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問何柱霆校友 

 

 

各位同學， 相信大家都聽聞過世界跳繩冠軍—何柱霆先生吧！但你們知道不知

道，何柱霆學長是我們學校的校友呢？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了何柱霆先生到

學校接受訪問。 

    

小記者：何柱霆學長，在小學生活中，有那件事情令你最難忘？ 

 

何柱霆學長：最令我難忘的事情是被老師罰留堂，因為那時候我在學科方面，

英文科成績不是那麼好，不過，老師很好，想幫我「補底」。當時我讀上午校

（當時學校是半日制，分為上、下午校，現在學校是全日制）。那時，通常放

學後老師會叫我留校一小時，幫助我溫習英文。我讀六年班那年，老師很想幫

我，希望我英文成績能進步，所以當時除了要練習跳繩的時間外，每天放學後

老師都留我在學校，幫助我溫習。所以，這事令到我現在仍然記得。今天我都

要留低（何柱霆學長是跳繩班教練，訪問何柱霆學長當天是星期一，當天學長

要待同學們放學後教導他們跳繩）。 

 

 

小記者：在小學的學習過程中，你培養了那些特質能讓你成為一位出色的世界

級運動員呢？   

 

何柱霆學長：老師要我留堂令我知道做事時不放棄，堅持地做一件事，你就有

機會有得着。雖然我當時的英文成績並不理想，幸好老師讓我放學留校，幫助

我，令我英文有一定的進步，這事令我知道其實可以應用在跳繩方面，只要是

我喜歡的事，或者是我想做的事，過程中只要不放棄，縱然結果未必如願，或

一定取得第一名，但你有盡過力，努力之後，對比之前有進步，你會感到更加

開心，知道自己總會成功。 

 

 

小記者：你認為要成為一位世界級的運動員，在中小學時要如何裝備自己？  

 

何柱霆學長：我覺得應該要勇於嘗試，去學習不同的事情，因為如果你要成

功，一定不會單方面發展就可以的，就以花式跳繩為例，不是跳的很快就可以

得到冠軍的，除了跳繩速度要很快之外，不同類別的花式要有較多「融合」才

行的。我指的花式動作，例如有些是要將隊員「拋出去」，有些是要跳起再揮

動繩子多下，我們稱之為「多重跳」等等，或者有些是體操的動作，例如是前

滾翻和前空翻，令自己的整套動作比較豐富，當中將所有的「訓練」融合在一



 

起，會令自己更易有進步。除了跳繩之外，還有其他，包括「柔軟度」。有很

多運動員和小朋友不喜歡「拉筋」，但其實在拉筋後會增加身體的柔軟度，有

助提升運動表現。很多時候，如果要「裝備」好自己，要多學些，比原本要學

習的，更要多學一些其他範疇，令自己學懂更多，能令自己容易得到想要到的

「位置」，甚至是世界第一。 

 

 

小記者：如果你要用一個詞語來形容你的小學生活，你會選擇那個詞語呢？為

什麼？ 

 

何柱霆學長：我會選擇「幸福」兩個字。因為在孫方中小學就讀時，我在運動

方面成就較學業方面表現較為理想。幸好在老師的關照下，令到我可以更全面

地發展。如果老師不是愛惜你或想幫助你，老師可以不用那麼著緊你的成績。

老師就是願意將學生從邊緣拉回來，願意關照你，願意幫助你成長。如果沒有

那位老師在我小時候那麼疼愛我、照料我，我可能沒有這樣熱愛跳繩。因此，

我會用「幸福」去形容我在孫小的生活。 

 

 

小記者：學長，你有什麼話可以勸勉現在的學弟學妹呢？ 

 

何柱霆學長：如果你們遇到自己喜歡有興趣做的事，就要努力向着目標前進。

我知道現在的小朋友會參加很多的課外活動，或是藝術方面，或是運動方面，

都有自己喜歡做的事。例如有些小朋友喜歡彈琴、打排球、打羽毛球、或者跳

繩，如果當你們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活動，就要努力向目標邁進。因為讀小五、

小六時面對「呈分試」，要花較多時間在溫習和學業方面。如果你們在很小的

時候有較喜愛做的事，你們可以嘗試在那活動方面發展自己，讓自己更喜愛那

項活動，更積極參與那項活動，令自己更喜歡這項興趣，在那方面就會有卓越

的表現。 

 

 

黃老師：你剛剛分享了你認為在小學階段最難忘的回憶就是被老師留堂補習英

文，那請問你對學習英文有什麼看法？ 

 

何柱霆學長：其實英文是非常實用的。即使我現在的英文也不是很好(學長謙虛

地說)，但我也懂得基本的溝通。我除了是一位跳繩班教練，我也是一位代駕司

機。我和我的外國朋友溝通也是用英文的。做代駕時，有時也會遇到一些外國

客人。如果我不懂英文，我就不能和他們溝通。就是因為我能用英文跟他們對

答，才能溝通和令大家交流更流暢。如果我不喜歡英文或是以前我沒有學習好



 

英文，我現在就難以和外國的朋友溝通了。所以英文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也有

一些外國朋友，若我真的對英文沒有認知，我就會少了許多與人交流、溝通的

機會。因此，如果我當時不喜歡英文而放棄了學習它，相信我現在也會難以和

外國的朋友溝通了。總括而言，學習英文對我們是十分重要的。 

 

 

小記者：相信各位同學對何學長也有更深入的認識了！希望大家思考何學長給

我們的勸勉。找尋自己喜歡的興趣，努力的向目標進發，從而得到成功。 

 

                                                                             

小記者：賴韜而、伍彥璇 

 

 

 

 

 



 

校友訪問—林曉一              小記者:彭舜一、彭胤瑤、黃考禎 

 

    很高興校友林曉一學長能接受我們的訪問，現在讓我們一起來

看看他跟我們的分享吧！ 

 

在小學生活中令你最難忘的事情是甚麽？ 
 
    我最難忘的事情是參加了數學培訓班。那個培訓班會教授一些

中學的數學知識，那些數學題在考試時也用不上，但卻令我十分難

忘。那課堂跟一般的課堂不一樣，每次我也會十分期待玩那些數學

遊戲。我也會跟同學主動預備每一次的內容，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老

師都不會的遊戲和數學難題。參加這個班沒有學習的壓力，也沒有

做錯的壓力，反而能讓我主動去探索，享受當中的樂趣。之後更把

這分學習的熱忱運用在不同學科上，讓自己變得更開心。 
                                              
 
在小學生活中，你培養了哪些特質讓你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我認為是懂得發問。因為這個世界很大，而我們知道的卻很

少。由於每個人的興趣都不同，我們只好透過發問問題讓我們學會

不同的事情，更可以透過別人的分享，增廣我們的見識。 

    此外，發問也可以貢獻世界。因為發問問題除了可以讓我們知

道一些我們本來不知道的事情之外，也讓我們得到很多朋友。如果

想貢獻世界，只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群體的力量去尋

找一些新的想法。 

    同時，在發問題時找出自己的不足。當我們發現自己的不足

時，就會花功夫準備一些有水準的問題去發問，在準備的過程中，

可以增加知識儲備量和訓練提問技巧。同樣的人會因為你不同的發

問方式，而給你不同的答案，所以問對問題和問好問題十分重

要。    
 

你會用哪個詞語來形容自己的小學生活？ 
  
    青春。因為在小學生涯中學會了很多的事物。記得在一年級

時，每次打開各科的書本時，都有一種很興奮的感覺，因為每個單

元，都會有一些不懂的知識。例如英文科教授不同國家的節日時，

除了英文知識外，也能了解不同國家的習俗，這些經驗讓我第一次

連結了不同的領域。這個連結很重要的，這個接觸面很廣闊的，令



 

我學會了如何生活下去，是青春和熱血的過程，讓我可以從零開始

接觸這個世界。 
                             
你有甚麽説話要勉勵學弟學妹？ 
 
    在小學階段多做一些令自己開心的事。我覺得小學階段應該多

看書、多閱讀，也應該多參加不同的活動，找出自己的興趣。此外

多與老師和學長、學姊分享經驗，多做不同的探索。當然最基本的

能力也要加強，例如語言、溝通、寫作能力等等。 

    你們也可以想一下有沒有自己感興趣的事情，盡量將自己的好

奇心擴大，這樣對小學階段或者做其他事情都有很大的幫助。只要

你有好奇心去發掘，你一定可以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如果你暫時

找不到也沒關係，因為人生漫長，你有很多時間去發掘你的長處或

者感興趣的事物，最重要的是用對方法和態度。 

 

 

 

 

 



 

訪問校友—胡銘堯先生（香港管弦樂團：市場推廣總監） 

 

我們很開心邀請了校友胡銘堯先生--現為香港管弦樂團市場推廣總

監，在百忙中仍抽空到校接受我們的訪問。香港管弦樂團是香港最

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樂團之一，相信在這兒工作具有不少挑戰性，

就讓我們一起細聽胡先生分享他的音樂人生。 

 

1/ 能簡單分享你的音樂之路嗎？ 

 

   還記得在我十三歲那年，學校有音樂劇活動需要同學負責作曲配

樂，那時便燃點起我的音樂創作之路。當時我除了作曲外，還擔任

樂隊和合唱團的總指揮工作，別具挑戰。在預備公開考試那兩年

間，當其他同學正埋頭苦幹專注於較學術性的科目時，我卻額外選

修了音樂科來應考。而在大學讀書期間，音樂也成為了我的主修

科。慢慢地，音樂便成為我日後的職業和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2/ 在小學生活中，有沒有甚麼特別深刻的經歷與回憶？ 

 

   有的。我記得在我大約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的音樂科老師

余老師邀請了我負責在一次合唱團練習中幫忙彈琴，那時我真是十分

興奮和期待。可惜的是，到了練習的那一天，我竟然發燒了！無奈地，

我還是沒有辦法參與其中。那份失落感，我到今天還是記憶猶新啊！ 

   

3/ 你認為在小學的成長階段上，對奠定日後發展方向起到多大程度

上的作用？ 

 

 在小學時期，我只是很單純地忠於自己的感覺，那就是我很喜歡

和學習音樂。那時我並沒有多想將來是否一定要以音樂為職業，只知

道繼續往前走，做我喜歡做的事就對了。假若人生比喻一座大樓的話，

小學階段必然是一個根基盤石。因為盤石正正需要有紥實的基礎，根

基打得好，才能走得更遠和看得更多。 

 

4/ 你怎樣堅持自己的理念，以致能實踐自己的夢想？ 

 

   大家總是很喜歡去談夢想，有人會問我音樂是否我的夢想?我

想，音樂有可能是我的夢想，但這也不是絕對。我一直堅持從事音

樂方面的工作，其主要原因並不是為了夢想這二字，而是背後那種

熱愛音樂的原動力。假若我需要從事一份跟音樂完全沒有關係的工



 

作，我也必然有這樣的能力，但我一定失卻了現在在音樂路上所獲

得的滿足感和發自內心的喜樂。只要有可以選擇的條件，那我一定

會選擇行音樂的方向。 

 

   對我來說，怎樣才是“可以選擇的條件”，那就是由我決定選修

音樂的那一刻，奠定了我日後能從事音樂工作的條件。在找工作期

間，我並不會在乎那份工作是否高薪聘請或有高回報，我在乎的先

決條件是必需與音樂有關係，是自己所熱愛的，我便會選擇它。 

 

5/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你會選擇怎樣克服和面對? 

 

  當遇到挫折的時候，我強調要正向思維。我會先分開正面與負面

兩方面來替自己分析和思考。我清楚知道人一定有不開心的時候，

我會接納和承認自己有不開心的時候，然後我會讓自己休息過來。

如果情況許可，我會放一個長假期，可能是一星期；也可能是給自

己一個休息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我會先放下工作，讓自己冷靜過

來再繼續前行。其實從事音樂行業也具有無形的壓力，特別是工作

時間常常會日夜顛倒，所以我深深明白休息是十分重要，因為這樣

才能保持自己有健康的體魄。 

 

6/有沒有甚麼話可以勵勉現在的學弟學妹嗎？ 

 

  我覺得現在學弟學妹讀書的壓力一定比我小時候多，而且會較辛

苦。其實讀書壓力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社會的要求，另一方

面是家長的期望。先談社會對我們的要求，這個是會隨着年齡的增

長，而壓力會越來越多。但只要慢慢適應，這一切都能適應過來

的。嘗試多相信自己的感覺，發掘自己喜歡的東西，而慢慢把它發

展成自己的興趣與事業。例如你很喜歡種花，你便要努力認識不同

植物的品種、要懂得留意天氣變化對農作物的影響、也要懂得分辨

不同泥土的養份等，這也是一門值得深究的學問啊！鼓勵學弟學妹

們，在 12歲之前，便能找到你自己所喜歡的東西，找到了後便認定

它，千萬不要放棄啊！ 

 

 
 



 

郭家聰醫生訪問 

小記者：陳浠堯 張晴 賴韜而 徐恩熙 廖芷螢 

 

小記者: 郭醫生是哪一年的畢業生呢？ 

郭醫生：我是一九九三的畢業生。 

 

小記者：目前孫小的老師中，有沒有哪一位是你的相識呢？ 

郭醫生：哈哈，這是一個暴露年紀的問題喔！其實目前在孫小的老

師團隊中，蔡副校長是我的師妹呢！ 

 

小記者：郭醫生還記得孫方中學得校訓是甚麼嗎？ 

郭醫生：這一題難不倒我，答案應該是「勤廉信慎」。 

 

小記者: 作為醫生來說校訓中的哪一個字最為重要呢？ 

郭醫生：我認為每一個字都具有意義，但「勤」字從我的角度來看

最為重要。因為醫生這門職業需要勤奮的態度。醫學上的病症和藥

物的專有名詞不可計數，即便是所謂的「天才」，也不可能不勤奮，

不努力，便可以把它們背下來，沒有「勤」這個字，更不可能有精

湛的醫術。就以大學時候的我為例子，我當時每天都在圖書館溫

習，即使身邊的同學不斷地邀請我出去玩樂，我也靠意志力拒絕了

他們的邀請。 

 



 

小記者：很多孫小的學生都夢想成為醫生，你能談談這一行的日常

工作內容嗎？ 

郭醫生：我的主要工作當然就是照顧病人，替他們看診。但其實我

們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工作——照顧病人家屬。因為很多的時候，

病人家屬在得知病人患病後的情緒會十分激動，所以我們除了要清

晰地教導家屬如何照顧病人外，更要安撫他們的情緒。由此可見，

溝通技巧也十分重要。除此，我們醫藥負責運輸、書信等工作。我

們經常要通宵工作，所以偶爾也會在車上休息。 

 

小記者：據我們了解，抗疫三年，醫院時不時都要面臨人手不足的

問題，郭醫生是否也面臨相同的困境呢？可以談談嗎？ 

郭醫生：其實，我和我的同事們的確在過去三年面臨著人手不足的

困境。當時我們的工作時間需要延長，加班的現象十分普遍，前線

的醫護如果有人病倒，其他同事也會樂意頂替。同事之間靠著意志

力，互相鼓勵，砥礪前行，沒有抱怨，而是體諒他人，互相鼓勵。

這讓我們共度時艱。 

小記者：如果立志想要當醫生的學生，現在還要在哪方面好好裝備

自己呢？ 

郭醫生：如果想要當醫生的話，首先在小學階段要打好基礎，兩文

三語非常重要。同時，也要培養自己堅毅、樂觀、主動的人生態

度。我想這些雖然和專業的醫學知識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這些都

是作為醫生必不可少的品質。 

 



 

小記者: 據我們了解，很多同學立志要當醫生是因為醫生的薪資水

平很高，坊間更有「月球人」的說法，對於看中錢財而想要投身這

行的學生你有甚麼建議嗎？ 

郭醫生：對於坊間這種說法我也略有所聞。雖然醫生比其它的職業

有更高的薪金，但相對的工作量也更大，身上肩負的責任也更重

大，社會對於我們的要求也更為苛刻。醫生需要打理好醫院的大小

事務才能離開醫院。萬一病人病情惡化，便需要我們徹夜留守在醫

院，照顧並留意他們。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做一位稱職的醫生需要

一顆「關愛的心」。因此，對於看中錢財而想要投身這行的同學們要

三思了，我建議不要從事這行了，如果單純的想要賺錢，不妨考慮

金融業喔！ 

 

小記者：謝謝郭醫生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相信孫小的

同學們都能從這次訪談中獲益良多。 

郭醫生：謝謝小記者們的訪問，再見！ 



 

訪問校友陸善婷 

Hello, my name is Crystal. I graduated from SFCPS18 years ago. My fondest memories 
at school include being in the marching band and the choir. I also loved spending time 
in the library.  
 
I now live in London, UK with my husband Paul and our cat PJ. I’m a music therapist 
specialised in working with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behavioural challenges. My clients 
include adopted children, bereaved siblings and children on the autistic spectrum.  
 
I am grateful for my time at school and would like to wish SFCPS a very happy 
anniversary! 
 

 
 
 
 
 
 
 
 
 
 
 
 



 

訪問校友麥熙華 

麥熙華是孫方中小學第 28屆畢業生，現在在香港演藝學院就讀戲曲系。他自小對粵曲

有濃厚興趣，因緣際會認識同校同學一起加入大埔粵曲團，並參加校際對唱比賽並獲

得冠軍。 

 

麥熙華認為大家能愈早立定目標愈好，以他學習粵劇為例，拉筋、踢腿等基本訓練應

該由小做起，把自己裝置好，當遇上機遇時即能把握。「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裝

置自己的過程絕不輕鬆，他認為堅定的意志是成功關鍵，當大家遇到挫折時，回想身

邊的朋友對你的勉勵，就會有堅持下去的動力。麥熙華很感謝父親對他的支援，亦感

謝老師給予他表演的機會，加上同儕的陪伴和互勉，令他可以自己興趣為終身職業。 

 

麥熙華有一個願望，希望能為粵劇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粵劇，令

到本來日漸式微的行業能夠再次蓬勃起來。 

 

 

 



 

訪問校友—黃可彤小姐（鋼琴家） 

 

                                                          

 

（黃可彤的 IG帳號）  

 

常言道“台上一分鐘，台下百年功”，相信對於每個學習樂器的人

都會明白，要在表演台上成功演奏出一首曲子，絕對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從樂習樂器以至成為演奏家，更是一條漫長的道路，當中考

驗我們的信心與毅力，最後才能踏上成功之路。接下來，我們會訪

問一位已成為音樂家的校友，讓她跟我們分享她的音樂之路。 

 

1/ 能簡單分享你的音樂之路嗎？ 

 

記得 4 歲時，姐姐帶我去看了著名鋼琴演奏家郎朗的演奏會。自始

以後，我便立志要像朗朗一樣，成為鋼琴演奏家。高中時，父母送

我到美國猶他州留學，希望我可以有更多機會專研和練習鋼琴。15

歲那年，我終於第一次得到機會與管弦樂團演奏莫札特的鋼琴協奏

曲。我隨後考上了在猶他州的柏翰楊大學，並主修鋼琴系。近年，

我分別贏得阿德蘭特州 Emory Young Artist 的全國第三名，以及

Music Teacher National Association (MTNA) 的全國第一名。上

年二月，我更有幸跟管弦樂團演奏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

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實現了八歲時的一個小夢想，也是我人生其中

一個最難忘的回憶。這年學士畢業後，我會繼續進修鋼琴演奏的碩

士學位。我現在分別被美國曼哈頓音樂學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以及皮博迪音樂學院(Peabody Institute of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等等學校取錄，並且賦予獎學金。接下來的時

間，我將會衡量和決定去哪間學校進修。進修後，我希望繼續表演

和教授鋼琴，分享音樂震撼的力量。 

  

2/ 在小學生活中，有沒有甚麼特別深刻的經歷與回憶？ 

 

在孫小的回憶真的有很多，例如每年的校際牧童笛和合唱團比賽，

在這些團隊裡，同學們和老師一起就像一個大家庭。每次彩排練習

時我都非常享受，而且孫小經常在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令我為學

校感到很自豪。我還很想念在每天早會開始前彈鋼琴，然後早會時

伴奏著大家熱烈地唱校歌。 

  

 
 



 

3/ 你認為在小學的成長階段上，對奠定日後發展方向起到多大程度

上的作用？ 

 

我認為小學的成長階段，是培養學習態度，興趣，自我價值，和品

格的良好時機，能為日後的發產奠定良好的基礎。到現在，我仍然

記得每位老師對教學和訓練的熱誠，以及對我激勵的期望善意的關

照。他們不僅僅教會我學術知識和促進我的技能，更啟發了我，無

論做什麼事，都有追求卓越的心。在孫小，我有機會參加合唱團，

牧童笛隊，朗誦，游泳隊，田徑，跳繩隊等等團隊和興趣班。這些

寶貴的經驗不但培養了我許多健康的興趣和技能，而且讓我學會合

作精神，和艱辛鍛鍊後成功帶來的快樂，磨練了我在追夢時不輕易

放棄的精神。對我其中最大的影響，是孫小對培養學生良好品格的

重視。無論是校長或體育老師苦口婆心的訓誡，我仍歷歷在目。我

學到品格甚至比成功重要。當風紀和圖書管理員等的職責，更是讓

我從小學會責任心和助人之樂。 

 

4/ 怎樣才可以堅持自己的理念，以致實踐自己的夢想？ 

 

已經數不清在追尋音樂夢的路上，有多少次因為感到耗竭而想放棄。

然而，讓我堅持的，首先是記起彈奏音樂對我的意義和它帶給我許

多震撼的經驗。對我來說，我希望透過彈奏美麗的音樂，從而激勵，

振奮，感動，和產生共鳴，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儘管被打動的觀眾

有一人或是一百人。另外，我對音樂熱切的執著與好奇心，讓一天

4-5小時刻苦的鋼琴練習變得更有趣而充實。除了鋼琴教授的指導，

我亦會透過觀察其他表演者的演繹，以及於技巧和音樂感方面的研

究和實驗，思考怎樣使造詣更上一層樓。保持好奇和好學不倦的心

是最有效讓我堅持的方式。 

  

5/ 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你會選擇怎樣克服和面對？ 

 

高中時，我因為輸了比賽，錯過了一個夢寐以求的表演機會。還記

得受到消息後，我痛哭了一個小時。我不斷告訴自己：你根本沒有

才華，應該放棄吧。幸好姐姐鼓勵我再接再厲，也讓我想通了很

多。在之後的路上，我當然也有許多失準和挫敗的時候，但我會懂

得告訴自己，一次的成功不代表永遠的成功，所以同樣地，一次的

失敗不代表永遠的失敗。當問心無愧的盡力後，便把失敗看成寶貴

的學習機會。我也會嘗試理性的分析是什麼出錯了，更加了解自己

的長短處，於是立即比別人更努力的練習和改善問題，迎接下一次



 

的挑戰。在羨慕其他更成功的鋼琴家前，我學會首先欣賞自己獨一

無二的人生經歷和旅途，並為他人的成就感到喜悅。 

  

6/ 有沒有甚麼話可以勸勉現在的學弟學妹嗎？ 

 

光陰似箭，要好好把握每個在學校學習和玩樂的機會，多嘗試新的

本領和興趣，挑戰自己。我深信每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步伐也不同，

不要低估了自己無限的潛能。珍惜身邊的好朋友，更要學習去善待

你的每一位同學，即使他可能跟你很不一樣。要常常感激辛勤栽培

你的每位老師，長大後你會發現，有嚴謹但關懷的導師在旁邊督促

教導，是很幸運的事。 

 



 

      校友專訪-黃皓珵師姐      更新版 

 

校友黃皓珵師姐是版畫藝術工作者，2018年獲「香港版畫工作

室年獎」。現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修讀版畫碩士課程。現在讓小記者

帶領大家一起瞭解黃師姐的故事。 

 

小記者：請問甚麼是版畫藝術？ 

黃師姐：版畫是你必須擁有一塊板，先畫出構圖，你可以隨心畫一

些你喜歡的事物，再經過雕刻、上墨的過程，最後印在紙、木或是

布料上。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印章，其實印章也是版畫的一種。 

 

小記者：您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接觸版畫？如何接觸到版畫？ 

黃師姐：我一開始是在書裏面看到有介紹版畫的印章，漸漸對它有

興趣，便開始做了一些創作。正式開始學版畫則是在大學的時候，

我上了一些版畫畫的課程，可以學會不同種類的版畫。 

 

小記者：創作版畫的過程中會帶給您怎樣的啓發？ 

黃師姐：其實版畫和畫畫等創作很相似，開始時你需要有一些想

法，然後畫下草稿，再刻在板上。創作版畫對我來説最大的啓發就

是沒有到最後完成的一刻，你都不知道製成品會是怎樣，是否跟你

想像中的一樣。如果你覺得有一些可以改善或者是可以做得再好的

地方，就再多雕刻一下，這是需要有持之以恆的態度。 

 

小記者：您在創作版畫藝術的道路上，遇到過困難嗎？您是如何克

服這些困難的？ 



 

當然有，首先，最現實的問題就是作為一個藝術家是需要有自己的

工作室，所以我現在很努力地工作，目的是成立一個工作室給自己

創作。另外，我們需要有靈感才能畫畫，如果有時候沒靈感的話，

就不會只是坐着在想，反而會外出散散步，寫一些東西，做其他不

同的創作，不會讓自己的腦袋困在一個環境裏。 

 

 

 

小記者：您對自己版畫藝術創作的未來有怎樣的期望？ 

黃師姐：未來我希望不同類型的藝術都能繼續發展下去。雖然現實

會有很多不同因素打擊自己，但也要為自己建立一個未來的發展計

劃，朝着計劃一步步脚踏實地地完成。同時，我也期望有更多不同

的機會，做出更多不同的藝術作品。 

 

小記者：您會如何宣傳版畫藝術？ 

黃師姐：我會和不同的機構、版畫創作室或學校等去辦一些版畫的

課程，向不同階層的人示範怎樣創作版畫，期望能令更加多人認識

版畫藝術，對版畫產生興趣。 

 

小記者：您有沒有甚麼話想對師弟師妹們說？ 

黃師姐：我小六的時候很擔心不能與朋友上中學，這是當時一個很

擔憂的問題。現在回頭來看才發現，其實最重要的是尋找到自己喜

愛的東西，你也會在新的環境裏認識新的朋友。 

 

 

 



 

 

 

 

 

 



 

From Audrey 
我還記得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才過 25週年，現在眨眼就過 35週年了！ 

謝謝當年照顧和關心我的老師們，希望你們保持得身體健康！ 

我現在已經在英國留學了五年， 也高中畢業了。 

今年九月將會在英國的皇家音樂學院 （Royal Academy of Music）讀音樂，感到非常

的興奮。 

我仍然記得盧校長說的一句話「不要讓人輕看你年紀輕！」 

希望孫方中小學的畢業生也能記住這句話，繼續努力得學習和追求夢想。 

 
From Jeffrey 

10 years since my graduation, I wish SFC school a happy 
35th anniversary, an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students who are graduating.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teachers who helped me as a young man and I 
send my best wishes to all the teachers with good health and education to 
your students. 

Life at Stowe is something I won't forget, living without parents is never 
easy but makes me a strong individual, being organized and productive. 
During my time there, I lived in dormitories for my first year, then singles 
in my last four years and made some lovely friends there. At Stowe, I had 
many opportunities to perform in school, giving piano recitals, concertos, 
chamber music and sometimes performing out of school in music groups, 
such as Laurence Jewry Church, Guildhall and Steinway Hall in London. In 
September 2022, I'll join the Royal College of Music and start my 
undergraduate course, with piano as my main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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