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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鋼琴家膺十大傑青

二〇一〇年十月四日 星期一

她雙手只有三根完整的手指，卻憑毅力成
為出色的鋼琴演奏家。今年獲選為 「十大傑出
青年」 的黃愛恩，用意志克服身體殘障，雖然
經歷多次叩門拜師被拒，還要比普通人花上四
至五倍時間練琴，一首演奏曲甚至要花一年半
載時間鑽研，但無阻她對音樂的熱誠。她謙稱
： 「如果上天開玩笑，給我一對正常的手，我
未必有今日的成就。」

本報記者 宋佩瑜

曾德成：申亞無礙改善民生

拜師遭拒不言棄 克服殘障創成就

黃愛恩的音樂成長之路並不平坦。由於母親在懷孕期
間感染了德國麻疹，她出生時只有三根完整的手指，病菌
還侵蝕了她的四肢。由六個月至十三歲期間，醫生為她做
過多次矯形外科手術，矯造其餘的七根手指頭。雖然黃愛
恩的雙手並不健全，但她克服重重困難，運用其獨特的雙
手學習鋼琴，並達到演奏級的水準。

聽覺敏銳觸發學琴興趣
黃愛恩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恒生商

學書院等專上學院教授世界音樂。她還私人教授鋼琴，並
特別以過來人的經驗去幫助和鼓勵手指殘障的兒童學彈鋼
琴。

很多人會好奇地問，只有三根手指的她，當初為何選
擇學彈鋼琴？黃愛恩表示，她並不是好勝或刻意要找一種
樂器挑戰，而是發現自己的耳朵特別敏銳，最初只是用一
隻手指彈單音。在十三歲後，她四出找尋老師想學彈琴，
卻吃了不少閉門羹。 「當時無人肯教我，無人肯收留我呢
個學生。曾經想過放棄，但自己本身鍾意音樂，所以想試
試。」

恩師橡筋綁手尋找教法
幸運地黃愛恩得到大學一位恩師吳美樂博士的指導，

她終於有今日的成就。 「最初老師都無教殘障人士的經驗
，佢就用橡筋綁住自己的手指，模仿我的指法……」談及
彈琴最困難的地方，她說是轉指法，因為彈琴速度要比普
通人快，轉手指的次數亦要比別人多。就算是普通的樂譜
她都要大改，以配合自己的指法。因此，黃愛恩平日要比
普通人花上四至五倍的時間練琴，平均每日至少練習四至
五小時。

黃愛恩談及得獎感受時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特的
，不應着眼於自己沒有或失去的，應該着眼於從無到有，
並與別人分享。她表示，因為自己身體殘缺，經常會聽到
一些難聽的說話，與別人握手時都會感到尷尬和不好受。
「但我必須接納這是我身體、生命的一部分，這是不能改

變的事實。」她的人生座右銘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向着標杆直跑。」

「乒乓孖寶」同樣獲獎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是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在一

九七○年創辦，至今已選出傑出青年共三百零四人。今年
第三十八屆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的其他得獎者包括：港
隊代表 「乒乓孖寶」李靜和高禮澤、藝人謝安琪、多次在
資訊科技界獲獎的傷健人士劉曉鋒、推動環保的港大副教
授梁美儀、環保人士盧思騁、眼科醫生梁裕龍、結直腸外
科醫生吳兆文、服務長者的社企負責人黃卓健。每位傑青
背後都有其可歌可泣的故事，很值得年輕人學習。

評判之一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致詞時表示，他與
參選年輕人談話的過程中，了解到各人無論在自己的事業
、對本港、海外以至地球的遠景都有一定的承擔和貢獻，
令他感到香港後繼有人。 「有人認為時下的年輕人一代不
如一代，但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顧慮，大家應該肯定青年
人的潛力和成就。」

【本報訊】施政報告即將公布，各政黨均促請政府
考慮復建居屋。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出席一個論壇時
，建議政府重新考慮復建居屋，以及在西鐵沿線上蓋加
推土地，優先興建中小型單位，以增加房屋供應量，解
決夾心階層的住屋問題。

城市論壇昨日邀請各政黨討論房屋及福利政策。譚
耀宗表示，政府應該長遠規劃房屋政策。除了考慮復建
居屋外，目前西鐵沿線有九個站，上蓋土地可興建共四
萬多個住宅單位，合共約三千萬平方呎，可興建中小型
住宅單位，解決夾心階層的住屋問題。

對於有消息稱，政府計劃以 「先租後買」的貸款方
式，資助市民置業。譚耀宗表示，由於方案資料不詳，
他認為政府應提早拿出來給社會討論， 「如果好似電燈
膽事件咁一片噓聲，就唔係幾好。」

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認為，有關政策會引起不少行政
問題，亦難以確保受資助的市民租住單位後，必定會購
回單位。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擔心計劃將進一步推高樓
市。兩黨均贊成復建居屋，認為居屋制度推行已久，較
容易執行。

不過，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反對透過不斷復建居屋來
解決住屋問題，建議政府考慮 「流轉公屋」的政策，縮
短公屋輪候時間之餘，讓無能力租住私樓及不符公屋入
息規定的人士，以市值租金租住公屋單位，為期五年，
期滿後遷出時可獲政府退回全數租金差額，以助夾心階
層儲蓄置業。

昨日的論壇邀請了多個政黨代表出席，台上、台下
爆發了不少火花，有社民連成員多次在台下打斷嘉賓發
言，換來其他人的噓聲。民建聯早前因有議員被包圍辱
罵和飛雜物而杯葛出席《城市論壇》。

各政黨支持復建居屋

【本報訊】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代表業界在議會發
聲，維護業界利益，卻常被反對派 「妖魔化」。有功能
界別議員表示，不希望被人用 「有色眼鏡」看待，正積
極考慮在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轉戰地區直選，或選擇在
新界東參選，以證實力。

會計界議員陳茂波透露，自己正考慮是否在二○一
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參選地區直選。他表示，外界有
時會用 「有色眼鏡」看待功能界別議員，即使在業界內
的工作已處理得很好，亦難以得到普遍的認同，因此他
考慮挑戰難度，參加地區直選。

各政黨團體正積極備戰明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好
為後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布置地區樁腳。陳茂波笑言，
「地區工作當然宜早不宜遲」，他坦承自己缺乏地區工

作經驗，無什麼樁腳可言，在地區的知名度與其他直選
議員亦有一段距離，令參選難度加大。但他透露，獲
「政界高人」指點，若政府維持現有五個直選選區不變

，或從較少專業人士參選的新界東出選。至於明年的區
議會選舉，他表示，曾考慮參選，但因時間上難以分配
，故此參選機會不大。

陳茂波有意轉地區參選

【本報訊】行政會議成員劉皇發屬下公司多宗物業
交易沒有申報，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昨日回應時表示
，行會成員的利益申報制度嚴謹及審慎從嚴，行會每次
開會討論土地或房屋問題時，成員都要口頭再申報利益
。他同意行政長官曾蔭權日前的聲明，有關申報可以有
更清晰化的空間。他相信劉皇發只是無心之失，並非蓄
意隱瞞。

梁振英：劉皇發非蓄意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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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座右銘

成功者永不放棄，放棄者永
不成功；成功不是爬得多高
，而是當跌倒時能夠堅強的
站起來。

永不言敗，上善若水。

嘗試是成功的第一步，挫折
是成功的必經路。
為錢財做事，易生厭煩；為
理想做事，能耐艱辛；為興
趣做事，永不懈怠。
修己─全力臻善，全心臻
美，是最滿足。善群─服
務社群，激勵他人，是最尊
貴。善群是修己的表現，修
己乃善群之始基。

腳踏實地，踐履無限。

勝不驕、敗不餒。
勇對逆境，笑看世情。活在
當下，貢獻真誠。
Follow your dream. Work
hard. Be Kind.（追隨夢想，
努力奮鬥，友善待人。）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
標杆直跑。

【本報訊】患上肌肉萎縮症、需要以輪椅代步的
劉曉鋒今年同獲 「十大傑青」，由於預期自己生命短
暫，他希望努力用自己剩餘的時間，繼續研發改善傷
殘人士生活的電腦軟件。

今年二十六歲的劉曉鋒多年來克服了重重困難，
先後在會考及高考取得佳績，於○六年成功考入香港
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由於疾病關係，他的心肺功
能日漸衰退，四肢亦變得軟弱無力，只可以一雙筷子
按鍵盤來抄寫筆記和做功課；每天亦要母親陪同上學
，連翻書也要母親代勞。

經過三年的堅持和努力，劉曉鋒於去年以甲級榮
譽畢業，並先後在校外奪得多個資訊科技研發獎項。
他早前在理大就開發了一套以SMS短訊為基礎的服務

，協助機場旅客和遊客隨時獲取最新的航班狀態資訊
等。該項目更獲得香港電訊管理局和多間機構夥伴資
助。

另外，港隊代表的 「乒乓孖寶」李靜和高禮澤，
也同時當選本年度 「十大傑青」。二人表示，打算退
役後當教練，而在體育發展之外，也會多做社會服務
，透過分享自己的奮鬥故事，勉勵下一代堅持理想。

原來李靜在九七年參加美國乒乓球公開賽期間，
因吃過牛肉後食物中毒，自此不但對牛肉產生食物敏
感現象，體能恢復亦較以往慢，最令他難以接受的是
該次 「意外」令他被迫於正值 「當打」之年淡出國家
隊。經過多年的努力， 「乒乓孖寶」為香港奪得了第
一面奧運乒乓球男雙銀獎。

肌萎IT人盼改善殘疾人生活

【本報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以 「追求全
面均衡發展」為題，在其網上專欄 「局長隨筆」撰文指
出， 「申亞」不但對改善民生毫無影響，反而會通過促
進經濟，帶來實利，符合社會大眾的利益。

曾德成說，港府就申辦二○二三年亞運會的諮詢，
受到市民廣泛關注。在已表達的意見中，不少很有警醒
作用，例如擔心會出現 「大白象」工程，對 「好大喜功
」心態深惡痛絕等。他表示，這些意見的提出都有道理
。放眼海內外，過去類似的體育或非體育大型計劃，出
現過不少令人痛心的浪費案例，給社會留下深刻創傷。
對於這些教訓，政府是謹記於心、時刻提防的，但市民
的擔心仍然讓政府有新的感悟，更加感受到公帑兩字中

，惟 「公」惟大。
曾德成認為，香港有相對充裕的資源，可以根據不

同領域的需要，去作不同的投放，而不是只可以有一個
選擇，只可以投放於一兩個方面，而不及其餘。香港完
全可以在改善社會民生的同時，在其他領域有所發展。
這樣的多元發展其實又是相輔相成的，促進體育運動發
展，其實也是改善社會民生的重要部分。

推動體育事業符大眾利益
曾德成指出，數年前，即遠在 「申亞」成為議題之

前，特區政府就作出規劃，將會投資約三百億港元興建
啟德多用途體育館及其他體育設施，以滿足社會的長遠

需要。這都可以利用作亞運設施，但與是否舉辦亞運會
無關。

他說，計算一下可以發現，這樣的長遠投放，相對
於政府每年直接為改善社會民生的投放，不算多，更加
談不上 「罔顧民生、勞民傷財」。因此，推動體育事業
發展，符合社會大眾的利益。

曾德成認為，重要的是，香港要面向未來，在多方
面作出投資。香港有能力同時向不同領域投放資源，以
全面提高香港的生活質素。這些關注是互不排斥的。香
港並非只有能力做好一件事情，而應當朝着現代優質社
會發展，全面、均衡發展。

【本報訊】長者到底最想要什麼？原來過
時過節一餐飯，以及在長者生日時祝平安，已
令他們滿足。鄰舍輔導會用了十個月，訪問了
長者及六十歲以下人士共五百名，問他們心目
中最理想的敬老行為，比較兩者差異，發現年
輕一輩認為攙扶長者出入等日常照料較重要，
反映兩代對 「敬老」一詞見解不同。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從上年十
一月初至本年八月底十個月間，成功以問卷訪
問了四百二十六名六十歲以上長者，以及七十
四名義工，包括婦女、青少年及學生，調查對
象合共五百人。

被訪者需列出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五項敬老
行為，而結果分別被編成長者及非長者的兩組
敬老排行榜，結果昨日在逸東邨鄰舍輔導會
的服務中心公布。

最多被訪老人家選擇的敬老行為是 「每逢
中秋節、農曆新年回來陪長者食飯過節」。出
席發布會、現年六十八歲的何松愛女士坦言
「一齊食飯最開心」，她認為應節飯可以遷就

兒女，早一點或晚一點吃，但不能不吃，因為
家人之間銘記親情最重要。她說，家人會不時
來電問候近況，又會記得她生日，覺得子女有

心，兒孫乖巧已足夠令她很高興了。
不過，六十歲以下的受訪者看法卻不同。

非長者組別認為，主動讓座給長者、攙扶他們
上落車或過馬路，以及為暈倒的老人家報警求
助皆重要。年輕組別的敬老行為，較多關注長
者的日常照料及出入安全，如 「按住升降機開
門掣，讓長者可行慢一點」。

二十二歲的阿成（化名）說，要多留意身
邊長者，因為人命攸關，不容怠慢。而在場長
者亦有自述遇上年輕人為他們拿重物，推門等
行為。

離島區議會議員老廣城表示，長者想要的
是一份尊重和被家人的重視的感覺，而年輕一
輩着緊的是照顧長者的日常，雙方期望有所不
同，他認為可以透過溝通，更了解如何敬愛對
方。

在場的長者同意老議員說法，多數長者讚
揚香港年輕人的敬老風氣良好，但亦鼓勵他們
多主動向長者表達自己的感受，製造互相了解
的機會，而老人家亦要對年輕人多加尊重、體
諒和了解，不能擺出長輩的身份向別人要求孝
敬，要做個 「可愛的長者」。

調查：兩代人敬老定義不同

長者心目中五大孝敬行為
每逢中秋節、農曆新年等陪長者食飯過節
記得父母、祖父母的生日，陪他們慶祝及送賀禮
不時給零用錢或家用予長者，供養其生活費
在長者生病或不適時，陪他們去看醫生及提供照顧
不時打電話慰問長者近況及聊天

非長者心目中五大孝敬行為
向長者打招呼問好
坐車時主動讓座予長者
願意耐心聆聽長者說話
攙扶長者上落車或扶手電梯
按住升降機開門掣，讓長者可行慢一點

資料來源：鄰舍輔導會

▶年輕一輩和
長者一起分享
「敬老」 經歷

本報攝

▲各黨派促請政府解決市民住屋需求，包括復建
居屋 本報攝

▲十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年輕人，因對社會有貢獻而獲選
為 「傑出青年」

▲ 「乒乓孖寶」 李靜（左）及高禮澤（右）獲選為十大
傑青 本報攝

▶黃愛恩雖然天生只有三根手指，卻克服重重障礙成為
鋼琴演奏家 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