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於2022年成功
舉辦了首屆全港青少年中國文化和旅

遊知識競賽，獲得香港各界廣泛讚譽，今
年舉辦的第二屆比賽，吸引了香港近200
所學校約6,500名學生的踴躍參與。是次赴
浙遊學的，正是在兩次競賽中有突出表現
的獲獎選手。

加深認識祖國 更添親切感
「我非常高興能在今年暑假參與了這個
大開眼界的旅程。」作為首屆競賽初中組
冠軍，來自香港拔萃女書院的蕭嘉頤說：
「這次旅程讓我把準備比賽時讀過的
書，變成了走過的路。有機會一定會重
遊浙江，感受不同時節的氣候與風情。
我也會將在浙江的見聞帶回香港與身邊
的朋友分享。」
回憶一周的行程，令她印象最為深刻的
是多個博物館的參觀行程。「像杭幫菜博
物館、黃酒博物館和中國水鄉文化博物館
等。在這些博物館裏，我們看到了很多具
有歷史價值的文物，這些文物令我更加了
解到祖國各地的文化。作為一個土生土長
的香港人，平時在香港並沒有很多機會能
夠接觸這些，通過今次的遊學團，大大加

深了我對祖國的認識和親切感。」
來自香港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柳睿

熹，此行的最大感受是「看到了一個與想
像中截然不同的浙江」：「我們在浙江不
僅看到了各種傳統文化和科技創新，更重
要的是親身感受到了當地的風土人情。讀
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窮盡一生在書本中
了解浙江，還不如親身遊覽一次。」

「半個浙江人」學泡龍井 品嘗故鄉情
「我媽媽是浙江人，所以我也算是半個

浙江人。」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的麥
嘉瑜曾跟隨家人幾次到過浙江，但這次是
她認為最開心、最滿足、收穫最大的一
次。「在家媽媽也經常泡龍井茶給我喝，
還經常跟我說她以前是怎樣摘茶的。但當
我親身走進龍井茶園，親眼看到西湖龍井
的製作過程，親手學習沖泡龍井茶的技巧
後，這種感覺還是非常特別。通過這趟旅
行，加深了我對浙江的認識，作為半個浙
江人感到非常驕傲。」

享受人文風光 理解先賢思想
來自香港北角協同中學的老師何佳慧告

訴記者：「我的學生都在課本上讀過古人

對於江南風光的描述，也讀過魯迅先生筆
下的孔乙己，他們雖能從優美的文字中想
像祖國的山河景色，卻沒法親身感受這些
壯麗的面貌。很高興這次他們能有機會到
訪魯迅故里、陽明故里，親自走走中國文
人走過的路，親眼目睹他們的生活風采。
當他們再讀這些文章，相信會幫助到同學
更好理解到其中的思想。」
她說：「作為中文老師，我希望我的學生

能將中華文化繼續傳揚，我想他們也確實做
到了。這幾天他們都在朋友圈發布浙江的美
食、美景，每到一個地方都跟師長朋友分
享，我相信他們已經喜歡上浙江。」
「聽到各位老師同學對此行的感受感

想，非常高興，因為大家通過此次參訪學
習，確實獲益良多、不虛此行。」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張錦川表示，中
華五千年文明史源遠流長，作為中國人應
該為此而感到自豪，同時也需要更多地去
學習和了解中華文化。
他希望大家在這次行程之後，還能繼續

關注中華文化，繼續學習中華文化，希望
他們今後也多多參與類似的活動，到祖國
各地多走走多看看，在增長知識的同時，
增強對國家的認同感。

8月15日至20日，由42位香港師生組成的「山

河韻．中華行——跟着大文看祖國」遊學團走訪了

浙江杭州、紹興、寧波三地，在飽覽祖國秀美山河

的同時，還體驗了西湖龍井茶藝、拓印、中醫藥等

非遺項目，親身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港生

紛紛感嘆，此行不僅加深了對浙江的了解，更增

強了對祖國的認識和親切感，認為有機會一定

要多來內地走走看看，了解祖國日新月異的

變化，為祖國發展貢獻香港的青春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遊學團師生浙江行的第一站就來到了杭州西湖龍井核心產
區，開啟「龍井問茶」之旅。很多第一次走進茶園的港生無
不充滿興奮和好奇，「原來西湖龍井是長這樣的啊？」「我
還是第一次看到滿山的茶園。」

「西湖龍井位居中國十大名茶之首。一芽兩葉是西湖龍井
的採摘標準，炒製工藝共有十大手法，非常講究。」在獅峰
茶學院舉行的一堂茶文化課上，茶藝師不僅詳細講解了西湖
龍井的悠久歷史以及種植、採摘、炒製等技藝，同時還手把
手教大家如何沖泡出一杯香甜回甘的西湖龍井。擺上茶盤、
鋪開茶巾、拎着提梁壺，入座、洗杯、取茶、泡茶、分茶，
在茶藝師的指導下，同學們都學得專心致志，做得有模有
樣。當喝上自己親手沖泡的西湖龍井時，同學們都開心地拍
照留念。

「我也有喝茶的習慣，但從沒有研究過如何才能泡出一杯
好茶。」香港理工大學的翁國樺說，「這次走訪了龍井茶園
並學習了茶藝之後，我認識到要喝到一杯好茶，實在是不容
易。從種茶、採茶，到曬茶、炒茶，最後泡茶，每一步工序
都要非常嚴謹認真。品嘗着那一杯特別清香柔和的西湖龍
井，使我體會到我國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杭州獅峰茶葉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偉永介紹，西湖龍井茶譽

為十大名茶之首，是中國綠茶代表。這次香港青少年獲獎優
秀同學來杭州獅峰茶葉公司參觀體驗，同學們基本了解到西
湖龍井茶的種植、養護、採摘、炒製、精製加工工藝及茶
藝，體驗獅牌西湖龍井茶沖泡，時間雖短但效果較好，歡迎
香港青少年以後多來杭州獅峰公司參觀互動。

隨後，遊學團一行走進了杭州西奧電梯的「未來工廠」。
呈現在眼前的是幾乎空無一人的工廠車間，只有生產設備在
有序地獨自運作。車間融合了5G、AI、AR、VR等前沿科
技，從設計、加工到裝配都採用了「黑燈工廠」理念，通過
物流「一件流」、管理「一鍵通」，50餘條數字生產線、千
萬級高端設備，可實現兩分鐘生產一台電梯的超高效率。

遊學團還實地參觀了解西奧大學的人才培養機制。企業相
關負責人介紹，通過與高校合作，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
式，企業已自主培養工程類、技術類、營銷類、管理類等各
類人才2,500多名。

港生讚嘆國產品牌品質佳
看着眼前智能化程度超高的「未來工廠」，港生們紛紛讚

嘆中國智能製造發展速度之快，科技創新能力之強。「平時
在香港看到的，用的電梯大多都是三菱、日立這些進口品

牌，比較少接觸到國產品牌。」香港城市大學的曾
嘉怡說，「今天才了解到，原來我們的國產電梯品
質已經那麼好。而且在這裏我們也看到了，我們國
產品牌、民族品牌的產品已經能夠做到世界領先水
平，並不一定什麼都需要依靠國外品牌。」

香港理工大學的王子月則對企業人才培養機制
印象深刻。「通過介紹了解到這所大學畢業的學
生既可留在企業工作，也可到其他同行業的公司
發展，而且學生及老師產出的技術專利也可及時
應用至生產過程中。這使我不禁感嘆企業產學研
結合的前瞻性智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龍井問茶」習茶藝
「未來工廠」看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
道）9月23日，第十九屆亞運會將在杭
州拉開帷幕。此次遊學團一行參觀了杭
州臨平體育中心場館群以及寧波象山亞
帆中心、寧波半邊山沙灘排球中心等亞
運場館，讓港生們提前感受到杭州亞運
的濃厚氛圍與別樣魅力。
杭州亞運會吉祥物琮琮、宸宸和蓮蓮
成為港生爭相合影的主角。來自香港何
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林玥告訴記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亞運會那三隻可愛
的吉祥物，因為在浙江的大街小巷都能
看到它們的蹤影，十分有趣。」
杭州臨平體育中心場館群將承擔足球、
排球、空手道和亞殘運會坐式排球項目的
比賽場地，共產生17枚金牌。「場館群採
用了綠色、節能LED照明產品和智能控
制系統相結合，實現最大程度上的節能降
耗。」「在智能方面，建立了場館『智慧
大腦』，各種數據集成和實時畫面可助工
作人員實時掌握場館現場動態。」聽着場
館工作人員的介紹，港生對「綠色亞運」
「智能亞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香港何
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柳睿熹說：「我平時
就比較喜歡看排球比賽，自己也會打排
球。看到亞運排球館的環境優美，設施先
進，所以更期待香港女排能在這裏取得好
成績。」

寧波象山亞帆中心是杭州亞運會帆船
帆板項目競賽基地，也是唯一的涉海場
館，海陸結合的設計讓賽事與大自然合
二為一。每一粒砂子都有講究的寧波半
邊山沙灘排球場地，更是引起了港生們
的濃厚興趣。據介紹，比賽用砂的大
小、色澤、顆粒度和稜角都有嚴格要
求，砂子顆粒直徑基本都在0.5毫米到
1毫米之間。

港生：祖國辦亞運感自豪
「通過講解，我了解到沙灘排球比賽
與其他運動不同，還有DJ和沙灘寶貝
等獨特的職位，令比賽氣氛更活躍，娛
樂性和觀賞性也更高。」來自香港佛教
善德英文中學的劉康穎說，「參觀亞運
場館，令我獲益良多，不僅了解到更多
體育知識，更令我再次為祖國能夠舉辦
亞運會而感到十分自豪。」
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的陳沛如

說：「一直以來我都是坐在電視機前看
着運動員在宏大的場地上灑下努力的汗
水，想不到這次居然有機會親身到訪比
賽現場。這裏不僅僅代表運動精神，更
承載着一眾運動員的熱誠和對體育的熱
愛。杭州亞運就快開賽，祝願中國隊和
中國香港隊的各位運動員都可以取得理
想的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
報道）遊學團浙江行第二站抵達紹
興，開啟了「跟着書本找人物」的趣
味旅程。「都說紹興是一座『沒有圍
牆的博物館』，果然名不虛傳！」鍾
雨莙前腳剛離開魯迅故里的百草園，
後腳便踏上了陽明故里的至善堂，看
到語文書、歷史書裏的人物「鮮活」
地展現在自己眼前，這位來自香港理
工大學英文及應用語言學的大四女生
顯得十分驚喜。「我拍了很多照片，
準備回去與魯迅的散文集對照着，這
樣就更有感覺了。」
下車行至魯迅故里景區入口，一副巨

大的魯迅塑像吸引了同學們的注意。
「大文豪本人好酷，一看就是有着錚錚
鐵骨的漢子！」同學們一邊拿起手機拍
照，一邊順着青石大道往內走。「大」
是同學們對於魯迅祖居的普遍印象。
「每一回我以為走完了，轉角又是一片
新天地。光是看祖居的建築風格，我
就能呆上一整天。」鍾雨莙感慨道，
那些精緻的方格木門，雕花裝飾的飛
簷，在細節處盡顯大戶人家的莊嚴肅穆，既有歷史感，又蘊藏着深厚的文化。
魯迅故居（周家新台門）則相對樸素，魯迅先生在這裏出生，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

光。「我記得院子裏有一口天井，井裏的水至今依然十分清澈。望着井口，你甚至能夠想
像，當年先生是怎樣在這裏盛水洗臉的了。」鍾雨莙回憶道，魯迅先生的臥室也十分簡樸，
只有一張木床，一個小小的櫃子以及一套桌椅。「一想到他在這麼簡樸的房間裏，寫下了那
麼多鏗鏘有力、震撼世界的文章，實在是令人敬佩。」
儘管是工作日，紹興陽明故里景區依然遊客眾多。瞻仰先賢、汲取智慧，一批批陽明
文化愛好者和遊客慕名而至，也讓隨行的香港師生感受了一把古城的「心學」熱度。

仰慕王陽明港生：記筆記證「知行合一」
「我覺得王陽明很厲害啊，他在軍事、哲學、文學等多方面都有建樹，是我偶像來
的。」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中三的朱沛龍從小就對中國傳統文化十分感興趣，自歷史書裏
提到心學後，就上網查閱了更多的資料來看。「之前一直忙於功課，沒有什麼機會出來
探訪，這次也是拜託了父母，才同意讓我到浙江來學習的。其中，能來紹興這個出了很
多名家的城市走訪，是我成功說服父母的關鍵，所以這次在陽明故里我有認真記下筆
記，證明我真的在『知行合一』哦！」
為了讓更多的年輕人熟悉王陽明的故事，陽明故里還打造了一座由三塊巨大屏幕組成

的聲音劇場，滾動播放王陽明在紹興講學的影視片段。「雖然只是影視片段，但置身其
中，仍有一種穿越百年拜於先生門下聆聽教誨的代入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拓碑是保存文物的方法之一，
也是我國印刷術發明的前驅，距今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在東晉書法家
王羲之的園林住所紹興蘭亭，金魚池老師一邊講解拓碑的由來，一邊指導
同學們親手做起了拓碑。
「你們先在碑上灑一層水，然後把宣紙覆蓋上去，接着用刷子沿水從中

間往兩邊均勻地上水，使拓紙牢牢沾在碑上而不會移動。注意一定要調整
呼吸，均勻上水，這對後續的步驟很關鍵。」在老師的指導下，同學們每
人拿一塊碑文，開始行動起來。「上水後，在紙上用打刷敲打，使文字嵌
入但不能用力過猛，以免拓紙破裂。」「敲打的時候，字要從上而下垂直
地打。」「不能斜着打，不然會把紙打毛的。」每一句提醒，都能引來心
領神會的歡笑。或許「毛毛躁躁」正是大家需要來拓碑靜心的原因。
「已經敲打好的同學可以等紙晾乾，我給大家倒一點墨水，就能上墨

了。」金魚池老師介紹道，上墨有專用的拓包，用拓包在宣紙上來回逐漸
密集敲打，墨不能弄到文字裏，一旦滲入紙張便無法修改，容易前功盡
棄。「最後，等到墨至八九成乾，便可取下拓本，一張黑白相間的拓碑成
品就完成了。」
由於碑上的文字和圖案各不相同，有「蘭亭」、「清水流觴」、

「鵝」、竹林圖等等，同學們都笑稱是在「開盲盒」，還有不少手速快的
拓了兩三張，準備帶回香港做手信。「這個很有意義啊，畢竟是我親手做
的。」港生朱沛龍一邊展示作品一邊說，「我真的是第一次做，或許是因
為平時有練書法，所以在敲打和上墨時更能控制手勁吧。老師果然沒有說
錯，拓碑不僅考體力，更考心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在寧
波天一閣博物院，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曾嘉怡看
得特別仔細，還不時拿起手機拍下建築的每一個
細節之處。「其實我之前做過一個小小的論文去
研究天一閣的木質建築，當時只能通過網絡查找
資料。這次能親眼來看一看，也算是彌補了遺
憾，而且我發現了很多當時論文裏提到的建築形
態，原來真的長這樣啊。」
由明朝中期退隱的兵部右侍郎范欽主持建造的

天一閣坐落於寧波城西，建於明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現
藏各類古籍近30萬卷，其中珍本8萬餘卷。450
多年來，天一閣藏書流傳至今，書樓俱存，世所
罕見。
曾嘉怡一邊參觀一邊告訴記者：「做論文的時

候我查閱資料知道，天一閣的建築不僅融入了傳
統風水學，還做到了防潮、防火、防蟲的功能。
今天終於看到了實物，對我來說是一次很好的體
驗。」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的余煒明在天一
閣裏看到那麼多的珍貴古籍文獻和歷史文物，也
不禁感嘆：「這個博物館展示了中國古代書院的
風貌和圖書館的發展歷程，讓我對中國古代教育

和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同時也深深感受到了
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和知識的珍貴。」
來到「狀元廳」前，講解員介紹，這裏之所以
叫做「狀元廳」是因為他的主人是清代咸豐皇帝
登基次年「壬子恩科」的狀元──章鋆，他也是
寧波歷史上12名狀元中的最後一位。

狀元廳前討彩頭
聽到這裏曾是狀元的住所，不少港生趕忙聚在

牌匾前自拍合影，笑稱要討個好彩頭，預祝自己
考試得狀元。陪同前來的學校老師也在一旁笑着
說：「對啦，狀元廳前合個影，明年中學文憑試
得佳績。」
天一閣一行，讓港生們對於寧波「書藏古今

港通天下」的城市形象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一下車就感受到了寧波深厚的文化底

蘊。」香港佛教黃鳳翎中學的吳晶晶說，「走進
天一閣暗紅色的大門就像走進了歷史的大門，連
空氣中都瀰漫着令人沉醉的書香和木香，我還了
解到古人如何保存書籍。在這裏，你可以發現它
代表着古人幾千年來對文化、對文明的渴求，代
代相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
道）「這是傳統的手工水泛丸技藝，兩把
刷子一張匾，一罐清水和一碟中藥粉，就
能做出一顆顆便於服用的中藥丸。」在寧
波壽全齋中藥文化館裏，非遺傳承人張國
甫向港生們演示着這一逐漸消失的傳統技
藝。看着竹匾中的粉末逐漸變成滾圓的顆
粒，不少港生也躍躍欲試。
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王子月接過竹匾，

學着老師的手勢轉動起來，好一會兒竹匾
裏的粉末似乎一點變化也沒有。「看起來
容易，做起來可一點都不容易啊。」她
說，「中醫在香港還是非常流行的，我自
己有時候也會去看。但這麼近距離接觸中
醫，還能自己動手做藥丸，還是第一
次。」
除了體驗做水泛丸、切中藥飲片、搗

藥等傳統中藥炮製技藝外，港生們還參
觀了中藥百草長廊和中藥文化展示區。
被設計成老藥舖模樣的中藥文化展區
內，擺滿了從清朝至現在的藥方、廣
告、關於中藥的政策通知等，將中國中

醫藥歷史翔實地展示出來。來自香港保
良局董玉娣中學的羅宏樂說：「在這
裏，我充分體會到古人以草入藥的智
慧，更加深了我對中醫藥發展的認識，
以及對非遺傳承人的敬佩。」
更讓港生們覺得有趣的是自己親手製

作中藥手工皂的環節。把皂基慢慢融
化，加入人參液和玫瑰花粉，輔以鮮花
裝飾，倒入模具，等冷卻後再脫模，一
塊充滿花香的人參手工皂就製作完成
了。中醫師介紹，使用這樣的香皂不僅
能潤滑皮膚，還對一些皮膚疾病有一定
治療作用。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雯芊說：「能夠

走過中藥老字號的百草園，嗅一嗅藥材
香，看一看植物美；能夠手忙腳亂地與朋
友合作，製作出獨一無二的中藥肥皂，這
樣的體驗很棒。」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
學的梁茵茵對此也深有感觸：「讓我體會
到中國幾千年以來珍貴且奇妙的中醫藥技
術。我希望這樣的非遺文化可以一直傳承
下去。」

港青「跟着大文看祖國」讚嘆中華文化淵博 冀貢獻國家發展
師生遊學浙江 飽覽文化山河

打卡杭州亞運場館
祝願港隊再創佳績

跟着書本遊紹興
尋訪魯迅王陽明

蘭亭親手做拓碑
學技術更養心性

論文裏的「天一閣」
港生終見真容

製藥丸做藥皂
解碼神秘中醫文化

 &

◆◆遊學團參遊學團參觀寧波象山亞帆中心觀寧波象山亞帆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 攝攝

◆遊學團師生
在分享會上合
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連愍鈺 攝

◆港生親手製作中藥手工皂。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 攝

◀ 港生打卡杭
州臨平體育中心場
館群。 香港文匯報
記者連愍鈺 攝

◆港生朱沛龍（右）與偶像王陽明的雕塑合
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港生鍾雨莙（右）在紹興蘭亭學習拓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港生王子月（右）學習製作水泛丸。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攝◆港生們在天一閣狀元廳前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攝

◆港生學習沖泡西湖龍井。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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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角協同中學的老師何佳慧表示香港北角協同中學的老師何佳慧表示，，希望學生能希望學生能
將中華文化繼續傳揚將中華文化繼續傳揚。。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 攝攝

◆◆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的麥嘉瑜分享遊學感受的麥嘉瑜分享遊學感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 攝攝

◆◆香港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柳香港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柳
睿熹分享遊學感受睿熹分享遊學感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 攝攝

◆◆ 香港拔萃女書院的蕭嘉頤分香港拔萃女書院的蕭嘉頤分
享遊學感受享遊學感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