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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幼是一間歷史悠久的學校，自然，校舍也擁有很多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特色。有保育價值的
地方，先是全校的洗米石外牆，其次便是走廊牆身的古典式批盪，還有走廊地上的傳統階磚，現
在哪裡也找不到有人懂得再造。我以往是安全及環境發展主任，現在是校務主任，兩者的職責都
涉及要保護和改善現有校舍的環境，以配合時代和教學需要。

在這幾年，校舍作了頗多新的改變。例如裝修得美輪美奐的圖書館、壹樓的健身室、自修室
和新校舍四樓的歷史廊等等。最後，不得不提的便是全校綠化計劃。

校舍本身建在柴灣道斜路旁，一進入大門便是樓梯和升降機，沒有一片庭園可種植大樹和花
圃。以往，只能在每層走廊欄杆上種著幾盆盆栽，實在不理想。近幾年，得到校方的支持，以及
經驗豐富的花藝設計師嚴先生的協助，實現了全校的綠化計劃。

首先，在三樓禮堂外羽毛球場的一邊建設了一個半圓形的園圃，讓各樓層的同學都可觀賞
得到，而且也是早會聚集的地方，非常適合。園圃的中心擺放一座由羅馬柱托著的藝術品，名為
「雲」，再以不同高度、顏色和形態的觀葉植物團團圍著以作襯托。「雲」是校監陳神父選取的
作品，意在提高同學在六肓中的「美」肓。

在大操場的聖母巖是綠化的另一重點，聖母像周圍滿佈生命力強的懸垂植物，青蔥翠綠。成
為一個優美整齊的禱告聖地。而在各層走廊和轉角位都增添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盆栽，令校園內各
處都有植物的點綴，充滿生氣。

各位同學，優美清潔的環境人人都喜歡，必須要你們合作，大家一起來愛惜校園啦！

全 校 綠 化 校務主任 李淑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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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所說的所謂叛逆，是敢於質疑既有看法的意思。想想我們每天所接受的知
識，撇除我們消化理解的過程，有幾多是我們經過反思質疑的呢？起碼在中學中，
我們所接收的大多數知識，譬如科學巨擘提出的理論，牛頓力學之類；又如史學大
家作出的解讀，錢穆國史大綱之屬。這些知識都是我們被動地加以接受的。
    似乎看到此處，大家可能會覺得上述說法有一定問題。第一，上述知識是可以
加以驗證的。隨意拋個球，都可驗證到力學－縱使一般上課驗證的機會不多。如
此，則我們自然並非不加思考就接受這些知識。第二，就當我們真的沒有思考。只
是，這些我們被動接受的說法，都好像相當合理妥貼，具說服力，我們加以接受又
有何不可？
    先回應第一個問題。我所指的反思，並不單純談及我們是否思考。除了死記
硬背，只要吸收到新知識，我們大抵都會思考的。只是，我們卻很少反省我們所用的方法。想想中文閱
讀卷，一般我們都需要為文本內容作大量解讀。猶記得一四年閱讀卷的〈第九味〉作者徐國能都做過該份
卷，卻有不少錯處。甫聽到這個情況，一般人都會質疑閱讀卷是否過份解讀。然而，一份作品之意義，是
否盡數由作者介定？
    以此為切入點，對於一個作品的解讀與詮釋，簡單劃分，其實有意圖主義與反意圖主義兩種。顧名思
義，意圖主義就是以作者意圖為作品意義的依歸。至於反意圖主義，則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作者已死」。
驟眼看來，作品意義當然應以作者本意為依歸，為何我們可以拋開作者呢？
    試假設以下情況：我寫這一篇文，用意不過是要讓正在閱讀這樣文章的你白白浪費寶貴的五分鐘時
間。可是，拙文確實能帶來一點啟發。那麼讀者能否把本文解讀為「傳達對學習理解」之類呢？顯然我們
都可作此解讀，那怕我的原意再荒謬絕倫。換言之，作者未必能成功在作品中傳達自己的意圖。當我這篇
文的行文語氣及內容中不見絲毫惡作劇的端倪，讀者也難以詮釋這篇文章為一個玩笑。
    如此，則我們可以完全拋棄作者意圖了嗎？試想一下，情境許多時都是個重要的解讀因素。杜甫有一
首詩〈麗人行〉，描寫楊貴妃一家出游之景象，詩中極盡讚美之能事，寫眾人的衣著華貴、意氣高昂。如
果我們不理會寫作背景，定會以為杜甫不是羨慕權貴，就是奉祀在上者。可是，當是時杜甫正因權相李林
甫留難而應試不第。同時，杜甫一向性格正直，又怎會阿附權貴呢？如此，我們能夠得知此詩是要諷刺楊
家的氣焰驕縱。假若我們完全拋棄作者意圖，又會使詮釋有所缺陷。
      以上粗略展現了以哲學方法切入藝術理論的做法。哲學許多時就是從我們思考背後，更根本的方法著
手，並比較、權衡、辯駁不同原則。一般大家看閱讀卷，都是接受了考評局的詮釋方法，試圖透過不斷操
練去適應這種方法。這是一個關乎「如何去做」的問題。而哲學卻是在問，為甚麼考評局要如此詮釋？有
沒有其他的詮釋方法？不同的詮釋方法間各自有甚麼優劣？我們應採納何者？然後再不斷討論、爭論。這
是關乎「為甚麼要這樣做」。
    回應第二個問題。首先，正如上面所說的，我們不加反省質疑，自然無法保證我們的知識是否如想像
中那麽真確。其次，就當我們所信毋庸置疑，但缺少了由自己出發去思考的過程，都是有所缺失的。這也
就是哲學思考，或者闊一點去看，更是一切的深度思考的特質。唯有由自己去出發，在比較不同原則後建
立自己的原則，我們才可以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上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其實有一個我們習以為常的用語形
容這種思維模式，那就是「批判思考」。
    說了這麼多，所謂叛逆學習的意思，也大致明確了。然而，作為中學生，又可以做些甚麼呢？要知道
每天課業積壓如山，而課程設計死硬，考試的威脅又火燒眼眉，哲學思考，又或是批判思考，是這麼美
好，那麼遠。我想，哲學思考與應試是不必然對立的。我們的知識體系就如大海，而考試就如一張網。雖
然這張網只能撈到一些特定的海產，有時有為洞開得太大，更撈不到珍貴的海產，但是我們的海更廣更深
的話，這張網總會撈到更多東西。就如中文說話，原則往往為先。哲學思考，豈非沒有比較原則的成份？
思維更廣闊，總對自己有增益。
    此外，想想學習動力這回事。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對學習－世事洞明皆學問，學習包括書本及書
本以外的人情世故、德行等皆是學問－又有沒有動力呢？如果沒有，你上一次有動力去學習又是何時的
事呢？想必每個人孩提時都會有一股好奇心，甚麼都想試，甚麼都想發問。若果能尋回這種求知的赤子之
心，又是多好的一件事呢。只是時日困蹇，初心往往易於消磨。如果我們能對周遭事物都添多一份思考，
不輕易接受，反充滿挑戰之意，學習動力自然產生。

更何況，我們追求的目的，往往與得到的結果有差距。所謂「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乎其中，得乎

學習不必然是叛逆，但叛逆許多時是學習的開端學習分享園地



1.2	 聖周禮儀及活動
部份公教老師和公教同學、善會同學及慕道班同學在4月13日聖周四參與於主教座堂由湯樞
機主禮的聖油彌撒。部份同學也參加了在本校彌撒中心舉行的聖周四主的晚餐及聖周五的
救主受難紀念禮儀。候洗者於禮儀前也一起製作聖像畫。

慈幼資訊速遞
1. 信仰教育
1.1	 善會活動：四旬期苦路善工

四旬期苦路善工於4月12日星期三善會日舉行，當日禮儀由宗教教
育主任梁偉才神父帶領。各善會學生放學後於室內操場集合，並
由善會代表負責肩負十字架、讀經的部份。過程中讓學生和教師
默想耶穌受苦的過程，並反思自己的生活。各參加者於最後為自
己定立改善的志向，並向天主承諾會做得更好。

1.3	 復活節夜間禮儀及入門聖事
本校於2017年4月15日(聖周六)舉行復活節
夜間慶典，由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主禮。
本校共有七位同學領受入門聖事，成為基
督徒。在講道中，陳樞機勉勵他們在信
仰路上繼續努力，為復活的基督去服務他
人，作見證。他們分別是：
2C 阮鴻徽　　　3A 鄧穎懃
3A 曾梓桓 3A 韋文廸
3C 徐樂謙　　　3C 許鐘遠
3E 尹孝華

其上」。眼光志氣高一點，縱然不能更高層次地學習，我們學習的能力或多或少都會改善。若我們一味苟
且度日，隨時連本來持有的能力都要丟失。
    蘇格拉底討論哲學，更質疑希臘人所信奉的神祀，遂以不敬神明與茶毒青年二罪琅璫入獄，服毒殉道
而死。中世紀主張日心說的科學家，亦多受當時教會的迫害。學習就是求真，而求真不時是種叛逆。叛逆
的後果不必然好，但正正因為真理張目的叛逆伴隨著磨難，再顯現了這種堅持的高貴與偉大。這樣，我們
又有甚麼理由不去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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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會省聖召日暨維豪盃足球賽
2017年5月6日的星期六，近40名公教同學及天主教同學會(聖召組)的會員出席了慈幼會會
省聖召日的活動，為慶祝慈幼會的修道及神職聖召，並為聖召祈禱。當日活動包括團體遊
戲、分享、欣賞聖召短片及話劇、感恩祭和茶點；最後還有香港和澳門的慈幼會聯校的維
豪盃足球賽，而我們慈幼英文學校於連續第二年得到維豪盃足球賽冠軍。

另外，本校亦有三位教友同學領受堅振聖事，接受聖神的恩寵，並在禮儀中重宣聖洗
誓願，成為成熟的基督徒，為信仰作見證。他們分別是：

 5B 潘子謙　　　5C 莊知為　　　5D 曾靖偉





















5.	校外獲獎
	 5.1	 校際比賽成績	(學術)

                         項       目                                      獎 項 / 名 次                獲 獎 同 學

2016/17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中學)   銀   獎 2A 施楓茗，2B 陳少杰
   1A 張貿景，1A 黃朗賢
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比賽】                              優良獎狀

第六十八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

	 5.2	 校際比賽成績	(體育)

2C 陳羽冲，2C 阮鴻徽
3B 陳蔚聰

2A 朱睿彥，2B 莊峻煒
3E 盧子健，4A 蔡宗霖

1A 吳澤宇，2D 馮銘業
3B 鄭丞祖

優異獎狀 

良好獎狀

                         項       目                                      獎 項 / 名 次                獲 獎 同 學

校際田徑比賽
 甲組 100米 **冠軍**  5D 許壯杰

  200米 **亞軍**  5D 許壯杰
  400米 **殿軍** 5D 羅浩銘
  110米欄 第七名 5B 潘子謙
  400米欄 **殿軍**  5B 潘子謙
  三級跳 **冠軍** 5D 羅浩銘
  標 槍 **亞軍**  6A 張鈞承
  4x100米接力 **冠軍** 5A 邱展悅，5D 許壯杰
    5D 羅浩銘，6D 陳劻宏
 乙組 鐵 餅 第七名 4B 蔡永麟
 丙組 100米 第七名 1C 沈楷燁
  200米 第七名 1C 沈楷燁
  100米欄 **冠軍**  2C 伍健銘
  跳 遠 **冠軍**  2C 伍健銘
  4x100米接力 **季軍** 1C 沈楷燁，2A 鍾順揚
    2C 陳錦填，2C 伍健銘

  甲組 500米 亞 軍 5B 陳曦賢
   冠 軍 5B 許家俊
  1000米 冠 軍 5C 簡家俊 
   殿 軍 5C 周奕希
  2000米 第七名 5C 廖禮信
  4X500米接力賽 冠 軍 5B 許家俊，5B 陳曦賢
    5C 簡家俊，5C 周奕希
 丙組 500米 亞 軍 2B 洪彥博
校際乙組排球比賽  第五名              /

校際丙組籃球比賽  亞 軍 1A 張貿景，1B 李浩霖
    1C 陳俊熙，1C 許   煜
    1C 黃竣謙，1C 鍾澤森
    1C 沈楷燁，1E 麥孝彥
    1E 盧澤豐，1E 曾駿譽
    1E 陳振銓，2A 何雲浩

校際田徑精英比賽 100米 季 軍 5D 許壯杰
  三級跳 第八名 5D 羅浩銘
  4X100米接力 殿 軍 5A 邱展悅，5B 蔡鎧聲
    5B 潘子謙，5D 許壯杰
    5D 羅浩銘

思高盃室內
划艇比賽



	 5.3	 藝	術	(音樂、視藝、多媒體)
                        項       目                             獎 項 / 名 次                獲 獎 同 學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16/17) 金 獎 4A 蔡 暢
 嘉許狀 5A 容汶鏗
  6A 李劻華

東區文化廣場「圍板美化設計比賽」 季 軍 2A 朱睿彥

第69屆校際音樂節 
五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1B 林頌言

中學14歲以下牧笛二重奏 良好獎狀 1C 吳孝康，1C 黃思政

八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2A 施楓茗

中學14歲以下男聲外語合唱比賽 良好獎狀 Junior Choir 
  初級組合唱團

素歌合唱比賽 季  軍             Intermediate and Senior Choir
  中、高級組聯合合唱團

慈幼麥觀鈐神父紀念盃2017攝影比賽 優  異 2D 鄒雋翹

	 5.4	 服務	/	領袖
                    項       目                            獎 項 / 名 次           獲 獎 同 學

愛德 (義工) 服務獎 金嘉許獎狀 5B 潘子謙、5D 張錦龍

  銀嘉許獎狀 5D 周子熙

  銅嘉許獎狀 4B 陳志壘、4D 李昊璋
   4D 潘振昌、5D 張展立
   5D 馮梓樂、5D 許壯杰
   5D 許譯文、5D 高浩育
   5D 羅浩銘、5D 譚樂勤
   5D 鄧浩添、5E 曾瑋霆

  校方嘉許獎狀 5D 陳紀元、5D 鄭智權
   5D 方子諾、5D 顏瀚榕
   5D 羅錫海

	 5.5	 其他成就

                                      項       目                                        獲 獎 同 學

               Joseph Carra Education Fung      6C 張文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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