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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見到的田家炳先生

田家炳先生於去年7月10日在本港辭世，享年99
歲。今年 10 月 26 日是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紀念
日，社會各界人士深深懷念這位傑出實業家、慈善
家和教育家的品格與功績，敬佩他畢生踐行「中國
的希望在教育」之崇高信念，為祖國教育事業捐獻
個人絕大部分財產，做出的卓越貢獻。我有幸三次
面見田家炳先生，他那清瘦剛毅卻又溫柔儒雅、志
存高遠的形象，深深鐫刻在我的腦海裡。每一次與
先生見面，我都被他那種胸懷祖國、心繫教育的大
愛精神，及謙遜質樸、無私奉獻的人格力量所感召
鼓舞。

2001年金秋十月，正值我浙師母校四十五周年華
誕，先生捐贈500萬港元興建的田家炳教育書院落
成，10月2日先生應邀來校主禮大廈落成。當時我
恰好在校長辦公室工作，有幸參與接待田先生，這
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本人。我至今仍清晰記得，在揭
幕儀式上，82歲的田先生致辭說：「我捐了這點區
區小錢，大家對我這樣的客氣，實在有愧。」我當
時想，500萬元可不是區區小錢，先生真是一位謙
卑的人。後來，我借調到了國家教育部師範司工
作，了解到先生以「中國的希望在教育」發願，為

幫助國家教育事業快速發展，他抓住教師
培養這一個牛鼻子工

程，向全國各地師範大學都捐建一座田家炳教育書
院，每座出資500萬元，真是一筆巨額善款。如
今，無論走進內地哪一間師範大學都能見到一座氣
勢恢宏的田家炳教育書院。自1982年田家炳基金會
成立至今，先生共為全國93所大學、166所中學、
61所小學及幼稚園和1,700餘間鄉村圖書室捐贈總
數超過了15億港元。他把大愛灑向神州大地，用畢
生的財富積蓄努力踐行教育強國夢。

2012年11月，田家炳基金會成立三十周年，我
恰好到港工作並有幸陪同中聯辦領導登門祝賀，到
訪九龍荔枝角田先生的工業大廈寓所，這是我第二
次面見田先生。93歲的田先生穿着整齊的西裝，繫
着紅黑斜紋的領帶，與11年前相比顯得清瘦些，卻
是文質彬彬、精神矍鑠。田先生聲音洪亮地介紹
說：「家姓田，丁薄姓小，戰國時期孟嘗君田文是
我家先人，禮賢下士、勤儉持家、恪守誠信，是我
畢生學習的楷模」。猶記得會面時，先生字正腔圓
地為我們背誦《朱子家訓》，又為我們每一位親筆
題詞贈送個人傳記，還用放大鏡同我們分享了他收
藏的髮絲刻字藝術品，最後與大家合影留念，半個
多小時的會面時間過得輕鬆飛快。臨別時，先生堅
持送客到電梯口。

2017年2月22日，我陪同教科部領導到田先生家
慰問春節，這是時隔五年後我第三次面見田先生。
田先生已經是98歲的世紀老人了。他的助理勸他老

人家見客可以不着正裝、繫領

帶，但先生堅持要正裝見客。助理說，先生很節
儉，這身西裝是 1960 年代的，領帶也繫了 40 多
年，他從來捨不得添新衣服，連洗衣服也只要求用
一點點肥皂；而為給學校捐款，他總是慷慨大方，
想方設法籌款，甚至把私人別墅都賣了，改住幾百
尺的公寓，現在他的基金會每年還會捐出約8,000
多萬元，這些生活細節讓我們十分動容。當我們祝
福他健康長壽時，田先生微笑說，他家族出過當地
最高壽的人是他的爺爺年 94 歲，而他現在 98 歲
了，真心感謝大家的愛，現在我們國家發展了，人
民生活好了，人也長壽了。田先生還風趣地說，
「現在我已經完全退休了，只關心一點基金會的
事，基金會由董事會打理，董事會姓田的人只有兩
個，田家沒有決定權，但方向是都把它捐贈用於國
家的教育事業，如果國家有需要我們在所不惜，但
有些照顧不到的地方，請多多包涵。」他又回憶起
教育界的一些老朋友，覺得能與他們一起做教育慈
善事業，心裡非常高興。臨別之際，田先生的大兒
子提議說：「雖然父親98歲，但記憶力依然很好，
讓我們考考他，他能背誦孫中山先生的《總理遺
訓》」。果然，田先生樂了，鏗鏘有力地背起「余
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
平等……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繼續努
力……是所至囑！」只見他正襟危坐，十指輕扣桌
板，一百七十餘字，字字如珠落進玉盤，一股浩然
之氣滿屋迴蕩。

他那清亮的目光，實在是告訴大家教育方面還有很
多工作要做，同志仍需努力！離別時，年事已高的
先生倚門目送我們步入電梯，直到門完全合攏。

這三次面見田先生，我聽先生講孟嘗君、背誦朱柏
廬治家格言和孫中山先生總理遺訓，見證了一位世紀
老人，因為有着堅定的、崇高的信念，即便是到了人
生垂暮之年，也依然散發着青松氣質和紅梅品格。先
生為國家教育事業所作的傑出貢獻將永遠銘刻在共和
國的光輝史冊上！

教育科技部 陳恒

──謹此紀念田家炳先生誕辰100周年

■田家炳先生即使到了人生垂暮之年，也依然散發
着青松氣質和紅梅品格。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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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洲
阿媽灣
東平洲
阿爺灣
海下
珊瑚灘
白蠟仔
橋咀東
橋咀北
*2017年6月至8月錄得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錄得

資料來源：漁護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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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現代人晚婚比
率愈來愈高，港人年過40歲仍屬單身的情況
相當普遍。一項有關40歲以上單身人士的婚
戀調查顯示，逾九成半單身男女都有找尋伴侶
的願望，62%受訪男士找伴侶是為了尋覓結婚
對象，惟港男對「姊弟戀」有保留，僅13%受
訪男士願意與「姐姐」拍拖，但同時有逾八成
港女接受「姊弟戀」。男女觀念大不同，令港
人較難找到另一半。
一間交友配對公司今年7月至10月透過街

頭及網上問卷調查，訪問逾500名40歲以上
單身男女，男士258人、女士291人。結果顯

示，逾九成半受訪單身男女仍想尋找伴侶。
大部分人單身的主因是未遇到合適對象
（64%男士、54%女士），其次是離婚，男
女分別佔17%及39%。

62%受訪男找伴侶為結婚
62%受訪男士稱，尋找伴侶最主要目的是

想找結婚對象，其次為「只想有個依靠」佔
29%；但受訪女士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48%受訪女士指最主要目的是「想有個依
靠」，想找結婚對象的只有44%。
在婚戀觀念上，大齡港男較女性更為保守。

13%受訪男士願意與比自己大的異性拍拖，女
性則有逾八成（82%）受訪女士接受「姊弟
戀」。逾九成（93%）中女願意接受離婚男
士，78%女士更接受對方與前任所生的兒女；
中年男性有69%願意接受離異女性，但接受單
身媽媽作對象的比率卻低至29%。
有關的交友配對公司創辦人張惠萍分析，

雖然有些受訪女士不介意伴侶比自己年輕，
擇偶以眼緣行先，但在華人社會中很多男士
認為另一半必須比自己年輕，亦以生育作為
擇偶目標。男女婚戀觀念落差大，使港女較
難脫離單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社會
保持廉潔風氣，一項民意調查發現，98%
受訪港人表示過去一年內沒有親身遇過貪
污，顯示本港貪污情況處於低水平。廉政

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成員石禮謙昨日
在立法會上指出，去年廉署接獲共2,665
宗與選舉無關的貪污投訴，涉及私營機構
的投訴佔66%，涉及政府部門的投訴佔

27%，7%與公共機構有關。另外，廉署接
獲97宗與選舉相關的投訴，其中64宗與去
年的立法會補選有關。

石禮謙：港貪污持續受控
昨日石禮謙在立法會提交報告，並表示本

港貪污情況持續受控，去年的民調顯示，98%

受訪者於過去一年內沒有親身遇過貪污。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表

示，去年審議17個投訴個案的調查報告，
涉及88項指控，其中4宗投訴內的5項指
控查明屬實或部分屬實，涉及5名廉署人
員，有關上級人員已向當中兩人發出口頭
警告，對3人作出訓示。

98%受訪港人一年內無遇貪污

逾80%港女接受「姊弟戀」僅13%港男願意

■左起：Golden Matching創辦
人張惠萍、黃嘉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近

年氣候暖化令珊瑚白化現象在全球

日益嚴重，被列入世界遺產的澳洲

大堡礁，當中91%的珊瑚就曾經出

現白化現象。有見及此，漁護署於

2017年委託本地多間院校合作進行

研究，為本港珊瑚群落「把把

脈」。有關的「體檢報告」昨日出

爐，漁護署和負責研究的學者均認

為本港珊瑚群「體質」大致健康，

33個主要珊瑚群中，有6個地方的

珊瑚曾於2017年出現白化，其中白

蠟仔珊瑚群的白化規模較大，白化

面積佔總面積的57.6%，屬近年最

高。學者指出，這是一個警號，建

議政府建立更詳細的長期監察行

動，獲漁護署接納。

漁護署於2017年委託浸大、教大、城大
及中大合作進行為期18個月的香港珊

瑚白化（coral bleaching）及生物侵蝕顧問研
究，發現33個主要珊瑚群中，大部分都錄得
超過40%的珊瑚覆蓋率，當中大網仔最高，
覆蓋率近80%，整體情況理想。

半年後近乎全面自然恢復
然而，有6個珊瑚群，包括阿媽灣、阿爺
灣、白蠟仔、珊瑚灘、橋咀東、橋咀北於

2017年6月至8月間均出現珊瑚白化，白化
面積介乎5.9%至57.6%，當中以白蠟仔情況
最嚴重（見表），幸上述的白化珊瑚都在半
年後近乎全面自然恢復；整體白化珊瑚死亡
率僅3.3%。
至於珊瑚白化的原因？研究團隊成員之

一、浸大生物系副系主任邱建文估計，2017
年天氣異常，當年7月份的降雨量很多，導
致海水鹽度變淡，由正常值千分之33跌至
千分之19，令珊瑚的共生藻離開，形成白

化。而白蠟仔當時更受到核果螺侵蝕影響，
結果近六成珊瑚白化。
邱建文分析，雖然本港珊瑚群沒有出現持

續的白化現象，且恢復程度及速度理想，但
2017年的突發白化亦是一個預警，因為香
港極端天氣日益加劇，降雨量劇增、海水變
暖等情況亦相應增加，白化風險自然同樣增
加。

影響海洋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

那麼珊瑚白化又如何？邱建文進一步解
釋，珊瑚本身屬白色，大家所見的珊瑚五顏
六色，是因其體內共生的海藻有不同顏色，
並透過光合作用向珊瑚提供能量。如果共生
藻離開或死亡，珊瑚就會變回本來的白色，
並最終因失去營養供應而死亡。而珊瑚死
亡，則無法支撐食物鏈及提供棲息地，終影
響海洋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
研究團隊提出4點建議，包括設立珊瑚白

化通報機制、在可能出現珊瑚白化的月份更

頻密監測水質及珊瑚健康狀況、建立珊瑚苗
圃進行珊瑚移植、珊瑚白化「重災區」應減
少人類活動。
漁護署高級海洋護理主任（東區）周永

權表示，署方會接納相關建議，計劃明年
在主要珊瑚區展開更詳細的長期監察行
動，正揀選關注度較高及具代表性的珊瑚
群地點；亦會考慮完善義務潛水人員發現
珊瑚白化的通報機制，其他行動亦會陸續
展開。

佔總面積57.6%近年最高 漁署擬明年展長期監察通報機制

白蠟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引述
所謂「消息人士」稱，中國中央
政府計劃明年3月「任命暫定人
選」，「接替」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以完成其餘下任期
云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昨日表示，有關報道是別有用心
的政治謠言，並強調中央政府堅
定支持林鄭月娥，盡快止暴制亂
及恢復香港社會秩序。
《金融時報》的有關報道聲

稱，「接替」林鄭月娥位置的
「人選」包括前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前主席陳
德霖等。
唐英年昨日回應傳媒查詢表

示，不評論揣測報道，但強調支
持林鄭月娥擔任行政長官。陳德
霖則指，一如以往不會評論市場
傳聞及揣測。
陳德霖曾經表示，以前凡有

「空缺」都傳出他是人選，但事
實證明都是誤傳，故所有傳聞他
都不會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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