信片（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68. 石玉順 編：「金殿」明信片（10 張，雲南科技出版社） 

69. 宋承志、馬榮華 編：「黃果樹瀑布」明信片（10 張，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2 月） 

70. 沈華琼 編：「鼓浪嶼風貌建築精品」明信片（11 張，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 年 6 月） 

71. 沈華琼 編：「鼓浪嶼倩影風姿精品」明信片（10 張，福建美術出版社） 

72. 青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編：「青島的街」明信片（10 張，青島出版社，2004 年 5 月） 

73. 青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編：「青島建築」明信片（10 張，青島出版社，2005 年 6 月） 

74. 青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編：「青島建築」明信片（10 張，青島出版社，2006 年 5 月） 

75. 浙江省永嘉縣風景旅遊辦公室 編：「楠溪江──溫州永嘉風光」明信片（8 張，中國旅遊出版社） 

76. 張劉、唐世龍 編：「世博園景觀之一」明信片（7 張，雲南美術出版社） 

77. 張劉、唐世龍 編：「世博園景觀之二」明信片（7 張，雲南美術出版社） 

78. 張劉、唐世龍 編：「世博園景觀之三──國際展園」明信片（9 張，雲南美術出版社） 

79. 張劉、唐世龍 編：「世博園景觀之四──雲南名花奇卉」明信片（10 張，雲南美術出版社） 

80. “A View in the Garden of the 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e” (Postcard, 3 pieces) 

81. “Shaoshan” (Postcard, 12 pieces) 

82. “Star Lake Lago de las Estrellas” (Postcard, 8 pieces)  

83. “The Chingkang Mountains” (Postcard, 10 pieces) 

84. “Une vue des célèbres Trois Gorges du Yangtse, Setchouan” (Postcard) 

 

二．日本、韓國 

 

1. 「長崎縣佐世保巿 NHV Hotels」明信片 

2. 「韓國民俗村」畫片（附手寫筆記） 

3. 「韓國最新美式園林（戰爭博物館）」畫片 

4. “Hotel New World” (Postcard, 2 pieces) 

5. “Korean Folk Village” (Postcard) 

 

三．馬來西亞、菲律賓 

 

1. 〔馬來西亞吉隆坡風光明信片〕（20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馬來西亞風光明信片〕（11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 “Club KonTiki” (Postcard, 2 pieces) 

4. “Funicular Railway of Penang Hill”(Postcard) 

5. “Guillemard Reservoir” (Postcard) 

6. “Hyatt Beach Resort-Kuantan” (Postcard) 

7. “Istana Besar Johor Bahru” (Postcard) 

8. “Kuala Lumpur” (Postcard) 

9. “Makapu‟u Beach” (Postcard) 

10. “Malaysia Cameron Highland” (Postcard, 2 pieces) 

11. “Malaysia Greeting From Malaysia” (Postcard, 6 pieces) 

12. “Malaysia Indah Kuala Lumpur” (Postcard, 9 pieces) 

13. “Malaysia Malacca” (Postcard, 2 pieces) 

14. “Malaysia Tioman Island” (Post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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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laysia: Panang Island” (Postcard) 

16. “Malaysian countryside” (Postcard) 

17. “Muzium Budaya of Malacca” (Postcard) 

18. “Novotel Penang Malaysia” (Postcard) 

19. “Penang Bridge” (Postcard) 

20. “Shah Alam Mosque” (Postcard) 

21. “Taman Negara, Pahang” (Postcard) 

 

 

6.4.2 歐洲 

 

1. 〔歐洲風光照片〕（2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歐洲風景資料剪畫〕（84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 “Jardins de Versailles” (Postcard) 

4. “Ne pazhin e Durresit” (Postcard) 

5. “Venice-Canal of Santi Giovanni e Paolo” (Postcard) 

 

 

6.4.3 美洲 

 

1. 〔大峽谷明信片〕（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美洲風景資料剪畫〕（44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 〔夏威夷風光明信片〕（7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4. “Aloha from Hawaii” (Postcard) 

5. “Hanauma Bay, Oahu” (Postcard) 

6. “Hawaii, The Big Island” (Postcard) 

7. “Na Pali Sunset” (Postcard) 

8. “Snow on Mauna Kea” (Postcard) 

9. “Smile, please” (Postcard) 

 

 

6.4.4 澳洲、新西蘭 

 

1. 「海港守護神──雪梨歌劇院與海港大橋」照片（20 張） 

2. 〔新西蘭風景資料剪畫〕（9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3. 「墨爾本」照片（9 張） 

4. 〔澳洲風景資料剪畫〕（53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5. “Auckland” (Postcard) 

6. “Canberra Australia” (Postcard, 7 pieces) 

7. „Canberra Australia‟s National Capital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Postcard) 

8. “City of Sails” (Postcard) 

9. “Greetings from Canberra” (Photos, 17 pieces) 

 

 

6.4.5 其他 

 

1. 〔叢林黑白照〕（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保羅．塞尚《奧維爾的農莊》1879-1880」畫片 

3. 「海恩．蘇丁《唱詩班男童》約 1927」畫片 

 

 

6.5 紀念品、證書及奬狀 

 

1. 「中國近代第一鎮──南潯」紀念襟章（2 個） 

2. 「廣東園林學會聘請朱鈞珍教授為廣東園林學會榮譽理事」證書（2002 年 12 月） 

3.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授予朱鈞珍教授之終身成就獎」獎狀（2013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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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其他庋藏 

 

1. 〔國畫書籤〕（2 張，文獻無題，本館代擬） 

2. 《李劍晨水彩藝術周曆──金彩人間》（2006 年，附手寫筆迹） 

3. 「朱鈞珍教授與親友往來書信」（6 封） 

4. 「朱鈞珍教授個人照」（6 張） 

5. 「姚珠珠從藝五十年──邊走邊舞」光碟 

6. 「胡秀英教授贈予朱鈞珍教授之植物標本」（附註解） 

7. 《泰山頌──楊辛書法藝術展》 

8. 「區域市政局──木棉書籤」 

9. 「問鼎世界」光碟 

10. 王世襄致朱鈞珍教授賀咭（5 份） 

11. 胡永旭 編：《中國古園林風光周曆》（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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