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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是一位單身母親，丈夫2006年去
美國闖蕩，當時她生下的男孩剛滿一歲，誰
知老公走了不久，便「失聯」了，如今已逾
十年，音信全無。周女士自己挑起養育孩子
的重擔，十度寒暑，帶着孩子受盡煎熬，辛
苦自不必說。
今年孩子小學畢業了，面臨「小升初」，轄

區內兩個初中都是「差校」，周女士想為孩
子找間比較好的學校，這就面臨「擇校」問
題。一打聽，讓周女士嚇了一跳——擇校費
高達四五萬元，對於月薪只有兩千多元的單
身母親而言，這筆費用實是難以承受之重！
如今內地許多城市，不管讀初中、考高中

都面臨「擇校」之痛，連「幼升小」——即
學齡兒童上小學都是一道門檻！我認識一位
劉先生，他獨生子彬彬今年7歲，該上小學
了。他們居住的小區是新建城區，附近只有
一家新辦的小學，師資力量薄弱，學生多是
當地搬遷戶的農家子弟，劉先生和妻子認為
決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一心要讓孩子
上一所比較好的小學，於是他們未雨綢繆，
決定買一套「學區房」。
他倆勒緊褲帶節衣縮食，壓縮一切生活開

支，兩年沒有買一套新衣裳，去年5月花70
多萬元在老城區買了一套小戶型的二手房，
為今年孩子上學作準備。由於當時正面臨房
產證變不動產證的改革，到11月份才拿到
房產（不動產）證明。小兩口總算放下心
來。誰知最近得知：報考該轄區小學必須持
有一年以上房產證明，這就意味着小彬彬在
該區入學還需繳納四五萬的「擇校費」。小
劉兩口為買房已經傾盡家財，還挪用了父母
三十萬積蓄，實在無力支撐這筆擇校費了！
眼看暑假已到，距小學報名只剩一個多月，
小劉夫妻倆再次陷入焦急不安的境地！
我記得：前兩年是「初升高」（初中升高

中）難，如今又發展到「幼升小」（幼兒園
升小學）難，擇校費更是水漲船高、年年猛
增，難怪小劉兩口子欲哭無淚大喊道：為什
麼？這是為什麼？我還聽說，鄭州市內幾所
被稱為「巨無霸」的所謂「著名小學」，年
年報名季人滿為患擠破頭，一時交通堵塞、
場面混亂，不得不由警方出動維持秩序。據
說美國華盛頓中國研究中心下屬一機構還搞
了個中國內地500所最佳小學排行榜，其中
鄭州就佔了10多席。

不禁要想，為什麼學齡兒童上小學、享受
國家義務教育都如此作難啊！也難怪近年來
鄭州流行這樣一句話：「你問永久的牛市在
何方？在學校，擇校費永遠只漲不降！」擇
校成了市民心中一塊心病了！這還是城市居
民面臨之痛，那些在城市打拚的農民工子
弟，擇校就更是難上加難了！

又何止鄭州呢？「擇校難」已然成為內地
居民繼看病難、買房難、養老難之後又一不
可承受之重！不可否認，我國教育事業改革
開放以後得到飛速發展，但必須正視的是：
我國教育資源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教育關乎
到國家民族百年大計、千秋大業，小學教育
是基礎的基礎、關鍵之關鍵，一個孩子一生
的成長、前程乃至畢生的幸福，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小學教育。讓孩子上一個好學校、遇
到幾位好老師、結緣一群好同學，對養成孩
子德智體美全面成長裨益極大。有道是「再
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如果孩
子輸在起跑線上，家長必將後悔終生。
一位退休的小學校長道破天機，他對我

說：教育資源不公平是社會最大的不公，存
在「擇校難」的原因多多，最大的盲點無非
是區域之間教育資源佈局不均衡、不合理。
深層次原因還是某些地方領導的放任自流甚
至心有所繫。
對他們而言，自己管轄區內有幾個所謂

「名校」至關重要，基礎牢、師資強、學生
尖子多、升學率高的名校愈多，自己的「政
績」就愈大。對於一些校長來說，多錄取一
些官員子弟和富商子女，面子有光、好處多
多；再通過「擇校費」獲取一筆不菲的「意
外之財」，更是「小金庫」的額外收入，不
收白不收、何樂而不為呢？！

因為「擇校」讓小金庫盆滿缽滿的事情，
早已不是秘密了！據報道，北京中關村三小
原校長，就是從兩個校區6,500名學生中撈
起好處費，最終因貪污、私分等罪名鋃鐺入
獄；廣西大學附中原校長唐運南等人則因收
取 1,600 萬元的「助學款」，成為階下
囚……這樣的案例，乃是對「擇校費」之類
的控訴啊！家長們為了下一代的快樂成長，
可謂絞盡腦汁煞費苦心了。不少人就瞄準那
些私立的被譽為「貴族學校」的所謂「國際
學校」，但昂貴的入學費又讓他們望塵莫
及。聽說前幾年有些內地人將希望瞄準「港

生一代」。千方百計在香港產子，讓寶寶生
下來就擁有香港戶籍，還避免超生罰款之
憂。另有一個最大的「紅利」是：可以讓孩
子從小享受香港的優質教育，將來也容易考
取香港的名牌大學。就是回內地考試，也能
享受考分的照顧。當然，普通工薪族家庭難
以有此奢望的。

針對擇校難的困境，也有人搬出「存在的
就是合理的」、「有需求就有市場」的邏
輯，認為「擇校費」的存在是處於「轉型
期」的中國不可避免的「陣痛」。所以儘管
近年各地出台了不少政策法規，限制甚至嚴
禁「擇校費」，但是這種嚴禁卻收效甚微，
擇校難總是「濤聲依舊」，地方官員也只好
對其睜一眼閉一眼。有人還借口發達國家多
存在「特許學校」、「磁石學校」等貴族學
校和發行「教育券」為由，鼓勵學生「擇
校」。但他們忘記了，中外國情不同，人口
密度、教育基礎有別，套用外國的例子沒有
可比性。
中央政府歷年都下達紅頭文件，對義務教

育下了不可逾越的紅線。不少城市也相繼出
台「爭創義務教育無擇校城市」的規定。何
以年年高喊，擇校問題卻屢禁不止甚至越發
嚴重了呢？竊以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此乃造成義務教育擇校
問題永難破解的癥結所在！
筆者認為，要想徹底解決「擇校之痛」這

一「老大難」，必須從體制、規則和覺悟等
多方面下手整治，首先需解決如下幾個問
題：一，各級教育部門務必高度重視學校管
理，要嚴禁公辦名校以種種名義收取「擇校
費」，還要大力提倡名校幫扶薄弱學校，甚
至責令名校校長到薄弱學校任職，以減少名
校與普通學校的人為區分；二，嚴格要求各
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以身作則，不
批條、不說情、按政策辦事，徹底杜絕「擇
校費」的存在；三，務必加強學籍管理，嚴
禁跨區擇校，嚴格執行「公辦學校不擇校、
擇校進民辦」的原則，追究違規學校和校長
的責任；四，嚴禁公辦學校在媒體和網上進
行教學成績宣傳和廣告，民辦學校的宣傳也
必須符合國家相關政策，嚴禁掛羊頭賣狗肉
式的王婆賣瓜造勢宣傳。上述幾條，關鍵在
校長，重點在輿論，倘放任相關領導無視規
矩不講紀律，一切就都白搭了！

軍民同心慶祝國慶

同性之情
港女比港男多，
不够配對，以致港

女嫁不出去；或者港女的學歷、職
位甚至地位日益高，看不上港男等
等，這是近幾年媒體乃至電視台不
斷翻炒的話題，炒來炒去之後，香
港女人似乎很不堪。
然而，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呢？當

然不是。尋伴覓侶是人類的天性，
也是動物的本能，畢竟，人都怕孤
獨，都有軟弱時，需要身邊人的安
撫，甚至照顧。但是，真實的生活
經驗告訴我們，那個在你最需要時
願意或有能力助你一把的人，未必
是傳統意義上的伴侶，而可能是你
的朋友、同事、鄰居，甚至陌生
人。
從前，女人由於沒有經濟能力，

或者被賦予生育的責任，不得不依
附於男人。男人則需要有人為他傳
宗接代，也不得不娶女人。所以，
「嫁得好」或「娶得好」是女人或
男人唯一的出路，今日持這種觀念
的女人/男人仍不少。只是，「嫁得
好」或「娶得好」卻不再絕對，因
為今日社會誘惑多，「嫁得好」或
「娶得好」隨時會變卦，甚至成為
怨偶。
而且，「嫁」和「娶」也不一定
是指女人和男人，可以是身份對
調，因為「同性戀」和「同性婚
姻」有上升之勢，何況還有很多同
性之間的深厚友情。隨着時間推
移，這種友情絕對不亞於異性之
愛。
我想起去年播出的人氣電視劇

《瑯琊榜》中所描寫的梅長蘇（林
殊）和靖王（蕭景琰）的兄弟情，
這對從小一起成長的好朋友情如手
足，在一方遇困難和受冤時，另一
方挺身而出，當中的互相思念和為
對方擔憂的心，描寫細膩如男女之
間的愛情。
其實，一個人是否感覺到幸福，

關鍵不在於「嫁」或「娶」，而是
找到自己的價值、定位，明白所
需，並有獨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
現在既沒有「養兒/女防老」的觀
念，也沒有「白頭到老」的思想，
即使居於同一屋簷下，也可能是兩
個孤獨的心靈，各自為政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電視台那齣《嫁到這
世界邊端》節目，看似是港女愛的
出路或歸宿，實際情況未必如畫面
所見。
異性戀是長年累積的習慣和傳

統，也符合人類陰陽兩性的人體構
造和繁殖需要而廣為人接受。但如
果以科學家對兩性人腦組織的研究
顯示，似乎同性之間的溝通和理解
效果會更好，所以，才有惺惺相惜
或肝膽相照的同性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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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兩天，便是
農曆丁酉年24節氣

的「秋分」到來。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分」到

來是表示秋季已過半，即是說丁酉
年已過了大半。斗轉星移，時間過
得真快啊。儘管秋天已過半，天氣
反常，仍悶熱得很。今年多風雨，
天文台預告今年還將有颱風降臨，
秋老虎仍未離去，人們生活質素看
來備受考驗。
今年倒也是喜慶臨門的日子，祖

國建國68周年，又逢中秋團圓佳
節，但願天公作美，國慶與中秋都
是天朗氣清的好時光。
香港回歸祖國今年剛慶祝20周
年，又迎來祖國68周年國慶。本港
的愛國愛港團體特別多，人們紛紛
組織慶祝活動，多彩多姿，多不勝
數。昨天下午，香港各界慶祝國慶
籌備委員會舉辦記者招待會，籌委
會秘書長蔡冠深出錢出力，在記者
招待會上興高采烈地介紹今年籌委
會的精彩節目，與會嘉賓還有籌委
會及多媒體朋友們。秘書長蔡冠深
博士介紹了今年慶祝活動的兩個晚
會是10月1日及2日，首晚是綜合晚
會，次晚是青年音樂會。
籌委會由本港數百位熱心人士組
成，其中主席團的執行主席為董建
華先生，他將會在文藝晚會上致開
幕詞。晚會將由蔡冠深博士主持，
司儀有藝員陳百祥、陳貝兒。久未
公開演出、雍容華貴的鄺美雲將唱

出雄壯的愛國歌曲《我的祖國》，
當然還有應景應節的《甜蜜蜜》和
《月亮代表我的心》。回歸祖國20
周年的國慶節，文藝演出中最受歡
迎的是解放軍駐港部隊文工團演出
英姿颯爽的步操和歌舞節目，精彩
的演出彰顯軍民同心慶祝國慶的愛
國情懷。
講到愛國情懷，晚會中各位演出

者所表演的節目《飛躍龍騰》、
《我的中國心》、《我是中國
人》、《英雄盛世》、《龍的傳
人》等，其中有著名的文藝演出者
姚珏、莫華倫，經典合作還有粵劇
演出者羅家英、曾慧等等。最受青
年人歡迎的是10月2日晚國慶青年
音樂會。與去年一樣，不單有內地
及本港的青年音樂家，還有從韓國
邀請到來的青年音樂家。曾記得去
年青年音樂晚會中，聽到韓籍演唱
者熱情洋溢地唱出《Happy birth-
day to China》，惹來陣陣呼聲和
應，相信今年氣氛將更熱烈。
慶祝祖國的生日，來自香港十八

區各界所舉行的國慶活動，我最欣
賞的是九龍城區各界慶祝國慶籌委
會所舉辦的節目。當中包括祖國新
貌報告會、九龍城各分區嘉年華
會、各界慶祝國慶聯歡晚宴、國慶
盃粵劇比賽及頒獎欣賞會，還有兩
場電影欣賞會《建軍大業》和《戰
狼II》，正值本年祖國建軍60周年
慶典，此兩套經典電影，令中華民
族擁軍愛民精神更熾熱。

「港姐冠軍唔易做
呀！」這句說話十分

「貼地」，不是嗎？由佳麗參選「香港
小姐」開始，首關已經被電視台負責
「揀蟋」的評審幾番「評價」啦！再由
培訓至踏上比賽舞台，就要面對數以百
萬計的觀眾「認認真真」的評頭品足，
好聽的，不好聽的，佳麗們都要笑着去
接受（就算佳麗自己心中想着︰『你們
不識貨啫！』）心理壓力極大，她們真
的不容易啊！
「香港小姐」選舉的口號是「美貌與智

慧」並重，港姐們的智慧到底是什麼程
度，大家不可能靠一晚的選舉節目看得
清，但「美貌」嘛，就是選美的大前提，
觀眾心裡都有自己的一把尺，當選冠軍
的美貌是否被大部分人認同艷壓群芳？
觀眾的反應和評價，就是答案了。而今
屆「出爐港姐」冠軍雷莊𠒇 的美貌自然
成為評論的焦點，實在是無可厚非。
不能否認「審美」眼光各有不同，不

過，「美」與否可以從大部分人認同的
審美角度作準則，同時代表了「民
意」。猶記得亞視主辦第一屆「亞洲小
姐」選舉時，以「大美人」林青霞為首
的評審團，她們選的「亞姐」冠軍人選
是佳麗潘銑儀，但由於當時的賽制中，

觀眾投票佔百分之三十的比率，另一位
佳麗黎燕珊，因有不少觀眾投票支持，
結果「民意」壓倒評審，黎燕珊成為冠
軍。事後，一位資深電視製作人說︰
「選美有觀眾參與投票，一來是較為公
正，二來亦可以知道被選出來的佳麗肯
定有某程度的觀眾緣，藝人成功與否，
觀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如劉
嘉玲評價丈夫梁朝偉時，也說︰「喜歡
梁朝偉的觀眾，不管他的表現如何，他
們就是對梁朝偉有期待，特別包容，觀
眾緣超勁！」
過往，「香港小姐」選舉都被觀眾視

為「城中盛事」之一，雖然節目的形
式、程序年年如是，觀眾也期待節目製
作人有新點子，但今年的節目內容，觀
眾形容為「唔知做乜」？不是已經選了
雷莊𠒇 為冠軍
嗎？怎麼 Big-
BigChannel又選
吖？結果……大
家都一頭霧水
了！

港姐冠軍唔易做呀！

自從上月十號風球
那天，風大雨大，出

門不便，連附近餐室都停止營業，
外賣不可能會送上門，沒有停電之
苦，已是身在福中。打開雪櫃，有
什麼吃什麼，索性隨意來個早餐自
助。想不到意外一次嘗試，吃出彩
虹，居然就改變了多年來外出擠在
餐室裡頭吃例牌早餐的習慣。
以下是那天信手設計的自助「餐單」 :
A.香蕉一條，車厘子十粒
B.無奶杞子麥片一碗
C.雙芝方包（內夾芝士芝麻）+蜜
糖加喱角（半塊方包內夾一茶匙蜜
糖調和半茶匙咖喱粉。）
D.羅漢果茶
多年來外邊天天吃厭了的德國大
腸、法國小腸、油淋淋雙蛋西多
士、肥牛通粉、午餐肉婆仔麵……
十號風球下在自己「二人茶室」內，以
上高脂高卡路里油炸肉已全部消失無
影無蹤。
本餐特色在於無火無油，不缺維
他命ABCDE，營養豐富而健康，不
但比在餐室等食節省時間，而且可
以身穿休閒便服無拘無束獨佔一桌
吃個逍遙自在。
麥片在電陶爐煮8分鐘；方包平放
在電飯煲底乾烘兩分半鐘；羅漢果
取代茶葉放在杯內注入大開水（半

個或三分一個便可，整個則味濃過
甜有欠清香。）餐食餐飲全程不過
十分半鐘，餐後大碗細杯小碟不沾
半滴油漬，用水一沖，乾淨利落，
頓然醒悟，這麼一頓早餐多奇妙 !
說到本餐營養價值︰車厘子養顏補

血；香蕉降壓怡神；杞子明目，麥
片降膽固醇，無奶，就不至像餐室一
樣加奶破壞鈣和鐵；芝士提高免疫能
力；芝麻養血潤膚；蜜糖安眠有助消
化；咖喱預防老人癡呆；羅漢果果
糖無熱量，清甜/止咳/潤肺……小小
一份家居早餐，營養豐富到不得了。
其實只要雪櫃內長備不同食材，

餐單還可隨時變通，這就得看各人
心思。
如果假日清閒，換換口味吃吃自

助休閒便服餐，不止吃得健康，舒
展一下四肢五指，也是有益身心的
無形小運動。

不一樣的早餐

這些天因為公司的一個電視
片項目弄得焦頭爛額。由於客

戶公司的時間節點緊迫，製作要求很高，本着
負責的態度，我便放下手頭的一些工作，親自
和對方就項目的各種細節進行接洽。
對方公司的項目對接人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姑

娘，雖然做事很是幹練，但看上去年紀不大，感
覺比我的女兒長不了幾歲，我便按照內地的習慣
稱她為小X，自以為這樣聽起來比較親切，而她
也沒有表示反對，便如此稱呼了下去。隨着項目
的進行，我們和對方在影片的文化性和商業性上
產生了一些分歧，自然而然地在溝通的過程中發
生了一點微妙的小衝突。小X的態度因此忽然改
變，沒有了當初的溫柔與隨和，以至於我帶着編
導、製片到其公司去開會，小X在會議室連飲用
水都不給我們提供。
到後來，我打電話過去想和小X就文案問題

溝通，她竟然直接掛斷我的電話，表示自己喉
嚨有問題不能說話，要用信息溝通，隨後又發
來一張用手機拍攝的她的名片，請我用名片上
的職務稱呼她。我看着名片上「××總監」的
職務，簡直哭笑不得。當時還想到是否要把自
己印着「董事長」職務的名片也照樣拍下來發
給小X。一念之後隨即放棄。不管小X在我們

溝通的過程中產生了怎樣的想法，我也不可能
幼稚到和她去做同樣的事情。對我自己來說，
無論別人怎樣稱呼我，我都是無所謂的。即便
別人稱我「小伍」，也改變不了我目前的任何
身份。如果我只是個勤雜工，別人即便稱我為
董事長，那也提升不了我的職位。
於是，接下來的溝通中，我言必稱小X為「X
總」，恭恭敬敬地「您」來「您」去地與她說
話，多了的是客氣，而那份親切是再也尋不回
來。由於和「X總」溝通得不順暢，對方公司把
項目負責人換成一位客觀穩重的女子，繼續順利
地把項目進行下去。我有一個朋友，是大家眼中
的專家、名人，只要和她的專業相關的活動，相
關單位一定會邀請她到場，把她請到台上當嘉
賓，做主持，彷彿少了她活動便失去了專業。她
所在的城市中到處可以看到她的身影，聽到她的
聲音。而她那些曾經的老朋友、老同學、老鄉們
想和她見上一面，喝一次茶也是困難至極。聽說
她的家人也是如此，她的丈夫和孩子在家裡和她
吃上一頓飯，或者節假日一起出去旅遊，也都成
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在這個喧囂浮躁的城市裡，我的這位朋友的

周末、節假日幾乎是被披着各種專業外衣的活
動佔用殆盡，她在這些活動、各類酒局中如魚

得水地周旋，在不同的論壇中或者飯桌上高談
闊論，頗為得意地沉浸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吹
捧起來的光環中。而在清醒者的冷眼旁觀裡，
她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為別人錦上添花。
朋友的孩子生病看急診，她卻因在一個電視
節目裡當嘉賓正在錄製中走不開。節目做完，
孩子已看完急診，自己回到家。當她匆匆忙忙
趕回家中，孩子含着淚問：媽媽，您的孩子重
要還是您的工作和應酬重要？後來的事情回答
了孩子的問題。一次活動，朋友遲到了半個小
時，主辦方便臨時另請主持人代替，匆匆趕到
的朋友只好訕訕地離去。另一次，一場重大的
企業酒會邀請了她，並在主賓席給她安排了位
置，由於塞車，她足足遲到了兩個多小時。進
入宴會廳時，已喝得半醉的眾人如同任何一個
接近尾聲的宴會一樣正在舉杯的高潮，沒有任
何一個人留意到她。她很有自知之明地迅速撤
離。可惜的是，當她撤離這一切的時候，她的
丈夫也帶着她的孩子從他們的婚姻中撤離了。
其實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任何人來代替，

即便是美國總統遇刺，他的繼任者也能很快地
選出。所以，你是誰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人真正在乎
你和珍惜你。

別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伍呆呆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擇校之痛

香港65歲的老朋友，個個都牙擦擦自稱
「兩蚊星」，因為乘搭車船公共交通工具，

有政府的「兩蚊優惠」，本來年齡保密，但也因為沾沾自喜而
不自覺把年齡曝了光。倒是，曝光不要緊，便宜更重要。
然而，沒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內地優惠學生的「一

蚊星」，更令人羨慕。我們在「摘星計劃」捐助的「星
仔」、「星女」，已到大學報到，在通訊群組中得知，他
們當中新學年到大學報到，竟然是「一蚊星」哩。
廣東等經濟發達的省區，對高等教育的資助是很落本

的，大項不說，單就細項如交通費便顯出優勢。肇慶地區
高中生要到省內跨區試場考大學，憑准考證購買公共汽車
票都是半價；如果獲大專院校取錄，新學年開課時，憑入
學證乘搭省內的公車，只象徵式地收一元費用。甚至，在
大專院校開課的那幾天，有些市和區，還開通直達大學園
區的專車，省卻學生交通上的周轉。
內地重視教育，經濟發達地區為學生提供有利條件，然

而來自貧困山區的學生，來到大城市讀書，是要靠打短工
來賺取生活費的，有些實在拿不出生活費的，即使考上大
學，也要全家捉襟見肘地供讀，往往力不從心。助學團體
「摘星計劃」，就是幫助他們幾年大學的生活費，免除他
們的後顧之憂。香港學生讀書，都是需要從小開始「摘
星」的，從星級幼稚園開始，進入星級小學、星級中學，
當中又要有星級補習社輔助，才能進入星級大學。
朋友的小孫才兩歲，考入星級幼稚園的學前幼兒班，學

費每月八千大元，乘搭校車，更要二千元。能夠「摘星」
的小寶寶，都有星級的父母照看，這些「萬元星」由金錢堆
砌，貧苦學生望塵莫及，只有靠自己了。 （摘星善緣三）

「一蚊星」與「萬元星」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雷莊𠒇是今
屆「出爐港
姐」冠軍。

■營養豐富的早餐，健康又有
益。 作者提供

■日前播畢的TVB節目《嫁到這
世界邊端》由陳貝兒擔任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