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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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領恐慌Ⅰ停止當學生》─要做有腦人
這本書主

要圍繞 一
個主題：若
人要與現今

時代同步，必須不斷學習，但不是停留
在知識層面的教育，而是在能力層面上
自發地學習。當中內容給予我極大震
撼：學習本質的價值。現時的人一談到
學習，大多提及學校課堂中的教育及書
本上的教育。
先談書本，這裡指的書本當然不是課

外書籍，而是公開試範圍的指定課本。
現今科技先進，資訊隨手可得，但社會
評價人才的標準竟是利用硬知識回答問

題的能力，這真是人的核心價值嗎？要
在社會取得成就，並不是要變成一個兩
腳書架，難道你工作時需要回答林肯的
死亡日期嗎？工作時需回答萬里長城的
長度嗎？即使有真正需要，電腦也都代
替你的工作。社會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活
生生的人才，是一個思維能力高、創新
能力高或學習能力高的人，絕不是傳統
教育培養答題技巧高的人。
那麼教育又有甚麼問題？教育本身沒

有問題，問題在於現今的教育制度重視
教育多於學習，你看一看那些大部分學
生都在打瞌睡的教室就可得知。教是為
了學，教的效果必須體現於學，分別在

哪？就在教的一方還是學的一方較主
動。現今的學生對上課態度大多是消極
的，你可能會說：「不是啊！香港有不
少名校的學生的成績優異啊！」這裡又
涉及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何謂消極的學
習態度？不一定是成績奇差、終日玩樂
的人才算消極，只要追求學問的態度不
是進取的，只盲目接收老師給予的訊
息，或除考核範圍皆不學的學生，都被
包括在內。學，不是為了分數，不是為
了考試，而是為了提升自身素質、能
力，從中鞏固自己的學識，令思想升
級。歸根究柢還是要學
生對學習有興趣，對該

門學問進行研究工作。
這本書的作者王小平

在15歲考取全級第一後
便毅然退學，潛心鑽研
教育學和成功學，20歲便
出版這本書。我打從心底
裡欣賞她的勇氣及清晰的
人生方向，我認為這是每
人應學習和思考的課題，斷
不能隨波逐流地渡過自己的
一生。最後，我希望每個學
生都能找到一個學習對你的

意義及價值，以
豐富自身內涵。

說
不
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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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寫出了本書對
你的重要啟發，很好，閱讀的意義正在於
此！願意提 鑰匙去打開學習的大門的人，
必能看到一個豐富而燦爛的世界。加油！

學生：鄭領
學校：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部分院校近2年盈虧
大學 2010/11年度 2011/12年度

香港科技大學 +5.09億元 -1.01億元

香港理工大學 +1.44億元 +1.54億元

香港浸會大學 +2.7億元 -1.198億元

香港教育學院 +8,161萬元 +750萬元

註：(+)盈餘；虧蝕(-)

資源來源︰各院校財務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母扶持破「宿命」 學障兒升中大

歐元區增長弱不利投資 自資課程學費有助收入
理大逆市大賺
科大虧蝕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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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全港近4萬
名津貼學校及補助學校老師公積金上季資產
值合共「縮水」16.2億元後，至今年6月至8月
底期間，津校及補助學校公積金資產值終
「轉虧為盈」，分別增加28.49億元及1.73億
元，合共賺超過30億元。財務報告解釋指，
主要因為美國放寬經濟政策，以及歐元區第
四大經濟區西班牙公布2013年預算案，有助
解決歐債危機。
津貼學校及補助學校公積金日前公布上學

年最後一季財務簡報，截至本年8月31日，津
貼學校供款人賬目涉款537億元。經投資後，
淨資產總值614億元，資產保證率114.4%。若
與上一季淨資產總值比較，增幅為4.9%。
至於補助學校公積金方面，截至本年8月31

日，學校供款人賬目涉款23.9億元。經投資
後，淨資產總值27.54億元，資產保證率
115.2%。若把最近兩季淨資產總值比較，增
幅達6.68%。

美放寬經濟政策利投資
財務簡報總結指，上述兩項公積金投資回

升，主要因為美國早前放寬經濟政策，包括
公布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及延長低利率政
策；而且歐元區西班牙公布2013年預算案，
顯示該國政府重點減少政府開支，落實經濟
改革時間表。市場認為，這是解決歐債危機
正面做法，有利投資氣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雖然是文明社會，但仍有人對
窮人抱有歧視態度，這點對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而言，體會尤
深。最近他向全校學生發出公開信，分享他與一個公司董事的對
話，對方揶揄他的學校專收窮學生，但梁紀昌以充滿睿智的語言回
應對方，讓這出言不遜的公司高層不敢輕看鮮魚行學生。
梁紀昌早前出席社團宴會，席間有很多名流嘉賓，均是公司總經

理、高級行政人員、董事長等。有一位董事看到梁的名片後，帶
譏諷的口吻說：「原來是小學校長，聽講是專收窮人孩子學校的校
長，對不對？」說罷，眾人大笑。
梁紀昌自豪回應指：「我雖然是小學校長，但我擁有全港最多的

董事長！」各人不能置信，「怎麼可能？有多少個董事長﹖」梁輕
鬆回應指：「有230個！是我的學生」。他解釋指，他的學生年紀雖
小，但每周做足功課拿取食物孝敬父母，試卷九十分以上更可換電
器送贈家人，待人有禮、愛閱讀、樂於助人。他們生性懂事，還不
是『懂事長』﹖」同 嘉賓聽後均很感動，不敢再取笑他和看輕鮮魚
行學校，改談其他話題。
梁紀昌感慨指，香港至今仍有很多人對窮人存在誤解，認為窮人

只懂扮窮、扮可憐。不過梁紀昌指，他自己小時也很窮，穿二手
鞋、吃不飽，歷盡艱辛才成為校長。他勉勵同學，雖然窮，但也要
有志氣，並要生性做人，將來有朝一日，成為真正的董事長。

鮮魚行230「懂事長」
校長感動同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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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為
加強大眾關注有學習障礙的學童，
東華三院聯同多個機構及團體舉行
第二屆「關顧學障周」。昨日到場分
享心路歷程的梁太，育有兩名資優
兒子，小兒子柏林同時有學習障
礙，經常漏看句子、發音錯、走路
不穩。在梁太扶持下，兒子今年成
功考上大學，打破無數學障童與大
學絕緣的宿命。平機會主席林煥光
承認，本港特殊教育服務水平與國
際理想標準有很大距離，將公布新
調查，期望改善不足。
東華三院聯同理工大學中文及雙

語學系言語治療所、香港教育學
院、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香港
言語治療師協會及香港心理學會教
育心理學部，昨日舉辦第二屆「關
顧學障周」開幕禮暨嘉年華。主辦
單位稱，2010年，全港超過1.3萬名
學童被評估有讀寫障礙，大會希望
透過一連8日攤位、講座等活動，提
升社區人士對學習障礙的認識和關
注，宣揚建立和諧共融社區的信
息。

本屬資優童 遇學習障礙
參與活動的梁李麗珍育有兩名兒

子，兩人都是資優兒童，但弟弟柏
林同時有學習障礙，以及患有亞氏
保加症。小時候的柏林學習上遇到
很多困難，閱讀文章經常漏看句
子，抄寫功課往往近凌晨才完成、
說自己的名字發音出錯、走路會跌

倒等等。儘管如此，柏林今年成功
考上中大物理系，有賴梁太多年的
扶持和適當的教導。

棄高薪厚職 伴子渡難關
當年梁太放棄高薪厚職，陪伴兒

子渡過難關。她除了為兒子約見治
療師外，更特地讓兒子學彈鋼琴。
她要求兒子按樂譜彈琴，音樂不流
暢即代表柏林漏看音符，藉此改善
漏看句子問題。她在生活中滲透訓
練，加強兒子專注力和耐性，例如
與兒子比賽「鬥快」，讀出經過車輛
的車牌號碼、玩丟垃圾遊戲、煮食
遊戲等。現時擔任義工幫助「同路
人」的梁太坦言，很多家長得悉子
女有學障問題，往往有感晴天霹
靂，「我希望家長明白，不要氣
餒，是很重要的！」
中學老師葉智勇曾教導學障小學

生，記得一次有學障學生問他：
「你信不信我看的文字會飛呀﹖」葉
反應不過來，學生隨即說：「所以
你不明白我。」這讓葉智勇深深反
省，「一直以為學障學生無心向
學，否定了他們的價值，但事實並
非如此」。葉智勇最後放下偏見，為
學障學生設計活動和授課，為他們
盡一點心力。他在今次大會特設的
「讚好身邊人選舉」中獲獎。

林煥光盼改進特殊教育
昨日擔任活動主禮嘉賓的平等機

會委員會主席林煥光表示，雖然學

障童能接受平等教育的機會增加，
但承認本港特殊教育服務與國際理
想標準尚有很大距離，包括專業人
士支援、教師培訓、大眾觀念等。

他指去年就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
情況進行調查，短時間內會公布結
果，藉以讓政府及學界參考，以改
善不足的地方。

科大及理大2011/12年度財務報告結算日均為2011
年6月30日。科大報告顯示，該校綜合收入減至

29.16億元，較前一年度減2.7億元，減幅為8.4%。科
大解釋指，減幅主要因為大學利息及投資回報大減，
由前一年度3.34億元萎縮至1,900萬元，兩者相差3.24
億元，意味 科大收入大幅減少。

配對撥款延期捐款虧損
另因為新一輪政府配對撥款計劃延至今年8月開

始，科大表示，由於部分捐款為配合計劃延遲，故捐
款變相錄得虧損4,700萬元；相較前年同期該項目盈餘
2.3億，減幅達八成。

支出方面，為了迎接「雙軌年」，該校綜合開支增
加12.6%，至30.2億元，增幅包括教師薪金上調、增聘
員工、校園基建、擴充自負盈虧課程等。整體而言，
科大收入大減，開支增加，虧蝕1.01億元。該校預
計，世界經濟困境將持續，大學將要繼續面對不穩定
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帶來的挑戰。
另一邊廂，理大財務報告顯示，在疲弱經濟環境

下，該校收入增長仍然穩健，盈餘達1.544億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7.3%。理大表示，庫房充裕主要因為政府
撥款增加8,360萬元，至23.4億元；以及主要與自資營
運課程學費收入增加有關，增幅達7.8%，至13.6億
元；而該課程學生人數已達1.27萬人。
理大附屬公司營運成果，2011/12年度令人鼓舞，

總營運收入由2010/11年度8.3億元，增加至11.8億元，
增幅達43%；營運盈餘達7,320萬元。

教研酒店唯港薈業績佳
報告指，大學設立的教學研究酒店「唯港薈」，

2011年9月啟業，首年營運業績較預期理想。不過受
全球經濟影響，理大投資淨收益下降，由去年1.38億
元大減至3,200萬元，減幅達76.8%，抵銷部分收入。
報告又指，理大總開支40.76億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2.7%。開支主要是員工薪酬上升，及要加快校舍基建
項目，有關開支達7.203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3%。
理大表示，盈餘有助加強大學支援服務和設施，包

括增加額外人手、教學空間等。
該校表示，校方本年度會進一步投放資源於科研項

目，包括計劃5年內逐漸增加500個自資研究生學位、
制訂未來6年以科研發展為重點發展計劃，以及調整
內部資源分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科技大

學和香港理工大學近日公布2011/12年度財務

報告，由於全球經濟放緩，尤其是歐元區增

長疲弱兼財政困境持續，在複雜而波動的巿

場環境影響下，科大投資嚴重失利，由前一

年度錄得盈餘近5.1億元，變成2011/12年度

虧蝕1.01億元。另一方面，理大受惠政府撥

款增加、自資營運課程學費收入上升，令庫

房滿瀉，「逆市」中仍錄得盈餘1.54億元，

較前一年度上升7.2%。

■「關顧學障周」透過攤位、講座等活動，提升

社區人士對學習障礙的認識和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攝

■梁太指就算孩子有學

障，也不要氣餒。

馮晉研攝

■有非學障的小朋友參

加「學障周」，展現繪

畫才能。 馮晉研攝

■梁紀昌輕鬆應對，稱學校有230個「懂事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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