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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媒体报道，不少家长以往都
视厨房为孩子的“禁地”，严禁他们进入
触碰任何炉具、利器，以免发生意外。
但有教育专家指出，过分保护、不敢放
手，只会阻碍孩子的成长发展，反之，
如果给予正确指导，厨房可以变成培育
少年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发挥创意的绝
佳地方。今年暑假，香港不少机构举办
儿童烹饪班，从洗切食材到蒸煮烤炒全
部由小学员们自己动手，吸引许多感兴
趣的家长带孩子报名参加，既让孩子们
的能力得到锻炼，又帮助他们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懂得珍惜和感恩。

“ 以 往 儿 童 烹 饪 班 碍 于 ‘ 安 全 考
虑’，一般都会事先替小朋友洗切准备好
所有食材，食谱设计也务求简单，甚至
不开炉火就能完成。这样难以达到好的
锻炼效果。”香港新东方厨艺培训烹饪学
校总经理薛荣斌表示，现在教育理念更

新，儿童烹饪班尤其注重给孩子们体验
整个烹饪过程，包括洗、切、烤、焗、
煎、炒等多道工序。“要让他们知道，做
一道菜需要经历很多步骤，花费很多心
思，希望他们因此理解父母或其他人在
家做饭，并不是那么容易。孩子需要懂得
珍惜食物，感恩他人的付出。”薛荣斌说。

还有的亲子机构在儿童烹饪班中融
入自然科学知识讲学，以热门的STEM理
念 （科学、科技、工程、数学） 为基
础，同时加入艺术元素，在制作食物的
过程中，通过互动实验、引导讲解、游
戏比赛等环节，帮助小朋友轻松牢记科
学知识，简单的如分辨固体、液体、气
体，稍难点的如为何面粉浆加入鸡蛋后
会变黏稠等，同时要求孩子们协同合作完
成共同的目标，寓教于乐，也很受欢迎。

诸如儿童烹饪班等缤纷多彩的暑期
活动陆续在香港展开，为香港青少年提

供了多彩的课外生活。经过多年摸索，
目前香港除了传统的音乐、游泳、绘画
等兴趣培训活动，很多机构还另辟蹊
径，举办重在训练思维、培养团队精神
及沟通技巧，乃至体验各行各业生活的

“另类课堂”，帮助香港青少年拓宽课外
生活维度。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物署每
年也会面向全港青少年，提供多种免费
或收费低廉的兴趣班，包括戏剧研学、
综艺表演、文学阅读、健康教育等主
题，近年来介绍国情知识、加强与内地
联结的课外班逐渐增多，也越来越热
门。在香港，上课外班不再只是让孩子
们多学一门手艺或填补余暇，而是用生
动有效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意志磨炼和品
质教育，帮助香港社会培养有素质、有
担当、有国家观念和香港情怀的下一代
接班人。

说起《台湾通史》，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连战的祖

父、连横先生的著作。那部《台湾通史》介绍了从远古

到近代台湾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时隔百年之后，由闽南师范大学策划、两岸学者

历时 8 年共同编写的 《台湾通史》（六卷本） 正式出

版。这是大陆方面出版的第一部“台湾通史”。为什么

大陆方面要出版新的《台湾通史》？这部162万字的巨

著又是怎样“炼”成的？就此，记者采访了本套书籍

的编著者。

驳斥“台独”谬论

“‘台湾通史’四个字分量很重，
为什么要主导编写这样一部著作？”面
对记者提问，闽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吴
彬镪说：“闽南师范大学地处闽台交流
的前沿地区，编纂这部作品有天时地利
人和的优势。”吴彬镪认为，学史以明
智，鉴往而知来。这部全景展示台湾从
远古到现代发展的通史性著作，是反
制 “台独”分裂图谋的佳品力作。

在本书主编、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
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陈支平教授看来，

“台独”分子极力推行“去中国化”，在
历史表述上炮制种种谎言以及貌似学术
的歪理邪说。作为新时代的史学工作
者，理应承担起对台湾历史正本清源的
重任。

编纂如此巨著工程量浩大，千头万
绪，如何着手？2012 年，闽南师范大
学将 《台湾通史》（六卷本） 项目确立
为 10 个两岸研究重大重点项目之一，
并投入数百万元经费。随后，学校成
立领导小组、编纂委员会，通过 20 余
次会议的协商探讨，将全书分为上古
至明代卷、明郑卷、清代上卷、清代
下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卷和现代卷 6

卷，由写作团队分头完成各卷内容。
2014 年 6 月，书稿初步完成。2020

年10月，《台湾通史》（六卷本） 获批并
正式出版。

史料翔实丰富

史书讲究史料证据，批驳“台独”
史观显然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为了做到
以史服人、用证据说话，《台湾通史》

（六卷本） 的作者团队不遗余力，搜集
了大量史料证据。

“你看上古至明代卷，作者就找到
了人类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介绍了旧石
器时代晚期福建漳平县奇和洞遗址与台
湾长滨文化的相似性与联系性，并说明

‘这个时期正是第四冰期晚期，由于海
平面下降，今日的台湾海峡在当时是陆
地，人类可以轻易地随狩猎的动物由大
陆东南地区来到台湾海峡及台湾其他地
区’。”吴彬镪指着书中的内容向记者表
示，类似的内容，都是在用史实论证

“海峡两岸同宗同源，台湾自古以来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除了上古时期的内容，作者团队
在后续的书稿中也广泛采用了各种资
料，论证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事实。
比 如 在 明 郑 卷 、 清 代 上 卷 、 清 代 下

卷，作者用闽粤地区和台湾之间的民
间信仰分布、家族祭祀与族谱记载、
书信往来、民间契约等内容来呈现大
陆东南沿海人民移居台湾、两岸之间
交往融合的历史，证明两岸之间地缘
相近、血缘相通。

陈支平告诉记者，书中史料翔实不
仅得益于作者团队编书期间的精心付
出，也离不开大家一直以来的成果积累。
像是徐泓教授著有《清代台湾自然灾害
史料新编》、宋光宇教授著有《台湾史》、
刘益昌教授著有《存在与未知——台中
地区的考古遗址与史前文化》 等。而他
本人也曾编纂 《台湾文献汇刊》，该书
遴选汇编了台湾历史文化的珍稀文献资
料 600 余部，由关系闽台的古籍、档案
资料、族谱、民间文件与契约等部分组
成，填补了该领域在文献资料建设方面
的一项空白。

两岸携手合作

“这部著作的编写过程恰是‘两岸一
家亲’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两岸学者的历
史担当。”提起这部书时，中华全国台湾
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毅周用“共享史料、
共写史书”来形容。的确，在这部书的编
写过程中，两岸元素体现得淋漓精致。

一方面，参与本书编纂的有多位台
湾学者。例如徐泓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历
史系主任，此次编书他主要负责台湾少
数民族部分的内容；宋光宇是台湾“中
研院”研究员，刘益昌是台湾成功大学
考古研究所所长，他们二位负责编写上
古至明代卷，介绍台湾史前文化的起
源、发展与海峡两岸在当时的联系；现
代卷作者之一的施沛琳是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另一方面，为了做到史料翔实、观
点准确，编写团队经常往来于两岸之
间，为编书做相应准备。吴彬镪介绍，
该校的施沛琳教授主要利用寒暑假时间
返回台湾，拜访宋光宇教授，交流写作
心得；清代下卷的作者林国平教授、马
海燕副教授于2014年至2015年间5次到
台湾搜集资料，做田野调查，共搜集近
300 种专著、文书，多次考察宫庙和民
间习俗活动，为写作清代台湾的乡族社
会、女性生活、宗教与民间信仰、方言
与民俗内容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最早去台湾的时候是 1992 年，
此后的近30年时间里也经常赴台参与学
术研讨，并曾在台湾暨南大学、东吴大
学任教近两年。当时我就利用空闲时间
收集资料，拜访学者，为本次编书提供
了便利。”陈支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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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热门景点——“九蛙叠像”周边的新
水蛙头观景平台及步道，近日整修完成，向游客
开放。新的观景平台及步道呈 120 度的弧形，与

“九蛙叠像”更靠近，方便游客“打卡”欣赏。
▲ 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在观景平台取景拍照。

廖志晃摄
▼ 日月潭美丽的湖光山色。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供图）

把 暑 期 课 堂 搬 进 厨 房
雷 蕾

暑假过半，孩子们都在忙什么？在香港，

一众社会服务机构、亲子培训机构等各显神

通，举办如万花筒般丰富多样的兴趣活动，有

的带领青少年走近自然，探索动植物生态；有

的带领孩子们穿梭历史建筑，了解背后的故

事和意义；有的组织卡通奇幻派对，激发孩子

们的想象及创意；还有的举办新奇的培训活

动，帮助孩子学习舞狮、运动跑酷、勤做义

工……今年香港暑期活动还有一新潮亮点，

那就是各式各样的暑期儿童烹饪班。

图①：小朋友在暑期烹饪班制作的马卡龙甜品。
朱安妮摄

图②：参加暑期儿童烹饪班的香港小朋友在课
堂上练习切菜。 朱安妮摄

图③：儿童烹饪班老师一边教授学童厨艺技
巧，一边讲解其中的科学原理。 苏智鑫摄 ③③

①①① ②②②

两岸学者历时8年共同编写

台湾通史（六卷本）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柴逸扉文/图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林
宁） 京剧电影 《红军故事》 近
日在香港首度公映。香港资深
传媒人员联谊会包场观影，重
温红军长征故事，礼赞红色记
忆。这也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百年历程·百场影
展”活动之一。

《红军故事》 将国家京剧院
倾力创作的京剧小戏搬上大银
幕，并汇集京剧名家出演。影
片由 《草地炊烟》《半条棉被》

《军需处长》三个红军长征中的
人 物 故 事 组 成 ： 红 军 过 草 地
时，截取半条皮带为战士们充
饥的老班长；即使三人只剩一
条棉被，也要剪下一半留给老
百姓的卫生员女兵；把最后一
件棉衣分给战士，自己却身着
单 衣 被 冻 死 在 雪 地 的 军 需 处
长。三个故事从不同角度表现
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无私
奉献的崇高精神，令在场观众
动容。

“很感动，刚才有几次掉眼
泪。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红
军战士初心不改，心里装着老
百姓。”市民杨先生说，在中国
共产党的带领下，国家实现了
全面脱贫，“革命先辈们当初的
坚持是值得的”。

头发花白的香港市民赵女
士告诉记者，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的相关电影她已看
了三部，前两部是 《1921》 和

《革命者》，《红军故事》是她第
一次观赏现代京剧电影，“表现
形式很新鲜，内容很感人。如
果 没 有 这 些 革 命 先 烈 负 重 前
行，就没有今天的安定繁荣”。

观影结束后，不少市民意
犹 未 尽 ， 在 大 屏 幕 海 报 前 留
影。“这是一部展示有血有肉的
中国共产党人形象的电影，应
该让更多人看到。”香港市民曾
女士说。

据了解，“百年历程·百场
影展”由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
司主办，银都机构有限公司和
南方影业有限公司承办。从7月
1日到今年底，香港各大影院和
社区会堂展映包括 《1921》《革
命者》《悬崖之上》《红军故
事》 在内的 13 部庆祝建党百年
的影片。

《红军故事》 由香港社会团
体在影院包场放映后，还在社
区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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