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大揭變形鑽 助納米科技應用

「廢青」遇良師 奪創科獎學金
明年赴英大學交流 立志探索AI醫學科技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自稱「廢青」的史勝義，中學時沉迷「打機」，荒廢學業，先後留級4次，又曾因為與家人衝突而

一度被送進男童院。在高中良師鼓勵下，奇蹟終於發生：「大懶蟲」竟然重拾課本，並咬緊牙關發奮上進，最終以24歲之齡考入浸會

大學電腦工程系，更憑着優異成績取得「創新科技獎學金」，明年將到英國愛丁堡大學交流，並立志未來全力探索AI醫學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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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喧囂的孤獨》
這是一本小說，內容是一個廢紙收購

站老打包工講述他35年工作的獨白。看
完這本書，我最大的感想就是佩服漢嘉
（廢紙打包工） 。他竟可以將滿是蒼
蠅、老鼠成群、潮濕惡臭的地下室當做
「天堂」，在那裡閱讀過一本本的書。
送到廢紙打包廠的書有百科字典、人生
哲學等各種類別的書，漢嘉會每天閱讀
一本書，即使這些書都被成群的蒼蠅圍
繞，但是書裡面的內容，當中的每一字
每一句，都被漢嘉充分的咀嚼。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個如此卑微

的廢紙打包工人，竟會定時為教會圖書
館和民族學教授免費贈送好書，更會為
了將普魯士王家圖書館精美藏書（因成
為戰利品）按照廢紙價格，每公斤售價
一外匯克朗，裝上火車賣給瑞士和奧地

利而有着強烈的犯罪感。這讓我不得不
由衷的佩服這位廢紙打包工人漢嘉。
在讀完這本書，正準備放回書架的時

候，我看到了這樣一本書—《你的孤

獨，雖敗猶榮》，我頓時就拿着兩本書
比較起來。《過於喧囂的孤獨》帶給我
的感覺是一個老人在一個環境極為惡劣
的地下室享受着他的孤獨，或許正因為
他終日聽着轟鳴的機器聲，作者才會給
書起名為《過於喧囂的孤獨》吧。不過
在我看來，漢嘉的孤獨，與《你的孤
獨，雖敗猶榮》的作者的孤獨，都是光
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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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中國文學的種種謎團，你知道
多少？金庸對孟子作出超時空吐槽？
魯迅一生用過百多個筆名？白居易的
家裡藏了一個圖書館？本書選取由遠
古至近代，約一百則趣味知識，依不
同主題排列；並由著名漫畫家馬星原
於每篇繪畫精美插圖，部分為白貓黑
貓角色穿越到古代與文人互動的圖
片，加入趣味對話；加插「白貓黑貓
小劇場」，以漫畫糅合歷史與成語。
讓白貓黑貓和文人結交，為你打開篇
篇文學寶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點評：看完同學的介紹與感
想，小編也深有感觸。「書本」只是一堆一堆紙張，但因
為印刷了文字，傳承了知識，「書本」在人類歷史中，應
有着比其售價珍貴得多的價值。閱讀是安靜的，甚至是孤
獨的，而書中世界能帶給你的，卻是多樣的，更能是喧囂
的。閱讀，是很有趣的。

學生︰羅卓霖 學校︰聖士提反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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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貓黑貓系列：趣味學中國文學》
文：方舒眉 圖：馬星原

本港近年積極推動
STEM（科學、科
技、工程及數學）教

育，而比賽正是讓學生一展所長的最佳平
台。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近
日主辦了第二十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
賽，設初中、高中及教師組別，其中將軍
澳香島中學於3個組別均獲獎項，高中組
學生更獲主辦單位推薦參加第三十三屆全
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終評活動，有機會
與來自全國的優秀青少年分享科技創新經
驗。

「咖啡渣防曬油」參全國賽
該校中五學生許卓琳、蕭泉谷、吳采蓓
參加了生物及健康（高中組），憑「環保
咖啡渣防曬油」獲二等獎，並獲主辦單位
推薦資助參加今年8月14日至20日在重慶

市舉行的「第三十三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
新大賽終評活動」。
若在此全國賽勝出，將有機會代表國家

參加「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SEF) 」、
「歐盟青少年科學家競賽」等國際科技
競賽。

此外，該校中二級田軒榮、曾琮皓、黃
振庭以作品「 智慧生活……洗手間篇」
獲初中組優異獎及艾默生專項獎；教師黃
東石亦以作品「混色儀」獲教師組「優秀
STEM教具」二等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將軍澳香島校 STEM賽奪3獎
�	��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為加深學

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認識和了解，勵進教
育中心舉辦「光大控股星聲講故事」計劃，
並在昨日於中心網站上載以廣播劇形式播放
的「兒童中國歷史」故事系列的第九個故
事—四大美人之一的「沉魚」西施，並請
來香港著名演員黃杏秀聲演（見圖），有興
趣學生可到網站免費收聽（https://endeav-
our.org.hk/index.php/side-information/star-
star/84-top/side-information/starstar/
780-starstarsaystory-menu-41）。

最新上載「沉魚」美人西施
據中心資料顯示，計劃第一階段合共有

28個揀選自一套由台灣出版的《寫給兒童
的中國歷史》圖書內容的聲音故事，已經全
部播出。

第二階段的「星聲講故事」計劃亦已展
開，當中包括由中心理事梁紀昌所撰寫的4
個有關中國孝義的故事，以及由非牟利慈善
機構「好聲服務有限公司」所製作的「兒童
中國歷史」故事系列。系列包括皇帝、宰
相、將軍、詩人和巾幗5個主題，而每個主
題會介紹8個人物，即合共會有40個聲音故
事，由演藝界名人或電台DJ負責聲演，四
大美人之一的「沉魚」西施則是最新上載的
故事。

「星聲講故事」助童聽歷史

■將軍澳香
島中學於第
二十屆香港
青少年科技
創新大賽獲
多個獎項。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鑽石被指是
世界上最堅硬的天然物質，似乎永不會變
形，不過，城大領導的國際研究團隊透過
嶄新的「壓縮－彎曲」測試法，發現原來
當鑽石小到約人類頭髮六百分之一粗幼的
納米級時，能承受約9%的變形並能完全恢
復原狀。這項突破性發現顛覆過往人類對
鑽石的認知，將對納米科技、生物醫學領
域，以至量子資訊科技產生重要影響，未
來細胞內藥物傳輸有望更持久，電腦或將
更小、更薄、運算速度更快。相關研究本
周在《科學》期刊上發表。

論文於《科學》期刊發表
由城大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

陸洋領導的研究團隊，於《科學》期刊上

發表論文，題為「納米鑽石的超大彈性變
形」，共同第一撰寫人包括陸洋指導的研
究生Amit Banerjee及張洪題。團隊其他成
員包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韓國蔚山科學
技術院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材料科學
家及機械工程師。
納米鑽石樣本由城大材料科學及工程學

系教授張文軍製造。該研究得到香港研究
資助局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
鑽石為世上最堅硬的天然物料，常被用

作切割及鑽探工具，亦被用作測試其它物
料的機械性質，而為了探索鑽石在納米尺
度下的機械特性，陸洋特別研發了嶄新的
「壓縮－彎曲」測試法，從納米壓痕儀尖
端的側面向鑽石納米針施加壓力。

用於納米機械生物醫學等
研究顯示，若鑽石的大小降至約100納米
（約人類頭髮六百分之一粗幼），其單晶結
構樣本的拉伸彈性應變可達約9%，非常接

近鑽石在理論上所能達到的應變極限。過往
曾錄得大顆鑽石的應變僅有0.1%至0.35%。
陸洋形容團隊取得突破發現時極感興

奮，「這項發現將徹底改變了我們對鑽石
的一貫認知。」此項發現，將擴大鑽石的
實際應用範疇，包括納米機械工程、生物
醫學工程、光子學、光電子學，以及超強
韌物料。
由於鑽石與人體相容，科學家未來或可

進行納米鑽石針把藥物傳輸至人體細胞的
研究更進一步。
陸洋表示，「鑽石針並不如預期的脆

弱，可使這種細胞內藥物傳輸更持久，且
成本更低。」
此外，陸洋認為，具備可控點缺陷的納

米級鑽石可用作量子計算及量子資訊處
理，或可讓製造商生產極可靠、高效率的
鑽石共振器及感應器，用於快速數據儲存
及資訊傳輸，未來的電腦或將更小、更
薄、運算速度更快。

■劉穎芯（左一）、史勝義（右二）及劉曉霖（右一）均為「創
新科技獎學金計劃」的得獎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由創新科技署、香港青年協會、匯豐攜手設立的
「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昨日舉行頒獎典

禮。主禮嘉賓包括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獎學金
計劃甄選委員會主席陳智思、青協總幹事何永昌等。
本屆有25名大學生獲獎，各人可獲頒最多15萬元

獎學金，並可參與一系列精英培育項目，包括海外
或內地暫讀、師友指導、本地機構實習及社區服
務，讓同學加深對相關行業的認識，藉以為本港創
新及科技產業栽培人才。

幼時沉迷打機 曾進男童院
浸大電腦工程系二年級生史勝義是其中一名得獎
者，眼前這名有為青年，原來在高小時已完全無心
向學，當時母親不幸患上腦退化症，由於無人看
管，他小六時全情投入「打機」。中學時經常遲交
作業、遲到、曠課樣樣齊，「每天不停玩，試過24
小時不停『打機』」。生活毫無規律的勝義，學業
一塌糊塗，也漸漸地自暴自棄，經常與家人衝突，
一度被送進男童院。

改變他一生的良師，在中四時出現。這名數學老
師一直鼓勵勝義努力讀書，向他「洗腦」。勝義竟
開始思考未來目標，「我一直都想讀大學的電腦工
程，所以即使成績差，我也沒有選擇退學。」不
過，勝義知道若要達成心願，需要優異的數學成
績，但他在中四上學期，數學只有30多分，在老師
的指導下，下學期數學成績升了20分，達到合格水
平。

盼電腦與醫學結合 早察癌症
這無疑是一支強心針，別人7年完成中學課程，
他花了11年才讀完，其間他要努力追趕進度。皇天
不負有心人，24歲時，勝義獲浸大電腦工程系取
錄，並因優異表現獲得「創新科技獎學金」，證明
了自己不再是「廢青」，未來更會到英國愛丁堡大
學交流，「希望將電腦工程與醫學影像結合，可以
自動檢測出癌細胞，及早發現癌症。」

護理生重修中醫濟世

另一得獎者，是中文大學中醫學系四年級生劉曉
霖。她原先已在中大護理系讀了兩年，但在一次護
士實習中，發現大部分病人因太遲發現病徵而延遲
就醫，故希望在病人未發病前，就及時醫治。適逢
一次旅行巧遇一名中醫師，兩人談起《黃帝內
經》，了解到「治未病」的重要性，令劉曉霖毅然
改修中醫系，重頭讀起。
她認為中醫與西醫最大的分別就是語言，例如西

醫的抑鬱症，就是中醫的肝氣鬱結，「只是表達的
語言不通，導致雙方難以交流」。她將會到倫敦國
王學院參與精神科研究，及修讀哲學課程，希望未
來可以以西方的語言來解釋中醫。

脊彎生學放射治療助人
至於理工大學放射治療學系三年級生劉穎芯，自

小一直受脊柱側彎困擾，經常接觸X光掃描，「小
時候就覺得X光掃描很神奇，「能看到體內的影
像。」故長大後決意進入放射治療學系，盼望能研
製出更好的X光圖像。

■城大研究
團隊發現納
米級鑽石能
夠承受極大
的 彈 性 變
形。左起：
陸洋、張洪
題 、 張 文
軍 、 Amit
Baner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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