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近700本地餐廳酒吧合作
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昨日在宣傳活動上表示： 「『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是香港標誌性年度盛事，今年
繼續將活動帶到全港，邀請多家知名餐廳及酒吧合
力推出包括創意雞尾酒、遊 『酒』海岸線等活動，
藉香港味道及絕美海景等元素，為市民及旅客送
上特色餐飲體驗，向全球展示香港獨特的餐飲魅
力，吸引旅客籌劃久違的訪港之旅，享受掛念多時
的滋味。」

程鼎一提及的 「創意雞尾酒」活動，每款雞尾酒或
滋味小吃會以優惠價港幣100元出售，創意之作包括
將茶餐廳鴛鴦變成雞尾酒，亦有加入芫荽皮蛋的雞尾
酒等。參與 「遊 『酒』海岸線」活動的餐廳，每款美
酒佳餚組合餐單的優惠價為港幣150元，組合包括香
草白酒煮青口配美酒、鵝肝醬鴨肉凍與南澳紅酒等。

旅發局今年並會透過 Discover Hong Kong 電子平
台，送出五萬張 「電子優惠券」，市民可憑券免費體
驗 「創意雞尾酒」及 「遊 『酒』海岸線」兩大活動。

免費 「電子優惠券」分
別在 11 月 3 日及 17 日上
午10時開始派發，先到
先得，市民在平台預先
登記並登入後，可在兩
款電子優惠券中選取其中一項，儲存到其個人帳戶的
電子錢包中，然後到心儀餐廳或酒吧憑券換領指定美
酒、小食或限定套餐。每個個人帳戶每次只限領取一
款優惠券，使用後可再次領取。

四主題餐廳提供折扣
業界代表、Dining City總經理蘇康伯表示，美酒佳

餚巡禮活動之一的 「饗 『味』全城」，其 「Chill 住
食」環節有超過200家人氣餐廳提供低至七折優惠，
並特別設計了四個主題，在 「新登場」主題有逾30間
疫情下開幕的新餐廳供市民選擇； 「好睇好食」包括
多間致力在室內環境、食物擺盤，以及服務上創新的
餐廳；而 「舌尖旅行」為市民搜羅多間環球美食餐
廳，如日本、阿根廷、意大利、法國，甚至較冷門的

秘魯餐廳等；最後的 「吹吹風」包括多間設有戶外座
位或開放式設計的食肆，讓市民邊 「吹風」邊享用美
饌。

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雋永透露，酒吧業界對於參
與 「美酒佳餚巡禮」反應熱烈，希望在活動帶動下，
能提升兩至三成的生意額。因應旅發局首次推出 「創
意雞尾酒」活動，不少酒吧特別創作了加入香港食材
或地道口味的雞尾酒，期望能吸引更多市民品嘗。

商報Fb專頁將贈優惠券
此外，《香港商報》將與旅發局合作，11月初在本

報旗下面書專頁 「CD Life Stories」送贈 「美酒佳餚
巡禮電子優惠券」，有興趣參與的讀者可留意上述專
頁稍後公布的詳情。

【香港商報訊】記
者李靜儀報道：香港
旅 遊 發 展 局 （ 旅 發

局）舉辦的年度盛事 「美酒佳餚巡禮」 將於11月1日
至30日舉行，主辦單位與近700間本地餐廳及酒吧合
作，以 「香港味道」 推出各項餐飲活動與優惠。旅發
局並將首次送出五萬張 「電子優惠券」 ，期望推動本
地消費氣氛，帶旺經濟。

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雋永（右）與Dining City總經理蘇康伯對 「美酒佳餚巡
禮」 表示期待。 記者 馮瀚文攝

旅發局五萬張優惠券送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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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預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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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教聯會昨
日公布本月初進行 「國慶活動及國情教育」
2022問卷調查的結果，99%受訪教師指其學校今
年有舉行慶祝國慶活動、93%指學校有舉行 「國
慶節升旗禮」，結果為歷年新高。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稱，318位受訪教師中有
75%表示其任教學校有 「懸掛國旗」及 72%有
「唱國歌」，數據為同類調查第二高。至於27%

教師認為舉辦國慶活動能明顯增強學生國家歸
屬感、53%則認為能有點增強，而兩者合計達八
成是過去兩年新高，反映舉辦國慶活動是值得

肯定。

近八成教師認同納國情教育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表示，今年學校舉行的各

項國情教育活動均較去年有所上升，當中 「在
特定日子辦國民教育活動」和 「透過班主任課
進行」有63%與60%教師指所在學校有舉行，而
56%受訪教師的學校有 「在校內進行展板展
覽」，較去年上升 9%。至於 79%教師指 「國
旗、國歌、國徽及升旗禮」應納入國情教育，
是最多教師認為必須包括在國情教育內的課
題，而 「國家的歷史與發展」亦有七成教師支
持，比例較過去兩年少。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指，不少受訪教師對推動
國情教育表達意見，例如教育局應增加國民教
育相關教材如英語編寫教材以照顧非華語生學
習需要、在推行國民教育時考慮推出課本與規
劃課時，以便學校作有系統教學和希望當局更
好統整相關科目如中國語文、中國歷史和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等，整全構建國情教育。

教聯會歡迎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推
行國民教育措施如率先在官校推行聯校國民教
育活動等，並提出期望局方未來開辦更多為國
民教育統籌主任而設的培訓課程、定期派專家
到校了解學校推展國情國安教育所需要的支
援，以及建議為應考普通話水平測試的中小學
生提供考試費資助，令普通話在港更普及。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
表示，今年年底前將會推出《教師專業操守指引》，列明教
師所需各項能力操守。若教師違反指引，最嚴重個案可能會
被取消註冊資格。

蔡若蓮昨早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已經初步完成《教師專業
操守指引》的初稿，現正與學界商討，聆聽他們的意見後再
微調，預計今年底前推出有關指引。指引將訂明一個 「適
當」和 「適合」的教師，應具備哪些專業能力和個人操守。

違反者或取消註冊資格
蔡若蓮稱，在專業能力方面，教師需對應教材和教學目標

進行教學，而非借題發揮，將個人觀念或不正確觀念灌輸給
學生。品格操守方面，教師不應該講粗言穢語或辱罵學生。
若有教師違反指引，初犯及輕微個案一般會給予口頭或書面
警告，最嚴重個案可能會被取消教師註冊資格。

不過，蔡若蓮表示，由書面警告到取消註冊資格之間，可
以有其他處理方法。她舉例，如果教師屬於未妥善備課，導
致教學出錯，但經過進修，已改善態度及能力，政府或會審
視個案。如果教師違反香港國安法，或者品格有問題，便很
難再證明在道德上符合教師標準。

新學年開始，新聘的直資學校及幼稚園教師都需通過基本
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蔡若蓮形容測試內容是基本常識，希
望教師對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有基本認識。她透露，
過去一兩年，香港教師的流失情況嚴重，與其他各行各業的
人才流失情況相若，沒有聽到因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
令學校招聘受到影響。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民建聯昨日公布
一項關於國情、國慶與建軍節的民調結果，逾七成受
訪者指特區政府應多協助市民認識國情；又提出政府
應高度重視向社會進行二十大的宣講工作等建議。

是次民意調查在7月至8月進行，以電話訪問方式
訪問了778名12歲以上市民，調查顯示大多數市民支
持認識國情及解放軍。其中，逾七成六受訪者贊成多
認識中國共產黨，七成三人贊成特區政府應多協助市
民認識國情。對於政府在過去一年，推動市民了解國
情的工作，四成五人認為做得好，約四成一人則認為
做得不好。

而就增加市民接觸及認識解放軍、增辦活動增加市
民對國防外交的認識，以及鼓勵更多青年人參加軍旅
訓練，均有逾七成受訪者贊成。此外，也有七成受訪
者表示因 「通關難」而影響到與內地居民交往；六成
四受訪者希望邀請第三艘航母 「福建艦」訪港；七成
一人認同應提供更多軍旅訓練予青年人參加。對於港
人可以自願加入解放軍，更有六成四表示贊成。

應更重視二十大宣講
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做好二十大的宣講，絕對有

助港人了解國情及國策，全面準確認識國家的發展方
向，建議特區政府應高度重視向社會進行二十大的宣
講工作；籌建 「中國共產黨史館」，提供正式場地予
市民及學生了解及學習中國共產黨史料，有系統地協
助他們認識國家執政黨領導的憲政制度；協助民間團
體與駐港部隊合辦更多給予青年的軍旅訓練。

調查指升旗賀國慶學校比例創新高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近日有報道指特
區政府計劃將落馬洲河套區方艙醫院轉為 「逆向隔
離」設施，預計月底交由保安局管理。行政長官李家
超昨日回應有關報道時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有 「逆向
隔離」的預備方案，兩地亦正積極商討措施細節，但
過程需時。他表示，香港要謹記不應為內地製造額外
風險，要考慮內地疫情發展，努力尋求方案。

各界對施政報告給予好評
李家超上周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社會各界均給

予好評。李家超表示，施政報告發表後，自己從不同
渠道聽到許多意見，整體而言看法正面，包括居住在
房居民希望入住 「簡約公屋」，因 「簡約公屋」租
金低廉、居住環境較房好；有海外人士對香港引入
外地專才的措施有興趣；還有對創新科技發展感興趣
的人士，希望特區政府提出的不同方案可推動香港創
科發展。李家超對此表示感到鼓舞，強調政府會積極
推行相關工作。

根據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昨日表示，經分析香港社
交媒體觀點數據後，發現今年施政報告的香港社交媒
體民意關注度滿意度創下近五年之最。數據顯示，在
這份施政報告中，香港市民關注較為集中的議題分別
是房屋土地問題、提高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相關舉措、
以及吸引境外人才。分析認為，香港市民對本年度施
政報告各項政策反應較為溫和理性，說明 「愛國者治
港」貫徹下的新一屆特區政府贏得香港各界人士的信
任。

中評智庫認為，李家超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在房屋
供應、完善治理、吸引人才等方面釋出 「大手筆」，
回應了近段時間以來香港社會各界關切，也獲得多數
香港市民的肯定與信任，是 「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
之所囑」理念的貫徹與體現，值得高度肯定。

李家超重申，施政報告的理念是 「為市民謀幸福，
為香港謀發展」，他相信 「智慧在民間、智慧在業
界」，因此在施政報告起草過程中，參考了多方意
見。施政報告發表後，各政策局局長及相關部門也會
在立法會不同事務委員會解釋施政報告內容、施政理
念和政策目標，聽取議員意見。

探尋武聖關公的形成淵源
關公從一個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變為

一種信仰，最後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應

當根基於關公精神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和

歷代王朝以及民間百姓世代褒揚的傳承

性。我們推崇關公精神，首先應當穿越

歷史，研究探尋武聖關公的形成淵源。

唐代科舉取士，以明經與進士二科為

基本科目，《禮記》、《春秋左傳》被

稱為大經。史書明確記載熟讀《春秋左

傳》，「諷誦略皆上口」的東漢名將關

公成為文人士子崇拜尊敬的道德偶像。

關公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忠、孝、仁、

義、禮、智、信等優秀美德，成為儒家

思想全面和完美的道德踐行者和傳承

者。

對於關公崇祀，史料這樣概述：「漢

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稱聖，釋

稱佛，道稱天尊。」

儒家尊奉關公，成因應為關公祖父是

個治學深厚的人，好讀《春秋》《易

傳》，曾為訓蒙之師。關公喜讀《春秋

左傳》，甚而「諷誦略皆上口」，遂為

家風使然。

《春秋》一書作為儒家學說主要經典

「四書五經」中的「五經」之一，成為

了儒家學說經世致用的學習科目；成為

了儒家思想篤學踐行的文化承載。同時

「仁義禮智信」又是儒家誡律「三綱五

常」中「五常」的重要元素及核心內

容。

西漢時有「漢代孔子」之稱的儒家思想

家和教育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以

「六經」為基本教材，對諸經功用作出註

解：「《詩》、《書》序其志，《禮》、

《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

（智）」，規定教育的目的就是通過儒學

的三綱五常維繫世道人心，通過儒學的道

德體系培養通經致用、德才兼備的治世之

才。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施行「罷黜

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立五經博士，明

經取士，形成經學思潮，董仲舒被視為

「儒者宗」，開啟了長達兩千多年以儒家

思想為正統的中國教育傳統。舉孝廉和明

經取士成為文人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徑。

明代狀元錢福在《東光關帝廟碑記》

中云：「史稱其（關公）好讀《左氏春

秋 傳 》 ， 其 得 力 學 問 亦 自 有 不 可 誣

者。」

清代湖廣巡撫、年羹堯之父年遐齡在

《重修當陽漢壽亭侯關夫子廟碑記》中

云：「自孟子而下讀《春秋》者不乏

人，而能於《春秋》大義見諸行事之實

者，唯（關）侯一人而已。」

儒家士子奉關公為五文昌帝君之一，

與文昌帝君、孚佑帝君、朱衣、魁星合

稱為五文昌，尊為文衡帝君，或稱山西

夫子、關夫子，與山東夫子、孔夫子相

對而稱。關帝廟對聯云：「山別東西，

前夫子、後夫子；聖分文武，著春秋，

讀春秋。」

元末明初成書的《三國志通俗演義》

風靡，關公夜讀春秋的偉岸形象更加融

進儒家士子的內心，關帝託夢解題、夢

授《春秋》的靈應事迹在明清兩代士子

中廣泛流傳。

關帝文韜武略、深明春秋義理的儒家

聖人形象日益受到儒家士子的認可、尊

崇和敬愛。《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

卷三七云：「……今四海之內，奉聖帝

之像，敬事不衰者，比戶皆然也。此無

異故，蓋以聖帝大義匡時，由古之聖人

也。其楷模百代，則人之師表也。其能

佑庇人而切其感慕，則又不啻其祖先

也。是以尊之至、重之至也。」

明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

太監李恩齎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

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

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

頒知天下......天啟四年七月，禮部覆題得

旨，祭始稱帝。

香港關公文化研究會榮譽顧問  

山西運城關公文化研究學者 關新剛

萬曆四十五年，明神宗親自為關帝廟

撰寫碑文，尊關帝為護國關帝，「東西

配以殿六楹，祀宋岳武穆王飛，漢張顯

王飛，唐張英濟王巡，許威顯王遠，雷

將 軍 萬 春 ， 偕 顯 護 在 國 威 ， 庇 在 民

僉。」

清順治九年，敕封關帝為忠義神武關

聖大帝，較往代帝號尤為突出關聖之尊

號。這是由於「關聖帝君」的封號中，

人 們 受 皇 家 的 影 響 把 道 教 爵 位 中 稱

「帝」的封號叫得多一些，稱「聖」的

稱謂仍不多見。順治之後，清康熙四年

（1665年），尊關公為「夫子」，與孔

夫子並稱。雍正三年（1725年），又封

關公為「山西關夫子」，與孔夫子同

尊。雍正八年（1730年），再封關公為

「武聖」，解州關帝廟及全國所有關帝

廟改稱「武廟」，洛陽稱為「關林」，

文武二聖，同等禮祭，正式由國家確

認，「文拜孔子，武拜關公」的皇家祀

典格局，完整形成。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中)、副主席鄧飛(左)及胡
少偉一同講解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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