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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正如名人愛因斯坦所說「若你用產生問題的同等層次去思考，

問題是不能解決的。」所以若然我們掌握跨學科的概念，運用多

角度、多層次地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將大大提升。可見，

跨學科的思考模式對我們相當重要性。  

本文將建構變、生態系統1和生物多樣化2三個跨學科的概念且找出三者

之間的關係，並應用這三個概念以深入分析外來植物---薇甘菊對香港生態

的影響及防治工作。以及導出學習跨學科概念的重要性。最後，對整個課

題作出個人反思及總結。 

 

 

一、 建構概念  

 

變的概念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指出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因為當一個人第二次踏入一條河流時，這個人已不完全是原來的人，而這

條河也不完全是原來那條河了。這表明世間萬物都在不斷變化。無機物、

有機物、人類社會每刻或快或慢地發生變化。而變的狀況可分為前進、後

退和停滯3。（張友琴、童敏、歐陽馬田，2000） 

                                                
1
 系統：系統是由各個相互制約、相互依存及相互影響的部分所組成的一個整體。整個物質世界

就是一個大系統、按照不同的層次，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劃分為無限多的系統。（梁志援，2005）

由於系統這個概念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本文只抽取了其中一個系統—生態系統作較詳細的分

析。 

2
 多樣性：多樣性是指多種不同種類、不同樣式。（J.A. 麥克尼利，1993）多樣性可以應用於不

同的範圍，例如：文化、社會、基因等。然而，本文只集中於其中一個多樣性—生物多樣性作較

詳細的分析。 

3
 根據”張友琴、童敏、歐陽馬田（2000），《社會學概論》，北京：科學出版社。” 一書中

提及停滯是相對的，停滯中也包含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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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是一個過程，當中包括聚合4、蛻變5、量變6及質變7。以力量的來源，

變可分為自變
8
與應變

9
。以變的速度，可分為漸變與劇變

10
。（陳天機、許

倬雲、關子尹，2002） 

亦可把變以級別劃分為一級11、二級12、三級13。（陶兆輝、劉遠章，2011） 

                                                
4
 聚合：持續擴大的過程，例如分子聚合為物質、細胞聚合為組織、人聚合為人群。 

 

5 蛻變：從一種狀態轉換成另一狀態，每一狀態與另一狀態之間有質的改變。例如從種籽到胚芽，

到幼苗，到有枝有葉的植物、從卵到蛹，從蛹到蠶到蛾。 

 

6
 量變：一個事物或一個社會，其分子已經轉變，但結構仍未改變。例如人身體上的細胞在轉變，

但人的結構仍未改變，這個人仍然是有生命的人，這是量變。 

 

7
 質變：量變到了極點，引起結構上有了變化。例如水滴凝聚，溫度和濕度的改變~三態（從冰

化水，必須經過一個臨界點，從水化氣，也必須經過一個臨界點。在這一臨界點溫度，兩種狀態

都可存在，突破這一臨界點，轉換成為另一狀態，是兩個穩定現象（由固體穩定與液體的穩定；

或液體的穩定與氣體的穩定），其間一個極不穩定的突變，這一發展，從全程看，是逐漸的，但

從個別的突變看，卻是跳躍的。） 

8
 自變：依循牛頓的慣性定律思考，定者恆定，動者恆動，世上似乎只有應變，不會有自變。 

9
 應變：天、地、人三類變數，足以使任何人群都要面對不斷的變化，時時尋求相應的調適。例

如物質與物質的影響，如輻射能可使本不含輻射能的物質受其感染。 

10
 漸變與劇變：兩者是相對的，只是程度的差別。正如成語：水滴石穿、履霜堅冰，漸變的累

積效應，在累積到一個臨界點時，會引發激烈的變化。 

11
 第一級轉變：當遇到行為與期望結果不同時，透過修訂「行為」和「期望」，從而達致平衡。

同一系統內運作，系統本身未有改變。例如家長期望子女能夠入讀名校（期望），於是不斷催谷

子女的學業成績（行為），但當子女成績不佳時（行為與期望有差異），家長會選擇一間重視課

外活動表現的名校，並轉移催谷子女的課外活動表現（行為修訂），從而達到入讀名校的期望。 

12
 第二級轉變：在系統原有的規範以外，對原有的價值觀、信念和規則作出刺激，令系統有根

本性的改變。例如即使家長變更名校的選擇（改變期望）、及催谷的範疇（改變行為），系統都

沒有改變。若然家長能改變入讀名校的重要性（價值觀）、不入名校就沒有前途（信念）、規定

子女一定要入名校（規則），屬第二級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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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雖然在變化，但卻變化得很在規律14。我們愈能把握到事物的

規律，就愈能知道怎樣適應世界，以及使用世界中的事物，就愈容易生存

下去，而且生存得愈好。（陳天機、許倬雲、關子尹，2002）如果我們能

掌握變的規律就有助預測未來。 

 

生態系統的概念  

 

生態系統是指在一定的空間內，通過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

息聯繫而發生相互作用的各種植物、動物、微生物及其所在地環

境因子的綜合體。（蔡亞娜、繆紳裕， 1996）  

 

由圖表一，可見生態系統的組成主要分為無機環境 15和生物群

落 16。從圖表二，可見生態系統的不同類型 17。要維持一定量的物種，

形成複雜的生物結構，保持生態系統的平衡。 

                                                                                                                                       

 

13
 第三級改變：改變自己的角度，用不同角度站在新的位置去看同一事物/事件，更透徹理解行

為背後的動機，使新觀點能改變原有的價值觀、信念，從而改變行為與期望。例如家長用另一角

度，去找一間最適合自己子女的學校升學，以非必定是名校（新觀點角度），於是家長希望子女

能入讀一間教學理念、模式最適合自己子女的學校（新期望），從而做好心儀學校所重視的要求

（新行為）。 

14
 變化得很有規律：如果事物在變，而沒有任何規律可尋，則人就不可能對宇宙或世界有任何

知識，就不可能有科學。人甚至不能生存，因為不知道怎樣才可生存下去。例如如果昨天我吃飯

可以充飢，可以使我生存下去，但今天吃飯則大病一場，我就不知道應不應該再吃飯。因果關係

是事物之間一種最基本的規律。 

15
 無機環境： 生命活動的空間、條件和資源，同時也會受到生物群落在一定程度上的影響。 

 

16
 生物群落：生活在一個地段或水域內，相互間具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各種動植

物的總體。在生物群落皤組成成分中，生產者（主要是綠色植物）起主導作用。 

 

17
 類型：主要按照植被地理分布、動物群落及其作用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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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生態系統的組成18 

 

圖表二：生態系統類型表19 

                                                
18

 圖表一，生態系統的組成：參考自：（蔡亞娜、繆紳裕， 1996）。  

19 圖表二，生態系統類型表：參考自：（蔡亞娜、繆紳裕，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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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的概念  

生物
20
是自然界中具有生命的實體，包括動物、植物和微生物

三大類。（蔡亞娜、繆紳裕， 1996）  

 

生物多樣性是包括生物的所有物種和生態系統，以及物種所在

的生態系統中的生態過程。（J.A. 麥克尼利，1993） 

 

生物多樣性的層次可分為生態系統 21、物種 22和遺傳 23多樣性三

個層次。（蔡亞娜、繆紳裕， 1996）                                                                                                                                                                                                                                                                                                                                   

 

 

變、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三個概念間的關係  

 

變、系統和多樣性三個概念常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在

定義上，生物多樣性已包括生態系統多樣性。可見生物的多樣性

與生態系統環環相扣。所以生物的多樣性轉變，對整個生態系統

會相應產生變化。  

 

                                                
20 按照《生物多樣性公約》上的定義，生物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

統。  

 

21
 生態系統多樣性：可參考圖表二，生態系統類型表，可見不同的生態類型。 

 

22
 物種多樣性：所謂物種，是指具有一定的形態特徵和生理特性以及一定的自然分布區的生物

類群。生物分類系統所用的等級分為：種、屬、科、目、綱、門、界。種是分類的基本單位，一

個種至少在某個特徵上與另一個種不同，且通常不雜交。 

 

23
 遺傳多樣性：又稱基因多樣性，是遺傳信息的多樣化。它也可以說是種內基因的變化，包括

種群間和同一種群內不同體間的遺傳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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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學科概念的應用  

   

  以下將以上述所論及的三個跨學科概念應用於分析外來植物---

薇甘菊24對香港生態的影響及防治工作的案例25中。 

 

 

圖表三：薇甘菊被無意引入後，數量日增 

 

變的過程是由量變到質變。最初，多了一個物種（薇甘菊），生物多樣

性增加，生物結構變得更複雜，生態系統趨於平衡。後來，見圖表三，薇

甘菊數量日增（量變），因為薇甘菊傳播速度快及其會纏繞其他原生植被

以使原生植被枯死。使原生多樣化的物種減少，甚至最後只剩下單一（薇

甘菊）的植被，可見圖表四。整體的生物結構變得簡單而脆弱，物種、生

態系統及遺傳多樣性均減少。基於植被物種減少，捕食植物的小動物如昆

蟲相應減少，同時捕食小動物的大動物如雀鳥亦相應減少，減少整體的能

量、物量的循環，可見於圖表五。最終，破壞當地生態系統的平衡（質變），

整個過程即由量變轉為質變。 

                                                
24
 薇甘菊：纏繞草本植物，生長在雜木林或陽光充足的斜坡頂，多數呈淺綠色。單葉對生，箭頭

形或心形，葉柄可長達 6 厘米。4 至 5 簇白色和會散發出微香的小花長於花頭。果實是細小、乾

的尖角瘦果，項部有冠毛（梁海菊、朱惠玲，2005）。出現於荒廢農地、魚塘、田基、路旁和鄉

村附近的林地邊緣。（漁農自然護理署，2011） 

 

25
 案例：詳細資料，可見於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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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四：薇甘菊數量轉變的過程
26
 

                                                
26 圖表四：薇甘菊數量轉變的過程，參考自（張仕萍，2010）及（張鴻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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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五：生態平衡27 

 

以變的層次分析，起初只牽涉第一層，新物種加入，增加物種數量；繼

而至第二及三層，新的物種影響其他原生物種生長，對整個生態系統有根

本性的破壞。因為薇甘菊對生態系統做成破壞，這個轉變使漁農自然護理

署（漁護署）對薇甘菊進行防治工作。主要的防治工作可見圖表六。 

 

 
圖表六：漁護署防治薇甘菊的方法

28
 

                                                
27
 參考自：（陳天機、許倬雲、關子尹，2002）。因為薇甘菊一般出現於荒郊，所以對人類直

接的影響較少，所有沒有在圖表三，生態系統中加入人類。 

28
 漁護署對薇甘菊的防治方法：參考自（漁農自然護理署，2011）。詳情可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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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透過觀察和記錄變的趨勢，繼而作出預測。由這個防治薇甘菊

的例子中，可見，香港未有薇甘菊出現前，並沒有相關的記錄，所以不能

預測其對生物多樣性及整個生態系統的轉變。其出現後，開始被觀察、被

研究，並發現其對生態系統做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人們透過觀察研究所得

的記錄，分析薇甘菊生長對生態系統之影響的規律。繼而預測29薇甘菊若

繼續自然生長，將對香港其他的動植物產生威脅，減少生物多樣性與破壞

生態系統的平衡，所以漁護署對薇甘菊作出防治的工作，以控制薇甘菊出

現對香港的生態系統的負面改變。可見圖表七，穩定效應 30使整個生態

系統趨向平衡，使其不致被薇甘菊所破壞 /轉變。  

 

 

圖表七：因果環路圖—穩定效應  

                                                
29

 預測：進行預測需要有足夠數量及良好質量的資料，並有充份的理據、邏輯思維或案例。漁

護署作出行動前，亦有相關的研究觀察，收集充足的資料，詳情可見：漁護署網頁。

http://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flo/About_Mikania/about_mikania.html#b 

 

30
 穩定效應：作用是使系統趨向穩定及平衡，並扮演著拒絕改變的角色，亦即是

令系統維持原貌不變。  

 

http://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flo/About_Mikania/about_mikania.htm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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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防治的工作，初步有效。以塱原濕地為例，短短三年，雀鳥數量明

顯增加，可見圖表八。由此可見，清除薇甘菊，可使其他多樣性的植被得

以存活，繼而增加小動物和大動物的種類與數量，生物更多樣性，生態系

統變得更複雜，使整個生態系統趨向穩定和平衡。 

 

 
圖表八：塱原濕地的薇甘菊經過整治後雀鳥數量的轉變31 

 

 

三、 跨學科概念的重要性  

 

其實在防治薇甘菊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見很多個跨學科的概

念，除主要探討的變、系統和生物多樣性 32以外，還有權力、衝

突等。同樣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可以引用多個學科的概

念，進行分析。  

 

對於複雜的世界，以單一的角度思考，難免不夠全面，需要應

用跨學科的思考（金吾倫， 1997）
33
。由此可見，若我們懂得運

用跨學科的概念分析事情，有助於我們應付這個千變萬化的知識

型社會的各項變遷。所以掌握並懂得應用跨學科概念對我們相當

重要。                                                                           

                                                
31

 圖表八：塱原濕地的薇甘菊經過整治後雀鳥數量的轉變。參考自（關鳴川，2009）。 

32
 生物多樣性當中亦包括多種跨學科的概念，例如生物學、生態學、地理學等不同的學科知識。 

33
 金吾倫（1997），《跨學科研究引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作者主要提及的跨學科是社

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結合，作者認為兩者的結合，能夠有助於協調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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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人學習反思及總結  

 

很多時候，人們的思維會被固有的框框所限制。例如認為引入

外來的事物，都會帶來好的影響。甚至認為大自然的環境一旦加

入人類活動，便會引起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退化性變化，甚至

破壞整個生態系統。然而，在薇甘菊的例子中，引入外來的品種，

未必帶來好的影響。而人類活動所帶來的轉變亦未必是破壞，可

以是保持生態系統平衡。由此可見，我們的思維應該靈活，以多

角度，不同學科的概念思考，突破固有的思維框框。  

 

這個學習拓展了我的思維，我嘗試以多角度、深層次地思考、

分析事情。不只看個別的因素，而把事件的各個組件以多個學科

的概念組合，且找出學科之間的關係。當我採用貫通多個概念的

思考後，發現原來概念間看似不同，然而亦有相似或相通之處。 

 

其實，常識科也正正涉及多個跨學科的範疇。作為常識科的準

老師，善用跨學科的思維，將有助啟發學生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事

物，建構知識 34。  

 

                                                
34

 建構知識：不只是學習知識，因為在現今資訊發達的年代，學生要得到知識相當容易。然而，

卻要學習如何建構知識，例如搜集、整理、分析資訊、拓展觀點、匯加創意。（梁志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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