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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呂學智 (文學碩士課程)

大澳位於大嶼山西部，漁鹽業發達，

曾是香港四大漁區之一，素有「香港東方

威尼斯」之稱。大澳不僅有著優美的自然

風景，還保持了古樸的漁村風貌，具有豐

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初至大澳，大家就乘著小艇，欣賞了沿岸

水上棚屋的獨特風光，感受了大澳的獨特魅

力。在經過海濱長廊時，老師為同

學講解了在這裏舉行的龍舟會的傳

統和往年活動的盛況。路上偶遇晾

曬鹹魚、製作蝦醬的漁家，獨特

的氣味吸引著我們駐足。

前行不久，大家就到達了前身為大澳警署的

文物酒店。同學紛紛在山間的平臺上遠眺海灣

美景、拍照打卡。其後，在參觀了香火不絕的關

帝廟和天后宮後，上午的活動便暫告一段落。

下午，我們前往了有著數百年歷史的楊侯古

廟。楊侯是指南宋末年楊太后的弟弟楊亮節，他

在蒙古入侵中一路保護宋端宗及宋帝昺輾轉南逃

香港，期間不幸病逝，被封為楊侯王。在楊侯古

廟的獵獵旌旗前，林老師為同學講解了大澳獨特

的「天公分付水生涯」、「一生不離船」的蜑民

族群的歷史情形和當下狀況，討論了大澳目前民

俗保護和旅游開發間的取捨矛盾。

然後，我們又去了別稱「紅橋」的新基大

橋。這座橋是數十年前本地漁民依靠建築棚屋

的經驗而自主修成的，至今仍發揮著交通往來

的作用。接著，大家披草尋幽，游覽了供奉著

「朱大仙」明太祖朱元璋的的龍巖寺，近距離

接觸了大澳的民間信仰。最後，我們參觀了大

澳 文 物 館

和 漁 家 影

像 舘 ， 體

會了上世紀

以來大澳漁

民日常生活

的變遷。

傍晚將至，大家

乘船返回東涌，結束

了這次充滿意義的文

化考察之旅。期待學系下一次的精彩活動！

啟蟄方過，群動蘇生。2025年3月16日上

午，中文及歷史學系二十餘名碩士生在林學忠

老師和錢華老師的帶領下乘坐大巴前往大澳進

行文化考察。

香港鳳凰衛視研學之旅
撰文：張儀霖 （文學碩士課程）

2024年12月10日的中文碩士課程新聞研學

旅程從鳳凰衛視的歷史牆開始，作為一家尊重

事實的媒體，導覽老師先介紹了在歷史大事件

中他們的身影，再到展示過去海內外的記者照

片，讓參觀者和鳳凰衛視一起走過時間隧道，

感受新聞的魅力。

鳳凰衛視是以全球華人為主要目標受眾

的跨國傳媒機構，總部位於香港。現為海外最

大的全媒體華語文化傳媒集團。跟隨導覽老師

的腳步，一路看到了全球最專業的記者來到大

事件的現場，「911事件」全程直擊，「香港

回歸」即時直播，戰地記者在戰火硝煙中不顧

安危帶來最前線的資訊，所有精彩新聞的背後

都是一代代新聞人奔赴新聞理想的使命。一張

張歷史照片，一幕幕背後的故事，一個個鮮活

的人物，都在不斷地感染著我們。

隨後我們又參觀了鳳凰衛視的導播大

廳，很幸運還看到了正在錄製中的新聞主播。

新聞主播島臺設計獨特，兼具多個功能，由此

我們對內部職責劃分有了瞭解：記者負責採訪

寫稿，剪片負責剪輯視頻，主編負責編排節

目，導演負責技術執行，主播負責出鏡，形成

一條完整的「新聞流水線」，最終呈現在電視

上的其實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結果。

繼續往前，來到紀

念打卡點。以前守

點等「鏘鏘三人

行」開播，看

竇文濤邀請兩

位精英嘉賓

在電視上唇

槍舌劍、百

無禁忌，彼時

時光，真讓人

懷念。所有關於

鳳凰衛視的記憶，在

這裏逐一想起。

今天，我們不僅見識到了鳳凰衛視的先

進錄影設施，還近距離觀摩了廣播控制中心及

電視節目錄製現場，同學紛紛合影留念，成功

探索電視新聞背後的神秘世界，加深了我們對

世界級知名媒體運作的瞭解。在快速發展的互

聯網媒體時代，通過一次深度參訪研學，我們

能更好地理解媒體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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