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書局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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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孚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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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形記》─反思生命真相
《變形記》

是卡夫卡的
代 表 作 之
一，被譽為

現代主義的奠基之作，而卡夫卡亦被
譽為現代主義文學先驅，在世界文壇
引起巨大迴響與高度評價，掀起一股

「卡夫卡熱」。
卡夫卡是一個心靈敏感、纖細而性

格內向的人，著名的《卡夫卡全集》、
《審判》、《城堡》與《美國》都是由

於他的摯友布勞德沒有遵照其遺言，
沒有在他死後把所有作品焚毀才得以
保存。他一生掙扎於德裔與捷克裔、
愛情與寫作、職業與理想之間，他的
感傷反映在其作品中。我們生於一個
相對可勇於追求理想的世代，也許較
難體會他的無奈和嘆息。

《變形記》收錄卡夫卡的3篇作品：
《蛻變》、《飢餓藝術家》和《巢穴》，
這裡選取一些有趣的段落思考一二。

《變形記》的開首最有趣，直接用

「一天早上，格勒果．撒摩札從不愉快
的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
蟲」。這樣的文句單刀直入，給人一些
唐突之感，但從後仔細讀來就增添不
少代入之感。主人公醒後發現自己變
成一隻蟲，從夢醒的茫然到四周張望
房間，房中的擺設與無厘頭抱怨的描
寫，揭示他對工作的厭惡與為家人安
逸生活之間的掙扎，還有他對理想─
繪畫的熱愛和隱藏。起
初，主人公不肯相信自己

變成蟲的事實，甚至還想再睡一會
兒，睡醒後一切回復原狀。故事的
發展是，主人公從逃避現實到
無奈接受，再到家人發現他變
成蟲以後的種種反應與改變。最
後，主人公絕食，家人得到解脫
及迎向新生活。作者把人性和人
與人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描寫得
淋漓盡致，富有張力，引導讀者思

考 生 命 的 真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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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清晰交
代了《變形記》的內容及作者的背景，如
能多發揮一下，寫出由作品而得的啟迪，
文章必更具感染力！

學生：鄧翠兒
學校：聖士提反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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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香中參與單車百萬行

調查揭城大無障礙設施不足

跨境雙非交表惹不滿 法律界指或違基本法
爭議大恐掀覆核潮
北區研「原區優先」

子女「迷網」諗計助脫「宅性」
隨 社會發展，不管是大

人或小孩，長時間上網彷彿
已由以前的「沉迷」轉化為

「生活習慣」。「低頭族」、「宅
男」、「宅女」等名稱一一出

現。那麼應當如何面對家中的
「宅仔」「宅囡」？這已是現代父母一大挑戰。

回想從前，上一代父母最希望子女常留在家，放學不應
於街上流連玩耍，怕他們學壞。不過，自從家家戶戶開始
有了「網絡」，現代家長越來越鼓勵子女多參加課外活動，
而不是整天留在家中上網。無可否認，看見子女長期蹲在
電腦熒幕前，足不出戶，漸漸不顧儀容，連吃飯也變得可
有可無，說話越講越少等等，這些情況確實令人擔心。

諳網絡文化 明青年心態
為了讓家長更明白子女的網絡文化，筆者任職的機構早

前舉辦「家長網絡小組」。小組中，筆者認識了兩名家有
「宅仔」和「宅囡」的媽媽組員，她們為了幫助孩子，除了
參加講座及小組，約見輔導員外，更會在日常生活中花盡
心思，例如在情人節寫「情信」給子女表達「愛意」；平
日不愛看電視的媽媽，會四出找尋喜劇，希望在看得捧腹
大笑時，笑聲能吸引孩子離開房間；每逢節日，媽媽會放
下平日尊嚴，做鬼臉與子女拍攝「搞笑合照」，希望子女感
到家庭溫暖；學習上網「煲韓劇」，以明白子女箇中心態。

幫忙僅暫時 須慢慢放手
雖然讓子女擺脫「宅性」十分困難，但她們從沒放棄。

經過數月互相支援，小組完結時，其中一位家長分享時表
示，她不再把家中孩子視為「宅仔」「宅囡」，而是她心愛的
子女，故她的目標是學習如何幫助及愛護孩子。經過這幾
年以淚洗面的日子，她漸漸明白到只能盡力嘗試以不同方
法幫忙，但子女將來始終要由他們自己掌握、負責，她要
學習慢慢放手。

協助子女的技巧固然重要，但其實一段段珍貴的親子經
歷，將會令父母與子女關係更堅壯。久而久之，將能打動
子女的心，讓他們主動作出改變。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 吳欣穎

查詢電話：2549 5106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昨
日發出2013/14學年幼稚園申請調整學費通
函，公布下學年每名學童學券資助額，由本學
年16,800元上調4%，至17,510元，增加了710
元。不過，上調幅度較本學年5%增幅低了1個
百分點。

學費上限亦加4%

另一邊廂，新一年度學券計劃學費上限亦將
上調4%。以半日制學額計算，每名學童每年
將由25,200元上調至26,260元，全日制則由
50,400元上調至52,520元。教育局表示，上調
幅度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而訂。至於所
有打算申請調整學費的幼稚園，以及現時已參
加或計劃申請參加學券計劃的幼維園，均須向
教育局遞交指定表格，截止日期為3月8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響應綠色生活，以及為博愛
醫院的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籌募經費，天水圍香島中學參
與日前舉行的「匯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3」。該校教職員、家
長、校友、學生及友好人士組成110人「香島單車隊」，校長
楊耀忠更親率領單車隊，齊為慈善出力。

為活動提供場地

天水圍香島中學全力支持善舉，為活動提供場地。大會邀
請歌手謝安琪及任賢齊擔任「單車百萬行大使」，宣揚健康生
活信息，同時為活動主持啟動儀式。5,000名市民由天水圍香
島中學出發，場面熱鬧。

一眾參加者騎 單車，分批在天水圍天秀路出發，沿 天
影路、經屏下路折返，最後回到啟程的學校，全程約10公
里，現場氣氛高漲。

楊耀忠：師生並肩行意義非凡

活動當日除了單車百萬行外，主辦單位也於香港女童軍總
會天水圍何超瓊活動中心舉行頒獎禮和「單車嘉年華」，當中
有花式單車表演、歌唱表演、攤位遊戲及特色展覽。校長楊
耀忠表示，活動意義非凡，「香島師生踴躍參與，並肩而
行，給我愉快而難忘的經歷」。

幼園學券資助額增4%

本 內容：文匯教育 社團新聞 神州大地 副刊 戲曲 綠野遊蹤 電視表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

研、劉景熙）就教育局將研究是
否把北區小一學額優先派給本地
學童，北區家長考慮「原區優先」
做法，但構思已惹起跨境童家長
反感，認為安排不公平。

深港跨境學童家長會主席黃菁
葒表示，10多名雙非家長昨日聽
到該構思時非常反感，「我們的
子女都是香港人，不應因父母背
景而歧視他們，我們有權控告政
府」。他們認為，政府一向形象
公平、公正、公開，這亦是他們
希望子女在香港學到的優良特
質，「原區優先」一旦執行，美
好形象將毀於一旦。

跨境童家長王錫徐長女新學年
將升讀小學，現正參與統一派位
程序，等待6月派位結果。他批
評香港高官目光太短淺，「年年
過萬名跨境學童到香港讀書，他
們長大會將成為『建設者』。如
果港府落實『原區優先』，跨境
學童會覺得不公平，未來即使學
有所成，也不會願意貢獻香港社
會」。

王錫徐又表示，不太擔心女兒
要跨到更遠的地區上學，「人那
樣多，派不到（北區）學校都正
常。本來（跨境上學）就已經好
遠，無所謂，最多辛苦一點」。

北區家長：方便照顧

不過，北區家長考慮「原區優
先」做法。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主席林陳容珍表示，「原區優先」
方便學童上學及家長照顧，「孩

子突然生病，都可以快些接孩子回家。曾
有該區家長向我反映，因學校太遠，全日
都要留在學校附近等接放學，浪費時間！」
她又指這些家長「一捱捱6年」，非常淒
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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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學年北區升小一學額嚴重不
足，單計整個北區，估計約3,600名

升小一生（近七成）屬跨境童；其中上水
80校網，預計有近1,700名適齡升小學童競
逐800多個學額，估計尚欠800個至1,000個
學額。學童跨區上學勢所難免，惹起多區
家長不滿，要求教育局推出「原區優先入
學」機制。

吳克儉：改派位機制有困難

吳克儉昨晨出席公開場合後表示，了解
北區家長訴求，當局正在考慮，但要同時
照顧各項主要因素，包括跨境學童整體分
流、北區家長本身意願、派位公平性等。
了解實況及分析後，當局會把結果交由小
一入學委員會作最後檢討。

他昨晚出席電台節目時又補充，當局原
先估算20萬名雙非學童中，約四成人或會
來港就學；但深圳近日改變雙非學童教育

政策，或令來港就學學童人數進一步上
升。另他指雙非學童亦擁有香港身份證，
改變派位機制需要理據，可行性存在困
難。況且今年派位程序已展開，新學年難
以執行。

律師黃國桐及大律師陸偉雄均指，教育
局「原區優先」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五
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們
解釋指，跨境及雙非學童均在香港出生，
又持有香港身份證，法律上是香港人，同
樣享有本地教育福利權利和自由，包括選
校自由。他們均強調，絕不能因行政方便
而凌駕法律大原則。

法律界倡詢問律政司意見

黃國桐續指，「除非18區全面推行『原
區優先』，否則不能只針對部分校網，更不
能獨獨針對跨境及雙非學童，因為他們都
是香港人，法律上人人平等」。陸偉雄亦認

為，若落實「原區優先」，表面理據已屬
「有爭議理據」（Good arguable case），雙非
及跨境童家長若提出訴訟，教育局屆時將
面臨司法覆核。他建議教育局審慎行事，
盡早詢問律政司意見。

校長：憂涉歧視惹訴訟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表示，校長
會仍未就「原區優先」討論，但他擔心政
策涉及跨境家庭受歧視和公平性，未來或
引起訴訟。

他希望教育局最快數月內提交建議，讓
家長可盡早作升學部署。他又指，會繼續
爭取活化及善用當區早前被「殺校」的小
學空置課室。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梁兆棠表示，政府
需要研究有利本土居民的方案。而當局可
以簡化程序，分流跨境童、雙非童到不同
口岸和地區升讀小學，不用限於北區。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冼儉偉表示，現行派
位機制下，並沒有提及優先把本地學額優
分配給原區學童。如果在北區先行，其他
同樣有跨境童升讀小一的地區，是否同樣
推行該措施也是疑問。

劉國勳贊成「原區優先」

民建聯北區區議員劉國勳卻贊成港生「原
區優先」，並希望政府盡快詳細交代細節，

「今年做到幾多得幾多，下年正式落實『原
區優先』」。他建議北區多個校網連結組成聯
網，分配學額時優先配給本區學生，餘額再
集中抽出來供跨境學童「攪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馮晉研）小一統一派位申請近日結束，已有大批跨境及雙非學童家長湧港交表，

鄰近的上水校網首當其衝，導致學額嚴重不足，令該區本地學童可能要跨區上學。有見及此，本地家長強烈要求當

局引入「原區優先入學」機制的聲音開始湧現。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首次透露，指可考慮「原區優先」，包括如

何把學童分流、公平性等問題。有北區資深小學校長擔心，這是變相歧視跨境家庭，日後或出現頻繁訴訟；更有法

律界人士警告，這或違反基本法，強行推出或面臨司法覆核潮，當局要審慎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校園無障礙設施
不足夠，或影響殘疾學生過正常校園生活。一項
對城大無障礙設施設置的調查指出，城大學生對
無障礙設施認知「不及格」。而校內無障礙設施不
足，例如欠缺觸覺引路和火警警示器，殘疾學生
出入有困難。城大表示，一直致力改善校園無障
礙環境。

城大學生關社組去年2月進行「城大校園無障礙
調查」，成功訪問230名校內學生，發現學生對無
障礙設施缺乏認識。回答相關問題中，受訪學生
答對率低於47%；但九成人表示，願意與殘疾同學
做朋友；逾六成人更表示願意照顧他們，態度正
面。

調查又顯示，城大缺乏無障礙設施，包括欠缺觸
覺引路、火警警示器等。而大部分教學樓殘疾人士

專用廁所面積不足，部分設施更出現老化。另進出
演講廳通道空間不足，大門太重等，令殘疾學生未
能暢通出入校園。

關社組建議，校方盡快完善校園無障礙設施、成
立專責單位處理校園一切有關無障礙的議題，以及
積極推動校園無障礙文化。

校方：已申撥款改善

城大發言人表示，現時校內有逾50名殘疾學生就
讀，校方一直致力建設無障礙環境。如新落成的校
舍，已按照最新法例，要求提供無障礙設施，亦不
斷作出改善。為進一步支援殘疾人士，城大更購置
了小巴，接載有特別需要的師生來往大學本部和邵
逸夫創意媒體中心。校方去年向教資會申請撥款，
以進一步改善校園無障礙設施。

■「香島單車隊」出發前舉行誓師大會。 校方供圖

■吳克儉昨日首次透露指，可考慮港生

「原區優先」機制。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