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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製「九一八」教學資源 傳承抗日衛國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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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蘇專家參與《南京條約》研討會 重申各界有責教青年近代史

學者：應闡明「國家好香港好」歷史邏輯

陳國基：須全面正確認識國家和港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中國抗日戰爭歷
史教育是本港歷史教育的重要學習內容，香港特區
政府教育局昨日向各小學及中學校長發出通告，指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特製作
「九一八事變」學與教資源，包括專題簡報、相關
歷史戲劇教育活動材料，以及配合中國歷史課程的
教學設計及簡報，以支持學校籌辦有關學習活動，
讓師生體會及傳承中國軍民在艱苦困厄中所展現的
共赴國難、守土衛國的堅毅和承擔精神，有關學與
教資源已上載至教育局網站。
1930年代，日本在中國製造「九一八事變」，

挑起侵華戰爭，中華民族上下一心奮勇抵禦入侵
者，是中國近代史不能磨滅的一頁。為讓學生反
思日本侵華的由來、戰爭對中國造成的禍害，以
及中國人民團結對抗日本侵略的艱辛歷程，教育
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特製作了
「九一八事變」學與教資源，教學資源以介紹瀋

陽巿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作切入點，館前的殘曆
碑記載着一段關於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發
生的抗戰歷史。每年9月18日，這裏都會舉辦紀
念「九一八事變」的活動，學生、軍人、社會各
界人士列隊整齊，莊嚴肅穆。

詳述經過要點 設延伸閱讀
有關的教學資源附有大批歷史圖片，詳細介紹

「九一八事變」的經過及要點，例如以時間軸列
出日本侵略中國的連串事件，及內地、香港同甘
共苦的經歷，又設延伸閱讀，包括中國文化研究
院的「圖說近代」資料等。

有關的史料可適用於不同級別的學習範疇，如
小學常識科中的「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
初中中國歷史科的「中華民國的建立及面對的困
難」相關課題「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高中中
國歷史科乙部的「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

末——辛亥革命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相關課
題「抗日戰爭」；高中歷史科主題甲：二十世紀
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等。

有關學與教資源已上載至教育局網站https://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
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chi-
nese-history/learningandteachingppt/index.ht-
ml。

從中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學校及教師亦可參考上述學與教資源，因應

校情採用適當策略，透過不同學習活動，例如
中國歷史科課堂、早會或周會分享、德育及公
民教育專題講座等，教授學生相關歷史，促進
學生全面認識「九一八事變」，進而培養學生
的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
感，並分享「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的正面價

值觀。
教育局又會以去年所舉辦的「『九一八事變

與抗日戰爭』專題講座暨抗戰老兵分享」製
作成教師網上自學課程，於下月19至26日供
老師報讀，以增潤課堂教學。有興趣參與的
教師可透過培訓行事曆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江蘇省會場的多
位專家學者在昨日研討會上講述了《南京條約》
與香港回歸的歷史脈絡。有學者表示，「國家
好、香港好 」，正是背靠國家、面向世界，香
港發展了自己、建設了國家、貢獻了世界。如今
開啟了良政善治的新篇章 ，香港進入了日益繁
榮、更加美好的新階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

授孫揚表示，講好「香港故事」，首先要把握五
千年文明史、八十年近代史、一百年奮鬥史三個
時間維度，把香港史納入國家歷史敘述框架中。
其次，應當認識到，香港不能自外於祖國，中國
不能自外於世界，香港歷史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
史的重要界面。再者，應當闡明「國家好、香港
好 」的歷史邏輯，正是背靠國家、面向世界，
香港發展了自己、建設了國家、貢獻了世界。
他強調，最重要的是堅持實事求是，香港與祖國

一路同行、風雨兼程，經歷了「共有歷史」的香港
與祖國，方能一同走向更加寬廣的「共有未來」。
中國明史學會常務副會長范金民提到，不平等

的《南京條約》簽訂後，香港雖然被英國殖民統
治，但地位進入特殊時期。香港是中國第一次工
人運動高潮的發源地；新政協運動廣泛開展，是
新中國打破西方封鎖的對外交流的視窗，香港愛
國人士為新中國運送了大量的禁運物資；香港是
中國對外開放的橋頭堡，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
貢獻者和受惠者。
他強調，「回歸後，命運從此掌握在香港同胞

自己手中，也掃清了施政的障礙，創造了良好的
管治環境，開啟了良政善治的新篇章 ，香港進
入了日益繁榮、更加美好的新階段。」

中國城市史研究會會長、《上海通史》主編熊月
之表示，任何重大歷史事變的影響都是錯綜複雜
的。鴉片戰爭的發生，《南京條約》的簽訂，對於
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復興，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刺激作
用。香港被迫割讓後，被港英殖民統治，但香港在
近代中國的進步事業、革命運動與社會建設中，特
別是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鬥爭中，從未缺席。
他舉例指，1925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省港大罷

工，有力地支援了上海人民的五卅愛國運動。抗
日戰爭時期，宋慶齡在香港發起成立保衛中國同
盟，向全世界宣傳中國抗戰的真相，為抗日戰爭
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南京靜海寺紀念

館）館長蘇真說，近年數以萬計的香港同胞到南
京靜海寺紀念館回顧了解關於香港歷史的真相，
當中有許多是青少年，如「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
走進江蘇參訪團」、每年開辦的香港警察培訓班
等，在參觀遊覽中寓教於遊，學歷史、知興衰，
是讓大家記住歷史、不是記住仇恨，更是讓大家
共同攜手去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
《浙江通志》副總纂顏越虎說，「愛國主義是

中華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千百年來，愛國
主義一直是絕大多數香港人的堅定信念和精神依
靠，這些在《香港志》中有詳細論述。
他表示，在香港飄揚的愛國旗幟亦體現在香港

演藝界舉辦長達7小時的匯演，為1991年華東水
災災民籌款等每一個感人事例中，體現出的是他
們深摯的愛國情懷，是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認同
感和歸屬感。「愛國主義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
幟，是一支凝聚人心的火炬，將永遠激勵香港民
眾，永久照亮香港未來。」

◆◆多名專家學者昨日參加「由痛徹肺腑到民族復興：《南京條約》與香港回歸」主題研討會時強調，要
將真實的歷史講給年輕人聽。左起：牛悅博士、邱逸、范徐麗泰、李焯芬、劉蜀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香港地方志中
心昨日向江蘇省方志館、南京市方志館贈送
《香港志》，包括《總述大事記》及《香港
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同時，江蘇省地方
志辦公室及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分別向香港
地方志中心回贈《江南通志》和《南京通
史》。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
通過視頻在蘇港地方志互贈儀式上表示，要
培養國家觀念和身份認同，必須全面正確認
識國家歷史和香港歷史，《香港志》在這方
面能發揮重要作用。
陳國基表示，《香港志》通過尋根、記載、

傳承的方式，記述香港千百年變遷，全面反映
香港與國家發展休戚與共的關係。香港在祖國
的發展中從不缺席，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既
作出貢獻，同時也受益於內地高速發展，肩負
起內地與世界各地間的橋樑角色。鑑古知今，

香港會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費高雲：蘇港合作重要成果
江蘇省委常委、江蘇省政府常務副省長費高雲

表示，這次《香港志》捐贈儀式，不僅是兩地地
方志事業的大事，亦是蘇港合作的又一重要成
果。《香港志》是首部以香港冠名的地方志書，
它用真實、準確、全面、權威的史實，記述了香
港發展的歷史變遷，記載了香港人自強不息的動
人故事，記錄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豐富實
踐，印證了香港與祖國命運與共、不可分割的文
化血脈。
香港地方志中心總裁林乃仁在香港會場致辭

時指，180年前，《南京條約》的簽訂是中國屈
辱外交的起點。25年前，香港回歸祖國，標誌
着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

飛躍。
他希望透過是次活動擴大志書的影響力，讓

更多人了解香港的歷史、南京的歷史、中華民
族的歷史。

◆◆教育局教育局製作的製作的「「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歷史專題簡報歷史專題簡報。。
教育局圖片教育局圖片

香港地方志中心、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及南京市地方
志辦公室昨日線上線下聯合舉辦「由痛徹肺腑到民

族復興：《南京條約》與香港回歸」蘇港地方志互贈儀
式暨主題研討會。蘇港兩地學者專家通過是次研討會，
激勵兩地民眾鑑古知今，學史明智，在牢記曾經的苦難
之餘，將歷史的教訓化作奮進的力量。
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在香港會場表示，
2019年黑暴的發生令人心痛，不單是被利用的香港人和
香港青年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我們的責任就是沒
有好好將中國故事、中國歷史告訴他們。」
她指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肆意搶掠、殺戮，這些歷史
大部分香港年輕人可能沒有印象，反而長期接觸西方文
化，覺得西方文化比東方（文化）好，實際上是中了西方
霸權國家的奸計，讓我們的青年對國家、國家的文化、國
家的歷史文物都不懂。
范太舉例指，當年清政府希望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讓他
們抽鴉片，英方卻認為這是損害了他們的貿易利益，於是
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她又說，當國家積貧積弱時，強盜就會來搶東西，倫敦
大英博物館有很多中國古玩，與強盜行為有何分別。如今
還有日本政客不承認南京大屠殺。

助青年明白「弱國無外交」
「所以我們要將真實的歷史講給年輕人聽。」范徐麗
泰強調，「為了保護家園、保障親人，為了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我們必須以史為鑑，自強不息。」特區政府
及香港社會都要同心協力教育好年輕人，更有責任讓青
年認識國家近代史，協助他們明白「弱國無外交」的事
實。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珠海學院院長、香港地
方志中心編審委員會首席召集人李焯芬表示，《南京條
約》的簽訂，導致香港被迫脫離母體，是百年屈辱的開
始。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可以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作出
更好規劃。蘇港兩地在地方志領域的交流互鑑有重要現
實意義，能幫助年輕一代培養家國情懷，以史為鑑、開
創未來。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香港地方
志中心事務顧問劉蜀永表示，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
簽署具有雙重歷史作用，一方面中國的領土主權受到嚴重
侵害，中國從此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另一方
面，這又是中國民族覺醒和民族復興的開端。
劉蜀永指出，列強憑藉船堅炮利打開中國的大門，對
此，中國先進分子開始覺醒，並努力探索社會變革和革
命之路。十九世紀，國家積貧積弱，香港地區被外國侵
佔。1997年在國家強大起來後，香港順利回歸祖國，這
有必然的歷史邏輯聯繫。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邱逸表示，從《南京條約》到香港
回歸過程中，疊加了王朝中衰、三千年未有變局、新形態
帝國入侵的諸多歷史問題，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波瀾壯
闊、最九死一生、最曲折跌宕的奮鬥史，也是古老的農耕
民族通過革命再生，走向現代化的歷程。
他說：「《南京條約》代表的衰落碎裂有多悲慘，香
港回歸代表的復興歸來就有多震撼。我們從哪裏跌倒就
從哪裏站起來，這對現在中國人身份的重構具有重要意
義。」

◆香港地方志中心昨日向江蘇省方志館、南京市
方志館贈送《香港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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