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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月，台湾的大学报考志愿已经完成，结果有点出
人意外，全台湾只有台北艺术大学 1 所学校申报考生满额，
其他学校都有缺额，缺额比例超过五成的有6所学校，还有
14个校系没招到学生，比如成功大学化学系、长荣大学的智
能生活应用专业、真理大学休闲游憩事业系等，连台大这样
的“一流学府”都缺额148名。

究其原因，生源减少、大学过剩已是老生常谈，但难以
解释连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政治大学这样的名校也受冷
落。这说明职场已倒逼教育，名校光环褪色，学历至上的认
知改变，社会开始理性看待教育。

台湾教育界人士分析，台湾的高等教育尚未调整配合新
兴产业的发展，比如环保产业的再生能源专业，台湾没有一
所高校有这样的科系。传统科系也存在教材、教法陈旧问
题，老教授靠一本教案教了几十年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也是
名校学生高分低能的原因之一。如果大学白念，大学自然就
贬值了。

与此同时，注重实际操作训练的职、技中等教育学校抬
起头来。过去，念书好的学生都会读大学“预备役”高中，
不会报考“五专”（5 年专科职业学校）、“四技”（4 年技术
学校），谁家的孩子读了“五专”“四技”，简直等同于没出
息。

在追求高学历的风气之下，不少“五专”“四技”抢破
头忙着升格为大学，各家也督促孩子“来来来，来台大；去
去去，去美国”。

但是，当下的台湾，已经有大学主动向职、技校伸出橄
榄枝，要求与其合作办学，为大学找条生路。近日，台湾龙
华科技大学、台北商业大学就与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桃园市的8所职、技校签订了“2+8商管菁英策略联盟”，大
学为职、技校设计课程体系、培训师资、举办研习活动，大
学老师直接到职、技校授课。台北商业大学坦承招生不理

想，龙华科技大学也表示与职、技校合作，可促进大学与
职、技校之间的衔接学习，储备未来的大学生源。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也开始以职、技校为过剩的高校找出
路，鼓励大学附设职业教育，培养中小企业需要的实用人
才。同时，鼓励职、技校与企业合作，推动由企业提供奖学
金，定向培养职、技校学生，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工作，不愁
找工作。主管部门还将通过奖学金、减免学杂费等方式，鼓
励初中毕业生选择职、技校，令台湾久已黯淡的职业中等教
育东山再起。

为了兼顾一时无法扭转的“文凭心结”，台湾教育主管
部门官员表示，将推动开放学习体系，比如“2＋X＋2”大
学新学制，X指的是工作经验，职、技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可
上2年专科，拿到专科文凭毕业工作，如果工作后还有文凭
和继续学习的需要，可免试进入原学校修学分获得大学学
历。这样的设计，令几乎人人都能读大学，也令人们注重能
力胜过文凭。

但中等教育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台湾一所知名职
业学校的前校长黄清泰认为，台湾中等教育也存在重文凭轻
技术的问题。他说，中国人素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的观念，现在的职、技学校的课程设计往往也以升学为
导向，忽略了职、技校训练工匠的主旨。一些拥有精湛制造
能力的国家，都有“劳工神圣”的观念，尊重技术与工艺，
优秀技术工人的薪水待遇和管理阶层相当。西方国家的成年
再学习都是让年轻人学习技术，而台湾的再学习却是用于补
考大学、考研究所。如果职、技校培养的是“考试的熟练工
人”，毕业生也难有生存能力和自我实现。

高校过剩、科系设计不合理、产学不对接，毕业生找不
到工作，企业招不到胜任工作的员工，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
日之功。但重新重视职业教育，是对过往只重文凭的矫正，
对于人尽其才和劳动力优化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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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年一度的艺术界盛事“法国五月艺术
节”本周在中环海滨举行。中环海滨的管理是香
港特区政府利用公共空间服务公众的新尝试，具
体作法是经公开招标将活动场地租给私营机构运
营，运营机构必须保证每年有 120天的免费活动。
这一尝试已进行了3年，香港发展局局长马绍祥近
日网络发文，详细介绍其中的历程。文章摘发如下：

3 年间，不同团体在中环海滨场地已举办近 180 项活
动，共吸引了400万人次参加。这些活动形形色色，让市民
各得其所，包括有适合一家老小的欧陆嘉年华、首次来港
的马术表演、合家欢艺术节、演唱会、国际汽联电驱方程
式赛车锦标赛等。

总结过去，我们发现要营运一个户外活动空间并不只
是营办机构的事，还涉及政府不同部门。营办机构一方面
要不断发掘和思考创新的概念，以保持新鲜感和吸引力，
让市民有更佳的体验；另一方面，在每次举办大型活动
前，各政府部门必须严格审视有关细节，确保公众安全，
并且不会对邻近小区带来滋扰。虽然香港不是首次出现大
型户外活动空间，但这里却是首个不间断变化活动内容的
地方。我在办公室可以远眺中环海滨一带，每次看到短短
数天内这里便“变身”一个新活动，就赞叹香港人的效率
和协作能力。

私营机构参与海滨建设，具有灵活性、市场敏感等优
势，运营机构在过往3年引进不少首次到港的国际级活动，
提升了香港和维多利亚港的知名度，丰富了市民的闲暇生
活，也为举办大型非营利活动提供了空间。

为了得到附近社区的支持，我们在新租约中加入条
款，要求营办机构推行小区外展工作，例如通过慈善团体
派发免费门票或提供其他便利安排，让更多不同阶层的市
民有机会参与海滨活动。现在，营办机构已公布今年七八
月份暑期活动详情，主题包括运动、慢活和众同乐。这些
活动市民都可以免费入场，大家不要错过。

我们吸纳由私营机构参与海滨活动用地的经验，会继
续在其他合适的海滨用地上作各种新尝试，同时配合社区
的需要，让公众在享用海滨时有更多元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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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武馆史 半部香港史
李豫川

一段网络视频引起一场关于中国武术的讨论。在
香港，由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香港中华文化学院主
办的“香港故事”讲座上，香港武术联会武术顾问廖
国存开讲，他介绍，在近现代中国武术的发展史中，
香港扮演着重要角色。香港曾拥有武馆 400 多家，习
武者一万多人。咏春叶问、洪拳林世荣、八卦门孙宝
刚等一代宗师曾汇聚香港，中国武术在此进行南北融
合并走向世界。“一部武馆史，半部香港史。”

廖国存精神矍铄，身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已近
70的他生于香港，年少时曾跟随香港精武会八卦掌名
家孙宝刚习武。作为首班几十个学生中唯一坚持下来
的人，廖国存说，坚持大过天
分。几十年来，廖国存为香港武
术界培养了大量人才，并始终以
推行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

廖国存介绍，中国武术历史
悠远，春秋战国时武技逐渐形
成，即手和器械的格斗技术；明
清时，民间武术社团林立；1927
年，张之江以“国术”统一表述
中国传统武技；新中国成立后，
武术成为体育运动项目之一，被
广泛推广；1970年左右，“Kung-
fu”一词为西方所知，并收入《牛
津字典》。

由于中国武术在清代发展迅

速，1910年，精武体操会成立，霍元甲任总教习，孙
中山亲笔题赠“尚武精神”匾额。1922年，香港精武
体育会成立，自此开始担负联系世界各地武林志士、
推广中国传统武术之重任。

廖国存介绍，南拳和北拳是武术界对南北地区武
术风格的大体概括。因地缘关系，南派宗师较早挟技
南下香港授武。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国术馆，聘请多位北
拳名家南下，所谓“五虎南下”即指傅振嵩、顾汝章
等五人。1960 年至 1970 年，香港的武馆多达 400 多
家，习武者超过一万人。“师父租用大厦顶层，用天台

练习兵器、狮艺等。”廖国存说，“那时，武馆收入
少，为维持运营，许多师父是‘朝卖鱼、午跌打、夜
授课’。”

与此同时，一批以武术为主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
相继问世。“关德兴、胡金铨、金庸……这些香港人让
中国武术的影响力扩大到世界范围。”廖国存说。

1987年，香港武术联会成立，旨在团结全港武术
界弘扬中华武术，继续助推中国武术走向世界，廖国
存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重要参与者。他说，香港武术界
在“香港武联”带领下，与内地武术界密切合作，参
加了世界多项武术赛事，成绩显著。

岁月如梭，随着社会转型、娱乐
多元化以及外国武术传入，中国传统
武术如今面临挑战。廖国存说，在香
港，高昂的地租令不少师傅开不起武
馆，陷入“无地可教”的困境。对
此，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兼秘书长何志平说，虽然天台武馆时
代过去了，习武的热潮也退却了，但
他相信，总有一天，香港会继续将中
国武术传承并发扬光大。

“建立规范以更好地发展中国传统
武术，让香港继续助力中国武术发扬
光大。”——这是廖国存和何志平共同
的愿望。

（据新华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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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地玛圣母像巡游是澳门每年一度的重要宗教活
动。今年适逢花地玛圣母显灵100周年，5月13日举行的
巡游仪式超过千人参加。

花地玛圣母是葡萄牙人最崇拜的神，澳门著名的玫
瑰圣母堂就是供奉花地玛圣母的，澳门最早开发至今仍
是最大的区是花地玛堂区。圣母像巡游时，全身素白的
妇女们抬着圣像走在最前面 （见上图），队伍中有装扮成
牧童的3个小孩，纪念当年圣母在花地玛这个地方初次向
3个牧童显灵。信徒们沿路唱圣诗、念祷文，最后到达西
望洋主教山圣母小教堂举行露天弥撒，将圣像显示给山
下的瞻仰者。

花地玛圣母像巡游已超越宗教的内涵，成为澳门中
西合璧的象征，是澳门的特色文化活动。 （台文欣）

花地玛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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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披露的 《2017 年全球城市价格指数地
图》 显示，在全世界 47个大城市中，健身成本最
高的是哥本哈根，周末度假最贵的地方是米兰，
男女恋爱花费最高的是苏黎世，香港也在这项排
名中出现，位居第20名。

此“指数地图”显示，苏黎世的情侣每次约

会平均花费为 195.9 美元 （折合约 1525.75 港元），
是纽约的 1.47 倍；奥斯陆以 163.6 美元 （折合约
1274.18 港元） 位列第二；东京以 163 美元 （折合
约1269.51港元） 紧随其后。香港为110.8美元位居
第 20名。恋爱成本最低的地方是东南亚和南亚的
几座大城市如马尼拉、吉隆坡、雅加达、新德

里、班加罗尔等。
分析指出，在亚洲城市中香港恋爱成本高主

要原因是物价较高，数据显示，香港的房租、汽
油价格双高，这会使零售、娱乐、交通等成本居
高不下，恋爱成本自然不低。如今不少香港年轻
人都选择晚婚，也有高物价的原因，买房、结
婚、生子成了年轻人心中的难题。

有人给年轻人支招指出，恋爱不一定就意味
着高成本，约会可选择自己烹饪，或相约爬山、
漫步、在书店看书。此外，情侣间可制定储钱计
划，共同拟定一个目标，如果感情好，可以将此
计划升级为“结婚基金”。边恋爱边储钱，培养共
同的消费观和财富观，还能将成本变为生财呢。

武侠小说从香港走向世界。图为武侠小
说主题馆“金庸馆”今年在港开馆。秦 晴摄

香港恋爱成本亚洲居高
小 夏

5月20日是台湾民进党当局执政1周年，台湾一家网站根据引擎大数据排
列出台湾网友1年来最关心的十大“政事”。

排名第一的是关系到每个上班族和企业的“一例一休”。这是蔡英文竞选
时的承诺，也是她自证“劳工是心里最软的那一块”的举措。她上任后，“一
例一休”在争议中强行上路，结果企业成本拉高、物价上涨、劳工因“一例
一休”被取消了7天法定假日，大家都不满意。

排名第二的是“婚姻平权”。这是近年台湾社会正反方僵持不下的议题，民
进党在掌控的立法机构挑起这个议题后，台湾“挺同（支持同性恋婚姻） ”“反
同”形成不共戴天的两大阵营，势均力敌，轮番上街示威。

排名第三的是蔡英文上台前后都念兹在兹的“转型正义”。上台后，民进
党当局启动“处理不当党产”、“2·28 与白色恐怖责任归属的追究”等“转
型”议题，引发了台湾社会不同群体的对立冲突，造成“正义即追杀”的绿
色恐怖气氛。

排名第四的是关系到退休者收入的“年金改革”。“年金改革”是民进党
塑造改革形象的重点政策，但推出的具体政策都是向以国民党支持者为主的
军公教开刀，这种打击特定人群的作法引发强烈反弹。

排名第五的是“陆客不来”。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维持两岸关系现状不
变，但一直不承认“九二共识”，对大陆相当不友善，再加上发生大陆游客团
火烧车事件，令大陆游客直降。过去还有人认为其他地区的游客可弥补缺
口，但结果是台湾旅游收入大减。

排在第六名的是“亚洲硅谷”。这是蔡英文竞选时的政见，许诺可以带动
就业，可惜这项计划一直躺在纸上，被认为根本就是“政治考虑”。

排在第七名的是“非核家园”。这是民进党一直主张的观点，但“非核”
如何不缺电，是蔡英文团队解决不了的难题。

民进党当局最近提出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排名第八。这项计划很庞
大，政坛已经吵翻天，相比之下，网友和民间的反响没那么激烈。

养老的“长照十年计划”排名第九。虽然这是一项重要的民生政策，但
有可能网友偏于年轻化，对这项政策的关注不足。

“教官退出校园”排名第十。这是蔡英文上台后的新举措，网友关注以往
承担校园安全重任的教官走了，相关任务由哪个部门来承担、是否有配套措
施。毕竟民进党当局只管“改革”不论效果的举措太多了。

台网友最关心这些“政事”
邰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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