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到香港大學
的錄取通知書，
金燕寧表示「我
選擇了港大，我
很開心！」對於
未來的挑戰，她
從容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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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尖子升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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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去年，，先有遼寧高考文科狀元劉丁寧入讀香港大學一個月後先有遼寧高考文科狀元劉丁寧入讀香港大學一個月後，，放棄放棄7272萬港元的全額獎學金萬港元的全額獎學金，，選擇選擇

退學復讀退學復讀，，劍指北京大學劍指北京大學；；再有清華大學三年級生江煥波退學重考再有清華大學三年級生江煥波退學重考，，希望入讀香港城市大學希望入讀香港城市大學。。而幾而幾

乎年年有狀元來港的雲南乎年年有狀元來港的雲南，，今年其文科今年其文科、、理科狀元均決定棄港校理科狀元均決定棄港校、、留內地留內地。。到底是港校魅力減退到底是港校魅力減退？？

還是狀元的個人選擇還是狀元的個人選擇？？又為何一眾狀元會如此糾結又為何一眾狀元會如此糾結？？本報一連兩集訪問了多位內地高考的狀元本報一連兩集訪問了多位內地高考的狀元、、尖尖

子子、、家長家長、、院校院校，，讓各方現身說法讓各方現身說法，，談談港校的優與劣談談港校的優與劣，，頂尖人才的去與留頂尖人才的去與留。。

香港院校9年前開始在雲南招生，香港的
「龍頭大學」港大則自2006年始至

2012年7年期間，幾乎年年都有雲南狀元投
奔港大。不過，今年的雲南則是文理狀元雙
雙放棄了港大，雲南師大附中招生李主管亦
直言，今年沒有聽說有考生想上港大，自己
也感到很納悶。

「港人態度」影響選擇
今年，兩位狀元都選讀了清華的經濟與金融

專業，榜眼朱睿宇則選擇了北大光華學院的工
商管理專業。雖然商科在不少人眼中都是港校
的「優勢領域」，但該省三位最頂尖的學生卻
表示，大家棄香港院校而擇清華、北大，主要
是因為擔心適應不了香港的環境。
趙浩宇坦言，「港人態度」影響了他的

選擇。他說，近年香港發生導遊辱罵內地
遊客、內地小孩在港當街便溺後引起軒然
大波等事件，能看出部分香港人對內地人
的不友好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
考慮在香港生活學習，會不會不如在內地
舒服，而另一方面，我也擔心會因文化等
差異帶來困難和問題。」

「前人經驗」憂重蹈覆轍
周權和朱睿宇則是參考了「前人經驗」，

他們都舉了遼寧「復讀狀元」劉丁寧的例
子。劉丁寧去年讀了港大，但很快就發現自
己無法適應那邊的學習方式，又返回重新參
加內地高考。周權擔心自己可能一下子適應
不了香港大學的學習模式，即使沒有重蹈前
人覆轍，也會「很不利於學習」；朱睿宇則
覺得需要適應香港的環境，還有粵語、英
語、繁體字等都可能會比較困難。

香港高校 僅尖子追捧
除了狀元、榜眼對港校卻步外，一般學

生亦覺得「港校熱」與自己無關。小陳今
年剛剛參加完高考，高考狀元沒去讀香港
高校的事情，也是她和朋友、家人的話
題。她們都覺得，香港高校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成績好的「尖子生」的關注點，而對
於一般學校的學生，或者是成績一般的同
學來說，熱度其實並不高。真正的「尖子
生」不多，所以她覺得其實並不存在「港
校熱」這個概念。
小朱明年將要參加高考，他的成績在班

裡排名中上，「我是考不了狀元，當然香
港高校也不會關注我啦。」他坦言，讀香
港高校對於他和大多數同學而言，可能就
是一個閒聊時的談資，而和家裡人就更少
會說起了。

對於雲南高考狀元都斬釘截鐵地放
棄港校，坊間觀點大致分為「人各
有志」及「難以理解」兩類。有
「過來人」指，難以理解為甚麼會
有人因為語言環境方面的挑戰就不

考慮香港這個選擇，並大讚在港升學收獲
豐富，能培養更多「軟實力」。

屬個人選擇 應充分尊重
對於大多數家長來說，都比較能理解這
3名考生的選擇。王先生的孩子就在幾年

前考上了香港院校，現在孩子已經畢業。
他分析說，到香港的好處是可以早點進入
國際大家庭，但要求孩子的獨立性較強，
對於這幾個孩子的選擇，他覺得是「人各
有志」。有些家長則表示，考生選不選擇
香港院校是個人的決定，應當充分尊重。

讀書軟環境 北大清華難比
不過，「過來人」Frankie則對學生拒

絕港校的理由感到不解。Frankie7年前從
雲南昆明考入香港中文大學，現在已經畢

業，並在香港工作了3年。他說︰「本身
讀商科就面臨着語言、環境的挑戰，和讀
研究類學科不同。學習本身也是一種挑
戰。所以我不能理解為甚麼會因為有語言
環境方面的挑戰就不考慮香港這個選
擇。」
對於從港大退學去北大的劉丁寧例子，

Frankie認為這是因為她本身就想學習國
學方面的學科，「所以她的選擇就很有邏
輯，因為這方面肯定是北大厲害。」不
過，Frankie 亦平心而論，就課程、教

材，甚至教授方面而言，可能北大、清華
與香港商學院差距正在縮小，「可是在香
港讀書的軟環境，雖能接觸到的人和事是
北大、清華還不能比的。」
他還說，畢業這些年，很多人和自己都

覺得現在和中學同學看問題的角度已經不
一樣了，在香港相對來說應試和找工作的
氛圍弱一些，會有更多的機會去發現其他
人不一樣的陽光和經歷，在香港培養起來
更多的是軟實力。

■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

今年畢業於遼寧省瀋陽市東北育
才中學高中部數學特長班的金燕
寧，是今年該校一眾高分考生中，
少數報考香港大學的學生。高考
680分的她，拒絕了眾多內地名校

的橄欖枝，選擇去港大，原因是港大讓
她更能展現自信和能力，也是因為香港
社會在她年紀小小時，已讓她淺嚐過人
情味。

「一個存在一切可能的分數」
金燕寧表示，自己高考的分數比預計

的分高出30分，一開始想到的是可以報
清華、北大，但其父親卻一語道出真
相︰「這是一個存在一切可能的分
數。」因為這樣的分數，還讓她可以考
慮港大。
「4月份，我參加了香港大學的自主招生
考試，獲得了面試資格。」金燕寧認為這
次面試讓她展示了高考之外的更多能力，
特別是「英語能力和與他人交流的能
力」，讓她的自信得到認可，「選大學有
時候像談戀愛，感覺對了就去試試！」

掉了雪糕 嘗到港人情味
此外，對香港的好印象，原來還建立

在金燕寧小學時在香港所吃的一個甜筒
上，那次，她吃到了「人情味」。對於
這童年往事，她笑着說︰「當時我在快

餐店點了一個甜筒，吃兩口掉地上了，
點餐的姐姐就重新給了我一個，結果我
又掉了，她就又給了我一個。讓我感覺
香港是很有人情味的。」
雖然金燕寧取得半額獎學金，但金爸

爸也直言︰「與在內地讀大學相比，我
們每年多花近40萬元人民幣。這倒不是
錢的事，家長們更關心港大的優勢究竟
在哪裡？」在他看來，港大的「國際氛
圍和自由空氣」就是當中的優勢，「我
們其實也頂着很多傳統的壓力。」金爸
爸坦言，內地名牌大學標籤化的傳統盛
行，以至於孩子的同學、家長的同事、
周圍的鄰居都會有質疑和不解，「畢竟
內地名牌大學的誘惑力也很大。」

曾憂適應問題 願試國際化
小姑娘內心又是否有掙扎呢？她淺淺

一笑︰「有的同學知道我要去港大，很
驚訝。我想，他們或許擔心在文化差

異、語言環境上會不
會適應。其實，我也
會有點擔心適應的問
題，比如說我申請的
宿舍，據說就是一個
非常國際化的地方。
但我覺得更應該去嘗試，應該讓自己有
這樣的經驗。既然以前的學長學姐都能
夠適應，我覺得自己應該也沒甚麼問
題。」
對於普遍認為的全英文授課的挑戰，金

燕寧也從容以對，並分享了其中的秘訣：
「我平時不是學霸型的，在老爸老媽的安
排下，我從小就一直每周末參加全英文的
外教英語課，這讓我的課外生活豐富多
彩，也讓我有了比較好的交流能力。」對
於未來或許出現的更多未知的挑戰，小姑
娘只用一個燦爛的笑容回應，「現在我選了
港大，我很開心，以後事情以後再說。」

■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

不少高考尖子對是否到香港升學猶
豫不決，但在港大讀會計一年級的尤
楊則表示，港大是他「沒有糾結之
選」，因為港大國際化，也是不足以
讀北大、清華的他的最佳選擇。在港

大，他體驗了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唯一的
挑戰，就是要自己「做決定、負責任」。
尤楊對香港的印象，就是「國際化、現

代化的法治社會」。他對港大的大學生活
亦明顯很適應，還參加了不少課外活動，
例如上個月就剛到海南支教，在校內還是
內地本科生權益保障組的成員，與學校就
學生租房補貼的調整進行溝通。

學會做決定擔責任
面對部分學弟、學妹對升讀港校的猶

疑，尤楊則作出了以下提醒︰「在港大讀
書，語言特別是英語能力、適應能力很重
要。」作為全自費就讀港大的內地生，尤
楊對經濟的壓力並未表示出太多的擔心，
「並不是不差錢，爸媽是把給我買房子的
錢投資到教育上了。」小伙子半開玩笑的
回答，透露出全家對港大的認可，「其實
港大還有名目繁多的獎學金，如果提前知
道的話，還可以申請的。」
尤楊特別提到了讓他倍感挑戰的一

點，「感覺自己身上的責任更大了，因
為在這裡從生活到學業，往往都要自己
做決定、擔責任。還有一個挑戰是要學
會從雜亂的信息中篩選出有用的、可信
的信息。」 ■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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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考慮因素主要在於該地的教育素質。不過，面對香港高校

和內地頂尖學府這樣的兩難選擇，雲南今年的文科狀元趙浩宇、理

科狀元周權、理科榜眼朱睿宇考慮的，卻是其他因素—港人對內地

人的不友善態度、可能出現的適應問題。他們最終決定放棄香港院

校，而選讀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令幾乎年年都有狀元「進貢」香

港的雲南，今年鐵定會呈現「真空狀態」。

港漂「過來人」讚培養「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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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的招生香港大學的招生
工作人員在接受考工作人員在接受考
生家長的諮詢生家長的諮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雲南高考文科狀元趙雲南高考文科狀元趙
浩宇坦言浩宇坦言「「港人態度港人態度」」
影響了他的選擇影響了他的選擇。。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雲南高考理科狀元周權雲南高考理科狀元周權（（左左））和理科榜眼朱和理科榜眼朱
睿宇是安寧中學的同班同學睿宇是安寧中學的同班同學。。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雲南高考理科狀元周權擔心雲南高考理科狀元周權擔心
在短期內適應不了香港大學的在短期內適應不了香港大學的
學習模式學習模式。。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小時候的金燕寧在香
港城市大學門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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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楊（左一）對校內的學生活動很了解而且
熱衷參與。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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