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書局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於今年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

文名家，包括陳之藩、西西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

化界重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

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活著》—頓悟生死真理
人 生 在

世，也許我
們會時常問
自己一個問

題：到底我們為何生存？有些人會因
為找不到生存意義而求死。然而，我
們活㠥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活㠥。
我們應為我們能夠活㠥而活㠥，我們
不是為別人而生存，而是為自己而生
存。儘管身邊的人都一個個地離開我
們，我們自己也該活㠥。

書中的福貴可算是被命運愚弄得無
法抗拒。生於大戶人家的他，因為好
賭而變得一貧如洗，自此成為一個農

夫。這時候，他才醒覺自己以前所做
過的錯事，為家人積極地活下去。可
惜天意弄人，他的親人一個一個地比
他早一步離開，直到最後，他到年老
時孤單一人，只有一頭老牛陪伴。

越看《活著》，會覺得當中的故事越
有味道，令你越能明白當年（上世紀
40年代至60年代）中國人的艱苦生
活。那時候，平民百姓的性命可謂一
文不值。醫護人員為拯救身懷六甲的
縣長夫人，竟然可以把有慶（福貴的
兒子）的血抽乾。當醫護人員發現有
慶死亡後，只是罵了一句「你真是胡
鬧」。由此可見他們對有慶的死完全沒

有罪惡感，如果那個患者不是縣長夫
人，醫護人員還會如此賣力搶救嗎？
同樣是身懷六甲的鳳霞（福貴的女
兒），卻因產子時失血過多而失救致
死，真是諷刺。

看到結尾，陪㠥福貴的只是一頭老
牛，唏噓的感覺不禁油然而生。看似
長久的人生，實質也不過如一首歌曲
般短暫。縱然在世時多麼風光，就如
龍二和春生，去世後一切都會化為塵
土，俗套一點來說：「名譽或金錢這
些虛榮都不能帶進棺材。」
因此，我認為人生在世，最
重要的是活在當下，珍惜我

們擁有的一切。即使面對甚麼困難也
好，也要勇敢地生活下去。福
貴所經歷的肯定比我們艱難千
萬倍，像他這樣的人都沒有求
死，為甚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想
法？

活㠥，是一個感覺。每天起床
看到天空，就是活㠥的證明。我
們應該做的，就是為我們能夠活
㠥而感到高興。我想，這也許就
是我們生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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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

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

書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學生：陳綺琳
學校：顯理中學

3辦學團體暫無意推國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政

府早前決定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課程指引，多個辦學團體代表
昨日出席公開場合均表示，屬下學
校暫無意推行國教科，對於政府早
前已撥出的53萬元資助，亦傾向

「不使用」或「凍結款項」。

天主教區成立小組跟進
天主教香港教區教育事務主教代

表黃若嫻修女表示，教區已成立小
組跟進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計劃
結合本身宗教理念的生命教育再施
教。至於早前改名的「德育及國民

教育支援津貼」，教區將開會討論如
何處理。

中華基教會已凍結撥款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學務總監

余㟾表示，執委會早前已通過3個決
定，包括「不開設國教科」、「凍結
53萬元撥款」及「為社會各方重建
關係禱告」。聖公宗（香港）小學監
理委員會有限公司總幹事謝振強表
示，屬下學校未來不會推行國教
科，亦暫不使用撥款。至於有意推
行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內容和
形式，該會下星期將再開會討論。

麗澤中學辦領袖訓練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麗

澤中學早前在校內舉辦「領袖訓練
營」，為期3天的活動吸引60名學生參
加。首次紮營體驗讓學生感受最深，
明白團隊精神的重要。

在禮堂紮營 學生感受深
學生須在禮堂㡈營留宿，要親自建

造「家園」。㡈營其實是「大學問」，
同學分組協作搭起帳幕，但首次㡈營
不免手忙腳亂，花了不少時間，終於
完成。最後24個帳幕在禮堂內整齊架
起，學生滿足感難以言喻。

學生還參與各式各樣訓練，加深了

對自己的認識，以及學習服務和合作
精神的重要性。有傑出校友出席活動
時，勉勵一眾師弟妹「不要問別人能
為你做甚麼，而是問自己能為社會做
甚麼」，使學生獲益良多。大會最後
舉行燒烤晚會，活動圓滿結束。

教院辦學團體百年歷史聯展

驗膠體晶體受熱極限 成果刊《科學》期刊
解「相變現象」疑團
科大研「均勻熔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一直
缺乏本土科研人才，為了培養新血，科大
理 學 院 明 年 開 辦 國 際 科 研 課 程

（ Intern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Enrichment），為全港首創以科研為主打的
本科課程，期望招攬有志投身科研的學生
入讀。學生未來有機會到海外大學和國家
級實驗室，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
亞大學和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從
事研究工作，藉此拓闊視野。申請人可透
過大學聯招報讀課程，名額30個。

發放獎學金 助海外研究
科大理學院副院長吳大琪表示，要在世

界級科研工作中取得成功，具備國際視野
是其中一項重要因素。而修讀該課程的學
生，除了上課和做功課外，同學將獲獎學
金資助，參與海外研究或交流，有助更早
投入國際研究環境。交流地方包括世界級
知名大學和國家級實驗室，如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和首屈一指的粒子
物理學實驗室、曾發現上帝粒子的歐洲核
子研究組織等。他相信有助學生拓闊視
野，明白世界級研究是甚麼一回事。

獲取錄學生可保證入讀理學院任何一個
主修科目，並能夠在一年級暑假參加本科
生研究計劃，獲分派專任研究導師，為本
科學習、升學與就業發展等提供指導。

經聯招報讀 名額為30個
吳大琪指，約6年前已有開科想法，但礙於「雙軌年」

太繁忙，以及需尋找和聯繫國際上的夥伴，一直未有
實行。不過現已屆成熟階段，故明年開設課程。有意
者可透過大學聯招申請報讀，名額30個，或先入讀理
學院，一年後申請轉讀國際科研課程。

「『死讀書』未必有用，成績好的學生不等於懂得科
研」。吳大琪強調，國際科研一科㠥重獨立思考能力，
既需要主見，又需願意聽取別人意見。另研究工作經
常會碰釘，學生要有毅力。他又提醒學生，面試是重
要環節，「其他學習經歷」也具有參考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科技大學物理學系教授韓一龍

及其研究團隊，成功透過光學顯微鏡直接觀測「膠體粒子」晶體「均

勻熔化」過程。他們觀察到最初階段形成的液體，進一步了解物質均

勻熔化成因。這項基礎物理研究成功解釋科學界對熔化和結晶「相變

現象」（Phase Transition）疑團，並澄清了學術爭議，更首次檢測出

膠體晶體受熱極限。研究成果已在最新一期世界頂級學術期刊《科學》

刊登。

花4年時間 解不熔之謎
韓一龍及其研究團隊成員，包括王

梓任、王峰、彭毅及鄭中玉，從2008
年起，用4年時間進行「從單粒子尺度
上看到熔化」研究。韓一龍解釋指，
科學界一直只能解釋晶體「非均勻熔
化」機制，即是晶體受熱後，溫度達
到熔點，結構便會產生缺陷，粒子便
會「亂跑」，晶體便熔化了。不過這些
理論未能解釋為甚麼一些晶體在溫度
超過熔點的情況下也不熔化。

另一方面，因為晶體內原子或分子
體積太小，活動速度非常快，因此科
學家過往一直未能深入了解熔化過程
中晶體內粒子運動過程。科大研究團

隊選擇利用由體積較大的「膠體粒子」
—NIPA及其形成的晶體作實驗，模擬

「相變現象」。而所謂「相變現象」，就
是物質在外在因素影響下，由一種形
態轉變至另一種形態的過程。

光學顯微鏡 觀粒子運動
實驗透過光學顯微鏡觀察膠體粒子

運動，並利用影像處理了解粒子運動
的軌跡。為了進一步了解膠體晶體熔
化過程，他們使用光束，不斷加熱膠
體晶體內部。即使溫度超過熔點，晶
體表面結構亦不會受破壞，形成「均
勻熔化」。

「均勻熔化」粒子互震動

研究人員發現，在「均勻熔化」過
程中，晶體裡的粒子會相互震動，即
使過熱亦未熔化。直至晶體內部有更
強震動，以及部分粒子位置互換，便
會變成熔化時最初階段的液體，整個
過程並非偶然出現。研究團隊又首次
測量到膠體晶體最多能被加熱至超過
熔點20%，這過熱極限與大多金屬類

似。
韓一龍坦言，研究結果暫時沒有實

際用途，但他相信，對於科學界在
「相變現象」的相關研究會有很大幫
助，「我們這個實驗是最簡單的系
統，但科學理論往往由最基礎開始」。
他希望研究可繼續受重視，並受到廣
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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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為何我們要
「為活㠥而感到高興」？「為自己而生存」
是甚麼意思？富感染力的文章，必定是情理
兼備、觀點明確。學習在確立論點後，詳加
闡釋，並有系統地鋪陳論據，使文章段落分
明、結構嚴謹。不過，能明白到「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是活在當下」，應「珍惜我們擁有
的一切」，已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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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為了讓市民更了解本地教育發展
史，教院轄下香港教育博物館，
聯同4個香港主要辦學團體，首次
合辦「辦學傳承：教院夥伴辦學
團體歷史珍藏聯展」，展出過去百
年與本地教育息息相關的文物及
照片，昨日舉行開幕禮。展品包
括清代政府監督學院大人視察學
校環境報告、首位來華牧師馬禮
遜親自翻譯的中文版聖經複製
本、當時學生成績表等珍藏，種
類甚豐。

2010年，香港教育學院與天主
教香港教區、香港聖公宗、中華
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以及東華三

院4個本港主要辦學團體簽訂合作
備忘錄，一同推展本地教育研
究。4個辦學團體屬下中、小、幼
稚園及特殊學校共佔全港學校四
分一。

鄭燕祥黃若嫻等齊主禮
香港教育學院昨日邀請5位主禮

嘉賓主持聯展開幕禮，包括教院
署理校長鄭燕祥、天主教香港教
區教育事務主教代表黃若嫻修
女、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
員會有限公司總幹事謝振強、中
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學務總監余
㟾及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陳
文綺慧。

現場有多位校長、教師及學生
出席，約有100人。

鄭燕祥致辭時表示，每份展品
都展示了歷代教育工作者的努
力，希望展覽吸引更多市民到場
了解，體會教師多年辛勞，並向
他們致敬。

展出監督學院大人批諭
展品橫跨香港戰前及戰後時

期，包括學生成績表、考試時間
表、教職員履歷冊、運動會獎盃
等。1904年監督學院大人（等同
現時教育局局長）批諭公文，是
現存最早相關文字記錄之一。該
公文寫有這位官員對師生、學校

環境等評語，如「解讀作文皆平
常」、「但嫌學童聲細」、「衛生
極合」等，當年教育實況彷彿重
現眼前。

首位來華牧師馬禮遜是傳統名
校英華書院創辦人，辦學團體為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與同學及教師一同到場參親的
英華中五生黃君行表示，對馬禮
遜言行感到十分佩服，曾作資料
搜集，知道馬禮遜曾放棄在英國
的工作到中國傳教。他稱看到馬
禮遜親自翻譯的中文版聖經複製
本時十分感動，坦言希望效法他
無私奉獻的精神，將來學有所
成，回饋社會。

■韓一龍(左二)研究團隊首次實現在單粒子尺度上直接觀測晶體均勻熔化 。

科大供圖

■香港教育學院昨日舉行「辦學傳承：教院夥伴辦學團體歷史珍藏聯展」開幕禮。圖中為

教院署理校長鄭燕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1904年監督學

院 大 人 批 諭 公

文。 劉景熙 攝

■英華中五生黃

君行表示，希望

效法馬禮遜無私

奉獻的精神。

劉景熙 攝

■學生努力架起帳幕。 學校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