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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細則
世事洞明皆學問，宇宙萬物俱通識。
本報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後

，略致薄酬，細則如下：
第一版 「通識頭條」 之通識我見，就每期專題寫五百

字回應或申述；
第三版 「通識平台」 ， 「我教通識」、 「通識教室」

，歡迎教師自述或推廣通識課的教學法、選材法，以資交
流，1000字為限；

「茶水站」 歡迎師生暢談通識教學、教書育人的經歷
說感受，500字為限；

「走出校園」 、 「交流動態」 讓師生講述考察、參觀
學習的見聞，500 字為限；

「百科新趣」 期待有關科普文教新動向新發現的文章
，400字為限；

「當機立畫」 徵求照片、畫作和漫畫，須附圖說，講
主題談心得，200 字為限。

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即任教或就讀的學校、
居所、電話以及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 39
號柯達大廈 2 座 3 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
郵至 ed@takungpa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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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八景新安八景港佔其二港佔其二

笑着感動你笑着感動你

麥當勞是全球最大連鎖快餐企業，以賣美式漢堡包為
主，其餐廳遍布全世界逾百個國家。雖然麥當勞代表一種
美國的生活方式，但麥當勞叔叔卻也懂得入鄉隨俗。例如
泰國的麥當勞叔叔是以雙手合十作為造型。這是因為泰國
人見面時會各自在胸前合十相互致意，相當於西方人的握
手。 圖文：旅遊愛好者 美子

由華爾街捲起的金融海嘯席捲各國
，全球經濟陷入空前困境。人們紛紛在
說 「華爾街神話」已經破滅，究竟華爾
街位於何處、有何來頭？

華爾街（Wall Street）是一條位於紐
約巿曼哈頓南端的街道，從百老匯
一路延伸至東河旁的南街，長不
過 500 米，寬不過 11 米，狹窄而

短，僅有7個街段。
1653 年，這裡是紐約市的北部邊界

。荷蘭殖民者統治北美時期，為防止印
第安人的襲擊，從百老匯到東河築起一
道木頭柵欄的圍牆。後來，英國殖民者
取代荷蘭的統治，拆牆建街，取名 Wall
Street，即 「牆街」的意思，音譯 「華爾

街」。
華爾街是美國金融機構

、大型壟斷組織的所在地，
集中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美

國證券交易所、投資銀行、信託
公司、聯邦儲備銀行、摩根等大財團開
設的銀行、保險業等大公司的總管理處
……然而，由於這條街實在太小太窄，
早在 20 年前，許多金融機構已遷離華爾
街，搬到曼哈頓中城區去了。

位 於 華 爾 街 附 近 的 博 靈 格 林
（Bowling Green）公園的銅牛塑像，身
長 5 米、重 6300 公斤，是華爾街的標誌
。1989 年 12 月，設計者亞托羅．迪．莫
迪卡（Arturo Di Modica）在紐約證券交

易所外將這座銅牛塑像豎立起來，後被
移至現址。如今，銅牛已成為 「牛市」
的象徵，遊客都喜歡摸一摸銅牛，希望
沾一點運氣。

今日， 「華爾街」一詞已超越街道
本身。地理上的華爾街雖小，但在真正
的意義上，華爾街是美國資本市場的代
名詞，一點風吹草動，也足以影響全球
經濟活動。

在華爾街200餘年的歷史中，有輝煌
，也有黯淡，經歷多次金融風波，其中
最大一次是在 1929 年。當時，華爾街的
過度投機行為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最終引發美國經濟大蕭條。而現今，
貝爾斯登被收購，雷曼破產、美林被收
購、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被迫轉型，金融
巨人一個個倒下，華爾街風光不再，金
融霸權的時代劃上了句號。 余正

清朝的新安八景，其中今深圳佔5景
、東莞佔1景、香港佔2景。八景中，有
些已變得異樣，無美之可言。本星期談談
位於香港的新安二景：屯門的 「杯渡禪踪
」和港島南區的 「鰲洋甘瀑」。

「杯渡禪踪」是新安八景中的第三景
，是八景中至今最完整的一景，位於屯門
青山。 「杯渡」是南北朝劉宋時的高僧，
常乘坐大木杯渡海，因稱 「杯渡禪師」。
杯渡禪師來到屯門後，居於青山一個大岩
洞內，青山古時乃稱 「杯渡山」。杯渡禪
師的居住地後來發展為青山禪院，至今已
有千多年歷史，居香港三大古剎之首。寺
內有禪師故居 「杯渡岩」，還有相傳是韓
愈手筆的 「高山第一」石刻，但考證為宋
徽宗時錦田人鄧符協模仿韓愈字體所刻。
往觀 「杯渡禪踪」，可沿青山村輕鐵站旁
的青山寺徑上山，步行半小時即到。

「鰲洋甘瀑」是新安八景中的第七景
，位置有兩說：一說位於今港島華富邨的
瀑布灣公園內；一說位於西貢糧船灣洲，
具體地點難以確定，一致認為是八景中最
為 「撲朔迷離」的一景。華富邨瀑布灣公
園沿海而建，海邊有一飛瀑從高空降下，
頗為壯觀。此地頗有來歷，曾是清朝時西

方來華船隻補給食水之地，瀑布旁還有當
年英軍為抵抗日軍入侵而建的碉堡，筆者
曾於此欄撰文介紹。既然 「鰲洋甘瀑」的
位置已不可考，就當它是 「鰲洋甘瀑」般
觀賞吧！ （新安八景．下）

嶺大社區學院高級講師 梁勇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發展與
經濟建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國民的生
活水平得到提高，但與此同時，中國社會
的結構性變化也日益明顯。所謂社會的結
構性變化，是指各種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
之間的比例關係變化。通識國情學習班
（現代中國）課程的第二講，由中國社會
科學院的陳光成教授主講 「當前中國的社
會矛盾」。筆者最欣賞陳教授對社會基礎
結構矛盾的分析。

出生率死亡率俱降
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是國家的基礎性

社會結構。現階段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首先表現為人口再生產模式在30年裡從高
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轉型為低出
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組成。生育率
和增長率的變動促使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迅

速轉型。在30年的時間裡，中國人口已經
從 「年輕型」跨過 「中年型」而進入 「老
年型」人口階段。

人力總量供過於求
然而，也正是由於人口出生率的迅速

下降，中國目前面臨一個結構性矛盾。這
個結構性矛盾是指勞動力的擴大，對就業
率帶來了巨大壓力。城鄉新增勞動力持續
增加，而城市還有大量下崗失業人員需要
再就業。目前中國勞動力的主要特點是總
量 「供過於求」。過剩的勞動力主要是低
素質的勞動力，而較高素質勞動力的供給
則處於短缺狀況。

家庭結構趨核心化
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家庭結構

和代際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家庭結構

日益核心化，核心家庭成為主要的家庭結
構模式。在城鎮基本形成 「四二一」的結
構，即祖輩4人，父輩2人，子輩1人。在
農村又形成以 「四二二」模式為主的格局
。人口老齡化以及家庭結構的變化，對子
輩的養老構成了很大壓力。

陳教授認為中國社會基礎結構矛盾形
成的就業和養老問題，對中國政府和社會
構成了嚴重的壓力。他相信中國政府的政
策，將會有效處理以上討論的社會矛盾。

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 李偉雄
【北京通識教育國情學習班（今日中國）
系列二，本系列逢周二刊出】

百科新趣百科新趣

香港樓價全球第五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書法文憑課程，將於本月
18 日至 22 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辦第 6 屆畢業作品展覽，展出
21 名學員及 6 名導師創作的 70 件書法及篆刻作品，從中反
映學員如何透過書法及篆刻藝術去表達人生觀和情感。導
師及學員靈活運用墨色、筆法、布局等，在有限的空間，
展現無窮的創意。
日期：2月18日至22日
時間：2月18日下午4時至7時

2月19日至21日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2月22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地點：中環香港大會堂高座7樓展覽館▶中國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雙雙降低，
人口漸趨老化，年輕一輩供養長輩的
壓力日見沉重 （資料圖片）

一項全球最新調查指出，香港是全球樓價第5貴的城市
，在亞洲則僅在東京之後，租金回報卻是亞洲第二低。

這份調查是一年一度的全球調查，由《全球房地產指南
》（Global Property Guide）進行，比較全球 110 個城市
的市中心面積達120平方米的高級住宅售價，數據是2008年
蒐集的。

調查指出，香港高級住宅平均每平方米為 16125 美元
（折合 12.5 萬港元）。香港房地產市場的租金回報只有
3.73%，是全亞洲第二低。最低的是台灣（2.38%），排名第
三低是新加坡（3.97%）。亞洲部分其他樓市的回報是：日
本4.86%、泰國7.97%、中國大陸4.36%和馬來西亞9.77%。

上次調查，香港的住宅價格比東京貴，但由於近期日圓
兌美元匯率不斷高漲，東京樓價躍居亞洲最貴。

全球樓價最貴城市（每平方米計算)，首位是蒙地卡羅
（47578美元），其次莫斯科（20853美元）、倫敦（20756
美元）、東京（17998美元）、香港（16125美元）。第6到
第 10 貴的城市，依次是紐約、巴黎、新加坡、羅馬和孟
買。

華爾街是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神經中樞華爾街是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神經中樞

銅牛塑像象徵股巿興旺，銅牛塑像象徵股巿興旺，
是華爾街的標誌是華爾街的標誌

杯渡禪踪杯渡禪踪

隋朝是一個承先啟後的朝代，結束了
中國自西晉以來270年的分裂狀態，開創
了統一局面，為唐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礎。
隋朝名義上共傳五帝，實際則兩世而亡，
隋煬帝楊廣是亡國之君。

楊廣，隋文帝楊堅次子，小字阿摩，
其母為獨孤皇后。公元604年，楊廣殺死
文帝及兄長楊勇後繼位，在位 14 年。公
元618年，他被困於江都（今江蘇揚州市
），為部下宇文化及等發動兵變縊殺，終
年50歲，葬於今揚州市西北15里的雷塘
側。

隋煬帝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極具爭議
的皇帝之一，功過皆有，毁譽參半。有人
認為他戰功顯赫，統一國家，功不可沒；
有人則拿他與商紂王、秦始皇等相比，稱
其為暴君。

公元589年，年僅20歲的楊廣被封為
隋朝兵馬都討大元帥，統領 51 萬大軍南
下向陳朝發動進攻，並完成統一大業。即
位後，楊廣下令開挖修建南北 「大運河」
，將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連
接起來，使南北水運暢通，為中國後世的
繁榮富強打下了基礎。公元609年，楊廣
歷時半年西巡至張掖，親征平定吐谷渾，
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4郡，闊疆
5萬里。在教育制度上，楊廣發展科舉制
度，創設進士科，使國務操持由世族門閥
政治逐漸改向科舉取士，對中國的育才政
策有很大貢獻。

同時，楊廣又是一個驕奢無忌、好大

喜功的皇帝。在位期間，大施
徭役，修建新宮，致使國庫虧
空。開挖大運河時，在兩岸修建離宮40
餘座，勞民傷財。大業八年（公元612年
），首度親征高句麗失敗後，為扳回顏面
，連續3年一再親征，民不聊生。晚年，
3次巡幸江都，整日過着杯不離手、紙醉
金迷的生活。最後為親信宇文化及所率領
的叛軍攻入江都宮，楊廣慘遭縊死，盛極
一時的隋朝走向滅亡。
（歷代帝王篇） 君言

鰲洋甘瀑鰲洋甘瀑

唐代閻本立筆下的隋煬帝像唐代閻本立筆下的隋煬帝像

責任編輯：胡艷君責任編輯：胡艷君

很少去電影院看喜劇，總覺得輕鬆
愉快的氛圍在家庭影院裡營造就好。不
過現在的正劇動輒兩三個小時，經常沒
有那麽多時間，所以那天在電影院還是
選擇了一部一個半鐘頭的喜劇——《新
娘愛鬥大》。

故事很簡單，兩個從小一起長大、
情同姐妹的好朋友，為了夢想中的婚禮
，居然反目成仇，各自想方設法破壞對
方的婚禮：你讓我的皮膚曬成了橙色，
我就要你的頭髮被染成藍色；你找假舞
蹈老師戲弄我，我就天天送你糖果讓你
身材走樣穿不下婚紗……荒唐事連連，
她們在彼此傷害的同時，卻也認識到對
方的無可取代。最後，當然還是友情大
過天，雨過天晴，姐妹和好如初。不過

結尾時，兩人發現孩子的預產期又在同
一天，看來已經為續集作好了準備。

簡單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以誇張
女人對婚禮的重視程度來製造笑料。然
而現實中，很多女人對婚禮的嚮往，跟
片中的兩位女主角相比，可能也有過之
而無不及。然而再奢華和輝煌的盛典，
身邊少了最好的朋友陪伴，也總會有失
落和無奈。開懷大笑之後，滿是 「人生
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動。

我向來很喜歡那些講述家庭、友情
和愛情的喜劇。喜劇莫不是為了博君一
笑，但如果能夠觸碰到你心深處柔軟的
部分，讓笑中帶着溫馨的感動，豈不更
是錦上添花，有益身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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