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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
在副刊部的日子

2012年5月，報社調動了我的工作崗位，從
三樓的要聞調到二樓負責副刊，從全日不間斷密
切關注時局變化，應對種種突發新聞，經常急如
星火地向各地發出採訪指令，以及片刻間就要提
出採寫角度，稿件修改整合意見的崗位，一下轉
入靜悄悄的副刊部，這就像一部疾速行馳的汽
車，猛的停了下來，駕駛者第一反應就是什麼情
況？下一步做什麼？

副刊傳統上叫 「報屁股」 ，打一個不恰當
的比方，如果要聞是 「熱灶」 ，副刊就是 「冷
灶」 ，我們辦事處主任出身的人都擅長冷灶熱
燒，否則辦事處啥事也做不成，因此我不懼燒冷
灶。事實上所謂冷灶也只是要聞與副刊工作節奏
上的比較，至於其熱度副刊並不低，至少不冷，
因為《大公報》副刊由來已久，是許多中國文化
人與歷任副刊人，歷經百年共同打造出來的。
《大公報》副刊的文章質量之高，投稿者文壇
「段位」 之顯著，大多數報紙很難望其項背。

百年副刊 推出嶄新版面
時任副刊主任關衛寧小姐個子不高，穿着

保守，不苟言笑，微陷的眼窩裏，一雙眼睛總帶
有點疑問，讓人一見就是那種常年埋首在稿件堆
裏的資深報刊編輯形象。之前跟關小姐沒有共事
過，我剛到副刊就遇到一個有來頭的作者，但稿
子卻不堪用，幾次來回，我請關小姐寫個意見，
拿來一看，彈讚皆恰如其份，批評均邏輯嚴密，
文字很是了得！非常佩服。那位作者自然心悅誠
服。

初到副刊，我跟關小姐常聊的共同話題是
副刊百年了，變化不大，應當因應時代演進，有
所推陳出新。關衛寧的意見是副刊的大公園和小

公園，是《大公報》的歷史遺產，這部分不應做
大刀闊斧的改革，應當保持原有風格和內容，在
此基礎上拓展題材和作者，以吸引更多不同年
齡、不同文化層次、不同文字趣味的讀者。對此
意見我完全同意，這是有所改變，那麼如何出新
呢？我們的一致意見是對大小公園以外的，沒有
歷史傳承的版面放手出新。經過幾個月的策劃討
論，副刊面向當下時代特徵、讀者興趣和關注
點，決定推出書海漫遊、汲寶齋、品味生活、音
樂鑒賞，以及電影、戲劇、體壇人物等一系列周
刊。

擔任這些版面主編的大多數是香港各大學
畢業入職才一兩年，甚至半年的學生，這擔子對
誰都不輕鬆。但通過幾年在實操中學習提高，大
家都成長得很快。

讀中文的屠薇如一入職就得到了《書海漫
遊》的差使，兩眼一抹黑，不知如何下手，我們
建議她自己寫書評和約稿兩條腿走路，我記得當
時隨手從書架上抽了幾本可能暢銷的書給她，很
武斷的對她說， 「這就是當下人的讀書口味，你
就按這個選題」 ，事實上究竟是不是其實我也並
非有什麼把握，但幹事情要先解決有沒有的問
題，然後才談得上改進提升以至完善。屠小姐天
資聰穎很快拿出了版面，居然當月就拿了月度評
比一等獎。這給了她巨大的信心，但她畢竟是被
趕鴨子上架的新人，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我退休
後她對我說， 「那時我們去你辦公室談下周選題
或送版面，都要先聚在水房裏，大家互相安慰打
氣，水房桌子上都給我們摳出幾條縫來！」 這裏
面顯然有誇張的成分，但壓力大緊張是肯定的。

其實我也知道他們的壓力大，為了稍作緩
解，我搞了個 「麥當勞之夜」 ，每周五請小朋友

們到對面七姊妹道麥當勞邊吃邊聊聊，因為大家
都還身兼採訪工作，人從來也沒湊齊過，也沒能
堅持每周五都進行，反正也就是個意思了。

《汲寶齋》這個周刊也十分難弄，當時正
是收藏熱，推出這個周刊是有針對性的，拿到這
活的成野小姐從來沒接觸過收藏，立即進入愁雲
慘淡狀態，因幾度難產，找她來討論如何弄時，
她幾乎要以頭搶地了。我記得2013年2月底我出
發去北京參加兩會報道，臨走時跟她說，不能再
拖了，我希望從北京回來時能看到版面。當時成
野兩眼絕望地看着我，片刻又捏緊拳頭說 「好
好，一定！」 到北京沒幾天收到成野一份電郵，
意思是終於找到思路了，最後一句話我還清晰的
記得 「不管有多困難，我成野永遠是戰士！」 幾
年後成野去了中國最大的拍賣公司之一，至今一
直參與古代字畫的徵集、宣傳和拍賣。《汲寶
齋》的苦沒有白吃。

鋼琴才女 主持音樂周刊
李夢是個十分優秀的才女，不知怎麼搞

的，她到報社先去的那個部門沒 「看上」 她，這
才到了副刊。我看她的簡歷有 「鋼琴十級」 的紀
錄，我想我們要找的音樂周刊的主編就是她了，
香港是全世界最優質的音樂演出目的地之一，頂
級演出一年有許多場，以往都是發個演出消息就
完了，對不感興趣的人來說，這種消息發了也是
白發，感興趣的人讀了又十分不過癮，李夢的任
務就是專攻藝術和音樂評論，我對她說別管多難
都要做，不是說《大公報》是世界性華文大報
嗎，世界上的大報都有藝術和音樂評論，那我們
也要有。以李夢的資質和從不畏難的精神，版面
很快就出來了，並且在行業內有了一定的影響和

地位，於是各種演出商的邀請都來了，她也有了
出國旅行的機會。《大公報》煅造了新人，現在
李夢已是香港有一定名氣和作為的策展人了。

《品味生活》是時尚類周刊，一般的做做
不是難事，商品加大尺度模特照片，怎麼樣的
版面都立得起來，但要做出特色，特別是做出
文化品味就又要動腦筋了，有一次版面主編周
怡做了一期香水，初版就香水談香水，平淡如
水，令人毫無閱讀興趣，彼時夢工廠出品的電
影《香水》正好大熱，我提議周怡考慮一下這
個電影的元素有無可用之處，副刊的才女們都
是一點就透的人，我話未落音周怡已有思路
了，那期時尚周刊做得十分精彩，有故事，有
趣味又有時尚香水推介的恰當融入，至今仍有
很深印象。還有一次時尚版介紹當季的風衣，
我審稿時一看都是英倫風格的風衣，但卻只談
品牌，沒有風格來歷的文化和歷史的溯源，於
是周怡找了很多資料從頭來過，最後定版仍然
以風衣為載體，但卻將英倫風範，即所謂 「英
國範兒」 、 「英範兒」 做了一次源流考，讓人
讀起來興味盎然，增長了見識。後來周怡考到
了珠寶鑒定師的證書，就此進入時尚行業，聽
說她甚至有了自己的時尚珠寶飾品店。

我在副刊三年多，除了業務上的一些調整
改進以外，還經歷了許多有意義和有趣的事情，
限於對文字數量的要求，就沒法展開說了。總的
體會是《大公報》向來人才濟濟，聰穎的也好，
貌似平庸的也好，進了這扇大門，只要個人努
力，先來者點化都能成才，以上列舉的那些小朋
友莫不如此。

郭震
《大公報》前助理總編輯，曾分管副刊

內地及其他國家近年
致力發展職業教育，鼓勵
年輕人按其能力和興趣選
擇升學出路及加入不同行

業，推動傳統工人向專業人才轉型。
去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印發

《關於做好本科層次職業學校學士學位
授權與授予工作意見》，明確指出職業
本科將納入現有學士學位工作體系，按
學科門類授予學士學位。同時，普通本
科和職業本科具有價值等同的證書效
用，在就業、考研、考公務員等方面具
有同樣的效力。

奧地利職業教育學生達68%
德國的職業培訓是融合一般技能教

授和實際在職培訓的雙軌系統，這雙軌
系統的成功之處在於私人機構的積極參
與和相關培訓水準的制訂。不僅如此，
政府監管下的在職培訓確保了學員可流
動於行業內，主要由私人市場提供的支

持讓培訓內容更貼近市場要求，使德國
的職業培訓更容易配合其產業需求和發
展推出。

多個國家透過 「學徒制」 培養出大
批技術人才，例如奧地利初中畢業後，
學生可繼續就讀高級中學，按部就班升
入大學；或進入職業學校。2020年奧
地利職業教育學生比例高達68%，遠高
於全球平均水平。奧地利公眾對職業教
育的認可程度亦高，學生沒有特別看重
高等學歷，不認為從事 「藍領」 工作不
體面，大學不再是通向成功職業生涯的
唯一途徑。

英國將延續教育學院視為教育體系
重 要 部 分 ， 分 為 職 業 路 線
（Vocational） 及 學 術 路 線
（Academic），前者結合社會的職業
技能需要，培養在各種行業中具有專門
技能和知識的人才。人口只有幾百萬的
芬蘭和瑞士，亦分別設有25間和8間應
用科學大學，大部分都是由政府資助。

內地致力推動傳統工人轉型
培育
人才

「香港機電業、製造業等行業缺少新
鮮的血液，甚少青年入行。」 37歲的許
嘉昌，17歲時已經投身機電行業。他指
出，現時建造業等藍領崗位，長期缺乏
人手及鮮有年輕人入行。很多家長不認
同學生修讀職專文憑，都希望子女選
擇傳統學術科目。他認為，職業教育
與普通教育地位應該相等，只是選擇
的道路有所不同，不應該有歧視的
現象。

許嘉昌表示，香港職業教育發展
多年，青年人可以通過職業培訓追尋
夢想，少走好多彎路。現時好多學校
都有推動職業培訓，通過專業的教育
和實習充分理解行業的發展和晉升階
梯。他回憶起自己剛剛就業的時候，
「當時好少入行嘅途徑，職業教育未及

現時完善，只能靠自己四處搵工。」 他
坦言初入行時不易捱， 「起初師傅不會輕

易教你技能，多數只做搬運及雜務。」 經過
不斷努力和學習，他23歲自立門戶創業，開公

司後他更關注職業教育，時常與職業學校合作，
客串做導師。他指出，現在的職業教育，導師都
會傾囊相授，培養學員的專業知識、實用技能和
應有的態度，為香港培育專業人才。

議員：側重學術 忽略職業教育
許嘉昌認為，現時職業教育配套完善，但缺

少誘因與宣傳，他希望政府加強對職業教育的宣

傳，特別是提升勞工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形象，另
外要增加待遇和勞工權益，相信可吸引不少青年
踏出第一步參與職業培訓。

職業教育近年亦受社會各界重視。立法會議
員林振昇最近在立法會提出 「推動職業教育發
展，培養人才構建多元出路」 的議員議案並獲通
過。他接受《大公報》訪問指出，香港的教育以
學習傳統的學術科目為主，忽略職業教育的重要
性，造成出現嚴重人力資源錯配，但隨着科技發
展及產業轉變，單一的學術教育已經不能滿足社
會生產力的發展。他促請政府全面檢討現行教育
政策，以加強職業專才教育發展、提高應用學習
科目的認受性，並檢討學徒訓練的制度，為香港
培養多元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從而實現本港
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

紡織及製衣界立法會議員陳祖恒表示，隨着
國家在 「十四五」 規劃中明確了香港 「八大中
心」 新定位，包括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等，本
港對職業技術人才的需求因而大增，改善職業專
才教育政策刻不容緩。

借鑒深圳 校企結合產教融合
「提升職專教育地位，是國內外的大趨

勢。」 陳祖恒指出，在內地，近年不但有幾百間
傳統學術大學被選為試點，轉為着重實踐和應用
科學技術的應用科學大學，國家教育部在2018年
底更批准設立新的公立應用科學大學，就是鄰近
香港的深圳技術大學。這間大學以 「校企結合、
產教融合」 的辦學新路，目標是成為世界一流的
高水平應用技術大學，值得香港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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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在2020年12月推出 「應用學位課程
先導計劃」 ，旨在就發展應用學位課程所牽涉
的實際問題積累經驗，並評估對整個高等教育
制度帶來的影響。在評估合資格自資專上院校

提交的計劃書後，教育局挑選了4個學位課程參加先導計劃，
包括明愛專上學院的護理學（榮譽）學士課程、香港公開大
學的檢測和認證榮譽工學士課程（現改為香港都會大學綜合
檢測和認證榮譽應用理學士）、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教育科
技學院的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榮譽）理學士課程，以及東
華學院的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課程。

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認為，現時應用學位課程仍然不足
夠，選擇較少，大專院校仍然忽略職業培訓的重要性，希望
政府推動應用學位的步伐可以更進取，要全面提高應用學位
的地位，並大幅提高業界在課程設計、職場培訓的參與性，
才能提升行業人才質素，獲得社會認同，讓年輕人看到職業
專才教育的晉升階梯，看到自己職業的路向。另外，政府可
鼓勵企業開設見習職位，如為企業提供商業誘因，以鼓勵企
業參與學徒訓練計劃，讓青年有更多工作實戰體驗，長遠吸
引年輕人投身相關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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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護老等四課程
列應用學位先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