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晚以「條條大路通羅馬」為題發表網
誌，指今年各院校及培訓機構為文憑試考生
提供超過7.4萬個學額，考生可利用多元、靈
活和多階進出的升學和就業途徑。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則指，應屆考生整體成績繼續平穩
進步，充分發揮新高中教改的成效。
除傳統升學學額外，特首在網誌又提到，

特區政府努力為青年人提供新的和多元的事
業發展出路，包括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推動產
業發展，而日前剛獲立法會批出20億元的創
科創投基金，亦吸引對本地創科初創企業的
投資，有助有志年輕人投身創科產業。他強
調行行出狀元，條條大路通羅馬，考試成績
並非決定前途的唯一條件，勉勵同學們因應
自己興趣和能力努力拚搏，邁出新階段的第
一步。

吳克儉：港生水平穩進步
另外昨早吳克儉到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

學，為文憑試考生派成績單兼打氣，他指今
年考獲「3322」、5科2級、5科5級的日校生
比率升幅顯著，反映港生學業水平平穩進步
及新高中改革的成效。而就今年7科5**狀元
人數為五屆文憑試最低，及有人質疑與大批
尖子轉考IB國際文憑有關，他指文憑試7科
5**人數的變化於統計上並未見代表性，而香
港作為國際城市，鼓勵多元發展，年輕人考
試亦有多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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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泛政治化，少數人事事以政治立場先行挑動
社會對立，稍有不同己見者即瘋狂攻擊。此風發展至
今，竟然惡化至連表明「無立場」的人亦被批鬥，港人
不表態的自由正漸被剝奪！

昨文憑試放榜，部分媒體「循例」偷換概念，以「政
治表態」等同「關心社會」，追問多名狀元尖子的政治立場，意圖作
一時炒作。一直以來，部分年輕人會抒發己見，亦有人會坦言不願表
態或並無立場；後者會令有意炒作的媒體「沒功課交」，惟昔日編採
人員也大致會予以尊重。

但隨着小部分「重政治、輕專業」的媒體批鬥之風「上腦」，昨日
當有志從醫的狀元多次表明「政治方面無立場」時，卻遭《蘋果》網
絡新聞大字標題揶揄「中立哥無立場確係勁」，以煽動性語氣、用字
及影片後期效果，不出面但擺明引導激進網民對其作批鬥，背後的潛
台詞就是「你只能跟從我反政府，否則鬥死你」的白色恐怖。

媒體有預設答案，對十多歲的公開試狀元尖子追問其政治立場，本
身已被不少人質疑是無聊之舉。如今提問者不單不能接受不同意見，
甚至以卑劣手法批鬥表明中立的年輕人，實在令人心寒。

■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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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狀元慘遭「政治綁架」

兒摘星多得母堅強
爸出走 媽撐家 拒綜援 寒窗苦 奪6優

拿 着 6 科

5**亮眼的文

憑 試 成 績

單，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的林嘉男第

一時間向母親報喜，兩人都流下了百感交集的眼

淚。這位別人眼中的「天之驕子」，成長背後的

坎坷，只有自己知。小二時，老爸已離家出走，

一家曾靠綜援度日，小男孩變得自卑又敏感。堅

強的母親鼓勵他要有自信之餘，自己亦投入工

作，不用政府救濟獨力撐起一個家。雖然出身草

根，但林母要求孩子活得高尚：「只要別人有需

要，你要大力幫助。」這啓發了嘉男立志從醫，

希望未來能入讀港大醫學院，幫助更多人，回饋

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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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輸在起跑線」基層贏佳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沒有父蔭、

無錢報讀興趣班，是否就會「輸在起跑
線」？多名來自基層家庭的文憑試考生，有
人與父母蝸居於200呎劏房；有人因父親嗜賭
兼離家出走，生活貧苦，更多次寄人籬下；
也有人從內地來港因不諳英語而處處碰壁。
雖然起步點落後他人，他們卻以其亮麗的成
績單告訴大家：儘管遇到困難，只要以堅毅
不放棄的精神，面對劣勢也可反敗為勝。

蝸居劏房 窮則思變志更強
就讀荃灣Band 3基層學校紡織學會美國商
會胡漢輝中學的新來港學生盧芷君，初中時
曾與父母蝸居於狹窄劏房，每晚只能靠微弱
的燈光在「碌架床」上温習，但人窮志不
窮，這反而燃點起她的鬥志。
她努力學習英文，「初來港時，英文發音

經常被人取笑，但我沒有氣餒，平日多看英
文電影、新聞，多閱讀簡單英文小說，英文
字詞彙增加了，發音也改善了！」芷君迎難
而上，在校屢獲助學金，今年文憑試更考獲6
科36分佳績，1科5**、4科5*以及1科5，期
望報讀中大風險管理課程，將來回報父母。

單親男生 帶淚入睡不自棄
同校的陶曉峰，父親在他年幼時因嗜賭離家

出走，遺下他與哥哥，由母親一人獨力照顧，
父親更將公屋作抵押，令一家人居無定所。他
坦言童年生活顛簸，「多次寄人籬下，生活很
貧困，小學時更因難忍同學的欺凌及嘲諷，轉
校2次，每到深夜總會難過得帶淚入睡」。幸
好初中遇上一班友善的同學，從此改寫了他灰
暗的校園生活。相信「人窮志不窮」的曉峰經
過一番努力，今年考獲4科5*，擬報讀理大護
理課程，立志把所學貢獻社會。

內地來港 苦追英文打根基
廠商會中學的張耀鋒及湯文滙分別在中

一、中四來港定居，因校內英語課程較內地
艱深，學習時倍感困難。來自單親家庭的耀
鋒憶述，初來埗到時要面對陌生環境，他十
分徬徨，「英文更加是最大的恐懼，遇到不
明白的，我就要問老師。」耀鋒及文滙每天
不屈不撓地打好英文根基，終追上進度，二
人均在英文考獲3，最佳5科均有22分，成功
取得大學入場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黎忞，
實習記者 華鎧瑩）今年有4名 7科 5**
「狀元」，拔萃女書院佔了兩位，成為
「大贏家」，另聖保羅男女中學及皇仁書
院各佔1位。「狀元」中，張綽倩、姚子
晴、黃灝森均立志行醫，餘下的史泳桐則
以律師為目標。張綽倩表示，嫲嫲在兩年
前患上卵巢癌，發現時經已擴散，返魂乏
術，「當時我無能為力，但答應過嫲嫲，
要成為醫生，未來救助更多病人。」目前
她傾向選報中大醫科。

自我施加壓力 校內外用功
女拔狀元張綽倩對成績大感驚喜，但如
此佳績得來不易。整個中六，她除了食
飯、洗澡、睡覺，幾乎全部時間都在溫
書，「上課有不明白就請教老師，每日回
家都複習當日所學」。她笑言最大的壓力

源於自我要求，「考試前的一個月，我規
定自己只吃同一款三文治作早餐，以免考
試當日食錯東西影響表現」，緊張程度可
想而知。至於減壓方法，她特別喜歡台灣
樂隊「蘇打綠」，隨口也能唸出《你在煩
惱什麼》的歌詞，只要聽到他們的歌，就
能獲得鼓勵，繼續向前。

三人立志行醫 一要當律師
另一名女拔狀元姚子晴，學業成績優異，
原來還是校內田徑隊長，其1米63的跳高成
績更一度打破學界紀錄。她笑言跳高的經驗
也可應用於考試，「參賽者有3次試跳，第一
次試跳失敗其實是經驗累積，分析失敗原因，
下次便可以做得更好。」她會將之應用在學
習上，精益求精。
她也希望日後可以行醫，但選上的是港大

牙醫。其中小學階段，身邊有不少同學曾經

矯齒，有些會因為儀容改變而備受困擾，甚
至遭受欺凌。這些經驗讓她特別關注牙齒健
康，「這會直接影響一個人的溝通能力與自
信，不過牙醫學卻往往被人忽略。」
至於另一女狀元，是聖保羅男女中學的

史泳桐。她主張作息平衡，從不通宵溫
習，喜歡每天溫習不同科目，最怕沉悶，
本身會彈琴畫畫，愛與朋友談天放鬆心
情。閒時喜愛看推理小說，自中五起便閱
讀法律書籍及報讀網上相關課程的泳桐，
冀能成為律師，因工作有挑戰性，她更計
劃畢業後加入法援署幫助有需要的人。
受從商的父親影響，她亦對商科感興
趣，已計劃入讀港大工商管理學學士及法
學士雙學位課程。
至於今年唯一男狀元，是皇仁書院的黃

灝森。他表示，由於患病經歷難忘，故想
報讀醫科，幫助有需要的人。

■狀元史泳桐。華鎧瑩 攝

林嘉男生於一個熱鬧的家庭，
與父母的關係很好，還有兩

位姊姊。他從幼稚園開始，成績已
經名列前茅，天資聰穎，學業不用
家人操心。不過，小二時，家庭發
生巨變，父親拋妻棄子，嘉男情緒
大受影響，成績下滑。嘉男坦言，
「當時行出街，從來不會鬆開阿媽
隻手，永遠耷低頭。」

讚母是「冇鬍子爸爸」
家中失去經濟支柱，一家人曾短
暫靠綜援度日，林媽媽於是在洗衣
店工作，靠雙手撐起整個家。每日
早上8時許，她先送小孩上學，再
去上班，直到晚上6時左右回家，
做飯給孩子吃，「要給他們食有營
養的食物，嘉男最愛吃洋葱牛
肉。」
捱過最艱難的時間後，即使仍然
符合資格領取綜援，但林母堅拒再
申領，「我知道社會上總有比我們
更需要援助的人，而且我要積極工
作，當孩子的榜樣。」另一方面，

她又開解嘉男，家庭問題不是他的
錯，鼓勵他要昂首做人。
憶起兒子初中時給自己送上的父

親節賀卡，上面寫着「沒有鬍子的
爸爸」，林母熱淚盈眶，林嘉男亦
忍不住流下男兒淚，他憶述在文憑
試期間，「媽媽知我壓力大，不會
特別講什麼，但常常準備湯水。」
備戰時，他堅持12時前睡覺，一大
早起床温習，每天做3份試題，而
且要計時做。對每一科，他都有不
同讀書方法，例如英文科要特別溫
生字，理科會特別自製筆記。

立志懸壺「醫病醫人心」
林母很重視兒子的學業，但她更

看重他的品行，「其實良善、有愛
心，遠比成績重要」，他又教導兒
子「不可以只幫忙你喜歡的同學，
你討厭的也要幫助，只要有需要，
就要幫忙」。
這種「愛的教育」對嘉男影響甚

深，去年10月嘉男一家得知多年沒
見面的爸爸病危留醫，亦願意放下
前嫌，前往醫院探望，「我無諗過
不原諒爸爸，既然神愛世人，我都
應該這樣做。」未來他希望成為醫
生，並期望做到「不只能醫治病
人，更要醫人心，關心病人和親
屬，心裡永遠抱着Hope(希望)，
Hold On Pain Ends(堅持下去，艱
難日子會完結)」。
現在林母已轉職當陪月員，工作

較有彈性，大姊早已出身，幫補家
計，二姊亦已完成大專設計課程，
再加上林嘉男將不愁升學機會，林
母總算苦盡甘來。由於嘉男打算在
大學住宿舍，她笑言不捨，只希望
愛兒可多回家吃飯，共聚天倫。

■■來自基層單親家庭的林嘉男來自基層單親家庭的林嘉男，，與媽與媽
媽分享獲得佳績的喜悅媽分享獲得佳績的喜悅。。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憶起母親一直以來的支持憶起母親一直以來的支持，，林林
嘉男不禁流下男兒淚嘉男不禁流下男兒淚。。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盧芷君考獲6科36分
佳績。 受訪者供圖

■陶曉峰取得4科5*好成
績。 受訪者供圖

■新來港考生張耀鋒（左）及湯文滙獲得入讀大學
資格。 受訪者供圖

■林嘉男希望入讀港大醫學院，幫
助更多人。 莫雪芝 攝

■狀元姚子晴（左）及張綽倩 姜嘉軒 攝 ■狀元黃灝森 劉國權 攝 ■狀元史泳桐 華鎧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