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伊朗的Mahdi，在教大攻讀全球及香港研究社會科學碩士生，他讚歎在港以英語交流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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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島日報報道)教育大學今個學年首次取錄來自伊朗的學生，隻身來港的Mahdi Elyasi，

正攻讀全球及香港研究社會科學碩士。在港生活短短兩個月，他已入鄉隨俗，學習廣東話，又

與港人一樣愛上喝檸檬茶；Mahdi又發現兩地文化不謀而合，如伊朗人都是以米飯為主食，慶

祝等同中國農曆新年的春節等。

　　來自伊朗的Mahdi，今個學年成為教大一分子，成為全球及香港研究社會科學碩士生。他

在當地德黑蘭大學就讀農業機械工程系學位，其後攻讀碩士課程，主修區域研究，副修東亞研

究，令他有機會接觸到普通話，對中國文化漸生興趣，決心來港讀書。

　　要融入本港生活，既新鮮又熟悉，他稱，伊朗及中國文化有相似之處，「中國人口中的

『cha』和伊朗人的『chai』，兩者都是茶的意思，其實伊朗人都很喜歡喝茶。」他又記得初來

報到時，看見港人最愛喝檸檬茶，令他感到新奇又意外，「現在我知了，原來檸檬茶很好

喝！」他又指，伊朗與中國一樣，以米飯為主食，亦很重視春節，更打趣說「每名伊朗人都認

識李小龍和成龍。」

　　伊朗的大學課程普遍以波斯語教授，外國學生到伊朗讀書，須到當地語言中心學習波斯

語。Mahdi稱，反觀在香港，英語是共通語言，平日與港生交流都沒有問題。有志在中國發展

事業的Mahdi稱，香港是很好的平台，以西方以外的角度了解中國，「中國和伊朗的歷史源遠

流長，兩國分別坐落在絲綢之路上的一隅，希望可重新發現中、伊文化塵封已久的聯繫。」

　　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偉業亦有協助Mahdi融入本港生活；飲食方面，Mahdi平日會吃清真

食物，但本港甚少清真食品餐廳；又遇上銀行開戶口受阻的問題，花一個月才成功開帳戶。

　　何偉業稱，學系去年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外交部國際關係學院簽訂協議，以加強雙方在學

術交流和研究上的協作，早前已與六名港生赴當地交流，是本港首次以大學名義帶學生到伊

朗。他鼓勵港生親身了解伊朗，除了當地的科技、工程發展值得借鏡，亦可了解波斯與中國的

歷史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