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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與國情教育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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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座抑或批鬥座？
世界各地公共交通工具設立 「關愛座」或 「

優先座」十分普遍，原意給予有需要人士如長者
、孕婦、傷殘人士等有優先使用權，鼓勵敬老扶
弱的讓座文化。不過，讓座不讓座近年卻成為爭
議話題，不時有年輕人不願讓出座位，甚至是坐
上去都會被指摘霸佔 「關愛座」，不時引起 「罵
戰」，更常被拍片放到網上遭到 「網絡公審」，
故有年輕人將 「關愛座」喻為 「批鬥座」。

有人認為 「關愛座」的意義已變質，去年在
台北更有近萬人在網絡聯署，要求當地政府廢除
「關愛座」。

1973年日本率先出現
「關愛座」文化早於1973年在日本列車出現

，隨着世界各地人口老化及社會需要，不少地方
的鐵路及公共交通工具相繼引入 「關愛座」，如
台灣、韓國及英國等。香港方面，港鐵亦於2009
年起引入 「關愛座」，希望能推動本港的讓座文
化，去年10月起更陸續增加 「關愛座」數目，由
每卡車廂兩個增加至每卡四個，預計日後全線列
車共提供5,150個 「關愛座」。至於九巴亦於2011
年5月起在巴士下層兩邊最前橫排四張的座位設 「
關愛座」。

不過，本港早前有團體訪問近1,800名青少年
，結果發現逾八成受訪者認為坐在 「關愛座」較
坐在一般座位有壓力，逾半受訪者不支持再增加
「關愛座」，有三成男性受訪者更認為應廢除 「

關愛座」。
調查亦指青少年對網絡公審覺得反感，普遍

認為網上批判，不會影響他們的讓座意欲。
「關愛座」變成 「批鬥座」不單在香港發生

。在台灣曾有一名女士在網上貼文，透露自己懷
孕三個多月，搭乘火車回桃園，因為站很久不舒
服便坐了 「博愛座」（香港稱關愛座），沒想到

被一對年輕情侶罵 「不要臉」，她只好一到站就
下車，下車後忍不住大哭，更因久站導致下體出
血。台北去年就有近萬人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
台聯署「廢除各項公共運輸工具上博愛座之設置」
，雖然 「博愛座」最後沒有被廢除，但當地交通
部認為必須加強宣傳正確資訊。

多倫多拒讓座設罰款
目前世界各地的公共交通都設有 「關愛座」

，但服務對象亦沒有硬性規定，更沒有實質法例
規管。台北捷運指出， 「博愛座」若被佔用，目

前並無罰則，乘客若急需座位，可聯繫列車保全
或駕駛員。港鐵發言人稱，禮讓文化有賴乘客配
合，強調不論什麼座位，乘客都可以坐；相反，
即使是車廂內非 「優先座」的其他座位，亦希望
乘客可讓予有需要人士。不過，較罕見做法是加
拿大多倫多，政府2014年通過 「關愛座」法案，
若有傷殘老弱人士要求 「關愛座」座上人士讓座
不果，有關人士在沒有需要之下不肯讓座，會被
罰款加幣235元（約1400港元）。到底 「關愛座」
怎樣才做到符合社會各類市民的需要呢？

撰文：劉家莉

在東京、台北捷運等，為方便孕婦、長者
等，分別設識別吊飾或博愛識別貼紙，方便其
他乘客辨識主動讓座；英國則讓有需要者可申
請優先座位卡，出示此卡可要求他人讓座。台
北捷運曾推出 「博愛座識別貼紙」 及 「好孕貼
紙」 ，讓有座位需求的乘客索取，貼在身上提
醒他人讓座， 「博愛座識別貼紙」 目前版本為
「您讓座，揪感心」 ，並特別放大 「讓」 字，

提高辨識度。

韓國的釜山市政府亦聯同當地一間公司
Daehong推出一個 「Pink Light」 項目，孕婦
只要攜帶一個鎖匙扣般的無線藍牙發訊器走在
孕婦座附近，毋須自己開口，車上就會亮起燈
號，提醒佔用座位者讓座。釜山市政府希望將
項目進一步擴展至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並且覆
蓋例如長者等更多有需要人士。另外，新加坡
的地鐵在月台加設一條長者、孕婦優先的排隊
線，讓他們可以優先上車，方便找空位。

識別貼紙或優先卡 本港交通工具
優先座數目比例

公共交通工具

港鐵

輕鐵

專營巴士

電車

優先座所佔百分比

約5%

約18%

約10-24%

約11-15%

每周逛書店，我都會購買到一些 「心頭好」
的好書。多年來，家中藏書不斷增多，蝸居實已
容不下，只好定期將書籍轉移到父母的家中，閒
時回去閱讀，並可探望父母。普鳴和格羅斯（胡
洋譯）的《哈佛中國哲學課》（北京：中信出版
社，2017年），是我剛購入的新書，本書的主旨
是教我們學習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處世之道，從而
學習 「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和 「如何創造一
個更好的世界」。作者認為，我們常常把哲學當
為抽象的學問，但是，中國思想家總是以日常生
活中具體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們堅信更大的變
化恰恰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充實的人生也
正是由此開始。

如有人問孔子，應否設關愛座？應否讓座？
孔子可能會作出以下的回應：我們整天都會在不
同的場合裏持續不斷地轉換自己的行事之道，以
應對不同的人。所有這些應對他人的習慣就是孔
子所謂的潛在禮儀。孔子認為，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所做的任何使人際往來更為順暢的小事都可能
成為一種禮儀。

西方思想家傾向於認為只有從大處着眼才能
改變世界，孔子並不懷疑這一點，但他也說：不可忽略小事。
只有改變自己的行為，變化才會發生；只有從小處入手，我們
才能改變自己的行為。

他教育我們只通過禮才能培育出善，只有當我們擁有了善
，我們才能懂得何時施行禮以及如何改變它們。每個人都要在
其中努力完善自我。通過這
些簡單的禮儀，我們建立起
新世界。而只有在日常生活
中，我們才能夠創造一個更
美好的世界。

可見，有了良善之心，
自會作出守禮的行為，從而
又有助培育我們心中的善。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例如讓
座予有需要的人，皆是實踐
禮及提升善的良好機會。只
要好好處理這些小事，我們
便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
界！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生涯規劃是香港教育術語，簡單來說，
就是指對學生進行升學和擇業的輔導和教育
。國情教育，毋庸再多言，就是引導學生更
為準確客觀地認識中國國情與發展狀況，從
而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提升國民身份認
同。驟眼看起來，兩者好像風馬牛不相及，
前者是屬於學生升學就業輔導，後者是價值
教育。

但是，筆者認為，這兩者在香港不但高
度相關，而且只有相結合起來，才能使這兩
方面的教育工作做得比現在更好！

內地對全球影響力大
香港現在和未來的發展，再怎麼樣也不

可能繞開內地乃至整個大中華區的發展，而
能繼續維持繁榮穩定和民生富足。

不論願意不願意接受，內地資本包括國
企和民企在香港乃至全球有着愈來愈強大的
影響力。如果我們真的希望香港的青年學生
在畢業之後，能夠有更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
，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那麼在生涯規劃
的輔導教育上，教育工作者就應該有意識地
引入國情教育，尤其是當代中國發展的趨勢
、狀況以及機會，從而讓青年學生能夠盡早
了解當下內地的發展勢頭，在規劃自己未來
人生路向的時候，盡量早些把內地作為一個
可供選擇的發展選項，納入到自己的規劃打
算當中去。

同樣道理，當我們引導學生進行國情教
育的時候，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歷史文化的懷
古之中，而是應該古今並重，尤其是把當下
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乃至人民生活水平和
生活面貌的改變，盡可能客觀而全面地呈現
在學生面前，改變那種深陷媒體斷章取義報
道所產生的偏見歧見。

先從大灣區摸索發展機會
那麼具體應該怎麼結合來做呢？第一，

承接上一篇文章，從大灣區這個粵語區開始
，讓香港就讀大學和專上職業教育的同學，
可以先行在區內的對應專業的國企、民企甚
至政府單位裏面實習，讓大學和專上職業教
育的同學在實習而不是在畢業之後才考慮是
否進入內地工作，這樣的起步太遲了。如果
能在學習期間，先從同聲同氣的大灣區這個
粵語區開始，慢慢摸索自己的職業發展機會
和道路，慢慢適應有同有異的內地生活，這
既是與自己大學和專上教育所學的學科專業
相關的實習，又同時是在實地認識國情，了
解國家的發展。

這樣一種相結合的教育，當然比單純的
生涯規劃輔導和單純的國情教育，來得更加
深入、更加實在，等於把國家的發展與個人
的發展盡快聯繫起來。

第二，目前特區政府有所謂的 「工作假
期Working Holiday」計劃，讓某個年齡段
的畢業沒多久的青年人，可以申請資助到海
外的澳洲、新西蘭等國家，進行為期一年的
工作實踐。當然這個工作是不足以讓參與的
青年人能夠在當地獲得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機
會，更不能獲得居留權和國籍的。這類計劃
主要是希望藉此來擴闊香港青年人尤其是經
濟條件相對不那麼充裕的，能夠有機會去海
外見見世面，實習一下工作和實踐一下獨立
生活。這種計劃的立意非常好，但卻僅僅限
於到海外國家，並沒有包括回內地。還是那
句話，既然我們相信未來香港的發展是與整
個中國息息相關的話，這種工作假期計劃又
怎麼可能漏掉了內地呢？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鄧飛

適逢今年香港回歸20周年暨香港升
旗隊總會成立15周年，該會在6月11日於
金紫荊廣場舉行 「2017童心賀回歸金紫
荊廣場升旗禮」。

當天上午八時正，升旗隊旗手、護
旗及方隊，持國旗及區旗，正步步操進
場。當國歌奏響，區旗伴着五星紅旗，
徐徐上升，並在隊員以及群眾的注目禮
下升至桿頂。

是次升旗儀式由香港升旗隊總會成
人隊伍及青年隊伍主持。參與升旗禮儀
式的代表有來自中小學隊員、導師、家
長及來自海內外的遊客等三百多人。

升旗隊幼兒隊伍在金紫荊廣場的
「我真的很不錯！」舞蹈表演，展現其

活潑好動、精靈可愛的一面。升旗禮後

，升旗隊總會舉辦景點導賞活動，讓隊
員們及家長們加深對金紫荊廣場及香港
回歸祖國紀念碑的認識。

升旗隊總會總監許振隆表示，是次

金紫荊廣場升旗禮，為隊員們帶來了難
忘的體驗，也讓更多社會大眾及訪港旅
客了解香港青少年學子的愛國熱情及積
極承擔。

童心賀回歸金紫荊廣場升旗禮國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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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與區旗高高升起

▲升旗隊旗手、護旗及方隊進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