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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7月13日公布了2014/15年度内
地本科生招生结果，共录取307名内地优秀应
届生，其中 16 人为省市或单科的“状元级人
马”，年龄最小的仅14岁。另一方面，香港大
学去年录取的辽宁省高考状元刘丁宁，入学
后不足一月便退学返回当地复读重考，并在
今年蝉联状元选择北大，再度引发内地尖子
赴港读书的热烈讨论。随着内地与香港的不
断融合，内地学霸对港校的取舍间，更多的
是源于对港校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自身规划的
理智考量。

港校的多元化依旧有不小吸引力

今年港大录取的内地状元中，上海市理
科状元吴曜辰被理学院新推出的“本科生科
研培育计划”录取。该计划由知名教授担任
科研导师，并有机会前往哈佛大学等世界顶
级大学的尖端实验室作科研学术交流。终于
如心所愿的吴曜辰说，港大支持学生到世界
顶尖学府学习研究，机会宝贵，可帮助他实
现科研梦。同时他也希望在港大能参加更丰
富的活动，拓展视野，培养社交能力。

据了解，港大今年共收到来自内地 31 个
省市超过 1 万份入学申请，最终录取 307 人，
竞争激烈。而2013年港大收到的申请达12513
份，创历年之最。其实港校内地掐尖，细数
已有十余年。港校在招生中也逐渐形成自己
的风格，近年来与北大、清华在顶尖学生的
争夺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不少内地学子
的眼里，香港的高校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教育
方式。根据一份“你眼中的港校”的调查结
果显示，近八成内地被调查者有报读港校的
想法，而港校之所以这么受内地生青睐，最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香港“中西文化合璧的环
境”。

“我选择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是被这里的

多元文化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所吸引。”去年以
高分摘得河北文科状元桂冠的于潇说。有分
析认为，全球声誉和国际化教学是香港高校
吸引考生的两大砝码。此外，学生看重良好
的教学环境、优质的资源和师资力量，国际
化教学更是为今后申请去国外名牌大学留学
奠定基础。

赴港读书不如前几年狂热

但事情还有另一面。今年云南省新科理
科状元周权，不但直接放弃了香港大学的面
试，更推却了香港中文大学开出的 66 万港元
奖学金的优厚条件；总分仅低周权1分的云南
高考榜眼朱睿宇也放弃赴港升学，选择入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类专业。

梳理今年港校在江苏的招生录取进展同
样可以发现，江苏考生对赴港读书的热情正在
下滑。例如，报考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理
工大学的人数分别减少了 10%至 15%。在提前
批次，香港中文大学全额奖学金类别和香港城
市大学没有招满，分数也较往年有所下滑。无
独有偶，今年上海被香港高校录取的高考考生
为 89 人，已连续 3 年下降。以往供不应求的录
取名额，今年在少数学校甚至出现空缺。

香港城市大学相关招生人员表示，高考
考生人数在逐年下降，且内地学生对清华北
大有崇拜心理。此外，香港高校收费高，即
使给予内地学生部分奖学金或是津贴，学生
家庭还是要承担大笔开销。因此不能简单地
推断港校在内地招生“遇冷”。

选择“留守”内地的多重理由

有人愿赴香江，有人乐奔京城，各各又
是为什么呢？

周权说，之前留意到辽宁状元弃港大重

读的新闻，认为状元能考高分但未必都能适
应香港的学习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也担
心会因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带来赴港学习的困
难和问题。在不少内地尖子及其家长的眼
里，全英语教学、粤语的广泛使用以及不同
于内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带来的挑战都不
小。

小朱是香港大学文学院本科二年级学
生，来自江苏南京。香港于她而言，是一个
完全陌生的城市，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等
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有点像半个留学”。
她所在的“青年文学奖协会”一共有 9个人，
其中 7个是香港学生，2个是内地生。在平时
的交流中，她发现两地的观念和文化有很多
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小朱认为自己参加的
是一个文学社团，在选择同学来稿的时候应
该偏重于文学性和学术性。但香港的同学更
喜欢口语化、轻松活泼一点的文章，他们希
望有更多读者能够看懂。

这种差异仅仅是冰山一角。分析认为，
赴港读书不如前几年狂热，另一个原因与部
分港人对待内地人的态度有关。云南文科状
元赵浩宇表示，“港人态度”是影响其选择的
重要因素之一。他说，通过近年来在香港发
生的导游辱骂内地游客、内地小孩在港当街
小便等事件，能看出部分香港人对内地的不
友好态度，所以自己不得不考虑，在香港生
活、人脉、社交方面会不如在内地舒服。同
时，考生和家长在高校选择上趋于理性，不
再只是看重学校排名，而是注重综合规划。

有内地资深教育人士直言，港校最大的
吸引力是其国际化，但近几年内地高校国际
化优势日趋明显，成为吸引尖子生入读的一
大原因，去了北大清华一样会有出国交流的
机会。赵浩宇也认为，现在内地生到国外进
修有很多渠道，这使得香港的“跳板”作用
不再那么明显。

2014 年 底 首 度 进 行 的 “ 九 合
一”选举，将合并选出从县市长到
村里长的岛内所有地方公职人员。

“九合一”投票日定于 11 月 29 日，
预计登记参选人数超过 2 万，是继
2012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台
湾再次举行的最大规模选举。

2014 选举结果直观反映蓝绿版
图、朝野消长，更牵动 2016“大
选”。民进党步步为营、寸寸紧逼；
国民党则多管齐下，意欲绝地大反
攻。“九合一”选举进入下半场对
决，硝烟味渐浓。一些逢选举就会
被使出的招数卷土重来。

民进党又开始“扒粪”

在台北市的对决中，替蓝营挂
帅的是连胜文，他将迎战替绿营出
征的柯文哲。近来岛内各种民调均
显示，柯文哲以不小的幅度将连胜文撇在了后
面。12日，台湾新移民家庭楷模大会上，马英
九、郝龙斌与连胜文首度“合体”，同台造
势，马英九与连胜文互动热络，被视为是在积
极辅选。

连胜文民调由领先逆转为落后，国民党当
局无法破解“闷经济”引发民怨、连胜文至今
没有展现主导议题和改革的能力等，都是影响
因素。不过，民调滑落，与绿营主导的“人格
扒粪战”不无关系。柯文哲给连胜文扣上了

“权贵”的帽子，隔三岔五地打压。民进党不
遗余力地“扒粪”，包括连喝高价红酒、到美
国住豪华酒店、给太太开百万生日派对等，都
挖出来连番炒作。总之，身为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之子，连胜文从一开始就被绿营扣上“权
贵”、“官二代”的帽子，狂“扔泥巴”。

绿营显然希望将这场选战打成是“平民
VS·权贵”的战争，出身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绿营以“权贵”为主轴的
选战攻势似乎就是弹无虚发了。可以想见，投
入选战，连胜文自己以及家族的政商关系，一
定是绿营会持续“扒粪”的方向，也是其必须
迈过的大山。不过，虽然民调暂时落后，绿营
这种标签化的竞选策略是不是果真能让台北

“蓝天”变“绿地”呢？
连胜文在宣布参选时，即正面回应“权

贵”、“官二代”、与马英九关系等敏感话题，
希望把这些转化成自己的优势。连胜文最大的
优势在于财经和管理，参选宣言以“拼经济”
为主轴，未来应着力于如何以更为具体的市政
蓝图与愿景，让民众有“拼经济”的信心。

另外，连胜文和柯文哲都标榜自己是“政
治素人”，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迎合选民的期
盼。岛内民众多年来陷于对峙虚耗的政党政
治，深感厌烦，迫切期待能找到新的可能性。
如果绿营还是一路只打负面选战，仍旧走过去

政党惯用的“抹黑”、造谣、指控路线，想来
台北选民也不会为其背书。

只“扔泥巴”没有出路

观察岛内大大小小的选举，“扒粪”、“扔
泥巴”、“吐口水”之类的“抹黑”策略都屡见
不鲜。

每逢“大选”临近，“爆料”大赛更是愈
演愈烈，不仅是候选人，候选人亲人子女的陈
年碎事都被一一“扒”出，配合喧嚣文宣大
战。有岛内学者撰文说，台湾选举在民进党的
操弄下，候选人的政见已不是选战的文宣主
轴，倒是“扒”对手的“粪”，挖出对手与家
人不可告人的事，才是选战的主要诉求。于
是，台湾选举成了“扒粪”大赛。可怜台湾人
一次次被迫观赏这样的“扒粪”戏码，没有被
逼疯、臭晕，已经是幸运至极了。

民进党这种在选举期间对对手未必有根据
的“抹黑”、“扒粪”，被岛内人士称为“泥巴
战”或“乌贼战”，屡屡使用，成为民进党最
惯用的选举伎俩。民进党选前“泥巴战”的案
例包括：1998年高雄市长选举前，谢长廷伪造
对手吴敦义的“绯闻录音带”；2006 年高雄市
长选举投票前夕，陈菊针对对手黄俊英制造的

“走路工事件”；2008年台湾“大选”前谢长廷
针对马英九抛出的“马英九绿卡案”等等。

民进党在“泥巴战”中尝到了甜头，似乎
也就越来越着迷于“扔泥巴”。不过，有台媒
分析指出，民进党越来越迷恋选前“泥巴
战”，恰恰反映了该党在台湾政治发展中的困
境，并将加剧其发展困境。“泥巴战”撕裂了
台湾社会，也会固化民进党在选民心中“为反
对而反对”的形象，长久来看，是民进党政治
发展的毒药。形象和政策才是一个政党的生命
所在，只会打“泥巴战”没有出路。

香港教育局于2009年9月实施3年制新高
中学制，每年有7万至8万名考生报考。在新
学制下，学生完成6年中学课程后，包括3年
初中、3年高中，才可参加评核学业程度的香
港中学文凭考试 （文凭试）。文凭试大致相当
于内地的“高考”。

新学制下，香港考生必须报考四个核心
科目 （中文、英文、数学及通识教育） 及两
至三个选修科目。通识教育被列为必修科，
加强学生对生活环境和世界的了解。学生还
可以按学习长处和个人兴趣，在两至三个选
修科目内选自己爱好的科目，而且科目范围
并不如旧制局限于文、理、商科当中，比如
学生可选的科目有中国历史、化学、资讯及

通讯科技等，大大地扩大了学生学习知识的
范围。

至于在成绩要求方面，考生表现以五个
等级 （ 1-5级） 作为每科的评核分数，以第
5级为最高，其中前10%成绩最优异的考生可
获5**级，成绩次佳的30%可获5*级。学生若
以香港中学文凭成绩报读政府资助院校的四
年制学士学位课程，成绩要求为中文及英语
科达到第3级，数学科及通识教育科达到第2
级 （即“3322”）。而学生基本入大学分数是
18分，可由于获18分的学生众多，因此一般
获21-22分的学生才比较有把握上大学。

香港中学文凭与超过150间海外大学订定
入学要求，部分中国大陆、台湾及澳门的大学
亦接受按香港中学文凭的成绩收生，符合基本
要求的文凭试考生可获豁免参加招生考试。

香港“高考”

你能得几颗星？
李 云（香港）

7月14日，香港文凭试放榜。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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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线

所谓“拉布”，是指一些议
员在议场上发表冗长演说或
质询，消耗议事时间以阻止或
拖延政策和法案草案通过。反
对派议员恶性拉布，不断令香
港内耗，令涉及重要民生的议
案“大滞后”。玛丽医院重建工
程的拨款议案，连番遭受反对
派议员拉布阻挠10年无成。经
过各方努力和呼吁，才终于在
立法会本会期的最后一天12
日获得通过。

本报电 据香港媒体报
道 ， 香 港 工 联 会 13 日 发 起

“反暴力、反拉布”游行，表
达对议会暴力行为及间断式

“拉布战”的不满，谴责个别
反对派议员将个人政治利益凌
驾于广大市民福祉之上。

香 港 天 文 台 13 日 发 出
“酷热天气警告”。但“有备而
来”的游行人士一边高喊口
号，一边按既定路线有秩序的
游行。他们手持“暴民政治可
恨可耻”，“议会暴力教坏细路

（意为小孩子） ”以及“蓄意

拉布骑劫立会”等标语 （见上
图）。

香港工联会会长林淑仪表
示，近年，有反对派议员拉
布，阻碍议会正常运作，关系
到民生的议案及拨款屡屡被拖
延。希望议员负起应有的责
任，做出对香港社会有益及建
设性的工作，不要与全港百万
市民福祉对立。

“ 我 们 代 表 沉 默 的 大 多
数，希望议会正常运作，希望
香港有发展。”工联会理事长
吴秋北表示。

沉默大多数发声沉默大多数发声

港人游行港人游行““反暴力反暴力、、反拉布反拉布””
民进党在选民进党在选

举期间对对手未举期间对对手未
必有根据的必有根据的““抹抹
黑黑”、“”、“扒粪扒粪”，”，
被岛内人士称为被岛内人士称为

““ 泥 巴 战泥 巴 战 ”” 或或
““乌贼战乌贼战”。”。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张张 宇宇摄摄

内内地学霸怎么看待赴港读书？
本报记者 任成琦

驻港部队司令员调整

新华社香港7月14日电（记者谢希语） 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闻发言人刘锋贤中校 14
日就驻军司令员调整发布消息：

近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任命
驻香港部队司令员王晓军中将为广州军区副司令
员，任命海南省军区司令员谭本宏少将为驻香港
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政治委员魏亮上将日前到
驻香港部队，宣布了这一任命。

王晓军中将在离港履新前，通过驻军新闻发
言人感谢香港社会各界对他工作的支持。并表示
在港工作的几年时光给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
忆，也见证了香港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相信
在全体港人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更加
美好。

新就任的谭本宏少将表示，将与岳世鑫政委
共同带领驻军官兵，一如既往地依法履行防务职
责，并与广大香港市民协力同心，为保持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开营
7 月 14 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参与

主办的第十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在新围军营举
行开营仪式，共有 260 名香港中学生参加本次夏令
营。图为驻港部队官兵和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在开营
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何靖嘉摄

□热点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