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西貢
區一所中學發生疑似「殺科」事
件。香港文匯報接獲該校家長投訴
指，校方向來有為初中學生開設性
質實用的「設計與科技」科，但今
學年突然取消，且並沒有向學生解
釋原因。不過，直至昨日，學校網
頁、中學概覽，以至學校書單上，
仍列明有為中一至中三學生開設該
科，質疑學校有誤導及欺騙之嫌。
家長指，已聯同10多名家長，計劃
向教育局、申訴專員公署投訴，並
要求當局協助子女轉校。

子不想上學 本報接投訴
西貢區一所曾面對收生不足的第3

組別學校，去年在《中學概覽》列
明，中一級兩班分成3班上課，有
「發水」開班之嫌。香港文匯報昨日
接獲該校家長王女士投訴，指學校
今學年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
取消開設「設計與科技」科，令於
該校就讀初中的兒子，開學後明顯
失去學習興趣，「以第3組別學生而
言，只有這些科目才能引發他們興
趣。當初選校時，亦是因為該校開
設這科，兒子現時不想上學」。

家長斥誤導 未兌現承諾
王女士表示，學校網頁、《中學

概覽》，甚至暑假期間派發的書單
上，已列明該校會為初中學生開設
「設計與科技」科，更標明教材由校
方負責，故開學前曾向其他家長推
薦入讀該校。不過，新學年開始

後，王女士指，時間表上並無包括「設計與
科技」科，不明白為何校方突然取消該科，
坦言學校有誤導之嫌，未兌現有開設科目承
諾。

擬聯同家長 向教局投訴
她表示，希望校方為學生重設學科，或設

立過渡期，讓原本有修讀該科的學生完成課
程。此外，她已聯同10多位受影響學生的家
長，準備向教育局投訴。如果校方不重設學
科，希望當局為學生安排轉校。
香港文匯報昨日以電話及傳真方式聯絡該

校校長，但至截稿前未有回覆。教育局發言
人表示，並未接獲有關投訴，正向校方了解
此事，並會作出適當跟進。

教局敬師日表揚1200教師

港大百載郵票今起發售

大哥曉峰
「努力超人」勤補拙

曉峰坦承自己「記
憶力差，又不聰明」。
他指有今日的成績全
靠毅力，又不諱言當
初會考只有14分，僅
僅夠於屋 中學原校
升讀預科。他認為勤
力是自己最大優點：
大學讀書期間，高峰
期試過周一至五，每
晚只睡2小時；周末放
假才「補眠」。他自稱
「街童」，小時候最愛
打乒乓球，又愛下象
棋，常到公園與伯伯
切磋棋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聖經》故事中曾提及東方三博

士，今日享有「東方之珠」美譽的香港，亦出產3位「林氏」工程博

士。他們除了系出同門，同為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工程系畢業師兄弟

外，亦是共同成長的親兄弟。原來，林家一門3傑背後，有 一個默

默耕耘、自強不息的香港故事：一個200呎屋 單位、一眼望盡的傢

具、一對望子成龍的傳統父母。3兄弟自幼活在一個簡單的小世界，

有 同一個單純的夢「讀好書，做好工，照顧好家人」。而帶引他們

步上工程／科技路的，則是陪伴港人成長、笑破肚皮的《IQ博士》。

這個充滿「博士」的故事，勵志、溫情、輕鬆，兼而有之。

今年34歲的大哥林曉峰，是家中首名
大學生。90年代，他當上兄弟的

「前鋒」，打頭陣考入中大，為故事揭開序
幕。至2004年於中大博士畢業後，即投身
商界，現更於自己成立的科研開發公司擔
任行政總裁，亦兼任城市大學電子工程學
系客席教授。30歲的二哥林曉維，同為中
大畢業生，在2005年修畢碩士後，遠赴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曾於當地留任
研究員。近日，他回流香港，任城大機械
及生物醫學工程系助理教授。至於27歲的
弟弟林曉敏，則即將於中大完成博士課
程。在學期間，他曾獲不少學術獎項。適
逢中大工程學院今年20周年院慶，曉峰及
曉敏昨日分享他們的成長故事，以及關於
工程學的點滴。

最愛下象棋 練邏輯思考
來自基層的林氏一家5口，早年在沙田

新田圍 僅200呎的公屋單位居住。在這
小小的單位內，既孕育了3兄弟發奮讀書
的動力，也培養了兄弟間深厚的感情。
當年因家境清貧，陪伴成長的玩具寥寥
可數。曉峰笑言，3人當年最愛下象棋訓
練邏輯思考。而適逢當時玩具四驅車風
行，他們又不時把車內零件拆下互相研
究，對工程學興趣日漸濃厚。
不過，真正為三博士啟蒙的，卻可能

是動畫片《IQ博士》。大哥曉峰直言，
「最鍾意看卡通片，對IQ博士僅花一晚通
宵即製造出小雲，感到十分憧憬」。大哥
對科技的熱情感染兩個弟弟，20多年過
去後，「屋 仔」3兄弟已成為「一門3
傑」的工程博士。
現時3兄弟各有成就。曉峰指，由於自

己是大哥，多年來學習「沒甚麼壓力，
能讀就讀」，幸終有不俗的成績。但大學
畢業後再上研究院，反而擔心自己「不
知讀到甚麼時候才完」，可能會為兩個弟
弟帶來壓力。三弟曉敏則指，當初的確
受兄長感染，才對工程學萌生興趣，笑
說：「當時哥哥做甚麼就跟 做。他玩
四驅車，我就跟 玩。」但他認為，除
了壓力外，他得到更多「 數」，可以繼
承兩個哥哥在學術或研究所創的成績。

大學做同窗 共享研究樂
由於二哥曉維到美國讀博士，3兄弟有

一段時間沒有聚首。至今年，曉維終於回
流香港，3人再次於母校聚首。曉峰憶述
指，3人年齡相距雖7年，但2004年卻同於
中大就學，更不時於實驗室通宵做研究。
曉維及曉敏貪方便，常於大哥研究生宿舍
「屈蛇」，「分享大家的研究項目。當做到
深夜，又會駕車到西貢吃消夜」，為彼此
的大學及研究生涯增添不少樂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局長孫明
揚昨日在「向老師致敬
2011—敬師日慶典暨表
揚狀頒發典禮」上，讚
揚本港教師的努力與承
擔。今年是「敬師運動」
16周年，過去教育局累
積表揚接近2萬位優秀教
師。本年度獲頒表揚狀
的中、小學和幼稚園教
師約1,200位。當中，超
過80位教師連續5年獲
獎。
主禮嘉賓包括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
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
主席張百康、課程發展
議會主席高彥鳴和敬師
運動委員會主席馮偉
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郵政今日起發售
「香港大學百周年」紀念郵票。郵票以本部大樓為主角，
反映港大最古老建築不同時期的面貌，見證這所高等學府
的百年轉變與傳承。

林炳培設計 一套共6張
紀念郵票由設計師林炳培設計，一套6張，分別展示香

港大學本部大樓1910年至今的不同面貌，並配以具代表性
的東西，如港大紋章及權杖等，展示港大百年歷史。其中
1張價值2.5元的郵票，反映本部大樓受戰爭影響，屋頂遭
打破的面貌。另外，套摺設計匠心獨運，封套是本部大樓
以往的閘門，拿開封套才能打開套摺，象徵當年的閘門經
已被拆除。香港郵政高級經理李振宇指，在眾多郵品中，
記錄港大歷史的郵票小冊子最值得收藏。

售期3個月 供不同郵戳
是次紀念郵票售賣期約3個月。各郵政局今天會提供鋼

製郵戳及特別郵戳人手蓋印服務。另外，各集郵局也會提
供「集郵組」圖案郵戳和集郵局圖案郵戳供蓋印。如果市
民想獲得郵政局1號印，則須親往郵政總局。

二弟曉維
「天才波」成績最好

平時走堂，臨近考
試才施施然去上課，
但曉維GPA均超過
3.8。他拒絕上課，
會問同學印筆記及上
網自學，打「天才
波」。兄長曉峰笑
言：「離譜，不上
堂。只要他用功一
點，可能每科獲滿
分」。3兄弟中成績最
好，也是家中唯一出
國修讀博士課程的兒
子。他其後留美發展
6年，日前才回流香
港。

三弟曉敏
「短途馬」衝刺勁
曉敏不可長時間作

戰，但可憑爆炸力於
短時間內衝刺。曉峰
形容三弟：「只要有
idea，他可狂做不睡，
短時間內完成。」曉
敏澄清：「事前其實
花很多時間思考，但
我想到就會立刻發力
做。」曉敏最 緊成
績，小時候默書不合
格，指是世界末日。
他不怕活在哥哥陰影
下，強調年紀最細，
所以最「 數」，可分
享兩個哥哥成就。

拆四驅車研零件愛上工程學 譜寫香江傳奇

屋誕博士3兄弟
睇《IQ博士》發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能夠在200多
呎公屋小斗室先後栽培出3名博士，相信不少
望子成龍的父母都想向「林氏三傑」雙親討
教。林曉峰總結指，父母教導3兄弟的方式非
常傳統，來去只有兩招，且分工明確：媽媽負
責日夜「轟炸」，經常向孩子灌輸「讀書好」
的信息， 要努力賺錢照顧家人；爸爸則是
「家法」執行人，讓孩子透過皮肉之苦記住教
訓。這兩招在鼓勵親子和平溝通的社工眼中，
或許未必是恰當、良好的示例，卻真的打造出
刻苦、上進、顧家的「3博士」。

不安排補習 促自己學習
林父是一名勤懇公務員，終日忙於工作；太

太是家庭主婦，負責照顧3個兒子。由於收入
有限，林家不會花錢安排孩子補習，只推動孩
子自己好好學習。

夫婦二人與全港大部分來自基層家庭的父母一樣，
只希望孩子努力學習，將來賺錢回饋家庭，改善家人
生活。天生用功讀書的曉峰笑指，「媽媽日『哦』夜
『哦』，二弟及三弟受不住只能屈服，努力讀書」。

對年紀小小的3兄弟而言，爸爸平日很少干涉他們。
但一旦遇上考試、默書「肥佬」，父親便會出手「調
教」。曾有一次，大哥忘記翌日有中文默書安排，在絲
毫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默書只得20分。結果，大哥被
爸爸逼到牆角，打了一頓。多少年後，挨打的林曉峰
仍然記憶猶新。不過，對於爸爸的嚴苛，他早已忘
懷，反倒學懂感激「暴力」背後的好意。
曉峰指，「小時候，眼見父母一直挨得很辛苦，所

以3兄弟一直認為，無論我們將來成功與否，最重要是
可以照顧好家人。」現在3人各有所成，對於照顧好家
人的宏願，相信已不難做到。

受IQ博士屢失敗、屢設計的精神感
染，林曉峰早於2004年，經已研發出

可凌空操作的滑鼠「魔戒」，使用方法無異於2006年始
流行的遊戲機Wii手掣棒。他憶述，當年捧 設計到處
推銷，對方往往只會問：「現時有沒有人做？」結果
無人願意投資生產。他指，這反映港人缺乏冒險精
神，學生缺乏創意，加上企業投放於科研的資源亦不
足夠，長遠會影響香港發展。

黃錦輝盼政府增援科研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慨嘆，若當時有「先行

者」有膽量投資滑鼠「魔戒」，「Wii發源地應該是香
港」。而曉峰成就可能會更大。他希望政府可投放更多
資源於科技研發，而本港企業亦應多投資科研項目。
此外，曉峰批評政府扶持不力。他以曉維於外國做

研究舉例，「外國老師完全不用擔心研究經費，有更
多時間帶學生，相反香港就好缺乏」。他亦認為，本港
有膽色的學生都會選擇向金融、房地產發展；反之，
工程系學生大多按部就班，欠缺創意。他解釋：「這
都可能與香港填鴨式教育有關」，希望老師可以有更多
指引啟發學生思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若非港人怕冒險 香江有望誕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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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揚昨
日在「向老
師致敬2011
—敬師日慶
典暨表揚狀
頒發典禮」
上，讚揚本
港教師的努
力與承擔。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李振宇指，
紀念港大百年
眾多郵品中，
以郵票小冊子
最值得收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港大百周年郵票連首日封，
甚具收藏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港大百周年
紀念郵票一套
6張，展示大
學本部自1910
年至今六個時
代不同面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二弟林
曉維（右
一）近日
回港，終
與三弟林
曉敏（左
一）及大
哥林曉峰
（中）再次
聚首。
中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
記者勞雅文 攝

■中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
記者勞雅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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