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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中電鐘樓文化館
香港有兩個鐘

樓，一個在尖沙咀
天星碼頭旁，叫做
前九廣鐵路鐘樓；
另一個在亞皆老街
一四七號，叫做中
電鐘樓，兩座鐘樓
都是本港地標。前
者落成於一九一五

年，迄今有近一百一十年歷史。昔日
從廣州搭列車南下香港的旅客，在尖
沙咀火車站下車，當時的鐘樓是九廣
鐵路火車站一部分，這座鐘樓可以稱
之為歷史的見證者，被列為法定古
蹟。後者於一九四○年建成，也有八
十多年歷史，屬一級歷史建築。中電
與內地的淵源更早，一九○一年中電
在廣州擁有第一間發電廠，同年在香
港註冊成立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兩年
後，中電位於紅磡漆咸道的首座發電
廠正式投入服務，發電容量為七十五
千瓦。亞皆老街的鐘樓建成之後成為
嘉道理家族的中電總部，直至二○一
二年。後來中電把鐘樓活化成為中電
鐘樓文化館，去年五月開始向公眾免
費開放，這座歷史建築成了歷史的講
述者，和窺探未來生活的文化窗口。

上周五香港新聞聯理事會一眾成
員到中電鐘樓參觀，得到新聞聯特邀
理事、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女士
及其團隊的熱情接待。這座佔地八百
七十平方米的文化館保留鐘樓獨特的
外貌和建築風格，內部保育設計別具
匠心，規模不大但內容豐富，地下和
一層設有 「電力世界」 、 「我家故
事」 和 「人為．非遺」 三個展區，當
中 「電力世界」 又分為 「撫今追昔、
放眼未來」 、 「規劃之道」 和 「可持
續未來」 三個部分，透過歷史照片和
文物，以及互動設施和多媒體展示，
演繹 「珍惜過去，敢創未來」 的理
念。例如一九○一年中電在廣州的發
電廠和一九○三年紅磡漆咸道發電廠
的照片充滿歷史滄桑，一幅去年七月
啟用的（中電與港燈合作）海上液化
天然氣接收站的照片則是滿滿的時代
感。當眼處見到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時
任中電主席羅蘭士嘉道理的照片，時
為一九八五年一月，老嘉道理到北京

簽署大亞灣核電站合營企業合同。
導賞員特地抽出一幀舊照片向我

們介紹，這是一張一九七九年五月二
十三日中電發給位於廣州的廣東省電
力公司的電費單，雖然是翻拍，但電
費單列出的各項收費錢碼清晰可見，
寫明供電地址為深圳，背面還有一段
中英文 「附註」 ，寫明 「如任何一個
月內用電量低於二萬度時，則電費依
普通價目辦法收費，但最少須繳電費
二百五十元」 。電費單上中電的地址
是九龍亞皆老街一四七號，就是中電
鐘樓。這張泛黃的電費單記錄當年第
一批港資企業參與內地改革開放的一
段歷史，也為後來中電參加大亞灣核
電站建設和合作經營奠定基礎，可視
作今日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濫
觴。今天，中電在內地的合作夥伴遍
布廣東、廣西、雲南、江蘇等多個省
市。

中電鐘樓文化館不僅講述歷史，
更着眼未來，不僅介紹電力知識，更
重視綠色生活價值觀。作為企業主辦
的公益性文化館，與一般官方同類型
場館最大的不同，是較少嚴肅的學術
解說、較多一些互動和場景體驗，不
同年齡的觀眾來這裏參觀都不會覺得

太悶。導賞員在一個 「平衡能源政策
三重挑戰」 電子屏幕前邀請參觀人士
嘗試做互動，按一下 「開始」 ，屏幕
出現一個不等邊黃色三角形，最長一
邊是 「保護環境」 ，分數是一百／一
百，其次是 「可靠及安全的供電」 ，
得分六十六點七／一百，最短一邊是
「合理電價」 ，分數為三十三點三／
一百。導賞員解釋說，中電在 「保護
環境」 和 「可靠及安全的供電」 兩個
方面表現卓越及良好，但在 「合理電
價」 方面挑戰最大，需要更加努力滿
足市民降低電費的期望。透過一個小
小的多媒體互動設計，達到講好中電
故事的效果，而且宣傳環保的價值
觀，以及穩定安全供電的重要性，這
種做法值得媒體同行學習。

如果說博物館是一座城市文化底
蘊的鏡子，鐘樓文化館則是中電這家
百年老店企業文化的一面鏡子。香港
的百年老店本就不多，百年老店而願
意設立公益性質的文化館博物館的，
更是少見，而企業設立博物館的做法
無論在海外還是內地都並不罕見。或
者，特區政府要鼓勵更多的大企業，
透過各種形式展示企業文化，支持本
地文化事業。

藝術與時間的
關係是什麼？從前
藝術作品需要很長
時間去構思和製
作，如雕刻一座雕
塑、畫一幅油畫。
也有一些藝術形態
是即時性的，例如

中國書法的行書與草書，就是要一氣
呵成，把作品即時呈現出來。

時間與藝術的關係密切，藝術需
要時間去呈現。時間觀念因不同年代
而異。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所處的文
藝復興年代，畫一幅油畫可能需要以
年計算的時間，當然現在用手機拍照
的速度快很多。觀賞藝術的方式也在
改變。以前我們可以坐在畫廊裏花一
小時觀賞一幅晝，古人甚至拿着水墨
手卷慢慢細味。不只是時間上的改
變，人們與藝術作品的距離也在改
變。中國古玩，一個 「玩」 字，就是
凸顯古人把玩藝術品這一特點。再
如，賞書法的時候，可以近距離觀看
水墨的深淺；置身園林，用眼睛去感
受空間的細節；這些都說明藝術與人
的密切關係。

到了智能手機年代，藝術的創作
和觀賞方法已然不同。藝術彷彿變成
一種快感：流量的快感、競投價格的

快感，就像NFT（非同質化代幣）只
以藝術為名的金錢快感。快感也成為
了今天當代藝術的一個主題，它的目
的只是要帶來快感。這些快感和以前
藝術追求的細水長流人民精神，截然
不同。

有些人對此感可惜，感慨不應該
變成這樣。然而，時間的演變總會令
藝術觀念隨之改變。在筆者看來，如
今當代藝術面臨的困局之一，是時間
越來越快，生活空間卻越來越小，人
們根本沒有更多空間和時間去感受及
體會藝術和自我的關係。今天許多人
着重藝術的投資價值，多於藝術價值
本身。每年在全球各地舉行很多不同
的藝術活動，數量不少，標榜的是金
錢價值。今天用AI（人工智能）去創
作藝術，可以短時間內完成。藝術創
作變成AI這個新模式，未來或許根本
不需要藝術家的存在。AI透過藝術資
料數據衍生出一種新模式的藝術，而
且這種藝術可以永遠不停在變。AI繪
畫、AI作曲、AI寫小說，已經變得有
可能。

藝術和時間的主體是人。從前人
創造藝術，但當藝術不是由人去創
造，而是由非人類創造的時候，這些
藝術的價值是不是只是數據上的價值
呢？

藝術與時間

家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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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離家，見到樓下的不知名大樹葉子
一夜之間由綠變紅，提醒我香港的楓葉到了
換上紅裝的時候。家在屯門，捨遠圖近，決
定到元朗大棠感受一下秋意。

是日也，天朗氣清，短暫嚴寒方過，宜
登山。往大棠專車上擠滿乘客，下車後滿眼
是人，還有狗、鸚鵡和蜥蜴陪伴主人出遊。
可喜同路人多，不會寂寞。難得美景，多人
欣賞，就是對大自然的答謝。根據指示牌的
告示，以下車處為起點，走到楓樹所在地得
花上大約一個小時。一道石梯帶領遊人登
山，梯級之間距離大，抬腿跨上一級就像攀
升一層高台。石梯級狹窄，同時多人上落，
不方便停留休息，我咬緊牙關，抖着腳步，
低頭緊緊盯着地面，只管往上爬。

賞楓的人腳踏實地，老老實實一步一腳
印；騎士卻是一身專業衣着和裝備，騎着爬
山單車，一人一騎，在上坡路上逆地心吸力
往上飛升。騎士都是衣衫單薄，行人卻是盡
展四季衣裳，有人短衣短褲，有人穿薄外
套，甚至有人穿羽絨服。我走不了十分鐘，
已經渾身發熱，汗流浹背。樹枝都是靜態

的，一點風也沒有，感受到夏天的溫度了。
途中我遇到一位男士畫畫，大自然從來

都是畫家的寶庫。他以樹叢為對象，聚精會
神繪畫。有人圍住他觀看，我也湊熱鬧看了
一會，只認得他用的是水彩。

沒有留心走了多少時間，終於見到前面
有人停下來，表示紅葉出場，引人停步拍
照。我放眼看去，路旁矗立滿枝綠葉的樹
木，一帶綠油油的，覺得些許失望，不過隨
即發現萬綠叢中一點紅，有一、兩棵樹上掛
着紅葉，陽光穿透枝椏，閃閃爍爍，樹葉顯
得特別出色。其實那堆顏色與放肆的艷紅仍
然大有距離，顯得含蓄，略嫌靦腆。認定那
顏色是紅色，並不準確。大概是橙色，或者
是帶着黃色的淡紅。只是在密密麻麻的綠色
的對比下，未臻成熟的幼嫩微紅躍升主角，
成為渴望見到紅葉的人爭相用作照片背景的
對象。遊人紛紛佔據位置，擺出姿勢拍照。
人多地窄，模特兒排隊等候。所有人都講禮
貌，耐心等待，秩序良好。當然我也拍下不
少照片，紀念到此一遊。

我們繼續往前走，不多久見到濃烈的紅

色，那方土地的紅葉更為旺盛，吸引更多人
聚集。我懷着一點興奮心情，加快腳步走
去。這片地方比較寬敞，一堆紅葉樹彼此挨
挨擠擠，頭貼住頭，手勾着手，密匝匝地交
纏成為一道紅色風情。這個區域的楓樹，幾
乎所有葉子都已經轉成紅色，壓在枝條上。
這份紅色是剛剛學會發揮熱情的紅，仍然未
能全然放開懷抱，肆無忌憚地向人傾倒熾
烈。給它們一點時間吧，不多久就可以成大
器。拍照的人多，紅葉樹供不應求，我消耗
不少耐性，才佔領到樹下一個小範圍，一旦
站穩陣腳，就不住拍照。

有人在地上拾取紅葉，兩根指頭拈着，
用作拍攝道具；也有人把葉子別在頭髮上做
裝飾，創造一個充滿秋天味道的形象。我也
學着人家撿紅葉，只是蹲下來找尋了半天才
找到一片算是完整的，湊合拍幾張秋色照
片。

紅葉樹確實不多，還沒有成為氣候。要
浸沉在漫山遍野的紅光中，講求時機。這次
我們去得太早，看得太少，一定要安排時間
再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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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鐘樓文化館位於九龍亞皆老街。 資料圖片

農曆龍年將至，一座巨型
「龍」 雕塑亮相四川成都太古里
商業街區，吸引市民觀賞拍照。

中新社

實事求是地
說，來德國這些
年，兒子和女兒從
小學讀到初中，我
幾乎沒見他倆回家
做過家庭作業。

以前他倆讀小
學的時候，我就想
小學生嘛，多玩玩

也沒事。到了中學，還沒有作業，我
便有點心慌了。畢竟，看身邊的柏林
朋友家小孩們作業不少，他倆同學的
家長偶爾也抱怨說家裏小孩作業做不
完。這是怎麼回事呢？

最近開了家長會，又和小孩以及
身邊的朋友們聊了聊，才揭開這個
謎。

首先，德國不論小學還是中學，
都是有家庭作業的，只是不同學校的
作業量不一樣。比如說，國際學校的
在校課程時間相對較長，每天下午四
點才下課，所以有很多練習和解答都
會在課堂上完成。相比之下，不少公
立學校下午兩點半三點便下課了，需
要回家完成的課後作業相對來說就要
多一些，因為學生的課餘時間也多一
些。

說起作業量，德國每個州的教育
部門都有自己的相關規章條例。不過
總的來說，對作業量的要求都集中在
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時間限制，比如說小學高
年級到初中，每周的作業總時間不能
超過一百二十分鐘，高中不超過一百
八十分鐘。要特別說明的是，所謂的
「作業時間」 都需要合理安排在周一
至周五，理論上來說周六和周日以及
節假日學生是 「不應該」 寫作業的。
除了對學生作業量的要求，對於老師
檢查的時間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學校

也不希望老師花過多的時間在檢查學
生作業上。

第二是作業的形式。學生作業不
僅限於書面作業，也包括了一些活動
安排，參加一些講座訪談，或者是參
觀博物館之類的。也有需要學生組成
小組來完成的合作課題，有時是做手
工的，有時是用電腦做演講稿等等。
總之，作業的形式還挺豐富的。

第三便是作業的難度和內容限
制。首先老師布置的作業必須跟近期
教學內容相關，並且必須是課堂上講
解過的課題，學生應該有獨立完成這
個作業的能力。

對於老師來說，布置作業也是一
門學問，不僅量要合適，難度也要恰
到好處。然而，對於家長和學生來
說，收到同樣的作業，反應卻完全不
一樣。

比如說，有一些家長就會要求學
校布置多一點作業，說從來沒看到小
孩做作業。一問，小孩說作業已經趁
在學校的課間完成了。能在課間就完
成的作業量，是不是有點少？

另外的家長卻有不同的意見，說
家裏小孩每天在寫字枱面前坐一兩
個小時作業都沒寫完，真是頭疼。
但他們又很糾結不知道該抱怨學校
作業多還是該批評自己的小孩過於磨
蹭。

後來，很多老師便會 「靈活」 布
置作業，一部分是硬性要求必須完成
的，另一部分是自願完成的。於是，
愛做作業的學生和不愛做作業的學生
都高興了；發愁小孩作業多的家長和
擔心小孩作業少的家長們也都滿意
了。

總而言之，不論作業多還是少，
學校和老師都希望學生熱愛學習生
活，享受他們豐富多彩的學生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