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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赴英取經 盼返港推持續發展

東非萬里行 醫身更「醫心」

傑星十載再上京
「戰兢」消「使命」增

量詞，可表示計量
單位，又叫單位詞。
現代漢語的量詞是漢
藏語系獨有的一類
詞，數量非常多，日
常生活中常用的就有
150多個。量詞對其他

語系的外國人來說，無疑是增加了他們學
習的難度，但即使是港生，在學習和運用
量詞上，也是有一定困難。下面就說說在
粵語和普通話中，量詞的不同用法。
「根」和「條」這兩個量詞都多與細長的東

西來搭配，如「一根繩子」和「一條繩子」，
在搭配這些事物的時候，它們兩個都可以使
用，而「條」的使用範圍廣一些，它也可以用
於固定數量合成的某些長條形的東西，如「一
條香煙」；還可以用於分項的，如「五條辦
法」。我們在這裡就只討論在同是用於細長東
西的時候，該如何區分。
大家先看看下列這些名詞，到底該用「根」

還是「條」來搭配：「頭髮、褲子、草、魚、
油條、河」？在粵方言裡面，大家都習慣用
「條」來搭配。不過，在現代漢語裡面，「褲
子、魚、河」我們還是一樣用「條」，但其餘
就用「根」來搭配，如「一根頭髮」、「一根
草」和「一根油條」。
其實要區分「根」和「條」也不是完全
沒有辦法。我們可從3個角度去區分：第
一，有根部的，就用量詞「根」，如「頭
髮、草」都是有根部的，「頭髮」的根部
長在皮囊裡，「小草」根部長在泥土裡，
所以我們一般說「一根羽毛」、「一根甘
蔗」；第二，「根」一般與植物搭配，如
「一根草」、「一根蔥」，而「條」則多
數與衣物、動物、景物搭配，如「一條手

絹兒」、「一條狗」；第三，看搭配的那個事物有
沒有伸展性，有伸展性的，我們一般用「條」，如
「一條河」、「一條街道」，沒有伸展性的，我們
一般就用「根」，如「一根油條」、「一根竹
竿」。學生聽完後，一般都能夠較容易區分了。
下面就來考考大家，看看你們能不能用上述的方法，把

這些名詞正確地與量詞「根」和「條」搭配：藕、瀑布、
香蕉、山脈、牛、鬍鬚、毛巾、火柴
答案：
一根藕、一條瀑布、一根香蕉、一條山脈、一條
牛、一根鬍鬚、一條毛巾、一根火柴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吳良媛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是香港

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
各類型的普通話課程。
網站：www.mandarin.edu.hk
電郵：pt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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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0公里，13小時的機程，正是
東非的烏干達與香港之間的距離。在
踏上這趟旅程之前，我曾懷疑自己的
決定是否太衝動，畢竟烏干達至今仍
受愛滋病和瘧疾等多種傳染病所困
擾，近年來亦受極端武裝組織的恐襲
威脅。不過，完成這個行程後，我一

丁點兒也沒有後悔親身到烏干達。
在行程的其中3天，我們一行30多人到古魯（Gulu）
和當地醫生一同進行醫療外展服務，在當地村莊設立流
動診所。我是一年級的醫學生，沒有什麼經驗，除了觀
摩高年級前輩如何一絲不苟地協助醫生問症外，大多是
在「藥房」裡，依照處方於一箱箱的藥物中「尋寶」。

「受惠的人會一直祝福你們」
流動診所只屬短期性質，病人再染病時，未必再能得
到適切的治療。究竟一次性的服務能帶來什麼效果呢？
我的疑慮很快被當地醫生Dr. Job的話一掃而空：「受惠
的人會一直祝福你們（烏干達是個基督教國家）」。他
的說話令我明白到不能用一把尺簡單量化所做的工作。
對不少古魯民眾而言，有一群醫生和醫科學生千里迢迢
到來關心他們，或許已比治好疾病來得重要。在言語不
通的國度裡，一個微笑、一個擁抱已足以打破隔膜，拉
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坦白說，這10幾天行程不算刻苦，卻給了我很多反思

機會。我在「Watoto兒童村」認識了一名喜愛攝影的男
生，他如數家珍地談論「曝光三角」等攝影技巧，但這
一切只是紙上談兵，因為他還未儲夠錢去買一台屬於自
己的相機，甚至從未碰過相機！我看着自己手中的相

機，心裡冒起了問號：我之所以擁有這相機，是否只因
為我生於香港一個小康之家？眼前這個對攝影充滿熱
誠、志願成為專業攝影師的男生，難道不值得擁有一個
追夢的機會嗎？家庭背景真的能影響一個人一生的發展
嗎？這些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也跟我在香港的生活看
似毫不相干。不過，我深信藉着反覆思量箇中緣由，將
更能體會個人和社會發展的機遇、挑戰和局限。
有人說「Watoto 兒童村」像個近乎不真實的「天

堂」，與烏干達的社會狀況完全不一樣；有人甚至質疑
為何只有一小撮幸運兒能享有此待遇。不過，別忘記他
們曾是最弱勢的一群：失去父母，流離失所，甚至曾是
童兵。儘管他們都經歷過大大小小的苦難和挫折，他們
都各有志向和抱負。我希望他們能抓緊寶貴的機會，發

展潛能，將來成為出色的領袖，帶領自己的社群和國家
走出貧窮。

幸遇好隊友 旅程啟迪心靈
最後，我慶幸能遇到一班充滿活力又能幹的隊友，一

起經歷這趟啟迪心靈之旅。我是團隊中的一員，實在還
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和我同是一年級醫科生的「醫
心」（Medical Outreachers）幹事，已肩負起籌備的工
作，並於大半年前開始聯絡和安排服務對象，他們的付
出令這次行程能順利完成，實在功不可沒。在此衷心感
謝「醫心」和Watoto給予我這個寶貴機會，我會好好沉
澱在這裡學到的一切，讓它成為學習和服務的推動力。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學生 梁穎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全球各地要實現可持續
發展，看似困難重重，可再生能源及創新科技被視為重
要契機。本年度取得「長和志奮領留英獎學金」全費資
助的其中兩名得獎者，本身是建造工程師和工程師，他
們將負笈英國的大學，分別修讀可持續能源科技，以及
碳管理的碩士課程。他們期望透過上述課程，學習國際
學術界豐富的知識及創新技術，學有所成後，返回香港
推動可持續發展。

19港生獲全額學費資助
「長和志奮領留英獎學金」今年共有19名港生入選，

均可獲全額學費資助赴英國修讀一年研究生課程。本身
在大型運輸交通公司任職建造工程師、今年28歲的林竣
緯是得獎者之一，他將赴英國南安普敦大學修讀可持續
能源科技。他曾參與研發公司的可再生能源系統，系統

可儲備剩餘的電能供列車使用，令他體會到工程揉合創
新科技可為社會帶來巨大的貢獻。
林竣緯表示：「香港業界及市民對這些創新技術的認

識少，希望在這一年向國際取經，為香港帶來新視
野。」他計劃回港後，組織更具規模和影響力的工程師
學會，匯聚學界精英，為香港出謀獻策，解決本港環境
及能源問題。

新一年志奮領獎學金接受報名
另一位得獎者、今年25歲的黃瑋彤是私人顧問公司的

助理工程師，將到愛丁堡大學修讀碳管理。他認為現今
的環境資源非前人留下，而是向後代所借，所以市民更
應節能減碳，愛惜環境，「但港人習慣量化得益，卻不
願付出代價，可是環保成效是短期內難以量化的東
西」，這也導致本港環保發展一直停滯不前。

他期望透過課程學習如何更有效地管理碳排放，回港
後有意加入政府組織，為香港訂立更長遠可行的環保政
策，推動香港邁向可持續發展。
新一年志奮領留英獎學金已接受報名，詳情可瀏覽：

http://www.chevening.org/apply。

今年34歲的洪志傑是第一屆「未來之星同學會」
幹事，自10年前參加了未來之星的國情班，便

與未來之星結下不解之緣。洪志傑憶述，自己當時在
香港教育學院就讀中國語言及文學學士課程三年級，
從學校的宣傳資料得知未來之星的活動，「當時國情
班可以去北京，這是我們認識國情的大好機會，二話
不說就報名了！」不過，名額僅得108個，參加者需
要經過重重關卡，「當時院校資源不多，少見有類似
的交流團，即使學校提交報名名單給大會，也要事先
經過一輪篩選，學生才可參加面試。」
洪志傑最終獲選參加國情班，而2005年首次踏足

北京的經歷對他影響至深。他憶述，昔日對祖國的認
識模糊，國情班安排了同學到訪外交部和人民大會
堂、觀看天安門升旗禮、到清華大學上課等行程，令
他揭開了國家的「神秘面紗」，令他對北京風土人
情，以至內地社會和經濟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

多了解內地 養批判思維
「當年的國情班是一個開端，由不認識（國家）到
認識，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今時今日的我，也希望以
生命影響生命，讓我的學生也有類似的經驗。」今年
已執教鞭第九年的他，畢業後一直在天主教鳴遠中學
任教中文科及普通話。他坦言，不少學生對內地一知
半解，容易受個別負面新聞影響，對國家產生一面倒
的負面印象，他會跟學生多討論，「讓他們明白在批
評前，起碼要有所認識，不要盲目相信、為反而反，
要以多角度的批判思維想想自己的立場。」因此，多
年來他積極帶領學生團到內地交流，例如今年8
月率學生到訪北京，希望學生從實地體驗，了解
國情，擴闊視野。

「現在多了一份責任感」
昔日以學生身份到訪北京，10年後的今天以教師

身份再訪首都，令他感受到一些微妙的變化。他笑
言：「當年去人民大會堂是戰戰兢兢的，因為一切也
很陌生，現在就多了一份責任感」，包括讓學生認識
每個名勝古蹟的歷史文化與北京的習俗等，「不少學
生在北京見到香港也有的麥當勞、Starbucks就很興
奮，但我跟他們說，來到北京就要嘗嘗當地的特色小
食，否則怎麼算認識過呢？」

舊生會成立 10年友誼未變
未來之星成為洪志傑教學路上的啟蒙，亦為他帶來

一段段既深厚又真摯的友誼。參加未來之星國情班
後，他隨即與多位團友成立了幹事會，其後成立舊生
會，擔任首屆舊生會理事，「當時很想有個平台讓大
家保持聯繫，想不到轉眼10年，大家至今仍是好朋
友，很珍惜彼此的友誼，就好像我從來無離開過未來
之星一樣。」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周子優）由

香港文匯報牽頭成立的「未來之星同學

會」已經走過10個年頭，會員均是曾參

與「未來之星」活動的大專生，其中不

少人已經完成學業，更已投身社會，在
各行各業中發光發熱。為表揚在不同行
業默默耕耘、表現卓越的傑出會員，同
學會今年特別舉辦「十大傑星」評選活
動，得獎者之一的洪志傑，是同學會的首
屆幹事，現為中學教師。回顧10年前參
加未來之星活動的點滴，他指難忘參加了
國情班令他首次踏足北京，更深入了解國
家。這段經歷更成為他教學路上的啟蒙，
現經常勉勵學生要實地考察了解國情，擴

闊視野；而面對社會上的批評風氣時，

同學亦要多角度思考，不能盲目跟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子優）除了教書育人，
洪志傑也積極服務社區。雖然要從繁忙的教師工
作中抽空參與義務工作殊不容易，但從中他體驗
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這也是他一直堅
持的動力。他亦相信「身教勝於言教」，會偕4
歲兒子一起賣旗，期望讓孩子從小學懂助人為快
樂之本的重要性。
訪問當天，洪志傑與一班義工在東區擺設街

站，為市民量度血壓，並接受各項查詢。其間，
有街坊拿着一部失靈的手機向他求助，也有人向
他大呻附近的公園衛生情況太差、休憩座位不
足，內容細至芝麻小事、大至社區環境等。雖然
洪志傑和義工未必能一一幫助，但他們都細心聆
聽，答應街坊會向有關部門反映。

大學已做社服 幫到人就開心
其實教師工作已很繁重，為何仍要抽空參與社

區服務呢？他聳聳肩笑說：「在大學時期就開始
在民政事務處兼職社區幹事，協助舉辦一些社區
活動等，明白到什麼是『民生』，一做就幾年；
畢業後成為教師後，也有參與一些義務工作，最
重要是幫到人，自己也很開心。」
「施比受更為有福」是洪志傑熱心社區服務的

動力，他盼望兒子也能有所體驗。在假期時，夫
妻兩人會帶同4歲兒子一起做義工，例如賣旗，
「雖然孩子很小，但當他拿起籌款袋向街坊籌款
時，既可鍛煉膽量，又可知道如何幫到人；我們
希望以身教，讓他明白到助人為快樂之本，這亦
可令他健康成長。」

信身教勝言教 偕4歲兒賣旗

■當年參加
未來之星國
情班時的大
合照，是洪
志傑充滿回
憶的珍藏。

彭子文攝

■ 10 年前
參加未來之
星國情班時
所獲贈的領
帶，洪志傑
仍 保 存 至
今。
彭子文攝

■■洪志傑抽空服務社區洪志傑抽空服務社區。。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十大傑星」洪志傑積極服務社區，日前他與一班義工在東區擺設街站，為市民量度血壓，並接受各項查
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梁穎陶與當地醫護人員交梁穎陶與當地醫護人員交
流流。。 梁穎陶供圖梁穎陶供圖

▲▲梁穎陶與一班年輕人在烏干達做義梁穎陶與一班年輕人在烏干達做義
工工，，並與當地人合照並與當地人合照。。 梁穎陶供圖梁穎陶供圖

東非萬里行 醫身更「醫心」

洪志傑憶未來之星那些年 執教鞭勉學生識國情勿盲反

■■林竣緯林竣緯（（左左））及黃瑋彤及黃瑋彤（（右右）） 鄭伊莎鄭伊莎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