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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訪深水埗 體驗「地痞」風情

又愛又恨的朋友 溫馨又無奈的情

「硬凈小強」兩膺IVE傑出生
屢遇意外碎骨肌萎又傷眼 勤學服務社會獲9大學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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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明的人生起點波折重重，嬰孩時期
已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意外，身體受

傷。他數個月大及高小時，因避開妹妹學行
車而撼傷頭。最嚴重一次意外就發生在小
一、小二時，他被衝紅燈私家車撞倒，小腿
骨裂、骨碎，小小年紀已要接受手術，需縫
200針。
住院約一年後，他肌肉萎縮，腳趾無法
動彈，接受物理治療過程更是苦不堪言。

曾想棄療 喜獲病友激勵
他當時仍然未懂事，只覺得「坐輪椅、
用拐杖都沒什麽問題」，一度想放棄治療。
後來，醫護人員苦心安排病友向他分享經
歷，才激勵他完成康復治療，活動能力完全
恢復。
升中後，小伙子重拾運動興趣，參加200
米和800米田徑比賽，多次獲獎。不過，倒
霉的事又在中六出現，他籃球訓練時與人迎
面相撞，眼鏡框插進面部，顴骨碎裂，縫了
9針，右眼球下陷，影響部分視力，無法清
楚分辨物件距離。

「單眼」上課 成績受影響
意外後，譚偉明「單眼」上課、溫習，
由於無法長時間依賴左眼，他由原本每天溫

習4小時，減少至1個多小時，文憑試成績
受影響。
直至升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基礎
文憑，他的眼睛漸漸康復，但當室內燈光太
暗，眼睛會疲倦，所以總是把握早上及光線
充足的時間溫習。
縱然遇上多次意外，他未有放棄，並抱
着「努力就可以克服難關」、「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想法，在學業上繼續努力，「原
本（手術後）要坐輪椅、拿拐杖，（以為）
無機會再跑步，但（康復）後可運動，又拎
到獎牌，完全估唔到。」

參與逾900小時義工活動
完成基礎文憑後，他升上IVE會計學高

級文憑。他曾擔任學生會幹事、籌組校慶活
動等，參與超過900小時義工活動。因品學
兼優，他先後取得超過10個獎學金，總額
逾10萬元，更是首名在「伍達倫博士紀念
傑出學生獎勵計劃」中獲獎兩次的學生。目
前，他已獲得本港及海外共9所大學有條件
取錄，有意選擇理工大學會計課程。
職業訓練局昨日舉行「伍達倫博士紀念

傑出學生獎勵計劃」頒獎典禮，9名表現優
異的學生獲頒獎學金，每人可獲發1萬元獎
學金，得主包括譚偉明。

22歲的譚偉明是「黑仔王」，也是打不死的「小強」。

他的人生遇過大大小小的意外，小學時因交通事故碎骨，

縫200針兼住院一年，又引發肌肉萎縮。中學時，他成為

運動健將，卻因籃球訓練與人相撞，右眼球下陷，視力下

降，拖慢學習進度。幸好，他勝在夠「硬淨」，考入IVE

後，更積極服務社會，先後獲得逾10個獎學金，最近更第二次成為「伍

達倫博士紀念傑出學生獎勵計劃」得主，獲9所大學取錄修讀學士學位，

總算苦盡甘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伍達倫博士紀念傑出學生獎勵計
劃」今年共有9名學生得獎，包括就
讀IVE生物科技高級文憑的洪楚琪、
酒店及餐飲業管理高級文憑的蔡丞峯
等。楚琪對細菌和基因研究最感興
趣，早前更在公開比賽中以科研項目
獲得優異獎。丞峯對品酒情有獨鍾，

上月底赴法國交流，認識當地葡萄酒釀製
過程、紅酒文化等。
楚琪升讀高級文憑後，熱衷細菌及基因

研究。去年暑假，她獲安排到中文大學大
豆研究中心實習，協助研究團隊培植能夠
抗旱和耐鹽的大豆品種，以紓緩全球糧食
短缺問題。

她和3名同學今年合作完成以「用納米
金優化的聚合酶鏈反應」為畢業習作，研
究抽取大腸桿菌、沙門氏菌、金黃葡萄球
菌等DNA樣本，調整納米金溶液濃度和
室溫等參數，改善實驗敏感度，以便更有
效驗出上述細菌。他們以上述項目參加香
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今年舉辦的「挑戰盃」
全國賽香港區選拔賽──香港大學生創新
及創業大賽，並於總決賽獲得生命科學組
優異獎。由於表現突出，她已獲得香港科
技大學生物科學學士學位課程有條件取
錄，打算在大學畢業後從事科研工作。

最愛品酒 赴法交流

至於丞峯就讀IVE期間，有機會涉獵不
同飲食文化，對品酒最感興趣，「汽水、
橙汁只有一種味道，放得太久或會變質影
響味道，但葡萄酒在不同時間，味道卻會
千變萬化。」他上月底獲安排赴法國聖特
拉斯堡酒店管理與烹飪學院進行10天交
流，包括參觀葡萄莊園及酒廠，了解當地
紅酒文化等。他已獲得葡萄酒及烈酒資格
認證機構 Wine&Spirit Education Trust
（WSET）葡萄酒第二級證書，期望未來
成為品酒師。
小伙子原來曾在香港賽馬會高級餐廳實

習，有機會協助監督和調配人手，處理足
以供300多人享用的自助餐。談到升學
路，他已獲海外大學的國際款接商務管理
（榮譽）理學士學位銜接課程有條件取
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IVE女愛菌 研抗旱豆盼添糧

■「伍達倫博士紀念傑出學生獎勵計劃」舉行頒獎禮，圖為其中8名得獎者。圖中左二為
洪楚琪，右三為蔡丞峯。 VTC供圖

■譚偉明展示運動獎牌及自製的英文筆
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人一生中的朋友如繁星一
般多，當中有不少人都會隨
着時間悄悄地消失，對你來
說不痛不癢；也有不少人的
到來只是為了給你上一節人

生的課，然後也慢慢淡出你的世界。對於朋
友，我本是愛恨分明的，但因為生命中出現
了她，讓我徹底拋下了這原則。
中二的我作為一個轉校生來到一所陌生的
學校，和她第一次見面是在走廊，第一眼看
見她只有一個想法，就是高，她的笑聲很爽
朗，眼睛不大卻似乎可以看穿別人的心。至
今我認識了她快4年了，回想起當中的種種
經歷，真是既溫馨又無奈！

中三下學期的幾個月是難熬的，父母無休
止的吵架、我和父母的矛盾、朋友的背叛、
老師的責罵……把我壓得透不過氣。委屈、
壓力讓我很累，不少同學看到我每天眼睛都
是紅腫的，有人問過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也有人叫我堅強一點，問過說過也就完事，
這些彷彿只是一種形式，絲毫不帶真心。
一個星期六，突然接到她的電話，叫我馬

上下樓陪她去主題樂園玩。我很驚訝，但也
照做，反正也是一個人在家。到了目的地，
我漸漸輕鬆起來。她拚命推我去坐那些刺激
的機動遊戲，時間飛逝，很快就到了黃昏，
我們坐在一張椅子上舔着冰棒，卻沒有說
話。

一句「別忍了」淚如泉湧
不知為何，心中的委屈突然全湧進了心頭

最軟弱的地方，眼睛朦朧了，但仍舊強忍
着。她彷彿看出了我的逞強。輕輕地拍拍
我，說了一句「別忍了」，那一刻，眼淚就
如決堤的河水，怎麼也止不住，從哽咽到抽
泣到小聲哭泣，一直到嚎啕大哭。
路人紛紛向我投以怪異的眼光，彷彿我覺

得這樣還不夠，最後甚至拳打腳踢，她無辜
地成為我的發洩對象，但她沒還手也沒擋，
只等我慢慢冷靜下來後，自己收手，整個過
程沒說一個字。我卻覺得她什麼都懂，她陪
我到很晚，只是默默地坐在旁邊，她懂別人
都不懂得東西，那就是陪伴，知我者莫若她
了。我在最不幸的時候遇見了她，成為了我
不幸中的萬幸！

朋友相處時，難免也有吵吵鬧鬧的時候。
最難受的一次，我差點跟她絕交。
我這個人特別要面子，而她卻是一個心直

口快的人，無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面
對任何人，她都會說出最真實的東西，跟她
相比起來，我算是虛偽的。
有一次，學校有一個鋼琴比賽，最後環節
是選手的拉分感言。我很想得獎，於是告訴
評委把本來練了只有兩個月的曲子，說成練
了快一年，希望讓評委考慮我為比賽的努力
而得到加分，但完全沒想到的是，坐在第一
排的她居然大聲說道：「你才練了兩個月而
已，別作假了。」當時我羞憤莫名，卻無法
爆發，評委老師頓了一下說道：「好，下一
位選手。」我知道我的誠信分變成了零分
了，更別說加分，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望着
我，嘲笑地交頭接耳，最後我只排第四。

直白揭謊言 斥摯友不靠真本事
我堅信如果不是她，我一定可以拿到前三

名。如果不是她，我也不會丟這麼大的臉，
我恨透她了。放學後，我很生氣並且大聲
說：「這些事與你何干，要不是你多嘴，我
的第三名、我的面子，你統統賠給我！」
她也激動地反駁：「誰叫你撒謊，不靠真

本事。」我當時發誓跟她絕交，真心希望從
未遇過她！
她是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人，只有她明白

我、了解我、陪伴我，可是她的過分直白及
率真，讓我由愛生恨，這種又愛又恨的感情
矛盾得很，但她依然是我知心朋友，不可缺
少的一個人。

■麗澤中學鄭雅雯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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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應對個別地區小一學生
人數的波動現象，教育局年前推出3所空置校舍供「短命
小學」營運並招生4年，以紓緩學額暫時性不足情況。不
過，日前放榜的2017/18年小一統一派位，有「短命小
學」獲派300名至400名小一生，若全數入學，學校或需
開辦十多班小一，引起爭議。教聯會表示，此舉勢必對教
學資源及人手安排帶來嚴峻挑戰，認為教育局安排失當，
促請立刻作出妥善調節，並加強支援受影響學校和家長，
以免影響教育質素。
因應觀塘及元朗區升小生持續上升至2018/19學年的高

峰，隨後2019/20學年逐步回落至穩定水平，教育局2014
年推出營運約9年的「短命小學」措拖，供共四屆升小生
（2015/16年至2018/19年入學）入讀至畢業，讓學校可
透過彈性增收學生，紓緩區內學額過渡期內的不足情況。
隨着2017/18年整體升小生大增數千人，有關學額亦被

更積極利用，例如「短命小學」之一元朗天水圍的中華基
督教會方潤華小學獲分派480多名小一新生，另一位於觀
塘的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亦獲派330名新生，
折合為班數計，兩校或將開辦10多班小一，遠較一般小
學為多。

家長憂影響師生比教學質素
此舉令部分家長不滿，質疑學生人數增加會影響師生比

及教學質素，亦有子女獲派有關學校的家長聲言，會轉往
其他學校叩門。上述兩所涉事學校分別有30間及24間課
室，由於過去兩年班數較少，仍有足夠空間應付。
教育局提到，有關學校已預留足夠課室、設施及人手，

以應付入學的學生需要。
教聯會昨日發聲明指，近年人口波動部分地區學額供應

緊張，但教育局應對時欠缺長遠規劃，導致學校只能被動
地承受決策考慮不周的結果，出現「時而擴班，時而殺
校」情況，嚴重影響教育生態，衝擊教學質素，促請局方
立刻作出妥善安排，支援上述大幅擴班的學校。
該會又指，2019年後，將出現小學縮班危機，期望新一

屆特區政府上任後正視問題，建議參考中學「三保」政
策，同時延長超額教師保留期，以協助學校穩定教育生
態，長遠要做好學額規劃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身
在南非出生、先後在美國及上海生
活的Joshua Claassens，一直希望擴
闊生活視野。他在上海生活時學習
中文，跟隨師傅習武；回到美國升
讀大學主修商業，副修中文。掌握
中國文化基礎後，他於本學年到浸
會大學作交換生，學習太極，貫徹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
他曾到油麻地香氣襲人的果欄，
夜訪過深水埗地攤體驗「地痞」風
情，不斷探索大世界。
Joshua最愛在香港四處逛，坦言喜

歡夜裡的深水埗，「那時，大部分
店舖已經關門，街上滿佈售賣二手
衣服、舊電器或電子產品的地攤，
就像夜市似的，我最愛在旁觀
看」。

清晨與朋友到油麻地果欄
他曾和朋友清晨四時到油麻地果

欄，看着檔主店員穿梭往來工作。
他們各買了一箱新鮮芒果，「那次
經驗也很有趣。」Joshua認為，每個
地方都有其特色，自己最享受在當
中探索。

組隊參賽抬「鑽轎」奪亞
Joshua透過社會創業課程認識「鑽

的」行政總裁梁淑儀，梁向同學介
紹傷健共融競賽活動─抬「鑽轎」
比賽。為了豐富在香港的見識，他
組隊參賽。製作隊衣時，他逐一以
電郵聯絡服裝公司，講解比賽理
念，最終有公司願意以成本價為他
們生產隊衣，「可見人們看重的不
是金錢和回報，而是意義和價
值。」
比賽當日，Joshua與隊友用竹製的

轎子載着行動不便的拍檔比賽，最
後奪得亞軍。
他表示，抬轎活動看到行動不便參
賽者的笑臉，印象深刻，令他反思人
們經常為生活瑣事抱怨，「往往源於
不懂感恩和知足。」
抬「鑽轎」比賽匯聚了不同背景
的參加者，讓Joshua有機會接觸新
事物、認識新朋友，令他學會「在
享受共通點的同時，也要懂得欣賞
彼此的不同。」Joshua已於上月離港
返美完成學業，繼續不斷探索的人
生旅程。

■Joshua與浸大校長錢大康、教職員
及同學一起享受燒烤樂。 浸大供圖

■Joshua與其他同學參加抬「鑽轎」
比賽，用轎子載行動不便者。

浸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