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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本課程概述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理論及實
踐，重點在探討其在香港發展的歷史意義。本課程旨在
透過讓資優學生持續參與非遺研究計劃，以發展他們從
事歷史研究的知識和技能；導師亦會為學生提供個別指
導和支援，以幫助學生完成學習任務。本課程亦有助培
養對學生成長及日後發展至關重要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自主學習︰確定學習目標

認識歷史研究；

獨立從事歷史研究的技能，例如：搜尋資料、閱讀文
獻和蒐集第一手的資料和數據；及

欣賞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並培養成長及日後發展至
關重要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堅毅、責任感、尊
重他人、勤勞等。



自主學習︰訂立學習計劃
第一階段︰基礎訓練（2小時）

第二階段︰歷史研究

講座一、非遺概論（3小時）

講座二、非遺研究個案探討（3小時）

講座三、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踐（3小時）

啓導研習班（20小時）

考察與訪談

作業：讀書報告、考察/訪談報告、研習匯報

學習總時數︰74小時



自主學習︰執行學習過程

基礎訓練

以講座形式，介紹課程目標、內容、歷史研究方法和技
巧、以及學習任務的要求，並安排導師帶領啓導研習班
及支援指引等。



自主學習︰執行學習過程

講座一、非遺概論

以授課及討論形式，探究非遺的定義、內涵與意義，並比較中國香港與其他國家
對非遺的實踐。

講座二、非遺研究個案探討

以授課及討論形式，探討香港非遺研究個案，了解非遺在香港歷史發展的意義。

講座三、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踐

以工作坊形式授課，探究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踐。



自主學習︰執行學習過程

課堂討論一

• 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ttps://ich.unesco.org/en/convention 

•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en_US/web/icho/home.html

課堂討論二

• 廖迪生，〈「傳統」與「遺產」—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意義的創造〉載《非物質文化遺產與
東亞地方社會》（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2011），頁259 – 276。

• 蔡志祥、馬木池，〈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傳與保育—以長洲島的太平清醮為例〉載《非物質文化
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2011），頁285 –
294。



自主學習︰執行學習過程

啓導研習班（20小時）

學生將可參與以下其中一項非遺研究計劃︰

• 港式奶茶製作技藝

• 香港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

• 宗族春秋二祭

• 戲棚搭建技藝



自主學習︰執行學習過程

啓導研習班（20小時）

計劃開展期間，將安排學生定期會見導師（組別與導師另
行商議導修課日期，每節約1.5小時），匯報研習進度及接
受建議。課程強調個人化學習，在導師指導下，提供閱讀
材料讓學生參考，亦安排進行實地考察或訪談，發展與歷
史學研究相關的技能，例如︰蒐集第一手資料、閱讀第二
手資料、觀察及記錄等。



自主學習︰執行學習過程

啓導研習班（20小時）

2022年7月25日至30日 匯報及呈交閱讀報告（香港史）

2022年8月1日至6日 擬定訪談問題大綱

2022年8月8日至13日 蒐集歷史檔案及第一手資料

2022年8月15日至20日 參閱第二手資料



自主學習︰執行學習過程

啓導研習班（20小時）

2022年9月13日至17日 呈交訪談材料或田野考察報告

2022年9月26日至30日 準備匯報

2022年10月3日至8日 匯報及呈交閱讀報告（文化遺產）

2022年10月10日至15日 準備匯報



港式奶茶製作技藝



港式奶茶製作技藝



宗族春秋二祭



宗族春秋二祭



戲棚搭建技藝



戲棚搭建技藝



香港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



香港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



香港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



自主學習︰評價學習成果

研究報告和其他成品

依導修課討論、資料搜集及訪談/實地考察，撰寫研究報告，
並輔以其他成品呈交。

研究成果匯報

分享研究成果及學習經驗。



自主學習︰評價學習成果



少年史學家
港式奶茶

活動匯報



一

現時奶茶發展和奶茶師傅的處境



奶茶的現狀

飲品店奶茶

vs 

港式奶茶

奶茶種類知多少？https://beauty-upgrade.tw/52367



金茶王&金仔

● 身高1.95米
● 在12分鐘內沖出9杯港式奶茶
● 香港咖啡紅茶協會主席黃家和先生：「奶茶機器人可以比得起我

們金茶王大賽的冠軍級人馬」

https://www.kamcha.com.hk/kamchai-zh/



陳子平師傅

● 2016年奪得國際金茶王香港賽區及國際賽冠軍
● 入行30年
● 開設奶茶學院

「金茶王冠軍」陳子平師傅於觀塘設立首間港式奶茶學院
https://www.stars-hk.com/2021/12/29



『其實現今世代，有很多機械人它們所做出來的東西其實比人類更優越，而香港本地也推出了奶茶機械

人，請問你要如何確保人類的優越性呢？

『坊間有很多奶茶機械人，只有一種奶茶機械人是我認可的，那個就是

咖啡紅茶協會和生產力促進局協同推出的金仔。

這部奶茶機的成品的確能夠比美手沖奶茶，因為這部奶茶機輸入了三

個冠軍及奶茶師傅的茶坊及沖茶手法。』



『這部奶茶機拿去表演還可以，可是要是商業化的話卻不行。

畢竟，一隻機械臂就18萬兩隻就36萬，再加上其他部位合共100多萬。老實地說，這部機械人對上一
般的奶茶師傅是可以的，可是對上我這種，那就只能...

他12分鐘能衝出9杯奶茶，而我12分鐘能做到14杯奶茶，全滿。而它那9杯奶茶卻還沒有多滿。』



















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

姓名：

天主教培聖中學麥靜茹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鍾芷欣



秦長林師傅的學藝經歷
17/8/2022



學藝初期
• 在國共內戰期間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1950年香港迎來
大量的新移民，而當時許多的長衫師傅亦在港工作謀取生計，他們生活
貧困。

據上海長衫師傅秦長林先生回憶說：

• 「我10歲開始在香港北角學師，當時很辛苦的，我的爸爸也是從中國
偷渡來的，我們有6-7個兄弟，爸爸一個人賺錢做裁縫養活我們。」

• 在1950年代開始香港製造業急速發展，生於1947年江蘇泰興的秦師傅，
在沒有讀書學習的情況下，他選擇與父親一樣做裁縫拜師學藝，一學就
是三年。

• 而當時據師傅憶道學師的過程很辛苦，跟其他師傅學習的時候會被他們
欺負，站在一旁看會被趕走，再看多幾眼的話他們又會用尺子來打你，
每天都要挨罵。秦師傅在學藝期間亦嘗試轉換過不同的店舖學藝，拜過
2-3個上海的師傅為師，一個姓汪，另一位姓張，在不同店鋪下受到的
待遇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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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廉價勞工的年代下，學習製作長衫是不容易的。

據師傅憶述下：

• 「那時候的學習環境很侷促，師傅叫你做的事情都要去做。在吃飯的時候
10多個師傅坐一起，我們學師的不能和師傅們一起吃，如果跟那些師傅吃飯
的話，又要幫忙盛飯，忙碌到基本上吃不了飯，當時很多人都吃不飽的，只
能吃別人剩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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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艱辛的環境下，師傅學習製作長衫初期的工序都是由挑紐耳、
釘紐、挑邊、挑人字邊學起。據師傅說：

• 「人去到那邊學的時候像是做奴隸一樣。」可見當時學藝的辛苦
程度。

• 當時秦師傅在學藝初期不是每樣事情都懂，教導他的師傅亦只會
說一次，所以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在師傅下班後獨自苦練。如果學
徒在師傅的過目後做得不好會被用尺來打、罵。從以上可得知，
學藝的過程是付出了不少的汗水和心思，才有現在純熟的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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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史學家計劃

宗族春秋二祭
容雅淋、蘇子傑



錦田考察路線

二帝書院 清樂鄧公祠 便母橋 周王二公書院 吉慶圍



文物保育思潮

• 二戰後歐洲大規模重建引起歷史建築物消失危機

• 全球經濟發展迅速，在發展基建建設同時難以保育文物古蹟

•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
‐文化遺產」定義為「文物」、「建築群」和「遺址」三類
‐文物的消失「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是不可彌補的損失」

• 地區的傳統風俗都因流行文化盛行而難以傳承



保育宗族文化的重要性

• 文化因素 : 有助對中華傳統文化及文明研究
‐早在古代時期已開始發展

• 經濟因素 : 加強地方經濟發展和旅遊業
‐帶動相關的建設

• 社會因素 :為市民帶來歸屬感
‐成為了當地居民的習慣



宗族文化的保育

• 馮江、梁勵韻，〈城市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佛山
為例〉︰

作者提出了對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觀，認為一方面絕不能將傳統的非物質
文化僅僅看成當代都市文明的裝飾品或者奢侈品、更不能看作是附庸甚至絆腳石；另
一方面對傳統文化的保護不能當成拒絕當代新生文化發展的理由，傳統文化應該積極
尋求對當代社會的意義，社會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亦是保護與利用的關係。並提出可以
分「節點、線索、片區」三方面保育傳統文化。

• 民間角度出發，為錦田鄧氏宗族設計一條文物徑



清樂鄧公祠（祖先崇拜）

• 在明成化年間興建

• 又名思成堂

• 紀念錦田鄧氏第十七世祖鄧清樂（號廣捨）而興建

• 中廳，或者叫正廳，是議事的地方

• 除了議事、聚餐之外，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儀式—點燈



便母橋（孝道文化）

• 亦稱「敬母橋」, 1716年建成

• 在古代，錦田南邊和北邊沒有路通

• 錦田鄧氏族人鄧俊元為了方便年紀老邁的母親能過河探望他而
建造

• 亦都方便一眾村民往來

• 本人則認為不是什麼大功德，所以將這條橋命名為便母橋



周王二公書院（傳統美德）

• 在清朝康熙年間有段遷界的歷史

• 紀念於他們有恩，上奏廢除遷海令有功的兩名廣東官員周
有德及王來任而建的書院

• 由三百多年前開始，每十年會籌辦一次酬恩建醮。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