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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心荃意  伍遠幸 
 
「荃工校友會」的首屆幹事會在去年 10 月 27 日的會員大會上經投票產生了，由於大家的支持，我們當選為幹事；我們承諾竭盡

所能，把校友會搞好來答謝大家的愛戴。 
 
我曾經告訴大家，校友們積極回應重組校友會的呼籲，一方面加強了幹事們的信心，另一方面卻加重了他們的負擔。支持校友會的，

自然對校友會抱有期望﹔當幹事的能輕鬆過去嗎? 大家該相信，為校友會付出，包括時間、精神和金錢，不會帶給他們任何名利收

益﹔他們只能冀望本著「何必曰利」的態度，加上一點點純真的使命感，從服務校友的工作中享受到工作滿足感。 
 
38 年前，曾經有人組織過「荃工舊生會」，小弟有幸當上了該會的第一任會長。卸任之後，不知何故，舊生會慢慢的沉寂下來，跟

着沉睡了 30 多個寒暑。今天甦醒過來，怎不教人興奮？憑住眾人的鼓勵和支持，我們不難一鼓作氣，把校友會重新活躍來﹔要

它的活力恆久持續下去，除了幹事們的努力，必須校友們繼續堅持。畢竟「荃工」存在時人材輩出，我們一直以此為榮。雖然已經

「功成身退」，總不乏有能之士，甚至德高望重的。讓我再三向他們呼籲，請自告奮勇的出來接過火炬，並將它高舉，讓它照得更

遠。 
 
幹事會剛召開了本屆首次會議，議程包括：(1) 總結過去一年校友會籌委會的工作；(2) 定出本屆幹事會的工作大綱及 (3) 成立小

組去策劃和具體跟進各活動項目。在進入議程之前，我們已認真和務實地分析過我會當前的形勢，也認清了前面的困難。首先是不

同年代的會員對於會的角色和功能有不同的價值觀和訴求。比方說，有人認為揀龍堡賓館大禮堂來舉行會員大會是適當不過，既夠

體面，又不太貴﹔有人卻認為這裡的食物和服務品質都未如理想﹔也有人認為以今時今日的經濟環境計，三百元不再是個小數目。

俗語謂「順得哥情失嫂意」，今後我們在設計活動或推行計劃時，該怎樣去找出平衡點呢？ 其次是到目前為止，我會既欠能生息的

基金，又缺肯定和固定的收入，怎去消除或減輕財政上的壓力呢？ 不妨告訴大家，在銷售大會餐券的初期，情況一直強差人意，

幹事們一度為此而憂心忡忡。還有是不少校友對入會仍然抱觀望態度，我們怎去幹出好成績來留住舊的和吸引新的呢？ 
 
幹事們為服務校友會而交出的熱誠是毋庸置疑的。但不諱言，在執行會務工作上我們仍需透過實踐來汲取經驗。無論如何，我們承

諾會帶領會員朝著大會定下的方向走，以樂觀和務實的態度去策劃會的將來，謹慎地處理會的財政。我們亦會虛心接受會員的意見，

最終會以平常心去看成敗和得失。本著上述的原則，我們初步定出了如下的工作目標﹕ 
(1) 繼續會員招募 
(2) 盡快整理好會員資料庫，確保有效率的接觸和溝通﹔落實推行職業輔導服務 
(3) 提升校友會網頁的素質，包括畫面設計、資料準確性、更新速度等 
(4) 出版定期物，有效率地給會員發放訊息 
(5) 積極探討內地助學的可行性 
 
我們已經坐言起行，開始了分頭工作；今後將會透過「荃情」向大家報導一切會務進展。記住！請保持在線。最後和大家拜個早年，

祝大家身壯力健、萬事勝意、新年進步！ 
 
 
 
 
 
 
 
 
 
 
 
    獲選首屆幹事會成員與出席大會的老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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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工 校 友 會 成 立 典 禮  暨  會 員 大 會    
 
荃工校友會成立典禮暨會員大會成功於 2002 年 10 月 27 日假尖沙咀龍堡資賓館舉行。出席者包括歷屆老師和同學，人數超過 360
人。會上順利選出第一屆幹事會，成員包括：主席伍遠幸(66)，副主席（外務）麥海華(69)、（內務）傅秀蓮(66)，祕書范英明(69)，
司庫趙儉勤(65)及委員黃耀堂(69)、崔蕙蓮(84)、陳均有(80)、鄺佩儀(79)、李潤明(72)、勞富俠(69)、鄧翠怡(80)、陸榮海

(87)、李卓怡(76)、梁麗芬(83)。（後）與出席大會的老師合照 
在大會儀式開始之前，先讓大家懷舊一番「荃工」舊

事，參觀由個別會員情商借出個人的珍藏，包括校

徽、校呔、校、手工、功課、各種學術比賽獲獎作

品和獎品等，林林種種，目不暇給。為增強大會的意

義，我們給每一位出席者致送校徽襟章一枚，並設有

攤位售賣大會 T，不少會員和嘉賓藉購買紀念品

時不設找贖，乘機捐錢贊助校友會經費。晚會編排緊

密，除了嚴肅的選舉大會程序，有輕鬆的校歌大合唱

和歌曲表演，最後以各老師的談話壓軸，久違了的聲

音和妙語，聽得大家如痴如醉，為晚會掀起了另一個

高潮。 
 

 

 

 

 

 

 

 

 

 

 

 

 

 

荃 工 之 友 近 況     
張震東老師係咪荃工教得最耐老師還有待稽考，係最多荃工校友認識同受尊崇老師就無人會反對，尤其佢攝影界

名氣。今年係佢八秩大壽，弟子們未能親前祝賀，罪甚！罪甚！惟有在此補祝佢老如松柏、壽比南山。 
 
黃允胤老師同楊淑冰老師伉儷最近從加拿大回港省親。曾經分別與不同荃工老師同同學會面。當然佢地Fans 唔少，

但佢地堅持低調處理，校友會唔敢妄自為佢地攪大型聚會，請原諒！佢倆的確懂得保養，雖然未屆養尊處休之年（仍在多倫

多大學擔任行政工作），風姿不減當年，尤其黃老師聲如洪鐘同烏卒卒頭髮，簡直羡煞旁人。佢地千叮萬囑我代向各同學問

好，仲話歡迎大家到彼邦探佢地。有意接觸佢地可以先同秘書處聯絡。 
 
戚懿璧老師從加拿大來鴻，為未能出席校友會成立典禮致歉，仲遙祝我地會務成功。太客氣喇，只要佢依然記得我地，

已經好夠喇。我地祝佢身體健康同生活愉快。 
 
周德淞老師雖然退休，參與文康事業方面依然好活躍。由佢領導業餘話劇團經常在荃灣及葵青地區演出，仲好評如

潮。有時間就多 D 捧場喇。千祈咪忘記，周老師比校友會好大支持，仲為我地提供唔少寶貴意見。  
 
楊  森同學(67) 以無敵姿態獲選為民主黨魁，謹此祝賀！ 

鳴 謝示   
朱永成 老師慷慨贊助我會經費 $5,000 以鼓勵我們努力辦好會務，此鳴謝！ 

黃達昇 老師慷慨贊助我會經費 $5,000 以鼓勵我們努力辦好會務，此鳴謝！ 

鄧宗陽 老師慷慨贊助我會經費 $1,500 以鼓勵我們努力辦好會務，此鳴謝！ 

劉文碩 老師慷慨贊助我會經費 $1,500 以鼓勵我們努力辦好會務，此鳴謝！ 

胡李淑玲 老師慷慨贊助我會經費 $1,000 以鼓勵我們努力辦好會務，此鳴謝！ 
 
除感激上述各老師慷慨解囊，我們亦多謝有份借出私人珍藏的同學，他們讓我們在大會成立典禮當天，成功舉辦了「荃工物品

收藏展覽」。由於編幅所限，未能將他們的姓名逐一登出，敬請原諒。 

會 員 資 料 更 新   
 

維持同學之間的緊密聯繫是校友會其中一項主要功能，要有效地發揮這功能，我們必須時刻掌握會員的

最新資料和經常與會員保持接觸。隨住會員數目的增長，有關工作也變得愈來愈重。為建立一個完善的

資料庫來方便溝通和數據統計，我們現正努力為資料庫增添新的資料和將過時的更新。懇請各會員支持，

主動和迅速向我們提供資料，尤其你的通訊方法（包括地址、電話、電郵、傳真等）。多謝合作！ 



 
 
 
 
 
 
 
 

 
 
 
 
 
 
 
 
 

 
 
 
 
 
 
 
 
 
 
 
 
 
 
 
 
 
 
 
 
 
 
 
 
 
 
 
 
 
 
 
 
 
 
 
 
 

隨 筆  莫慧嫻 (83) 
 

大會結束了，我依然陶醉在大會的氣氛中， 融洽、愉快、溫馨！它的一點一滴，依然縈繞在我心間。 
 
大會 T沒華麗的設計，卻為穿上的人帶來無限暖意。賣 T 恤的攤位掛「荃心荃意」標題，提醒校友們交出心來。

只要我們把力量凝聚，願望便不難達成。 
 
隨年齡增長，我愈來愈懂得珍惜時間，也愈來愈體會人生的真諦；我不同意以財富和地位去量度人的成就，你呢？

理想是埋在心田的種子，要用生命的熱誠來耕耘和灌溉。來參加校友會的，大抵都抱同一目標，擁有同一理想 —
令「荃工校友會」散發光芒。我在欣賞幹事們的付出和幹勁的同時，也呼籲其他校友獻出他們的心，共同努力，為

校友會創造美好的將來。幹事們加油呀！ 

內 地 助 學 行 動  伍遠幸（66） 
 

相信在我們當中，不少都經歷過艱辛的日子，尤其早年的畢業同學。他們每天從老遠的地方跋涉到荃灣上學，不少人背着重典

典的書包，走一里多的路去搭分段巴士，無非為省回一毛幾分；他們都嘗過在昏暗的火油燈下苦讀的滋味。不過，跟今天內地

山區的兒童比，他們還算幸褔的。山區的兒童仍然每天赤着足走幾里崎嶇山路，忍受烈日寒風，才到達簡陋的土寮上課。事實

上，不少人連這樣的機會也抓不到。我曾經親歷此境，送他們一根鉛筆已足令他們喜悅半天，情景令人心酸。你們大抵看過「一

個都不能少」這影片吧！它透過動人的情節，刻畫了當今內地兒童失學的嚴重問題。這問題不解決，國家難望出人頭地。 
 
我們生活在香港，是幸福的一群。有機會給有需要的同胞雪中送炭，給他們一點點温暖和希望，會是我們更大的褔氣。不少人

曾經建議我會參與內地助學行動，除了助人，亦可令參與的人享受更豐盛的人生，還望藉此增強我會的凝聚力，繼續邁向其他

目標。為了鼓勵我們，某老師還在出席我會的成立典禮時一口答應贊助這行動，希望發揮啟動作用。這計劃看來頗具義意而且

可為的。為了確定它並非出自一小撮人的霎時衝動，或只是跟隨潮流的玩意兒，我們決定成立專責小組來跟進。他們會先搜集

有關資料，然後透過問卷來徵求大家的意見，由大家來決定我會應否參與。請繼續留意本的報導。 

向籌委們致意  吳燕芬 (83) 
 

就算不能列入健力士大全，也該是歷史性的創舉 — 「荃工校友會」終於在眾人見證下成立了。有賴各籌委及熱心校

友為聯繫校友工作而努力，結果也精誠所致，哈哈哈！ 
 

我 83 年畢業，向來成績平平，沒當過班長和風紀，無名小子一名。畢業後只顧為生活忙碌，除了偶爾跟三兩同班老友

聚首，碰上其他校友的機會絕不多，那敢奢望跟歷屆荃工校友一堂聚首；想不到今天竟然出現了。參加過兩次校友會

的聚餐，校友們的親切問候和真摯笑靨，老師們的慈祥面孔（部分老師竟還記得起我），與失散了廾多年的師長和弟兄

姊妹重逢，彷如回到老家，那溫馨的感覺，難以筆墨來形容。惟望借此向各籌委們表達我的心意，多謝他們給我這份

厚禮， 
 

記得我們穿白衫灰褲或裙上學的日子嗎？ 無論你是他們的寵兒也好，小淘氣也好，見到我們長大了，老師們總是老懷

安慰的；無論你在荃工的日子是否出眾，只要同屬一師門，今天都無分彼此。少年十五二十時永遠是人生最美好的片

段。縱使韶華逝去，這記憶也不會磨滅。願我們的心永遠生活在一起，恆久不變！ 

  相 依   

本港的經濟持續低迷，商難，打工更難！不少打工仔正面對減薪壓力，甚至裁員威脅。際此風雨飄搖，正好是我們發揮同

舟共濟和相互扶持的時刻。我遭遇過的荃工校友，通通都是多才多藝和勤奮上進的，有荃工的優良傳統。儘管人浮於事，

總會有事求人。各位需要用人的老闆或主管何妨給「自已友」一個優先錄用的機會？ 只要彼此交出誠意，定能運轉乾坤，共

渡時艱。我來發一個「對對碰」行動，替求人和求事的撮合。有意參與者請即電 9480 8766 向崔蕙蓮同學登記，一切個人

資料將獲絕對保密。 



 
工業中學校友會    經費收支平衡表           

（截至 2002 年 12 月 31 日）                                   
 

收入  (HK$) (HK$) 
     

1 籌委會結存 

(31.8.2002) 

28,483.40  

      
2 會員年費 7,950.00  
    

3 會員大會聚餐餐券銷售 102,900.00  
    

4 捐款 9,000.00  
    
 合共  148,333.40 

    

支出    
    

1 會員大會聚餐費 80.540.00  
    

2 會員大會場地佈置及禮

品 

18,232.50  

    
3 會員大會攝影及錄影 500.00  
    

4 文房用品及印刷 5,195.00  
    

6 合共  104,467.50 

    

結存   43,865.90 

 

 

 

 
 
  
各屆別同學入會登記最新統計  (截至 2003 年 1 月 15 日為止) 
▓  最新登記人數 ：346 人 (佔總畢業人數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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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工由開始到結束，共經歷了 33 個年頭。以平均每年 120 人畢業計算，校友數目應超過 3,600 人。我們不奢望他們全數加入，只

要每五人當中一人，荃工校友會已經是個可以有所作為的組織。憑着眾人的努力，我們已成功聯絡上 594 人 (包括 33 位不同屆別

的代表)，當中 346 人已正式登記為會員。我們將繼績續努力，通過各同學代表的關係和網絡，追尋其餘校友的下落和說服他們加

入我們這大家庭。 

「 紀 念 品 」 銷 售   
 
(1) 我們把由校友提供的母校生活照片，加上部分在校

友會成立典禮現場拍得的照片輯成了 CD，命名「龍

情四十」，定價（連郵費）每只 HK$30，有意擁有

者請電 9480 8766 向崔蕙蓮同學認購。假如你已經

付款認購而仍未收到 CD，或發現 CD 的品質有問

題，請速通知崔同學。 
 
(2) 我們又把校友會成立典禮過程攝錄及輯成 VCD（雙

碟），命名「荃工校友會成立誌慶」，方便大家重温

當天的熱鬧和温馨片段（尤其老師講話的環節），

極具收藏價值，定價（連郵費）每只 HK$50﹔另外

又將有關活動的精選照片（約共四百幀）輯成了

Photo VCD，定價（連郵費）每只 HK$50﹔有意

擁有者請向崔同學認購。 
 
(3) 校友會 T 恤，尺碼齊備，每件售價 HK$50，現仍有

少量存貨，請電 9099 8010 向鄺佩儀同學認購。 
 
 (一切紀念品以微高於成本價發售，利潤將撥歸本會收入

以應付會務開支，請踴躍認購來支持本會) 



 

 
 
 
 
 
 
 
 
 
 
 
 
 
 
 
 
 
 
 
 
 
 
 
 
 
 
 
 
 
 
 
 
 
 
 
 
 
 
 
 
 
 
 
 
 
 
 
 
 
 
 

 
海 外歸鴻  

校友們好！ 

聖誕日的清晨，伍遠幸來電祝賀聖誕。聽到老朋友從北半球傳來的聲音，簡直歡喜若狂，高漲的情緒良久未能平復。老朋友的

親切關懷和問候，令我鈎起不少舊日情懐。在荃工的日子，大夥兒一起泡製開心和歡樂，《 記得當年年紀小  你在談天我在

笑 》，唉！回頭已經是三十多年前的事！  
 

我和梁萬有都是 66 年畢業的，十年前移居澳洲墨爾本，從此便很少跟舊同學們聯絡。不過，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始終是我

們心之所繫，我們時刻未忘懐它和留在那兒的老朋友。去年 10 月，得知香港的校友們在港推動校友會重組計劃，確實教人興

奮和鼓舞。奈何我倆身處外地，未能一起參與這項壯舉。 
 

上星期，遠幸把「荃情」的初稿傳真過來。從他執筆的「荃心荃意」裡，我感受到幹事們的熱誠和心意，還有他們在校友會籌

組過程中經歷的艱辛和做出的成績。就我的同輩而言，過去數十年，大家都為生活奔波﹔今天子女都成長了，自己亦步入了中

年﹔縱使未完全退出江湖，生活總該較以前輕鬆一點。按照我倆的經驗，利用餘暇去參與公益，的確可以進一步充實生活和從

中找到快樂。我們都知道，國家的前途勢必交托到下一代同胞的手裡。培育優秀的接班人，首先是照顧他們的健康成長，包括

緞體魄，灌輸知識和修養品德。有人建議校友會參與內地助學計劃，我倆當然贊同。我們深信，集合荃工校友們的力量，定

能為上述事工作出貢献。幹事們，努力！加油！我和萬有願意給你們全力的支持。 
 

祝大家新年快樂，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吳蓮娣 (66) 

2003 年 1 月 2 日 

活動預告  傅秀蓮  (66) 
 
按照會章規定，本會應於每年三四月間為該年度召開周年大會。鑑於我們在去年 3 月和 10 月才分別舉行過舊同學

聚餐和校友會成立典禮，為免過於頻密的大型活動而令會員感到吃不消，幹事會決定行使酌情權，取銷 2002/03
年度的周年大會。為填補上述時段的空白，我們正計劃邀請專業人士為會員提供專題講座，以研討會形式為大家提

供最新資料和介紹講者的獨特觀點。參與者既可把握機會增進知議，又可互相交流心得兼聚首一番，恰好一舉兩得。

詳情容後後布。請大家踴躍參加！  

徵  稿  李潤明 (72) 
 

在眾人的支持底下，荃工校友會終於成立了。成立校友會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加强校友之間的連繫和溝通。當今資訊科技發達，

電子郵件無疑是傳遞訊息的最佳渠道，只是到目前為止，儘管我們已經很努力的推動，依然未能集齊全體會員的電子郵箱資料，

也許有部分會員仍未備有電子郵箱。況且一般人家的電子郵箱容量有限，無法接收重典典的郵件。因此，我們不能不保留以紙

張油墨為主要的傳訊工具。 
 
出版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替校友會收集和發放訊息。委員會當初構思以書冊形式出版會訊，一來容納較大編幅的資訊，二來為

讀者提供更寬的寫作園地，吟風弄月也好，辯個面紅耳赤也好，目的是讓他們暢所欲言和盡舒胸懷﹔無奈以我會目前的經濟狀

況，這理想暫時難以實現。雖然是這樣，大家依然可以放心。我們會善用現有的資源去搞好出版工作。只要大家繼續給與支持，

這肯是辦得到的。 
 
為强化本刋的內涵，懇請大家踴躍投稿。內容可以是「荃工舊事」、「遠方來鴻」、「生活小品」、「學術專題」、「藝術坊」等。我

們還打算撥出編幅，讓營商的會員為他們的公司或商品登廣告，借此資助本刋的經費。有意請電 9851 0793 與勞富俠同學接洽。 



 
用 辯 證 法 看 北 京 奧 運  

陳國賁(66)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及教授  林思齊東西文化交流研究所所長 

話題    
北京成功申辦奧運，全球華人普天同慶，在國內各大城市，人群更是徹夜狂歡。誠如我的一位

歷史學家朋友說，中國人絕對有狂歡的理由，在經受 93 年申辦奧運失敗的挫折之後，這次終

於獲得了國際社會的一致承認。電視畫面上，人如海，歌如潮，人們忘形地跳躍著、歡笑著、

擁抱著，一任激動的淚水滑過臉龐，很少看見因體育盛事而引動如此舉國沸騰的場面。奧運會

對中國人來說，不只是個體育嘉年華會，而是充滿了憧憬與期待，光榮與夢想。在那激動人心

的一刻，每個人似乎都回到了童年，也許這就是體育，作爲現代生活的魅力所在，它讓飽經滄

桑的成年人變成無憂無慮的孩子，又如一劑良藥，消彌現代人之間的冷漠與疏離，以令人難以

抗拒的魅力把人們緊緊地聯繫在一起。 
 
如今塵埃落定，奧運會六年後將在北京如期舉行。當歡慶的帷幕落下，艱巨的籌備工作隨之展

開。情感必須讓位於理性，讓位於經濟、市場、計劃等等現實的考量。即使人們依然還是心潮

澎湃，但頭腦卻必須迅速冷靜下來。 
 
1976 年奧運會在加拿大蒙特利爾舉行，其時我正在多倫多攻讀博士學位，得以躬逢其盛，這

是個終生難遇的機會。當時萬衆沸騰心手相連的情景，至今還在我心中散發不滅的人性光輝。

然而，26 年後回想起來，撇開情感不說，蒙特利爾奧運會卻是不盡人意的，由於基建工程宏

大，又缺乏透明性和民衆參與，結果蒙市遭遇了巨大經濟損失，背上沈重的債務。對於今天的

北京來說，前車之鑒，不可忽視。 
 
北京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轍？一個方法就是以辯證的眼光來看問題，從解決各種勢力和需求之

間的矛盾入手。首先是奧運短期需求與北京等參與城市的長遠利益之間的矛盾。奧運會只有短

短的三周時間，但是一個現代的主辦城市必須有長遠的眼光，能考慮到奧運之後城市的持續發

展。在十幾年甚或幾十年後，要讓人們從留下來的建築、場館、道路等設施記住這件盛事，並

且把這種記憶成功地融入日常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未來和現在其實是一致的，未來就是現在。 
 
其次是活動集中於一個城市還是盡可能擴展到多個城市的矛盾。這裏的關鍵問題是：面對奧運

會這塊大餅，北京究竟能有多大的胃口？是獨佔還是與其他城市分享？實事求是地來說，把利

益同時也開銷分散到多個城市，而不是讓一個城市獨自承擔，對於整個國家建設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個矛盾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談到全球化，在我的腦海中，就是當代奧運會最先進最發達的設施，包括電腦資訊、工程、

基建、衛星、高速路、世界級的機場和酒店等等，總之，就是高科技能用於這一體育盛事的一切方面。全球化強調的是高效、合理、

務實、智慧。如果成功的標準是以衡量這些硬體爲指標，那麽現代化的中國應該是可以達到的，但是更重要的是本土化，也就是軟

體，或稱作“心件”，就是中國的特色。何謂中國的特色呢？談到這一點，我認爲唯一可以體現的就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和生活

方式，它代表了中國文化相容並包，中國人友善好客的一面。而在全球化的浪潮下，對於外來文化的包容和欣賞，已經成爲現代大

都市的特徵和標誌。全球化與本土化，北京必須要使得這兩種要求得到和諧統一。一個現代化的奧運會是理所當然的，不會給人們

帶來什麽驚喜。令人關注的是，這場新千年的體育盛會是在一個文化悠久的歷史古國舉行。人們期待，傳承千年的華夏傳統與現代

的奧運精神能碰撞出怎樣的火花？最理想的莫過於當人們離開北京時，在心裏能珍藏一份與普通中國老百姓偶遇的記憶，能難忘中

國人身上展現的文明古國禮儀之邦的風采。因此，北京的“心件工程”不能讓人失望，面對世界，北京應該充滿熱忱地說“帶一片中

國回家”。 
 

第四個矛盾是少數人與普羅大衆之間的矛盾。如此宏大的體育盛事，必然影響民衆日常生活，顯然需要民衆的參與，而且也會得益

於民衆的參與。在這方面，蒙特利爾的教訓值得深刻吸取。作爲一場人民的運動，人民是不可缺少的部分。 
 

以上僅列出四個方面，但相信矛盾絕不僅如此。事實上，相對於這些實際的問題而言，辯證的思維方式更重要。這種思維方式可以

使我們注意到不同需求間的競爭，並且能促使我們力圖讓競爭的雙方在對立中達致和諧的統一。能夠一分爲二，二合爲一地看問題，

可以說是一切創造和革新的根源，因爲唯有這種思維方式，使人能容納不同的事物，傾聽不同的聲音。這正是現代性的本質之所在。 
 

最後，奧運帶給中國最爲可貴的，將是中國的開放，是中國人的國際化氣質。如果一切順利，可以想見奧運結束後會有更多的國際

盛事接踵而來，這將促使北京邁向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在這個意義上，奧運將是不同文化在中國交融碰撞的一次試驗。當然，象

任何試驗一樣，結局只能有兩種，要麽成功，要麽失敗。但無論成功還是失敗，學習都是不會停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