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詞需斟酌 忌望文生義
筆者發覺不少人在寫文章時，用詞常常

出現偏差，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對個別字詞
有誤解，以致望文生義、生造詞語。更甚
者會讓他人誤以為正確，延續使用。試看

看以下例子，找出問題所在。

擁有特長 正寫「擅長」
1. 李崇光最善長畫國畫，在今年的校際比賽中還得了大獎呢！

其實，在現代漢語中，只有「擅長」和「善於」2個詞語，均表示在
某方面有特長之意，後面會跟動詞或動詞短語，2個詞語不能寫成「善
長」和「擅於」。

離開塵世 應說「去世」
2. 上個月，我一生中最尊敬的劉教授去逝了，至今我的心情都不能

平復。

這句話表面看上去，相信大家都不會覺得有甚麼問題，但仔細想想
在漢語中是沒有「去逝」這個詞語的，只有「逝世」，句中「去逝」應
改為「去世」。「去世」中「去」為離開之意，「去世」即為「離開塵
世、逝世」。

完結之意 使用「畢竟」
3. 哥哥從去年開始獨自到澳洲讀書，雖然他一個人背井離鄉很孤

獨，但必竟是他人生中的寶貴一課。

句中「必竟」應改用「畢竟」。「畢竟」從組詞結構上看，屬於並列
式合成詞，其中「畢」有「完結、完成」之意。「畢竟」為副詞，表
示追根究底所得的結論，意為「究竟、終歸、到底」。漢語中沒有「必
竟」這個詞語。

不可少的 要配「必需」
4. 有愛心、懂禮貌、善解人意是做為一名志願者所必須的條件。

這句話中，「必須」是副詞，表示事理上和情理上的必要。意為
「一定要」，它後面常常跟動詞或動詞性短語。如：這是必須要做的
事。而「必需」則為動詞，意思是：「一定要有的、不可少的」，往往
作謂語或定語。如：這是人在生存上必需的本領。所以說，句中的
「必須」應改成「必需」才正確。

訴說不滿 只屬「抱怨」
5. 不開心的事一件接㠥一件，我心裡不覺報怨㠥，真是太倒霉了！

很明顯我們看到句子中的「報怨」用錯了，應改為「抱怨」，在漢語
中「報怨」是「對所怨恨的人做出反應」詞意較重，如：以德報怨。
而「抱怨」是「心中不滿，數說別人不對的事情、埋怨」，詞意較輕，
如：這次考試成績不理想，只能怨自己努力不夠，不能抱怨別人。
以上所述錯誤經常出現在個別報章雜誌中，希望大家在使用詞語時

要多加斟酌字詞的真正意義，切忌望文生義，用
錯了詞語啊！ ■資料提供：楷博語言培訓

http://www.putonghua.com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羅湖港人子弟校慶10周年

製品方便「老友記」 理大展「i.do」設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
兩所港人子弟學校之一的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日
前迎來10周年校慶。該校以兩文三語教學，銜接
深港兩地教育，學生人數由成立之初的16人發展
到現今800多人，其中港生佔8成。多名學生家長
及香港教育專家均表示，希望港府能研究及考慮
批准將基礎教育福利帶離境，讓更多內地港人子
弟受惠。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港方校長廖翔顯介紹指，10

年前學校成立之初只得一間課室16名學生，經營
條件艱苦，在辦學過程中還遇到諸多深港教育體
系不同而造成的問題，至近年才慢慢步入正軌，
獲兩地教育部門支持；2009年起學校更獲納入香
港升中派位體系，至今已有50多名學生獲派香港
中學。

港人子女內地讀書貴
在校慶活動上，畢業生家長、港人郭象進表

示，自己一家住在深圳，打算讓孩子日後返港發
展，但內地和香港教育制度大不同，曾因此大感

頭痛及彷徨。最後他選了港人子弟學校，如今女
兒雖未返港，但考得深圳名牌中學，英文成績也
不俗，很是開心。
不過他指，港人子女在內地教育費用負擔沉

重。據悉，目前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每學期學費為
4,400元(人民幣，下同)左右，但已屬較低水平，
記者了解多間開設香港銜接課程學校，學費均在
7,000元以上。郭象進又指，女兒目前在深圳雖然
考上素質不錯的公立高中，但因是港人身份，每
年仍要支付較深圳學生高許多的學費，希望能得
到港府的資助。

盼港教育福利可出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楊耀忠是羅湖港人子

弟學校成立的牽頭人之一，他指出，內地尤其是
深圳聚集了大批港人，加上近年內地孕婦到港產
子人數不斷增加，內地港人子弟將越來越多，其
教育問題值得關注。他表示，希望港府考慮批准
港人教育福利出境安排，如先在深圳、廣州等地
設試點，之後再慢慢擴大至廣東全省，讓在內地

讀書的港人子弟亦享受到免費教育。
至於有消息指深圳將鼓勵香港幼稚園和高中北

上合辦基礎教育，楊耀忠表示，考慮到成本以及
土地等問題，相信不易實現，但可嘗試研究。廖
翔顯亦指出，除非兩地政府能夠就資源、政策等
問題協商妥當，否則短期內難以實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

文）人口老化是世界關注的議
題，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舉辦的
「i.do」國際設計工作坊，過去
2年均以幫助長者為題，讓本
港修讀設計的學生透過為期6
星期的交流及研究計劃，與各
地學生合作，設計適合長者使
用的生活產品，助「老友記」
度過愉快的晚年。為總結工作
坊過去3年成果，理大特別由
昨日起至下月9日，於校內設
計學院展出相關設計。

訪長者居所理解真正需要
每年一度的理大「i.do」國際設計工作

坊自2005年開辦以來，今年共有26名來自
世界各地的學生參與，分成4人小組，透
過6星期的交流及參觀活動，攜手設計適
合長者的生活用品。曾參加工作坊的理
大工業產品設計二年級學生許方彤，便

與組員設計了一套長者廚房標記系統，
利用變色磁石圖示牌，提示長者食物的
存放位置及時間，「最重要避免老人家
食過期食物」。她指在組員參觀過長者居
所，了解他們真正的需要後，產生相關
設計概念。她笑言：「好多老人家都有
儲物喜好，雜物堆滿屋」，希望利用設計
的產品便利他們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一個西裝筆

挺的年輕中樂師，輕鬆地用二胡拉出《崖上的波

兒》的旋律，成為全場焦點；旁邊同樣西裝筆

挺、卻不甚起眼的哥哥，如觀眾般默默地看㠥弟

弟表演。也許他已習慣了這個背後的角色，自父

親去世後，哥哥理所當然地成為家中支柱，更犧

牲自己讀大學的機會，投身社會，為的就是擔起

一頭家。面對弟弟要瀟灑走上音樂路，從爭吵、

冷戰，到容讓，今天看㠥這位香港中樂團最年輕

的中樂師，哥哥早已放下心頭大石，彷彿弟弟所

完成的夢想，和自己以往曾渴望的，閃㠥同樣的

亮光。

現年23歲的司徒健是演藝學院音樂(榮譽)學士應屆畢業
生，主修二胡和高胡，他還懂得演奏中胡、京胡等10

種樂器，是備受注目的年輕樂師。對於能獲得今天的成就，
他向一直在背後支持的哥哥說了簡短但貼心的一句：「真的
謝謝你。」

一個誓約 終生無悔
自司徒健出生開始，年長7歲的哥哥司徒文有了當「大哥」

的自覺；抱㠥年輕的小弟弟，雙手的使命就是保護與扶持。
那一年，司徒文成功考入理工大學酒店管理系後一星期，父
親離世了，家中只剩下全職家庭主婦的媽媽及就讀小六的弟
弟。他毅然輟學，離校投身警隊以保障家人生活。說起這段
往事，司徒文只覺得雲淡風輕，「當時我早已答應了㡖病在
床的爸爸，假如有升學和警隊兩條路，我一定會入警校」。

弟撕會考證書顯決心
升學夢就此落在司徒健身上，入讀拔萃男書院、拉二胡多

次獲獎，無論課內課外，司徒健都表現優異，家人期望自然
也不小，但他偏偏在中五時放棄了傳統的學術路，選擇到演
藝學院修讀中樂，「我從小就夢想在舞台演奏，我相信自己
能做得到」。帶㠥這份執㠥，司徒健不理家人反對，和哥哥
爭吵、冷戰，更將會考證書撕毀以示決心。想起當時，供書
教學的司徒文坦言︰「傷心談不上，不過真的很氣憤，當時
覺得自己讀不了大學，弟弟又能讀書，所以很希望他繼續升
學。」但見到弟弟的決心與堅持，司徒文也沒有再加以阻
撓，「自己也曾有過夢想，既然他有夢想，有決心，就讓他
去做吧」。

帶飯煲回校煮飯減負擔
不過，夢想也掛㠥一個價錢牌，每次到內地學藝，司徒健

都要花費一筆金錢，這樣就令家庭的擔子百上加斤。為了減
輕哥哥的負擔，司徒健不再到街外用餐，自己帶電飯煲回校
煮飯，發現「原來這樣也省下不少錢」，之後更遠赴北京拜
師學藝。憑㠥這份努力，司徒健不但以19歲之齡考入香港中
樂團成為特約樂師，更於2008年考獲賽馬會獎學金，經濟負
擔才減輕了些。
司徒健坦言，這筆獎學金對他「無論在資源、思想或心理

上」都有很大幫助，不但令他信心大增，一度反對其音樂路
的家人亦開始對他的努力寫下「服」字，「讓我感到自己的
音樂路終被肯定」。賽馬會獎學金每年提供約30個獎學金名
額予就讀8大院校及演藝資助課程學生，支援其學費及生活
費，涉及約30萬元資助。

考入理大父病逝 輟學造就中樂團最年輕樂師

養家圓弟中樂夢
投身警隊棄升大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歐陽文倩）

同樣獲得賽馬會獎
學金的黎譽心，是
另一個逆境自強的
例子。今年剛在香
港大學英文及教育
雙學士畢業、生於
教師世家的譽心，
中六時父親因身體
問題而不能再工
作，令家中頓失經
濟支柱，但靠㠥中
學校長及獎學金的
幫助，譽心順利圓

父親年少時的夢想，入讀港大，更以一級榮
譽成績畢業。她決意「繼承父業」成為英語
教師，希望透過教育「以生命影響生命」。
黎譽心的父母均為教師，後來母親全職家

庭主婦，父親則因太辛勞而不能再工作。當
時還在就讀中六的譽心和妹妹的學費，全靠
中學校長協助。雖然家中環境出現問題，不
過沒有動搖譽心做教師的決心。她更在17歲
時，根據自己於心光學校的義教經驗，出版
小說《尋找幸福玻璃鞋》，以行動證明「自己
無論如何都會追尋夢想」，並藉此鼓勵他人。

賽馬會獎學金減負擔
「我們家住在港大附近，父親每次和我路

過港大時都會跟我說：『我以前不能升讀港
大，將來就靠妳完成我的心願。』」果然，譽
心之後也憑㠥優異成績順利升讀港大教育學

院，更因熱心社會服務，獲得香港賽馬會獎學金獎
勵。她表示︰「獎學金不但幫助了我，也幫補了妹妹
的學費，減輕家人負擔。」
面對很多成績優異的同學都放棄教育工作另謀高

就，譽心慨嘆「他們都不明白教育是很偉大的工作」。
一級榮譽畢業的她，現已成為中學英文教師，希望以
身作則，為下一代出一分力，未來計劃再出書，分享
自己的教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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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偉聰】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二）辛卯年十一月初五

逢星期一至五出版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
灰
姑
娘
﹂
升
港
大

盼
承
父
業
執
教
鞭

志奮領獎學金接受申請

國情知識賽 學生個人賽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2012/13年度志奮領留英
獎學金計劃正式接受申請，
有關獎學金分兩類，分別資
助學生於英國修讀一年期碩
士課程及短期進修課程。英
國駐港總領事奚安竹表示，
志奮領留英獎學金旨在挑選
有潛質學生及專業人士前往
英國進修，讓他們發展潛能
及發揮所長，將來成為不同
界別的領袖。

志奮領留英獎學金由英國
外交聯邦事務部資助，是一
個全球性的獎學金，自1996
年開始在香港運作。申請人
可選擇一年制授課式碩士學
位課程或短期密集培訓課程2
種資助方式。
查詢志奮領留英獎學金的

詳細資料及申請，請瀏覽英
國文化協會網站：
www.britishcouncil.org.hk/chev

ening

香港文匯報訊 由國家教育
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特區教
育局、香港文匯報主辦的「大
白鵝盃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
大賽」，大學、中學及小學組

的學生個人賽已於昨天啟動，
有關賽事以即時報名即時比賽
形式進行，學生可到大賽網頁
http://cnc.wenweipo.com報名參
賽。

■司徒文(左)見弟弟司徒健(右)成為香港中樂團的樂師，才終於放下心頭大石。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三歲定八十」，司徒文(右)從小就愛護弟
弟，之後也為弟弟供書教學。 受訪者供圖

■司徒文(左)為擔起一頭家，毅然放棄大學學
位，轉投警隊。右為司徒健。 受訪者供圖

■黎譽心逆境下堅持理
想，終圓夢成為教師。

香港文匯報
記者歐陽文倩 攝

■深圳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日前迎來10周年慶
典，多名學生家長希望港府考慮批准港人教育
福利出境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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