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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

「兩文」代表中文、英文，「三語」分別是粵語、英語、
普通話。「兩文三語」並存，是目前香港語言文化的一大特
色，也是政府一直倡導的語言融合方向。據有份修讀課程的
本港學生透露，今次發生在城市大學的「普粵雙語教學」風
波，其實早在事發首周就已經解決，陳學然教授也一直依據
規定，以粵語授課，只在關鍵處以普通話強調。媒體偷拍到
有關陳學然教授普通話教學的視頻，其實是他針對內地留學
生學術導修報告的點評。在本港大學為數不多的中文課程
中，教師以粵語授課，有時輔以普通話，是行之已久的慣
例，不應被污名化以製造文化、社群對立。

文化融合被曲解為衝突

據了解，在城市大學，陳學然教授很受師
生歡迎，並一直以其親和力贏得大家的信
賴。「風波」發生之後，記者在一個有關城
大的Facebook網頁上，看到有過百學生支持
陳教授，其中多為香港人。兩年前，當部分
輿論指責內地新移民是搶綜援、佔公屋的
「蝗蟲」時，本報專題組在得知陳學然教授具
有新移民背景後曾專訪他，由他講述自己從
1980年代末持單程證來港與父親團圓，經歷
天水圍、深水 的基層歲月，度過被人辱罵
為「大陸仔」的時光，到今日成為大學教授
的過程—近三十年光陰，體現的正是香港精
神。
有學生透露，針對本港社會目前在一些輿

論操弄之下所瀰漫的排斥、抗拒內地同胞和
新移民的氛圍，陳學然教授開學之初就在課
堂上公開呼籲：不同族群背景的學生應當相互包容，香港學
生應以多元、開放的視角看待來自內地的人、事、物，不可
故步自封。他當時更在課堂中強調：大學應當多元包容，不
應有排斥和歧視之事發生。
記者採訪了城市大學中文課程的應屆畢業生，當中既有香

港人也有內地人。他們不約而同表示，陳學然教授以粵語教
學，在關鍵內容處加入普通話，以此方便內地、台灣和海外
學生，是教職員延續多年的慣例做法。此種文化融合措施，
被一些媒體描述為「矛盾」、「衝突」，令人痛心。

族群共融措施應受讚許

在多元社會裡，文化與公共服務具有多元色彩本無可厚
非。在台灣，捷運、公共巴士，每到達一地，都以普通話、
閩南話、客家話和英語四種語言報站。在澳門，公交巴士也
以粵語、普通話、葡萄牙語、英語進行站名播報。
從人口比例角度看，目前居住在澳門的土生葡人，佔總人

口不足百分之十。在台灣，客家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約為
百分之十三；外省籍台灣人，比例則已經降至百分之
七左右。多語言的公共服務，在世界各地，都不曾影
響效率，可見，若因普通話在課堂中出現，就被指責
導致教學進度緩慢，無疑是一種偽命題。
有人認為，香港政府也強調市民要學好「兩文三

語」，交通工具等公共服務也以「兩文三語」進行。
可兩文有餘，三語不足，香港不少私營機構的記者
會、新聞發布會則通常以粵語為主，同時輔助以英
文。有人反問：此種便利之舉，既然可給予洋人，為
何不能給予使用普通話的同胞？
學校也是公共機構，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有人認

為，對於融合不同族群關係的人士，例如在教學中加
入適量普通話的陳學然教授，應當給予鼓勵、支持和
讚許。

大學應是多元主義的堡壘

香港與內地的民間往來，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
流，已經愈來愈密切。香港未來的文化發展與走向，
受內地的影響會愈來愈大，所以才令外界關注這種影

響會否改變香港的文化特色。
有專家指出，這種擔憂是不必要的，市民可以換一個角度

去看這個問題。如果仔細注意中央圖書館、香港文化中心等
不同場所的內地文化展覽，就會發現內地很注重不同地域的
特色與文化保護。不少來自內地的文化藝術展覽，都是具有
鮮明地域色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地尚且如此，處在一國
兩制之下的香港，有的應是文化的自信而非焦慮。內地與香
港的文化在交往中會產生磨合，需要的是理解，而非泛政治
化。
有學者認為，作為移民社會的香港，一大文化特徵便是內

容上的多元、心理上的包容。培育社會精英的大學更應是多
元主義精神的旗手與堡壘。部分傳媒偽造文化衝突議題，將
大學中的多元主義妖魔化為「向強國人跪低」，違背新聞操
守和良心正義。如果任由排外的民粹情緒在某些媒體引導下
蔓延，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呢？
有城大的本地學生指出，語言是溝通的橋樑紐帶，而非製

造隔閡的界限和工具。戒嚴時代的台灣，使用簡化字就是思
想左傾，有牢獄之災。因此文學大師柏楊曾以「貴閣下走路

時，千萬別先邁左腳」
來嘲諷此種思維。在
香港，新移民不是新
殖民，簡體字也不是
殘體字。文化磨合，
需要的是理性探討；
族群團結，需要的是
真誠包容。上世紀三
十年代，德國納粹黨
推行排擠猶太人的法
令，大批猶太學者被
迫離開了大學校園。
如今，若民粹蔓延，
所有內地留學生、學
者、合作機構退出香
港各間大學，這種
「本土化」的結局會是
甚麼？

祖籍上海的金靈，畢業於城大，一直從事海洋環境污染
研究。三年前他獲得澳洲總理獎學金，赴澳洲昆士蘭大學
攻讀博士，以海龜為研究對象。當時，城大也因為其獲得
澳洲獎學金，邀請各大傳媒對其進行採訪。
金靈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多年在港的求學、科研經

歷，已讓他以香港為故鄉。他說，自己從內地來到香港讀
書，這一過程中得到過學校、本港社會多方面的幫助。他
自己也在就讀城市大學期間，參加幫扶內地新移民的義工
活動。金靈說，特區政府需要有長遠的文化規劃與人口政
策，塑造社會的多元包容環境，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主流
社會，使之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生力軍。金靈認為，新移
民問題雖是香港發展的短板，但社會應當以正面的態度看
待新移民在社會中的作用，包容他們。
金靈認為，母校今次的語言風波，輿論過度炒作且上綱

上線，這對陳學然教授和兩地學生都極不公平，也不利於
大學多元氛圍的維繫。他說，自己現今所取得的成功，源
自香港社會的多元和包容。香港社會應以正面態度看待與
內地的交往。例如，在城大和其他大學，都有國家重點實
驗室，這是中央重視香港前沿學科發展、結合香港本地優
勢、實現互利雙贏的發展措施。難以想像因為兩地矛盾，這些實驗室若脫離內地資源的支撐，沒
有了本地協助，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因此大學甚至整個社會，文化兼容不可或缺。 文：劉瑋豪

黃維樑教授是香港文學界
著名作家、學者，在美國取
得博士學位，曾任教香港中
文大學。目前在澳門大學中
文系擔任訪問教授的他，認
為教學語言可多元，普通話
的普及也不會影響粵語的文
化價值。
黃維樑教授說，在香港目

前「兩文三語」的格局環境
中，陳學然教授或任何其他
講授這個科目的人，以粵語
教學，並且授課重點之處，
以普通話說明、強調，是一
個既尊重學校法規、也兼顧
情理的做法，畢竟，該課堂上有六成學生來自
內地。黃維樑教授特別指出，媒體在報道和評
論涉及有關大學校園的教學、研究問題時，應
當注意事實和具體情況。
就今次城市大學的語言風波，黃維樑教授認

為有兩方面是輿論忽略的：一，香港本地學生
差不多都能聽懂普通話，而不對稱的情形是，
初來香港的內地生，尤其是華北地區的學生，
根本不懂粵語，故而，在授課內容重點處，以
普通話強調多一次，無可厚非；其次，以粵語
教學的課程，在重點處以普通話重複，如果重
複的比重不大，如同有時以英文解說一些概念
一樣，應該是不會拖慢教學進度的。且如果有
聽不懂普通話的香港本地生，也可參照幻燈屏
幕、講義、課本。此外，黃維樑教授認為，一
粵一普，也是可考慮的解決之道。無論如何，
城大今次事件，應該只是一個很小的技術操作
層面的事情，媒體如果把此事放大，操弄為社
群和文化衝突議題，就令人感到悲哀了。
今次事件還涉及到粵語、普通話在香港未來

發展關係的問題。在香港，
中文在口語上長期等同於粵
語。黃維樑教授說，普通話
作為一種華人社會共同語，
其流行、普及是必然的趨
勢。語言是工具，如同香港
人以英語作為工具一樣，普
通話也是一種用於生活、事
業上的交際工具。香港的未
來發展，若不掌握普通話，
黃維樑教授認為，難以想像
如何進行商貿、文教、社會
等諸多方面的活動。況且，
不僅在內地，馬來西亞、新
加坡、台灣，甚至海外華人

地區，普通話已是主要溝通語言。但普通話的
流行，並不代表粵語的式微。香港是多元社
會，多元是資產，不應成為社會衝突的根源。
香港能夠容納英語，也應該能容納普通話——
如同地鐵播報站名用兩文三語一樣，大學也應
尊重多元。
黃維樑教授說，城大早在多年前，就和北京

大學合作編寫中國文化概論等書籍。內地與香
港的文化交流，如中國文史領域方面，愈來愈
普及，若加上與台灣的合作，則如果不諳普通
話，教員要從事科研合作、學生要深入學習以
掌握學科前沿動態，效果一定會打折扣。
黃維樑教授認為，城大是次風波，或與目前

社會中某些人的「去中國化」行動相關。部分
傳媒對促進港人的中國文化身份自覺、文化自
信以及香港的社群共融，未起到正面作用。大
學是包容和多元的地方，教學語言也應多元。
學者、知識分子，應在促進不同社群的融合方
面貢獻力量。 文：謝婉玲

學者：
操弄文化對立，令人悲哀

城大畢業生：
文化兼容不可或缺

■黃維樑教授認為媒體操弄文化對

立，令人悲哀。

因為授課時說了幾句普通話，香港城市大學及該

校教授陳學然最近被媒體推上風口浪尖，引起海內

外媒體的關注。本港社會所瀰漫的對內地新移民、

個人遊旅客、雙非兒童家長的排斥情緒，終於闖進

校園，使內地留學生成為箭靶。針對這一問題，本

報在採訪中發現，不少人認為，香港本來就在推廣

「兩文三語」，因此文化磨合不可泛政治化，大學校

園更應多元共融。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何鈺朗

據悉，中文類課程以何種語言教學，取決於兩方面：教師
的語言背景和學生的來源構成。例如，來自新加坡、台灣甚
至海外的華人學者，多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來自內地的
學者，也多以普通話教學。因此，普通話教學，與教職員的
個人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其次是學生的來源構成。以本港某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碩

士課程為例，十門主要課程，七到八科以普通話教學。據該
課程畢業生劉先生透露，即便是香港本地教師，也多以普通
話教學。因為這些教師不少有 留學台灣或海外的經歷，再
加上課堂上多數是來自內地的學生，普通話教學是自然而然

之事。
一些城大內地學生表示，他們尊重香港的粵語文化，也以

謙卑之心來港求學。他們只是就課程的一些細節問題，與學
校進行討論。在香港，新學年之際，各大學都會有這樣的互
動環節，並在這一環節中安排課程負責人、主要授課老師與
學生就未來的學習交換看法。這是一直以來的慣例。正常討
論成為兩地矛盾，甚至有內地網民認為內地學生「丟臉丟到
香港去」，從而被本港某些傳媒拿來大肆渲染，令這些內地
學生倍感委屈。他們認為，語言問題本應單純而直接，絕不
應上綱上線。 文：菜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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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與北大合作編寫

的《中國文化導讀》。

■城大畢業生金

靈，認為校園應保

持多元共融氛圍。

■香港是多元社會，圖為港鐵的簡繁中文及英文服務說明。

內地學生：
語言問題，不應上綱上線

文化磨合 勿泛政治化
大學校園 應多元共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