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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学科能力测验 （类
似大陆的高考，简称“学测”）
日前刚刚放榜，和大陆高考后的
情形一样，各大高校立马摆开阵
势，上演招生大赛。参赛者不仅
有众多岛内院校，也有香港高
校。上周末，多所香港知名高校
在第一时间赶赴台湾，跨海争抢
生源。

高额奖学金的“诱惑”

香港高校开出的高额奖学
金，不仅让台生与家长趋之若
鹜，连记者看到都忍不住咋舌。

香港大学今年开出 4 年约
320万元 （新台币，下同） 的全
额奖学金，每年约 80 万元，包
括学费、住宿、生活费等。香港
中文大学出手也不凡，开出 4 年约 284 万元的
奖学金，还提供几百个阿里巴巴、腾讯、谷歌
等企业的带薪实习机会；香港科技大学更有
甚之，4 年的全额奖学金约为 291 万元。这还
只是招生战的第一波。本周末，第二波香港名
校——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浸
会大学也会带着丰厚奖学金赴台举办招生面试
会。

高额奖学金的“诱惑”效果十分明显。据
台湾 《中国时报》 网络调查显示，有 87%的台
湾网友认为“港校条件优渥，若有机会应争
取”，只有 10%的人认为“岛内大学已相当优
秀，不考虑赴港”。香港中文大学入学及学生资
助处处长王淑英表示，台生赴港读大学人数逐
年成长，去年预计招收50人，但众多优等生报
名，让录取名额增加至71人；今年预计招收60
名台生，现已有 400 人报名，其中有学生的成
绩是75级满级分。

满级分是什么概念？台湾的学测分为语
文、数学、英语、自然、社会 5 科，考试成绩
用“级分制”计算，每科最高为15级分。能考
到75级分，就是科科都考满分，是实打实的优
等生。

高雄中学的萧亦廷今年学测就是满级分，
打算报考香港大学，但顾虑港大的学费、生活
费较高，因此打算同时申请多所港校。他表
示，将比较各校提供的奖学金多寡，再决定要
读哪一所。

未来“好薪情”的吸引

越来越多顶尖的台湾学生选择赴香港念大
学，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奖学金的“诱惑”，港
校毕业后良好的就业前景，才是他们决定漂洋过
海去念书的主要原因。

在香港中文大学主修工商管理的台生游怀
萱，4年前从台北的明星高中——台北市第一女
子高中毕业，当时可以上台湾大学外语系，但她
却选择了赴港念书，看中的就是香港与内地市场
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紧密联系。果不其然，大一
她就找到实习机会，大四在香港一家科技公司实
习，毕业后即转正，毕业和就业无缝对接。游怀萱
说，香港名校毕业生起薪为 5.6万至 6.5万元，是
台湾大学生起薪2.2万元的两倍多。

前年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朱禹，目
前在台湾的一家外企上班。他说，赴港念书的跨
文化体验、培养的外语能力对于找工作很有帮
助，起薪也比起同等职位高出三成。

还有些台湾学生是冲着港校的全英语环境、
学术氛围、国际排名去的。萧亦廷想读精算系，希
望毕业后能到海外发展，但岛内主要大学都没有
独立的精算系，顶多是应用数学系，于是他选择

“出走”去港大。台北市建国高中的傅柏文也去参
加了港大面试，以商学院为目标。他表示，香港是
国际金融中心，就业机会多，距离台湾近，学费又
不像欧美国家那么高，对他来说是首选。

台湾师大附中学生杨博凯申
请了港大理学院推出的“本科生
科研培育”计划，希望利用港大的
优质资源提升自己的发展空间。
参加这项计划的学生，大一暑假
就可以跟随资深教授进行 8 星期
的研究，还可参加哈佛、耶鲁、麻
省理工、伯克利、牛顿等欧美名校
的研究及国际科学会议，并获得2
万到4万港元的奖学金。

还要迈过几道“门槛”

杨博凯的同学李宏蕴也想报
考港校，不过有点担心自己的英
语能力不足以应付赴港读书。她
说：“暑假营队遇过菲律宾比我
小 2 岁的学生，英文都比我溜很
多，也听过学姐说在港校‘学测

英文15级分的水平完全不够’。”没错，赴港念
大学对台生来说并不轻松，首先要克服的就是
语言问题。

在2月21日的招生面试会上，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罗文辉对台生给出“学好英
语”的意见。他说，语言对台湾学生的确是门坎，
不仅要学广东话，更要练好英语。台湾的高中都
是中文授课，要与从小在英语环境中成长、求学
的港生竞争，必须投注更大的精力去学习。

现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环球经济与金融系
的许耀元深有感触：面对港校的全英语授课，必
须强迫自己快速学习，才不会落后。生活上也是，
要多与港生沟通，多结交当地的朋友，才能学会
广东话，快速融入港式生活。

另外，个性太内敛也是台生的一个短板。香
港大学教务处招生主任董忆颖表示，与其他地区
的学生相比，台湾学生比较谦虚、内敛、含蓄，不
太敢表达个人看法，要花一些时间才能适应。因
此，她鼓励学生多展开心胸，勇于展现自己。

对于近两年来香港本土派动作频频，香港社
会氛围越来越政治化，台湾学生和家长会不会心
存疑虑呢？目前看来还不太会。杨博凯说，他听同
学谈过这些问题，但他选择港校是因为学术氛
围、国际排名，不会很在意其他。李宏蕴也说，

“去香港就是要去念书的”，港校课业很重，平
常是学校和宿舍两点一线生活，暑假还要实
习，且她想双主修，应该没时间理会香港本地
学生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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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3 年首次亮相以来，香港艺术节已走过将
近半个世纪。40多年的时光将其打磨成亚洲区内首
屈一指的文化盛事，雅俗共赏、包罗万象。

2 月 19 日晚，第 44 届香港艺术节在尖沙咀香港
文化中心揭幕，1400 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将
在1个月时间内献演119场演出，其中包括15部世界
首演作品及 12部亚洲首演作品。截至开幕当天，超
过八成的门票已经售罄。

国际大师云集、演出场场爆满、观众“跨国追剧”，
香港艺术节缘何好评如潮？除了观赏演出之外，观众
还能怎样与艺术大师互动？本届艺术节又有哪些不可
错过的精彩？记者走访了香港艺术节行政总监何嘉
坤，解读艺术节的“台前幕后”。

为何经久不衰？

国际化专业化打造艺术节

“国际化、专业化”，何嘉坤这样形容艺术
节。这两条标准，不仅“律己”，也同样“律
人”。她笑说，所有与艺术节合作的组织或团体
都必须兼具国际视野和专业技能，而这正是艺
术节长盛不衰的“秘诀”。

44年前，一班有识商人认为香港在演艺文
化范畴缺乏建树，便合资举办了第一届香港艺
术节，从世界各地寻找不同艺术领域的顶尖人
才，借表演探索生活的意义。

何嘉坤反复强调说，艺术节从来都不是
“为艺术而艺术”，无论经典巨作抑或创新演
绎，所有演出都必须能使观众眼前一亮，进而
激发大众对艺术的兴趣，“这不仅是艺术节的使
命，更是我们挑选节目的宗旨”。

经典恒久不衰，值得反复玩味。2016年正
值“戏剧之王”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英国
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倾全团精英访港，一口气呈
现“王与国”系列三部曲，包括 《亨利四世》 上下
集和 《亨利五世》，场面恢弘、剧力万钧、人物睿
智，小小的舞台再现了亨利五世由玩世不恭的少年
成长为一代枭雄的传奇故事。

而当经典遇上新解，创意的火花更加光彩四射。
何嘉坤特别为记者推荐了一部大胆的由莎士比亚悲
剧作品改编的亚洲版《麦克白》。一对现代夫妇回到远

古时代的中国，变身残酷无道的麦克白伉
俪，最终也会如莎翁笔下那样，以悲剧收场
吗？这部由香港本土艺术家邓树荣导演、改
编的戏剧，以亚洲美学精神解读莎翁作品精
髓，甫一出场便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今年有何亮点？

“加料节目”精彩多元

除了“台前”，幕后的世界同样变化万千。何嘉
坤兴致勃勃地拿出一本小册子，向记者介绍艺术节

“加料节目”。
顾名思义，“加料节目”是台上表演艺术的延

伸：在一场场音乐大师班、文化讲座、后台解码及
电影中，演者走下舞台、观众走进幕后，来来往往
间灵感得以分享、艺术得以传承。

音乐大师班是何嘉坤的“重推”，她笑称“哪怕
旁听也是一种享受，欣赏之余更能理解大师何为大
师”。今年的大师个个来头不小，包括合唱团指挥总
监尼古拉斯·芬克、俄罗斯钢琴家梅尼可夫、国际管

风琴师乌尔里克·波米等。在大师班中，他们倾囊相
授，示范实战技巧，为后辈传授心得。

另一场盛事当属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艺术总监格
雷格里·多兰的文化讲座 《莎士比亚四百年》。被誉
为“当代最佳莎士比亚演绎者”的多兰曾执导超过

2/3的莎翁剧作，他在讲座上详解莎翁魅力，并
剖析这位文学巨匠的深远影响。

而北京京剧院后台解码，则将观众一把拉
入中国传统文化。在演员预备演出著名张派京
剧 《沙家浜》 的过程中，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
看到演员的面部化妆，而且可以细细品味那个
时期的戏服和布景，一览传统京剧与现代京剧
的异同。

何嘉坤补充说，根据以往经验，许多观众
都是艺术界的内行，而且“有备而来”，有时连
她自己也会被观众与演者的交流所惊艳。

有无“香港元素”？

国际的就是香港的

虽门票售卖火爆，香港艺术节却鲜有盈
利。何嘉坤告诉记者，2016 年艺术节的年度预
算约为 1.1 亿港元，其中 30%来自政府拨款、
37%来自票房收入，余下的则有赖于香港各大企
业、慈善基金会和热心人士的捐款赞助。
她直言，作为一项非牟利活动，香港艺术节能

达至收支平衡已属难得。政府拨款多以场地租金的
形式“返还”，票房收入和赞助则用以艺术节的其他
各项运作开支。

当记者问起艺术节中的“香港元素”，何嘉坤坦
率表示，“国际的就是香港的”，香港既是国际城
市，在此融合的艺术又何尝不是香港的呢？

本报香港 2月 23日电 （记
者陈然） 保安局局长黎栋国今天
表示，2015 年香港的整体罪案
有 66439 宗，较 2014 年少 1301
宗、下降 1.9%，是 1979 年以来
的新低；每 10 万人的罪案率为
910宗，是43年以来的新低。

黎栋国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

议后会见传媒，回顾 2015 年的
治安情况。他说，去年暴力罪案有
10899 宗，较 2014 年少 184 宗，是
1971 年以来的新低，其中伤人、
抢劫及凶杀案等数字下跌，勒索
和强奸案等则有所上升。勒索案
升幅较为显著，2015年共有 1300
余宗，同比上升54.5%。

新华社澳门 2 月 22 日电
（记者刘畅、杨懿） 澳门特区政
府保安司 22 日发布 2015 年澳门
刑事犯罪及执法数据。数据显
示，澳门 2015 年治安情况持续
稳步改善，严重暴力犯罪继续保
持零案发率或低案发率。

保安司司长黄少泽介绍，
2015 年澳门警方共开立刑事项
目调查案件13653宗，与2014年
比较减少 363 宗，下降幅度为
2.6％。

在“侵犯人身罪”方面，全
年共录得案件 2721 宗，较上年
微升 0.1％；在“侵犯财产罪”
方 面 ， 全 年 录 得 案 件 共 7584

宗，较上年下降 3.3％；在“妨
害社会生活罪”方面，全年录得
案件共813宗，下降9.3％。

在毒品犯罪方面，尽管吸毒
和贩毒犯罪都有大幅下降，但毒
品犯罪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警
方需投入更多力量开展更主动的
执法行动、更高效的情报搜集和
更密切的国际区际警务合作。

黄少泽表示，新的一年，澳
门保安当局各有关部门将会以

“主动警务”“社区警务”及“公
关警务”的新型警务理念为指
引，及时推出各项措施，提升执
法成效，保持澳门稳定、安全的
治安环境。

2015年

香港罪案率43年来最低
整体罪案6.6万余宗

澳门治安持续稳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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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大学校园一景。 （资料图片）

民进党“立委”高志鹏要提案废除“国
父遗像”，这给人以时空错置之感——经历轰
轰烈烈的政党轮替之后，台湾似乎要一夜回
到14年前。

2002 年，陈水扁上任第三年，民进党籍
的“法务部长”陈定南提出“法律没有规定
国父是谁”，引发蓝绿大辩论。这大概是孙中
山先生遭到台湾当权者公开非难的首次记录。

陈水扁的第二任期，民进党当局官员接
受采访时又说出“国父是外国人”的惊人之
语。到这个时候，民进党人士“去国父化”
的言论已屡见不鲜，他们说，“国父”是独裁
政权专有称呼，台湾已民主，不应有“国
父”。

但当时一项调查显示，台湾社会超过九成
人认同孙中山是“国父”。面对舆论压力，陈水
扁不得不在孙中山遗像前表示，孙中山就是

“国父”。“行政院”发言人也跟着表态说，“文武
百官都是在国父遗像前宣誓就职的。谁说孙中
山不是‘国父’，就是背离事实。”

不过，那次围绕“国父”的战争，民进
党看似输了面子，却赢了里子，因为他们成
功篡改了中学教科书，将历史课本中的“国
父”一词大量删除。读这些课本长大的台湾
年轻一代，今天对“国父”的认知恐怕已迥
异于老一辈。

现在民进党重夺政权还没上任，蔡英文
刚说“蓝绿和解”，“绿委”就又迫不及待地
朝“国父”开炮了。民进党跟“国父”什么
仇、什么怨？很简单，“台独分子”连“中华
民国”都不愿承认，对“国父”当然是必欲
去之而后快了。

孙中山先生是两岸共同尊崇的民主革命
先驱，但在“台独”者看来，“国父”记忆中
蕴涵的“中国记忆”和“统一意识”，是走向
法理和事实“台独”的障碍。拿“国父”做
文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煽动蓝绿仇

恨，挑起族群对立，既博版面又拉选票。这是民进党看家本
领，轻易不能丢却。

民进党赢了“大选”，又占据了“立法院”六成席位，即将实
现“完全执政”，相信不少台湾人都期望民进党可以借此做点实
事，为民众谋点福利。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民进党团优
先处理的，竟然是这么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法案”。

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担心，民进党还没真正当家，就已准
备重走政治斗争老路。那选前说好的“蓝绿和解”呢？说好
的“拼经济”呢？

民
进
党
要
带
台
湾
回
到
十
四
年
前
？

王

平

看台絮语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李晓
玲） 近日，沉浸在新春氛围中的新疆
迎来由 50 家台湾旅行社组成的“踩
线”团队，开启了新年旅游业“开门
红”之旅。

由新疆旅游局和新疆旅游产业联
盟共同邀请的台湾旅行社团队，此次
将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作为主要考察
区域，包括天山天池、新疆大剧院、
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吐鲁番、达坂
城、新疆国际大巴扎等知名旅游景区
及景点。在实地考察之后，台湾旅行
社团队还将与新疆旅游同业举办“新
疆－台湾旅游资源对接会”，交流洽
谈，签署合作协议。

来自高雄市旅行工会的蔡志宏
说，这几年新疆的旅游环境和设施越
来越完善，旅游资源非常吸引人。他

表示，会组织更多台湾人到新疆旅
游，欣赏大美新疆。

近年来，新疆和台湾之间的旅游
往来逐渐增多，台湾成为新疆游客首
选的出境旅游目的地。今年春节长假
期间，赴台湾旅游的新疆游客占新疆
出境游总数的三成。同时，新疆也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游客。

随着两地旅游业界的交往日益频
繁，去年 11 月，新疆旅游产业联盟
组团赴台参加海峡两岸台北旅展，与
台湾九太集团开展合作，并在台湾开
设了办事机构。

随后，台湾九太集团也组团参加
了“2015 中国西部冰雪旅游节暨第
十 届 中 国 新 疆 冬 季 旅 游 产 业 博 览
会”，新疆与台湾两地之间全面旅游
合作进入新阶段。

台湾50家旅行社到新疆“踩线”

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表演《享利五世》剧照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表演《享利五世》剧照

北京京剧院表演《沙家浜》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