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語歷史由來已
久，可分類為：神
話 寓 言 、 歷 史 故
事、詩文經句和民

間俗話。人們使用成語上千年，故不少成語文言色
彩甚豐，但成語畢竟流傳至今，足見語言千錘百
煉。今期本欄會介紹成語起源。

神話寓言 化為成語

第一類，神話寓言成語。神話傳說體現人們對自
然界的天真理解，例如「夸父逐日」。傳說夸父威
猛好勝，與太陽追趕競走，總追不上，路上又累又
渴，喝光了黃河、渭水仍然不夠，再往北邊大澤找
水喝，卻渴死途中，隨身手杖棄在地上，後來長出
一片桃林。寓言典出《山海經．海外北經》，後世
用以比喻不自量力或有雄心壯志的人未竟大業。其
他有「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等。至於寓言故
事，則透過虛構人物或事物說明某個道理和教訓，
含勸誡或諷喻，例如「刻舟求劍」─楚人過江，
劍掉水中，便於船舷刻一記號，待船停止，從刻記
號處下水尋劍的故事。故事典出《呂氏春秋．慎大

覽．察今》，後世用以比喻拘泥固執，不知變通。
其他有「揠苗助長」、「掩耳盜鈴」、「亡羊補
牢」、「畫蛇添足」、「葉公好龍」、「愚公移山」
等。

歷史故事 提取概括

第二類，歷史故事成語。這些歷史事件大多信
實，並記載於歷史典籍。這些成語由前人在歷史中
加以概括，或提取而成，讓人引以為鑑，例如「紙
上談兵」。戰國時趙括擅長談論兵法，不知變通，
導致長平一役大敗，趙軍40萬人被坑殺，典出《史
記．廉頗藺相如傳》，後世用以比喻不合實際的空
談或議論。其他的有「臥薪嘗膽」、「指鹿為馬」、

「負荊請罪」、「程門立雪」、「望梅止渴」、「聞雞
起舞」、「一鼓作氣」、「名落孫山」、「圖窮匕見」
等。

詩文經句 流傳千古

第三類，出自詩文經句的成語。中國古典文學作
品甚豐，流傳千古，如《詩經》、《論語》、《孫子
兵法》等，當中包含很多哲理名言，言簡意賅，反

映㞫久不變的生活經驗或做人道理，例如「不恥下
問」，語出《論語．公冶長》：「子曰：『敏而好
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不以向身份較
低微、或是學問較自己淺陋的人求教為羞恥。其他
的有「中庸之道」、「愚不可及」等。詩歌散文也
是傳誦千秋，例如「萬紫千紅」（見《朱熹．春日
詩》：「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柳
暗花明（見《陸游．游山西村》：「山重水複疑無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另亦有「淡妝濃抹」、

「寸草春暉」等。

民間俗話 生動有趣

第四類，民間俗話成語。中國歷代以來，很多人
民根據生活和勞動經驗創造相當數量的成語，這些
成語生動有趣、形象分明，富表現力，可單從字面
了解其含義。例如「同病相憐」、「苦盡甘來」
等。下期本文將再談談成語的運用。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張燕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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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560個學額 僅跌5％

現時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及
浸會大學4所資助院校，均有開辦修讀年期較短
的PGDE課程，另公開大學也設小量自資學
額。根據4者資料，今學年共設有1,560個PGDE
全日制及兼讀制學額，較上學年1,645個少約
5%。以院校計，浸大及港大減幅較大，分別有
16.1%及10.5%。各校資料又顯示，逾九成修畢
PGDE課程者會從事教育工作，但近年部分畢
業生就業前景似有轉差跡象。以港大為例，
2010年度PGDE課程失業率為0；但2011年度增
至2.6%。

現正於教院就讀全日制PGDE、專修通識科
的張先生，矢志成為中學教師，將於5月畢業。
他坦言，正擔心讀完書無法入職。由於「雙軌
年」結束，超額教師未來亦會保留，加上要與4
年制教育學士畢業生競爭，對前景感到憂慮。
他本科修讀歷史，指自己一心教書，希望啟發

學生，令下一代成材，所以一畢業即報讀
PGDE課程，「但沒有估計到情況（入職困難）
會這麼嚴峻⋯⋯」

有社工系生 轉回做社工

學校一般會於2月開始新學年老師招聘廣告，
張先生已打算「漁翁撒網式」覓教職，計劃寄
出過百封求職信，包括教學助理和小學老師也
不放過，只求入行。為增加入職本錢，他積極
擔任童軍領袖、考行山牌、報讀額外師訓、領
袖課程等，期望額外經驗對入職有幫助。不
過，他坦言，已做好暫時轉行的心理準備，

「如果連教學助理都沒有，會投考紀律部隊，待
學生人口回升時，再做老師」。他無奈指，有本
科社工系的PGDE朋友，最後因無法覓得教職
轉回做社工，對自己能覓得教職把握不大。

坦言入職後 感教席不保
未入職的畢業生先發愁，新入職老師一樣發

愁。通識科教師李先生兩年多前開始於葵青區
一中學擔任教學助理，完成PGDE課程後，去
年9月成功轉職為合約教師；但由於合約教師須
每年續約，他坦言入職後，「教席不保的感覺
很強烈」。該校就有兩名教師去年開學前被通知
不獲續約而離職，「下一個可能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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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處理性騷擾 中大要開「培訓班」

雙軌年完升中生又減萬 港大2011年PGDE生首見失業
擬寄百求職信
準教師憂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由浸會大學
統籌、以當代國學大師饒宗頤命名的「饒宗頤
國學院」，將於下星期一舉行成立典禮，成為
本港首所國學院。多名重量級學術界和政界人
馬獲邀出席，包括饒宗頤本人、中央文史研究
館館長袁行霈、國務院參事王國華等。新成立
的國學院將以研究為主，教學為輔，藉以傳承
中華文化底蘊。典禮當日將同時展出「書香墨
妙：饒宗頤教授近年著作書畫展」。

集研究教學發展一體
即將成立的浸大「饒宗頤國學院」集研究、

教學、發展於一體，藉以傳承中華文化精粹。
研究方面，學院將以傳統國學、漢學、經學為
研究基礎，融合東西方國學、漢學、經學研究
優勢，探索古今，用創新方法提升國學，使之
成為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思想體系，以推廣至
獲世界廣泛認知。另學院會致力培養國學專業
研究人才。

邀饒宗頤許嘉璐等主禮
典禮邀得浸大饒宗頤國學院永遠榮譽院長及

浸大榮譽文學博士饒宗頤、饒宗頤學術館之友
榮譽會長兼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許嘉璐、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兼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
長袁行霈等主持。而國務院參事兼饒宗頤學術

館之友名譽會長王國華、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及浸大校長陳新滋等也將擔任主禮嘉
賓。

教聯會倡更積極回應幼教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對施政報告中多項

教育政策，多個教育團體持續表達意見。關於15年免
費教育部分只提出以委員會「研究可行性」，教聯會直
言「定位太低」，認為政府應更積極回應學界及家長對
落實幼師薪級表、提供學券面額等訴求。教協則指，
幼教界對已確立15年免費教育基礎，應盡快分階段落
實，包括先提供學生單位成本資助，及於過渡期間向
幼師提供資歷津貼。

促學券面額調高五成
教聯會認同施政報告推出讓業界「休養生息」方

向，但認為當局應更積極回應業界關注，包括重設幼
師薪級表、設立幼師培訓基金、把學券面額調高五
成，至每年2.52萬元等，令教師及家長受惠。

教協昨日則對教育局成立的專責委員會只研究15年
免費教育「可行性」，而非「具體落實方法」表示質
疑。該會稱政府應盡快縮短免費教育落實期，以分階
段形式，先以單位成本資助代替學券，並提供過渡期
幼師資歷津貼、確立幼師薪酬機制等。該會又期望政
府增加資助大學學額及加強自資副學位課程監管，並
歡迎政府改善融合教育，提高學習支援津貼上限。

炒資深員工 港大學生會稱跟足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學學生會去

年9月以「行為嚴重失當」為由，解僱一名逾30年年資
的員工，事件引起部分校友不滿。有校友及前學生會成
員成立facebook專頁，指責學生會「未審先判」，且拖欠
薪俸，計劃今晚在該會舉行百周年晚宴會場外舉行活
動，為該前僱員「討回公道」。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回應
指，解僱決定符合既有程序及規條，亦經過充分討論，
所欠薪俸將會在審批程序後交回該位員工。而對於有關
決定受部分人質疑，學生會稍後釐清程序後，亦會成立
委員會重新檢視事件，希望各校友稍安毋躁。

會長：或補回薪酬差額
對於是次風波，陳冠康回應指，該員工基於某些行

為失當被解僱，但具體詳情因學生會議事規則所限，
不便公開。他強調，學生會作出解僱決定時，已考慮
該員工服務多年，故亦有給予其「頗大金額的補償」，
也補足退休金等。不過，其後因為「雙糧」及假期計
算，部分薪金安排有糾紛，學生會現正等待審批程序
完畢，並補回部分薪酬差額。

本㜫內容：文匯教育 社團新聞 神州大地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舊高中學制過渡

的「雙軌年」結束，加上適齡升中學生將累計下跌逾

萬人，中學教師需求劇減。另一邊廂，教育局又推出

保留超額教師3年措施，令一眾修讀「學位教師教育文

憑」（PGDE）課程的大學畢業生首當其衝，找尋教席

時遇上重大困難。4所有開辦PGDE課程的資助大學資

料顯示，今學年學額達1,560個，只較上學年微跌

5%。這班準教師將於未來1年至2年投入市場，掀起

「搵工潮」。有將於今年5月畢業的PGDE學員直言，擔

心入職無門，打算下月學校老師招聘期開始後，寄出

過百封求職信，只望求得一個教席。

PGDE學額
院校 2011/12學年 2012/13學年變化

中文大學 550 558 +1.5%

香港教育學院 435 427 -1.8%

香港大學 380 340 -10.5%

浸會大學 280 235 -16.1%

總數 1,645 1,560 -5.2%

*數字包括兼讀制和全日制學額

資料來源：各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言必有「中」
成語四類起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隨㠥高
等教育普及，大學畢業生不再是昔日的
天之驕子，不少人希望透過進修增值。
中文大學研究院因應不同界別需要，

2013/14學年推出醫療、認證、心理
學、經濟學、細胞及分子生物學五個全
新修課或研究式碩士課程，學費由4.21
萬元至12.8萬元不等。該院院長黃永成

表示，下學年研究生助學金有望提高，
尚待校方批核。

中大研究院下學年將提供242項課
程，其中94項為研究式課程；另148項
為修課式課程。課程分全日制及兼讀
制，為有意進修的人士提供不同選擇。

手術護理理學助醫護深造

今年該校推出5個新碩士課程，以適
應不同領域需要。醫學院推出「手術護
理理學」碩士，供護理學畢業生及手術
室專業人員深造，課程將包括各類手術
講解。學生可在專設的模擬手術室中學
習，並交流手術全期護理方面的知識。

認證化學理學教實驗室技能

理學院看準香港檢測認證產業發展，
推出「認證化學理學」碩士，修讀學生
將可掌握設計化學檢測方法實驗室技

能，並能獨立對各類物質材料進行化學
分析，成為執行化學檢測認可標準的專
業人士。另尚有「細胞及分子生物學」
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為立志從事現
代生命科學和生物醫學研究人士提供深
造機會。

心理學文學修畢可申會籍
社會科學院推出了「心理學文學」碩

士，讓非心理學本科畢業者可取得資
歷，以申請香港心理學會會籍，及報讀
本港其他心理學深造或專修課程。該學
院還推出了經濟學理學碩士，主力培訓
學生運用經濟學和金融學理論與應用分
析的工具，以解決經濟和金融的現實問
題。

中大研究院現有近1.3萬位學生，佔
全校46%；其中研究式研究生有2,206
人。黃永成表示，目前全日制研究式學
生每月獲13,600元至14,070元助學金，
下學年助學金有望提升。該校大部分研
究式課程將於本月31日截止申請；大部
分修課式課程2月28日截止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中文大學去年有
女職員懷疑因性騷擾而自殺，校方遂成立檢討委員會
審視現行投訴機制。經過約半年檢討，委員會於前日
舉行的公開論壇表示，注意到性騷擾投訴人或會面對

「權力不平等」（power imbalanced）問題，故以後凡涉
及高層或濫權的性騷擾投訴個案，校方將主動跟進；
另亦會要求大學高層接受培訓，提高處理性騷擾事件
的意識。不過，多位出席論壇的校友及職員都對是次
檢討未能有效改善機制感到不滿，希望校方額外聘請
全職人員，專責處理性騷擾投訴，並提供一站式支援
予受害人，避免悲劇再發生。

委會倡邀校外人士加入

中大處理性騷擾事宜檢討委員會工作進入尾聲，委
員會前晚舉行公開論壇，向教職員、學生及校友交代
進度及收集意見。

委員會建議，日後性騷擾投訴若涉及嚴重罪行、高
層管理人員、濫權時，校方將作主動跟進，並會加強
高層管理人員培訓，確保他們對防止性騷擾政策有充
分認識，以及掌握如何處理。另委員會亦建議校內防

止性騷擾委員會，應邀請校外人士及學生加入調停或
投訴小組。

校友批「不見棺材不流淚」

不過，部分受關注的議題如增加支援、額外請人專
責處理事件、投訴人請律師介入等，檢討均未有正面
回應，令不少出席者感到不滿。校友丘梓蕙曾於2002
年就中大迎新營部分活動涉嫌性騷擾向校方投訴，她

批評校方10年來一直無視問題，到弄出人命才作出檢
討，形容大學「不見棺材不流眼淚」。自殺事件死者
家屬亦到場表示，對性騷擾投訴時涉及權力失衡感到
擔心，希望與委員會會面表達意見；但委員會只表示
會考慮，未有答允。

中大員工總會副會長吳曉真認為，委員會只處理自
殺事件呈現的突出問題，未有確切完善機制，希望該
會認真研究，於最後報告帶來確切改變。

中大研究院推5新碩士課程

■黃永成（左三）及各學院人員介紹下年5個全新修課或研究式碩士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大處理性

騷擾事宜檢討

委員會前日舉

行公開論壇，

向校內職員、

學生及校友交

代進度，數十

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文倩 攝

■曾於2002

年作出性騷擾

投訴的校友丘

梓蕙，直斥中

大10年來一

直無視問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文倩 攝

■未來4年適齡升中學童累計大跌逾萬，完成PGDE課程的準教師首當其衝，擔

憂教師需求減少，難覓教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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