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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中西文化共
冶一爐，匯聚而成的獨特文化，令香港
社會呈現多元文化特徵。一直以來，世
界各地均認同香港居民非常國際化，例
如大部分人能操外語、積極接收國際資
訊、具國際視野等。以上的說法雖是事
實，但這種現況也有潛在的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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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當中一個
學習重點是「多元文化特徵對於香港社
會的積極意義」，「培養植根中華文化
而具世界視野的公民素養」是該學習重
點的討論方向之一。也就是說，老師在
課堂上通過授課讓同學們明白到，香港
人的公民素養要符合兩個元素：培養植
根中華文化及具世界視野。只要能在討
論中說明清楚，便能解釋到香港社會的
多元文化特徵。
然而，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對國際化會

存在着一個思想誤區，就是把西方國家
（實際上就是說歐美國家）的文化視為
國際文化，所謂國際化也就是西化，西
方文化和中華文化又難以相容，因此上
述課題要如何開展實在有一定難度。
關於中西文化相容及誰優誰劣的討

論，已經持續了二百多年。清中葉時
期，西方列強不斷侵略中國，中國有識
之士先是覺得西方國家船堅炮利，認為
中國也可引入西方科技來提升國力。後
來清廷持續積弱，部分有識之士開始認
為西方國家富強不單依靠科技，在政
治、經濟、社會、教育制度等方面均要
「全盤西化」，最佳例子就是日本在大
政奉還後，通過明治維新躍升成為亞洲
強國。因此，中國人這百多年來尋找富
國強兵之路上，都視西化為最有效方
法。
另一方面，以歐美為首的西方國家，

在過去百多年壟斷了知識文化的話語
權，令世界潮流均以西方價值觀為標
準，香港人之所謂具國際化特質，其中
一個原因是英國管治香港期間引入英式

教育制度，大部分接受過教育的香港人
都有一定英語水平。在上一個世代，國
際化以英語文化為主導，因而產生融合
英語文化世界等於國際化的一個想法誤
差。而這種想法其中一個壞處，就是令
部分香港人認同西方文化價值觀多於中
華文化，也對自己的國家以及文化有所
輕視甚至漠視。

西方不等於國際化
然而，這種「國際化等於西化」的概

念已不合時宜。在過去二十年，中國已
躍升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無論在經
濟、科技、文化等領域上都有相當影響
力。更重要的是，不少西方國家也視中
國為國際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員，積極
尋求與中國有更緊密的交流及互動。
就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文化以及現代

中國一些價值觀也得到世界各地民眾認
同。例如，在政治上，部分學者認為中
國穩定的政治制度令中國經濟規劃得以
長遠發展，也令社會穩定，「中國模
式」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張「名片」。

此外，中華傳統文化當中，強調仁義
禮智，講求和諧而非你死我活。例如中
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視為
尋求和其他國家共創繁榮的共贏倡議，
但西方國家視之為中國設置的「債務陷
阱」，可說是他們對中華文化缺乏了解
所致。

現今的國際化，或在國際視野當中，
中國已成為必不可缺的元素。只有加深
對中國現況的了解，以及認識中華文化
的價值和意義，才能稱得上具國際視
野。因此，無論是老師在授課過程，抑
或同學在公民科的學習，絕不能將中國
及國際世界作出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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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8月，相信各中學都經已完成校內考
試，由於疫情的緣故，大多中學已將本學
年最後上課日改為8月上旬，以確保學生能
夠得到充足的學習機會。在與其他學校老
師的分享中，不少學校已安排試後或暑期
回校補課，協助學生鞏固本學年所學。綜
合老師的觀察，一方面學生大多明白學校
為他們安排補課的原因，另一方面在情感
上他們不想在這次有限的暑假中回校，始
終自5月以來，他們每天已持續上課到7
月，當中亦缺少外出活動機會。
在眾多學科中，通識教育科的學科性質

以學生為本，旨在幫助學生認識自己，並
採用議題探究的學與教方法，協助學生獨
立追求知識，了解與別人、物質世界和環
境的關係，培養正面價值觀及積極的態
度。
故此，老師除利用學生暑假作為補課

外，不妨重溫通識教育科課程文件，為學
生設計一些個人戶外學習活動，使學生能
夠在閒暇走出學校和家中，舒展身心。

在香港，不少地方能夠供學生考察參
觀，除之前介紹過的香港故宮博物館、香
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等博物館外，
其實香港存在不少歷史建築值得考察。簡
單來說，保育方法歷史建築主要為保存、
修復、活化及重建。例如中環元創方前身
為警察宿舍，經活化後改建成創意中心；
「甘棠第」原是商人的府第，現建成孫中
山紀念館。
老師能夠就課程學習重點，以議題探究

的方式，為學生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例
如：學生可自行選取上述或其他的歷史建
築，結合課堂所學知識，從不同角度探討
保育歷史建築的一些原因、所選取歷史建
築的前世今生、不同持份者對保育該歷史
建築的立場及理由、衡量對不同持份者的
影響及所反映的價值觀，思考如何取捨，
在不同理由之間，或在經濟、社會、環境
各方面，找出平衡的方法。
從上可見，香港在保育歷史建築作出不

少努力和方法，學生不但能夠從中結合所
學知識，亦能明白人們不能只顧眼前利益
和經濟發展，更需考慮到人類、社會、國
家的福祉，有助於培養成為具識見，關心
國家的公民。

探究建築保育 思考取捨理由

西湖龍井是中國十大名茶之一，源於唐
朝，成名於宋元明而盛於清，以色綠、香
郁、味醇、形美著稱，不但得益於得天獨
厚的自然環境，更離不開茶農的手工製茶
技藝。
愛新覺羅．弘曆，即清朝乾隆皇帝，是
歷史上著名的茶痴，最愛龍井茶。乾隆六
次下江南，有四次到西湖茶區，觀看茶葉
採製，品茶賦詩。他第一次南巡到杭州
時，觀看整個採茶、製茶過程後有感而
發，寫下《觀採茶作歌》，顯示出對茶農
艱辛工作的關心和體察。
傳統的龍井手工製茶技藝包括抖、帶、
擠、甩、挺、拓、扣、抓、壓、磨等「十
大手法」，高級茶全憑一雙手在220多度
的鐵鍋裏不斷變換手法炒製而成。不過隨
着機械化生產愈來愈普遍，古老的龍井茶

手工炒製工藝也逐漸衰微，瀕臨失傳。
直到2008年，西湖龍井製作技藝被列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同年，杭州開辦炒
茶培訓課程，十多年來成功培養逾千位炒
茶技師。為了加強西湖龍井茶文化和手工炒
製技藝傳承，杭州政府更專門立法，符合
要求的炒茶技師可被評為「杭州工匠」。
「炒茶王大賽」是杭州一年一度的的盛

事，考題只有一道：用1公斤鮮葉，手工
炒製200克乾茶，看誰現場炒得好炒得
妙！近年更有不少「00後」參加，為古老
非遺注入新血。
正是茶農不斷地實踐和創新，才造就了
「一葉千金」的西湖龍井。非遺傳承想留
住的不僅是茶味，更是這種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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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炒茶比賽
非遺注入新血

國脈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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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中華文化 培養世界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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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手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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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劇起源於浙江，興盛於1940年代的上
海。至1950年代初期，越劇已然成為全國性
劇種。國產首部彩色電影即《梁山伯與祝英
台》（1954年，桑弧導演）。此電影原為周
恩來總理參加日內瓦會議而作，目的是在全
世界面前展示中國傳統文化及追求和平繁榮
的信心。不期竟在香港電影市場大受歡迎。
根據就職於南方影業公司的許敦樂先生回
憶，《梁祝》在港放映173天，共686場，
有520,505人次觀影，收入達671,578港幣。
自《梁祝》後十年，越劇電影與香港電影市
場結下不解之緣。
1960年代初，由於內地經濟情況惡化，政
府鼓勵表演團體赴港演出，一來改善兩地關
係，二來增加外匯收入。再加上彼時港英政
府對於這類表面是商業演出的行為基本採取
不加干預的政策，因此在1960年代前幾年，
各個劇團如過江之鯽，紛紛南下。
由於兩地隔閡已久，這些演出極大地慰

藉了在港廣府人、潮州人以及江浙人的思
鄉之情。上海越劇團則於1960年12月赴港
演出。作為一個以女性為主的劇種，劇團
特別強調女演員的外表儀容。據當時訪港
演員回憶，劇團要求女演員燙頭髮，穿大
衣及高跟鞋，以改變港人對於內地演員革
命裝扮的刻板印象。

上海越劇團帶來的《紅樓夢》及《碧玉
簪》二劇，觀眾反響強烈。《紅樓夢》演
出時，台下的邵逸夫當即有將其改編成電
影的想法。然而在當時政治文化背景下，
電影事實上是「文化冷戰」的一部分。因
此《紅》、《碧》二劇改編權自然交給
「長城」、「鳳凰」這樣的左翼電影公
司。
彼時為了支持左派影人，北京一方面出

資贊助，一方面允許一部分左派電影在內
地一些大城市放映。而將市場反應良好的
戲劇改編成電影也是舉措之一。文化部主
管電影的副部長夏衍力促香港左派電影公
司與內地製片公司合拍，主要目的有三：
左派影人得以在香港市場競爭中獲利並打
擊傾向台灣當局的影片公司，通過香港購
買電影膠片，及增加外匯收入。
事實證明，《紅》、《碧》兩部合拍片

大獲成功。《紅樓夢》自1962年11月21日
起在香港連映38天、400餘場，打破了當時
國語片賣座紀錄。香港報紙在一個多月內
發表評論文章達百多篇。
越劇電影在香港市場如此大行其道，內

地越劇團紛紛收到要求合拍電影的請求，
以至於1963年北京監管部門下令越劇演員
只能劇場演出，不能入片場。
為此，香港左派明星另闢蹊徑，北上上

海，親自學習越劇技能並自行拍攝電影。
非戲劇演員出身的夏夢居然將戲曲片演繹
得有板有眼，實屬難得。

作者：何其亮

作者簡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茶農茶農「「面朝山坡背朝天面朝山坡背朝天」，」，在茶園裏辛勤地採茶葉在茶園裏辛勤地採茶葉。。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 杭州西湖區各村的炒茶高手在2022西湖龍井茶炒茶王大賽上手工炒製西湖龍井明前
茶。 作者供圖

越劇潮到港 合拍片大賣

◆◆ 國際文化並不國際文化並不
等於西方文化等於西方文化。。
圖為學生在參加圖為學生在參加
模擬聯合國大會模擬聯合國大會
活動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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