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島雖然瀕海，也擁有很多小島，但城市主體並非在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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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香江非遺文化 了解漁民歷史傳承

涵蓋環保經濟社會「可持續」環環緊扣
公民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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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關是秦皇島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也是明清時期重要關隘。

我們不時在新聞和網上的信息當中，看到全球
人類面對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的問題，某程度
上就是人類文明發展遇到各種各類的挑戰。自上
世紀七十年代起，以歐美為主的西方國家開始有
人提倡全球觀念，對人類與全球如何發展作出思
考，也就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開端。
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稱公民科）主題3

「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的四個課題當中，「可
持續發展」就是其中一個課題，當中學習重點包
括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和其
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以及「不同持份
者在推動環境保育方面的角色和責任」。而在補
充說明當中，對於該課題也是圍繞環境保護相關
的環境可持續發展為主，包括「環境保育的實踐
經驗概略」、「政府、教育界、工商界、非政府

組織、個人在推動環境保育方面的角色和責
任」。從相關說明來看就知道，對於公民科對可
持續發展的教授內容偏重於環境可持續發展。
對於由高中通識教育科轉任為公民科的老師們

而言，有關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內容可說駕輕就
熟。因為在舊有高中通識教育科的「單元六：能
源科技與環境」中，環境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重要
部分。而老師在公民科授課時，又有什麼需要關
注的重點呢？

如何平衡環保與生存？
對於可持續發展的定義，老師可參考1972年聯
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當
中，所通過的《斯德哥爾摩宣言》和《人類環境
行動計劃》。而在會議發布的非正式報告《只有
一個地球》中，提出「為了這一代和將來世世代
代保護和改善環境。」此外，在1987年世界環境
與發展委員會發表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

出「即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而同時又不損及後
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模式。」現時對於可持續環
境的論述，基本上是建基於保護和改善環境之
上，同時又要滿足人類生存的需求。
因此，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絕非單單是只談

環境保育，而是經濟、社會和環境之間，如何在
平衡之下取得發展，各部分都是環環緊扣，絕非
單獨存在。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人類環境保護
意識抬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和社會高速發
展下，所帶來的污染和環境破壞已影響人類的生
存，例如空氣污染和水資源污染已影響人類健
康；南極洲上空的臭氧層因溫室氣體大增而出現
「破洞」；因工業生產而產生的廢氣導致「酸
雨」，破壞森林和綠色地區。就是因此以往掠奪
式、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付出的代價甚大，因此
才有「可持續」的理念出現，也是在發展與保育
之間找一個平衡點。
而在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當中，也慢慢出現與

可持續發展相關的轉變。對於經濟可持續發展，
一方面實現不影響環境和不破壞地球自然環境的
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就是追求實現不同國家、地
區和人群的財富公平和共同增長。
至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其中一個發展方向就是
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產業發展的平衡、
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共融。在各方面及各持份者之
間取得互利的平衡，就是人類可持續發展和生存
下去的模式。
由此可見，可持續發展絕非只重視環境保育，
而是經濟、社會、人類活動、環境之間環環緊
扣。故此，公民科老師在授課時，可多找一些公
民科課程其他的內容作例子，結合可持續發展的
理念，既可以豐富內容，也可以做到溫故知新。
◆羅公明

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
年，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
教科書出版。

香港歷史是從漁港發展而
來，為人熟悉的漁港有香港
仔、筲箕灣、青山灣、大

埔、西貢市、大澳、長洲和沙頭角，至今仍可置身其中
感受到昔日漁民生活的點點滴滴。現時香港旅遊發展局
亦重點推廣漁港風貌及漁民歷史故事，特別是參觀住家
艇和品嘗避風塘食物等，藉此吸引中外遊客。
漁民一般被稱為水上人或水面人，都是以船為家。他

們居無定所，曾被岸上人歧視，被貶稱為「蛋民」、
「疍民」、「水流柴」等。1930年代，中國十三所基督
教大學——嶺南大學之華人校長陳序經（1903-1967），
進行漁民水居分布的詳細調查，論述包括四川、廣東、
廣西和福建各省的情況，反映漁民的悠久歷史。就澳門
及香港而言，漁民的人數眾多，並且從紀錄得知已有艇
戶、貨船、鹽船和搖艇移居到達青山一帶。
漁業曾是昔日香港的主要工業之一，漁民大多以捕魚

為生，亦從事買賣漁獲、漁具、造船、維修和運輸業。
1950年代，長洲、香港仔、筲箕灣等漁村，屬於深海漁
船、拖網船和大釣艇較為集中的漁港，因而吸引漁民聚
居。漁民除了出海工作外，其餘時間都會在避風塘生
活，逐漸建立水邊社會。
因漁民在海上生活和工作的流動特性，來往香港、廣

東兩地的情況頗為常見，當中部分廣東沿海漁民因應捕
魚政策的影響，輾轉來到香港，香港水上人口因而有所
增長，在1960年代初已經超過13萬人。

工業興起 漁民逐漸上岸
及至1960年代後期，漁船的機械化發展減少勞動力的

需求，再加上其他香港工業的興起，吸引漁民子弟轉換
職業，漁民人數漸漸減少。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漁民及
漁民子女居於船上的生活艱苦，不但面對物資短缺，更
時常受到風暴、意外及治安問題所威脅。
197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為改善他們在避風塘過於

擁擠的生活環境，以及沒有足夠食水、沒有廁所等惡劣
的衞生問題，政府開始陸續安置漁民上岸及入住公屋，

並且增加漁民子女上岸讀書、接受普及教育的機會，得
以提升知識水平。加上日後的基建工程所影響，甚至出
現避風塘的原址被填平，以及興建新的避風塘或避風碇
泊處。1990年代以後，甚少年輕人願意加入漁業，根據
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水上人口只有
1,125人。隨着社區都市化發展，漁業就像其他傳統行業
面臨式微。
至今，透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我們仍可以感

受到香港漁民傳承下來的生活文化。漁民所說的獨特方
言稱為「水上話」或「水佬話」，內容大多與他們的生
活和工作息息相關。再者，他們透過漁歌（鹹水歌）累
積知識及傳承生活體驗，這種口耳相傳的方式也表現了
昔日漁民的生活智慧。其中，香港漁民傳承的嘆歌，對
傳統婚嫁及喪葬儀式具有重要意義。
漁民群體大多持守傳統民間信仰和習俗，當中包括信

奉天后、洪聖、譚公、觀音、關帝和朱大仙等神明。在
農曆新年期間的神誕慶祝活動，如農曆正月初二的車公
誕及大埔三門仔在農曆正月初二至初六舉辦的大王爺
誕，當中有粵劇神功戲、請神、賀誕和接神等儀式，場
面熱鬧。

◆彭淑敏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暨副系主任

電影教學是一種富有趣味
性和感染力的教學方式，可
以有效地將知識和情感教育

相結合，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度。同時，公民與
社會發展科是高中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中「改革
開放以來的國家」主題，課程指引提及學習時須「了解
國家和世界近百年的主要歷史發展和重要歷史事件」。
因為良好的影視作品素材，可以配合學與教，提升學習
成效。
特別是，本科可以利用電影來了解複雜的中國近代歷

史發展和相關的問題，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和探討。例如
肩負中國史上電影票房冠軍的《長津湖》，是一部以抗
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戰役為背景的電影。
特別之處是抗美援朝戰爭作為1949年建國後，第一次對
外的大型戰事，同時亦是共和國時期中美關係第一次明
確的交匯點，通過這部電影，我們可以深入了解中國近
代重要歷史事件。
在電影中，展示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勇和頑強。在
極寒嚴酷的環境下，志願軍憑藉鋼鐵意志和英勇無畏的
戰鬥精神，扭轉了戰場態勢，為長津湖戰役的勝利作出
了重要貢獻。這反映了中國人民在民族危機時刻的團結
和勇敢。此外，電影還展現了戰爭中的人性光輝。在殘
酷的戰爭中，志願軍官兵展現了深厚的愛國情懷和人性
光輝。他們面對生與死的考驗，捨生忘死、前仆後繼，
用鮮血和生命捍衛了祖國的邊疆。
電影也反思了戰爭的殘酷及和平的珍貴。長津湖戰役
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最為慘烈的戰役之一，電影通過呈現

戰爭的殘酷和慘烈，引發觀眾對和平的珍惜和思考。
除了這一套經典之外去年度亦有不少合適公民科的電
影推薦，以加強對國家的認識。例如在「傳統中華文化
的特質」課題中，全國廣受歡迎的《長安三萬里》講述
了中國唐朝時期的詩仙李白的故事，展現了盛唐時期的
繁華與輝煌；而《中國青年：我和我的青春》則以三代
青年人的視角，展現了不同時代的青春奮鬥故事，亦是
回應「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課題的好材料。從
中了解到中國在不同階段中，推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的規劃與建設，加深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認識。
在此特別一提，在利用電影教學時，需要選擇適合學
生年齡和認知水準的電影，確保電影的內容和學科緊
扣，配合電影導讀及老師解說，可以對理解電影，能夠
起到正面的作用。此外，教師需要精心設計教學環節，
將電影和教學有機結合起來，提高教學效果。

◆洪昭隆中學副校長

中國有691座城市，名字中有「島」的只
有3座。但原來這3座城市其實都不在島
上。究竟「島」從何來？

有「島」字城市是哪3座？先揭曉答案，一座是山東省青島，其餘
兩座是河北省秦皇島和遼寧省葫蘆島。
青島地處山東半島南部，瀕臨膠州灣和黃海，應該是「3島」中知名
度最高的一座。青島是中國高鐵列車的主要生產基地，香港高鐵列車
「動感號」正是生產自這北方城市。
從地圖可以看到，青島雖然瀕海，也擁有很多小島，但城市主體並
非在島上，名字為何有「島」？
青島所在的地方曾屬山東即墨，青島這地名古時指的是膠州灣上一
個樹木茂密的青色小島——小青島。明朝末年，小青島的概念逐漸
「延伸」，小島北面的海灣被叫做「青島灣」。漸漸地，青島灣大陸
一側的村莊也有了「青島村」之名。
19世紀末，德國強行租借膠州灣，並把該片土地劃分為4個建設

區，青島灣一帶便以青島為名。此後佔領者拆除當地村落，按德國風
格打造一座港口城市，其所在的青島區也漸成代表整個城市的名稱。
後來青島又被日本佔領，到1922年回歸中國，惟名字一直沿用，成為
了一座不在島上的「島」。

地理變遷 島陸相連
再來看秦皇島。秦皇島位於河北省東北部，瀕臨渤海，相傳秦始皇
曾到此求仙而得名，是中國唯一以帝王名稱命名的城市。
事實上，現在秦皇島不是島，但古時確為一座與海岸線相距幾百米
的小島，只是因為周圍河流攜帶沙泥不斷在沿海沉積，海岸線東移，
加上港口建設，它在19世紀終於與陸地相連，成為大陸一部分。
這座小島原來位置，便在秦皇島市海港區。現在秦皇島市的人口300
多萬，有裝備製造等支柱產業，旅遊資源亦豐富。明長城最東端的關
隘、有「天下第一關」之稱的山海關，就在秦皇島境內。
第三座「島」的葫蘆島屬遼寧省，但與河北的秦皇島其實相鄰，同
樣瀕臨渤海。
葫蘆島很「年輕」，1989年才升格為地級市，原名錦西，至1994年

才更名為葫蘆島市，其名字源自當地一處形似葫蘆的半島。
葫蘆島名曰為「島」，實為半島，經濟實力不算強，知名度也不
高。不過軍迷應該會知道這座城市，因為著名的渤海造船廠（渤海船
舶重工）就在當地，該廠是中國第一艘核潛艇誕生地，至今仍是中國
唯一核潛艇總裝廠。
◆圖、文：郭立新

以獨特視角展現當代中國的發展趨勢和
人情事物，帶領讀者全新感受當代中
國。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 香港仔避風塘 資料圖片

◆《長津湖》劇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