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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幟指引方向，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
定命運。
10月份，二十大報告和2022年香港施政

報告出台，作為多年在京港人，深知兩份
報告和所有人命運息息相關，所以大家都
在積極地學習兩份報告，我也第一時間到
北京圖書大廈買了一堆二十大的輔導讀物
研讀和寫稿。
二十大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的影響力也
很大，根據央視總台的統計數字，二十大
傳播覆蓋了全球233個國家和地區、68種
語言，相關報道在自有平台跨媒體總觸達
252億人次，破了全球傳播紀錄！這正是
在國際上說好中國故事的實例，也正是國
家強大綜合實力的體現。
香港近期也在國際發揮巨大影響力。香
港施政報告發布不久後，亦發布了有關香
港虛擬資產發展的政策宣言，力爭數字新
時代的第一。香港，在中國式現代化下，
在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香港，最近舉行的國際金融
領袖投資峰會、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香
港科技金融周2022、香港法律周2022等一
連串的國際活動再次綻放光彩！
11月5日，我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與
來自「北京高校香港學生聯合會」十多位
在京就讀的同學，一起參觀及座談。活動
由「東城區港台青年驛站」主辦，座談會
主題是學習兩份報告，我作為嘉賓主講。

這座四合院提供公共文
化服務給北京市民，運營
四合院的「美後肆時景山
市民文化中心」是東城區
的網紅打卡場地。公共文
化中心提供大量免費書
法、繪畫、舞蹈、演出、
北京胡同文化等活動和展
覽，有興趣深度學習的人
士，也可以另外報名付費
課程。我看着香港同學
們，包圍在面譜老師四周
拍照及發問，也有一批同
學很有興趣學習如何親手
製作旗袍，我感悟到，這不正是二十大中
文化部分，青年強則國家強，讓更多青年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創造性轉
化，創新性發展，說好中國故事的體現
嗎？
參觀時，我觀察到四合院裏一位大叔在

專注地寫書法；三位阿姨坐在椅子上曬着
太陽聊天；一班小女孩順着美女舞蹈老師
打着拍子，抬起小細腿努力地踏着一步步
的舞步。我在思考，這不正是體現了二十
大民生福祉的部分嗎？對於老人，是老有
所養，提供了基本養老服務，正是老年事
業的體現；對於家長，降低了生育、養
育、教育的成本；對於青年教師，能就業
及有平台發揮才華，就業就是最基本民生
啊。

二十大報告中民生福祉
部分指出，「深入群眾、
深入基層，採取更多惠民
生、暖民心舉措，着力解
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
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
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
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扎
實推進共同富裕」；而科
教興國部分也強調，科技
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
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
力，這正是具體關注人才
和青年發展的體現。

到座談會時間，我和同學分享了二十大
港澳部分及我的學習方法：先梳理內地與
香港過往十年時空人事物的兩條線，再通
過比對和交叉重疊，可以看出整體脈絡，
看出祖國是如何支持香港更好發展的。二
十大報告除了港澳部分，也應該好好學習
整份報告共15個部分，例如深度理解什麼
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
又是如何打破西方式現代化唯一論的思維
框架。當然，也得好好研究香港施政報告
和政策措施。
通過學習、宣傳和落實，應用在學習工

作生活方面，為未來五年定下方向及目
標，一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
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遊覽村校藝術展 憶昔日校園生活

在村校舊址舉辦展覽，讓
公眾有機會重新踏入昔日教
育校園，不少「大埔人」踏
入村校後，最驚訝的是原來
內裏有一片大草原，這裏也
是從前校園的一部分，供學
生們嬉戲和作戶外活動，如
今布滿綠油油的草地，確是
市區中少見的一片綠色園
地，展覽場地外面有巴士
站、民生小店，路人熙來攘
往，很是熱鬧，與舊校址相比，學
習園地內的一片綠色草地確是市區
內少見，展覽策展人史嘉茵說：
「是次展覽場地位於市區，接近日
常市民活動位置，在人來人往的生

活範圍中有着一所舊村校，這種感
覺很像城市中的一道裂縫空間，城
市發展使舊村校以外的空間充滿熱
鬧氣氛和人民活動，而村校內則保
留了當年校園生活的痕跡。」

城市狹縫中探索十村校興衰
鄉村學校，簡稱村校，近年來在香港漸漸失去身影，隨着時代變遷和政府的各項政策，使從前

盛行的村校逐漸沒落。村校乃不少市民的共同回憶，最近，有機構對香港十間村校進行研

究，並以村校校歌作為引子舉行展覽，展出文物和史料，更委約13位藝術家以村校為靈

感，創作出9組藝術品，以創意引路，讓時光照亮在發展狹縫中被遺忘的、

未發現的村校，期望與觀者再結伴前行，細味從前村校時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香。校變奏：時光藝術展
展期：即日起至11月20日

逢星期一休息
地點：大埔寶湖道六鄉學習園地

（六鄉新村公立學校原址）
展場限已預約人士參觀，歡迎即

場登記預約

舊村校草地 感受校園氣氛

鄉村教育，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
邊緣副產品。二戰後政府推行

政策鼓勵民間辦學，新界鄉村村校蔚然而
生；後來政府大規模開發新界，鄉村子弟
轉往鄰近新市鎮讀書，村校由盛到衰；回
歸以後，很多村校因未達指標，遭政府勒
令停辦。昔日響着歌聲笑聲讀書聲的村校
校園，今日變得沉靜無聲，那些曾經孕育
幾代人成長記憶的空間，面對時代遷移，
村校該何去何從？

口述歷史中搜索資料
由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主辦的展覽
選址經活化的村校空間，觀眾站在昔日的
校園裏，放眼身邊年代交錯的景物，透過

校歌、文物和史料了解十間村
校的故事，重塑鄉學的邊緣角色，打開對
於村校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想像。
展覽「香。校變奏」對香港十間村校進

行研究，包括：六鄉新村公立學校、四山
公立學校、大欖涌公立學校、青衣漁民子
弟學校、老圍公立學校、葵涌公立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青衣公立
學校、馬鞍山聖若瑟學校、橫洲公立學
校。是次是機構第三次舉行有關村校歷史
的展覽，也是曾舉辦的展覽中最重藝術成
分、和最多藝術家合作的展覽。
展覽中的藝術作品，包括傳統技藝融

入當代藝術、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聲
音藝術、裝置、光影、互動體驗等等，
共展示了13位藝術家共9組藝術作品，
是次展覽籌備了約大半年時間，展覽策
展人之一史嘉茵說：「因為村校校歌引

起我們很多的好奇，我們經
歷了村校舊生的口述歷史訪問、研究
等等，希望把所搜索得來的村校歷史資
料，以不同媒介的藝術家以藝術創作形
式展示出來，期望藉此引起大家對村校
的共鳴和了解。」談及租借村校場地作
藝術展覽，史嘉茵笑言整個過程很幸
運，「是次展覽的村校大力支持我們舉
辦，場地負責人也很希望這個村校舊址
能再次吸引人前往和使用，整件事情一
拍即合，也順利舉辦是次展覽。」

巨型麒麟憶六鄉往事
展覽分為「風土鄉校」、「狹縫曙光」

和「春泥手作」三大部分。甫走入位於大
埔的一所活化村校空間，先映入眼簾的是
藝術家陸肇欣和紮作師傅冒卓祺共同製作
的作品《遷麟之歌》，為配合是次位於六

鄉的展覽場地，陸肇欣和冒卓祺特意以麒
麟為靈感，製作了一件大型麒麟作品。當
年六鄉遷村時，村民祈求麒麟守護，希望
到了新的地方仍然可以繁盛地延續村落文
化，麒麟如同變成了六鄉的守護靈般。在
麒麟的裝置中，掛着不同村校的資料，讓
觀者能細味村校的過往故事。此藝術裝置
在特定時間設有導賞劇場，表演者會帶着
麒麟遊走展覽場地，在這活化村校中發掘
小故事。
走進室內展覽位置，這裏又名為助學

亭，兩句歌詞燃亮了展覽的主題——「萬
物皆有裂痕，那是光透進來的地方。」這
是唱遊詩人Leonard Cohen《Anthem》歌
詞。在室內展覽中，展示着十間村校的介
紹資料，更有村校的照片、校徽、學生畢

業證書等物件。在後方的村校發展史，以
時間線形式展示着村校的興衰歷程。數張
經改裝的木枱，播放着展覽中五間村校的
校歌，探頭往內看，原來是每所村校的舊
生重臨母校，在校園中歌唱校歌的片段。
在活動室中，展示着藝術品《葵涌公立

學校》，這是藝術家謝淑婷的作品，她是
葵涌公立學校的舊生，過往她曾移印校舍
影像、校歌歌詞於標本箱中，是次作品她
運用其他媒介例如錄像、藍曬和拓印，記
錄即將消逝的校園，她重返荒廢的校舍，
拓印紀念堂石碑，把紀念堂的照片在現場
用藍曬方式重現和保存，她製作的錄像口
述學校歷史及個人回憶，使觀者恍如穿越
時空，也反映了時代變遷，孩子想法的異
同。

◆◆展覽現場展示了十間村校的資料

展覽現場展示了十間村校的資料。。

◆舊村校草地。

帶領青年一起奮鬥 領悟二十大報告的精粹

◆作者和在京港生參觀公共文
化中心，並一起領悟二十大和
施政報告內容。

「湯守觀音祭」日前於台灣北投熱鬧登場，最受矚
目的「竝出踩街大遊行」，重現百年前的經典盛況，
主辦單位展示復刻版的湯守觀音法像，並邀請當地學
校、社團、店家發揮創意裝扮一番，炒熱了遊街氣
氛。有別於一般傳統神明遶境，此次的祭典不放鞭
炮，表達創新與環保的意涵，「湯守觀音」是全世界
唯一以守護溫泉區居民來命名的觀音，北投普濟寺特
別支持響應，也讓社會大眾更了解北投的歷史文化。
當地民眾以不同裝扮、專長盛裝響應活動，像是地方
熱鬧嘉年華會。 ◆文、圖：香港中通社

創意創意
空間空間 台灣北投舉行湯守觀音祭

◆不少市民參與活動。

◆現場氣氛熱鬧。 ◆當地市民以不同裝扮參與活動。

◆學生們表演自己的
專長。

◆市民為車輛裝飾一番。

◆舊生重臨母校歌唱校歌。
◆陸肇欣、冒卓祺
《遷麟之歌》

◆小學生在藝術教
育工作坊中完成的
作品。

◆橫洲公立學校布
料校徽。

◆謝淑婷的紀念碑拓印。 ◆十間村校的校歌歌
詞紙。

◆現場展示村校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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