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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承中國文化，關愛新生代為
宗旨的「立橋親子教室」於剛過去
的萬聖節舉辦了一場中西合璧的
「中國畫．萬聖節特別體驗日」活
動。由國家高級美術師仇振霖帶
領，讓青少年以「萬聖節南瓜」為
題體驗中國畫，他們可從鑒賞及創
作中領略中國傳統文化風情，亦符
合青少年節日追求潮流及趣味的心
態。活動已於上周六、日率先舉
行，本月周末會持續開放，家長和
青少年可前往立橋人壽財富管理
中心中環旗艦店參與。

古廟可成教材 港青趣味識史
港史文研會會長難忘童年寨城「跳天台」問「可知侯王廟拜哪位神？」

認識中華傳統文化是國

民身份認同的核心，而本港經

過近年政治風波及黑暴衝擊

後，加強中華文化、歷史以至

國情教育更是刻不容緩。身為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創會會長的邱

逸，自小在九龍寨城附近長大，見證着城寨從「罪惡溫床」到現

在家長們趨之若鶩的名校校網區；而離寨城不遠的侯王廟，亦是

滿有故事的地方。在邱逸眼中，這些歷史建築、廟宇，正是最好

的「教材」，讓年輕人明白歷史文化並不是沉悶的學科，而是鮮

活又有趣的歷史寶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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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受適齡學童人口下
降、疫情令跨境學生來港困難等因素影響，有學校
面臨縮班或停辦。教育局表示，經9月點算學生人
數後，確認兩間公營中學於本學年只能開辦1班中
一，校方須向局方申請學校發展方案，包括由辦學
團體注入額外資源、與其他學校或機構合辦課程、
與其他學校合併、進行特別視學等以爭取繼續營
辦。
教育局9月底公布，經9月點算在學學生人數後，
相對3月批核的2021/22學年總班數，全港公營學校
共減少15班小一及8班中一，共涉減23班，相較去
年同期只減6班小一或中一，需減班數字大增17
班。

人口無回升跡象
局方近日進一步指出，有2間公營中學於本學年

只能開辦1班中一，兩間中學都不是官校。據了
解，局方近日與辦學團體會面，其中一項建議是將
收生不足的屬校合併。局方考慮到今次人口跌幅是
結構性，不見回升跡象，認為讓學校逐步停辦，較
一次過大減學校的震盪為小，而政策應以教育質素
為先，並不是為了「保老師」而推行小班教學。
小學方面，教育局未有提供開辦1班小一的學校

數目，局方解釋小學的學制及課程編排與中學不
同，包括沒有如高中般的選修安排，故即使開辦1
班小一的小學，亦毋須向教育局申請發展方案。

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是中學文憑考試的核心
科目，着重建立學生穩固的知識基礎，透過課程
的三個主題而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以拓闊學生
的視野，並培養慎思明辨能力、正面價值觀及國
民身份認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再者，公民科
在文憑試只設「達標」及「未達標」，正好憑藉
公開考試壓力相對較少的優勢，配合適當的學與
教策略和學材，促進學生理解課程內容，令他們
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經歷。
公民科剛在本學年開始推行，在此關鍵時

刻，教師宜重視每節課堂的規劃和設計，聯繫
學生在初中階段已學習的知識，適當地將教學
課題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應可促進他們理解
及掌握需要學習的知識。
教師在教授「『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時，必然涵蓋「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基本法的
頒布歷程。教師可建基於學生在初中階段已掌
握的基礎知識，包括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憲制關係，以及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的重
要性，從而設計學習活動，例如要求學生閱讀
相關的歷史資料和安排延伸學習，幫助他們思
考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意義，並深入了
解基本法如何落實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
針，以保障「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此外，教師亦可運用日常生活的例子，例如
所使用的貨幣、香港選手參與國際體育賽事所
使用的名義，讓學生具體掌握「一國兩制」的
內涵，以及基本法對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
性。

在涉及「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這課題，
教師不妨帶領學生參觀不同文化機構，以及參與
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技藝工作坊，讓他們
通過親身體驗而建構這些經歷的意義。
早前的中秋節，正好讓學生欣賞傳統燈籠的

製作特色及中秋節習俗，讓學生認識在香港這
處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社會當中，傳
承中華傳統文化有其積極意義，並從文化傳承
的角度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公民科已推行兩個月，教學大致順暢。由於
課程的各個主題必須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
處理，教師需在中四級讓學生先行認識「一國
兩制」下的香港。
我建議同工配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及生活化

的學習情境，讓學生了解和感受「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情況，並欣賞傳統中華文化及技
藝的可貴之處。謹此呼籲各位同工在課程規劃
策略方面多加嘗試，共同提升公民科的學與教
效能。

●傅潤偉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助理校長
簡介：本欄由教育局統籌公民科前線教學與

課程人員撰寫，剖析科目推行情況及分享教學
體驗，每月首個星期二隨本報教育版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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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歷史學者，邱逸認為一些中學老師對
香港歷史意識很薄弱，部分人會將歷史牽扯
入政治，卻對香港整個歷史不甚了解，「過
去的社會運動等，能看出很多年輕人、老師
對中史的態度，是整個中國歷史、香港歷史
教育出了問題。」他建議，需要對所有負責
教中國歷史的中小學老師進行再培訓。

教育前提都是立場
邱逸分析指，目前香港歷史大概分為三個

不同視角，一批是外國人寫西方的觀念，一
批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或之前，南來文人寫
的舊式中華視野，另外一批就是年輕學者視
角。其中有些年輕學者是以「大香港」的觀
念認識本地歷史，用近乎「港獨」的視野寫
香港歷史。
邱逸建議特區政府需要出統一教材，「所

有教育的前提都是立場」，而歷史分兩部
分，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歷史教育其實就
是教學生從什麼立場思考問題。

邱逸提到，有些香港人認為自己「不是中
國也不是西方」，心底卻尤其傾向西方，長
期來講，等於頭和身分開且相反，「一定會
將自己撕裂。」他強調，中史教育重視思考
角度，歷史應教同學對國家的自豪感，「如
果追本溯源，會發現香港的發展歷史，最遠
可以達到新石器時代大嶼山發掘的文物，它
告訴我們香港的發展與珠江口一脈相承，香
港和祖國的關係不可分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
長、創會會長邱逸，原來於
1994年入讀香港大學經濟金
融學院，但因鍾情文史，後轉
攻港大中文系，是該學系由商
轉文的第一人。
大學畢業後，他留校任助

教，專注研究宋史；在攻讀碩
士期間，由於表現突出，港大
研究院將其題目破格升為博士
研究，使邱逸成為港大中文系
第一位沒有碩士學位的博士
生。
邱逸的工作經驗豐富，曾任

職報社，擔任評論版編輯，並
在報章上評論財經及國際問
題。他又先後擔任中學、大學
老師，現為是中國文化研究院
院長，一直以不同身份推動歷
史教育及中華文化。
他表示，當年在中大教書

時，想幫志同道合的歷史學生
申請歷史研究計劃，於是建立
了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該會
主要工作正是研究香港史與中
國史彼此的關係、香港客家
史、香港近代史，並將研究成
果出版，平均一年出版一本。

他撰寫了一系列香港史相關的作品，例
如《皕載自強－英華書院二百年校
史》、《樂善啟德．歲月龍城》、《龍的
心－九龍城區歷史古蹟導賞》，也有研
究香港客家文化的《古樹發奇香－消失
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香港鄉土變遷的
《梅窩百年－老村、荒牛、人》、介紹
抗戰老兵的《戰鬥在香港－抗日老兵的口
述故事》等。
為推廣中華文化，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

會舉辦學生講座、為中文大學的學生提供
考察及實習，更會搞本地免費導賞，「讓
古蹟說話」，希望為傳承歷史知識作出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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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香港史 老師應再培訓

今次訪問集合地點，是九龍城的法
定古蹟侯王廟，至今已有二百多

年歷史。邱逸分享指，小時候家住侯
王道，對侯王廟根本沒有認識，「第
一次參觀，只覺廟很小，也不知道當
中拜什麼神」，誤以為廟中供奉的是
「姓侯的王」。

「侯王」是誰 眾說紛紜
其實侯王廟緣起眾說紛紜，有指
「侯王」本名楊亮節，是南宋國舅。
南宋末年，蒙古人來犯，楊保護帝昰
及衛王（日後的宋帝昺）南逃，輾轉
抵達今日的東九龍，他雖身患重病仍
英勇抗敵，後病歿，鄉民念其忠勇故
立廟奉祀。楊生前封侯，死後封王，
所以該廟叫「侯王廟」。另有指侯王
為楊二伯公，因曾顯聖救帝昺，後人
立廟紀念。
邱逸回憶指，上世紀九十年代時的
侯王廟還未經過修繕，非常破舊。當
時他對廟中碩大的「鶴」字印象最深
刻。長大後，他走上研究歷史之路，
知道侯王廟供奉楊亮節只是其中一種
說法， 侯王廟是為祭天而設，具體
是誰建的、目的是什麼卻說法不一。
此外，從侯王廟的修復，亦反映了香
港的古建築保育情況。該廟最近一次
翻修是 2014 年，整座廟宇新之又
新，已不見歲月的痕跡，「修舊如舊
是很難的，一是資金不夠，且修繕一
次需要很多對古建築了解的工人，還
需根據資料及歷史去做。假設建築物
有百年歷史，修復是修至百年前的樣
子？抑或是三十年前？還是最風光的
時候？」這都要再三斟酌，「見到它
什麼樣保留什麼樣，尤其是缺的爛
的，修繕時要跟建築的時間走，有窿
不能填。」他認為在香港，文物保育
不僅缺乏資金、人力，亦較難得到市
民支持。

邱逸帶着記者由侯王廟漫步到九龍
寨城。1898年，英國強迫中國清政府
簽訂關於「租借」九龍的條約《展拓
香港界址專條》，其後九龍寨城為清
駐港機構，清朝滅亡後變成了「三不
管」地帶。

環境惡劣 黃賭毒黑
邱逸指九龍城有很多故事，其中寨
城當時環境惡劣，黃賭毒黑進駐其
中。當時他6歲，在他眼中「那是一
座圍城，六萬幾人活在約 70畝地
裏」。他讀半日制小學，放學後就去
寨城「跳天台」，「寨城的樓宇都是
6層到8層，樓與樓之間很密集，我
和朋友在樓頂的天台來回穿梭，既危
險又刺激，而在寨城裏迷路也是常
事。」家長都不讓孩子去寨城，覺得
太危險，但他和小夥伴總愛跟着住在
寨城的同學偷偷去玩。
當時，啟德機場還在使用，每日約
十多架飛機飛過，嘈吵得很，「但如
果夜晚去機場散步，會看到很多年輕
人在機場內讀書，可以說是一大盛
景。當時學校、家中都沒有冷氣，機
場冬暖夏涼，大家就把機場當成了自
修室。」至於機場附近的食肆總是有
很多人光顧，以往流行接機和送機，
送機後在九龍城吃大餐；一開始以潮
州菜為主，後來泰國菜流行，九龍城
多了很多泰菜館，亦有不少泰國人進
駐。至1987年九龍寨城開始清拆，
直到1993年才拆完，僅留下衙府及
南門遺址。清拆期間，老鼠都在亂
跑，可見寨城鼠患嚴重。
邱逸總結道，九龍城最有趣的地方

是自古到晚清，一直都是教育水平很
低及富人不願意居住的地方，但經過
上百年的發展，已變成知名校網區，
不少富裕家庭為孩子的讀書事宜而搬
來九龍城住，可算是滄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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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王古廟在2014年修繕一新，已不見歲月的痕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如今的九龍寨城已被清拆，惟有模型還保留着幾分舊時模樣，邱逸手指城寨的方位為記者
講述昔日的歷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學生可在中秋節欣賞傳統燈籠的同時，認識
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積極意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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