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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年」效應 副學位畢業生增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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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陳詩婷
學校：福建中學（小西灣）《大江大海1949》翻起百般情

甚麼是縴夫？縴夫就是指那些

運用自己的身體能力，全力把載

重的船逆流而上拉到目的地的人，他們就稱為縴夫。究竟今天的老

師是不是縴夫呢？是。除了我剛才所說，他們把事物、知識、人情作交流外，他們還每天逆流而

上。──小思，原名盧瑋鑾，1939年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原籍廣東番禺，出生香港。

這是我第二次讀《大江大
海1949》這本書。第一次

讀，我是一邊後背發冷一邊目瞪口呆地讀畢，被書中的
「歷史」「真相」所震撼的激動心情久久不能平復。第
二次讀，是相隔了一個月再讀，我聚精會神、手不釋卷
地讀完它。第二次讀的感覺，雖然不及第一次那麼激
動，但還是折服於龍應台的精湛文筆與出神入化的敘事
手法。
讀完之後，我上網查找過與本書相關的新聞，發現原
來台灣作家李敖曾洋洋灑灑地出版一本廿萬字的書，指
控龍應台這本書所存在的「謬誤」，也在網上看到一些
不辨是非的評論攻擊，當時我就很想大力反駁：你們真

的有好好比較龍應台與李敖所著的書嗎？
在作者自序中，就有給那些攻擊她、中傷她的人一個

答覆，像：「大陸讀者說，為什麼對大陸着墨那麼
少？」「台灣的讀者說，為什麼沒有寫血淚交織的滇緬
孤單？」……龍應台回覆：「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事情的
全貌……沒有人知道全貌。」我知道本書是作者與兒子
的一次互動帶來的契機之下所著的書，但是，我想說的
是：《大江大海1949》是一把邀請
懵懂小孩進入歷史的偉大鑰匙，
作者用最細膩的感觸、最尖銳的
筆鋒，向所有經歷戰爭或有經歷
戰爭的人發問：戰爭，真的有戰

勝者嗎？
同時，我也很感動，感動的是龍先生（我知道作者是

女士，「先生」是尊稱）在
著書時那種堅持不懈的精
神。除本書外，還有《野火
集》、《請用文明說服我》
等，我都被她那種不屈服於
惡勢力的頑強精神所感動。
一個文人，能作出這種堅
持，很不容易。
在此，我衷心感謝龍先

生帶給我如此深刻感觸！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難得作者會喜歡龍應台《大江大海
1949》這種背負着歷史滄桑的著作。但作者有沒有好好比較過龍應台
與李敖他們兩人所著的書呢？人是複雜的生物，歷史，比人更複雜。而
作家筆下所謂的歷史，可以讀，但如果當成信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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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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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啟事

《縴夫的腳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職場新鮮人求職
不易，入跨國企業更是困難。職業訓練局今年繼續
與香港英商會合作，為轄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修讀資訊科技高級文憑課程的畢業生，提
供到跨國企業實習2年的機會。參與計劃的機構由
最初4間增加至今年的7間，實習名額亦由8個擴展
至14個。有參加計劃的畢業生在匯豐銀行實習1
年，就提早被聘為長工，薪金上升近倍至月1.5萬
元，並累積了不少經驗和人脈。

提升IT高級文憑畢業生能力
為進一步提升資訊科技相關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

的工作能力，職訓局自2010年起就與香港英商會合
作，推出提升培訓計劃。
職訓局資訊科技學科學術總監王麗蓮表示，計劃開

始只有4所跨國企業為學生提供8個實習位置，至今
年已增加至7所，包括匯豐銀行、中華電力、英國電
訊、源訊科技、香港賽馬會、國泰航空及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預計今年的實習薪金約為9,000元。
雖然名額亦增加至14個，但競爭依然激烈。王麗

蓮表示，有關計劃接受IVE軟件設計、網絡安全、
雲端技術等8個資訊科技相關課程近千名學生報
名，除了校內的篩選外，亦需經過企業的面試，再
擇優取錄。

匯豐實習1年 獲聘做長工
2012年IVE電腦系統管理高級文憑畢業生梁繼新

就參加了這個培訓計劃，獲選至匯豐銀行出任網絡
及客戶服務工程見習生，1年後就被聘為長工，薪金
由一開始的約8,000元躍升至1.5萬元。
他表示，自己透過計劃熟悉了跨國企業的運作，

也提升了專業和英文能力，「我覺得一開始累積經驗、擴闊
人脈比較重要，反而不用太顧慮工資問題。」
此外，為了在資訊科技的人才培訓走得更前，IVE去年用

了約70萬元，於調景嶺校園增設了「雲端創新應用中心」，
以創造出模擬雲端數據中心的環境，支援與數據中心管理和
雲端計算相關的教學。
另外，它亦支援電腦網絡、網絡保安、系統管理和虛擬化、
雲端服務與應用，以及大數據分析相關的學生實驗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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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勞工子
弟中學日前舉行畢業禮，逾千人出席。擔
任主禮嘉賓的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讚揚勞
校過往60多年堅持以嚴謹的辦學精神，培
養五育兼備的學生，特意請全體中六畢業
生起立向全體老師鼓掌致敬。

典禮上，黃玉山以港生近日在美國參加國際科學大賽獲得
優異成績為例，指出要建設美好的將來，必須倚仗科學，將
科技和教育置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加快實現國家
富強的步伐。他勉勵畢業生要多參與科學學習活動，藉以加
強科學思維，從而鍛煉分析等能力。

發展科學思維 加快國家富強
勞校校長齊忠森在典禮上致歡迎辭時表示，學校一直重視

課堂教學以及校園關愛氣氛。例如積極與大專院校合作，進
行教學效能提升計劃；設立雙班主任制；進行家訪活動，促
進家校合作，輔導學生成長；推動閱讀風氣，並推廣體藝活
動，提升學生整體個人素質。
畢業生代表感謝學校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亦感激老師和

家長的關懷愛護、栽培和鼓勵，並會積極勇敢面對挑戰，貢
獻社會。

勞校畢業禮 黃玉山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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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麗 蓮
（左）表示，
計劃開始只有4
所跨國企業參
加，至今年已
增加至7所。梁
繼新（右）獲
匯豐銀行聘為
長工。

歐陽文倩 攝

■勞工子弟中學日前舉行畢業禮。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踏入畢業及升學
季節，除應考公開試學生外，就讀副學位課程學生
亦要尋求銜接出路，當中8大院校的資助高年級學
位為大部分人首選。由於今年副學位畢業生屬
2012年新舊制「雙軌年」入學的一批，人數較去
年大增5,000名，8大銜接學位雖亦有增加，但競
爭仍需要約7.5人爭1位，情況相當激烈。教育界
人士指，每年幾千個資助銜接學位，遠未能滿足數
萬名副學位畢業生需要，認為應以副學位課程達優
良成績水平的比例作指標，提供足夠資助學額吸納
首3成副學位生。

銜接8大7.5爭1位 競爭不及去年
今年9月新學年8大高年級銜接學位將增至4,000

個，本報根據教育局提交立法會文件推算，「雙軌
年」入讀兩年制自資副學位課程、今年將畢業的學
生有約有3萬名，較去年約2.5萬名自資副學位畢
業生大增5,000人，即平均達7.5人爭一個銜接學
位。不過，由於去年8大銜接學位學額只約3,000
個，競爭比率約8.4比1，今年情況得以紓緩。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表示，無論

是舊制高考或新制文憑試生，選讀副學位後，大部

分人升學首選是銜接資助學士學位；雖然數字上入
學競爭略為改善，但如學生報讀課程心態不變，實
際爭入8大銜接學位難度仍與去年相若。
今年施政報告提到，8大資助高年級學位未來將

再逐步增加，至2018/19學年的5,000個。關注副
學位大聯盟召集人馮偉華表示，8大銜接學位競爭
比率雖減少，但整體競爭仍然激烈，而學額增幅太
慢，也難滿足學生升學需要。他表示，每年約有3
成副學位畢業生成績積點達3.0以上的優良水平，
符合報讀銜接學位資格，建議以此為指標，將銜接
學額增至佔副學位畢業生人數約3成。

2位發起活動的學生分別是城大創意媒體系二年級生丁卓藍和科學及工程學院一年
級生王芷君。卓藍去年已做過一次「搞手」，
算是有經驗，亦是「環保中堅」，但芷君卻
坦言自己並不是個特別環保的人，「我不是
那種有一張廢紙就一定要拿去回收的人，但
這次會想做這個活動，是因為看到退宿真的
很浪費，一個人一些垃圾，二三百個人加起
來，就是很多很多。」

回收箱滿瀉 打印機連說明書
到底退宿會造成多少資源浪費呢？芷君
帶着記者到處走走看看。訪問當天雖然還
未到退宿限期，但校方為宿生設置的回收
箱早已不足容納遭棄置的物品，不少枕
頭、被鋪、床單都放在地上，堆成一座小
山，裡面還有些衣物，甚至還有打印機，
旁邊放着說明書，證明都是用了不久的東
西；參與活動的賽馬會敬賢堂宿舍，每層
的公共空間裡，都放了一些退宿不要的物
品，如衣架、食物、玩具等。
對此，芷君表示︰「如果沒有參加這個
活動，真不知道原來浪費的情況如此嚴
重，我還曾撿到隨身攜帶的充電器。」

感宿生過度消費 搞手氣憤
卓藍對此則是感到氣憤，「宿舍裡的人

過度消費，然後浪費，他們因為住大學宿
舍而買那麼多東西，然後最終又統統棄
置。」所以舉辦是次活動，並獲得大學學
生宿舍處幫忙，助她們存放回收物品，讓
舊宿生留下的物品，在下學年入宿時可分
給新宿生用，為宿舍創造承傳物品的文
化，並減少「年年買新，年年變廢」的惡
性循環。一些學生未必會要的如床上用品
等，她們則計劃轉運至慈善團體，又或者
運到深水埗讓有需要的人取用。

非為「執手尾」盼建環保觀
有別於一般回收傾向「越多越好」，芷
君和卓藍持相反看法，「雖然我們舉辦這
個活動，但不是要替大學生『執手尾』，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有環保概念，也為
自己做的事善後。所以如果同學有東西不
想要，可以先問問身邊有沒有朋友要，再
不就放到每層的公共空間裡讓其他人拿
走，真的還剩下來話，我們才幫忙把物品
轉給有需要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大

學宿舍宿生每年來來去去，不少住宿生

活物品年復一年地購入和棄置，小如衣

架、大如枕頭被鋪，堆起來就是一座又一座的大山。有見每年都有大批

物資被送往堆填區，城市大學2名學生就與學生宿舍處發起回收活動，

將退宿學生不要的物資先在宿舍裡「循環再用」，由新宿生「繼承」，

令物品獲得「第二生命」之餘，也讓新入宿學生減少購入物資。2位學

生希望有關活動以後可以常規化，令環保意識於一代代同學相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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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雖然今次的回收活動獲城大校方
支援，但由於屬個別學生自發，難以申請活動經費，也未廣泛獲得
同學參與。就連將物品運到慈善機構的租車費用，其實也是學生宿
舍處一位職員自己出錢。丁卓藍和王芷君都希望，大學可將這個活
動常規化，「我們始終能力有限，也總有要離開大學的時候」。
這次活動主要由卓藍和芷君發起，參與的宿舍名義上只有賽馬

會敬賢堂一棟宿舍，原因是芷君是該舍堂的學生幹事，「其實我
們的幹事也有在通訊群組裡問其他宿舍有沒有興趣參與，但大家
都沒有作聲」。雖然如此，卓藍指她們會組成「洗樓考察團」，
到不同宿舍內收集棄置物品。

校方支援貼宣傳海報
不過，個人能力始終有限，她們最希望的，還是校方可以將這

個環保活動常規化。她們解釋，雖然今年有校方支援，可以貼貼
宣傳海報，宿生亦會收到講解活動內容的電郵，也有地方暫存回
收物品，但卓藍表示︰「我認為學校可以做得更好一點，例如由
校方主辦，以及開放活動室去放置物品，這樣同學亦可隨意出
入，見到喜歡的東西時就可直接拿走，做到更快的循環。」

自發活動難申經費 恐人走「斷纜」

■雖然訪問時仍未到退宿高峰期，但棄置物已堆積如一座小山，王芷君指，當中不少都是
十分新淨的床上用品。 莫雪芝 攝

▲為了更好
地裝好宿生
捐 出 的 物
品，王芷君
偶爾會去撿
拾紙皮。
莫雪芝 攝

◀每年都有
大批宿生進
出城大，若
每人都棄置
一堆垃圾，
加起來所造
成的資源浪
費 可 想 而
知。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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