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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在哪讀…… 「行萬里路」往哪行…… 
 

【撰文、攝影／王文君】香港 DSE 文憑試每年都有五至六萬考生，一試定前程。隨著 2017 年考生入學塵埃落定，2018 年考生又開始緊張籌

劃未來去向了。香港考生除首選留港及歐美升學外，另據台灣官方數字顯示，近年選擇去台灣的人數呈升勢，大約佔考生的 10%。但仍有不少考生

及家長對台灣文憑在香港的認受性存疑，並對整個申請過程缺乏了解。日前，三名正在台灣就學的港生及三名已畢業返港工作的校友現身台灣教育

展前記者會，分享他們在台灣求學圓夢的過程。其中，有人還幸遇精彩的人生經歷。 

 

據台灣官方數字顯示，2012年至 2016年港生到台灣就讀高校的人數：2012有 1,210人，2013有 1,800人，2014有 2,610人，2015有 2,650

人，2016有 2,240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嚴重光表示，2016年因香港「少子化」（出生人數減少）的關係，雖然數字有所回落，但從招生人

數及應屆考生的比例來看仍成正比。目前在台就讀的港生達 8,000人。 

 

另有數據顯示，近年港人遊台人數不斷攀升。2016年香港到台灣觀光人數達 147萬人次，即平均每五人當中就有一人到台灣觀光。可見台灣已成為

港人近年旅遊和就學的熱門之選。究其原因：除地理位置近，學費較香港便宜外，嚴重光認為，「香港的高中生他喜歡怎麼樣讀書，他喜歡怎麼樣的

學習環境，喜歡跟怎麼樣的人當同學，我想這是影響他（選擇）的最重要的因素。」 

 

港少年「魚神」台灣圓夢 
 
 
 
 
 
 
 
 
 
 
 
 
 

黎諾維 

 

現就讀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三年級的黎諾維有少年「魚神」之稱，從小獨愛魚類，中五就確立了未來的目標，要走研究魚類或自然

生態路，並立志要對海洋作出貢獻。「想讓更多的人知道，無論是香港還是整個海洋在發生甚麼事，魚類是甚麼東西。」他說，海洋資源已匱乏，未

來想致力於養殖方面的研究。 

 

因香港無相關科系，他就衝著「國立海洋大學」的名頭來了。「既是海洋領域，無論是生物也好、科技也好、航海技術，所有的東西也是圍繞著

海洋，這對於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推動力。」 

 

在台灣生活近三年，諾維說：「宏觀上台灣給香港人的印象是台灣是一個很友善的地方，住久了自然會覺得台灣是一個有人情味的地方。」重要

的是，台灣給了他圓夢的一個場域和機會。 

 

據了解，他還是香港魚類學會成員，對食魚還頗有研究。「目前所學，正是有機會接觸魚類，了解怎樣由養一粒卵，孵化變成一條成魚，然後再

推出市場……」令他津津樂道的是，食魚文化作為海鮮文化，和對於環境的影響及魚類生物史，都是課堂上涉及的內容。 

 

單親孩子他鄉遇溫情 
 
 
 
 
 
 
 
 
 
 
 
 
 

王泰然 

 

來自單親家庭的王泰然現就讀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習二年級，亦是獲得第一屆港台慈善基金會獎助學金的港生。 

 

泰然說：「沒去台灣之前，想見識一下世界，第一站作為出發的目的地選擇了台南。因為人生路不熟，一個人在公路上行走，要行很遠的路程。

突然身邊一個騎著機車（電單車）的老伯伯問我：『年輕人，需不需要載你？』令我一下子覺得台灣是一個富有人情味的地方，那裏的人都好願意同

人分享。」 

 

一句來自他鄉陌生人的問候，溫暖了他的心，令他日後奔赴台灣讀書。他說，學校位於南投埔里鎮的山上，秋天時節有櫻花飄落。那樣自然輕

鬆的環境下，泰然喜歡一個人靜靜讀書，雖少與人接觸，但他直言：「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陌生的環境也不會感覺孤單。」對政治議題有興趣的他，

感覺課堂上老師的講解令他有所得著。 

 

為此，他勸勉同學：「要好清楚自己未來的方向。不要介意現在讀的是不是將來工作需要的。循著自己的興趣，亦不要介意這個社會的體制和工

作，做自己鍾意的事。」他感到開心和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