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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台湾各高校发榜。金榜题名本是人生快事，但
对于考生之家来说，闪过“地雷”才能笑得出来。

“地雷”即有可能合并、倒闭的高校。在少子化的大背
景下，台湾高校 2016 年进入“大限”元年，开始减少生
源，导致将有二三十所小型大学“空校”。台湾教育主管部
门去年公布未来5年公立大学并掉8所，2021年前，高校要
砍掉1/3，从156所减到100所。

但今年年初，台湾换了当家人，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
部门都“一朝天子一朝臣”，虽说各项政策仍摆在那里，后
续执行断了线，政策内涵成了猜想。考生择校之时，除了
考虑兴趣能力、考试成绩、未来就业，还得为学校、系所
的前途操碎心，否则不知将来毕业于何校何系。

有人抱怨新上台的人过去天天反“黑箱”，现在天天要
“转型正义”，可高校关、并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招生资讯
却不清不楚，连在校生人数都不公布，是正宗“黑箱”。考
生报志愿好比瞎子摸象，不知道哪些院校和科系是“地
雷”，宁愿高报落榜，也不想当关校的“白老鼠”。至于

“正义”更谈不上，不仅学子择校无凭，未来关校校产如何
清算、失业教师如何补偿也没说法，相关措施无人提及，
其背后还是算计关校得罪人，拖一天算一天，等台面下先
做好交易再说，“正义”谁又真想维护？

但事态真的很严重。发榜数字显示，今年台湾高校录
取率几乎百分之百，为97.11%，但仍然有2953个空额招生
未满，涉及23所学校、203个科系。其中6所大学缺额率超

过 50%，包括明道大学、华梵大学、玄奘大学、康宁大
学、开南大学、中华大学。台湾成功大学校长表示，今年
即使百分之百录取，也会有1200多个招生空额，这一方面
是生源减少，一方面是学生在闪“地雷”择校，有学生高
分落榜，就是怕选错学校。也有些热门科系门前冷落，是
因为专业虽好，院校吸引力不足，比如长荣科技管理专业
只招到3人，国际财务也只招到3人；开南大学的财金系营
建财务组没招到学生，财富管理组、金融投资组、企业创
业组等商管类学系都只招到1人。当然，像台湾大学这样的
高校仍然大热，法、商、电机、资工等专业的报考人数都
高居同科系榜首。台大今年共招生1800人，生源多为台北
的明星高中，比如北一女、建中、师大附中等。

高校由象牙塔变“地雷”，源于台湾多年来盲目开办大
学。30 年前台湾只有 16 所大学，公立 9 所，私立 7 所。公
立大学为台湾大学、台湾师大、政治大学、台湾清华大
学、台湾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兴大学、成功大学、中
山大学；私立大学为东海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淡
江大学、文化大学、中原大学、逢甲大学。

当时大学虽少，但有77所专科学校为社会训练有用之
才。后来教育政策鼓动开办高等教育，忽略专科培训，专
科学校纷纷升格为“科大”、“学院”，但台湾的出生率却连
年降低，造成高教供过于求，大学遭遇“大限”。

寒窗苦读，一朝得中，还得避“雷”；政策失误，大家
“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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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周末

今年台湾“大学指定科目考试”报名人数为历年最少，共5万多人。图为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考
前挂满励志口号。 陈小愿摄

今年台湾“大学指定科目考试”报名人数为历年最少，共5万多人。图为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考
前挂满励志口号。 陈小愿摄

台湾最多的是什么？有人说是庙，虽不
严谨，也不能算错。据统计，台湾登记在册
的庙宇有 1.7 万多座，街巷乡间的小型“拜
拜”、修练场所难计其数，真是举头见神
明。“拜拜”即拜神，是台湾人生活中的一
部分，没有文化程度、南部北部、年龄长幼
的差别，考试要拜、远行要拜、求职要拜、
红白事更要拜。台湾的大小庙、宫几乎没有
冷清的，香火缭绕、供品叠加、人来人往。
多难多神，学者指出台湾八成人口的祖辈是
从大陆渡海而至，经历九死一生的险难，只
能靠神明保佑。再加上台湾多灾，台风、地
震、海啸多发，农民至今还是要靠天吃饭，
拜神的传统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

近日，台湾媒体刊出“求神榜”，披露
10 位最受台湾欢迎的神明。榜首的是妈祖，
作为海神，妈祖是四面环海的台湾最普遍的
信仰，妈祖文化已超越了宗教，其进香、绕
境等活动成为台湾的民间节日。

位居第二位的是财神，因为财神关系到
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谁都不敢不敬，大概财
神在台湾太忙，因此有分身主管不同行业，公
务员拜文财神，企业拜武财神，在台湾拜财神
要看清楚。

位居第三位的是观世音，形象仁慈、
闻声救苦的观世音菩萨亲和度、知名度都
很高，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都拥有众多信
众。

位居第四位的是月老，台北市、新北市
都有历史悠久的宫庙供奉月老，不少人都会
去祈求月老红线，有些婚姻登记处还备有月
老红线。台湾的月老不只掌管姻缘，还管人

际关系，但凡在家庭或职场沟通不顺，也会
去拜拜月老缓解矛盾。

位居第五位的是土地公，在台湾被称为
“福德正神”，街头巷尾都有土地公保家护
土，只要想拜拜，无论求财、求平安，离得
最近的就是土地公。

位居第六的是三太子——哪吒，哪吒扬
善惩恶，镇邪降魔，因为是个小孩儿，台湾
信众在祭拜时会供奉糖果、玩具，将神话、
信仰和俗世生活有趣融合。

位居第七的是关公，关公忠勇双全，威
武凛然，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可驱妖避
邪；关公也被尊为诚信之神，被商家奉为武
财神，既能镇守门户，又能招财进宝。

位居第八的是玉皇大帝，又被称为天
帝，台湾有“天上天公、地上舅公”的民
谚，天公是众神之王，天公生日是台湾各大
宫庙最隆重的日子，会举办祭典，吸引众多
信众拜拜。

位居第九的是五府千岁，指的是李、池、
吴、朱、范五位王爷，相传他们结拜兄弟，在隋
末天下战乱、百姓民不聊生时变卖家产，赈济
百姓，于是被百姓奉为“五府千岁”，成为能辨
善恶的神明。

位居第十的是文昌帝君，每逢升学考
试，台湾的爸妈一定会带着孩子的准考证来
拜文昌帝君，祈求考生顺利过关，文昌帝君
是学子们的守护神。

除了流行拜拜，台湾还有一首永远流行
着的歌曲：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
分靠打拼”，虽然多抱佛脚，但大家还是明
白天助自助者，自己须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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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虔诚“拜拜”的台北人
下图：商家请来“财神”保佑
上图：虔诚“拜拜”的台北人
下图：商家请来“财神”保佑

近几年暑假，内地不少企业、媒体来了香港实习生，今年
有 200 多名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于 6 月中旬至 7 月底在北京、
上海和哈尔滨实习。

就读英文系 3 年级的林家樱，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
习。起初，她以为实习就是打杂而已，比如取快递和复印，没
想到老师带她上直播节目，让她用普通话一同主持。老师甚至
为他们争取机会到发生洪水的灾区采访。“我们连夜坐车12个小
时到安徽宣城。坐在救援用的冲锋舟采访，我看到被水淹的村
庄。救援人员很努力地划船，他们在过去 3 天里只睡了 3 个小
时。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简单，很敬佩他们。”她说。

蔡元栋是自然科学系一年级学生，他在上海 K11 美术馆工
作，协助筹办一个大型手包展，专责接待参展嘉宾。加班对于
他而言是等闲事，他试过早上5点就要起床出发前往机场迎接来
宾。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一个智利嘉宾带来参展的名
牌包，因为手续原因，被海关扣查。作为协调事件的中间人，
他学会了随机应变。他说：“事情一发生，我没有时间去害怕，
只能尽力去把事情做好。”

在读商学院一年级的港生韩嘉丽先后到黑龙江省会展事务
局和黑龙江应赫投资集团实习。销售楼盘是她的其中一个任
务。她说，一个香港人用普通话向当地人推销楼房，包括其背
景资料、地理位置等，是实习过程中的一大挑战，但同时也增

进了地产行业知识。
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及法律系学生黄信怿在中投集团实习，

“到中投的机会太难得了，来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个公司非常神秘，
这么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我在香港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的。我被安
排在一线实习，接触到了许多在香港见不到的东西，学会了非常
多在学校没有学过的东西，比如一些中文的金融专业用语。这些
对我而言，都是很大的收获。”他表示，内地的许多企业都已经是
国际化大企业，未来很有可能会到内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金融硕士杨德龙很骄傲地说：“我所实习的事务所是著名的
‘四大’之一，所服务的都是很著名的企业，这些都是在香港很
难触碰到的。”杨德龙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已经完全融入内地
生活：“我的同学都是很牛的‘学霸’，来自内地各个省份。现
在我觉得内地发展非常快，也有许多难得的机会，无论是在香
港还是北京，只要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都可以考虑。”

香港大学的高雪对国际政治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去年到中国
政法大学就读国际金融，今年在港府驻京办实习。“在驻京办的实
习生活是非常充实的，我在联络组负责港青在京创业及交流活动
的安排，还要处理一些港人内地创业信访事宜，帮助有意在内地
投资的港企去考察内地的企业，我在这些活动中感受到内地的发
展速度，香港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试点城市，我们香港毕
业生未来在职场中也能发挥对内和对外的联络优势。”

（综合中新社、香港媒体报道）

香港实习生在内地
林宇星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传播
与民意调查中心一份民调显
示，近七成受访者支持“一国
两制”。但是，有 17.4%的受
访者赞同“港独”，其中，有
39% 是 15 岁 到 24 岁 的 青 少
年。对此，香港教育工作者

联会理事李晓迎投书《大公报》表示，这反映出香
港青少年对国家与香港关系的认识、政治素养以

及香港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值得深思。文章摘
发如下——

当下香港青少年所谓的“独立思考”
之中，见解既不独立，也未见思考，而

是逐渐偏激，靠行动激进吸引眼球。其
中原因，一是部分教育工作者以个人
政治观点影响学生，教师把个人对
社会和政府多年来积累的不满情
绪，在课堂上以“观点”的方式
传递给学生。教师忙碌而无暇与
学生对话，对社会上的问题和
政治事件没有详细分析，讲解
背后的原因，仅仅告诉学生一
个表象，使得部分学生在成
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不到
解决，也得不到思考的方
法。有些学生在媒体渲染的
气氛里，将“问题少年”认
作“英雄”，张扬无知和自
大。

二 是 香 港 的 教 改 走 了
样，如今的课程设置难以掌
握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在初
中不是必开科目，在高中也
被 很 多 学 校 “ 技 术 性 ” 放
弃，学生不能了解中国的发展
脉络。中国语文科虽然能传递

中国的历史文化，但课程改革
后，语文科在高考中一直被称为

“死亡之卷”，让学生在学习中产
生抗拒心理。老师也因为考试压力

而将中文教学集中在基础知识方面，
少有历史信息的深度讲解。

此外，课程中一些涉及中国政治体
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老师一般只关

注学生如何得分，忽略了指导学生从不同的
角度来看待问题。 甚至在一些议题上一面倒

地以批评作为拿分点和答题技巧，大有“不批不
立”之感，在这样的训练下，学生对民族、国家和

政府的认识多受到负面的冲击。
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说，要先有正确的知识输入

才能有独立判断。 但在当下香港的教育过程中，学生
接受的除了负面的政治新闻，就是被灌输为批判而批
判、为批评而批评的所谓“批判性思考”，在这种思维
之下，学生更容易受到口号式语言的蛊惑，学生的文
章中也常常出现人身攻击、乱扣帽子的现象。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学生凭一些知识便以为知道了全
部，再通过偏激的批判方式来表述观点，这是目前香
港教育界值得关注的问题。

近日，港府统计处公布数字显示，
2015 年，香港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 81.2
岁 和 87.3 岁 ， 超 过 日 本 的 80.79 岁 和
87.05岁，香港因此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
地区。

对此，香港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林大
庆分析认为，作为一个国际都市，香港发
展比较平衡，不存在偏远、落后的农村问
题，平均寿命值比较高，再加上过去 30多
年来香港的医疗健康条件大为改善，如今

恶性肿瘤、肺炎、心脏病、脑血管疾病造成
的死亡率比1986年降低了41.4%。

同时，一组体检统计数字显示，香
港每 10 名男性就有 7 人体重超重，这与
男性工时长、运动少、食无定时有关，

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中风，
成为长寿潜在的风险。

香港营养师和医生提醒港人可通过
逐步改变饮食及生活习惯减轻体重，比
如在两餐之间以核桃、杏仁等取代无益
零食，以低糖或无糖饮料取代汽水和果
汁，每日步行至少 8000步。此外，改变
不吃肉减重的做法，因为不吃肉反而容
易有饥饿感，会吃更多饭、面等高淀粉
质食物，在缺乏足够蛋白质控制血糖的
情况下，血糖不跌反升，不利于健康。

虽然最长寿 体重存隐忧
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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