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慎用新詞彙
早些時候，筆者提及多些研習新詞

語。不過，說起容易做起來難。相信
大家也有同感。這不僅是因為詞彙發
展速度驚人，媒介的廣泛使用常常令

人應接不暇。據統計，新詞彙大概涵蓋了時政、生活、經濟、科
技、環保、教育、文體等多個領域。

從「漢語盤點」認新詞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書信往來時，要留意所接觸的新詞語是否

經過了專家的審定。因為有些詞語的出現往往伴有暫時性或不穩定
性，意義不明確或還沒被社會廣泛接受。如草率地用於中文正式書
寫裡，有時反而會對傳統語文帶來不必要的衝擊。想要了解新詞可
否用於現代漢語中，參考各類詞典或語料庫是不錯的方法。當然，
留意內地每年一度的「漢語盤點」活動，也是一個認識新詞的好開
始。今年的盤點活動很快就會揭曉，在此之際回顧兩個去年打入

「十大」的新詞。

「控」「傷不起」融入現代漢語
「控」最初用於報道政府為了百姓安居樂業，努力調控房價及物

價。隨後產生了一系列的「××控」，用於指稱對某事或物偏愛、㠥迷
或受制之人，如今已廣為流行。它的組成是一個附加式「類後綴」，加
在所表示某類詞的後面便可。比如：聖誕節到了，我這個「格子控」
尤其開心。意指：「我」喜歡穿格子衣服，是屬於這一類人。

同樣，「傷不起」這個詞相當紅火，得到了全民的高度認同。句
式以「×××你傷不起！」為主，用來形容屢屢受傷，再也經不起
傷害，表達對人或事物的各種無奈或糾結。這種發洩情緒化的表達
看似極富娛樂性，但有時卻也能反映大眾的一種呼喊，相當接近粵
語常用詞彙「放過我啦」的意思。比如：節假日還要加班的人，真
傷不起！意指：自己工作壓力大，不能再折騰。

亦剛亦柔添新詞語魅力
香港作詞人林夕也曾為歌曲《傷不起》寫詞，當中有一句「不是

愛不起，只是傷不起，只知道堅持脆弱浪漫；不
是不愛你，只是傷不起，不斷在分享沒想過分
擔」。你看，這種滿懷詩意且略帶咆哮的表達，是
不是帶來了很不錯的效果？新詞新語的魅力正在
此。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烏蘭

無份選校長 教院學生校董擬覆核

青年視「上司」最威「高官」最低

申轉非牟利未簽約 招聘人手開發受阻
3月試教或有變
電子書推展欠順

研納米載抗癌藥 浸大學者獲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會大學化學系研究助理教授兼

創意研究院院長助理梁湛輝，憑納米科學方面包括多功能納米粒
子、分子傳感器（molecular sensors）和分子機器（molecular
machines）及相關的應用研究，日前於新加坡舉行的「第三屆新
階段亞洲尖端有機化學國際會議」獲頒「亞洲核心計劃講學
獎」，以表揚其傑出研究。

在研討會上，梁湛輝發表題為「有機—無機雜化納米材料的界
面自組裝、臨床診斷和治療的應用」的大會報告，他表示，其研
究小組成功合成出一系列新型磁性氧化鐵和黃金雜化納米材料，

「那有助運載抗癌藥到腦腫瘤細胞，並能作為腦腫瘤細胞和幹細
胞臨床核磁共振成像診斷造影劑。」傳統的放射和化學抗癌治療
會將健康細胞一併殺掉，而透過新型納米載藥器將藥物準確地運
到體內的癌細胞，被視為有關治療的新發展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立法會昨日辯論
「停止教育盲目產業化」議案，提出動議的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表示，早前政府提出發展教育產業，令不少院
校只顧賺錢，導致超額收生、設施不足、資歷認受成疑
等問題，令教育質素下跌，政府有需要採取措施，令教
育發展重回正軌。有關動議經多位議員修正後獲通過。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回應指，將於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內，全面討論議員的相關意見。

葉劉：撥地外國私大無助本地生
葉劉淑儀於表示，在涉及公帑的教育發展上，首要原

則應為滿足內需，提升全人素養，做到質與量並重。她
表示，現時每年仍有逾萬位合資格升讀大學的考生，不
能入讀資助學位，但政府卻把珍貴土地批給外國私立學
校，質疑政府這個做法未能提升教育質素，而外國私校
學費高昂，亦未能幫助本地學生入學。

此外，亦有不少議員表示要規管副學位課程，對於資
助院校更要訂立較高標準，以確保資源運用得當。另有
議員要求有關院校公開帳目予公眾監察，以及加強規管
國際學校。

吳克儉：全面檢討議員意見
吳克儉回應稱，政府重視教育的質量，除了成立質素

保證聯絡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副學位部門亦須定
期接受學術評審局進行質素核證，而議員的意見，亦將
安排於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內作全面討論。他又指政府
已為學生提供多項資助計劃，今年亦對學生貸款的利率
及還款期作調整，減輕其負擔；至於國際學校則主要按
市場運作原則營辦，大部分無任何政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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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教育局上月公布「電子教科

書市場開拓計劃」審批結果，惟

仍未公布相關推行細節。本報得

悉，當局日前已舉行簡報會，向

各「中標」開發機構和夥伴學校

講述計劃內容。據了解，電子書

最快可於明年3月進行試教工作，

教育局會為約80多所學校準備無

線上網硬件配套，每校並借出16

台平板電腦以作支援。不過，局

方現時仍未與各電子書開發機構

簽約，令開發難以招聘人手開展

工作；另其中2所開發商轉為非牟

利機構的申請也未完成，試教及

計劃的推展或仍有變數。

「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簡報會於上
周五舉行，並讓各電子書商及參與學

校互相認識。據了解，是次計劃原有150所學校申
請，但因試教時，30個獲批電子書項目各最多只
能與3所學校結夥伴，最終有80多所參與。

試教3小時3學生共用平板電腦
有出席簡報會的電子書商透露，計劃首次試教

會於明年3月至4月間舉行，將會試教4節課共3小
時，即約等同於1個課題。目前教育局正進行招標
工作，為夥伴學校提供無線上網配套，並於試教
時借出16台平板電腦予每所學校，料約2名至3名
學生可共用一台；由於每個獲批項目橫跨3個年
級，試教將進行3次各針對不同年級學生；而另2
次試教會於明年第三季及第四季進行。因應試教
內容，當局並將與各開發者商討優化方案，以配
合2014年正式推出；但假若參與機構最終開發失
敗，亦要向當局作賠償。

不過，據本報了解，目前教育局仍未與各電子
書商簽約，部分開發者仍處於遞交補充文件的階
段，簽約日期亦未能確實。不少開發者稱，聘請
人手及籌備工作需時，但因未能簽約難以開展相
關工作，對部分新參與電子教學的機構而言，壓
力會較大。

小學校長：對前景有信心
計劃夥伴學校之一的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校

長冼儉偉表示，對電子教科書計劃前景有信心，
假如當局招標工作順利進行，學校在3月份也應該
有充分準備作試教，「雖然只獲借16台平板電
腦，未能做到一人一機，或會影響效果，但因只
是試教階段，也算合理安排」。

教局：須先完成轉非牟利程序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現正準備有關文件，安排

與成功申請電子書計劃的機構簽訂項目協議，有

關機構早前已提交開發工作時間表，並要按指引
推行；至於夥伴學校則正就課程、時間、資源等
籌備，現階段尚未能公布相關詳細資料。另外，
其中兩個成功獲批的電子書開發商，仍正申請為
非牟利機構，發言人指，有關機構須先完成有關
程序，否則未能符合計劃資格及簽訂合作協議。

言必有「中」

休版啟事
因應學校聖誕及新年假期，香港《文匯報》教育版各版面

將由明天（12月22日）起休版，至明年1月2日復刊。謹祝各
讀者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教育學院
前校長張炳良半年前離任，該校隨即成立遴選委
員會覓新校長候選人，最後須交由校董會投票決
定，不過原來並非每個校董都有相同的投票權
利。現時《香港教育學院條例》列明，學生校董

「不得就校長或副校長的委任或罷免事宜參與商
議或投票」，引起教院學生不滿。教院學生會會
長兼學生校董黃俊邦昨召開記者會稱，已成功申

請法律援助，有意月內就此提司法覆核，希望推
翻有關內容。教院發言人回應指，學生代表投票
權受制於香港法例，即使修例亦不可能於短期內
完成。

疑違反《基本法》《人權法》
黃俊邦昨表示，校政民主化是社會大勢所趨，

曾就有關投票權與校方商議不果，因此早前向法
律援助署申請法援，將在月內提請司法覆核。其
代表律師鄧偉棕則解釋，今次司法覆核將從兩方
面出發，檢視《教院條例》第十一條有關「學生
校董不得就校長或副校長的委任或罷免事宜參與
商議或投票」的規定，包括是否違反《基本法》第
二十五條訂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指「人人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
鄧又表示，雖然言之尚早，但不排除會申請暫
緩、或禁制校長遴選程序。

教院指修例複雜難短期完成

教院發言人則表示，校方一直就校長遴選與師
生保持溝通和對話，而根據校方早前所獲法律意
見，學生代表投票權是受制於《教院條例》規
定；關於學生會的修例建議，他指涉及複雜程
序，須經行政及立法機關審議及通過，不可能於
短期內完成。他指所有委員會成員均可就校長的
遴選，發表意見及參與討論。

選校長理大有份嶺大力爭
有關「學生校董不得投票選校長」的規定，過

往亦曾出現在其他大學的條例中，但部分已遭刪
除。理大學生會會長兼學生校董陳文輝指，該校
早前已完成修例，今年校長唐偉章續約時，他便
能參與投票，認為此舉肯定「師生校園共治」的
權利，意義重大。同樣啟動新校長遴選的嶺南大
學，學生會會長兼學生校董陳樹暉稱，按其了
解，校董會主席有權依據「學校最大利益」，不
批准學生校董於校長遴選中投票，他將向校方查
詢有關定義，盡力爭取有關投票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青少年生活中
需要接觸不同人士，一項調查發現，在他們心目
中，「上司」是其最服從和最具權威人物，估計
與上司在職場會處理薪酬及發出工作指令的特定
地位有關；而青少年最喜愛、尊重和信任的權威
人物則為「父母」。另外，無論權威性、聽從、
信任及喜歡程度，「政府高官」於青少年心中均
為各選項中評分最低，以10分計後3者分別只得
3.72分至4.32分，屬不合格水平。學者指出，青
少年對高官評分低，在各地都屬普遍現象，但亦
提醒本港高官應多表現解決問題的誠意、知識和
能力，以爭取青少年支持。

認權威者最重要「有信用」
青協上月至本月中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

752名15歲至29歲的青少年，了解他們對權威的
看法。調查列出5類權威人物包括父母、上司、
老師、警察和政府高官，要求受訪者評分。其中
上司於權威及聽從方面均為各類人物中最高，平

均獲7.23分及7.73分，而父母則於喜愛、尊重和
信任3項獲評最高分，全部超過8分。

而政府高官則在各分項中得青少年最低評價，
分數以權威及尊重較高，分別獲6.27分及5.52
分，但其餘聽從、信任及喜愛，均只得約4分的
低水平。另外青少年認為權威者最重要的特質是

「有信用」，10分中獲評8.85分，其次是能與人溝
通、誠實、有影響力、肯聽人意見和受人尊重，
平均有8.23分至8.59分不等。

青協督導主任魏美梅表示，由於上司在職場上
有特定地位和權力，青少年的薪酬及工作指令直
接受其影響，令其權威性增加，而青少年服從性
也相對較高。她又表示，上司如表現出友善態
度、顯示其專業性及提供清晰工作指示，是影響
青少年人對其喜愛、尊重和信任程度的重要因
素。

劉兆佳：高官展誠意能力才獲支持
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劉兆佳表示，青

少年對高官持負面態度，個別官員的表現以至宏
觀經濟環境和失業率均有影響，有關現象於世界
各地均屬普遍，「當政治開放，青年人對政府的
要求愈來愈多，但政府未必有資源滿足所有人，
對政府信任和尊重的程度自然減弱。」但他亦提
醒，高官應保持個人操守，而最重要是表現解決
問題的誠意、知識和能力，才能得到青年人的支
持。

■「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最快可於明年3月進行試教工作，但教育局目前仍未和開發機構簽約。圖為小學

生用電子書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教院學生會表示月內就「學生校董不得投票

選校長」進行司法覆核。 劉景熙 攝

■劉兆佳(右二)表示，政府高官要表現誠意，才

能得到青年人的支持。 馮晉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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