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實業家、慈善家田家
炳2018年7月10日與世長辭。田先生終生
勤儉誠樸、行善積德，他重視教育的發
展，更有「百校之父」之稱。田先生離世
這三年來，他所培養的教育人才、所支援
的田家炳學校和田家炳基金會（以下簡稱
「基金會」）共同賡續其遺志，努力地踐
行着他的人生信念——「中國的希望在教
育」。20世紀90年代開始，田先生為各地
師範院校辦學慷慨解囊，這在當時絕無僅
有。他認為：「自己的力量確實有限，所
以我把錢放到最需要的地方。我選擇教
育，特別選中了師範教育，是因為老師的
質量是教育的關鍵。」因此基金會一直注
重教師培訓工作，近年來更積極進取，拓
寬維度。
據田家炳基金會方面披露，他們透過多

種方式培養優秀師範生，鼓勵更多有為青
年投身教育事業，例如在東北師範大學等
11所高校捐資設立獎學金，以表彰品學兼
優、熱愛教育的師範生，更資助大學設立
「師範學院」，提高師範生培養層次和質
量。在香港，基金會連續幾年支持新一代
文化協會舉辦「傑出準教師選舉」，發揮
優秀人才的引領示範作用。另外，近幾年
以「面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和「培訓內
容涉及面廣」為兩大教師培訓重點，關注
四川、雲南、貴州等省份的二三線城市及

農村地區的教師培訓，還因應教師多樣需
求，開展了中華傳統文化教育、家庭教
育、幼兒教育、特殊教育、性教育等方面
的培訓。線上的教師心理健康培訓更幫助
教師應對新冠疫情期間的教育難點，紓緩
壓力。

提升學校前進的速度
田先生於1994年為當時即將在香港開辦

的田家炳中學填寫校歌的歌詞：「學海無
涯，唯勤是岸，思明至善，校訓昭彰，願
我輩身體力行，毋怠毋荒。」田先生曾
說：「把全國的田家炳學校辦好，是我傾
盡全力、節衣縮食、忘我捐資的動力。」
可見學校的發展一直牽動着他的心，改善
硬件設施、提升教育內涵、重視學生培育
是學校及基金會共同努力的方向。在現今
信息萬變的時代，互聯網影響我們的生
活，因此，教育上學校對互聯網的硬件設
施也要增值。基金會2018年開始實施「田
校配套改善計劃」，以資助學校修建錄播
室、電腦室、科學實驗室等教學空間，購
買投影機、電子白板等多媒體教學設備。
同時，也為學校修繕陳舊的教員室和學生
宿舍、以及破損的食堂、運動場、洗手間
等公共設施。這提升了教學效率，改善了
學校的面貌和校園環境，增強師生對校園
之家的歸屬感和滿足感。

田校開展特色校本課程、組織教師外
出參加交流培訓、承辦教育教學論壇等
提供有利條件，使學校在過程中探索發
展方向，展現了教育風采。學校環境影
響學生成長，田校經常組織學生參加傳
統文化、STEM夏冬令營、研學旅行活
動等，以豐富課餘生活。而在今年5月剛
結束的「幸福田園」田校文藝作品比賽
中，學生以繪畫、文學和視頻的方式，
生動記錄了他們幸福美好的校園生活。
現代化、國際化的學習環境使學生邁出
更加堅實的步伐。

推進德育項目的深度
在教育上，田先生最重視學生的「德

育」，這也是基金會一直以來的工作重
點，不斷推進德育項目的深度。基金會曾

與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及中大團隊合作，
在內地和香港實施了「中小學弘揚中華傳
統文化成功案例與課程開發研究」和「傳
承『動』起來——香港小學中華文化課程
設計與推廣」項目。冀藉此弘揚中華優秀
傳統美德，項目使學生了解「非遺」及中
華文化所蘊含的傳統美德，培養其民族自
豪感、文化認同感和責任感。基金會曾向
香港九所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職訓局專
項捐資，用於開展有關促進德育、弘揚中
華文化、加強學生服務學習等方面的項
目，當中有資助用於文化交流，使香港學
生認識川藏文化、古蜀文明、絲綢之路，
拓寬中華文化視野。
在內地要看到「田家炳」的「足跡」也

不難，浙江師範大學中就有「田家炳德育
研究中心」，冀以培養德育人才，建設德

育學術交流平台，基金會於去年與該校合
辦的「新時代德育模式創新論壇」有200
多位德育工作者赴現場參會，網上直播點
擊量超50萬，受到廣泛關注。這些項目在
德育領域中推動形成了一批具有創新性、
實用性和科學性的理論研究及學校實踐成
果。項目團隊中很多人都曾受惠於田先
生：有的曾榮獲田先生所設立的德育論文
獎，有的受其資助外出做學術交流，有的
早年曾參與過田先生所資助的其他德育項
目並奠定了學術基礎等等。
「求學常懷田老志，承恩不忘三春

雨。」田先生的教育理念在當下仍具有重
要的參考價值，這三年來，全國各地受惠
的大學及田校以多種方式紀念田先生。他
所培育的人才仍在秉承他的教育情懷，他
所關愛的學校仍在孜孜以求育英賢。他在
教育園地所播下的這些火種，將生生不息
地光耀華夏；他的精神光輝，將繼續照亮
莘莘學子的教育人生。

爝火不息，照耀在希望的田野上
——紀念田家炳逝世三周年

香港設計中心近日就帶來名為【後。生】
的設計展覽，由親子創意品牌OHM-

YKIDS擔任策展人，並由小市山設計聯合策
展。【後。生】從「後生仔女」策展團隊的視
角切入，多方面探討長者的「後半人生」，展
出了一系列懷舊的景物以及特意為長者設計的
產品，讓前來的人可以深入了解長者的生活狀
態、日常遇到的困難以及身心的需要。除此以
外，觀賞者還可以透過親身體驗互動工具，比
如是「歷耆者」設計的高齡體驗衣，當中能夠
一嘗變老的感覺，或許過後會對「後半人生」
有新的解讀，甚至扭轉人們一貫以來對長者的
刻板印象。

易於更換的長者衣服
【後。生】共有五個展區，在最後一個展區

「後生之設計」裏面，懸掛着由睿程工作室帶
來的展品，遠看像是一件件時尚的上衣，但仔
細一看會發現是給長者或者傷健人士輕易穿上
的康健服飾，例如口水肩、餐飲圍巾和醫療收
納袋等，其花紋和色彩顯得尤其搶眼。除了觀
賞者的視覺能夠受到衝擊以外，用手摸上這一
系列的展品，還會在觸感中發現小驚喜，因為
有別於一般布料，它們是用防水的物料製作而
成，底部利用鈕扣扣住，就可以防止食物掉在
地上。另外，服飾的背後是一個能夠簡單扣上
的鈕扣，無論是穿上還是摘下來，都能瞬間完
成。「我對護老人員很敬重，因為它是一個厭
惡性行業，這是我開始工作室的出發點之
一。」睿程工作室創辦人姜葛蘭琴（姜太）分
享到每件產品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不單是康
健服飾如何給長者或者為其他有需要的人帶來
更方便的生活，更多的是它們怎樣改變一個長
者的自信心以及他們的家庭關係。
過去從事製衣業幾十年的姜太本應早已開始
退休生涯，打算創辦社會企業回饋社會，當刻
除了派飯或者派棉被，沒有任何特別的想法。
後來，推動姜太夥拍多年同行的好朋友，毅然
踏出開設睿程工作室這一步，其想法萌生的原
因主要來自自己母親在幾年前進了護老院，那

時候姜太幾乎每天都去探
望母親，觀察到香港護老
院的照顧者的比例雖然
高，但還是覺得對長者的
關顧尚未到位，尤其每次
在照顧者替長者們更衣的
時候，無論是照顧者還是
被照顧的人都需要花上不
少時間和心力才能換上一件衣服，場面有時也
會很狼狽或者無奈。於是姜太就開始從製衣的
角度出發，首先將更衣的程序簡化，再將口水
肩、美學以及配合時尚感的概念，一併融入到
康健服飾當中。及後，姜太開始尋思睿程工作
室的去向和定位。

設計時尚的口水肩
姜太的女兒、睿程工作室美術總監姜美而
（Kadri）大學時期就讀時裝設計，對美有一
套想法，所以決定與媽媽並肩，為工作室的康
健服飾進行設計。「我一般會看看現在流行些
什麼，盡量找一些像普通衣服的物料，因為很
多長者都不想被人知道自己在用口水肩。」
Kadri說。她留意到長者日常用的口水肩都比
較着重實用性，看上去「很膠」。Kadri和姜
太卻經常強調，沒有認真設計口水肩或者其他
復康服飾的款式，等於忽略長者的心靈需要。
姜太舉例，其中一次在過年的時候，給朋友有
認知障礙的母親做口水肩，由於口水肩看上去
像衣服的一部分，且印有花紋，朋友留意到母
親當天有截然不同的氣息，拍照的時候充滿了
自信和笑容。

「不單單是年輕人才可以愛美，老了為
什麼就不會愛美了呢？」姜太說。除了外
在的款式，工作室的康健服飾也隨着客戶
的需要逐漸改良，比如關注到一些長者喜
歡用牙籤，然後就在服飾上加上口袋，從
細節中提高他們生活的自主性，也給他們
挽回尊嚴。

長者也值得用好產品
不僅是香港，其實很多發達國家或地區早已

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也有不少機構開始推出
不同的安老方案，但是姜太卻疑惑怎麼連口水
肩如此普遍的產品都沒有人認真去思考，姜太
和Kadri都同樣認為，也許因為長者的市場無
利可圖，因此很少商業機構願意投資及設計需
要長時間付出心思和心力的長者產品。此外，
文化與慣性的思想也導致長者在嘗試新事物上
卻步。她們一同舉例，傳統的長者講求節儉，
同時也覺得年長的人不需要花費太多，甚至覺
得自己不值得好的產品。
姜太和Kadri都希望藉着睿程工作室康健服

飾，其不單符合美觀和實用性，更重要的是從
中將關注長者身心需要的信息傳遞。「先不說

是否幫助長者，試
想像老了的自己，是否
能接受生活質量如此卑
劣？」Kadri覺得大部分人往
往都是「針唔拮到肉唔知痛」，
這個產業其實是為自己以及現在的
年輕人鋪路。此外，因為我們都慣於
忽略與自己無關的事物，所以我們也
容易無視了網上有關長者產品的信
息，到家人或者自己需要的時候再也找不到。
「其實每個人都值得擁有好的東西，不需要太
多包袱。」Kadri說。姜太則希望本次的展覽
和睿程的產品能夠像一顆種子般栽種在人們的
心中，讓他們有需要的時候，能夠記起這個世
界其實有很美的東西。

能夠「贏在起跑線」好像已經是踏入人生

勝利組的大半步。一個人的童年在各方面有足夠

的支援和供應，固然非常關鍵。然而，社會上卻很

少聲音會提到要為長者在「衝線」的時候或者終點取得

「勝利」。每個年長的人身體機能都會衰退，很多人因此

而影響生活質量，要反敗為勝，或許簡單的縫紉、色彩與線條

就可以保持長者自信與美的姿態。然而，一顆貼近長者需要的心更

為重要。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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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設計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7月18日
地點：香港灣仔茂蘿街7號

●●不同款式的口水肩讓長者使用時更有自信不同款式的口水肩讓長者使用時更有自信。。

●●睿程工作室創辦人姜太睿程工作室創辦人姜太（（左左））以及以及
美術總監姜美而美術總監姜美而。。

●展覽中展出長者
的舊物讓觀賞者產
生共鳴感。

●●【【後後。。生生】】
設計展覽現場設計展覽現場。。

●●展覽中不同展覽中不同
的展品和描述的展品和描述
讓觀賞者對長讓觀賞者對長
者的生活體驗者的生活體驗
有更深入的了有更深入的了
解解。。

●展覽展出
機構特意為
長者設計軟
餐的模樣。

●田家炳基
金會重視教
育發展。

網站截圖

●田家炳基金會經常撥資助給院校以提
升教育質量。 網上圖片

●●用一針一線設計康健用一針一線設計康健
服飾服飾。。讓黃昏歲月更美麗

關注長者心靈尊嚴設計康健服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