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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了解戰爭歷史 見證社會發展 － 2016 南京、太倉、上海考察交流團 

前言 

有句話我們常常掛在嘴邊──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是次交流團到訪南京、蘇州、太倉和上海四地，希望從生

命教育，文化體驗，學校交流和經濟發展四方面教導同學，讓他們親身看見、實地考察和體驗書本上學到的知識，

從而反思自己的生活和學習的意義。 

 

其中生命教育是本次交流團最重要的一環。新高中課程中個人成長的單元，

教導學生何謂同理心，指引同學認識自己，希望令青少年人學識反省自身

和思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然而，同學們生長在香港這個富庶及和平穏定

的社會，生活無憂，而且年輕人正處於青春驕傲的年紀，對生命的苦難可

謂一無所知。與他們談論珍惜所有，往往都只流於紙上談兵。是故我們帶

同學參觀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讓同學們能認識歷

史，了解和平和生命的來之不易，從而反思生命的意義。 

 

另外，我們又回訪了我校位於太倉的姊妹學校──太倉市華頓外國語學校，重會去年來到我校參觀的內地同學和

老師，加深彼此的友誼。同學們又藉此機會了解國內的學制，及體驗不同的學習課堂。 

 

此外，我們在蘇州短暫停留，感受古都的文化。而行程的最後一站則選在

上海。在書本上，同學們學到不少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知識，明白經濟全

球化如何影響內地的發展；讀商業和經濟的同學，更能頭頭是道說出國內

宏觀經濟政策，但畢竟香港與國內的政治及經濟體制，沒有親眼看到和親

身經歷，同學仍比較難理解中國社會及經濟發展的情況，但如果有機會自

己去經歷，相信印象會深刻得多，而且可能看到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所

以來到上海這個國內經濟最發達的城市，我們帶同學們參觀了中外合資的

大眾汽車廠，上海世博館的會址及新開幕的上海迪士尼樂園，讓同學們更

了解國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交流團結束後，同學們到底學到了甚麼？ 

從南京事件看生命何價 

交流團前，同學都先上了歷史課，反思南京事件的因由及影響。 

 

為何侵略？ 

在 1937 年發生的南京事件和 1945 年發生的廣島事件，都是源於日本侵略中國引起，而為什麼日本要侵略中國？ 

 日本資源匱乏、危機意識強 

首先，我們得相信侵略並非天性，促使一國對外侵略，必有其背後的因素所影響。觀乎日本於十九世紀雖經

歷明治維新一躍而起成為列強之一，但其國內仍舊需要面對島國四面環海、天然資源缺乏的問題，加上位處

地震帶，國內長期面對自然災害，造成整個民族都擁有強烈的危機意識，促使日本透過對外擴張的方式，來

獲得更多資源和更安定的生活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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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維新成功、民族意識高漲 

另外，明治維新的成功帶動了日本民族意識的高漲，國民期望國家能夠如英、法等西方列強般對外擴張，奪

取海外的領土或殖民地以獲得榮譽，成為強大的帝國。 

 中國積弱、「趁火打劫」 

而適逢國外環境上，中國積弱受到西方列強瓜分，在此時機下，日本心態上更有著「趁火打劫」的亢奮，致

使日本視中國為侵略目標，逐步對中國發動侵略。 

歷史烙印！ 

 東北之亂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成功建立現代化的軍隊，此後藉其強大的軍事實

力開始對中國發動侵略。1894 年，日本藉朝鮮東學黨之亂挑起對

中國的甲午戰爭，並在戰爭中打敗中國，控制了朝鮮半島、威海衛

和台灣等地。到 1905 年，又透過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取得中

國的南滿、旅順和大連。及後中國經歷辛亥革命，處於軍閥割據的

混亂時期，日本又藉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二十一條要求》，圖將山

東據為己有。到了 1928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日本又引發濟南慘

案，屠殺中國軍民並佔領濟南，希望藉此阻止中國統一。國民黨成

功統一中國後，日本憂慮中國的壯大而加速對華的侵略，於 1931 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整個東北三省。

及後於 1932 年成立偽滿州國，試圖將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合理化，並挑起一二八事變進攻上海，以轉移國際

社會對中國東北的關注。直至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藉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此時亦揭開了「南京事

件」和「廣島事件」的序幕。 

 上海、南京失陷 

日本全面侵華後，就迅即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首場的中日大型會戰，便是於上海發生的淞滬會戰。

會戰中，中方雖不敵日軍，但仍能拖延戰事堅守上海三個月，這令日軍於期間陷於苦戰，損失慘重。在上海

戰事中的受挫，促使日軍前線將領要求加快腳步，改為進攻南京，而日軍中將柳川平助更無視參謀本部用來

限制日軍作戰區域於蘇州、嘉興一帶的「制令線」，轉向南京進攻。而由於日軍沒有深入內陸的後勤準備，

因此部隊實行了「就地徵收」命令，讓部隊搶劫糧食補給，但在搶劫中通常伴隨著姦淫婦女的暴行，而下級

隊長指示要湮滅證據，結果官兵們為了保護自己，毫不考慮地殺掉無辜的百姓，甚至放火燒毀整條村莊。這

些暴行由上海進攻南京的過程中一直發生，可視為南京大屠殺的預演，而南京大屠殺可說是所有暴行當中的

最高潮。 

 生命的摧殘和踐踏 

南京城破後，日軍進行瘋狂的大屠殺，屠殺了中國軍民達三十萬之多，希望藉此

製造「鎮壓」效果。佔領的幾個星期間，日軍隨意在城內外遊蕩，肆意強姦、殺

害平民，如最為著名的是兩名日本軍官的「殺人競賽」，約定其先殺滿 100 人為

勝，這種暴行在報紙上圖文並茂連載，更被稱為「皇軍的英雄」。而日軍對解除

了武裝的中國軍警人員和適合兵役年齡的中國青壯年，亦進行過若干次大規模的

集體屠殺，死者多達 19 萬餘人。另外，婦女更是南京大屠殺中的主要受害者，

被日軍強姦或成為慰安婦的婦女多達 8 萬人，當中甚至包括 12 歲的幼女、60 歲

的老婦，乃至孕婦，被虐殺至死的婦女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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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何價？ 

家破人亡實例一 

夏淑琴的外祖父、外祖母、父親、母親、大姐、二姐、小妹七口人被日軍殺害。夏淑琴當時 7 歲，也身中

三刀，昏死後蘇醒，與 4 歲的妹妹幸免於難。她們在親人的屍體旁艱難地生存了 14 天，餓了就吃媽媽留給

她們的一點鍋巴，渴了就舀一口水缸裡的冷水。直到被從安全區回家探看的鄰居老奶奶發現後，通知其舅

舅帶至安全區內避難。 

家破人亡實例二 

1937 年 12 月 13 日，常志強一家向難民區逃難，走到新街口附近的張府園時，遇到了日本兵。他的父親、

母親、姐姐及兩個弟弟被日軍殺害。當時他的母親被日軍連刺了三刀，常志強把小弟弟送到母親身邊。第

二天早上發現小弟弟爬在母親身上，母子倆被凍死在一起，怎麼拉都拉不開。 

 

生命得來不易，在平常人家的生活中，我們也可見到彼此關愛、相互支持和協力解困的美麗畫面。生命可貴！ 

 

了解近代歷史 反思生命意義 

交流團的第一站是南京。六月底的南京陰翳悶熱，同學們一口氣沖上中山陵的三百九十二級梯級，熱得汗流浹背

的同時，亦各有體會。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本次交流團的重點行程之一。館

內的雕塑、相片、遺物和文字，展示著當年無日無之的戰火，家破人亡的悲痛，威脅生命的恐懼。雖然那段歷史

離我們已經很遠了，年輕一代生長在和平和繁榮的時代，物質豐盈生活富足，但同理心令同學們感受到南京人民

的傷痛，亦明白到了解歷史和傳承歷史的重要。 

5D 鍾東汶 

中山陵的設計是十分獨特

並有暗喻，三百九十二級

的樓梯級中，較低層的梯

級較矮，越上層的梯級則

越高，彷彿在說革命一步

比一步難，但一步也比一

步更接近終點。 

4C 鄧鳳翔 

中山陵的宏偉建築令我印象深刻。爬到

最頂層，紫金山的風景一覽無遺，樹木

鬱鬱蔥蔥，襯托著中山陵的雄偉。從中

山陵下來，我在景點門口遇到了一個賣

瓶裝水的老婆婆，每瓶只兩元錢。在這

麼酷熱的天氣，老人家提著一大袋水叫

賣，真不容易。讓我亦開始自己反思對

老人家的態度，而大陸對老人的政策是

否也需要改善呢？ 

5D 陳佑銘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我感受最深的一次參觀，當我十分認真地看每

一張圖片和文字，我看到人性醜惡和可怕的一面，亦感受到戰爭時

人們所受的傷痛，一切就像活生生地放在我眼前。我明白戰爭的罪

行雖然可以原諒但總會永記在心中，歷史必須要承傳下去，不然下

一次就可能再犯下相同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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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當地學校 交流文化藝術 

早在去年底太倉市華頓外國語學校的同學來訪我校時，兩校的同學約定要在

太倉再見。這次回訪，華頓學校為同學們安排了兩個學習和交流的課程，讓

香港的孩子有機會在國內上一課。 

課堂是輕鬆的視藝課和家政課。兩校的同學一齊繪畫七彩繽紛的布袋，另一

組同學則一起學習包餃子，各自發揮創意包出來的不同種形狀的餃子，就是

大家是日晚飯的主食。晚飯後的餘興節目是才藝表演，兩校學生分別表演古

箏、夏威夷吉他、非洲鼓等樂器，又合唱一曲，各擅勝場，相當精彩。 

 

欣賞傳統技藝 了解中華文化 

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亦是本次交流考察團的要旨。中國的雜技藝

術在世界中頗為知名，同學們欣賞上海雜技團的「浦江情」雜技

晚會，看得大家驚心動魄。 

4D 周耀星 

紀念館的資料十分詳盡，令我更加了解南京大屠殺事件。看完這個紀念館，

有一種難以表逹的心情。死了超過三十萬個同胞，我感到十分難過。日軍當

年的行為十分可恥，我想他們當年是瘋了嗎？為甚麼視生命如糞土，姦淫擄

掠，濫殺無辜。戰爭是軍隊之間的事，平民是無辜的，為甚麼要將他們捲入

戰爭中。甚麼斬殺百人的競賽、輪姦等行為，相當可恥，他們應該感到愧疚！

我覺得我們可以寬恕日本人當年做過的惡行，但不能當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以後我會珍惜所有的生命，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小昆蟲，也有它們

存在的價值，不應胡亂殺害它們。 

4C 鄧鳳翔 

紀念館有一個水滴計時器，每十二秒就會在一滴水掉下來，代表著一條生命被殺害。每一滴水聲都讓我膽戰心驚，他們甚麼

都沒有做錯，卻要承受那多的痛苦，最終被殘殺。對那段歷史，「我們可以原諒，但不可以遺忘。」我們要珍惜現在擁有的一

切，這都是上一代人付出生命換來的。 

4C 蔡斯琪 

隨華頓學校的同學參觀他們的校園，和他們畫畫和表演，令

我了解到這所學校的特色和該校的課程架構。課程設計中西

融合，十分有助同學的學習。表演完畢後，有兩位女孩子對

我們手上的夏威夷吉他很感興趣，但又好像有點怕羞沒有主

動與我們談天，於是我就主動向她們介紹夏威夷吉他的特色

和玩法，就這樣又交了兩個好朋友。 

5D 翁德諾 

終於來到太倉華頓學校，我們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熱烈

歡迎。全新的校舍佔地面積很大，設備亦很先進，校內

用普通話和英語為主要語言，老師和學生語言水平都相

當高，和他們溝通時我亦不自覺感到緊張起來，以後要

更加努力地學習，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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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知名企業 見證經濟發展 

華東地區是國內先富起來的區域，首

批中外合資企業之一的大眾汽車廠就

設在上海。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這

裡不斷吸引國際知名企業進駐，包括

迪士尼樂園亦在本年中開幕。這次交流團帶同學們參觀上述兩個企業，讓

他們有機會實在地見識和體驗在通識科中學到的，有關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單元。同學們亦懂得寓學習於

娛樂，在上海迪士尼樂園遊玩的過程中，能比較上海和香港

兩地的迪士尼樂園的分別，反思兩地各自的不足。  

5B 趙嘉雯 

看雜技表演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看到雜技演員在台上的表演，非常驚心動魄，就算累得渾身是汗，他們也堅持努力完成

表演。有的演員失誤了，但也重來一次，堅持要完成動作為止，最終贏得全場掌聲。我覺得這種刻苦和堅持的精神很值

得學習。例如我們在學習過程中，不能因為一點不懂或者挫折，就放棄。人生也是一樣，只要有刻苦的精神，堅持下去，

就熬可以過去，便會得到好的結果。 

4C 譚倩彤 

今天的雜技表演非常好看，數十位雜技員賣力表演，每一次都很驚心，讓

人為他們捏一把汗。雖然當中發生了一些小失誤，但他們沒有放弃，而是

繼續用心表演下去。我想這些演員們都要經過很用心的練習才能有此功

力。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亦要努力付出，才可能得到掌

聲。 

4D 姚志維 

上海士尼樂園面積比香港的迪士尼樂園更大，設備

更多元化，更新穎。但有部分設施仍未開放，令人

有點失望。上海作為與香港鄰近的城市，上海迪士

尼樂園的開幕對香港兩方面的影響。首先，社會方

面，上海迪士尼會減少到港遊玩的內地遊客，令社

會的衝突減少。經濟方面對香港卻有負面影響，因

為外國和內地遊客可能會選擇到上海迪士尼遊

玩，令香港的遊人減少，經濟受到打擊。 

4C 黃美愉 

上海迪士尼的設備較香港好，但人們質素卻參差不齊，樂園內不時

會見到有人亂丟垃圾，由於人較多，排隊的時間長，我們不斷被插

隊。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不禮貌、不守規的。雖然插隊的人蠻不講

理又大聲叫嚷，甚至推撞我們，站在後面的一對情侶一直在保護著

我們，正義地指責插隊的人。原來他們也到過香港迪士尼，還稱讚

香港人有禮守規，這一點是香港迪士尼遠勝於上海迪士尼的地方。 

5D 陳佑銘 

上海迪士尼是一個中西合壁的樂園，是夢幻的卡通和科技的結合體，令我十分享受。比起香港的迪士尼樂園，上海迪士

尼樂園的面積較大，設施和科技都較好，而且這裡沒有包括其他迪士尼樂園內的知名設施，反而另僻蹊徑，予人煥然一

新的感覺。不過因為上海迪士尼樂園有他獨特的吸引的地方，有很強的競爭力，可能會減低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吸引力。

雖然上海迪士尼樂園的硬件很好，但國內遊客的素質卻令我反思到教育的重要性。當我看見大量的內地人會插隊，這個

行為十分醜陋，我想是因為他們的家庭教育和環境問題所產生出來的，所以一定要教育好下一代，亦要做一個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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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和文化保育是近年

灸手可熱的議題。上海雖然

發展迅速，高樓林立，但其

舊建築的保育一向有口皆碑。

除了黃浦外灘的殖民時期的

建築群，同學們到了上海近

年最新保育的建築 1933 老場

坊參觀，還為香港的活化工廈政策出了不少主意。 

總結 

為了讓同學們見識更多，這次的行程很緊密，但

亦很精彩。看到同學們都用心體會為他們安排的

每一個遊覽；知道他們不止是參觀和遊玩，而是

能從每一個活動中不斷增長識見和反思，令這次

南京、太倉、上海考察交流團很圓滿。 

 

 

 

反思 

1.  在南京大屠殺同胞紀念館內，展示了「我們可以原諒，但不可遺忘」，一方面紀念慘痛歷史，而

另一方面要抱寬容的態度，是什麼意思呢？ 

2.  太倉市華頓外語學校，不單校舍大，也聘用了多位外藉老師。我們在本地的學習生活，有那些地

方比他們優勝呢？我們又應該如何努力，以免競爭力落後於人呢？ 

3.  上海工業發展，而旅遊設施也不斷改善中，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仍有那些相對優勢，我們要

力保不失呢？ 

 

5D 張浩恩 

香港政府亦應該將一些活化項

目交由藝術家活化，利用他們的

才能，將古蹟變成潮流，不但保

留當時的建築風格，而內部的裝

修和設計又能吸引現代人。 

5D 鍾東汶 

香港推行這樣活化建築工程的時候，可以提高對這些工程費用的津貼，因為這樣可以

增加廠商的投資意慾。再者政府借媒體宣傳，提高活化建築的知名度，吸引消費者。

最後還要設立一套成熟的配套，例如：消防設備查核和商戶獎勵計劃等等。除了改建

為商場，工廈還可以變成藝術展覽中場所、空內運動場所等，讓有關人士可以較平的

租金租用場用，令香港的藝術和運動得以有更好的發展，這樣就能保存這些人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