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對於港生放棄已修讀半年的副學士
改讀台灣讀春季銜接班的情況，學
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
認為，此情況反映了不少學生對升
學出路欠了解，將「成績不夠好就
讀副學士」視為理所當然。他提醒
同學應提早於中四或中五開始規劃
升學出路，以免錯過到其他地方升
學的報名時機，最終因「無得揀」
而錯報副學士或其他課程。

只溫習少規劃 易報錯課程

吳寶城指現時不少中學生都只把
時間用在溫習，甚少規劃升學出
路，欠了解下容易人云亦云，理所
當然地以為「成績好就讀學士、不
夠好就讀副學士」，但實際上卻對副
學士課程的內容及前景都沒有足夠
了解，最終入學後才發現課程不適
合自己。對兩位港生毅然棄讀副學
士改往台灣，吳寶城讚賞二人均有

勇氣去改變，並在了解前景後時細意考慮其他
出路。

放榜再想已遲 中四要「諗定」

他特別提醒同學，由於不少外地升學都需要
提早半年至1年報名及策劃，文憑試放榜後才
去考慮已經太遲，所以於中四或中五就應該開
始考慮自己意向，「如升中五後就可參加各地
的教育展，多了解其他升學機會。另外亦可及
早發現自己興趣所在，減少選錯科的機會。」
至於同學擔心副學士因超收而影響聲譽，吳寶
城表示了解同學的憂慮，但勉勵學生不用太擔
心，「始終未來升學及就業，最緊要都是面試
及在校成績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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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辦教職博覽 逾730機構參與

憂醜聞減認受性 轉讀台大學港春季銜接班
副學士跳船升台
自資校超收挨批

旅行說走就走 感受內心
早前，趁學校舉辦

校運動會停課數天，
我和兩個朋友心血來

潮想去旅遊。在出發前一天，我們在網上團購湖
南長沙和鳳凰三日兩夜的旅行套票。晚上匆忙把
衣物收拾好，第二天一早就背 輕便的背包出
發。

遊嶽麓書院 嚐湖南美食

從湖北武漢坐4小時的火車到湖南長沙，我們找
到酒店安頓好後，便開始尋找老長沙的影子。先
在黃興南路步行街遍嚐湖南美食。當地最有名的是臭豆腐，在這條街賣臭豆
腐的攤檔總是人氣最旺，但臭豆腐的味道太濃烈，我難以適應。

大快朵頤後，一行人去了嚮往已久的嶽麓書院。一踏進這所千年學府，崇
敬的心情便油然而生。書院裡有中國書院博物館與嶽麓書院相輔相成。隨
後，我們去杜甫江閣，這裡主要展示杜甫在湖南3年的詩作，周圍的怪石雕
刻 杜甫的詩詞，值得一看。

由於接近關門的時間，且只有我們3個遊客，因此我們能輕鬆地登樓遠
眺，美景盡收眼底。湖北友人有舊同學在湖南讀大學，於是我們晚上得到兩
位湖南朋友的熱情款待，他們帶我們到太平老街，那裡有很多特色商舖，整
條街從店名到店面都充滿濃郁的湘楚風情。接 我們去KTV唱歌，其中一位
湖南朋友是土家族人，聽說土家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他的歌聲果然特別
悅耳。

品苗家桃花酒 看赤腳上「刀山」

旅行的第二天，坐了6個多小時的旅遊車到鳳凰。我們首先到「鳳凰關田
山苗寨」。一下車，苗族人都唱 歌謠歡迎大家，而苗族小朋友看到我們手
上的食物都紛紛向我們示好。我們給他們糖果，他們給我們手織的草蜢作回
禮。這裡家家相通，戶戶相連，古色古香。

鳳凰苗寨文化館位於此苗寨內，館內介紹了湘西神秘的趕屍和放蠱等文
化，讓大家感到幾分寒意。我們還在寨內一嚐苗家酒，其中桃花酒令我印象
最深刻，酒中帶有甜味，十分香醇，大家都爭相購買。晚上我們去看苗家特
色大型篝火晚會，族人表演歌舞和特技，在表演赤腳上「刀山」和火燒身體
時，現場掌聲四起，令人嘆為觀止！

然後，我們夜遊鳳凰古城。夜幕中的鳳凰美極了。古城華燈普照，被五光
十色的燈光照耀得多彩多姿，加上遊人不多，能在漫步中感受到鳳凰之美。
江邊都是不同風格的酒吧，還有各式各樣的小店，沿途一直能聽到酒吧傳來
的歌聲。大夥兒去了一間唱抒情歌的清吧，坐在江邊聽 慢歌，別有一番味
道。我還到台上獻醜，唱了陳奕迅的《人來人往》，唱完後得到台下的客人
和朋友們的掌聲，自知歌聲難聽的我內心暗喜，非常滿足。

迷上薑糖風味 舟遊鳳凰古城

最後一天我們再逛鳳凰古城。白天的古城，街上遊人如織，熙來攘往。街
上的店大多都是賣薑糖的，其辛辣和甜味使人舌頭麻痺，我們都迷上了這種
獨特的味道，買了十多包薑糖作為手信。最後，我們選擇了泛舟湖上再遊這
淳樸的古城。這裡雖經歷數百年，卻彷彿沒有絲毫變化，保留 昔日的姿
容。鳳凰被冠上「中國最美麗的小城」之名，實在當之無愧。

聽說人生一定要有兩次衝動，其中一次就是說走就走的旅行。到武漢讀
書，遠離家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決定的。在這次旅行中，我能遠離煩囂，
自由地到想去的地方，讓心寧靜下來，感受自己的內心，這些感覺真的很
好，是我一段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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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

「第二十三屆教育及職業博覽」
將於本月31日至2月3日假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年有逾730
個來自20個國家及地區的教育機
構、專業學會及政府部門等參

與，免費為公眾提供升學及就業
資訊。針對教育方面，大會特設
4個專題教育日，分別介紹澳
洲、美國等傳統留學熱點的最新
資訊，學友社亦會分享本地及海
外獎學金詳情。

內地免試收生增至70校

「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
學生計劃」踏入第二年，今年參
與收生的內地大專院校將由63家
增至70家，為港生提供更多升學
機會，而首次參展的國家教育部
駐港機構─中國教育留學交流

（香港）中心，將為計劃提供報名
確認及諮詢工作，並講解免試招
生細節。

同時，法國教育中心等外國官

方教育機構，將派員出席講解當
地中學至大專院校的申請入讀方
法、留學預備事項、校園生活及
地方文化等。教育局助理秘書長
陳尚文則會主持講座，為文憑試
畢業生講解新學制下的多元出
路。

除教育資訊外，展覽亦將舉辦
職業專題日，介紹銀行、金融及
政府及公營機構等行業新趨勢及
就業資訊。大會特設求職工作
坊、模擬教室等，講解求職技
巧。其中青協將舉辦工作坊，教
授求職者投考政務及行政主任面
試及「公務員綜合招聘考試」的
技巧。展覽設抽獎環節，參觀者
有機會獲得大會送出的iPod touch
及終極大獎iPad mini。

中共十八大政治
報告中，有一個詞
出現過兩次，用法
頗有意思，那就是

「夯實」：
－我們將開展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友

好往來，加強人大、政協、地方、民間團體
的對外交流，夯實國家關係發展社會基礎。

－創新基層黨建工作，夯實黨執政的組織
基礎。

「夯實」原意用夯砸實

「夯」，是一種用來砸實地基的工具，隨
現代機械化的發展，「夯」這種工具已基本
上消失了。「夯」也可用作動詞，指用夯砸
地。「夯實」，就是指用夯砸實。例如：

－據西安市古代建築工程公司人士介紹，

這是用灰色素土夯實而成。
－據了解，道路塌陷是由於幾個月前鋪設

過管線後，回填土沒有夯實造成的。

虛義用法佔九成半

據LIVAC語料庫資料顯示，內地在上世紀
90年代後，「夯實」一詞之意出現轉化，從
原來所指「夯實地基」、「夯實土地」的實
義，開始虛化，用以比喻「把事情的基礎打
牢，或把工作做扎實」。例如：

－海南經濟發展基礎正在夯實。
－有力地夯實了幹部拒腐防變的思想基

礎。
－大力實施「科教興縣」戰略，決心夯實

教育這塊「基石」。
據LIVAC語料庫統計，自1995年至今，

「夯實」一詞在北京、上海等地，虛義的用法

佔了九成半以上，而實義的用法已越來越少
了。

2005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以
及前的各版本，都沒有把「夯實」一詞獨立
為詞目。2012年出版的《現漢》第六版，才
把「夯實」獨立成條，並給予實義、虛義兩
個解釋。

但是在台灣，除引用大陸新聞報道或文章
外，「夯實」一詞至今仍保留實義的用法，
而更有趣的是，在台灣，「夯」卻另有與大
陸完全不同的新義，容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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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郵：xishuoxinyu@gmail.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內地生聯席參加人力車慈善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內地學生來港求學人數漸多，他們對

於投入香港社會亦越見積極。香港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聯席會議的
多名內地生代表，日前首次參加由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主
辦的「ACCA慈善同樂日」中的人力車大賽，為香港慈善事業貢獻
一分力。

來自香港8大院校內地生組織的同學組成了兩支隊伍參賽，他們在
比賽中發揮頑強拚搏的精神，勝出首輪賽事，贏得了香港民眾的掌
聲。內地生聯席表示，希望透過活動展現內地同學的積極精神和為
慈善奉獻的理念，也相信同學們未來也會繼續為香港社會及慈善事
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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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教育及職業博覽主辦方昨於會展舉行新聞發布會。

香港貿發局供圖

■內地生聯

席早前首次

組隊參加本

地人力車慈

善賽。

受訪者供圖

■吳寶城建議學生應及早開始規劃

升學出路。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多所自資專上院校本學年超額收

生，導致社會人士對其教學質量產生質疑，亦令部分修讀有關課程的學生

出現「信心危機」。兩位就讀香港自資副學士課程的學生，有感未來銜接本

地大學機會渺茫，又憂即使出來工作，所讀課程可能因超收醜聞導致社會

的認受性下降，於是毅然放棄已完成一學期的副學士學位，轉報台灣今年

首推的大學「香港春季班」銜接課程，希望藉此於9月新學年升讀當地院

校，為自己成為大學生鋪路。

據台灣「海外聯招委員會」於本月中

公布的錄取結果，首屆「港春班」

共取錄68人，其中兩人就是陳恆業及黃紀

綱。作為首屆文憑試生，二人均在激烈的

升學競爭下，無緣升讀本地大學，繼而修

讀副學士課程，前者於嶺大社區學院修讀

哲學，後者則於理大香港專上學院修讀旅

遊管理。

銜接學士學額 僧多粥少

對於完成首個學期課程後卻「半途而廢」

的決定，但二人均直言沒有太大留戀，考獲

「334334」成績、中學時讀理科的紀綱表

示，從開始副學士課程時已發現自己選錯

科，「因為我完全沒有商科背景，所以讀得

很吃力，亦發現自己不適合讀商科，今次考

試預計會有2科不及格」，而有關的旅遊副學

士往年只錄取80人至100人，但今年卻增至

約150人，銜接學士的學額僅20個左右，還

要面對其他院校副學士的競爭，「我想升學

會很難，自己也覺得沒有保障」。

轉戰台灣 圓大學夢

至於恆業就讀的嶺大社區學院，也因超

收而受批評，「我也擔心學校聲譽差了，

即使年半後畢業出來工作，認受性亦會受

影響」。

陳恆業及黃紀綱都指，即使是他們中學

母校的老師，都認為今年的副學士生前景

堪憂，勸他們考慮轉戰台灣，另謀出路。

於是2人在2012年10月參加台灣升學展，最

後決定報讀今年首次推出的「港春班」，並

成功獲得取錄。過往台灣一向有於秋季推

出一年的銜接課程，讓港生按結業成績升

讀當地大學；是次的春季班課程內容一

樣，但修課時間濃縮至半年，課程更加緊

湊，但二人均稱有信心自己應付得來，

「台灣方面的老師亦指，只要肯努力絕對沒

有問題，身邊也有朋友成功藉秋季班順利

升大學。」

求學路漫漫 升大非終點

雖然社會上對台灣的大學學歷看法不

一，但恆業指，自己赴台升學，目標不止

是完成本科，「起碼有了大學畢業的資

格，我才有機會再繼續進修」。紀綱亦表

示，自己已經了解過，拿 台灣的學歷到

美國或加拿大，升學都不會有問題。

這次轉學到台灣，二人均計劃修讀自己

喜歡理工科目，並希望藉此開拓眼界，令

自己變得更獨立。作為過來人，恆業認為

站在升學「分岔路」的學生，應認清自己

的目標，「求學是一條漫長的路，大家不

應心猿意馬，更不要因為不捨得而猶豫」。

台灣今年首

推大學「香港

春季班」銜接

課程，圖為台

灣大學校園。

資料圖片

▲紀綱（右）

和恆業（左）

毅然放棄副學

士課程，轉報

台灣春季班。

歐陽文倩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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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夯實」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