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綠色生活」成為

全球潮流，但香港這個發達的城市，卻仍停留於

「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的廢物分類口號，環保

水平落後於形勢。19位高中尖子，包括9位高考、文

憑試狀元早前出發到台灣考察當地的環保工業，見

證「垃圾變黃金」。有學生感慨指，「香港連回收箱

都嚴重不足，環保政策只留於表面」，促請港府應推

出更多措施推動環保。

19尖子赴台考察環保工業
19名尖子參加了由康泰遊學中心舉辦的「狀元旅

遊萬里行2012」，當中除了高考及文憑試狀元外，尚

有10名來自基層家庭的品學兼優生。今年遊學團主

題為「環保及永續發展」，康泰董事長黃士心亦有隨

團參觀，他笑言自己亦是環保「初哥」，要親身參觀

及「取經」。

一眾學生獲安排參觀多間環保企業，包括專門研

究製作有機洗髮水的環保企業。有關公司的辦公大

樓引入了節能、減廢及綠建築的環保概念，大樓內

的水龍頭設腳踏式開關，讓用家「洗多少踩多少」。

有環保企業的產品包裝不單可回收或分解，更有

「瓶中樹」設計，當用家用完產品後，可將包裝瓶放

在泥土裡，經灌水後，包裝盒底的種子會發芽生

長，甚至可長出大樹。學生們更參觀了台灣慈善團

體的環保教育站。原來在20多年以前，已有慈善團

體開展垃圾回收行動，在台灣共有約5,000環保回收

分站，團體將回收得來的廢棄膠樽變為賑災的毛

氈、衣服等，實行「垃圾化黃金、黃金化愛心、愛

心化清流、清流繞全球」。

盼制訂更多可行環保政策
學生們亦把握機會，到訪北投垃圾焚化廠，透過

各項的交流活動，學生們更全面認識台北環保工程

發展。 生商學書院6A狀元余海琪認為，香港的環

保教育做得不足夠，只是限於「口號式」的回收行

動，但台灣卻是以創新的行動保護環境，她希望特

區政府可制訂更多可行的環保政策：「台灣特別為

廚餘設專用的垃圾車，但是香港對於回收廚餘政策

卻遲遲未有定案，連基本的回收箱都不足夠，令人

失望！」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中四生姚宛廷表示，近年

港人經常爭論應否興建焚化爐，她在參觀過台北的

垃圾焚化廠之後，可謂大開眼界，因為當地的焚化

廠可與城市共融，焚化廠旁邊設有開放的休憩公園和

公眾泳池，而旋轉餐廳更是圍繞煙囪而建，「我們以

往對不少環保議題都只有片面的見解，希望將今次

的見聞向身邊的人宣揚，加深他們對環保的認識」。

幼園學費雜費多 近八成貧戶叫苦

睹台垃圾變黃金 狀元嘆港缺環教

31%有精神病臨床病徵 專家倡推健康普查
誤當青春期反叛
44%中學生現抑鬱症狀

中大秒覆電郵
內地生激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中大今年通過全國統一
招生計劃在內地錄取了305名學生，當中包括14歲的神童
李佳樂、西藏理科狀元王浩宇及安徽省數學滿分狀元金慶
祝等尖子。各人初到貴境，有人驚嘆校方「1分鐘內回覆
電郵」的效率；亦有人來港時看到新界很多老房子，與心
目中「遍地摩天大廈」的「大都會」印象不符，一度感失
望；亦有人在迷路時獲得港人熱心幫助，大為感動。種種
體驗的點滴，拼湊出內地生眼中的香港。
為讓內地新生認識香港和中大，盡快適應大學生活，校

方為他們舉辦了為期9天的迎新營活動，提供選課輔導及
一系列文化及適應技巧工作坊等，另校方亦於本月初舉行
了迎新晚會，讓學生們有聯誼的機會。

失望 初來港見老房子多
出席了上述迎新晚會的金慶祝表示，早前啟用大學的網

上選科系統，由於內地少見這類系統，故發生故障時，令
他不知如何是好，故他即時向校方資訊科技服務處發電郵
求助。怎料未夠1分鐘，當值員工已給他回郵，助他順利
解決問題，令其深感港人的高辦事效率，對此甚為讚賞。
來自西藏的王浩宇則指，從深圳灣口岸過境香港再坐車

到中大，沿途上他看見不少老房子，大概都有40年至50年
歷史，即時有點失望，「我從電視上看過香港，還以為全
都是高樓大廈，當時就想『原來和內地沒有甚麼大分別
嘛』」。後來他安頓好後，再前往尖沙咀海傍，才真正見識
到香港五光十色的各式大廈。

感動 迷路獲好心人帶路
來自新疆的韋珍明在母親及祖母陪同下，到中大入宿。

她們曾到沙田一所大型商場購物，其間迷路，於是向路人
求助：「那位先生不懂普通話，卻仍然努力向我們講解，
最後為我們帶路，香港人真的很熱心助人！」至於李佳樂
最愛香港美食，香港食物味道較濃，很對口胃；她又觀察
到香港的路面情況，認為司機都十分遵守交通規則，讚揚
他們甚有水平。
就近年部分人提出香港及內地生「爭資源，搶學位」矛

盾論，各尖子不約而同表示，希望主動與本地生溝通交
流，又會學好粵語，希望以理解代替誤會，大家可成為好
朋友。

東漢文字學家許慎的《說
文解字》，將漢字的構造規律
歸結為6種條例，稱為「六
書」，即象形、指事、會意、
形聲、轉注和假借。其中，

前4項稱為「造字之法」，而轉注、假借兩項，則稱
為「用字之法」。
在造字4法中，「會意」和「形聲」屬於合體

字，即由兩個或以上偏旁組成的字。所謂「形
聲」，《說文》說：「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意
思是依事物的類別，取一字作為形旁（形符），然
後再取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比擬讀音（聲符），最
後將兩者組合而成新字。至於「會意」，《說文》
說：「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意思是比附兩個或
以上不同的義符，以會合成一個新的字義。

有邊讀邊 見「秤」讀「平」
在《說文》所載9,353個小篆中，形聲字佔整體

約85%。由於形聲字佔了漢字中的絕大多數，現代
人只要看見「合體字」，往往都視之為「形聲」
字，習慣「有邊讀邊」。例如天文星座「天秤座」
的「秤」字，由於右旁「平」的關係，不少人會讀
之為「平均」的「平」。早前，颱風「天秤」襲
港，香港天文台亦將「秤」讀為「平」。
翻查字書，「秤」字不見載於《說文》，唐代初年

的《干祿字書》，則以之為「稱」的後起俗字。北
宋時期的《廣韻》、《集韻》，說解大致相同，均以
「秤」為「稱」的俗字，讀為「對稱」的「稱」。

實為「稱」字 聲符音
「秤」讀為「平」，是近代的後起讀法。考坊間

所見辭書，只有《李氏中文字典》兼收「平」此後
起讀音；其餘如《粵音韻彙》、《廣州話標準音字
彙》、《粵音正讀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
《商務新詞典》等，「秤」均只有「稱」字去聲此
一讀音。
「秤」為「稱」的異體字。「稱」字從禾

聲，右旁為聲符「 」，表示讀音；左旁為形符
「禾」，表示以禾為銓衡重量的單位。《說文》釋「稱」為
「銓」，即衡量輕重之意。

現代漢語「市秤」、「戥秤」、「磅秤」的「秤」，都是衡
量物體輕重的器具，讀作「對稱」的「稱」。
「天秤」的「秤」，亦理當如此。不過，在
「有邊讀邊」的習慣下，「秤」讀為「平」，
似乎已約定俗成，反倒成了大眾的主流讀
音。 ■香港能仁書院中文系 謝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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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在成年人眼中，年輕一代本該無憂無慮，但

其實他們心底卻是滿懷心事，不少更已有爆發情緒病的危機。一項調查顯示，

44%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31%受訪中學生出現中度至嚴重精神困擾。有

社工指，最年輕的個案更只有10歲。有學生於初中時已有抑鬱表徵，但家長及

事主本人均無正視問題，結果大學時情況惡化，要休學數年接受治療。專家建

議政府推行「全港中學生精神健康普查」，以及早識別有問題的學生。

浸信會愛 社會服務處於去年底至今年4
月，進行了一項「中學生抑鬱狀況調

查」，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了來自10間學校逾
2,000多名中一至中五級的學生。結果顯示，
24%學生有患上情緒病或精神病的風險，需
要及早跟進及介入；31%學生出現情緒病或
精神病的臨床病徵，需要接受專業評估及治
療；另44%受訪學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抑鬱
症狀，包括易怒、煩躁、情緒低落和事事不
起勁等。

中三病發 大學確診休學
臨床心理學家郭韡韡表示，上述數字令人

憂慮，她指有抑鬱症狀的學生會受情緒影響
而出現沉溺或退縮行為，如長期在家中，不
願外出，長遠而言會有社交障礙，嚴重者甚
至會自殘或輕生。
郭韡韡又表示，15歲或以上的青少年處於

抑鬱症病發的高峰期，但抑鬱症狀易被忽
略，甚至連學生本人都不覺得有問題；加上
青少年的情緒問題易被誤解為反叛和放縱，
結果青少年情緒未被及時疏導，最終惡化成
病。

現年24歲的Chris(化名)，中三時已出現精神
困擾，總覺得別人在非議和敵視他；中七時
甚至有被迫害的感覺，升讀大學後更經常曠
課。Chris在家人的支持下求醫，確診患上思
覺失調。他休學幾年間，一直接受藥物治
療，現已康復，並重投大學。Chris坦言，高
中已察覺自己不妥，但礙於面子，「收埋自
己」，直至他在家中大發脾氣及搗亂，家人才
意識有問題。

「宅在家」發脾氣始揭患病
20歲的聰仔(化名)表示，初中時，上學欠動

力，總是拒絕朋友的邀約，只想留在家中。
聰仔母親一直以為兒子只是經歷反叛期，直
至兒子會考成績大倒退，加上大發脾氣，與
兒子乖巧的本性大有出入，才知道帶他求
診，確診他患有輕度抑鬱症。
浸信會愛 社會服務處資深社工戴曉寧透

露，最年輕出現情緒和精神表徵的個案更只
有10歲，該會呼籲家長多留意子女行為，又
促請政府和家校正視問題，建議增撥資源於
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以及推行「全港中學
生精神健康普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不少家長近月正
為應付孩子開學的龐大開支而苦惱，特別是貧困家
庭，更是叫苦連天。一項調查發現，近八成草根家
長承認要支付子女幼稚園學習開支時遇到困難；家
長平均要支付學費約2,300元外，其他學習開支亦平
均達2,100元，合共開支約4,400元，已是低收入家庭
半個月的總收入。
社區組織協會於6月至8月期間，以問卷形式訪問

了88名貧窮家庭的家長，當中包括低收入家庭或申
領綜援的家庭，有關家庭至少育有一名正接受學前

教育的兒童。受訪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為8,361元，遠
低於全港家庭平均月入約2.3萬元。

58%不參加學習活動減輕支出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表示，有78%受訪家長

指，對於要支付孩子的幼稚園學習開支感到困難，
即使政府對於貧窮學生提供學費資助，但幼稚園學
費設有減免上限，有些家庭仍要自行補貼部分學
費。她引述調查結果指，受訪家庭中有近六成需要
自己補貼學費，家庭全年平均需要額外支付2,342元

的學費。

除了自付學費，家長亦要應付學習雜費，今年其

他學習開支平均為2,073元，較去年1,918元增加了

8%；最高一名受訪家長要支付的學習開支更達9,250

元。有92%的受訪者表示，需要支付書簿費，費用平

均為1,431元。再加上校服、茶點、午餐費等支出，

實在令家長百上加斤，因此有58%的受訪家庭不會參

加學習活動，以減輕開學支出。施麗珊指，貧窮剝

削了學生學習的機會，建議政府應加快推行15年免

費教育，並制定全面的兒童政策，以減輕貧窮家庭

的經濟壓力。

減上言語課 與子聊天「補數」

單親家長阿玲，自從和丈夫離婚後，獨力養育現

年5歲半的兒子，每月靠兒子領取3,000多元的綜援和

自己約1,800元的兼職工作過活。不幸地，她的兒子

約在1歲半時發現「學習遲緩」，因此要入讀特殊學

校。阿玲表示，雖然學費全數由政府資助，不過兒

子接受改善課程的費用卻十分昂貴，「政府每月資

助學費354元，但如要參加整個治療課程卻需要

6,000多元，我根本應付不了，唯有減少上言語治

療課。」阿玲現時每月最多只可以花上1,000多元

讓兒子上治療課程和興趣班，「不夠錢，唯有自己

和他多聊天」。

■4位中大內地尖子均表示，未來會一同學好粵語，希望

參加多些本地學生的活動，成為好朋友。左起：李佳樂、

韋珍明、金慶祝及王浩宇。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聰仔(化名)(左)會考成績大倒退，聰母(右)始發現兒子有問

題，後確診他患有輕度抑鬱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 攝

■郭韡韡(右二)表示，44%學生出現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情況

令人憂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 攝

■阿玲(左)育有一名有「學習遲緩」的兒子(右)，每月

家庭收入只有4,000多元，但卻要支付1,000多元的學

習費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近八成受訪家庭對於支付幼稚園的學習開支，表示

有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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