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麼晚，還不睡覺？」
「你好煩呀！」

「為甚麼起床總是不摺
被？」 「你好煩呀！」

「考試快到，溫⋯⋯」說
話還未講完，對方又回應道：「你好煩呀！」

為甚麼父母對子女的關心、提醒都被拒諸門外？筆者在
中學當學校社工，學生總是埋怨父母沒給予自由，不准這
樣，不准那樣，重重複複的說話，結論到最尾就是「讀好
書」；那邊廂，父母也投訴子女，說他們我行我素、以為
自己真的長大了。其實父母與子女間的相處，到底出現甚
麼問題了？

筆者常問家長：「你關心子女嗎？」幾乎所有家長都肯
定地說關心。再問：「你如何關心子女呀？」他們都能如
數家珍，振振有詞地說出來，例如叫孩子要好好讀書，將
來生活才無憂；不要浪費時間，好好地充實自己才能升讀
大學；晚上要早點休息，早上才有精神上學。這些提醒和
關心都是正面非常，但就是給子女說穿了，到最後還是要

「讀好書」。

信自己能應付 不想父母干涉

子女從小孩到青少年，除了讀好書外，就是學做大人。
學習待人處事，解決問題，在學習的過程中，肯定會有自
己的想法，也會有自己的工作時間表，想別人信任，凡此
種種，一點也不稀奇，當然有時也會跌倒、碰釘，這也是

磨練他們的機會。
「你好煩呀！」四個字，背後意義重大，潛台詞是表

達：「我長大了！」「你不信任我？」「你沒留意到我已做
了？」「我會有分寸了！」「你沒有尊重我！」「不要把你
的意見和想法加在我的身上。」「我真的長大了，不用替
我擔心。」所以有時子女不是拒絕我們的關心，而是他們
確實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可應付，這其實是件值得高
興的事。

放手還是指引 無必勝方程式

有些父母會問：「難道看㠥他們做錯，也不干預？」放
手給予犯錯的機會，在旁提供適當的指引，從來也沒有一
條清楚易明的方程式，當中能否取得平衡，子女有否珍惜
你的提醒才是重點。

我遇過較極端的個案，中五男生投訴媽媽說：「她就連我
何時上廁都要管！」細問媽媽原來真有其事，媽媽就是不想
兒子熟睡後又起來上廁所，所以每晚睡前都提醒他。從媽媽
的角度來說，只是想兒子有良好的睡眠質素；但從一個快要
做成年人的青少年來說，難免覺得她干涉得太多。

要子女珍惜你對他們的提醒，從小開始，由他們的需要
開始。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黃凱珊

查詢電話：2419 7830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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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作為第三屆畢業
生，歐卓榮雖然並非因為政府當年表示要將香港變成

「中藥港」而入讀，但這些年中醫藥的「龜速」發
展，也的確令他失望，甚至令他吐出「我們不一定要
靠政府」這句話。至於前李惠利校舍是否應給予浸大
作興建中醫醫院之用，歐卓榮則表示，即使不批予浸
大，也應該用這塊地去做些回饋到社會的事。

看㠥第一屆畢業的學長學姐遇上沙士，香港經濟因
此消沉，自己畢業時找工作也不易，政府原先規劃的
18間中醫診所，到現在還未完全開設好，幾乎完全靠
自力走出中醫之路的歐卓榮，說起如何推動本地中醫
藥發展時表示︰「我們不一定要靠政府，但如果將來
政府認為和我們中醫有合作的地方，我們也不抗
拒。」

挺「李地」建院 但不強求
「香港需要有中醫醫院，因為可以方便學生進行實

習，也讓香港人看病時多一個選擇。」作為浸大校
友，對於在李惠利地皮建中醫教學醫院，他自然是支
持，「這樣醫院正正在學校附近，可以方便師生進行
臨床工作」，不過，即使沒有李惠利地皮，他亦不強
求，「只要政府肯給地就可以，中醫醫院建在哪裡無
所謂。不過，我覺得無論如何，李惠利地皮也應該做
一些能服務社會大眾的東西，用來建豪宅就不太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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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診兼編寫課程 盼當地人懂用中醫「自療」
遠赴緬菲展關懷
中醫懸壺無國界

余叔韶家中接港大名譽博士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香
港大學於上周舉
行的第一百八十
八屆學位頒授典
禮上，向6位社
會傑出人士頒授
名譽博士學位，
當中包括香港著
名的訴訟律師余
叔韶（圖中），但
余因抱恙，當晚未能親身出席頒授儀式。港大副校監李國寶

（圖左）及校長徐立之遂於剛過去的星期日拜訪余叔韶，並在
其寓所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儀式，完成大學給予余叔韶名譽博
士學位的頒授程序。

文憑試7個考生1個重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首屆文憑試有7.3萬

個考生，有多少人會再捲土重來呢？答案是大約每7個
考生當中，就有1人重考。根據考評局2013年文憑試報
考統計顯示，今年共有10,980位重考生，其中有2,141人
為學校考生，意味他們很可能應考「全科」。升學專家
表示，情況與以往公開試相若，相信多數人都是主科成
績未如理想，所以再戰考場。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表示，文憑試以
學校考生身份重考的人數，與會考比並不算多，「這反
映了學生對應考『全科』沒有太大信心，寧願去讀副學
士升學」。「重考大軍」雖然有近1.1萬人，但吳寶城提
醒首次應試的學生不用過於擔心，「畢竟現在是水平參
照模式評分，所以學生最重要還是要和『自己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由職業訓練局（VTC）及香
港青年協會舉辦的第二場

「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
聲」家長講座，將邀來鮮魚
行學校校長梁紀昌以「從感
謝出發」為題，與家長分享
如何引導新一代學習感恩、
關愛和體諒的心得，並會剖
析子女遇到有憤怒情緒時，
父母如何教導子女，將負能
量轉化為正能量的方法及技
巧。講座將於3月23日（星
期六）舉行，費用全免，歡
迎家長參加。

上述活動於3月23日下午3
時至5時，假座葵涌興盛路
85號的青年學院（葵芳）禮
堂舉行，巿民可於網上登記
參 加 講 座 ， 網 址 為 ：
www.vtc.edu.hk/ero/talk，查
詢電話2836 1098。

梁紀昌曾任職小學教師、
教育署學生輔導主任、督學
和學校發展主任。2002年辭
職離開教育署出任鮮魚行學
校校長，努力爭取資源改善
基層學生的學習條件、打破
跨代貧窮的宿命。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第三屆

畢業生歐卓榮，畢業時遇上本地中醫藥發展聲勢漸

減，一開始只有每月六七千元收入，但這都沒有磨滅

他懸壺濟世的決心，當收入因開設診所而穩定後，他

就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組織了「全仁中醫」，以「無國

界醫生—中醫版」的形式到緬甸、菲律賓等地義

診。有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現時他們正開

始為當地人編寫中醫課程，向外地推廣中醫知識，當

有朝一天他們離開時，當地人也可以用中藥知識「自

療」。

回想一開始決定讀中醫，歐卓榮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這是單純因為覺得中醫有效，且希望藉行醫幫人：「當

時家人都反對我讀中醫，因為那時還未有中醫學位的畢業生，
大家都不知前景會是怎樣，擔心我畢業後就坐在藥房。」結
果，到他在2005年畢業時，也真的在就業方面遇到挫折，「回
歸後，政府表示會設立18所中醫診所，但到我畢業時只有兩三
所，職位不多。結果我去了私人市場一所老中藥店，可能因為
社會上也不太知道香港有中醫學位的畢業生，我月薪只有六七
千元，那時也有想過是否入錯行」。

反思讀醫初衷 義診回饋社會

幾年後儲了一定本錢，歐卓榮終於在2008年與幾個朋友合夥
開中醫診所，自此薪金幾級跳到每月幾萬元。生計問題解決了
以後，他開始反思自己讀中醫的初衷，並㠥手計劃回饋社會。
除了本地的義診服務，他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亦開始決定要
到更窮的地方去行醫施樂。

「原本我們想透過無國界醫生去做，但當中並沒有中醫的領
域，他們亦鼓勵我們自己開拓，於是我們就組織了『全仁中
醫』。一次機緣巧合下，我們認識了菲律賓一個非牟利組織的
職員，他本來也有針灸知識，於是我們主動和他溝通，就有了
我們第一次的義診活動。」

5年內推展南亞非洲

自2009年第一次到菲律賓東部貧窮村落進行一星期的義診，
到現在，義診活動已擴展至緬甸以及內地。歐卓榮笑說︰「但
後來我們發現內地其實有很多中醫，不太需要我們，所以現在
還是集中到外國義診。」最近，有關服務更由20多個醫師以接
力形式推動，維持了整整9個月，歐卓榮自己就在這接力中去
了3次，他還計劃5年內還要到柬埔寨、非洲、尼泊爾、印度等
地，讓中醫的義診服務惠及更多人。

有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為了擴大自己到外義診的
作用，歐卓榮和朋友更打算編寫課程，培訓當地人的基礎中醫
能力，讓他們可以幫村落裡的人治病：「我們計劃課程大概為
3個月時間，也是以接力形式去授課，主要教針灸和刮痧這些
較容易掌握的技巧，課程主要參考本地的高級文憑課程內容。
之後還要他們通過考試，我們才會頒出證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第二屆
中學文憑試已經開考，其中兩科語文
的聆聽試將於下月中旬舉行。以往經
常有公開試考生投訴應考聆聽試時，
收音機因受干擾而失分，有商家遂推
出聲稱「已獲考評局評估及檢測的文
憑試專用收音機」作招徠。不過，考
評局發言人昨強調，該局沒有提供任
何檢測或核准收音機的服務，對有關
公司的推廣手法表示關注，研究會否
採取進一步行動。

fb設專頁 稱備「考試模式」

本報發現，facebook上有某品牌的
「DSE Exam Radio/DSE考試收音機」
的專頁，商家推廣的是一部「HKDSE
聆聽考試專用收音機」，當中的廣告
指，這部「專用收音機」的硬件水平
比坊間其他品牌高，如頻率選擇性的
誤差、信噪比和實用靈敏度較其他品
牌好，更指設有全港獨創的「考試模
式」，包括預設7個香港電台考試頻
頻、自動搜索最佳頻道等功能。該公
司更標榜已用家長身份，把收音機提
交考評局評估及檢測，故符合考評局
標準，建議零售價為298元。

專家：人聲為主 音質影響有限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屯門）資訊及
通訊科技系系主任梁秉雄分析指，就
算「專用收音機」的硬件水平真的如
廣告中標示的數字一樣，但港台的考
試錄音多為人聲對話，而非歌劇或音
樂會，故即使收音設備水平再提升，
對考生聆聽到的音質影響有限。他認
為最重要是考場的收音、天氣狀況
等，「否則部機幾靚都收唔到啦」。

本報記者以顧客身份，向其零售點
職員查詢，對方指上述產品近日有很
多人查詢；新蒲崗總店職員指「只係
賣剩六七部」，又不斷向記者「落嘴
頭」。不過，考評局發言人強調，當局
不會提供收音機產品檢測或核准服
務，亦沒有指定或授權任何專用收音
機的型號，對市面上有公司自稱售賣

「聆聽考試專用收音機」的推廣手法和
宣傳資料，甚為關注，研究會否採取
進一步行動。考評局又呼籲考生如有
疑問，應參閱《考生手冊》或查詢公
開考試資訊中心。

據了解，考評局沒有檢測或核准收
音機的服務，但如有巿民拿㠥收音機
上門查詢收音機規格，考評局職員會
依據3項原則回答，包括該機能否收聽
FM電台廣播、機身體積大小及天線是
否影響其他考生或阻礙通道，相信有
人將之自行解讀為「評估及檢測」。

大狀：失實陳述或涉刑事

大律師陸偉雄認為，考評局已否認
設有檢測服務，而如果有人仍用此作
商業招徠，可能涉及失實陳述，需付
上法津責任。

中醫學位化10年

龜速發展失望 稱「不一定靠政府」

怨父母「好煩」非拒絕家長關心
V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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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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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家聲稱收音機已獲考評局評估

及檢測，不過考評局否認。 網上圖片

■一開始只有六七千元的收入，令歐卓榮一度

懷疑自己入錯行。 受訪者供圖

■歐卓榮積極到海外義診，去年就組織了20多

位醫師在緬甸接力義診9個月。 受訪者供圖

■有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歐卓榮嘗

試為當地人編寫中醫課程，教授基本的中醫知

識。 受訪者供圖

■歐卓榮計劃5年內到柬埔寨、非洲、尼泊爾、印度等地，讓中醫的義診服務惠及更多人，圖為

義診情況。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