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題少女」令飛機無問題 讀維修膺傑出學徒

旨在匯聚不同領域的傑出學者，啟發多

元意念和新思維的「香港大學校長論

壇」，昨日首度於香港大學本部大樓陸佑

堂舉行。是次論壇邀得包括諾貝爾物理學

獎得主在內共四位國際傑出學者任主講嘉

賓，以「科學與社會」為主題各抒己見，

就科學在保障人類的未來，以及應對氣候

變化、實現可持續增長發展和解決老齡化

等全球問題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深入的

探討交流。港大校長張翔表示，香港社會

匯聚多元文化，也具備成熟的公私營合

作，而且勞動人口教育水平高，加上開放

程度，足以保證本港有能力驅動科技創

新，造福人類，而港大會致力於其中扮演

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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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者來港暢論氣候AI科技議題
港大首辦校長論壇 邀諾獎得主等主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休版啟事
因應學校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香港《文匯

報》教育版各版面將由明天（4月5日）起休
版，至4月17日（星期一）復刊，敬希垂注。

對於歷史研究者及修志者而
言，族譜是重要的一手史料。地
名部類在研究新界地名時，常常
需要查閱當地村落的族譜，以了
解地名在古代的由來與變遷。一
地的地名往往反映該地原來的自

然地理面貌、歷史發展狀況，並隨着該地的社會發
展而變化。
以錦田為例，其有人居住的歷史已超過一千年，
在五代十國的南漢年間，當時多數土地為陳氏所
有，故稱「陳田」。鄧氏在北宋年間入遷後，以地
形改名「岑里」「岑田」，至萬曆十五年
（1587），新安縣旱災，義倉盡罄，知縣邱體乾下
鄉籌賑，各處捐助，少者三數石，多者亦不過二三
十石；獨洪儀祖之七代孫元勳公，慷慨捐穀二千
石。邱體乾見岑田土地膏腴，田疇如錦，遂改其名
為「錦田」。這一地名上的轉變，就見載於錦田
《鄧氏師儉堂家譜》中，可見族譜在一定程度上，
能補國史志乘之闕遺。
古代的地方志，由於篇幅體裁所限，往往未能兼
顧一村一氏的歷史。傳統族譜有「同祖同族、同根
同源、同譜同牒」的特點，為了強化族群內部的凝
聚力，往往對族群起源、地方發展有詳細的記載和
描述，是珍貴、可供對照的歷史研究資料。而透過

編修、重修族譜的傳統，地方歷史文獻在族譜內得
到抄寫和保留、傳承，對香港史研究有重要的資料
價值和參考意義。族譜與中國優良的修史、修志傳
統互相結合，共同構建起完整的歷史發展脈絡，使
自己切身的歷史可被追溯，使我們得以尋根。
族譜在歷史研究上雖可補正史之缺，但亦有一定

局限。族譜的淵源至少可追溯至商朝，魏晉南北朝
時期，由於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族譜開始備受重
視，至隋唐時期逐漸邁向成熟。到了明清時期，修
譜開始重視姓族源流，崇尚追尋世系至三皇五帝，
無可避免地出現攀援附會、避重就輕的情況。譬如
為了家族榮譽，將沒有親緣關係的同姓顯貴編入自
家族譜，或者淡化對家族不利的內容。粉嶺龍躍頭
鄧氏就曾因族譜中有批評官府遷海政策的文字，遂
將族譜名稱改為《溫氏族譜》，以免牽累本族。因
此，使用族譜時應對照其他族譜或者史、志資料，
小心考證其歷史背景，慎加查證。
傳統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斷轉變，形成新舊融

合的特色。是次錦田考察，我們看到了鄧氏一族對
傳統禮儀、名分和規矩的講究，對傳統文化、習俗
的傳承與保護，對宗族歷史、源流的重視與自豪，
亦依然保留着圍村人熱情好客、待客周到的古風。
不過隨着時代的發展，當中亦有一些轉變。舊時在
男尊女卑的社會氛圍下，女性族人不能進入祠堂，

不能與男性族人一同享受宴席，但隨着社會開放與
發展，這些不平等的習俗早已廢除。
鄧族是最早遷入香港的氏族之一，亦是其中發展

最為鼎盛的一族，其發展可說是香港早期歷史發展
與變遷的縮影。除了鄧氏一族，幾百年來，內地氏
族移居香港，建立圍村、祠堂、書室、墟市，不但
豐富和改變了香港的面貌，更成為香港社會、經濟
和傳統文化的重要一環。
是次舉辦儀式的清樂鄧公祠約建於明弘治三年

（1490），直到今日仍保留着古時的建築痕跡和特
色。身處其中，看着傳統的儀式與表演，品嘗傳統
的宴席與滋味，感受着新舊碰撞的歷史氛圍，實是
別有一番感受。 ◆蔡兆浚 香港地方志中心

《香港志．地名部類及附錄部類》責任編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學文憑試（DSE）
英文口試剛於3月底結束，5萬名考生正密鑼緊鼓準
備4月21日開考的筆試。考評局昨日於網誌發表應試
備忘，提醒考生多項筆試時要注意的考試規則，包括
切勿在試場「打卡」或把試卷的Barcode條碼貼紙放
上網「呃like」，否則考試將會被扣分甚至降級。
考評局表示，過去每年DSE均有考生「重複犯

錯」，在試場因拍照及條碼等問題而被舉報，單是去
年DSE便有8名考生因此被扣分或降級。此外，試場
內亦有多項規則需要遵守，包括試場內須關掉手提電
話（包括響鬧功能），並放在座椅下的當眼處，如被
發現未有關掉電子器材，其科目成績會被扣分或降
級。此外，如有試場內拍照、錄影或錄音、拍攝或帶
走剩餘的Barcode貼紙，考生均會被扣分，一旦將照
片/影片於網上公開展示，科目成績更會被降級。
考評局提醒，考生要清楚填寫題號，並必須於考試

時間內，在答題簿內頁及補充答題紙的正確試題編號
方格內，以原子筆或鉛筆畫上「×」號。
以中文作答的試卷均可採用合乎規範的簡體字。而

使用計算機應考中英文以外科目時，計算機必須印有
「H.K.E.A.A. APPROVED」 或 「H.K.E.A. AP-
PROVED」標籤。
此外，考生亦不得撕去答題簿 / 試題答題簿內

頁，亦不可把補充答題紙 / 方格紙 / 工作紙撕開使
用，否則會被扣分，甚至被取消全部考試成績。更多
考試規則，亦可參閱《考生手冊》第二章「考生應考
須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職業訓練局（VTC）
近日舉行「傑出學徒獎勵計劃頒獎典禮」，表揚14
名來自不同專業範疇的學徒。其中姚添藍是今屆傑

出學徒中唯一女生，曾當過髮型師和公證行文職，
機緣巧合下認識飛機維修行業後，決定轉換人生跑
道，於去年完成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修讀飛機
維修工程高級文憑課程，並以優異級別畢業。她現
正備試考取「航空器維修執照B1.1航空機械專業」
資格，逐步向飛機工程師目標進發。
姚添藍在認識飛機維修行業後，對相關知識大感

興趣，一邊於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接受飛機維修
訓練，同時獲公司資助在IVE進修，今年8月滿師後
有望成為二級飛機維修技術員。她笑言自己是「問
題少女」，很積極向老師和公司師傅發問。為加強
記憶，她習慣將每天工作接觸到的機型、維修和保
養步驟等在筆記仔細記錄，力求進步。

行內男多女少 其實各有優勢
飛機維修行業男多女少，姚添藍認為男女各有優

勢，女生身形嬌小、細心和有耐性，較容易於狹窄

的機身內進行裝拆工程，可協助更換飛機的輔助動
力系統。
另一位傑出學徒張世祺，現職機電工程署見習二

級技術員。中學畢業後曾從事社福項目管理、活動
籌組等工作，在2019年透過機電工程署技術員訓練
計劃加入機電行業，並報讀青年學院職專文憑（電
機工程）課程。在受訓期間，他曾遇上醫院停電，
隔離病房的負氣壓系統未能正常運作。他和同事當
晚爭分奪秒，搶修掣櫃和啟動後備電源，讓他感受
到相關工種帶來的滿足感。他現正修讀兼讀制IVE
電機工程高級文憑課程，期望在工作上尋求突破。
今年約有170名註冊學徒獲僱主提名參加傑出學徒

獎勵計劃，評審委員最終選出10名傑出學徒，另有4
名學徒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優秀學徒獎」。今年2
月，職訓局安排傑出學徒到新加坡交流，參觀新加
坡工藝教育學院設置的升降機工程、潔淨能源系統
等教學設施，並了解其培訓制度和課程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大學
昨日下午舉行第209屆學位頒授典禮，頒授
名譽博士學位予七位傑出人士，包括諾貝爾
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朱棣文，以及知名影
星林青霞等。
頒授典禮由港大副校監李國寶主禮，是次

共有四人獲頒授名譽科學博士學位，包括物
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領航
地理信息系統（GIS）發展的商人和環境科
學家Jack Dangermond；被視為計算機系統
結構的先驅、曾任史丹福大學校長的John
L Hennessy；以及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世
界知名理論物理學大師楊振寧。

林青霞膺名譽社會科學博士
另外3人獲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包括於倫敦皇家慈善醫院成立、享譽國際的
研究及診療中心，專治罕見致命性疾病硬皮
症與其他結締組織疾病的Carol M Black；
具超過48年銀行及物業發展經驗的香港小
輪（集團）主席、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副
主席、香港中華煤氣及美麗華酒店企業董事
林高演；以及影星林青霞。

楊振寧因事未能出席昨日典禮，但特別為典禮錄製
短片。他在短片中表示自己跟港大有深厚關係，曾在
港大的書院裏做事，與港大歷任校長友好。他非常感
謝校長張翔讓自己成為港大名譽科學博士，作為港大
校友之一，他深信大學未來將繼續為香港特區乃至整
個中國、為亞洲以至整個世界培養更多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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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香港大學校長論壇」由港大校長張翔主
持，四位主講嘉賓分別是臨床醫學家和科學家

Carol M Black，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國前能源
部長朱棣文，領導地理訊息系統（GIS）發展、環境
系統研究所（Esri）創辦人Jack Dangermond，以及
前史丹福大學校長、2017年度圖靈獎得主John L
Hennessy。
張翔在論壇上致辭時向一眾遠道而來的嘉賓講者表
示歡迎，他指世界正面對不同的危機和挑戰，科學有
助人們在危機面前建立韌性，但人們也要思考科學、
科技以及社會的關係，「有意見認為科學的進步速度
太快，提倡『減速』，例如是最近ChatGPT的發
展，令人覺得人工智能將以極快的速度發展，超出人
類監管及有責任地使用技術的邊界；另有意見則認為
科技進步可使人解放，應當摒棄保守觀念。」

張翔：國際合作解決全球問題

他認為，面對新科技、新知識的到來，各持份者
應當攜手合作，共同提出解決方案，以解決全球問
題。
當中包括攜手制定框架，管理好科學進步和研

究，而非單向的減慢科學發展。同時亦要教育好下
一代，以及加強國際合作，「管理好科學和知識，
並且保持開放的態度，無分派別。」

朱棣文：富國應助窮國應對氣候變化
其後四位嘉賓先後發表主題演講。朱棣文就達至

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全球性目標，談及自己的實
驗室和美國其他公司在減少碳排放、加強使用和儲
存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的進展。
他認為應幫助貧困國家取得能夠促進其經濟增長

的科技，指出「較富有的國家應該並且必須幫助貧
窮國家應對他們所面臨的氣候變化。」
Carol M Black多年的研究，揭示硬皮症這種潛在

致命疾病的成因和治療方法。她指出，三十年的研
究工作，證明「基礎科學、科技、醫療保健基礎設
施和有效地群策群力，可以改變最致命的風濕疾病
的最危險的併發症。」
Jack Dangermond強調了跨學科、跨部門協作對締

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的重要，而正快速崛起的「全
球地理空間基礎設施」，將會徹底地改變人類管理
地球的模式。
身為人工智能推動者的John L Hennessy則說，隨

着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突破，自動無人駕駛汽車肯
定會成為事實，可望進一步改善人類生活。
就人工智能或在大量崗位取代人類導致失業的預

測，他認為「社會的責任是做好培訓，讓人懂得駕
馭這新科技，從中取得益處，創造新的就業機
會」，人類在確保人工智能在作出適當的分析和診
斷方面，例如一些嚴重醫療個案的診斷和分析，仍
然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打卡呃like會扣分
考評局籲勿重複犯錯

對照族譜記載 補足正史之缺

◆祠堂內舉行隆重的醒獅儀式，慶祝《錦田鄧氏族
譜》歸來。

◆傑出學徒姚添藍現為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二級
飛機維修技工學徒。

◆首屆香港大學校長論壇昨天在香港大學陸佑堂舉行。

◆ 考生要在正確試題編號方格內，以原子筆或鉛筆
畫上「×」號。 考評局網誌圖片

◆楊振寧為港大學位頒授典禮錄製短片。 短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