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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貴 難升大
75%副學士生嘆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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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助子女讀高教 70%基層憂「脫貧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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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及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合作之「一九五○

年代的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出版計劃，共有6本評論集及創

作集，當中重印上世紀50年代文學作品部分是嶺南大學人文

學科研究中心從搜集多年的珍稀材料中發掘，彌足珍貴。中華書局希望叢書雅俗共賞，為學

術研究者帶來啟悟，為大眾同好燃起上世紀50年代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興趣。

1912年12月
15日，是張幼
儀和徐志摩的
大婚之日。因

為娘家人聽說新郎要一個西式新娘，遂
特意讓新娘穿上一件紅白混合的禮服，
內為白色絲裙，最外層的粉紅裙子還繡
了幾條龍。新娘頭戴鳳冠，臉上遮 密
不透風的蓋頭。
15歲的張幼儀跪在喧囂擁擠的大廳最

前面，一同跪 的，是大她4歲的未來丈
夫徐志摩。
一場悲劇的婚姻，從此開始。徐志摩

婚後對張幼儀不聞不問，當她如空氣般
透明。原來早在徐志摩第一次見到張幼
儀的照片時，便嘴角一撇，嫌棄地說：
「鄉下土包子！」他看不起妻子的知識淺
薄、逆來順受、被封建禮教所束縛、循
規蹈矩、唯唯諾諾；卻看不見即使自己
那樣對待妻子，妻子仍對徐家盡心盡
力，操持家務、事奉公婆，未有半句怨
言。張幼儀知道丈夫看不起自己，也明

白他對自己毫無感情，但當時只有15歲
的她，並不知道該如何對待這一開始就
是錯誤的婚姻。
終於，張幼儀誕下長子後，徐志摩便

隻身遠赴歐洲留學。兩人間的隔膜越來
越大，等到張幼儀到英國陪伴他時，兩
人的婚姻正走到盡頭。徐志摩為繼續與
林徽因的關係，必須釐清自己的婚姻。
即便當時張幼儀已懷孕，也決意提出離
婚，並藉以「挑戰傳統」。
離婚後的張幼儀脫胎換骨，定居柏

林，一邊撫養幼子，一邊學習法語和德
語，還在學校進修幼兒師範課程。其後
更被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聘請，擔任
副總裁，成為近代史上首位女銀行家。
同時還經營一家雲裳服裝公司。
可以說，徐志摩的冷酷無情，反而催

生了張幼儀的堅韌與志氣。我深深佩服
如此頑強的她。不似時下的年輕情侶，
只要遇上少許挫折，便一蹶不振。張幼
儀能隻身在異國產子，被醫生譽為「最
勇敢的病人」，還能在離婚後，面對社會

所掀起的軒然大波，勇敢地走出世俗的
陰影和世人的蜚語，面對喪子之痛，努
力學習，充實自己，開拓出一個不一樣
的人生。
她這種非凡志氣，已超越當時一般女子

的見識，而是像個男兒般頂天立地、昂首
闊步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為世人所
敬佩。在我心裡，張幼儀才是當之無愧的
新時代女性。女人不需依靠男人，一個飽
經滄桑、喪子離婚的女子，一樣擁有幸福
的權利，女兒當自強。想要脫掉世俗的枷
鎖，自立自強才是唯一的鑰匙。
小腳與西服，「小腳」意指張幼儀，

「西服」是徐志摩。徐志摩覺得自己是一
位飽讀詩書、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的
才子，一心打破傳統封建禮教，倡導自
由戀愛。但到頭來，卻只是一個愛情的
奴隸。為了所謂的愛情，受盡千夫所
指。在陸小曼和林徽因之間不斷徘徊，
反而故

步自封。
反觀張幼儀則積極接受新事物，改變

自己。她與徐志摩成為中國第一對以西
方形式離婚的夫妻，為民國的離婚潮打
開序幕，卻無影響她離婚後重獲幸福，
開展輝煌新生。
徐志摩最後在趕赴北平參加林徽因演

講會的途中逝世，而張幼儀則一直活到
88歲，成為徐志摩感情生活中最長壽的
女子。
「你總是問我，愛不愛徐志摩。你曉

得，我沒辦法回答這問題。我對這問題
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
徐志摩做了這麼多事，我一定是愛他
的。可是，我沒辦法說什麼叫愛，我這
輩子從沒跟甚麼人說過『我愛你』。如果
照顧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愛的話，那我
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
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

真正的愛，不是愛時的激烈陳辭，
而是默默的不離不棄。平淡

中，更顯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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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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文學與文

化」叢書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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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不

單讀出了張幼儀不屈的個性，也似乎看

到了當時女性怎樣在不合理和不完美婚

姻制度下自立自強，成為模範。文章寫

得較有深度。

學生：張博文
學校：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小腳與西服》女兒當自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喚起社會對政府
建議把前李惠利校舍南部用地改劃為高級住宅用地
的關注，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學生和校友組成的
「爭取李惠利用地行動組」昨舉行「浸大聯福道校
舍（前李惠利校舍）開放日」，活動包括爭取李惠
利用地資料展覽、填寫保留李惠利用地願望樹心意
卡及中醫義診等，吸引逾800名市民參與。

吸引800市民參與
浸大校長陳新滋致辭時表示，校方會向政府爭

取把整幅李惠利土地撥歸浸大作長遠發展，浸大
初步計劃在該處興建學生宿舍、中醫教學醫院和
綜合大樓，當中部分設施可與社區共用，讓市民
一同受惠。他稱有信心城規會會尊重市民意見，
作出合適的決定。九龍城區議會議員何顯明認
為，浸大的長遠用地規劃能達到社區與大學雙
贏，呼籲市民和該校攜手爭取保留有關用地作教
育及社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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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2012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

劃」(簡稱PISA)剛公布結果，港生的數學、科學及閱讀能力
在國際上的排名為「3、2、2」，比不上上海三項排名均位
列第一，數學尖子比例亦不敵新加坡。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認為，社會不應流於負面比較，應鼓勵良性互動，香港未
來可加強跟上海及新加坡等地的官方和民間交流，互相觀
摩和借鏡。

指港生成績較上屆更進一步
吳克儉在教育局官方網頁的《局中人語》專欄中提到，

港生在PISA取得「3、2、2」佳績，較上屆的「3、3、4」
排名更進一步，而且各領域的平均分皆創新高，成績令人
鼓舞。
針對數學尖子的培訓，吳克儉表示，當局一向鼓勵學校

因應學生的需要，推行校本資優教育，學校可為能力相若
的高能力學生提供抽離式培育計劃，當局亦將繼續支援學
校推動校本數學資優教育，以照顧尖子學生，包括為教師
提供培訓課程、製作學與教資源，及為學生提供延伸學習
機會等。

港生PISA遜滬生 吳克儉：勿負面比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了給中學生們提供一個了
解和體驗腦科學的渠道，香港大學心理學系的教授將在本
月至明年6月期間，舉辦6個免費公開講座，推廣有關知
識。參加學生將獲發「香港大學青少年腦科學家」證書，
表現優異者還有機會被邀請至港大的腦科學實驗室參觀，
及參與工作坊。

「黑色星期五」首辦講座
首場公開講座將於本月13日(星期五)下午5時至6時30分
在港大舉行，屆時港大心理學系的曾加蕙博士會主講「眼
大睇過櫳—談專注力」。曾加蕙將以英語主講，用英語或
普通話回答提問。由於座位限150人，有興趣的同學可於本
月11日(星期三)或以前登入以下網址登記：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uybs/
此外，「香港大學青少年腦科學計劃」公開講座的課題
還包括：大腦功能不對稱性、視覺錯覺、迷信、睡眠、及
性別發展等議題，並由不同專家主講。計劃也接受中學的
邀請，校方會派專家到校與師生分享。有興趣的學校可電
郵hkuybs@hku.hk了解詳情。

港大邀中學生體驗腦科學

■民建聯的調查發現，有四成修讀副學位課程的學生認為學費負擔很大，近四成半要向學資處貸款。 鄭伊莎攝

為了解修讀副學位課程學生對學費及
升學的意見，民建聯於10月份向逾

380名副學位學生進行街頭訪問，當中自
資及政府資助的學生約各佔一半。結果
顯示，各有四成人認為學費負擔很大又
或有些負擔，另約四成半人要向學資處
申請貸款，另33%人獲批助學金。整體
而言，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減學費最能減
輕他們的負擔。

自評升大機會 僅33%有信心
調查發現，74%在完成副學位課程

後希望升讀學士課程，但若自評升學
機會，以5分代表最有機會的話，只
有33%自評4分至5分，意味其餘受訪
者自覺升讀大學的信心偏低。對於畢
業後的薪酬預算，近五成半人估算副
學士資歷可令他們每月賺取8,000元至
1萬元；約兩成半則估計，月薪為
8,000元或以下。正由於受訪者估計未
來升讀大學機會不太大，工作薪酬又
未必特別理想，因此有七成半人坦言
副學位文憑不一定物有所值。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泳建議，

政府應資助副學位課程，促使有關院校
可以減學費，減輕草根家庭的經濟負擔，
亦避免學生財政壓力爆煲。

3課程16萬 或分20年攤還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與傳播副學士二

年級生陳同學指，兩年課程已向學資
處借貸10萬元，連同以往修讀毅進計
劃及副學士先修課程的貸款，3個課程
共借貸高達16萬元，「想起還款額就
壓力沉重，起碼要分開10幾年至20年
攤還」。明年畢業的他指，未來要節

衣縮食，盡量縮減開支才能還款。
對於升學的期望，雖然有近75%學

生有意升讀學士課程，但近35%沒有
信心可升讀大學高年級學士課程。據
了解，每年約有17,000名副學位學生
畢業，當中僅兩成三能升讀資助大
學，其餘需工作或升讀學費高昂的自
資學士課程。民建聯建議，政府增加
高年級的資助學士學額，並設立副學
士進修基金，鼓勵副學位畢業生在境
內外持續進修，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
提升學歷，裝備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學歷不斷貶值，

大批年輕人均希望透過修

讀副學位，開拓升學或就

業的出路。不過，一項調

查發現，四成受訪的副學

位學生指學費負擔令家庭

壓力沉重，雖然付出了高

昂學費，但僅有三成多人

有較大信心可升讀大學，

難怪有 75%同學坦言，

副學位文憑未必物有所

值。民建聯建議，政府應

資助有關課程，減輕學生

負擔，並要增加大學公營

學額及高年級資助學額。

■浸大校長陳新滋在願望樹上掛上願望卡，支持
保留李惠利用地予浸大作長遠發展。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香港家長
普遍認為「兩文三語」和「大學學位」是覓
得好工的基本條件，救世軍一項調查發現，
逾70%基層家長無把握幫助子女接受高等教
育，對下一代的發展失去信心，突顯基層家
長欠缺條件和能力培育子女，基層兒童可能
「脫貧無望」，造成跨代貧窮問題。
救世軍月前進行一項有關「基層兒童十大
脫貧條件」的意見調查，共訪問了365個基
層家庭的父母，當中包括接受半額或全額書
簿津貼、綜援家庭。結果發現，受訪者認為
安穩住所是最重要的脫貧條件，而逾70%受
訪家長認為，要子女「完成大學」很難達到，
表示子女「英語能力」有困難的受訪家長有
逾60%。由此可見，基層父母無信心能夠幫
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對子女以知識作為脫
貧的跳板感到無望。

父母無餘錢聘補習老師
黃太希望女兒將來能接受大學教育，未來

有更好的生活，但女兒自小便抗拒學習英
語，升讀小學後，經常因溫習英文哭起來，
黃太心裡焦急，但自己英語水平「麻麻」，
未能親自教導，而全家的生活單靠丈夫支
撐，根本無餘錢聘請補習老師。
直至去年9月，黃太的女兒參加了救世軍
的生活英語課程，一位義工擔任她的「師
友」，鼓勵她背誦英語字詞，又教導黃太利
用網上平台輔助女兒學習。經過半年的悉心
教導，女兒對英文的興趣增加，英文科成績
亦提升至合格水平。

「聖誕送暖」鼓勵基層任大使
救世軍於昨日啟動「聖誕送暖行動」，鼓

勵基層家長和孩子率先擔任「送暖大使」，
前往不同地區探訪1,000個有需要的家庭，
並送上聖誕禮包，除幫助「送暖」的兒童建
立主動參與的態度外，亦鼓勵其他基層家庭
走進社區，培養積極的人生觀。

■救世軍昨邀請一批基層孩子及家長擔任送暖大使，鼓勵其他基層
兒童走進社區。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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