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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茶藝賞絲綢「星」悟文化傳承
12月26日，「未來之星．從

香港出發—冬聚浙江」交流團
67名團員在素有「絲茶之府」
的杭州，參觀了西湖獅峰龍井茶
葉國家基地，一邊品嚐正宗的西

湖龍井，一邊興致勃勃學習茶藝課程。同時，還參觀了萬事利絲綢
文化博物館，通過一件件絲綢展品，穿越時空，了解絲綢的前世今
生。
嶺南大學學生姚瑤說：「這一天的行程讓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
了更深刻的認識，團員們都感歎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於旅程中大
開眼界。」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黃啟冰亦倍感自豪地說：「通過了解龍井茶
和絲綢，我覺得內地不僅硬實力增長，軟實力也在不斷增強。」
一堂茶藝課引起了同學們對龍井茶的濃厚興趣，擺上茶盤、鋪開
茶巾、拎着提梁壺，入座、洗杯、取茶、泡茶、分茶等等步驟，在
茶藝師的指導下，同學們都專心致志，做得有模有樣。不時，他們
還會向茶藝師提問，為什麼泡龍井茶的水溫要80度左右，為什麼
第一次水量不能超過三分之一等等，一問一答之間，同學們對龍井
茶的了解也更加深入。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蔡浩權說：「今天才知道沖泡龍井茶一點
也不簡單，例如洗杯，平時在香港可能只是用開水沖一沖杯子就好
了，但從今天的茶藝課程得知沖泡西湖龍井茶的步驟嚴謹，例如要
轉杯子至少3次，每次放茶葉的分量都有規定，還有上茶時杯子所
冒的煙不可對着客人等等。從這些步驟了解到在杭州『飲茶』和香
港的大不同，令我獲益良多。」

港生：懂禮節可貴
香港科技大學的李曉斌認為，這堂茶藝課程對他而言意義匪淺，
他說：「原本我對繁文縟節的東西感到厭煩，但通過這堂茶藝課讓
我看到了禮節的可貴之處和茶在傳承文化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我
對喝茶的態度也由冷淡變為欣賞。」
萬事利絲綢文化博物館收藏文物2,000多件，主要品類涵蓋清代
宮廷刺繡服飾、明清民間刺繡服飾、清代文武官員官補、各色服飾
刺繡配飾及小件、現代刺繡精品、現代緙絲精品等。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譚浠彤說：「對展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長沙馬
王堆漢墓出土的素紗襌衣的複製品，講解員說真品重量為49克，
而這件複製出來的新品重量更輕，只有45克，可見手工精妙，但
是也了解到現在這樣的手工技藝幾乎失傳，想要保存這種技藝，相
信要在保育方面多下功夫。除此之外，G20杭州峰會期間拉加德戴
的絲巾也是萬事利出品，這是中國絲綢產品向全世界的展示。」
她說：「通過參觀，我們對絲綢之路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絲綢
製作技藝不僅是中國人智慧的反映，古代更是通過絲綢之路，打開
了祖國經濟和文化的大門，增強了和其他國家的聯繫。」

感歎絲綢產業多元化
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鄒穎琳表示：「自古以來，古人發揮智慧養
蠶取絲，不但造就一件件巧奪天工的藝術品，更打開了通往世界的
絲綢之路，至今仍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文化，同時也是我國的標誌之
一。參訪完萬事利絲綢文化博物館後，令我再一次感歎祖國絲綢產
業的強大，原來絲綢的製成品不只限於製衣上，連一幅畫像、一個
手機殼都可以採用絲綢技術。中國將絲綢產業多元化，將絲綢滲入
不同的市場，一方面能推廣中國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還能促進中
國的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交流團一走
進中南卡通公
司，就有同學

指着牆上《鄭和下西洋》中的卡通
人物造型說：「我曾在電視上看過
這齣片子。」據介紹， 該公司至今
已原創21大題材、58齣、近10萬分
鐘精品動畫，《天眼》系列、《魔
幻仙蹤》、《鄭和下西洋》、《樂
比悠悠》系列等動畫作品榮獲各類
獎項150多項。
在這裡，同學們感覺走進了一個

卡通樂園，不僅看到很多熟悉、有
趣的卡通片，還親身感受了由卡通
片衍生出來的動畫遊戲，動畫設計
師還詳細為同學們介紹了卡通片製
作過程中的策劃與定位、劇本、故
事板、人物設定、分鏡頭、動畫效
果等要訣及詳情。
動畫設計師指着一個壞人形象造

型問道：「你們發現壞人形象外形
上有什麼共同點嗎？」同學們七嘴
八舌回答，有的說是造型醜陋，有
的回答體形瘦弱，有的說顏色偏深
色系。
最終設計師揭開謎底，指所有的

壞人形象整體造型都採用三角形，
原因是在人的記憶中，三角形是有
稜有角，不安全，會刺痛的形狀，
所以自然對三角形會有一種排斥心
理。同學們知道答案後均恍然大
悟，感覺卡通製作很有趣。
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陳思伶說：

「從小到大卡通便陪伴在我們身
邊，今天在這裡了解到製作卡通片
的流程，令我大開眼界。我發現製
作卡通原來並非易事，平常看到幾
秒鐘的畫面，製作團隊在背後可能
要花上幾十倍的時間。同時也學到
了很多製作的小技巧，例如製作奸

角色使用的是冷色調和三角形，而
忠角則使用暖色調和圓形，這個小
小的細節原來是如此講究。」

教大生：國產動漫大有進步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陳曉楠說：

「中南卡通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原

本集團是建築企業，但是不懼創新
挑戰，涉足卡通項目，大膽嘗試文
化創意產業。以前總覺得內地的動
漫不如日本、歐美出色，但是經過
這次參觀之後發現，其實國產動漫
已經有了很大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走進卡通創企 港生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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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美艷絕倫的絲綢外褂吸引港生眼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隨着適齡學生減少，自資院校發展迎來重大挑戰。有見及此，

檢討自資專上院校專責小組重新審視自資專上院校的角色與定位，今年8月底完成諮詢，昨日

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小組從4個方面提出13項建議，包括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要有更明確的區分

定位；公帑資助的八間大學開辦的附屬自資院校，與其他自資院校看齊，需要獨立註冊；若有

自資院校收生及教學質素長期不達標，可被取消註冊。

■■港生們體驗港生們體驗ARAR、、VRVR技術與卡通的技術與卡通的
結合結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攝

■港生興致勃勃學習茶藝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港生欣賞
最新技術生
產的絲巾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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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國際知
名的港產數學家丘成桐，將於香港及亞洲
地區設立「丘成桐中學科學獎競賽」，鼓
勵有潛質的中學生跳出考試的框框，通過
研習報告參加競賽，提升對科學的興趣。
丘成桐表示，該獎提供了平台讓學生有機
會與頂尖學者交流，香港亦應趁機審視現
時教育的不足之處。
曾獲數學界最高榮譽獎項—菲爾茲獎
及沃爾夫數學獎的丘成桐，笑言「自己的
學問做得不錯」，全賴中學時候打下的根
基，深明中學對人才培育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

鼓勵學生摒棄標準答案
有見及此，港科院與清華大學丘成桐數
學科學中心日前簽訂合作備忘錄，最快於
明年開始，每年於香港舉辦丘成桐中學科
學獎競賽，發掘科學界的明日之星。
丘成桐表示，中國文化過於着重考試，

故於2008年將國際競賽模式引入中國內
地，舉辦了第一屆丘成桐中學數學獎，鼓
勵學生摒棄標準答案，以研究報告模式參
與競賽。
該獎逐漸增設物理、化學、生物、計算
機科學及經濟金融建模等範疇，吸引更多
元的人才參賽。除了原有的內地賽區，來
年新增的香港賽區，也歡迎亞洲其他國
家、地區的學生參與。

頂尖學者點評報告
學生需要自己發掘問題、尋找答案，並寫成論文

報告。各領域的頂尖學者會點評報告，進入總決賽
的學生需與學者進行英語答辯，每個領域最終選出
一金一銀三銅及五個優勝獎。各金獎得主將繼續接
受考驗，競逐「總獎」。
丘成桐表示，為鼓勵中學培養有潛質的學生，會

將部分獎金頒予教師。
丘成桐指往年中國內地賽區的評委來自哈佛、牛

津、劍橋等頂尖大學，更有諾貝爾獎得主，學生參
賽過程可以向教授、教師尋求協助，最重要是學生
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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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為推
動正能量，有心理學家自費展開青少
年關愛計劃，透過網上、網下的雙線
策略，為學校提供免費課程，提升學
生處理情緒、壓力的能力，期望在3
年內將計劃推廣至一百所小學，為營
造積極的社會氛圍出一分力。
曾受焦慮症困擾12年的心理學家張

希寧，眼看近年香港青少年自殺率上
升，深感處理負面情緒及壓力的重
要，故早年創辦UpPotential「無限潛
能」，協助受情緒困擾的人士。
張希寧近年更推出「青少年關愛計

劃」先導計劃，以認知行為療法及正面
心理學，設計相關課程，提升師生、家
長處理負面情緒的技巧。

網上網下培訓學生
課程分為網上與網下兩大部分，在

網上部分，學生可以觀看以真實事件
改編而成的動畫片，日後若遇到逆境
可作參考；在網下部分，該計劃會提
供培訓工作坊、紓壓技巧課程等。
該計劃踏入第二年，已有逾千學生

參與，張希寧期望，未來會有更多學
校參與其中，讓更多學生掌握如何管
理情緒，增強抗壓能力。

焦慮症過來人 設計課程助青

■丘成桐期
望，參賽者
能在過程中
反思自己、
乃至香港教
育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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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希寧（中）期望，藉開辦課程提升師生及家長
處理負面情緒技巧。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自資專上院校專責小組昨日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左
二為張炳良。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專責小組今年6月發表諮詢文件，徵
集意見，收到約80份意見書，並

於昨日向政府提交以「並行發展，促進
多元」為題的檢討報告。報告從「強化
自資專上教育發展政策」、「區分副學
士學位和高級文憑資歷的定位」、「加
強對自資專上院校及學生的支援」和
「革新統一自資院校規管架構」4個方
面，提出13項建議。
小組主席張炳良介紹報告時指出，本
港副學位課程對專上教育發展十分重
要，建議保留副學位教育的雙軌制，不
過要區分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的定位，前
者定位為學生升讀一般學位課程作準
備，後者為學生即時投身相關行業及專
業的輔助專業工作或升讀專門的專業學
位課程作準備。
此外，政府應切合市場需求，向開辦
硬件投資成本較高的副學位課程之自資
院校提供財政支援。

倡修訂《專上學院條例》
現時由資助院校提供的課程並非受

《專上學院條例》（簡稱《條例》）規
管，而是由校方的管治架構如校董會等
管治，開辦課程前無須獲政府批准，並
可自行評審課程。
小組認為這制度不利院校發展具特色

的專精範疇，並令人懷疑自資院校質素
不及資助大學，加上《條例》內容過
時，建議參考規管資助大學的法例，檢
討及修訂《條例》（第三百二十章）。
當中開辦自資課程的院校，包括公帑資

助大學的附屬自資部門，以及根據《教育
條例》（第二百七十九章）註冊的院校，
一律納入統一規管制度，而且規管制度應
清楚列明私營院校註冊要求。
張炳良指政府可彈性處理「分家」安排，

由大學自行決定是否沿用自行評審機制、
會否繼續使用大學名銜等，但相關機構要

確保公眾知曉自資院校不再
是大學的一部分。
至於資助大學基於「合理

的策略性原因」開辦的有限
數量自資課程，小組認為毋
須納入第三百二十章統一規管，而被視為
例外情況，由大學本部繼續開辦。
就近年不少自資院校出現收生不足和

財赤，報告建議政府制訂政策，通過立
法或行政安排訂明機制，規定在經過合
理試辦期後，發展情況和院校自身能力
仍遜於原來計劃及指定標準，可被取消
註冊。考慮因素可包括：教學水平、課
程營辦等方面。
為促進自資院校之間的「策略性協

調」，報告提出政府協助院校發掘和建
立具特色的專精範疇，考慮提供非經常
性財政支援，而高級文憑教育可為多個
行業培訓合適的人力資源，政府應加強
支援措施以重振高級文憑教育，同時希

望當局可強化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角色
和職能。
目前自資院校招收非本地生不能超過

一成，小組認為香港銳意成為區域高等
教育樞紐，此地位會隨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而日益重要，政府應與內地當局商討
放寬取錄內地生上限。張炳良透露，諮
詢期間自資界別對此抱有很大期望。

教局：研究報告建議 定未來方向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局方會仔細
研究報告及當中的建議以訂定未來發展
方向。
浸會大學、公開大學等均表示歡迎檢

討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