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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超算中心簽約 聯通兩地大數據採集

科大霍英東研究院
南沙科園新樓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香港科技大學霍英

東研究院新大樓昨日於廣州南

沙資訊科技園正式開幕，校方

更簽訂了國家超算中心南沙分

中心建設意向書，成為內地首

個聯通內地與香港的大數據採

集、分析、服務領先平台，除

服務內地外，分中心也將為香

港的科研發展和成果轉化提供

數據支撐。此外，校方更簽訂

了多項產學研合作項目協議，

進一步促進香港及內地的科研

合作及知識轉移。

「騎行助學」44天入藏盡是堅持

從
智
障
朋
友
看
到
率
真

澳浸信中學訪渝穗交流

'�
344
'�
344

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活着的意義到底是甚麼
呢？福貴的一生由富貴變
貧窮，歷盡生離死別，直

至最後都沒選擇死亡，反而與一頭牛慢慢等待生命的逝去。
福貴的生命是坎坷的。但我想，換個層面來說，他仍然
是幸福吧。雖然他的親人一個一個地離他而去，但至少他
還可以失去。正因他曾擁有過，所以才會失去，如果不曾
擁有，又談何失去？人生變幻無常，上一刻還在幸福着，
下一刻卻已分散異地、人鬼殊途。然而，我為福貴沒有尋
死而感到慶幸。此時此刻，也許活着是痛苦的，但死亡又
有甚麼意義？只有活着才可回憶過去與家人愉快的時光，
只有活着才可感受到以往幸福的點點滴滴，只有活着……

假若福貴選擇死亡，那麼他就會變得一無所有。
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死亡的恐懼。一旦你對它有
所恐懼，就會被它所限制，你就不能好好活着。本書所說
的「活着就是為了活着」，哭也好、笑也好，悲傷也好、
快樂也好，你也要活着，因為所有人都是為了活着而活
着，並非是為了恐懼死亡而活着。
活着需要勇氣，死亡才是最軟弱的行為。死亡太容易
了，因為導致死亡的因素實在太多了。只有軟弱、逃避現
實的人才會選擇死亡，只有堅強、
面對現實的人才可活着。
福貴一生見證許多死亡，也許因

而使他更珍重生命，更希望能活着

吧。就像一個婦產科醫生，見證母親把孩子生下，一個又
一個的孩子誕生在這個世界，才會
知道一個生命是何等珍貴，得來
不易。
明明是一本名為《活着》的

書，卻處處透露着死亡的信息，
是一本由死亡連接起來的書。活
着就是讓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
福貴到最後都選擇了活着。
我們不需去迎合別人，我們
只需走自己認定的路，正如
福貴一樣。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人活着到底有甚麼意義？這幾乎是人類
自有文明對生命的經典提問之一。古往今來，追尋的人因各自際遇經歷不
同，都得到不同答案。活着就是為了活着是其一，體現了大悲大喜後一種
不悲不喜的堅韌。願同學在人生路上，也能找到屬於你的答案。

《活着》為何？

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

學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

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

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

贈送50元書券乙張，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

com。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

列明學生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

聯絡電話和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徵稿啟事

《有情枝》

學生：胡芷晴
學校：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文
倩）一本書之於人的一生，可
能有着難以估計的重量。受到
書本啟發而重投學習、由中二

輟學追趕至大學畢業，嶺南大學哲學系畢業生劉瑞龍，在
投身社會工作1年後毅然辭職，從湖南省開始44天的「騎
行助學、義踏千里」入藏之旅，希望憑自己的毅力與努力，
為內地農村地區學校興建圖書館籌款，讓更多缺乏學習機
會的學生，也可以像自己一樣從書本中受惠。入藏的路途
就像他的求學路一樣曲折，每一刻都想放棄，卻又每一次
都堅持了下來，「我慶幸自己最終還是完成了，有些東西，
你堅持了、捱過了，就是自己的財產。」
近年不少年輕人以踏單車籌款，偏偏劉瑞龍卻以為農
村學校建立圖書館為目標，選擇為「閱讀．夢飛翔」文
化關懷慈善基金籌款。這個令旁人不感興趣的議題，原
來包含着劉瑞龍的人生故事。

中二輟學 27歲成大學畢業生
10年前中二輟學的劉瑞龍，大概沒想過27歲的自己

竟然會是大學畢業生，改變其一生的，原來就是幾本
書，「輟學後我做了不少工作，試過跟車、做運輸工人
和汽車學徒，也試過到園藝公司工作。當時覺得自己好
像很局限，就像井底蛙一樣，想不明白自己生存的意
義，於是找了幾本書來看，當中有《蘇菲的世界》、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等，但我發現自己看不明白，
所以就出現了想重返校園的念頭。」
於是，劉瑞龍就由夜校開始讀起，早上工作、晚上讀
書，過着勞累的生活。比別人付出雙倍的心力與努力，
換來了一張會考5科合格的證書，一個大家都認為和大
學距離還遠着的成績，他卻選擇了堅持，繼續讀副學士
先修課程，再一步步由副學士升到大學。一個吐氣揚眉
的結果，劉瑞龍卻不敢囂張，「只能說把我這隻井底蛙
帶到地面吧，我不敢說我將來可以走得很遠，但起碼我

看到了更遼闊的天空。」

書本真的能改變一個人
也因為體驗過書本真的能改變一個人，當劉瑞龍大學

做義工時接觸到「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
時，這次的「騎行助學」就已經在他心中萌芽，最終於
畢業1年後，他決定辭去工作，做一件令自己不後悔的
事，為農村學生接觸更多書本而努力。
取得了基金的同意，找了若干贊助，劉瑞龍終於在9

月中大張旗鼓從湖南省湘西古丈縣出發，開始其進入西
藏拉薩的單車旅程，途中他需要翻越14座海拔超過
4,000米的大山，其中東達山和米拉山埡口更高達5,000
米，絕對是體力及毅力的挑戰。
每每聽到有人騎車環遊某地後，都是無盡的增廣見聞

和享受，劉瑞龍卻毫不掩飾地表示︰「每上一個斜坡我

都很想放棄！」他苦笑指，旅途中並沒有甚麼開心的
事，卻有數之不盡的痛與累，「翻第一座山時，我已經
覺得很辛苦，頭痛、頭暈、氣促，有2個斜坡我更辛苦
得只能推車。」再加上初時他的膝蓋因承受不了太大的
運動量而極度痛楚，屋漏更兼逢夜雨，他還在陌生的路
段踏錯了方向，白白浪費了近一個小時，踩回頭的路
上，心裡只有無盡的沮喪，甚至懷疑自己能否捱過餘下
的路程，那種接近放棄邊緣的打擊，劉瑞龍現時仍記憶
猶新，「只好每次都騙自己，過了這個彎就下斜了。」
原本計劃35天完成的路程，劉瑞龍最終用了44天，

也總算把它完成了，故事說到這裡，苦笑也終於變成苦
盡甘來，「我想我這輩子也不會再踏單車了，但回頭看
這次的經歷，我會覺得，再辛苦的事，你堅持了、捱過
了，就是自己的財產。我慶幸自己當時堅持完成了，沒
有讓將來的自己後悔。」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科大霍英東研究院與廣州市超算中心及
廣州工研院簽約合作。 廣州傳真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新大樓昨日
正式開幕。 科大供圖

■旅途上唯一令劉瑞龍展現笑容的事，就是可以和純真的
小朋友交流、玩耍。 受訪者供圖

■劉瑞龍翻越第二座山時，雖然海拔高達4,412
米，但已適應了不少。 受訪者供圖

霍英東研究院於2007年落戶廣州南沙，負責統籌科
大在廣州、深圳、佛山、餘杭等各研究機構的技

術轉移工作，成立至今已取得逾30項專利，在物聯網
研發、先進製造與自動化研發、先進材料研發、綠色建
築與環境研發4個主要研發方向上均有突破。新大樓佔
地面積3.6萬平方米，除了國家超算中心廣州南沙分中
心外，粵港科技成果轉化示範中心亦將坐落其中。新大
樓設有乾、濕研究實驗室及中央設施等，進一步推動各
類研發與教學。
除了為新大樓舉行開幕典禮，昨日研究院還分別與國
家公安部、中國電信、廣東省環境監測中心、廣東工業

大學、山東琦泉集團、華東理工大學、中國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等簽訂了產學研合作項目。

霍震霆：合作助共建優質生活圈
霍英東基金會主席霍震霆表示，隨着社會經濟的發

展，環境方面的發展亦須跟上，昨日簽約項目之中，就
有一項是科大研究院跟廣東省有關機構合作，聯合監測
粵港地區的PM2.5水平。他認為，兩地合作有助共建粵
港優質生活圈。

陳繁昌：產業研緊密結合拓發展空間

科大校長陳繁昌則在致辭中表示，產業研緊密結合，
既能讓科研成果走出象牙塔、服務社會，又可以為高校
的研發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大學得以長遠發展的
必由之路。他又指出，科大很榮幸能為香港和珠江三角
洲的合作，特別在科技研發、知識轉移及人才培訓方面
盡一分力。
昨日的開幕禮還邀得國家科技部港澳台辦主任馬林

英、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南沙區委書記丁紅
都、香港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劉志
明、廣州南沙資訊科技園董事長霍震寰、香港科大署理
校董會主席唐裕年等嘉賓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為持續優化教學素質，
及了解澳門學生在內地大學
深造的生活，澳門浸信中學
校長李焯堅與學校代表及合
作伙伴日前分別到訪重慶西
南大學及廣州星海音樂學

院，並與當地就讀的澳門學生聚會分享。
在重慶期間，訪問團除與西南大學招生就業

處代表會談外，又參觀了該校各個學院，李焯
堅特別提到，對該校藝術文化領域方面的學院
深感興趣，希望雙方日後能有更多交流機會，
藉以加強兩地教育的互動互融。而經過於星海
音樂學院的參訪，浸信中學期望日後能開展有
關音樂藝術方面的協作，透過不同的計劃，協
助浸信中學教師的專業發展和提升學生在音樂
藝術方面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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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籌辦義工活動的
時候，我們總會很在
意參與者的反應。近
年也許是因為智能手
機令資訊普及，很多
年輕小學生中學生在
參加活動時總覺得沒

有太大驚喜，似失去了那份天真的投入
感。而早前筆者及其他義工在為智障朋
友策劃活動前，也曾憂慮他們反應不
佳，特別是要設計和數學有關的遊戲
時，會擔心他們能否應付過來。不過經
半年多和他們玩遊戲、學習的過程中，
卻發現他們對事情非常專注和投入，讓
我不得由衷佩服。
有一次，我們設計的遊戲要度智障朋

友從不同的巴士路線中找到可以抵達指
定目的地的路線，再根據路程計算所需
要的車費。看似簡單的數學遊戲，對他
們來說並不容易。一開始他們總會在中
途迷失了方向，或是在計算時小數點有
偏差，從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們大
感焦慮。但經過我們一步步耐心指導，
他們最終都能成功完成任務，他們燦爛
的笑容和爽朗的笑聲，都在坦誠宣告內
心的無比喜悅。其中有一幕特別令人難
以忘懷，當大家都覺得遊戲圓滿結束
後，一位參與者突然反問我們一班義
工，說之前計算的價錢好像不對，他們
乘巴士是有半價的啊！是的，在全心投
入活動之時，我們都忘了計算巴士的優
惠呢。
智障朋友的率真，也反映在每次活動

中他們會將義工所教的每一個詞語專注
認真地記着，而很多時到下一次活動，
他們也能記起之前所教的內容，令人感
動。每次活動中，你都會看到他們可愛
又令人羨慕的一面，他們的世界是那麼
的簡單直接，想笑就笑，開不開心你一
看就知道。

常人太在意結果忽略過程
相比之下，筆者與身邊人卻總是太在意事情的

結果，但卻忽略了過程中所收穫的一點一滴的進
步，和得到的快樂。這些寶貴的反思與體驗，正
是義務工作吸引人的地方，通過做義工，我們不
僅能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帶來快樂，也能讓自
己從中學習到對待人生的態度，哪怕只是單單看
到他們臉上洋溢的笑容，我想我已受益良多。

■林佳欣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會員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筆者參與義工活動情況。 筆者供圖

好人好事人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