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輯  隋代至明代——工作紙 (頁 1) 

 

請根據錄像特輯的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第一集：隋代至宋代 

 

 

1. 青山又名佛面山，原因是： 

 

 A. 它有不少佛寺，佛寺中有佛像，佛面眾多，故稱佛面山。 

  B. 杯渡禪師居於青山時，把該處命名為佛面山。 

  C. 山的起伏形狀有如一個仰臥的佛首部分。 

  D. 它山石嶙峋，正面看來好像一個五官清晰的佛面。 

 

 

2. 是甚麼物件/建築物引發人們「慎終追遠」的情懷？ 

 

 A. 廟宇  

 B. 祖先靈牌 

 C. 祠堂 

 

 

3. 是甚麼因素阻隔了古時中原地區與嶺南地區的文化交流？ 

 

 A. 在廣東北面的五座高山使南北往來艱苦。 

  B. 嶺南地區文化尚未開發，中原人士不願南來。 

  C. 中原人士與嶺南土著常有戰爭，處於敵對狀態。 

  D. 兩地氣候不同，難於適應，兩地人口不願往來。 

 

 

4. 哪一件事是嶺南地區得以迅速發展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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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隋代至明代——工作紙 (頁 2) 

 

5. 下列哪些事件說明了在唐代廣州是一個繁盛的都巿？（答案不限

一項） 

 

 A. 不少外國人到來廣州居住，居住地點名為「蕃坊」。 

  B. 商業繁盛，政府設置「巿舶司」管理海上貿易。 

  C. 屯門發展為廣州的貿易外港，海路交通頻繁。 

 

 

6. 下為唐代廣州與屯門的海路交通路線圖。請為下圖劃上一條航海

路線，指出由屯門乘船到廣州的歷程。 

 

 

 

 

7. 由廣

 

 

  

 

 

 

 

 

廣州
 

州運輸貨物到首都長安及其他大

A. 以水路為主，陸路為輔。 

B. 以陸路為主，水路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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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城巿，路途是： 



 

第二輯  隋代至明代——工作紙 (頁 3) 

 

8. 傳說唐代的大文豪韓愈曾到香港青山，並在一塊碑石上刻字。字

刻的內容是甚麼？試填寫於碑石圖框內。 

 
 

 

9. 韓愈的《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之六》中曾提及香港一處地方。

試在橫線上填寫該處之名稱。  

 

 

兩 巗 雖 云 牢 ，

水 石 互 飛 發 ；

   雖 云 高 ，

亦 映 波 浪 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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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隋代至明代——工作紙 (頁 4) 

 

10. 下圖的 、 、 、 代表香港水域的四處地方。五代時，南漢

政權曾在其中一處設置採珠場。該處是：  

 

   

 

 
 

 

11. 佛堂門自唐宋以來已是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點。試舉述當地一些尚

存的遺蹟，以證明此說。 

 

  

  

 

 

12. 試辨別下列各項的是非，圈下正確的答案。若屬「非」項，請把

正確答案填寫於橫線上。 

 

 內容 辨別 勘正 

    

 (a) 嚴益彰巡察佛堂門，受邀請銘刻 是/非  

 碑文。   

    

 (b) 宋時管理鹽業的官富場，位於今 是/非  

 日的灣仔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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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隋代至明代——工作紙 (頁 5) 

 

第二集：宋代至明代 

 

 

13. 南宋末兩名幼主逃難，途經香港，所經歷的路線是： 

 

 A. 自香港東面而來，經西面的屯門離去。 

  B. 自香港西面而來，經東面的佛堂門離去。 

 

 

14. 今天的宋王台公園在宋帝南逃香港時是一處怎麼樣的地方？  

 

 A. 鹽田 

 B. 民居 

 C. 海灘 

 D. 山坡 

 

 

15. 為紀念宋末兩名幼主逃難來港，後人曾建立一座廟宇，廟宇的名

稱是甚麼？試填寫於廟宇的橫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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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隋代至明代——工作紙 (頁 6) 

 

16. 元兵追逼甚緊，宋帝昺終難逃厄運。下圖為宋末忠臣負帝蹈海

圖。試填寫該名忠臣的名字及選出蹈海的正確地點。 

 

 

地點：佛堂門 / 九龍灣 / 淺灣（今香港荃灣）

 

*刪去不正確的。 

 

 

17. 宋末忠臣文天祥奮戰不敵元兵，被押解北上

處的一處水域時，一時感觸而寫下千古傳誦

該處水域，試在橫線上填寫該處之名稱。 

 

 

惶 恐 灘 頭 說 惶 恐

     裏 歎 伶 仃

人 生 自 古 誰 無 死

留 取 丹 心 照 汗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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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帝昺
 

 / 厓山（新會縣）* 

。當途經離香港不遠

的古詩。詩中曾提到

 

，  
；  
，  
。  



 

 

第二輯  隋代至明代——工作紙 (頁 7) 

 

18. 侯王廟是為紀念宋末忠臣楊亮節而建的，在香港多處地方均建有

侯王廟。本節內容曾提及多少處在香港本地建立的侯王廟？試填

寫於下：  

 

 (a)  (b) 沙田大圍 

     

 (c) 大嶼山東涌 (d)  

 

 

19. 隨同宋帝南逃的人員不少留居香港。當時他們多選擇哪兒停居？  

 

 A. 今大嶼山大澳村 

 B. 今衙前圍道慶有餘村 

 C. 今屯門良田村 

 

 

20. 元朝末年，遷居到來香港的幾個大姓族曾參與哪一個反元志士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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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隋代至明代——工作紙 (頁 8) 

 

21. 下圖的 、 、 、 代表香港水域的四處地方。明朝中葉，葡

萄牙人東侵，明軍奮勇挫敵。當時的交戰地點是： 

 

   

   

 

 

 

※工作紙完※ 

 37
❶

❷

❸
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