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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油麻地天后廟群的油麻地書
院，古時是由鄰里街坊捐給天后廟
的香油錢，施善行教書育人的書
院，去年成功活化，變為小小的書
局和文化展示廳，展示廳的外部天
井處便擺放着四個花炮，與鄧家宙
的訪問就在此處進行。
鄧家宙興致勃勃地講述「花炮」

的故事。他說，花炮是嶺南供奉天
后的常見紙紮祭品，香港亦有這個
風俗，每年農曆三月廿三的天后
誕，村民會提前請花炮師傅手紮花
炮，在當天進行花炮巡遊祭祀天后
娘娘。「花炮有啲似寧波的『萬工
轎』，不過沒有『萬工轎』那麼繁
複，那麼費時。」
目前，香港「花炮巡遊」的習俗

在新界保留得較完整，屯門、粉
嶺、元朗等地還能在天后誕見到別
開生面的風俗祭神活動，然而九龍
及港島的「花炮巡遊」習俗，因家
中無地方安置「搶」來的花炮而日
趨簡潔。
打量着它的外形，鄧家宙形容，

花炮以木製的框架作為主幹，用紙
品將背部紮成蝙蝠（福鼠）的形
狀，代表有「福」到，再加上一層
一層的花飾、雙龍、八仙、門神、
福祿壽三星等神話人物，及代表
「屋企有添丁」的燈飾，「大小尺
寸不等，大的有一扇大門這麼
高。」他邊用手比劃花炮的大小邊
說。

在巡遊及拜祭天后後，村民都會興高采
烈地「搶花炮」，搶來第一的花炮放在自家
祠堂裡，代表有好的意頭。「以前花炮裡還
有鞭炮，但因禁止鞭炮燃放，已改為抽籤、
競投等方式來決定花炮的歸屬權。」他補充
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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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與歷史文物的保育活化是香港近年熱

門議題，如何做好推廣教育，讓香港年輕一代以至社會

不同階層增進相關認識及認同，更是社會關注焦點，然而

疫情下有關工作或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每年農曆三月廿三舉

行的天后誕，其中的「搶花炮」與巡遊活動至今已停辦兩年，

香港史學會總監、80後歷史學者鄧家宙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慨嘆，此文化習俗在疫情下面臨沉重打擊，年長者感心

淡，少數弟子無法維生被迫轉行。他擔心疫後即使復辦也會持

續萎縮，甚至無聲無息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故當務之急是

要培養更多青年學生成為「記錄者」，並透過普及活動

讓歷史和現實中的遺蹟相結合，才能令中華歷史文

化「活」起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本港疫情漸緩，香港大學昨日表
示，決定於2021/22新學年的第
一學期，除非有特別原因，包括
講堂（lecture）、導修課（tuto-
rial）、實驗室工作及臨床實習
等均會恢復面對面授課。
港大副校長（教學）何立仁昨

日透過電郵簡介新學年第一學期
教學安排，表示雖然各講堂均會
進行錄影，部分網上教學亦會繼

續，但學生將不可透過網課完成
整個學期的課程。除了基本恢復
面授，期末考試亦會盡量回復實
體考試，減少使用網上平台。
校方並強烈建議全體師生接種

疫苗。針對部分較高風險的校園
及校外活動，更有可能強制參與
者接種疫苗。在學術交流方面，
港大有意於新學年恢復，現正與
各合作院校研究，確保外訪及到
訪交流生獲得所需支援。

港大新學年恢復面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配合教育改

革，高中通識科將於今年9月被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取代，有教師擔心備課及推行上會有困
難。教育局昨日表示，局方與考評局現正編訂
「課程及評估指引」供教師參考，又會舉辦全
新系列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亦承諾提供教材
讓教師使用；而今年9月率先教授的「『一國
兩制』下的香港」課題，官方參考資料豐富，
有信心教師能應付。
教育局於上月公布高中四個核心科的優化措
施，並於新學年由中四級起推行，因應坊間的

疑問，局方昨日在網頁《政策正面睇》專欄撰
文回應。
局方表示，公社科是參考了通識科的課程宗

旨及目標作整合及內容精簡，並非全新科目，
而局方與考評局正編訂「課程及評估指引」，
並將採取不同的模式，例如研討會、工作坊、
經驗分享等，讓教師掌握新課程的理念、宗
旨，以及學與教和評估要求。其中，教師首年
先教授的「『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課題，局
方教學資源及相關官方機構參考資料均相當豐
富，有信心教師能安排及處理。

同時，優化措施提出減少核心科課時，至三
年高中總課時約一半，教育局表示，方案旨在
給予學校彈性，校內同一級的學生在語文及數
學科的課時也不應「一刀切」地相同。
至於具體如何分配課時、提供的科目選擇和

安排其他學習經歷，局方表示，需要學校領導
作出合理的判斷，以體現教育專業，並期望學
校以學生利益為大前提，整體檢視和規劃課
程，妥善運用優化措施釋放出來的空間，提供
更多元化學習經歷，照顧學生的不同興趣、能
力和抱負，培育他們的全人發展及多元才能。

教局：正編訂公社科課程教師指引

一年一度的天后誕剛過去，花炮活動是其
中一個重要風俗。這些代表嶺南祭祀文

化的傳統活動，要在現代社會的傳承本已面
對不少挑戰，而持續逾年的疫情令公眾活動
受限，更對其造成進一步打擊。

「有些維持百多年活動可能終止」
關注花炮歷史文化的鄧家宙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繼去年之後，今年再難
以舉辦花炮巡遊，令此風俗已中斷兩年，
「能肯定的是，有些在新界鄉村維持了百多
年的活動，可能因為這樣而終止，以後會不
會再辦還未知。」
「這類風俗活動，製作花炮的師傅很多都

是靠老人家辦的，基本沒年輕人主理；去年
停了一次，可能已沒有動力再辦，加上今年
又停止一次，好多幫手、弟子因為無法維持
生計，好快會轉行了。」他擔心停辦這些傳
統活動恐變成常態。
鄧家宙坦言，即使疫情好轉來年復辦，持續

中斷的影響亦可能令花炮巡遊等活動未來幾年
面臨萎縮期，例如規模會縮減，由原來三日的
活動變成一日，令人憂慮這些持續多年的傳統
禮俗會更快步入式微，甚至慢慢消逝。

他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培養更多歷史文化的
「記錄者」，「就像記者一樣。」年輕學生或
普羅大眾經培養後都可以參與其中，只需記下
自己的看法，對環境的感受，十年後再看，就
是歷史的手札，成功研究歷史的一手資料。

民俗文化歷史需記錄才不消失
「比如『花炮巡遊』，有一位老人家說今

時今日的遊行和十年前已經不同了，有什麼
不同，系統的收集整理，就是民俗範疇的口
述歷史。」他強調，民俗文化與歷史需要記
錄下來，才不會完全消失。
同時，歷史文化還需要好好推廣，「在香

港地講香港歷史，應該將文字和現實的遺蹟
結合、相互對照。」鄧家宙說，單靠學校課
堂、書本或工作紙並不足夠，要讓普通人都
能抓住歷史的痕跡，明白歷史就在你我的身
邊，歷史才能夠「活」起來，讓市民與學生
真正產生興趣。
多元化活動亦是提升大眾歷史文化興趣的

關鍵，鄧家宙舉例如透過實踐工作坊，予年
輕人親身體驗如何製作花炮、盆菜等等，再
配合現代的生活方式，讓他們「開心打
卡」，一步一步吸引更多人深入認識。

對鄧家宙而言，喜歡上中國歷史的契機和
那個年代長大的年輕人別無二致，那就是古
裝電視劇。在他兒時，即上世紀八十年代拍
攝的古裝電視劇，很多劇情和裝束都暗合史
實，他只要看過就能記下劇情，溫書時往往
能事半功倍。
鄧家宙以電視劇《太平天國》為例說，考

試前溫書時只要看見「洪秀全」的名字，這
個歷史人物（演員塑造）的模樣、他的人物
性格和與其相關的歷史事件就會浮現在腦海
中。
他形容，電視劇中的歷史人物是立體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相較而言，教科書上冷冰
冰的名字更像一個人物代碼，電視劇可以說
是他歷史的啟蒙者，為後來他和一班朋友成
立香港史學會埋下伏筆。
香港史學會於2005年成立，至今已16年。

鄧家宙憶述：「當時我們一班六個同學，跟

隨老師、研究香港史的專家蕭國健教授，為
實現他推動香港史研究的願望而成立。」他
說，港人識得香港歷史的人並不多，他的恩
師蕭國健希望學習香港史的人發揮力量，能
在畢業後不斷探究，並向成年人、學生、銀
髮族等普羅大眾普及推廣，因此學會一直與
不同的學者和組織建立緊密的關係，一起透
過社區歷史文化活動作公眾教育。
鄧家宙直言，從學校歷史教育的角度來

說，由於香港對整個中國來說屬於「鄉下地
方」，早期歷史中涉及香港的重要記錄文獻
並不算多，相關學習與知識較模糊，令過去
課程主要多談港英時期的歷史，但其實這僅
僅是香港史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身為香港史
的學者，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向公眾推廣，讓
大家更全面認識香港過去的情況，及在中華
歷史文化發展上的位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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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宙站在花炮前面鄧家宙站在花炮前面
講述天后誕的風俗講述天后誕的風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天后廟內香火鼎盛，一圈圈的盤香，既是人
間的煙火氣，也象徵市民美好的願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去年活化後的油麻地書院，成為一間自助書
店，為讀者提供香港及中國歷史、香港專題等
專題書籍及文創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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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炮」文化可能逐漸消逝，圖為2018年花炮巡遊。 資料圖片

疫下香港多處天后誕活動都未能如期進行，不過東華三院
前日仍然在油麻地天后廟舉辦了「油麻地天后誕」活動，由
主席譚鎮國及董事局成員等人酬謝神恩，包括舉行賀誕的
「敬蓋吉璽儀式」，在《天后誕捲軸》蓋上「風」、
「調」、「雨」、「順」及「啟稟」的印璽，寓意

風調雨順，並為市民祈福消災，祝願香港繁榮安
定。當時活動並有醒獅、粵劇及變臉等多項精
彩表演及攤位，希望加深市民認識傳統文

化。 ●東華三院供圖

油麻地天后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