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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香江組家庭建事業「單字名」卻成另類標籤
仍被問「哪裡人」
居港20載名「露餡」

吳克儉：研深辦港人子弟學校 英基6生考滿分膺IB狀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若說內地生
當中與本地生接觸最多、最「共同成長」的，
應數來港升讀本科的學生。修讀香港大學國際
商業及環球管理的鄭妍認為，其實大多數本地
生都非常友善。非常融入這個群體的她，漂泊
感並不強烈。若說兩地學生之間有縫隙，她認
為這是因為大家並未夠主動，未充分互相理解
所致。

來港交流一周 開始戀上香港

來自上海、是當年高考狀元的鄭妍坦言，自
高中來港交流了1個星期後，已開始戀上香港，
現在更視這裡為第二個家，「我在這裡有朋
友，香港中西融合，我也很認同這裡的文化及
價值觀」。

一般本地生對內地生的印象都是「極度用
功」，如果簡述他們的生活，應該就是早睡早
起，清醒的時間都在圖書館，所以好成績都被
他們「搶」去。鄭妍坦言，自己可算是一個例
外，「我和本地生（有）很多來往，因為我一
直住在宿舍，接觸到不少本地生，而且也有上
管弦樂團的『莊』（學會組織），有很多合作的
機會，我也曾在凌晨三四點時，和一些本地生
一起去飲早茶，再回宿舍倒頭大睡」。

流利的廣東話、如此「本地生」的生活，可
見她已很融入。在鄭妍眼中，本地生「都幾得
意」，「身邊有些本地生很用功，我尤其佩服那
些自食其力的本地生，他們邊上學邊打工，很
厲害」。鄭妍表示，自己在大一、大二時都是和
本地生做室友，廣東話也是在第一位室友身上
學的，「我挺感謝她的，當時我們互相講對方
的語言，一兩個月後，我在粵語方面就沒有問
題」。

「搶資源」片面 內地生應主動

網路所流傳的「反大學濫收」言論，她不是
沒有看過，「第一刻也有感覺被冒犯，覺得他
們很排外，但其實有時想想，上海也是很反外
地人的，就開始比較理解本地人的想法。比較
執 的人其實到處也有，不用放在心上」。雖然
鄭妍尊重他們的看法，但她還是認為「搶資源」

的講法過於片面，「內地生來港學習，對本地生也會有促
進，大家可互相交流，了解不同文化、增加校園多樣性」。

那現在兩地學生中的縫隙，又是甚麼問題呢？鄭妍認
為，主要都是大家都不夠主動、雙方了解不足的緣故，

「內地生要融入本地社會，自己要出六成力，本地生應該要
有四成，但現在似乎只是五成和三成」。她又指，內地生作
為新來者，應該更主動和投入，「其實我也覺得有些遺
憾，我想內地生來到這裡，應該嘗試不同的事情，而不是
只和內地生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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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閻洪身邊，有 各種想法的
內地生和內地學者。有人住了10

多年了，卻沒有家的感覺，有人生活質素明明下降
了，卻依然希望留在香港。他希望，內地生可以更勇
於踏出自己的圈子之餘，香港人也可以更開放，去接
納不同的人和事。

「漂」不「漂」 源自內心矛盾

雖然閻洪喜歡香港，但他身邊卻有不少學者，怎樣
也沒有「此處吾家」之感，「有個從北方來的學者，
在香港已經結婚生子了，由助理教授升到教授，結果
都是離開香港，他說這裡沒有『自己地方』的感覺；
又有個同事，在香港工作了10多年，最近又去了亞洲
其他國家，他說覺得自己不像香港人。所以，漂不漂
不在於他在香港擁有甚麼，而在於他內心的感受」。
他表示，其實不少內地來港的學者，即使已住滿7年

也不願意換領永久居民身份證，「因為他們不想放棄
內地身份」。

相比之下，內地生的反應則截然不同。在他的觀察
中，內地生都很喜歡香港，「雖然現在來港讀書的內
地生很多都家境很好，回去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但
他們都很喜歡這個地方，如果可以找到工作，我相信
他們九成都不願意走」。

兩地爭議 源於文化差異

對於紛紛擾擾的兩地爭議，閻洪認為，問題出於文
化差異之上，「並不是說誰好、誰不好，只是大家看
法不同」。就像大家看到內地遊客一些不文明行為都
會冒起不認同之感，只是有些香港人會指罵這些內地
人，而閻洪則只會上前與對方講道理：「有時我想，
我沒有像一般香港人那樣生氣，是否我並不那麼『香
港』？」

但他有時也會質疑香港的風氣，就像去年特首辦公
室聘任了一位內地生，結果引來滿城風雨，閻洪質疑
當中的理據，並反問︰「如果是外國人，會不會就沒
有問題？」像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學的「話事權」
亦一併回歸，「香港人作主了，但內地學者還是像以
前一樣（不受重視）。有時我覺得，是這個社會在告
訴我『你不是香港人』」。

拉近距離 不組「內地生莊」

雖然如此，他也認為香港這些年正在朝 好的方
向轉變，校園內也有更多人可以講普通話，大家可
以更兼容，他亦鼓勵內地生與本地學生融合。有見
近年兩地學生又分為兩個圈子，為了拉近他們的距
離，閻洪曾「下令」其學系的學生不可自組「內地
生莊」，要「上莊」就和本地學生合作，逼大家踏出
自己的小天地，互相交流。他認為，香港校園內多
了內地學生和學者是好事，「但香港人應該再開放
一點」。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教育局局

長 吳 克 儉

（左）訪問

深圳，與深

圳市教育局

局長郭雨蓉

作禮節性會

面。

政府供圖

■聖保羅男

女中學首屆

IB成績有5

名畢業生考

獲 4 4 分佳

績。左起：

顏子寧、麥

凱淇、林宇

霆、黃天韻

和陳澤齡。

龐嘉儀攝

■英基屬校今

年共有6名IB

滿分狀元。左

起：張盈盈、

曾雅榆、王雅

緣、

Shreen i dh i

Subramaniam

、金禮鄰、張

少鋒。

龐嘉儀攝

■在港生活

近20年，閻

洪已經融入

這個社會，

還參選過2

次「選舉委

員會」。

黃偉邦攝

■鄭妍認為兩地學生

之間有縫隙，是因為

大家未夠主動，未充

分互相理解所致。

曾慶威攝

◆矛盾心情◆

盼走出小天地 冀港人包容接納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單看名字就知道
這些學人有 多地的生活體驗。閻洪出生於

四川成都，曾到過日本和美國留學，上世紀90年代初
來到香港，現在已住了將近20年。

「是香港不認同我們」

回憶起當時其實有兩個選擇，一是留美，二是來
港，「但留美是你需要人，來港是國家需要你，有很
大不同」，他又直言︰「我很認同自己的香港身份。
不過，早前我和EMBA課程的人吃飯，他們說，是香
港不認同我們。」

決心說好「港話」「警告」學生勿取笑

所謂的不認同，有時反映在大家寧願和內地學者講
英文，也不願意說普通話，個性率直的閻洪又道︰

「我有時會和這些人說，你以為你的英文很好嗎？我
覺得『好麻麻』。」不過，語言在他身上根本不是問
題，他一早已學會了廣東話，「當時我學廣東話，就

『警告』了學生不可以笑我，又要他們跟我說廣東
話」。原來如此流利的口語來自他的決心和對學生的

「警告」。
適應力甚強的他，自言自己並不漂泊，原因不在於

家庭和住所，而在於自己有沒有港人的「身份自
覺」。只是，身份上的認同，不只見於自己，還見於
社會和他人。近20年來，他還是會斷斷續續地被人問
起：「你是哪裡人？」近年又多了一句：「你退休後
要到哪裡？」他中氣十足道︰「我就是香港人！有時
我會和我的學生說，我在香港住了快20年，比你的時
間還長，你是香港人！我不是香港人？黐線 ！咩
logic（邏輯）！」當中的「黐線」，就十分地道，而
中英夾雜，又是港人說話的另一特色。

熱心社會事務 曾參選「選委會」

熱心社會事務的他，還曾經兩次參選「選舉委員
會」，可惜都是落選收場，「有人和我說，閻教授你
不會選得上，因為你的名字只有兩個字，一看就是

『大陸人』。你即使再多住20年，也是『大陸人』」。如
此直白的說話，他在心裡只折射出「他可能講得對」
的感受：「我知道我不會選得上，但我還是好認
真，因為我希望其他內地出生的學者也可以投入香
港的社會。最近這次就有很多有資格投票的人都有
出來投票。」不過，他又強調，當中也涉及「天時」
問題，因為很多學者都是2008年或2009年時來港，剛
好不夠7年，「否則也有點機會，雖然他們未必都會
投我」。

欣賞港國際化 享受簡單生活

對於香港這個社會，他還有很多感受和體驗︰他是
一支青少年足球隊的領隊，亦是本地一個佛教團體的
顧問，他喜歡香港完善的規劃和制度，欣賞香港國際
化，享受香港簡單生活，不那麼政治化。

不過訪問到最後，回到「是不是港漂」的議題上，
他只是喃喃地說︰「算唔算呢？我係唔係港漂呢？我
都唔知。」

說起港漂，大家只會

想起來港求學、剛畢業

後留港工作的內地生，

但其實在香港各所院校內，那些內地學者當中，部分

人又何嘗不是懷有一份漂泊的心情？於香港生活了近

20年、已拿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說 一口流利廣

東話的「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名譽會長閻洪，

在香港建立事業與組建家庭，熱心社會事務，到了今

時今日，卻仍然有人問他：「你是哪裡人？」他總是

肯定地回答：「我是香港人。」只是香港社會裡還有

人不認同這一批學者，還將兩個字的姓名轉化為另一

種標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港漂系列
落地生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到訪深
圳，首次官方禮節性拜訪深圳教育局局長郭雨蓉，就兩地整
體教育策略問題作初步交流，並討論包括學位、人口、教學
質素以及跨境學童等議題。他又到兩所港人子弟就讀的學校
參觀，並提及當局正就明年起的小一派位方面開展研究一籃
子方案，包括考慮開辦港人子弟學校，或就跨境生設學校名
單和網絡等，去處理跨境童及北區學位不足問題，希望於8月
底之前落實公布。

優化策劃 提一籃子方案

跨境童人數大增引致近年北區學位供應緊張，吳克儉於深
圳訪問後指，昨有機會與深圳教育局就各教育議題初步討
論，並期望透過兩地官員的正式工作會議，進一步詳細研究
各有關實質工作。針對小一派位及跨境學童升學需要的發
展，他表示，政府近年與深圳及內地已加強聯絡，完善相關
資料搜集，並藉以優化學生人口策劃這部分，希望作整體改
善。當局已掌握未來小一派位整體人口，及跨境童大致數
據，未來一年將會透過不同方案，包括研究加班數、增加班
額、跨境校網分流及開辦港人子弟學校等一籃子去處理，並
會於8月底公布。

他並重申，由於零雙非政策已於去年底進行，幾年後升小
人口將會下跌，學位不足只是過渡性問題，局方會與學界一
起努力，攜手去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多所學校陸續公

布國際預科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IB）成績，其中本地英基學校協會轄下6

所中學今年有6名考獲45分的滿分狀元；另首次有

學生應考的傳統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學生平均分

達40.67分，當中5人獲44分，成績驕人。狀元之

中，有人自幼患上可致命的罕見皮膚病，憑毅力克

服身體缺陷並考獲佳績；亦有人出身杏林世家、出

生時患有兔唇，接受醫療後，感激醫生之餘，從此

立志懸壺濟世。他們的成長故事各不相同，但亮麗

成績的背後，均有 一番不懈的奮鬥。

今年全球有逾5.6萬名IB考生，英基轄下6所中學

有850人應考，總平均分則為34.6分。另過半數學

生成績達35分或以上，而考獲40分或以上學生有

140名，約佔16.5%，其中考獲44分及45分的各有

17人及6人，滿分者包括港島中學的張盈盈和曾雅

榆、南島中學的張少鋒及王雅緣、西島中學的金

禮鄰及Shreenidhi Subramaniam。

患病眼畏光風 努力獲佳績

出生於澳洲的王雅緣，9歲時因服食某種發燒藥

而誘發了罕見且可致命的皮膚病「史蒂芬斯－強

森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故眼睛一

旦接觸陽光及風就會出現刺痛，她曾因皮膚病而

住院1個月，最後經歷一整年治療後，病情才見好

轉。她坦言，患病雖令人自信心低落，但亦令她

珍惜學習機會，全憑師生支持及個人努力，最終

考獲佳績。目前她已獲美國康奈爾大學錄取，矢

志成為生物系研究人員，加入國際組織服務社

群。

聖保羅男女中平均分超全球

至於聖保羅男女中學有27人應考，平均分達

40.67分，比全球總平均分高逾10分，有八成學生

考獲40分以上，其中5人獲44分，分別為顏子寧、

麥凱淇、林宇霆、黃天韻和陳澤齡。學校發言人

指，該校IB畢業生全數獲多所海外及本地著名學

府有條件及無條件錄取，包英國劍橋、牛津、倫

敦國際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皇家音樂學院

等。

黃天韻表示，自出生時有輕微兔唇，自言是醫

療受惠者，感受到醫學對人生命的改變，加上父

母均為醫護人員，讓她立志成為外科醫生，期望

入讀港大醫學院，而目前她已獲得中大及科大的

取錄信。

另拔萃男書院亦有1名滿分狀元，並有5名學生

考獲44分，整體上有53%學生考獲40分或以上，總

體平均分則為39.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