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湘嵋正將《醫德好》中醫藥雜誌內容遷至網站，料將惠及更多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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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金融精英，從業近30年成績卓越；她是才女詩人，出版詩集《手摘星

辰》質樸情真；她更致力投身慈善事業，創辦醫德好慈善基金及《醫德好》

中醫藥雜誌，冀推廣中醫藥信息惠及更多病人。廖湘嵋一切從心而發，用心

做好推廣中醫藥這件事，將關愛實踐於言行之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金源

曾經在香港交織出獨特街頭風景的霓虹
招牌及其製作技藝，目前正在進行列入香
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增補名單的調研工
作。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重視和欣賞霓虹
招牌所創造的香港地域文化。從鼎盛到式
微，霓虹招牌由於科技發展和安全隱患等
問題逐漸淡出街面。幸運的是，香港出現
了一個人數不多但活躍的霓虹招牌保育群
體，讓霓虹招牌在藝術的殿堂里重放光
彩。

香港獨特的文化符號
20世紀30年代，霓虹招牌製作技術引入
香港。50年代，霓虹招牌開始大量出現在
香港街頭巷尾，成為一種新型廣告和繁華
大都市的象徵，賦予香港暮色降臨後街邊
店舖最具個性的身份符號。為了這五光十
色的繁華，香港手工藝者競相製作設計美
觀、工藝精湛的玻璃燈管。
兒時住在油尖旺區的陳倩文，對霓虹的
情結源於記憶：「那時候，放學路上有很
多閃亮的霓虹燈招牌，我經常一邊走一邊
給這些霓虹招牌編故事，或者數着還要路
過幾個招牌就到家了。」
霓虹招牌是香港的時代印記，在霓虹招
牌上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書法題字、行業
標誌、英文等外文，是中西文化的結合，
無論是設計、製作還是安裝都滲透着香港
特色。

2017年海外遊學歸來的陳倩文偶然在網
上發現義務保育霓虹招牌的信息，現實與
兒時記憶疊加，重新點燃了她對霓虹的熱
愛，成為一名保育霓虹招牌的義務工作
者。招牌保育義工這份「工作」沒有收
入，還要自掏腰包。但她說：「霓虹招牌
於我而言，就像媽媽的廚藝，很難放
下。」
來到陳倩文的「寶庫」，最搶眼的就是
「蝠鼠吊金錢」霓虹招牌，這是她最近入
手的寶貝。類似的招牌她已收藏保育了50
多塊。這些招牌各種顏色的底面上掛着曲
線流暢的玻璃燈管，儘管歲月在上面留下
斑駁的痕跡，陳倩文依然愛不釋手。

保育霓虹的不懈努力
「印尼餐廳」是陳倩文收藏的第一塊霓

虹招牌。印尼餐廳1970年開業，2019年終
止營業。「學生時代我經常路過這家餐
廳，聽說他們要榮休，我第一時間就衝了
過去。」陳倩文說，幾經溝通，她終於把
這塊招牌保育起來。
第一次成功，讓她有了堅持下去的信

心。霓虹招牌的收藏和保育是個複雜的過
程。其中最難的是招牌擁有者對保育是否
認同。「有一個火鍋店的招牌，我整整跟
蹤了三年，只要有時間，我就去和老闆聊
天。開始他堅決拒絕，到最後終於被我感
動，在拆招牌前主動電話通知我。」陳倩

文認為，商戶對招牌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每一塊霓虹當年都是商戶們精心設計、準
備「傳家」的，所以他們很怕處理不好。
霓虹招牌拆卸工作非常複雜，要填報各

類申請文件，要通知警察交通部門設立臨
時路障，還要與承辦拆卸招牌的團隊合作
及協調作業周邊業主的支持等等，每個細
節都需要落實準確。
正在對霓虹文化進行調研的香港教育大

學葉德平老師說：「霓虹燈的保育並不
難，一般的電工在技術上都可以滿足基本
需要。但招牌擁有者的認知、經費的支持
和收納所需要的場地，是招牌保育工作者
需要攻克的難關。」他認為，能在保育路
上堅持走下來，十分不易。
儘管如此，仍有熱心人陸續加入到霓虹

保育隊伍中來。陳倩文表示，香港現有多
位學者在研究霓虹燈的歷史、技術和保
護，保育方面也有幾個機構在做。她希望

可以多多合作，長遠地保護這些招
牌。
保育後的霓虹招牌，展示着繁華

都市的魅力，承載和傳承着歷史。
在香港M+博物館修復保管中心展廳，

一隻巨大牛形霓虹招牌十分惹眼。這就是
曾經位於西營盤的森美餐廳門外的安格斯
牛招牌，由餐廳老闆葉聯設計。這頭
「牛」在榮休前，一直是社區知名地標。
經過保育，這頭「牛」重獲新生，在藝術
的殿堂里綻放光彩。記者採訪當日，不斷
有參觀者在玻璃窗前與招牌合影，一對身
着白色婚紗的新人也在這裏留下幸福的紀
念。
陳倩文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傳承着霓虹文

化。2022年7月底，她在中環海濱活動空
間展出了一批保育並局部修復的霓虹招
牌。她認為保育將讓這些招牌的生命得以
更好地延續，展覽將讓香港的這種地域文

化元素得以傳承。
霓虹保育的努力正得到越來越多的認

可，也帶動了霓虹燈製造技術的傳承。在
霓虹燈工廠，霓虹招牌從一張設計圖紙開
始，經過燒管、吹管、屈管等流程，最終
被裝嵌在招牌底盤上，匠人的手指柔軟
度、對火力的把控程度、吹氣的力度等至
關重要。如今，能夠掌握這種技能的匠人
已是屈指可數。為了傳承這門技術，香港
一些年輕人拜師學藝，並開辦霓虹工作
室，不斷推出霓虹燈作品，積極尋求留住
霓虹燈招牌的方法。
陳倩文說，香港給了她很多，她會盡可
能多為這座城市盡一分力，堅持把霓虹保
育之路走下去。 ◆文、圖：新華社

招牌保育義工陳倩文
助香港霓虹綻放新生

◆陳倩文的「寶庫」中存有「印尼餐廳」霓虹招牌。

◆◆陳倩文身後正是陳倩文身後正是「「蝠鼠吊金錢蝠鼠吊金錢」」霓虹招牌霓虹招牌。。

◆陳倩文逐一介紹自己收藏保育的霓虹招牌。



當年，《醫德好》雜誌多在社區免費
派發，在街坊間潛移默化推廣中醫

治未病的理念；如今經疫情一役，香港政
府更致力推動中醫藥發展，《醫德好》經
醫管局推薦現身於各大醫院及中央圖書
館。「原來當你做好一件事，並受到專業
機構認同的時候，你會獲得很大的滿足
感，也發現原來自己的雜誌可以惠及到更
多人。」擴大雜誌的受眾範圍一直是她的
願望，她觀察到疫情期間部分讀者不喜歡
讀實體書，這啟發她開始考慮將雜誌內容
移至網上的計劃。她笑說：「我幸運地結
識到一位IT界人士，只收取成本費用來幫
我們製作網上版。現在愈來愈多的人開始
接受中醫，我更需要在這個時刻廣泛推
廣，將過去幾年醫生們分享的內容以專欄
的形式分門別類擺上網。醫學知識不會過
時，隨着時代發展，現在中醫可以通過視
像診症，中藥也通過藥粉或者代煲的形式
變得更加方便繁忙都市人服用。」

冀組織更多中醫藥分享會
廖湘嵋透露，網上版內容的整理工作大
致已完成，而她近期也訪問了「口琴王
子」李俊樂，冀望以此篇訪問來做網上版
的首發內容，吸引更多年輕讀者，「李俊樂
拿到了世界級比賽的冠軍，這除了是個勵志
的故事之外，還告訴我們原來又高又瘦的人
要小心『爆肺』（氣胸）。」她說。
當網站的事宜塵埃落定，她計劃組織更
多場中醫業界交流會，或舉辦中醫藥分享
會邀請讀者參與，「我們的活動會先以香
港為基地舉辦，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匯聚
兩岸四地的力量交流分享，醫學界真實病
例的分享比書本的知識更為重要。我辦雜
誌一直都是靠自己和幾位好友共同出資，
之後如果持續舉辦活動也希望有捐獻的支
持，這樣便可以組織更多類型的活動。」
她始終堅信，施比受更為有福，當自己
有能力的時候，便更應去幫助別人，「這

是最基本又最實際的道理。」疫情期間，
她在電視中見到老年病患無奈睡在醫院走
廊的病床，醫生長時間工作壓力頗大，這
使她更意識到普及醫學知識的重要性，
「如果讀者可以通過雜誌掌握基本醫學知
識，除了幫助自己，也能幫到家人，例如
若通過中醫幫助調養身體便沒那麼容易
病，從而可幫助減輕醫務人員的負擔。」
即使創辦免費雜誌的一切使費都需她與好
友自資埋單，精通數字的她自始至終都未
計算過自己的付出，「我收入多點的時候
便印多點，經濟不景的時候便印少一
些。」她的無私付出受到社會肯定，去年
她以《醫德好》慈善基金主席及創辨人的
身份於「第四屆女企業家獎頒獎典禮」中
獲「非凡慈善企業家獎」。

因親友經歷見證中醫療效
一位從業多年的金融精英，因何與中醫

藥結緣？廖湘嵋分享道：「我當年認識一
位專醫癌症的西醫，交流中他表示西醫中

的化療較傷身，他試過建議病人以中醫治
療，對癌症治療都有很大幫助。不幸地我
有個親人有胃癌，化療使他飽受痛苦，巧
合是那位醫生找到一個中藥方給他吃，他
吃了兩年，三年之內都沒有復發。」由
此，她認識到中醫中藥的博大精深與無窮
能量，「我覺得中醫真的幫到病人，我有
個朋友肝癌初期，也是接受中醫治療後有
了好大改進。我相信，沒有什麼比生命更
重要，不如就做一本雜誌，邀請中西醫撰
寫稿件，普及醫學知識，也宣揚中醫的療
效。雖然我不是醫生，但也會在雜誌中寫
下自己的體驗和感受，與讀者分享。」
廖湘嵋曾任滙豐金融高級總裁，現任招

商證券國際董事，她憶述當年投資部門一
天24小時運作，自己常利用在等待某國公
布經濟數據的間隙撰寫雜誌文章、寫散
文、寫詩，為《醫德好》寫訪問稿。「我
這個人要做一件事，就會分秒必爭，如同
投資也是一樣，所以無論是與醫生交流還
是隨時的得着感受，我都會即刻記錄下

來。就算我從事金融業，當身邊很多朋友
和親人因中醫藥而痊癒，這種喜樂勝過一
切。」她現任世界眼科組織董事顧問，曾
任奧比斯眼科籌委會副會長，昔日跟隨奧
比斯飛機飛赴世界各地做手術的經歷令她
記憶猶新，「無論任何國家的眼科醫生，
都在飛機內合作做手術，這也是一種交流
學習的過程，從那時起我便覺得做慈善是
一件好開心的事。」
如今政府致力推動中醫藥發展，中醫文

化源遠流長，她與眾多醫師都希望將中醫
文化推廣傳承下去，令更多病人受惠。與
此同時，她冀望中藥供應商更注重社會企
業責任，「我也有做社會企業責任學院的
顧問，我們做每件事都要有企業責任和良
心，如果發展企業的過程中忘本貪利，企
業將難以承傳。一棵樹首先要栽培它的
根，一個人首先要栽培他的德行，德行
好、心好，你做的事才會大。無論做任何
事，都要將德行放在第一位，德行教育是
我們的根本。」她說。

辦免費雜誌推動中醫藥普及教育

廖湘嵋不僅活躍於金融界，致力於
慈善事業，亦常徜徉於詩歌創作的海
洋之中。她曾出版詩集《手摘星
辰》，詩歌中有懷念珍貴友情，有歌
頌自然美景，亦匯集生活中的所見所

聞、所思所感，正如林文傑在詩集序言中所說：
「她的詩就好比維他命C，詩集裏的詩與散文勵
志有加。」文由心生，筆隨心動，她的詩總能使
人在不經意間獲得共鳴，也承載着滿溢的正能
量。她表示，自己近期仍在持續創作詩篇和散
文，也正計劃出版第二本詩集，「我希望將過往
和最新的作品放上網，也想重印舊詩集送給朋友
分享。我最近也參加一些演出，與朋友們以及一
些音樂人一起練習和表演，感到很開心。」

金融才女廖湘嵋 從心而發致力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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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湘嵋曾訪問楊利偉，深入了解他的
故事。 受訪者供圖

◆廖湘嵋是外剛內柔的成功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