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園全日勝半日？ 學者：誤解！
港大研究揭兩者未見明顯差別 惟七成家長仍支持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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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文化界有則讓人欣喜萬分的
新聞，本港三大古代書畫私人藏館之一的
「至樂樓」向香港藝術館捐贈了355件完整
的歷代珍藏中國書畫，其中包括「明四
家」「松江畫派」「揚州八怪」等許多名
家之作，藏品估值達38億港元。看到這則
新聞，作為一名業餘愛好者，既深感歡欣
又倍受感動。

「至樂樓」享譽藝林，其所藏中國書畫是
已故香港建築實業家何耀光先生（1907－
2006年）的私人藏品。何先生從上世紀40年
代中期開始收藏歷代書畫，當時正逢中國抗
戰，政局動盪，大量書畫和文物珍品南下香
港，何先生不忍國寶流散海外，遂開始購藏
書畫、保存國粹。其後他將其藏館命名為
「至樂樓」，除表達鑒賞古蹟所帶來的無窮
樂趣外，更寄予「為善至樂」之意。何先生
的收藏與眾不同，他堅持以「於藏畫之取
捨，必先格品而後可言文藝」為準則，首重

藝術家個人的品德和修養，其中最典型的例
證就是他收藏了大量「明遺民」的作品。
「明遺民」是明末清初的一批文人雅士，面
對朝代更迭衝擊，仍然心懷家國，常以「遺
民」自居，將家國之思和悲慟感觸寄於紙絹
筆墨之中，烙印在卷軸之上，以表達他們光
明磊落的氣節和清高不凡的情懷，這正與何
先生做人的原則和理念相類。何先生出生於
廣州，幼年失怙，顛沛流離，20歲隻身到香
港，投身建築行業，香港淪陷期間，縱使受
到日軍多番逼迫，也拒絕為日本人效力，停
頓公司所有業務，甘於清苦生活。而且，他
後來也拒絕了港英政府邀請他加入英國國
籍，為什麼？正如何先生之子、香港中華總
商會前副會長何世柱先生所說，「只因在他
心中，自己永遠是一名中國人。」

由此，我又想到香港另一位收藏家──
虛 白 齋 主 人 劉 作 籌 先 生 （1911 － 1993
年）。劉先生少年時隨母自廣東潮州遷往
新加坡，不久回到上海，後考入暨南大
學，畢業後赴新加坡工作，後奉四海通銀
行之命到香港分行工作，直至 75 高齡榮

休。也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他同樣以
濃濃的家國情懷和強烈的民族使命感，在
收入不豐的情況下節衣縮食，傾力搜購流
散到香港的書畫文物。他愛畫如命，曾在
日軍空襲中冒死衝入火海，搶出清代畫家
石濤的傑作《長干風塔圖》；曾遭遇車禍
被拋出車外，儘管頭破血流仍雙手緊抱
《山水花卉冊》，這些逸事至今仍為人津
津樂道。在經歷長達40餘年鑒藏後，劉先
生的藏品已達千件之多，他將其中一幅伊
秉綬隸書「虛白」二字命為齋名，取其
「虛室生白」、心境清靜之意。這些藏品
極為珍貴，片片珠玉，年代橫跨北朝至近
代，尤以明、清名跡最為豐富。早在上世
紀七、八十年代，許多國際學者、收藏家
已慕名來港觀摩這批藏品，成為當時香港
一道燦然的文化風景。1989年，這位愛畫
如命的收藏家毅然決定以化私為公的精
神，將所有庋藏慷慨捐贈給香港藝術館，
這才有了今天香港藝術館中的「虛白齋藏
中國書畫館」。劉先生謝世雖已20多年，
但他捐贈的逾千幅書畫名品仍然在香港藝

術館輪流展覽，他愛畫如命卻又慷慨無
私、甘於奉獻的品格，至今仍然感染、激
勵着年輕一代。

回想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總理曾指
派專家到香港搜購流失境外的中國文物，
包括通過時任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莊世平
先生從中牽線，以50萬港元的價格收回了
被譽為「國之重寶」的《伯遠帖》。大家
可能知道，當時國家的外匯儲備只有1.57
億美元，為了讓國寶回歸，財政異常困難
的中央政府還是決然拿出了這筆鉅款。然
而，在源遠流長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
文化珍品浩如煙海，其中飽經劫難、流失
海外的也是難計其數，光靠國家的力量，
特別是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無法全
面有效做好文物搶救和保護工作。在這時
候，香港的許多高雅文人和有識之士，以
對中華文化的無比熱忱和保護文化遺產的
責任擔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錢
財，廣泛搜羅購藏流散海外的中國文物，
為保護、傳承中華文化遺產發揮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除了何耀光、劉作籌先生，還有像何鴻燊
先生兩次回購圓明園獸首捐獻給國家博物
館，許榮茂先生收購《絲路山水地圖》捐贈
給故宮博物院等等，香港仁人志士主動購回
並捐贈國家文物的事例不勝枚舉，他們義無
反顧地投身到國家文物蒐藏、保護的行列
中，為弘揚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文明，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全情投入、不遺餘力，
他們的善舉折射出了烙印於香港同胞心中的
國家之情和民族大義。

令人感佩的藝林逸事
九龍工作部 郭亨斌

■何世柱代表「至樂樓」捐贈355件珍藏
中國書畫。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哈囉喂」「嘩鬼大募集」詳情
職位數量

職位種類

職位類型

薪金

工作日期

基本要求

資料來源：海洋公園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約2,200個

嘩鬼演員、演員「護法」、節目助理、
舞台監督、道具員、服裝員、技術人員等

合約/兼職職位

時薪由55元至200元不等，月薪視乎職位而定

由8月開始至11月底

須於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工作

具備應徵職位所需的專業知識及相關經驗

李輝率領的研究團隊在研資局資助
下，在2015/2016學年至 2016/

2017學年間進行研究，他們在377所同
時提供全日制及半日制課程的學券制
幼稚園中隨機抽取15所開展研究。
開學後於學校隨機抽取346名K1兒

童作追蹤測量，兩年間先後為有關兒
童進行4次評估，比較半日制及全日制
組別幼兒在不同時期的進步與差異。
團隊同時亦有向相關家長及幼教工

作者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兩種幼稚園
方案對各方的影響。

爸媽一廂情願 無視客觀事實
結果顯示，兩組幼兒不論在語言、

認知、體能、社交和情緒發展等方面
均沒有統計學上的差別。
不過，當問到家長看法時，半日制

跟全日制何者能為幼兒帶來最好發展
時，全日制在家長心目中幾乎「大獲

全勝」，他們普遍認為幼兒在全日制
下各項能力發展更佳。
李輝表示，科學證據下明確顯示半

日制跟全日制的幼童能力差別不大，
「但家長的主觀判斷認為全日制的效
果更佳，而這是錯的，（家長）只是
一廂情願，與客觀事實不符。」

家庭有需求 政府應滿足
不過他同時強調，縱使結果無證據

顯示半日制跟全日制對兒童發展孰優
孰劣，惟受訪家長取態清晰，逾七成
人支持全日制，數字不容忽視，「幼
兒教育是應該滿足家庭需求，我唔理
全日制是否幫助大一點，但香港家庭
有這方面需求，政府是有責任滿
足。」

家長：全日制助外出工作
調查並向家長及幼教工作者了解對

幼園兩制看法，有家長認為全日制下
能有更多外出工作機會，家校溝通較
佳，留在學校亦有助幼兒培養規律的
生活方式。
幼教工作者則認為全日制下能有較

多時間處理教學及行政工作，包括為
學生進行評估或備課。
半日制方面，幼教工作者認為可讓
學童有更多校外學習機會，家長則認
為這可令家長肩負更大的育兒責任。
「沒有最佳方案，只有最合適選

擇。」李輝以此總結半日制跟全日制
之間如何取捨，建議家長應衡量家庭
和孩子的實際需要、家庭資源及經濟
狀況後作出抉擇。
他又建議教育局考慮建立優配機

制，將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學額優先分
配予有需要家庭；而現時免費幼教計
劃對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資助比例
「有點手緊」，應作出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

軒）半日制與全日制幼稚園之間

何者更優勝？港大教育學院團隊

就此進行兩年追蹤研究，發現半

日制及全日制幼稚園學童不論在

語言、認知、體能、社交和情緒

發展等方面均未見明顯差別。港

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直指結果

顯示個別家長認為「全日制優於

半日制」的觀念並無科學根據，

惟研究同時顯示有七成受訪家長

支持全日制，需求之大不容忽

視，呼籲政府應考慮相應措施，

以滿足家長需要。

■港大教育學院團隊進行兩年追蹤研究，發現半日制及全日制幼
稚園學童不論在語言、認知、體能、社交和情緒發展等方面均未
見明顯差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關愛基金昨日公佈，
將於今年10月開展「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
貼試驗計劃」第三期及「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
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第二期。兩項試驗計劃均由社署
推行，旨在向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殘疾人士照顧者發放
生活津貼，以補貼其生活開支，並讓有長期護理需要的
長者或殘疾人士可得到更適切的照顧及繼續在熟悉的社
區生活。
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於2014年

6月首次推出，並於2016年10月推出第二期。試驗計劃
第三期為期兩年，將增加2,000個受惠名額至6,000個。
受照顧的長者須居於香港及經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

機制評為身體機能有中度或嚴重缺損，並於去年11月
30日或之前已在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長期護理服務。
受惠護老者亦須符合一系列條件，包括為受照顧的長

者每月提供不少於80小時的照顧時數（如照顧多於一
名長者，則合共不少於120小時），且並無領取綜援、
長者生活津貼；及每月家庭入息不多於全港相關住戶每
月入息中位數的75%（資產並不計算在內）等。
至於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

劃則於2016年10月首次推出，試驗計劃第二期為期兩
年，受惠名額增加500個，令兩期試驗計劃的受惠名額
總數增至2,500個。
受惠照顧者須符合一系列條件，包括受照顧的殘疾人

士須居於香港及於今年3月31日或之前正輪候社署任何
一項指定的康復服務、教育局的特殊學校寄宿服務或醫
院管理局的療養服務；照顧者並無領取綜援、長者生活
津貼；及其每月家庭入息不多於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
中位數的75%，（資產並不計算在內）等。
符合資格的護老者或殘疾人士照顧者每月可獲發放

2,400元的生活津貼；如他同時照顧超過一名長者或殘
疾人士，每月最多可獲發放4,800元津貼。
津貼期最早於今年10月開始，至2020年9月。

申請須10月31日或之前交表
社署昨日開始發信予有關長者/殘疾人士，邀請其護
老者/照顧者提出申請。申請人須於10月31日或之前，
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郵寄或交回社署關愛基金
組。
社署完成審批後，會發信通知申請人其申請結果；現

仍受惠於兩項試驗計劃的護老者/殘疾人士照顧者毋須
重新提交申請，社署將另行發信通知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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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實
習記者 嚴杏意）萬聖節是主題樂園
的年度盛事，海洋公園正如火如荼
地開展「哈囉喂全日祭2018」籌備
工作，昨日舉行首輪「嘩鬼大募
集」，招募超過2,200名台前、幕後
人員，時薪由55元至200元不等。
不少年輕人應徵「嘩鬼」演員，為
面試悉心準備，期望透過「扮鬼」
突破自己。
海洋公園昨日舉行「嘩鬼大募
集」，招聘1,200名「嘩鬼」演員、
400名幕後工作人員及600名前線服務
員工，反應符合園方預期。

「哈囉喂」時薪最高150元
「嘩鬼」演員時薪最高為港幣150
元，表現出色者更可獲高達薪金20%
的獎金，吸引不少年輕人結伴應徵。
應徵「嘩鬼」演員者需要參與試鏡，
例如讀出指定對白或即興表演。
護理系學生、今年19歲的王小姐應
徵兼職「嘩鬼」演員，她指過往幾年
亦有和同伴一起到「海洋公園哈囉
喂」遊玩，覺得整個活動非常刺激精
彩，令她也萌生念頭，希望能成為
「嘩鬼」的一分子。
對於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嘩
鬼」，她相信最重要的是大膽和厚臉
皮，她之前也在網上搜集過一些資
料，了解過當中細節，並將於才藝表
演的環節中展示舞蹈。
同樣應徵兼職「嘩鬼」演員、現年
20歲就讀工程系的黃先生，笑言自己
追求的是「角色轉換，扮鬼嚇人」。

預判「鬼」位置「想嚇返轉頭」
他說，以往作為遊客進入鬼屋時，
內心經常有一種「想嚇返轉頭」的想

法，甚至可以預判到「鬼」的位置，
反客為主：「嘩，仲搵你唔到？」
他表示，十分享受在角色扮演時與

其他人互動的過程，以及隨時「執
生」的刺激感，相信自己的應變能力
可以「加分」。
剛中學畢業的吳小姐表示，「嘩

鬼」演員對她來說非常具有挑戰性，
因為不單要求演技逼真，更重要是如
何超越自我。
她說，曾在鬼屋遊玩時，被一名拿

着電鋸的「鬼」追殺，嚇到心驚膽
戰，而且自己又是一個愛看鬼片卻怕
鬼之人，想要邁出心理關口的那一步
並不容易，但希望能成功突破。
海洋公園管理及演藝節目執行總監

吳守堅表示，歷年的團隊中大部分成
員均是年輕人，相信除了工作性質
外，彈性的工作時間亦是成功吸引大
專生青睞的原因之一。
他指，園方重視團隊合作精神，個

性主動及熟悉「哈囉喂」的應徵者為
佳，希望應徵者能在面試時，分享過
去遊覽「哈囉喂」的親身經歷。而每
位成功獲聘的「嘩鬼」將會接受平均
逾40小時的培訓。
去年一名年輕人在海洋公園遊玩

鬼屋「活埋凶間」期間發生意外致
死，機電工程署已完成有關調查，
確認意外並不涉及任何機械故障或
違反《機動遊戲機（安全）條
例》。

全面檢視審核 提高安全系數
吳守堅表示，今年「哈囉喂」將加

強安全措施，包括聘請獨立的安全顧
問，在測試、預覽及正式開放予公眾
前作全面檢視和審核，把安全系數提
升至最高。

怕鬼女孩應徵「嘩鬼」：扮鬼突破自我

■海洋公園舉行「嘩鬼大募集」，吸引不少人應徵。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吳小姐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王小姐及黃先生結伴應
徵。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吳守堅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