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
學合辦之第十五屆兩大校

長盃教職員足球友誼賽昨在中大夏鼎基運動場舉行，由中
大校長段崇智與港大校長張翔主持開球禮，經過一番比
併，中大勝港大二比零。今年為中大55周年校慶，校方
製作了兩件「特別紀念版」球衣，正面印上55周年標
誌，背號印上「55」，其中一件由段崇智穿上出席開球
禮，並把另一件贈予張翔。

助灣區育醫才 制度接軌國際
梁智仁：善用醫療軟硬件 港可成三地合作開路者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高鐵、港珠澳大橋相繼開通，加上國家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的一系列措施，無不顯示國家力挺香港發展。本港首位以醫學成就獲選中科院院士的學

者、醫管局主席梁智仁接受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相關的舉措「一定會幫到香港」。在大灣區

協同發展的大趨勢下，本港的醫療產業有望一馬當先，成為三地合作的開路者。梁智仁希望香港在其中扮演

「Trainer（培訓者）」角色，料最理想二三十年後，令區內醫療水平全面提高，制度與國際接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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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親
是 早 年
南 區 唯

一一位私家醫生，母親是註冊
護士，哥哥是前醫院管理局主
席梁智鴻，在醫護家庭耳濡目
染下，中科院院士梁智仁一早
便對醫生這專業了解一二。

在 本 港 大 力 推 進 STEM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教育的背景下，梁智仁
現身說法，認為在中學時期
逐 步 讓 學 生 認 識 到 學 習
STEM 的未來出路和工作所
需，從而激發他們對科學的
興趣是其中關鍵。

生涯規劃宜持續普及
梁智仁認為，對科學有興趣

是年輕人發展科研的前提，要
探討在現有教育制度下，如何
吸 引 學 生 對 STEM 產 生 興
趣，他認為香港中學生生涯規
劃並不清晰，其實應該讓中學
生逐步接觸不同行業的社會人
士，令他們更全面了解大學專
業與未來哪些工作可以對接，

如讀醫科、工程、會計等一樣清晰未來
出路，這樣才有助學生在大學選擇
STEM相關學科。

他又強調，不要一次過向學生陳述太
多資訊，而要持續普及相關信息，才會
產生作用。

他透露，當年在教育自己的兩個兒子
時，亦會挑選不同時機和他們聊天，兒
子亦會詢問關於未來職業規劃的事宜，
梁智仁則會適時向他們介紹相關資訊，
供兒子參考。

梁又提醒香港年輕人，若要在科研或
應用科學領域發展，便不要有永遠留在
香港的觀念，「而是應該想：『哪裡有
機會選哪裡』。」

至於有人擔心香港吸納外來人才會和
本地人「爭生意」的觀點，他呼籲千萬
不要有這樣的想法，科技應是整個國家
向前推進發展，不能只是香港閉門搞自
己的東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要你去讀書，你未
必會有興趣，但叫你
去睇戲，你一定不會

抗拒。
其實睇戲學英文，是非常方便和有趣的學

習語言方法，不過你可能會擔心，看不明
白，就不可以明白前文後理，但其實只要你
在電腦上睇戲，就可以在適當時候暫停，去
理解自己不明白的地方。

你可能會問：時時都暫停，會否影響我睇
戲的興趣？你大可放心，我會教你九招睇戲
學英文的方法，不但不會影響你睇戲的節
奏，更可在短時間內，提升你英語的聆聽能
力。

首選喜劇 一箭雙鵰
第一，選擇合適的電影。開始時，最好不

要選擇劇情片種（Drama），因為通常劇情
片種戲中的對白都非常多，而且內容都比較
深，如果一開始就要用自己不熟習的語言去
理解劇情深奧的Drama，很大機會變成事倍
功半，辛苦之餘，成效不大。所以最好選擇
喜劇（Comedy）／動作（Action）／動畫
（Animation）／浪漫（Romance）／歌劇
（Musical） ／ 運 動 （Sport） ／ 科 幻
（Sci-Fi）等等。

這些片種，都是有很鮮明的畫面，配合演
員的對白，對你去理解英語對白時會很有幫
助。

就算你英語理解能力有限，整體的劇情也
不太難明白，不會影響你的睇戲意慾。如果
一定要建議一種電影去開始，我會選擇喜
劇，因為喜劇目的就是要令你發笑，同時又
可以學到英語，一箭雙鵰。

睇英文字幕 訓練英語速讀

第二，選擇有英文字幕的電影。留意，不
是中文字幕，因為這樣你只是在腦中用「中
文」去睇「英文」戲，而不是真正的在看英
文電影。現時很多電影都有英文字幕可以選
擇，關鍵是你的眼睛能否在短時間內，一次
過把整句英文對白看完。

很多人看中文字幕時可以很快，因為中文
字本身的字形，已經可以很快的在你腦海中
找到該字的意思，例如看到「木」字，它似
一棵樹，你會立即明白這是木的意思。不
過，英文字是沒有字形，每個英文字都要在
腦海中讀一次，從字音去解讀字義，例如當
你看到「apple」，你在腦海中一定要讀一
次，才知道那是「蘋果」。運用英文字幕，
會訓練你讀英語的速度，就好像是速讀

（Speed-Reading）訓練，不過不是在讀
書，而是在電影英文字幕上速讀。
第三，透過電影對白學口語化的通用英

語。
現在我們很多時只是在學習 TextBook

English，即時教科書本上的英語，其實大家
極少會聽到外國人問：「How are you?」然
後回答：「I am fine. Thank you.」這只會
在極有禮貌的情況下（formal situation）才
用的字眼。其實朋友之間真正用英語打招呼
會是：「Hey, how's your day?」（喂，你今
日點呀？）。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在教科書本上的英
語 會 用 「The time now is quarter to
three.」去表達現在是二時四十五分，但真
正的通用英語會說成「The time now is two
forty five.」 （ 廣 東 話 是 「  家 係 兩 點
九」）。老實說，大家無可能會用中文說
「還有十五分鐘就是三時了」，同樣在日常
的英語中也很少說「The time now is quar-

ter to three.」。
第四，學習英語的專有名詞。教科書中，

很多時候都是單一的字眼去描繪事物，但在
電影中，你會學到很多平時無法接觸到的英
語專有名詞，而且可在日常生活上大派用
場，例如在動畫電影《反斗車王》（Cars）
中會學到很多汽車專有名詞。戲中故事所發
生的地方叫「Radiator Springs」，而「Ra-
diator」就是引擎散熱器或引擎冷卻器；電
影其中一個角色是「Tow Truck」，這是拖
車的意思。

試想像，如果你日後在外國自駕遊，遇到
汽車故障，你就很大機會要 Call a Tow
Truck（召喚拖車服務）！至於其他看電影
學英語的竅門，下回再談。 （二之一）
岑皓軒（畢業於英國倫敦帝國學院（Im-

perial College London），與太太馬漪楠合
著暢銷書《Slang：屎爛英語1，2＆3》，
《全家變泰》及《放養孩子──育出自學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加
深師生對香港不同紀律部隊的了解，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特別舉辦了「紀律
部隊首長親身分享系列」講座，首場
活動於本月13日進行，由懲教署署長
林國良與在場200名師生分享於懲教
署34年的工作經驗，以及署方積極推
動的社區教育工作。

林國良提到，懲教署工作及除了管
理轄下院所外，還包括更生計劃和社
區教育，其中10年前推行的「更生先
鋒計劃」便以中學生及青少年為主要
對象，通過一系列的社區教育活動，
如教育講座、面晤在囚者計劃、「思
囚之路」及暑期遊學團等，向年輕人
宣揚「奉公守法、遠離毒品、支持更
生」的訊息。

林國良更特地找了兩位現時任職於
懲教署的港專舊生拍攝短片，讓台下

學生能了解他們的師兄
師姐成為二級懲教助理
的經過和日常的工作。

他向現場學生提供了
投 考 懲 教 署 的 「 貼
士」，強調體能是當中
重要部分，又笑言以往
在署內人力資源部門工
作時，曾接獲投考者投
訴信，指署方所訂的體
能標準太高，「猶如考
海軍陸戰隊」。

至於體能合格後的小
組面試，林國良提醒指，因懲教講求
團隊精神，態度應踏實不用太「搶
鏡」。

最難忘管理越南船民
被問到懲教工作多年所遇到最大的

挑戰，林國良憶述當年越南船民在港
滯留期間，由懲教署負責管理，每營
約有萬多人，故管理上有一定難度，
加上遣返行動工作繁重，不少同事身
心俱疲，但亦在艱苦中培訓出團隊精
神，讓他感受至深。

除林國良外，是次系列亦邀得前消
防處處長黎文軒、前保安局局長及前
入境處處長黎棟國、前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及前海關關長張雲正，及前警務
處處長鄧竟成等多名紀律部隊前任首
長，親身與港專師生分享經驗。

梁智仁出身醫生世家，本身是脊柱側彎
問題的世界級權威，在港大工作的38

年間，當了23年系主任、兩任醫學院院長，
有豐富的研究、教學和前線醫療經驗。

上世紀80年代，他已北上交流，向內地
同行做示範手術；他帶着外科醫生果斷的
個性，於本世紀初，擔任公大校長，其間
該校學生人數倍翻，爭取到擴建大學的用
地，將大學轉虧為盈。

2013 年，梁智仁以另一身份服務醫療
界，擔任醫管局主席，上任以來遇過不少
挑戰，亦令他的管治經驗更加全面。

梁智仁憶述，1981年第一次北上廣州人
民醫院做示範手術，之後他赴內地交流過
六七十次，認為兩地醫療交流帶來成效，
有助促進內地醫療水平的提高。

集專業和行政能力於一身的梁智仁認
為，在未來大灣區的發展中，香港在醫療

領域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訓練人才，「而
且要培訓『 培訓者』」，做到受訓者有能
力再培訓其他人，形成良性循環，在兩地
醫療人士積極、深入交流下，梁智仁認
為，「最理想二三十年後，令區內醫療水
平全面提高，制度與國際接軌。」

科研費「過河」必定幫到香港
他解釋指，香港缺乏醫生，根據現行條

例，吸引香港的醫生到內地就業不應該成
為目標，而相比之下，在當地培訓醫生則
可行得多。他認為，香港醫療在硬件和軟
件方面都有成熟的系統，訓練和評核方面
都很完善，而內地則有足夠空間以及良好
的經濟基礎，灣區內城市投資共同建立新
醫院應該並不困難，最重要是要焦點準
確，確定要做專科，在制度、儀器以及高
素質人才方面都提出清晰規劃，並一定要

具備訓練中心的作用。
作為香港土生土長的學者，他認為國家

在創科方面出台的措施，例如國家科研經
費「過河」等政策，「一定會幫到香
港。」記者讓他為當前特區政府在創科發
展方面的表現評分，他笑言：「不評分
啦」，合格了嗎？「合格是一定的。」

指港產業化表現暫時「麻麻哋」
梁智仁坦言，在產業化方面香港暫時表

現「麻麻哋」，他指產業化需要土地、投
資和進行產業化的手段方法，他舉例指早
年港大積極發展產業化成立Versitech，但
鮮有十分成功的例子，主要是大學資源有
限，因此在基礎研究方面着力，而政府則
可利用大量資源，並通過建立政策吸引投
資，發展產業化。

不過，他認為近兩屆特區政府在創科發展

方面作風十分積極，不僅增加了科研資源投
入，亦成立創科局、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等都是「正面的做法」。

梁智仁指，在香港發展科學潛力巨大，
除在港發展基礎研究外，推動應用科學亦
可助GDP增長，並增加就業機會。香港要
做的是善用現有資源，例如香港在醫療方
面有很好的制度、公共醫療體系，以及很
扎實的科研基礎，可加大基因科學、再生
醫學和生物資訊學等應用科學的發展力
度，會對本港科研大有益處。

如何睇戲學英文？

懲教一哥與港專生分享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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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盃 球 賽

■梁智仁盼香港在大灣區醫療方面扮演「Trainer（培訓者）」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注重勞逸結合的梁智仁注重勞逸結合的梁智仁（（左一左一），），與與
家人一起在南極遊玩家人一起在南極遊玩。。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梁智仁（右二）當選中科院院士時參加證書頒發典禮。 受訪者供圖

■林國良（站排右三）與一眾港專師生合照。 港專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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