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小時候就不喜歡
吞藥丸。西醫需要各種
機器來輔助治療，但是

中醫只需要一根針和一雙手就可以幫病
人治療。」外表纖細的陳育賢，卻有
「女漢子」的內心。這名從中五開始就
一心想讀中醫的港生，剛剛參加完港澳
台學生攻讀內地高等院校碩士的考試，
她說：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放棄自己
的專業。

閩校熱情招待 異地感受溫暖
陳育賢是福建省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專

業09級港生，目前正在福建省第二人民
醫院實習。5年前，她隻身來到福建習
醫，面對與香港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
小妮子並沒有因此而感到彷徨。聊起初
到學校的情景，她仍記憶猶新。陳育賢
回憶說，到了機場是學校老師開車去接
的。到學校後，海外學院的學兄學姐們
都會主動引導。「學校給了我們境外學
生很多關心，讓我們在異地也能感受到
溫暖。我也結交了各地的同學，閒暇時
間都會一起聊天，彼此分享家鄉的美食
和文化。」

普通話和拼音輸入法是不少港人的軟
肋，但是富有挑戰精神的陳育賢卻不這樣
認為。在中醫藥大學的5年間，她兩次報名
參加了福建省大學生普通話朗誦比賽。
「我想向同學證明港生也是可以說好普通
話，也是可以跟內地學生一樣參加朗誦比
賽。」育賢坦言，當初報名一方面是想緩
解一下平時緊張的學習狀態，而另一方面
則是為了挑戰自己。
採訪中，陳育賢透露對中醫學的神

往，「之前臉上長濕疹了，加上在醫院長
期戴口罩，導致過敏長痘。也是找老師開
藥，中醫配合針灸，使皮膚恢復光澤。」
她強調，自己也是中醫的受益者。

實習經歷難忘 幸得師友相助
目前，正在實習的她，過程中每個第

一次對她來說都是非常新鮮且難忘的。
「比如第一次看分娩，第一次上手術
台，第一次值班，第一次給患者做治療
等等。特別是第一次進產房，其實產房
並沒有想像中的壓抑。雖然我們還不能
參與孕婦的分娩過程護理，但是親眼見
證一個生命的誕生，看到產婦和孩子都
平安，我們也替他們高興。」說起實習

中的經歷，陳育賢一臉激動和興奮。
「記錄病人每天的情況是醫生必須要

做的事情，但是由於香港的打字方式不
是拼音輸入法，所以一開始我打得很
慢。在實習初期，老師會只安排一個病
人讓我跟，一方面減少我的壓力，另一
方面能讓我更好地深入研究醫生這樣治
療的原因。」談到實習時老師和同學對
自己的幫助，陳育賢十分感動。

冀鑽研中醫 穗報考碩士
至於未來的打算，陳育賢希望能繼續研

究中醫學。「即使今後不是醫務人員，這
些知識也會幫到我，比如可以照顧家人，
照顧周圍身邊的朋友。」接下去她將備考
香港中醫執業資格證，未來可能會回香港
工作。但現在還是比較偏向於考研，內地
和香港的大學都是計劃中的選項。不過，
「北漂」5年的陳育賢希望能有更多時間
回家陪伴父母，所以碩士報考了廣州中醫
藥大學。「當初本科想報考廣州中醫藥
大學，但是沒信心，今年我會努力考
上。」

■記者 翁舒昕、
特約通訊員林銘 福州報道

在不同的環境中成長，香港學生
與內地學生也有差異，尤其在戀
愛觀和婚姻觀上都有不同。作為
90後的女生，陳育賢認為，香港
和內地學生都是中國人，在學校，

內地同學並不會以出生地來下評價。
在她看來，「拜金」其實存在於每一
個社會環境中，自己身邊也有「拜金」
友人，生活目標是「以後一定要做少奶
奶」。陳育賢認為，追求物質是每個人
的需要，但是偏重與否即是個人的追求
了。她亦表示，在擇偶方面，關鍵是雙
方真心相愛，只要對方有上進心，能一
起努力去創造生活，這才是最重要的。

■記者翁舒昕、特約通訊員林銘
福州報道

講心不講金 最緊要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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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2011年的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中，
幾位發起人都是在京工作近20年的企業高管，自成
立之日起即樹立了「團結互助、安居樂業、融入北
京、貢獻祖國」的協會宗旨，會員也大多是活躍在金
融、地產、法律等專業領域的精英人士，幫助港籍年

輕人在內地尤其是北京發展是協會工作的重點之一。
「目前，特首鼓勵年輕人多來北京找機會，但這些年輕

的『港人北漂』初到北京都會遇到一些問題，如果能有個
團體幫助他們，大家心裡也會更加舒服。」在北京闖蕩多
年的馮國佑對於「港人北漂」的狀態理解得更加深刻。協
會一方面給予在京工作的港籍年輕人生活上的關照、指
導，包括發放港人在內地生活手冊、與醫療團體合作設置
免費就醫額度等；另一方面與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合作，給
希望回港就業的大學生以支持協助。

辦兩地朗誦賽 供平台識國家
去年7月，該協會與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聯合舉辦了第

一屆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在馮國佑看來，語言的交流
和適應對於港人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他以自己孩子的教
育為例說：「我女兒在澳大利亞出生，從她4歲開始我就
請北京的老師教她說普通話。因為說得比較少，用詞可能
不行，但她說普通話比我厲害。」馮國佑這樣教育女兒，
不管在哪裡出生，我們都是中國人，一定要學習中國的語
言文化。
「沒有年輕人就沒有希望，我們要為他們提供一個理解

的平台，支持他們去理解國家。其實他們來到內地，本身
就代表他們願意了解國家，理解國家，我們就是要為他
們提供一個可以溝通的平台。」馮國佑表示。

參加募捐賑災 盼起帶動作用
以專業精神服務社群、貢獻內地也是協會成員的一致理

想。2012年5月20日，協會參加「抗擊乳癌大步走」慈善
募捐活動；同年7月，協會響應支持7．21北京特大暴雨災
害籌款活動；汶川地震時，協會中的電機工程師和土木工
程師等自發組織起一個團隊到災區幫助重建橋樑、改善發
電系統，用專業的能力回饋社會。
「我以前是兩家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東，從2000年開始
就賣掉了股票自己投資，不能投就做一些義工，這是我的
興趣，希望能夠盡一點小的力量幫到國家。」馮國佑希望
自己的所作所為可以起到帶動作用，「我今年54歲，協會
的很多成員都是40多歲到50歲的年齡，我們都願意回饋社
會，我們做的至少是一個開始，如果做得好，自然會有更
多的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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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健
儀的議案重點關注身居內地港人

子女的教育，冀中央出台政策支持長
駐內地的香港人士，並建議施行助學
和獎學金計劃、開設銜接香港課程的
港人子弟班和學校等。這一議案的提
出就得力於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
會的推動。

公校銜接難 私校學費高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常駐內地工作
的香港居民人數不斷增加。據香港特區
政府初步估計，在北京、上海、廣州三
大城市長期工作的香港人已超過37萬，
其中有近10萬人在北京工作，需要在北
京入學的港人子弟超過2,000名。但公立
學校的戶籍限制、課程銜接問題，以及
私立或國際學校的高額費用都成為港籍
學生在京入學的重重阻礙。而目前在全
國範圍內，僅深圳有接納港籍學生的專
門學校和港人子弟班。

「勿在中國地方把孩子變英人」
「港人子弟班在深圳是不太成功的，

只有800人入讀，因為那邊過關很簡單，
每天花兩個小時來回沒問題。但在北京
的學生如果要回香港，坐飛機都要3個半
小時，兩地情況不同。」馮國佑對於港
人子弟學校在北京的前景很看好，「在
這裡港人子弟班有機會成功，畢竟在北

京的輻射面是不一樣的。」
對於馮國佑這個「資深北漂」來說，

在京港人子女選擇報讀國際學校，每年
需要 100,000 元至 300,000 元不等的學
費，然而這並不僅僅是經濟能力的問
題。「我們協會有位理事，他的孩子在
英國國際學校讀書，英國老師問他：你
知道為什麼我們把香港『送給』中國
嗎？他說：『是因為中國現在強大
了』，但老師的回答是：『不是，是因
為你們離中國太近了。』」這樣的教育
對香港的年輕一代來說將產生怎樣的影
響不言而喻，馮國佑意味深長地說：
「我們不能在中國的地方把孩子變成一
個英國人。」

夥清華調研 推專題報告
2014年1月15日，香港特首梁振英發

表2014年《施政報告》，在教育領域推
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使通過
「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生計劃」升
學的、有經濟需要的香港學生在課程修
業期內可獲得每年最高15,000元的補助
金。「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我們把在
本地建立起定位清晰的港人子弟班作為
協會近期的最大目標，未來我們還將籌
備創建港人子弟學校。」馮國佑透露，
目前協會正在與清華大學合作，進行大
規模的在京港人調研，以推動關於在京
港人子弟教育問題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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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往中醫學神往中醫學 9090後港女閩尋夢後港女閩尋夢

專業精英關注北上港人專業精英關注北上港人

19861986年年，，2626歲的馮國佑已成為香港太平山青年商會分會長歲的馮國佑已成為香港太平山青年商會分會長，，22年後年後，，他組織他組織

香港第一個青年使團赴內地訪問香港第一個青年使團赴內地訪問，，並於並於19961996年開始在內地發展事業年開始在內地發展事業。。時至今時至今

日日，，馮國佑已經在北京這塊土地上工作生活了近馮國佑已經在北京這塊土地上工作生活了近2020年年。。作為香港專業人士作為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北京））協會會協會會

長長，，他不僅他不僅「「剛到北京就愛上了它的剛到北京就愛上了它的『『大氣大氣』。」』。」更關注着在更關注着在

京港人子女的教育問題京港人子女的教育問題，，致力於創建港人子弟學校致力於創建港人子弟學校，，助香港年助香港年

輕人更好的理解並融入內地輕人更好的理解並融入內地。。而讓他倍感驕傲的是而讓他倍感驕傲的是，「，「我見證我見證

了中國發展最快的一段時間了中國發展最快的一段時間，，也相信未來仍會快速發展也相信未來仍會快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曉雪王曉雪 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馬玉潔馬玉潔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港人
在北京在北京

港人
在福州在福州

■■馮國佑出席特首交流會馮國佑出席特首交流會。。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馮國佑等就創辦港人子弟學校深入探討。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專業人士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北京））協協
會與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合會與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合
辦第一屆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辦第一屆深港普通話朗誦精
英賽英賽。。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馮國佑與妻女馮國佑與妻女
在北京奧運會在北京奧運會。。
他的女兒他的女兒44歲時歲時
就請北京的老師就請北京的老師
教授普通話教授普通話。。

■■陳育賢不後悔選擇中陳育賢不後悔選擇中
醫醫，，她希望今後能從事跟醫她希望今後能從事跟醫
院相關的職業院相關的職業。。 翁舒昕翁舒昕攝攝

■■馮國佑關注在京港人子女馮國佑關注在京港人子女
的教育問題的教育問題，，致力於創建港致力於創建港
人子弟學校人子弟學校，，助港青更好的助港青更好的
理解並融入內地理解並融入內地。。 王曉雪王曉雪攝攝

■在內地求學的5年，陳育賢不僅收穫了醫
院知識，也收穫了友誼。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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