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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目中的現代香港 

你心目中的現代香港是甚麼模樣的？請你在家中準備一張你認為

能夠代表現代香港的照片或剪報，並把照片或剪報貼在下面的空

格內。以下是一些對照片或剪報的要求： 

 

 

  

 需為五年內拍攝的照片或剪報 

 能夠清楚顯示出香港社區或商業區的面貌（例如：馬路、行人路、

大廈、商舖、社區設施、休憩用地） 

 照片可以是你在自己的家附近拍攝，也可以是外出遊玩時拍攝 

 由於你需要把照片貼在下面的空格內，所以請不要選用具紀念價

值的照片正本 

貼上照片或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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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昔日的香港 

以下兩張舊照片分別拍攝於香港開埠不同時期，你能夠認出照片

中有哪些香港的著名地標嗎？你覺得照片中的香港與現代的香港

相比有甚麼不同之處？ 

 

 

 

  

香港開埠是由 1841 年英國佔領香港島開始。於 1842 年至 1898 年

間，當時的滿清政府先後三次割讓香港島、九龍及租借新界予英國，

三地合計即現今香港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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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和同學一起討論，並嘗試從人口、建築物和土地用途三方

面分析昔日與現代香港的差別。 

 

 昔日香港 現代香港 

人口  人口稠密 

建築物 
發展有限，大部份以

簡陋的木屋為主 
 

土地用途 

沒有完整規劃，大部

份土地作農地及漁

塘用途 
 

  

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後，無論是城市規模或是居民日常生

活模式都和以前有極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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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早期的經濟產業 

現在香港市民主要透過上班工作及進行各種商業活動賺取金錢，

並以此購買從中國大陸及外國進口的不同生活必需品，例如糧食

及各種日用品。我們從剛剛的舊照片可以得知舊時的香港並沒有

現在那麼發達，那麼昔日生活在香港的人是依靠甚麼來維持生活

所需呢？ 

 

 

以下列出數項與香港早期的經濟產業有關的活動。你有進行這些

活動的經驗嗎？ 

漁業 
香港三面環海，水產資源豐富，因此不少居住在香港的原居民

都是漁民 

農業 
從前新界有較多可供耕種的平地。從耕種所得的農作物是當

時的人其中一種主要食物來源 

燒灰 以蠔殻及珊瑚骨等原料經由石頭砌成的灰窰燒製成石灰 

造鹽 
香港曾為產鹽的重要地區，傳統的曬鹽方法為引入海水至鹽

田，並透過陽光使海水蒸發而獲得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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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與上述活動有關的照片，你能夠指出照片與哪項活動有關

嗎？請把答案填在橫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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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早期居民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想一想，為甚麼早期居住在香港的人能夠發展如此多樣的產業？ 

 

 

 

 

 

  

進行那些活動需要用

上甚麼資源？ 

香港的地理位置有 

甚麼優勢？ 

香港的地理位置三面環海，再加上地質、氣候等因素，

使香港成為一個天然資源豐富的地方，而早期居民的

生活主要依賴這些天然資源。 

那些資源又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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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早期的香港移民 — 客家人 

在約 1685 至 1820 年間（清代中後期），部份人響應清朝政府呼

籲遷移至沿海區域定居發展，其中一些人選擇遷入香港，而這些

遷入香港的人亦即部份現居於香港的客家人的祖先。 

 

假如你們是當時遷入香港的人，你會在香港尋找怎樣的環境定

居？請你把你心目中理想的居住環境畫在下面的空格內。 

 

  

 

想一想： 

 居住在甚麼環境附近才能確保充足食物和水源？ 

 居住環境附近有甚麼條件才適合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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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活動：尋根之旅 

 

 

  

細心閱讀有關黃伯伯的家族故事，並根據黃伯伯提供

的線索，前往北潭涌的上窰村灰窰遺址附近實地考察，

以了解當時村民的生活狀況，協助黃伯伯重組他的家

族故事。 

 

雖然我是客家人後代，但我從出生起就在城市

過著和其他人一樣的生活，因此我從來沒有想

過自己的家族有甚麼特別的故事。直至最近我

心血來潮翻查祖輩遺留下來的物品時，才發現

我的家族可能大有來頭。可惜我已年近八十，

再沒有力氣親自展開我的尋根之旅。我手上有

幾條可能與我家族有關的線索，請問你們能替

我調查嗎？我很好奇自己的祖先在以前仍未

發展的香港是怎樣生活的，如果之後你們能夠

和我分享你們的所見所聞，我會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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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地點背景：上窰村 

 

  

上窰村是香港昔日一條由黃姓的客家人約於 1830 年

所建的客家村落。這條村落座落於西貢北潭涌，面向連

接斬竹灣的河口。由於村落附近的天然資源十分豐富，

當時的村民便善用身邊的資源滿足日常需要及發展經

濟，使村落能夠穩定發展。後來村落的工業活動日漸式

微，村民紛紛遷出，最後令村落荒廢。上窰村及後於

1981 年被列為法定古蹟，並被活化為上窰民俗文物

館，為市民重現昔日客家人的生活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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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步驟 

 

 

 

  

 考察範圍 

教師會為你們劃出一個考察區域，你可以在區域內與你的組員

一起自由探索。考察區域僅限於平地和沒有被水覆蓋的石灘，

請勿走上山坡。 

 整理及總結考察結果 

考察結束後，根據你在考察期間獲得的資料，完成第 19 頁的資

料整合表格，總結黃伯伯的祖先是如何取用身邊的天然資源來

滿足日常需要。 

 考察目標 

在第 12 頁至第 17 頁中，你可以找到黃伯伯提供給你的幾條線

索，包括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及資料（四）。

除了資料（一）外，其他資料均有與其對應的問題（在每頁資料

的下一頁）。你需要與你的組員一起根據資料的提示在考察區

域內調查，並回答所有問題。 

提示：考察區域內安裝了不同的資訊版， 

那些資訊能夠幫助你回答部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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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時的安全及注意事項 

 

 

 

  

 聽從教師指示進行活動，不隨意奔跑、喧嘩及擅自

離群。 

 請勿走上斜坡或被水覆蓋的石灘。 

 小心行走，注意石灘上鋒利的藤壺及蠔礁。 

 耐心地進行觀察。 

 切勿接觸、干擾或傷害野生動物。 

 愛惜自然環境，帶走自己的垃圾。 

 在遇到突發事情時保持冷靜，並向教師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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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地圖 

以下地圖展示了上窰村附近的地理資訊。黃伯伯特別標示了三個

希望調查的地方（Ａ、Ｂ、Ｃ），這些地方似乎與他的祖先的日常

生活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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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殘破的舊照片 

這張照片展示了一個位於資料（一）地圖上的 A 點的建築，這個

建築可能與昔日上窰村的一些經濟活動有關，可惜照片因太殘舊

而缺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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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二）及你在實地考察期間的觀察，填上有關資料（二）

的建築物的資料。 

  

1. 這個建築物的名字

是甚麼？ 

 

 

 

 

2. 這個建築物利用甚

麼原材料生產甚麼

物料？ 

原材料： 

 

物料： 

 

 

3. 由這個建築物生產出

來的物料有甚麼用

途？ 

 

 

 

 

 

4. 這個建築物因甚麼事

而荒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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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記憶中的對話 

黃伯伯依稀記得小時候聽過他的爸爸與其他親戚有過以下對話，

對話內容可能揭示了黃伯伯的祖先的一些飲食習慣。 

  

 

雖然現在我們搬到市區居住，

到市場買菜買肉十分方便，但

我總覺得差了點甚麼呢！ 

 

我還記得在小時候，當潮退時，碼頭附近石灘露出水面，

便是我們的尋寶時間！當時我們都興致勃勃，拿著工具

到樹底或石頭上探過究竟，所謂「靠山食山，靠水食水」

根本就是在說當時的我們嘛！ 

潮退是地球海平面受太陽和月球的引力影響而引發的其中一種現象

（另一種現象為潮漲，兩者合稱潮汐）。當一個地方出現潮退時，海水

水位會下降，而原來被海水覆蓋的岸邊便會露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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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三）及你在實地考察期間的觀察，前往資料（一）地圖

上的 C 點，尋找並畫出兩種可能作為當時村民的食物來源的生物，

再回答問題。 

 

 

 

 

 

 

 

 

 

 

 

 

 

 

 

 

 

  

a) 這是甚麼？ 

 

b) 你在哪裏發現牠／它？ 

 

c) 為甚麼牠／它在潮退時

沒有被水沖走？（剔出答案） 

 能固定在或爬上穩固的

物體（如：石頭）上 

 能躲在沙泥的洞裏 

d) 除了食物外，牠／它還有

甚麼其他用途？（選填） 

 

a) 這是甚麼？ 

 

b) 你在哪裏發現牠／它？ 

 

c) 為甚麼牠／它在潮退時

沒有被水沖走？（剔出答案） 

 能固定在或爬上穩固的

物體（如：石頭）上 

 能躲在沙泥的洞裏 

d) 除了食物外，牠／它還有

甚麼其他用途？（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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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四）：傳教士的日記 

黃伯伯手上有一本似乎是屬於十九世紀的西方傳教士的日記。  

日記的其中一頁記錄了當年上窰村村民的建屋過程，但日記上的

部份字被污漬遮蓋了。日記原文以英文撰寫，以下為日記的譯本： 

 

 

 

 

我接觸這個村落經已有一段時間，這裏的人

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向他們傳教並不容易，

但由於有部份村民早已信奉天主，因此我的傳道

工作也十分順利。 

今天我到訪這個村落時，剛好遇上部份年輕

人正在修葺房子。他們搬著  ，並把它們逐塊

堆疊，再在外層填上石灰。我佩服他們能夠在這

潮濕酷熱底下勞動之餘，亦再次讚嘆他們選擇這

裏作為聚居處的聰慧。這個村落背山而建，面向

河口，盡享豐富的水陸資源，難怪他們對天地自

然的信仰如此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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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四）及你在實地考察期間的觀察，回答以下問題。 

 

1. 根據你在實地考察期間的觀察，日記中被污漬遮蓋的字

（ ）可能是指甚麼？ 

 

 

 

2. 根據資料（四）對村落位置的描述，加上你在實地考察期間的

觀察，你認為資料（四）中的村民把房子建在資料（一）的地

圖上的哪個地方（Ａ、Ｂ或Ｃ）？ 

 

 

 

3. 發揮你的創意，嘗試根據你對荒廢的房子的觀察，繪畫出當時

客家人建造的房子原本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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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合 

 

 

 天然資源 用途 

例子 竹 

除可用作製作傢俱

外，不同部份亦可作

食物或藥材。 

經濟活動   

飲食習慣   

居住環境   

  

經過考察後，相信你已對昔日上窰村村民的生活有一

定了解。現在請你把在考察期間的發現依經濟活動、

飲食習慣及居住環境在下表總結。希望你能夠特別向

黃伯伯介紹他的祖先是如何取用身邊的天然資源來滿

足日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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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對使用天然資源的態度 

以前的人大多為了維持日常生活，例如確保食物和庇護所等，而

開發和使用天然資源。以下是一些可以在現今香港看到的一般市

民使用天然資源的例子，你有進行過以下活動的經驗嗎？你認為

這些活動的目的為何？這些活動對我們維持日常生活是否必須？ 

 

 

掘蜆 

 

採摘植物 

 

在溪澗嬉水洗澡 

 

在郊外隨處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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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不同，人們對資源的認識、開發目的、開

發手段和使用量等亦有所不同。以前的人為了維持

日常生活，有必要開發和使用天然資源。而隨著科

技進步，現在的人可以不受地域限制而獲得資源。

然而，豐富的物質生活亦使一些人對使用天然資源

的態度出現變化。人們不再單為維持日常生活，而

是更多地為了休閒娛樂目的而開發和使用天然資

源。在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對於郊野公園等天然

資源豐富的地區進行護理及管理工作，希望達至自

然護理、康樂、旅遊及教育等目的。 

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

應如何看待天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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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使用資源 

 

 

無論以前或現在，我們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極依賴天然資

源。隨著時代進步，我們對資源的運用變得更廣泛，資源的使用

量亦隨之增加。但是地球只有一個，而且資源是有限的，如果我

們持續揮霍，終有一日會使部份資源枯竭，使我們無法再享用部

份資源。 

 

作為社會未來的棟樑，你能提出一些既能夠保護資源，又能夠滿

足我們日常需要的使用資源的方法嗎？把你的想法寫出來。 

 

 

 

 

 

我們需要 1.75 個地球，才能夠在目前的資源消耗方式

下滿足全人類的需要。  

 

基於全球足跡網絡發表於 2022 年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