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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華夏博覽看今朝」研學成果分享會
出席嘉賓包括招商局集團總經理助理李亞

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梁柏偉、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青工部二級巡
視員崔峰，及20餘所香港學校的校長、師生
等。在成果分享環節，同學們用生動案例講述
了他們在研學過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悟。
其中，聖類斯中學的黎健邦從懸空寺的建築智
慧中，感悟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培僑書院的
高浩宸透過對晉商精神的學習，思考當代經濟
發展的創新動力；英華書院的謝旻諾，則表示
自己通過實地造訪，了解到了中國修船及造船
業的發展成就。這些鮮活的研學經歷，讓香港
青少年對國家發展有了更直觀的認識。
獲第六期優秀學員的聖類斯中學的陳鋮睿憶
述，參與此次研學最刻骨銘心的，是東北人那
撲面而來的豪爽熱忱。那份溫暖源自人性最本
真的光輝，猶如研學團隊中同學們相攜相扶的
點滴溫情。他表示自己不僅拓寬了文化視域，
更收穫了砥礪心志的感悟與彌足珍貴的情誼。
中華基金中學的朱澔弘回想，他在研學團途
中經歷了許多，但不懂歸納表達，曾以為文字
只屬於自己，「但看眾多同學的文字，像行星
一樣圍着中間陳帥老師對我們的憧憬期盼，也
像花一樣繁華、有序，我才知道有人希望聆聽
我們嬌嫩的言辭，用我們細膩的眼神看世
界。」這讓他更加堅定要繼續寫下去。

工匠精神與中國力量
英華書院的謝旻諾表示：「我參加了今年第
五期活動，整個行程，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
匠精神。萬里長城是中國力量、中國脊樑的象
徵，連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也曾感嘆：『只有一
個偉大的民族，才能建造出這樣一座偉大的長
城。』那天，春天的陽光很好，我和同伴們一
路爬上去，汗流浹背，但神清氣爽。踩在腳底
的每一塊磚瓦，都是以前先祖以血肉之軀搭建
出來的。不到長城非好漢！站在烽火樓，站在
這偉大的工程之上，追古思今，我不禁想，自
己應該做一個怎樣的好漢！
「在揚州，走進招商局南京金陵船廠，登上

即將交付的新船。這個體驗實在寶貴。在廠
區，我參觀了即將交付給比亞迪公司的滾裝
船，裏面可以容納10萬輛汽車，規模龐大，如
同三國時代傳說的自動載具『木牛流馬』，每
一艘船既是中國航海技術的象徵，更是古代所
追逐的那遙不可及的夢想，實在令人感慨中國
的變遷迅速，也為中國的高速發展感到高興。
工人們在巨大的船塢來回穿梭，手中的工具精
組裝着每一塊鋼板。招商局的領導向我們詳細
講解這艘船的設計：甲板採用分層裝卸系統，
可最大化車輛停放空間；每層更由防火材料環
繞，最小化極端情況的損失。聽着這些創新技
術的介紹，我忽然想起《天工開物》中記載的

古代造船技藝——從木榫結構到今天的數字化
造船，每一個改進與設計，都是為了駛出更遠
的距離，中國人對海洋的探索從未停止，這就
是中國人探索精神的體現。我們登上控制台遠
眺一艘招商局製造的巨輪，伴隨着轟鳴聲揚帆
遠航。中國人的精神與智慧代代傳承，正如這
艘巨輪跨越重洋，將中國製造帶向世界，而萬
里長城永遠屹立，這些中國人的工匠精神向世
人展現中國力量，也彰顯了中華民族永恒的生
命力。而年輕的我們，應該做點什麼？」

希望更多學校師生參加
座上的李亞東備受感動，他致辭時說：「剛才
同學的分享裏，我看到了一些閃亮的、明亮的、
響亮的答案：有同學在懸空寺不但看到了中國人
的智慧，更反思『華夏文明』『中華文脈』底蘊
深厚之所在；有同學從晉商精神想到當代銀行業
發展，並得出『創新』和『敢為天下先』是時代
發展的不竭動力的結論；有同學到訪東北老工業
基地後，切實提升了自己對中國製造業的認識；
有同學在實地參訪招商局的修造船產業後，對海
洋工業有了更直觀的了解；有同學和山西省實驗
中學的同學結對子、交朋友，研學結束後依然保
持聯繫、情深義重。研學團的同學還唱了《同一
首歌》，這首歌『獻給招商局，也獻給自己，獻
給青春』！我很感動。」
「華夏博覽看今朝」自2024年開展以來，已
累計組織500餘名香港中學生赴內地開展研學活
動，足跡遍布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31
個城市，以鮮明的人文特色、科技特色、央企特
色，成為香港「百萬青年看祖國」的精品項目。
同時通過項目分享交流等，影響學生超過2萬
人。「如果說我們平日裏用心用情為學校、為老
師和同學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那麼同
學們用滿滿的收穫、快樂的成長、真誠的感恩，
給了我們繼續前行、繼續做好的強大動力。更希
望今後有更多學校、老師和同學們參加『華夏博
覽看今朝』研學活動，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底
蘊，見證『大國重器』的科技力量，促進香港與
內地青少年的深入交流。」李同學說。
據招商局香港青年聯合會主席文學導師趙陽透
露，第七期、第八期、第九期「華夏博覽看今
朝」將在暑假進行，活動期望協助更多香港青少
年在行走中讀懂中國，在實踐中成長、成才。

我有幸獲優秀學員獎，去年
聖誕節我參加了「華夏博覽看
今朝」第四期研學活動。從香
港到北京，再到吉林；從維多
利亞港灣的溫潤細雨，到中國
和朝鮮邊境的凜冽寒風；從充
滿人文氣息的中國現代文學
館、中國國家大劇院，到充滿
科技創新應用、現代製造業元
素的中國一汽、中國中車，這
7日的行程，是我中學時代到
目前為止，最豐富的一次旅
行。尤其可貴的是，這次研學
活動，中國魯迅文學院的陳小
手老師、香港作家聯合會的韓老師，一路與我們相
伴，指導我們邊走邊看、邊看邊寫，在研學活動最
後一天的匯報會上，認真聽了我打算寫什麼，給了
我耐心的指導。回到香港後，韓老師還將我的文章
推薦到了《文匯報》，並在春節刊出了，那是一份
沉甸甸的春節禮物。
說到研學成果，我想講：一是參觀中國一汽和中

國中車。中國汽車製造業從零突破，一步步發展成
金字招牌，這是中國速度，更是中國力量。有一個
環節令我十分喜歡：在中國一汽，他們把最新型的
車輛展示出來，而且允許我們這些香港來的中學生
坐到駕駛位去操控體驗。這個感覺很棒，是一般的
旅行無法實現的。
另一個，是國家大劇院。之前，我聽過不少參加

內地參訪活動的同學都說過，在長安街看到了很多
代表性建築，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
堂等等，也有同學說看到了中國國家大劇院，造型
獨特，別具一格。而我顯然比他們要幸運得多，
「華夏博覽看今朝」不但安排我在外面看中國國家
大劇院，更專門安排了一場歌劇讓我去欣賞。國家
大劇院龐大的橢圓外形，像是「天外來客」，精巧
地落在了北京長安街上，在夜晚的風中愈發玉潔冰
清。明珠般的奇異姿態又充滿美感。這新穎前衛又
頗具浪漫主義氣息的設計，在北京這座古老的城市
之中完美地融入，我認為，這體現了中國文明的善
於借鑒和包容的博大胸懷。走進去，裏面的設施是
一流的。
那天晚上，我們欣賞的劇目是《冰山上的來

客》，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歌劇，讓我通過現場觀
看，努力理解「歌劇」這個藝術門類在表達上的特
色：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裏，把主題和藝術融為一
體，以詠唱的形式激盪人心。我很喜歡這部歌劇的
故事和歌詞，特別是《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讓我
充分理解了文學這個載體，可以讓民族大愛和愛國
情懷在歲月中傳承。當然，還有一點特別重要：招
商局為了安排這次歌劇觀賞，在行程出發前在「少
年作家班」的課堂以及行前培訓會上，專門講了
《冰山上的來客》的創作背景；我觀看了同名電
影，對故事有了完整的了解。如果沒有這樣的「預
熱」，就很難在那天晚上的有限時間裏，達到好的
研學效果。
研學之外我很想感激招商局在中華基金中學開辦

了中文寫作特長班，後來發展成「少年作家班」。
兩年來，我們中華基金中學的同學們堅持參加少年
作家班，和文學導師一起探討文學的基本要素：軍
事文學專題，讓我們對中國當代軍人的精神有了深
入了解，那是一個廣闊又令人深思的領域；古代文
學專題，讓我從王維的詩歌、蘇軾的散文、明清的
小說中，深刻理解文學的意境，這種「精神」的陪
伴寶貴。或許，我們的身邊，並不缺少與我們相
遇、一起走過一段路的人，每一天、每一年，我們
都會遇見很多人，但能從精神上、文化上、思想
上，一直傳遞給我們溫暖和力量的「陪伴」，是不
多的。我會把這些收穫在學校內裏、親人間、朋友
老師之間作分享，讓更多的人分享我的體會、我的
快樂。 ●中華基金中學韓少豫

豐富自我 致敬青春

為增進香港中學生對祖國的情感與聯繫，引導年輕一代領略

祖國風光、感受景物背後的歷史文化，香港政府、企業、學校

都支持師生到內地遊學，讓大家親眼看到「課本上的知識」。

由招商局香港青年聯合會策劃實施的「伴你成長．招商同行」

項目，就為許多學校師生提供了進一步感受民族魅力的機會。

其中「華夏博覽看今朝」研學活動已舉辦到第六期了，共組織

了500餘名香港學生赴內地開展國情研學。日前，學生在香島

中學舉行第三期分享會，同學們紛紛回顧了自己在看過天安門

升旗儀式、登過長城、領略過金陵船廠發展歷程等之後所帶來

的收穫，並表示由此對祖國加深了認識，產生了濃濃的民族情

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圖：主辦方提供

收 穫滿滿民族自豪感

我自覺很幸運，
先後參加了「華夏
博覽看今朝」第三
期、第六期活動，
不但暢遊故宮、尋
根三晉、探尋中華
文脈，還到訪了威
海船廠；我還參加
了今年 3月份的文
學創作實踐活動，

在武漢，登上了黃鶴樓，真切感受「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濟天下」中國文人精神，還搭乘了中國
長航集團的遊輪飽覽長江景色。在我看來，那也是
不同形式的「看祖國」，它從更深的層次、文學的
角度，引領我的腳步、激發我的情感，堅定我成長
成才、建設香港未來的決心。
我想講幾件研學中發生的事情，或許都是小事，

卻足以影響我的「生命」：在第六期研學團，在太
原，招商局安排我們與當地最好的中學交流，於
是，我認識了山西省實驗中學的同齡人。在半日的
相處時間裏，他們帶我參觀了學校，遊覽了晉祠，
一起享用了午餐。在晉祠，有個難老泉，是晉祠三
絕之一，它的泉水出自懸瓮山斷岩層，長流不竭，
因此得名。山西的同學娓娓道來，他很認真地告訴
我，沐浴了難老泉的泉水便能長生不老，學生摸過
後還能逢考必過。我們相視一笑，因為我們都清楚
這樣的傳說，不過是人們的一種精神寄託。但我心
裏知道，他們對我的祝福卻是無比真實的。難老泉
旁還有一處許願池，裏面布滿了銀光閃閃的硬幣。
據說那也是每逢大考前，山西學生必來朝聖之地。
作為學生的我，自是希望也可以在考試時下筆如有
神，奈何當時手中一個硬幣也沒有。正想留下一句
「求神不如求自己」一走了之時，山西的同學主動
幫我找路人換硬幣——他們用自己的零花錢，換了

硬幣，就為了給我一個祝福。
回到香港很久了，我還記得那個硬幣以及那個同

學真誠的笑容。前兩天，我放學回家，門口放着一
箱大大的順豐快遞。我好奇打開，滿滿都是山西的
特產！裏面還有一封信，那是和我結對的山西同學
寫的，她說，當時她和我介紹的那些山西特產，只
要我說是沒吃過的，她都想讓我能嘗一嘗！半天的
「同遊」，情感的紐帶卻那麼緊密、那麼厚重，香
港和山西，到底有多遠？那一晚，我第一次失眠
了。
去年暑假，第三期研學團，在遼寧丹東，我們被
安排和當地的盲人學校進行聯誼。內容當然比山西
這次簡單得多，但內涵卻同樣豐富，並且令我深深
震撼。一位只有十二歲的視障女童，為我們演奏了
4首鋼琴曲，她的指尖在琴鍵之間飛躍彈出了優美
婉轉而又靈動跳脫的旋律，舞台上的她彷彿與鋼琴
融為一體。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嘆為觀止。我當時就
在想，上天關上了她心靈的窗戶，卻為她打開了音
樂之門。她的人生，固然不是那麼圓滿，但她卻用
音樂刻畫出一個又一個惟妙惟肖的故事，為這個世

界帶來快樂和美好。在她的內心有一個自強不息又
純潔的靈魂。回到香港之後，我一直在反思，我的
先天條件和成長環境雖比上不足，但已經比大部分
人優越不少，但我卻自卑內向、經常怨天尤人。一
個生來就被黑暗籠罩的人，都在努力閃耀自己的光
芒，為身邊的人發光發熱，我有什麼理由放棄自
己？我在想，我和優秀到底有多遠？可以說，那次
研學回來後，我開始努力改變自己，整整一個學
年，我一直在努力着，家人、老師，都說我比以前
開朗了、進取了、懂事了。
第三件事，是今年春天，我參加香港少年作家班
的文學創作實踐，到了武漢。同一個團來自不同學
校的20名學生，都給了我很多啟發，不論是他們
的才華、性格還是品質。記得有天晚上散步時，聽
他們交流在各自學校組織活動的經驗，我不知不覺
中學習到了應該如何統籌分配手中的工作，以及如
何調和不同人之間的矛盾、如何有分寸地與人溝
通。參加文學創作實踐，而收穫又遠不止在文學。
我不禁想：我離我的夢想，究竟有多遠？

●漢華中學 秦德盛

那麼遠，那麼近
●●學生秦德盛學生秦德盛

●●招商局集團李亞東招商局集團李亞東（（右一右一）、）、中聯辦青年工作中聯辦青年工作
部崔峰部崔峰（（左一左一））為優秀學員頒獎為優秀學員頒獎。。

●●同學在山西太原堂參觀同學在山西太原堂參觀。。

●●參加「華夏博覽看今朝」研學第六期的同學在
山西參觀。

●●表現優秀的同學展示獲獎證書，為自己在研學
中的成果慶賀。

●22日的分享會有500多人出席，包括學生、校長及招商局代表等。

●●參加研學的同學在山西參觀時歡樂留影參加研學的同學在山西參觀時歡樂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