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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傳亮先生 , BB S ,  JP
公 益 金 入 會 、 預 算 及 分 配 委 員 會 主 席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五十五周年誌慶特刊賀辭

　　欣逢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成立五十五周年，本人謹代表香港公益金致
以衷心的祝賀。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自 1974 年成為香港公益金的會員機構，致力促
進聽障人士的福利和權益，提供全面及專業的服務，讓他們享有平等的發
展機會，協助其發揮潛能及融入社會。

　　香港公益金每年以恒常撥款方式資助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推動各項
創新及適切的復康服務計劃，例如：流動聽覺甄別服務、耳模配製服務、
社區教育聽障體驗計劃、及各項增值服務予社交及康樂服務中心及特殊幼
兒中心，提升聽障人士與家人之間的溝通及了解，並加強他們對不同聽覺
復康儀器及生活輔助儀器的認識；此外，透過公益金的撥款，機構近年更
增設新界西殘障及特殊教育需要人士家長 / 親屬資源中心，將服務範圍擴
展到其他殘疾及有特殊學習需要人士的家長。 
 
　　過去五十五年，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努力發展及開創服務，期望為聽
障人士提供更適切的服務，並積極推廣公眾教育，當中包括近年積極向政
府及港鐵等反映聽障人士的困難及需要，為他們提供無障礙設施和增值服
務。公益金能參與其中的發展和成長，實與有榮焉。

　　我謹此衷心致意，並祝願 貴會服務發展更趨優質及多元化，再創佳績 !

公益金入會、預算及分配委員會主席

楊傳亮 BBS 太平紳士

王秀慧女士 ,  JP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康 復 專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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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卓偉博士 , GB S ,  JP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及 社 區 事 務 執 行 總 監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主 席

劉麥嘉軒女士 , BB S ,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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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健先生 , ID S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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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五十五周年賀辭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五十五周年賀辭

今年是聾福會 55 周年，謹此衷心致賀。聾福會成
立 55 年來，一直本著誠信、誠懇為聽障人士提供最高
專業水平服務，受惠對象從最初的深度聽障，慢慢擴展
至先天聽障、以及聽力退化人士，足以證明聾福會與時
並進，按社會大眾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

感謝聾福會一直對提升聽力服務的堅持，而新成
立的人工耳蝸慈善基金更有助減輕使用者在維修及更換
人工耳蝸上的沉重負擔。

回首過去 55 年歷史時刻的同時，我們亦積極展望
將來，祝願聾福會繼往開來，繼續惠澤更多不同社群的
聽障人士。

再次祝賀聾福會 55 周年快樂。

王日橋醫生 ,  MH

王日橋醫生 , MH
副 贊 助 人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the 55th Anniversary of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the 55th Anniversary of 
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the Deaf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the Deaf

My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Deaf on its 
55th anniversary.

In the 55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Society has served 
those with hearing loss in the population with integrity, ingenuity 
and sincerity. The Society has expanded from serving only those with 
profound hearing loss, to those who were born deaf, and more and more 
to those with deafness due to aging. It has shown that the Society adapts 
to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of the population with hearing loss.

I applaud the Society's recent emphasis on improving our 
audiological and hearing aid provision service and establishment of a 
Cochlear Implant Charitable Foundation, to assist those who received 
cochlear implants to repair, renew and replace their implants.

The backbone of the Society remains with service to those with 
profound hearing loss. These services need revision and update too.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and happy birthday.

Dr Wong Yat Kiu ,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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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本立先生
執 行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本人為聽障人士，於 1985 年獲邀加入聾福會執委
會，不知不覺間已三十多年了！這些年來，有幸見証了
聾福會提升聽障人士福祉的長足發展！

聾福會多年來積極推廣手語，成績有目共睹。每天
晚上七時於明珠台新聞報導的手語傳譯，及於立法會的
即時手語傳譯，便是聾福會爭取得來的成果之一。

自 2016 年，每年於九月十八日，聾福會於香港不同地區舉辦「香
港手語日」，增加巿民對香港手語及手語文化的認識。另外，聾福會
多年來開設手語課程，及近年推出專業手語傳譯證書課程，並出版《香
港手語 - 醫療》（2015），《香港手語 - 社政》（2018），為本港培
養手語傳譯人才。手語的推廣，除了提升市民對聽障人士及手語的認
知外，也促進和創建傷健一家的和諧社會！

提供醫療及康復服務也是聾福會對社會承擔的重要一環。聾福
會於本港不同地區設置聽覺中心，提供聽覺檢驗，配置助聽器，言語
治療及耳鼻喉科醫生診治服務。本人是聾福會會員，除了接受它的聽
覺服務外，也曾於聽覺持續退化時，得到聾福會的人工耳蝸中心的適
時安排，先後為雙耳配置人工耳蝸，恢復聽覺，便利工作及日常生活。
最近，聾福會成功爭取於 2022 的施政報告中，擴大醫療券的使用範
圍至聽力檢查及驗配助聽儀器，又成立了人工耳蝸慈善基金，供有需
要的人工耳蝸使用者申請資助術後相關儀器維修及更換費用。

本人十分欣喜見到聾福會在不同地區的中心，先後相繼成立，
團隊日益壯大，提供除手語、醫療及康復服務外，如教育、社會服務
及社會企業等的多元化服務，予聽障及有需要的人士，造福社會。

最後，今年是聾福會的五十五周年，本人謹祝聾福會會務蒸蒸
日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黎本立

會 長

恭賀聾福會今年成立 55 周年，非常感謝聾福會上下一

心，大家攜手共同努力，令聾福會會務的發展日見進步！

回望過去，當年我弟弟年幼開始患上深度聽障，使到所

有家庭成員均明白聽障人士會遇到各方面的困難，例如日常

生活，與人溝通，學習等，有見及此，先父和我均想付出一

點綿力去幫助聽障人士；因此我們參加了聾福會。會方多年

來有幸得所有執行委員會、會員、政府、公益金及多個團體

的支持，為聽障人士做了不少工作，例如 2022 年向政府成功

爭取擴大醫療券使用範圍至聽力檢查及驗配助聽儀器，2023

年成立「人工耳蝸慈善基金」等工作。 

最後謹祝聾福會的會務於來年更進一步，最重要是各位

身體健康，事事稱心如意！

李嘉輝

李嘉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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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莉莉校長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員

. .  

香
港
聾
人
福
利
促
進
會
五
十
五
周
年
誌
慶 

 

關
懷
精
神  

默
默
耕
耘 

聾
健
共
融  

發
揮
潛
能 

 

聽
覺
及
技
術
委
員
會
主
席 

區
建
國
博
士
敬
賀 

區建國博士
聽 覺 及 技 術 委 員 會 主 席



28 29

本會副贊助人、會長及其他獻辭 細聽．五十五年同行故事

麥輝文律師
執 行 委 員 會 前 副 主 席

俗語有云：「路在腳下、事在人為」，行事需要
方向指引而成事也要確立目標！

 
人際交往、社會聯動，須要說話聯繫，這是聾人

的缺憾。在今天科技日新月異的世界，今時不同往日，
聽障朋友可透過各種通訊軟件融入社會，和健聽世界無
差別地交流。同時更加可以透過不同資訊渠道，接收多
方面訊息，增強知識水平，提升工作技能，為自己、家
人和社會的融合，提供一己貢獻，共同努力。

 
在平面的互動社會，聽障朋友看似處於競爭劣勢；

但在提升個人高度，其實聽障朋友更少受到雜音的困
擾，更可以靜心修養，利用現今一日千里的資訊科技，
可以處於更佳的學習環境，提升個人品德修為、知識水
平。

 
猶記得六十多年前，小學畢業同學離別時，互勉

最多的一句話：「學海無涯唯勤是岸」！在此祝願聽障
朋友們終生學習，努力不懈，增強自信，不強求成果，
其實就是最好的結果。

麥輝文

【學海無涯唯勤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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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紹良律師
義 務 法 律 顧 問 練 松 柏 律 師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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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何潔玉女士
前 總 幹 事

我非常榮幸有機會為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聾福會）55 周年誌慶
特刊撰寫獻辭。

自從聾福會成立以來，一直致力為聾人和聽障人士提供支援和協
助。作為聾福會工作了 28 年的前總幹事，我有幸見證並參與該會的成
長和發展，對聾福會傑出的工作感到自豪。

我能夠在機構這麼多年，是因為一個「家」的感覺。我仍然記得
前會長李國賢先生介紹他在溫哥華的「大屋模型」時對我說：「如果你
到溫哥華旅遊，可以考慮與家人到這裡暫住。」這句簡單但窩心的話展
示了他對職員的尊重和關懷。

於 1992 年在我接手聾福會時，這間小型機構每年獲社署經常性資
助服務為 500 萬港元。經過多年的努力，當我於 2020 年離任時，機構
已轉為中型機構，每年獲社署大約 5,000 萬港元的經常性資助。同時，
本會的總資產也從當年的 200 萬港元躍升至超過一億多港元。

聾福會從最初的 3 個服務點：總辦事處、香港中心和九龍中心，
發展至我離職時已擁有 13 個服務點。多年來，我們不斷拓展手語服務、
輔導、特殊幼兒中心名額、人工耳蝸中心、聽覺及言語治療服務等，同
時也開拓了新的服務項目，例如就業服務、新界綜合服務中心、早期教
育及訓練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計劃、家長資
源中心、聾人子女服務、耳科中心、職聰網絡計劃、以及競投得立法會
共十年的手語傳譯服務。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五十五周年誌慶特刊賀辭

在 社 企 方 面， 除 了 於 1995 年 開 辦 西 貢 聰 鳴 茶 座 外， 還 於 2001 年 和
2008 年開辦了藍田聰鳴茶座和聰鳴小屋。但可惜合作夥伴政策改變，這兩間
茶座分別於 2012 年和 2013 年光榮結束營運。

此外，除了聾人教育基金，透過賣旗和五十周年籌款活動，我們亦成立
了關懷聽障人士基金和聽障青年發展基金。會方創立香港手語日、手語才藝
展繽紛、聰鳴蜜語音樂劇及繪本等。更與業界聯手成功爭取綠色小巴安裝落
車鐘、設立 992 緊急短訊報案熱線、電視字幕及手語新聞等等。

聾福會曾獲得社福界各項大獎，例如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中的「十
大卓越服務獎」和商界展關懷大獎中的「傑出夥伴合作計劃獎」。此外，我
們還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書籍，如《聽障輔導工作個案彙編》、《聽障人士
就業指南》、《香港手語課程（初級）》、《香港手語課程（中級）》及《香
港手語課程（高級）》、《香港手語 - 醫療》及《香港手語 - 社政》等等，這
些書籍為業界和公眾人士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和指導。

我要特別感謝所有聾福會的歷屆會長、執委會主席及委員、職員、義工
和捐助者，你們的辛勞和貢獻使聾福會得以不斷發展和擴大服務範圍；你們
的工作熱誠和奉獻精神是聾福會成功的關鍵。作為前總幹事，我也要感謝所
有支持聾福會的政府部門、合作夥伴和社會各界，你們的支持和合作使我們
能夠實現共同的目標，為聾人和聽障人士提供更好的福利和支持。

最後，我要向所有聾人和聽障人士致以最誠摯的問候。你們的堅韌和勇
氣是聾福會的激勵和動力。我深信聾福會將繼續努力，確保你們的聲音被聽
見，你們的權益得到保障。

在聾福會成立 55 周年之際，我衷心祝願這個傑出的機構在未來的日子
裡取得更大的成就。願聾福會繼續為聾人和聽障人士提供專業和全面的服務，
推動他們的福祉和平等參與社會的權益。讓我們大家攜手合作，繼續為建立
一個包容和無障礙的社會而努力。

黃何潔玉



五 十 五 年
同 行 故 事



34 35

細聽．五十五年同行故事

聾
福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雷
偉
彬

不
動
搖

態
度
堅
定 你對 70 年代的香港經濟狀況有甚麼概念？以樓價為例，當

年港島區某大型屋苑開售，約 500 呎的單位只售 HK$12.45 萬；
以薪金為例，大學畢業生薪金可高達 HK$8,000，薪水比投考
警察高逾 6 倍。

在那個高學歷還未普及的年代，社會求才若渴。有位從加
拿大回流、頂著碩士頭銜的年輕人，沒有躋身社會金字塔尖做
人生勝利組，反而選擇走進社福界，服務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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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 福 會 執 委 會 主 席 雷 偉 彬 笑 言 自 己「 好 老 啦！ 70 幾 歲
了！」，但他中氣十足，想起前塵往事時思路清晰，舊同事、
接觸過的聾人朋友隨口也可叫出名字。「我畢業於師範學院，
在香港執教鞭 2 年便飛到美國修讀心理學。」

 
當時有不同博士課程向他招手，但雷生選擇於 1975 年從美

國飛往加拿大進修特殊教育，他謙稱自己是窮子弟，沒多餘錢
買機票經常回家解思鄉之苦，埋首讀書畢業回港後，機緣巧合
下加入聾福會擔任總幹事。

貼 地 的 碩 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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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統計處於 2021 年更新了「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定義，
聽障人數大幅減少 20 多萬，至 4.7 萬人。數字上銳減，並不表示聽障人士真
實需求減少。「社會大眾很容易忽略聽障人士遇到的困難，比如他們到診所
看病，診所可在屏幕顯示病人的名字或編號，相比起傳統『嗌名』，已有差
天共地的效果。」

 
即使公共服務也難做到滴水不漏，「聽障人士同是殘障，不是應該同樣

獲得傷殘津貼嗎？醫療券可購買眼鏡，為何不可用作驗配助聽儀器？港鐵幕
門關上時，如何減低聽障人士夾到的風險？」聾福會多年來與業界爭取，令
部分合資格的聽障人士於 1980 年起可領取由政府派發之傷殘津貼；又先後
成功爭取於《2022 年施政報告》中擴大醫療券使用範圍至驗配助聽儀器，及
2023 年港鐵開始陸續引入關門提示燈。一連串的權益爭取和優化建設，其實
都花了以年計的努力和心血。

看 不 見
殘 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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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見旁邊的他行動自如，打波比你更優勝，事實上他可能患有聽障，
我們不能單從外表知道他正面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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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生對聽障朋友的需求從沒有「隔岸觀火」，因為他遺傳
了母親的聽障毛病—中耳骨硬化。

 
「媽媽患有先天性中耳骨硬化，40 多歲時已無法透過硬化

的耳骨有效地傳遞聲音。」當年助聽器不普及，和聽障朋友要
擘大喉嚨溝通是等閒事。雷生笑著回憶和母親的趣事。「媽媽
和我的主要語言是『鄉下話』，當時我在理工大學 ( 時為理工
學院 ) 教書，身邊同事聽到我兩母子對話，笑問『哪來的鄉下
仔咁大聲同阿媽講野』。」

10 年前，雷生感到聽力下降，檢查後發現 8 位兄弟姊妹中，
有 2 位遺傳了母親的耳疾，自己是其中之一。「太太看電視時，
聲量維持在 6-7 度已足夠，但我要 40 度才可以。」聽力由之前
只需配戴右耳耳機，逐步退化到左耳也不能倖免。

遺 傳 耳 疾

「有次工作壓力大想游水減壓，跳進水裡才記起耳機沒除
下，急得我單手支撐跳上水面，好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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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福會由最初的 8 人小組織，發展到今天成為 200 多人、
全港規模最大服務聽障人士的非牟利機構，並在近年成立「人
工耳蝸慈善基金」，讓經濟有困難的聽障者也享用到人工耳蝸。
作為聾福會主席，雷生不邀功，強調「我不認為自己貢獻好大，
我只是一直跟隨聾福會發展。」機構日漸壯大，背負的責任和
壓力自然倍增。「不得不承認，從前的社會風氣比現時單純，
投訴文化不盛行。我們需要適應社會的改變。」裡裡外外的挑
戰從無間斷。「我經常勉勵同事，雖然面對眾多困擾，但大家
毋須理會，繼續做好自己崗位便可以。社會福利署的職員也親 
口跟我說，他們最關心的是我們為聽障人士及社會大眾提供的
服務。」

 
不經不覺，聾福會已踏入 55 周年，對於未來計劃，雷生認

為可從「預防」、「持續」、「發展」3 大方向著手。「教育大
眾預防『後天耳疾』是當務之急，不少年輕人聽音樂時會把聲
量校大，久而久之對耳朵造成永久性傷害；經常在嘈音環境工
作的人，也為方便而不戴耳塞，導致職業性失聰，這都是值得
被大眾關注的。」

 

口 心 一 致
的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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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聾福會工作多年，雷生感恩社會對聽障人士的關懷和支
援日漸增多，但對於真正的聾健共融，仍有一段距離。「社會
大眾對聽障人士需要更多敏感度和包容，作為聽障服務機構，
我們有責任推行更多的公眾教育。」說罷，雷生突然從訪問「抽
身」跟同行的聾福會同事建議「我們可多印製單張給中心及『聰
鳴茶座』派發，簡單地解釋與聽障人士溝通的竅門，很少的舉
動也可有助推進共融。」

見到大家司空見慣的表情，相信早已習慣這位坐言起行的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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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非官方資料顯示，嬰兒發出聲音分 4 個階段，首 4 個
月以「啊」聲為主，第 5 個月開始哼「爸」、「媽」，第 6 個
月可順暢發出連串聲音，來到 1 歲時就能發出有意義的單詞；
又聽說父母會暗自較勁，希望孩子率先說出「爸爸」或「媽媽」，
因為被呼喚的那位，孩子長大後會親近他 / 她較多。

上述的小指標和小遊戲不適用於高太一家。因為她的女兒
高紫芊第一個發出的聲音，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執」。這零的
突破，高太等待了近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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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自 卑 」

高太愛規劃，是一名按部就班的母親。「紫芊出世前，我不單在政府醫
院，也在私家醫院進行產前檢查，照超聲波時醫生會逐隻手指、腳趾數給我
看，我每次都覺得紫芊絕對是個完美無暇的孩子。」

2016 年 6 月，高太於凌晨 1 時入院，劇痛足足 12 小時，紫芊才哇哇出世，
但身體虛弱的高太來不及母女親膚互動，女兒便被急召到場的兒科醫生抱走
了，緊接便是在加護病房隔離 3 天，一系列的舉動，讓高太來不及反應。「那
3 天很漫長，所有媽媽也伴在 BB 身邊，只有我一個例外，我只能哭，連清潔
姐姐也忍不住前來安慰我。」

後來，紫芊被證實左耳患有小耳症及中度聽障，右耳是輕度聽障。「我
當時完全失去方向。女孩子的外表十分重要，我如何教紫芊去面對這個世
界？」原以為可圓滿地卸貨，沒想到真正的難關卻由現在開始。

父母都愛為初生孩子扮靚，但高太沒花太多心思在裝扮上，
只著力把紫芊的頭髮留長，一根一根地遮蔽那小耳朵。「我自
卑，我會用女兒的頭髮遮掩她的小耳。」偶爾遇上面帶驚訝的
旁人，再三俯前盯著紫芊的小耳時，眼光像刀片般割傷高太。

她坦言自己當時好像傻婆一樣，那怕是荒謬的方法，她也
不斷嘗試，希望得到紫芊的回應。「我知道她的右耳只是輕度
聽障，故集中精力訓練她的右耳。例如播音樂、在她右耳大聲
說話，甚至推她到電視機前，我不知她吸收多少，只能不斷嘗
試讓她聽到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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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紫芊 1 歲，高太始終未曾在女兒口中聽過一句聲音。經醫院社工介
紹下，入讀聾福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我要追回時間盡快幫個女！」，
然而，首次站在聾福會中心門口，那「聾」字招牌帶來的震撼，至今一直烙
印在高太心中。

 
高太和紫芊一星期兩次到中心接受訓練，起初紫芊彷佛像木頭一般不出

半句聲音，除了接受中心的言語治療，也跟特殊幼兒工作員吳喜琴老師上課，
包括按照其需要和能力，設計個別訓練計劃，並進行聆聽、體能、認知、情
緒及社交等各種訓練。

無間斷的灌溉，即使吳老師時刻鼓勵：「紫芊吸收緊㗎」，高太仍未解
心頭結。為令女兒學習效果顯著，高太用盡全力，不敢鬆懈。「紫芊是我當
時的重心，我的目標很明確，便是追回女兒的學習黃金時間。假設老師給我
十份功課，我便做足十份，全部也配合。那怕是紫芊砌圖、辨別顏色的練習，
我每次也拍片給老師看，檢查我在家訓練方法是否正確。」

一 刻 也
不 敢 鬆 懈

紫芊與聾福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特殊幼兒工作員吳喜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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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半 的
等 待

自言有耐性的高太，一直緊緊地抓緊信念，一週兩課和家
中密集式訓練，只希望有天看見紫芊的蛻變。

教導紫芊一年半後終於迎來佳音，感到安慰的還包括吳老
師。「對聽障小朋友來說，『執』這個發音比『爸爸』、『媽
媽』更難，因為『執』屬於『輕聲高頻』，是聽障小朋友的弱
項。偏偏紫芊出聲的第一個音，便成功越級挑戰，我對此十分
深刻。」

 
發音終於「成就解鎖」，更多聲音從紫芊口中迸出，「後

來她會講『啊』、『咦』多了。」，K1 面試也因為「的士」成
功過關，紫芊升讀主流幼稚園。「我記得當時有 4 個小朋友一
起面試，老師拿出道具問小朋友那是甚麼，大家也回答『車』，
只得紫芊一個說『的士』，我當時驚訝她的答案。」原來一切
冥冥中有主宰。

「那天丈夫和紫芊在家嬉戲，他如常叫紫芊執拾玩具，紫
芊突然蹦出一句『執』，這是我首次聽到她發出聲音，我興奮
得大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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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過出世後便與女兒分離的傍徨、捱過兩年多不發一言的等待、捱過疫
情只可線上不可面談的煎熬，最難過的是自己心理關口。然而，看到紫芊在
聾福會學習、進步，高太也在不知不覺間療癒內心的傷口。

「那天天氣很熱，我帶著紫芊回醫院覆診，醫生一見面便說，首次見到
我為紫芊紮起頭髮露出耳朵。」被醫生一言驚醒，高太頓時覺得「原來露出
耳朵並不是想像中可怕」。

現在她會索性把紫芊頭髮往耳後勾，讓大家看個夠。為讓女兒更堅強，
她倆會一起參加聾福會的活動，讓紫芊認識更多不同聽障的同路人。

露 耳 朵
並 非

想 像 中 可 怕

「我希望她明白，大家也是一樣的，只是你有需要配戴耳機，世界上不
同的人也有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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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開心認識聾福會，感激聾福會有一批很好的學前教育
團隊，整個機構好像一個大家庭，不單止幫助聽障小朋友，也
幫助家長，令大家更有方向和希望。希望聾福會繼續爭取更多
資源，為聽障家庭帶來更多福利和支援。

給

的 說
聾 福 會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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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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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人用童年療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童
年」除了決定性格發展，亦影響往後的人生路向。若兒時的「基
石」足夠穩固，成年後更可以承受風吹雨打。黃曉晴縱然雙耳
深度聽障，但她認為自己是一位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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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小孩子從低班入讀至高班畢業，普遍只會在幼兒園待上約 3 年。在
聾福會白普理幼兒中心畢業的曉晴，在幼兒中心逗留的時間，卻長達「3+N」
年。

 
「我在幼兒中心畢業後，在附近的聖三一小學就讀，經常放學後便上來

探望老師，偶然更會即場表演側手翻給大家欣賞。」小學時身手敏捷的她輕
鬆避開中心內的一枱一櫈，沒想到幼兒園時期的小曉晴卻是幼兒中心的破壞
王。「當時我和另一個小男生玩體操，結果把廁所的毛巾架弄壞了，更被老
師拍照留念。」

 
入讀幼兒中心時曉晴只有 3 歲多，但快樂的回憶一直滋養她成長。隨便

一問，她都可以滔滔不絕地分享在幼兒園讀書時的難忘回憶。「幼兒中心對
我的意義不單是讀書，更多是玩耍和言語治療，所以我頗喜歡上學。」曉晴
記得這裡的活動很多，去海洋公園、牙醫診所、超級市場等，「特別是生日會，
老師會拼合一張張長枱，上面放了生日蛋糕和很多食物！」說到難忘，怎少
得兩小無猜的經歷？「班上有一個男同學和我很聊得來，我們會互相鬥快搶
答問題，怎料有次他突然轉身親我，我意外地失去了初吻。」

「 3 + N 」
幼 兒
年 的

園 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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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曉晴外表堅強硬朗，但站在白普理幼兒中心韋秀珍
主任旁邊，卻像是當年那黏人的小女孩。訪問期間需要拍攝她
和韋主任的合照，毋須攝影師提醒，曉晴已主動牽著韋主任親
暱互動。韋主任笑指：「曉晴是一個很正面、很可愛的小女孩。
說起來我們很有淵源，同月同日生，只是出生年份數字不同，
很有緣份、好奇妙。」

家 、 校 合 作

曉晴與聾福會白普理幼兒中心主任韋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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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家中獨女，受盡萬千寵愛，韋主任笑言曉晴「很有個性、有脾氣、
曳㗎！」幼兒中心的小朋友由於聽力較弱，老師們教導大家互相分享玩具或
遊戲時要懂得輪候禮讓，更會利用「打鼓」提醒。韋主任記得有次曉晴「無視」
老師步步進逼的鼓聲，索性攬著電腦不放手，「老師要慢慢哄她，和她講道
理。」聊得興起，曉晴自揭黑歷史。「我的聽障是深度，爸爸媽媽一直努力
教我發音，而我總覺得好悶好煩，愛『懶懶閒』躺在沙發上把讀字卡拋落地
下。」幸虧父母的努力不懈，每晚堅持和曉晴讀報紙，令她咬字發音十分標
準。

 
正因父母對聽障小朋友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幼兒中心比一般幼兒園

更重視家校合作，經常邀請家長到校了解孩子情況。韋主任坦言這除了令小
孩子有安全感，更重要是幫助家長們互相激勵。「當家長見到小朋友成長步
伐不一致，便知道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幫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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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晴與幼兒中心的牽絆很深，長大後會自動請纓到聾福會任暑期工，和
聽障學童的家長分享幼時學習心得，讓自己的成長經歷都可推己及人。「現
在的我總算略有成就，我會樂於分享當年媽媽如何教導我，藉此鼓勵同路人
不要氣餒。」曉晴直言「聽障是一家人」，因此當幼兒中心於 2011 年向她招
手出任舊生會副主席，她爽快答應，並在數年後出任主席。

 
從幼兒中心的學生到聾福會的義工，再走到舊生會副主席、主席，曉晴

對「聽障」的視野比同路人更廣更闊。「很多聽障人士沒有渠道認識不同畢
業年份的學生，而舊生會正是一個很好的渠道可以凝聚大家，加上我很喜歡
組織活動，所以絕對是雙贏！」她更呼籲聾福會幫手招攬有志的師弟師妹加
入舊生會擔任幹事，舉辦不同種類活動，吸引多些人參加，爭取更多資源。

聽 障 是 一 家 人

「我覺得為聽障人士爭取更多是我的使命，得到多便應回饋更多。我不
想浪費自己的幸運，只求盡力為聽障人士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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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細細個」已認識聾福會，希望聾福會能夠繼續在有限
資源下，幫助不同年齡和界別的聽障人士。聾福會多年來一直
主張聾健共融，成效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感受到不少健
聽人士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上對聽障人士的誤解減少了，這都是
多年來聾福會的貢獻，還有聽障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這也代
表了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對我們聽障人士義務工作的認同。我
衷心祝願聾福會在未來可繼續與政府爭取更多資源，舉辦不同
的講座及活動，惠澤更多聽障朋友！

給
聾 福 會

的 說 話

曉晴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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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時候作文題目《我的夢想》，到長大後電影對白「做
人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印證了「夢想」是一個跨代
的不老議題。夢想不求宏大，只求遇到人生高低起跌時，仍可
堅守信念，當有機會實現之際，孫立恒亦不忘初衷，抓緊機會。

無
限
期

巴
士
尋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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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恒縱然左耳深度聽障，正使用人工耳蝸；右耳近乎全聾，
但無礙他對巴士聲有一番研究，更愛乘搭巴士「熱」級挑戰。 

 
 

舊型號的雙層巴士設有潛望鏡，好讓巴士司機監察上層車
廂狀況。那神秘的鏡頭背後，滿載不少上層前座乘客的好奇心。
「我經常坐在熱狗巴的上層前座偷望司機。那年我 6 歲，不小
心把書包放在潛望鏡上，司機在樓下大叫『拿開個書包啊！』
嚇得我尷尬不已。」

熱狗巴早已退下火線，但立恒的遊巴士河熱情沒有減退，
長大後最愛坐 53 號巴士，對車程瞭如指掌。「從荃灣出發到元
朗，假若路面暢順大約 1 小時 50 分鐘便到達，否則便要接近 2
小時 15 分鐘。」

相比其他狂熱巴士迷會偷駕巴士、跑街追拍，立恒無疑是溫柔內斂的小
粉絲。「我從 2018 年開始儲巴士模型，至今已有 500 架，放不下的戰利品
都收進迷你倉。」每個巴士迷都有心中之最，立恒不假思索地表示必定是「車
軨蓋」，「『車軨蓋』入手的難度很高！但我成功購得 3 個，均出自不同車廠，
字的顏色亦不盡相同，我全都放在家中。」

難 忘 的
「 熱 體 驗狗 」

「我從小已喜歡遊車河，最愛『熱狗巴』，因為摩打聲很
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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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珍藏不少，連背包上也有掛上巴士吉祥物鎖匙扣，他對巴士的愛一
秒也不鬆懈，但卻愛得理智。早於 10 年前，第一架設有地台的“Dennis”巴
士退役，立恒選擇預早乘坐這輛巴士懷緬。退役當天人山人海，立恒也身在
其中，但他只在現場遠遠目送它的最後風采。他對巴士的愛一直既遠且近，
這份距離感終在 2020 年迎來突破。

「有天，我在聾福會的會員通訊見到朋友的就業分享，原來他經聾福會
的就業及培訓中心轉介，獲聘為巴士公司的文員！」打鐵趁熱，立恒於同年
應徵巴士公司的錢幣操作員。「當時有 3 個人為我進行面試，叫我作自我介
紹、問我是否了解公司運作，我當時十分緊張。」巴士公司滿意立恒的表現，
沒想到遇上疫情肆虐，香港陷入未知的混亂，巴士公司暫時擱置該職位的聘
請。「我感到失望，但理解各行各業也面對種種困難，只好在其他公司做兼
職儲工作經驗。」

被 擱 置 的 九 招 聘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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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經濟向下，職缺供不應求，便會出現「工揀人」的
局面，聽障人士所面對的困難比一般人更多。聾福會高級就業
主任張建邦表示，聽障是看不到的殘疾，但他們的工作表現與
一般人無異，只是需要多一點包容和體諒。「聽障人士工作時
很專注，能夠接受較沉悶且重覆性高的工作，僱主可多採用書
寫、通訊軟件和他們溝通，他們也能和健聽人士一樣，有不俗
的工作表現。」

張建邦續指，適合聽障人士的工種很多，除了飲食業、酒
店業外，高學歷的甚至可擔當更多元化的工種，如設計、IT 等，
他們只需要僱主給予機會。

只 需 多 一 點 體 諒

立恒與聾福會高級就業主任張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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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 2022 年，巴士公司重新招聘錢幣操作員，立刻想起面試時令大家
留下深刻印象的立恒，立恒終於如願成功入職。「我很開心！雖然錢箱接近
5kg 至 8kg，每次提起也很吃力，幸好我有運動的習慣，所以絕對不成問題！」
令人意外的是，錢幣操作員和立恒的緣分早在 10 年前原來已不知不覺建立。
「我自小學已有儲硬幣、紙幣的習慣，而錢幣操作員顧名思義，需要接觸大
量硬幣紙幣，在耳濡目染下，再次加深我對『儲錢』的興趣。」

夢想之門開啟至今，內斂的立恒忍不住連聲數次表示好開心。「雖然我
是聽障，但工作上大致也應付自如，和各同事也合作愉快，順利溝通。我預
計自己會一直在這裡任職。」而最令他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可「過得跟正常
人一樣」。

開 啟 夢 想 之 門

「衷心鼓勵各位聽障朋友，千萬不要放棄、不要看輕自己，一直努力，
總會有被看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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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聾福會繼續發展順利，不單為了聽障人士，更可為聽
障人士的子女努力爭取福利，亦希望聽障朋友如有求職困難，
可考慮來聾福會的就業及培訓中心，讓大家可在各行各業發揮
所長！

給
聾 福 會

的 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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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父親的言行、性格會被兒子
視為榜樣，故此父親「從上而下」對兒子有深遠影響。但對於
李家父子來說，這個定律卻應改為「從下而上」，小至對爸爸
內在性格的改變，大至對外權益爭取的堅定，全都來自兒子的
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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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光是一名普通上班族，13 年前他和普遍爸爸一樣，為迎
接兒子來臨，預早準備嬰兒床、BB 車等嬰兒用品，「當時太太 
依時入產房，我的心情既緊張又懷著希望，幸好所有事情也在
預算內發生，兒子也是足月出世。」所有「硬件」準備就緒，
唯一預計以外的，是醫院翌日通知李兆光，兒子未能成功通過
聽力測試，對李氏一家猶如震撼彈。

13 年前社會上有關聽障的資訊不多，不單家人、朋友愛莫
能助，連醫院的醫務社工也難以提供很多有用資訊。那怕是網
民笑稱「大神」的網上搜尋引擎，也只是顯示千篇一律的答案。
為了兒子，自言性格「古縮」，「內斂唔多出聲」的李兆光，
不放過任何機構、討論區、媽媽網，挨家挨戶地探聽是否有適
合兒子的服務。

喜 悅 外 的 震 撼 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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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訪問，兩父子肩並肩坐著，爸爸時刻關注兒子，簡單地拍膊頭、輕
擁手臂、或用手肘撞一撞；兒子也全程靜靜、專注地看著爸爸。今日兩父子
的溫馨互動，好比釀製紅酒，葡萄由最初的「澀」走到今天的「醇」，名字
也充分展現出對孩子的寄望。「他的名字『柏醇』蘊含兩個意思，一是希望
他壯健如松栢，二是希望他即使聽障，會遇到比別人多的困難挫折，未來的
日子仍可像紅酒一樣，隨著時間釀成醇酒，越來越順利。」

回想起當初的高低起跌，李兆光仍歷歷在目，「柏醇大約在 1 歲時在聾
福會香港中心受訓，後來再升讀主流幼稚園。以為一切順利，怎想到 K1 學
期尾便接獲老師建議，希望柏醇轉校到專為聽障小朋友而設的幼稚園。」

李兆光坦言，聽障小孩相較健聽小孩被動，與其他主動積極的小朋友形
成大對比，「他是很內向的。」故其後縱然辛苦找到相關機構，卻因面試表
現而被拒諸門外，作為父母，感受點滴在心頭。「當時的我情緒不太穩定，
但怕影響太太，因此我把感受全部往內收，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不開心。」
幾經波折，李兆光為柏醇報讀了聾福會白普理幼兒中心，沒想到卻成為李家
期待以久的轉捩點。

強 壯 如 松 柏
蛻 變 如 醇 酒

葡
萄
成
熟
時

李
柏
醇
、
柏
醇
爸
爸
李
兆
光



88 89

細聽．五十五年同行故事

接送「細細粒揹住個大書包」的柏醇到白普理幼兒中心返學 
放學是「家庭大難題」，需要全家總動員協助。「姨婆每天先
從大埔出發，去我們位於葵涌的家，再接柏醇到馬頭涌道返學，
每天來回轉 2、3 程車。」，若剛好塞車或其他原因，便改由李
兆光和太太接力，「經常要打電話通知公司『會遲到』。」雖
然身體疲累，但李兆光直言多年懸掛在心頭的大石終於可以放
下，因為他看到柏醇找到快樂的棲身之所。

「白普理上下也無微不至地照顧柏醇，老師、甚至清潔姐
姐給我們好多建議，例如最快捷的交通路線。老師度身訂造的
教學方法與主流幼稚園不一樣，令柏醇可融入學校，學會放鬆
自己，開心了。」幼稚園順利畢業後，柏醇更繼續在聾福會的
家長資源中心參加興趣班。

放 鬆 的
棲 身 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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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福會旗下的家長資源中心為不少聽障小朋友提供課外興趣班，中心
主任李淑婷強調，不會視中心為「幫助」聽障小朋友，「我會形容我們更像
一個同行者，我們只是發掘孩子的潛能，讓他們知道自己和其他人一樣， 
別人做到，你也可以做得到。」希望透過興趣班給聽障小朋友得到學術以外
的提升。

李兆光直言柏醇性格和自己相似，不愛表現自己、無自信，中心也建議
要迫柏醇行前一步，鼓勵讓柏醇試參加跆拳道班。「跆拳道是一門需要刻苦
練習的運動，柏醇曾因為拉筋拉到喊，第 2 天起床痛得無法走動。」那個被
爸爸指「有段時間來到中心門口也想走」的小朋友，在父母、同輩、同是聽
障人士的導師 Ben Sir 鼓勵下，不負眾望成功跨過難關，看著家中跆拳小子一
個個金光閃閃的獎牌，父母滿足感洋溢。

李淑婷同樣看著柏醇因跆拳道有所改變，由起初學習跆拳
道時只是「自己同自己玩」，慢慢地提升自信，甚至帶領其他
帶數較低的小朋友，「我們很驚訝他的大轉變，變得如此有自
信。」

做父母年中無休，兩父子日積月累的相處，內心說話相信
早已心照不宣，但當筆者好奇問李兆光是否有說話，希望親口
告訴這心頭肉，一直滔滔不絕的他首次沉默了 10 秒。「我很想
跟柏醇說聲對不起，有時我會衝口而出，說了很多令他難堪的
說話，但他從不會因此發我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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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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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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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聾福會家長資源中心主任李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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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福會在我們全家心中很重要，我們不能想像如果沒有聾
福會會多無助。我們衷心感謝聾福會各個中心的主任、社工、
老師、義工、清潔姐姐，一直以來都給我們滿滿的鼓勵和幫助。
希望聾福會繼續壯大，有更多資源提供更多的服務和活動給有
需要的聾人和一班聽障小朋友，令他們不論生活和學習上也得
到更多援助，能愉快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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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問 影 片

Q R
D O D E

「我多謝他成為我的兒子，成為我幾十年人生中的一個鍛鍊。他令我改
變了很多。由從前的沉默寡言，來到今天主動參與關注聽障學生權益會、成
為權益會主席協助聽障人士，這一切一切，全都因為柏醇令我有這次人生修
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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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耳使用人工耳蝸的深度聽障女生張翠芳，性格內向， 使
自己的情緒如一條拉緊的橡皮圈般繃緊。雖然她的外表看似柔
弱，卻蘊藏無比堅強的心，在心靈防線即將瓦解之時，翠芳抓
緊浮木，竭盡全力地把自己拉回正軌。

添
了
色
彩

世
界
從
此

「我是一個“Yes Man”，不想別人失望、不懂拒絕人，因
此常常滿足了別人，卻忘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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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芳家住新界，從家出發到位於屯門的聾福會新界中心，
需轉 3 程車，車程至少 1.5 小時。是甚麼原因驅使她山長水遠也
要來此？「因為我心情不好，也好像再難以開心起來」簡單一
句，已概括了翠芳兩年前的狀況。

 
人和人的關係好比天秤，雙方重量均等才能出現和諧局面，

翠芳為滿足別人的期望，一直承受對方把砝碼加在天秤上。「那
段時期的我自我形象很低，很容易哭，很瘦，臉也凹入去。」
為了自救，她嘗試發掘自己興趣，轉移視線，畫畫是她一大喜
好，卻把她的內心問題更徹底地曝露。「繪畫老師會給我題目，
但我繪畫速度很慢，一堂完結我仍未能落筆，腦袋完全閉塞。」
日間找不到情緒出口，晚間亦睡不好。

自 救
從

愛 護 自 己 開 始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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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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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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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芳沒有坐以待斃，她決定向聾福會求助，在其他社福機構轉介下，她
首次踏足新界中心，她笑言對社工鄧慧賢 Carol 的第一印象是「她弱聽的。」
儘管 Carol 非以手語作為「母語」，但由於大家同是聽障，翠芳和 Carol 的首
次會面，已談了一個多小時，對於當時容易緊張、內心有重重枷鎖的翠芳來
說，絕對是一趟難忘之旅。

「那時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Carol 戴著透明口罩，我們用手語、筆談、
讀唇不斷交替聊天。」初次見面，翠芳在 Carol 身上找到久違的情緒出口，「我
記得自己很繃緊，不斷在想講與不想講之間徘徊。」

情 緒 漩 渦 上
的 浮 木

世
界
從
此
添
了
色
彩

張
翠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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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 也輕易解讀翠芳的不安，緊握雙拳以模仿這位「初相
識」的女生當時的緊張程度。「加上黑眼圈把她出賣了，一看
便知睡眠質素差。」或許社工天生的敏銳觸覺，她把翠芳怕打
擾旁人的擔憂全部看在眼內，她會主動出擊 WhatsApp 慰問翠
芳，讓她面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慢慢翠芳也學會回應 Carol，
甚至反客為主，笑言「問得 Carol 也來不及回覆」。

 
在情緒漩渦中迷失，翠芳視 Carol 為浮木在危急時救了她，

但過分依賴，則有機會阻礙自己成長。因此 Carol 除了著力從外
在開解，更決心協助翠芳找到生活重心，提升她的自信心。

「Carol 除了和我聊天交談，還發掘我的藝術才能，我每星
期日也會學畫畫，雖然老師是健聽，但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
略懂手語。」在 Carol 的鼓勵下加上自身努力，翠芳成為和諧粉
彩導師，內心的霧霾開始被塗上顏色。

翠芳與聾福會社交及康樂服務中心社工鄧慧賢 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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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興趣，最後至關重要的是家人關係。「家中只有我是聽障，我知道
媽媽一直很擔心我。」由於雙方都擔心會為對方帶來負擔，結果把所有情緒
收藏起來，直至 Carol 介入進行家訪。「媽媽從 Carol 口中得知我對很多事情
也很擔憂，所以當媽媽認識 Carol 後很感動，彷彿可以真正了解我的內心想
法。」

Carol 指，聽障人士要打破慘況，首先要放低自己「好慘」的想法。她
以翠芳為例，「翠芳學會改變自己，主動和家人慢慢溝通，大家行一小步便
有大改變。」

關係重新連結，聾福會去年舉辦聽障青年市集，更鼓勵翠芳展出畫作，
她亦邀請了所有家人前來參與；後來翠芳的作品更被展示在勞福局辦公室，
內心強大後，翠芳整個人也綻放光彩。

重 新
C o n n e c t

的 家 庭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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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初期，翠芳由最初的內斂、緊張，到之後滔滔不絕地
分享自己看法和感想，短短一小時的訪問彷佛看到她在聾福會
尋求幫助到現時開朗的進程。「謝謝 Carol，感謝你帶給我很多
支援、幫助，現在我成長了。」

「我現時情況已比之前大大改善，最明顯是睡好了，人也精神多。過往
繪畫時的頭腦閉塞問題也不復再。」現在翠芳最喜歡採用紫色、黃色和橙色
「好吸引，令人感覺好開心好舒服！」



104 105

細聽．五十五年同行故事

先祝聾福會周年快樂，一路順利！希望聾福會日後可為更
多聽障朋友帶來支援，惠澤更多有需要人士。最重要是希望聘
請更多手語傳譯員，協助小朋友入讀主流學校，大朋友更易融
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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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劇大師差利 ‧ 卓別靈，透過招牌造型、幽默的手法，把
默劇推向巔峰。今次這位受訪者——黃偉強，肢體語言、幽默
感、誇張表情無一欠缺，但他們最大的分別是，默劇是卓別靈
的方法演技，對黃偉強來說卻是真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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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黃強」的黃偉強，是一個需要手語傳譯的聾人受訪
者，但你可透過他的動作及表情，理解他的感受或情緒，這是
一場精湛的默劇表演。「我小時候是健聽的，直到 5、6 歲那年，
因為發高燒到約 101 度，家人立即帶我看醫生。」一支針後，
黃強的世界從此變得寧靜。

「我記得有天老師打給媽媽，說我上課時聽不到老師說話，
故最後轉介我到聾人學校讀書。」由擁有到突然失去，黃強看
得開。「好舒服！嘈音全沒了，即使有人罵我，我也不知道亦
聽不到。」他睜大眼睛表示讚賞，但唯一抗拒的，是手語。「我
在聾校見到很多學生打手語，我好驚，大家像打架，我唔鍾
意。」黃強拍著胸口，緊皺眉頭，左右嘴角呈一個倒轉的 U 形。
幸得老師開解，黃強最終在聾校學會手語和發音。

世 界 由 喧 鬧 走 向 寧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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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強的生活從沒因為自己的聾人身份而變得灰暗，相反他活得多姿多彩。

當時老師建議黃強學做指揮，他靠摸住鋼琴面感受琴鍵拍打的節奏。從那
天開始啟蒙了他的藝術天份，他愛上表演和音樂，即使要兼顧上課、練習及比
賽，但黃強仍樂在其中。 

他由衷地熱愛藝術表演，中學畢業後先後報讀香港大學的默劇課程和小丑
課程，在香港藝術中心修讀藝術課程時，他豁達地在表格上標明自己是「聾人」，
上課時遇上老師語速太快，他積極地舉手希望老師可減慢語速，讓自己吸收更
多，對他來說聾人只是一個「身份」，從來不是阻礙。

藝 術 啟 蒙
之 路

「我小學時在聾人學校首次看到聾人舞台劇，那只是一套很短的話劇，
但我深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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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社會上有關聾人的福利機構不多，黃強經小學同學
介紹認識聾福會，從港島區長途跋涉地到九龍區參加活動，「行
山、旅行、興趣班，聾福會有很多活動！」黃強又會參加何文
田中心（前身為「九龍中心」）的藝群社，與其他聾健人士一
起參加藝術表演和興趣活動，當時的中心主任留意到黃強的藝
術天份和表演才能，邀請他到北角分址的香港中心，成為聾福
會興趣班——「藝趣坊」的表演導師。而「藝趣坊」亦於 2004 
年，在黃強的建議下改名為「藝之樂」。

「我們希望找擅長表演的聾人朋友成為導師，而不是找一
個健聽者指導聾人。我們認為聾健共融十分重要，因此小組會
員上聾、健一定要有若干比例。」香港中心主任薩彥蘭表示「藝
之樂」是一個臥虎藏龍之地，「『藝之樂』的成員全都擅長表
達，他們在小組中得到很多深化的培訓，他們會運用很多手語、
肢體語言，希望令你明白他們想表達的意思。曾有成員在海外
擔任戲劇演員，回流後便加入了『藝之樂』。」

聾 福 會
結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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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強與聾福會社交及康樂服務中心主任薩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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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續
發 光 發 熱

黃強現時除了身兼「藝之樂」成員，亦是聾福會的聾人會員委員會及手
語專責委員會主席，致力推廣手語文化，以及希望為聾人爭取更多手語上的
便利。「政府已陸續改善聾人生活，但對於新聞報導只是行前了一步，希望
將來除了指定時段外，更有其他時間提供手語新聞報導，或政府可推廣更多
手語活動，令社會更認識我們。」

黃強從沒因為自己的聾人身份而把自己封閉起來，相反他一直積極走出
去，和其他藝術團體到美國、日本等世界各地交流表演。黃強一直積極推動
聾健共融，因此他最鍾愛的其中一個獎項，必數 2012 年與健聽人士攜手奪
得的「手語才藝展縯紛」獎座。該獎現正置於聾福會香港中心的展示櫃上，
別具意義。

他認為聾人藝術表演，是一個很好的渠道讓健聽者認識聾人和手語文 
化，因此他希望和「藝之樂」一同成長，繼續為聾人帶來更豐富的藝術發展， 
「藝術層次可以再提高及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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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總覺得聾福會規模很小，只得兩間分址，但現時擴張
了，為不同地區的聾人帶來方便。此外，手語傳譯員比從前增
加了 1 倍，興趣班亦比之前有更多選擇，衷心感謝聾福會一直
增撥資源投放在聾人福利上，謝謝大家的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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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講求包裝，能言善辯往往比沉默寡言更有優勢，做事
可炫耀才能搶眼球，引人注視。久而久之，我們不自覺被固有
枷鎖框住。

有否想過，真正的交流能超越語言界限，不求回響的單純
舉動更能讓內心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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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普遍認為，語速慢的人較深思熟慮，給人謹慎的感覺，
任職醫生的麥廣年正有這些特質。他說話慢條斯理，但每句也
清晰有條理，但他直言自己「不愛說話」，這與他另一個身份
「手語傳譯導師」頗有一脈相承的共通點。

對麥廣年來說，手語傳譯是一門專業，也是他的減壓方法。
「聾人的世界很單純，他們是『我手打我心』，想表達的意思
和打出來的手語是一致的。」他笑言，手語也是他和太太的秘
密暗號，「食飯時遇到古怪鄰座，我們會打手語交流。」

手 語 讓 我 減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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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廣年和手語早於 32 年前結緣，那年會考後，他趁拔尖升讀大學前的一
年空窗期，選擇了當時冷門另類的手語課，初相識已教麥廣年印象深刻至今。
「導師教我們用手語演譯林子祥的『愛的種子』，我想不到一個大男人可以
如此柔情地『唱』這首歌。」10 堂後課程完結，麥廣年亦正式投身大學的醫
學課程，手語之旅暫告一段落。

醫科一向被視為「神科」，麥廣年在醫科學生和醫生兩個角色間一直游
刃有餘，沒想到看病時竟遇上令他「難以啟齒」的狀況。「有些獨自看病的
聾人很無助，我不理解他們的語言，需加口型才弄清楚大家的意思。」當年
麥廣年已成為實習醫生，隨著工作開始上手，他決定再次報讀手語班，機緣
巧合下，他認識了聾福會。

冷 門 興 趣
3 2 年 前 結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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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廣年每星期也在醫生和手語課程中游走，醫生工作忙碌，但他沒有以
此為藉口，反而時刻把握機會對鏡子練習、和身邊人交流學習。修畢手語初、
中、高課程後，麥廣年再下一城參加面試、遴選加入聾福會小組「手語同學
會」，希望成為手語傳譯義工，為更多聾人服務。「作為醫生的確很忙，但
我仍有私人時間可調動。」

手語傳譯是一門很費心神的工作，是聾人接觸外界資訊的重要渠道。「你
需要很專心、全神貫注地觀察對方的手語，因為同一個手語有不同意思，需
要執字粒般把詞語重新傳譯成一句句子，又不能太書面語，要以口語表達。」

麥廣年重拾手語後，某天有位聽障朋友再來看病，驚訝於麥廣年的手語
進步多了，「這種肯定令我很高興。」

躋 身
傳 譯 義 工
手 語

醫生的天職是幫助大眾，手語傳譯則針對小眾，麥廣年徹底地示範何謂
圓滿助人。「我喜歡幫人，能夠幫助別人給我很大的動力繼續學習手語，我
獲得的喜悅難以用言語形容。」

手 語 傳 譯
講 「 心 」

聾福會手語中心主任陳玉娟表示，「手語」是一門語言，
要長時間浸淫，「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聾福會的手語
部目前共有 9 位全職手語傳譯員，她指手語會跟隨社會步伐一
直改變，作為手語傳譯員更要理解社會發生的事，每天讀報，
才可為聾人朋友帶來更多便利。陳玉娟直言，要成為手語傳譯
員的首要條件是「心」，「必須有心，加上天份、勤力，才可
為聾人朋友帶來更多便利。」作為麥廣年的手語導師，陳玉娟
早已感受到他的「心」，不單邀請麥廣年擔任聾福會《香港手
語 - 醫療》書的顧問，更請他手執教鞭，教授中心的初級手語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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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福會手語中心主任陳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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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時任職學生會會長，培養了麥廣年的領導才能，他坦
言成為老師比學生得著更多，「你必須肯定自己傳授正確知識
給學生，讓他們打好基礎。」他笑言作為手語學生多年，腦內
早有一套教學心得，要活用方法助學生學習，不可以搬字過紙。
春風化雨十載，麥廣年認真看待手語課程，視它為一門專業，
遇到害群之馬時難免氣憤。「有些學生上堂只為簽到，點名後
便自行下課。」

幸而，老懷安慰的例子更多。「我遇過一位聾人病人和手
語傳譯員前來看病，想不到這手語傳譯員竟是我初班學生！她
畢業後已成為全職手語傳譯員，我很老懷安慰，原來授課、推
廣也可以幫助聾人。」

傳 授 手 語 之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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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聽．五十五年同行故事

參加聾福會的手語課程前，我有參與另一個於 1986 年成
立的義工小組，我翻查資料時才發覺原來手語同學會也是 1986
年成立的，對我來說這個既是巧合，亦可視為我的一個自我延
續，我衷心希望將來可繼續為聾福會做義工。並祝願聾福會將
來可培育更多手語傳譯員，推動和爭取更多聾人醫療和教育等
福利！

給
聾 福 會

的 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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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問 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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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香港有多少隻麻雀嗎？報章指出，2022 年全港約有
29 萬隻麻雀，數目較 2021 年上升，假若你家附近種有樹木，
早上或會被棲身其中的雀鳥聲把你從夢中吵醒。

 
看似普通不過的日常聲音，對現年 25 歲的學綸來說，中四

才首次迎來這大自然的頌讚歌。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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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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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綸一出生便被診斷為雙耳嚴重聽障，助聽器是他「奢侈
的必需品」。「一部助聽器費用高昂，每逢下雨，我很怕助聽
器被雨水沾濕。」一般人擋雨時會用手遮頭，他卻需要用手掩
蓋雙耳。「其他小朋友可以在雨中玩耍，對我來說不可能。」

 
憑著自身努力，學綸從小便在主流學校讀書，有一群好

友常陪左右，無奈上課時卻要單打獨鬥。「有時候我未能完全
明白老師教授的內容，亦不能每次下課後問老師『你剛才說甚
麼？』，因此當聽不到老師說話時，我唯有選擇『索性唔聽』。」

奢 侈 的 必 需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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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學綸十多歲時，醫生認為助聽器已無法應付他的日常生活，建議他
在考 DSE 前改用人工耳蝸，因此認識了聾福會服務協調主任陳美玲。美玲指
人工耳蝸中心社工每月會與瑪麗醫院團隊，包括醫生、言語治療師及聽力學
家，一同為聽障人士會診，鼓勵他們參與人工耳蝸分享會以掌握術前準備，
同時與人工耳蝸使用者進行交流及分享。她笑言至今仍難忘學綸充滿正能量
的個性，「學綸曾說聽障讓他篩選『啱聽』的說話，被媽媽責備時可以扮聽
唔到。」

 
當年網上有關人工耳蝸的資訊不多，學綸在美玲解釋了人工耳蝸手術的

注意事項和風險後，仔細考慮了一個月，終讓聽力較差的左耳接受人生首個
大型手術。「我只記得當時在手術枱吸了笑氣（吸入性麻醉氣體）便昏昏入
睡。」3 個多小時後，手術順利完成。

一 個 月
考 慮
的

學綸與聾福會服務協調主任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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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耳蝸並非魔法，不會使耳朵突然「開竅」接收聲音，
需按步就班地調校聲音的接收程度，避免使用者出現頭暈等不
適反應。「起初配戴助聽器的右耳，比使用人工耳蝸的左耳聽
得更好。」

 
另一個新鮮嘗試，還包括上課時終可放鬆雙眼，毋須用力

盯著老師，「從前我要靠助聽器和讀唇才能掌握課堂內容，但
我終於一嘗同學上課『一心二用』的滋味。」學綸笑笑地分享
讀大學時，教授都愛口頭分享考試貼士，多得人工耳蝸，讓他
獲得與其他同學同等的「福利」。

認識學綸已十個年頭的美玲，見證著他由少年蛻變為成年，
始終不變的是學綸仍保留那份赤子之心。「學綸從不介意別人
知道他是聽障人士，很主動表達自己的需要和所遇到的困難，
並採用很多方法克服。」其中一個雙方也認同的困難必屬 2019
年的新冠疫情。

首 次 聽 到
雀 鳥 聲 音

但捱過了適應期，某天起床上學，陌生的聲音從四方八面
襲來，學綸細心聆聽才知道是來自後山的雀鳥，「這是我戴助
聽器時從未有過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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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戴著口罩，我不能再透過讀唇解讀，耳朵接收到一堆聲音，但難
以理解大家的說話。」疫情期間，網上視像會議大行其道，但聲音來自面對
面交談還是經過電子壓縮後輸出，對聽障人士來說有很大分別。「那是一項
大挑戰，但我不斷要求自己在無字幕的情況下瀏覽 YouTube，目的是訓練自
己聽力。我很感謝陳姑娘（美玲）聯絡瑪麗醫院為我安排言語治療，對聽障
人士來說， n 音和 m 音、Si 音和 Shi 音都是需要經過訓練才可辨別。直至現
在，雖然我的聽力依然有限制，例如不可在餐廳八卦鄰枱的對話內容（笑），
但整體上我的溝通能力比以前暢順了不少。」

整個訪問中，學綸經常將聾福會和美玲掛在口邊，他亦直接用行動表示
感激之情。「學綸經常參加聾福會的義工活動，當教育局需要拍攝有關聽障
的節目內容，學綸會毫不猶豫答應；他也會出席政府政策論壇，一同爭取人
工耳蝸的資助。」

聽障無疑是一大難關，但整個訪問中，學綸從沒有流露自怨自艾，更多
的是積極和自信。「大家未曾經歷聽障、使用人工耳蝸，難以理解那是一種
怎樣的狀態。作為過來人，我感激自己有這個機會，可向更多人分享自己使
用人工耳蝸的好處，更切實地回饋社會。」

疫 情 下 的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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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小已接觸聾福會，例如到聾福會香港中心、尚德幼兒
中心參加興趣班。由於我一直在主流學校讀書，健聽同學難以
明白我的聽障難處，但多得聾福會提供平台，讓我認識到一班
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支援。有賴聾福會多年來一直為我們爭取
很多服務和支援。我可以很確定說一句，若不是聾福會，我今
天未必可以坐在這裡分享，甚至開開心心地工作和讀書，多謝
聾福會！

給
聾 福 會

的 說 話

訪 問 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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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聾福會的 55 周年紀念特刊留下我的片言隻語，我實
在感到萬分的榮幸。

初出茅蘆，便踏入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的家門，這是我的
第一份工作，亦是我一生的事業，轉瞬間已是 40 多年的光景。
我從一名「青苗」工作員成為「甘草」工作員，這些年頭經歷
了不少辛酸及快樂，從一個全無社會經驗的丫頭至今，實在有
太多的感受和回憶。入職初期，同是聾福會服務發展的「雛」
期，機構的服務人手有限，所以我可參與各項重要服務，是一
個珍貴的工作磨鍊及自我成長的機會，實在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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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在 1982 年 12 月，我協助聾福會帶領一團 23 位成員的菲律賓考察團，
了解當地馬尼拉黎剎公園之聾人咖啡店運作，為日後本會成立賽馬會聰鳴茶
座鋪下一條長遠的路途；另於 1984 年 4 月，協助組成聽障人士表演隊前往
日本參加該國的第一屆舉辦給殘疾人士的國際藝術活動，藉此推進了聾福會
的藝術發展。

自 1978 年起鼓勵及發掘聾健朋友組成手語歌小組，推動他們對音樂及
歌曲的認識，將一些勵志歌曲以手語演繹。並向社會各界推介小組的能力，
公開參與社區表演或比賽，這股動力在社區各階層帶來一股手語歌的熱潮。
及至現在小組仍然是本會一個活躍、成熟及成功的社交小組及表演隊伍。由
組員及小組帶給我的成功感實在難以筆墨形容。

在多年的工作歷程中，我最自豪是鼓勵聾人以手語表達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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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社交及康樂服務中心於 1978 年成立以來，一直鼓勵及推動義務工
作的概念，主力組織及培訓義工隊，協助會務的發展及參與日常運作，當中
付出的時間及心血也獲得很大的迴響及回報。現時的義工組有不少是與我共
事 10 年、20 年、30 年，甚至 40 年的老友記。我們一起在服務中成長、認
識及交心，她們亦是我永遠的知心朋友。

由於本會發展初期人手不多，工作分工也不太明顯，各大小事務我亦有
參與當中，如初期輔導中心尚未成立，凡是聾人朋友有需要的個案服務、手
語傳譯服務、陪診服務等均有我的角色；重要的行政工作也大大擴闊我的眼
界，包括安排中心的裝修工程、搬遷工程、舉辦開幕禮、大型比賽、賣旗日等。
我的工作經歷也伴隨著我的成長。服務團隊隨著時間巨輪曾面對衝擊，經歷
了不少人事交替，但當中的合作無間，大家的相互支持及補足，都讓我能在
工作中面對各樣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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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3 年起本會參與一項全港性的國際復康日活動，推動
全港市民對殘疾人士的認識。我在當中能與各地區的服務機構
聯繫及與各義工合作推出各大小的地區公眾教育活動和服務，
令我在工作的網絡及人脈關係大大增加，有助成為本會各項服
務發展上的一股助力。

此外，我見證著各服務中心的成立，本會多個專業服務團
隊的開展及成功而獲得的美譽、同工數目的大躍進，都是機構
這些年來的努力成果，我亦感到一份欣慰及光榮，種種難忘的
回憶也不時在腦海中浮現。期望聾福會的服務繼續精益求精，
邁進更多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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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年里程碑 細聽．五十五年同行故事

1960~80 年代

一群專業人士及家長創立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1968

加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成為機構
會員。

1971-1972

編著「香港聾人服務指南」及
「聾童家長資料小冊子」，並
為聽障人士及家長提供輔導服
務。

成立了第一所耳模室，為聽障人士提供
訂造耳模及維修服務。

1973-1974

聘用第一批全職員工為聾人提供服務。

1974
舉 辦 第 一 屆 手 語 培 訓 課 程， 讓 有
興 趣 學 習 手 語 的 公 眾 人 士 報 讀， 
以掌握手語知識及技巧。

於西營盤醫院道開設第一所多元化服務
中心（香港獅子主會聾人服務中心）。

1976

設立「嘉格理紀念獎學金」，令更多 
聽障人士接受專上教育。

1977

舉辦「會徽設計比賽」，並採用為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官方會徽。

1979
於何文田愛民邨舉辦「獅子會九龍聾人 
中心」開幕儀式。

增設聽覺檢測儀器及驗耳室，以 
提供專業聽力評估及支援服務。

1980

與業界努力爭取下，深度聽障人士
於 1980 年起，可領取由政府派發
之傷殘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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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年里程碑 細聽．五十五年同行故事

1980~90 年代

開設第一所特殊幼兒中心「獅子會
九龍特殊幼兒中心」，提供主流全
日制幼稚園課程及全方位個別訓
練。

1981

成立「聾人緊急貸款基金」，助聽障
人士解決燃眉之急。

1982
組成「聾人菲律賓考察觀光團」遠赴菲律賓，
考察一間由聾人經營之馬尼拉咖啡室。

第一輛流動驗耳車投入服務，拓展聽覺
服務開展到不同社區。

1985

1986
主辦「第一屆亞太區聾人服務會議」，
讓 亞 太 區 的 與 會 者 認 識 本 會 的 服 務 
發展。

開辦「約翰賽斯中心聾童家長函授課程」
( 聽障學童家長 )，協助家長教導聽障兒
童改善溝通及語言技巧。

1987

1989
本會及香港大學醫學中心瑪麗醫
院 外 科 學 系 耳 鼻 喉 組 攜 手 成 立
「人造耳蝸中心」，並進行了香
港首宗多頻道耳蝸移植手術。

「家長資源中心」正式啟用，提供多元
化及全面的服務，支援家長培育聽障子
女所面對的困難。

1992

舉辦「音樂訓練對聾童教育的重要性」
研討會，提倡以發聲練習和聲調覺識為
主的音樂訓練，能顯著改善聽障兒童說
話的清晰度。

1993
舉 辦「 資 助 聽 覺 受 損 人 士 購 買 傳 真 機 
計劃」， 以改善殘疾人士的生活環境。

承蒙會長李國賢太平紳士捐款，設立
「李志雄聾人教育基金」及「李國賢 
聾人教育基金」，協助有志修讀專上課
程之聽覺受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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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年里程碑 細聽．五十五年同行故事

1990~2000 年代

「白普理幼兒中心」正式開幕。承蒙
白普理慈善信託基金、麥當勞叔叔兒
童 慈 善 基 金 及 政 府 獎 券 基 金 捐 助， 
遷往九龍城現址及易名以表答謝。

1994

1995
開設全港首間由聾人營運的社會企業
「聰鳴茶座」，為聽障人士提供就業及
飲食業訓練機會。

開辦「聽覺受損人士中五覆修課程」，
助聽障人士爭取中學會考後繼續升學。

推行「輔助就業計劃」，為聽障人士提供
有關的訓練，協助他們公開就業。

1996

舉辦「中港交流計劃」，為兩地專業人士
提供難得的分享機會以交流工作經驗及 
心得，從而改善服務質素。

1998

開設「耳科中心」，邀請耳鼻喉專科醫生
為會員診治耳疾，以加強聽覺及醫療服務。

本 會 於「 第 19 屆 國 際
聾 人 教 育 會 議 」 中 發 表 
 「有關人造耳蝸對聽覺
受 損 兒 童 的 影 響 」 的 研
究。

2000

成立「就業服務中心」，推行聽障
人士在職培訓計劃；並開設「藍田
聰鳴茶座」，促進聽障人士就業。

2001

首次舉辦賣旗日 ( 港島區 )
活動，善款用作家長資源
中心服務經費。

2002

2003
開設「新界綜合服務中心」，服務拓展至
新界區。

舉辦首個以手語為媒介的藝術
表演比賽「手語才藝展繽紛」，
推廣手語，促使社會大眾了解
聽障人士及關注他們的權益。

2003

組成「電視字幕關注小組」，關注及監察
不同視像媒體的節目字幕事宜，並和不同
媒體的行政人員作交流並提交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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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年里程碑 細聽．五十五年同行故事

2000~10 年代

成立「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為 0 
至 6 歲有聽覺障礙或語言發展遲緩
的幼兒提供聽覺及語言訓練服務。

2005

成立「關懷聽障人士基金」，資助
聽障人士選配合適的助聽器、溝通
傳話器及人工耳蝸配件。

成立「職聰復康網絡」，
為 職 業 性 失 聰 人 士 提 供 
社交及康樂服務。

2006

本會聰鳴茶座於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
小學的第三分店「聰鳴小屋」正式開
幕，為聽障人士提供就業及培訓機會，
並於校園建立無障礙溝通的環境。

2007

出版「聽障人士服務指南」，
介紹聽障人士在港享有的服務
和社區資源，並載有聽障人士
心聲分享，推動積極面對聽障
的信息。

2008

推出「聾行天下」系列，讓聾健
青 年 組 團 到 內 地 考 察， 了 解 當
地聽障人士的教育、就業及福利 
政策情況。

2009

發佈「聽障小學生在融合教育遇
到的困難及挑戰」調查結果，並
舉行「協助聽障學生有效學習及
融入校園」研討會。

2009

「 萬 耳 長 城 聾 健 共 融 」 計 劃
獲得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
「2009 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
劃」的「十大卓越服務獎」。

為立法會提供即時網上手語傳譯。
2010

成立「關注聽障學生權益會」，反映聽障學生
的困難和爭取應有的資源和待遇。

成立「聽障青年支援網絡」，凝聚聽障
青年參與義務工作，貢獻社會。

2011

編著「精靈小耳朵」粵語語音辨別教材，
以提升聽障兒童辨別不同輔音的能力及
提高他們的語音意識，改善發音問題。

成 為 警 方 992 緊 急 短 訊
求 助 服 務 指 定 登 記 機 構
之一。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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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 年代
2013
推行「聽障體驗社區教育計劃」，讓
學生體驗無聲世界。

創作共融音樂劇《聰鳴蜜語》，藝
人羅鈞滿及吳浩康投入演出，聾健 
合作，各顯所長。

2012

籌辦「融合教育資源中心」，協助聽
障學生適應主流學校的學習及校園生
活，以構建「關愛共融」校園。

2014

開設「手語專頁」、建立無障礙視頻
「手語直擊」，推廣手語普及文化。

開展「幼稚園聰伶到校支援計劃」，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盡 早 提 供 
支援。

2015

編著《香港手語 - 醫療》，讓聽障人士
於求診時，以醫療手語與手語傳譯員
溝通，確保醫護人員作出有效的診斷
和治療。

聰鳴茶座獲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資助
進行裝修翻新工程，命名為「賽馬會
聰鳴茶座」，並舉行了「Silent Kitchen
『鳴』廚大賽」，以推廣「聾健共融」
的信息。

2015

本會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開發流動應用
程式「聰鳴語音工具箱」，提升聽障兒
童粵語語音的聽講能力。

「e-Connect 就業連網」乃為本會聯同 5 間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
合辦的就業平台，促進殘疾人士與長期病患者就業。

2016

訂定每年 9 月 18 日為「香港手語日」，向社會各界推廣手語，
促進無障礙溝通。

承 蒙 李 國 賢 基 金 會 的 贊 助， 資 助 聽 障 青 年
前 往 荷 蘭 參 加 由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Young People 舉辦的「聽障
青年交流營」。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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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 年代

舉辦 50 周年慈善晚宴，並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時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 , GBS , JP 作為
主禮嘉賓。

2018

增設「新界綜合服務中心 ( 良景 )」，為區內聽障人士提供多一個服務點。

舉辦「聽覺中心 ( 紅磡 )」、就業及培訓中心、全新流動
驗耳中心開幕禮。

2019

開展「閃耀童行」學前駐校社工服務計劃，為多所學前單位
提供專業社工駐校服務。

獲社署撥款於將軍澳寶盈花園成立全資助家長資源中心。

2020

「香港手語日」成立 5 周年，並於樂富廣場設立無聲展覽
及舉行 Facebook live 網上手語班。

向房委會爭取廣泛地為有需要的聽障人士居住的公屋單位
免費安裝火警閃燈。

獲社署資助開展「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聰伶到校支援隊」。

編著《香港手語 – 社政》，推展手語時事廣播。

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成功爭取於 7 月起每晚 7 時於明珠台播出的新聞報導，
增加手語的即時傳譯。

成立「教育、培訓及發展中心」及籌辦「專業手語傳譯證書」課程，以
培訓更多的專業手語傳譯員。

成立「聽障青年發展基金」，資助聽障青年發展體育及藝術潛能。

於將軍澳及新界綜合服務中心開展「聾人子女服務」，服務對象為 25 歲
或以下聾人子女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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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現今

2022
向政府成功爭取於《2022 年施政報告》
中擴大醫療券使用範圍至聽力檢查驗
配助聽儀器。

十多年來向港鐵建議引入關門提示燈，終成功 
爭取承諾於 2024 年內為 27 個轉車站月台安裝 
相關裝置。

2023

成立「人工耳蝸慈善基金」，並獲會長李嘉輝 
先生捐出港幣 100 萬元，作為啟動基金。

2023

疫情緩和後首個大型手語活動—第 8 屆「香港手語日」暨啟動禮，於商場設置多個有趣手語 
遊戲攤位，推廣手語。

「四季人生」五十五周年戲劇表演，真人真事改編，首次將「聽障」、「健聽」、「傳譯」三軸 
通過藝術處理匯聚呈現，突破固有無障礙舞台概念。

邀請嶺南大學「嶺大創業行動」，針對聽障人士的需要， 
設計出防護規格達到 ASTM Level 3 標準的全透明過濾口罩。

2021

首創以「手語飄流教室」形式舉辦第 6 屆「香港手語日」。

舉辦「人工耳蝸手術及復康研討會」，對象包括教育機構、社會服務機構職員及對人工耳蝸手術 
有興趣的人士。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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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表格 Donation Form
克服聽覺障礙  共創精彩人生

Help us overcome hearing impairment and build a life with boundless potentials!

過去日子，本會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為本地聽障人士提供多元化服務，您的支持更有助我們開展新服務，協助
聽障人士共創精彩人生！請繼續支持本會！
With the community's support in the past years, the Society has endeavoured to deliver comprehensive service for local hearing impaired 
persons. We need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services and help hearing impaired persons lead a brighter future of 
boundless potentials!

我的支持 My Support
本人樂意：

　　一次過捐助支持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為聽障人士提供的服務。
　　I want to give a one-off donation to support the service of the HK Society for the D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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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捐助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只限信用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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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Email 日期 Date

捐款方法 Paymen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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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號碼 Chequ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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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ally from your card until further notice. If there are any changes in your personal data or credit card details, please contact us as soon as possible.

　　 VISA        　 MasterCard　　　　　　 信用卡號碼 Card No.:

　持卡人姓名 Holder's Name : 　 持卡人簽署 Signature:

　有效日期至 Expiry Date: ( 月 Month/ 年 Year)　　/　　( 最少兩個月內有效 Valid for at least two months）

為保持聯繫，我們可能會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向你提供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的最新消息、活動推廣、籌款呼籲及收集意見。如你不願
意收到上述資訊，請在下面的方格填上「✓」號。
To stay in contact with you, we may us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inform you about the news, activities, fundraising appeals and to conduct survey of the Society. 
Please“✓”the below box if you disagree to being contacted for these purposes.

　本人不願意收到上述資訊。I am not willing to receive the above information.
備註 Note：
1. 請填妥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或銀行存款收據寄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903 室，以便發出正式收據。如直接存入戶口，可把表格及
銀行存款收據傳真至 2529 3316。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and mail together with your cheque or pay-in slip to Room 903, DWSSB,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for issuing of an official 
receipt.  For direct bank-in, donation form and pay-in slip can be faxed to 2529 3316.
2. 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Official receipt will be issued for donation of $100 or above for tax exemption.
3. 你的個人資料將用於本會發出捐款收據及資訊之用。
The Society will keep your personal data for issuing receipts and sending our news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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