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來之星傳媒班京研互聯網
8天學習之旅訪多機構 中國傳媒大學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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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及「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中國

傳媒大學承辦的「2016未來之星香

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

網＋主題團」昨日在中國傳媒大學

舉行開班儀式。來自香港大學、中

文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浸

會大學、樹仁大學、教育大學、珠

海學院、公開大學等十餘所高校的

六十餘名傳媒及相關專業大學生，

將在北京開展為期8天的訪問學習

之旅。

在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教書這些
年，每當我看到夕陽西下或夜幕
降臨時匆匆而來的學生，心裡總
是湧動一股感動：沒錯，香港
的年輕人，好學上進在全世界是
出了名的。如果我不盡力教好他
們，就對不起他們的努力。

第二三聲最難讀
在這兒教書的每一天都是溫馨而快樂的。更有很多
小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們知道，普通話有4個聲
調，而第一聲和第四聲，第二聲和第三聲是香港學生
最難分辨和讀準的。

記得一次會話課程，上課過了十多分鐘，一名同學
急急忙忙推門進來，喘氣大聲說：「哎，完了，完
了！」我吃了一驚，不知道這名同學出了什麼事，趕
快停下來說：「別急，別急，慢慢說，我們大家幫
你！」大家焦急的目光也都緊緊盯這位同學，期待
他趕快平靜下來說出原因。
然而，接下來這名同學不緊不慢的一番解釋，才讓

我明白，他原來想說的是「晚了」。因為他改乘了一
輛小巴來學校，沒想到比地鐵慢多了，所以「晚」
了。「完」，第二聲，「晚」，第三聲，一個聲調之
差，竟然讓大家虛驚了一場。
還有一位女生，上課前遞給我一張寫有「男人」和

「懶人」的字條問我，這兩個字怎麼發音。我說，一

個是聲母n開頭的字，第二聲；一個是聲母l開頭的
字，第三聲。我又把兩個詞讀了兩遍讓她對比。

聲調弄錯成笑話
她若有所思地想了想，「哼，原來是這樣！」弄得我

一頭霧水。後來我才知道，她和從內地來的男同學一起
做報告，女生催他幾次要找資料，男生總說沒時間。有
一次總算答應了，卻又臨陣退縮。女生於是說：「你要
是個『懶』人，就趕快上網找。」男生說：「沒錯，我
是『懶』人，今天就算了吧。」最後她才明白，原來是
自己發音不準，讓男生鑽了空子。這兩個小故事，都在
班裡引起了不小反響，大家在說笑之餘，體會到了聲
調、語音的重要，弄不好，還真有大誤會呢！

這些年來，我教過的年輕人，他們大都是工作中急需
提高普通話水平的全職人員，但也不乏一些大學生、中
學生，到了暑假和聖誕假期，更有一些海外留學的學生
回港探親，順便強化普通話。問到他們學沒學過普通
話，他們共同的回答就是：「書到用時方恨少」。
當年學校開了普通話課，他們都覺得沒什麼大用而

沒有好好學，現在自己只好「開小灶」奮起直追了。
■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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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edu.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科技大學與國際
著名大學排名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簡稱THE）合作，下周一（20日）
起一連兩日首次在港舉辦亞洲高等教育高峰會，來自15
個國家或地區的30位校長將會發表演講，重點研討大
學如何培養創意和創新。
科大校長陳繁昌表示，亞洲大學在過去十數年間排名

不斷上升，標誌亞洲在全球高等教育發展的地位日益增
強，尤其本港高等教育在亞洲地區處於領先位置，期望
政府可投放資源協助高等院校培養年輕人的創新創意，
讓本港院校在國際間更上層樓。

陳繁昌︰港享「一國兩制」優勢
亞洲在全球高等教育發展地位日益增強，不論內地、

韓國及新加坡的高等教育近年排名均有上升趨勢，陳繁
昌認為彼此各有優勢，「韓國創意工業非常發達，企業
大力資助研發，可為本地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新加坡
從統籌至推行政策全由政府包辦，從上而下一氣呵成，
加上居住環境好，可吸引人才；內地經濟富裕，在教育

及研發上投入極大資源，亦有大市場配合。」
這些條件都是香港無法比擬的，但陳繁昌認為可透過

合作取長補短，「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資訊接收自由，
法律亦相當成熟，各方面配合有助招覽國際人才。」
此外，本港鄰近珠三角地區，市場、人才、資源俱
備，跟香港的優勢相互配合，條件絕對不遜於任何地
方。由此可見，本港在「一國兩制」下兼享內地跟國際
兩方面優勢，可謂得天獨厚。

保守怕失敗成創新障礙
不過，陳繁昌指出，本港社會文化是推廣創新一大障

礙，「亞洲文化普遍較少創意，怕失敗，相對保守」，
他指大學正努力做好自己的角色，創造平台鼓勵學生創
意、創業，但文化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必須多方持份
者配合才有新氣象，其中政策配合相當重要，「香港始
終地方小，很多時候需要往外尋求人才，要從稅務、移
民、住宿方面等政策配合，否則對方想來都未必來
到。」他期望新成立的創科局跟政府其他部門相互配
合，改善本港大環境。

被問到會否期望本港大學有朝一日能與歐美老牌大學
比肩，陳繁昌借母校史丹福大學的例子作比喻，「她在
過去一段長時間，一直以趕過哈佛大學為目標，無時無
刻都在做好自己，後來美國經濟轉型，史丹福大學把握
機遇，成就今天。」他指本港大學的發展如何無人能擔
保，但既然目前世界經濟大環境轉移至亞洲，而本港高
等教育放諸國際亦具高競爭力，如此更應加大投資高等
教育，擴大優勢，讓大學隨時做好把握機遇的準備。

THE編輯︰期待兩地大學增合作
《泰晤士高等教育》早前公佈了全球聲譽最佳大學排

名榜，列出全世界0.5%最頂尖的大學，榜上有名的亞
洲大學從去年的10所增至今年的18所，進步顯著，反
映全球大學教育重心有從西方轉移到東方的趨勢。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編輯Phil Baty表

示，香港最大優勢在於一個彈丸之地，竟能有多所亞洲
名列前茅的高等院校集中於此，全球獨一無二。
他又指，內地不少大學的排名持續上升，可以預見本

港跟內地大學的合作將愈來愈多，未來值得期待。

科大THE辦亞峰會研大學創新

「晚了」不等於「完了」「男人」不全是「懶人」

大會安排了中國傳媒大學和北京大學多位知名教授為
港生授課，內容涵蓋互聯網與國家安全、香港基本

法與「一國兩制」、互聯網時代青年人的使命感、互聯
網創新等不同課題。
學員還將參訪外交部、國務院新聞辦、國家網信辦、
解放軍三軍儀仗隊、騰訊、今日頭條等機構，並獲安排
參觀首都博物館、故宮、長城、西城區茶文化街、798
藝術區、王府井大街等，又會赴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
式，深刻地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及風土人情。

王志偉陳雲峰秦昌桂勉港生
教育部港澳台辦副主任王志偉，國家網信辦傳播局副
局長陳雲峰，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中國互聯網
發展基金會秘書長秦昌桂，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
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互聯網＋」主題交流
團榮譽團長姜亞兵等出席了開班典禮。
王志偉表示，每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都應有深入的
了解，故希望港生多走走、多看看，他還希望同學在中
國傳媒大學學習，可以好好掌握傳媒學科及中國傳媒的
發展。
陳雲峰認為，近年內地快速發展，為香港包括互聯網
在內的各行業發展提供了大量的機遇和廣闊的市場；借
助香港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青年具有很多優勢，面對
互聯網浪潮，當把握時代脈搏，在實踐中鍛煉自己。
秦昌桂指出，本次資助「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
生國情課程班」，是基金會加深兩地互聯網領域交流互
動的又一例證；未來基金會將繼續支持兩地青年的交流
學習，幫助青年成長。

姜亞兵︰突出互聯網+主題有意義
姜亞兵表示，北京是國家政治文化中心，文化底蘊深

厚，而傳媒大學是中國傳媒界最高學府之一，他希望同
學好好珍惜這難得的8天，用眼去看、用耳去聽、用心
去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及祖國日新月異的輝煌成
就。
他又指，今年在國家大力推進互聯網發展戰略的形勢

下，未來之星同學會得到國家網信辦和中國互聯網發展
基金會的鼎力支持，在「傳媒班」傳統基礎上，突出了
「互聯網+」的主題，對年輕人而言很有意義。

胡正榮︰增未來傳媒人使命感
胡正榮對參加國情班的同學們表示熱烈歡迎，他希望同

學通過交流學習，進一步加深對內地傳媒及新興媒體發展
的了解，增強作為未來傳媒人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學員代表劉文嬋表示，作為一名

傳媒專業學生，眼光不應該只停留在香港，而是要走得
更遠，了解不同地方傳媒界的發展，當一個全面的傳媒
人。
她又指，今次活動給了她與內地優秀人才互相交流學

習的機會。她相信通過各項活動，同學們能親身感受內
地社會經濟發展，認識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及了解北
京歷史文化和風俗習慣。
隨後，姜亞兵代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未來之星

同學會向出席開班典禮的各位領導和嘉賓贈送了紀念
品。出席開班典禮的還有中國傳媒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
室主任梁巖，香港大公報辦公室總經理、「互聯網＋」
主題交流團榮譽副團長韓紀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青少年交流中心主任、未來之星同學會專職副主席、互
聯網＋主題交流團團長李華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北京新聞中心主任、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互聯
網＋」主題交流團副團長秦占國，中國傳媒大學港澳台
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外交部如
何發佈新聞？外交官員的具體工作是什麽？帶這些
疑問，「2016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
班互聯網＋主題團」的學員昨走進外交部聆聽例行發
佈會，與外交部發言人陸慷面對面，親身感受「中國
第一大部」的魅力。

旁聽例行發佈會
六十多名香港傳媒專業學子昨午興致勃勃地來到中

國外交部，零距離接觸印象中一直非常「神秘」的外
交部新聞發佈廳。
在發佈會上，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就中國南海問題、

美國遭遇恐襲等問題回答了中外記者提問。面對記者
連珠炮似的提問，陸慷應對自如、流利作答，令場下
的港生留下深刻印象。
活動結束後，港生紛紛表示，現場聆聽外交部發佈

會，感覺非常激動。恒生管理學院一年級生金偉諾表

示，感覺整場記者會非常莊嚴，既看到發言人對很多
新聞事件都了如指掌，非常欽佩，亦看到記者們現場
提問的狀態，這均激發了自己要成為一名優秀媒體人
的理想。
活動結束後，陸慷與港生進行了簡短但非常親切的

交流。陸慷表示歡迎學生經常來外交部，並與港生們
合影留念。

走進第一大部 與陸慷面對面

■外交部
發言人陸
慷與同學
們面對面
交流。
江鑫嫻攝

■■「「20162016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團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團」」在中傳開課在中傳開課。。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未來之星的同學們向嘉賓贈送紀念衫未來之星的同學們向嘉賓贈送紀念衫。。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陳繁昌認為本港在「一國兩制」下兼享內地跟國際
兩方面優勢，可謂得天獨厚。 姜嘉軒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