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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經濟發展
，內地越來越多人
富起來，送子女出
國留學蔚然成風，
其中最熱門的留學
國家是美國。

進較好的美國大學要看高中校內成績
、公開考試得分、個人特殊技能，和課外
活動或者志願工作經驗，再加上良好的推
薦信。至於較次一等的大學，看校內成績
便可。有人誤會考核英語程度的 「托福」
（TOEFL）也是評核標準，其實托福分
數只是起碼條件，看申請人是否有足夠英
語能力。內地的考試培訓成績驚人，連英
語說得結結巴巴的學生也能通過培訓拿高分，參考價
值甚低。

中國學生最着意報考的，是 「SAT」，中文是
「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一般人叫這個考試作美國高

考，卷一考的是語文的閱讀寫作能力和數學，卷二是
進大學擬修讀的本科，主要是用來評估學生是否有能
力唸大學。這個考試跟中國的高考不同，每年舉辦六
次，考生參加不限次數，考完可以再考，直至拿到最
好成績才送往大學給他們考慮。

因為這個考試不在內地舉行，不少內地學生都是
來香港參加 「SAT」考試，據網上報道，他們佔了香
港考生的百分之九十五，因為參加考生不斷增加，
當局要租用可以容納一萬人的亞洲博覽館作香港試
場。

因為內地的 「SAT」考生還是高中生，來港考試
要家長陪同，還要在試場附近租住酒店，費用不少。
不過，最大筆花費還是在內地報讀培訓班，動輒花好
幾萬元學費。

常聽見有人敬佩地說：
「為什麼他能做那麼多事？」

說的人當然是自愧不如了。
一個人能做出比一般人更

多的成績，無非幾個原因：
一、他沒有浪費時間─

包括沒有做種種無聊的事，像打麻將、玩遊戲機、
看低質素劇集、天天茶樓閒聊、逛街購物、長時間
上網、沉迷於某種嗜好……

二、他工作有效率─工作時專注，事前有準備
，有良好的工具，請專家指導，事後有檢討、總結
、修正。

三、他持之以恆─堅定地一直做下去，不因困
難而放棄，不因挫折而退卻，不因引誘而分心。十
年如一日，終生不離不棄。

四、他能發揮所長─每個人的天分和才能各不
相同，能發揮所長則事半功倍，做得又快又好。勉
強做自己能力以外的事，只會吃力不討好。

五、他善於與人合作─與人合作可取長補短，
解決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難。合作愉快是一種學問，
照顧別人利益，包容力強，合作關係可長期維持。

六、其他─如無家室之累，身體健康，皆有助
於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成功非僥倖，我們
能學多少便學多少吧。

每到一地，我都對食肆名
吃感興趣。

意大利甜點代表是提拉米
蘇，原文意為拉我起來或帶我
走、記住我之類，其配方創意
之處是咖啡風味的起士蛋奶液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風靡世界，中文音譯，這些含
意都沒有了。

有次看到一家新疆小吃店 「買買提拉麵」，我以
為 「買買提拉」是店名，同行者無不大笑，說那是
「買買提」開的拉麵館。我是被提拉米蘇誤導了。

有天吃李連貴肉餅，女士皺眉頭。細問之下，她
對 「李連貴肉」心理上產生反感。

若吃狗不理包子，是否會變得狗不理呢？首創者
高貴友小名叫 「狗子」，包子賣火了，顧不上與客人
搭話，生出一句成語 「狗子賣包子，不理人」，後被
簡稱為 「狗不理包子」。

不少食肆的寶號，都是民間順口叫響的，常把店
主名字直接和食品名連在一起，易產生歧義，挑剔的
食客會產生不愉快感。如果是地名街名和食品名連起
來，就沒有這個毛病：沙縣扁食、上海小籠包、北京
褡褳火燒等等。

說起北京，有家食肆掛出橫幅：掛爐烤鴨，邊吃
邊唱。初讀，我大驚，以為這裡的鴨子你吃它，它還
能唱歌，怎麼得了。進店一問，才知說的是吃烤鴨時
有卡拉OK供你娛樂。

食肆已有名氣，寶號就那樣了；如是初創，還是
該咬文嚼字一番，免得叫出來嚇倒客人。



內
地
有
個
教
師
節
，
營
造
全

社
會
尊
師
的
氣
氛
。
近
日
電
視
有

個
﹁尋
找
最
美
的
鄉
村
教
師
﹂
節

目
，
展
示
了
中
國
窮
鄉
僻
壤
的
鄉

村
教
師
生
活
和
中
國
鄉
村
教
育
的

國
情
。很

多
鄉
村
孩
子
為
上
學
要
爬

山
涉
水
，
來
回
走
四
五
個
小
時
的

山
路
。
孩
子
們
求
學
的
艱
苦
固
然

令
人
心
疼
，
令
人
感
動
的
還
有
一

批
長
年
堅
持
的
教
師
。
他
們
一
個

月
的
收
入
只
有
六
七
百
到
千
把
塊

人
民
幣
，
生
活
水
平
簡
樸
低
下
，

和
外
出
打
工
者
兩
三
千
的
收
入
都

無
法
相
比
。
但
他
們
想
的
是
孩
子

總
得
有
人
教
啊
。
自
己
不
教
，
孩

子
們
就
連
書
都
讀
不
上
了
。
就
是

這
些
樸
素
的
為
善
思
想
，
讓
鄉
村

教
育
薪
火
相
傳
。

也
看
到
了
有
特
色
的
中
國
鄉
村
教
育
情
況

。
一
個
教
師
在
同
一
課
堂
教
不
同
的
年
級
，
老

師
給
一
年
級
講
課
，
就
讓
二
年
級
的
學
生
先
做

練
習
，
然
後
再
倒
過
來
，
實
行
複
式
教
學
。
老

師
吃
住
都
在
學
校
，
同
時
還
要
照
顧
路
遠
孩
子

的
伙
食
。

香
港
人
生
活
太
好
，
教
育
條
件
也
太
好
，

無
法
想
像
和
理
解
在
中
國
還
有
這
種
教
育
現
狀

。
孩
子
們
有
書
可
讀
已
是
教
育
大
前
提
，
教
學

質
素
和
其
他
暫
時
都
還
談
不
上
。
但
這
些
鄉
村

教
師
的
堅
持
和
努
力
，
幫
助
很
多
窮
孩
子
走
出

了
荒
山
野
嶺
，
部
分
改
變
了
自
己
的
命
運
。

內
地
有
良
知
的
傳
媒
大
力
為
改
變
鄉
村
教

育
鼓
與
呼
。
已
有
一
些
大
企

業
建
立
起
捐
助
鄉
村
教
師
和

教
育
的
機
制
，
民
間
向
善
力

量
也
在
堅
持
長
年
的
捐
輸
，

有
些
地
方
政
府
也
加
大
了
教

育
投
入
，
這
些
都
令
人
看
到

了
希
望
。



在
朋
友
孩
子
婚
禮
餐
宴
前

的
雞
尾
酒
會
上
，
我
碰
到
了
他

。
那
時
，
我
手
裡
拿
了
杯
紅
酒

遊
走
找
熟
人
。
沒
想
到
我
倒
先

被
別
人
找
上
了
。
叫
我
的
是
老

何
，
他
身
邊
的
幾
位
，
我
都
不

認
識
。
他
一
一
介
紹
，
其
中
那

位
風
度
翩
翩
的
瘦
高
男
士
滿
臉

驚
喜
地
問
我
：
﹁王
淇
的
姐
姐

？
﹂
我
點
頭
稱
是
。
他
跟
老
何

說
：
﹁好
作
家
！
她
以
前
在

《
中
央
日
報
》
的
文
章
，
我
每

篇
都
看
，
仔
細
地
讀
啊
！
﹂
我

確
實
在
中
央
副
刊
發
表
過
作
品

，
但
很
少
，
他
的
話
顯
然
誇
張

了
。
但
是
，
被
人
讚
揚
總
是
開
心
，
也
就
不

多
說
了
。
我
一
心
歡
喜
地
和
他
交
談
，
據
他

說
他
也
常
寫
作
，
更
增
添
了
幾
分
親
近
。

回
到
家
雖
然
很
晚
了
，
我
還
是
忍
不
住

給
妹
妹
打
電
話
。
我
喜
滋
滋
地
告
訴
她
，
碰

到
一
位
粉
絲
，
還
是
她
的
朋
友
，
言
下
頗
為

得
意
。
反
正
是
妹
妹
嘛
。
不
料
妹
妹
聽
了
他

的
名
字
，
大
笑
不
止
。
我
心
想
：
莫
非
此
人

心
理
有
點
異
常
？
阿
新
總
說
我
對
那
樣
的
人

特
別
有
吸
引
力
。
妹
妹
笑
夠
了
後
說
：
﹁你

怎
麽
忘
記
了
？
他
以
前
也
在
芝
加
哥
。
你
們

保
釣
時
他
專
門
打
你
的
小
報
告
。
他
跟
我
同

學
，
起
先
還
來
向
我
打
聽
你
，
大
家
都
知
道

他
打
小
報
告
。
我
後
來
根
本
不
理
他
。
﹂
妹

妹
又
接
着
笑
一
陣
。

我
問
沛
然
，
他
說
記
得

這
個
名
字
，
是
個
討
厭
的
不

得
了
的
人
，
人
人
都
知
道
的

打
小
報
告
專
家
。
聽
得
我
像

泄
了
氣
的
皮
球
，
也
就
沒
跟

他
提
起
碰
到
粉
絲
的
事
了
。

《中國日報》經濟版上的
大標題 「對三角債展開調查」
讓我想起一段往事。那是十多
年前， 「三角債」成為阻礙中
國經濟發展的 「瓶頸」，也成
為大型國有銀行的巨大負擔。

當時，虧損企業太多，企業之間的欠債和打白條導
致了一些工廠連工資都發不出來。地方政府為了安
定團結（那時還不興說 「維穩」），只好給國有銀
行的當地分、支行下死命令，要求他們無論如何也
要向一些企業發放貸款，以保證工人能領到薪水。
這些行政命令導致國有銀行成為各級政府的金庫兼
出納，而企業間的 「三角債」有相當一部分變成了
銀行的壞帳。當時還是副總理的朱鎔基在深入調查
的基礎上接受了專家的建議，把虧損企業拖欠的款
項從銀行中剝離出來，交給新成立的幾家大型國有
資產管理公司，最終由國家承擔損失。這樣，中國
經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出現良性發展，
增長速度明顯加快。

一九九九年四月，已經擔任總理的朱鎔基訪問了美國和加
拿大，我當時全程跟蹤報道。印象較深的是，朱鎔基幾次略帶
自豪地說，中國接受了格林斯潘（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的建
議，成立了資產管理公司，解決企業間的 「三角債」問題。

因為熟悉這段歷史，我才對 「三角債」這個詞極為敏感。
溫故而知新，為什麼總要重犯錯誤？中國企業為何仍在盲目生
產，導致產品滯銷、企業欠帳、 「三角債」再現？ 「新三角債
」中有多大比例是因為地方政府因過度追求GDP或投資規模
而種下禍根？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二，但誰知道中國
企業的管理水平又屬於世界第幾？ 

三
十
年
前
港
商
，
二
十
年
前
台
商
，
紛
紛
到

中
國
設
廠
，
把
勞
力
密
集
和
高
污
染
的
工
廠
帶
過

去
，
並
享
受
許
多
優
惠
。
這
支
歌
，
已
唱
到
了
尾

聲
。
近
年
大
陸
工
資
翻
倍
，
出
口
退
稅
減
少
，
勞

動
合
同
法
上
路
；
目
的
是
把
剝
削
勞
工
的
工
廠
趕

出
去
，
只
歡
迎
金
融
、
物
流
、
高
新
技
術
的
進
入

。
有
人
估
計
，
未
來
五
年
，
超
過
一
半
港
商
及
台

商
將
會
消
失
。
他
們
大
部
分
做
出
口
和
製
造
業
，

轉
型
很
困
難
，
當
年
離
開
台
灣
就
是
因
為
台
灣
工

資
上
漲
，
台
幣
升
值
，
逼
着
出
走
；
如
今
同
樣
的

噩
夢
又
來
一
次
。
一
家
筆
電
機
殼
廠
﹁奐
鑫
﹂
，

每
年
產
出
三
千
萬
部
，
是
全
球
第
二
大
供
應
商
。

員
工
一
萬
八
千
人
；
惠
普
和
戴
爾
這

些
大
廠
都
靠
它
供
貨
。
這
種
大
廠
房

開
頭
的
確
好
賺
，
但
幾
年
前
已
經
開

始
虧
損
。

經
營
環
境
變
得
太
快
，
有
點
措

手
不
及
。

後
來
找
到
一
家
準
備
由
台
中
到

大
陸
發
展
的
雞
扒
店
﹁超
級
雞
車
﹂

合
資
，
試
圖
局
部
轉
型
，
讓
出
部
分

地
方
做
店
舖
賣
雞
扒
，
一
年
下
來
，

竟
然
投
資
少
獲
利
多
，
比
那
全
球
第

二
的
超
級
大
廠
還
好
賺
。
大
家
都
覺

得
不
可
思
議
。

一
家
店
面
二
、
三
十
米
面
積
，

一
天
可
以
賺
人
民
幣
一
萬
元
，
一
個

月
就
三
十
萬
，
還
收
現
金
，
又
不
必
有
存
貨
。

零
售
比
製
造
業
賺
得
多
，
做
大
廠
家
不
如
做

小
老
闆
，
發
達
沒
人
知
。

大
廠
家
要
賣
廠
也
不
容
易
。
廠
房
、
設
備
、

庫
存
，
都
是
高
折
舊
率
，
黃
金
般
買
進
，
賣
出
就

是
爛
鐵
價
錢
。

尤
其
做
機
殼
這
些
零
件
廠
，

要
跟
一
些
委
託
設
計
製
造
廠
聚
在

一
起
，
供
應
鏈
接
近
，
彼
此
依
存

。
任
誰
搬
廠
賣
廠
，
整
個
生
產
群

落
就
斷
了
鏈
，
所
以
除
非
大
家
齊

齊
搬
。
談
何
容
易
！

阿 濃
為為什麼他能做那麼多事？

葉特生
尾尾聲

王 渝
另另類粉絲

少 塵
食食肆寶號待商量

姍 而
鄉鄉村教師

關

平

留留
學
美
國



舒 非
李李碧華 前

幾
天
說
到
銅
鑼
灣
誠
品
書
店
開
張
，

入
門
大
牆
擺
放
十
位
香
港
作
家
介
紹
，
寫
那

篇
短
文
之
時
，
十
位
作
家
只
記
得
九
位
，
想

來
想
去
，
就
是
記
不
起
第
十
名
是
誰
？
真
令

人
喪
氣
。

九
月
九
日
是
香
港
選
舉
日
，
大
家
都
很

緊
張
，
不
知
為
何
，
精
神
緊
張
反
令
我
靈
光
一

閃
：
被
我
忘
記
的
作
家
不
就
是
李
碧
華
嘛
！

提
到
香
港
寫
流
行
小
說
的
作
家
，
通
常

都
是
這
樣
說
的

│
亦
舒
、
李
碧
華
。
將
她

們
並
列
來
說
，
並
非
表
示
亦
舒
高
於
李
碧
華

，
而
是
亦
舒
比
李
碧
華
出
道
為
早
。
但
是
在

文
學
地
位
上
的
評
價
，
卻
是
反
過

來
的
，
一
般
說
來
，
李
碧
華
的
評

價
要
高
出
許
多
。
很
多
文
學
研
討

會
，
都
以
李
碧
華
的
小
說
作
為
論

文
的
題
目
。
我
記
得
曾
經
專
程
到

嶺
南
大
學
聽
王
德
威
講
李
碧
華
。

所
以
誠
品
將
她
列
入
﹁香
港
十
大

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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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兩位活躍於本地樂壇的
女鋼琴家許寧與郭品文所組成的 「諄意四
手」十月將舉行一場雙鋼琴演奏會。

適逢今年為法國作曲家德布西誕生一
百五十周年，兩人將為樂迷帶來德布西寫
給樂團與女聲合唱演出作品《春》的雙鋼
琴版，以及郭品文向德布西致敬而撰寫的
《像─唐璜之影》。此外，她們亦會演
奏莫扎特的《魔笛》序曲、李斯特的《唐
璜回憶錄》、蕭斯達高維契的《小協奏曲

》及賀爾斯特的《火星、金星、水星、木
星》（選自《行星組曲》）。

北京出生的許寧與香港土生土長的郭
品文於二○○○年在香港演藝學院相遇，
成立 「諄意四手」組合。二人性格不一，
卻志同道合，奏出色彩豐富而動人的音樂
，還有自己改編和原創的作品。 「諄意四
手」曾是香港電台第四台駐台藝術家，亦
應邀與香港室樂團合作擔任獨奏；海外演
出包括愛爾蘭沃特福德藝術節、 「上海之
春」國際音樂節以及在韓國與馬來西亞舉
行的大型亞洲鋼琴匯演。

「諄意四手」雙鋼琴演奏會為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主辦 「德布西年」節目之一，
十月九日晚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
，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節目查
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

向德布西致敬
許寧郭品文合奏雙鋼琴

【本報訊】記者周怡報道：歐豪年自一九五五年從
事書畫藝術創作至今，這次 「萬象逍遙──歐豪年書畫
展」可說是其書畫藝術歷程的見證。

被譽為嶺南畫派第三代中堅人物的歐豪年，其創作
風格早年已顯露嶺南畫派以自然為師的寫實特質，其後
進而以寫意的技法描繪自然，作品筆墨愈見奔放。出生
於廣東的他，一九五○隨父母移居香港後隨趙少昂學畫
，一九七○年赴台灣於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任教，此後
便展開他在台灣的藝術教育生涯，並將嶺南畫植根於當
地。

流水鳥聲仿造自然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 「萬象逍遙─歐豪年

書畫展」，現正於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共有歐豪年一
百○五件作品，包括他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的書畫創
作，內容有山水、人物、花鳥魚蟲、走獸等作品，亦有
詩文及書法。此外，博物館還於展場裝置了流水、鳥叫
等聲音設備，營造自然景色的意象。

此次展覽分為四個部分介紹歐豪年多樣題材的作品
，分別為 「天地恢弘─山水」、 「游馳千里─動物
獸鳥」、 「雅士幽人─人物花卉」及 「陶情養志─
詩詞書法」，其中繪畫較多。

歐豪年認為，畫家需多方涉獵，正如孔子倡言文士
應 「六藝」俱能。山水與猛獸是歐豪年最擅長的，也是

他認為最能代表他繪畫風格與心境的題材。他說，山水
是他對生活的嚮往，不同的畫法及表現手法都體現了他
心境的變化，然而畫家更須透過扎實寫生磨練才能成就
優秀的作品。

除了中國的山水風景寫生，亦有歐豪年在世界各地
遊歷所見的實景為藍本，如《大峽谷》（一九八四）、
《台南月世界夜色》（一九九七）等。

《浴牛》寄託隱逸訴求
猛獸則是他在畫風上始終努力的方向，他希望在猛

獸的描繪上，達到 「威而不兇，猛而不惡」的境界。歐
豪年除了在獅、虎、鷹等猛獸的刻畫中，側重描繪帶有
象徵追求自由馳騁的力量，還有牛、馬、猿猴、孔雀等

。以牛為例，寄寓了他個人的志趣，在水墨畫《浴牛》
（一九九六）中的題詩，透過隱士巢父和許由的典故，
寄託他對自由與隱逸生活的訴求。

對於人物畫，歐豪年有獨特的體會，他認為以古人
入畫是交朋友的一種方式。通過了解古人的思想與著述
，不僅有深刻的體會，還可提升自己的修養。他筆下所
畫的人物包括宗教人物達摩、鍾馗、山鬼，歷代文人哲
士老子、寒山子、蘇軾，以及借鑒西方的裸女題材和寫
實的現代人物。

歐豪年的畫作皆以中國文人氣質為基調，以他獨特
的風格與技巧呈現畫中，他希望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上整合中西。

推動兩岸文化交流
昨日的展覽開幕儀式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馮程
淑儀、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黃秀蘭及歐豪年擔任主禮
嘉賓。

曾德成於開幕禮上致辭表示，歐豪年多年來不僅積
極培育後進，同時不斷推動海峽兩岸的文化藝術交流，
此次他提供百多幅歷年創作的作品展覽，更對書畫藝術

在香港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歐豪年則說，此次長達九個月的展覽，除了讓大眾

看到自己的作品之外，還能看到博物館其他的作品，這
是很有益的，也是博物館為宣揚文化藝術做出的努力。

「萬象逍遙──歐豪年書畫展」現正於香港文化博
物館展出至二○一三年六月十七日，查詢可電二一八○
八一八八，或瀏覽網址http://hk.heritage.museum。

歐豪年展百多件書畫作品歐豪年展百多件書畫作品歐豪年展百多件書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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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寧（左）郭品文將合奏德布西名作

▶馮程淑儀（左起）、沈祖堯
、曾德成、歐豪年及黃秀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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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豪年以《浴牛》寄託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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