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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團隊與辛世文教授合照

中大．我光
CU．MY LIGHT

學生記者到劍擊運動學院訪問余翠怡校友

吳志榮校友饗以編輯團隊下午茶，同時接受訪問

編者跟大多數人一樣，少時都聽過匡衡鑿壁偷光的故事。「光」在這場景下，扮演著開啟知識大門

那條鑰匙的角色，而知識世界既是士人學子終身努力的標竿，亦造福人類及促進文明。

中大處處是「光」，它們不僅灑滿馬料水校園，亦照遍香港社會及世界各地。提出把光纖應用於通訊的前校

長高錕、享「植物學活百科全書」美譽的前生物系老師胡秀英、藉辨別染色體解救千萬囊狀纖維症患者的校

友徐立之、擔任匯豐控股有限公司首位華人執行董事的校友鄭海泉，以及為救沙士病人而殉職的校友謝婉

雯，自不待言；即使其他未負盛名的代代中大人，何嘗不是堅守崗位及克盡己任地天天貢獻人群？他們或

作育英才、或擔任公僕、或服務弱勢、或除暴安良、或陶鑄心靈、或洗污去穢、或構建工程、或連繫經

貿、或哺養孩子、或針貶時政、或推動改革、或救病拯危、或照顧家庭……總而言之，他們都是「光」，

點點亮光連接在一起，人間便有白晝。

本期《大學廣場》的主題正是「中大•我光」，介紹的人物包括植物基因

複製之父辛世文、服務東華三院四十五載的吳志榮及輪椅劍擊好手

余翠怡，他們自身的故事及分享的訊息均很勵志。當然，活躍

你我之間的同學中，亦有不少憑勤勉、智慧、堅毅或創意

而揚威各界。礙於有限篇幅，未能將之盡錄；惟略陳

一二，已可見今日中大人仍然才藝多元、興趣廣泛

及視野遼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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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善衡書院創院院長辛世文教授從事植物基因研究半個世紀，在全球糧食問題
上有重大貢獻；而作為一院之長，他亦帶領書院穩步發展。辛教授於本次訪問中
與讀者一起回首過去，分享成功背後的經歷和體會。

孕育禾苗　孜孜不倦── 
植物基因複製之父辛世文教授

學生記者：周鳳程

醉心研究　不畏險阻

辛教授出生於資源匱乏的年代，明白到民生除了健康

以外，最重要的便是糧食。所以在新亞書院生物系讀

書及遠赴美國留學期間，皆醉心於植物基因研究，為

解決全球糧食問題出一分力。回想研究初期，辛教授

慨嘆日子艱苦：「美國威斯康辛的冬天很冷，實驗室

設施不足，加上當時植物基因是嶄新的研究題目，所

以困難重重。」但憑著好奇心及為要改變人民生活的

使命感，驅使他克服困難，繼續研究。

改造基因　成就斐然

不畏艱辛的精神為辛教授取得「植物基因複製之父」

之美譽。他是全球首位成功複製植物基因的科學家，

為改善糧食質素及研製新品種稻米貢獻良多。眼見

世界糧食產量的增幅跟不上世界人口的膨脹，他確信

植物基因改造技術可以幫助解決這刻不容緩的環球問

題。辛教授一方面致力改造稻米營養，例如提升蛋白

質中的氨基酸含量，已成功通過中國國家實驗室的食

物安全測試及即將進行最後期的環境安全測試；另一

方面與「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合作，提升稻米

產量，同時兼顧環境安全，確保基因改造技術不會造

成環境污染。

除了改造稻米基因外，辛教授亦參與研發經基因改造

的健康食品，譬如將馬檳榔的甜蛋白基因加入水果

中，以供糖尿病患者食用。辛教授發現馬檳榔具甜味

而不含卡路里，便鑽研技術抽取其甜蛋白基因，再轉

移到沒有甜味的野生西瓜中，期望能緩解城市人的肥

胖問題，又能令人無負擔地享受甜食。

不過，社會上仍有不少反對基因食品的聲音，辛教授

坦言：「基因改造是新技術，加上涉及宗教、倫理、

安全、貿易等問題，當然會有人反對。所以教育非常

重要，教育可以令人更認識這項技術，而且隨時間推

移，在別無他法解決糧食問題的情況下，大家都會慢

慢接受基因改造食品。」對於安全問題，他補充道：「這

項技術的原意是要幫助人民，而且研發程序嚴密，如

果出現問題一定不會推行。」

重視創新　合作交流

辛教授的科研成就固然非凡，但科研亦講求天時地

利。談及香港的科研環境，他承認本地的創新性略遜

其他城市。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創新，香港的學校應

該參考美國的教育方式，從小培育學生的創意思維。

辛教授於中大溫室觀察抗病毒蕃茄 辛教授非常重視學生出外體驗、服務及交流的機會
（2015北極體驗學習）

辛教授及其稻米基因改造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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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鼓勵學生從不同角度觀察，多出外交流，將不

同元素結合成新事物。當提及與內地實驗室及農業大

學合作的項目，辛教授表示：「內地有資金、有人力

資源從事研究、更有遼闊土地進行育種，在發展研究

上的確有優勢；但近年中大的農業研究不遜於內地水

平，未來會與之分工合作，而香港應主力基因研究。」 

悉心護苗　家在善衡

多年來，辛教授重視的除了稻田中的禾苗，還有一群

嫩芽初長的學生。他形容擔任善衡書院創院院長一職

是一項創新嘗試：「與實驗室不同，書院裡共有學生

六百名，如何帶領書院是一門學問。」後來他參考有

關中外書院制度的書籍，又想到九所書院應各有特

色，最終以「家」作為善衡書院的核心概念。

善衡書院設有共膳及同宿制度，學生可以藉此認

識不同年級的同學，擴大社交圈子，令學生尤如

生活在大家庭中，辛教授更笑言自己是書院的

「Grandfather」。此外，善衡書院亦設有院旗、院歌及

「家」的手勢，甚至舉辦團年盆菜宴，以提升學生的歸

屬感。辛教授及夫人更會每星期招待十五名學生到家

中作客，彼此閒話家常。面對學生的訴求，他都會聆

聽及尋找解決方法：「就像一家人一樣，互相信任，

有問題就一起解決。」 

在培育幼苗的過程中，陽光是不可或缺的。辛教授在

數十載的科研和教學生涯中，一直緊守崗位。那不屈

不撓、敢於嘗試的精神，是我們每個人的榜樣，也是

一縷溫煦的中大之光。

善衡書院學生在共膳時，為辛教授慶祝生辰，場面溫馨 

善衡書院舉辦各類型活動，辛教授定會盡量出席，履行「家長」責任

辛教授伉儷每週在家以茶點招待善衡書院學生（圖示「家」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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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榮1969年畢業於聯合書院社會及社工系，主修社

會學。他畢業後加入東華三院，負責東華東院的行政

管理工作；在1972年轉到另一部門，負責社會服務。

當時，東華三院的社會服務只有托兒所、青年中心及

安老院各一所。可是，吳志榮認為要真正服務市民，

除了在東華三院本身擁有的物業提供服務外，還要走

進社群；於是，他建議在公共屋邨設立服務單位。

1974年，東華三院便首次在葵涌石籬邨設立托兒所。

社會服務　始上軌道

要繼續擴展東華三院的服務網絡，必須要解決「錢從

何來？」的問題。昔日，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的營運是

靠董事局的募捐，但單靠捐款不足夠完成擴充服務的

計劃。於是，吳志榮及其他員工努力將服務水平提升

至政府認可的標準，「政府最著重的是服務成效，我

們要以最少的資源，在社會上發揮最大的功效。由於

東華三院的服務成效高，所以我們在1974年開始獲

社會福利署撥款資助常年經費及獲獎劵基金及香港賽

馬會撥款補助發展新服務單位的開辦費用。目前，東

華三院是獲政府撥款津貼最多的福利機構。」  

透明管治　獲得信賴

吳志榮在2008年上任東華三院執行總監一職，管理

整個機構的行政運作。在他任內，東華三院曾兩度

提起東華三院，不少人都會想起一年一度的大型籌款節目「歡樂滿東華」及東華三院遍佈全港的
各類服務單位。但原來東華三院在40多年前，才剛開始開拓醫療及教育以外的其他服務（尤其社
會服務）。校友吳志榮就是帶領東華三院在40年間迅速發展的幕後軍師。

學生記者：謝德熹

在「香港驕傲企業品牌選舉」中獲市民選為「消費者

品牌大獎」（非牟利、慈善服務機構及非政府組織）。

2010年，東華三院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

調查，獲受訪市民選為「最值得信任和最熟悉的慈善

服務機構」。

被問到東華三院有良好聲譽的原因，吳志榮歸究非常

透明的機構管治文化，「我們保證善長所捐的一分一

毫，都會用在受助者身上，而不會作為行政管理費

用，我相信就是這個透明度令我們獲得市民大眾的信

賴。」翻查東華三院在官方網頁公開的「企業管治守

則」，東華三院很著重員工的誠信及責任感，會定時

聘請顧問公司全面檢討機構的運作及管理模式，並透

過內部及外部審核工作，確保政策不會偏離宗旨及目

標。機構亦會透過網頁及年報將每年善款及政府津貼

收入運用情況向公眾交代，確保問責及透明度。

迎難而上　不怕挫折

東華三院近年不斷發展新項目，較廣為人知的是2010

年成立的 iBakery愛烘焙麵包工房，以及2012年與政

府合作，在天水圍設立的天秀墟。東華三院期望後者

能為居民提供更多購物選擇及創業機會，可是最後吸

引的人流並沒預期多。吳志榮坦然，東華三院推行多

個新計劃，不會每個都十全十美，過程中總會遇上挫

吳志榮建議在公共屋邨設立的首個東華三院社會服務 
單位――葵涌石籬邨托兒所

吳志榮畢業後隨即進入東
華東院負責行政管理工作

東華三院既出學費亦給休假讓吳志榮進修的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心繫社群

四十五載的吳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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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東華三院當初與政府商討時，期望以「墟市」形式

營運，但部份居民卻期望天秀墟是一個備有類似商場設

施的地方；雖然政府及機構不斷努力尋求改善墟市的硬

件，但仍未能滿足一些檔戶的需要。不過，吳志榮說，

「遇到困難最重要的是上下一心、團結合作、迎難而上，

去克服挫折，這就是我認為的東華精神。」最終天秀墟能

夠為部份檔戶創造自力更生的機會，並透過舉辦節日嘉

年華會及平日生活接觸，促使區內市民相互了解，消除

隔膜，共建和諧及彼此關懷的社區，此反而是這項計劃

最大的得著。

退下火線　心繫東華

在東華三院工作了45年後，吳志榮在去年退休。被問

到為何能終身在同一間機構工作，吳志榮表示因為他從

中找到成就感及滿足感，協助機構轉型及提升機構的

形象。此外，東華三院曾資助他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

學 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修讀有關社會政策的課程，在當年實屬非常難

得的機會，這種栽培令他對東華三院產生了很強烈的歸

屬感。吳志榮指，他擔任執行總監的首要工作就是確保

機構持續發展和發揚機構的使命，實踐「救病拯危、安

老復康、興學育才、扶幼導青」，故他十分留意影響機構

的事件，並會親自去了解各部門遇到的問題。吳志榮現

時仍退而不休，擔任東華三院的機構事務顧問及擔任政

府公職，繼續與相關持份者保持聯繫。

鼓勵青年　把握機會

吳志榮表示，東華三院的不同單位，包括行政總部、學

校、社會服務單位、中醫診所及醫院等，每年都會為大

專院校學生提供實習機會。「雖然東華三院是一間歷史悠

久的機構，但我們的管理模式是很年青化及現代化的，

我們鼓勵新晉員工與管理層多溝通，並會不斷配合時代

發展，更新思維及管理模式，去迎合市民大眾的需要。」

在吳志榮任執行總監期間，東華三院獲獎無數

吳志榮對東華三院於2002年成立的創毅蔬果加工及批發服
務推崇備至

東華三院為本港大專院校學生提供大量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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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劍一刻

加入了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後，余翠怡很快便認識了不

同朋友，其中一位十分熱衷劍擊，經常推薦身邊朋友

嘗試接觸劍擊。在難抵朋友盛情下，余翠怡第一次拿

起了劍，開始學習劍擊。「最初劍擊吸引我是它的裝

備，很有型！」後來，當余翠怡逐漸學習劍擊，體會

就不同了。「劍擊就好像用體力去捉的象棋，是一種

鬥智鬥力的運動。」余翠怡被劍擊的挑戰性深深地吸

引著，她認為很多運動，例如游泳，是跟時間競賽，

沒有一個實質的對手，但劍擊卻給與她一種實在的感

覺，因為成敗關鍵在於運動員怎樣運用戰術去擊敗對

手。就這樣，余翠怡慢慢踏上了她的輪椅劍后之路。 

劍的重量

第一次接觸輪椅劍擊時，余翠怡只是一個16歲的中學

生，但一年後（2002年），她已代表香港出戰匈牙利

世界輪椅劍擊錦標賽，最後更摘下花劍項目的金牌，

成為香港首位女子劍擊世界冠軍。余翠怡之後於2004

年代表香港出戰雅典傷殘奧運會，奪得女子個人花

劍、個人重劍、團體花劍及團體重劍金牌，成為首位

在同屆傷殘奧運會中奪得四面金牌的擊劍女運動員。

余翠怡坦言，作為劍擊新手就成為世界冠軍是天時、

地利、人和的配合。短時間內成為了世界冠軍，所承

受的壓力亦不少，特別是面對比賽落敗或訓練期間做

不到理想效果時。余翠怡的哲學是：「不要讓負面情

緒延長，傷心失落過後就要去思考問題的根源，加強

訓練、解決問題才能繼續站在比賽場上。」在2006年

世界錦標賽中，因為裁判一個具爭議的判決令余翠怡

在四強止步，這一次落敗是她劍擊生涯中一個重大的

難關，動搖了她對劍擊及對自己的信心。最後余翠怡

的解決方法是――將不能預計的因素都加入訓練中，

令自己適應不同處境對賽果的影響。

修讀地理

余翠怡當年透過運動員入學計劃入讀中大，當大家普

遍認為運動員通常會選修與運動有關的科目時，她卻

學生記者：麥浩然

余翠怡生於香港，小時候跟其他小孩無異；直至11歲時，余翠怡被診斷
患上骨癌，令這個普通女孩的成長經歷變得不平凡。骨癌令余翠怡需要
接受化療，傷口卻經常發炎流膿，最終要把左腳小腿切除。樂觀堅強的
余翠怡沒有因此消沉，她樂意地接受了媽媽的建議加入傷殘人士體育協
會，這個決定便造就了今天的輪椅劍后。

余翠怡和媽媽感情要好，余媽媽一直在女兒的
運動員生涯上給與重大支持和信任

余翠怡曾獲傷殘奧運會七面金牌，當選香港傑出運動員及香港
十大傑出青年等；2009年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發榮譽勳章

身為傷殘人士，余翠怡明白自己必
須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努力。一面
面獎牌背後，其實充滿汗與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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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了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因為我一直喜歡地理，原

因就是這樣簡單。」另外，香港體育學院位於火炭，這也

是當時余翠怡選擇就讀中大的一個主要原因，她希望更

善用時間以兼顧學業與劍擊訓練。回想大學時期，余翠

怡沒有住宿舍，大部分課餘時間都要進行劍擊訓練，又

要準備出戰在世界各地舉行的比賽，但依然認識到一群

感情不錯的朋友，亦會經常相約參加大學的活動。余翠

怡特別提到學科需要進行很多實地考察，而同學們每次

都會先走一步去探路，確保安全，這令她感到十分窩心。

為師之路

前香港劍擊隊總教練鄭兆康先生是余翠怡的伯樂，他對

余翠怡有著很深的影響，今天的世界冠軍在受訪時總是

提到恩師的教導，「他不只教我劍擊，也教我做人處世。

運動員可能只是十多年至二十年的一個身份，但做人是

一輩子的。」因為鄭教練的影響，余翠怡延續「以生命影

響生命」的精神，她於2013年與四位朋友開設「劍擊運動

學院」，希望推廣劍擊運動，自此便成為了別人的老師。

劍擊運動學院座落觀塘鬧市，學院面積接近一萬平方

呎，內有專業劍道、兒童劍道及兒童訓練區等，是香港

少見有相當規模的劍擊學院，余翠怡還邀請了鄭教練任

學院校長。除了教授劍擊，余翠怡更希望她的學生學會

面對失敗、與人相處等。比起談致勝之道和比賽經歷，

余翠怡談起她的教育理念時更為雀躍，「我希望家長可以

讓小朋友多嘗試，讓他們學習自理並表達自己的感受。」

輪椅劍后余翠怡並不強求她的學生成為每一次比賽的冠

軍，她更希望一眾學生可以享受比賽過程，明白劍擊背

後的精神。
能夠在比賽獲勝固然理想，但余翠怡更希望學生開心地
學習劍擊

余翠怡有份創立的劍擊運動學院設有專業劍道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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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吝付出　成就美事

莊嘉欣（體育運動科學／在學）

「渣打大專七人欖球邀請賽2016」女銀碟冠軍之中大隊員

羅詠詩（醫學／在學）

英國文化協會主辦「科學一叮」香港區大賽2015冠軍

一直以來，不少中大同學在勤奮讀書之餘，也透過參與服務、活動或比賽去圓滿其人生。近年，以下
同學便在不同環節創出佳績、貢獻社會。當然，沒有榜上題名的同學，亦每每在其崗位克盡己任、發
熱發亮。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在學）

2015年「第五屆華為杯中國大學生智能設計競賽」冠軍 
2015年「第十四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一等獎

賴錦濤    唐丁    鍾卓煒    陳博文

梁肇君（法律／在學）

2015年「活木球大專賽」女子個人冠軍

戴漪晨（生命科學／在學）

2016年度港區羅德學人

2015年「第一屆全國大學生賽艇錦標」 女子八人單槳有舵手艇冠軍

陳靖汶    黃以晴    黃嘉詠
（體育運動科學／在學）

蕭海怡    鄧朗晴
（醫學／在學）

鄧紫程
（地理與資源管理／在學）

劉婉儀
（工商管理／在學）

巢樂媛
（心理／在學）

王詩韵
（生命科學／在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在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畢業）

2015年「第四屆大中華機械設計比賽」第一名

陳子鋒

葉志堯    李振江 陳彥博    趙子富
鍾子賢    張浩天 郭銘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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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敏琳（新聞與傳播／畢業）

2013年「香港青年服務大獎」得主

2014–15年度「傑出專上學生服務獎」得主

葉清怡
（工商管理／在學）

李美儀
（教育文憑／畢業）

麥冠豐（工商管理／在學）

2014年「創青春全國大學生創業大賽」金獎

黃君恆（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在學）

「仁川2014亞洲殘疾人運動會」 
硬地滾球混合 BC4雙人賽金牌之中大隊員

林偉堃    葉嘉信    梁敏灝    司徒信傑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在學）

「三星Solve for Tomorrow 2015手機應用程式設計比賽」冠軍

李思上（法律／在學）

2014年「第十九屆中國日報社—— 21世紀•可口可樂盃」
全國英語演講比賽冠軍

黃嘉祺    楊兩全

曾慶宏（新聞與傳播／畢業）

2014年「第九屆台灣金甘蔗影展」最佳攝影

（新聞與傳播／畢業）

2014年「第九屆台灣金甘蔗影展」最佳導演

（生命科學／在學）

（生命科學／畢業）

2015年「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iGEM）世界賽」金獎

梁敬邦    汪晓波    石致宇

李文瀚    吳詠芝 盧芳泉    張詠嘉 庄卓力    李灝軒 梁君怡   
黎東發    廖明婷 李家樂    江嘉懿 張偉乾    陸珮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