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專題
20232023年年1111月月212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

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

A6 ◆責任編輯：陳戈新

掃碼睇片

QR

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民心相通是「一

帶一路」建設中「五通」的重要內容，具體措施包括

促進沿線國家學生來華留學等。香港特區政府最新一

份施政報告亦提出，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增收包

括「一帶一路」國家在內的非本地學生。香港文匯報

近日訪問多名來港升學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

生，他們分享在港的生活和個人發展規劃。有從巴基

斯坦來港讀工程的學生形容，香港是貫通東西的「文

化大熔爐」，能獲得「一帶一路獎學金」來港學習非

常幸運，「特區政府為國際學生提供

了非常多的機會，例如創科實習計劃

近年亦開放給我們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陸雅楠

「一帶一路」學生讚港文化大熔爐
城大南亞生Musab：香港支援多機會多

香港城巿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生Musab表示，以往大多數的
巴基斯坦學生根本不認識香港的升學機會，更多是傾向赴

美升學；直至「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加上香港特區政府推出
慷慨的「一帶一路獎學金」，令該國學生開始對香港有更多了
解，故來港升學的人數亦漸漸增加。

一層學生宿舍有如聯合國
來港升學後，Musab 深深體會到香港是個「文化大熔
爐」，「我的宿舍一層樓20間房就住了十多個不同國家和地
區的學生，有意大利、土耳其、阿聯酋、印度、巴基斯坦、
俄羅斯、菲律賓，當然也包括中國內地以及香港本地同
學。」他說，以往從未試過跟歐洲學生交流，香港為他創造
了認識世界的平台，「大學設有國際聯歡晚會，我們分享自
家的傳統食物，了解彼此文化。」
Musab愛喝香港奶茶，「它跟我們那邊的非常相似，很多不
同地方都有喝奶茶的文化，可說是世界通行。」他更曾在學校
組織了一個奶茶活動，向宿生介紹自己國家的奶茶，「這是個
很有趣的文化交流。」基於宗教原因，Musab經常自己做飯，
不時會到街市買菜，故學會了一些「生存用」的廣東話，「我
識聽講廣東話數字，一至十、百，我也懂得講『幾多錢』，例
如對方講『25』，我會試試跟對方講『平啲啦』，他們有時候
真的會給我打折。」

語言溝通不暢未受歧視
來港讀書前，Musab以為會遇上很大的語言障礙，「但香港
很多人都會英語，哪怕未必全都聽懂，但大家都很願意嘗試理
解我說的話。當你努力嘗試去講廣東話，對方亦會欣賞。」大
學飯堂接受英文點餐，但他會用手機翻譯，再嘗試用廣東語講
一遍，「我學會講『一個奶茶，多奶』」。他笑言下次跟記者
再見時，也許他的廣東語能從「生存水平」提升至「中等水
平」。
「『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創造了貿易、商業等不同
機遇，也帶動很多就業機會，是非常好的舉措，可以令參與國
家共贏。」Musab坦言，目前香港於機械工程領域的工作機會
未算很多，「但我看見香港正在努力創造更多創科就業機會。
假如這裏有一些很好的機會，我絕對願意留在這裏。因此，讓
我們對未來抱持最好的希望吧。」

浸大博士生Roman冀成中俄紐帶

現正在香港浸會大學攻讀中國當代文學博士的Roman來自俄羅斯，
目前已在港學習三年。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特別感興趣，早在修讀碩
士課程時便在浙江大學開始涉獵相關領域。在浙江大學暑期課程期
間，他結識了現在的博士導師，並得知浸大文學院有着眾多小說家出
身的教授，讓他心生嚮往，最終在導師推薦下，成功前往浸大深造文
學。
「香港擁有眾多世界一流學府，學術資源豐富多元且發達，學生在

自己的學術領域具有較高的自主性，而且香港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
利，也有很多機會參與國際間的交流和學術會議。同學可以透過大學
圖書館借閱其他大學及海外的文獻。」Roman用流利的普通話一口氣
細數香港讀書的好處。

深刻體會華文魅力底蘊
Roman在入學時獲得了「一帶一路獎學金」及「香港博士研究生獎

學金計劃」的支持，「在參與學術會議時，獎學金提供了交通和住宿
等方面的財政支援，也減輕了我在港生活的負擔，使我能專注於學術
研究。」他曾到美國、泰國等地參加多個國際學術會議，接觸到來自
不同地方的專家學者。「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無論是哪個地區的學
者，只要是與亞洲相關的研究，大部分都涉及中國。這讓我深刻體會
到中國文化的傳播力和深厚底蘊。」而「一帶一路」倡議為這些文化
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Roman認為，「一帶一路」不僅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深入交流和
切磋，使不同國籍的人互相尊重，同時也讓中國更進一步地向世界展
示其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浙江大學和香港的學習經歷中，他已融入了
濃濃的中華文化氛圍之中，浙大同學教會他做中國菜，他現在也能在
家烹飪中國美食。這些文化和風土人情讓他像「一帶一路」一樣，成
為文化樞紐，連接中國和俄羅斯。未來他希望通過這個平台，把在浙
大和浸大所學展示給世界。

來自哈薩克斯坦的嶺南大學商學院應屆畢業生
Jam，認為在香港學習是非常有價值的體驗。她形
容香港擁有非常自由的學術氛圍，為學生提供眾
多的實習機會，尤其在香港修讀經濟相關領域，
本身就有眾多優勢，「所以無論我選擇在這裏就
業，還是回到哈薩克斯坦，這份經歷都為我帶來
更廣闊的前景，不過未來我更傾向留下來發
展。」
Jam四年前修讀國際文憑課程並順利畢業，讓她具
備了出國深造的條件，「嶺大代表當時到我的學校
宣傳，我的一些學長、學姐都選擇了到香港升學，
他們分享了有關經歷，加上大學對申請人的幫助及
獎學金的支持，讓我下定決心前來學習。」
Jam介紹指，哈薩克斯坦跟香港的教育體系有很多
不同之處，哈薩克斯坦的學生全都有固定的課堂時
間表，每堂都是固定同一班學生，而香港則可按照
個人喜好，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課程，「這樣很有挑
戰性，因為每個學期都要適應一班新的同學，合作
完成不同項目或課業。」

感覺港校力挺學生創業
Jam認為在港修讀經濟相關學科有很大優勢，
「我特別體會到，香港的大學對於有創業志向的學
生非常支持，我就讀的學科，積極提供各式各樣的
免費課外活動，為學生提供擴展興趣和探索潛力的
機會。」
受疫情影響，Jam坦言過去一段時間選擇返回老家

生活，以致在港體驗的時間不夠多，「但我非常喜
歡香港的生活，這個城市總是有着各式各樣的博物
館展覽、音樂會和節日，讓你娛樂不斷。」例如香
港的農曆新年、多元的飲食文化等，對國際學生而
言都十分有趣，「了解中國文化很重要，這是對當
地文化的尊重，也可以讓我更好地融入本地社區，
與人建立更好的聯繫，探索更多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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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印尼生Valerie：來港升學明智
來自印度尼西亞的華裔女生Valerie，目前正於香

港中文大學就讀保險、金融與精算學二年級，「我
跟其他很多年輕的印尼華裔一樣，即使父母在我們
成長過程間，盡量讓我們接觸中國文化，但始終會
有一點距離感。」直至在高中探索升學機會，Val-
erie開始留意來港升學的可能性。
「隨意在網上搜尋，都可輕易知道香港的金融業

非常穩健且具有競爭力，雖然我不會把未來發展局
限於精算行業，但我確信自己將來將投身金融領
域，來香港讀書是明智的選擇。」Valerie提到自己
一向夢想出國升學，然而會提供獎學金的學士學位
課程並不多，因此由特區政府提供的「一帶一路獎
學金」顯然是個極具吸引力的選擇，也因此讓她打
開了認識中國文化的一扇大門。

指有助華裔尋「中國根」
作為在港學習的印尼華裔，Valerie笑言最常被人

問到「為何你不會講中文？」每次都要從印尼政
治、歷史及其對印尼華人文化的影響娓娓道來，仔
細解釋。「雖然如此，我絕對認同了解中國文化是

重要的，也希望透過在港升學，尋找自身的中國根
源。」Valerie認為，學習中國文化和印尼文化之間
不存在任何衝突，身為印尼華裔更可將兩者兼收並
蓄，開闊自身視野和發展機會。
談及在港的生活和學習情況，Valerie表示香港人
的急促生活節奏及繁忙的交通系統，都讓初來甫到
的她大感吃驚。她又提到，相比印尼的頂尖學校普
遍更注重學術發展，在港學習可以獲得大量的實習
機會，「早於大一開始就已經有實習機會，相信待
我畢業時就已能累積大量的實務經驗，讓我對於相
關行業有更好的理解。」
「一帶一路」倡議迎來十周年，Valerie認為這為

世界各地「一帶一路」學生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機
會。「我認為自己是受益『一帶一路』倡議的其中
一分子，我和很多學生都是因此才能充分體驗在香
港學習的樂趣。」她表示會善用「一帶一路獎學
金」為她帶來的機遇，「最大限度地善用我在香港
獲得的人際網絡和工作機會，追求我本來難以企及
的職業生涯，並最終為我的家人提供更好的生
活。」

◀ 香港浸會大
學中國當代文學
博 士 Roman。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北山彥攝

◆Valerie 受訪者提供

◀Musab參加一些中華文化的活動。 受訪者供圖

▶ Roman 參與
本地跑步賽事，
融入香港生活。

受訪者供圖

▲城大機械工程學系學生Musab讚香港是一個「文化大熔
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