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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承從古到今 跨越現在邁向未來

「浮世景色百千年依舊，人之在世卻如同白露
與泡影。」相對於亘古不變的死物，人類的壽命
往往在漫長的歷史巨輪滾動下顯得既短暫又渺
小，可是這就滯礙了人類向前方邁進的腳步嗎？
沒有，人類的偉大在於傳承的可貴，因為傳承我
們才可以知曉並學習先賢們所總結的知識結晶；
因為傳承我們才可以記錄當下的所見所聞、所聽
所感不至於被時間所洗刷；因為傳承我們才可以
讓後代的子子孫孫都能在我們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並發揚光大。所以說文化的傳承承自往昔，跨越
現在，直至未來！

首先，我想先定義何為「人文」二字。人文可
指通過深入報道和分析，使讀者更好地理解人類
的文化多樣性、歷史傳承和社會變遷。人類文化

是歷史長河中的寶藏，蘊含着不同世代的智慧、
信仰和情感。而文化的傳承，正是人類文明發展
的重要支撐。簡而言之，人文，即重視人的文
化。在我眼中，人文報道不僅是一種紀錄，更是
將傳承與人民存在緊密聯繫的見證，就好比
「紙」和「筆」，只要社會上有好人好事，身為
筆的我們就會將其一一譜寫在白紙上，供來者閱
讀因我們而存在的故事。

至於人文報道，顧名思義是報道人類的文化，
當中所指的文化不限於普通的詩書琴畫，更可以
是一種崇高精神，而在各種文化中尋找一個公認
性較強又具有價值的文化才能符合報道條件。要
說在普世中什麼文化最能符合標準，無疑「英
雄」事跡則最能達到該準則。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例如與罪犯鬥爭的警員、救人於水深火熱的消防
員、駐守在防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等。有人可能
會問：「他們真是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一點都不

懂得活着的可貴，從事這些高危職業難道就不害
怕死亡嗎？難道他們在這世界上就沒有親朋好友
值得他們牽掛嗎？一旦死亡了可就什麼都沒有了
啊！」《論語》曾這樣說到：「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人，有殺生以成仁。」「英雄」在每次參
與救援時，與其說是職業身份對他們的要求，倒
不如說是由內而發的責任所驅使。
總的來說，每當我們在生命中抱怨這對我不公平，

那對我不厚道時，不妨想想其實依然有人在默默地為
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負重前行。如果連享福的人都抱怨
命苦，那那些為我們付出的人該有多不幸福啊！
我們以文明將歲月革新，以科技將世界改造，

在未經開化的野人面前，現今人類似乎無所不
能，然而，隨着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文化傳承
面臨着新的挑戰。全球一體化、快節奏、自由工
作者的生活方式，對傳統文化產生了一定的衝
擊。有些年輕人更加願意接觸國際化的文化，卻
忽略了本土文化的傳承。他們認為追求時尚和創

新更為重要，傳承反而被貼上了守舊和保守的標
籤。這種觀點忽略了傳承的價值。

文化可隨時代改變 但至少不能忘本
傳承不是固守過去，而是為現代社會提供一盞

指路明燈，讓我們能筆直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傳
承也不是放棄發展未來，而是通過了解文化的根
基和創新的源泉，從而進一步激發創造力、引領
未來發展；傳承能作為以古鑒今的里程碑，為我
們以及更遙遠的後人留下指示牌，使我們能一開
始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未來。所以說，文化
可以隨着時代改變，但至少不能忘本。
最後，無論我們是哪家報社的記者，只要一日

還是記者，所寫的文章就必須確保內容準確，所
表達的道理必須富有意義，所秉持的立場需要大
公無私，這樣才能達到以人為本的宗旨，使文化
如薪火般延續！ ◆荃灣聖芳濟中學 魏子弘

註：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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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司法機構昨日宣布
委任新一屆投訴法官行為諮詢委員
會，所有現任成員均再度獲委任，任
期兩年，由本月16日至2025年8月
15日。將繼續任諮詢委員會主席的
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表示，
司法機構十分重視有關法官及司法人
員行為的投訴得到公平和妥善的處
理，與此同時，必須確保司法獨立的
原則不受損害。
投訴法官行為諮詢委員會於2021

年因應推行兩層架構的投訴處理機
制而成立，成員包括資深法官和來
自不同界別的社會人士，他們分別
在司法或其所屬的專業及公共服務
範疇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諮詢委員會就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
人員行為的投訴作出監察及提出意
見；就法庭常規或程序中識別可能
導致投訴之處，並適切地提出改善
建議；以及就改善投訴處理機制提
出建議。
張舉能表示：「我衷心感謝諮

詢委員會成立至今兩年以來，各成
員給予的寶貴意見和建議。他們的
工作有助提高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
人員行為投訴機制的問責性和透明
度。我期望與諮詢委員會在新一
屆任期保持緊密合作。」
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終審法院常任

法官林文瀚、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陳
兆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高
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關淑馨、鄭維
志、資深大律師馮柏棟、劉燕卿、李
焯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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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
銘正在美國展開公務訪問行程，其間與美國國務院主
管香港與澳門事務的官員Gareth Collins進行非正式會
談，就香港的法治、司法獨立和香港國安法進行交
流。陳澤銘表示，雖然今次會談是非正式性質，但機
會難得，讓他能夠從純粹專業的角度，解釋香港的實
際情況，並澄清外界對香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誤解。
陳澤銘本周一（7日）抵達美國華盛頓，其間到訪

了特區政府駐當地的經貿辦，就如何加強香港法律專

業人士在促進香港與美國商業關係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進行交流，並在經貿辦的安排下，會見了美中貿易全
國委員會主席Craig Allen，推廣在香港營商的優勢。

會世界正義工程 商法治指數議題
本周二（8日），陳澤銘與世界正義工程的執行總監

Elizabeth Anderson及其團隊會面，討論與世界正義工程
的法治指數有關議題。他隨後又與Gareth Collins進行非
正式會談。

陳澤銘晤美官員 澄清外界對港法律誤解

◆ 陳澤銘（中）與Elizabeth Anderson（左）及其團
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2023年區議會選舉將
於今年12月10日舉行，選舉提名期於下周四（17日）
展開。廉政公署將到全港18區超過100場「三會」會
議，講解選舉法例，並在全港超過100個地點舉辦快閃
宣傳活動，向選舉持份者、市民大眾宣傳廉潔選舉信

息。
廉署廉潔選舉事務統籌李婉芝昨日表示，區議會選

舉是完善地區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環，而在是次區議會
選舉中，「三會」地區組織亦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
廉署會透過不同渠道，把廉潔選舉的信息和委員在選
舉中須要注意的事項，聚焦地傳達給他們。
根據《202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區議會選舉的

地區委員會界別及區議會地方選區的議席將由選舉產
生，其中新設的地區委員會界別由地區撲滅罪行委員
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等「三會」委員組
成。

將赴逾百場「三會」談《選舉條例》
李婉芝表示，廉署因應最新選舉安排，已全面開展一

系列以「守法規重廉潔」為主題的教育及宣傳項目，從
四方面加強選舉持份者，包括候選人、助選人士及選民

對法例的認識，以及呼籲市民大眾與廉署共同維護廉潔
選舉文化：
第一，是安排法例簡介會。廉署會出席全港18區超

過100場「三會」會議，向委員講解《選舉條例》規
定，讓大家注意避免干犯《防止賄賂條例》或其他相關
罪行；為政黨及政治團體安排法例簡介會，提醒有意參
選人士和助選人員進行選舉工程時須留意的地方；於
港、九、新界舉辦三場簡介會，供地區團體、樓宇管理
組織及市民大眾參加。
第二，是在全港18區超過100個地點舉辦快閃宣傳活

動，透過互動遊戲向市民宣傳廉潔選舉信息。
第三，是全覆蓋宣傳。廉署參考過往案例製作全新教
育短片，於不同法例簡介會及電視、電台、公共交通網
絡、網上等宣傳平台播放，亦會聯繫地區組織、志願團
體、長者中心、大廈管理組織等協助張貼海報。
第四，是為候選人、助選人員及選民度身訂做參考資
料，包括「選舉資料冊」、「選民須知」、「選舉備
忘」、「候選人填寫選舉申報書須知」及以「三會」委
員為對象的宣傳單張等。

廉署將全港快閃宣傳廉潔選舉

◆ 廉署人員出席「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向委
員講解《選舉條例》重點。

據了解，是次諮詢會由李家超主持，並有多位特區政府司局長、特首
政策組成員、立法會議員、平機會、婦女團體代表等出席。

少數族裔能說粵語比例降
與會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表示，根據統計處2021年數字，能說廣
東話的少數族裔僅43.7%，比2016年的48.6%更低，即逾半少數族裔不會
講廣東話，而成年人的情況比青少年更差。在閱讀和書寫中文方面，以居
港巴基斯坦族裔人士為例，即使比其他族裔較多在港出生，但至2021年，
仍有接近六成人不懂閱讀和書寫中文。
他認為學習中文將大大影響少數族裔的就業，但特區政府每年投放支
援少數族裔教育資源的受惠對象僅以學童和青少年為主，明顯不足，加
上坊間成人中文課程的標準、教材內容、師資和學習時數參差很大，有
些課時僅24小時，造成碎片式學習，成人少數族裔很難掌握中文，建議

特區政府增加相關撥款資助，為少數族裔提供兩三年等較長時間
的課程，並定期檢討和完善教材內容、師資，以及聘用同族老師
授課。
在談到少數族裔人士申請在職家庭津貼人數有下滑趨勢時，黃國

表示，少數族裔人士的申請很多都被拒，其中八成人因為資料不足，
包括部分人因做外賣員等散工，較難計算工時等，建議特區政府簡化
有關申請程序等。

盼長者服務中短期輻射至鄉郊
與會的立法會議員陳月明表示，在發展「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等

規劃中，新田將成為其他各鄉的示範區。自己為此找到一些新田鄉民聽取
意見，不少人都期望特區政府能藉此契機，深化實踐城鄉共融發展，讓多
條數百年歷史鄉村為城市發展提供土地，共享成果，並着力改善鄉郊居民
在文娛、康樂、醫療、體育等方面的設施。
她強調，香港面對人口老化日益嚴重，而新界鄉郊更受地理位置偏

遠影響，人口結構大部分以長者為主，亦不乏獨居者，且很多人教育
水平不高，交通又不便，一般都難以享受到特區政府在市區向長者提
供的服務與資源，亦較容易與社會脫節。「我希望政府在中短期內，可
以將不同領域現有的服務輻射至鄉郊。例如政府在鄉郊設立康健服務站
點或者小型中醫診所，使用流動服務車提供一些日常、基礎的長者服
務。」
香港復康聯盟總幹事陳希隆亦獲邀出席「建設關愛共融社會」場節的部

分，並就「推動社區通達」、「基層醫療推廣」提出建議。在「推動社區
通達」方面，該團體認為隨着老齡社會發展，「通用設計」更切合社會發
展和有需要群體的需要。
該團體並指出，國家在9月份會正式實施《無障礙環境建設法》，推動

「通用設計」的廣泛應用，期望特區政府響應國家大方向，大力推動，把

「通用設計」應用在《設計手冊》標準、城市發展策略、社區規劃、交通
網絡配套、房屋設計、資訊科技等範疇。

倡設「基層醫健發展資助計劃」
在「基層醫療推廣」方面，該團體認同政府推動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的工
作，但認為目前地區康健中心和康健站實際表現差異很大，功能和定位未
夠清晰，未能做到社區深入滲透的效果，建議政府多聯絡、聯繫和支持扎
根社區的病友組織和自助組織，又建議設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資助計
劃」，予病友組織和自助組織籌劃項目，相信有助推動基層醫療健康發
展。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前日（9日）舉行有關「建設關愛共融社會

．社會福利 」的主題諮詢會，聽取立法會議員、社會服務團體代

表等持份者意見。有立法會議員在會上建議，特區政府應增加撥

款資助少數族裔學習中文，加強協助他們申請在職家庭津貼，並

着力改善鄉郊居民在文娛、康樂、醫療和體育設施，包括設立鄉

郊康健服務站或流動服務車等，更好做到種族共融、城鄉共融。

有關注社福團體建議，政府應多聯絡、聯繫和支持扎根社區的病

友組織和自助組織，此舉有助推動基層醫療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助少數族裔學中文

◆ 根據統計處2021年數字，能說廣東話的少數族裔僅43.7%，比2016
年的48.6%更低。圖為少數族裔生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