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21 ■責任編輯：李暢熹 2013年1月7日(星期一)視眼透文匯教育

錢大康掌舵8載功成身退 倡港善用優勢競爭中進步
研資局經費倍增
科研放眼珠三角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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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近期研資局最讓大眾關注
的新聞，可算是中央政策組收回每年2,000萬元公共政策研究經
費一事。對於坊間有人把事件上升至「政治干預學術」的層
次，錢大康坦言，這類評論言之過早，並不公平，畢竟還未見
到中策組具體評審準則。他認為本地學術研究從此染上政治色
彩，亦是言過其實，因為這只是眾多研究經費中一小部分。

指中策組有收回經費權利

錢大康表示，這2,000萬元的研究經費向來屬於中策組，故中
策組有回收經費的權利。他又強調，學術與政治應該分開，也
應與商業分開，讓學者自己選題，這樣才能有更佳成果，「學
術方面，往往都是freedom drives excellence（自由推動卓越）」。

至於有報道指院校「集體造假」，把教學人員分為「研究」
及「教學」兩種，以令自己在「研究評審工作」（RAE）中表
現更突出，藉以爭取更多經費，錢大康並不認同這叫「造
假」；但在個人層面上，亦不支持這做法，「教授不應分類，
教學和研究也不應分開，因為教授應一邊發掘新知識，一邊把
知識帶入課堂，但我亦尊重院校自主」。

別人歡度聖誕
醫護手忙腳亂

中華書局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包括

陳之藩、羅乎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

化界重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

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戀之風景》─他與她超越生死
幾米的故事

書都很簡單，
卻 又 寓 意 深
長；本書的故

事發生在一場交通意外之後─她受了
傷，看不到東西，他卻永遠離開這個世
界。她經常帶㠥淚水入夢，總是夢到同
樣的風景：他們兩人站在樹下，幸福地
等待花開。然而一陣狂風吹過，再也找
不到他的蹤跡⋯⋯但她深信愛情是一生
一世的；初見動人，即使免不了生離死
別，但此離別亦淒美；更何況，有時她
會隱約感覺到一陣蝴蝶拍翅般的輕柔微
風，一股幽幽裊裊的清雅花香，似乎有
人一直在她耳邊殷殷叮嚀，時時保護㠥

她。她相信是他變成了天使，在她身邊
守候。

也許吧，戀愛是人生重要而神聖的
事，雙方得以誠懇認真的態度去面對；
因此伴侶也是自己最知心、最親密的朋
友，彼此能分享內心的感受，患難亦能
互相扶持。

或許，這理想似乎太理想，但好像沒
有誰可否定。男女之間的離離合合，很
多時都缺乏溝通，常因雞毛蒜皮的小事
而大吵大鬧，最糟糕的是雙方各自築起
高牆，任由問題蔓延擴大，直至無法挽
回的地步。所以說，最怕的，不是「天
涯若比鄰」，而是「比鄰若天涯」。

我想起席慕蓉寫的《一棵開花的樹》，

這是一首傳頌美麗且淒涼的愛情現代
詩，先不論這首詩想表達甚麼，只看那
一棵樹，那一棵求佛讓他結這一段塵
緣，把他變成一棵開滿花的樹。一如故
事中的主角，相信他只是變成天使，在
她身邊守候。看不見的，是不是就等於
不存在？愛可超越生死，美麗只是換了
一個方式。

這首精緻感人的美麗小詩，飽含真摯
熱切的愛戀之情。當我們偶然走過樹蔭
下，可曾想過它已在這苦苦等候500年，
就只是為了你的回眸一笑？又可曾想過
這些年來它為你擋過多少
風風雨雨？可是，
你又知道嗎？

佛說：前世的500次回眸才能換得今生
的一次擦肩而過。那麼，如何能在來生
仍與那個他相遇，甚至再一次相愛？
10,000次的回眸？1,000年的修行？不喝
孟婆湯？不走奈何橋？誰也不可自己製
造機緣，在沒有人為的機
緣巧合下，我
們可以做的，
就是靜待。

相 信 緣 在 天
意，份在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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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

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

書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好一句「份在
人為」。相處貴在坦誠、互信。願意多從對
方的角度出發，關係就能進深、鞏固。

學生：李麗華
學校：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掌舵研資局8年，龐大工作量令錢大康直呼
好累，最大挑戰是向政府爭取經費，「我

2005年上任時，研資局有5億元經費；但到2015
年就會增至10億元」。這帶動了研資局協作研究
項目發展，由小型到大型、本地、內地到外國
都有，「不但有不同項目供研究人員選擇，亦
同時令參與研究的學生可與各地學者一起工
作，可說是我們該做的都已經做了」。

經費勉學院「走出去」吸人才

談及院校研究環境國際化程度，錢大康表

示，以往本地院校看到的研究生大多是中國人
面孔，於是研資局2009年設立「香港博士研究生
獎學金計劃」，以經費鼓勵院校「走出去」，招收
世界各地優秀人才，「這令院校進一步招收更
多國際博士生，因為各校反正都出外招生了，
當然會希望可做多一點」。不過，他認為，這只
是打響香港研究名堂的開始，「要真正讓外國
人想到可來香港做科研，還要10年至15年」。

嘆本地科研投入「當然不夠」

至於本地科研投入，只佔GDP的0.79%，錢大

康坦言「當然不夠」，「0.79%主要都是政府投
入，問題在於香港沒有相應工業配合，在商界
的投入不多」。錢大康道出香港研究困境，亦同
時指出解決方法，「所以香港更需集中資源發
展特定項目，例如無線通訊這類各地都在同一
起步點的領域，創造自己的優勢」。

他又認為，香港學者可放眼各地研究經費，

為自己開源，並且應放眼珠三角地區，不止局

限在香港這個小地方。他期望有朝一日科技局

有成立的可能，「有科技局是好事，可以專責

科研，增加投入的資源」。

退休非「絕緣」續為科研提意見

退下研資局主席一職，錢大康表示，自己可

投放更多時間在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職務上，

但並非從此與科研「絕緣」，仍會繼續為創新科

技署轄下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及應科院董事

局提供專業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擔任研究資助局主席近8年的錢大康，近日功成

身退。他回顧這些年來的工作，第一反應是笑言「好 」，但這個「 」字，亦為研

資局換來將於2015年倍增至10億元的研究經費、與各地更緊密的研究協作，以及院

校內更國際化的研究環境。對於未來科研發展，錢大康認為，香港應掌握自己的優

勢，發展特定項目，並放眼珠三角地區，在競爭中進步。

圓玄二中選出家長常委

捐建會議中心落成 四叔港大談「散財」
踏入2013年，筆者謹祝各位讀者

新年快樂，諸事安好。相信各位都
度過了歡樂的聖誕及新年假期，但
對在醫院工作的醫護人員來說，每

年12月這道「最後年關」卻過得不容易。節日期間，不但有
大批樂極生悲、意外受傷的病人，急症室內也坐滿了酩酊大
醉的男女，吵吵鬧鬧，讓醫院洋溢㠥非一般的節日「氣氛」。

聖誕求診者 日均6,000人

醫管局日前公布，剛過去的聖誕假期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
診者，每日平均逾6,000人。數字較12月每日平均人次上升近
8.5%。而根據美國一項調查顯示，聖誕和新年假期前後兩
周，是全年死亡率最高的時間，又以聖誕當日達至高峰，因
與酒精有關的意外和死亡個案均於當日飆升。

根據筆者經驗，在「年關」增多的病人可分為數類，第一是
因天氣寒冷誘發內科病患，如肺炎、流感、哮喘等，以及各種
長期病患個案；第二是在派對中大吃大喝、通宵達旦而造成的
不適；還有一種，就是由酒精所造成的各種症狀及意外。

處理醉酒者 新護士頭痛

處理醉酒者，對新護士來說是大挑戰，如醉後碰撞受傷
者，失血一般較快，加上傷者神志不清，處理較棘手。有飲
酒過量至酒精中毒者，大部分已昏迷不醒，需即時安排洗血
或洗胃。其餘一些醉酒者，雖然沒有致命問題，但在醫院中
嘔吐不已、嚎啕大哭、大吵大鬧，需護士安撫情緒，避免讓
他們接觸到任何利器。這些個案往往教新護士頭痛不已。

除非醉酒者有任何外傷或酒精中毒跡象需另外處理，否則
醫護人員也沒有甚麼「治療」方法，只能待他睡至酒醒。不
過有一點要注意，就是必須讓醉酒者側臥，以免他們的嘔吐
物倒灌氣道窒息，甚至死亡。

義工備禮物 暖意送病房

年關之際，醫院內不一定盡皆苦事。產房內很多小生命都期
待㠥新年降臨。義工到院內為長者及病童送上聖誕禮物，生命
互相影響生命，把暖意帶進病房。說到底，節慶日子，通常都
是醫護人員工作高峰期。有志從事護士的你，要有別人歡度假
期，自己卻忙得不可開交、無法放假的心理準備呢！
■東華學院

護理及健康科學學系一級講師甘婉菁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醫護醫護緣醫護醫護緣醫護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
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家長
教師會，上月舉行「家長教師會會員
大會暨家長校董及第十九屆常委會家
長常委選舉」，約百多位家長出席活
動，場面熱鬧。

活動當晚，舉行家長校董及第十
九屆常委會家長常委選舉，結果由
吳林長當選第十九屆常委會家長常
委主席兼家長校董；沈灼蓮出任第

十九屆常委會家長常委副主席。其
餘7名當選委員包括趙佩清、翁美
鳳、曾慕珠、陳寶蓮、吳瑞玲和周
靜美；唐麗娟擔任顧問。

校方於選舉當日，特別安排與會
家長與其子女所屬班主任面談，並
即場派發中期評核報告，讓家長知
悉其子女學習進展。校方表示，活
動能促進家長與學校相互了解，對
家校合作及教育成效大有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大學早年獲
㞫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兆基（四叔）捐贈5億
元，發展百周年校園及設立獎學金，其中一項工程
─李兆基會議中心近日啟用，校方昨日舉行銘謝
禮，答謝李兆基對大學的幫助。李兆基致辭時表
示，「賺錢要成功，花錢亦要成功」，直言當㞫生
指數升至3萬點，就會每年捐出10億元作公益用
途。

港大辦銘謝禮 感謝李兆基

港大昨日在百周年校園李兆基會議中心舉行銘謝
禮，感謝李兆基2007年捐贈5億元予港大，支持校
園發展和成立獎學金。港大當時以一半捐款用作學
校百周年校園西部發展計劃的經費。李兆基會議中
心是發展項目其中之一，現已落成啟用。該中心設
有能容納1,000人的大會堂，並配置專業標準音響系

統，適合舉辦各種學術文化活動及支援課堂。會議
中心包括26間演講廳、課室和黑盒戲場。

李兆基獎學金惠343生

港大又以其餘捐款，於2009年成立李兆基獎學
金，資助外地生及本地生在港大修讀本科或研究課
程；至今已有來自12國家及地區共343名學生受
惠。港大校長徐立之表示，李兆基會議中心前身是
儲水庫，如今能成為支援學校教學及文化用途的地
方，有賴李兆基及其家人一直支持港大教育理念和
願景。

承諾㞫指回3萬點 年捐10億

昨日現身會場的㞫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兆基，
致辭時分享「聚散之道」。他認為，「聚財」須謹
守4個原則，包括刻苦耐勞、事業未成不早婚、以
錢賺錢和選對行業，凡此均有助累積財富。他坦言

「賺錢要成功，花錢亦要成功」，最好就是做公益及
慈善工作，回饋社會。他更已許下承諾：「當㞫生
指數升回3萬點時，我每年會捐10億元作慈善工
作，救急扶危」。

談到高等教育，李兆基表示，「資助大學是非常
重要的」。他又指自己多年來透過捐款支持9間大學
擴建校園、成立獎學金和進行學術研究。除了本地
大學外，李兆基先後資助內地3間一流大學，包括
北大、清華和復旦，並曾與國家教育部合作，推行

「千名中西部大學校長海外研修計劃」，資助1,000名
中西部大學校長和書記，到外國大學進行實地考察
及培訓，要求各人回國後，把知識傳授給學生；計
劃約460間大學和逾860萬名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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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大康認為香港科研發

展，應放眼珠三角地區。

歐陽文倩 攝

■港大昨日在百周年校園李兆基會議中心舉行銘謝禮，感謝李兆基2007年捐贈5億元予港大，支持港大校

園發展和成立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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