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包尾到合格升中五 盼領校隊爭學界冠軍
重讀苦捱「英文關」
籃球尖子轉男拔 浸大邀普立茲獎得主分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拓闊亞洲和本地新聞教育界視野及提升
新聞實踐水平，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今日至本月24日舉辦為期6
日「第五屆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校方邀得6位獲得美國新聞界最
高榮譽普立茲獎得主和兩位客席嘉賓，以講座、研討會等形式與公眾交
流心得。

今年獲邀6位普立茲獎得主包括Clifford J. Levy、Craig F. Walker、Paige
St. John、Sara Ganim、James V. Grimaldi和Bill Adair。兩位客席嘉賓分別
是紀錄片製作人Julie Dressner和自由攝影師Jamie E. Cotten。

工作坊開幕典禮明日下午3時舉行，地點為浸會大學道校園（新校）教
學及行政大樓二樓演講廳。開幕禮結束後，多位普立茲新聞獎得主隨即
出席同日下午4時舉行的論壇，暢談「數碼世界中的高質素新聞」，歡迎
公眾人士參加，詳情可瀏覽：http://ppww.hkbu.edu.hk/chi/index.html。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三水
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日前於大埔運動場
舉行十九屆校運會（見圖），校監禤國全組織校董接力隊，親自上場挑戰
家長隊、教師隊和學生代表隊，現場鼓勵「加油」聲不斷，掀起高潮，
最後由家長接力隊奪冠。

禤國全在頒獎典禮上致辭，引用倫敦奧運香港單車手李慧詩作例子，
指她以無比毅力戰勝傷患，為香港奪得銅牌，希望同學可向她多多學
習。他又表示，同學要善用餘暇多做運動，強健體魄，並要把運動發展
為終身興趣。另該校法團校董會校董頒發各項團體獎盃予優勝者，由校
長吳美霞致謝辭，感謝辦學團體法團校董會校董及家長教師會參與和支
持，令校運會順利完成。

所謂「正音」，顧名思義，就
是標準語音，但由於歷史或文
化因素，某些地名特殊讀音即
使與常例不同，亦不視作誤

讀。

「大嶼山」讀為「大漁山」
例如「嶼」字，義為小島，粵音一般讀作「序」，但

「大嶼山」卻讀為「大漁山」，何故？就筆者所知，共有
三種說法：（一）有邊讀邊說。「嶼」從山從與，若謂

「有邊讀邊」，「嶼」當讀「與」才對。（二）趨吉避凶
說。有人認為，「嶼」、「罪」同音，大嶼山不讀作

「大罪山」，當為圖吉利故。此說雖不無可能，但尚不及
（三）沿稱古名說可信。

大嶼山古名「大奚山」。據《海國圖志》、《嶺南叢述》
所載，東晉盧循率兵起義，兵潰投海自沉，餘部逃逸至
大奚山一帶，以漁鹽為業。南宋初年，朝廷為富官庫，
特設九龍官富場，壟斷造鹽。寧宗慶元三年（1197
年），又以島民非法製運私鹽為由，大規模殺戮鹽民

（見《宋史》、《宋會要輯稿》、《輿地紀勝》）。「奚」
本義為奴隸，南宋統治者蔑視島民，故把他們的居住地
方稱為「大奚」。

居於島上的盧循後代（亦名盧亭或盧餘），相傳身上
長有鱗片，能待水中數日而不死，故被視為人魚異類，

有「盧亭魚人」之稱。《廣東新語．鱗語》、《粵中見
聞》諸書，亦載有島上發現人魚的傳說。或許如此，大
奚山又名「大魚山」，經口傳相訛，「魚」又有「漁」、

「俞」、「崳」、「山

俞」、「虞」諸異文。道光年間，朝廷
統以「大嶼山」為官方島名，但當地居民仍習慣沿稱古
名，讀「大嶼山」為「大漁山」，代代相傳。

「大嶼山」「嶼」讀為「漁」，只能算例外的特殊讀
音。不少辭書中，「嶼」字粵音只注為「序」，部分辭
書雖另標「漁」音，但均注明是地名「大嶼山」特殊讀
音。除了「大嶼山」外，其他如「島嶼」、「鼓浪嶼」、

「蘭嶼」的「嶼」，均應讀作「序」，不能讀「漁」。

「番禺」沿襲古名古音
有特殊讀音的地名，還有「番禺」，「番」本應讀

「翻」，但因沿襲上古音「古無輕唇音」的特點，f-聲母
改讀為p-，故讀如「潘」。又如澳門「媽閣」，「媽」本

應讀「嗎」，但當地人因沿襲莆田人在建廟時的福建
音，慣讀為「碼」。

誤解命名本義「披」變「陂」
不過地名異讀問題，並非概與沿襲古名或古音相關，

當中或有誤解命名本義而錯讀者，如元朗「大陂頭
徑」，「陂」讀作「波」，有傾斜之意；讀如「披」則意
指池糖。因當地附近未見池塘，不少市民均讀「陂」為

「波」。而根據官方解釋，「大陂頭」英文譯名為「Tai
Pei Tau」，從當地上世紀60年代地形圖所見，當時附近
亦有河流及蓄水池，故「陂」當讀「披」。另也有單純

誤讀者，如「希臘」的「臘」，本當讀
「蠟」，但誤讀為「獵」的人，時至今
日，仍然比比皆是。

■謝向榮 香港能仁書院中文系講師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地名特殊讀音非誤讀

禤景榮校運會 校董組隊挑戰男拔以往一向積極推動體育發
展，籃球及壁球負責教師劉宇

麟會恍如「星探」，四出留意有運動
潛質的他校學生，遇上合適者，會
邀請他們轉校男拔全面栽培。

當年在一所中中升讀中五的蔡再
懃，在籃球賽場表現拚搏，被劉宇
麟這位「伯樂」看中，以插班生身
份入讀男拔。不過轉校代價不輕，
蔡再懃要在男拔重讀中四。他在舊
校成績尚可，可是來到男拔這個全
新環境，適應得頗為吃力。中四課
程對他而言並非新事物，但全級排
名竟是最尾幾名。他曾想過放棄，
但幾經努力下，終在英語科「班級
測驗」合格。蔡再懃現已升讀中
五，成績漸有進步，球技大進，不
負老師所望。

壁球場小將獲賞識入校
至於男拔中六生楊皓偉，因為小

六時在壁球場的亮眼表現，獲劉宇

麟推薦入學。劉宇麟
坦言，初見楊皓偉
時，其技術水平只是
一般，「但他的拚博
和鬥心，令我留下深
刻印象」。楊皓偉最
終獲全額獎學金入讀
男拔。

獨具慧眼的劉宇麟
經常外出「揀蟀」，
他透露了一些秘訣，
包括留意運動員腳掌
大小，可估計對方會否再增高。腳
腕幼的年輕人，很可能甚有爆發
力、動作較靈活。

資助重點變 擬學術行先
男拔發言人表示，該校2011/12學

年獎學金達330萬元；至2012/13學
年調升至350萬元。校方有意調整
2013/2014學年重點資助項目，改以

「學術表現」為先，「體育才華」、

「音樂表現」及「其他項目」次要。
校方發言人表示，由於學生運動表
現突出，期望調節獎學金發放優次
比重後，可推動學術表現。發言人
又強調，學生不論家境，只要在體
育、音樂等表現出眾，均有機會被
發掘而獲舉薦入學。據了解，現時
男拔有1,300名學生，當中約100名學
生在「體育才華」獲25%至全額獎學
金，每年約10名新生入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

晉研）傳統名校拔萃男書院

近年一直以獎助學金形式嘉

許校內運動尖子，每年約10

新生獲獎。出身草根的蔡再

懃本來在觀塘一普通中學升

讀中五，學業平平，但因為

籃球了得，獲邀轉校男拔，

就算留班重讀中四亦在所不

惜。不過，由於最初未適應

英語授課，他的成績直插谷

底，在學校幫助及自身努力

下，終熬過英文難關；籃球

技藝更勝從前。他身為籃球

校隊隊長，目標是帶領籃球

隊邁向學界冠軍之路。

■蔡再懃(左)和楊皓偉(右)因體育表現出眾，同獲劉

宇麟(中)推薦入讀男拔。 馮晉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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