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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 是 著 名 财 经 小 说 作
家，出版了超过 1200 万字、逾
100部小说及散文；她，是驰骋
香港商界的女企业家，创办的
公司在香港主板上市——她就
是香港女作家梁凤仪。

如今，梁凤仪又成为香港
舞台剧 《挚爱》 的女主角。在
这部由她担任编剧的舞台剧中，
她深情地道出心声：“香港是我
的挚爱，我的挚爱在香港。”

《挚爱》以香港中文大学为
背景，讲述了几经风浪的香港
金融故事和一段缠绵悱恻的爱
情故事。金融风暴中的尔虞我诈
和人性的较量通过紧凑的情节、
精彩的表演和充满现代感的舞台
设计被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

观众惊讶于梁凤仪在舞台
上表演的张力和层次，她充满
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多次赢得观
众的掌声。《挚爱》的执行导演
方祺端说：“我也是第一次看梁
博士演戏，她是编剧，对剧本
非常熟悉，念台词的时候都很

入戏，节奏掌握得也很好。”
“写作太寂寞了，只能自己

一个人去挣扎体验辛苦。演舞
台 剧 ， 很 多 人 一 起 交 流 更 有
趣。”谈起舞台剧，梁凤仪满心
欢喜，说这是自己从小的爱好。

70 岁的梁凤仪表示，每个
人 的 挚 爱 有 不 同 的 层 次 和 阶
段，只有挚爱才能给你力量去
克服困难。她引用《挚爱》中的
一句台词来说明自己的人生观：

“人生当中，每一天都要面对不
同的挑战。我从来都没有认为我
可以幸免于难，我只希望我可
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作为一名成功女性，梁凤
仪称得上“传奇”二字。

梁凤仪是近年来在中国内
地、香港以至海外华人社会深
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
说多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
背景，以自立奋斗的女强人为
主人公，并将财经知识、经营
手段融于爱情故事之中。

梁凤仪认为，每一个人只

要能超越他本身的能力，那就
是成功。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能 做 到 安 居 乐 业 也 是 一 种 成
功。幸福就是能够得到自己想
得到的东西，如果得到了超过
自己应得的东西，就更幸福了。

“成功没有秘诀，但勤奋绝
对不能缺，讲求天时、地利、
人和。勤奋占 50分，机缘占 50
分。”她说。

谈到爱情，梁凤仪说，她
心中的爱情是你愿意跟这个人
生死与共、共度一生；你愿意
为对方牺牲一切，以对方的荣
誉和快乐为先。

“香港回归祖国后，内地老
百姓迫切想了解香港的情况。
海外很多作家的爱情故事比我
写得更好，但爱情可以发生在
任何一个地方，选择梁凤仪是
因为刚巧我的财经小说描写了
香港金融和商业社会的社情民
意，大家能更好地了解香港。”
梁凤仪说。

从 1992 年开始，人民文学

出版社开始出版梁凤仪小说，
她在 1994、1995、1996 年连续
三年在北京图书展中成为全国
销量最高作家。《花帜》《金融
大风暴》《昨夜长风》 等小说，
更是被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
多家境内外媒体机构改编成影
视剧。

谈 到 她 与 其 他 作 家 的 不
同，梁凤仪说她的定位是大众
文学，在她的小说里，通过身在
其中的故事和经验，让内地同胞
能窥探香港商界的面貌。特别是
对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金融和
经济发展刚起步的内地来说，畅
销小说是让一般老百姓了解业界
的理想方式。她的多部小说也因
此成为与以往言情小说风格迥异
的“财经小说”系列。

“我对祖国最大的信念就
是，我们是从非常艰难的路上
走过来的，每一步都很扎实，
富强是一定会实现的。”梁凤
仪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位于台北万华区的老松小学，建筑
古朴，草木葱茏。下午刚刚放学，陆续
走出稀稀落落的几百名学生，偌大的操
场显得更加空空荡荡。这座已经有 120
多岁的老校，见证了台北万华地区的繁
华与沉寂，也是台湾持续多年的少子化
冲击现象的真实写照。

但另一方面，处处用心的学校还是
得到家长和孩子的青睐。在“抢人大作
战”中，不少学校抓住质量和特色办学
做文章。有的发挥自身优势，设计贴近
自然生态或英语的特色课程，有的祭出
免费课后照顾班，派校车接送，省下安
亲班费用的大招。因此，在少子化浪潮
下，仍然有学校招生逆势成长。

多校只有一个学生

据台湾 《联合报》 报道，受少子化
冲击，台湾中小学校数量、规模逐年减
少。老松小学早期有 1.1 万多名小学
生，多达 158 个班，上课还得分批上。
那时每天操场上，几千上万人参加集体
活动的奇观，经常登上各家报纸的版

面。如今这所学校只剩 500 人。类似的
还有新北市秀朗小学，学生曾达 1.2 万
多人，如今也仅仅剩1/4。

据统计，在 2003 年至 2013 年的 10
年间，台湾小学生人数由 191 万人减少
到 130 万人。全台小学由 2010 学年高峰
的 2661 所，减为 2016 学年的 2630 所。
2016学年100人以下的小学占36.3%，比
10年前增加14.6个百分点。

少子化的大背景下招生萎缩，不仅班
级数量减少，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也在减少。
以老松小学为例，上世纪80年代，每个班
普遍有四五十人，现在只有20多人。

最近几年，全台中小学开学时，各
地都出现学校一人入学甚至招不到学生
的窘况。例如，苗栗西湖乡瑞湖小学去
年入学新生只有王品云 1 人，是该校创
校52年来首次。花莲县卓溪乡卓枫小学
及瑞穗乡的奇美小学也都仅有 1 名新
生，偌大教室中，但见小朋友孤零零身
影。基隆的太平小学被当地人称为“地
标小学”，今年也仅1人入学，校方甚至
劝导媒体不要采访，怕“吓跑小孩”。
在离岛澎湖的成功、讲美两所小学，也

各有1名新生报到上课。
卓枫小学新生古蕊篮在校长及老师

引领下，缓缓步入教室，见到教室内摆
放的簇新课桌椅，迫不及待趋前坐上去

“试用”，但没有同学和玩伴，脸上难掩
落寞。她说，读幼儿园时，班上有20多
位同学，无论上课或下课都热闹非凡。
如今非常希望有同学能跟她做伴，一起
念书一起玩游戏。

并校并非那么简单

学校当然知道，生源越来越少意味
着什么。但学生再少，也得教。上述多
个1人就读的学校里，一对一教学对于老
师、学生皆是新课题与新挑战，因为学生
要面对跟古蕊篮一样的问题，老师则要
分饰家教、保姆和司机等多重角色。

于是，有的学校就在抢生源上做文
章。位于彰化县八卦山区的芬园乡同安
小学，暑假前校方祭出入学送笔记本电脑
的奖励，可惜重赏之下，还是没有新生转
籍来就读。嘉义县大埔小学永兴分校首度
面临没有新生窘境，校方表示，虽积极拜
访家长祭出利多，但仍难让孩子留乡就读。

根据台当局教育部门统计，全台迄
今有 385 所超过百年的小学老校，占整
体校数 14%。本来这些拥有历史与人文
荟萃，累积百年经验的老校，更应受学
生及家长欢迎。但从实际分析，不但优
势不彰，入学学生人数反而下滑较快，
十年来减幅达38%，高于全台平均值。

面对难以避开的少子化影响，要招
生聚人气，看来单纯利诱不行，只摆资
历也不行。有关部门首先想到的是并
校，把招生严重不足的学校就近合并起
来。但并校并非那么简单。据了解，台
北市虽然在2006年就意识到学生逐渐减
少问题，提出了22所小学整并名单，但
是受到校方、家长会和校友会的强烈反
对，成功案例并不太多。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只能展开
“自救”，在招生领域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新北市三峡区有木小学位处偏远山
区，全校人数一度仅剩40人。因为低于50

人，面临裁并校。2006年教学团队研发特
色游学课程，如校外赏萤、溯溪、木工、
攀岩等，吸引外地学生就读，学生人数逐
年增加，去年入学人数已增添到102人。

打造特色聚拢人气

有木小学并非个例。像新北市，就
有20所偏乡小校学子不减反增，比如长
坑小学主打游学、生态环境等特色课
程，学生人数逐年微幅上升；东山小学
更以亲子创客体验营凝聚亲师生关系，
3年来学生人数成长超过六成。

新北市八里长坑小学设计游学课程并
结合行动学习，带着学生下田插秧种稻，
实践食农教育。该校也透过平板电脑或VR
眼镜认识生态，让学生兼顾实务与科技应
用。学校还在校园中打造永续绿能生态环
境，由师生共同打理马口鱼生态教学区，多
元特色课程让学生人数从2015学年度的66
人，逐年成长至2017学年度的85人。

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黄静怡表示，现
代小学生普遍较少接触大自然、农作的机
会，偏乡小校主打结合自然环境的特色课程
及体验活动，有些学校更位处近郊区，堪称
都会型的森林小学，吸引都会型家长安排孩
子跨区就读，快乐学习、适性发展。

另外，除了诚意和创意，还要想学
生之所想，急家长之所急。宜兰南安小
学校长张志弘说，学校在南方澳，学生
下课后的照顾让家长很伤脑筋，学校开
办课后照顾班，所有学生都可参加，家
长省下安亲班费用，很有吸引力。宜兰
古亭小学校长黄赐福说，学校处处有打
卡景点，有多项社团可以参加，有亲子
馆可同欢，都是吸引家长与学生的地方。

苗栗县公馆乡南河小学4年前学生数
仅25人，同样面临小校裁并危机。校方致
力英语等特色教学，前年并获准办理实验教
育，学生数不断增加。此外，非学校型态的

“实验教育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近3
年台北市就成立5所。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
育机构主任陈怡光对此抱持乐观态度，更直
言“不认为少子化是议题”，因为机构特
色鲜明，需求永远会在。

米奇彩绘列车亮相台北

少子化导致难招生

台小学“抢人大作战”各出奇招
王大可

台湾新北市三峡区插角小学金敏分校老师带小朋友登山、溯溪、
行脚台湾，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谭宇哲摄

她用“挚爱”演绎香港传奇
李滨彬 张雅诗

适逢迪士尼卡通人物米奇 90岁生日，今年夏天尾声，台湾迪
士尼公司携手台北市观光局，推出全台湾首辆“米奇趣游台北彩绘
列车”。车上绘有可爱图案及台北捷运沿线知名景点，令乘客眼前
一亮。图为米奇彩绘列车近日在台北象山捷运站亮相，吸引民众留
影“打卡”。

本报记者 汪灵犀摄

旧式的木质桌椅，印有
课程表的黑板，用白色粉笔
写的“至善至正”校训……
这里是位于香港九龙何文田
的培正中学校史馆。

1889 年，广州浸信会教
友在广州开办书塾，并于 11
月 28 日通过办学议案，定名

“培正书院”。1933 年，广州
培正校长黄启明在香港开办
分校，校舍建于何文田，最
初只有小学，其后陆续开办
初中和高中。

培 正 中 学 校 长 谭 日 旭
说，培正中学数理方面的实
力在香港首屈一指。建校以
来，先后涌现出包括诺贝尔
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崔
琦 ， 菲 尔 兹 奖 获 得 者 丘 成
桐、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萧
荫棠、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物理系主任沈吕九等在内
的多位杰出校友。而这一切
都离不开前辈学者们的努力。

谭日旭表示，上世纪 40
年代抗日战争结束后，许多
知识分子南下来港，其中不
少选择在培正教书。正是这
批名师培养出了崔琦、丘成
桐、萧荫棠等一批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据介绍，
时任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曾专程到培正参观，并
感叹“北有南开、南有培正”。

然而，培正的理念却并不是光盯着尖子生，
而是推崇“全人教育”的理念——即发现每个学
生的特长，尽量按照每个人的天性和兴趣培养每
一位学生。2017 年，为促进粤港澳青少年的科教
融合和科教水平的提高，中科创客学院、香港中
文中学联会和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成立“粤港澳
大湾区青少年创新科学教育基地”，培正中学成为
基地首批先导学校之一。谭日旭表示，这说明新
一代培正人并没有停下脚步，在数理科领域上努
力地将前人的光辉延续下去。

如今，培正校友网络遍布全球。毕业生离校
多年，对母校的情怀不变，只有更加浓厚。这也
是培正中学培育人才的成功之处。“我们有一个传
统，就是同学毕业离开母校25年后，都会从世界各
地回到母校，有一个大聚会。”谭日旭回忆说，在
聚会上，一批接一批的校友，走到台上请昔日老师
为他们“加冕”，代表尊师重道的精神代代相传。

庆祝过毕业 25 周年以后，校友们每隔 5 年都
会回母校相聚，50 年金禧毕业的会获赠纪念奖
牌。“在上一次‘同学日’，我看到有毕业 70年的
校友回来。看到这些老爷爷、老奶奶出席，非常
感动。”谭日旭说。

这个学年结束前，谭日旭将带领学生到加拿
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参加“世界培正同学日”，这
也成为即将卸任校长的谭日旭在培正的最后一项
任务。据悉，明年是培正创立130周年大庆，培正
各地学校代表将联合举办庆祝活动。

（据新华社香港电）

一
所
香
港
名
校
的
百
年
风
云

闵

捷

张
雅
诗

闵

捷

张
雅
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