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日常用語

粵普字詞相同
從北京來香港讀書的雅麗平易近人，班上的

同學都喜歡主動跟她說普通話。每當雅麗與同
學的溝通出現問題時，班長陳樂就會出現，為
大家解惑。今天他們就在一家餐廳裡圍坐㠥一
起說普通話。

陳樂糾正 希明不語
「我想吃雪糕，不如待會兒一起去超市買？」胖妞小霞說。陳樂馬上糾

正道：「你應該說『冰淇淋』和『超級市場』。」小霞笑說：「我想吃冰
淇淋，吃完飯我們再去超級市場買！」大夥兒都點頭說好，惟有高材生唐
希明默言不語。

「昨天我跟小勇煲電話粥時，他爆料說教體育的何老師好像已被校長炒
魷魚了！」曉華瞪大眼睛說。同學還來不及表示驚訝，陳樂又糾正道：

「是『開電話會議』、『發表令人吃驚的消息』和『解僱』。」曉華笑說：
「我跟小勇開電話會議時，他發表了令人吃驚的消息，就是說何老師好像
已被校長解僱了。」大夥兒追問何老師的情況時，惟有唐希明緊閉㠥嘴。
他往雅麗看去，瞥見她正帶笑盯㠥陳樂。

「看來何老師不能再每天坐的士，要改坐巴士了。」陳樂說：「是『出
租車』和『公共汽車』。」小霞笑說：「謝謝班長的教導！」這時唐希明
發現雅麗仍是一臉笑容，便賭氣舉起手嚷道：「服務員，埋單！我要走
了！」大夥兒愕然了，陳樂卻平靜地說：「你應該說『結賬』。」唐希明
一聽，生氣得站起身來，大聲說道：「我受夠了！你以為你很會說普通話
嗎？雅麗，快把事實告訴大家！」

同學疑惑 雅麗解說
一眾同學疑惑了。雅麗才吞吞吐吐地說：「其實在普通話裡，也有雪糕

xue g o、超市ch o sh 、煲電話粥b o di n hu zh u、爆料b o li o、
炒魷魚ch o y u y 、的士d sh 、巴士b sh 和埋單m i d n⋯⋯」雅
麗說完，又忙㠥解釋：「雖然也有『巴士』，但我們最常說的還是『公共
汽車』，陳樂他說的也不全錯。」唐希明追問雅麗：「那你剛才為甚麼不
說呢？難道你對他⋯⋯」

同學看看一臉尷尬的陳樂，再看看憂心忡忡的雅麗，心想：「原來普通
話與粵語的詞彙也有共同之處，不知道雅麗和陳樂又有沒有同樣的心意
呢？」

■梁麗詩 協恩中學普通話教師
電郵：misslaisze@gmail.com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華師大科研經費增至1.2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深圳市日前發布《深圳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
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當中明確要加強深
港澳台教育合作及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更
指出要探索引進香港知名高中和幼兒園到深
圳聯合辦學。

研「一試三證」增合作
根據規劃，深圳將㠥力推進深港澳台學術

交流和學生雙向交流，引進港澳知名高校到
深合作辦學，與香港在落馬洲河套地區聯合
發展高等教育項目。同時探索深港澳建設職
業教育「一試三證」新模式，推進三地在職
業人才培養培訓和考試等方面的合作。探索
引進香港知名高中和幼兒園來深聯合辦學，
深入實施深港澳中小學幼兒園姊妹校（園）
締結計劃。同時，積極開展深港教師聯合培

訓和中小學校長交流。

鼓勵有條件校海外辦學
規劃還指出，深圳要探索引進香港和國外

知名高校，合作共建學科專業、實驗室和研
究機構，聯合培養本科及以上專業人才。支
持高校引進國外高水平的學術團隊和優秀教
育管理人才。引進國際知名高中來深合作辦
學，創辦中外合作示範高中。支持有條件的
高中與國際知名大學開展合作。支持中小學
與國外學校締結姊妹校。積極引進國外知名
學前教育機構來深合作辦學。鼓勵有條件的
學校在海外辦學。

大力發展留學教育也寫入了規劃中。據
悉，深圳將實施留學生交流計劃，支持大
學、中學與國際知名學校開展多種形式的學
生交換互讀；通過設立基金等有效方式，吸
引境外學生來深留學，支持在校大學生到境
外留學；推進以科研項目和課題研究為依托
的公派留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生華）

中國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大學發展
除了教學及研究並重，更需走向高
水平之路。今年9月新上任的華中
師範大學校長楊宗凱，近日訪港參
與第二屆亞洲地區教育大學校長論
壇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分享其
教育理念。在楊的思考中，大學發
展應涉及5大範疇的高水平，包括
管理、人才質量、學術研究科技創
新、社會服務能力，以及文化傳承
與創新等。

華師大為國家教育部直接管轄
的6所師範類大學之一，為推動大
學發展，上任不久的楊宗凱即在
今月召開「腦震盪」會議，請全
校教授學者、所有中層以上幹部
就大學未來發展進行戰略思考，

致力向各方面的高水平之路進
發。他認為，大學要做文化創新
和傳承的重鎮，而華師大正在打
造具價值的文化創新平台群，包
括多個國家重大文化工程項目。
同時，該校近年的科研經費激
增，由8年前每年3千萬元升到去
年的1.2億元人民幣，希望在這科
研創新氛圍中，能培育出未來的
創意大師。

國家擬以衛星促公平學習
身兼國家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戰

略規劃專家組組長的楊宗凱又透
露，國家教育信息化工作會議將
要召開，屆時行動計劃也將出
台，國家會在全國分層次建設教
育信息化的示範基地，其中為力

促教育公平，國家將會發射能全
面覆蓋邊遠貧困地區的教育衛
星，通過視頻等技術，讓貧窮地
區孩子也能分享到中國最優秀特
級教師的授課。

他強調，信息化與教育、教學
緊密融合，已是非常重要的趨
勢，對中國來說，如何讓教育信
息化可持續發展，促進教育公平
與資源共享，會是關鍵課題。

陳繁昌：歐高校重投資科研 港搶人才擁3優勢

背靠祖國成關鍵
奇蹟科大臨挑戰

借瑞士「做會」模式
解港科研資金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歐陽文倩）在回流香

港前，陳繁昌曾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總監，對世界
各地科研資金相關制度有一定認識。他表示，是次歐洲
行發現，雖然瑞士本身已有不俗的科研資源，但近期卻
進一步積極爭取與歐盟設立「做會／標會式」科研基
金，以加入與歐盟各國一同競逐，既推動研究項目質素
的提升，又壯大科研資金的總額，特別適合在一國兩制
背景下，香港與內地科研資源的互動作參考。

陳繁昌形容，有關科研基金運作與傳統中國民間的
「做會」或「標會」相近，參與單位各自投入一筆資
金，並定下自己的科研項目以競逐這筆基金，而質素
最佳的項目將會得到資助。他表示，瑞士雖非歐盟成
員，在科研資金共享方面卻勇於開拓新的合作模式，
克服政治上可能存在的障礙。

長遠發展對兩地均有利
資金不足是近年香港科研面對的其中一個主要問

題，而在「一國兩制」背景下，內地較充裕的科研資
源卻未能「過境」供香港院校使用。陳繁昌認為，瑞
士與歐盟科研合作模式，對香港與內地有關方面合作
有很大啟示，例如可以由兩地合資科研基金，大家再
各自以科研項目去申請競逐，既可在香港科研資源的
投入帶來突破，而長遠來說雙方獲批資金機會均等，
也能避免出現「誰佔誰便宜」的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高
等院校近年於世界大學排名屢創佳績，港
大、中大、科大3校於多個排名榜都已穩佔
全球50強、亞洲5強之位。其中，科大便於
今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及QS世界大學排名
分列41位及40位，於QS亞洲大學排名更榮
登第一，創下輝煌成績。陳繁昌直言，當
與外國交流時，大學排名便顯得尤其重
要，「雖然不可以被它控制了學術發展，
但也不能忽視」。

論文被引用 提教員士氣
陳繁昌強調，大學發展不能為排名左

右，縱使成績不俗也不應自滿。事實上，
他認為部分排名榜的準則如歷史、校園面
積等，意義並不大。不過，他亦坦言，大
學排名榜所作的一些分項統計，如論文被
引用的情況等，能對比其他學校情況，對
校內教職員士氣及自我檢討，都有一定參
考意義。

在現實層面，他表示，排名於和外國交
流的時候顯得尤其重要，「你跟別人說香
港科技大學，他們不一定認識你，但由於
有排名，傳媒和學校知道你是亞洲第一，
就會樂意與你多聊幾句」。他笑言：「就算
你不看，別人也會看。」

盼清華北大 超劍橋牛津
陳繁昌又指，包括香港在內大中華區的

大學，與歐美名校仍有明顯差距，需要相當長時間才
有望追趕。說到心目中真正的排名，他寄望如果有一
天，世界不同地方的學生都希望到北大、清華等校升
學，成為今日學生心中像劍橋、牛津夢寐以求的學府
的話，「That's the real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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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多國教改推國際化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前，陳繁昌剛完成兩星期的歐洲多國大學訪問返港，

他一坐下就急不及待分享歐洲行的啟發，「歐洲大陸多個國家正進行高等教育
改革，將課程改為3年學士和2年碩士，2年的碩士課程以英語進行，令自己更
國際化，而歐盟的教授和學生，更可以互相到不同國家發展」。

有關改革只是人才爭奪戰的前哨，陳校長指，儘管歐洲經濟欠佳，但歐盟及
各國政府反而更重視科研投資，單一學科的研究中心投放資金便以10億歐元
計，而各地著名的理工及科技學院，亦正向全球頂尖科研人才招手，如瑞士的
洛桑聯邦理工學院，近期就聘請了多個來自不同地區的教授，「加上發展成熟
的美國、冒起中的亞洲，無論新、舊科技區都在加入競爭，激烈程度可想而
知」。

瑞士發展模式值港借鏡
在歐洲各國中，陳繁昌對於瑞士的見聞感受最深，他指香港與瑞士人口相

近，且亦以銀行金融業為核心，但當地同時將科技視為未來經濟發展命脈，態
度遠較香港進取。他又指，為營造更有利的條件，近期瑞士更成功與歐盟開拓
了科研資金共享的嶄新互惠模式，正堪為香港與內地未來的協作借鏡（見另

稿）。

可配合內地重科教興國
面對這樣的競爭，陳校長直言挑戰嚴峻，但在另一片大陸上，他看到香港科

研發展的倒影—透過跨境合作提升實力。他解釋指，香港現時擁有3大優勢，
其中國家重視「科教興國」，香港背靠內地，如能有效結合資源及產業，加強
開拓更多科研協作，是極為重要的關鍵。

另外香港院校以英文溝通的國際化傳統、知識產權保障完善及具資訊自由，
加上近10多20年來累積的「江湖地位」，已建立不俗的基礎。他說︰「香港加
上珠三角地區，就已經是很豐富的一堆『原料』，我們有人才、有好的大學、
有（科技產業）市場、有法律，又國際化，有很大的潛力。」

期待挺港科研措施落實
陳繁昌指，過往對科技並不積極的香港政府，亦已開始「起步」工作，如為

各院校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提供每年200萬元資助。另外，近月中央政府更落實
科技方面的挺港措施推動兩地協作，「現在已聽到『雷聲』，還未正式『下
雨』，下一步就是讓兩地政府再作深入研究」，讓社會靜待「收成」的來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任智鵬）香港科技大學在成

立短短20年間迅速崛起，在今年的QS亞洲大學排名中，更躍升

為亞洲第一，甚至被譽為「奇蹟大學」，連校長陳繁昌也笑言，

今時今日的科大，總算有些「江湖地位」。然而「守業」總比

「創業」難，陳繁昌指，現時世界各地特別是歐洲大陸的理工科

大學，正焦點於投資科研及改革制度，令科大以至全香港，於吸

納人才及發展科研上面臨激烈競爭與挑戰。但他亦表示，香港現

時仍存在3大優勢，除良好的高等教育往績、完善的社會制度

外，背靠內地並將進一步加強科研合作，更是未來發展的關鍵。

深擬引進港知名高中幼園

■《深圳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日
前發布，當中指出要探索引進香港知名幼兒園到
深圳聯合辦學。圖為深圳市幼兒園學生。

資料圖片

■陳繁昌指，香港於科技人才及資源上，正面對歐洲、美國以及亞洲各地的激烈競
爭，需要與內地開拓協作，結合兩地的「原料」尋求更佳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陳繁昌(右)早前訪問歐洲多個國家，既為科大招兵買馬，亦希望能加強與當地大學
合作。左為科大副校長翁以登。 科大提供

■楊宗凱認
為，大學發
展應涉及5大
範疇的高水
平，包括管
理、人才質
量、學術研
究 科 技 創
新、社會服
務能力，以
及文化傳承
與創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