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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曾經有一
句名言：「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
好。」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在國家恢復
對香港行使主權的這些年間，特區政府積極參與
國家事務，在未來香港將進一步投入國家發展大
局當中。香港在國家發展當中會扮演什麼角色，
以及發揮什麼功能，作出什麼樣的貢獻，將會是
香港未來發展的關鍵。
在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主題1「國家情況與國

民身份認同」，其中一個學習重點是「香港特別
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裨益及貢獻」。在教育局
發布的課程及評估指引當中，這學習重點就着
「裨益」有以下描述：「裨益：國家支持香港發
展的政策；讓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優勢。」
也就是說，國家通過政策上的支持讓香港得以發
展，也令香港的「一國兩制」具備更獨特優勢。
因此，老師在課堂上教授以及學生在學習相關

課題內容時，先要清楚掌握相關的邏輯和關係。
簡單而言可從兩個方面去分析，第一是為什麼國

家發展需要香港；第二就是香港如何在國家發展
過程中得益。要了解為什麼國家發展需要香港參
與，就要了解香港本身的獨特之處。
眾所周知，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文簡稱基本法），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
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基本法這份憲制性文
件，可能很多香港人未必能完全了解，當中很多
條文反映中央政府賦予特區政府的權力，其實是
非常大及特殊。
以經濟方面為例，香港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

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
事項，同時又可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不實行
外匯管制政策。港幣自由兌換。繼續開放外匯、
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又保障資金的流動和
進出自由。（詳見基本法第五章）在「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方針下，香港經濟制度上高度與
國際接軌，其自由開放程度，內地沒有一個城市
可以相提並論。即使是其他國家，在領土內出現
兩種獲國際認可的貨幣也是十分罕見。
基於這種獨特優勢，國家一直以香港作為「走

出去」、邁向國際的大門。無論在回歸前抑或今

時今日，香港既是內地企業主要上市集資地，也
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提供全面的人民
幣計價金融服務，包括清算、結算、融資、資產
管理和風險管理等。在可見未來，隨着中國國力
不斷上升，經濟規模進一步擴大，特別是粵港澳
大灣區高速發展，香港可盡展其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優勢。在這
個大趨勢下，香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所得到的，
就是香港發展的新動力。

上文僅以經濟方面為例，分析香港在國家發展
當中、通過「一國兩制」能夠發揮的功能。事實
上，香港在其他領域上包括文化、科技、國際仲
裁等多方面也有類似的獨特優勢。因此，老師在
教授「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裨益及貢
獻」內容時，單從機遇及挑戰的角度去探討這課
題，可能不夠全面。必須讓學生充分了解香港在
國家發展當中會扮演着什麼角色，以及為什麼香
港能扮演這樣的角色，而不是其他內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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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已經踏入6月，由於校內多於九
成學生和教職員完成兩劑接種疫苗，能夠
恢復全日面授課堂，看見校內不少老師除
忙於教授學生及批改課業外，亦嘗試為學
生安排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在與老師討
論那些活動時，雖說校內已經恢復面授課
堂，但經歷過年初疫情數字上升而提早安
排假期，加上5月半天面授的緣故，學生學
習心態需時間調節，課時亦較為緊張，所
以在安排其他學習活動時，學校能夠安排
的日數非常有限，只能小心處理。
在與其他老師討論時，都煩惱於如何讓

學生參與活動，又確保他們能夠結合及聚
焦學習內容，並應用於不同活動。以中四
級為例，我們在討論時，先參照《公民與
社會發展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公民科的
課程宗旨在於幫助學生加深了解社會、國
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及相關的知識內
涵，在多元社會中傳承中華文化傳統，加
深個人對中國國籍和中國公民身份的了解
和認同，同時欣賞、尊重和接納不同的文

化和觀點。由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7
月2日起向公眾開放，我們正好可以為學生
安排參觀，期望加強學生學習中華傳統歷
史文化的氛圍，培養學生對國家的感情及
國民身份認同。
在參觀學習前，學生須對該課題有基本

的認識，才能夠在參觀時掌握觀察要點。
例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背景、特色，
我們因應學生的學習特質及能力，在參觀
前為他們提供不同的閱讀材料及講座活
動，並讓他們在網上搜集有關博物館的資
料，推動自主學習及自主閱讀的能力，提
升研習技巧，為將來進行學生專題作好準
備。另外，由於博物館展出文物眾多，在
有限的參觀時間內未能一一細看，學校可
以利用周會為學生安排講座，嘗試邀請合
適人士為學生講解，讓學生進一步了解博
物館內哪些地方或館藏為優先參觀的地
方，提升參觀的學習效能。
在教材方面，老師可進行事前考察，了

解各主題展及場地狀況，並按照學生學習
特質，設計包括參觀前準備、參觀活動當
天學習任務、參觀後延伸學習及反思，以
便協助學生進一步認識中華文化傳統及國
民身份認同。

參觀時間有限 事前做足準備

嚴重霧霾、河流污染、土地沙化，曾經
是很多人對中國內地的印象。不過，國家
近年來推動社會全面綠色轉型，在生態環
保領域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
「天藍、水清、地綠」，是中國老百姓

最直觀的感受。自2013年起，內地決心治
理霧霾，以壓減燃煤、控車減油、治污減
排、清潔降塵等為工作重點，打贏了「藍
天保衛戰」。曾經十面「霾」伏的北京，
在2020年連續322天沒有霧霾。
在防治水污染方面，國家近年來全面推

進長江保護修復、渤海綜合治理、水源地
保護、城市黑臭水體治理，同時建成了一
批美麗河湖、美麗海灣。在西部和北部地
區，國家通過大規模植樹造林、退耕還林
等工作，成功遏制了荒漠化擴展態勢，實
現了從「沙進人退」到「綠進沙退」的逆
轉。
環境保護需要全民參與。上海自2019年

7月實行「史上最嚴」的生活垃圾分類條
例，社區居民養成了良好的垃圾分類習

慣，自覺維護公共衞生。國家又大力提倡
「光盤行動」，希望減少「舌尖上的浪
費」，同時減輕對自然環境的負擔，節約
糧食逐漸成為社會共識。
從曾經的碳排放大國，到如今推動實現

「碳達峰」和「碳中和」的負責任大國，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
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突破10億千瓦，
水電、風電、光伏發電裝機均超3億千
瓦，清潔能源消費量佔比提高到25.5%。
長江幹流烏東德、白鶴灘、溪洛渡、向

家壩、三峽和葛洲壩6座水電站構成了世
界最大清潔能源走廊，年平均發電量約
3,000億千瓦時，相當於每年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近2.5億噸。
中國在致力於保護本國環境的同時，更積

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在「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中國叫停所有煤電項目，積極參與外
國的清潔能源項目以及綠色交通建設，讓各
國合作在經濟和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在保護環境這個全球議題上，中國正從

被動轉為主動，承擔更多責任。「當代中
國」多媒體平台推出《綠色新視野》系列
短片，帶領讀者了解更多有關中國綠色轉
型背後的故事。

推動社會綠色轉型
達至天藍水清地綠

國脈搏中
隔星期一見報

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推動香港未來發展
好公民科學

魏文輝老師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作者：郭立新

簡介：以獨特視角展現當代中國的發展趨勢和人情事物，帶領
讀者全新感受當代中國。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作者：羅公明

簡介：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高
中通識科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工作。

據傳統典籍記載，早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
期，飲茶風俗就流行於南方地區，那時人們
還多飲用野生茶。到了唐代，隨着飲茶風俗
盛行，茶葉的種植與生產亦成為當時社會活
動之一。唐代飲茶風氣，開始盛行於開元、
天寶時期。其時陸羽撰《茶經》一書，雖僅
八千餘字，卻對唐代茶葉的產、製、煮、器
具等都有詳細的說明。
中唐學者封演在其筆記《封氏聞見記》

卷六〈飲茶〉中曾有一段關於唐人嗜茶情
況的文字：「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
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
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
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城市多開店舖
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
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
甚多。……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溺
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
流於塞外。」可見唐代確實是「茶道大
興」，飲茶之風遍及全國，遠至域外。
尤須注意的是日本僧人圓仁所著《入唐

求法巡禮行記》的記載。盛唐以來，「茶
道大興」，飲茶之風遍及全國，圓仁在中
原求法九年的過程中與「茶」常有接觸，
因而對中晚唐社會「飲茶」之俗多有記

述。書中關於「茶」的記載多達46次，而
其中對用茶情形的描述佔一半左右。值得
注意的是，圓仁對於唐人用茶的表述有
二：一是「喫茶」（17次，另有「茶飯」3
次），另一是「啜茶」（5次）。「喫」、
「啜」二字都是表達用茶的動詞，卻反映
出了唐代在茶葉種類、製茶方式和飲茶方
法等方面的不同情形。
在記裏解釋何謂「喫茶」與「啜茶」。

「喫茶」特點在於食用「茶葉」。起初是
直接生食茶樹鮮葉，後來發展到生煮或曬
乾後做羹湯食用。值得注意的是，《全唐
詩》 收錄了開元年間詩人儲光羲的〈吃茗
粥作〉，其中提到︰「淹留膳茗粥，共我
飯蕨薇。敝廬既不遠，日暮徐徐歸。」
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在盛唐以前，人

們還保留看「吃茗粥」的飲茶習俗。《膳
夫經手錄》亦載：「茶，古不聞食之，近
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
可知茗粥是一種用茶粉煮的粥，亦稱「茶
粥」，是「喫茶」的原始方法。
而「啜茶」，今天俗稱「飲茶」。北宋

蘇軾有〈啜茶帖〉傳世。南宋詩人陸游有
詩〈啜茶示兒輩〉：「圍坐團欒且勿譁，
飯餘共舉此甌茶。麤知道義死無憾，已迫
耄期生有涯。小圃花光還滿眼，高城漏鼓
不停撾。閒人一笑真當勉，小榼何妨問酒
家。」足見「啜茶」之風起於唐朝，援及
南宋，延續至今依然熾盛。

唐人嗜茶多記載 採食茶葉作羹湯
仁手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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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永生博士

◆白鶴灘水電站位於雲南省和四川省交界處金沙江幹流河段，完全由中國自主設計、製
造、安裝。 作者供圖

◆曾經十面「霾」伏的北京，在2020年連續322天沒有霧霾。 作者供圖

作者簡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
教授、中國歷史研究與教學中心主任

◆◆香港既是內地企業主要上市集資地香港既是內地企業主要上市集資地，，也是全球最大也是全球最大
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圖為香港交易所圖為香港交易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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