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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學校之所以難考，是因為多數的學生
可以不參加高考便能直接被國內外頂級大學錄

取。在國內，該學校具有保送資格，可以推薦其畢
業生到全國的重點外國語大學就讀，連 「最差」的
學生也可以保送回本身的連繫大學—上海外國語
大學。

僅發千張面試單
至於打算以後讓子女出國留學的家長，也因為

該校學生多被外國名牌大學錄取而趨之若鶩。加上
該校可以提供如德語、日語、法語等外語學習課
程，在國內高漲的留學熱下，上外附中就愈發聲名
遠播。不過要 「上車」進這所名校，就要經歷一場
殘酷的競爭。據了解，該校每年僅在上海市發放
1000張面試單。搶奪這千分之一的機會通常只有四
種途徑：

首先，上外也有附屬小學，學生在五年級可以
參加學校的 「120名考」，即前120名學生可以獲得
面試機會，考到第121名也就被擯諸門外，沒有
「後門」可走。

其次，上海一些知名小學的校長每年手上都有
幾張面試單，可以推薦學生參加面試。但如果被薦
學生最終未被錄取，校長的推薦權會被取消。

再者，就是報讀上外舉辦的小五補習班。這是
北京、上海等個別城市的獨有現象，即學生在五年
級時為升入名牌初中而參加該校舉辦的補習班。通
常，這些補習班只有三個面試名額，根據三次考試
的平均成績排名。

最後一種就是所謂的 「裸投」，也就是家長直
接把孩子的資料寄往學校，由學校篩選。一般只有
那些得過英語、奧數等競賽大獎的學生才有可能拿
到面試單。

而千辛萬苦取得面試單只是競賽的第一步！上
外附中的面試每人只有18分鐘，學生要回答很多涵
蓋英語、語文、數學和綜合四科的問題，重點考察
學生的學習基礎、知識面以及臨場發揮能力，難度
不小。朋友舉例說，其中一條題就問： 「代表英國
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是誰？」這些綜合題目有點像
香港的通識科，就是不能靠死讀書的。

根據面試結果，只有前120名進入上外附中本
部。為了入選，家長都各出奇謀。聽說有些家長在
四月份開始就不讓小孩上原本的小學，在家閉關
「咪」題目；有些虎媽虎爸就親自培訓小孩在18分

鐘內承受高壓的心理素質……
朋友嘆說，才五年級的小孩就要像考高考一樣

來備戰！這又是 「贏在起跑線」的一個經典案例！

香港屬於嶺南地區，受一定的嶺南文化氛圍，最簡單的如香港人也和
楊貴妃和蘇東坡一樣喜歡吃荔枝。荔枝盛產於天氣較為炎熱的嶺南地域，
但荔枝有一個容易腐爛變色的特性，摘下來不能保存得太久。唐明皇為了
取悅愛吃荔枝貢品的楊玉環，便派人快馬加鞭，把嶺南的荔枝送到北京，
為的只是博紅顏一笑，不遠千里路之遙遠，荔枝的大名因楊美人而大噪。
現時有一種優質的荔枝就叫做 「妃子笑」，當然最極品的荔枝叫增城掛
綠，可說是荔枝的至尊，拍賣時每每天價成交。

香港也有許多 「嶺南」的學校，有小學、中學和大學，有津貼也有直
資的，有同學會辦的學校，而且嶺南系列，無論是廣州、香港和澳門的，
各校校歌的旋律也大同小異，嶺南的 「校色」也主要以紅和灰為主，大家
都喜愛獅子，以象徵威猛。很奇怪，據筆者所知，中國是有老虎和大象
的，如華北虎和華南虎，但野生的已屬瀕危物種，而大象（亞洲象），早
已絕跡。但中國的境內沒有獅子，因為獅子屬於非洲草原的。也許獅子是
西域送來的貢品，是奇珍異獸，而嶺南人士愛獅子有舞獅的傳統，也許是
年獸的聯想有關。中國的大宅和衙門都有石獅 「坐鎮」守護倒是事實。傳
統留傳下來，不必深究了。

筆者最喜愛嶺南的畫風，色彩多姿，題材新穎，打破傳統國畫的傳統
框框。香港的藝術館和畫廊經常也可以欣賞到嶺南的畫作。最近兒子到香
港科技大學參加活動，我偶然經過李兆基圖書館，剛巧正舉辦周千秋和梁
粲孆伉儷的畫展， 「彩墨天然」，展出幾十幅不同的作品，水準甚高。周
氏早在1939年追隨嶺南派大師趙少昂學畫，1949年來港居住，1968年移民
美國，在港教授嶺南畫藝20年，到美國繼續設美術學生授徒，到2004年退
休，一生都從事教學工作。

周氏伉儷都是著名畫家，學生超過3000人，統計來自44個國家，可說
令嶺南畫派發揚光大，周和梁兩人的畫都很多元化，山水都取材自美國各
地如大峽谷，動物的題材包括美國的白頭鷹和北美洲的大灰熊，形態造型
可說別樹一格，有許多新意，很值得欣賞，可惜科大在清水灣，地點較為
偏遠。

幸好，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會在5月23日至9月7日，舉辦 「嶺南
獨秀—紀念趙少昂誕辰110周年展覽」。趙教授（1905-1998）是嶺南書
派大師級的畫家，一生都在推動國畫現代化，許多弟子都很有成就。這次
展覽會展出他自1930至1990年代的作品，橫跨了60年，非常難得。

最難得的香港文化博物館更邀請到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借出12件珍
貴藏品展出，當中《一叫千門萬戶開》、《木棉紅佑嶺南春》都是我很喜
愛的，希望大家有時候去欣賞嶺南的藝術。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校長 陳家偉

撇開非自然的複製技術不談，自然界其實沒有兩樣東西是一
模一樣的。俗語說： 「十隻手指有長短」，即使長在同一身體，
左手和右手的指頭，沒有兩根相同。這裡延伸的意義是，人的思
想行為錯綜複雜，只會有個人獨特的模式，沒有跟別人一樣的版
本。

除非離塵遁世，做個 「自由野人」，否則人還是需要在群體
裡生活的。不過自古以來，人最難處理的問題正正是人與人之間
的問題：不是人不容己，就是己不容人。直至今天，世界上仍不
斷有人為的爭鬥；小則家庭朋友，大則社會國家，問題不因為這
或那群人的消亡而停止，反之世代傳承，似乎沒有解決的一天。

知識教育我們要做個有良知、懂禮讓、喜關愛、願包容、肯
承擔的人。可是在現實中的任何情況下，做得到此等美德的人少
之又少。當自己的優勢或利益受到威脅時（不論是真實的還是想
像的），大部分人的潛意識多傾向於保護自己為首，理不得什麼
人性美德了。就是這個人性的弱點，在 「危急」關頭時總會蓋過
知識和理性，做出種種自私失德的行為。

有云：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句子很有趣，它有雙重
寓意，一是對人性弱點的肯定，二是當中激發的推動力。一般的
意會是人如果不為自己爭取 「有利」的東西，天地也不容許。
「為己」的強烈意念被肯定下，下一步的動作是實踐 「利己」行

為。有問，這句子當中的道理到底是對是錯？
筆者認為，對錯各人心中自有答案。不過無論哪一個答案，

最終的影響都是整體的。一己歪念如假借為別人 「謀福」之名而
付諸行動，結果不堪想像。滿足個人欲望的代價可導致整個群體
沒休止的仇恨爭鬥，非我族類之爭激烈度更甚。這可以解釋為什
麼自古以來都有同根相煎、骨肉相殘、家仇國恨的問題。

筆者自問凡人一名，到今天仍不斷在警惕和修正自己那些可
能累己累人的私念。人類的 「為己」行為，或有認為是求生存而
無可厚非的本性，但當文明已滿足生活所求，再多的 「為己」就
是自私，有害群體的利益和進步。筆者認為，凡只利及小眾私欲
而犧牲整體利益的行為，皆值得天誅地滅。政壇惡棍乃一例。

為己之餘，多為別人設想一下，天下可以更太平。此外，人
若不為自己的前途而正確地努力，或未至於天誅地滅，但也會自
動消失。地方的發展能力是一例。

集仁琛
電郵：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教育心

勵志故事 曾芷君在閩僑「吻出一片天」

心同此理美德你得

嶺南文化一二事 為己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 星期四

一般中學只會邀請教育界或政商界的知名
人士擔任畢業禮的主禮嘉賓，但閩僑中學於5
月15日舉辦非一般的畢業禮，名為 「吻出一片
天：唇讀創傳奇」，吸引接近150位中、小學
生、老師及公眾人士出席。請到的主禮嘉賓，
正是兩年前以獨創的 「唇讀」方法學習而考入
香港中文大學的曾芷君。

曾芷君自幼失明兼弱聽，從心光學校轉到
主流的英華女學校讀書的原因，正是不希望逃
避困難，就連她平時的閒暇時間，也希望用來
擴闊知識領域。她更獨創 「唇讀」，兩年前成
功考入中大翻譯系，現已升讀二年級。她在分
享會上透露，入讀中大後，要改用電腦作為學
習工具，而不再是唇讀方法，結果需要多花三
倍時間去學習。

芷君對外界充滿好奇心，想不斷擴闊自己
的圈子，認識各種事物，為此要克服身體種種
限制，衝破困局，額外付出許多努力。去年，
她多番向父母和學校爭取，終於獲得到英國牛
津大學交流三個星期的機會，在康河上的遊覽
令她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也是她人生首次大學
海外學習旅程。她說，平常的生活與一般人沒
有太大的差異，不同的是，她每天的大部分時
間都是花於讀書。她認為學習要和課外活動須

取得平衡，而活動亦要與學習連繫起來，對學
習有所幫助。

聽到芷君的分享，中五學生吳少偉表示，
芷君那種不懼困難，勇於挑戰自我的精神值得
學習，只有這種精神，才能成為生活的贏家。
該校另一中五學生吳潔瀅也說，芷君積極學習
別人的長處頗值得效法，日後將多留意別人的
長處，以取得更大的進步空間。

邀請曾芷君到閩僑主持畢業禮和分享的，

是閩僑中學校監林泗維。林身兼中大新亞書院
校董，他說在中大校園遇到曾芷君，被其毅力
感動，認為其奮發的故事對中學生必有很大的
啟發，閩僑學生的積極反應令他深感欣喜。

畢業禮開始前，閩僑中學與福建省廈門市
第五中學舉行締結姊妹學校計劃儀式，林泗維
與廈門五中的許國三代表兩校交換結盟文件。
兩校希望，藉此締造新平台作教學交流及加深
兩地師生的互相認識。

▲閩僑中學校監林泗維（右）向曾芷君
贈送閩僑學生製作的紀念品

最近，朋友擺了一場慶功
宴，慶祝她升中的女兒考進了有
名的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中學
（簡稱 「上外附中」 ），我們也

有幸被邀請 「助興」 。這家學校是前外交部部長楊潔篪、副部長
王光亞等人的母校。它是直屬國家教育部管轄的16所外國語學校
的其中一家，也是上海小升中最熱門、最難考的學校之一，難怪
朋友為此笑顏逐開，比中六合彩還開心！

張寶玲 居滬港人家長，當全職媽媽前為財經公關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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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像短片
助認識基本法

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闡明 「一國兩制」、 「港人治
港」和高度自治等重要的理念，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
的各項制度定下一些原則性的條文。最新的 「基本法視像
教材套」自上月推出後廣受好評，因為教育工作者對憲法
不熟悉，在備課時遇上不少困難，很難判決網上資料真
偽，現在有教材協助教師以生動的方式，引領學生認識基
本法，以及助學生思考基本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基本法視像教材套共有五個單元，每個單元均清楚列
出學習目標、建議教學時間、建議預習、討論問題的方向
及延伸閱讀的資料，方便老師教學。這套基本法視像教材
套的製作，是得到多位基本法法律專家的參與，包括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女士等權威人士，教材套的內
容正確毋庸置疑。這次的基本法視像教材與此前的 「明法
達義」教材套之不同，視像教材套的定位是運用視像短
片，協助教師以比較生動的方式引領學生初步認識基本
法，當中許多珍貴的互動片段及歷史鏡頭亦值得學生借
鑑、參考及自學。建議老師將視像教材套與此前的 「明法
達義基本法學習教材套」兩者互相配合使用，讓學習更全
面。

適逢今年為基本法頒布25周年，希望教育局繼續於現
有教材及教學支援上，繼續深化及支援，例如可舉辦更多
教師工作坊，深化老師對基本法的了解，或成立有關教學
輔助部門，讓教師可以直接查詢，即時解除疑慮，這些均
對老師加強學生認識 「一國」和 「兩制」的教學有所裨
益。 教育工作者 梁思韻

孤兒──社會上被忽略的一群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陳家豪、謝瀚輝、楊萃雯、蔡佳慧、陳雍林、
郭浩航、林美珊、林浩宏

深入孤兒生活
香港現有收養孤兒的孤兒院都拒絕接受探訪，為

此我們屢次碰壁。在社工的幫助下，我們終於找到了
兩位失去雙親的孩子，他們都成熟並且不介意他人訪
問。

其中一位是未成年人，他現在與我們一樣，都是
學生。他從小在一個領養家庭中生活，他由小到大都
沒有父親照顧，到現在的家庭也是沒有父親在，所以
他完全不知道什麼是父親。父親，一個擔當着孩子導
師角色的人，若是從小到大都失去父親，孩子的成長
便難以估計，但他的樂觀戰勝了這些困難。他亦曾經
向我們表示過：他不想與親生父母重逢，他對他們已
經不抱希望了。

另一位孤兒是由爺爺奶奶照顧長大的孩子，雖然
比其他孤兒幸運，尚能與親人一起生活。但當他受到
同學議論從沒換過書包、沒有父母的時候只會默默忍
受，直到回到家裡，鎖上門，獨自發泄。

在他的內心，他從一開始就是孤兒，不免覺得低
人一等。而他內心的痛苦，只會和社工交流，甚少與
家人、朋友傾訴。

可幸是他能在逆境中成長。對於已經長大的他來
說，孤兒的經歷只不過是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也因
為這段插曲，他提早懂得什麼是珍惜、什麼是追求。

他自嘲地形容自己曾經是一個愛砌模型的宅男。
現在的他，在空餘的時候會選擇外出散步，放空心
靈。雖然，仍舊是他一個人。

他表示，如果有機會能再見他的母親，他會跟母
親說： 「媽！我並不怪你。我明白你當初的苦衷，拋
棄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仍然當你是我的媽媽。我愛
你！」當我們聽見這番說話時，我們心目中已經把這
個人當成一個模範，我們亦十分敬佩這個人。

在訪問即將結束的時候，同學追問了一道問題：
「如果你有能力，你會幫助和你有同樣經歷的小孩

嗎？」他不假思索地點頭。
（四之二）

▲曾芷君（左三）在閩僑中學畢業禮分享奮鬥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