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大學於今年
1月創立的「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是本港首
所國學院，旨在傳承國學、弘揚中華文化。國學院以
當代國學大師饒宗頤命名，並由他出任永遠榮譽院
長。為支持國學院的學術活動和教研工作，饒宗頤最
近捐贈了12套書畫精品予浸大，於10月7日舉行的饒
宗頤國學院籌款晚會上作慈善拍賣。

在昨日舉行的書畫精品捐贈儀式上，饒宗頤親自出
席了活動，另籌款晚會籌委會委員饒清芬和副主席王
庭聰、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浸大饒宗
頤國學院署理院長陳致等均為主禮嘉賓。

陳新滋：饒公是特殊國寶

浸大校長暨籌款晚會籌備委員會聯席主席陳新滋表

示，饒宗頤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奇葩、特殊國
寶，對推動中國文化有重要影響；他學貫中西，又能
將學問與藝術融為一體，並在歷史、文學、藝術、梵
文、甲骨文、佛學、金石學等十三大類學科上有卓越
成就，備受國際推崇。

就饒公答應擔任饒宗頤國學院永遠榮譽院長，陳新
滋認為這是浸大、以至全香港、全中國對文化有興趣
的人的福氣。陳新滋寫了一副對聯致送予饒公，「百
歲鴻儒赤子之心猶格物 千秋大愛夕陽餘熱尚溫
人」。

12精品表達中國文化信念

籌款晚會籌委會聯席主席孫少文對饒公捐贈書畫精
品籌款的善舉表示敬意和謝意。籌款晚會籌委會副主
席鄧偉雄則介紹了饒公捐贈的12套書畫精品，並指每
件作品都有共同特點，就是表達生生不息的力量，道
出中國文化不斷發展的信念。

在儀式上，維妮衛生用品有限公司集團主席及副主
席蘇啟聲伉儷捐贈200萬元，支持饒宗頤國學院的工
作；至於籌款晚會至今已籌得逾1,100萬元，其中的大
額捐款包括百樂酒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羅
嘉穗捐款500萬元、刁輝榮捐款100萬元和智韜慈善基
金有限公司捐款100萬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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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缺修課式碩士教育 30課程理大佔21個
育碩士生理大稱冠
港高教輸出神州

在內地舞台展現自我

饒宗頤贈12書畫 浸大慈善拍賣隨 香港推行新
高中學制，身邊很
多師弟妹都為自己
的前途感到憂慮，
紛往海外升學，部
分甚至以入讀名牌
大學為目標。但筆

者發現，很多同學都對英國升學存有疑
惑，因此以下會為大家解答一些常見問
題。

放榜報英校 恐失先機

問：可以在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後才報
讀英國大學嗎？
答：可以，但很大機會只能進入排名較

低的大學。由於很多英國大學早於11月到3
月就派出有條件取錄（Conditional Offer），
所以到7月中文憑試放榜時，部分競爭較大
的科目已額滿。例如申請牛津、劍橋的截
止日期是入讀一年前的10月15日。過了這
個報名期限，就算考到狀元，恐怕也會被
拒諸門外。因此要進入著名大學，成功第
一步是提早準備。
問：單憑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夠資格

報讀英國大學嗎？
答：一般而言，文憑試的入學要求高過

英國高考。筆者建議，如果家庭財政許可
的話，考慮提早兩年（中五後）到英國讀
寄宿學校。只要中六時在GCE（普通教育
文憑試）考得佳績，便有更大機會獲得錄
取。但假如財政上有困難，建議中五時在
港應考GCE AS level（普通教育文憑試高級
補充程度），並用此成績報UCAS（英國大
學聯招）。始終文憑試成績未出，僅用預期
成績（Predicted Grades）報讀有點吃虧。

學術成績 唯一考慮

問：英國大學重視全人發展嗎？參與課外活動會增
加錄取機會嗎？
答：儘管英國中小學均鼓勵學生多參與課外活動，

但大學不會視此為錄取關鍵因素。學術成績是唯一的
考慮因素，特別是牛津和劍橋。當然，這不代表課外
活動「無用」，因為多參與課外活動能增加知識層
面，對面試表現有幫助。
問：傳統名校學生有較大機會入讀牛津和劍橋嗎？
答：毋庸置疑，傳統名校給予學生海外升學的支持

較多，但這不代表地區名校甚至非名校的學生被比下
去，因為牛津和劍橋只考慮學術成績。只要你有優異
的成績、個人陳述、推薦信和面試表現，入讀牛津和
劍橋絕非不可能任務。
問：有意修讀法律的學生，在英國高考必須選讀文

科嗎？
答：當然不是。劍橋官方網頁寫明，法律系歡迎在

高考修讀理科和文科的學生，最好起碼修讀一門訓練
邏輯思維的科目（如數學）和一門訓練寫作文章的科
目（如歷史）。其實很多劍橋法律生也曾是理科生。

如果你對投考英國大學有其他疑問，歡迎來信，筆
者會在此為各位解答。

■高文懿（Jennifer） 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系二年

級生

作者簡介：香港中學會考後赴英就讀兩年寄宿學

校，2013年暑假開始協助運作由劍橋學長組成的

Bridge Education，致力幫助港生報讀英國大學。電

郵：jennifer@bridge-education.com.hk。

港商捐1.1億建北師大瀚德學院

本港目前有4所院校於內地開辦課程，分別為理
大、港大、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當中理大更

屬當中的「大贏家」。理大總共與內地院校合辦了1個
學士課程、18個碩士課程，以及2個博士課程，學科
種類涵蓋商管、社工、服裝及紡織、護理等，累積有
關畢業人數累計已突破6,500人。其中與中國人民大學
合辦的管理學博士，整個課程學費高達港元83萬元。
此外，理大與四川大學的4個醫護相關的碩士課程亦
成為該校的特色課程。

商科受歡迎 港大收1,077人

港大的內地課程亦是一匹「黑馬」。該校於2005/06
學年有6個境外課程，當時學生人數為703人；至
2011/12學年，雖然課程數目減少了1個，但學生人數
反而激增至1,077人，當中又以商科碩士課程尤其受歡
迎，如開設於上海的工商管理碩士（國際課程）就有
606人修讀；深圳的金融學碩士有413人。

至於中大2012/13學年的內地課程則有3個，較
2008/09年的5個有所減少，收生人數亦下降至約260
人；城大則有工商管理學博士及法學博士2個內地課
程，學生人數總計110多人。

理大中國內地事務總監羅璇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

該校之所以於內地「大展拳腳」，主要是看準了內地
欠缺修課式的碩士教育，令港校於內地有極大的發展
空間，「內地只有研究式的碩博課程，有關專業的碩
士課程則比較少有，而香港高教質素不俗，令內地生
願意報讀」。

理大：工管課集中西部發展

與不少大學將課程集中於北京、上海開設不同，理
大有其獨得內地課程發展策略，羅璇表示︰「例如我
們的工商管理課程主要集中於內地西部，因為東部已
經有很多這類課程；在東部我們則有旅遊相關課程。
我們在開辦課程時，主要考慮幾個因素，包括當地是
否有需求、合辦大學是否有需要、教育部是否批

准。」

內地設中心 宜港宜內地

羅璇又透露，由於理大的內地課程以碩士為主，下
一步是想開辦更多博士課程，社會工作博士就是該校
的其中一個目標。

但這些內地課程於大學本部、以至香港學生，又
有何益處？羅璇表示，其實該校視內地碩士課程和
香港學生培養為一套「戰略」，每當因開辦課程而於
不同地點設立中心時，就多了個接待港生的地方。
透過這些中心和該校的「內地體驗計劃」，港生就有
機會到內地實習、義教、服務等，充實自己的課外
經歷。

■鍾瀚德（左一）為瀚德學院首屆新生頒發獎學金。 江鑫嫻 攝

各所大學2012/13學年內地課程一覽
院校 課程數目 學生人數 學費水平（折算為港幣）

香港大學 5 1,077 8.9萬元至28.9萬元

中文大學 3 約260 6.3萬元至30.1萬元

城市大學 2 逾110 8.8萬元至43萬元

理工大學 21 1,045 3.2萬元至83萬元

註︰港大為2011/12學年數字；理大學費為近年數字

資料來源︰上述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高等

教育質素享負國際盛名，有見內地對此亦需

求龐大，不少本地院校都積極邁出香港，將

課程「輸出」至內地，與內地不同大學合作

辦學。據各院校提供資料，現時至少4所港大

學於內地提供超過30個課程，當中以修課式

碩士為主，一年培育學生達2,500人。其中理

工大學就開辦了21個學士至博士學位課程，

足跡遍及北京、杭州、西安、四川等地，學

費折算成港幣後，由約3萬元至83萬元不等，

可謂「商機處處」；香港大學雖只開辦5個課

程，但學生人數亦逾千人。理大中國內地事

務總監羅璇坦言，內地欠缺修課式的碩士教

育，令港校於內地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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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星期四見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北
京師範大學瀚德學院開學禮昨在北京舉行。據
悉，該學院由香港萬都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鍾瀚
德捐資1.1億元建成，旨在為中國培養複合型
國際化創新人才。學院設有法學和國際經濟與
貿易專業，兩個專業每年各招生40人。

鍾瀚德勉學生志存高遠

鍾瀚德在開學典禮上，與新生分享了大學生
活的感想。他勉勵學生要志存高遠，要有大志
向、大抱負，要把自己的學業和前途融入到國
家的事業中，要把對祖國的熱愛落實到具體行
動中。同時，還要有開放包容的信念，要尊
重、理解和掌握多元文化，要將知識融會貫通
化成智慧，將來成就一番大事業。

據介紹，瀚德學院為學生設計專門的國際經
濟與貿易、法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學生在分
別修讀國際經濟與貿易和法學等專業並掌握英
語的同時，按照雙學位的修讀要求選擇修讀德
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語種中的一
種。通過4年至5年學習，瀚德學院的畢業生能
在駐外機構、涉外企業等相關部門從事經營、
管理或法務工作。

捐資助學新產物 不收管理費

此外，與普通的合作辦學不同，瀚德學院是
捐資助學新模式的產物，資金主要來自鍾瀚德
捐贈以及社會募集。將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基
金會下成立的瀚德學院發展基金，會獨立核
算，所有捐贈資金不收任何管理費用。

誰說在內地讀書沒用？筆者

在決定來內地讀大學前，真的

受到家人親戚的反對，那時

候，大家都說：「嘉裕，不要

那麼幼稚，在內地讀書沒前途

的，在香港繼續學業吧。」那

時候，筆者的感覺真的很煩

躁，為甚麼家人不支持我？為甚麼總覺得在內地沒出

息？為甚麼總覺得內地很危險？種種問題，不斷地在

筆者的腦海中浮現，但最後筆者還是未有理會家人的

反對，硬 頭皮來到內地讀大學。到現在回想起來，

一點也不後悔。

落機聞粵語 如打強心針

乘坐在來華大的飛機途中，筆者心裡其實很害怕，

亦非常擔心；擔心不適應生活，擔心溝通不了。但是

一下飛機，就看到大學的接機橫額，頓時覺得非常親

切，意外的是，接機的人竟是說廣東話，這無疑打了

支強心針在我身上，所有的憂慮頓時都煙消雲散了。

來到華僑大學，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

不同國家，不同語言。雖然這樣，但相處下來還是挺

融洽的，大家都會向同學教授自己地方的語言，現在

想想，也挺搞笑的。

行動建友誼 用愛建橋樑

除此之外，由於華大是全國境外生最多的大學之

一，所以特別提倡不同國家的文化交流，這使我們可

以透過學校舉辦的活動，認識到不同的文化。如早前

我參加了東南亞的潑水節，大家真的玩得很開心，拋

開對自己國家的優越感，不用語言，用行動來建立友

誼，用愛作為最好的溝通橋樑；彼此的笑容，讓大家

享受了一整個上午，亦認識了不同學院的同學，藉此

建立更廣的人脈。

最近，我和幾位同學打算研究合資開店，他們有內

地的，有來自泰國的，亦有緬甸，大家來自不同地

方，但都有 同一份的創業夢。這是在書本中學習不

到的，亦在香港體驗不到的機會。所以，我從沒後悔

來內地繼續升學，因為我在內地看到一個「舞台」，

讓年輕人實現理想、抱負的一個「舞台」。

■華僑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12級金融港生 黃嘉裕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神州
求學記
神州
求學記
神州
求學記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華僑大學早前

舉行了東南亞潑

水節。 作者供圖

■饒宗頤(左四)捐贈書畫精品予浸大作慈善拍賣，支持饒宗頤國學院的發展 。 浸大供圖

■上海是港

大於內地的

其中一個主

要 辦 學 據

點，圖為年

前校長徐立

之在港大上

海教學中心

介紹該校於

內地的最新

發展。

資料圖片
■羅璇指，內地社會的修課式碩士教育仍有所欠缺。旁為理

大中國內地事務處主任甄啟璋。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