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佛」王維榮膺年度中國歷史人物
票選藝術成就不凡者 學生：助識更多中國傳統

為讓香港學生以至市民大眾了解歷史人

物對國家和社會文化貢獻，從而培養國家

民族認同，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近月舉

辦了2023「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

「怡情審美，永續動能」為主題，推薦五

位藝術成就不凡的歷朝歷史人物作候選

人，共吸引超過十萬名學生及公眾參與，

創下歷屆之冠。活動昨日揭曉結果並舉行

頒獎禮，最終由唐朝「詩佛」王維以3.6萬

票當選2023年度中國歷史人物。有參加學

生和老師認為，活動能夠讓學生對中國文

化產生更大的興趣，培養同學對國家歷史

文化的自信和歸屬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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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文化工作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新一份施政報告便提出多項政策措施推廣中華文化、促進文

化交流，例如成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並由今年起舉

辦「中華文化節」，內容包括安排精選的入圍國家藝術基金

的本地項目在港演出。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將設於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文體旅局）轄下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體旅局

局長楊潤雄強調，要為國家做好連接國際的工作，向世界各

地展示國家的多元文化藝術成就，說好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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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華文化傳承與創新 促進國際交流
積極推廣入圍國家藝術基金香港藝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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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旅局副秘書長郭黃穎琦出席「西泠學堂
書畫篆藝術領軍人才優秀作品展」（澳門站）。

◆揚鳴粵劇團
《子期與伯牙》

透過國家藝術基金項目 弘揚中華文化
局長楊潤雄早前出席竹韻小集「香江雅韻．絃歌不絕——嶺南音樂文化傳承及實踐
計劃成果巡演」的發布會表示，國家藝術基金已自2021年7月起向香港的藝術機
構和藝術工作者開放一般項目申請。為更好對接國家政策，特區政
府亦已預留專款支持入圍的優秀項目在內地及海外城市進行展演。

以中華文化為本 多元兼備
楊潤雄續指，入圍項目種類多元，除了西樂、中
樂、戲曲、舞蹈、歌劇、雕塑、書畫外，還包
含人才培訓和文藝評論等項目，但其都是
以中華文化為本，體現香港「一本
多元」，即以中華文化為本，
中西文化多元兼備的特
質，彰顯出香港獨有
的文化特色。

鞏固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地位
此外，楊潤雄期望未來有更多香港藝團和藝術家「走出去」，將高水平文藝項目帶到香港以外的地區進行演出、

展覽，傳播好中國聲音，從而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地位。
楊潤雄最後強調，推動文化發展事實上有數個重要着力點，包括着力推動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

發展，着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以及着力推動文化事業繁榮發展。他指出香港應善用在文
藝方面的優勢，以能夠與國際接軌的方式演繹，從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香港及海外的普及、傳承與發展。

今年將舉辦「中華文化節」
楊潤雄特別提到籌劃中的「中華文化節」，指文化節將呈現不

同藝術形式項目，其中包括安排精選的香港入圍國家藝術基金項目在本
地演出，讓香港市民深入了解中華文化，並擦亮香港品牌，吸引遊客到香港

欣賞具中華文化底蘊之優秀項目。

請掃描二維碼登錄「文匯網」，
查看相關視頻。

是次「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王羲之（東
晉）、王維（唐朝）、宋徽宗（宋朝）、唐

寅（明朝）、郎世寧（清朝）為候選人，共吸引
了326所中小學九萬多名學生投票，連同公眾人士
在內參與人數破十萬。主辦方亦在選舉期間進行
多項相關學習及推廣活動，以多元方式推動歷史教
育。
昨日頒獎禮上，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獲頒最踴
躍投票獎及最佳活動推廣獎銅獎。該校通過話劇，
讓學生穿上漢服扮演古人，向同學介紹五位候選歷
史人物。其中學生王焯田昨分享，透過扮演古人來
認識歷史人物是難得機會，因此自己踴躍參加，他
非常喜歡所扮演的詩人王維，認為王維的詩讀起來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非常有趣。他又提到期間

的難忘經歷，「我扮演王維時有一
句對白，『哼我明明在寫古詩，為
什麼我現在在這裏，難道這裏就是
傳說中的基慈小學？』當時同學們
都開心大笑，能夠帶給同學們歡
樂，我也感到非常高興。」
該校女生羅安然則在活動中扮演

宋徽宗，對於能扮演皇帝她覺得非
常有趣，認為活動是難得機會深入
了解古人和中國文化，增廣見聞。
在扮演歷史人物前，她有上網查閱
資料深入了解古人的背景，非常欣
賞宋徽宗發明瘦金體書法，也讓自
己能認識更多中國傳統書法發展和
歷史背景。

授六藝培養習史氛圍
九龍真光中學在「曲水流觴」三連環歷史問答比
賽中獲得學生最佳成績。校長李伊瑩說，該校一直
致力日常學習中融入中華歷史文化元素，例如在中
史科課堂，老師會為學生選擇一些普遍存在謬誤或
一些含糊不清的史料進行解釋，啟發學生思考以更

清楚了解歷史的全貌；又會設中國文化周讓同學們
穿漢服，感受中國傳統文化魅力；而普通話科則會
教授六藝，如棋藝、書法、茶道和射箭等，希望能
建立趣味學習中國文化歷史的氛圍，培養學生興
趣。
為昨日活動主禮的特區政府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

美嫦提到，是次選舉的候選歷史人物各有特色，於
鑽研和開拓中國藝術上都有重要貢獻，同學透過了

解他們的故事，不單能提升賞析中華文化的能力，
亦有助培養國民身份認同和文化自信，加強民族自
豪感。她表示，局方近年亦致力在歷史教育教材方
面求新求變，增加趣味性，如推出中國歷史學生自
學平台及「趣看中史＠文物」動畫系列等，呼籲社
會各界攜手合作，共同努力培育香港學生，讓學生
能了解、欣賞以至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培養家國情
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為服務居於內
地的港人子弟，考評局今年起容許內地的港人／
港澳子弟學校成為中學文憑試（DSE）「與考學
校」，以保送學生以「學校考生」身份報考。該
局昨日表示，兩所港人子弟校包括深圳香港培僑
書院龍華信義學校和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共
有約110名合資格考生將會應考今年DSE，局方
預計於2月初派發准考證，讓考生按准考證所載
的獲派試場，應考各科考試。不過，於內地設試
場事宜仍須進一步研究，考評局會為兩校考生物
色適合的本港試場，予他們來港應考今年DSE。
考評局昨日解釋，DSE一直是於香港境內舉辦

的公開考試，從未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開設內
地試場涉及周詳的籌劃和多方面的配合，包括試
卷運送、保安事宜、考務人員培訓、人手安排、
資源調配、即場支援等，仍待兩地相關部門和機
構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就2024年文憑試，考評局將物色適合的本港
試場，安排兩所學校考生應考，包括甲類科目的
筆試、英國語文科口試，以及音樂科和體育科的
實習考試。考評局已通知「與考學校」有關保送
學生報考DSE及相關安排。局方會繼續就在內地
城市開設文憑試試場的建議，與兩地相關部門和
機構跟進和磋商，並與「與考學校」保持溝通。

110名港人子弟校生今年赴港考DSE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駱駝素有「沙漠

之舟」稱號，因牠們即使身處乾旱炎熱的沙漠環
境，仍能來去自如。有香港城市大學博士生團隊從
駱駝得到靈感，模仿牠們在晚間定期從空氣中吸收
濕氣，到日間則釋放儲存水分以降溫的獨特習性，
研發出一套仿生被動製冷系統，製冷效果為傳統輻
射製冷方法的四倍，而且不受長時間使用、材料老
化和水汽凝結等因素影響製冷表現。該系統獲得第
三屆「俊和學生創新獎」銀獎及「最佳可持續解決
方案大獎」兩項殊榮。
城大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生盧偉健和張振文，及能源

及環境學院博士生徐其利合作設計出仿生被動製冷系

統，可實現高效被動冷卻，平均製冷效果高達每平方
米630瓦特，為傳統輻射製冷方法的四倍。團隊期望系
統能夠為建築物、電子器材和食物保存技術上提供高
效的製冷效果，減低因而造成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盧偉健介紹，仿生被動製冷系統亦有極高潛力應
用於「組裝合成」建築上，尤其適用於香港以至大
灣區各地的建築，「我們將會繼續致力在可持續發
展和能源方面作研究，期望未來研發出更便宜和環
保的新方法，以獲得潔淨能源。」
這項研究由城大協理副校長（資源規劃）、機械

工程學系及能源及環境學院教授王建邦和機械工程
學系博士後林文珠指導。

觀駱駝獲靈感 城大生創仿生被動製冷系統

▲王維獲選為「年度歷史人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陸雅楠攝

▶昨日舉行2023「年度中國歷史人物
選舉」結果揭曉暨頒獎禮發布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