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期最後介
紹21世紀在泛
華語地區有關
民生方面的新

詞語。
21世紀的科技及文明進步，提升絕

大部分人的生活素質，但相比過去的
年代，人們的物質及精神生活究竟是
進步或退步？答案實在見仁見智。從
以下幾個新詞語來看，或會對讀者有
一定啟發。

1.銀髮族(包括族類詞)：自千禧年
後，族類詞語大量湧現，蔚為風氣，
反映華人開始把一向有宗親認同才是

族群的傳統，延伸到沒有宗親關係的
人群。諸如「上班族」、「地鐵族」、

「受薪族」及「北漂族」等。
2.零容忍(包括零類詞)：大量零類詞

的出現，反映一種後現代主義要標新
立異、表面簡單的兩極絕對的追求，
甚至是更迫切的感受。諸如「零團
費」、「零首期」、「零成本」及「零
意外」等。

3.卡奴(奴類詞)：社會的進步、財富
的增多、科技的發展，為人們的生活
增加選擇和要求，進而造成各種困
擾，出現在各種各樣物質上、精神上
的「奴」，實在值得反思。諸如「房

奴」、「孩奴」、「稅奴」及「車奴」
等。

4.宅男：科技發達，造成一大群足不
出戶、整天呆在家裡埋頭於科技產品的
年輕人，這種社會現象已引起各界關
注。「男」類詞語還有「型男」、「電
車男」、「召妓男」及「四割男」等。

5.熟女(剩女)：隨 時代開放，年輕
人的社交及婚姻問題已演變成社會問
題。「女」類詞語還有「應召女」、

「骨女」、「洗腳女」及「下崗女」等。

共擁詞素 自成一體
綜觀以上新詞，不少讀者可能發

現，很多新詞在結構上有一個共同的
特點，就是出現許多前綴或後綴的詞

素，如××族、××男、××女，或
零××、硬××、軟××等。這些詞
素除很少部分是新出現或外來的詞素
外，其餘大部分都是在舊有意義上加
以引申，賦以新的詞義，它們有很強
的構詞能力，通過簡縮、仿製及替換
等方式，衍生一系列自成體系的新
詞，這種現象已引起各方人士的注
意。

本欄之前曾 重介紹些含有新意且
構詞能力很強的新詞素，除上文提及
的幾個，還有網、客、吧、亞、控、
微及雲等，下期再作深入分析。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

蔣震(語言科學)講座教授鄒嘉彥主持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9月和10月是
升學輔導的重要
月份，中學都會
為新高中的高三
學生提供各種升

學訊息，內地升學逐漸成為部分中學重點推介
的途徑。為甚麼？因為近年隨 國家經濟及高
等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升，香港和內地的經濟融
合日益密切，內地升學的內在價值日益提升。

暨大廣州校區煥然一新
筆者建議，對內地升學信心不大的家長和同

學，應參加前往內地考察高等院校的活動。筆
者常到內地大學參觀和交流，所得的體會是，
當地高等院校的發展變化非常快，以最多港生
入讀的暨南大學廣州校區為例，幾年前的印象
是校舍設施頗陳舊，但去年訪問時，發覺很多
新建築物，圖書館和主教學樓等都建得非常漂
亮。以前的教授穿中山裝，踏自行車上班，而
現在不少教授駕車回校。

國家在過去十多年投入大量資源，推動「二
一一工程」和「九八五工程」，為大學添置設
備，聘請優秀學者、保送科研人員到歐美交流
和學習，希望將部分優秀的中國大學辦成世界
一流大學。

清華科研經費 廿年飆升50倍
今時今日，中國的頂級大學，如「二一一工

程大學」或「九八五工程大學」的硬件已逐步
追近甚至趕上世界水平。中國高等院校的科研
經費近年亦大幅增長，1990年清華大學的科研
經費只有6,700萬元人民幣，2000年上升至7億
元人民幣，2010年激增至36億元人民幣，廿年
內增加50多倍！現時，科研經費超過10億元人
民幣的內地院校已超過10間；香港8大院校的
科研經費總和只是20多億港元而已。內地高速
發展的商業、貿易、金融、高科技產業和科研
活動將為高等院校的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
和研習課題。

全球在讀博士生1/3來自中國
香港大學研究學院最近邀請美國研究生院協會主席

Debra W. Stewart博士於9月底以「美國及各地的研究生教
育趨勢」為題，舉行公開講座。她介紹一項美國進行的國
際性調查結果，發現全球在讀博士研究生中，有1/3來自
中國(中國人口只佔世界1/5)。而到中國留學的外國學生數
目，更已超越中國學生的出國留學人數。

各種數據都清楚顯示，中國的高等教育在過去十多年經
歷飛快的發展，並為國家和世界輸送大批優秀人才。最
近，不少中學都組織學生和家長到內地參觀考察高等院
校，百聞不如一見，港生如能做好功課，認真了解內地高
等教育的發展和報考方法，在2012年新高中學制下，內地
高等院校將為港生提供價廉而質優的升學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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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所加) 

天文學家揭能量之源摘邵獎

科技進步 精神倒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直資
學校議會日前開會，就教育局對直資學
校的獎助學金發放安排、學校儲備使用
等問題作出討論。會中不少成員認為，
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管制有越收越緊的
趨勢，與一開始推出直資制度時，容許
直資學校有彈性、能自主的理念背道而
馳。議會表示，會將成員的意見整理成
報告，稍後與教育局商討。

仍在諮詢 已收執行通知
教育局規定直資學校要撥出學費總收

入的10%，為家貧學生提供學費減免或獎

學金，但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招祥麒表
示，有議會成員收到教育局的通知，要
求校方把學費總收入10%的要求，改為每
級學生學費的10%收入用回該級學生身上
作為獎助學金。招祥麒直指此做法僵化
及不合理，「每級10%的做法明明仍在諮
詢階段，但部分學校在申請加學費時已
收到教育局通知，表示要符合要求」。

林建華：劃一發放如亂派錢
直資學校議會主席林建華也指，「有些

年級可能只需要7或8%的獎助學金」，若
教育局要求每級劃一發放10%獎助學金，

與亂派錢的做法無異，並批評教育局官員
對獎助學金安排的措施執行不一。

另外，教育局要求直資學校的儲備要累
積到一定程度才使用，林建華指這令學校
難以建設教學配套，阻礙學校發展。

教局：措施增透明度
教育局回應指，10%的獎助金政策沿用

超過10年，一直沒有改變，最近推出的
措施只為增加透明度，讓學生及家長更
了解相關申請方法。另外，教育局規定
直資學校如欲將學費總收入的10%撥備作
學校大型發展之用，則須備有相當於6個
月營運開支的儲備，以確保學校的財政
狀況良好，不會因有關撥備而增加學
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伽瑪射線暴(Gamma
Ray Bursts，GRB)是伽瑪射線的爆發，它是宇宙最大
的能量爆發，持續幾秒的過程已可釋放相等於100億
個太陽的能量。但它源自何方？兩名科學家花了廿
年時間進行實驗、收集數據，最終證明伽瑪射線暴
來自銀河系外的宇宙，並揭示宇宙中某部分極端的
物理環境，故獲頒本年度邵逸夫天文學獎，平分獎
金100萬美元。他們寄語年輕人要把握機會，尋找自
己感興趣和重要的事物，進行研究。

10年實驗證來自銀河系外
今年獲頒邵逸夫天文學獎的傑拉爾德．菲什曼和

恩里科．科斯塔，分別為美國國家宇航局馬歇爾太
空飛行中心主任及意大利國家太空天體物理與宇宙
物理研究所研究主任。

菲什曼在1991至2000年期間，主持康普頓伽瑪射線
觀測站的BATSE實驗(Burst and Transient Source

Experiment，爆發與暫現源實驗)，探測到幾千個平均
散布在天空的伽瑪射線暴，證明它們源於銀河系外
遙遠的宇宙。

科斯塔則曾領導跨國太空項目─衛星BeppoSAX。
它由荷蘭和意大利共同研發，配備X射線相機，原本
此衛星並非用來探索伽瑪射線暴，但天文學家可藉此
首次運用地面光學望遠鏡，觀察伽瑪射線暴，研究後
更進一步確認其方向、定位，同時發現它來自超新星
爆發，證明其起源方位。

勉勵青年對工作抱熱情
兩位只差一歲的「40後」得獎者，自小已對科學

有濃厚興趣：他們小時候到圖書館，一見小說就
「耍手擰頭」，對科學書籍卻手不釋卷；上大學都唸
科學，及後鎖定天文學作為自己的終身研究方向。
兩人勉勵年輕一代要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對工作
要有熱情(passion)和使命感(mission)，享受當中過

程。他們又分享作為科學家的感受：「你要認為自
己正在尋找獨特、重要的事物，並對工作充滿熱
情。」

過往的「拔尖計劃」只為港大、中
大及科大而設，成為3間大學的

「爭奪之戰」，但隨 新制下取消「拔
尖計劃」，各大學均可分一杯羹，尖子
將變得更「渴市」。向來吸引不少尖子
的中大在最後一屆「拔尖計劃」中錄
取207人，中大常務副校長華雲生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今年初
曾與多名中學校長商討，得悉中學界
十分關注大學日後錄取尖子的方法，
現正考慮多項措施。

曾修類近課程 可考試代學分
他表示，在新學制下，除繼續接受

中學校長提名外，院校亦正研究「提
早畢業」的安排。4年制落實後，中大
要求學生至少修讀123個學分，華雲生
指出，現時院校正考慮參考外國的做
法，如學生以往曾修讀內容相近的認
可課程，即可以考試來代替學分，

「如一些學生曾在外國修讀的暑期課程
⋯⋯最理想情況是可以3年畢業，但當
然要視乎學生是否有完整計劃」，他強
調說：「我們不是想他們盡快畢業，
只是每個學生的需要不一樣，院校希
望為尖子提供彈性。」

同時，中大亦正研究暑期招生，希
望吸引中學尖子在暑假修讀「預備班」
或參與研究。華雲生表示，「預備班」
的模式非常可行，他以現時化學系研
究院為例，暑假期間亦會招收內地的
本科尖子參與研究，部分學生成功獲
得博士獎學金，故認為「預備班」是
一個可行的方向。但他坦言，由於

2012年「雙軌年」的工作繁重，未必
能夠趕及明年實施。

香港科技大學早前宣布，將會推出
「中學/大學雙修課程先導計劃」，以招
攬中學生預早修讀部分大學課程。華
雲生認為，這個方法在外國已十分流
行，但香港仍需小心研究，「香港中
學生需應付中學文憑試，壓力已非常
大，如果再加上大學課程可能會很吃
力」。

今年添40教授 明年再聘150
除了「尖子」搶手，大學教授亦十分

難求。華雲生指出，今年已較往年多
聘請30至40名教授，預計明年需再聘
請150人，他坦言聘請教授時「重質不
重量」，故已計劃聯同院長以及系主任
組團到歐美及內地著名大學宣傳，必
要時更會由校長沈祖堯親自出馬，即
使三顧草廬亦在所不計。

華雲生：可提早畢業 續接受中學校長推薦

研暑期收預備班
中大3招搶精英

捐款微跌 料無礙推新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去年10月公布成立的關愛

基金，為經濟有需要的人士帶來好消息，但卻令大學的捐
款進帳減少。華雲生表示，受到全球經濟下滑影響，中大
今年收到的捐款輕微下降，更有善長仁翁表明，受到關愛
基金影響，「捐 不會再捐」。但他坦言，中大向來捐款

「戰績彪炳」，這情況對新制推行並無影響。

建議政府推配對資助
為配合新學制發展，中大需要興建宿舍，以應付至少

「4年1宿」。華雲生表示，過去院校積極籌募捐款，但現時
教資會的政策對此未有鼓勵。以100個資助宿位名額為
例，如院校自行籌得一半宿位，資助名額將減少，院校需
自行承擔餘額。華雲生認為，政府未來應考慮採取配對資
助，鼓勵院校積極籌募捐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中大去年提出在新
學制下實施「大類招生」，即大學以比較寬闊的

「學科範疇」為單位招生，這安排曾惹來學生爭
議，擔心影響弱勢學科的生存空間。事隔一年，
常務副校長華雲生指出，與各持份者進行多次會
議後，校方將賦予學院自主性，明年將有一半學
科採取「大類招生」，而理學院、社會科學院及
工商管理學院則會採取「混合制」，部分學系共
同招生。華雲生承諾，院校會保護個別招生困難
的學科，不會削減資源。

商討後達共識 學院自行決定
中大8個學院明年將彈性招生，方式各有不

同。除文學院、醫學院、法學院及教育學院外，
其餘學院均採取不同程度的「大類招生」。華雲
生指出，經多次討論後，認同「大類招生」的持
份者表示，這安排可讓學生選擇不同的科目，配
合將來發展；但亦有意見認為，學生在中學文憑
試已作首輪競爭，若他們入大學後要再次競爭入
某一課程，壓力會很大，故中大最後決定讓學院
自主決定是否進行「大類招生」。

非促惡性競爭 承諾不削資源
華雲生指出，在新制下，社會科學院屬下的每

個學系將撥15%學額作「大類招生」，理學院及工
高管理學院亦會有部分學科採取「大類招生」，
一些競爭激烈及需要專業考試的學科將會獨立收
生。華雲生指出，「大類招生」並非鼓勵惡性競

爭，亦不能一刀切實施。
他認為，個別擔心招生問題的學系需較長時間處理，但

大學承諾不會削減資源。過去被指為「冷門科」的藝術及
音樂學系亦不會參與「大類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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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

隨 明年步入大學4年制，最後

一屆的「拔尖計劃」已劃上句

號；頂級人才難求，各大學只有另想辦法招攬精英。香港中文大

學常務副校長華雲生透露，在新學制下，校方計劃推出3大招數吸

引尖子入讀，包括接受中學校長提名；也考慮讓學生提早畢業，

個別科目以考試取代學分，學生最快可用3年完成4年制課程。同

時，中大研究在暑假及中學階段招收中學生入讀「預備班」及參

與研究，提早向尖子招手。

迎戰新學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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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林建華批評教育局對獎助學

金安排的措施執行不一。
資料圖片

■菲什曼(左)和科斯塔(右)勉勵年輕一代要找到自己
喜歡的「正工」(Excellent Job)。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中大8
個學院明
年將彈性
招生。
資料圖片

■華雲生透
露，在新學
制下，校方
計劃推出3
大招數吸引
尖子入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獎助學金新安排 直資校批教局僵化

本 內容：文匯教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