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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周四刊出

創意出狀元＞＞＞

有好一段日子沒聯絡的一班舊同學
，近年陸續聚會，見面時暢談昔日學生
時 代 的 趣 聞 軼 事 ， 盡 是 幕 幕 美 好 的
回憶。

普遍認為少年不識愁滋味，沒什麼
真正的利益衝突，也未涉成人世界的爾
虞我詐，真摯友誼較容易建基於純真的

讀書時代，倒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人
成長了，是否更明白事理，更懂得珍惜
丶關愛和包容？筆者認為未必。有說 「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的根本性格
不容易因為時間而改變。難相處的人可
以成為朋友嗎？友誼又可以永固嗎？

從筆者不同年代的舊同學中領會到
的情況是，維繫友情需要一定的技巧，
包括懂得避開意見不同的話題、接受多
元品格的言行、理解與自己不一樣的觀
念等等。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意願
，友誼的主導意識在於本體的 「我」而

非朋友，也即是說，不論相識於什麼年
代， 「我」其實可以選擇和決定去繼續
或放棄某個或某群朋友。同樣地，別人
也可以這樣做。理念相同志趣相投的當
然容易成為好朋友，話不投機性格各異
做不成朋友也非憾事；但為意氣而怨恨
成仇、敵對或肆意互相攻擊卻是非常不
智。冤冤相報何時了？把怨恨擴大就是
戰爭，凡事只要把尊重放在大前提，世
界便可以更和平。

令筆者感無奈的是當今交友多了個
「無敵」網絡平台，情感的定義由表情

符號取代，含糊不清，敵友難分，感知
感觸由實轉虛，友誼永固在網絡世界也
許只是個舊時代的形容詞。每個人走的
路不盡相同，感受也不一樣，苦非我的
苦、樂非我的樂，不足為怪。縱使是徹
頭徹尾的大好人，總也不能叫所有人都
接受自己。別人不以自己為友不能勉強
，尊重其決定便可。最重要是不要製造
事端，避免與人為敵，不給人家藉口來
攻擊，人生也多些快樂少些煩憂。

無論如何， 「多一個朋友少一個敵
人」對社交、社群和社會都有利； 「不
是朋友也不是敵人」總比 「沒有朋友又
到處敵人」好得多。

集仁琛
電郵：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十歲女兒時裝夢

每天她做完作業，溫習好了，就會花
時間更新這個網站。奧斯卡頒獎典禮的第
二天，她就把眾女星的時裝新聞加上去了
。現在一有空暇的時候，她就會為這個
fashion club構想一些新主意。明年的暑假
，她還想進修一些寫App的課程，為的是
以後要創造一個時裝潮流的App，女兒可
以說變成了經典的時裝發燒友。雖然，她
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件事上，甚至犧牲了其
他的興趣和閱讀時間，但我很支持她，因

為我一直教三個女兒要追求自己的夢想，
需要找到自己的至愛，包括在學習上、興
趣上以及日後的事業上，要為前面的目標
力臻完美，全力以赴。這是我第一次在她
的身上發現這種拚出來的勁，絕對是值得
鼓勵的事。

最近讀到一篇教育文章，作者是一個
上海雙語中學的校長。他的學校有一個同
學成績很一般，但是他是校隊足球隊隊長
，非常熱愛運動，在高中畢業後去英國留
學，名牌大學他無緣問津，卻選了一個冷
門的體育管理專業。讀大學期間，他堅持
踢球，業餘時間還去一家中文廣播電台做
英超旁述，並且考了專業足球教練證書。
一年前回國，成功應聘進入一家中超俱樂

部做青年隊教練，還兼職在網路媒體做旁
述講英超。很多人既佩服他，又羨慕他。
因為體育和電子媒體仍是當今中國的朝陽
事業，他幾年前做出了既符合自己的興趣
，又順應了時代潮流的決定，終於烏鴉變
鳳凰，吐氣揚眉！

傳統思維應順應潮流改變
在世界瞬息萬變的大潮流下，我想大

家的傳統思維也應該順應去改變，以前最
貴的東西是地段，現在是流量和粉絲，未
來人人都可以開微商店，人人都可以做媒
體，也就是有自己的公眾平台，只要你東
西好，就有人買；只要你說得精彩，演得
夠好，就會有很多人看見，並且可以吸引
對你感興趣的人關注你。

今時今日，老師和家長都厭煩一味考
試追求成績的學習，未來的學生就業能力
很可能更着重他的交際能力或對這份工作
的熱情多於成績。當人的個性被不斷的釋
放，興趣正在成為謀生手段時，我們是不
是應該放棄希望孩子入名校、成功就是要
當醫生、律師、會計師的老土觀念呢？

早前有幸受創科滙主席李嘉樂博士邀請，
陪同張華坤博士回母校慈幼中學分享，張博士
曾參與NASA太空研究計劃，是港人之光。聽
他分享，有如上了一堂活動物理課！慈幼英文
學校是東區著名男校，65年來一直為區內培育
菁英，不少畢業生以 「我是慈幼仔」為傲。這
次與杜玉燕校長做訪問，可近距離接觸慈幼的
魅力。

梁思韻：慈幼英文學校已經創辦65周年，
有什麼轉變？

杜玉燕校長：最近幾年，不只我們，相信
全港學校也會遇到這個問題，就是擔心收生不
足，東區的收生問題也挺嚴重。我們要透過不
同的途徑，讓小學的家長，除了慈幼小學的家
長也了解到我們的辦學精神，以及有何特別課
程幫助學生學習、成長，特別是面對未來的挑
戰，要如何裝備自己。

梁思韻：香港有個別的男校或女校，近年
因為收生問題而改為男女校，慈幼會效法嗎？

杜玉燕校長：曾經有過這個想法，附近的
街坊對我們辦學有信心，加上慈幼會一直是為
男青年服務，是一個傳統。男女校與男校，其
實各有好處，我們會着力於就着學生性別發展
哪類課程比較適合。一般而言，男生對數理、
體育運動方面會較熱衷、較感興趣，因為我們
可以很專注的培養這些科目，目標亦更清晰；
當然男女校也可重點培訓數理體育，但始終要
顧及女同學的需要，學校的資源也要分散。

梁思韻：對生涯規劃有什麼措施？
杜玉燕校長：就生涯規劃，男校與男女校

應該也同樣着重。65年來，有很多慈幼師兄走
過這條路，由中學畢業，入讀大學，再在不同
專業發展，我們的優勢是有很強勁的舊生支援
。早在教育局未大力推行生涯規劃，舊生已經
會經常回學校作分享，我們亦早已開展 「良師
益友」計劃，由舊生自己發起一些活動，如帶
學生到不同企業參觀、暑期實習生計劃、升學
及就業講座等等，使學生可以有一個真實人物
借鏡、參考。

梁思韻：在培養學生面對未來競爭、為他
們裝備時，必然會遇上能力不一的問題，如何
處理？

謝萃輝副校長：針對不同能力，會有不同
的課程策略。以英文課為例，中一至中三會進
行小班教學，拉近師生比例，讓老師更有空間
去照顧每一個學生。此外，我們有跨學科（
LAC）課程，藉着英語科主力帶動，協調其他
科目作跨學科課程，我們剛剛在初中進行了一
個以動物為題的課程，由英文科先教詞彙，然
後再在綜合科學中學習，這可大大提高兩科的
學習成效。除正規課程、課堂結構，亦有一系
列的課後支援，包括平日為能力稍遜同學準備
的複習課，而到星期六、日有額外的輔助，會
邀請老師、退休教師或舊生作導師，活動性相
較平日的複習課更大，在各方面、以不同形式
幫助同學提升能力。

亞洲兒童教育協會主席 梁思韻

十歲的女兒一向喜歡時裝設計，最近她在家裏搞了一個時裝潮流會
，廣邀鄰居的女孩子和同學做會員，把志同道合的朋友招聚在一起。她
和妹妹花了很多心思把閣樓重新布置，打造成會員天地和會議室，請鄰
居過來開會，討論如何吸引更多的會員，策劃新的推廣活動。同時她也
創建了一個網站，專供會員和公眾瀏覽：上面有關於時裝最新潮流的資
訊、音樂、博客、會員福利和一個虛擬的網店。

撰文：居滬港人家長，曾為財經公關專業人士 張寶玲

記得小時候亞洲電視的前身—麗
的映聲是唯一的電視台，也是全球第一
個華語電視台。每晚九時三十分全港涼
茶舖一定高朋滿座，大家都以最低消費
觀看每晚的粵語長片，遇上猛片名片播
放的日子，不是涼茶舖的熟客，一席難
求，這是六十年代香港社會大眾的茶餘
飯後的娛樂。

至上世紀七十年代，電視進入香港
的家庭，麗的映聲也由收費的有線時代
蛻變為無線廣播，麗的和亞洲電視（邱
德根先生接手時易名）不是沒有輝煌日
子，1979年麗的的《天蠶變》，把電影
的製作引進電視劇中，令無綫電視在該
時段的節目全部腰斬；1980年麗的創作
《大地恩情》，劇情富創意，打破慣性
收視的習慣，令無綫電視的《輪流轉》
被迫腰斬；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賭神
電影風靡一時，1999年亞視拍攝劇集《
縱橫四海》，觀眾人數也勝於無綫；
1999年，亞視不單在拍攝戲劇有創意，

也創新地引進台劇《還珠格格》，收視
率突破60%；2001年亞視推出陳啟泰主持
的《百萬富翁》，平均收視十多點以上
，2001年7月15日當晚的特別版百萬富翁
「名人慈善百萬Show」以34點高收視將

《2001年香港小姐競選決賽》拋離；踏
入廿一世紀，由於管理層不穩定，經常
傳出股權更替的新聞，喪失了傳統的弱
台在困難中打出生路的拚搏精神，終於
踏上電視台被停牌、公司幾乎被清盤的
命運。

電視行業是高度競爭的行業，必須
不斷創新，否則觀眾便離你而去，二千
年以前，兩個電視台為提高收視率而不
斷把節目推陳出新，使行業蓬勃地發展
，也培育影視界不少人才。

「不創新是等死」
全球最大個人電腦生產商聯想創辦

人柳傳志指出： 「不創新是等死。」這是
創新行業的金科玉律，放眼世界的大企
業，能夠與時並進的便屹立不倒；反之
，則業績大幅向下，甚至步入破產邊緣
，這情況正是亞洲電視的寫照，2000年
後公司經營目標沒有考慮觀眾喜好，完

全缺乏創新，不斷重播陳年舊節目，雖
然可以減少營運開支，卻把廣告客戶嚇
跑了，結果是連年虧損，最後走上窮途
末路。

回顧亞洲電視經營的日子，曾經憑
創意製作深受香港市民歡迎的節目例如
《秦始皇》、《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今日睇真啲》、《百萬富翁》等，也
有開創探索外地文化的節目，《尋找他
鄉的故事》便是一個上好的成功例子，
可惜無以為繼；電視台也沒有利用本身
獨家轉播賽馬的優勢，在知名馬評人董

驃先生在世的日子，賽馬資訊節目提升
了不少收視率，可是斯人一去，電視台
竟把增加收視率的上好素材投閒置散，
令人慨嘆。

大眾傳媒事業發展迅速，不單硬件
發展一日千里，網上平台已經威脅到家
庭的免費電視。要留住觀眾，必須積極
提升節目質素，今天家庭觀眾的質素提
升了，電視台不再是戲劇台，必須開拓
更新更廣素材的節目，避免重蹈亞洲電
視的倒閉命運。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理事 潘永強

筆者一直都很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
，但如何把這件事情做好，實在是需要
許多的努力，教導或指導小朋友和少年
人如何做人，做一個有理想、有志氣、
有品德的人，談何容易？因為，首先要
有正確的價值觀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才是
最核心的事。我的方法是從中國傳統文
化中尋找養分。

孔子是中國的至聖先師，有了他的
教誨，中國將不至於萬古黑暗。孔子是

第一位文化的總結者，集大成以建立一
套為人為君的系統，建立一套社會秩序
，讓人人能親其親，人人都能安居樂業
的大同世界。孔子是很有理想和抱負的
，他用了十四年的時間 「周遊列國」，
就是要向各國的君王推銷他的政治信念
，即行仁政，為政以德的 「德政」。

可是，在春秋末年，各國互相攻伐
，人人見利忘義，哪有一位君主願意信
任？因為要君主提升自己的品格，和注
重教育，但他們都相信富國強兵，結果
法家當道，秦國勝出，統一六國。

但是孔子的影響是在他離世以後才
永垂不朽。《論語》是記錄他教導弟子
的說話一言一行的話語錄。在戰國及秦

漢時都很有影響力。及至西漢末，劉向
劉歆整理古籍，歸納為三個版本即《古
論語》、《齊論語》和《魯論語》並以
《魯論語》為基本。後來，東漢的鄭玄
為《論語》校定及作註，最後成為《論
語》的祖本。

之後，有三國魏時的何晏等人撰《
集解》；及至南宋的朱熹作《四書集註
》。他的註就成為了權威。之後的元、
明、清三代的科舉考生都要讀四書（《
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
》）。朱子的註成了正統，影響歷朝歷
代近一千年，直至清末取消科舉，及民
初曾禁止讀經方停下來。不過，《四書
》已是中國文人的文化基因。

《四書》而言，筆者認為《論語》
最為重要。近代香港人熟悉的國學大師
如錢穆等無不鼓勵青年人讀《論語》，
錢賓四先生更花了數年時間寫《論語新
論》，旁徵博引，可說直追朱子，是一
本很值得參考的《論語》系列。

可是錢先生的作品都不易讀，許多
人也敬而遠之，甚是可惜。但2015年，
一位日本學者安富步教授寫了一本《超
譯論語》，是筆者看過最簡要又不失專
業的《論語》書。這個中文版本由清華
大學的沙亮教授翻譯，全書易讀，可讓
初學者得益，大家不妨一看。這書的好
處是揀選《論語》大概二百多條的條目
，並加以發揮，好處是用白話文，而且
編排得宜，非常易讀。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校長
陳家偉

慈幼舊生支援生涯規劃
敵友

論語的學習

電視行業的競爭

港滬家教＞＞＞

心同此理＞＞＞

美德你得＞＞＞

教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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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女兒喜歡時裝設計，2016年奧斯卡頒獎典禮的第二天，她就把眾女星的時裝新
聞上載自己創建的網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