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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脊髓神經萎縮 譚永亨挑戰浪接浪

全身癱拒「坐到死」
四指緊握「中大夢」

患 上 先 天

脊髓神經細

胞萎縮，譚

永亨全身只有右手4根手指可動，原本打算「坐

到死」的他，初中無心學業，後因宗教關係重新

振作，並發奮在文憑試中考獲26分，千辛萬苦

終考上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而新一輪

的挑戰又接踵而至。由於照顧他的外傭入境批文

出現問題，他要延遲入宿兩個月，每天舟車勞頓

由港島到新界上學；打字速度緩慢，但不時要呈

交幾千字的論文，考試也沒有代筆人員協助，令

他大感吃力。 ■記者 馮晉研

李德義捐9.2億MIT建房企實驗室

吳克儉訪馬促深化高教合作

▲譚永亨獲中大特別安排，在二人宿舍房加設一個床位供
他與照顧他的李太和傭人3人同住，而3人住宿只收取1
人宿費。 記者莫雪芝 攝

13
� ��
13

� ��

身患惡疾，全身癱瘓，家人試過為了醫好譚永亨，到處求神
拜佛，卻未見成效。譚永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

初中時已打算「讀完書(中學)，坐到死為止」，在特殊學校無心
向學，直至遇上傳道的補習教師改變他的想法。他中四時開始
接觸信仰，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為傳道人，並開始醒覺知識的
重要，開始發奮讀書，希望可考入大學。
被譚永亨笑言是自己的「代言人」、從小開始照顧他的姨媽

李太表示，譚永亨憑努力於上屆文憑試考獲一科5**及兩科5*共
26分的佳績，獲中大取錄。譚永亨告訴她，人生最難捱是初中
時遊手好閒和高中時忙於追趕學業的兩個階段，這些經歷吸引
了一些教會及中學邀請他作講座嘉賓，令譚永亨生活更有目
標，「他覺得自己不用做『廢柴』。」
談到大學生活，譚永亨遇上不少挑戰，首先是入宿問題。李
太表示，入境事務處曾以「男女不能共處一室」為由，拒絕批
准女傭申請中大宿舍作為照顧譚永亨的工作地點。經過中大職
員的協助下，處方同意在宿舍加設屏風作為「放行」的條件，
最終譚永亨、李太和女傭3人延遲了兩個月才能成功入宿。未
入宿之前，行動不便的譚永亨要家人接送上下課，故要配合家
人的上班時間，每天6時起床，從港島到位於新界的中大校舍
上課，下課回到家時已是晚上10時。他因此疲憊不堪，更影響
了學習進度。

打8000字論文 一周開夜車
譚永亨第一個學期共選修7科，較一般學生6科還要多。由於

有兩科毋須考試，卻須呈交共8,000字的論文，對於每分鐘只能
打十多個中文字的他而言，是一項極大挑戰。由於不想令教授增
添麻煩，他堅持如期交功課，扣除了定題目和搜集資料等事前功
夫，單是打字，他幾乎要連續一周由早上十時做到凌晨三四時。

無代筆人員 12小時做卷
至於唯一要考試的中文科，也令譚永亨叫苦。由於學系未能

提供代筆人員，他獲安排在宿舍自行應考，期限為3天，結果
他花了12個小時完成閱讀理解和作文試卷，打了2,000字。他
指，未試過做這樣長的考卷，「感得頗辛苦，也有壓力」，故
也沒有機會在中大認識新朋友和參加活動。幸好，隨着他成功
入宿，情況相信會有改善。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提供了2,000萬元一筆過撥款，協助8所
資助院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是針對大專界首筆對特
教生的正式資助。譚永亨認為，相較直接資助特教生，資助院
校用以提供人手及支援更有效。他稱讚中大對他照顧程度甚高，
學校的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足夠，本身是醫生的中大校長沈祖堯和
校方亦很關注他的需要。除了把二人宿舍房加設一個床位供3人
同住外，且只收1人宿費。另外，近月天氣轉冷，現有宿舍浴室
無法接駁電掣使用暖氣機，為免着涼而引起併發症，譚永亨曾3
天不能洗澡，後來校方在浴室加裝插蘇，問題迎刃而解。

在英國能升讀哪間大
學，須視乎兩年英國高
級程度會考成績。通常
如果有1個A*、3個A，
要進入倫敦帝國學院、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倫
敦大學的問題不大，當

然要看面試情況如何。我記得當年參加倫敦大
學生化工程入學面試，被要求畫一部發酵器，
可以運用想像力，或者結合一些發酵器該有的
元素，例如：營養、氧氣、攪拌器。總之，要
對你所讀科目有較深入的認識。

最難一題：人生最大失敗為何
如果想入劍橋和牛津，除了全部科目至少要

A級外，面試才是挑戰所在。我聽參加過面試
的朋友說，除了會問課本知識和基本自我認識
外，還會問一些哲學或者逆向思維題目，例
如：「為甚麼女孩喜歡粉紅色？」其中，一位
成功報讀牛津醫學的朋友曾經歷數輪面試，他
覺得最難一題，就是問：「人生最大的失敗是
甚麼？」當然，你回答時不能真的把最失敗的
事情一字不漏說出，而是要想一件失敗中仍然
可以學習和反思的事情。

教師按預科首年成績估明年成績
讀預科時第一年的考試是入讀英國名校的第

一步，當然如第一次考不好，可於第二年重
考，只要兩年內完成便行。但申請大學前，中
學老師亦要依據學生預科首年成績來估計第二

年成績，這對大學招生而言，是重要參考。如
果學校老師「善良」一點，或會把成績估計得
比第一次高，學生能進入好大學的機會也較
高。另外，因為有些大學會把高考中文科成績
都算進去，如港生有選報中文科會有優勢。
除了成績評估重要外，個人介紹或自薦信

（personal statement）也不能忽視，最重要是
寫出你對本科的熱忱、段落分明、文法拼字無
誤，最好找老師或者有經驗的人檢查一下。

■葉清心
作者簡介：一個生於上海，長於香港的女

孩，從小喜歡寫作、旅遊。一年半前於英國倫
敦大學畢業，剛完成新聞文學碩士學位，現居
於香港。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劍橋牛津面試 問「女孩為何愛粉紅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繼續在吉隆坡進行官式訪
問，尋求深化香港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高
等教育合作。他探訪馬來亞大學及莫納
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又與馬來西亞
10所主要高等院校的校長或副校長會

面，討論國際化，全球性及區
域性合作等21世紀高等院校的
發展議題，又呼籲各院校加強
與香港的學術及研究合作，及
支持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
事處去年推出的香港大學生東
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實習計
劃，促進學生交流活動。
東盟實習計劃讓港生接觸到

東盟各國政府機構、國際組
織、文化藝術團體、學術機

構、智庫組織和私人公司等，親身體驗
有關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環境，今年
東盟約有70所機構或公司為香港大學
生合共提供250個名額，讓他們於夏季
實習兩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繼恒隆集團陳啟宗家
族去年向哈佛大學捐贈約27.1億港元（3.5億美元），
創下該校史上最大筆捐款後，另一全球頂尖名校麻省
理工學院（MIT）昨日亦宣布，獲校友香港恒豐企業
主要股東李德義捐出約9.2億港元（1.18億美元），成
立「李德義麻省理工學院房地產企業實驗室」，有關
金額亦為該校史上其中一份最貴重捐款。
捐款會以獎學金形式，吸引和資助美國及國際學生

就讀，支持房地產可持續發展及全球城市化的研究，
以及透過在線課程平台MITx，於網上向全球學生提供
課程。

大樓冠名「李德義樓」表謝意
李德義及兒子李建勤、麻省理工學院校長L. Rafael
Reif等，前日出席在MIT麻薩諸塞州劍橋校園舉行的
簽署儀式。為表彰李德義的支持與貢獻，MIT將座落
於該校房地產中心的9號大樓冠名為「李德義樓」。
L. Rafael Reif表示，實驗室有助該校把握房地產業的
轉型和變革，塑建更理想的環境並建立健康的社會及
文化，為社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專注中國房地產發展城規
MIT房地產中心主管Albert Saiz指出，房地產行業
可為環境轉變、人口增長、經濟轉型等全球所關注的

議題制定解決方案，相信這筆捐贈能夠吸引全球頂尖
研究人才加入，與學者、業界人士等，攜手建立房地
產可持續發展的成功楷模，並培育新一代，推動全球
房地產發展。中國房地產發展是實驗室其中一個專注
領域，MIT城市研究與規劃學院部門主管及教授Eran
Ben-Joseph指，中國房地產涉及人口遷移、土地擁有
權、環境影響等因素，議題複雜，實驗室可讓研究人
員更了解中國相關的城市化及城市規劃發展，「從中

國學習所得的，更可用作範例應用至全球。」

李德義盼學生晉身企業家
本科及碩士學位均於MIT獲得的李德義表示，全中

國以至全球都有許多能幹、具雄心壯志和才華洋溢的
年輕人，「希望透過此實驗室，幫助來自不同背景的
學生晉身成為下一代全球房地產企業家」，為房地產
可持續發展制定長遠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專門負責教師
培訓工作的「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昨日
公布首份進度報告，交代工作進展。報告顯示，
委員會成立至今18個月，參考外地經驗及聽取不
同團體約200名持份者意見後，已根據本港情況
定立抱負、使命、目標和策略，並擬定8個重點
項目，加強教育人員的專業能力。稍後，委員會
將安排與持份者團體會面，並舉行專題小組會
議，就如何推行8個重點項目聽取意見。

先定特質價值觀操守統一標準
教育局昨日就委員會進度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提交文件，為推動教育人員持續和長遠的專
業發展，委員會首階段工作會率先處理3個重點
項目：第一、研究和審視發達國家的專業能力架
構或標準，以便就教育專業人員應有特質、價值
觀及操守制定統一標準；第二、進行全港系統調
查建立數據集，從制度層面制定政策去設計和推
行職前教師培訓、持續專業發展及領導才能培訓
課程；第三、建立一站式平台提供資訊及資源分
享，例如建立專業發展課程及服務資料電子工
具，收集教育局、大專院校、師訓、教育機構等
提供的課程及服務資料，方便教育人士查閱，按
需要安排專業發展。
其他重點項目包括：就如何以最佳方式改善師

資培訓課程設計及授課安排進行可行性研究；加
強專業學習社群以促進交流和建立聯繫網絡；探
索新式培訓以提升專業發展課程質素和適切性；
以及為準教師、新任老師和新任校長提供到校支
援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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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媽遇賊不追究 趕回宿舍煮飯送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譚永亨只有四指可
動，陪他遷入中大宿舍的姨媽李太和女傭負責照顧其起
居飲食，李太對譚永亨的照顧可謂無微不至，為煮一頓
豐富晚餐為姨甥打氣，她在超級市場買餸時遭小偷偷去
2,000現金，但因為擔心正在等候的永亨餓壞，結果放棄
追究，便匆匆趕回宿舍。

一口答應隨永亨住宿
李太對譚永亨能否考入大學一直信心十足，她憶述陪

伴永亨應考文憑試時，監考官離開試場時已跟她說永亨
「好叻」，表現甚至較一般學生優勝。她指，當時已心
中有數，「他(入大學)一定沒有問題！」由於入大學住宿
是永亨的心願，李太一口答應隨他搬到中大宿舍。
李太對永亨處處關顧，遇上小偷仍惦記對方。李太憶
述，早前天氣轉冷，她想為姨甥煲湯送暖，因永亨說想
吃生菜，她遂親自到超級市場買餸。不久，她發現銀包

的2,000多元現金不翼而飛，本來打算報警追究的她，要
求超市翻看閉路電視不果，又擔心等她煮晚餐的永亨肚
餓，最後沒有報警便趕回宿舍煮飯。李太笑言：「那個
生菜包要2,000多元啊！」李太受訪當日，拍拍永亨的肩
膊笑說要索回失金，永亨則笑而不語。

自創「推拿法」助吐痰
採訪期間，李太不時為他遞上清水，遇上永亨有痰卻
無力自行咳出來，李太則自創「推拿法」幫助他吐痰。
李太指，永亨的喉嚨和氣管較正常人易受風寒和感染，
隨時「小事變大事」，外傭始終較粗心大意，很多事難
以代勞，故自己親自照顧比較放心。
李太又多番讚美永亨，「他真是好叻！所以我肯入來

陪他住，都是為了他，支持一下他！」、「以前是照顧
他，現在是好欣賞他！」永亨則謙稱，「都是盡力
啦！」

◀譚永亨全身癱瘓，只有右手4根手指可動，卻以高分成
績考入中大。他現在不時獲其他教會和中學邀請分享自己
的故事。 記者莫雪芝 攝

■李太(左)對譚永亨(右)照顧周到，又經常說
出他的心意，譚永亨笑指對方是自己的「代
言人」。 記者莫雪芝 攝

■麻省理工學院校長L. Rafael Reif（左）感謝李德義
（右）的慷慨捐贈。 攝影師Bryce Vickmark 攝

■李建勤（左下）與麻省理工學院執行副總裁兼司庫
Israel Ruiz（右下）簽署並落實此捐贈計劃。

攝影師Bryce Vickmark 攝

■吳克儉
參觀莫納
什大學馬
來西亞分
校醫學解
剖及病理
電子學習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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