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同學還記得上月
17日的《Albert Yip與牛
柏葉》吧﹖眼見反應不
俗，同學又想多了解一
些關於「上館子」的詞
彙，所以以下將談談

「上館子」的日常用語。
甫進西餐館，侍應劈頭問的一句，通常是：「How

many in your party﹖」不要誤會，不是「開派對」。
「party」在這裡，解作「一組人、一班人」的意思，即
是問你「幾多位」。答過後，便安排入座了。如果跟女
伴同行，當然希望選坐窗口位，即「window seat」，邊賞
風景邊嘆美食。

「feel like」問吃甚麼
看了看餐牌，侍應自然走到男客人旁邊問「What do

you feel like？」不要望文生義，聽見「feel」字，又聯想
起甚麼「感覺」來 。他問的是：「你想吃甚麼東西？」

或者他會用另一種問法問，例如：「What are you in the
mood for﹖」不要被「feel」、「mood」嚇倒呢！當然，大
多侍應都會問「What would you like﹖」便算。

7成熟是「medium well」
上西餐館，點菜種類當然不限於牛排與紅酒，但那是

最常見的兩種。我們理應知道，牛排烹調方法大多是煎
的，侍應一般會問你要幾成熟，全熟是「well done」。不
過，甚少人這樣叫，因為肉質會韌。因此，我們大多會
要7成熟。不過，如果你叫「seventy percent well」，只會
貽笑大方，笑壞同桌的女伴。請謹記，最常叫的7成
熟，是「medium well」。例如：

侍應：「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sir﹖」
客人：「Medium well, please.」

1成熟可叫「blue rare」
順帶一提，遇上新鮮上品牛肉，不妨選擇1成熟。煎

香薄薄的脆面，切開後，你透過鮮血，像仍感到牛的生

命一樣。你可以在點菜時，說明要「blue rare」，這種叫
法源自美國。有很多人抵受不了那種血腥味，好比茹毛
飲血的原始人。飲食其實在乎個人口味，不容別人說三
道四。但當你品嚐美味的血肉排時，容易聯想起牛的生
命的話，便請放下屠刀。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提到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有人說，這是虛偽的
說法，難道看不見便當沒事﹖那麼，高尚的人，又何以
食葷﹖面對這些謬論，你大可說這是層次的問題。列子
吸風飲露、僧侶素餐淡菜，我們皆不及也。但其他生命
因我們果腹而死，我們起碼會感到內疚；相比起麻木不
仁的人而言，算是高了一個層次了。

埋單是「Check please」
言歸正傳，倘酒過三巡仍有剩餘，又怕浪費的話，可

打包外攜。你大可跟侍應說：「Could I have a doggy
bag, please﹖」他們便明白你的意思了。以前的人，習慣
把吃剩的飯菜帶回家給小狗吃，又或者為了顧全面子，
非要說明不是自己吃不可。另外，我們廣府話說「埋
單」，既生動又直接，一張「單」把桌上所有菜「包埋」

一起計算。英文也不賴，同樣直接簡單，直說「Check
please.」便成，意思不解自通。

「上館子」不怕自己不諳英語，最怕是外籍侍應那口
半鹹淡的廣東話。你跟他說英語，他卻回你粵語，趣怪
之極。因此，學好英語，他朝遊學旅行，到外頭走走，
彼此都不會出洋相。

Glossary：
Party─一組人
Well done─全熟
Medium well─7成熟
Blue rare─1成熟
Doggy bag─外賣袋
Check─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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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翻兜20年前 世史課本一拆四賣

英基屬校籌50萬助日災民

出任觀測所總監的教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主任梁信慕表示，香港擁有獨
特文化特色及風格，如廣東流行曲等本土文化，具有進一步發展及推廣

的價值。隨 觀測所的設立，他表示，未來將與西九龍文化區管理局商議在
2012年合辦藝術教育項目的可能性，為本港文化藝術出一分力。

梁信慕：規劃兩年研究項目
梁信慕又稱，新成立的觀測所，將協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各地本土文

化、藝術教育、創意等方面展開新研究項目，例如：對東亞地區的藝術和文
化教育政策及結構進行比較研究。觀測所正規劃一項為期兩年的研究項目，
探討香港、澳門、珠海、廣州和台灣的藝術教育，例如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各地藝術教學法、學習和評估的發展。

梁信慕表示，希望藉 有關研究，找到好的藝術教育方向，並與其他地區
分享，推動香港、內地以至海外藝術及教育組織之間的協作，再進一步就相
關政策作出具體倡議，「例如，本港的文化政策及教育政策，應如何配合﹖
可否透過免費樂器課堂，提高市民對藝術的了解﹖」

觀測所稍後將主辦一系列活動，包括於今年5月在德國舉行、有多位國際級
藝術教育專家及領袖參與的「國際藝術教育監測和比較研究」國際會議等。

張炳良：教院重點發展創意文藝
教院校長張炳良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泰國曼谷辦事處文化部主任Timothy

Curtis，以及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等代表，昨日在教院為觀測所的成立
進行簽約儀式。張炳良指，創意及文化藝術，是教院其中一個重點發展領
域，對觀測所的成立感到鼓舞。他認為，這亦肯定了教院在香港以至區內推
動教育發展的學術地位及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書價年年上升、最頭痛的
莫過於一眾家長。昨日，又有家長致電商台節目投訴，
指其就讀中一的女兒使用的世界歷史課本，內容與20多
年前自己使用的課本一模一樣，但書商卻把書本「一分
為四」，分別把有關四大文明古國的內容，分拆為4本書
出售。該家長葉先生認為，「一拆四」本來不是問題，
但應該製成活頁簿。但現時，每本書都有精美封面、封

底包裝，大大增加製作成本，終令家長「捱貴書」。
同樣出席該節目的廠商會中學校長麥耀光表示，近年

學童書包超重問題令人關注，因此不少出版商紛紛把教
科書「拆件」出售，圖減輕學生書包重量。而節目另一
嘉賓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認同「拆書減重」的原則。但她
也表示，世界歷史科內容基本上不會有大變動，若有書
商「價錢一乘四」藉機加價，屬不可接受。

教育局發通告明言，學校不能接受書商送書及贊
助。對於教育局的行動，麥耀光稱，該校過往也沒有
收取書商的饋贈及贊助，認為禁收對學校日常運作影
響不大。何秀蘭則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就提
高學校選書透明度、分拆教材時間表等問題，與教育
局進行商討。她又認為，5年內能分拆所有教科書，是
合理年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日本
「3．11」地震後，香港學界紛紛發起
募捐活動，為日本災後重建工作出一
分力。英基協會轄下多所學校，由上
月至今，便舉辦了步行等款、便服
日、麵包義賣等多項籌款活動；又有
日本家長和學生義賣自製的日本便
當。其中，一位南島中學學生更把自
己出版的雜誌《50NFR》義賣，並把
所有盈餘捐出。各樣活動合共籌得逾
50萬元善款，用以支援日本災民。

學生寫信給災民表支持
除了舉辦各樣義賣及籌款活動外，有英

基學生親自寫信給日本災民，以示支持。
兩位於英基學校就讀的日籍學生：水野真
惟智、田中悠也，對家鄉發生的災難感到

心痛。她們都指，英基師生、家長連日落
力為日本災民籌款，便她們深切感受到來
自港人的祝福和勉勵。日籍家長 知子
則表示，希望藉 募捐活動，讓孩子感受
及見證團結的力量，同時喚起各界對日本
災民的了解和同情。

朝
氣

學生姓名：盧泳彤

學校及級別：

民生書院中五

作品名稱：《朝氣》

作品簡介：這是一
幅水彩畫。畫中的婆婆正在屋內拉
線，陽光由窗外射進屋內。縱使時代

巨輪從未停止轉動，但婆婆仍然充滿
朝氣。不知道臉帶慈祥笑容的婆婆，
正在想 誰呢？

畫中用了「水」作媒介，讓不同水
彩顏色互相混合，造成顏色的變化。
作者再用乾粉彩，畫出轉動的軌跡，
從而做出巨輪正在轉動的效果。

傑生協會辦峰會
與學生論貧富懸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傑出學生協會本月於
香港大學舉行了為期4星期的「香港青年高峰會2011」。
來自多間中學的120位中四至中六學生，在青年高峰會
上，與大會邀請的多位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及各界專
業人士，透過多場講座及互動討論，深入探討香港貧富
懸殊的社會問題。各傑出學生正進行分組研討，並將於
下周六分別針對教育、房屋和勞工等範疇發布決議案，
為改善香港貧富不均出謀獻策。

學生會上探討應對建議
在是次青年高峰會上，120位傑出學生被分派代表社會

不同階層，藉 與不同界別專業人士的分享，探討貧富
懸殊問題及應對建議。上周六的第三日高峰會，除了多
位專家與一眾學生分享香港房屋及勞工現況外，大會又
邀得立法會議員劉江華、余若薇、Roundtable總幹事林輝
及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就「青年人上位難」議題舉行
座談會，與學生真情對話。而出席學生都感到獲益良
多。

獲聯國教科文組織確認 擬明年與西九合辦藝教

研各地藝術教育
教院成立觀測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香港教育學院昨日獲聯合

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正式確認，成立「本土文化及創意教

育研究觀測所」（UNESCO Observatory for Research in Local

Cultures and Creativity in Education），成為兩岸四地以至海外藝

術及教育組織進行交流的重要平台。觀測所未來將會參與西九

龍文化區藝術教育項目，也會進行一系列針對東南亞地區文化

藝術教育的跨地域研究。觀測所期望結合各地文化特色，並於

政策層面提出建議。

■「香港青年高峰會2011」日前邀得多位政府官員、
立法會議員及各界專業人士，與120名傑出學生就「青
年人上位難」議題舉行座談會。圖為田北辰會後與學生
合照。 大會提供圖片

■教院昨日
成立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
本土文化及
創意教育研
究。（左起）
梁信慕、張
炳 良 及
T i m o t h y
Curtis。

教院提供
圖片

■ 教 院 文 化 及 創 意 學 系 訪 問 教 授
Timothy Brimmer(中)指揮教院合唱團以
爵士樂的方式，演唱中國傳統樂曲《踏
雪尋梅》。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香港教
育學院開發全港首個具備中英語、印度及
巴基斯坦語解釋的網上中文字典。字典收
集了近2.4萬個漢字，並提供粵語及普通話

「雙語發聲」說明，以支援少數族裔學生在
聽講、書寫及理解方面的中文學習。而字
典中約4,000個常用漢字，更設有書寫筆順
的動畫，有助提高學習效率。

收2.4萬繁簡日韓漢字
提供繁、簡及英語介面的《縱橫碼在線

中文字典（2.0版）》，由教院縱橫資訊科技
語文發展中心以兩年時間開發。負責的中
文學系副教授謝家浩表示，字典收錄近2.4
萬個繁、簡及日韓漢字，是從統一漢字集
的8.7萬個漢字中篩選出來。經審訂後，部
分字詞同時具有書面語及口語解釋。當字
典遇上繁、簡同形字，會指出各自的意
思，例如：輸入「云」字，同時會顯示

「雲」字的解釋，對不熟悉中文的學生更有
幫助。

遇難字「剪貼」即有解
教院中文學系助理教授陳淑貞補充指，少數族裔

學生大多對漢字部首缺乏概念，難以翻查傳統字
典。該網上字典的好處是，若學生在電子教材上看
到不明白的漢字，可直接「剪貼」到該字典。倘若
在書本上看到難字，也可使用較簡單的「縱橫輸入
法」，以筆劃輸入。

陳淑貞表示，該網上字典現時有約1,000個字詞附
有印地語（Hindi）和烏爾都語（Urdu）的解釋，未
來會繼續增加字庫量，並考慮加設尼泊爾語解釋。
欲瀏覽該網上字典，可點擊縱橫資訊科技語文發展
中心網頁：http://www.ckcie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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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家浩博
士(後)及陳
淑 貞 博 士
(前)開發提
供英語、印
地語和烏爾
都語解釋的
網上中文字
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子瑩 攝

■英基學校由上月開始舉辦各樣募捐活動，合
共籌得逾50萬元善款。圖為該校沙田小學師生
用硬幣拼出「希望」二字。 英基學校提供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