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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琳（Grace）自小跟隨家人
移居加拿大，卻十分嚮往在香港生活
及工作，於是她決定畢業後回流香
港，並挑戰自己參選港姐，這
些年也嘗試過不同類型的
工作。現時她主要經營
個人社交平台，努力構
思及創作不同內容，冀
盼為大眾發放正能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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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很 ▼Grace很 
慶幸身邊有同伴慶幸身邊有同伴
及家人的支持，及家人的支持，
成為她繼續 成為她繼續 
努力向前的 努力向前的 
動力。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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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是 ，

Grace畢業

後回流香

港，隨即

要完成自己小

時候的夢想—參

選香港小姐。「我在

電視上看到那些參加者都

非常有自信及優雅地表現自

己，令我幻想如果我參選了會是怎

樣呢？我希望能給自己一個挑戰。」

在獲得家人的支持後，她決定報名參選香

港小姐。她戴上后冠的情景，相信大家依然記

憶猶新。 

 她獲得港姐冠軍的殊榮後，有機會作多

方面的嘗試，如擔任司儀、拍攝劇集等。後

來，隨着她組織家庭及小孩出生後，漸漸減少了熒

幕前的工作，轉為專心經營個人社交平台，並兼顧藝

人及KOL的工作。「兒子出生後，我想有更多時間陪伴他

們成長，很自然地我的工作軌道也隨之而改變。」 

 雖說是自然而然的轉變，但她也曾為此掙扎過，始終要獲得觀眾認

同都不是一時三刻的事。「我清晰知道，自己曾經是一名在幕前演出的

演員，現在的我只是轉變了另一個環境呈現給大家看，我十分享受有這

樣的改變。」說起來雖然輕描淡寫，但實際上，一切發生在短短四、五

年之間，由普通人＞選美冠軍+藝人>結婚生子，變化之大、改變之快，

適應能力不足者未必能夠做得到，更何況Grace是做得十分出色。這一連

串華麗轉身，可以用「GRACEFUL⋯」去形容。 

於 是是

在Grace的社交平台上，不難發現她所

呈現的內容十分多元化，涉獵範疇廣泛包括

美容、親子、日常生活等。她是如何想到那

麼多不同的點子呢？「我們小時候網絡及電

子產品尚未如此盛行，我們三姊弟就只能自

行構思遊戲自娛。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從加

拿大駕車至美國公路旅行兩星期，過程中我

們三姊弟便發揮各自的想像力，互相創作不

同活動及遊戲。」 

她一直堅持創作屬於自己的內容，很多

時都是「自編自導自演」。「每當我想到一

個新點子並能將它呈現出來，都會獲得滿足

感。但很多時候，構思內容的過程是寂寞

的，始終我現時的工作狀態是極度被動，每

日有無數KOL同時發放不同類型的內容及資

港交流。」 這與她小時候離開香港有關，

「我五歲便隨家人移居加拿大，每年

只有暑假才會回香港，我很想知道

在這裏生活、讀書，甚至工作會

是怎樣，於是當我獲得交換生的機

會，我毫不猶豫便想回來香港。」 

要回到一個離開了十多年的出生地，

這 個相信是Grace人生中第一個重大挑戰。 

陳凱琳從小目標已經

很清晰，她對傳理學系感

興趣，於是努力讀書考入

加拿大的西門菲莎大學。 

「在大學三年級，我

有機會當半年交換生，那

時每個同學都希望到其他

國家體驗。唯獨我想回香

▲▲隨着她組織家庭及生隨着她組織家庭及生
小孩後，減少了在熒幕小孩後，減少了在熒幕
前的工作，專心經營個前的工作，專心經營個
人社交平台。 人社交平台。 

▲▼獲得港姐冠軍 
的殊榮後，她有 

機會作多方面嘗試， 
如擔任節目主持、 
司儀，以及拍攝 
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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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Grace都希

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主持節

目，最近開啟了一個新系列

—歡迎光「琳」。「我一

向都饞食，但烹飪技巧一

般，哪有甚麼好比我能一邊

主持節目，一邊煮宵夜呢？

於是我邀請不同嘉賓，和我

一邊傾談一邊整宵夜。最

重要的是，我希望這個

節目可以帶給大家多點

娛樂！」 

作為創作者，Grace的宗旨是為為大眾提供歡樂。「現時

我們每個人每天的生活，都充斥着很多不同的壓力和情緒，我

希望大眾看到我構思及分享的內容時，會感到輕鬆，甚至能帶

給他們快樂。」她又如何面對個人情緒呢？「我當然都會有感

到壓力的時候，或者遇到讓我傷心難過的事，

我會找家人及朋友傾訴，調整心態後再投入

構思點子及創作新內容。」 

社交平台是一個分享的渠道及媒介，

創作者保持內容一致性是不二法門。「內

容產出的數量固然重要，這更能讓你

『出現』在大眾的平台上，也可為你帶來更多follower（追蹤者），但始終內容

的連貫性更能吸引關注及對該範疇感興趣的

人。」她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只在着眼數據

上，「對客戶來說，瀏覽數據是其中一個

重要的指標，但我認為創作者更重要的

是富創意的構思，以及想呈現給大眾

的內容和感覺。」 

除了新系列外，她從小到大

都十分喜歡及享受閱讀，是接觸

及認識世界的途徑。「我希望未

來有機會推出一本屬於我、具紀

念價值的兒童繪本。」Grace冀盼

通過自己構思的內容，旨在為大

眾發放正能量。「作為創作者，

我的責任是為大眾帶來歡樂。」 

▲作為創作者，
陳凱琳（Grace）的
宗旨是為為大眾提供
歡樂。 

▲▲作在Grace的社作在Grace的社
交平台，不難發現她交平台，不難發現她

所呈現的內容十分多元所呈現的內容十分多元
化，涉獵範疇廣泛包括美化，涉獵範疇廣泛包括美
容、親子、日常生活等。 容、親子、日常生活等。 

▲▲Grace會調整心態再投入構思及創作內容。 Grace會調整心態再投入構思及創作內容。 

訊，為甚麼別人要選擇看你的內容呢？你有哪些吸引他們的地方呢？這些時候都會因而感到很大

壓力，甚至懷疑自己。」 

她很慶幸身邊有同伴及家人的支持，成為她繼續努力向前的動力。「我是一個急性子的人，

想做的事有很多，但又想每我先生常常提醒我，做人不能貪心，要一樣一樣做，專注做好當下的

事情。」她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每當她想到任何點子，團隊夥伴都會盡力協助她完成。「所以大

家覺得我呈現的內容做得好，這真的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功勞，全賴有團隊及我身邊人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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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從小到大都十分喜歡及享受▲她從小到大都十分喜歡及享受
閱讀，希望未來有機會推出一本閱讀，希望未來有機會推出一本
具紀念價值的兒童繪本。 具紀念價值的兒童繪本。 





傳理學院碩士課程順應世界趨勢
嶄新課程內容 滿足業界需求

浸大傳理學院院長鍾布教授指出，傳理學院的教學內容既深且

廣，不僅專注於傳播領域，更是注重跨學科教育，「我們今天講的是

transdisciplinary（跨學科），意思是打破各個學科的界限，重新組合，

產生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洞見。」他表示，希望培養學生成為具前瞻性思

維、國際視野和創作與實踐能力的領袖，懂得與AI協作，為社會帶來

正面影響，將來無論從事任何行業都能夠發光發亮。

在數碼轉型浪潮中，傳統媒體正經歷重大變革，人工智能在業界

的日益廣泛應用，也使傳媒工作者面臨被取代的壓力。現為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轄下的發展資訊工作組專家成員的鍾布教授，在

談到這一趨勢時以新聞行業作為例子，他表示，新聞的價值在於其真

實性，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新聞工作者，能夠為大眾提供深度分析與

精闢視角，這些是人工智能無法做到的。

傳理學院積極回應瞬息萬變的媒體環境，持續開辦新科目和調整

課程結構，以及增加跨學科內容，其開辦的四大碩士課程：「傳理學

文學碩士」、「傳媒管理社會科學碩士」、「人工智能與數碼媒體理學碩

士」及「國際新聞文學碩士」，由來自傳播、新聞和互動媒體相關領域的

學者和業界專家授課，提供扎實的理論基礎知識，新開科目包括區塊鏈

報道（Blockchain Reporting）、人工智能在互動媒體領域的應用、金融市場分析

的大數據應用和飲食與文化報道等，讓學生可以往不同的領域發展，靈活轉型。

各課程更加與業界推行合作項目，透過實踐訓練機會，幫助學生掌握跨學科的前沿

知識和技能，讓他們可以在職場站穩陣腳，同時拓展個人和專業網絡。

●傳理學文學士碩士課程主任黃磊博士指，龐大
而又成功的校友網絡，為正在修讀傳理學院碩士
課程的學生帶來了無限機遇。

擁抱AI協作新時代

與時俱進跨學科教育 

隨着人工智能（AI）的快速崛起，世界發展的速度已經難以用
「一日千里」來形容。正因為瞬息萬變，各行各業都面臨着極大的
機遇和挑戰。對即將走出校園投身社會的學子，或想拓闊事業發
展空間的在職人士而言，如何順應趨勢和適應變化，也成為重要
課題。正如香港浸會大學（浸大）傳理學院院長鍾布教授所言：「AI
不會取代人類，但是掌握AI知識和技術的人一定能取代那些不懂AI
的人。」因此，浸大傳理學院積極在課程注入人工智能和數據等元
素，並成立「人工智能媒體研究中心」（AI Media Centre，AIM），
推動跨學科學習與研究，提升學生的職場競爭能力。



傳理人是最強與人溝通連繫
適應職場關鍵 轉型無難度 

浸大傳理學院畢業生的就業出路廣泛，許多校友在記者、公關、廣告、傳訊

等傳播相關行業中表現出色，也有不少人擔任公司的中、高層管理職位。「傳理

學文學碩士」課程主任黃磊博士表示，「我們有校友從事財經相關行業，或是與環

境、社會和管治（ESG）相關，也有校友在政府相關機構任職。」他強調，這些工作

的本質都與傳播有關聯，都是涉及與人打交道，「從傳理學院畢業的學生，最強

的就是與人建立關聯。尤其在未來人工智能時代，當人和機器有更多合作時，這

個優勢就更能夠體現出來。」

關於人才轉型，黃磊博士也曾跟畢業生進行深入討論，「我們不時舉辦『傳

理圓桌』活動，邀請在各行各業的校友回校分享，我和那些成功轉型的校友探討

過，比如說財經行業，進入這個行業的門檻是不是特別高？本身沒有相關背景的

都能夠轉型？他們都表示其實不然。因為金融行業的知識是非常系統化的，入職

後通過逐漸接觸這些行業知識，便會越來越熟悉。」他指出，掌握結構化的知識，

正是傳媒從業者最基本的技能，「做記者可能會被分派到不同的組別，報道不同

的事情，你總會遇到一個時候，要快速了解一個行業或者某一個方面的知識。經

受這樣的訓練，當你進入一個並不是很熟悉的行業之後，也會較快適應。」  

強大校友業界網絡 助學生拓展就業機會
龐大而多元的校友網絡，也為傳理學院的學生帶來無限機會。在下月初，

傳理學院將與浸大商學院首次聯辦就業博覽會，不少參展企業的代表均為傳理校

友，或由他們穿針引線安排。同時負責學院校友事務的黃磊博士表示，學院不時

舉辦校友活動，校友們都積極為在讀的學生帶來工作機會。學院還與不同業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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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備學生靈活轉型



立緊密聯繫，不時安排學院和企業之間的合作，「最近我們國際新聞和傳播學的碩士學

生到訪香港電台，由他們的主播帶我們參觀並參與了廣播節目的製作，一起探討香港

的文化如港漂群體等，學生從中獲得節目製作的實戰經驗。」龐大的校友網絡和强大的

業界聯繫為傳理學院學生拓展人脈資源、累積職場資本、尋找實習和就業機會提供重

要的保障。

此外，傳理學院也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比賽，發揮所學，包括創業（Start-up）比

賽和內地舉辦的數據可視化競賽。例如，「傳理學」碩士課程的「互動媒體專修」主要是

以構思和開發互動媒體產品理念為學習目標。黃磊博士指出，「去年這個專修的一名畢

業學生，獲得科學園一筆啟動資金，支持她發展一個使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進

行心理療癒的項目。」學院的課程設計也強調創業思維的培養，「我們的『傳媒管理』碩

士課程，是與商學院共同開辦的。學生會學習關於商業計劃、商業分析等內容。在課

堂中驗證商業想法，可以幫助他們更快地起步。有學生畢業後便成立了媒體公司，助

力孵化個人與商業知識產權。」

成立「人工智能媒體研究中心」 
探索傳播領域AI應用產學研潛力

在院長鍾布教授的領導下，傳理學院創辦「人工智能媒體研究中心」（AI Media 

Centre，AIM），以人工智能作為教學和研究的核心，通過轄下的多元化實驗室探索最

前沿的人工智能在多個領域的潛力，包括動畫和遊戲、新聞、心理健康、媒體心理、

說服、社會公益和治理等。中心並與國內外知名大學及機構合作，冀實現學術突破，

同時通過人工智能的創新力量，實踐傳播為善的理念。

傳理人堅守「唯真為善」院訓精神
浸大傳理學院的院訓「唯真為善」（Truth is Virtue），不止是一句口號，更是

每個傳理人時刻銘記在心的做人處事準則。為回應虛假資訊泛濫的現象，2020

年，傳理學院成立「浸大事實查核中心」（HKBU Fact Check），定

期發布事實查核報告，向公眾教授與事實查核和資訊素

養相關的知識和技巧，提高識別真假資訊的

能力，為自己築起保護網。課程小檔案
院校：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電話：3411 2545 / 3411 7367
電郵：macomm@hkbu.edu.hk
網址：https://comd.hkbu.edu.hk/masters/en/macomm
課程網址：http://comd.hkbu.edu.hk/masters/en/index.html

課程特色
課程着重培養分析能力，並以此探索
理論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應用，新舊
媒體的過渡與整合以及傳統與變革的
關係。從個人、組織和社會層面探究
傳播領域，關注媒體科技轉變帶來的
影響。提供「互動媒體」專修。

就業出路
媒體及公關機構，可投身網上
媒體產品經理、產品運營等新
工種。「互動媒體」專修畢業生
可投身互動媒 體產品開發團隊。

傳理學文學碩士

3411 2545

課程特色
除了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識，課程也
探討媒體行業在急速發展過程中的
新機遇，傳授新的管理理念和技
巧。 對傳媒行業的管理和領導能力
及素質作綜合訓練。

就業出路
媒體營運管理，包括公關、廣
告及傳媒管理行業，自主創
業。 

3411 8158

傳媒管理社會科學碩士
課程特色
側重探究香港、內地、東亞和南亞地區的國
際新聞發展與變化。課程旨在提升同學在國
際新聞相關領域的 學術修養，增強分析能
力，批判思維，法律知識；訓練新聞專業能
力，包括講故事，寫作，新聞採編，影像製
作和專 業的新聞生產；進行跨學科學習能
力（財經、大數據、數碼傳播）的培養。

就業出路
傳統及數碼媒體、國際新
聞機構、財經媒體。

3411 2389

國際新聞文學碩士

課程特色
全港首個注重於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在
傳媒領域的應用的跨學科碩士課程，提供
數碼時代所需的人工智能和媒體傳播的前
沿跨學科知識和技能訓練。

就業出路
媒體公司、科技公司產品
經理、運營、公關公司等。

人工智能與數碼媒體理學碩士

3411 8123

掃瞄QR code
瀏覽訪問影片

●學生參觀位於首爾的英文國際電視台阿里郎國際廣播。



M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Studies

- offer two concent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Business and Financial Journalism

MSc in AI and Digital Media*
*

(suppor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Faculty of Science)
-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cutting-edge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of and skills in big data
 analytics, AI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MSocSc in Media Management 

(jointly offered with the School of Business)
- aims to produce graduates equipped with general business, management skills and
 specialist knowledge to manage media businesses 

MA in Communication 

- aim to train communication leaders at the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levels
- new concentration : Interactive Media 

APPLY NOW: 
https://iss.hkbu.edu.hk/amsappl_pg/welcome.jsf

Multiplatform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ory-practice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faculty and students
English-language teaching
A focus on Asia and global perspective

SCAN THE QR CODE 
TO GET PROGRAMME 

INFORMATION 



周志偉偶然接觸到醫院的寧養病房，為走向生命盡頭的病

人，拍攝人生最後的照片。起初，他不知從何下手，但漸漸發現，

許多病人渴望在生命之終，與家人留下回憶。有次，護士緊急請求

他為一位奄奄一息的男病人拍攝全家福。他借來梯子，調整病床，

從高處拍攝一家三口緊靠的瞬間，「那位父親笑了，但其太太和女

兒卻淚流滿面。」隔天病人離世，但照片留下了永恒的紀念。

病病病病

▼周志偉結合攝影與輔導，陪伴被拍攝
者梳理人生、解開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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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星島日報》每日雜誌

在華人社會，死亡議題常被視為禁忌。社工出身的遺照攝影師周志偉，卻
選擇以鏡頭直面生命的終點。從汶川地震的輔導經歷，他見證生命的脆弱與堅
韌，決心結合攝影與哀傷輔導，用影像探討生死，陪伴被拍攝者梳理人生、解
開心結。他不僅為末期癌症病人拍攝家庭照，更走訪公屋、屋邨等地，為鮮少
踏足社福中心的長者免費拍攝。每張照片背後，皆承載着溫度與意義。他期
盼，告別不再是遺憾，而是愛的延續，讓每段離別化為祝福，讓每份情感永
存記憶。

在華在在華華在華在華在在在華在華在華華人人人人人人人
以鏡以鏡以鏡以鏡以鏡以鏡以鏡鏡頭頭頭頭頭頭
決心決心決心決心心決決 結結結結結結結
結。結。結。。。結。結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福福福福福中中中中社福福福福福社福社福福中中中中
告別告別別
記記憶憶

PAGE 12>
味增值百味味

PAGE 12>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擇擇選選擇以
韌，韌，韌，韌，韌，韌韌韌，，韌 決決決決決決決決
開心開開心心心心結結結結結結開心開心開開心
踏足踏足踏足踏足踏足踏足社福社社社社福社社社
盼盼，盼，盼盼盼 告告
存記存存

▼周志偉上門為有需要人士拍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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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刻，周志偉深感攝影的

力量，不僅是紀錄，更是一種

陪伴與慰藉，促使他萌生創辦

「百人遺照」的想法，盼以攝

影陪伴被拍攝者回顧生命、

審視當下，並規劃未來，

「我們希望回應社會的服務

缺口，填補主流服務未能

觸及的角落。」

一場場關於生命的對話就此展開，層層沉澱。有八旬婆婆

與六旬女兒一同拍攝「人生畢業照」，笑容燦爛，坦然面對死

亡。另有女士希望拍一張「回眸一笑」的全身遺照，她說不願

前來送別的親友太難過，「我希望回頭對他們說聲『再見』，

然後大家各自前行。」

有因交通事故需長期臥床的父親，錯過了兒子的出生與成

長，與兒子關係疏離。周志偉為其家庭拍攝全家福，父親、母

親和兒子緊緊依偎。那位父親感動地說：「我會把這張照片放

大，排在電視機上。每天看着它，對我來說是一種安慰。」

他清晰記得，初次在喪禮上看見自己拍攝的遺照時，心裏

百感交集。一位百歲人瑞的家人邀其到安老院拍攝，婆婆當時

親自挑選了一張笑容溫暖的個人照。婆婆離世後，其家人邀請

周志偉出席喪禮，感謝他為婆婆留下珍貴回憶。

那天剛好是他的生日，他默默坐在靈堂，凝視眼前的照

片，婆婆的笑容依舊慈祥。他悄悄抹去眼角的淚水，既感恩能

為婆婆留下最後的倩影，為其家人帶來慰藉，同時深刻感受到

這份工作的意義，正是為了減少人們生命中的遺憾。

回顧周志偉的社工路，1998年畢業後，先後加入不同社

福機構，試過到球場「執仔」，也曾投身助學扶貧的工作。做

社工近十年，他自認輔導經驗豐富，足以應對挑戰，惟真正踏

足災區、接觸災民，始覺自身所為微如一粟，難撼生死之重。

那年是2008年，四川省汶川縣大地震後，失去家園的災

民於臨時安置區安頓。周志偉首次為倖存者提供輔導，對象是

一位北川中學三年級男生。男孩憶起地震一刻，學校化為瓦

礫，他被掩埋其中，難忍痛苦，漆黑中與一位同學互相勉勵，

期待獲救。然而同學漸沒回音，隱約傳來一聲囑咐，「我很累 

⋯⋯ 如果你能出去，告訴我媽媽 ⋯⋯ 」。男孩着同學堅持下

去，惟四周只餘下沉默，那位同窗終留在廢墟中。

他也曾伴隨軍人，與一位失去至親的中二級女孩重返災

區。層層交織的鐵絲網，包圍倒塌的建築，遮蔽昔日平和澄靜

的樂土，只有親歷現場，才能聽見生命底層的陣陣呼嘯。女孩

在滿目瘡痍中一眼認出家園，鑽進縫隙尋覓，沒多久便激動地

說：「找到了！」周志偉一瞥，女孩手拿數本相冊，「她只說

要回家取物，那時才知道是相冊，寄託了她對家人的思念。」

青年的言詞赤裸而直接，周志偉承載了難以承受的悲

傷，「有人問我可否把家人還給他，讓他的家人活着。我開始

思考，社工到底是甚麼，又可以做些甚麼？」種種解不開的

結，幾欲將他壓垮。他硬着頭皮，沒讓負面情緒停在心裏太

久，惟那些被抑壓的情感，隨時間侵蝕心靈，「我的價值觀崩

潰了！當社工是為了幫助別人，但如何助人？」

▼ ▼團隊盼陪伴被拍
攝者回顧人生。

▼每張照片背後皆承載溫度與意義。



周志偉和Cherry創辦「百人遺照」，走進長

者及殘疾人士中心、醫院，乃至上門為有需要人士

拍攝，兩人強調「五道人生」的重要性。

周說，針對每一位被拍攝者，從前期準備到

後期跟進，約需一個月時間，希望被拍攝者能參與

每一細節，從選擇服裝、照片的色彩，到模擬喪

禮、思考希望留給世人的面貌等。他舉例，有人穿

單車服來拍攝，亦有教師帶書籍合影，每件物品背

後都承載生命故事。

團隊將「五道人生」理念融入其中，鼓勵參與者及時道愛、道

謝、道歉、道諒及道別。Cherry提到，以「攝影」為媒介，被拍攝者

有機會審視自我，珍惜與身邊人的關係，「有時因恩怨或缺少溝通產

生隔閡，拍照時會自然相繫，逐漸靠近。」

拍攝完成後，團隊會再跟進數周，助參與者梳理思緒，亦鼓勵他

們寫信給自己或所愛的人。兩人坦言，沒為項目申請資助，在公餘時

間抽空拍攝，近乎義務工作，但從未動搖。周志偉說，「我們做的不

僅是攝影，更是一場哀傷輔導，過程中我們

也有成長。」他續說，兩人之力有限，

故有訓練義工參與，盼將生死議題帶入

社區。

返港後，他輾轉加入攝影界。負擔已卸，但無盡的思緒仍縈繞心頭，商業世界的虛與委蛇，讓他

重新尋覓生命的深意。他對社福工作依然熱誠，渴望回應那些未被聽見的呼聲，自此做起結合輔導和

攝影的「小實驗」，不僅記錄影像，亦發掘人們深藏的情感。辦免費拍攝解銀髮族心結

他和團隊時常走訪公屋、屋邨和商場，接觸鮮少踏足長者中心的銀髮族。有次，朋友借出商場店舖，

他便舉辦免費的拍攝活動。他回憶，有位伯伯於店外徘徊三天，至第四天才進店，伯伯寡言，拍照時總展示側

臉。他留意到伯伯另一側有傷痕，耐心引導其轉換角度拍攝。對話中，伯伯透露疤痕

是為保護年幼兒子，被熱水燙傷留下的。

周志偉輕聲說：「這道疤痕承載着你對兒子的愛。」伯伯沉默後點頭，終

選了一張稍側但能看到疤痕的照片。數日後，伯伯帶妻子再來拍攝，數十年的

心結彷彿已釋懷。

以鏡頭為鑰，打開深鎖的心扉；用影像定格生命，傳遞溫暖的情感。周志

偉認為，活着不僅在於如何度過每一天，更在於如何面對生命的終點，與所愛

之人告別。他直言，「助人」太沉重，但即使只是短暫陪伴，也有價值，「我

可以與他並肩走過哀傷，直至他重拾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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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每一每一每一每每 細節細節細節細節細節，，從，從，從從選擇選擇選擇服裝裝服裝、、照、照、 片的片的片的色彩色彩色彩，，到，到模擬模擬喪喪

禮、禮、、禮、 考思考思考思考希希望希希望 給留給給留給世人世人世人人的面的面貌等貌等 他。他。他舉例舉例，有，有人穿人穿

單車單車單車服來來服來拍攝拍攝拍攝，亦，亦，亦有有教有教師帶師帶書籍書籍合影合影，每，每件物件物品背

後都後都後都承載承載生命生命生命故故事故事。。

場哀哀傷輔導，導，過程中我中 們僅是僅是攝影攝影，，更是一是一場場

說，，兩人人之力之力有限，也有也有成長成長。」。」他續他續說

盼將生死議死 題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題帶題 入入入入故有訓練義工參與，

社區。

▼周志偉多年前參與災後輔導服務。

▼周志偉到機構和院校演講分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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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達人

「人人都會老，媽媽早兩年跌倒後需要長期照

顧，接受評估加入中央輪候冊，系統幫到的不單是

我不認識的老人家，而是我的父母。」在美國生活

了十八年，始終心繫香港，他說：「當年回流，家

中四大長老仍健健康康，十幾年過去，兩個已過

身，兩個在護老院，慶幸當年的決定，趁父母仍健

康行得走得，有美好相處的時間。」陪伴家人一起

老去，直視人生的春夏秋冬，他說很值得。

「我夠資格領樂悠卡了。」今年剛好六十，眼

前曬得黝黑的林一星腰板挺直，像個運動健將，新

年前後馬不停蹄，放假外遊，出席國際會議，閒時

射箭潛水跑馬拉松，總是很忙碌。「我五十歲先開

始做運動，是有點遲但不會太遲。」人人都會老，

但年輕時，永遠覺得老病死很遙遠，在美國攻讀博

士期間，林一星直言遇到學術路上的伯樂，讓他專

注安老研究，開啟了新的門。

「都是世界級知名的學者，無私做研究，邀請

我加入，希望為社會帶來改

變，我的人生有好多機

遇，遇到好多好特別的

人。」加入港大前，

在美國生活了十八

年，其中十二年都在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曾參與美國首個全國性的

參與者導向護理計劃，他形容這些經驗都很寶貴，

能應用到社會，只是人在異地，心中仍有遺憾。

「在美國，研究對象是一般老人家，回到香

港，研究對象還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外父外母，這些

情感連繫，始終有點不同，就如你是一個建築工

人，路過同阿仔講條天橋我有份建，特別有滿足

感。」人人都會老，都是研究項目的準用家，2011

年舉家回流香港，過去十三年，他先後領導多個大

型安老研究項目，包括制定長期護理

的評估工具和配對公式，以及將

「錢跟人走」的概念引入社區照

顧，目前的臨床研究項目則包括關

注長者精神健康，應對社會實際的

需要和變化。

獲委任成為特
首政策組專

家組成員的港
大社會工 作及社會行政

學系教授

林一星，形容
自己是怕悶的

人。大學讀經
濟，對數字

敏感，卻沒投
進金融界大展

拳腳，而是轉
跑道做社

工，考取獎學
金到美國攻讀

博士，回港參
與安

老研究項目，
包括在港制定

長期護理的評
估

工具和配對公
式，以及將「

錢跟人走」

的概念引入社
區照顧，讓象

牙塔

內的研究得以
落地，為

社會帶來改變
。

成為特

老研究，開啟了新的門。

「都是世界級知名的學者，無私做研究，邀請

我加入，希望為社會帶來改

變，我的人生有好多機

遇，遇到好多好特別的

人。」加入港大前，

在美國生活了十八

年，年，年 其中其中中中十二十十二十二十二十十 年都年都年年都在

感。」人人都會老，都是研究項目的準用

年舉家回流香港，過去十三年，他先後領

型安老研究項目，包括制定

的評估工具和配對公式

「錢跟人走」的概念引

顧，目前的臨床研究項

注長者精神健康，應對社

需要和變化。

專

作及社會行政
學系教授

人。大學讀經
濟，對數字

展拳腳，而是
轉跑道做社

攻讀博士，回
港參與安

制定長期護理
的評估

以及將「錢跟
人走」

照顧，讓象牙
塔

以落地，為

來改變。

首首政策組專

系

變

遇

年年

▼林一星（右二）出席安老院舍優質照顧研討會，探討疫
後新常態。

▼積極推廣賽馬會樂齡同行計
劃，關注長者精神健康。

成成為

▼積
劃劃，



人生
讀書遲熟遲勇，就連做運動都是，時

年六十，林一星說，自己五十之後才開始

做運動，射箭潛水跑馬拉松，通通是到達

知天命之年才接觸，只因半百之齡，工作

上了軌道，子女上了大學，有時間找回自

己的興趣。無論幾多歲都好，他說人生

仍有無限可能。

林一星有一子一女，女兒讀社工，兒

子讀機械工程，這個怕悶的爸爸自言子女大

了可以放手，自己享受me time。「屋企好近射箭場，路

過報名，試過就好喜歡，練習時分數不高，但每次比

賽，表現都會比練習好。」連續兩年參賽獲獎，只因壓

力下得分，向來是他的強項。

除了射箭，他還愛上馬拉松。「由一開始圍住

校園跑，後來有朋友叫我一齊跑10K。」如是者，他

又不能自拔，由十年前開始第一次參加，至

今已跑了八次馬拉松，「跑馬拉松同射箭好

似，講求集中力，一定要排除雜念。」找

到屬於自己的平衡點，進入狀態，好

好迎接仍有無限可能的豐盛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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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人
那是九十年代初，畢業工作五、六年，積蓄不夠十

萬元，新婚的他膽粗粗與當中學老師的太太齊齊辭工去

美國讀書，由香港中產變為清貧留學生，完成博士學位

原擬回港，剛好美國有大學向他招手，就這樣在美國一

留十八年，直至父母已七十開外，這個遊子開始思鄉。

「心態有少少不同，想給家人多點時間。」時年

2011年，林一星決定一家四口返回出生地香港工作和生

活。「當年回流，家中四大長老仍健健康康，十幾年過

去，兩個已過身，兩個在護老院，好慶幸當年的決定，趁

父母仍健康行得走得，有美好相處的時間。」媽媽早前確

診認知障礙，現在已認不到他，他雖然難過但沒遺憾。

「我的人生有好多機遇，遇到好多好特別的

人。」由滿江紅的留班生，到考獲獎學金以及遇到他

喜歡的研究工作，林一星說要多謝每一個影響他生命

的人。「當年是否辭職去美國讀書，有好多掙扎，慶

幸有人給我好的意見。在社署工作，做感化官要寫法

庭報告，我的英文不好，亦多得當年的上司認真批

改，讓我進步。」六十而耳順，直視人生的春

夏秋冬，林一星說很感恩。
變

大半生在大學校園做研究，想必自小已是學霸？林一星笑言非也。他透露

中學成績總是滿江紅，六兄弟姊妹排第三，出身基層，父母務農，自小對他的

要求是「升到班就好」。「小時讀鄉村小學，六個年級五個老師兩個班房，不

要說做大學教授，根本讀大學已是很遙遠的事。」那些年他是唯一派到五年制

中學的學生，可是這個獲派英中的村校狀元，未及衣錦還鄉，中一已留班。

「除了中文科，其他用英文教的科目全部肥佬。」後來勉強升到班，會考

成績亦不足以原校升讀中六，只因有同學退學，他才冷手執個熱煎堆，但第

一年考A-Level成績麻麻，無法升讀大學。「第二年以自修生身份再考，那時

一邊工作一邊預備，做到3月先辭職，距離考試只一個月。」結果四個重考的

同學中，只有他一個考到大學，林一星形容，亮麗的成績，連他自己也始料不

及。

在港大讀經濟，畢業後在一間美資的國際金融機構做會計實習生，「當年

的上司只大我六年，大家年紀相若常常傾偈，我問他二十八、九歲做到這個

位，是否很滿意？他的答案出乎我意料之外，說如果讓他重新選擇，未必會

這樣選，可惜已太遲，公司好福利，供緊太古城一個單位，走不了。」年

輕上司的感觸猶如當頭棒喝，讓他反思前路。

思前想後，決定趁年輕轉跑道，轉讀社工重新開始。「當時的想法是

給兩年時間自己，試試其他工作是否適合。」轉職社署工作，適值移民

潮，開始有房屋津貼，排隊升職有望，但怕悶的他又再靜極思動，

「屋企窮，第一次去旅行是大學時坐火車返大陸，從未去過外國生

活，當時就同自己講，如果考到獎學金就試試到外國進修。」

對安老好奇
「媽媽早兩年跌倒後需要長期照顧，接受評估加入中央輪候冊，系統幫

到的不單是我不認識的老人家，而是我的父母。」面對人口老化，林一星表

示西方社會用了三代人去預備，香港遲起步，但急起直追未為晚。「香港是

移民社會，我父母那一代是難民，爺爺嫲嫲留在內地，我接觸的上一代就只

有父母。」他形容自己是斷層的一代，沒有祖父母三代同堂，這樣的成長背

景，反令他對安老問題產生好奇。

「對比外國八成長者獨居或雙老，香港長者五成與家人同住，很多亦有

外傭，社區照顧更有優勢，只要計算好成本，服務券正好讓錢跟人走，讓老人

家可以更彈性選擇需要的服務。」倡議撥款形式上的改革，他又支持大灣區養

老，形容是順理成章。「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你退休之後，因為物價貴，通常

不會選擇繼續住紐約；正如英國人，退休後也不會繼續在倫敦居住。」

林一星直指大灣區養老是個趨勢，「六十歲

返內地消費，八十歲選擇返內地安老，已是大勢所

趨。」現時逾九成長者用醫管局服務，他表示利用

大數據計算醫療成本，可透過醫療券資助看醫生，

或向醫療集團購買保險全包，只要解決香港長者最

擔心的醫療配套問題，林一星深信，「大灣區養老

會是個雙贏的善策。」

力下得分，向來是他的強

除了射箭，他還愛

校園跑，後來有朋友叫我

又不能自拔，由

今已跑了八次馬

似，講求集中

到屬於自

好迎接

他重新選擇 未必會

，走不了。」年

「當時的想法是

工作，適值移民

靜極思動，

過外國生

。」

子讀

考

不

年

夏

▲林一星（左）一直不懈地舉辦
及研究長者情緒健康的課程及研
討會，讓公眾認知更多。

▲▼五十歲之後，
林一星才開始學射
箭潛水跑馬拉松，
找回自己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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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香港運動員在國際賽上屢獲佳績，尤其在巴黎殘
疾人奧運會（殘奧）中國香港代表隊勇奪三金四銀一銅。港隊返
港當日，有一張熟悉的面孔帶着滿足的臉容，以銀牌佳績正式宣
布退役，他就是港隊老將，征戰輪椅羽毛球十五年的陳浩源。訪
問當天，陳浩源剛完成試身，為新城電台音樂頒獎禮主持一職作
準備，「做主持不是我的範疇，但主辦方想我試試，我就有這個
機會。殘疾人士又有義肢又有輪椅，要着得靚好困難，因為要找
到衣服適合我們穿着並不容易。」今年新城破格邀請一班運動員

任主持，讓運動員有更多機會與大眾見面，這是運動員地
位能在公眾層面再提升的明證。

征戰輪椅羽毛球十五年的陳浩源，見證着市征戰輪椅羽毛球十五年的陳浩源，見證着市

民大眾對運動員的認識、支持度大大提升，近年民大眾對運動員的認識、支持度大大提升，近年

更常被市民認出要求合照。回想他的運動員生更常被市民認出要求合照。回想他的運動員生

涯，是由一宗嚴重的交通意外開始，「中七畢業涯，是由一宗嚴重的交通意外開始，「中七畢業

後，因自覺口才不錯，就去做銷售及市場策劃，後，因自覺口才不錯，就去做銷售及市場策劃，

一直做到二十三歲那年出事。當時在內地工作完

坐車回港，我坐在後座睡着了，醒來已身處香港

醫院。當中只記得一些片段，例如曾經痛醒過，

主要是家人告訴我發生了車禍，說我因為被夾

住，所以左腳被消防員當場切走，之後做了十八

個小時手術，輸了十六包血，才救回我一命。」

陳浩源坦言，瞓在醫院時無暇思考失去左腳陳浩源坦言，瞓在醫院時無暇思考失去左腳

的問題，直到康復出院，思緒才開始襲來，「每

天都在醫院搏鬥，要做整形、植皮，差不多每四

日做一次手術，單是要麻醉的也做了二十多次。

直到離開醫院，才真正思考我未來該如何生活？

當時還很年輕，我是天生樂觀的人，但仍不懂將

來如何走下去。由六呎高變成得四呎，以前是個

大男孩，現在坐在輪椅上，推商場門都要人幫，

又怎樣工作呢？那是我最掙扎、最黑暗的時候，

比躺在醫院更不開心。」

位能在公眾層面再提升的明證

一一

坐坐

醫醫

主主

住住

個個

的的

天天

日

直直

當當

來來

大大

又又

比

▼剛過去的新城電台音樂頒獎禮，
陳浩源以運動員身份擔任主持。

▲回顧運動員生涯，他已實踐了
「搏盡無悔」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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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成為運動員

即使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

甚至因為香港沒有對手練

習，要到韓國隨隊集訓，

他仍然堅持，「香港未出

現過輪椅羽毛球，但我硬頸，

為何不可以做第一個呢？就試試

行得多遠。」結果確是走得比想

像中高、更遠。

因為不想向家人伸手拿錢，希望活得有尊嚴，於是陳浩源經朋友介紹，由文

員做起，等到有機會再轉職，直至做回老本行的市場推廣。不過賺錢自給自足的

滿足感，原來及不上做運動的快樂。陳浩源自小十分好動，甚麼運動都玩，讀書

時最喜歡打羽毛球。車禍之後，他第一時間想起的，也是羽毛球，「出事後最怕

這輩子都做不到運動，所以一出院便立即報班打羽毛球，報了香港殘疾人體育協

會的訓練班。見到一個有底子的人來報班，而且是二十四歲，他們都好開心。」

陳浩源藉着課程重新感受到運動的樂趣和滿足感，終於找到了人生最重要

的精神支柱，「每星期打一次，是我最期待、最開心的事。打了七、八個月

後，在一個周年比賽得到第一個香港冠軍。那個獎跟亞運、世錦、奧運相比當

然不特別，但今日回看，那是讓我重新站起來、最重要的獎牌。」

羽毛球讓陳浩源找到自己的價值，因此由一星期打一

次，到兩次、三次，每次都更認真、更落力。2009年，他開

始代表香港打友誼賽，2010年到廣州打亞洲傷殘運動會。當

年陳浩源仍未做全職運動員，還要一邊上班一邊打波，但因為

體壇出現一件大事，讓他決心走上全職之路。

他說：「就是在2014年，得知2020年殘奧運動會，會加

入輪椅羽毛球項目，所以一定要準備好，所以在2015至16

年，一星期練五日，那兩年是我自己貼錢練足五日的，同時亦

要工作，終於在2017年，決定成為全職殘疾人士運動員。」

陳浩源坦言，曾有不少其他項目的教練，軟硬兼施邀請

他「過檔」，但最終都被他一一拒絕，「我很喜歡羽毛球，堅

持的原因是真心喜歡這項運動。如果為了成績去玩籃球或劍

擊，我一定會放棄。」

陳浩源坦言，曾有不少其他項目的教練，軟硬兼施邀請

他「過檔」，但最終都被他一一拒拒絕，「我很喜歡羽毛球，堅他「過檔」 但最終都被他 拒拒絕 「我很喜歡羽毛球 堅

持的原因是真心喜歡這項運動。如果果為了為了成績成績去玩去玩籃球籃球或劍或劍

擊，我一定會放棄。」

，一切一切切都要靠自己摸索，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沒有對手練

韓國隨隊集訓，

持，「香港未出

羽毛球，但我硬頸，

試以做做第一個呢？就試試

想」結果結 確是走得比想

遠遠遠遠遠遠。

▼陳浩源從小到大都十分好動，甚
麼運動都愛玩。

▲一個小小的港區比賽，成為陳浩源決心當
運動員的重要里程碑。 ▲在殘奧中任持旗手，對陳浩源而言意義重大。



雖然輪椅羽毛球納入2020年殘奧項目，但世事又給陳浩源

一次打擊，因新冠肺炎爆發，準備了多年的心血，很可能付諸

流水。他一邊戴着口罩辛苦訓練，一邊撐過壞消息的打擊，最

終參加2021年東京殘奧，是他人生中最難忘的時光。

「有人說得到金牌才算圓滿，但運動員講天時地利人和，疫情

時我覺得自己水平是世界第一，但未到你就未到你。十五年的運動

生涯，已有七年半是世界第二。甚麼是搏盡無悔呢？是你付出

一百二十分努力，緊緊地擁抱得到的成果，找不到一刻可以挑剔自

己，那就是搏盡無悔。」

陳浩源自成為香港輪椅羽毛球第一人，到正式從國際賽退下，

一直保持優秀的成績，但回望球壇歲月，他仍有一個遺憾。

談到運動員生涯中最難忘幾場戰役，

必定要提地上最強對手金正俊，「我是

一個不錯的運動員，由2015年開始名

次都維持在第三、四名，前面都是韓

國運動員。到2017、2018年升上第

二，第一名正是韓國選手金正俊，他七

年未輸過，結果我在2018年11月成功打敗

他，震動了羽毛球圈。很開心證明自己一路走來沒有錯，

原來真的能挑戰到世界第一，也啟發了其他選手。」

上屆巴黎殘奧，是陳浩源的最後一戰，同時讓他感到

無比壓力，「知道這是自己最後一個國際賽，很大機會有

遺憾，因為對手是于秀榮，我在世錦賽就是輸給他，第一

次沒有拿到獎牌。全世界都覺得，（于秀榮）二十一歲應

該贏三十九歲，但最後我打贏了他，得到銀牌，是給自己

寫下一個『靚仔』的句號。」

其實陳浩源要對抗的不但是年齡，還有質疑的聲音，

「隨着年齡增長，我開始多病痛，會有聲音質疑自己『何

不一早退呢？就不用被人打落水狗！』這些心態都要自己

去調整。」

挑戰世界第一

退役之路　重新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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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過十五年來沒有選手陪伴我，我是第一代，由零開

始，到兩屆奪獎牌，走了整個流程，最終都沒有人接棒，是一個

遺憾。即使講起輪椅羽毛球就想起陳浩源，但這件事一點都不

型，因為下屆輪椅羽毛球，香港沒有人參與，沒有人會再提這個

項目，是真心感到傷心。」但他許下承諾，日後若有人想學習輪

椅羽毛球，他隨時願意免費教授，希望火種可以重燃。

至於接下來的工作，他早有計劃，「會繼續讀書，拓展自

己的公司，辦培訓殘疾人士、SEN（特殊教育需要）同學的演講

班，解決自信及與人溝通的問題，也繼續去不同公司做培訓。 

因新冠肺炎爆發 準備 多年的 很可能付諸

邊戴着着口罩罩辛苦辛 訓練，一邊撐過壞消息的打擊，最

1年1年年年1年1年年年年年年年1年年年年年年年年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東京東京東京殘奧殘奧奧奧奧，，是，是是，，是他人生中最難忘的時光。

談

▼2021年，陳浩源終於償了
心願參加殘奧。

▼每次演講之後都會收到紀念品，當中他最喜歡別人送給他的畫像。

▼現在他經常參與講座、做演講培訓，尤其想加強
運動員與特殊需要學生的講話能力。

▼剛過去的巴黎殘奧，他以銀
牌的優秀成績結束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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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杯有立體可愛造型的熱飲，既吸
睛

又美味，坊間有不少教人拉花的工作
坊，當

中這一間擁有十二隻貓貓的咖啡室，
所開辦的

立體朱古力拉花工作坊，可謂最有特
色。課程

中，小朋友學會做立體得意貓貓拉
花之

餘，還可以與貓貓互動，增加接

觸動物的機會，達致紓解壓

力和放鬆身心之效。

「Meow Art Coffee」於2022年12月成立，除推廣領養外，

亦舉辦不同的工作坊，旨在透過活動形式，希望小朋友從活動中

發揮創意和想像力，大膽創作自己的作品；同時鍛煉小朋友的手

眼和雙手協調，以及提高他們的溝通能力。

十二貓貓相伴

中，小朋友
餘，

力力和放鬆身心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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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朱古力拉花工作坊，適合三歲或以上小朋友參加；而十一

歲以下的小朋友，就需要一位家長陪同參加。這個工作坊可以讓小

朋友學習製作造型可愛的3D立體及2D平面的朱古力拉花，而且製

作步驟簡單易學，從中更能培養他們對拉花的興趣和成功感。這間

咖啡室飼養了十二隻貓貓，陪伴參加者一起學做拉花。小朋友可以

置身在貓貓的天地中，一邊學習拉花，一邊被牠們簇擁，過程中可

以紓緩壓力、放鬆身心，享受非一般的學習體驗。

這個兩小時的工作坊，創辦人兼導師靜怡會先示範及

講解3D立體朱古力貓貓拉花的做法，然後輪到參加者親自

沖調，體驗一下。完成後，接着便學習2D平面拉花沖調，

而製作過程中所用的朱古力粉份量，是可以因應自己的喜

歡和需求作出調整。最後，大家一起品嚐自己製

作的可愛貓貓拉花飲品及蛋糕，這刻家長

與子女一起放鬆心情，好好享受一頓

下午茶的親子時光。此外，導師還

會給予參加者一些貓貓零食，例

如：雞肉凍乾，讓他們可以與

貓貓互動，感受被貓包圍的感

覺，培養愛護動物之心。

小朋友透過這個工作坊，可以親自體驗拉花的製作過

程，感受當中的樂趣，對拉花有基本的認識；另外，設計

3D拉花的圖案時，可以幫助小朋友發揮想像力和創意；同

時加強他們的專注力、手眼

協調、雙手協調等；

還有，透過有趣的活

動，讓小朋友樂於學

習新事物。

簡單又易做

製作朱古力拉花所用
的材料和用品包括：
朱古力粉、牛奶、手
動打奶壺、溫度計
（如要熱牛奶）、拉
花針及玻璃杯。

使用拉花針
沾上少量食
用色素，描
繪出可愛的
貓貓表情，
便完成。

倒二百毫升牛
奶 入 打 奶 壺
（約半杯），
加熱至六十至
七十度（可以
使用凍奶）。

打奶泡，由
慢至快，不
要撞到頂部
及 底 部
（ 五 十 至
六十次）。

等候期間把打發的奶泡，
鋪在朱古力表面，形成厚
厚的奶泡層，再倒入牛
奶，約杯邊水平便可。

用湯匙將變硬的奶泡盛載至杯中，盛載時用另
一支湯匙以維持形狀，不要讓奶泡塌陷。

開蓋待二十秒，
把奶泡用湯匙盛
載到玻璃杯中。

待三分三十秒
後，奶泡會和牛
奶分層變硬。

重複動作，然後
用湯匙及竹籤修
飾想要的形狀。

1
3

5

6
7

8
4

2

▼ 咖 啡 室
創 辦 人 兼
導 師 靜 怡
細 心 地 指
導 小 朋 友
和 家 長 做
拉 花 ， 達
至 最 佳 的
效果。

▲家長和小朋友可
以在貓貓的陪伴
下，學做拉花朱
古力，味道特別
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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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星島日報》藝文薈

正月早已過，元宵亦已完。談到元宵，
香港好似沒有甚麼氣氛，但在台灣今年就搞
得有聲有色。在上月舉辦的第三十六屆台灣
燈會，便是睽違九年後再度在桃園舉行，讓
我們走馬看燈回味一下吧。

在上月12日元宵節開幕的第三十六屆台灣燈會，大會主題是「光聚千塘串桃園」，藉

着一眾精彩漂亮的花燈藝作，串連桃園的地方特色，為觀眾呈獻光影交織的藝術饗宴。

本屆台灣燈會設有兩大會場，分別是位於桃園機場捷運A18站「高鐵桃園站」站前廣

場的「主燈展演場」，以及A19站「桃園體育園區站」周邊的「光的遊戲場」，兩者合共

展出超過三百件燈飾作品。

▲飾以「TAIWAN」字樣的迎賓門，引領大家進入主燈展
演場的六大園區。

▼王耀新的「忘憂戲
舞」花燈，現正在
「主燈展演場」的匠
藝之星燈區展出。



<PAGE 27

當中最受注目的便是名為「無限樂園」的主燈，這座由

晚上六時至九時半、每隔半小時便有三分鐘燈光展演的主

燈，由著名藝術家李明道（Akibo）精心設計，以無限符號結

合球體與幾何形狀，並運用AI及多項嶄新科技，交織出迷人

的繽紛光網，營造科技感十足的未來樂園意象。

「主燈展演場」，便以桃園地區引以

為傲的棒球文化為設計概念，打造出棒球

場般的觀賞動線之餘，更分別設有一座主

燈、兩座副燈，以及六個主題燈區。

傳統副燈「福耀蛟龍」及現代副燈「航向守護」，也是各具特

色，配合有「TAIWAN」字樣的迎賓門，以及喜心與境、聚光島嶼、

全球燈匯、科技創潮、永續台灣及匠藝之星等六大燈區，還有場內的

多組精美燈座及主舞台的多元化表演活動，教人看得目不暇給。

至於「光的遊戲場」便細分為活力發光站、青春光劇場、城

市聚光燈、光臨千塘國及福光滿意讚等五個園區，主打親子與遊

戲的主題氛圍，配合多元化的燈光裝置及互動設計，趣味十足。

當中最矚目的相信是光臨千塘國展區，這裏不但是

本屆台灣燈會唯一結合廣闊水域及特殊地貌的燈區，更

有十二米高的巨大比卡獸，以及皮卡丘的充氣擺設的蹤

影；另在城市聚光燈展區，也可看到進擊的巨人主題充

氣裝置，同樣給遊人留下深刻印象。

▲來到喜心與境展區，可看到饒富
童話氣息的「千塘蓮語」燈飾。

▼來本屆台灣燈會在桃園的主燈，是由
藝術家李明道設計的「無限樂園」。

▼十二米高的充氣比卡獸，是「光的遊戲
場」光臨千塘國展區的焦點。

▲在「主燈展演場」
的全球燈匯展區，可
看到名古屋、千葉、
島根、關西、宮城、
高知、香川及札幌等
多個日本地區縣市的
主題燈飾。

▼富有現代感的
副 燈 「 航 向 守
護」，屹立全球
燈匯及永續台灣
之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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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女性都在尋找不同方式
磨礪光芒，資深拉丁舞教練
Lara選擇以舞蹈藝術作為
自己發光的舞台。

有人說，現在是「女力」時代，這
詞彙不僅代表女強人在職場上閃
耀，更反映出女性在生活中
對自我的認同與情感的釋
放：面對挑戰，她們能
夠堅強而優雅地前
行，綻放光芒，感
染 身 邊 每 一 個
人。每位女性都
在尋找不同方式
磨礪光芒，資
深拉丁舞教練
蔡 子 瑩
（Lara）選擇以
舞蹈藝術作為自
己發光的舞台。

（Lar
舞蹈藝術
己發光的舞

拉丁舞強調身體的線條、節奏與力量的掌控，剛柔並濟，Lara認

為這多樣化的舞姿促使舞者不斷探索自我，實現心靈與身體的協調，

更可療瘉內心，「透過舞蹈，我們學會面對自己的情感，將內心的焦

慮轉化為優雅的舞步，勇於表現、勇於愛自己，欣賞自己的表情、身

形及體態之美。」在這自我探索的過程中，釋放女性的內在力量。

▼每位女位女性都在尋找不同方式
磨礪礪光芒，資深拉丁舞教練
Lara選擇以舞蹈藝術作為
自己發光的舞台。

時代，這現在是「女力」時
場上閃女強人在職場上

生活中女性在生活
感的釋與情感的

她們能她
地前
感
個
都

以
自

Lara認

的協調，

內心的焦

表情、身

量。

▼拉丁舞強調身體的線條、節
奏與力量的掌控，剛柔並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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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近年開設了拉丁舞蹈教室Classy Dance La Vie，教舞之餘，更擔當起心靈導師，看到學生跳拉丁舞後的轉變尤其感欣Lara近年開設了拉丁舞蹈教室Classy Dance La Vie，教舞之餘，更擔當起心靈導師，看到學生跳拉丁舞後的轉變尤其感欣

慰：「有些學生最初來上課時，都會穿運動服或跑步裝，怯於展露體態，但跳拉丁舞後卻像打開了新世界，開始樂於展現自己優慰：「有些學生最初來上課時，都會穿運動服或跑步裝，怯於展露體態，但跳拉丁舞後卻像打開了新世界，開始樂於展現自己優

雅及女性化的一面，如嘗試化妝、穿裙子及高跟鞋來上課。」Lara藉着教授舞蹈將自信傳遞給學生，也在學生身上獲得回報，互雅及女性化的一面，如嘗試化妝、穿裙子及高跟鞋來上課。」Lara藉着教授舞蹈將自信傳遞給學生，也在學生身上獲得回報，互

相扶持，她特別分享了一位六十多歲長者學生的故事：「她剛開始學跳舞時，我們有點像『扶阿婆過馬路』般小心翼翼，但一起相扶持，她特別分享了一位六十多歲長者學生的故事：「她剛開始學跳舞時，我們有點像『扶阿婆過馬路』般小心翼翼，但一起

練習久了，彼此分享及支持下，她現在已可獨自完成舞蹈！」這種「團魂」使女性在追求自我的道路上不再感孤單。練習久了，彼此分享及支持下，她現在已可獨自完成舞蹈！」這種「團魂」使女性在追求自我的道路上不再感孤單。

舞蹈的療瘉力量巨大，惟傳統拉丁舞的入門門檻較高，舞蹈的療瘉力量巨大，惟傳統拉丁舞的入門門檻較高，

Lara因此特別編制了速成班，讓新手也能輕鬆嘗試，跳出自Lara因此特別編制了速成班，讓新手也能輕鬆嘗試，跳出自

信，同時與時代接軌，「現今女生喜歡在社交平台分享日常生信，同時與時代接軌，「現今女生喜歡在社交平台分享日常生

活的短視頻，建立個人形象，我特意設計了簡單的課程，只需活的短視頻，建立個人形象，我特意設計了簡單的課程，只需

兩堂課學生即可拍出一條優美的拉丁舞『Vlog』，與親友分兩堂課學生即可拍出一條優美的拉丁舞『Vlog』，與親友分

享。」如此一來既可讓新手快速感受到跳拉丁舞的樂趣及成功享。」如此一來既可讓新手快速感受到跳拉丁舞的樂趣及成功

感，增強自信心，亦有助培養跳舞興趣，讓她們在面對練習基感，增強自信心，亦有助培養跳舞興趣，讓她們在面對練習基

本功的難熬時刻，變得更易接受。本功的難熬時刻，變得更易接受。

Lara強調：「我關心的是拉丁舞能為你的生活Lara強調：「我關心的是拉丁舞能為你的生活

帶來甚麼改變。專注跳舞後，你變得更有自信嗎？帶來甚麼改變。專注跳舞後，你變得更有自信嗎？

更懂得欣賞自己嗎？而非技巧的完美程度，能夠轉更懂得欣賞自己嗎？而非技巧的完美程度，能夠轉

到十個圈或做到一字馬只是其次。」學習舞蹈不僅到十個圈或做到一字馬只是其次。」學習舞蹈不僅

是舞姿的完成，更是一場心靈的覺醒，讓每位女性是舞姿的完成，更是一場心靈的覺醒，讓每位女性

都能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發光點。都能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發光點。

▼學習舞蹈不僅是舞姿的完成，更是一場心▼學習舞蹈不僅是舞姿的完成，更是一場心
靈的覺醒，讓每位女性都能從中找到屬於自靈的覺醒，讓每位女性都能從中找到屬於自
己的發光點。己的發光點。

▼▼ Lara藉着教授舞蹈將自信傳Lara藉着教授舞蹈將自信傳
遞給學生，也在學生身上獲得遞給學生，也在學生身上獲得
回報，互相扶持。回報，互相扶持。



關志康

出身於金融地產行業，是特許金融分析師、
豐盛社企學會的共同創辦人及總幹事，自
2011年起，一直提倡包括政、商、社、學、
民的跨界協作，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社創知
識落實及社創精神施受，深信這既是一種個
人的「轉化學習」又是一種社會的「典範轉
移」，讓持份者既活出豐盛生命，同時提升
社會福祉，以雙贏思維，用心建設我家。

Email : tedkwan@gmail.com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職場升呢‧個性全面睇‧職場Q&A‧ 社創世紀‧書評

<PAGE 30

一粒種子落地後是否能夠發

芽，除了要看種子本身的質素外，還

有三個重要條件：水、空氣和陽光

（適當的溫度）。因此，所撒的種是

否能結出好果實，是要取決於種子落

土後的化學反應及很多環境上的因

素。 

筆者用此比喻套用在社會服務當中，種子

是受惠者本身；鋪設的土、澆灌的水及所施的肥

是提供的服務；空氣密度及溫度冷暖是大環境的

轉變。種子本身的質素各有差異，但如何透過調

控服務及可控的大環境，讓種子得以茁壯成長，

是做社會工作需要的整全思考模式。 

同行 
本學會的一個叫「創‧新路」的項目，主

要協助弱勢青年探索升學以外的多元出路。項目

初期曾跟進過一個要守監管令的青年一年之久，

見證住他從一粒受損的種子到長出幼苗。 

猶記得社工在轉介這個青年個案時，希望

我們能安排一個能建立他正確價值觀的環境。因

着是第一次配對複雜背景個案，筆者決定自行聘

請這位青年進敝機構工作以作觀察。整個同行過

程可說是耐心的考驗，價值觀的碰撞以及做事方

式的落差，也鬧過不少的矛盾——試過有委婉的

勸告、有痛心疾首的責罵、亦有對外轉介的嘗

試，但保持對他的盼望是從未改變過的心態。 

同證 
見證他真正轉化的時刻是跟進八個月後的

一次庭審，當他被宣判不用再入獄的那一刻，他

的心境發生很大的變化。他開始懂得感恩（例如

主動向幫過他的人衷心地說出感謝及會感謝一切

的機會等）及建立良好行為（例如主動戒煙、盡

量不撒謊、認真對待所吩咐的任務等）。 

雖然破碎的家庭讓他面臨許多再次誤入歧

途的隱憂，但當他開始建立向好的動力時，他已

慢慢在好土中適應並發出嫩芽。 

一般而言，「社會創新」的定義是運用嶄新

的方式、研發新產品、服務，其中包括現有業務模

式、程序和方法的新應用以對應社會需要。（註）

但這段與青年同行的經驗，讓筆者對「社會創新」

有很多的反思。大部份人認為創新思維是指前半

句的描述，即發明新產品及服務，但這次經歷讓

我思考更多後半句的描述，如何透過現有業務，

重新組合應對不同服務使用者的拼盤式服務，創

造合適的環境誘發他們自身改變的動力。 

盛放 
最美的盛放，是百花齊放。 社會工作者可

擔當這個高級園丁這個角色，建立恒溫通風的大

環境，並就着不同種子的材質，放入適當材料及

養份，共創一個欣欣向榮的花園。 

撒種的配套措施

註：https://www.sense-program.hk/post/【二十一世紀
通】社會創新



梁偉峯

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及三個碩士學位，從事資訊科技
超過三十年，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及課程總監、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會長、香港互聯
網論壇副會長、亞洲域名爭議解決中心專家名冊成
員、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認可綜合調解員、英國
特許仲裁學會（東亞分會）委員、學術及職業資
歷評審局學科專家、香港、新加坡及英國電腦學會
資深會員、英國特許市務學會資深會員、國際扶輪
3450區中環海濱扶輪社創社社長。
電郵地址：mail@joseph.hk‧個性全面睇‧職場Q&A‧智富增值‧書評職場升呢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

生成式AI的戰國時代
在當今科技迅速發展的時

代，生成式人工智慧（AI）已經成
為一個熱門話題。生成式AI指的是
能夠自動生成內容的人工智慧技
術，這些內容可以是文字、圖像、
音樂甚至是視頻。隨着技術的不斷
進步，生成式AI的應用範圍也越來
越廣泛，並且在各個領域中展現出

了巨大的潛力。

生成式AI的發展歷程可以追溯到數十年
前，但真正的突破是在最近幾年。隨着深度學習
和神經網絡技術的成熟，生成式AI的能力得到了
顯著提升，例如OpenAI的GPT-3模型就是一個
典型的生成式AI，它能夠生成高質量的文本，並
且在多種語言和主題上表現出色；另一個著名的
生成式AI是DALL-E，它能夠根據文字描述生成
逼真的圖像。此外，DeepMind的AlphaFold則在
蛋白質結構預測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展示了生
成式AI在科學研究中的潛力。

除了這些知名的生成式AI，還有一些新興
的技術也在迅速崛起，例如Copi lo t是一個由
GitHub和OpenAI合作開發的AI工具，它能夠幫
助開發者自動生成代碼，提高編程效率。
DeepSeek則是一個專注於數據分析和信息檢索
的生成式AI，它能夠從大量數據中提取有價值的
信息，幫助企業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然而，生成式AI的快速發展也引發了一些
爭議和挑戰。首先是倫理問題，生成式AI生成的
內容有時可能會帶有偏見或不準確的信息，這對
於社會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此外，生成式AI的

應用也可能對某些行業造成衝擊，例如新聞業和
創意產業，這些行業的從業者可能會面臨失業的
風險。

潛力估計不到
儘管如此，生成式AI的潛力依然不可小

覷，它可以用於自動化內容創作，提高工作效
率，並且在醫療、教育、娛樂等領域中發揮重要
作用。在醫療領域，生成式AI可以幫助醫生生成
診斷報告，從而節省時間並提高診斷的準確性，
例如AI可以分析病人的病歷和檢查結果，生成初
步的診斷報告，供醫生參考。在教育領域，生成
式AI可以用於自動生成教學材料，幫助教師更好
地備課，例如AI可以根據課程大綱生成教案、練
習題和測試題，減輕教師的工作負擔。至於在娛
樂領域，生成式AI可以用於創作音樂、視頻和遊
戲內容，例如AI可以根據用戶的喜好生成個性化
的音樂播放列表，或者創作出新的遊戲角色和劇
情。

筆者認為，生成式AI的戰國時代已經來
臨，這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我們需要
在享受技術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要謹慎應對其
可能帶來的問題，確保生成式AI的發展能夠造福
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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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明懿
（賽馬會心導遊+計劃 心理健康推廣主任）

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麥穎思教授主理，社
企「說書人」協辦。計劃透過一站式網上平台，提
供心理健康評估、實用練習及工具、自療課程、心
理學文章，讓會員加強自我照顧技巧，提升心理健
康及預防抑鬱及焦慮情緒困擾。計劃亦定期舉辦講
座及工作坊、靜觀共修、治療小組等，以綫上綫下
模式，助會員強心健體。

‧職場Q&A‧智富增值‧書評個性全面睇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職場升呢‧

近年「散步」成為了一種潮流：
樂隊My Little Airport的《詩歌舞街》
裏寫到「只有散步我們才真正聊
天」、流行讀物《香港散步學》介紹
多條本土散步路線、主流媒體紛紛提
出「城市漫步（Ci tywa lk）」的概
念。散步，除了是一種潮流，實際上
對我們的身心健康又有何好處呢？

走走路 充充電
隨着步伐，我們開啟各種感官如視覺、聽

覺、嗅覺；平凡或美麗的景緻都能帶來溫和的刺
激，成為快樂的線索。在日常生活中加入短時間
的散步，已能夠顯著改善健康：研究指出，一次
午後漫步已經能夠提升情緒，抒緩抑鬱焦慮症
狀，當中光線能誘發身體釋放令人感覺良好的血
清素。而快步行更能誘發釋放抒緩痛楚的安多
酚、壓抑「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釋放。也有研
究指出，置身於大自然散步能提升成年人的心情
和樂觀態度、與大自然的連繫；並能緩和壓力、
焦慮和消極的過分思考。醫學期刊《刺針》透過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風險因子監測系統問
卷（Behavioral Risk Factors Surveillance 
System survey），分析約一百二十萬美國人近
四年的數據，發現把步行當作日常運動的人，相
比不運動的人，感到有心理負擔的日數減少了
17.7%。此外，一項針對香港老年人的研究發現
居住在更適合步行社區的老人，感到更少的孤獨
感和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快樂指數也更高；這可
能和在社區步行帶來更高的環境掌控感及自主性

有關。 

外國有心理治療師提倡「散步治療」，治
療師邀請接受治療的人選擇一個喜歡的公園，將
心理諮詢室搬進大自然，增添清新空氣和散步時
釋放的安多酚；接受治療的人不止和治療師對
話，過程中更會留意自己的步伐和姿態、散步時
的自我對話、事後也有記錄散步的日記。提倡散
步治療的治療師Jonathan Hoban形容，「當你
在大自然中漫步，環顧周遭的樹兒、遼闊的天
空，它們並不會作出任何批判。」

步行的過程，亦可以是練習靜觀的好時
機。專注自己的呼吸和步伐、感受腳掌和地面接
觸的感覺、感受地面承受身體重量的感覺、感受
步行時雙腳肌肉的感覺，把注意力帶到呼吸。除
了自己，也不妨留意周遭的環境：有哪些人和景
物是熟悉的？在這些熟悉的人和景之外，有沒有
哪些人、事、物，一直存在着，但自己是未曾留
意到的？例如是環境的變化，如四季不同的花
草、雲朵的流動、陽光或微風輕拂的溫度、每個
跟自己擦身而過的人或生命。

散步時，身體在律動，思想在飛馳；能專
注於身邊美妙的事物，更能專注於內在最真實的
狀態。 散步，也是善待自己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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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職場升呢‧個性全面睇‧職場Q&A‧智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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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母親去世、父親再婚，大衛越來越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家。他埋首閱讀，想在故

事中尋找慰藉，憤怒與悲傷卻日日啃食他的心靈。突然之間，他能聽見書本彼此交談、驚

見家中閃現陌生身影，甚至還有死去母親遙遠又空靈的呼喚。在一次激烈爭執後，他誤闖

另一個世界，卻受困其中。

在那藤蔓交纏的奇異之境，小紅帽愛上野狼、殘酷的女獵人埋伏在森林裏等着擄走孩

童。王子不愛公主、睡美人的真實面目使人毛骨悚然。這一切都與一個鮮為人知的駝背人

有關。但是，大衛如果想要回家，只能繼續前行！他能否具有「哪吒不怕海龍王」的勇氣

走出險境呢？

航太工業設計師克里弗原本十分享受自己的工作與生活，但新上司菲德勒的出現讓他

宛如置身人間地獄。克里弗不禁心生殺意，穿戴上一套偽裝之後就把菲德勒推下地鐵月

台，但立刻被兩名刑警模樣的男子視破假身份，還得知無良上司大難不死，自己根本白忙

一場。

原來，那兩人並不是真正的刑警，而是「麥克馬斯特學院」派出的代表，專門挑選具

有謀殺藝術潛能的一般人到學院進一步接受技能訓練。他們是否真能剷除仇敵又逃過法律

制裁？

書名：《失物之書》（經典增修版）

作者：約翰．康納利  

譯者：謝靜雯

出版：麥田 

售價：港幣一百四十元

書名：《謀殺藝術大學院》

作者：魯伯特‧荷姆斯  

譯者：楊睿珊

繪者：安娜‧路易佐斯

出版：臉譜  

售價：港幣一百六十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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