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毅進文憑」學費擬升兩成

獄中修讀碩士 積蓄捐建川校 勉尋生命價值
寫童話播正能量
殺人犯悟「珍珠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阿炮囚
友、同被判終身監禁的偉信，是牢中少數
高學歷人士。他入獄前只得中二程度，
2001年開始自修考會考。歷年來一步一步
進修，去年底他終獲頒公開大學教育碩士
證書，透過讀書獲得樂趣及認可，「雖然
我曾經做錯事，但我想告訴囚友及其他社
會人士，只要願意努力，我們也可有成
就」。

偉信自小反叛，中二輟學，之後離家出
走。前半生他一直不務正業，生活顛簸。
1997年，他因殺死同居女友兒子，被判終
身監禁，自此走進人生谷底。

入獄初期，偉信臉上像掛 「苦瓜乾」，
完全沒有笑容。囚友看不過眼，拉他對
鏡子「學笑」，「就在鏡子前，他教我要怎
樣笑。由那時開始，我常常提醒自己要
笑，在茶杯上畫了一個笑哈哈」。今日他臉
上帶 的陽光笑容，其實「得來不易」。

牢獄生涯中，偉信被一班前來義務探訪
的基督徒感動，「有教友連續3年年初一都
來探我，連我媽媽都沒有這樣做」。這份關
心讓他感受到，自己沒有被世界唾棄，讓
他更有勇氣面對過去，徹底反省。

越級戰會考 會計獲C級
2001年起，他「越級」挑戰會考，結合2

年成績，共獲6科10分，會計更獲得C級。
往後他拾級而上，先修讀公大社會科學學
士，2008年完成學位，隨即再攻讀公開大
學教育碩士課程，去年12月畢業，向外界
證明自己的努力與決心。

玻璃窗消失 母子深擁抱
今年1月11日，赤柱監獄為囚友舉行學歷證書頒發儀

式，偉信邀請媽媽和祖母分享喜悅。這次團聚，破例
沒有冰冷的玻璃相隔，讓母子可以嘗到一個遲來又溫
暖的擁抱，叫他畢生難忘，「這是我長大後第一次擁
抱母親，我十分珍惜，也捨不得⋯⋯」

已碩士畢業 再進修英文
學海無涯，偉信並沒有因碩士畢業停下來，現繼續

進修英文研究課程。他又成為「唱作人」，與其他囚友
合組樂隊，更一手包辦曲詞，希望為囚友唱出正能
量。同時他因默默寄望重投社會的一天，以自身經歷
教導時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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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年「末代」高考成為來年
的往事，公開考試也將由兩個變
成一個。教育當局及部分教育界
中人認為，學生考試壓力或可減
少，證明考試制度進步了。至於
實情是否如此，當然有待驗證。
不過據筆者今年應考經驗所見，
需要與時並進的，尚有考生的父
母。

父母齊護送 一顧再回眸
應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數

天，筆者都在試場看見幾張熟悉
的面孔─父母與女兒。首日「作
文」和「文化」卷，兩位家長聯
同一名Auntie，3個成年人「護送」
一名約17歲的少女到場。當她徐
徐步入校門，兩老一臉依依不
捨，彷彿要送她上戰場打仗似
的。踏入校門，那個戴上口罩的
小女孩，更「驀然回首」，把臉貼

玻璃校門，帶 落寞的神情回
望父母。

父一臉凝重 母拿 麵包
中段休息時間，筆者在校門附

近坐下，又看到那一對父母。只

見他們都坐下來，伴 那女生。
父親一臉凝重，看 女兒；母親
拿 麵包，似乎準備隨時會遞給
女兒，讓她補充體力。往後不論
午飯時間、首天完卷後、還是隔
天的聆聽試，這對父母都有到場
支持。筆者按捺不住好奇心，嘗
試與父親攀談了解，卻被報以白
眼。

筆者真的很想知道，這些「直
升機父母」究竟有何想法？能應
考高考，應已是成年人，或接近
成年，理應懂得獨立處事，且已
有會考經驗。為何連去公開試都
要爸媽陪伴在側，沒有膽量獨自
面對？

獨立與放手 禍福未可知
孩子需要獨立，父母要學會放

手。過份呵護只會令孩子變成
「港孩」，樹苗不能茁壯成長，風
雨一來，便應聲折斷，到頭來又
是否孩子之福？想起詩人紀伯倫
詩集《先知─孩子篇》：「父母
是弓，孩子是從弦上射出的箭
矢，借雙親射向前方」。若箭矢一
直扣在弦上，則永遠無法直飛生
命紅心。

■高考自修生 陳鳴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借問港孩何處有 考生遙指高考場
考生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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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小砂粒

走進蚌內，將蚌硌得難受，蚌於是分泌層

層「特效液」，包裹小砂粒，以減輕不適。

經過歲月洗禮，本是傷害的源頭，卻孕育

成亮眼的珍珠。現年39歲的阿炮，用5年

寫成一本有關珍珠的故事書，他正是當中

主角。他花了2年半完成大學課程，正修讀

碩士；3年前他把畢生積蓄捐建四川的小

學。阿炮善良如珍珠，誰想得到，這顆

「珍珠」17年前曾因槍殺生意夥伴被判囚終

身，自此一直背負傷痕，在獄中度過。
■阿炮（右）和另一名囚友製作《Little Oysters》，希望帶出正面信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偉信(左)和阿炮(右)在獄中重新尋找讀

書樂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當年犯下的彌天大錯，阿炮仍然歷
歷在目。他憶述指，當年被利益

「衝昏頭腦」，才會槍殺生意夥伴。他直
言：「全世界都不會接納我」，言語間都
在嫌棄自己，自覺身價像砂粒。

身邊人關懷 溶掉冰冷心
身陷囹圄10多年間，阿炮冰冷的心，

因身邊人的關懷，漸漸溶化，「起初職
員只會叫我的犯人編號，後來會叫我全
名，最終直呼阿炮。『校長』會叫我衰
仔！多親切啊！」時間沖淡自責感，加
上大家的寬恕，讓阿炮累積力量，重新
出發。

珍珠喻良心 人生無價寶
約5年前，阿炮與另一囚友積極寫書，

叫《Little Oysters》（小珍珠）。阿炮負責
文本，囚友專責繪圖。故事以珍珠比喻
良心，「每個人無論在甚麼環境，也會
有一顆無價之寶，就是良心」。他希望藉
書中正面信息，鼓勵囚友和他人不要放
棄尋找生命價值。

寫書讓阿炮深感知識可貴。2009年他
捐出畢生積蓄10多萬元，於四川涼山州
助建一間以其母親命名的小學。他認為
每個人都有向善的心，雖然自己曾走歪
路，但現已「改邪歸正」，希望能夠盡己

所能，幫助有需要的人。雖然當初阿炮
的生命並不完美，但現卻成了祝福別人
的珍珠。

阿炮喜愛在學海中尋找自我，但在獄
中學習，沒有老師指導，只能自修，限
制也特別多。阿炮口中的「校長」、赤柱
監獄更新事務主任教師康文輝解釋指，
囚友需向懲教署申請，由家人購買學科
書籍，經審查後才能送入囚中自修。而
每逢周日，可有1.5小時到獄中圖書館借
書，或到電腦室學習使用軟件，但有關
電腦因保安理由不能上網。但阿炮認
為，自己已經很幸福，「有很多殘障人
士也有限制，我不過是失去了自由」。而

且原來囚中「讀書人」有一項特權，晚
上可獲延長照明時間1小時，至11時，阿
炮對此非常珍惜，「每天一有時間，我
便拾起書本不停看」。

盼重投社會 做家族生意
約3年前，阿炮修讀公開大學工商管理

學士遙距課程，僅花2年多便完成課程，
去年6月順利取得學位，現已升讀工商管
理碩士。因為家中從事珠寶生意，他對
商科「情有獨鍾」，成為囚友會計科「補
習老師」。他坦言希望有朝一日透過覆核
刑期機制獲釋重投社會，幫助經營家族
生意，為家人出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勞雅文) 在學制改革下，
現存毅進課程亦有改變。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
算案，宣告政府會預留10億元推出「新毅進計
劃」應付學生升學需求，日後有關課程將升級
為「新毅進文憑」。部分院校透露，近年通脹嚴
重，學費將會由現時27,500元至29,500元，提高
一成至兩成。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本周五將
就「新毅進文憑」展開討論。學友社批評當局
遲公布詳情，阻礙學生及早安排升學出路。

選修科評審 仍在進行中
據了解，「新毅進文憑」現已初步通過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將於新學年推

出，但提供課程院校的選修科評審仍在進行
中，估計每間院校最多可提供20個科目。

「新毅進文憑」課程適合中六離校生及成年
學員修讀，5個主修科目包括中英數、通識及傳
意，另加3個選修科，學歷相當於文憑試5科2級
成績，包括中文及英文，符合報讀高級文憑或
副學士課程要求。

另因毅進計劃將升級至「文憑」，學費將由現
時全日制課程收費27,500元至29,500元，提高至
少一成至兩成。首年推行只設全日制1年課程，
學時600小時，與舊制一樣。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批評教育
局遲遲未公布「新毅進文憑」細節，做法不合

理，「文憑試考了一半，遲遲未有詳細資料，
對學生不利」。

學友社批評遲公布資料
他指以往若學生公開試成績未如理想，毅進

是一條重要出路。當局至今仍未宣布有關消
息，對學生考慮大學以外出路造成限制。

教協會長馮偉華指，學界仍未有「新毅進文
憑」最新消息，但普遍預期學費將會增加至少
一成。他指過去有提供計劃的院校，財政在舊
收費下仍錄得盈餘，提高學費並不合理，會加
重學生及家長負擔。馮偉華又就「退還學費機
制」提出建議，指應由現時三成提高至五成。

■鄭偉鳳認

為，學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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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記得初中中國語文課程有一篇文章
叫《習慣說》，講述作者劉蓉發現書房地上
有一個凹洞，腳踏下去，總感覺好像要跌
倒似的，但久而久之，也習慣了。後來他

父親覺得不妥，把這個凹洞填平，劉蓉反而不自在，覺得走得很
不舒服。又過了好些日子，他又慢慢習慣下來。

子流連網吧 母憤斥缺課
這個故事，讓我想起了杰仔（化名）媽媽。杰仔初中起沉迷玩

網絡遊戲，至今已有3年。他經常通宵流連網吧不回家睡，故不時
上學遲到，甚至缺課。每一次杰媽收到學校短信，得悉兒子遲到
或缺課後，都會痛罵杰仔一番。

升上中四，杰仔或許受到良師影響，沉迷上網情況漸有改善。
他減少通宵流連網吧次數，改為於家中上網至凌晨1時。他開始緊
張學業，雖然仍會遲到，卻肯堅持回校上課。杰媽留意到兒子的
改變，但每次當她知道杰仔上學遲到，便又情緒不安，重施責罵
的方法，向杰仔表達擔心之情。

面書內留言 試吐露關懷
因為媽媽不斷責罵，杰仔根本感受不到她的愛和關懷。其後經

過與筆者一番討論，杰媽最終作出新嘗試─在杰仔facebook留言，
嘗試以文字表達對兒子遲到的關注，以及對他沉迷上網的擔心；
但同時表達了對兒子有正面轉變的欣喜。這次杰仔明顯受落，雖
然沒有回答片言隻語，但卻以行為回應了媽媽。

感受母善意 子始願改變
杰媽最初經常以責罵的方法表達對兒子的擔心之情，就像《習

慣說》中，作者長期腳踏凹洞，成了習慣也不自知。其後她以關
心語句表達關懷，就像凹洞獲修平。起初她或會不適應這種新表
達方式，但過了一段時間，她便可以用很自然、平和的態度對待
兒子，以文字向兒子吐露關懷。當兒子感受到母親善意，改變動
力亦會大增。筆者跟各位分享這小故事，希望大家有所 發。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 王鎮耀

電話：2922 9222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關心代責罵 習慣成自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積極發展電子教學的東華學
院，設立首間由院校與電腦公司合作的iCampus校園體驗中
心，為中小學教師免費提供短期電子教學體驗課程及興趣工
作坊。中心同時設有企業協作計劃，向東華學院學生提供約
20個實習職位，並提供培訓課程，讓學生獲得工作經驗。

東華學院獲蘋果公司授權的電腦專門店iCampus，將發展
成中小學電子教育中心，為教師提供相關配套及技術支援。
中心計劃今年暑假免費為中小學老師提供為期1日至3日的電
子教學體驗課程及興趣班，名額不設上限。而早前已有200名
東華三院屬下中小學校長及老師率先體驗。

冼次雲小學申購平板電腦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校長鄭偉鳳認為，學界對有關培訓需

求愈來愈大，例如英文寫作課採用電子教學，「學生可邊構
思，邊用電腦隨時記下故事大綱，寫完文章後可立刻傳送給
老師交功課；老師亦可選擇於課堂即場展示」，可令教學過
程更流暢，增加師生互動元素，讓課堂更活潑。鄭偉鳳透
露，該校已向政府申請6萬元購置平板電腦，新學年推行電
子教學。

20實習職位 早體驗職場
透過企業協作計劃，校園體驗中心將向東華學院提供約20

個學生實習職位，並提供培訓課程，讓他們提早體驗職場生
活。學生又可於校內iReading Corner免費借用平板電腦，閱
覽電子資料。而護理學系增設由平板電腦操控的模擬病人讓
學生實習，老師可控制病人咳嗽聲、脈搏跳動及血壓升降，
提升學生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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