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除了
學習之外，如何融入本地生活亦是適應的
重要一環。這不止是外省人的問題，即使
同屬廣東人士，不同的廣東話用語、詞
彙，也令他們摸不 頭腦，就連到茶餐廳
點菜用膳，原來也曾經是他們的挑戰。不
過，透過不斷的學習和了解，以至透過社
會服務，都令他們更加適應和融入這個社
會。

同是廣東話 「潮語」難倒她

說起文化衝擊，陳懷露可能是最有感受
的一個，因為這亦被她選為最不適應的一
環。她表示︰「香港的廣東話和其他地方
的廣東話不太一樣，像我一開始在學校，

聽到同學說『Kai子』
（傻子），我不懂得他們
在說甚麼，也不敢問，
他們的笑話我又不太懂
得笑。」此外，內地踩
單車是生活一部分，香
港踩單車基本上要到郊
外等等，都令她不適
應，「有時有些你不知
道的東西，也會令香港
同學感到驚訝，例如去
茶餐廳點餐，內地一個
餐就是一個餐，香港還
要選A要甚麼、B要甚
麼、C要甚麼，連配甚
麼汁都可以選，這都是
我沒想過的」。

說起吃，陳懷露還有
過「慘痛經歷」，「一

開始我不知道原來是要每個月交餐單，結
果到別人有飯盒，我卻沒有飯吃時才知
道」。不過，今天的她已十分適應，從談
吐到舉止，都令本地人感到熟悉親切。

遭取笑變封閉 做義工助人助己

在陳懷露身上的只是單純的「衝擊」，
在張耀陽身上，卻曾是令人難過的取
笑。他表示，自己一入學時，因為廣東
話不純正，曾被同學笑「大陸喱」，自己
也曾因此變得較封閉。後來在中二時，
他第一次做義工，與不同的人聊天，幫
助不同的人，無意間自己亦更融入社
會，「今天，有時身邊的朋友失戀，也
會找我傾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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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懷露與其他幾位大學生一樣，偶爾亦有到內地交流，到

有需要的地方出一分力，回饋社會。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將於6月30日舉行「基層學生
升讀大學獎學金計劃頒獎禮」，鼓勵市民關心新來港

人士的需要。不少新來港學生雖有才能，惟礙於經濟困難
而未能晉升大學，該計劃對象為未滿7年的新來港基層學
生，並會資助每名通過甄選的學生共20萬元全額學費，就
讀本地全日制學士課程，及配合「師友計劃」，讓贊助機
構能鼓勵受助人和了解其學習進度。

港人多接納 助圓大學夢

6名獲獎的大學生，曾在找學校時屢屢碰釘，連到茶餐廳
點菜用膳都要適應。雖然曾受過小部分人的歧視和取笑，
就讀城市大學商學院的陳懷露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今天他們能說流利廣東話、融入社群、拿 獎學金讀大
學的小成就中，也有香港人的功勞，「我覺得大多數的
香港人都很友善，很多人都很接納我們，並不是大家想像
中、或者新聞所說的那麼討厭內地人，否則我們今日也不
會在這裡。我們能克服很多困難，其實也要多謝他們的幫
助」。

來自四川、現於中文大學讀工商管理（法律）的羅偉

特，及現在讀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的朱穎楠，他們的自信，
都是從香港的師長給予他們的機會中一點點建立的：羅偉
特在擔任主持時，練好了普通話，在法律問答比賽中為自
己奠下了基礎；朱穎楠則擔任領袖生、連續3年在全港作
文比賽裡獲獎，這些都肯定了自己的能力。

回歸的這些年，他們很喜歡這個實行 「一國兩制」、
有 自己特色的香港社會，陳懷露就驚歎表示︰「你看香
港在世界地圖上是小得幾乎看不到的一點，但卻是世界知
名的國際都會，可見香港的制度是多完善！」

讚港高度自治 冀諒兩地差距

就讀港大商學院的許佳琳亦表示，香港的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保留了香港的特色，她希望香港以後也可以
保持現在的氣氛；於港大修讀測量學的鄺凱珊亦指，香港
是接觸國際的重要平台，是國家通向世界的一道門。

不過，近日的社會冒起反內地的情緒，也教來自內地的
他們感到尷尬。朱穎楠坦言，近幾年很多東西變了，香港
多了內地人、多了衝突，「整體來說就是混亂了」。陳懷
露認為，香港在英國管治的時期的確走得比內地快，「但
我希望大家亦體諒，內地雖然有差距，但現在亦在進步，
即使走得較香港慢，並不等於不會走到這一步，我認為大
家應期待另一半同胞的進步」。

盼互補長短突破舊框框

就讀港大機械工程的張耀陽有時也會和香港同學解釋，
甚至激烈爭論，為的只是希望讓大家更了解內地，「不過
有時真的要親身到過內地才會知道，我覺得內地及香港人
都有自己的框框，並不互相了解」。他舉例說，之前香港
人笑內地人買鹽，「我覺得這件事有點悲哀，內地的確有
些人知識水平不高，他們不知道事情真偽而被取笑，就像
有讀書的人笑沒有讀書的人，難道教授又可以笑學生嗎？
這就是香港人的框框」。

也因為如此，幾位大學生都希望，自己的兩地經驗，可
以進一步讓他們成為兩地橋樑，突破框框，促進兩地的溝
通。他們希望，回歸20年、30年甚至更遠以後的香港，可以
繼續保持 自己的魅力，同時內地與香港的交流可以更密
切，彼此可以更互相包容，香港可推動內地制度、思想的
進步，內地亦可於經濟上帶動香港前進，彼此互補長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每

年都有近6,000位新來港的學生入讀小一至中

六。為傳遞「關愛香港」的訊息，回歸16年

慶祝活動其中一個重頭戲，是香港新來港人

士服務基金將於6月30日舉行的「基層學生升

讀大學獎學金計劃頒獎禮」。6名來港生活的

基層獲獎青年，曾在語言、學習、社會文化

遇到各式各樣的「此路不通」，但就如一代又

一代的香港人一樣，他們鍛煉出適應及生存

能力，並取得獎學金升讀大學。在他們眼

中，香港人友善親切，香港社會和而不同、

制度完善，各人均希望回歸後的香港可於

「一國兩制」下保留自己特色，他們亦可以擔

任「橋樑」角色，幫助內地及香港突破框

框，加強交流。克難關獲大學獎學金 讚港人友善制度完善

新來港基層生
盼做兩地橋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這6名大學生都是中學時才來香港，
課程、教學模式及語言差異都讓他們
吃了不少苦頭，也曾被不少學校拒諸
門外。今天，他們卻成為本地資助院
校的大學生，更拿到新來港人士服務
基金的「基層學生升讀大學獎學
金」，其中一名得獎人─中大生羅偉
特就體會到：只要有心、用心做一件
事，最後都會成功。

搵校困難重重 苦練粵英語

說起初來香港的適應問題，他們都
不約而同地提到學習。朱穎楠、許佳
琳、鄺凱珊在找學校時均遇到不少困
難，更甚至被Band 3學校因他們不懂

粵語，又或學校不接受新來港人士而
將其拒諸門外，對於在內地讀書成績
不錯的他們而言，都是重重的打擊。
不過，結果往往都是具諷刺性的，當
日被拒的他們，今天都順利升學，穎
楠表示︰「最後我就讀的那所Band 3
中學裡，能升讀大學的，全部都是新
來港的學生。」

來自四川、中三來港的羅偉特，一開
始就是「連聽都唔識聽」的「代表」，

「當時用了1個月才聽懂廣東話、3個月
才會講」。他在老師的鼓勵下，看電視
學廣東話，「《歲月風雲》60集看完
後，就OK了！」不過，廣東話以後又
有英文的「難關」，曾經他連英文試卷
的參考資料作用亦不知道，到後來不斷

背單詞提升英文水平，今天他已入讀中
大的工商管理法律課程。來自廣東的鄺
凱珊雖然廣東話無問題，但英文水平卻
有差距，為此，她亦一直補習英文，專
門訓練自己的口語能力，前前後後都花
了數萬元，才換到今天的成績。

沒朋友娛樂 專心致志讀書

唯一不同的是陳懷露，她笑言自己
在內地的成績其實只屬中下游，「但
大家對新來港的學生都有一些既定概
念，會覺得我們的成績很好。因為別
人對我們的期望高，我們也只好更加
努力」。結果，在一開始沒有甚麼朋
友和娛樂的情況下，她就專心讀書，
結果第一次測驗就考到第一名，可以

說是香港這個環境造就出她的成就，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家裡投放了很多
資源在我們身上，很多人不知道為甚
麼我們可這麼專心致志去讀，其實家
人的負擔也變成我們的動力，令我們
更用功」。

也因為他們都有 優秀的學術表
現，以及平日也樂於參與社會服務，
最近他們就獲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選
為30名「基層學生升讀大學獎學金」
得獎人之一，獲得等同於大學學費的
獎學金，並將於本月底領獎。他們都
認為，這是他們來港以來最受鼓舞的
事，不止是因為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
關懷，也是因為自己的能力也獲得了
肯定。

學習障礙多 更發憤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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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愛心可以感染
別人，被香港社會各界扶持成長的他們，都想 要
如何回報社會。許佳琳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自
己雖然是以新來港人士的身份在這裡生活，卻感覺
這個社會並沒有將她隔離，它總是盡能力幫助家庭
經濟不佳的她，除了高中3年的學費獲減免，還有
社會人士資助她中五暑假到英國遊學。一直扮演
被幫助角色的她，選大學時決意要換個角度，以自
己的專業知識和經濟能力，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於
是她選讀會計專業，希望將來有一定經濟基礎，可
以資助貧困學童讀書，改善孤寡老人的生活。

早視港為家 盼出一分力

除了許佳琳，朱穎楠亦希望透過工作回饋社會。
在這裡升學，在這裡工作，在這裡安居的她，早已
把這裡視為自己的家，「在香港生活的這幾年中，
我對香港有了更多的認識，也對香港多了一份獨特

『情』」。她希望未來自己能夠投身政府部門，成為
公務員，並以此
回饋社會，為香
港出一分力。

此外，也有人
希望能秉承自己
在家鄉的志趣。
選讀工程的張耀
陽，因小時候在
家鄉跟爸爸一起
鋸木、拉電，他
希望自己將來可
以做工程師。對
於香港，他亦一
直有參與義工服
務做輔導工作，
以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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