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結香港基金於2019年8月成立「香港地方

志中心」，匯集各界學者和專家編纂香港首部

《香港志》，分8年時間推出，志書分10個部

類，包括1冊2卷55萬字的《總述大事記》，

以及4冊5卷共139萬字的《香港志．自然》與

「專題志」中的《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已

先後出版。擔任《香港志．自然》中環境保護與

生態保育卷主編的香港研究資助局主席、香港公

開大學（現香港都會大學）榮休校長黃玉山早前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香港志》有三

大功能，包括「存史」、「資政」及「育人」，

透過志書，可了解香港與內地在歷史上和自然環

境上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均是嶺南文化一部分。

中心更與合作機構推出培訓和導賞、環境生態論

壇等活動，配合志書讓年輕一代認識香港自然環

境、生態保育及香港歷史的來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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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萬字記錄香港 編纂工作殊不易

港青參與導賞員培訓
喚起環保工作熱情

林卓瑩：冀從事環境教育
參與培訓的林卓瑩，在香港教育大學

修讀全球及環境研究。她表示，自己中
四時受老師影響，關注環境保育問題，
偶然在社交平台見到這項計劃，經過簡
單面試幸運地成功參與培訓，而透過到內地考察，了解不同地
方的保育策略和方針，「最大感受是更深入了解香港與內地環境生
態知識，亦學習到帶導賞團的技巧，如面對不同年齡層有不同做法
等。」她現時分別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V'air和海洋公園擔任實習導
賞員，又表示希望畢業後，能從事環境教育相關的工作。

蔡依璇：擬投身環境保育
學員蔡依璇在香港浸會大學修讀應用生物學，一向喜愛大自然，更曾修讀地質

導遊的證書，現修讀的應用生物課程包括環境科學。在中學老師推介下，她參與
了該計劃，「我以往只對香港生態有少少認知，透過這個課程知道更多。」透

過這個課程，令她更清楚應如何利用書本上學到的知識去保護環境和
保護動物棲息地。蔡依璇現時每周擔任一次實習導賞員，包括帶團到大埔滘自

然護理區等地，「將不同環境情況透過導賞宣揚出去，覺得意義幾大，或可
以加強人們對環境保護的認知。雖然不是有很實質或很大貢獻，但憑

自己力量將所認識的東西分享給更多人，會很自豪，畢業後都想從
事環境保育工作。」

余舒穎：加入環保機構 學以致用
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修讀視覺傳意課程的余舒穎，
自小對動物感興趣，中學時曾修讀動物護理課程，
以及一些關於生物和健康管理的課程。她曾一心到台灣地區
深造動物科學，後來發現課程較貼近商科，由於她對藝術設
計感興趣，故回港後報讀了視覺傳意課程，希望透過視覺處
理技巧作為推廣知識的媒介。

她認為該培訓計劃吸引之處是有不同機構提供課程，
「我二話不說便報名，而不同NGO都有不同的培訓，例
如有用board game（桌遊）和小朋友互動，在課程中可
以跟不同機構學習技巧。」

余舒穎說，自己畢業後會以自由工作者形式從事相
關工作，另一方面持續進修環境生態保育等知識，期
望日後能在一些環保機構內任職，「我喜歡環境教育
的工作，亦可以利用現在學習的知識去做。」

學員感言學員感言

香港地方志中心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
園、海洋公園、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可持續教
育組織V'air Hong Kong等五大綠色機
構合作，推出「美麗香港︰青年自然生
態導賞員計劃」，為年輕人提供有關本
地和內地的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育課程，
並培訓他們成為該些機構的導賞員。多
名參與培訓的學生均表示一直對香港自
然生態和環境保育感到興趣，有關培訓
課程加深他們的認知，並學習到很多帶

團的技巧，而他們畢業後
亦有興趣繼續投入環保工
作。
計劃包括理論課程和本地的
戶外考察，去年10月更舉辦一個
三日兩夜的深圳及惠州考察團，到
訪深圳龍華區生態文明展覽館、大
鵬半島國家地質公園、大亞灣紅樹林
濕地公園、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和惠州西湖及生態科普館等，以了
解國家的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工作。

《香港志》分10個部類，包括總述、大事記、自
然、經濟、文化、社會、政治、人物、地名及

附錄，共49冊62卷，另設專題志4冊3卷，合共約
2,354萬字，預計2027年完成首輪編纂工作，是香港歷
來最浩瀚的文史工程。其中，已出版的《香港志．自
然》分建置與地區概況、人口、自然環境、自然資源與
生態，以及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5卷，黃玉山與環境生
物學著名學者譚鳳儀擔任「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卷的
主編。

藉學習生態系統了解兩地本是一體
黃玉山在專訪中表示，中國每個省市，甚至縣都有本
身的地方志。香港以往歸入《新安縣志》，而地方志頭
兩項功能中的「存史」，就是記錄當地歷史，「資政」
則讓政府官員了解當地的情況，最後一項功能的「育
人」則教育每一代人對當地的認知，惟百多年前香港在
英治下出現斷層，回歸後就應當要恢復，填補香港百多
年來的歷史空白。
他舉例，香港屬中華民族一部分，亦是中華大地一

部分，在歷史上和自然上與內地一脈相承，「香港的物
種非常豐富，有數以千種植物和動物，而香港動植物
跟嶺南的其實並無分別，與廣東的植物相同，岩石和土
壤也一樣，如我自己做了二三十年紅樹林的研究，大
家知道香港很出名的是米埔200多公頃保護區的紅樹
林，深圳則有福田的紅樹林，其實兩個紅樹林都是同
出一體的，只是深圳河將它們分隔，可見香港和內地是
血脈相連、唇齒相依，兩個生態系統乃是一個，通過
對生態的理解，就了解到我們與內地根本是一體化。」
黃玉山認為香港的獨特之處，除有美麗的自然景觀和
眾多物種外，既是現代化的大都會，亦十分親近自然，
「香港雖然是一個城市，特別的地方是有200多個島
嶼，海岸線很長，而從市區只要半個小時就可以到山
嶺、海灘和很多的郊野公園，有很豐富的生物和自然環
境，對於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做了很多工夫，
且成績是卓越，這就是香港的獨特地方和特色。」

配合志書推導賞 增強環保意識
在育人這項功能上，黃玉山表示，《香港志．自然》

就是要教育市民更好地去保育環境，而香港的環保政策
很全面，在空氣污染、噪音、廢物處理、水質上也做了
很多工作，如污水淨化令維港可以再舉辦渡海泳，而香
港很多環保組織亦扮演重要角色，如教育市民及在環育
政策上給特區政府提意見。
香港地方志中心去年為配合《香港志．自然》的出
版，聯合相關政府部門、商業機構、社會團體、環保組
織等，推出「美麗香港」一系列活動，讓巿民及旅客認
識香港在地緣、生態、文化、歷史上與國家的緊密聯
繫，增強環保意識。
中心更與多個機構和綠色組織合作，向年輕人提供導
賞員培訓課程，組織參觀本地與內地的生態環境和保育
設施，包括香港與內地的紅樹林，既豐富他們對兩地環
境生態的認識，更讓他們完成培訓後擔任該些團體的導
賞員，向其他巿民尤其是學生等介紹香港自然生態環
境。
黃玉山說：「這就是育人，潤物無聲、潛移默化去影

響我們下一代，讓下一代了解香港歷史的來源，希望這
個編纂（香港志）的過程不只是寫文章，是有一些活動
的，因此過程中搞了很多座談會、研討會，也出了一
些普及本和學習資料，帶進去學校，讓學生認識香港自
然環境和生態保育，並認識什麼是地方志。」

全面記錄香港自然、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10
個部類逾2,300萬字的《香港志》，集合全港各範疇的
專家、學者編纂，花8年時間才能完成。擔任《香港志
．自然》部類中「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卷主編的黃
玉山教授指出，編纂工作殊不輕鬆，這套志書的廣度
和跨度極大，撰寫工作要核實大量資料、去蕪存菁，
並要協調各專家學者的寫作風格和內容，經多次的審
核和修訂才能定稿出版，直言十分勞心勞力。

董建華牽頭 匯集專家學者
內地的地方志一直由當地政府負責，而《香港志》是由

創建團結香港基金的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牽頭成立
的「香港地方志中心」，匯集專家學者承擔編纂工作。
黃玉山在訪問中認為民間的力量更大，「民間我們
有這麼多大學、這麼多團體，這麼多在任的教授、學
者和退休學者、教授，他們願意做這件事，力量比政
府大，由政府負責則起碼要成立一個部門，並要經立
法會一番討論，相信沒這麼快（啟動），我們就很
快，2019年提出並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並立刻開展
工作。」
他表示，董建華這麼熱心，振臂高呼要編纂《香港

志》，大家一呼百應，而撰寫這套

志書需要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幾乎很多知名人士
都被拖下水，他們都用自己的人脈關係、經驗以及識
見來幫忙。」
黃玉山以其任主編的「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卷為
例，指該卷除他外，另一主編是環境科學家譚鳳儀教
授，還有三名評審和12名作者，「每個作者有的是前
任環保署高級專家或漁護署高級專家，亦有很多大學
現任和退休教授，還有很多綠色團體的環境專家執
筆，如果不是民間力量，相信政府也不易一下子就做
得到。」

評審嚴謹 協調統一是挑戰
他坦言，撰寫工作十分艱鉅，「我們是述而不論，
我最初寫的時候以為很容易，就算我寫30萬字，分開
每人寫一點就可以，我們自己寫很多學術文章，到寫
的時候發覺並非這麼簡單，找的資料要核實和篩選，
去蕪存菁，寫完後不滿意又要改，十幾個人寫，每個
人風格不同，要怎樣去協調，你和我寫的有重複又要
篩走一點並重新整合，所以很麻煩。而且以往的志書
只有文字，我們現則有很多圖表、數據和圖片，當然
太多要篩選，很好的圖表和圖片才要。」
黃玉山表示，他們有《香港志編纂手冊》，內有寫

志書的具體格式和風格，且名詞和數據要統
一，惟撰寫工作涉及多人，有時候會出現了不
同，彼此寫法有些不同，「編審要找出來修
改，需要一致，這工作量很大，還有需要協
調，譬如我覺得某君這個段落好像不太好，可
能他不同意，覺得這樣寫有原因，所以要和
他談，談到大家同意就修改，你又要尊重
作者意見，又不能別人寫了後就修
改，要商量，所以來來去去工夫
就很多，時間也不少，這個
就是挑戰性。」

▲黃玉山表
示，《香港志》
集合大量學者
和專家，花費
不少心力進行
編纂工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萬靈霜攝

◀香港地方志
中心與不同團
體合作，推出
導賞員培訓課
程。
香港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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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志香港志．．自自
然然》》詳細記錄香詳細記錄香
港的自然環境港的自然環境
與生態保育等與生態保育等
情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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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為海洋公園為
參與的年輕人參與的年輕人
提供培訓提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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