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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偉傑（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專業發展總監，兩次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主）
愛國教育支援中心由香港教聯會主辦，旨在加強支援教育界推動國家安全
及國民教育。中心今年特別成立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設有多個不同學習
區，全面展示國家航天科技所取得的突破和成就，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
航天科技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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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教師參考《夢溪筆談》等書籍，復原出北宋的「神臂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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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員三重選拔
身體健康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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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匯聚 港信仰百花齊放

許多年輕人的願望是
成為航天員。那麼，當
航天員容易嗎？
選拔航天員分三個階
段。分別為預備航天員
選拔、訓練期航天員選

拔和飛行乘組選拔。
預備航天員的選拔是要經過初選、複選和定

選。初選就是進行基本條件審查，包括通過門診
檢查、了解申請人的年齡、身高、健康及心理
等。亦會篩除有明顯疾病和功能障礙的申請人；
複選是對初選合格者進行全面深入而細致的醫學
生理耐力和心理等檢查，以了解申請人有無臨床
上沒有表現出來的潛在疾病，確定其機體功能的儲
備能力、調節能力和航天環境耐受能力以及心理狀
況；進入複選階段時，申請人需要住院一段時間進
行臨床醫學檢查，包括臨床各科，如內科、外科、
眼科、神經科、精神科、五官科和口腔科等的常規
檢查，詳細的實驗室生化檢查和影像檢查等特殊物
理檢查。
為了優選出身體健康、身體素質好及對航天環境
有較高耐力和適應性的人擔任航天員，醫學選拔細
分為臨床醫學選拔和生理功能選拔兩大部分。前者
一般採用病史調查、臨床各科常規檢查和特殊檢查

三種方法，並分為三級。航天駕駛員必須符合Ⅰ
級，航天飛行工程師要符合Ⅱ級，載荷專家要達到
Ⅲ級。後者是對申請人的腦功能、肺功能、心血管
功能進行測評，通常分為一般生理功能選拔和航天
特殊環境因素耐力選拔兩大部分。
通過預備航天員選拔的申請人，就可以進入航天

員大隊進行訓練了。相信不少年輕人都覺得可以過
關。那麼，我們便進入下一階段了。
進入航天員大隊進行訓練後，預備航天員還要經
歷訓練期航天員的選拔和飛行乘組的選拔這兩個階
段。這不單要考察航天員的身體和心理素質，還要
考察航天員的文化技能水平以及乘員組整體效能的
情況。由於受檢查條件的限制，因此有些人的疾病
或思想、身體、心理、訓練成績等方面的問題，只
有在有一定生理和心理負荷的訓練過程中才能暴露
出來。
訓練期的選拔是為了在訓練過程中全面考察預備

航天員的作風、知識與技能等查找問題。在訓練期
間，每名航天員每年還要進行全面的醫學檢查，只
有在訓練全過程中考評合格的預備航天員才能成為
正式的航天員。

正式航天員不一定能上太空
不過，成為正式航天員並不意味着就能去太空，

因為他們還要通過飛行乘組的選拔，即便是已經上
過天的航天員，想要再次上天，也需重新參加選
拔。飛行乘組的選拔是為了完成某次航天飛行任
務，從正式航天員中選拔出最佳組合，該選拔貫穿
於某次飛行任務。訓練直至載人飛船或航天飛機發
射當天才結束， 它不光評價每名航天員的條件，
還評價乘組的整體效能。
因此，一個載人航天飛行乘組通常由不同類型的

航天員組成。具體選擇誰上天執行任務與航天員的
身體和心理素質、各項訓練的綜合成績、乘組中航
天員之間的心理兼容性以及所要執行的航天任務特
點和要求等有關。因此，在執行載人航天飛行任務
前六個月至兩年，就需要確定飛行乘組，從而使乘
組有充裕的時間進行訓練，熟悉所要完成的任務，
如出現問題還有調整的餘地。
至於航天員的訓練內容，我們有機會再分享。

沈括（公元1031年至1095年）字存中，
北宋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自幼勤奮好
學，三十三歲中進士。宋神宗熙寧年間王

安石主持變法，沈括是變法的支持者，新政的各種規劃他亦有參與，
曾官至權三司使，主持北宋財政，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的財政狀
況。
𤋮 寧十年（公元1077年）沈括遭到御史彈劾，罷三司使，元豐三年

（公元1080年）改知延州（今陝西延安），不久兼任鄜州路經略安撫
使。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北宋與西夏大戰於永樂城，宋軍大敗，
朝廷認為沈括布置無方，先後貶為均州團練副使及秀州團練副使。哲
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沈括來到潤州（今江蘇鎮江），在潤州
東郊築夢溪園定居，直至終老。
沈括不僅善於理政，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他在天文學、數
學、物理學、地理學和醫學各方面都有一定成就。宋神宗熙寧七年
（1074年），沈括任提舉司天監時期，他親自觀測天象，繪製了許多
圖表，改造了觀天儀器，撰寫了渾儀、五壺浮漏、景表三儀，並且監
督製作。不久編修了《奉天曆》，並獲神宗詔令頒行。

早歐洲四百餘年發現地磁偏角
在數學方面，沈括創立了隙積術（二階等差級數的求和法）和會圓

術（已知圓形的直徑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長的方法）。近代
日本著名數學家三上義夫曾稱讚沈括是世界數學史上罕有的傑出數學
家。在物理學方面，沈括發現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歐洲早了四百多
年。他曾闡述凹面鏡成像的原理，對共振現象也有研究。
在地理學方面，沈括由雁蕩等山的形勢，認識水的侵蝕作用。由太
行山岩石中的生物遺蹟，推論沖積平原形成的過程。在醫學方面，沈
括精心研究醫學和藥用植物學，著有《良方》和《𩆜 苑方》。
沈括不迷信古人和書本，富有創新精神，而且十分重視人民在科技

發展中的巨大作用。他留心觀察百姓的改革和創新，如實記錄了不少
民間的科技成就，例如畢昇的活字版印刷術，喻皓的《木經》等。

預言石油「必大行於世」
沈括晚年在夢溪園專心寫他的《夢溪筆談》，這部筆記體的文集有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三卷，《續筆談》一卷，共三十
卷，計有文章六百零九篇。《夢溪筆談》內容廣博精深，涉及天文、
地理、數學、物理、化學、文藝、歷史、哲學、軍事、經濟、工藝技
術等多方面的新發現、發明和創造，詳細記載及總結中國古代，特別
是北宋時期自然科學取得的輝煌成就，記錄了中國人民在世界科學技
術發展史上的卓越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沈括是世界史上給「石油」命名的第一人。《夢溪

筆談》中的「石油」是沈括出任延鄜路經略安撫使時獲得的知識，當
地人叫「脂水」，書面語叫「石液」。而沈括稱它為石油，並且預言
「此物後必大行於世！」以石油在現代世界的廣泛使用來印證，沈括
的確是偉大的預言家。
沈括雖然在仕途上失意，但他所著的《夢溪筆談》卻流傳千古，英

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高度評價《夢溪筆
談》的價值，並且讚揚沈括是中國科學史上最卓越的人物。綜言之，
沈括是中國古代見多識廣及重視實踐的傑出科學家。

●緩圓（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

香港這座東方名城，不僅是世
界商業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各種
宗教文化的交匯之地。與宗教相
關的場所和建築多不勝數，宗教

信仰豐富多彩，源遠流長，與香港的社會變遷
緊密相連，共同構成了這座城市的獨特風貌。

佛教南北朝傳入
香港最早出現的宗教可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
期。據記載，佛教在這一時期經海路傳入香
港，因為位於珠江口東部的屯門和青山，是當
時從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等地進入廣州的必經
之地，成為了佛教傳入的重要通道。南北朝劉
宋時期的佛教僧人杯渡禪師，曾於今日屯門一
帶短暫居住，因此今日屯門區的青山禪院、杯
渡路、杯渡山等，都是源於這段歷史。

漁民傳統 祭拜海神
香港屬於嶺南地區，主要的宗教信仰深受中原文化影響，而
不同族群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古時香港是漁民的集中地，因
此有祭拜海神的習俗傳承至今，例如珠三角一帶的洪聖信仰文
化，自唐代開始流傳至香港地區；源自福建地區的天后信仰，
隨着宋代海上貿易的興盛，天后信仰因而傳入香港，深得漁民
尊敬。

儒道信仰廣傳 成居民心靈寄託
受到以儒教、道教和民間信仰為主的中原文化影響，儒教強

調道德倫理和社會秩序，對香港的早期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
響。而道教，作為中國的本土宗教，早在東晉時期便已傳入香
港，成為當地居民精神寄託和心靈慰藉。道教的信仰體系融合
了神仙崇拜、陰陽五行、術數符咒等各式各樣的元素，都在香
港民間廣為流傳，形成了豐富的民間信仰文化。香港的廟宇供
奉道教神明，成為歷代香港居民祈求平安、祈福禳災的重要場
所，很多廟宇過往是社區的中心，甚至於排憂解難的場所。

西方宗教融入本地
到了十八世紀，隨着歐洲人來到亞洲，外國的宗教逐漸傳入
香港。1842年，西班牙籍方濟會士陸懷仁神父來港傳道，成為

天主教最早在香港出現的重要事件，1842年以後英國傳教士也
開始在港活動，並於1849年建成聖約翰座堂，成為港英政府高
官以及軍官們進行禮拜的教堂。
同時，天主教和基督教自十九世紀起在香港建立了眾多教堂

和學校，對香港的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宗教團體
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為香港的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許多宗教團體通過興辦學校、醫院、診所、養老院等社會福利
機構，為當地居民提供了優質的教育和醫療服務。例如，天主
教香港明愛就是一個龐大的教會慈善機構，直接受惠人數達到
數十萬人，展現了宗教界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
香港的宗教發展歷程展示了一個多元的宗教社會。從古代的

儒教、道教和民間信仰，到近現代的佛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
的傳入與發展，香港的宗教文化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變遷和多元
文化的融合。不同宗教信仰在香港共存並相互交流，共同構成
了香港獨特的文化景觀。這種多元共融的宗教氛圍不僅豐富了
香港的文化內涵，也為香港的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和文化支撐。
● 羅展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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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粵語和普通話在
很多方面都不一樣，香
港本地同學平時生活都

是用粵語或英語，每當說普通話的時候就會有各種各樣的
方言干擾的情況出現，下面舉幾個例子。
1）輕聲： 輕聲在普通話的語流音變裏是非常普遍也很重
要，它有辨別詞義和改變詞性的作用，比如說「各奔東
西」的「西」讀第一聲， 是指方向，而去「買東西」是指
買物品，就必須讀輕聲了，否則就變成了買方向了。而粵
語恰恰是沒有輕聲的，所以初學普通話的本地同學完全沒
有這方面的意識，以最常用的詞語為例：「謝謝」「先
生」「麻煩」「明白」，往往要花很長時間反覆糾正才能
有所改善。
2）四聲混淆，很多同學會犯這個毛病，尤其是把第四聲
讀成第一聲，比如把「大家好」說成「搭家好」，把「繼
續」說成「積蓄」，「全部」說成「全bū」， 「戲劇」說
成「錫劇」，甚至有的公眾地方的廣播也有類似的問題。
就拿羅湖火車站到月台的自動電梯的廣播來說吧，她把
「請緊握扶手」說成「請緊窩扶手」， 身為從事普通話教
育工作者的我，每次經過那裏都有一種衝動想找他們領導
去提意見，因為羅湖站也算是香港的門戶，可又怕人家會

覺得我吹毛求疵。至於改善的方法只有多練習了，尤其是
反覆練習第四聲，提高分辨聲調的靈敏度。
3）容易混淆的字：由於有些粵語的同音字在普通話裏卻

不是同音字，而且字義有很大區別的，好像「那裏」和
「哪裏」，就有好多同學經常弄錯，不是把「哪裏」說成
「那裏」，就是把兩個字都說成一個聲調，還有「大小」
的「小」和「多少」的「少」也有很多同學分不清楚，再
比如「你」和「您」，有的同學經常忽略尊稱的「您」，
尤其是服務性行業的同學必須要在面對客戶的時候習慣性
的用尊稱「您」，否則讓人覺得不夠禮貌，又如何能得到
客戶的信賴呢？還有姓「王」和姓「黃」，如果叫錯客人
的姓名那可是大忌啊，必須加倍留意。
4）語法的差異：有的同學單詞發音很正確，可是語法經
常出問題，比如說，「我走先（我先走了）」，「你有去
過日本嗎？（你去過日本嗎？）」，「你都一起來啦（你
也一起來吧）」，「給本書我（給我那本書）」，這些都
是受了粵語的干擾。
其實每位同學的具體情況都未必一樣，我們應該按照個
別情況採取針對性的指導。

●廖永祥老師

注意4個細節 說普通話更地道

●青山禪院是香港三大古寺之一，始建於東晉末年。 資料圖片

▲航天員在水下訓練，模擬太空失重環境。 網上圖片

▶愛國教育支援中心設有設備，可模擬航天駕駛。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