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早前有報道指，建校10年
的蒙特梭利國際學校現時位於天后的前津校校舍，將於
2014年租約期滿後不獲續約，有非政府團體計劃在該處與
政府合建青年旅舍，引起校方不滿。事件擾攘多月，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昨表明，在該土地繼續作為學校用途的前提
下，政府已決定暫不會在該處發展青年旅舍，學校或有望
續租。吳克儉又指，近日已親自與該校校方會面，介紹政
府上月撥出的4個供國際學校發展的空置校舍，他鼓勵有關
學校盡快申請，預計明年首季完成分配工作。

建校10年3度搬遷

蒙特梭利國際學校早前稱，該校建校10年一直欠永久校
舍，曾3次搬遷，最近一次是於2010年經教育局轉介遷至由
建造商會管理的天后廟道62號，該地原址是商會用來營辦
非牟利學校，租約至2014年。不過，早前有報道指，有非
政府團體計劃在該處與政府合建青年旅舍，以解決年輕人
住屋需要，令學校不獲續租觸發不滿。

擱置改建青年宿舍
對有關問題，吳克儉昨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近日

民政事務局已向相關非政府機構表明，在該土地繼續作為
學校用途的前提下，政府暫不會於該處發展青年宿舍。而

針對蒙特梭利校址問題，他強調當局設有既定的校舍分配
機制，學校可按程序向由官方及非官方成員組成的校舍分
配委員會申請，委員會會考慮一籃子因素包括學校教育質
素、擴充需要、收生政策及財務狀況等，而上月當局又再
推出4所空置校舍，鼓勵該校盡快申請。

有議員提到，另一為猶太人而設的國際學校Elsa High

School同樣未有永久校舍，預計2014年要另覓校址。吳克儉

回應指，鼓勵校方主動提交更多資料，以便教育局提供協

助。另外就整體國際學校學額需求，吳克儉稱目前全港有

47所國際學校，提供3.7萬學額，就讀學生約3.3萬人，入讀

率為89%，但他指，因個別國際學校偏遠，造成部分地區學

生與學額不相稱現象，亦有小學個別年級出現學額短缺，

教育局已委託顧問檢視有關學額供應及未來供求，報告將

在今年年底完成，屆時將就具體情況再研究相關政策。

港「字母詞」多元化

今期起，談談泛華語地區各地具特色
的字母詞，首先說說香港。由於歷史原
因，香港形成兩文三語的語言特點，無
論口語還是書面語，中英文夾雜、「三
及第」類別文體均十分普遍，故香港

「字母詞」的數量，比起其他各地都是最
多的；而其「字母詞」的特點，亦與香
港「馬照跑、舞照跳」的社會生活密不
可分。

在香港，大家愛唱「卡拉OK」，因而
衍生出「唱K」、「K房」、「K迷」等
詞。其實「K」有多種含義，最早是用
來指代金飾含金量，例如「K金」。此
外，「K」也可指毒品，例如「K仔」、

「索K」。至於跑馬、賭波更是不少港人
熱衷的消遣活動，其中的賽馬術語都是
字母詞，例如「三T」、「孖T」、「位置
Q」等，馬迷不會陌生。

地道創新 取代粵語
粵語「字母詞」是香港詞語一大特

點，不少英語單詞直接進入口語中，久
而久之成了地道的粵語詞語，如「Ball
場」、「Band友」、「知多D」、「Fans」、

「 F A X 」、 「 f i t 人 」、 「 Q 嘜 」、
「O.T.」、「阿Sir」、「T恤」和「XO醬」
等。近年粵語「字母詞」更有不少創
新，例如「O嘴」、「升cup」、「chok
王」、「high爆」、「Wet妹」和「hea」
(粵拼為he3)等，均以字母拼音取代粵語
字詞，有些更紅爆網絡。至於經濟、科
技方面，則有「A股」、「H股」、「H
按」、「P按」、「IT人」和「SD卡」
等。

自訂車牌 創意十足
順便一提香港的車牌，以前傳統的車

牌號碼一般是由2個英文字母加4個阿拉
伯數字組成。

2006年起運輸署推出「自選車輛登記
號碼計劃」，市民可自訂車牌，於是各種
有趣的英語單詞、字母與數字的組合都
成為了車牌號碼。曾有網民搜集奇趣的
車牌名放上網頁，其中不少甚有創意，
讀者不妨留意一下路面上的車子，或會
有意外收穫。以後再談新加坡的「字母
詞」。

本專欄連載至今將近百期，筆者感激
各界讀者支持，並歡迎大家提供意見，
電郵為xishuoxiny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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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製阿凡達式機械人 3科大生創業奪獎

蒙特梭利國際校有望續租校舍

地產代理見有一成個案 學者：室友人品勝性別
非情侶合租慳錢
內地生「無宿」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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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租較划算 不抗拒異性
近年本地院校不再保障內地生可享全

宿，不少學生可能在第二年或第三年要
到校外租屋，部分學生為了湊夠人分擔
租金，更會與異性同學一起合租。美聯
物業高級區域經理馬立成指，從將軍澳
的租務數據可見，每10單內地生租屋個
案中，就有1單為非情侶的男女合租，

「畢竟香港租金貴，這區的房子較大，合
租是比較划算的選擇，男女合租有時也
是迫不得已」。中原地產分行經理黃裔材
表示，沙田也有此現象，2男2女一起合
租亦有出現。

科技大學內地生學者聯誼會副主席唐克
坦指，該校有內地生基於租金考慮，與異
性同學合租，主要是情侶再加上同學的配
搭，「但多數人還是想和同性合租」。

可增強信任 需注意衣
香港大學的內地生張同學就是其中一

個合租例子，由於升讀三年級無法繼續
住學校舍堂，她與一對男女同學共同合
租房子。她表示，自己雖然更希望與同
性好友合租，但對與異性合租也不介
意，「只要室友是相熟的同學，品德合
格、無不良習慣，就不會刻意排斥。我
的父母也沒有特別反對，只提醒我和男
生合租時要注意形象，在他們了解那位
男同學後，也就比較放心」。

她認為，與男同學合租有好有壞，好

處是同學間信任增強，合租後男同學還
能幫助搬運傢具等；壞處則是要注意在
家衣 、與男同學比較少共同話題致交
流不多等。

女生多不便 生活壓力大
不過，也有身在其中的內地生認為男

女合租變成一種負擔。在港就讀商科的
陳同學曾與一對情侶合租，但作為女生
的她，發現這樣的生活有太多不便，比
如上廁所時要多次確認門是否鎖好，或
者在家時需要特別注意衣 等，「在家
原本應該是舒適愉快，但反而成為負
擔」。她表示，特別是跟情侶合租，如果

情侶有過於親密的行為，自己也會非常
尷尬。結果，她合租1個月就立即搬走，
更表示如果有選擇，她會堅決選擇與同
性合租。

對於這種合租，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
教授阮丹青認為，隨 社會風氣日益開
放，有這樣的合租亦很正常，大家毋須
用負面眼光看待，但大學生應為自己的
自由及行為去負責。她表示，這樣的合
租相信內地父母大多不會願意，所以學
生更應先與父母溝通，減少父母的擔
心。她又指，香港民風相對純樸，相信
不會有大問題，與其關注性別，不如關
注室友的人品和生活習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租金高昂，一些不獲分配院校

宿舍的內地生除了選擇窩居「 房」外，也出現了「非情侶的男女合

租」，以分擔租金。不同地區的地產代理均表示，非情侶的男女合租近

年有上升趨勢，約每10單內地生租屋生意中就有1單。同一屋簷下，有

人不介意屋子裡有男有女，亦有人覺得與異性同住諸多不便，合租1個

月後即退出。有學者認為隨 社會風氣日益開放，男女合租沒有甚麼

問題，又指室友的人品和生活習慣比性別重要，作為大學生亦應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每年
接受政府達2億元資助的英基學校協
會，早前推出「提名權計劃」，家長只
要為每名子女繳交50萬元「提名費」，
而學生達到入學要求，便可獲優先分配
學位，引來部分家長不滿，擔心計劃把
教育變成金錢交易，違反公平辦學精
神。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回應指，已要
求英基向有意申請提名權的家長清楚交
代計劃詳情，確保家長在申請過程中獲
充分資訊，局方也會要求英基在賬目中
清楚羅列提名權計劃下的收入及財務狀
況，確保所得金額符合其指定用途。

計劃佔150額 入學須達標
吳克儉昨回覆立法會質詢時指，當局

於今年5月知悉英基會以「提名權計劃」
取代其現行的企業保證計劃，並將有關
收入全數預留屬校基建項目，按局方理
解，「提名權計劃」只針對3類人士，

包括優先考慮尚未來港居住的，或持有外國護照、
有條件逗留的已來港申請者，學額只涵蓋150個，佔
總學生人數2%，影響甚小，希望家長放心。而申請
者的子女必須符合英基入學要求以及通過面試才可
獲取錄，相信不存在「畀錢買學位」。

另外就英基資助狀況，吳克儉表明，英基現行的
資助方式未來將會逐步取消，但在任何新安排落實
前，已入讀學生的利益不會受影響。教育局會與英
基繼續討論它在本地教育體系中的角色及發展方
向。

「請說普通話，請寫
規範字」這句標語張貼
在武漢大學大部分教學

樓和學院大樓的牆上，提醒學生盡量在校園學習環境裡說
普通話、寫簡體字。對於我們這些來自香港的學生，以前
在香港說普通話的機會不多，寫簡體字亦只為在考試中能
快速寫字，並不規範，因此，克服語言文字的差異是個難
題。

入鄉隨俗 多說多寫

我的普通話不好，跟別人聊天時常鬧出笑話，我說「大
霧」會變成「盜墓」、「被逼」變成「卑鄙」等。上星期我
在校園裡買東西，老闆問我是不是一個人來武大旅遊，令
我哭笑不得。我明白要入鄉隨俗，說普通話、寫簡體字是
不能避免的。於是我便像學習英語一樣，實行多聽、多
說、多讀和多寫，多管齊下學好普通話和簡體字。

每天練習 克服恐懼
現在我會每天聽普通話歌曲及新聞。認真聽清普通話的

每一個字是學好普通話的基礎，如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

播，主持人代表了普通話的最高水準，非常值得學習。另
一方面，我正努力克服對說普通話的恐懼，常跟內地生聊
天，即使是和港生談話，我也會說普通話。

在多讀方面，大學的課本絕大部分都是簡體字，且宿舍
每天都會有免費報紙派發，現在我基本上看懂大部分的字
了，再加上每天晚上我都會用簡體字寫一篇日記，記錄在
內地每天的點點滴滴，這些「訓練」令我對簡體字的掌握
愈來愈好。

語言是一個文化中最表面也是最深層的東西。讓我們一
起讀懂中國，在這裡，請說普通話，請寫規範字。

■Claire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一年級港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神州求學記
說普通話 寫規範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人生目標
不一定要靠讀書尋找，看卡通片亦可覓得
創業理想。香港科技大學3名學生因熱愛機
械人，決定創立水底機械人製作公司

「ROBUST」，將小時候看卡通片的幻想，
實現成為可以奮鬥的理想。他們更以水底

機械人「海神」，參與本月中舉行的「亞洲
創新論壇青年創業大獎」，除打入最後六強
外，更勇奪「創新嘉許獎」揚威東京。

看《變形金剛》愛製機械人
港科大團隊中年紀最小、就讀計算機工

程學系三年級的何龍德表示，小時候喜歡
看《變形金剛》，所以萌生製作機械人的念
頭。升上大學後，他更找到一班志同道合
的機械人愛好者一起分享夢想，「快要畢
業，我不想因為要找工作而放棄我的夢
想；與其找一份自己不喜愛的工作，不如
創造一份屬於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便與
2 名 科 大 師 兄 「 膽 粗 粗 」 創 立 了

「ROBUST」。
團隊在去年研發了第一代水底機械人，

今年再推出新一代水底機械人「海神」。3
人中的「老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二
年級碩士生梁俊彥表示，「海神」最大的
特色是運用了電影《阿凡達》概念，即是
將人的意識加至機械人中。

操作者只需要穿上感應衣服，機械人便
會「跟隨」做動作；操作者亦可戴備特製
的3D眼鏡，觀看機械人利用攝錄機在水底
拍攝的影像。

零件「平靚正」製作成本低
梁俊彥指，因為團隊會四處搜羅「平靚

正」零件，「海神」的製作成本僅約10萬
港元，遠比歐美國家一般要花20萬港元至
30萬港元才能製作出類似機械人超值。因

此他認為「海神」絕對可以吸引買家，現
已有不少機構表示對「海神」有興趣，包
括警隊和漁農署等政府部門。

創業需知識 讀商科增值
他又表示，研發機械人除可滿足自己，

更希望「行多一步」，「創業非常困難，不
單要有技術，更需要市場觸覺」。因此，他
們在這一兩年積極參加大學的創業講座，
以及上商科課堂裝備自己。他預計，明年
公司將會正式註冊和運作；近日更有日本
投資者主動聯絡，並希望有合作的機會。

亞洲創業獎 六強科大佔二
「亞洲創新論壇青年創業大獎」10月中

旬於東京舉行，參賽者包括237隊來自香
港、內地、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國家地
區的隊伍；最後六強可進入總決賽，其中
有2隊是來自香港科大，包括「海神」及負
責「基於PETAL技術特製的大尺寸背光專
用LED模組」項目的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生
吳丹。港科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客座
助理教授胡錦添表示，是次大賽讓學生將
技術進一步實踐，並藉 創業將技術發揚
光大。

■前左起︰陳海林、「海

神」、何龍德；後左起︰陳錦

添、梁俊彥。記者劉思諾 攝

■吳丹憑「基於PETAL技術

特製的大尺寸背光專用LED

模組」亦躋身六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吳克儉要求英基向有意申請提名權的

家長清楚交代計劃詳情。 梁祖彝 攝

■近年內地生來港求學，不少要在校外租屋。圖為內地生聚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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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住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