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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運動寫作鑄就何海濤的人生

回顧自己的體育與教育生涯，何
海濤不僅感慨目前香港已經有很好
的運動氛圍，「尤其是疫情期間，
你會發現很多人都想盡辦法去保
持運動的習慣，會放很多時間和
不同的方式讓自己變得健康。」
他覺得目前香港運動的多元化是
很好的，甚至會將一些運動活動
放進娛樂、商場裏，這樣的多樣
性能讓都市人遠離疫情的煩悶。
何海濤的第三本書是往芬蘭
進修期間完成的，這本書除了
是一本旅遊地介紹書，同時亦
是他作為教育工作者的一份啟
迪，「在這本書裏我主要記錄
了在芬蘭的教育學習心得。」
《芬蘭人教曉我：教育可以是
一件幸福的事》一書，寫的
不止是芬蘭教給何海濤的
事，更是宣揚他對成就積極
人生感知到的一種態度。
何海濤作為老師，他認為
每個學生均有自己的興趣，
最重要的是引導學生找到
自己的興趣，他希望學生

初進學校便能夠多接觸跑步，體
驗和感受運動樂趣，才能奔向
目標。至於閱讀方面，他建
議先讀自己感興趣的書
本，培養好閱讀習慣
後，就可多嘗試閱讀
不同主題的書籍，
突破自己的舒適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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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
圖書館「共享．喜閱新時

代—喜閱密碼@LIBRARY」
大型閱讀推廣計劃再次展開，
首浪響應「4．23世界閱讀
日」，以「探索閱讀新領
域」為主題推出一連串閱讀
推廣線上活動。「作家與你
共享喜閱@圖書館」首集短
片由運動旅遊作家何海濤與香
港公共圖書館館長邱懷傑暢談
廣泛閱讀的好處，並以全新「優
質閱讀文化」的「館長選書」推
介不同主題的優質讀物，幫助讀
者擴闊閱讀領域，與讀者分享他的
人生與閱讀故事。

愛上跑步 轉任體育教師
儘管現職是老師，而書也出到了第三

本，但何海濤真正的身份應當是一個
「跑者」。跑步這個運動很微妙，可以
很極致，也可以很悠然浪漫——前有跑成
了精神領袖的阿甘，後來者也有將跑步當
成思索過程的村上春樹，「跑步」對何海
濤來說，則是一種生命力的體現。
從什麼時候喜歡上跑步的，何海濤記不

太清了，唯一有跡可循的是在自己中學的
某一天，彼時的數學老師見他體能較好，
便邀約他同去校外跑步。自此，何海濤與
跑步的不解之緣便如此結下了：參加田徑
賽、馬拉松、越野賽、到當上教練、擔任
盲人馬拉松領跑員；由當科學科教師到轉
賽道任體育科教師，由一個人遠赴墨西哥
跑步，到寫作出版，一路跑來都不容易。
直至今天，他自己作為一位中學體育教
師，便開始發掘運動天分好的學生，訓練

並帶領他們參與比賽，完成命
運的輪迴。
跑步令自己不屈不撓，即便

是在考大學試那樣最為緊迫的
日子中，何海濤仍會擠出時
間，在半夜外出訓練跑步，甚
至選擇跑步上學，「因為運動
會讓你覺得，有什麼事情你想
做就一定做得到，絕對不會輕
言放棄。」
運動訓練鍛煉個人意志，年少得志屢獲

獎項的他，並非一帆風順。當他獲選作為
香港田徑代表的傑出運動員，代表香港征
戰比利時世界越野錦標賽時，首次在長跑
比賽中跌出百名以外，對他而言打擊很
大，幸而當時沒有因此放棄，遇強越強，
努力改進克服盲點，「運動在精神上就是
一種磨礪的過程，尤其是你將它設為一個
個目標，就一定有成有敗，」何海濤說
道，「但最終會磨練出的是堅強的意志力
和樂觀的態度。」

長跑旅人 閱讀寫作為分享
要堅持長達28年的跑步興趣而做出成績
來，就要為自己不斷尋找新的目標，這亦
是他的人生態度和閱讀態度。何老師由大
學時期開始喜歡閱讀，陪伴其成長的就是
運動雜誌和旅遊雜誌。當初一個人在旅途
上，最喜歡翻閱港人熱門旅遊書籍以尋找
旅遊點，大學時代他開始探索深度旅遊工
具書，尋找實用旅遊資訊之餘，了解當地
的文化歷史，而出發前計劃行程亦需要閱
讀攝影技巧、健康和體能等不同類型書
籍。直到現在，他仍很喜歡在旅途中參觀
不同地方的圖書館，深入了解當地文化。
2011年，他開始為運動旅遊雜誌撰稿，

分享到外地旅遊時參加潛水、登山、
超長途耐力賽、馬拉松和單車旅行等
運動經歷。他發覺當時市面上很少關於
本地跑步的書籍，於是索性把外地資
料、香港跑步路徑和自己的心得結合成
書，令入門者更易掌握。最初他出版的
運動書比較屬於工具書，「主要是為了
介紹一些跑步的路線，還有怎麼樣訓
練，以及我自己的個人心得。」他說。
「一開始寫作時一定會有很多詞不達意

的地方，這就需要去參考別人寫作時候的
規律和方法。」何老師認為廣泛閱讀對他
的不同人生階段，不論是運動員生涯、教
育工作和寫作，均有莫大幫助。他表示從
書本上得到的運動理論知識，無論對作
為運動員、老
師 和 教 練 的
他，都能有效
提升訓練效能。
「而且廣泛閱讀
可以豐富自己的
詞彙，在與人溝
通時，能避免因
詞不達意而引起
不必要的誤會；寫
作時，我手寫我心
更容易表達。」何
海濤說道。

是他跑過的山河大海以及其中的故事。

也有人眼中裝着浩瀚的千秋百歲……而運動旅遊作家兼中學老師何海濤的眼中，
走過的路和看過的書，有些人眼中裝着玉盤珍饈，有些人裝着堆金積玉，

據說一個人的眼睛會藏着你遇過的人、

●●何海濤與何海濤與
香港公共圖香港公共圖
書館館長邱書館館長邱
懷傑暢談廣懷傑暢談廣
泛閱讀的好泛閱讀的好
處處。。
主辦方供圖主辦方供圖

●●《《香港跑一圈香港跑一圈：：跑步熱線地圖跑步熱線地圖》》

●●《《好動旅程好動旅程運動全世界運動全世界》》

●●何海濤何海濤（（右二右二））與學生們打球與學生們打球。。

●●新書中寫的是他對成就積極
新書中寫的是他對成就積極

人生所感知到的一種態度
人生所感知到的一種態度。。

●●何海濤既是運動何海濤既是運動
旅遊作家旅遊作家，，也是一也是一
名中學老師名中學老師。。

●●何海濤認為何海濤認為，，運動使自己學會絕不輕言放運動使自己學會絕不輕言放
棄棄。。

高聳的煙囪、鋸齒形廠房屋頂、裸
露着紅色磚塊的牆面……走進江西景
德鎮陶溪川陶瓷文化創意園，老廠房
裏是一間間充滿藝術氣息的創意工作
室，是很多陶瓷愛好者的「造夢空
間」。「這裏原來是景德鎮國營宇宙
瓷廠的老廠房，20世紀90年代開始，
隨着行業改革，瓷廠逐漸走向衰敗，
最後廠區停業荒廢。」景德鎮國家陶
瓷文化傳承創新試驗區管委會專職副
主任、景德鎮陶文旅集團董事長劉子
力說。
荒廢的老廠房該如何利用？「老瓷

廠是『瓷都』歷史的一部分，我們想
留住它。」劉子力說，2013年，景德
鎮以國營宇宙瓷廠為核心啟動區，打
造陶溪川陶瓷文化創意園。經過3年
的精心設計、打磨，2016年10月，陶
溪川正式開業迎客。
「陶溪川的真實是它最吸引人的地

方。」劉子力告訴記者，在改造過程
中，項目組保留了22棟老廠房，將瓷
廠原有的燒煉車間改建為陶溪川工業

遺產博物館、美術館，
將原料車間變為陶藝體
驗空間。這裏的每一棟
房子、每一台機器，甚
至廣場上鋪設的每一塊
窯磚，都是原來就有
的。
從外表看，老廠房、
老窯爐、煙囪、水塔依
然聳立，但它們的結構
已經改造，功能和業態
重新塑造。老廠房「生
長出」透明屋頂，變身
為一間間創意工作室和
美術館，全國各地的「景漂」青年在
這裏聚集，國際化的高水平藝術展和
文化交流活動經常在這裏上演。

陶瓷飾品受年輕人喜愛
工業化時代，陶瓷產品可以批量生

產了，傳統的陶瓷藝術何去何從？如
何讓現在的年輕人愛上古老的陶瓷文
化？為了喚起年輕人的陶瓷夢想，陶

溪川把原來老瓷廠的窯爐車間改造成
「邑空間」，免費提供給年輕創業
者、藝術家展銷自己的陶瓷作品。
位於陶溪川的凡華造物陶瓷飾品工

作室起初是由「邑空間」孵化而來。
記者在工作室看到，翠綠的「葫
蘆」、金黃的「桂花」、多彩的「祥
雲」在燈光照耀下更顯精緻。「這些
陶瓷飾品是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設計，
用泥土燒製而成的。」32歲的工作室

負責人周雄昊說。
「大學期間在學校學習瓷藝，一次

在陶溪川春秋大集展覽期間，看到有
人戴着陶瓷項鏈，從中受到啟發，就
想生產讓年輕人喜歡的陶瓷飾品。」
周雄昊說，由於工作室生產的陶瓷飾
品新潮，很快便得到市場認可。經過
幾年發展，工作室的生產廠區已由原
來的6平方米發展到2,000多平方米。
在建築面積只有8.9萬平方米的陶溪

川，目前已為1.7萬餘名青年創客提供
了展示平台。「我們希望陶溪川能成
為年輕創客和藝術家的『造夢空
間』，只要熱愛陶瓷藝術、有夢想，
這裏就能成為他們的家。」劉子力
說。 文、圖：新華社

景德鎮廢廠化身文創園
劉子力：陶瓷工業遺存變身造夢空間

●●拼版照片拼版照片。。上圖為上圖為
改造前的景德鎮國營改造前的景德鎮國營
宇宙瓷廠廠房宇宙瓷廠廠房，，下圖下圖
為陶溪川陶瓷文化創為陶溪川陶瓷文化創
意園意園。。

●●遊客在景德鎮陶遊客在景德鎮陶
溪川參觀遊覽溪川參觀遊覽。。

●●遊客在遊客在
景德鎮陶景德鎮陶
溪川大集溪川大集
上選購陶上選購陶
瓷商品瓷商品。。

●●劉子力認為劉子力認為，，陶陶
溪川的真實是它最溪川的真實是它最
吸引人的地方吸引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