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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睇片

藉尺藉尺識史識史度古度古知今知今
學者推座標尺助學生研習中史

▲▼中國歷史座標尺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華五千年歷史浩瀚淵博，朝代眾多且錯綜複雜，倘若不能理清個中關

聯，對學生而言便如困迷宮。為更有效地推動中史科的教與學，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永遠榮譽會長

林建新於2006年創造性地設計出清晰簡明的「中國歷史座標尺」，巧妙地將中華五千年歷史濃縮於咫尺，

並配以不同顏色和必要圖解，助學生知中華史序列，明五千年興替，鑑古知今，學史明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雨竹）國民教育學會旨在推動青
年認識祖國，激發年輕人對祖國歷史與文化之認同及尊
崇，常舉辦多元角度和跨範疇活動，帶領學生從更深更
廣的層面了解祖國。在日前舉行的「2023江門開平華僑
文化交流總結分享暨頒獎禮」中，梁炳華博士以「香港
是中國走向全球化的起點」為題，向去年參加過「粵港
澳大灣區：江門開平華僑歷史文化雙向交流」活動的學
生，介紹香港在中國全球化進程中的「窗口」作用。活
動後，他亦將「中國歷史座標尺」作為限量版獎品發放
給現場的同學及老師。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歷史教師盧靜敏表示，座標尺上

印有按順序排列的中國朝代及相應年份，讓知識更易
懂，對學生們學習中史很有幫助。「學生們可以在尺上
清晰地看到一些不易牢記的課本知識。同時，易攜帶的
『中國歷史座標尺』也方便同學們溫習和鞏固課業。」
她的幾位學生認為，座標尺能幫助她們確切說出每
個朝代的年份。「比如元朝後面是什麼朝代，我們可
能原本記得不是很清楚，但如果有了座標尺，看一眼
就馬上知道了。如果數學課堂需要畫直線，這把尺也
可以被用作普通的工具。」但也有一位同學坦言，尺
子上的負數不易搞懂，只有問過老師才能明白，希望
座標尺這方面的設計能更簡潔明瞭。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的兩位中四同學表示，印有歷
史朝代的座標尺可以幫助他們快速記住中國朝代及起
訖年代，而且他們不需要逐頁翻看課本或資料，節省
時間，也很方便。

◆◆東華三院鄺錫坤東華三院鄺錫坤
伉儷中學的師生展伉儷中學的師生展
示收到的座標尺示收到的座標尺。。

▲「中國歷史座標尺」的專題尺系列涵蓋中國朝代年份數
字口訣篇、中醫篇、通訊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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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怡介紹「 FUN識香港」
程式的功用。

◆盧靜敏認為座
標尺使歷史知識
更為簡明易懂。

◆梁炳華認為座標尺可令學生清晰分辨朝
代順序。

◆林建新與
高錕交往甚
密，特別在
專題尺通訊
篇中加入他
的事跡。

◆林建新向台灣聖嚴法師介紹座標尺。

特稿特稿

藉「FUN識香港」趣讀歷史故事
2019 年初中中史科推出新課

程，香港史部分的重要性大大提

升，齡記書業集團以梁炳華的豐

碩社區史學資源為柢，結合電子

教學新趨勢，開發了「FUN識香港」應用程

式，收錄150多個本地古蹟，邀師生邊走邊

學邊玩樂，透過足跡漫步歷史長河。

其實，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梁炳華便決

心「活化」歷史教育，將「專題研習」與

「社區考察」等新式教學方法引入課程當

中，讓學生能夠從體驗中學習。其後，他投

身於整理香港社區古蹟資料，並設計成適合

教學的考察路線，創立18條學校文物徑，並

完成「以區為本考風問俗」和「香港古蹟之

旅」等研究計劃。如今，他正與齡記合作，

通過「FUN識香港」延續歷史教育信念。

齡記資深編輯周慧怡介紹道：「現在的

年輕人個個都會用手機，所以我們會思考

如何在程式中加入趣味元素，鼓勵他們邊

玩邊學。這個程式有 GPS 功能，你可以見

到當下身處位置附近的古蹟，此時點擊

『打卡』就會獲得分數，也可以看到這些

古蹟的簡介和延伸知識，隨後Quiz的設計

也增強了程式的遊戲性。」

林建新秉承「重要的國家知識生活化，複雜
的五千年歷史簡約化」的理念，在師友協

助下始創「中國歷史座標尺」，獲國家及香港的
設計專利，而已辭世的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
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何景安老師也為座標尺做了大
量資料精準和推廣工作。座標尺可謂一種全新的
學習工具和文化用品，亦成為人與歷史之間的溝
通橋樑。如何讓更多學生持有座標尺？這是林建
新始終在思考的問題，他過往曾協辦「知中華史
序列．明五千年興替」有獎問答遊戲、「從郵票
學習中國近當代史」展覽等活動，既深化學生對
祖國歷史的認識和興趣，亦擴大座標尺的影響
力。同時，他也與國民教育學會會長梁炳華博士
合作推出國民教育篇專題尺，並免費容許座標尺
為「中國歷史座標尺——全方位學習教學活動」
計劃所用，一眾歷史教育工作者和學者正群策群
力，助學生學好中史，更享受研習中史的樂趣。

分門別類呈現歷史文化知識
「中國歷史座標尺」分為專題尺、冠名尺和國

際尺三類，至今生產發行約140萬把。在專題尺
中，除應用最廣泛的標準篇外，還有中國朝代年
份數字口訣篇、書法篇、文學篇、中醫篇、通訊
篇等，從不同角度令使用者熟識各類知識；冠名
尺則由各機構訂製，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文匯報
在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之際，亦訂製了82,000把
「中國歷史座標尺——香港回歸篇紀念版」並隨
報附送；而國際尺現有百年奧運篇，連結中國歷
史與國際奧運史。
林建新從未停下豐富座標尺內容的腳步，他至

今仍不斷在增加專題尺種類，積極與學校及機構
合作共創新篇，如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合作
推出的中醫篇簡明闡釋中醫藥發展史；而在通訊
篇中，他則藉列舉中國通訊事業發展歷程並向已
逝好友高錕致敬……「為了讓大家看到中國古代
文學底蘊有多厚，我又做了一把文學篇，另外還
有名山篇，展示了國家的壯麗山河。」他近期還
研發了座標尺書法篇紙鎮，既聚焦中國文字演變
和各種書體，亦展示古代書法名家作品，此尺設
計精美，兼具紙鎮功能。

梁炳華極讚賞座標尺的功用：「如果我們手中
有這樣一把尺，無論是教還是學，都可以形象且
直觀地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座標尺可幫助學生
記住不同朝代的先後次序，不同階段的定位都可
以按圖索驥分辨得到。」他補充道，「中國歷史
多元且豐富，座標尺是一個綜合載體，匯聚不同
文化的歷史發展，將其分門別類地展現出來。這
也會間接使學生接觸到不同範疇、類型和層面的
與中國歷史有關的知識，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群策群力共推座標尺入校園
梁炳華從小受師長熏陶，與中國歷史結下不解

之緣，也是座標尺走入校園的重要推手。他說：
「我們有時會送一批尺給老師，若有的學校很欣
賞這個設計我就送多些，若有的學生很喜歡，我
就送給他們作為獎品或者紀念品。每年起碼都有
六七十間學校會收到這些尺，當學生們互相傳閱
和溝通，他們便會認識更多有關這把『中國歷史
座標尺』的知識。」
目前中史已成為初中獨立必修科，但在高中也

只是文憑試的選修科，實際選讀
人數並不多。梁炳華表示，近

年已愈來愈多人意識到中史的重要性，特區政府
也已扭轉過往「冷待」歷史的態度，只是還需時
間持續發展，「以往初中中史平均計每年級約每
周兩節課，但常由其他科老師兼教，甚至被投閒
置散。當學生感受到學校並不重視中史，便也會
產生中史並不重要的想法，長此以往成為惡性循
環，以至學生日後教導下一代時同樣也不會重視
歷史。」其實，學習歷史有助於建立對社會和國
際大格局的觀念，也可以啟示未來，「現在社會
各界已達成了共識，一定要學好中國
歷史。」他也正身體力行，走在
「活化」歷史教育的第一線。

朝代數字口訣量化歷史進程
鐵道部老年大學副校長魏蓮一見到「中國歷史座標尺」後饒有興趣，認為它很
有實用價值，並特意將自己在教學中使用多年的「中國歷史朝代數字口訣」提
供給林建新。通過該「口訣」，便可以將中華五千年歷史年代和朝代順序轉變
成完整而量化的概念。如果說「尺子」從視覺角度顯示中國歷史的走向，那麼
「數字口訣」則以口訣展現中國歷史的進程。二者各有特色，相得益彰。

各朝代數字口訣之總和為40.5，設1＝100年，則總和為4,050年。這個口訣的
數位以百年為單位，相對應某一個朝代的大致年限。如第一句「夏商周秦漢，
五六八半四」，即為「夏朝約500年，商朝約600年，周朝約800年，因以百年
為單位，所以秦朝約50年稱作半，漢朝400年」。後面以此類推。

時間軸
朝代圖

尺上每小格代表10年，顯示由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2000年
按朝代先後、長短、內在關係排列，各朝代旁均有註釋編號

▲中國歷史朝代數字口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