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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地點可供穗港比較的議題

•城市衛生與環境治理
• 廣州興豐生活垃圾衛生
填埋場

• 東濠涌治理工程

•博物館資源的應用
• 粵劇藝術博物館
• 廣東省博物館

•文物保育與活化
• 聖心大教堂
• 紅磚廠創意藝術區
•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 沙面歷史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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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衛生與環境：興豐填埋場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常住人口佔總人口57.35%
•城市廢物的處理方式 → 填埋、焚燒及堆肥

•廣州市（第三大城市）的處理方式 → 填埋為主

和香港相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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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衛生與環境：興豐填埋場

• 掌握基本資料：地點、面積、啟用日期、處理垃
圾的能力、收集及處理固體垃圾的情況……

• 留意四周環境：氣味、聲音、與民居的距離……

鄰
避
效
應

香
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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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補充：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 Nimby）

•「鄰避效應」指在某一區域所建立的設施可為大部
分居民帶來利益，實有建設之必要；但是設施周邊
居民卻要承受設施帶來的不良後果，從而引發居民
的抗爭行為。這些公共設施一般有三類：其一是能
源類公共設施，如發電廠、變壓站；二是廢棄物類
公共設施，如垃圾焚燒廠、污水處理廠；三是社會
類公共設施，如火葬場、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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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衛生與環境：東濠涌治理工程

•東濠涌的前世今生
• 可在東濠涌博物館找到相關資料

•廣州市引以為傲的環境保護工程
• 整治背景及相關措施、成效……
• 重要概念：可持續發展、城市綠化

護城河 臭水溝 綠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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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衛生與環境：其他城市和香港的相關經驗

• 首爾的清溪川

• 香港：「共建啟德河」

構
想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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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資源的應用：粵劇藝術博物館

• 粵劇是中國傳統戲曲劇種，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
2009年將粵劇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 博物館的外型為仿古園林建築，館內詳盡介紹粵劇的起源和
發展、角色分類、唱腔流派、眾多名伶生平等方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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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資源的應用：粵劇藝術博物館

• 考察重點：以粵劇為例，增加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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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資源的應用：粵劇藝術博物館

• 考察重點
• 粵劇現時所面對的發展挑戰
• 粵劇如何推陳出新，以吸引年輕一代的目光和投入學習

動畫粵劇：「刁蠻公主戇駙馬」

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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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資源的應用：粵劇藝術博物館

• 比較重點：穗港兩地的傳承情況

粵劇文物博物館

建
議
前
往
參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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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資源的應用：廣東省博物館

• 展覽共分四部分：
1. 南粵源流：追溯廣東人的

來源、民族融合的過程以
及廣東三大主體民系的形
成和民俗文化特色。

2. 揚帆世界：體驗廣東對外
開放與交流的歷程。

3. 繼往開來：介紹改變中國
歷史進程的廣東名人。

4. 粵海烽火：廣東軍民的抗
日歷史。

當中不少展品對探究「現代中國」單
元的相關議題具參考價值，有助理解
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傳承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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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基本理論
• 集體回憶與歷史建築的關係

• 基於環境、歷史等因素，不同建築物各自發揮其功能，建築
物反映該社群在某區域及某段時間的生活方式，記錄了一個
地方的發展進程，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 建築物或地標在某社會出現或予以保留，不僅在時間上標誌
過去社會發展的某個階段，亦包含今天社會如何理解、建構
及再呈現當日歷史的意義。

• 當要對文物建築進行保育工作，要考慮的不僅是保存該建築
物本身，更重要的是保護文物建築所在位置的文化生態，以
及其周邊環境氛圍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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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基本理論
• 不同類型的歷史建築，需要因應各自特點和社會發展要
求而採用合適的保育方法，以發揮最佳保育效果。大致
而言，保育方法有以下四種：

• 保存：把遠古的文化遺蹟或歷史建築按原狀保留。
• 修復：以保持歷史建築原狀的原則（「修舊如舊」）
將其修復。

• 重建：將消失了的歷史建築在原地重新建造，又或是
將現存的歷史建築遷移到其他地方重建。

• 活化：保留歷史建築的全部或部分外觀，但更改其原
來用途，以繼續發揮建築物的實用功用。

參閱李浩然、黎志邦〈城市建築文物的可持續活化〉，取自「香港電台通識網」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2798&mother_id=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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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廣州的具體情況

•廣州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富多樣，是中國
政府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步伐加快，出於
經濟發展和城市基建用地等方面的需要，對
廣州的文物保育工作帶來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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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聖心大教堂

• 聖心大教堂於1863年6月18日聖心
瞻禮日正式舉行奠基典禮，故命名
為聖心大教堂。

• 該教堂由法國建築師設計，中國工
匠蔡孝（廣東省揭西縣人）施工監
督建造，歷時25年（1863-88年）
建成，耗資50萬法郎。

• 中國現存最大的哥德式全石（花崗
岩石）結構建造的教堂，1996年11
月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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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聖心大教堂
• 考察重點：修復文物原則

• 教堂於2004年底曾進行自建成
以來的第三次大維修，範圍包
括教堂內部和外部。

• 內部方面，按照「修舊如舊」
的原則，力求保存和恢復它原
來的形態、結構、材料和工藝
水平。

• 外部方面，則是整治教堂周邊
的環境，例如拆除遮擋教堂景
觀及附近與教堂風格不協調的
建築物。

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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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聖心大教堂

• 考察重點：東西文化的融和
• 教堂外形屬法國哥德式；
但座向按中國傳統習俗朝
向南面。

• 教堂外牆作排水之用的獸
頭，做成中國傳統的排水
神獸—「螭首」。

• 建造教堂的石塊用嶺南傳
統建築常用的桐油糯米石
灰漿作為黏縫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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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工業文化遺產
• 工業遺產是文化遺產的一種 ，不過由於工廠廠房和內部的機
器設備，通常缺乏建築形態的美感，因而較難保留其原有功
能，需要借助活化利用方式才可以保存下來。普遍而言，工
業遺產主要有兩種活化方案：一是改建為博物館（展示原來
工業的發展歷史，或是改為其他主題的博物館），另一則化
身為文化創意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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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紅磚廠創意藝術區

• 紅磚廠的前身廣東鷹金錢罐頭廠，為前蘇聯援助中國最大的
輕工業項目之一，是當時亞洲最大的罐頭廠，廠區內有數十
座大小不一的蘇俄式建築。2009年，在廣州市政府的支持下
改造為創意園區，成為廣州的文化地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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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紅磚廠創意藝術區

• 考察及思考重點：
• 工業遺產為甚麼值得保留？它與城市或一個地區發展
有何關係？

• 保育工業遺產的不同方式，各有甚麼利弊？
• 基於城市發展的需要，工業遺產可能被拆卸，然後改
建成為住宅或商場。如何在城市發展和保育之間取得
平衡？

• 工業生產場所轉變為文化產業的消費場所，是否代表
保育文化遺產行動，已無可避免地受到席捲全球的消
費文化所影響？而這些影響又帶來甚麼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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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工業文化遺產
可供比較的香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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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沙面歷史街區
• 沙面是由珠江沖積而成的沙洲小島，故名為沙面。它與城區
有河涌相隔，利用五座橋樑相連，總面積約0.3平方公里。

• 該處的西式建築群是自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後開
始興建的。1996年，沙面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0年底確定沙面建築群的保護範圍包括整個沙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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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沙面歷史街區

• 考察及思考重點：
• 維修費用高昂，僅靠政府單方面投入，實在很難維持。

• 應該多引入商業運作模式，甚至適當地招攬外商開
發，由此帶來收益而取得維修資金。

• 沙面的歷史建築就像一位患病長者，不從速醫治，
反而讓長者帶病賺錢，只會令他加速死亡。

• 「保護中利用」？「利用中保護」？
• 商業活動對於歷史建築物的影響，以及怎樣在兩者
當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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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沙面歷史街區

•考察及思考重點：
•沙面獲得政府整體保育，得以落實「點」（個
別古蹟）、「線」（將多處古蹟連成一線）、
「面」（各個古蹟所在的整片地區）應該一併
顧及的文物保育理念。

•香港大致只可做到「點」的保育，可考慮以香
港某處地區的保育計劃，又或是一些已經開發
的文物徑與沙面比較，探究只做到「點」的保
育與整體保育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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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活化：
可供比較的香港例子

接近「面」 「點」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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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 通識教育科的學與教場地，不限於課室之內，若教師帶領學
生出外，有助擴闊他們視野。廣州距離香港不遠，而且有不
少值得考察，並可與香港比較的地方，值得考慮。

• 考察活動要作好事前準備，讓學生知道學習重點所在，並以
帶着問題考察的心態前往考察，這樣才可以收到更大效果。

• 教師在考察之後，宜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總結考察經驗，並
鼓勵他們將考察結果聯繫課堂學習內容和活動，甚至選取與
考察相關的議題作為獨立專題探究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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