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最
長的火車
總長度達

到驚人的2.6公里，如果將這列火
車搬來香港，相當於火車頭已經
到了尖沙咀，而車尾仍在旺角。
這就是在華北奔馳的大秦鐵路重
載列車，共有210節車廂，用於運
載煤炭，是中國「西煤東運」、
「北煤南調」不可或缺的功臣。
煤炭專線大秦鐵路，西起「煤
都」山西大同，東至河北秦皇島
市，每年煤炭運輸量最高突破4.5
億噸，承擔了全國鐵路近五分之
一的運量，為內地六大電網、五
大發電集團等近萬家企業和千家
萬戶提供煤炭。
這條鐵路上，行駛着一列特有
的重載列車，總長度達到 2.6 公
里，從車頭走到車尾大約需要半
個多小時，是中國最長的火車。
重載列車平均每12分鐘一班，

運載近2萬噸煤炭，前往全國各
地，每次的貨運量相當於800多輛大型貨車的
「工作量」，變相減少貨車尾氣對環境的污
染。
為防止煤炭運輸時揚起灰塵，大秦鐵路沿線
裝車點還設置了74個抑塵站，配有自動化抑塵
劑噴灑裝置，在煤炭表面形成具有一定強度和
韌性的固化層，彷彿「髮膠」一樣，防止運輸
過程中產生煤塵，保護鐵路沿線生態環境。

車長萬裏挑一 僅600人合格
俗語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長
達2.6公里的龐然大物，要怎樣帶動呢？
原來重載列車配備了兩個車頭，除了頭部的
電力機車，在車廂中間還「夾住」一個火車
頭，兩個車頭帶動列車翻山越嶺，「走得快」

又「停得住」。
大秦鐵路線路複雜，全程共有52個隧道，454

座橋樑，有些路段1,000米路程的高低落差達到
12米。有時車頭已經開始爬坡，車尾還在下
坡，這就要求列車司機具備高超的駕駛技術。
因此重載列車的車長，可謂萬裏挑一。擁有1

年以上駕駛火車經驗的人，才能報名競爭重載
列車司機，再經過層層篩選，最終只有15%的
人脫穎而出。目前中國僅有600多位火車司機有
資格駕駛重載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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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科大為教授曾
開過一個玩笑。他

說，我們歷史學是「無用」的。醫學能夠治
病救人，誰都免不了要去醫院看醫生，故醫
學的作用巨大。那麼，歷史學呢？我們歷史
學家處理的人，幾乎都已經死了，甚至已經
死了幾千年，何用之有？
也有歷史學系學生告訴我，他去參加一些
機構的工作面試，常有非歷史專業的面試官
問他，你們學的歷史有什麼用？有時還會被
教訓一頓，要求他不要沉迷過去，應該「喜
新厭舊」，面向未來。

族群「無史」等於「無權」
那麼，歷史學有什麼用呢？最近，讀到歷
史學家王汎森的新著《歷史是擴充心量之
學》，頗受啟發。
王汎森首先從反面來談歷史，如果「無
史」的話，人類會怎麼樣？
他認為，對於個人而言，如果沒有歷史，
與該歷史有關的人就近乎「一個失憶的
人」，如同「一艘漂泊在大海中的棄船」。
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歷史關涉我是誰、我從
哪裏來。如果「無史」，就會成為「不知身
世的孤兒」，失去身份認同。
他指出，對於一個族群來說，沒有歷

史，就「沒有權力」（out of history, out of
power），該族群也「幾乎等於不存在」。
近年來，歷史學研究開始眼光向下，研究
婦女的歷史、庶民的歷史，還有少數族裔

的歷史。其目的都是試圖給無權的族群賦
權，讓他們被主流社會看見，獲得必要的
尊重。
遺忘歷史，就會使得某些利益集團任意編
造或刪除歷史，為現實利益服務，變得輕而
易舉。今日，有人不斷否定納粹屠殺猶太人
的事實，有人過度誇大港英時期香港的言論
出版自由。幾多人能記得當年究竟發生了什
麼？如果沒有歷史知識的傳遞，歷史就會因
此被濫用。
遺忘歷史，有時也會導致國家利益受損
害。王汎森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上，日本宣稱「東三省
自古不屬於中國」云云。面對這種無稽之
談，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居然無言以對，因
為他們不懂相關的歷史。
最近媒體報道，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發
布了美國前總統卡特46年前的一段視頻，其
中卡特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Chi-
na），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其目的，自
然也是希望透過重溫歷史，維護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利益。
因此，歷史雖然不能像醫生那樣妙手回
春，卻可以防止集體遺忘，防止有心人篡改
歷史，亦有助於維護國家利益。如果不能經
常重溫歷史，通過教育等手段傳遞歷史知
識，即使史料仍然典藏於圖書館、檔案館
中，在一般人的頭腦中，歷史也彷彿不存
在。

◆毛升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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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共衞生強 抗疫資源助全球
公民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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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期
間，中國憑着一
系列及時有力的

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為保障十四
億國民的生命作出極大努力，成為全球防疫、抗
疫的典範之餘，也為傳染病防控提供了可行的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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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衞生與人類健康」就是其中一個，當中學習重
點便包括了「國家和香港對全球公共衞生（特別
是在傳染病防控方面）的貢獻」，補充說明當中
包含了「傳染病防控：有效防控國內疫情，減緩
病毒傳播速度；開展研發疫苗的工作；援助防疫
設施不足的國家／地區對抗疫症」。
影響全球的新冠疫情，相信老師及同學仍記憶
猶新，以此作為認識國家對全球公共衞生特別是
傳染病防控的貢獻，實在是最好不過。
認識國家對傳染病防控的貢獻，可從兩個層面
來分析，包括科技層面以及社會層面。在科技層
面方面，中國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成功，疫
苗的研發成為關鍵之一。通過疫苗的成功研發和
量產，推高國民接種疫苗的比率，使新冠病毒的
致命率大大降低。
疫情期間全國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有效防止
病毒出現社區擴散，沒有足夠的科技水平根本難
以做到。
此外，中國通過無人機進行運輸及社區消毒工

作，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降低新冠病毒人傳
人的機會，有效減緩病毒傳播速度。
以上都是簡單的例子，說明了國家通過各種科

技，應用於維護公共衞生及防控傳染病工作當
中。

全民抗疫有效遏制疫症蔓延
除了科技層面之外，在社會層面方面也能體現

國家對傳染病防控所作出的努力及貢獻。防控新
冠疫情的成功，社會各界積極響應國家的傳染病
防控號召，至關重要。特別是在疫情高發地區，
社區居民和義工志願者積極參與疫情防控工作，
成功從社會基層開始實現全民抗疫，也發揮了防
控疫情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門通過輿情宣傳和心理援

助，尤其是廣泛開展了宣傳教育和社區動員工
作，提高了公眾的防控疫症和自我保護意識。在
疫情期間內地進行大規模的核酸檢測、嚴格的社
區封控、人員隔離、城市封鎖和限制人員流動
等，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這些措施均反映出
國家在社會層面方面對傳染病防控所作出的努
力。
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加強了與醫療機構、科研

機構和國際組織的合作，實現了抗疫資源的共享和
信息的互通，為傳染病防控提供了重要支持。
以中國為例，由中國研發的國藥及科興疫苗，

於2021年獲世界衞生組織納入緊急使用清單當
中，中國所研發及生產的疫苗大量輸出海外，超

過120個國家及地區引進及使用，大大地提升抗
疫防疫的效益，特別是援助防疫設施不足的國家
及地區對抗疫症貢獻甚大。
由此可見，中國通過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

合作，分享疫情防控經驗和科研成果，加強國際
合作和信息交流，為全球抗疫以至世界公共衞生
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總括而言，中國在傳染病防控方面取得了顯著

的成就，這些成就不僅保障了國民健康和生命安
全，同時通過國際協作，援助防疫設施不足的國
家和地區對抗各類疫症。防控新冠疫情，充分展
示了中國制度的優勢和國民團結一心的偉大力
量，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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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賴課程
改革對閱讀
的推動，以

及政府、學校和家長在過去的同心
協力，香港學生的閱讀表現在國際
性測試如「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
劃」（PISA）中名列前茅。閱讀技
能上香港學生已經不是問題，但如
何提高學生閱讀的動機和投入感方

面仍有待進一步發展。
筆者希望分享的經驗是——閱讀
來自於氛圍。以學生為本提供各類
型適切的學習活動，設計豐富課
程。近日學校便由公民科、歷史科及中文科
合作，進行中華文化推廣的閱讀活動。
透過展示非物質文化的展板、學生在校內推

廣中華文化的創作及相關書展，配合學生問答
的活動，扣連公民科、歷史科、中文科相關的
課題，為同學帶來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當中，展板的製作有時對老師來說會是一
個難點，為了節省師生的人力和設計時間，
學校透過申請非遺辦的展板資源到校，配合
校本設計的學習工作紙。讓同學了解以傳統
習俗和技藝作為示例內容，了解我國不同形
式的呈現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內涵。
同時全面性的閱讀活動，對於同學進行內
地考察學習，同樣甚具參考價值。學生可以
透過書本作出資料搜集，或從不同的書本
中，以不同文化、歷史或風俗探究的方式，

並掌握為未來進行考察報告的參考來源或方
法。
最後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學校就必須
採取有效的策略。上述推動「跨課程閱讀」
的系列性活動，能有助學生聯繫學習經歷和
提高閱讀能力。憑藉這些學習經歷，學生能
夠更好地裝備自己達到學科要求。
另外，筆者還有一些不同的閱讀活動可以
推薦。例如推動作家講座、專題及大型書
展、午間師生共讀、新書推介和漂書活動等
等，營造濃厚的校園閱讀氣氛。同時致力培
養學生廣泛閱讀，亦讓學生能增強識見，並
以開放的態度，接納不同的意見、觀點、價
值觀和文化，達至終身學習的全人發展。

◆洪昭隆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副校長

筆者剛閱覽了台灣學者對幼兒面對
喪親失落經驗的研究，很多歷史名人
如孔子、秦始皇、漢武帝、諸葛亮、
成吉思汗等，都是兒時喪親的，這種

經歷對他們的人生或多或少產生了影響。
據台灣學者的研究，幼兒在2歲至7歲前處於前運
思期，逐漸了解死亡的概念。對於喪親的兒童來
說，他們失去了安全感、可靠的家人，甚至失去了
被愛的感覺。
當孩童面對喪亡事件，親人的離世，即代表一段
關係的結束，帶來了失落的衝擊，兒童失去了依附
關係，與逝者關係愈親近，所產生的失落與衝擊亦
相對越劇烈，而失落不單純是一個失去的動作，更
是一段過程、一種狀態。對兒童而言，喪親意味着
關係斷裂、情感連結消失、生活中失去至親之人的
改變與調適。
唐玄宗李隆基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玄宗母親早
逝，父親唐睿宗的妾室豆盧氏和玄宗的姨媽竇氏共
同撫養、照料玄宗。我們無法知道玄宗當時的心理
狀態，但可以通過他成長後的行為來推斷。

依附關係失落親人關係矛盾
有學者認為當依附關係失落，對孩子往後的人際
關係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因兒童處於與人建立
信任感、孕育豐厚安全感，以迎接未來的挑戰的關

鍵時間。然而，大多數的喪親兒童與人連結產生阻
礙。喪親對孩子造成「依附不足症（attachment defi-
cit disorder）」，孩子在與人建立關係的信任感上受
到破壞，很難在情感上與他人建立信賴關係，孩童
漸漸無法因應人際的社交關係。喪親兒童的依附關
係失落，造成情感壓抑、麻木，導致兒童長大成人
後依舊封鎖自我。
童年的不幸使得對長輩、同輩的感情格外珍惜。
唐玄宗與兄弟之間有一種難得的患難之情，其《鶺
鴒頌》中提到：「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
兮」，把對兄弟的感情寄託為鶺鴒之間的相處，急
難的時候對兄弟不離不棄，可以說是歷史上少有的
兄友弟恭的皇帝，對姨母竇氏，他深懷感恩之情；
對楊玉環用情深切，同時也愛屋及烏地重用楊玉環
的堂兄楊國忠。然而童年的不幸又使唐玄宗對後輩
異常冷酷，一日間將三子廢為庶人。
玄宗將唐朝的盛世推向頂峰，但也親自葬送了大

唐的輝煌。他的一生充滿了輝煌與悲劇，既有對感
情的珍視，也有對權力的執着。而他的故事，也讓
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以及命運的無常。
◆梁可茵老師（學研社成員，從事幼兒教育寫、
教、編達二十多年，在書海澀論中尋找方便之
門，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現為自
由撰稿人，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
事。）

兒童幼年喪親 或致信賴缺失
古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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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國政府向阿富汗捐贈的抗疫援助物資。 資料圖片

▲ 重載列車可
運載近2萬噸煤
炭。 作者供圖

◀ 大秦鐵路的
重載列車是中
國最長火車。

作者供圖

◆營造閱讀氣氛有助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圖為河北石
家莊公園書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