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國家標準時間叫「北京時
間」，但大家也許沒想到，「北京
時間」與北京的本地時間，原來也

有分別，且「北京時間」也不是從北京發出，而是來自陝西西
安。
首先來看「北京時間」的由來。大家都知道，以英國格林威
治時間為基準，全球被劃分為24個時區，並以此計算時差。
中國國土東西跨度5,000多公里，最東地處東9區，最西則在
東5區，東西兩地的地理時差有4小時。
標準時間和時區的概念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那時東部沿
海的通商口岸來往外輪日多。為方便航運，需要統一時間，於
是中國東部較發達地區，包括首都北京所處的東8區時間，自
然就被用作計時，稱為「海岸時」。這是中國與東8時區「結
緣」的開始。
1902年，清海關提出以「海岸時」為標準時間，在當時實
際情況下，使用「海岸時」仍局限於沿海和長江一帶。到了民
國時期，全國被劃分成5個時區，其中的「中原時間」曾被定
為交通、電報等領域的標準時間。這個「中原時間」，同樣是
東8區時間。
1949年新中國成立，定都北京，東8區再被確定為中國的標

準時間。此際「中原時間」的叫法顯然已不合時宜，中國標準
時間遂改稱為「北京時間」。北京是首都，某種意義上便是中
國的象徵，以「北京時間」代表中國標準時間更合乎邏輯，就
如英國標準時間稱為「倫敦時間」一樣。此後「北京時間」在
全國推行。

「北京時間」實際是從西安發出
回到最初時問題：為什麼「北京時間」與北京的本地時間有
分別？
這是因為東8區時間是以東經120度為基準，而北京在東經
116.4度，所以本地時間與「北京時間」相差了大約14.4分鐘
（每1度相差4分鐘）。
至於「北京時間」為何不是從北京發出？這是因為精確的
「北京時間」由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制定和發布，惟這個
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授時中心不在北京，而是在千里之外的
陝西省西安市，所以「北京時間」實際是從西安發出的。
可能有人會追問，國家授時中心為何不在北京？原因是當時
的授時機構要建在國家的中心地帶，從這裏發出的時間（電
波）信號才可以更好地覆蓋全國。相比之下，西安的地理位置
要比北京更佳。此外，國家授時中心選址還有戰備考慮，作為
國家基礎保障設施，建在內陸會更加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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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chi-
nasto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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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關係到人類生
存和與地球關

係的重要一環，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可持續
發展的主張開始萌芽，並在過去五十多年愈來愈
受到關注。聯合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國際組織之
一，亦將可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倡議，並呼籲所有
國家行動起來，為全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作出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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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學習重點便
包括了「根據聯合國的解釋，掌握可持續發展的
理念」。既然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
題，在這個議題上聯合國又有何主張呢？而這些
主張對世界各國政府以至香港普通市民有什麼影
響呢？
有關可持續發展，聯合國近年其中一個重要主
張就是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Goals，簡稱SDGs）。根據聯合國網站的介
紹，聯合國全體成員國在2015年通過了可持續
發展目標，預設了結束極端貧窮、對抗不平等和
不公義、對抗氣候變化等17個「全球目標」，
以期在2030年之前建立更和平及繁榮的社會。
SDGs也被稱為全球目標 (Global Goals)，呼籲全
球人類一同採取行動，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
界。
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在香港比較受到關注的一
個目標，就是「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據聯合
國介紹，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是指促進資源和能
源的高效利用、建造可持續的基礎設施，以及讓

所有人有機會獲得基本公共服務、從事綠色和體
面的工作，改善生活質量。可持續消費和生產的
落實有助於實現總體發展規劃，減少未來的經
濟、環境和社會成本，加強經濟競爭力和減少貧
困。
可持續消費和生產強調在滿足人類需求的同

時，降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在宏觀層面來看，
各地政府通過開發及使用可再生資源、節能產品
和綠色能源，有助避免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
更重要的是，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有助於促進經濟
發展和社會進步。通過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和創
新，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經濟效益。
同時，可持續消費和生產還可以促進公平貿易

和可持續發展，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實現
經濟社會的良性循環。

從改變理念到開始實踐
香港是發展度極高的城市，但掣肘於天然地理

因素以及此前對環境保育的意識不足，使得消費
和生產模式尚處於傳統模式與可持續消費和生產
模式的轉型交替的階段。
傳統的消費和生產模式往往過度依賴資源的消

耗，導致環境破壞和污染，在香港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製造垃圾與處理垃圾。香港人均垃圾製造量
位於世界前列，很大原因是大眾對垃圾分類、減
少製造垃圾的意識不足。
所謂萬事起頭難，但難做的事並不代表不能做

成，要讓香港人真正改變消費和生產模式，就要
從改變理念開始，落實到行動。對此，政府有着
不可或缺的角色，通過政策的制訂，可以從多個
方面入手推動可持續消費和生產。例如，政府可

以出台相關政策，鼓勵企業和個人採用環保技術
和綠色生產方式；企業可以加強研發，推出更多
環保產品和服務；消費者也可以提高環保意識，
選擇購買環保產品和減少浪費。
關於市民大眾在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方面的實

踐，具體來說市民大眾可以選擇購買綠色、環保
的產品，如節能燈（慳電膽）、環保傢具等；同
時減少一次性用品如紙杯、膠樽的使用，選擇可
重複使用的物品。鼓勵大眾參與垃圾分類和回
收，從源頭減廢，促進資源的循環再造和利用。
珍惜用水，善用和合理利用水資源，避免造成浪
費。以上這些行動，均需要建基於市民大眾着重
可持續發展的意識之上。因此，通過宣傳教育、

媒體宣傳等渠道，提高公眾對可持續消費和生產
的認識和重視程度至關重要。
由此可見，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不僅關乎環境

保護，更與我們的生活方式、經濟發展和社會進
步息息相關。在公民科學習當中，同學們要認識
的除了知識外，事物、理念等與人類之間有何關
係，有何影響，都是重要的環節。所以，可持續
的消費和生產的重要性及實踐，實是一個值得深
入探討的話題，老師們不妨多加講解，並以例子
作印證，對學生認識可持續發展相當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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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876 年至 1937 年，中
國的千年印刷文化和三百年
的印刷業歷史經歷了一個重

大轉折，中國出版業的版圖發生了變化，上海成為眾多
新聞出版商、臨時印刷商和貿易協會的集中地。這些地
方不僅是印刷業的中心，也是知識和藝術的匯集之地，
吸引了相關的書畫、文具、古籍等零售店。在這個市場
環境下，旅日上海書畫家從日本引進的銅版印刷（手工
雕刻蝕刻凹版）與從西方引進的石版印刷在市場上激
烈競爭。從日本引進的銅版印刷「極精圖式，宜取諸
此。雖細如毫髮之紋，亦異常清楚。其免燥濕伸縮之虞
也，勝乎木刻；其無印刷模糊之病也，超乎石印」
（《銅刻小記．總論》），但製版工藝比傳統木版要求
更高、更困難。

新技術曇花一現
在眾多旅滬日本商人中，岸田吟香經營的樂善堂獲得

了極大的成功。樂善堂經營藥店和出版社兩個業務。為
了運營出版社，岸田收集了大量的中國書籍，然後將它
們送到日本雕版，最後將成品運回上海，並由上海的印
刷廠完成印刷。根據調查，樂善堂的書目總共有八十四
種，涵蓋了漢學、日本歷史、地理地圖、書畫、醫學、
語言和新學七大類，但並非所有的書目都是樂善堂出版
的，也包括了一些寄售的書目。
樂善堂出品的袖珍本中國古典名著、詩歌集和史籍在

上海迅速受到了歡迎，每年的銷售量都超過十五萬本。
儘管樂善堂的成功吸引了部分中國人加入出版行業，但
使用這種銅版印刷技術的中國書局並不多。福瀛書局和
王冶梅經營的東壁山房是除樂善堂外，唯二在1880年

代《申報》廣告中強調使用日本引入銅版法印刷書籍的
出版社。所以，這個行業差不多被在日本的上海書畫家
所壟斷。遺憾的是，引入的銅版印刷技術在上海市場中
的存在不過短短十年。在明治十八年（1885），岸田吟
香曾經提到，「投入六七萬元資金印刻科舉用書籍，再
次赴滬。可是，遇到種種困難，一敗塗地，希望變成了
畫餅。」影響雕刻銅版印刷的成本主要有三個因素：人
工、銅版質量、外匯匯率。另外一些書的成本高昂也讓
消費者望而却步。
日本的文化與技術輸入體現了晚清日本形象的改變，
其一改明末時期的粗野海盜形象，變成高度現代化的東
方大國，這種突然的轉變讓不少國人感到吃驚。當時一
些日本名士極力尋求自強之計以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
令許多旅日中國知識分子印象深刻，這些旅日書畫家竭
力引進銅板印刷，也正是他們在當時中國落後的歷史時
刻渴望變革的一種表現。

◆吳妮娜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與傳統課堂學習相比，實
地考察為學生提供了一種獨
特而生動的學習方式。最

近，我們學校的部分中五學生參加了上海研學之旅。在
此分享行程中對學生的觀察，以便大家在設計行程時，
從不同角度思考，以提升學生在行程中的學習成效和反
思。
在上海的行程中，我們學校設計的活動與其他學校大

致相同，學生依序參觀了一大紀念館、中華藝術宮、田
子坊文化體驗、朱家角古鎮等地。在體驗學習方面，學
生學習了如何製作南翔小籠包，並在晚上到豫園欣賞元
宵燈會，體驗傳統節慶活動。
在晚上的分享會上，多數學生表示最印象深刻的活動

是參觀一大紀念館和學習製作南翔小籠包。他們認為在
參觀一大紀念館的過程中，有別於初中中國歷史課上的
文字描述和圖片介紹，館內保留的大量珍貴歷史文物和
照片，以及導覽員的詳細講解，讓他們深入了解了中國
共產黨歷史的起點和革命先烈的事跡。這不僅給予了他
們知識上的啟迪，也在情感上產生了共鳴。另外，在製
作南翔小籠包的活動中，學生聆聽師傅講解的專注程度
遠超日常課堂。他們在活動中不僅學習到了一門技藝，

更重要的是體會到了中華飲食文化背後的傳統歷史和工
藝，這種沉浸式體驗對於學生的情感認同尤為重要。

親自體驗 印象深刻
透過實地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學生在學習和價值觀教
育方面的成效遠超課堂學習。學生能夠將課本知識與現
實世界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這種連接有助於學生理解學
習內容的實際意義和應用。
此外，在實地考察中，學生通過多感官學習，有助於
深化所學的知識和經驗，從而體驗和目睹不同的文化和
生活方式，這對於培養正確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有重要
的影響。例如，當學生親自製作小籠包時，他們不僅學
會了一項技能，還從中了解到相關的文化和歷史背景，
使學習過程更具吸引力並令人難忘。而在一大紀念館的
參觀中，學生在情感上與國家的歷史發展建立了聯繫，
這種情感的觸動是單憑課本閱讀無法達到的。
通過參觀上述紀念館及參與體驗活動，學生課堂學習
能動性產生了積極的變化，而且他們在考察的過程能夠
更深刻地理解國家的歷史和發展，這有助於增強對國家
過去的了解和認同，扣連公民科的學習宗旨及目標。

◆魏文輝老師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教務主任

◆◆ 要讓香港人真正改變消費和生產模式要讓香港人真正改變消費和生產模式，，就就
要從改變理念開始要從改變理念開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傳統雕刻木版。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