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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專輯內 ，我們將通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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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理上阻隔的關係 ，醫學生通

!．常甚少到大學本部 ，因而本部學生與醫
學生之間產生了不必要的誤會和隔膜 。

不但在地理方面 ，甚至在學生方面 ，香
港大學亦分為兩大壁壘 。要打破這些即

隔 ，除了各位同學多參與本部方面的活

動外 ，啟思和學苑遂分別向醫學生和本

部學生介紹他們以外的一草 。

和特稿向大家粗罌地簡介大學本部各喊
系同學的生活 。但由於時間上 、篇幅f !
和各院系復雜結搆的因素 ，我們不能告！

謬廉啊‘
訴大家詳細的情形 ，希望各位同學能得
到一個輪廓 ，至於深入的細節 ，

將有待各位多和本部同學交流了 。

騙七

（原定包括在這個專輯內的問卷

由於學苑方面未能配合 ，今期未能刊

jh )
虜

黃 C工）

座 談

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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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科目可以忙得不見天 日
，上數學科的每兩星期交一份

Assignment ， 一年共 二

份，另外有兩個 Te rm Testa
吳 （建）

時 間 ： 三 月 十
一

日

上 課

：如果是十月或一月 ，我們會常

上拉記 ，因為有空位 。

：因為我們絕大部份時間都用在

Design 方 面 ，所 以 多 駐

Studio ，少去 Library ，除

非有蒐集資料的需要 ；但我們

Library 所藏資料比 Main
L ib 還豐富 。

下 午 七 時 半 至 十 時 半

地 點 ： 學 生 會 班 房 （Class room )
陳 （文）

發 言者 ： 黃嘉樂 （工業工程二 ），鍾

全明 （理二 ），吳永順 （建築二

) ，陳敏娟 （文二 ），袁淑琴 （

法一 ），黎安國 （社二 ），黃詠

琴 （文一 ），譚劍明 （醫二 ）

主 持 ：鍾子光 （啟思 ），黃詠琴 （學苑

) ，譚劍明 （學苑 ）

（按 ：有學醫學生生活的部份 ，將在學

苑刊登 。本文內容由編委會負責

。本文意見純屬個人觀感 ，並非

代表整個院系 。）

整 理 ：啟思編委會

袁 （按）

問

吳 （建）

黎 （社）

功 課
、
競 爭

問

陳 （文）

：各 位 同 學 ，可 否 談 談 你 們

所 受 的 功 課 墜力 ？

：文科同學面對的功課通常是交

essay，無論那科都要交essay,
以我所知 ，英文系翻譯科的功

課最頻密 。我選讀中文 、中史

和政治科學 ，功課較少 ，但要

看很多書 ，因為上課所得不多
，引發了興趣後 ，自己到圖書

館蒐集資料 ；功課可謂一點一

滴地完成 。

：我們的競爭很大 ，八十來位同

學讀的和看的都
一樣 ，所以沒

有甚麼可發揮的地方 ，很多人

都是死唸死讀 。同學下課後便

到 Law Lib 載位讀書 ，一

直坐到晚上十時 ，生活較為呆

板 。

：我對競爭兩字很感興趣
，不知

是比賽抑或是鬥高分呢 ？

問

吳 （建）

：因為我們上的科目是一樣的 ，

所以當甲的第一科比乙差時 ，

而第二及第三科也是的時候 ，

甲很易知道他鬥不過乙 ，但如

果甲只鬥乙一科 ，競爭便不明

顯 。競爭是有的 ，祇是同學不

承認吧了 。

：我帶出這問題是因為我想說在

建築系裹的競爭更大 ，我們班

的人數更少 。（一陣大笑 ）一

年級只有五十五人 ，到二年級

更分為 Architecture 和 Bu-

ilding 兩個 Stream ，現在前

者有四十五人 ，後者十二人 。

我們的功課每次都貼出來 ，所

以不論高班或低班的同學都會

見到你的分數 ，知道那個是最

高分 。這便對同學形成一種壓

力 就是每次都要貨比貨 。

：我 知 道 你 們做 Projeet 的

費 用 是 自己 掏 出來 的 。 聽

聞 很 多 同學 會 不 惜 花 錢 買

好 的畫 紙 等 以 求 使 功 課做

得 更 好 ，不 知 實 情 如 何 ？

：初入 Archi 時是會的，因為大
家都不清楚 。後來發覺最重要

的是懂得用錢 ，不是鬥多錢 。

錢不是做好功課的要素 ，最主

要還是肯用心思 。

：我們 Industrial Engin -

eering 今年只有四 二人 ，

大家一起上堂 ，讀同一科目 。

我們競爭不大 ，同學都相處融

洽 o

：理科一年級功課較輕 ，二年級

的功課多少就得看所選修科目

問 ：同 學上 堂抄 筆 記 的情 況 是

怎 樣 的 ？

陳 （文）：通常是盡抄 。有些科目祇需摘

錄重點 ，但同學怕跟不上 ，多

數盡抄 。

黃 （文）：至於 translation ，通常是上

堂派功課 ，我們很少將全部資

料抄下 ，尤其是英文系常派

handout 。

袁 （伕）：我們每科都有 h。ndout ，可說

沒有了 handout，我們便無伕

生存 。我們要讀的全可在檔案

裹找flJ Case SuPPort，對講
師所說的每句話 ，一定要找到

Case ！支持 ，所以我們有很多

handout ，抄筆記方面 ，除

了 lst year 修讀的 Elem ·

ents of Public Law in

Legal System一科因為容易
肥而要全抄外 ，其他科是明則

抄 ，不明則同家翻書 。

問 ：既 看 不 明 ，那 有 沒有 走 堂

的情 形 出現 ？

袁 （怯）： 較腳 嘛 ，有 。（全場大笑

）我班八十來人 ，最高紀錄是

六十人 ，最低紀錄是三十人 ，

復lJ驗時大概有六十人 。

吳 （建）：我們不會全部抄足 ，但有些科

目如 Architectural His -

tory ，有時講師像新聞報導員
一般誧敘出使 ，有些同學猛抄
，連所放的圖則都整個抄下 。

鍾 （理）：我們肯定要抄筆記 ，因為要考

吳 （建）

譚 （醫）

袁 （缺）

袁 （伕）
黃 （工）：我們一些同學上課時不明講師

所講的 ，但一味照抄 ，保證溫

黃 （工）
書時有筆記參考 。

啡

館

吳 （建） 鍾 （理） 問 ：你 們 多 否 到 Main Libr -

ary ?

我們圖書館氣氛非常緊張 ，剛
派完功課 ，有些同學便立即到
Lib．記搶書 ，那裹影印風氣頗

盛 。圖書館不是閒淡之所 ，因

為我們有 Studio 這全口開放
的地方 。

：有些一年級同學要 到 六 樓 的

Lan只ua寫e Centre 上 LAS-
Course ( Language Ana ·

Ivsis Section ) ，他們是經

過了入學時的 LAS Test 時，-
被建議上去 。

: Medic Lib 和 Main Lib -

的環 境 有 很 大 差 別 ，曾 否！

有 同 學 嘗試 比 較 ？

：我覺得這裹的圖書館很忙 ，人

又擠擁 ，有衝功課的 ，亦有借

書 。但 Medic Lib 則非常寧

靜 ，同學又專心 。在 Main

Campus同學入圖書館多不是
先找書 ，而是先霸位 。他們比

較多說話 ，有一次我坐在門口

位 ，有七位同學向我攀談 ，使

我無伕專心讀書 。

：會不會 Medic 同學到圖書館 I
是真的讀書 ，而這裹的同學有

些是因為轉堂或下課時無更好 l
去處 ，便到圖書館來 。我想 ，-
兩者的心情是不同的 。

：其實 ，Main Lib 可分層 ，若

要讀書，便上五樓或三樓，如要

傾談，可到二或四樓。蒐集資料

的可到 Reserved Centero -
：聽了你們的說話後 ，我感到慚

愧。你們雖說 k復ain Lib 不像

樣，但如你到 Law Lib 來 ，-
便好像回到家裹閒談 。好幾次

高班同學呼籲改善 ，但他們自

己也往往加入 。不過 ，要呆看

疵悶的 Law Report 也不

是一件易事 。

有點特別是 ，除一兩本殘舊的

圖書可借過夜外 ，其他書本是

不准外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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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課 量

問 ：你 們的功課形式和 密度是

怎樣 的 ？

鴨通造顫矯
、大辱本鄧魷

職主、鴦鳥
、取鳥不蔔

各也鼠馴

痲協，

來表1

悵囉

黎（社）

緬（理）

工（黃）

月陳（文）

：我們的功課可算多 ，通常我們

要準備 Tutorial Essay，一

個學期要交兩篇文章，即term

paPer 和 Tutorial paPero
以 Social Work 來說 ，平均
每星期要交一篇Assignment
，另外至少外出實習兩星期 。

：我們主要做 Assignment，寫

Essay 較少 ”

：我 們 要 交的 Essays很少 ，

1Ildustrial Engineering 交
的論文算是最多 ，但每年都祇

是兩三篇而已 。每篇的準備時

間約兩三星期 。其他土木 、電

機 、機械工程系同學的功課主

要 是 Lab Report 和 CO-

mputer Programming ·

：和社科一樣 ，都是要準備 tu-

t質 ial essay，我們要讀八張

PaPers，要每張 PaPer 要上

幾個 Courses，而每個 Co-

urse 都是交 Term Essay,

所以 ，到第二年暑假 ，同學可

能要準備么 來篇 Essays"

另外 ，地理系的同學要做Lab
，要出外 Field TriP 至少

十四口 ，而他們多數在暑假中

進行 。也有些 Course是不用

交 Essays，任由同學自己讀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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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姣了

雪館很忙，人

深的，亦有借

' ib則非常寧

‘。在Main

認書館多不是

購位。他們比

欠我坐在門
口

句我鞏談
，使

尋學到圖書
館

喜裹的同學
有

F課時無更好

官來
。我想

，

取的
。

，可分層

或三樓
’

蒐集資料

袁（怯）： 我們的功課壓力主要是 tuto -

rial 。上 tutorials 的時候 ，

老師會盡量問書 ，通常問到你

答不到為止 。所以造成最大壓

力 。另外 ，我們每年要交兩篇

term assignments ，又有
term test ，二 、三年級 l司學
又要寫名假 essays"

吳 （建）：我們的課程分 （D。觀gn）和
Lecture 兩紹份 。而 Dcsign
．所佔的時 f尚最多，Lecture 每

星期只 堂而已 ，一年級每星

期有一堂美術課 ，有一位美術

老師會教他們。大體說來，我們

要花很多時間 ，甚至開通宵 ，

來苦思設計圖 ，另外 ，我們每

年要交一篇 History ESsay,
一個學習報告（如城市規劃）,

又每星明汁一些關於 struc-

ture 的數。根本沒有讀書晦間
，所以我們多是在考試前一星

期才開始讀書 。

費 （工）：我們有所謂三班聯會 （Joint
Parts 亦即 Joint years ) ,

同學參加三班聯會的活動比院

會活動要多 ，參加學生會的活

動便更少了 。搞活動的同學祇

屬少數 ，大多數同學都注重讀

書 ，似乎對於院會和學生會的

活動不甚留意 ”

團結力在工業工程系來說尚好
，比賽時總有人參加或替同學

打氣 。

黃 （文）：文科方面 ，似乎參加活動的總

是一小撮人 ，他們的熱誠未能

感染其他 同 學 ”Fac. Soc. (

Faculty Society）的活動不
經過系 會 （DePartmental
Society）便不能推行。團結方
面我們較弱 。一方面因為人數

少 ，另一方面因為一年級的時

候 ，同學祇需選擇 三 個 Co-
urses，所以身邊的同學常變。

但到了二年級和三年級 ，情形

會好轉 。因為同學已選定了科
，時常會遇到同一班同學 。

鍾 （理）：我覺得同學不會主動積極地參

加活動 。除了一些活動如院會

舉辦新舊交流週 ，也有二三百

人參加 ，其他活動參加的人數

則較少 。

黎 （社）：系會辦的活動不少 ，同學參予

的也多 。但我看不出那份團結

性 。不過 ，這亦很難期望過高
，因為大家所修科目不同 。說

到 Fac. 50．和學生會間的聯
繫 ，我倒會要求同 學 先 走 同

Fac. 50 ，待 Sac. 50 有T 基
礎 ，才去和學生會和其他院會

建立關係 。

袁 （缺）：局外人看我們很團結 。但我們

的同學 ，年齡差距很大 （有些

曾在律師樓任職 ），所以有時

同學問的溝通有些困難 。

吳（建）：我們的活動多屬學術性和康樂

性 。參與的程度視乎活動的本

質 。比方是院會邀請系內教授

演講 ，反應多數冷淡 ，但若是

屬趣味的講座 ，參加人數可多

至四五十人 。迎新活動是每年

最大和參予人數最多的節目。

我們和學生會的關係不甚緊密
。學生會幹事和時事委員會都

找不到建築系學生 。不過 ，系

內同學是非常熟落的 。

一樣有企出來介紹自己的專長

興趣 ，那些所謂大仙或高班同

學倘若發現他們講錯或表現不

遜 ，便會挫你鏡氣 ，使你面目

無光的下台 ，他們受到這些對

付 ，難免潛意識的覺得自己也

可這樣對待新生 。會有這些人

存在 ，但情形漸淡 。但未能完

全泯滅 。

袁 （法）：法律系的情形和其他院系一樣
，那便是港大的大仙風氣已漸

淡 。五年前 ，大仙風氣還可說

盛 。現在我們雖保留迎新時不

准將手揮入袋 ，女同學要穿裙

等習慣 ，但現在的出發點是互

相尊重而不是故意為難新同學
，我覺得轉變是好的 。

醫 學 生 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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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不 知 各 院系 同學參加活動

的情況 怎樣 才團結 力又 怎

樣 ？

：大 學本部有 大仙風 氣嗎 ？

：我聽聞建築系有一個迎新節目

要新同學站出來 ，然後向他們

提一些尖酸刻薄的問題 ，不知

真相如何 分

：可能我們和醫科有看同樣的n翁
題 ，就是他們在那裹實在太久

了 ，最少讀了五年 ，有些傳統

未有革命 。現在五年班亦即五

年的的一年班同學 ，在迎新時

問 ：你 們覺 得 醫 學生 應該 怎樣

，而 實際上 他 們是怎樣 了

吳 （建）：我的看怯祇代表個人 。我認識

的醫科同學不少 。我覺得每個

同學始終需要在學業上達到一

定水平 。我不希望醫學院學生

說 很騰 ，騰完又過 ，不如不

騰 和 騰甚麼 ，騰完又過 ，

怎也過 ，扯你過 這類口吻去

教師弟 ，這些說話可能是真實
，但我希望他們態度認真 ，因

為我覺得做一個書生 ，·將來行
醫靠真功夫 ，如果五年真是這

樣過 ，到替人治病時又要翻一

輪書 ，那末病人未必對他有信

心 。我希望醫學生謹慣些 ，好

讓病人感到要尊重他 ，而他對

自己會更有信，0 。

學業方面 ，我覺得醫學院同學

要知和要記的都很多 。

黃 （工）：我認識的醫學生不多 ，祇有兩

三位 ，但從聽聞得來的印象是
：港大醫學生祇顧讀書 ，而且

有很多鬼故 ，給我的印象是他

們較注重讀書 。

迎新期間發生的紅磚梯事件 ，

醫學院同學給我的印象不甚好
。直到後來認識醫學院同學 ，

對他們的印象才開始改變過來
。他們既不是終日祇顧讀書 ，

亦不是每個醫學生都愛放紙飛

機 。講粗口的祇屬一小撮害軍

之馬 ，大部份醫學生都是很動

力讀書 ，參加活動亦很活躍 。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專業人員的

品格 ，因為他們對自己有一定

的學術要求 。

鍾 （理）：我的看怯可能偏於一面 ，因為

我所接觸到的醫學生都是搞活

動那軍 ，所以我對醫學院同學

的印象頗好 。

我不會要求他們甚麼 ，如醫德

等 ，因為專業基本上要求的是

技術和能力 。另外 ，醫學院同

學自己的功課和關心社會方面

應該有要求 。

黃 （文）：我所說的祇是我個人的意見 ，

我曾到醫學院一趟 ，我見到低

班同學比較開心 ，他們和其他

學系的學生無大分別 ，常說忙

這些那些 ；但高班同學比較沉

默和表現得成熟 ，這可能是工

作上的需要 。或者是隨看年紀

的增長和所見事物的增多

那班真醫生或病房的情況

而令他們變得沉默和對人與事

比較穩重 。

黎 （社）：我喜見年輕一輩的醫生肯開放

自己 ，和省察自己的專業 。例

如近來幾個月 ，討論醫療服務

方面的問題 ，他們都主動檢討

圈內事 ，是較為新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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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學 生 的 生 活
黃 健 民

‘
喂 ，做完條 essay未呀 ？
還未落筆呀 ，上星期唔上堂想做

，完它 ，卻仍未想到怎樣入手 。

你看了許多書 ，遲了這麼久 ，還

寫不出 ？J
唉 ，今次不想敷衍了事嘛 ！用了

這麼多心機 ，希望能自己創作而不是左

抄一段右抄一段 。這樣做出來的功課 ，

使人頂有成功感的 。

那有時間這樣做功課呀 ？看你 ，

這條 essay遲了兩個多月 ，還有五 、六

條跟尾 ，到四月你就知味道了 。

盡力而為啦 。花過，0思的功課 ，

自己看來也時刻有親切感的 ，那種喜悅

就像一個媽媽抱著自己的嬰孩時的感受
一樣 。

你就是這般的不切實際 ，不但已

經選了那些偏門的題目 ，還花這麼多時

間去做 ，極好的都祇是多別人的十幾分
，計回整個學期的分就是多那兩 、三分
，值不值呀 ？我就寧願花多些時間讀書

去應付考試罷了 ！J
× × ×

上完堂呀 ？今堂講了些甚麼 ？有

沒有派呀呀 ？

他堂堂都是那個老樣子的呢 。上

次有同學聽不到他講 ，叫他重複剛講過

的那句 ，他竟然說不出 ，含糊的說了五

分鍾 ，說的竟然跟 自己剛說的完全不同
。你說他有怎麼講 ？用盡心機去聽的都

聽不到多過千句有點內容的話 。

唯你又去上堂 ？

不上又良心過意不去 。現在就祇

有七 、八十人上堂 ，五分之一人都不到
，連我都不上 ，就買少見少了 。況且他

雖然講書差 ，人卻不錯嘛 ，總不忍心不

去捧場 。

× × ×

喂 ，你最近好離譜嗎 ，不獨堂不

上 ，tutorial 都不去 ，tutor 現在堂堂

找你呀 ！

無辦怯啦 ，現在要趕功課呢 ！上

個 Semester 的功課還未交，現在的又

堆到四條了 。

你不要攪那麼多活動啦 ，當心過

不到關呀 ！

× × ×

有沒有找工呀 ？

沒有 。不知道做甚麼好 。政府工

又太沉悶 ，做到個人無晒鬥志 ；教書又

沒有科目可教 ，無理由自己讀社會學去

教英文 。不教英文 ，就更加沒有科目合

我教了 。

你選主修時無考慮過將來的前途

仔馬？J
實有啦 ，不過我認為花兩 、三年

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讀自己喜歡的科目

，不是太過份 。何況這些科目又幫助我

培養自己的獨立思想 ，機會是不容放過

的呢 。

唔 ，但是假若伐不到理想的工作
，可能一世也難翻身 ，

有很多工作是要求有靈活的腦筋

的 ，況且我又不要求有份安穩和所謂有

前途 的工作 ，那又何須像其他同學
一樣 ，堂也不上而去見工呢 ？

記且 ，根據以往經驗 ：1 . 1•二斤鬥• 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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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看 醫 學 生

娟 （ 文
一

）

'0理負袒重 ，而艷羨者則為他們繪了一

張張絳色的圖畫 ，究竟醫學生如何自處

？不過 ，如何 自處的問題並非醫學生專

有 ，實是所有大學生現在面臨的大關口
，願彼此互勉 。

始終對醫生不太熟悉 ，寫來總覺隔

靴搔癢 ，一切只是一個非醫學院學生的

浮面見解而已 。

審
馭韌
俗斗

看到這題目 ，總覺茫無頭緒 ，難以

著手 。無它 ，生疏而已 。

醫生與醫學生彷彿是兩同事 ，醫生

嘛 ，我跑去 包兆龍 那裹便見得著一

堆 ，總是莊嚴肅穆的樣子 ；醫學生呢 ，

是人人仰慕 、光宗耀祖的精英份子 ，是

本部校園的稀客 ，院際比賽時搖旗吶喊

也還挺熱心的 。

儘管生疏 ，但與他們接觸後才有點

！印象 。其實醫學生還不是跟其他院系差

l不多 。一樣有苦鋤望過 、熱心活動和優
哉悠哉派 。可能因為學科關係 ，鋤書可

‘
能比其他院系同學來得緊張 ，客觀環境

如此 ，不許瀟灑 。

曾有同學說醫學生多多少少有種強

於其他院系同學的使命感 ，覺得自己既

有治療人們肉體疾病的能力 ，那麼把手

術刀 、聽筒轉向人們靈魂或社會似乎是

頫理成章的事 ”也不知是真是假 ，聽在

耳裹 ，彷彿成了種觀念 ，所以偶然見到
一兩行為不盡合意的醫學生 ，嚇了一跳

之餘 ，不禁疑問難道他 （他們 ）就是將

來四平八穩坐在掛滿 仁心仁術 、 妙

手同春 一類牌匾的醫務所內的大國手

？然而 ，碰見過的醫學生大多數是熱心

活躍 、胸懷大志 、自信心強的青年人 。

也許社會把太多帽子如 叻仔叻女

、 賺大錢啦 、 勁嚼 、 出嘍

就好咯 等套在他們頭上 ，令得醫學生

老編要我寫一篇介紹學生生活的稿

，這真難倒了我 ；我是一個 BIO 佬

，最熟悉的當然是讀生物同學的生活

吧 ，所以其真確程度亦相當高 。至於讀

其它科目的 ，我會盡我所知的向各位介

紹 。首先讓我們看看理學院的班級及課

程是怎樣的 。

理學院分三個 Stream 生物 、

物理甲 、物理乙 。生物一年級的同學必

須選讀生物及化學 ，升上二年級後可主

修生物或物理 ，選讀物理的又可主修植

物系或動物系 。物理甲
一年級必須修讀

化學 、物理 、純數 、電腦 ，二年級後可

主修化學或物理 。物理乙一年級必須讀

物理 、純數，應用數學，電腦 ，二年級後

可主修物理或數學 。此外Radioisoto -

Pe Unit ( RIU ）是各班都必須修讀的。

很多人提起讀理科 ，自然會想到做

實驗（做 Lab）。不錯 ，實驗堂是理學生

不可缺少的 ，尤其是讀生物和化學的 ，

所以生物一年級的同學很多時都叫苦連

天 ，一個星期有四天要做 ，有Lab時甚
至一天兩個Lab 。很多時候 ，因為學校

器材缺乏的關係 ，以致很多實驗都未能

全班一起做 ，而採用輪流做的方怯 ，每

星期做一項 ，下星期做別一組這星期做

的 ，如此類推 。這樣很多時會令到實驗

的內容和課堂脫節 ，未教先做的有 ，教

了很久才做的也有 ，所以很多時要花一

點時間來準備 。況且 ，實驗做完後還有

下文的 做 ReP0r 叫 幸好講師對一

年級的實驗報告水準要求不）J6麼苛 ，而
且難度亦不是十分高 。至於讀物理的同

學 ，則只有物理一科需要做實驗 ，但這

並不代表他們功課輕一點 ，因為他有很

多數學的功課 ，又要準備 Tutorial

及 EXamPle class（生物 班 是 沒 有
Tutorial 的 ）。

升上了二年班 ，無論實質的功課壓

力和讀書的精神壓力也比一年級重了 ，

因為二三年級的考試是學位試 。理學院

是採用 Unit 制度的 ，學生在二年級及
三年級必須總共選讀八個 Units 的課程
。讀生物和化學的同學是較為幸福的 ，

因為他們有很多課程是一個 Unit 的 ，

雖然也有一些是半個 Unit 。讀物理的

同學則不同了 ；他們的科目大多是半個

Unit 的 ，四個 Unit 也就等於八科 ，

、J•口個可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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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f 計膩 ．“化望黛j二 石馴二一必論騙召螂肥馴弘騙，才豐f

> l ，半個 Unit 的課程分分鐘是 超

值產品 ，筆記的頁數是個最好的證據
。生物的科目蕞多維持十二星期 ，半個

Unit 的只有六星期 ，所以課程完畢後
便可以好好的由頭至尾溫習 ，並迎接下
一個科目的開始 ”讀物理或化學的則不

然了 ， 八管齊下 是常事 ，年頭上課

至年終 ，問你怕未 ？讀化學的師兄有些

經驗流傳 ： 讀八個 Unit 的化學 ，足

以嘔血 ！

你知什應是 扑機 J 嗎 ？這是讀電
腦的術語 ，即是做Programme 的意思
，選讀數個 Unit 電腦科的同學可說是

ComPuter Centre 的捧場客了 。無他
的 ，功課堆如積山 ， 一波未平 ，一波

又起 ，曾經有位同學對我說還有九個

Programmes 未交 所以經常扑機

至午夜以後 。

至於其他同學 ，他們又經常在什麼

地方出沒呢 ？化學的當然以化學大樓為

大本營啦 ！以往在薄扶林道你會經常見

到一草大鴨子蹣跚的趕著路 ，那是生物

班的同學，他們剛上完了化學堂，趕著往

羅富國科學大樓上生物堂 。但現在此景

已不復見了 。因為最新的兩所科學大樓

：厲樹雄科學大樓 ，許愛周科學大樓已

先後啟用 ，現在我們很多堂都遷往這裹

上了 ，這兩幢科學大樓的特色是玻璃門

特多 ，而且特別清潔 ，所以經常碰著了

趕上堂同學的鼻子 ，最近在玻璃上加上

了金屬片才好點兒 。此外 ，鈕魯斯樓二

樓仍然是讀物理同學的上課地方 。

r拉記二樓是理學生的天下 ；各路

英雄皆雲集於此 ；博士型的 ，Fussy型
的臨急抱佛腳 ，週時進補型的 ，最難

找的 ，搞野搞到飛起型的⋯⋯你都可以

在此找到 。其中二樓的一角稱為 幽暗，

之處 更是物理界的大本營 。不知道其 一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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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頁
一九八 年 某 月某 日

忙得要死了 ！繁重的功課已夠好受

，再加上那冗長的迎新節目 ，甚麼迎新

聚會 ，個人探訪等 ，真教人透不過氣來

。不知從那兒聰來 ，說這裹的人有忠有

奸，這是 扮忠 ；那是 扮奸 ，簡

直又很又怕 。難道真是這般難相處嗎 ？

外表嘻嘻哈哈 ，吵吵鬧鬧 ·，·⋯

可憐中學的一班友好都連覃結伴地

闖入醫學院 ，我 ，這離草的一個 ，感到

一點寂寞了 ！

取e的童思
I擊可娩是

某 月某 日

深夜了 ，這裹還是燈火通明 ，大家

都在緊張地作最後衝線 。草圖紙都是雜

亂無章的堆積如山。水燙覓不停的嗚鳴

作晌 ，餅食乾糧咖啡葡萄適隨處可見 。

幸好這班已是少放姻幕的一軍 ，不像他

班的姻霧瀰漫 ，空氣混濁 。

趕通宵的滋味真不好受 ，人就像脫

了水般的憔悴 ，兩眼無神的也得繼續做

下去 。工作室的另一角就不時躺著三數

同學 ，好倦啊 ！睡他一二個小時 。⋯⋯

煙有九個

徑常扑織

常在什磨

學大樓為

會經常見

那是生物

雪，趕看往

遲在鑪

導學大摟

聲大樓已

藝往這妻

！玻瀉門

磋著了

上扯

斯樓二1

一九 八一 年 某 月某 日

在建築學院已三個多月 ，還是不能

習慣 ，和中學時代實在太大分別了 。如

今已不再是上堂抄筆記 ，課後溫習的生

涯了 ，卻是整天坐在桌旁做設計 。工作

室已成了部份同學住宿之所 ，有些時更

是通宵達旦的工作 。⋯⋯可惜工作時間

卻並非與工作量成正比 設計J 這

東西就是這般令人頭痛 ！

一 九 八二 年 某 月某 日
一年班的生活 ，就在繁忙 ，緊迫 ，

猶疑 （渾豔 ？）中渡過了 ，今年總望能

較清閒吧 ？今年的功課是疏了 ，而今晚

的工作室人也不多 ，有的在埋首思索 ；

有的在翻閱建築雜誌找尋設計 （抄 Sc-

heme ? ) ；有的卻得到師兄從旁指導

；有的卻做得倦了 ，伏在桌上打瞌睡 。

最可惡的還是還些走遍 studio ，觀看

人家工作的 巡場林J ，但也得佩服他

們面皮底厚度 ，

某 月某 日

長途電話 ？Archi 生活 ？
接到醫學院 啟思 老編的通知 ，

寫寫這裹的生活 。其實想寫的東西太多

了 ，但又難於表達 。（寫文章之能力驟

降 ，恐怕也是拜 archi 所賜 。）但話
得說同來 ，學建築的苦與樂 ，亦非筆墨

圖解所能形容 ：面對草圖紙絞盡腦汁卻

無靈感時的沮喪 ；千辛萬苦絞出來的設

計被老師評得一文不值時的氣惱 ；幾經

艱苦始完成佳作時的滿足感 ；又或草率

完工卻有驚人成績時的詫異⋯⋯就只有

由自己親身感受才能體會 。

在 醫學院與大學本部交流 這專

輯裹 ，我們訪問了黃德明博士（Dr . T .

M. Wong ）和黃秋霖博士 （Dr . P. C.
L Wong ) ，搜集了一些已往和現在
交流情況的資料 。

據黃德明博士表示 ，六四至六七年

間 ，醫學生中有任學生會會長和學生會

評議會會長的 ，而那時的同學亦很活躍

，所以當時醫學生和其他院系同學交流

的機會頗多 。現在兩方面的交流是較少

了 ，環境限制如地理阻隔 、院系間的課

程少共同處 、醫學生的功課繁重等促使

同學較少和其他院系同學交往 。

他認為我們應多參予活動 ，以擴潤

眼界 ，充實生活 。我們應開放自己 ，多

些和其他院系同學交換意見憤廣見聞 ，

除唸書外 ，我們亦需尋求適合自己的興

趣 ，接觸運動和音樂等頒域 ，使身心得

到平衡 ，

言談之間 ，黃博士亦表示同學的大

學意識不深 ，若同學能多到大學本部 ，

情況會好些 。

他又說到大學生是最有條件關心社

會國家的 。大學生無顧慮 ，又不會為其

行業利益說話 · 他們閱歷雖淺 ，但他們
富正義感 ，委實代表了社會良知 ，若連

他們也畏縮不前 ，社會便難有公義 。

其實 ，大學教育的意義 ，在老師方

面而言 ，是知識的傳遞和發掘 ，在同學

方面而言 ，是 求學和修身 ；而要修

、身 ，便需開放自己 ，廣伸觸覺 。所以 ，

；各路

u,sy型
，最難

文都可以

黝幽陪

某 月某 日

今天收到 四 月 號 的 啟思 ，發

現一篇 Archi 生涯原是夢 ，小花木

這小女孩對建築學院的失望與迷惘實在

令人驚訝 ！的確 ，這裹的人是複雜了 ，

長期的競爭亦難免惹起互相猜忌及誤會
，這裹已經不再是個 溫室 ，一切的

風吹很打等衝擊可不是對自己的考驗嗎

？人縱然是這般的多樣化 ，你也得去接

受現實 ‘ 況且 ，志同道合之士並不難遇
上 ；自己有個人的工作態度 ，又何需耽

心他人呢 ？小花木啊 ，願您能放開懷抱
，為自己的學習而學習吧 ！

同學實應多參予活動

兼任理學院講師的黃秋霖博士亦表

示 ，現在學生間的交流尚淺 ，祇通過開

放日等活動，交流程度祇停留在院際，未

能落到同學的層面 。他亦覺師生間活動

頗嚴肅 ，老師通常被邀到 High 一table

Dinn , r, Music Night 等場面 ，而

不是一些較易拉緊師生的活動 。

他覺得其他同學對醫學生認識不深

，祇知我們勤力讀書而已 。他認為我們

應多參予活動 ，和其他院系同學交換見

解 ，擴潤視野以幫助建立人生觀 ，其實，

我們祇要把時間妥為安排 ，總可在一星

期內抽出一兩天來參予活動 。

他又表示港大學生很早便現實起來

，尤其是醫學生 ，早早追隨 醫生 這

專業 ，實在浪費求學階段這思索問題的

良機 ，須知以後可予我們思索問題的時

間實在不多哩 。

黃博士又覺察到醫學院同學對大學

教育的真義似認識不深 ，同學缺乏廣求

知識的慾望 ，實應開放自己 ，予自己機

會發揮思想及多面吸納知識 。現在應是

模塑理想的時候 ，同學須清楚知道自己

的目標 。

最後 ，黃博士希望同學能培養明顯

的判斷力和辨別是非的能力 ，對事物的

看怯不受環境影晌 （例如不以功利的眼

光去看事物 ），能欣賞別人的見解和啟

發自己的思考 。

華甲仕

婿 j

某 月某 日

j同學很

烯試經

現到同

自以為理想的建築設計 ，就被老師

的三言兩語打得體無完膚 ，還得要從頭

做起 ，數十小時的埋首工作 ，有時就是

換來如斯的境界 ，奈何 ？奈何 ！

噢 ，時間無多了 ！重新做起 ？
-

做通宵就是這個原因 。 兩年了 ，我還不是這般快樂的活在

Archi 裹 訕

工 程 師 是 誰
宋 世 傑 （ 工

二
）

原來你是工科二年班學生 ，讀那

一門的呀 ？J
電機 。 我答道 。 那你呢 ？

他向我側1 的另一位同學問道 。他答 ：

我是土木一年級生 。

土木呀 ！J 她面上有一點詫異的

表情 。我反問她對工程師的感覺 ，她
一

木正經地答道 ： 土木工程師多數都很

粗再 ，想下都知啦 ，一 日到黑都在地候

，滿身泥漿 ，⋯⋯ 那應機械工程呢

？ 都是差不多的 ，衣衫不整 ，滿身

油屎 。 電機工程又如何 ？ 應該

斯文好多 。 但她卻說不出實際原因何

在 ，為免多多解釋 ，我沒有問他對工業

工程的感覺 。以上不是編做出來讚自己

學系的故事 ，而是一位本校社科
一年級

生的話 。

他還有好多對工程同學的印象
，臢

的有 ：活躍 囚 1 CA 活動經J’ 都有

不少工科生休場 ，學生會主席有多屆都

是工學生云云 ；彈的有 ：很怕 在女
孩子面前不夠大方 （我正打算向工程學
會提議來年籌辦一個集體送花運動！) ;
苦悶 正如學苑話 ： 得個想字 。

（今年電機工程學會來評核時也對本系
提議多收女生 ，以對各同學有多些 en-

cotlragement ，至於教授們怎樣想伕
便不得而知了 。）

這同我不討論工科生的形象 ，只研

究一下工程師的型象 。工程師形象不只

是吞港獨有 ，美國的電機工程師也有同

樣情形 ，很多人都不知工程師在做些什

生的聰筒一般有代表性的工具吧 。就電

機工程師而言，若硬要造一個形象，那人

也許是穿著摺起衫袖的恤衫 ，口袋掛道
一名牌，腰間掛著一個計算機，手中 （或

公事包中 ）不時都有一本 hand book

程師都趕不及放在教程之中 。況且以上

兩人都只是發明家 ，只佔工程工作的小

部份 。

小時候 ，除了拍公仔紙外 ，有很多

扮野 遊戲 。在玩具店中 ，多數可找

到如扮醫生的玩具 ，一個聰筒 ，溫度計

，一個戴在頭頂的銀色 眼圈 等等 ；

扮警察．銀鵝 、槓、手槍及那最重要的帽

；有沒有 扮工程師J 呢 ？就算有廠家

答應生產這類玩具 ，他們也找不看如醫

或 klanual ，但只有百分之一是這個模
樣 。莫非要生產商把一個模擬計算機和
一本 handbook 放入那袋 kit 去嗎 ？

同想一下 ，在我入學之前 ，究竟認

識多少個傑出的工程師呢 ？當我把聽說

過的傑出人物列出時 莎士比亞 、牛

頓 、愛迪生 、怯拉第 、愛因斯坦 、畢加

索等等 ，但他們都不是工程師 。最後 ，

只能想起我國的占天佑 。其實在這百多

年光境裹 ，出現了無數日新月異的發明
，如電話 、無線電 、電腦等 ，背後有無

數的工程人員發明家 ，只不過教育界除

了在小學中加入了摩士（Morse) ，和貝
爾 （Bell） 之外 ，對近五十年的著名工

另一個便工程界缺乏 star 的原 因
是現在很多束西都是 team work ，我
們只會聰到 Bell Lab 、IBM 發明新產

品 ，而沒有百多年前那樣可以認定 Bell

是發明電話的 。

在電視這有力的媒界裹 ，我們有很

多的 男子漢 片集 ，有很多以 杏林

× × 或 × ×仁心 為名的片集 ，有

Paper Chase那講述法律生片集， 超

人 （Carton ）中也必有一位聰明遠
見的科學家在背後指揮 。工程師呢 ？我

只能在三分鐘的香姻廣告中找到 。

所以 ，我覺得我們更需要一個工程

師是誰的展覽 。

專 題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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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STUDENT LOOKS )ICAB

YUEN CHI WING

To generalizeis usuallyto mislead,all the more
sowhenthe generalizationsaremadein a purportedly
representativecapacity.Asthisarticleformspart of a
morecomprehensiveprojectby ‘Caduceus’,it is only
appropriateto point out at the outsetthat the follow-

ing representsthe very personalobservationof one
studentat the SchoolofLaw. It in no way reflectsthe
consensusof other students there. Indeed some
accountsmay in a sensebe biased,asthingspersonal
almost invariably are. Lastly it was written rather

hastily, shortly before the Final Examination.Since
wiser thoughtsoften strike only upon further and
more elaborate considerations,commentsmade at
first instancemay be both unreliableandunjustified.
Readersare invited to read on, if they do read on,
bearingtheselimitationsin mind.

A lot of thingshave happenedduring the past
year. Today I look back at them slightlybemusedas
wellasamused.It isamazingnow somuchcouldhave

happenedwithin so short a time. I shallattempt to
relatesomeof them to you.

The threelettersL—A—Whad assumeda mystic
if not mythic quality by the time the academicyear
beganin late September,after all thepreparationsfor
the interviewandthelate-nightdiscussionsduringthe
orientation camp afterwards.What is this LAW that
we were about to study was the big unspoken
questionthat everybodywasaskinghimself.Students
were remindedthat the rulesof the law were not to
be found in the prescribedtextbooks.They were to
be found instead in the reported judgement of

previouslydecidedcases.From then on law becomes

equated to cases,since the study of statutesare

Most people will agreethat one way of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ourselvesis by introspection.That I always
do; but probably, for the restof my life. Iwill fail to
understandfully and explicitly how I could have
chosento studyMedicine.Not that I feel I havemade
a wrong decision,but to know you are wrongyourself
yourselfimplies that you recognisewhat is right. Well,
candidlyI believeI cannever,andwill neversaywith
definite certainty what shouldhave been best for
me, so logically I could not have blunderedeither.
The problem is, that I wonder if any of uscan tell
with any degreeof confidencethat we will not end
up a happier, a more actualized (according to
Abraham Maslow’sSelf Actualizationtheory), or a
more successful(in terms of career?attainments?

money?)man if we had chosen Engineeringor I...aw,
in the first case,asour life long profession.Thus,no
matter how much we deemourselvesfit in takingup
a careerin Medicine, we probably cannot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that our choiceis only secondbest(if
goodat all) for ourselves.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n my secondaryand matric years(and my
best friend he remains) is Joseph. I can still
rememberhow, when our A-level resultswere out,
we had discussedelaboratelythe prospectsthat lay
before us,and had, probablyunconsciously,tried to

persuadeeach other in the hope that both of us
would make the samecrucial choice. The outcome,
unfortunately, wasthat JosephselectedLaw, and me

Medicine;a dichotomy that stemmedfrom the very
fact that we sharea commoncharacteristic the

customarilyaccordeda ratherlow priority in English
legaleducation.

Studyingcasesat thisstagewashowevera source
of frustration. They varied in length, though the
language employed was generally obscure and
incomprehensible.Where it was intelligible enough
the logic carryingonepart of judgementto another
may be perplexing.Whenboth were understandable,
it often transpiredthat the casehad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ursecoveredin the lectures.This was
the experienceusuallyassociatedwith the study of
casesduringthisperiod.

The early tutorialswere similarlyan exercisein
anticipation and tension. It was well known that
there were no correct answers to the problems
distributed,only reasonableandlogicalones.Thusno
on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seeminglyimpeccable
solutionshe had arrivedat. Insteadeveryoneargued
with someoneelse, in the end each wasconvinced
that the other had a betteranswerand determinedto
add that onto his already reformedversion.In any
case,it wasneverclearwhat to expectof one’stutor,
or whathe wouldexpectof one.

Around X’mas most studentshad settled down
and adaptedto the pace of their studiesfairly well.
By thenhoweverwordssuchas ‘discontinuation’and
‘supplementary’were an obsessionamongthe first
year students.This culminatedin the May examination
examinationwhen they becamevirtuallya taboo,disguisedas
jokes or seif-mockeries.The examinationitself wasa
celebratedoccasionnonetheless.It wasprobablythe
first opportunity that all the freshmenhad gathered
togethersincethe first lecturelastSeptember.

desireto be unique.
Life is an intricate, dynamicprocess,so indubitably,

indubitably,through thesetwo long years,both of ushave
undergonechanges,not so much in morphologyor

physique, however, as in character and life

philosophy.
I wouldnot describemy stateof mind duringmy

first half year at Sassoonas Depression,but the
‘subcultureshock’, the recognitionof a reality that
was in sAgniIcantdiscrepancyto my former naive

expectations,drove me round and round like in a
Barany Chair. In contrast, during those months,
wheneverI saw Joeat the Main Campushe wasthat
cheerful, lively chap — his old self; and this only
aggravatedmy ownsimbreness.The materialevidence
of this differencein our moodsis the concretefact
that I ultimately had resolvedto “quit” from the

universitydebatingteam but that he hangedon and
lasted full term, with meffiferousdividendsin the
end.

Towardsthe end of the year,however,the situation
situationstartedto alter,andapparently(alsofortunately)
I seemedto be adaptinggradually,and wasable to

appreciateflamboyantcoloursout of the routine, to
seekmeaningout of the situationinsteadof acting
passivelyto ‘pressures’.On the other hand, shortly
beforehis first LLB, Joehad expressedhis failureto
seewhat he had really achievedin the year, and had
concludedthat the strenousefforts he had madein
thepastmonthswerefutile.

With the beginningof the secondyear, perhaps
becauseeachof usweremoreconcernedwith hisown

Orientationduringthe summerswasanotherne

experience.Behindthe smilesand the bewilderments
of the new freshmencastedthe retreatingshadowo.
a what—I—had—also—-been,fading ever since that
same period last year. Changesalbeit imperceptible
had gatheredmemento in the interim. It was only
upon this realization that one took stock of the
significanceof the eventsin the precedingyear. So
much has happened and changed without one’s
being aware of it. Perhapsthis is the processof
growingup, of merginginto a new environmentof
unconsciouslyadaptingan outlook consonantwith
one’snew identity. Perhapsconclusionsaretoo early
at thisstageof the study.

business,our contactdied down to a minimal.It was

only around Christmasthat I sawhim again,and to
my own astonishment,I concludedthat ne was no

longerthat care-free,confidentman I usedto know.
The belief was confirmed againwhen lastweek, we
met in ourmotherschool,the sacredplacewherethis
friendshiphas germinatedsome 8 to 9 years ago.
Laden with examination worries (his LLB is to be
held early in May), crushed by the pressureof
assignments,his body wasalsoyieldinga bit to (para)
myouruses.WhileI, asapprehensiveasI am aboutmy
2nd MB, can still grasp,my zealousss to life and
surviveon that, Joe seemsto be sinkingdeeperand
deeperinto that darkpit of melancholy.

It would be rash for me to concludethat the
presentdifferencein our moraleand dispositionare
final and static. (In fact, I hopeearnestlyfor thevery
contrary) Nor should I say that he is a typical
exampleof studentsin Law, and me in Medic. The
casedemonstrates,however,how two formerlyhighlysimilarbeingscan come to be sosegregatedin mind
and emotions,merely becauseof the differentevents
that take placein 2 nichesseparatedby a sheer2 or 3
kilometres.

Joseph,with faith and confidence,bring forth
your ambitionsand hopesand bringthem to bearml
this world. Adamatineasa rock, all evil will fleeandl
all painswill fadebeforeyour feet. Rememberalways
that I, althoughstrugglingin a differentdiscipline,an
actually carrying the same yoke, tripping over th
samebush,and strivingfor the sameultimategoala
yours.

A SECOND YEA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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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巴上 沙 田 中 文 大 學 醫 學 院

陳 蕉 琴 樓 教 職 員飯 堂 內

院長致詞 ： ··⋯為了適應社會的

需求 ，我們今年比往年增加了四十位的

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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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醫生飲杯 ！以後大家就是同事

錢 ： 我是新來的 ，應敬大家一杯

，以後請各位多多指教 。

陳博士 ： 你是耳鼻喉專家 ，我們

大家都不懂的 ，怎樣指教你啊 ‘ 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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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某份啟思的評論 ：

··⋯我們深信需要增加醫學生數
目的重要性 ，但我們亦要面對一些問題
· 例如一九八五年是否一個適合的年份
，會否操之過急 ？設備等的需求問題到

時會否迎刃而解 ？教學水準會否因設備

不足或學生太多而有所下降 ？瑪麗醫院

已達超飽和程度 ，是否有需要擴展另一

間醫院作教學用途 ？大學會否因醫學院

之驟然按大而影響其發展呢 ？一間醫學

院究竟有多少學生與教師方為理想呢 ？

這些問題都是不容忽視的⋯⋯

錢 ： r要不是今年多收了這麼多約

學生 ，我這專家還不是要到外面掛牌去k''
呢 ！J

黃醫生 ： 增加學生 ，又增加了教

師 ，而他們又是教授一些原本沒有的科

目的 ，校方真是想得到 ，倒是苦了那些

學生 ，他們又要多唸一些課本呢 ？

這時侍應走過來 ： 先生 ，是你們

的芋頭蒸鴨飯 。

薄扶林道上 ，校巴正以每小時六十

五千米的速度駛往九龍某地區醫院 。

學生丙 ： 阿丁 ，別睡了 ，每次你

上車就睡下來 ，真配服你可以睡看 。

學生丁 要是不睡 ，做什麼才對

呢 ？每天一來一同就是辰費了一個多小

時的時間 ，要不是增加了新生 ，我們就

不用經常過九龍了 ，你說是嗎 了

嗎
‘ 沒有別的辦伕了 ，瑪麗醫院

已達飽和點 ，怎還可容下我們 。

學生乒 ‘ 你們不用怨天怨地了 ，

．我們也不是沒有貢獻的 ，你看 ，那醫院

不就是因為擴充作教學用途 ，服務有所

改善嗎 ？現有的病林空置率已降到非常
，一 , ,.x .
低呢 ！

說話間 ，校巴已駛近海底隧道停下

來 ，前面塞車 。

遠處傳來收音機的新聞報道 ： 海

底隧道公司正打算作另一次的加價 ，以

減少使用隧道的汽車數目。

新 聞 報 告

電視六點半新聞報導 ： r．··⋯某醫
療關注組織宣稱 ，雖然兩所大學的醫學

院今年共新加了九十個學位 ，但醫生短

缺情形仍非常嚴重 ，我們要求政府再增

醫學生加的數目 ，或另開辦一所新的醫

學院 ，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需求⋯⋯

螢光幕上 ，正是政府門診部外面的

編 汰 語 ：此 大 內 容 純 屬 虛 構

如 有 雷 同 ，實 屬 巧 合

迎 新 日

一九八五年八月 ，迎新日院長致詞

: （此乃中文譯稿 ，本院仍是用英文作
為教學語言 ）

⋯⋯各位同學必定從你們的迎新

組長中得知 ，今年的醫學生增加了五十

人 ，希望各位同學能合作愉快 。⋯⋯有
一些堂你們要到對面新建的演講室 ，但

記看要小心過馬路否則就要到上面瑪麗

醫院的急症室作實地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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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蕉 琴 飯 堂 內

甲 ； 今年一年班增加了五十人 ，

看見他們 ，果然陣容鼎盛 ，這個年頭 ，

管它什麼玫瑰杯學生節 ，冠軍一定非我

們莫屬了 ，哈哈 ！

乙 ： 別這麼快歡喜 ，人多未必好

辦事呢 ！太多人反而會令合作上發生困

難哩 ，況且 ，有不少新生年紀亦不少 ，

真懷疑他們剩下多少氣力 ！

甲 ： 是啊 ，為什麼今年有些新生

那麼老 。

乙 ： 不是老 ，是成熟 。據說院方

在招收新生時 ，因為不想令水準下降 ，

所以在增加學位後 ，招收多了那些已是

大學畢業的學生 。

甲 ： 不管怎樣 ，最怕是多了新生
，在圖書館要找一個位 ，倒也不易了 ”

不知怎樣的 ，一年班的學生 ，一年比一

年動力 ，大多湧到圖書館讀書去 I
乙 ： 那倒不用怛憂 ，據說不久會

加開一層溫習室呢 ，多了新生我們也不

是沒有好處的 ，就是多買一部電視機已

不錯了 ，還有其他的呢 ！

甲 ： 我倒要看你有多少時間看電

視 ，⋯⋯為什麼我那碟飯還未做好呢 計

你看 ，就是這一樣 ，多人就未必是好了

晌其他學系的發展 ？

針對第一個問題 ，筆者認為政府醫

生短缺的現象並不是完全決定於全港醫

生數目 ，而是政府醫生的編制 ，工作環

境 ，工作負但及訓練計劃等原因去決定
，現時政府醫生仍然有很大的流失率 ，

而追究其原因 ，有部份是不滿現時的服

務條件及進升訓練的機會 。另一方面 ，

新增加的醫科學生最快祇可以在大約一

九九零年才能投入服務 ，筆者認為 ，政

府不能單寄望從增加醫科畢業生的人數

去解決政府醫生短缺的問題 ，而更加重

要的 ，是去改善現時政府醫生的工作條

件及進升機會 。

至於第二個問題 ，剛才已經提及過
，政府並未提出一個新的完整醫療擴展

計劃 ，很多擴展計劃 ，包括新醫院的興

建 ，都是在七九年的醫務發展諮詢委員

會的報告書中議定好的 ，我認為政府應

有一個比較詳盡而具體的發展藍圖 ，以

便利用將來增加的醫生去改善醫療服務

郭 家 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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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醫務衛生處於今年初所發表的

數字 ，到了一九九零年 ，政府將會有大

約一千二百名醫生的短缺 ”但從醫務發

展諮詢委員會於一九七九年所發表的報

告中指出 ，到了一九八八年政府祇有一

百四十三名．生短缺 ，我們不禁要問 ，

為什應在三年之間 ，政府，生人數的需

求會有近千名的額外增加 。

據這份報告書所指出 ，政府．生的

需求由三個因素決定 ：

一 、現時及未來計劃中所提供的醫療服

務 ，包括醫院病床及門診服務 。

二 、醫生對病床的比例及門診部醫生的

看診節數 。

三 、社會健康服務所需要的人手 。

但．務衛生處並未對大量增加醫生

人手作出合理解釋 ，我們亦未能察覺到

政府醫療服務有任何具體的繽展計劃 ，

足以需要吸納這個數量的．生 。

從香港現時的醫療服務水準及註醫

生對病人的比例來看 ，我認為香港是有

必要增加醫生數目去改善服務質素 ，而

政府亦提出三個方怯以改善 醫 生 的 不

八一八 、八百一十八號⋯⋯

終於等到了 。

一 、委任一名顧問尋責統籌醫療服的人

力發展 。

二 、向大學及理工撥欺委員會尋求擴大

學位的可能 。

三 、擴大招募網 ，包括招請海外醫生 。

擴大醫學院學位的建議 ，已經由政

府通過大學及理工撥欺委員會向兩間大

學醫學院接觸 ，筆者相信這件事是勢在

必行 ，這裹有幾個問題 ：增加醫學院學

額是否能夠解決政府醫生不足的問題 ？

政府是否已經有個落實的寵大醫療發展

計劃去吸納將來增加的醫生人手 ？現時

兩大醫學院是否有足夠能力去應付增加

學額的沉重負怛 ？發展醫學院是否會影

照現時醫學院內的設備及講師數目
，祇能應付一百五十名醫科學生 斗而倘

若要擴大收生名額 ，根據目前情況是不

能應付的 ，我們並不希望見到醫學院的

教學質素因而降低 。目前醫學院內已經

呈現講師不足及缺乏足夠教學用病床的

問題 ，而在這些問題尚未完滿解決之際
，再加學生名額又是否令學院百上加斤

呢 ？我們希望學院有一個完善擴展計劃
，不至令此次增加學額帶來更多嚴重的

問題 。

醫學院加位不但會影晌醫學院的發

展 ，而且亦可能對整間大學的長期發展

有所影晌 ，因為津貼醫科學生的費用是

遠比其他學系高 ，再加上大學每年的學

生增長傘為百分之四 ，故此可能導致其

他學系的學生增長速度減慢 。

除此以外 ，增加學位亦對同學有直

接的影晌 ，如宿位問題 ，學生輻利等 O'

總結上述幾點 ，醫學院加位無論對

同學本身 ，醫學院發展 ，大學發展及香

港醫療服務都有不能低估的影晌 ，作為

醫學院的一份子 ，我希望同學對此件事

多點關，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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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 ：

r醫療一家 who are caring
for your health 是香港大學醫學會

，理工學生會醫療服務系系會和瑪麗醫

院護士學生會初次合作共同籌辦的活動

；但對很多同學而言 ，都不甚了解它的

目的 ，意義和活動的內容 ；因此 ，在以

下文章中 ，我將嘗試從它的目的 ，背景

，及籌備等方面向大家介紹 。

醫 療

一

家 檯 感
主 席 高 興 遞

d嗎瀆jJ•J勺，j可匹r'r.f
。

前言 ：

醫療一家 一個很特別的名稱

；但它卻能代表著整個活 動 的 目 標 ，

向市民（中學生）介紹香港基本醫療

服務的情祝和執行這些服務的醫療隊伍

的工作和他們相互 間 的 關 係 ；此外亦

希望同學們能通過參與這個活動能了解

刊醫療隊伍中相互間之合作是至為重要

的 。與其他活動所面對的困難
一樣

如何能將它的理想和目標在活動中確切

地實踐出來 ，便成為了我們所面對的最

大困難 。

背景 ：

一向已來 ，關心醫療界事件的團體

包括政府 、醫療專業團體 、工會及社區

等 ；而在大專界中 ，則只有醫療學會扮

演著一頗為重要的角式 。但隨著醫療玲

務的發展 ，醫療專業人仕的需求 日漸增

加 ；理工學院醫療服務系及中大醫學院

亦相繼於七九及八一年成立 。而醫學會

亦面對另一難題 ，便是如何團結這些組

織的同學 ，共同為推廣醫療常設及改善

醫療服務而努力 。

此外 ，醫學會一直都對醫療界中醫

療及健康兩方面的問題有所關注 。例如

，在推廣健康常識方面有每年一度的大

型 健康展覽 ，但在醫療問題方面 ，

一直都停留在內部探討的階段 ，而未能

更進一步的推廣到市民的層面上者能令

市民更掌握現今香港醫療服務的基本情

況 ，例如醫療服務的分類 ，應用及執行

這些服務的專業的工作和責任⋯⋯等 ，

從而能更適當地應用醫療服務 ，或更進

一步能對現今醫療服務作出更適當的批

評和監察 。

以上兩點 ，便成為了醫學會發起是

次活動的動機了 。

籌備工作及正式推行 ：

從去年十一月初與理工醫療服務系

系會及瑪麗醫院護士學生會初步接觸後

，籌備工作便正式展開 。籌委會成員分

別來 自三間院校的同學 ，並且邀請三間

院校的老師作為我們的顧問 。籌備工作

大致可分為對外 ，對內及學術等三方面

：對外工作主要包括財政 ，與各中學校

長聯絡 ，安排傷地 、交通等 ；對內工作

是將我們計劃中對內目標落實的重要一

環 ，我們嘗試通過三間院校的同學一同

工作 、搜集資料 、訪問 、講座 、討論等

活動 ，來增進相互間的認識和了解 ；而

學術方面則負責資料搜集 ，幻燈製作 ，

展覽等工作 。

籌備工作於二月初完成 ，而計劃亦

能順利於二月十 日正式舉行 ，為期兩個

星期 ；在這兩個星期中 ，我們到六間中

學去舉辦講座及展覽 。講座內容重點介

紹醫療服務的情況及醫療隊伍中各專業

的合作 ；而展覽則介紹個別專業的工作

和責任 。在這六天中 ，約有三千位中學

同學參加 。而我們更於二月二十四日邀

請十閒中學約二百位同學來到醫學院參

加最後一次的講座和展覽 ；並於當天舉

辦一記者招待會 ，希望能將這計劃的訊

息進一步推廣開去 。

檢討 ：

在這計劃從構思 ，籌備 ，推行到結

束這半年時間中 ，有一問題一直盤旋在

我腦海之中 ，這亦是部份同學曾向我提

出的一一就是這活動的目的 ，意義何在

？它是否值得役入這麼多人力 、物力 ？

它對醫學會的影晌 ？

面對這許多問題 ，一時亦不知從何

說起 。還是讓我們從這計劃客觀上所面

對困難談起吧 ！首先 ，這計劃可說是一

非常 急性 的活動 ，籌備時間之短速

與這計劃的規模並不相稱 ；對一由三個

組織初次合作 ，一全新的計劃及到中學

去舉辦展覽 ，講座及幻燈放映的活動籌

備只得二個多月的時間 ，實在是不足夠

的 。在這計劃籌備之初 ，我們便考慮到

這個問題 ，但因理工學院於三個月初將

舉辦一大型的開放 日 ，而護士方面的同

學需要輪班工作 ，及醫學會暑期大型活

動 ；籌備工作的開展等問題 ，使我們這

計劃只能在今年二月推出 ，而學校的數

目亦相應地減為六間 ；雖然如此 ，在計

劃籌備及推行之時 ，感到時間限制和人

力之短缺 ，對整計劃的影晌之大是無可

估計的 。

除了時間限制外 ，來 自三個不同組

織的同學之間的合作亦成了此計劃推展

另一障碼 。在活動之初 ，我們以嘗試舉

辦一些文娛活動來打破籌委和各工作人

員間的隔膜 ，但並不甚成功 ，而另一方

面 ，一直都感到各籌委 ，及工作人員好

像是代表著 自己來 自的院校 ，而未能將

自己看成籌委會的一份子 ，為整個計劃

而努力 。

以上兩點 ，只是在整個過程中所面

對的其中兩個困難而己 ，其他包括經費

的不足 ，各參與同學對內容的不掌握以

及籌委同學因家庭及學業上的問題而未

能繼續參與工作⋯⋯等問題 ，都對這活

動的推展做成障碼 ，而直接影晌著它能

否將它的理想和目標落實到整個活動之

中 。

後記 ：

半年的光陰 ，不算長 ，但亦不算短

；在這段忙碌但孤寂的日子裹 ，自己亦

深深體會到理想與學業的重大分歧 ；自

己亦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和理想的可行

性 ；但有一點是值得欣慰的 ，我亦體會

到友情的可貴 ，在各好友的支持和鼓勵

下 ，我總算闖過了這個小小的難關 ；但

面對著我們的 ，是一度一度更大的難關

，願我們能鐫手一同闖過去 ！

日 xC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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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踏上二年班的初時 ，心 裹 對

Medso 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歸屬感，

這可能是由於曾經參與 Medso 在暑假
時所攪的多項活動和自己感覺到好像欠

了 Medso 一些事的原故 。歸屬感 、自
己的熱誠加上對 自己工作能力的一個考

驗 ，便構成我飛身撲出參加 Ex一co 工
作的最主要原因 。

在 Ex一co 上座前的討論 ，上座前
的競選 ，我相信我和其他 Ex一co 在思
想上和體力上 ，已經有了一個嚴峻的考

驗（註）。在競選期間內 ，我深深感受到

大部份困難的徵結 ，都是在於 人 的

問題。例如，一項活動的成功與否 ，是大

部份決定於負責該項活動同學工作時的

手按 、態度和他們間的合作 。就算我們

Ex一co當中 ，亦或多或少受到這個 人

所困擾 ”

在上座後的四個多月來對 Ex一co
工作的感受 ，亦有著很大的變化 ，總括

來看 ，可以說是苦多於樂 ；但我總認為

Ex一co 本身的工作並不那麼困難 ，而

是一些極為瑣碎的事務 ，一般人均可以

應付自如 ，但由於 Medso 比較獨立和
Medic 功課相當繁重 ，沒有多餘的時

間 ，便構成做 Ex一co 在同學眼中的一

項奢侈品 。

由於較多接觸 Medso 事務 ，發現

到一個趨勢 Medso 活動愈出愈多

，同學們的要求亦一 日比一 日高 ，這個

現象 ，並不是不好 ，只是我們必須考慮

到其他方面的因素 ，例如 Medso 的人

力不足 、財諒短缺等 ，這些不利的因

素是顯而易見的 。譬如 ，在今年 ，這幾

個月內 ，Medso 轄下的數個活動 ，都

同樣面對著這些問題 人手缺乏 、財

源不足和反應不佳 。我想個中原因必定

和現時 Medso 所攪的活動已達飽和程

度有關 ，再多的活動 ，只有削弱已經單

薄的人力和資原 ，把情況弄至更糟 。所

謂 貴精不貴多 亦不無其道理 。我想

這個死結 ，到 目前為止 ，是只有這 消

極 的方法 ，而 積極 的解決方伕 ，

則只有在增加人手方面 ，因 為 要 增 加

Medso 收入 ，唯一可靠和可行的是加

收會費而已 ，但增加人手 ，又卻並非我

們所能控制 ，而是決定於整個學生界當

時之風氣 。

所以我認為 Me dso 現時唯一應做
的是盡量挂制 Medso 活動數量和質量
，以求達到 凝聚力量 ，做一些有意

義和更有效果的活動 。

在此 ，願各同學 ，在 MB exam

中 ，均能貝頃利一次過 。

註 ：這並非意味了低看討論和競選

的價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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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健 委會為準備在暑假舉辦一

個指壓班 ，於三月四月 （星期四 ）下午
一時在高層演講室舉辦一個講座 ，由專

人介紹指壓的歷史 、源流 、功用等等 ，

出席者每人都獲得一份講義 ，講者也當

場介紹了數種指壓法 ，示範了多項穴位

的位置 。吸引了四十多位同學參加暑假

的指壓班 。同時 ，也令到校園牽起了一

陣熱潮 ，一時人人碰面都替人做指壓呢

（二 ）三月八 日（星期一 ）下午五

時陳蕉琴樓休息室內座無虛席 。無他的
，那晚是院際辯論比賽 ，醫學院對文學

院嘛 ！辯題是 ：作為一個金融中心比工

業中心更適合香港的發展 。醫學院代表

是劉天驥 、一鍾錦文 、張光宇和劉耀南 ，

他們以流利中文 ，再加上犀利的詞鋒 ，

在本院同學的擁濩下 ，大勝文學院 ，一

時歡呼聲和掌聲充斥了休息室 。可惜 ，

其後對社會科學學院一 ，以微點落敗 ，

屈居亞軍 。

（三 ）四月六 日那天 ，紅十字會捐

血部派遣人員來到陳蕉琴樓休息室接受

本院同學捐血 。當天有不少熱心的同學

踴躍支持 ，如果大家留心觀察的話 ，不

難見到在那幾天很多人的右手都貼上了

圓圓形的膠布呢 ！

（四 ）相信留意大字報的同學 ，都

知道今年玫瑰的得主又 是 醫 院 呢 ！

MED , DIC , MEDIC , MEDIC 唯

醒喲 ！J
（五 ）班際運動比賽已經開始了 ；

羽毛球 、排球 、乒乓球 、足球及曲棍球

等賽事都已順利進行 。此次比賽給同學
一個機會去玩 自己喜歡的 ，或最擅長的

體育項目 ，同時亦使同學得以學習冷門
一點的運動 。比賽不但維繫班內同學的

團結精神 ，增加他們之間的歸屬感 ，同

時亦使彼此球技得以交流和進步 。

（六 ）四月初走過陳蕉琴樓走廊時
，你留意到醫學會暑期內節目十分豐富

嗎 ？有迎新八二啦 ，電影籌欺 ，中國醫

學的科學基礎研討會 ，健展和聯院工業

安全展覽等 ，可謂包羅萬有 ，大家努力

完 ，辛苦完 ，過了關 ，記得出一分力量
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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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方 面

上一代香港人大多是四九年後來到香港 ，他們都

看見政治醜惡的一面 ，其後再加上
一連串無休止的權

力爭鬥 、文化大革命及至香港六七年的暴動等等都使

這一代香港人對政治望而卻步 ；再者 ，香港政府早期

實施保守殖民地難策
，市民參與政治都受到限制甚至

禁止 ，政冶冷感遂成為必然的結果 。

新一代生於斯長於斯 ， 祖國 似乎只是旅遊的

好去處 ， 認同 也只限於中國女排 、乒乓球 、羽毛

球等等在海外揚威的時候 。

保持視狀 是絕大部分香港人的心聲 ，今天的

挽留港督 ， 爭取成為英國本土公民 等等與當

年的反英情緒成了強烈的對比 。此外
，香港人都為自

己的成就而感到驕傲與自豪 ，當返同到這個貧窮 母

親 的土地之時候 ，不其然就有
一份優越感 ，挺胸昂

首的傲視於同胞之中 （在香港他們可能沒有這個機會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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鷺 ，。。，，心二， 江 ， 露 瓤

有不同的動機 ，繼而有不同的途徑及成果 ，總括來說

可分以下三類 ：

近年來電視界發展蓬勃 ，電視劇深入民間 ，
一定

程度上它們可以說是反映了現實 ，但由於真實世界在

觀眾心目中又不是那麼可愛 ，於是乎
一些超現實的虛

構就被安排發生在現實的背境裹面 ；工人搖身
一變而

成為總經理 ；小記者變作大商家 ；街頭小子晉昇大亨

；小藝人成為大明星 ；古龍小說中出人意表的情節加

上特技效果等等都給觀眾帶來片刻的遐想及代入的假

象 。最近的所謂 r大解放 劇集就更超脫現實 ，給觀

眾在極度約束的現實生活中無限制的自由起來 ，把社

會及自然規律完全顯倒過來 ”以上的內容再加上 紅

黃藍J 人性三原色的粉飾 ，無怪乎電視成為許多

人的主要娛樂 ，

最近電影圈出現了一些所謂煽情電影 ，與先前提

到的 大解放 劇集相似 ，所以不同的在於後者是將

自由 用來傷害他人 ，所以有人用 禽獸派 來形

容那些導演 。折來兇犯手怯越來越兇狠 核突 一 不

知會否向他們倫師 ！

許多時候大眾傳播也帶領著潮流 ，
一套符合商人

( l 必關心香港社會 ，希望惴測到香港前途的最

大可能性 ，從而預滿自己 ，保護自己的利益
，這種出

發點出較自我中心和個人主義化
“

獸
·：． 、：。，。 ，基於、。，。 ，以 香。J 、

神 位 ，希望找出最過合吞港居民的路向
，，從而透過不

}
’司的方式發動軍眾爭取 。

( 3 ）關心社會 ，但以國家為單位 ，對中國有認

識或有民族感情 ，希望能將香港前途配合中國
現代化

勵的發展 ，

萬 以上三點 ，各有本身的取向 ，但我們無論如何 ，

，
才 以肯定 ，關心社會是必須和急切的 。

首先我們組織了學習小組去看吞港社會的結構及

特質和再港人的心態 。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去了解社

論 總織 、家庭組織 ，然後再分折香港社會的特點 ；從

l 中國傳統文化 、香港大眾文化去看香港人的心態究竟
r
是怎樣的 ，它的成因和後果 ，最後選擇了數目上及影

晌力很大的一一青少年 。透過學習 ，實錄參與 ，交往

、討論 ，作較為深入的探討 。

經過一兩位社會工作者的引領 ，我們去了一些青

l 少年人經常聚集的地方 ，觀察他們的活動 ：或親自和
他們接觸 ，一同玩樂 。去過的地方包括電子遊戲機中

! ，。、球嗎 、波樓 、保齡球場 、熱閎的街道及康樂中心
。無可否認 ，參與的同學有不少是為了滿足好奇心 ，

但希望當這些 刺激 過復 ，大家再討論的時候 ，能

夠靜 下來想想，··⋯如果我們不是 幸運 地人了大學

- ，我們又會如何 ？相信我們亦有很大機會成為他們的
一份子 ，這是他們社．路向的問題 。

！ 至於香港政府政策這方面 ，我們只搜集了
一些資

【料傳閱及請一些了解政府政策的人士和我們座談 、交

l 流 ”希望以後在這方面再做多些工夫 ，有深久的了解

經 濟 因 素

經濟是香港的命脈 ，沒有今天的經濟地位 ， 九

七 問題也不會這麼頭痛 。香港缺乏天然資原 ，而今

天的繁榮主要是香港人本身的努力 ，所謂 適者生存

， 高度競爭 就成為香港這家大公司底招牌 ；現

實 、競爭 、虛偽 、互不信任都是典型的心態 。

香港人的生活必需品與及其他消費品主要是靠出

口貿易的利潤賺來的 ，這 經濟小動物 對外國經濟

起伏特別敏感 ，一聲 限制香港貨入口 就把她嚇破

服了 。另一方面香港金融 、股票等等都操縱在大財團

手裹 ，又容易受到世界性的政治經濟情況影晌 ，這些

都非一般市民所能預mlJ或摟制 ，只有把自己迅速改變

來適應社會 ，於是乎 變幻才是永恆 ，雖然各人的

可變度 極高但卻又缺乏安全感 。

物 質 生 活

經濟成果帶來了財富 ，而追求物質也順理成章地

成為這 小動物 的主要追求之一 ，琳瑯滿目 ，五光

十色的一切似乎就是辛勞後所得到的一點安慰及明天

出去 崛殺 的動力 。 衣食住行 成為了中產階級

炫耀的途徑及為低下階層夢想成為 上流人仕 提供

了一些假象 。面對著不明朗的前途及動盪的社會 ，再

沒有人相信儲蓄致富 ，白手興家的故事 ；再加上大眾

傳播提倡的消費主義 ，許多人都是過著 今天有酒今

天醉 的生活 。

精 神 生 活

大眾傳播 ：今天大眾傳播都成為香港人 偉大的

領導人 ，管你是人學生 ，或是剛剛懂說話的小孩子

都在它鼓吹的潮流中 一位幾歲的小朋友已經 明

白世途多麼險阻 ·一 令到老伯伯此時摸不著頭腦 。

商品文化 是普遍傳播蝶介的現象 ，經濟命脈

操縱在商人手裹 ，收視率成為第一要緊的 ，什麼不良

意識 ，教育．眾都一概不理 。為了配合 商品文化
，傳播界一方面顯看社會潮流 ，但另一方面也帶頷著

潮流 。

利益的價值觀念慢慢的滲透於香港人的心中 。 油脂

電影一出 ，市面上便添滿了所謂 油脂姊弟 ，設

計油脂服裝的商人可謂用心良苦 。 想做就去做 說

明白點就是 ： 想消費便消費 ，不用考慮什麼健康 、

價錢等類問題嘛 1 煙酒商可謂十分聰明 。

電子遊戲 ：青少年熱愛電子遊戲也可以反映一些

他們的心態 。一方面電子遊戲的刺激程度遠比香港刻

板的學校或工廠生活吸引 ；另一方面遊戲中的 你死

我亡 、 草木皆兵 等與現實生活中的考試競爭或

人際關係不遑多讓 ；再者最暢快的莫過如反噬那隻狂

追自己的怪物 ；最後 ，大不了也可以用一兩元再來一

黃 賭 毒

色情行業日新月異使立按及施怯者都束手無策 ，

問題癥結不在於供應乃在於需求的熱切 。生理上的需

要再加上不能發洩的悶氣驅使許多人用有限的金錢來

找到滿足 。

香港人和錢是不可分割的 ，就是娛樂也與錢直接

拉上關係 賭博就成了工餘課後的經常娛樂 ，大中

小學生 ；為人師表者 ；公司工廠上上下下無不津津樂

道 。睹博一方面可以打發時間 ，另一方面亦為許多人

帶來一個又一個的希望 ，甚至有一天⋯⋯ 。在香港貧

富那麼懸殊的情況下 ，要 正途發達 ，非賭博不可

啊 ！

當其他的 保護功能 都不能叫人承受起生活壓

力的時候 ，消極的找尋麻醉似乎是最後一個方法 ，許

多人也就被騙而吸毒 ，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 ，回頭談

何容易 ，正如許多社會工作者所講 ，吸毒的社會性因

素比生理因素更重要 ，許多人也在此完結一生 。

都

r
唯

婦

壽
k

卜 在人們說深圳可能足再港的將來或將來的吞港 ，

為了了解深lj 特區與香港經濟及前途的關係 ，在第．二

學期的假期中 ，我們舉辦了一個兩日一夜的深圳學啊

團 ‘ 其實很多對深圳各方面的問題 ，事前已作了資料
搜集 ，傳閱及討論 ，所以行程的目的最主要是要親身

的觀察和體驗 ，及馳證 ”

圾後 ，最重要的是我們只在學習及推動 ，學習我

們不足的 ，推廣重要及缺乏關注的 。我們不是在研究

或提出方案 ，我們做的是一個大學生和吞港市民應讀

做及關注的 “

在香港繁榮進步的今大 ，背後卻是上演著一幕幕

的 r人食人實錄 ，香港人所付出的實在不少 ，時代

的拱流決不讓人停下片刻來計算代價 ，多數人都不 自

主的顯著 前進 ，不知道當越接近一九九七大限的

時候 ，香港人心態 t 有什麼轉變 ？

綜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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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 （或者說全東南亞 ）最大的伊

利沙白．院 ，病房之多
，不在話下 。可

是 ，值得
一提的 ，不外乎在頂兩層的私

家病房 ，和在地下更下
一層的拘留病房

而已 。醫院原設計者匠心獨運
，把兩組

病房 ，分別放在最高和最低的地方
，如

是者 ，一個接近天堂 ，
一個接近地獄 ，

不知是不是有意為命運作
一個寫照 。

拘留病房內裹的間隔 ，和其他病房

倒算大同小異 ：病房分幾隔
，最裹面的

住男病人 ，這幾隔都有粗鐵條間著
，有

各自的鐵閘開關 。較外的住女病人
，鐵

閘就沒有了 ”大概我們的女同胞
，沒幾

個孔武有力的 ，所以防備也次
一層 。因

為是拘留病房 ，窗前都加上密密的鐵網

，窗玻璃上 ，貼著
一層塵垢 ，再加外面

圍牆一堵 ，帶給了病房陰暗的特色 。隔

著兩重鐵門 ，和外面世界對比 。

而私家病房 ，單單天花板上的光管

，已經比拘留房亮一倍有多 。加上光鮮

粉白的牆壁 ，日日不同的花香 ，都可以

吟人精神一振 ，盡掃倦容 。
一間間獨立

的病房 ，住一至四人不等 ，永遠沒有帆

布林 ，永遠的整潔 ，根本就和醫院的其

他部份不配 。

然而 ，奇怪的是 ，我們好幾個實習

中的同學 ，都寧可不在私家病房工作 。

在我來說 ，某程度上是因為對 私家

兩字的反感 。伊利沙白醫院
一天收數百

病人 ，多屬中下階層 ，有錢的早到 私

家 醫院去了 。不過 ，卻經常有誤闖進

來的 。做外科的時候 ，就碰過好些外傷

病人 ，剛從急症室收上病房 ，還未站定

，已經喊著上來只為看一看X 光照片而

巳 ，不要留醫 ，要走 ，要轉 私家 醫

院 ，根本沒有把病房的工作人員 ，放在

眼內 。現在做內科 ，又碰過 幾 個 病 人

，告訴他患了重症 ，如心臟病 ，不宜活

動 ，要完全臥床休息 ，他就不理 ，一句

不喜歡這裹 ，說走就走 。有的更連

不遵從．生勸告自行出院 的證明書

也拒絕簽署 。好好一個政府醫療服務 ，

呼之則來 ，揮之則去 。我忙得要命也不

用說 ，還要給人家當作玩偶 。久而久之
，也對 私家 兩字 ，起了一重抗拒 。

到底我們和私家病房的病人 ，接觸

有限 。不同在大病房 ，整天呆著 ，即使

是由一到一百個病人 ，都大概記得他們

的病況 。所以 ，實際上 ，不喜歡私家病

房 ，不由病人引起 ；卻多少和 姑娘

有關 。以前有一位病人 ，怕晚上睡不著
，一早告訴護士 ，於是就有人由早 上開

始傳呼我 ，直到晚上 ，几三四次 ，又要

求我預先開一點安眠藥 。我煩不堪言 ，

但那先生 ，十一時還在看電視 ，午夜已

鼾聲大作了 。又一次 ，一位同僚在大病

房收急症 ，做急救 ，正應接不暇 ，上面

私家病房也收了一位病人 ，當值濩士長

竟然三申五令 ，要該同僚 立刻 先看

私家病房的病人 ，好不厲害 。這事後來

鬧大了 ，且不說下去 。大概從歷史到現

實生活中 ，多的是宦官 、師爺 、 亞齊

等角色 。這麼一來 ，私家病房倒真夠

霸氣了 。

相對起來 ，反而在拘留病房工作從

容 。這裹的病人 ，不全是刑事犯 。道友

儘管不少 ，但也有不少越南難民 ，和患

急性精神病在大病房照顧不來的 。後者

何罪 ，放到 監獄 之中 ，到底逼不得

已 。又何況天下冤獄多的是 。所以 ，每

次到這陰暗的病房 ，我戰戰兢兢 ，不敢

怠慢 ，唯恐自己的偏見 ，誤了別人 ，就

不好了 。

但丁歲神亞 ，把古代的佰拉圖 ，亞

理士多德都放到地獄中去 。 天堂有路

偏不走 ，地獄無門闖進來 ，得與先賢

同列 ，那又何妨 ，那又何妨 。

李宏基醫生離開醫院往中環開診所

去了 。三年高級醫官的名望替他帶來了

不少顧客 。私家醫生的工作總算沒有醫

院的那應繁重 ，除了初時的三數個月之

外，收入也不比在醫院的時候少，但現在

自己是老板 ，一切也自由得多 。不過原

本是婦產科醫生的他 ，現在還要兼顧小

兒 、內 、外等全科了 。相信現在或曾經

在贊育醫院的同學會埋怨要半夜三更起

床接生 ，但現在李醫生也是同
一命運 ，

有時就是正在和太太親熱的時候 ，傳呼

機也會隨時隨地晌起來 ，有點錢的太太

不論是蔥頭蒜皮的事也要找他 ，但也沒

伕子了 ，開業不過半年 ，總不能得失他

們吧 ”

中學時代的李宏基就立志習醫 ，當

時還說 ： 我是不會離開醫院的 。貧苦

的病人多的是 ，而且離開醫院之後
，便

沒有機會接觸新的科技了 。 九年前 ，

剛剛醫科畢業時 ，他還是這樣想 。他原

本想修習內科 ，但他在門診部呆坐了
一

年多 ，音訊渺然 ，若果不是他 機警

，他還不知要在門診部坐多久呢 ！

門診部並不怎樣可怕 。朝九晚五後

，餘下的時間倒也清閒 。開初時 ，他小

心翼翼的診症 ，因為他不懂的實在太多

了 ，什麼濕 、熱 、凍 、散等等 ，他始終

弄不清楚 ，就是什麼皮膚 、眼 、鼻等病

，也一概不通 。醫學院也沒有教他如何

醫治肚痛 ，病和嘔等 。只能看三分鐘的

，他卻花了十多分鐘 ，擭士經常怨聲四

起 ，而病人也不願意拿看他的等號 。當

然也有些爽快的病人 ： r上次陳醫生給

我那黃色的藥水 ，我喝了兩次就好了 ，

我不要你這種紅色的 ，王醫生也開過了

，我一出門便把它扔掉了 。j

有一次 ，一位廿來歲的婦人咳了十

多天 ，李醫生便叫她解開衣服 。 怎樣

，我是來看咳的呀 ！為什麼要除衫 ？

香港市民的知識很低 。 這是名句 ，

但各位又奈之何 ”

為了堅持原則 要當醫院醫生

又想快點離開門診部 ，於是他放棄

了內科的念頭 ，加入了剛剛有空缺的婦

產科 。

婦產是另一個世界 ， 可以臨盤

的產婦一律在上午九時開始用藥物 催

生 ，到下午五時還不能生產時
，一律

剖腹取子 。為什麼 ？因為晚上手術室和

產房的人手不足 ，不能應付生產的工作

。所以李醫生很少在晚上起床接生
，當

然 意外 是少不免的 。

州口口口鱸口口個盪口口
卜

婦科是最沒有滿足感的了 。三 多

個求診者 ，通常也有十二 、三名是來

合怯 J 墮胎的 ！她們有不少還是中學生

呢 ？有時 ，她們還會威脅說 ： 你不做

，我找了外面的人做 ，他日還要你埋尾

。 原來有些黑市醫生竟然胡亂地替她

們做手腳 ，待她們下體流血之後 ，就叫

她們往急症室求醫 。婦科的手術 ，
一朝

做十來個 清理 手術 ，也是平常的事

了 ，輪到閣下當值的時候 ，想不做也要

做了 。 出來之後 ，最低限度 ，我可以

自己決定做或不做吧 ！

李醫生以前也是
一個有理想的人 。

他的時代正值學運的開始 。他也曾拋開

了一切 ，熱烈地參加討論 、示威 ，他也

是一些活動的領袖 。這些日子 ，他到現

在也是口沬橫飛 。雖然 ，現在晚上被傳

呼機吵醒 ，也會咒罵兩句 ，但生活卻是

優哉悠哉的 。他很是滿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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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

雖然愜意的事情有很多 ，深造的前

景也不大美好 ，但醫生的生活始終是寫

意的 。以前或現在都有不少人在搖旗吶

喊 ，指責制度及社會的不是 ，但他們卻

又做到了些什麼 ？童話
一樣的味道 ：

× ×是由我們始創的 。 但市民卻得到

了些什麼 ？以前的沒有改好 ，現在的又

如何 ？前車之轍 ，你又能否越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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驪過許多困雖和磨悚才長成為今

，造愈發使妳的眼疾來得珍貴 。

，妳汶有為我而落過捩 （妳可曾

迅我哭泣過 ？) ，但妳卻因一個

觀頗決 疾 ，卻教我深深的感動了

“
輩⋯蘿

得調話濺一

願
敬

愛

、家飲

顯
尋
求
生

命
之

對

籐
產
事
踏
深

並
對

丫
j
床
．

這
就
是
我
之
一

願
追
隨
各
理
如
略
子

拯

自
日
土
至
日
落
願
亨
事
細

著潤大的．

韃 ，臉上

的 蹋
’
對的：說 ：,
媽嬌不耍

淚而驕倣哩。妳

而是為了別人的

的最高表現 ，每

、
k
以

至
咸
全
，

我
之
一

生
。

；
起

湧膩 細流過豚的

臉矓 ，也神卹我面抑鮫
一‘ 妳繞

起這女孩方 牌 恥 囀 夠
夜風中易、

一
乏鸚攤化亡

。
添

我懷中盡悄的訕J騙 切嚇 翁藪 ！

流唳 ，才董得去

慶幸妳是個有

·‘，上 喊，
' , ,

的保守著這份高貴的 、

”
汰．情操唧

‘
不要像卷外

么樣 ，用詠
·、沁、慾望去埋葬自杷 的感僑 ，他們是不再

”
!

)佻

、

。

瀉，
r
他

·

化

躍
草
坡

二）

盡
力
。

與

懂

過雲 ，妳可是造纏

？抑或是為了耶可憐
傷下淚 才我緬細的端

哎未乾 · 心情的激競

婷
革親

蠶予而神

論血 L淚

’
得沅淚的可憐鰍 l 論 ，一記得我和你說’
鈞汗尚嗎乍 F簽血是智線，甚曦是財富‘
分 ，膚 爍嬌 啊 他折 崎 甚 纖 、

l尚自做顏 ，那雙疾影飲館的眼睛在 ‘拱掩
1的睫毛下更縲明麗 ，還有眼睫毛上猶自

’
雲 ，妳想哭的時

！我 t 永遠枚擁抱肴
妳的么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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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見

到

個

可

憐

的

婦

人

醫
院
內
·
病
人

多
，

醫
生
才
，

護
理
人

員
更
才
，

人

手
才
，

工

作
多
·
精
神
壓
力
更
重
。

例
行
工

作
多
，

做
個
沒
了
完
·
怛
松
睡
眼

望
天
紅
，

做
！
做
l
做
l
做
個
沒
了
完
，

通
宵
之
汰
久
一

天
。

× × ×

×

那
邊
廂
·
病
絲
上
。

老
婦
暗
自
飲
孤
淚
，

既
不
咫
天
，

也
不
尤
人
，

原
來
已
不
會
咫
天
尤
人
，

悲
自
弋

中
淡
，

淚
注
面
頰
流
·
流
滿
衣
襟
。

不
理
人
·
不
熙
人
。

但
亦
沒
有
人
理
她
：

×

×

×

老
婦
啊
。
你一
為
何
流
淚
。

兀
為
何
流
淚
啊
？

兀
知
道
嗎
？

這
叢
沒
有
人

懂
港
兀
的
題
哀
·
這
東
的

人
祇
知
你一
有
疾
苦
。

這
東
什
序
專
科
都
有
·
就
是
沒
有
親
情
病
醫
生
，

支
流
淚
固
然

悲
哀
，

但
沒
有
人
聽
洛
懂
兀
的
笑
聲
卻

更
悲
哀
1

難
道
兀
為
你一
的
兄
女
不
理

遝
而
哀
？

或
吝
兀
為
廈
自
己
的
病
而
哀
？

難
道
你

己

看
透
人
生
意
義
不
外
是
個
死
胡
同
而
哀
？

抑
或
兀
自
己
也
不
知
為
什
序
，

但
卻
是
哀
災
中
來
，

令
遝
悲
不
自
勝
？

× ×

× × ×

壘•‘ k

老
婦
啊
。

流
下

支
的
眼
淚
吧
，

這
東
的
人
祇
會
醫
兀
的
疾
病
，

但
眼
淚

卻
會
髡
籍
之

的
創
傷
·

老
婦
啊
，

流
下
你

的
眼
淚
吧
，

因
為
這
東
的
人

需
要
親
情
病
醫
生
。

×

×

×

旁
邊
的
老
婦
懂
浮
事
理
。

說
：

婁
萋
·
別
笑
了
·
快
吃
飯
吧
。

J

對
面
的
白
飯
稀
稀
的
老
婦
更

朋
世
故
·
說
：

快
吃
吧
，

要
子
·
快
完
了
。

THE B OAT

GALA PREMIERE
'

82

州 叔 叫 蜘 ri 。鯽

at the Lee Theatre

21st July 19829 :30p .m.

tickets available at MeUical Society office

HK $500 200 100 50
12 (student )

•
•日
•••

!
-

d

啊
IJ

'The Boat,, with a productioncostof $13 million, 15the mostexpensive,
elaborateandambitiousfilm in Germanfilm history.

Th: director, WolfgangPeterson, spent three yearswriting and directing
the film which 15adaptedfrom an autobiographicalnovel by Lothar一Gunther
B伏hhe而 ，a warcorrespondenton boardof theU一boat.

'The Boat' follows the perils of a Germansubmarineand its crew of 43
men goingon a virtually suicidalmissionin the later phaseof WorldWar11. It 15
uniquein payinglight scrutinyto individualcrew membersbut in depictingthe
boatasthe mostinterestingandcompellingcharacteritself.

The story beginswith a drunken一revelryscenewhenthe crewwereashore
in La Rochellefor the Iastnight. Quicklyenough, the film bringsthe audienceto
the submarinewherethe auramakesa sharptum 一 oppressive, claustrophobic
and filthy. The Boat thensufferedfrom air attacksby enemydestroyers, rocked
by depthchargesandspringingleaks必the wholesituationeventuallychangedthe
y品 ngide。list: on boardinto tiredold men: tt , e endof itsjour。ey.

Essentiallythe directorhasneverallowedthe excitementto make war to
appearexcitingin itself. "The Boat', on the contrary, 15mostbitterly anti一Nazi
and anti一war. As Petersonhasstressed, "this isn't an intellectualmovie, buta
movieabout peoplemadefor people." His aim of makingusknow how horrible
andcruelwar15, nevertheless, hasbeenpresentedunimpededlyin the film.

It seemingto bean old一fashionedadventurefilm, 'The Boat' 15nonetheless
gripping, tension一filled, fast一pacedandaction一pa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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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學 生 、 大 學 生 課 外 活 動

驟 眼 看 去 ，醫 學 生 和 大 學 生 還 不 是
一 樣 嗎 看 過 外 務 工 作 小 組 的 報 告 ，我 們 不 禁 要 說

？但 是 要 你 細 心 想
一 想 ，兩 者 卻 又 不 盡 相 同 。 醫 學 會 的 工 作 狀 況 ，醫 學 會 的 結 構 毫 無 疑 問 是

可 以 說 醫 學 生 是 特 殊 的 大 學 生 ，這 個 特 殊 J 比 較 以 前 龐 大 複 雜 了 ，不 常 備 委 員 會 的 數 目比

並 不 意 味 著 醫 學 生 在 各 方 面 都 比 其 他 的 大 學 同 以 前 多 了 ”單 是 評 議 會 的
一 次 普 通 會 議 ，議 程

學 優 越 ，相 反 地 醫 科 的 同 學 在 某 些 方 面 都 是 比 也 有 十 八 項 之 多 。但 是 走 出 來 推 動 這 些 活 動 的

較 缺 乏 的 。從 本 期 專 題 裹 ，讀 者 不 難 找 到
一 點 同 學 卻 不 見 比 以 前 多 ，來 來 去 去 的 也 只 是 那

概 念 ，我 們 也 不 用 在 此 重 覆 ” 一
軍 “更 可 悲 的 是 ，這 些 活 動 並 不 是 一 定 有

就 以 醫 學 生 而 言 ，我 們 也 確 實 要 面 對 某 些 同 學 參 與 ，甚 至 理 會 ，就 好 像 神 州 掠 影 的

矛 盾 。由 於 我 們 現 在 所 學 的 到 將 來 是 要 致 用 於 深 圳 團 涯 報 ，不 就 是 空 等 待 ，臨 時 因 為 沒

病 人 身 上 ，正 是 醫 生 人 J 是 它 ， 醫 死 人 有 同 學 駕 到 ，所 以 取 消 了 ”但 當 日的 STUDENT

的 也 是 它 ，所 以 對 學 術 上 的 要 求 是 不 可 怠 慢 的 LOUNGE 卻 有 不 少 醫 學 生 半 臥 半 坐 地 高 談 闊 論

。另 一 方 面 緊 迫 的 課 程 又 支 配 著 同 學 的 時 間 ， ，不 著 邊 際 ，不 時 高 聲 梟 叫 ，不 時 笑 得 彎 腰 屈

形 成 同 學 對 課 外 活 動 的 熱 誠 減 低 ，阻礙 了 同 學 膝 ”這 豈 不 是 最 佳 的 課 餘 活 動 ？！ 你 們 又 何 必

在 學 術 方 面 以 外 的 全 面 發 展 。更 由於 地 理 分 隔 費 神 為 我 們 週 詳 呢 ？

的 原 因 ，醫 學 院 和 大 學 本 部 往 往 失 去 聯 繫 ，自 究 竟 這 個 現 象 是 否 長 久 以 來 的 間 題 ？辦 事

成
一 r,J 、王 國 。各 位 同 學 ，我 們 切 不 可 呆 在 的 同 學 又 有 沒 有 考 慮 到 同 學 方 面 的 反 應 ，又 有

這 個 國 度 中 自滿 ，因 為 井 外 還 有 更 大 的 視 野 ， 沒 有 盡 了 最 大 的 努 力 推 動 呢 ？同 學 方 面 ，你 們

更 廣 澗 的 空 間 。我 們 要 關 心 整 個 大 學 ，更 進
一 有 沒 有 充 份 地 利 用 他 們 為 同 學 提 供 的 服 務 ？這

步 的 我 們 要 走 進 社 會 裹
。讓 我 們 努 力 裝 備 自 己 些 間 題 ，大 家 不 妨 深 切 地 想

一 想 。

，積 極 爭 取 做
一
個 全 面 的 大 學 生 ，為 將 來 要 面 最 後 ，希 望 醫 科 的 同 學 能 盡 快 填 好 學 苑 這

對 的 病 人 和 社 會 作 好 準 備 ” 一 期 的 問 卷 ，對 我 們 作 出 支 持 。

州鼠汰
‘
訪、

綜 藝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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