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是辛亥
革命100周年紀念，亦是革命先烈楊衢雲逝
世110周年。為了令學校師生及社會各界人
士對辛亥革命有更全面的認識，香港八閩
弘農楊氏宗親聯合會與福建中學(小西灣)通
識教育科組，由5月至10月合作主辦「楊衢
雲與辛亥革命專題展」。展覽主題共分3部
分，包括介紹楊衢雲生平、楊衢雲與辛亥
革命，以及革命先烈的生平，展覽已於本
月11日正式開幕。

眾人努力成就革命
展覽開幕當天，香港八閩弘農楊氏宗親

聯合會榮譽顧問楊丕漢組織多個福建社團
到訪參觀展覽，場面熱鬧。福建中學(小西
灣)通識科老師李偉雄表示，過去多年，很
多學者研究辛亥革命，當中包括辛亥革命
專家薛君度，其代表作《黃興與中國革命》
於60年代出版，在此之前，人人只知道孫
中山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是薛君度最先
提出一場革命的成功，實是集結多人努力

的成果」。
李偉雄又指，薛的結論，影響其他人對

辛亥革命的研究方向。後來，唐德剛教授
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又發掘及表揚

了另一位辛亥革命偉人楊衢雲對辛亥革命
的貢獻。自此，學術界出現了研究楊衢雲
與辛亥革命的風氣，社會大眾亦日漸認識
楊衢雲對革命所作的貢獻。

辛亥百年專題展 紀念先烈楊衢雲

教局「薪火相傳」學習團6．17截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俊）為加深中學生對祖國近代歷史、文化及國

家發展的認識，並了解國家近況，教育局屬下的「薪火相傳：中華文化
探索與承傳」國民教育交流計劃，即將再舉辦3個學習交流團，分別為
「湖北水利及工業規劃與文化探索之旅」、「辛亥革命足跡及高鐵探索之
旅」以及「湖北武漢—辛亥革命足跡探索之旅」。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
學發出通告，有興趣參與的學校須於6月17日或之前報名。

須同時提交專題研習計劃書
3個學習團將於8月下旬出發，每團為期4天；每所學校可提名不多於2

組師生參加，每組須提交專題研習計劃書，當局將審視計劃書並評為合
格後，方視為合資格申請。此外，3個學習團的團費均約為每人港幣
4,000元，預計參加者只須繳付其中600元（暫定），餘款則由教育局資
助。
有意參加的學校須於6月17日或之前提交申請，如申請人數超出名

額，當局將優先考慮去年未有參加「薪火相傳」系列學習團的學校申
請，查詢電話21523135。

妻亦研究出身 科研路上互勉

父啟發興趣
結緣醫學攝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

淑環）「一張圖片，包含㠥
的可以是千言萬語」，父親
的這句話，讓盧煜明一直
謹記至今，亦令他覓得研
究以外的另一嗜好─攝
影。中一時父親送給他一
部珍貴的古董相機，自此
他對攝影產生濃厚興趣，
經常以閱讀攝影雜誌為
樂。攝影與科研，兩者對
盧煜明來說，有㠥不謀而
合的共通點，「同樣是將
概念轉化為實物，很奇
妙」。
盧煜明出身於醫學世

家，父親盧懷海是精神科
醫生，在耳濡目染下，令他對醫學產生興趣，「父親在家
中不時練習演講內容，我亦會為他準備演講的幻燈片，漸
漸覺得醫學很有趣」。受父親啟發對醫學的興趣，漸醞釀
成盧煜明現時的科研專業，而他最大的業餘嗜好，亦同樣
源自父親。盧憶述指，讀中一時父親將其古董相機轉贈，
為他人生首部相機，令他自此與攝影結下不解緣，其後更
在家中設「黑房」，自行沖曬照片。時至今日，盧煜明家
中已有7部相機及10支鏡頭，成為他旅行的「良伴」。

看攝影雜誌培養寫作能力
盧煜明又指，科研是將天馬行空的想法轉化成現實，而

攝影則是透過捕捉影像，將拍攝者腦海中的概念變成一張
張相片，兩者有㠥吸引自己的共通點。他又笑言，自小喜
歡看攝影雜誌，培養了從事科研所需的寫作能力，「雖然
要經常查字典，但攝影雜誌用字簡單直接，我之後寫論文
都是用這種寫作方式」。
除受父親影響，盧煜明小時候對電腦亦充滿好奇，15歲

時成功說服母親為他購買一台電腦，「小時候已很喜歡玩
電腦，覺得電腦程式很精密⋯⋯記得當時的電腦價值數千
元，容量只少於1MB，但那時的興趣對我日後研究時分析
資料很有幫助」。

膺英皇家學會院士 與牛頓達爾文高錕「齊名」

嘆港資源遜內地星洲
中大盧煜明獲殊榮

內地大學畢業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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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長和學生關心在內地完成學業後的發展前
景，有人會擔心內地大學畢業生及不上香港本地或
外國大學的畢業生。筆者認為，中國在飛躍發展，

世界在急速變化，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亦應與時俱進。
30多年前的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但今天的中國擁有世界最多的外匯儲

備，是美國和日本的最大債權國，是世界最大的汽車產銷國，中國用7至8年時間
建成世界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網絡及研製世界最快的超級電腦，中文已成為僅次於
英語的國際語言。其實我們應前瞻內地升學的發展前景，5到10年後，當同學畢業
時，中國的經濟和高等教育會發展到甚麼階段呢？這是我們應該思考和期待的。

留港發展空間日增
香港持有內地大學學歷人士數以十萬計，由於歷史原因，部分人士發展不太理

想，當中亦有不少人通過努力，達至傑出成就，成為大老闆、醫生、會計師和設
計師等，例如兩位大紫荊勳賢曾憲梓(上市公司金利來集團創辦人)和吳康民(培僑教
育機構董事長)都是中山大學畢業生中有顯赫成就者。
兩間上市大型彩電生產商TCL和創維(Skyworth)的創辦人都是華南理工大學畢業

生。作者有幾位朋友，80年代在暨南大學學醫，現在已成為公立醫院的顧問醫
生。隨㠥祖國經濟繼續高速發展，香港對內地經濟的依賴日益增加，持內地學歷
人士在港的發展空間亦不斷擴闊，如香港聯交所去年已聘請了內地人士李小加作
為行政總裁，不少國際投資銀行和金融機構亦爭相聘請持有內地學歷人士擔任主
要職位，充分顯示社會認同內地學歷和內地網絡對發展香港金融業有很大好處。

赴歐美具競爭優勢
香港幾所高等院校，最優秀的大學生、研究生以至教授都有不少來自內地。今

時今日，內地大學畢業生，無論在香港或是外國頂級大學都非常受歡迎。港生在
內地完成學業後，無論在香港或外國讀碩士和博士，都是路路暢通的。
筆者常常鼓勵學生，條件許可下，到外國如美國深造一下，讀個碩士或博士，

融匯中外文化，將來的發展空間就更海闊天空了。十多年前，筆者到美國矽谷訪
問，參觀了好幾間著名的科技公司，發覺那些公司都聘請了大量的中國留學生，
從事對華貿易工作，隨㠥中美貿易份額不斷擴大，精通中英文、熟悉中國國情的
留學生，在西方國家會有很大的競爭優勢。

建構珠三角生活圈
港府現正積極推動珠三角融合和構建區內一小時生活圈，5到10年後，隨㠥廣深

港高速鐵路的落成和其他交通網絡的完善，往來珠三角各地只需1小時，港人的生
活和工作圈子將會擴大至整個珠三角和全中國，香港特區和內地的界線將會淡
化，香港完全融入大中華，數以百萬計的港人會在內地工作和居住，「大香港主
義」將無地立足。
內地名牌大學的學歷和校友網絡，對香港年輕人的事業發展將會是很大的助

力。筆者深信，港生往內地升學，只要用功讀書，肯定會有不錯的發展前景。
■羅永祥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科研工作為盧煜明
的事業創下一番成就，同時亦造就他覓得生命中的
「另一半」。他的太太黃小玲現時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副院長，擁物理學博士學位，同樣熱愛科研，2人相
識於牛津大學。盧煜明坦言，雖然與太太的研究領域
截然不同，但由於2人同樣是「研究出身」，從事研究
的箇中辛酸，彼此都能分享互勉，更曾有一次與太太
及介紹二人相識的「紅娘」聯合發表論文，過程十分
難忘。
科研之路需要無比耐性，陪伴盧煜明一直走下去

的，除有實驗室的尖端儀器，更重要是一直給他支持
的太太。每當談及生命中「另一半」，盧煜明都不其
然展露微笑。他憶述指，當年自己尚於牛津大學修讀

博士時，透過一名修讀電腦博士課程的「紅娘」朋
友，成功結識當時正修讀物理博士的太太，「牛津內
中國人不多，故不時會有聚會，一次在這位電腦博士
朋友介紹下認識了她，他更於我們結婚時擔任伴郎
呢」。

與太太共同研究感難忘
盧煜明表示，太太不但常給予他精神上支持，做研

究時亦會互相啟發，過去更曾有一次難得的合作機
會。該次主要是關於發現了DNA運算可以分析繁雜
的數據，除與太太「拍住上」外，其電腦專長的「伴
郎」也有參與，3人合作發表論文的經歷，令他非常
難忘。

新晉英國皇家學會院士盧煜明表示，香港科研近年屢傳喜訊，除了不同
的研究成果外，高錕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等消息，亦有助吸引年輕一輩

從事科研。不過他坦言，即使不少年輕人對科研有興趣，本港經濟主導的
社會環境可以輕易動搖他們的決心，「如果人人也可以透過短線投資獲利
時，為何要花長達10年的時間做科學研究？這是本港科研的一個隱憂」。

中國科研論文數目全球第二
近年內地積極推動創新科技研究，盧煜明指，單以出產的科研論文數目

計，中國已達全世界第二名，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相信更可藉以受惠，
帶動科研水平進一步提升。不過，資源不足卻是當中重大難關。資料顯
示，09/10年度，全港用於研發的資金佔本地生產總值只有0.79%，遠較內地
1.47%及新加坡2.77%為低，盧煜明指內地更已計劃在2020年，將研發資金百
分比提升至約2.5%水平；相比之下，香港投放的整體科研資源屬偏低。
他又認為，科技發展對國家富強有深遠影響，「例如iPhone，如果能夠出

產這樣受國際歡迎的產品，影響力將會非常大」。盧煜明稱，近年世界各地
科研儀器日新月異，但那只是研究發展的「入場券」，認為香港需要「加把
勁」，大幅增加科研資源，才能有更佳成果。

發明無創產檢成名
科學研究需要參與者的積極投入及不斷求進，盧煜明便是一個好例子。

與高錕一樣畢業於聖若瑟書院的他，高考獲3A佳績後到劍橋大學求學，至
大四時他轉往牛津大學，受該校醫學院教授Fleming演講啟發，「膽粗粗」
提出放學後參與研究的請求，成為少數的「學士研究生」，為其未來研究奠
下基礎。至97年，他憑㠥發現孕婦血漿內存有胎兒DNA，發明無創產前檢
查，開始漸受醫學界注視。

盼可破解癌症DNA
基因研究近10年間發展迅速，吸引大量跨學科的電腦或數學研究人員參

與，令基因排序時間越縮越短。建基於昔日成果，盧煜明的團隊最近更成
功破解母體血漿內的胎兒基因圖譜，進一步為產前診斷取得重大突破。他
透露，半年前更已重新定立研究方向，希望未來能將相關基因技術擴展至
研究癌症DNA，希望日後為診斷肝癌、肺癌和鼻咽癌等帶來新喜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香港科研近年接連報喜，中

文大學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盧煜明本月獲得英國皇家學

會院士殊榮，與知名科學家牛頓、達爾文，以及光纖之父高錕

等「齊名」。在港土生土長的他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

本地科研屢創新突破，成就值得肯定，同時內地近年積極推動

創新科研項目，背靠祖國的優勢，更造就年輕一輩對科研的信

心。不過他強調，從資源投放的角度，香港整體科研與內地及

新加坡比較，仍有一段距離，要真正發揮所長仍需「加把

勁」。

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

■教育局「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計劃將於暑
假推出3個學習團，增進高中學生國民教育。圖為去年學生
參與「薪火相傳」訪京團，於故宮拍照留念。 資料圖片

■香港八閩弘農楊氏宗親聯合會與福建中學(小西灣)舉辦「楊衢雲與辛亥革命專題展」，
圖為該校學生欣賞展板。 學校提供圖片

■盧煜明(左)與太太黃小玲(右)相識於
牛津大學，2人同樣熱愛科研，在科研
路上可以互相分享及啟發。圖為2人博
士研究生畢業時的照片。 受訪者提供

■盧煜明表示，
本土科研屢創新
突破，成就值得
肯定，亦造就年
輕一輩對本土科
研的信心，現時
每年會收一位新
「徒弟」，指導研
究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盧煜明坦言，
基因圖譜的研究
10年間發展迅
速，基因圖譜的
排序時間由10
年縮減至幾日，
成為近年的熱門
研究項目之一，
更吸引一批電腦
或數學研究員參
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盧煜明(左)於聖若瑟書院
就讀中學，會考及高考均考
獲佳績。圖為中學時的相
片。 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