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奪國家總統獎學金 捨德加學位銀彈攻勢
薩國女狀元慕名來
科大海外生多猛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Carolina及Nanni兩位異國

尖子雖然離鄉別井求學，但2人

都有「精忠報國」的心態。作

為薩爾瓦多來港升學的第一

人，Carolina表示，除了會向自

己的學弟妹多作宣傳，鼓勵他

們來港裝備自己外，畢業後亦

會鼓勵他們回去建設祖國；

Nanni則希望透過網絡教學，提

升泰國以至亞洲其他英語不善

的學童的英語水平，當一個社

會企業家。

回中學母校介紹港升學

每次說自己來自薩爾瓦多，

Carolina都會看到同學一臉茫然

的表情，她介紹道，薩爾瓦多位

於墨西哥南方，主要說西班牙

語 。 當 地 有 㠥 7 0 0 萬 人 口 ，

Carolina笑言，與香港的擁擠程

度大致一樣，「不過我的國家還

是發展中國家，其實很多東西都

未被發展，所以我畢業後會回

國，幫助國家發展科技」。她希

望有關科技可以幫助到青少年和

兒童，「畢竟他們是社會的未

來，而且我覺得他們很需要幫

助」。

畢業大計尚要多等三四年，但

Carolina亦有短期計劃，「下月我會回去自

己的中學母校，向學弟妹介紹來港升學的

資訊，我覺得香港可以成為打開薩爾瓦多

的一扇窗戶，他們可在這裡裝備自己後，

再回去國家發展。現在我妹妹看到我在科

大生活的照片，也非常渴望到香港升

學」。

Nanni亦同樣有建設國家的雄心壯志，

有見不少泰國人雖然有能力又聰明，但

卻因英文不夠好，未能盡展才能，她希

望未來可以創立「Webminar」，即「網路」

（Web）加「講座」（Seminar），透過網路

去教當地年輕人提升英文水平，寫好自

己的履歷表，「為實現目標，我打算畢

業後去考飛機師，工作3年以賺取足夠的

時間和金錢，認真計劃及創立自己的社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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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薩爾瓦多的高考狀元，Carolina順
利獲得當地政府頒授的「國家總統獎

學金」，讓她可選擇到任何心儀的海外大學
升學。雖然身邊不少同學都選擇到美國升
學，但她依然決定到香港科大入讀工學
院，「我身邊的同學都問我為何要來科
大，而不去麻省理工（MIT），又說亞洲學
生這麼聰明，擔心我適應不來，建議我還
是到美國升學」。

世界轉變促來亞洲升學
不過她看過科大於全球學府中排名出色，

又有曾來港作交換生的友人極力推薦，
Carolina指︰「世界正在轉變，與其去環境

『安穩』及條件『優越』（safe and well）的美
國，我更希望來亞洲，起碼可以多學一種語
言，我也覺得亞洲很有趣。」

一個學期快將過去，除了一開始不習慣
香港的生活節奏外，Carolina已開始對這裡
的生活十分適應，「我覺得來港讀書比我
想像中還要好得多，這裡的教授很親切，
某些我較弱的學科，同學亦樂意向我解

釋。而且香港學生很用功，常常挑戰自
己，這亦能帶動我更努力」。她更計劃好下
年要參加科大著名的「本科生研究計劃」，
提升自己。

泰「牛人」指港讀金融更宜
生於泰國、在新加坡讀高中的Nanni亦同

樣放棄多間學府的招徠，來到香港科大入
讀經濟及財務學系，「我相信亞洲未來的
地位會更加重要，而香港是亞洲最優秀的
城市之一，金融業亦發展得很好。相對中
國內地和台灣地區，我覺得香港更適合國
際生就讀，而比起那些歐美國家，她們連
自己的金融問題都未能解決，所以我不打
算到當地學習」。目前Nanni亦活躍於課外
活動，除了上商學院「莊」之外，亦正在
參加創業比賽。

海外生國際化擬招德法生
科大本科招生及入學事務處助理處長鄒

枳榆表示，今年科大共招收了382名非本地
學生，比例由去年的18%增至20%，他們來

自64個國家及地區，除45%來自內地及台
灣，海外生佔55%，非常國際化，其中更首
次取錄來自保加利亞、埃及、希臘、摩爾
多瓦等地的學生。有關非本地生表現突
出，今年憑美國SAT試資歷入讀科大的新
生，平均分達2,087（2,400分滿分），而以IB
國際文憑成績獲錄取的同學，平均分高達
37.7（45分滿分）。本學年香港政府向東盟

國家、印度和韓國學生頒授10個獎學金名
額中，科大的海外生便勇奪其中5席，
Nanni更是其中之一。

鄒枳榆指，未來科大期望錄取更多非亞洲
地區的學生，有見來自法國和德國的學生畢
業後都有不錯出路，「其中一位德國學生更
獲知名企業波士頓顧問集團聘請」，未來科
大亦會多到這兩個國家宣傳及招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高等院校積極推動校園國際化，其

中科技大學今年便取錄上限為20%非本地生，當中海外學生的比例達55%。

這些海外本科新生中亦「猛人雲集」，其中就有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El

Salvador）全國最高分的女狀元Carolina Garcia，更可能是該國來港升讀本

科課程的第一人。Carolina放棄了德國、加拿大的大學學位、無視各地獎學

金的「銀彈攻勢」，堅持選擇到香港科大升學，希望在這個正在轉變的全球

環境中，認識亞洲，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主辦的第十三屆
「2012大專普通話辯論賽」上周六
（11月24日）舉行總決賽，由浸大
（正方）與中大（反方）對壘，以
「香港與內地快速融合利大於弊」
為題展開激烈辯論。結果由中大奪
得冠軍，浸大獲亞軍，季軍得主為
科大及城大。至於中大隊員詹青雲
同時獲得「冠軍戰優秀辯手」及

「年度最佳辯手」兩項殊榮。冠軍
隊伍將代表香港參加明年在澳門舉
行的「粵港澳高校普通話辯論

賽」。
經過多場初賽及準決賽後，浸大

及中大辯論隊脫穎而出，晉身上述
總決賽爭奪冠軍寶座。大會的主席
評判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其他評
委尚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
會委員陳志剛、鳳凰㡮視中文台副
台長程鶴麟、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副主席郭一鳴等。評判團就同學的
審題、論證、辯駁、配合及辯風等
技巧作出評分。比賽的初賽、準決
賽 及 總 決 賽 可 於 港 台 網 站
(http://rthk.hk)重溫節目。

大專普通話辯論賽中大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余振強紀念中學師生、家長一行90
多人，於本月中連續第九年到廣東
省雲浮市助學交流，探訪當地中
學。該校師生、家長除和當地師生
交流，建立情誼之外，更一同參觀
自己捐助建成的圖書室，感受助人
為樂的真諦，培養學生愛心。

雲浮市地處廣東省西部，近年經
濟雖然有很大發展，但在教育上仍
比較落後。余振強紀念中學的師
生、家長過去數年均為改善當地教
育設施盡一分心力，目前已在雲浮
市捐助了9間圖書室。

訪茶洞中學 與師生交流

今次該校到訪了茶洞中學，獲該
校師生熱情接待，余振強紀念中學
醒獅隊亦冒雨作了精彩的舞獅表
演，以示感謝。茶洞中學校長黃桂
元代表全校師生感謝余振強紀念中
學師生、家長捐助圖書室，並向該
校致送錦旗。交流團隨後亦參觀了
該校新建成的「余振強紀念中學圖
書室」。

見當地仍有不少中學有待幫助，
交流團亦去到來年將會捐助的學校
——南盛中學了解情況。該校雖有
圖書室，但藏書不多，遠遠滿足不
了師生的需要，余振強紀念中學決
定對該校作出捐助，讓當地學生得
以更好地遨遊書海的條件。

余振強校雲浮捐建書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來自內地
的14歲神童李佳樂較「主流」提早了幾年考入
本港的大學，現在於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就讀
一年級，年紀輕輕已經對物理展示出濃厚的興
趣，「物理很神奇，小至一顆原子，大至整個
宇宙，都包括在其中」。或許這樣的年紀，更
能讓這顆赤子之心，純粹地去追求知識，就連

「走堂」的問題，都可以思考得「很學術」。

選讀物理數學 未下決定
14歲入讀大學，佳樂的讀書路自然不同於常

人，初中以前，她幾乎都沒有到學校上課，主
要由父母教導，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她和一
般學生一樣，其實都沒有那麼熱愛上課，「如
果再選一次，我也會希望在家裡學習，因為學
校教得比較慢，而且初中那些抄寫作業好無聊
啊！」

雖然沒有特別喜歡上課，但她卻喜歡追求知
識，尤其是那些會難倒她的知識，例如讓佳樂
覺得語法結構很不一樣的廣東話，以及物理

學。尚在理學院的佳樂，面對下年該選讀數學
還是物理顯得舉棋不定，但明顯地，她談起物
理的次數就遠比數學多。「物理很神奇，小至
一顆原子，大至整個宇宙，都包括在其中」、

「就像《莊子．天下》所說，『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美。』」、「又好像阿基米德所說的，

『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在她眼
中，了解物理，就是解開世界謎團的那一把鑰
匙，能創造出驚人的可能。

用「視覺錯位」增「走堂」成功率
也許是喜歡解謎團，所以她尤其偏愛魔術和

偵探小說，「我覺得這些都很神奇，明明真相
就在那裡了，但總能以一些花招把它掩蓋過
去」。此外，她亦喜歡為自己設謎題，例如如
何提高「走堂」的成功率，「這個想法主要是
運用了『視覺錯位』的概念，當學生坐在老師
2點鐘的位置，3個代人點名的同學，1個坐在
前一排的中間，2個坐在後一排的左、右位
置，然後3位同學要穿同一色系的衣服，但不

要和普遍同學衣服的顏色有太大反差。如果沒
有很認真看的話，老師一下子是很難分辨的，
從老師的角度看過去，就不會認為同學舉手的
密度很高，但這只是理論，需要很多條件配
合，比如整個班的同學要坐得比較分散」。小
小的腦袋，充滿了不同的鬼主意。

展望未來，她希望可以在大學學術界發展，
全身心投入做理論的工作，「雖然很多人覺得
理論很枯燥，但我覺得理論建立及推倒都很有
趣」。大概在她心中，這和設謎、解謎是一樣
的吧。

談起內地的「漢
語拼音字母詞」，筆
者發現近年在網民
自由發揮、創作，

加上流行文學作品中時有出現，甚至中小學生
在作文中也使用起來，令這類詞發展相當迅
速。不過，對於這個漢語詞匯新成員的性質、
應用等，還存在相當多的爭議。

逾七成讀者依英字母讀音
首先是讀音問題。一般來說，多數人都是依

英語字母的讀音來讀的，有人曾做過調查，發

現逾七成讀者都是讀作英文字母的，這似乎是
「大勢所趨」。不過，有人則認為，「漢語拼音
字母詞」既然源自漢語拼音，那就應該按此來
讀。問題是漢語拼音字母的讀音也頗複雜，

《漢語拼音方案》分為字母表、聲母表和韻母
表，讀音各有不同，例如「B」在字母表中名
稱為「ㄅ︱ㄝ」，在聲母表中則標記為「ㄅ玻」，
究竟應以哪個為準呢？加上內地早已不使用注
音字母，許多人已看不懂「ㄅ︱ㄝ」的意思。

「RMB」應讀為「人民幣」
更有人認為，這類詞只是表音符號，應按其

中文意義來讀，例如「RMB」應讀為「人民
幣」；VCD唸成 「wei1 sei1 de1」(拼音) ，但是
與原有的 「we see dee」(英語發音) 相差很
大，除會引起誤會外，也變成笑話。

書寫則是另一個問題。一般情況下，大多數
會使用大寫字母，但也有人使用小寫字母如

「jj」，或是大小寫混用，如「Haha」(哈哈)。網
民更是隨心所欲。有人調查過，對官方統一的

「漢語拼音字母詞」多數使用大寫，而口語化
的或戲謔性的則用小寫或大小寫混用。對於如
何運用大小寫，目前好像還沒有明確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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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表揚訪港6內地傑出學人

拼音字母詞音形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理工大學
近日展開2012年度「傑出中國訪問學人計
劃」，該校昨舉行典禮以表揚今年應邀訪港的
6位為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內地傑
出學者，主辦單位更特別安排分享講座，以

「面向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學教育」為題，讓
一眾院士就大學教育未來的發展發表意見。

今年獲港理大表揚的「院士級」學者包括
材料物理學家,南京大學教授祝世寧、力學專
家，北京理工大學校長胡海岩、被譽為中國
食品毒理學學科的創始人之一的中國疾病預

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研究員陳君
石、測試計量技術及儀器專家，天津大學教
授葉聲華、國際著名工程熱物理學家，上海
交通大學教授鄭平及鐵路工程動力學專家，
西南交通大學首席教授翟婉明。6人分別由理
大不同學系提名，他們均多次獲得國家級科
學獎項，於所屬領域具崇高學術地位。

他們於港理大訪問期間，將會主持一連串
公開講座及研討會，並與理大教職員就不同
課題分享研究心得，推進香港學術發展及兩
地科學交流。

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

■香港理大的「傑出中國訪問學人計劃」，昨安

排了分享講座。 理大供圖

■佳樂喜歡拆解那些會難倒她的知識，更喜歡

為自己設謎題和解謎題。 歐陽文倩 攝

■余振強紀

念 中 學 師

生、家長一

行 9 0 多 人

於本月中到

廣東省雲浮

市進行助學

交流。

受訪者供圖

■ 主 禮 嘉

賓、評委、

港台普通話

台工作人員

及得獎者大

合照。

大會提供

圖片

14歲女神童升中大 盼解世界謎團

■有見亞洲地位日益重要，Carolina(左)及Nanni(右)都決定棄歐美學府，到科大升讀本

科。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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