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洪文正（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簡介：本會培育科普人才， 提高各界對科技創意應用的認識，為香港青
年提供更多機會參與國際性及大中華地區的科技創意活動 ，詳情可瀏覽
www.hknetea.org。

普通話在現在
的工作或升學方
面愈來愈重要，

年輕人日後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或與內地同學溝
通，學習普通話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局現在也會資助
教師參加「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普通話水平測
試」，鼓勵教師提升普通話水平。不單是老師，同
學、家長們也很明顯地感受到，普通話的重要性。
那麼「普通話水平考試」是一個什麼考試呢？接來

下我們就說說考試內容。這個考試總共分為五個部
分：第一個部分是朗讀100個單音節字詞，考試時，
大家橫向一字一頓地讀出漢字，讀的時候要留意那些
字形比較相似的字，比如「日」「曰」等。
第二個部分是朗讀45個至 47個詞語，有雙音節
詞、三音節詞和四音節詞，大家除了橫向讀出詞語
外，還要留意多音字在不同詞語裏的讀音，當然還有
輕聲、兒化等詞語也要讀準確。
第三個部分是選擇判斷，這道題有三個小部分，方

言詞語判斷、名量詞搭配和方言句子的語序或表達形
式判斷。這道題較簡單，只是在讀出名量詞搭配的時
候，要留意「一」字的變調。
整份試卷比較難、佔分也比較多的是最後的兩道
題，一題是朗讀短文，一題是命題說話。朗讀短文是
從《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2021) 》（下稱《綱

要》）裏的50篇作品中選一篇讓應試人朗讀，評分
以前400字為限，大家要字音標準、語調準確、流暢
地把作品朗讀出來；命題說話則是從《綱要》的50
個命題說話題目裏給出兩個題目，應試人選一個題
目，在沒有文稿的情況下，連續說話三分鐘，當然這
三分鐘的表述也得要語音標準、詞彙、語法規範、語
言自然流暢。
往往學生扣分比較多的地方就是在這兩題，所以我

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對同學說，一定要預先朗讀所有的
篇章，說話的題目也要預先寫好提綱，千萬不能臨場
發揮或者是裸考。
前幾天有個同學問我：「老師，普通話水平測試難

考嗎？」我說：「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同
學們都笑了。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考試的所有題目
預先都給你了，只要你都讀好、練好、記住《綱要》
裏的內容，還會覺得難嗎？現在有哪個公開考試，會
預先給你題目呢？考試那天，你拿到試卷後，有15
分鐘的準備時間，在準備期間，還會給你一本考試用
書讓你去查閱，這樣的考試你還會覺得難嗎？不容易
之處在於，要讀的內容量比較大，需要有恒心、有耐
心地去溫習，還要掌握應試的技巧。只要注意這些，
考試溫習時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 吳良媛

香港特區政府鼓勵年輕人更深入了解中東，為了響
應號召，本會於2023年末帶領20名香港年輕人前往
中東阿聯酋及卡塔爾，進行了為期12天的交流訪問。
今次這篇文章介紹我們在中東阿聯酋阿布扎比的所
見所聞，阿布扎比（Abu Dhabi）是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的首都，也是一個充滿科技與文化的城市。
我們前往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這是世界上最大的
清真寺之一，它的建築壯觀而獨特。我們將有機會欣
賞到傳統的伊斯蘭建築風格，同時還能了解到清真寺
在當地文化和宗教中的重要性。
清真寺的圓頂布局和建築平面圖靈感來自於巴達沙
清真寺。它的拱門是典型的摩爾式建築，尖塔屬古典
阿拉伯建築。這是一個壯觀的建築，其設計和建造過
程中使用了現代科技，我們可以了解建築工程和設計
技術如何創造出如此宏偉的結構。

科技無處不在
我們亦進行了一次刺激的沙漠探險之旅。阿布扎比
周圍有廣闊的沙漠地帶，我們乘坐四驅車進入沙漠，
體驗刺激的沙丘滑板和駕馭沙漠的樂趣。
此外，我們還騎駱駝、品嘗阿拉伯美食和觀賞傳統

的阿拉伯舞蹈表演。這是一個難忘的冒險體驗。在沙
漠探險中，我們體驗到科技在探險活動中的應用。四
驅車、沙丘滑板和其他設備都是現代科技的成果，使
我們能夠充分享受刺激和冒險的活動。

我們遊覽了阿布扎比的歷史村。歷史村是一個重現
了阿拉伯傳統生活和文化的地方。我們參觀傳統建
築、手工藝品和藝術品，並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
和傳統價值觀。同時，我們參與一些手工藝品製作的
工作坊，親自體驗當地的傳統技藝。歷史村提供了一
個了解阿拉伯傳統生活和文化的機會，也展示了古代
科技和手工藝的成就，以及過去的科技如何影響人們
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傳承。
我們參觀了阿布扎比的羅浮宮，它是一個與法國巴

黎的羅浮宮合作建立的博物館，展示了世界各地的藝
術品和文化遺產。
博物館被設計成「看似漂浮的穹頂結構」，它的網

狀圓頂能使陽光從中透過，整體效果呈現出「陽光穿
過綠洲中的棗椰樹葉子」。
館內可以欣賞到來自不同時期和地區的藝術品，包

括繪畫、雕塑和藝術品。這是一個了解世界藝術和文
化多樣性的絕佳機會。它展示了世界各地的藝術品和
文化遺產，其中包括使用不同的科技技術進行修復、
保護和展示的作品。我們可以欣賞到科技在藝術保護
和展示方面擔任重要角色。
此次科技探訪中，我們有機會欣賞到阿布扎比獨特

的建築、體驗刺激的沙漠探險、了解當地的歷史和文
化，以及欣賞世界級的藝術品。阿布扎比是一個結合
了科技、文化和傳統的城市，這使得它成為一個令人
驚嘆、值得探索的目的地。

通話教與學普

技暢想科

徐光啟引入「幾何」推動中國近代科學

◆ 利馬竇及徐光啟(右)的
畫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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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東羅浮宮 探科技文化交融

徐 光 啟 （1562 年 至
1633年）生於上海商人
家庭，因為遭受倭寇搶
掠而家道中落，徐家𨍭
而從事農業。在他父母

的教誨和鼓勵下，徐光啟亦希望透過科舉考試而入
仕。
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年）徐光啟考中秀才後，一

方面在家鄉教村學，一方面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萬曆
25年（1597年）他參加鄉試中舉人，到萬曆32年
（1604年）參加會試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後
他不斷獲升遷，晚年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

編譯數學巨著 影響深遠
徐光啟雖然透過八股文科舉制度出身，但他的學識

和興趣並沒有完全受限於傳統的四書五經，他自小對
於自然科學、科技器物等具有濃厚的研究興趣。萬曆
28年（1600年）在南京時認識了天主教耶穌會傳教
士利瑪竇，進入翰林院後，他經常向利
瑪竇請教西洋的天文曆法、火器和數學
知識。
萬曆34年（1606年）他和利瑪竇合作
翻譯了《幾何原本》（拉丁文原文書名
為《歐幾里得原本》）徐光啟用「幾
何」一詞代指一切代數之學，從此幾何
就成了數學專有名詞。
此外，徐光啟的很多譯名都十分恰
當，例如點、線、面、直線、曲線、平
行線、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四
邊形等數學專有名詞，不但在我國一直
沿用，並且影響到日本、朝鮮等國。徐

光啟又與李之藻、熊三拔等人合作，先後翻譯《同文
算指》、《測量法義》和《泰西水利法》。
其中，《泰西水利法》一書由徐光啟結合中國農業

的實際需要加以編譯，他還試製了一些水利器具。萬
曆40年（1612年），徐光啟到天津屯田，經實地勘
察，再參考《泰西水利法》所提及的水利工程技術加
以應用後，成功在天津附近的荒地種植水稻。

親嘗植物 深研農業
徐光啟在農業發展上最大的貢獻，是用十年時間親

自編撰的《農政全書》。《農政全書》分為60卷，
共 60萬字，涉及當時農業及與農業生產有關的政
策、制度、措施、農具、農作物特性和技術知識等應
有盡有。他總結前人經驗，提供各種用水方法，在備
荒、救荒問題上，把預防放在首位。
書中還記錄了400多種草木野菜，詳細介紹這些植

物可以食用的部位和食用的具體方法，其中不少植物
特別註明親自嘗過，對植桑養蠶、果木嫁接亦有論
述。此外，他在書中統計了中國歷史上記載的110次

大型蝗蟲災害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從
而總結規律，提供防範和捕捉蝗蟲的
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啟對天文
曆法也很有研究，明末的《崇禎曆》
就是在他的督導下完成，比原先所用
的《大統曆》精確得多。
總括而言，徐光啟不但精通傳統經

籍，還翻譯及推廣西洋科技知識，而
他的《農政全書》更是長期農業生產
實踐的系統總結，中國農書的精華薈
萃。
◆ 緩圓（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

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

本土文化及歷史可說是過去十年本港出版界一個熱門
領域，不少作者憑着對本地歷史文化研究及宣揚，成為
了紅遍網絡的意見領袖。與傳統史學著作比較，這類接
近民俗學的作品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當中一個原因是
能讓讀者有切身感受。

在去年的書展中，有一本關於香港唐樓建築歷史的書籍，成為了去年
文化類暢銷書之一。該書作者為年輕的本地文化研究者，憑着對本地舊
建築的興趣和熱誠，創立了相關的社交媒體專頁，經過數年後的沉澱更
將研究結集成書。對大眾而言，這類著作可加深對所生活的城市有更深
一層的認識，對延續及發展本地歷史文化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建築物往往因城市發展而遭到拆卸，因為

拆卸重建後的建築，往往有更大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多年來香港在
舊建築的保護工作上也有所疏忽。首先是基於業權關係，除了法定古蹟
受法律保護外，即使是歷史一級建築也有被清拆的風險。
據了解，現時全港獲古物諮詢委員會及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歷史建築
的建築物，超過六成由私人所有。這些舊建築的命運掌握在業主的手
上，而下場往往都是沒有獲得保留。因此，大眾對舊式建築特別是歷史
建築有更多的關注，或多或少可提升業主們保留舊式建築的決心。

唐樓反映香港城市發展
更重要的是，通過本地舊式建築，可讓大眾從中認識香港、珠三角地

區的社會變遷。以唐樓這種舊式建築為例，現時唐樓較多的地區主要在
維多利亞港兩岸地區，如上環、西環、佐敦、油麻地一帶，這些地區都
是昔日華人聚居之地，現時上環皇后大道西一帶仍保留有「大騎樓」。
另一方面，「大騎樓」在二十世紀初也流行於廣州及南洋一帶，因這

些地方雨量多，因此在騎樓延伸至行人路之上，可防雨防曬，有利騎樓
地舖的營業。有香港學者更發現，廣州的騎樓設計亦參考了香港騎樓，
得益於香港1903年通過的建築法，唐樓的設計和興建有較完善的規定，
後來更成為了廣州的一個參考。
除了唐樓外，近年有不少文化愛好者對公共屋邨有深入的研究。公共
屋邨可說是香港城市發展的重要一環，不同時期的屋邨建築、大廈設計
以至整個屋邨規劃，都與香港發展息息相關。例如，以往政府興建公共
屋邨的位置，往往是城市邊陲的新發展區，這關乎政府對人口分散和遷
移的政策。
此外，不同時期的公屋大廈也迎合居民不同時期的各種需要，以往舊
式公屋大廈的電梯並不是到達每一層，發展至後來一層至少有兩部電梯
直達，這些建築方面的細節也關係到整個香港居民生活環境的進步。
其實我們生活的一點一滴、接觸到的一事一物，都可以是認識本地歷

史文化的一個引子。通過對舊式建築的認識，我們會更明白歷史建築的
價值所在，同時讓大眾對香港的社會變遷有更多了解。
近年來，隨着社會大眾對本土文化的關注，愈來愈多相關的網絡意見

領袖出現。通過他們的研究及宣傳，本土歷史文化得到進一步的普及，
對提升大眾對本土文化的認識的確能起到積極作用。
◆ 羅公展恒（資深文化工作者，清華大學歷史學碩士，從事歷史、文

化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歷史文化社交專頁及出版多本文化教育書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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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恒心 應試無難題

◆ 香港特區政府刊憲將位於旺角的雷生春唐樓列為法定古蹟。圖為旺角的雷生春唐
樓。 資料圖片

◆阿布扎比羅浮宮被設計成「看似漂浮的穹頂結構」。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