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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天主教中學 

晉善晉美：山西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2019 

 

日期：2019 年 6 月 28-7 月 4 日  

目的地：山西省太原、晉中及大同市  

參與人數：22 位中四至中五學生及 3 位老師  

目的：學生能透過是次考察了解魏晉南北朝的宗教及民族發展、晉商的歷史及

各種傳統文化和煤礦業給山西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行程：  

第一天：香港→廣州 

第二天：廣→太原 

 山西博物院：參觀博物院，對由傳疑時代至現代的山西有初步認識。 

第三天：太原→靈石→平遙 

 王家大院：了解晉商的家族文化及建築文化，從而窺探清盛世的社會、經濟、

文化等發展概況。 

 平遙古城：認識明清城市規劃理念；了解晉商在明清時期扮演的角色，並認識

因其而興起的各種文化，藉此認識明清經濟興盛的情況。 

第四天：平遙→大同 

 懸空寺：參觀建於北魏年間，儒釋教三教合一的懸空寺，認識魏晉南北朝以來

中國宗教發展的情況。 

第五天：大同→太原 

 雲岡石窟：參觀建於北魏年間，儒釋教三教合一的懸空寺，認識魏晉南北朝以

來中國宗教發展的情況。 

 東湖醋園：山西是中國醋的發源地，參觀東湖醋園，了解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和企業文化。 

第六天：太原 

 晉祠：參觀晉祠加深對宋代建築以及中國慎終追遠的傳統文化。 

 山西煤炭博物館：參觀山西煤炭博物館，認識山西百多年來煤炭開採的發展，

並反思煤業發展帶來的問題及與挑戰。 

第七天：太原→深圳→香港 

＊本團原定由飛往深圳前往至太原的，但由於航班問題，最終改由廣州至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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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總結 

是次活動能達到預期的學習目的，學生能透過這七天考察加深對中史科、通

識科及中文科的認識。  

  在中史科方面，透過遊覽懸空寺及雲岡石窟，學生了解魏晉南北朝佛教

在中國發展的情況，並能認識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以來，漢人及胡人融

和的情況，對了解中華民族的發展有深刻的認識。此外，學生在王家大院及

平遙古城了解晉商的發展及文化，對明清時期中國的社會情況有具體的認

識。  

  在通識科方面，由於山西是產煤的重地，亦是文物重地。透過是次七天

的考察，可從多角度了解改革開放對環境保育和文物保育帶來的挑戰，以及改革

開放對環境保育與文物保育帶來的機遇。因為是次的實地考察，學生發現課本的描

述遠不及親身觀察準確。師生在這七天發現山西空氣質素良好，藍天在這七天也出

現，這的確與課本所描述的截然不同。 

  在中文科方面，透過參觀王家大院、到晉祠考察、參加剪紙工作坊、面譜工作

坊及晉劇欣賞等活動，學生能深刻了解中國博大精心的文化。而且，透過實地考

察，學生對景物描寫的角度的認識亦加深了。 

  學生在活動完結後透過分享會、製作短片、IG 專頁、相簿及紀念冊滙集及分享

學習成果，使自己以及其他未能參加考察的同學也獲益良多。學生在問卷調查也表

示十分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並認同是次考察有助他們學習。 

  總結整個考察的經驗，本校在團前的學習活動、旅程期間的安排及團後總結活

動也甚至理想。此外，在導遊的額外安排外，學生得以到當地超市及夜市參觀，讓

學生能了解山西人民的真實生活面貌，是學生十分難忘的活動。故此建議舉辦同類

型的活動時亦加入類以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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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學生的考察報告及感想 

4A 李智欣 

站在王家大院的門前，仰首即見「寅賓」二字，代表著歡迎貴賓。追溯歷 

史，王氏家族是由農轉商，再由商轉官，歷代為官者百多人，從二品至四品不等，

足見其家族之富裕及地位之高。 

細心觀察院內各處的磚雕，石雕和木雕。如其中一個石雕上刻了鯉躍龍門，祈求家

族仕途得意。不少的石雕都別具意義，第一幅為「五子登科」代表著吉祥如意，一

舉奪魁，連中三元；第二幅為高中狀元，指日高升；而第三為「麒麟送子 」，由

鳳、牡丹 、麒麟組成；第四幅畫了孔子，希望鼓勵子孫效法孔子的德行等。當然還

有「乳姑奉親」、「吳牛喘月」、「行傭供母」等與孝道相關的雕塑。這些雕塑都

有不同的含義並帶有教育意義，無論是貧窮還是富有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子孫能擁

有良好德行、持守孝道和建立官場上的成就。 

而當中比較有趣的是一個牌匾上寫著「方矩圓規」，當中的「矩」字多了一點，代

表王氏家族的人可以「多一點規矩，少一點麻煩」，提醒子孫行事要循規蹈矩，且

三思後行，才不會招惹麻煩。 

大院中多處的雕刻，無不在呈現中國人濃厚的家族本位意識，認同中國傳統中孝道

之重要，而雕刻不同的內容亦充分反映了長輩對後輩之寄語，有著啟迪後人的心

思。 

 

4B 周禮謙  

山西靈石王家大院，是由靜升王氏久經明清二朝修建而成，其見證了王家由農入

商，再由商入官的漫長歷史以及光輝歲月;堪比紫禁城的建築面積彰顯了王家的輝

煌，規整的宗法制度、家訓說明了王家成功的原因。繼承了西周時期前堂後寢的庭

院風格，而又同時做到宛如皇室般的長幼有序，可見晉商不僅僅在財力上富可敵

國，在紀律及禮法上亦滴水不漏。 

而晉中的平遙古城則以第二種方式揭露晉商的鼎盛。飽經 2700 年風霜的平遙古城

自古而來便是商貿繁華之土，有著拉不完填不滿的平遙古城之稱。 

而當中大大小小的古韻商舖及日昇昌票號正正講述平遙古城的商業色彩呈現出來。

步入票號，望著滿桌的錢幣以及先進的防偽技術，當年夥計們的吆喝聲彷彿仍在耳

邊響起，全國上下的財富匯聚於此，一旁的帝城彷彿也不過於此。 

輕撫二千多年的城牆，俯瞰鬼斧神工的大宅，讓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對晉商的佩

服，他們遠走他鄉，艱苦工作再光宗耀祖的行為，令我對其的佩服，添上了敬意，

亦讓我感到陣陣的鄉愁，不知遠方故鄉的老宅能否如大院及古城般被好好保存呢?  
 

 

4D 鄺樹榮 

懸空寺的建造源自北魏天師道長寇謙之離世時留下的旨意。寺廟融合了佛、儒、道

三個宗教。當中「懸」原先叫作「玄」，是取自道教的教理，「空」則是佛教的教

理。而寺廟三教合一，則有效避免被君主針對特定宗教而破壞寺廟的問題。雲岡石

窟包含了佛教和道教，但在北魏時期，道教被打壓，因此石窟中佛教石雕比較多。

石窟裏記載了佛祖的一生，佛教中的世界觀等。北魏君子甚至以石窟作為鞏固君權

的工具，向百姓灌輸「佛即君主、君主即佛」的思想，除了令到百姓對統治者心存

敬畏，亦會出於對君主的尊敬而保護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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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某程度上體現到漢胡融和，馮太后以石窟作為維持君權的工具，以佛教安

撫漢人，在石窟中，相傳有佛像是以馮太后的樣貌為藍本雕刻出來的，除了胡族，

石窟亦融合了西域如波斯、古印度、羅馬等的服飾和樂器（如帽子、直笛等）文化

的融合和交流為後世種下了基礎。 

以上兩項皆是歷史悠久的建築，分別體現了不同的古人智慧。懸空寺三教合一，以

及在峭壁上興建的技術，難以想像千年之前啲人有如此細密的心思和技術。而石窟

體現了君主以文化和宗教控制人民，鞏固統治的智慧，亦為日後歷朝歷代的文化中

下了根機。歷史就是因為這樣才有意義吧! 

 

4D 李家禧 

因為電視劇的關係，我們總以為古代的人都是以馬代步的，可是經過參觀山西博物

館後， 我才知道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在博物館裡面，我看到了許多不同牛的陶俑，

再加上導遊的講解，我才知道騎馬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一般百姓或農民都是以牛

代步。故此他們很珍惜牛的資源，會好好對待牠們，不會隨便把牛當作食物。這令

我對牛有了很大的改觀，開始學會尊敬牠們，並了解到為何一些農民會視牛為寶。

「耳聽為虛，眼看為實。」所以我們不能單靠電視劇來認識歷史，我們要到當地親

身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價值。除了這個小發現外，在山西博物院內的七個歷史文

化專題和五個藝術專題的展館也令我眼界大開，獲益良多，例如其中一個關於玉的

展館——山川精英，裡面除了我們最熟悉的玉製配飾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由玉製成

的工具和器皿，有用來祭祀祭天的「圭」、「璋」，有集觀賞與實用於一體的玉文

具，甚至還有用來束腰的帶鉤帶扣，可見古人的智慧，他們可以把同一種石頭做成

不同的工具使生活更方便和具儀式感。綜觀演廳中數量最多的玉器文物還是「禮

玉」，包括「璧」，「琮」，「圭」，「璋」，「璜」，「琥」六種。從周代開

始，內涵豐富而又深厚的禮玉文化就開始貫穿了中國整個民族文化發展。在祭祀，

埋葬，外交都會用到玉，玉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都是昂貴而珍貴的物品，從古人

經常在重要儀式中以玉示禮的行為中，足見古人對禮的重視。 
 

 

 

5A 張文光  

其實來山西之前會認爲山西比較窮，因爲很多影視作品都是描述着山西的貧困，而

且我也沒想過原來雁門關就在山西境內。這次來到山西考察令我對山西有所改觀，

雖然作爲一個產煤的重地，但空氣卻不是很渾濁。我們在山西這幾天經常見到藍天

白雲，因為城市規劃也與時並進，例如太原市政府把出租車(的士)和公交車(巴士)都

改爲電動車，減少排放廢氣，而道路兩旁也種滿了不同種類的樹，降低採煤及燃煤

對環境的破壞。 

此次旅途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渾源縣的內長城，在那黃土高原上，一座座荒

涼的烽火臺由城牆相連，在山脊上延綿起伏，讓我想起漢代李廣和霍去病等大將意

氣風發地站在城牆上，望着被自己守護着的河山，他們會是多麼的驕傲和自豪。而

最深刻的事情則是在平遙古城學習畫臉譜時，竟然被中央電視台的鏡頭所記錄，更

有幸能得到老師的微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肯定是我們和藹可親的導遊----孫老

師 (小軍) 了，他爲人友善、愛笑和有耐心，更能和我們打成一片，十分難得。在同

學們於旅遊巴中安睡的時候，他已默默地安排好大家的食宿，讓同學們一下車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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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飯可吃，而更爲我們添加了很多額外的行程，如逛逛汾河公園、太原食品街和乘

坐當地公交車等等，從他身上我很能看出什麼是敬業，而他在介紹家鄉山西時面上

流露出的笑容，也能看出他的樂業。 

最後，山西省在文物保護的措施也相當規範和全面，例如當地政府會在一些重要文

物前加設欄杆和玻璃罩、去修復一些已破損了的文物、盡力還原古時候的一些建

築。就拿雲岡石窟爲例，一進入大門中便可以見到一道參考石窟內浮雕和圖案而建

造的門，門上的斗拱樣式、裝飾花紋和典故等都能在石窟內一一對應地找到。石窟

內一些佛像和菩薩像在未保護前被一些沒有素質的遊客胡雕亂畫，之後當地政府便

加設了欄杆，也派了保安在現場看守，以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而在懸空寺上

亦有欄杆去保護佛像，山西各個景點都會於假日人流高峯期進行人流管制，避免遊

客量超出景點的負荷而對景點造成破壞。 
 

 

5D 何東豪  

出發前我對山西的認識不深，只依靠網上查閱了解到山西的皮毛，認為山西是個不

太多景點和事物作考察的地方，但經過幾天的行程後我慢慢更深入了解山西的歷

史。第一天參觀山西博物館令我歎為觀止， 當中展現了不同時期的文物，例如漢代

的石磚，古代的碧玉更展現不同時代的人用玉器製作不同種類的工具，例如清代的

青天龍紋寶月瓶以及白玉龍首雙螭觥， 飲酒的工具都特別精緻; 再加上導遊小軍的

細心講解，說出不同歷史文化細節 例如內外長城的不同以及講述不同時代的山西變

化、平成時代拓拔家族一統北方的經歷都令我對山西歷史文化改觀，更加深對歷史

的興趣。 

當中最深刻的經歷一定是這兩個學習:學習和親手製作了一份剪紙工藝以及學習繪畫

臉譜的經歷，透過兩位老師的講解，再一步一步跟著老師去做。雖然出來的成果不

可能和老師的作品相比， 但卻是自己親手所做的和親身體驗中華文化，了解學習不

同工藝的困難，例如剪紙如果剪 

錯一步， 就會和理想結果大相徑庭，深深體會「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道理。而繪

畫臉譜方面，最困難的地方是把原是平面的圖像進行立體化的上色。不同彎度進行

上色都有一定困難， 更要把整個臉譜均勻地填上顏色，一點空白的地方也不能有，

可見製作臉譜的難度是頗高。 

最後參觀東湖醋園時，我通過實地考察以及訪問了醋園員工後， 了解到醋園在改革

開放後為迎合顧客而製作不少新式的醋以及醋類副產品，例如美容醋、保健醋、醋

雪糕以及醋味芝麻糖來增加銷量和迎合不同顧客的口味。銷售市場遠至世界不同的

國家及地區，例如美國和台灣，體現了全球貿易。而醋園有些員工前身是製衣工

人，改到醋園工作是因為醋對身體好，長期在充滿醋的工作環境工作，多呼吸醋以

及食用醋能減少心血管病，也可以消毒殺菌，甚至可以預防感冒。而就比較山西太

原和香港的物價而言，蔬菜價格在山西比較便宜，小白菜和油麥菜都是 3.16 港元

/500g 而香港則是 4.9 /500g ，比起山西的蔬菜貴了 1.74 港元。而就肉的價格比較，山

西的肉類價格比較便宜。山西雞胸肉的價格為 13.43 港元/500g，香港雞胸肉價格大

約為 23 港元/500g， 香港比起山西貴了 9.57 元。最後就米價比較，山西金龍牌大米

為 180 元/5kg， 香港金象牌大米則是 70 元/5kg，山西的米價比起香港貴了 110 元。

雖然山西大米價格比起香港更貴，但整體而言， 山西的物價都比香港便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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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的部份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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