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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香港各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展览”正在香港
中央图书馆举行，展览展出的老照片、抗日海报……向世人诉说着70多
年前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光辉历史。此次展览是本年度香港最具规模、
内容最丰富、实证文物最多的抗战历史展。图为香港市民在观展。

谭达明摄 （中新社发）

“‘台湾学生像羊，大陆学生像狼’，这句话流
传好久了。”台湾大学的柯伯麟说。“2015 大陆台生
研习活动”日前在台北举行，大陆求学归来的台生
们现场分享经验。两岸学生有哪些不同，大陆高校
生活跟台湾有何差别？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分别采
访了几名台生和大陆学生。

“狼性十足”名校君？

在近年一些新闻报道中，两岸学生似乎已经有
了固定的形象——大陆学生勤奋，台湾学生懒散。
柯伯麟对此不以为然：“不能一概说大陆学生勤奋，
台生太过轻松，哪里都有比较拼的人”，“用这样的
新闻去厚此薄彼不大可取。”

不过，从两岸高校的课程安排来看，大陆学生
的课业压力确实比较大。记者了解到，台湾高校普
遍规定，四年制学士学位最低毕业学分为128分。而
反观大陆名校，北京大学只有个别院系毕业学分要
求130多分，更多的院系要求在140—150分之间。清
华大学则至少为 170 分，人民大学均为 140 分以上，
多数在 150—170 分之间，其他大学毕业学分要求也
普遍高于128分。

柯伯麟认为，学制不能说明学生的勤奋程度，
他说，比如台大的本科生，一般会主动多修学分。
而实际上，多修学分的情况在大陆名校也很普遍。
2013年，台湾大学双主修人数有641人，辅修为670
人。同年北京大学双学位结业人数为 1291人，辅修
为 156 人。两校每届本科生人数均为 3000 人左右，
以此粗略计算，台大修双学位或辅修的比例约为
43.7%，北大约为48.2%，后者略高一些。

对于学习另一门专业的初衷，清华大学（北京）的
庄晨宇说：“我主修热能工程，修双专业主要出于个人
兴趣，掌握些经济学知识，对交叉研究有帮助。”对此
柯伯麟表示认同，“台大在双主修/辅修的专业设置
上，也会有一些跨学科的内容，这样能开拓视野”。“台
湾的政治大学、师范大学等校，另修一个专业的同学
也是蛮多的。”柯伯麟说。

中兴大学的梁皓云则有不同的观察，“我们修学
分，通常是刚刚好，多出一两分是避免挂科。在选
课时主要看哪门比较好过，而不是说要努力吸收多
少知识。我觉得这种现象在台湾的大学中还算普
遍”。对于双主修或辅修，他说，“我身边几乎没人
修习另一门专业。但有些同学修完本专业学分后，
会在大四学一门外语”。

两岸学生哪不同？

柯伯麟坦言两岸学生的确存在差异。就读于台
湾大学政治学系的他，2013 年前往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交流一个学期，课堂上的师生交锋，令他至
今难忘，“北大学生敢于向老师提问，课堂讨论比较
活跃。台湾学生比较被动，不大敢与老师交流”。

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北京）的许芷瑄，她是台湾
人，从小转到大陆读书，她认为两地知识观的差异，或
许能为“狼性”与“羊性”的差异提供解释，“台湾比较
没有读书至上的观念，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多拓展能
力”。

“大陆同学很‘学术’，有时会被我们看做是死读
书。而台湾同学之间的互动交流比较多，大陆学生可
能相对独立，各自打拼。这可能是他们比较像‘狼’的
原因吧。”梁皓云在台湾中兴大学本科毕业后，选择去
北京大学读研，9月开学后将在北大继续读博，“我们
本科毕业不写论文，学术能力主要在研究生期间培
养，本科是打好基础。大陆同学总体上比较勤奋，台生
感到有压力。”

大陆高校偏重学术研究，台湾高校更重视学生
的实践能力。比如在台湾大学，志愿活动是必修
课，共计3学分。有人去小学支教，有人参加非盈利
组织的活动。“台大有 1000多个社团，比如按摩社、
词曲创作社等，有主流的，也有很小众的。”柯伯麟
介绍道。大陆高校社团则相对较少，北大、清华为
二三百个，人大只有一百出头。

毕业回台或留陆？

1985 年大陆高校开始招收台湾学生，2010 年台
湾承认大陆“985”与“211”高校学历，2011 年大
陆开放台湾学生以学测成绩申请大陆高校，此后来
大陆读书的台生数量增长迅速，今年的人数已过万。

毕业后回台还是留陆？日渐庞大的台生群体必
须做出选择。2005 年大陆 《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就业管理规定》 向台胞就业敞开大门，随后台生
在大陆就业的手续逐步简化，并可享有与大陆职工
同样的社会保险待遇。此外，大陆还向台湾居民开
放 40项专业资格考试，支持台生自主创业并提供培
训与补贴。随着大陆经济的稳健增长，大陆越发成
为台生眼中的就业热土。

台湾大学的黄军谚毕业后，通过鸿海集团外派
的机会进入大陆台企富士康公司工作，他与台湾不
少同龄人都认为大陆充满发展潜力。“能进入‘世界
工厂’转型‘世界市场’的中国大陆，亲自参与大
规模制造业到商业的发展与转型，对我来说很有意
义。大陆企业转型的实践，给我很深的体会，在台
湾感受不会如此深刻。”他还提到，台湾企业外派大
陆的薪水相对本地较高，大陆工作经验对于职场经
历也是加分项。“我的老家在福建，与很多台湾人一
样，我对大陆有种莫名的感情，能亲自来体验大陆
的风俗民情，也是蛮有趣的！”

许芷瑄认为，大陆高校在国际机遇方面，远远
胜过台湾的大学。“毕竟大陆的经济实力在那里，能
提供更广阔的国际平台。在台湾视野还是比较受
限，所以台湾不少名校学生也选择去大陆发展，包
括上学、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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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记者
张雅诗） 深圳特区成立35周年，回
首过去，香港在深圳的发展历程上
功不可没；如今深圳经济腾飞，商
界和学者均认为，香港应把握机
遇，使两地迈向更深更广的合作里
程。

香港媒体报道，内地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深圳一直担任先锋角
色，奋力发展经济。今年上半年，
深圳生产总值达 7500.11 亿元人民
币，按年增 8.4％，超过 2007 年全
年水平。去年生产总值逾1.6万亿元
人民币，按年增 8.8％，全国排名（不
计香港）第四位，提早达成“十二五”
规划升至1.5万亿元人民币的目标。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助理教
授夏春表示，从历史上，香港在深
圳腾飞的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推
动力和帮助，深圳有历史感的人，

还是很感谢香港当年的帮助。香港
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李秀恒也说，
众所周知，深圳主要有香港因素，
而当地外来投资者以香港最多，从
而吸收了很多外面的经验。

香港与深圳于经济上的关系一
直十分紧密，数据显示，香港为深
圳主要贸易伙伴，有关贸易价值占
深圳对外贸易总值比例由四成至五
成不等，金额上更是连续多年呈高
速增长势头。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通
过办公室发言人对媒体说，香港与
深圳过去30多年的合作关系非常密
切，合作成果有目共睹。深圳是内
地科技和制造业最发达的城市之
一，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两地
可以朝产业高增值的方向发展，并
继续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好好发
挥自身优良条件，把握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郑文聪以
“奇迹”来形容深圳取得的成就，而
深圳目前优势及定位在于其创新科
技方面。早于上世纪90年代初，深
圳把握机遇，制订推进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政策，使当地高新技术产

业创造了10年年均增速逾50％的神
话。

目前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坐
拥多间著名上市科技公司。2014
年，高新技术增加值达5173.49亿元
人民币，按年增 11.2％，占全年生
产总值的 32.3％，为深圳经济增长
火车头。

郑文聪认为，深圳推出的多项
优惠和扶持政策，吸引了海内外人
才到当地就业，他期望香港未来于
创新政策方面发力追上，这不是为
了拼赢深圳，而是使两地人才可以
于更高水平合作交流。

深圳的成功在于升级转型，并
形成与香港经济合作和互动的模
式。香港理工大学高级管理深造学
院教授李嘉乐表示，未来的发展机
遇在于深圳和香港的合作上，双方
坐同一条船，利益一致。港深合作

最重要是共赢，双方不要计较得太
清楚，可以让一部分人先获利，自
然能带动其他发展。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巫
伯雄认为，深圳和香港适宜继续在
创新和市场上分别发挥自身优势，
而有关合作模式除了实体经济外，
在资本市场也有望成功。他说，由
于内地证券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仍未
成熟，香港这个传统国际金融中心
应发挥强处，于未来10年推动内地
资本市场与国际更紧密接轨。

夏春表示，深圳由科技推动，
其优势是非常有活力，在创新方面
闯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路。过去，
香港缺乏远见，因金融、地产、航
运、旅游业赚钱比较快，在研发上
不愿投入太多，如今应向深圳学
习。同时，香港方面仍有很多优
势，可帮助深圳培养人才，提高人
才素质，以支持深圳科技行业。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
任陈文鸿指出，虽然深圳与香港物
价已经看齐，但两地仍设有口岸，
对两地人流交往增添麻烦，阻碍两
地融合，建议撤销口岸关卡，增强
两地流动性。

深圳特区成立35周年

港学者呼吁香港把握合作机遇

新华社台北8月26日电（记者孟昭丽、陈键兴） 今夏以来，台湾登革热疫
情升级，以台南市最为严重。台南市政府登革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6日公布数
据显示，截至8月25日，台南市今年累计已发现登革热确诊病例2152例，其中4
例重症死亡。

据了解，台南市 5 月 16 日发现今年首例登革热病例，3 个多月就突破 2000
例。本月23日起，台南市政府每天公布最新疫情统计，3天来日新增确诊病例都
超过100例。另有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台湾各县市确诊登革热病例总数中，台南
市的病例数占比超过八成。

为加强防疫，台南市政府呼吁市民主动清除室内外、顶楼、空地、工地等堆
积物及积水容器，并全力配合市政府执行孳生源检查、紧急喷药等防疫措施，严
防疫情扩散蔓延。

台南登革热确诊病例破两千 四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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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岸 交 往 日 益 密 切 的 今
天 ， 简 体 字 在 台 湾 越 来 越 常
见。台湾很多餐厅、旅馆都推
出简体字菜单，以招徕大陆顾
客。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书籍，
近来也在岛内卖得很红火。但
有些岛内人士看不惯简体字，

认为繁体字才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之美”。近日，台当
局领导人马英九表示，简体字与繁体字之争，并列是最
好的解决方式。

“简繁之争”的政治色彩

从大陆推广简体字起至今，台湾当局对简体字的态
度常带政治色彩。

政治禁锢的年代，字体繁简在台湾是涉及意识形
态、事关中华文化道统的大事情。不消说简体字不能
用，连文字横排都是禁忌。

随着两岸互通，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接受简体
字。他们发现，简体字确实简捷方便，能提高工作效
率，尤其是像“尘”、“灭”这类简化字造得很高明，甚
至连反对使用简体字的人也不自觉地模仿运用起来。

2009年，马英九曾建议“识正书简”，即印刷体采用
繁体字，一般书写可用简体字，希望两岸就此达成共
识。绿营立马借机抨击他“弃守文化主权”，把祖先所用
的文字都丢了。

2011 年，台湾开放陆客自由行，许多商家将招牌、
菜单和说明都改为简体字，简体字书籍也占到台湾新书
的 20%，这引起一些岛内保守人士的担忧。为安抚情
绪，当时的“行政院长”吴敦义出面声明，推广繁体字
是“行政院”一贯立场，未来不会改变。

日前，马英九参加台“教育部”主办的2015年青年
政策论坛。他在与学生聊起“华语文推广”话题时说，

“简繁之争”，并列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他还建议，商家
不要为了大陆观光客改用简体字，这样反而使陆客失去
认识繁体字的机会。

对于马英九的建议，有岛内网友认为“管得太多了”，
商家招揽顾客，有自由选择使用汉字的权利，谁说大陆游
客就一定特别想认识繁体字？但也有激进网友认为，应该
在台湾封杀简体字。

简体字大幅“抛头露面”

虽然“捍卫繁体字”的声音一直都在，但随着两岸
交流不断深入，简体字在台湾越来越频繁地“抛头露
面”，甚至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用简体字给同僚写信。台
湾作家余光中认为，“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使然”。他说，
以“台湾”两字为例，所有台湾人书写时几乎没有用

“台”的繁体字，都是用简体。

除商店、风景区外，台湾校园一直是简体字“出
没”的集散地。2008年，台湾高雄县和春技术学院判断
出两岸未来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首开大专院校风气
之先，将简体字列入大一国文必修课。随后，许多高校
开设起简体字课程、举办简体字辨识比赛。台北大学的
学生说，他们在上课时已使用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书籍。
在政治大学东亚所、台湾大学国发所，研究生看的简体
参考书甚至比繁体参考书还多。

此外，由于网络的发达，要与对岸网友沟通甚至笔
战，台湾学生无形中都必须要先自学简体字。

如今，大陆人不仅可以到台湾自由观光，还可以赴
台投资、求学，与台湾人恋爱、结婚，在台生根。岛内
学者认为，简体字一定会更加盛行，因为文字的选用是
随着使用者需求而定的。

没有不能并存的道理

事实上，不少台湾民众都认为简体字、繁体字系出
同源，不难认，若不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其实没有不能
并存的道理。

台湾网友“大猫儿哥”说：高中时老师曾发了几篇
简体字文章让同学们测试，把看得懂猜得到以外的字圈
画起来。一开始看这种不熟悉的字感觉大半都不认识，
可是结果出乎意外，辨识率高达八成以上。其实繁体简
体，真的只是不习惯而已，真要看，大多都看得懂，少
部分看不懂的字依据前后文也能猜得出来。

大陆网友“陈就”说：我们从小就爱看港台电视
剧、电影，唱的港台歌曲也不少，“70 后”、“80 后”对
大部分繁体字都无障碍。“落英满怀”说：我们自带简繁
转换功能，不用担心。“老歌新听”说：繁体适合书法，
简体适合交流，都是中国字，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财富。

两岸同文同种，简体字和繁体字都是汉字。实际上，许
多简体字在古代的书法帖上早已出现，并不存在“繁体
字才能体现文字之美”的定论。只要能够方便两岸民众
的阅读和使用，方便两岸同胞的交流交往，顺其自然各
取所需才是王道，无需意识形态来横插一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