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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以中國人為主體的城市，但長久以
來，這個小地方都是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交
匯處，各地文化匯集於此，形成一個擁有多元而
獨特文化的城市。隨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逐步實
現，作為重要元素的中華文化也越來越重要。作
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又應如何了解中
華文化在香港的體現及傳承呢？
在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主題1「香港社會的多
元文化特徵」，其中一個學習重點是「形成香港
社會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特徵的因
素」，當中兩個討論方向分別是「香港的發展概
略」和「中華傳統文化與不同文化的融和對香港
社會的影響」。在相關的補充說明中有以下描
述：「香港是一個以中國人為主體的城市，中華
文化在香港傳承發展」、「香港是一個開放、包
容的國際化大都會，不同族裔融和共處，促進了
香港的多元文化的發展」。
相信各位老師和同學都在香港生活良久，自然
知道香港社會有兩個特色：城市居民以中國人為

主；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然而，老師在公民科的
課堂上，應該如何突出這大家早習以為常的中華
文化元素呢？早前筆者請教了一位資深中國歷史
科及通識科的老師，他的其中一個想法值得深
思，就是中華文化在香港與現代化的關係。
簡單而言，現化代的意思就是與社會同步發展

的一種狀態。過往每當提及中華文化時，大家必
然想到傳統的禮節習俗，或相關的事物。在以往
高中通識科課程中的單元三「現代中國」裏，提
及很多傳統文化習俗會因社會進步而有所改變，
部分文化在保留傳統特色及精神面貌之餘，也會
加入新元素迎合現代社會，稱之為「創造性轉
化」。
事實上，這種轉變在香港社會非常常見，無論

是大坑舞火龍，抑或是長洲太平清醮，舉行的目
的和過程既有傳統文化精髓所在，又會加入新元
素（通常是簡化過程），例如長洲太平清醮中的
搶包山，基於安全理由從傳統的島民搶包變成攀
爬競技。特別的是，這種創造性轉化的情況，同
時也會吸收其他文化、應用科技的長處，令傳統
文化不會因時代變遷而變得不合時宜。近年其中
一個經典例子就是電子利是（又稱電子紅包），
將傳統新春習俗融入科技生活當中，在內地以及

香港等華人社會已被廣泛接受。
至於有關中華文化的推廣及傳承問題，以往香港

不少團體及組織在推廣中華文化時，有點吃力不討
好，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華服推廣。記得有不少團體
積極推廣華服，更創立了華服節，但效果一般。然
而，可能大家也會留意到，近年兩岸三地青年人對
華服十分推崇，不少年輕男女穿上古代華服去拍照
和出席活動。這種在年輕人群體出現的風潮源於網

絡遊戲的流行，成功將古代中華傳統服飾文化在青
年人群體散播出去，更被視之為時尚。以傳統宣傳
手法去推廣華服反應一般，但通過網絡遊戲創造潮
流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功地將傳統華服文
化植根在青年群體當中。
華服的推廣及傳承這個案例，說明了能否融合

現代生活，以現代化的方式體現出來，成為了中
華文化傳承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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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7月，學生又到了考試的季節，相信
不少學生忙於溫習，應付下學期考試，好
評估本學年所學，為下學年學習作好規劃
及準備。回顧本學年，聽到最多人關心的
是公民科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老師如
何教授學生相關知識、技能與價值觀，學
生是否全盤掌握學科相關內容。
對於前者，相信公民科老師現在已不太

擔心問題，因為大多數學校老師已於去年
善用教育局為本科提供的簡報，學校亦可
按照學生的學習特性作調節。截至7月，教
育局已準備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的學與教資源
簡報，老師能夠參照課程宗旨和目標調適
施教。
另外，通識教育始終和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一脈相承，因此，老師在設計學生學習
活動時，應該能夠建基於過往經驗，設計
出合乎學生學習能力的學習活動，讓學生
聯繫知識與經驗，學習新課程內容。
至於學生部分，不少家長擔心子女於

2024年公開考試中能否「達標」，深怕他
們考試不達標影響入讀大學。對於上述疑
慮，簡單來說，家長可以以「結果為目
標」的方式處理。雖說看似老生常談，但
如何去蕪存菁，以簡潔及具體的方式評估
則是另一門學問。筆者對此有兩項建議可
供家長及學生參考。
除教育局網站外，家長可瀏覽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網頁有關香港中學文憑試部分，
網站內除了提供評核大綱及等級描述外，
更提供本科樣本試卷及學生表現示例。在
欠缺歷屆試題的情況下，樣本試卷有助了
解如何評估學生的表現，如設題的形式、
考生的能力要求等。
學生樣卷示例則取材自先導測驗的答

卷，家長能從中了解到「達標」的回答方
式，如作答內容與資料及不同主題的關
係，回答不同分數提問時應有的回答方
式，以及如何平衡答案的深度與廣度等。
更重要的是，考評局於每題學生示例後

提供學生作答評語，讓大家明白如何提升
及改善回答方式，好讓在未來應付公民科
作更好的準備。如果大家能好好善用不同
資源，相信定必減少對公民科的學、教、
評的疑慮。

細閱樣本試卷 了解達標要求

粵繡是廣繡（廣州）、潮繡（潮州）等
廣東民間刺繡工藝的合稱，早在唐朝時已
聞名天下。到了清朝，臨海的廣東成為對
外貿易窗口，粵繡大量出口，風靡一時，
將中國的刺繡技術帶到西方，被學者譽為
「中國給西方的禮物」。
以色彩艷麗、構圖飽滿立體著稱的粵
繡，針法多變，廣繡圖案大多取材於嶺南
風物和吉祥圖案，如孔雀、荔枝、百鳥朝
鳳等等；潮繡則主要圍繞宗族祠堂，以釘
金繡獨樹一幟。清朝時期，粵繡更糅合外
來審美，成為一時「潮流」，並且繡工經
常會加入自己的創新技法，因此作品非常
多樣化。
最特別的是，粵繡是以男性繡工為主，
清朝時的廣繡行會，只有男性才能加入，
稱為「花佬」；到了現代，才逐漸變成以
女性繡工為主。年近九旬的粵繡國家級非
遺傳承人許熾光，就是最後的「花佬」。
不過，隨着時代變遷，機繡等現代刺繡
工藝壓縮了傳統手工技藝的生存空間，粵
繡逐漸走向沒落，面臨後繼乏人、絕技失

傳的困境。為傳承這門古老的技藝，有志
之士「搶救性」整理了許熾光的口述歷史
資料，收集傳統粵繡針法，對傳統廣繡作
品進行「複製」，供後人學習。
2009年起，廣州美院、廣州大學等先後

開設廣繡相關課程；「繡美校園——2018
廣繡進校園」項目於2018年啟動，計劃用
3年時間，從幼稚園、中小學到大學，普及
廣繡工藝。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
心和廣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舉
辦廣繡「非遺新造物」等活動，鼓勵將廣
繡作品融入當代生活。
「陳氏廣繡」一門三代都以廣繡為事
業，多年來不斷創新廣繡技法和設計，令
廣繡走進生活，用在服飾、布藝、傢品等
產品上；來自廣州番禺的「90後」廣繡非
遺傳承人梁曉曼，同樣出身廣繡世家，她
將廣繡技藝與現代設計理念結合，讓廣繡
出現在屏風、沙發、手袋、耳環、口罩等
日常用品上，令更多人了解和喜愛廣繡，
傳承這門技藝。
中華文明五千年，衣食住行都承載着深

厚的文化內涵，想了解更多全國各地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敬請關注團結香港基金旗
下「當代中國」多媒體平台推出的《文化
新演繹》資訊短片。

傳承古老粵繡
融入現代生活

國脈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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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現代生活 傳承文化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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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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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喪葬文化中，出殯一般會在
家中進行。華人在殯儀館舉殯，是近代西
方文化傳入中國的結果。大致上殯儀館首
先興起於美國，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逐漸在
歐洲流行起來。英人治港初期，富裕華人
會把死者遺體運回家鄉安葬，普羅大眾則
在舉行簡單的儀式後，把遺體草草下葬；
西方人則會在教堂內進行儀式後下葬。
殯儀館是二十世紀初本地的一個新興行

業，按照一般的說法，香港首間殯儀館應
為香港殯儀館，大概於1930年代由外籍人
士創辦。早期大館址位於今灣仔修頓球場
旁，後遷往灣仔道與德仁街交界。據筆者
推斷，早期香港殯儀館的服務對象主要是
以西方人為主。
七七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大量內地

難民逃到香港，當中不少人客死異鄉，間
接造就殯儀館的興起。就筆者所見 ，1930
年代末的香港最少有五間殯儀館，即摩禮
信殯儀館、香港殯儀館、福祿壽殯儀館、
晏打臣中西喪事辦事所、磅郎尊士殯儀公
司， 均位於灣仔和銅鑼灣一帶。由於當時
的風氣，一般只有西人及少數旅港華人
（通常他們的住宅並非自置居所）的葬禮
才在殯儀館舉行。如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
培於1940年3月客死香江，便於灣仔摩利

臣山道的福祿壽殯儀館入殮。
1945年香港重光後，大量難民移到香

港，造成殯儀館的數量持續增加，九龍也
出現首間殯儀館摩禮信殯儀館（應為港島
摩禮信殯儀館之分號）。據1948年的《香
港年鑑》所載，港九當時共有五間殯儀
館，但因缺乏規範，往往有能代客擺放先
人遺體的長生店都自稱為殯儀館，衞生情
況極不理想。
1947年3月，市政局通過管理殯儀館（私

家殮房）新規則議案，該法例的着眼點是
界定殯儀館為「私人殮房」︰任何場所接
收人類遺骸，經營任何入葬、進行最後儀
式、對屍體進行防腐處理等業務，均視作
「私人殮房」；並實施發牌制度，嚴格監
督衞生狀況，不少規模不大的殯儀館亦因
不符合法例要求而結業。
1951年萬國殯儀館在灣仔開業，成為當

時香港重要的喪葬場所，隨後港府撥出大
角咀的地皮用作興建殯儀館，世代從事長
生店業務的蕭明與商人吳海霖（影星吳耀
漢之父）投得經營權，興建九龍殯儀館。
該館建有兩個大禮堂，並引入女性化妝師
為死者服務，成為一時話題。到了1966
年，蕭明向港府在鰂魚涌取得地皮，把灣
仔的香港殯儀館遷到新址服務。步入1970
年代，港府因擔心蕭明壟斷殯儀業，故特
意批出土地，供東華三院興建非牟利的殯
儀館，形成了今日香港的殯儀館由私營與
志願團體經營共存的局面。

西方文化傳入 華人到館舉殯

作者：周子峰

作者簡介︰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近年兩岸近年兩岸
三地青年人三地青年人
對華服十分對華服十分
推崇推崇，，不少不少
年輕人穿上年輕人穿上
古代華服去古代華服去
拍照和出席拍照和出席
活動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粵繡以色彩艷麗著稱粵繡以色彩艷麗著稱，，於於20062006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粵繡（廣繡）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陳少芳，開創「陳氏廣繡」，一家
三代都致力於傳承粵繡，圖為陳少芳教導學生。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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