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年63歲的黃玉山，1979年於加拿大麥基
爾大學取得植物生化學博士學位，曾於

理工學院、中大、城大執教，現為科大行政副
校長及生命科學教授，於大學人力、財政及物
資整體規劃和管理方面經驗豐富，同時擔任港
區人大代表、消費者委員會主席等多項公職，
亦曾擔任課程發展議會主席、教資會委員、教
育統籌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教育履歷極豐富。

不辭人代職 支持國民教育

他昨與公大校董會代表一同會見記者，指對
獲任命感榮幸，又讚揚公大是香港具特色的大
學，開辦優質的遙距課程，為本地教育貢獻良
多。他承諾上任後會與師生共同商討「策略性
發展計劃」，推動公大成為區內優秀大學，「以
學生為本，為學生的成長和學習生活提供條
件，提升公大課程質素和學術水平，並讓學生
有更多就業機會。」

對於被指「紅底」及擔任公職過多，黃玉山
態度從容，指不會辭去人大代表一職，強調會
捍衛學術自由，不干預課程發展，確保學生有
權表達意見，並重申自己「過去、現在從來都
不是地下共產黨員，絕無此事」，而且亦「不
是『梁粉』，參與公職目的是為市民服務，與

特首並無關係」。他又指，會將工作重點放於
大學上，不會因公職而影響學校行政。

對於自己早前表態支持國民教育，他強調香
港中小學生有必要多認識國家現況及文化，但
應給予學校自主權，決定是否以科目形式推
行。而被問及對於違法行為「佔中」的看法，
他未有正面回應，只強調「香港是自由民主的
法治社會，只要符合法例，就要尊重及理解各
人表達意見的自由」。

熟高教政策 富經驗助發展

公大校董會主席方正表示，該校自去年3月開
始徵聘校長，經推薦及遴選委員會歷時1年多，
從超過50個提名人選中，篩選出3名作最後面
試，遴選程序順利和嚴謹。他讚揚黃玉山熟悉
香港高等教育的政策及現況，相信其豐富經驗
將有助推動公大未來的校政發展。

學生盼選校長 方正允研修例

公大學生會
主席陳培熙及
數名學生昨到
校 董 會 會 場
外，高舉「學
生 應 有 知 情
權」、「師生有
權選校長」的
標語抗議，質
疑現有《公開
大學條例》無授權學生參與校長遴選過程，批
評遴選透明度不足，諮詢期短，部分同學只能
透過傳媒得悉進展，要求學生代表能參與投票
委任校長。方正承諾會考慮有關訴求，研究修
改法例的可能性，並就此向教育當局反映。

A 26 ■責任編輯：吳漢傑、李逸燊 2013年6月21日(星期五)視 眼透文 匯 教 育

「度」「渡」 有異有同

「未來之星」訪京軍營賞實彈表演

與師生商策略性發展計劃 提升課程質素促就業
秉承學生為本
黃玉山掌公大

本地生入研究院機會高逾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現時8大院校研究院研究課程以內地生佔多

數，部分人漠視較少港生申請入學，但成功率卻較高的客觀數字，硬指大學
「濫收」，引起社會關注。教育局昨日回覆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文件指，現
時港生申請8大研究生入學成功率約為25%，而包括內地生在內的非本地生則
只得10%，前者入學機會高逾1倍，另按現時政策，8大仍有約1,000個可動用
彈性研究生名額未用盡，有足夠空間為港生「擇優而取」。回應為收生來源設
限的意見，局方指此舉或會令人才流失，窒礙本地高教界學術發展。

教局：收生設限礙學術發展

教育局指，研究院就研究人才「擇優而取」是國際學術界普遍做法，為研
究生來源地及數目設限，會使人才流失窒礙學術發展，也未能資助最佳研究
項目，令公帑沒能發揮最大效能；並強調本港高教界須具長遠目光及國際視
野，以鞏固香港科研實力，惠及整體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五育中學於本月初舉行35周年校慶畢
業典禮，校方邀請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擔任主禮嘉賓。高永文
以五育的校訓「立己達人」來勉勵畢業生，鼓勵學生要盡力吸收不同
的知識及技能，努力裝備自己，同時要提升文化涵養；他又以在2005
年南亞海嘯進行救援工作時遇到的志願者為例，希望年輕人可以幫助
有需要的人，不要計較得失。

法團校董會校監顏明仁致辭時表示，學校為了讓學生放眼世界，在
「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的資助下，讓學生走遍中國、新加
坡、韓國等地，學習成效斐然，令人鼓舞，其後由校長連鎮邦發表校
務報告。

在頒發畢業證書及各項獎項後，畢業生戴芷晴代表全體畢業生致
辭，場內同學也唱起了畢業歌，並在連鎮邦的見證下，舉行了別具意義的

「傳徽儀式」，學生會代表承諾會將優良傳統及校訓精神薪火相傳。

中華書局及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合作之「一九五○年代的香

港文學與文化」叢書出版計劃，共有6本評論集及創作集，當中重印上

世紀50年代文學作品部分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從搜集多年的珍

稀材料中發掘，彌足珍貴。中華書局希望叢書雅俗共賞，為學術研究者帶來啟悟，為大眾同好燃起上世紀

50年代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興趣。

尋找《禮物》 追求「現在」
這 是 一

個 追 尋
「禮物」的

故事，也是一個年輕人成長的旅程。
當年輕人還是小男孩時，一位充滿智
慧的老人告訴他，世上有一份特別的
禮物，可使其人生變得更快樂、更成
功，但他必須親自尋找。

故事所指的「禮物」，原著為
「Present」，亦可譯作「現在」。年輕
人一直追尋的禮物就是「現在」。初

時，年輕人對「禮物」耿耿於懷，急
功近利的心態令其想盡快晉升，以致
工作分心、與伴侶不和。最終，他在
生命最低潮時赫然發現，原來自己一
直擁有禮物，只是沒加把握。

作者洞悉不少現代人的問題：貪圖
名利、紙醉金迷、缺乏心靈富足，從
而透過故事鼓勵讀者把握現在、善用
時間，專心一致地做該做的事，再反
省過去，從中學習，最後計劃未來並
付諸實行，令自己生活得更快樂、更

成功。這些道理看似耳熟能詳，但關
鍵在我們能否實踐及應用。

書中提到「設法創造未來，制訂一
個實際的計劃，並付諸實行讓美夢成
真。」計劃未來讓自己向目標邁進是
成功的重要一環。我們不應只空想，
努力實踐才能令夢想成真。年輕人在
實踐過程中雖然會遇到挫敗，但他
努力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
令其成為公司高層，
擁有美滿家庭。最

終，他成為一位充滿智慧的老人，並
把「禮物」與人分享。

這個故事看似平凡，帶
出的卻是終身受用的道理
──每個人都經歷過失敗，
能否成功在乎能否深刻反
省，發展更美好將來。

說
不
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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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文學與文

化」叢書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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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欣賞了一本好書，也言簡意賅地寫出
書中重要的道理。敏於反思，樂於實
踐，成果豐碩。

學生：周美瑩
學校：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未
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約
100名學員昨日到北京解放軍軍營參訪，親身感
受士兵真槍實彈的表演，驚歎「威武之師」果
然名不虛傳。學員們先乘車到位於郊區的北京
軍區衛戍區警衛三師，受到軍隊儀仗隊和軍樂
隊隆重歡迎。該師副師長黎力為到訪的學員們
介紹了這支部隊的歷史沿革、編制裝備、人員
構成等。他表示，目前，這支摩托化步兵師主
要擔負首都機動防衛作戰、參加首都防空作
戰、反恐維穩和平時的各類機動任務。

隨後，該部隊的士兵為學員帶來8項軍事科目
訓練表演，包括迎賓方隊演示、輕武器實彈射
擊、偵察兵格鬥、戰鬥小組應用射擊、營屬炮
兵實彈射擊、團野戰指揮信息系統開設、加強
步兵班激光模擬攻防對抗行動、應急分隊反恐
行動等演習。那些強勁有力的格鬥拳，轟隆隆
的榴彈炮、飛簷走壁的「輕功」都讓從未進過
軍營的香港大專生大開眼界，現場驚呼陣陣，
掌聲不斷。

香港文匯報社長助理、北京分社社長秦占國
代表主辦機構和「未來之星」所有學員對解放
軍的熱情接待和精心安排表示感謝，並對官兵

們的精彩表演和英武精神表示崇高敬意。

近觀威武之師 港生倍感震撼

來自浸會大學的司徒雅婷表示，是次解放軍
演習非常壯觀，令她感覺非常震撼。她說：

「看到中國強大的軍隊，民族自豪感油然而
生。」珠海學院廖晉興亦指，一直對解放軍都
非常景仰，現有機會近距離感受「威武之師」，
真是名不虛傳。他表示，看到士兵步伐整齊，
軍容嚴整，本領超凡，想來必定是經過了非常

艱苦的訓練才能練就，故心底更加敬佩。

獲允拍照 喜與士兵合影

演習結束後，軍營特別給學員開了「綠燈」，
允許他們在軍營自由拍照，同學們歡欣雀躍，
爭相與解放軍士兵合影。此外，同學們還獲安
排參觀了該師官兵的內務設施、戰士餐廳等，
所到之處一切均井井有條，潔淨無塵。同學們
還在戰士餐廳就餐，深入了解解放軍士兵的日
常生活。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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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榮的首本名曲《共同度過》，其中的歌詞
如下：「謝謝你風雨內．都不退願陪㠥我/暫別
今天的你．但求憑我愛火/活在你心內．分開也
像同渡過。」眼尖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歌名用「度

過」，歌詞卻用「渡過」。究竟我們應該如何辨識「度」和「渡」呢？
2010年《咬文嚼字》曾認為「歡度中秋」、「歡度國慶」的「度」常誤寫成

「渡」。筆者二話不說求證啞老師，得出以下結果：
1.「度」作名詞時，一可解作物質的相關性質所達到的狀況，如：「長度」、

「硬度」、「密度」等。二可解作法制、規模，如：「制度」、「法度」等。三
可解作標準，如：「尺度」、「限度」等。四可解作人的器量、胸懷，如：

「器度」。五可解作外表、儀態，如：「風度」、「態度」等。
2.「度」作動詞時，一可解作過、跨越，同「渡」，如「度日如年」，又如：

「總算度過難關！」亦作「渡過」。
3.「渡」作名詞時，只可解坐船過河的地方，如：「古渡」。現代漢語已經不

用此說法了。
4.「渡」作動詞時，一可解作過河、由此岸到彼岸，如：「渡河」、「渡

海」。二可解作過、跨越，同「度」，如：「渡過難關」。三可解作交付、轉
手，如：「引渡」、「讓渡」。

動詞互通 水旁區分
根據《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釋，「度過」和「渡過」作動詞時，兩者

互通，故此我們會說「歡度中秋」、「歡度國慶」的「度」誤寫成「渡」。上文
2和4的解釋是相通的；相反，「渡」則只能與水相連，由此岸到彼岸，如：

「渡海」、「渡河」。但，「中秋」、「國慶」等沒有如上文2和4的含意，又不涉
及「水」，故此，人們為了便於區分，便會以「度」作正寫。

我們再看一些例子，就會更明白：
「今年，我們度過了一個溫馨、快樂的母親節。」
「我如何渡過困難時期呢？」
「青春期是一個過渡時期。」
「他疲勞過度，終究身亡。」
簡單來說，「渡」字與「水」有關，它是形聲字，「 」表意；「渡」字

在原句中指的是「過日子」。「度過」是相對對於時間來說，又如：「度過假
日」、「度過歲月」、「度過光陰」、「度過一天」等；「渡過」一般對於空間
來說，又如：「渡過黃河」、「渡過難關」、「渡過困難時期」等。「過渡」事
物由一個階段逐漸發展而轉入另一個階段，又如「過渡到共產主義」；「過度」
超過適當的限度，又如 「用腦過度」。

漢字形音義俱備，要把握得好字詞的寫法和用法，必須依賴我們日常的語文
運用的自覺性，特別是在新聞報道、廣告、標語、海報中，有些差錯反覆出
現，讀者一定要學會分辨它們。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張燕珠
聯絡電郵：clc@hkct.edu.hk
網址：http://clc.hkct.edu.hk

言必有「中」

■五育中學

本月初舉行

35周年校慶

畢業典禮，

邀得高永文

任 主 禮 嘉

賓。

學校供圖

■「未來之星」約100名香港大專學生昨到訪北京軍區衛戍區警衛三師軍營，與官兵合影留念。

江鑫嫻 攝

■有公大學生要求

容許參與校長遴選

和投票，黃玉山與

學生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方正承諾研修例，讓學生參

與校長遴選過程。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經上星期的師生諮詢會

後，公開大學校董會昨通過校長人選任命，並於會議後

宣布委任現科技大學副校長黃玉山為該校第五任校長，

明年4月1日就任，接替將退休的現任校長梁智仁，任期

為4年。黃玉山承諾於上任後秉承「學生為本」的宗旨，

與大學師生共同商討公大的「策略性發展計劃」，致力提

升大學課程質素，為學生提供更佳學習和就業機會。對

被指「紅底」，黃玉山態度從容，指不會辭去人大代表一

職，並重申自己「過去、現在從來都不是地下共產黨

員，絕無此事」。公大校董會主席方正讚揚黃玉山熟悉本

港高等教育狀況，有助推動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