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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塞深化合作 港生宜覓機遇
姜在忠冀未來之星將「帶路」得着融入人生規劃

「 未 來 之

星」巴爾幹

認知之旅臨

近結束，同學們在上月25日前往中國

駐塞爾維亞大使館，獲臨時代辦盧山熱

情接待。盧山介紹了塞國歷史概況以及

中塞兩國在當地合作的眾多基建項目，

提醒同學們未來若有志參與國家「一帶

一路」發展，宜先了解國家發展以及中

國與他國的合作情況，繼而思考自身能

在其中發揮哪些作用。交流團團長姜在

忠在總結交流活動時指出，相信此行讓

一眾同學對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有了

更深切認識，期望他們回港後能針對一

路見聞繼續學習，讓此行所獲融入到人

生規劃中，將實現個人目標和貢獻國

家、服務香港結合起來。

■記者 姜嘉軒 塞爾維亞報道

■兩地同學在聯誼會上勁歌熱舞，打成一片。 李贊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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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內，盧山親切地向
同學們介紹中塞兩國關係近年的深化情

況，「以往中國更多是向塞國推銷廉價商品，但
現在這階段更多是從事旅遊、農業、交通、能
源、基建等深化合作。」此外，當地亦積極推動
年輕人學習漢語，每年孔子學院有數百名畢業
生。當地並推動中小學學習中文，說明塞國視與
中國進一步合作為未來發展方向，雙方關係日益
友好。

盧山：港生可投身「帶路」工作
「一帶一路」倡議於2013年提出，盧山強調

這是中國與相關國家友好合作、互利共贏的倡
議，如果了解清楚這個世界重大合作框架，將能
找到很多機遇，建議年輕人必須先了解國家發展
情況，繼而了解中國與他國的合作，思考當中能
作哪些參與。他又給香港學生一點提示，假如想
要實際投入到「一帶一路」機遇之中，不妨考慮
到已有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公司工作。
另一方面，他表示提供這類就業訊息，也是大

使館其中一項工作，未來或進行相關調查，了解
當地需要哪類人才，讓內地與本港年輕人更能掌
握「一帶一路」國家資訊，擴展更多機遇。會後
另一環節是由未來之星同學跟塞國大學生進行聯
誼交流，原來對方對「一帶一路」倡議的了解並
不比香港學生少，大談受惠於此政策的體會（見
另稿）。

參觀被炸使館 重溫慘痛歷史
12月26日是交流團在塞的最後一日。上午，

同學們先後參觀了「一帶一路」重要合作項目的
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河大橋、卡萊梅格丹公園，以
及中國駐南聯盟被炸使館舊址，同學們身處現場
聆聽講解，重新認識那段慘痛歷史。

姜在忠：應珍惜穩定局面
在前往機場的路上，交流團團長姜在忠為此趟

「一帶一路」認知之旅作了總結。他說，通過同
學們的座談和提問，「我感受到同學們收穫非常
大」：第一，對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有了深入
了解，知道這是一個經貿交流、文化交流、和平
建設倡議，而且是雙邊的、互利共贏的；第二，
「一帶一路」的倡議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
和參與，開端良好；第三，大家認識到了統一、
穩定、發展的重要性。他指今次參觀交流的幾個
國家，原本是歐洲中等富強國家，然而因為戰爭
和動亂，經濟倒退，失業率高企，成為歐洲最貧
窮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人民十分羨慕中國的穩定
和發展，因此大家應該倍加珍惜現在的局面。
姜在忠同時讚揚同學們表現出色，能夠認真考

慮，深入思考，大膽提問，有的同學更是多才多
藝，唱歌跳舞，充滿自信，毫不遜色他國同學。
最後他希望同學們好好學習，努力求進，多了解
國家政策，抓住機遇，把實現個人規劃和貢獻國
家、服務香港結合起來。

同日另一環節是在
大使館中舉行晚宴，由

「未來之星」同學跟塞國大學生進行聯
誼交流。當地學生不僅能用一口流利普
通話作溝通，對「一帶一路」倡議也比
較熟悉，他們指出「一帶一路」推行以
後，流入塞爾維亞的中國資金明顯增
加，亦製造大量就業機會，經濟及民生
均見改善。
晚宴開始前當地學生與未來之星學生

代表分別致辭，其中，未來之星學生先
以現學現賣的塞語向現場同學打招呼，
繼而以流利英語向盧山及一眾大使館職
員致謝，感謝他們促成交流。他又感謝
未來之星同學會連日來的努力，使交流
活動順利舉行，讓一眾同學於行程中獲
益良多，深信這些交流將能加深香港跟
他國青年的友誼，達至民心相通。
另一邊廂，塞國同學亦禮尚往來，以

普通話向一眾「未來之星」講解當地歷
史及文化情況，其中一人更是早有準
備，以廣東話講出「你好嗎？」，讓香
港同學們印象深刻。

信「帶路」促當地經濟
同學們於大使館內一起聚餐，兩地同

學珍惜時間互相交流，塞爾維亞學生杜
山（Dushan）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早前到訪當地後，電視新聞花了不少
篇幅講述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因
此常有聽聞這個詞彙。杜山雖然只學了
三個半月的普通話，但已能流利地自我
介紹，並且進行簡單的會話交談，令香
港學生非常佩服。杜山直言，中國的經
濟實力不斷壯大，相信學習中文是未來

的大趨勢，認為中國和塞爾維亞若能增加商貿合
作，對塞爾維亞的經濟發展會有顯著幫助。另一名
塞爾維亞學生Katrina學習中文已有七年，她熱愛
中國文化，也曾到中國傳媒大學參加夏令營。她認
為「一帶一路」計劃的實施能促進本地經濟，期望
未來有機會再次到訪中國，了解更多中國文化。
此次交流讓未來之星們受益不少，香港理工大學

四年級同學陳文海認為，活動增進了他與當地學生
的友誼，達到與當地人民「民心相通」的效果。他
讚嘆當地學生學習中文的熱忱，「學了一年便能說
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真是太厲害了，香港的學生也
要加把勁呢」。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畢業生郭
涵表示，過去對「一帶一路」的概念模糊，但沿途
經過各種交流考察，了解到政策有利雙邊發展。她
解釋，塞爾維亞的經濟水平不高，平均月工資只有
三百至四百歐羅，但當地中資企業，員工工資則可
高達一千歐羅，相差達兩倍，而那亦成為大批當地
學生紛紛學習普通話的誘因之一，因可以提升進入
中資公司的機會。看見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以學好普
通話為目標，身為中國人的她亦倍感自豪。

■記者 姜嘉軒
特約通訊員 羅港俊、潘希橋 塞爾維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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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同學們在塞爾維亞亦有
機會跟當地基建設施工作的中國員
工交流，對方作為實際投身「一帶
一路」國家工作的一分子，切實感
覺到中國跟塞國近年交流日益頻
繁，多年的豐碩成果讓雙方取得互
信，建立良好關係。

中方資金支持 解塞燃眉急
同學們在塞爾維亞參觀了由中方企業負

責承建的科斯托拉茨火電站，並跟員工交
流。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
設）經理黃崢嶸表示，當地過往供電上有

缺口，不足夠也不穩定；縱然上址火電站
本已存在，但兩台發電機已經超過25年的
正常壽命，急須維修但欠缺資金，因此中
方的支持合作顯得相當重要。
有關建設分兩期執行，一期項目主要

包括將原有兩台發電機組的大修改造、
新建除塵和脫硫設備等，目前已經完
成，二期項目正在開展，新建一台發電
機組，粗略估計火電站經「升級」後，
一年能產生28億度電，大大提升當地供
電的穩定性。
除了提升效能外，黃崢嶸強調減排環

保也是他們工作的重點之一，「二氧化

硫、粉塵等污染，我們都會有相應的應
對策略」，使之符合歐盟標準，其中粉
塵排放量由過往的200毫克，大大減至30
毫克，表現大大提升。

機票日益難買顯互動頻繁
在塞國工作已三年，黃崢嶸感覺中國

跟當地的關係日益深厚，從購買機票的

困難程度中便可見一斑，「最初的時候
買機票來這裡很是容易，但『一帶一
路』倡議出現以後，來這邊的中國人愈
來愈多，機票也變得愈來愈難買。」他
又表示，最初感覺到當地人不太相信中
國技術，也不太認識中國人，但當實實
在在的建設擺在眼前，雙方自然建立了
互信。 ■記者 姜嘉軒 塞爾維亞報道

來香港工作前，沒有想
過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有
年輕人需要去學習普通話
的問題。因為在內地，說
普通話與人溝通，是天經

地義的事情。當然，我也會說方言。我的
家鄉是陝西西安，我和奶奶就用西安話溝
通，雖然奶奶沒有機會學習普通話，但她
能聽懂，就算是別人說普通話和她聊天也
沒問題。
我父母在家說西安話，在外面說普通話，

我從小就說普通話，一直到現在研究漢語、

教授中國語文與文化知識，都是用普通話。
對我來說，在普通話語境中，學習、使用普
通話是很自然的事。

港普通話語境稀缺
2007年來香港，在大學教授實用中文課

程才發現香港的普通話語境十分稀缺。想學
普通話的學生，除了要在課堂上非常踴躍之
外，還會在課餘時間約我練習普通話，比
如，在我的辦公室用普通話聊天一兩個小
時，相約去餐廳吃飯，用普通話點餐、評
論、交流。

不過，就算我們常常見面說普通話，在整
個社會的大環境下，普通話使用的機會卻不
是太多。有同學從其他地方交流回來之後告
訴我，與內地、台灣、新加坡等地去的交流
生聊天時，都用普通話交流，但香港人的普
通話水平最差，常常出現雞同鴨講的狀況，
非常尷尬。
那麼除了上課學習外，如何有效自主地學

習普通話呢？我覺得沉浸學習法有事半功倍
之效。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
《孟子·滕文公下》中有一個很有趣的例
子：一個楚國孩子要學習齊國話，請齊國人

教他，但他身邊卻有許多楚國人天天跟他用
楚國話聊天、還喋喋不休，那麼即使用鞭子
抽打他督促他學習，逼他練習齊國話，也沒
有一點用。然而若把他帶到齊國臨淄的莊岳
住上幾年，即使每天鞭打他，讓他說楚國
話，他也能把齊國話說得非常好。你看，沉
浸對一個人學習語言有多重要啊！

普通話歌 邊聽邊唱
談到在香港如何沉浸到普通話語境中，

我認為大家可以充分使用互聯網，多欣賞
普通話歌曲、節目、多和講普通話的人互
動，為自己創造語境。先不說像那英、汪
峰這樣的內地大腕有很多動聽歌曲，其實
香港的歌星如劉德華、黎明、鄭秀文等也
有很多悅耳的普通話歌，大家可以看着歌

詞，邊聽邊唱。
此外，普通話的電視節目、電視劇、電

影，更是佳作連連。如果你愛看綜藝節目，
可以看《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等；
如果你喜歡電視劇，那麼近期熱播的《歡樂
頌》、《偽裝者》一定不要錯過；如果你是
電影發燒友，文藝片《山河故人》、動畫片
《大魚海棠》都是不錯的選擇。
只要有心學習，借助網絡，自主的沉浸式

環境還是能由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李斐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1979

年，宗旨是通過研究、出
版、教學、交流、合作等方
式促進中國語文工作的發
展。

沉浸學習效果佳 利用網絡可「自製」

合作項目華人
感兩國關係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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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山（左二）與姜在忠（右二）等合影。 李贊銀供圖

■杜山指常聽聞「帶路」。潘希橋供圖

■katrina（右）認為中文是非常重要的
國際語言。 潘希橋供圖

■同學自拍留念。 李贊銀供圖

■同學們跟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臨時代辦盧山見面，並在現場跟塞國大學生聯誼。 李贊銀供圖

■當地火電
站負責人向
同學講解建
設細節。
李贊銀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