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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麗芸一句「夏商周是野史」，再加上吳局長說的教六四時「增加趣味化」，

除了貫徹了建制派及官員們一貫的不學無術作風，更加令人擔心現在教育政策的

討論掌握在這群不懂實情，沒有知識的人身上，對於香港未來的教育發展真是令

人汗顏。 

 香港的歷史教育向來不被重視，即使在殖民地時代，中國歷史及世界史課程

是必修科目，但是在資本主義及功利主義氛圍下，學生們大多早將焦點放在被認

為「實用」的商科科目上。更甚的是，歷史教育在中學課程中被曲解，世史科還

可說是著重思維，可是中史科卻只注重學生背誦內容，連帶士子們只認為中史只

是一科無用而死記爛背的科見。事實上，兩個科目均有其實用性，世界史理應訓

練學生的宏觀視野，認識世界發展與全球大勢；中史科則除了培養學生的國民身

份認同，更重要是從歷代治亂輕衰的模式中，學習、總結、歸納出各種人際關係、

國家關係、管理組織、領袖決策等能力，兩個歷史科同時也能培養學生的批判思

維，及自行研習的能力，這也是今天通識科希望做而未能完全做到的。 

 歷史教育應有的元素在香港基本被扼殺，有時筆者陰謀論地想，也不知是否

商家們不願學生們學習思考，以容易操控將來的員工。更可怕的是，政府也不注

重歷史，特別在回歸以後，我們這些讀史出身的愛好者，滿壞期望國史教育能有

一吐烏氣之日，豈料卻換來中史不再必修，並且改動、刪減課程等待遇。課程設

計者膚淺地認為古代史與現代關係不深，可以不理，卻不知道歷史向來是一脈相

承，缺一不可。舉例來說，現在的世史課程主要以 1900 年為開端，卻完全忽略

了歐洲 19 世紀的民族統一運動才有今天的大勢，而這兩個運動又受十八世紀末

的兩個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革命和後來的拿破崙影響。歷史事件環環相扣不可分

割，又豈是門外漢所能明白？於是，建制人士不懂史，連反對派（包括社運學生）

也不懂史，沒有基礎，空談議論，更沒有理性。 

 香港的歷史教育理應如何處理。筆者認為，過往的修讀模式是走錯誤方向，

理應進行改革，例如重新置國史為必修科，並由以往背誦社主改為重分析，並且

將每個時期的所發生的事情，以縱深式的說理手法帶出各事件的因果關係，而不

是割裂式的並列其政治經濟社會狀況，還應探討中外不同時期的關係互動，因中

國一直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建制人士常說香港學生缺乏愛國心。說實話，在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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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沒見過讀中史者會沒愛國心。今天年青人缺乏身份認同，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當

年的當權者搞出來的後遺症，現在理應撥亂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