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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不少离岛，坪洲岛是
其中之一。坪洲岛位于大屿山愉
景湾东南方向，不到 1 平方公
里，是一个朴素安静的渔村。但
8月23日即农历七月二十一日这
一天，坪洲岛却全岛欢腾，因为
这一天是“天后娘娘行乡日”，
坪洲岛的大人孩子都要走出家
门，敲锣打鼓，陪同天后娘娘行
乡。

依民俗，行乡日当天中午，
居民们先向天后祈福敬香。等到
吉时，便从天后宫请出天后的行
身像放置在神舆内。起行时鸣放
爆竹，由 12 名男子抬行，沿途
有多名男子等候接力。随行者举
着旗帜、锦帐、兵器、香炉，还
有“肃静”、“回避”的告示。天
后行身像出发后，坪洲居民们穿
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有的演奏音
乐，有的舞龙舞狮，有的挥动旌
旗，在坪洲岛上巡游。队伍中有
游龙、瑞兽和鱼、蟹、龙虾造
型，场面热闹喜庆。

这项民俗活动的起源有两个
说法：一个是坪洲早年曾发生瘟
疫，有许多人死亡，居民束手无
策，唯有请天后出巡，后来疫症
果然退却，这习俗便流传下来。
另一说法是有一次特大风灾，坪
洲被水淹，居民恭请天后娘娘出
来巡游，出游当日是农历七月二
十一日，自此居民每年都在此日
请天后出巡，这一天也成为坪洲
最大型的节日。“天后娘娘行
乡”走遍岛上主要街巷，每年都
吸引当地居民和游客参与，即使
离乡的人也会在这一天赶回来，
希望参加行乡消灾解难，保佑家
人平安。

男校女校虽然是起源于上上世纪的概念，但在台湾却相
当程度地保留着，目前台湾仍有 24 所男女分校的高中

（职），且这些学校多为明星高中，其魅力绝不低于名牌大
学。比如著名男校建国中学、高雄一中、台南一中，马英
九、丁肇中、白先勇、罗大佑、李安都是这些中学的校友；
而著名女校有北一女、中山女中、台中女中，女儿在这样的
中学是全家的骄傲，马英九在竞选时都要提到自己的姐姐、
女儿清一色毕业于北一女，北一女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男校招收女生

近日，1898 年建校的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 （建国中
学） 表示将打破建校以来 100 多年的男校传统，“科学班”
从明年起招收女生。“科学班”是台湾特色教学政策下的设
置，为数理科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特殊课程与安排，高
一、高二就学完高中数理科全部课程，高三预学大学课
程，并进行专题研究，高中毕业后可根据平时成绩和研究
成果升入大学。因为教育部门对“科学班”有补助，开办

“科学班”需主管部门核准，台湾只有 9 所高中设“科学
班”，“科学班”大多是男女合班，只有建国中学一直坚持
不招女生，主管部门几年前就强调“科学班”有限，本着
男女教育平等的原则，“科学班”应打破分校传统不分性别
优先录取。

现在建国中学终于同意“科学班”招收女生，虽然女生
仍然是绝对少数，但对这所百年男校来说也是挑战，比如学
校要设立女生卫生间、游泳池女淋浴间等设施，老师要调整
与女生相处的心态，也有家长担忧在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校
园里，学生们能否做到课业不分心。

女校还在坚持

在男女平等成为主流价值的现代社会，台湾传统的分校
制已经悄然改变，单一性别学校逐年减少，小学和高校都已
合校，分校的初中还有 9 所，高中不算建国中学还有 23 所。
合校也要经过一个调适期，甚至校名都要变更。比如台南的
家齐女中 2 年前开始招收男生，但校服和书包上都有“女
中”字样，男学生身穿“女中”校服一定别扭，今年新学年

家齐女中改名家齐高中。有些女中虽然没改名，但已招收男
生，像台南女中、长荣女中、新竹女中等。

台湾现有的单一性别中学，女中多过男中。建国中学突
破百年传统后，与台湾领导人办公室“住隔壁”的北一女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 是否改变成为看点。北一女校
长杨世瑞向外界表示，女中都没有“科学班”，但北一女的数
理科无论是升学还是特别教育都是最优秀的，教育部门不要
把办教育拘泥在性别问题上，应给学校空间发展特色教学。
言下之意，坚持现状，不招男生！

同为明星中学的高雄女中校长也表示：“雄女就是雄女，
不为迎合什么而招男生。”高雄女中办校 92年，延续女校传
统，学校认为当下的社会，女校不是“尼姑校”，不可能封闭
办学，也不会造成性别不平等。学校学风自由，与包括男校
在内的交流竞赛活动很多，女生在课外也有机会与异性相
处。女校环境单纯，利于求学。宜兰县唯一的女校兰阳女中
也坚持“不会开放招收男生”，办校 78年以来，兰阳女中的
特色就是训练女性才能和校园里的女生情谊。

分合仍有争议

分校与合校，映射不同年代的社会观念与风气，百年前
的分校是因为男女交往受限，在社会分工和家庭角色上也有
天差地别，要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接受不同领域的训练；随
着男女平权平等观念的普及，女性走入男性过往独占的经
济、法律、科学甚至军事领域，男女差距缩小，合校成为风
气。但也有研究者从教育的角度提出，分校并不是简单的

“不平等”，而是尊重差异，维护女性安全、教育权益。男女
学习方式、思维方式、发展先后有别，男女合校会造成一方
在某一阶段或某些科目上沦为弱势，令其失去自信，学校根
据男女性别差异施教不是坏事。也有研究者拿出调查数据显
示，分校的学生成绩高于合校生，分校更利于青春期的男女
学生专心课业。

当然，合也有合的理由。有人提出如果学生不了解异
性，没学会两性相处，将来的人生和职场都会遇到障碍。是
分是合，看来没有绝对的标准，还是要看办学效果。像建国
中学这么强的中学，无论分校还是合校都会有人抢着上，同
样，坚持不合的北一女也绝不愁嫁。

台湾媒体报道，已经有女生积极备战，希望成为建国中
学的女生。有建国中学的男生表示，“科学班”和男女没有关
系，和兴趣和能力有关系，“如果考得上，就来读吧，乐见其
成”。女生进入建国中学，好像事不大，但也是百年一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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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男女分校传统没扛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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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男校招女生百年男校招女生

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 （北一女） 的学生在校
园中。 黄少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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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纪念邓雨贤系列音乐活动在
台湾新竹县举行，活动包括“跨越世纪恋
春风”音乐会、“青春梦再现 复古音乐
趴”、“艺进校园”巡演等。邓雨贤生于
1906年，1944年去世，虽然一生都在日本
殖民统治之下，但一直坚持创作闽南语歌
曲，《雨夜花》《望春风》《月夜愁》《四季
红》都出自他手，至今传唱，成为百年经
典，邓雨贤也被尊为台湾民谣之父。

邓雨贤创作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者
压制包括闽南语在内的中文歌曲的创作，
还把当时已脍炙人口的 《雨夜花》《望春
风》《月夜愁》 改编成日文军歌，令邓雨
贤愤怒难平，辞去唱片公司的工作，到新

竹乡下教书。因乡下缺医少药，物质匮
乏，邓雨贤39岁便病逝新竹。

在日本推动的皇民化运动高压下，邓
雨贤除了创作，还致力于民间音乐的采集
整理，记录了民间的七字背、六孔兴调、
客家调、山歌等，并编写成钢琴曲传之后
世。

只要有《望春风》在，人们就不会忘
了邓雨贤。现在，他的出生地桃园市龙潭
区有他的塑像，他生活过的地方比如台北
大稻埕、新竹等地都会举办活动纪念他。

▶ 台北举办的 《望春风》 纪念特展
上悬挂的邓雨贤照片。

手机游戏“抓精灵”在台湾
译作宝可梦，这款游戏在7月一夜
之间席卷台湾，至今热度不减。
精灵所到之处万头攒动，堵车、
噪音、垃圾随之产生，被称为

“宝可梦三害”。但也有人从宝可
梦乱象中看到其积极因素，台湾
一位大学老师投书 《中国时报》
指出，管理部门可考虑利用这款
手游推动台湾的旅游业发展，文章摘发如下——

宝可梦，一改过去常见的网络虚拟世界版图，嫁接
了 Google地图信息与手机 GPS系统，让游戏玩家必须走
到屋外。台湾的民间活力总是不让人失望，不消几日，
便见到一个又一个运用宝可梦的商业信息，例如在商店
附近“撒花”增加怪物出现频率，以吸引玩家光顾消
费，甚至主动提供抓怪地图来推广商业街区，让宝可梦
不再仅仅是一款让人消磨时光的游戏。这也提醒管理部
门，当一个新奇事物来临，不应只防堵所衍生的问题，
而要积极思考它能否成为新的工具。

比如可试着运用宝可梦带动台湾旅游。既然游戏可
以带领民众走到户外，为何不能引导人们到旅游景点

“抓宝”？ 台湾有生态生物多样性的条件，宝可梦的怪兽
们也有生物属性。如能透过游戏，让怪物出现场合更符
合其生态环境习性，那岂不是在游戏中了解了台湾的生
态环境？要找穿山鼠可能就得到木栅的山边，若找大嘴
蝠就到九份的山洞，玛瑙水母可能只会出现在淡水的海
边等。

可根据游戏设计短、中、长散步或旅游路线，与游
戏商合作妥善安排补给站和神奇宝贝出现概率，鼓励人
们去彰化寻小海豚、到屏东垦丁抓大钳蟹、拜访台大的
椰蛋树等。当宝可梦成风，空气中飘飞着神奇宝贝不能
为我们所用，岂不是可惜了这阵风？

手机 “漂书”书展书店

拥挤的香港地铁上，乘客们“勤奋”地刷着手机屏
幕，社交媒体、新闻APP、电子书……午后的铜锣湾诚品
书店里，“书虫”们或站着或坐下，趁着茶余饭后的空闲
翻看热销小说、旅游杂志、励志“鸡汤”……在香港，人
们阅读的兴致呈现“线上”和“线下”并行发展的趋势。

“香港金阅奖”主办方今年7月下旬进行了一项问卷调
查，访问了近 600 名港人对于阅读习惯的看法。主办方 8
月16日公布此次调查的数据显示，70％的受访者每天花1
小时以下看书，26％的受访者花 1 至 3 小时看书，而有
10％的人表示从不看书。

每年一度的书展，将香港人读书、买书的热情推至高
潮。2016 年第 27 届香港书展刚于上月底落幕，主办方香
港贸易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这场为期7天的“文化嘉
年华”共吸引近102万人次入场参观，打破历届纪录；入
场人士平均消费902港元，与去年相当。

在北角一间媒体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香港市民洪先生每
月大概阅读 3至 4本电子书，“或许和我的工作性质有关，
我喜欢电子书的方便、快捷，在网络上找到免费书下载下
来就可以看，我也喜欢很多内地有关电子书的APP，提供
大量免费新书，即使要付费，也很便宜。”洪先生说。但
洪先生也不否认，阅读纸质书的感受与电子书是不一样
的。“如果在线上读到特别经典的书，我也会去书店买纸
质书来收藏。”

“香港金阅奖”的调查显示，不少受访者认为，看网
上新闻或社交媒体的转帖文章，也算是“阅读”。调查指
出，受访者中，有四成的人每天花 1至 3小时上网，23％
的人每天花5小时以上上网。但超过六成的人认为，上网
不能代替阅读实体书，主要原因是网上内容如碎片般零
散，和读书不能相比。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会长黄岳永说，未来的出版人将转
型为“策展人”，从网络上了解读者的喜好，透过大量的
信息，规划主题内容，加以深化，赋予意义和观点，并引
导作者在社交媒体上创作，然后借网络推销，引导网民回
归实体书，开创新潮流。

为鼓励青年人以环保的方式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位
于香港柴湾的青年广场每年都会举办“漂书节”，鼓励全
港市民及青年人以书换书的方式参与活动。过去 5 届的

“漂书节”，已成功收集并“放漂”书本5万多本。
“漂书”就是让阅读和环保并行，为不同阅读者创造

交流的机会。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说，特区
政府连同业界推动“漂书”活动已经持续多年，目前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刚开始时，我们联系全港的咖啡店，将
别人捐出来的书摆在书架上给有心人免费阅读，后来，

‘漂书’文化越来越盛行。”许晓晖说，看到分享书籍与阅
读的文化逐渐形成风气，她深感欣慰。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人阅读多样化
王 欣 丁梓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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