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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第二十三期 2022年 12月 

會訊 
® 

總編輯：楊靜嫻主席 

編  輯：羅偉華總幹事 

兔年將至，預祝各位身體健康、如意吉祥！ 

特別報告 
1.由今期開始，禮儀會「會訊」電子版將以電郵方式發放給有電郵地址的會員。 
2.印刷版如常寄給沒有電郵登記的會員。 
3.如需要印刷版會訊者，可與總幹事羅偉華女士聯絡。 
4.電子版會訊亦如常上載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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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 10月 15日 

本會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假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201 室順利舉行，會議紀錄已於即日通過，請參閱第 3 頁。當日大會由楊靜嫻
主席、羅勤芳副主席及義務秘書黎雅麗理事主持。 

 

 

 

 

 

 

 

 

 

 

 

 

 

 

第十七次週年會員大會 

會員們積極舉手動議、和議通過各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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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 

2021-2022 年度 第十七次週年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日期：2022年 10月 1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3:40-4:10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201室 
主席：楊靜嫻 

出席會員（按會員號碼序）20位: 
楊靜嫻 盤蘇賢 甄靜雯 羅勤芳 譚成珠 彭千華 高百鳴 黃冬霞 黎雅麗  
張淑娟 黎敏玲 鍾淑英 麥愛蓮 陳國峰 饒顯穗 張宇鋒 張卓立 劉秀清 

（視像出席）：馮瑞龍 鍾愛蓮 
請假會員（按會員號碼序）10位: 
       孔憲中 關兆琼 姚德懷 馮振輝 關智健 孔浩光 何德心 何美鳳 黃志強 鮑  駿 

紀錄：羅偉華 

(1) 主席致詞 

主席宣讀出席會員名單，人數已達會章規定合法的開會人數 8人以上，會員大
會正式開始。 

(註：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已郵寄各會員，如有需要可向本會索取。) 

(2) 審閱並通過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9月之會務報告 
主席請各位審閱(粉紅色附件) 2021 年 10月至 2022年 9月之會務報告，由羅

勤芳副主席簡單概述內容，並請舉手動議、和議通過。 
動議：甄靜雯  和議：鍾淑英，沒有反對意見，一致通過。 

(3) 審閱並通過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年度之財務報告 
義務秘書黎雅麗請各位審閱(綠色附件)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

之財務報告，並請通過。 
承上次報告，2021年 3月 31日的資產有 HK$452,378。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為止，本會有資產 HK$1,031,468，流動現金 HK$3,148。 
請舉手動議、和議通過。 
動議：譚成珠  和議：甄靜雯，沒有反對意見，一致通過。 

 (4) 通過聘請李振鴻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財務報告 

主席請與會會員舉手動議、和議通過。 
動議：彭千華  和議：盤蘇賢，沒有反對意見，一致通過。 

(5) 通過第八屆理事任期延長一年 
鑑於 2019 新冠肺炎爆發至今，疫情仍然嚴峻。這兩年期間，因受防疫條例限

制，本會擬定的多項推廣計劃未能展開，又遇今屆理事會成員任期即將完結，因此
本屆理事未能發揮所長，實屬可惜。 

現經理事會商討後，議決第八屆理事任期延長一年，即日生效，直至下一屆改
選為止。好讓有較多時間進行推廣工項之活動。 

動議：鍾淑英  和議：黎雅麗，沒有反對意見，一致通過。 

(6) 通過是次週年會員大會之會議紀錄 
主席將是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宣讀一遍，並請與會會員舉手動議、和議通過。 
動議：甄靜雯  和議：陳國峰，沒有反對意見，一致通過。 

 (7) 會議結束：下午 4 時 10分 

主席：_____________                        義務秘書： _______________ 
            楊靜嫻                                          黎雅麗 

日期：  15-10-2022                             日期：    15-10-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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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的「第五屆香港中學華服徵文比賽」已順利完成。收到 10 間中學交
來 71篇參賽文章。頒獎典禮於 10月 15日會員大會後舉行。各得獎學生獲贈旗袍
一件，合共 19 位獲獎同學接受旗袍贊助，並穿著該旗袍出席頒獎禮。 

感謝工項組長馮振輝理事、馮瑞龍副主席、楊靜嫻主席、彭千華理事等策劃、
聯絡及評審；並感謝何美鳳理事、黃志強理事、朱宇副教授及龔元之博士評審作品。 

 

 

 

 

 

 

 

 

 

 

 

 

「第五屆香港中學華服徵文比賽」頒獎禮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講師 本會理事    
彭千華博士於頒獎前報告是次比賽情況 

彭博士評述冠軍黃玥軺同學的《再續花樣年華》從旗
袍的起源，談到製作過程，以及其在電影和日常生活的藝
術展現，文章流暢，鋪排有序。 

 亞軍，陳靄婷同學的《碧緞紅綢，亭亭婀娜》生動描繪
了江南煙雨中，穿著旗袍的婀娜身影，以及旗袍在電影、
文學作品中的藝術形象。 

 季軍，趙曉瑩同學的《旗袍，我為你歌唱》用照片和
老歌帶入旗袍曾經璀璨的形象，感歎香港本地旗袍的沒
落，反而在國外成為文化象徵的情形。 

（一）評審委員感謝狀 

本會理事 
彭千華博士 接受 

（二）積極帶領學生 參加本屆徵文比賽老師感謝狀 

觀塘官立中學  
袁家怡老師 

(由白晨曦及湯碧珊
同學代表接受） 

福建中學(觀塘)
何曉雯、吳若凡
老師(由陳映玥主
任代表接受）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
基中學 王文墩老師  
（由司徒焯嵐同學

代表接受） 

本會主席 楊靜嫻校長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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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  獎 
優質教師專業發展協會 
會長 劉秀清博士 頒發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觀塘官立中學 
湯碧珊同學(右）代表接受 

羅勤芳副主席 頒發 

冠軍 觀塘官立中學 
黃玥軺同學(右） 

彭千華博士 頒發 

亞軍 觀塘官立中學 
陳靄婷同學(右） 

關智健博士 頒發 

季軍 福建中學(觀塘) 
趙曉瑩 同學(右） 

中國香港戲劇研究會主席 譚成珠教授(右） 頒發 

優秀獎 觀塘官立中學 (左至右）李妙情、湯碧珊、施綺琪同學 

楊靜嫻主席 (左） 頒發 

優秀獎 觀塘官立中學 (左至右）馬延媛、陸永波、陳樂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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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 張卓立先生 (左） 頒發 

優秀獎 觀塘官立中學 (左至右）張婧愉、陳欣儀、白晨曦同學 

本會理事 黎雅麗 義務秘書(左） 頒發 

優秀獎 順德聯誼總會 
李兆基中學  
司徒焯嵐同學 

鍾淑英校長 (左) 頒發 

優秀獎 香島中學 
李穎欣同學 

優秀獎 葵涌蘇浙公學彭靖茗、許曼云同學 

優秀獎 福建中學（觀塘）趙殷瑜、胡雲茜同學 

孔教學院常務副院長 高百鳴醫生(右） 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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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享 
頒獎禮最後，禮儀會安排了主題分享。內容配合中學生學習範疇。 

主講: 懋愚老師（本會理事 關智健博士） 
主題: 周遊列「講」之 禮聖賢：學英文 

Respect Chinese scholars: Learn modern English 

 

 

 

 

 

 

 

 

 

 

 

  

   

 

 

 

 

 

 

 

 

 

 

 

 

 

 

   吳道子之「孔子行敬像手印」之解意 

頒獎禮後，高百鳴醫生看見主席枱上的孔子像，便
興致勃勃地向學生講解孔子像手印的喻意，內容如下: 

吳道子是唐明皇的御用畫師，有畫聖之稱。吳道子
對孔子思想有極深刻理解和至誠的敬仰。他如此對孔
子讚美：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吳道子所繪「孔子行敬像」充分表達了孔子仁愛、
睿智、自信、謙卑和對天地的敬畏。像中孔子對天敬拜
手勢，在男子是左手在外，右手在內，在外的左手五指
代表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在內的
右手五指代表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五倫表達
了人在社會活動中的五種關係，孔子教化人與人之關
係應達到君義臣忠（現在君代表國家或上司；臣代表公
僕或下屬。）父慈子孝，夫義婦順（順不是服從，而是
從理而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如果到達社會上五 

倫完美境界，則每個人要在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五方面修身。 
從「孔子行敬像」就領會到孔子的教化就是五倫五常教化。倫常的實踐就是

「仁」的實踐，又是「禮」的實踐。我們常聽說做人不能有違倫常，有違倫常就禽獸
不如了。 

孔子行敬像中之手印僅在儒生在祭祀天地祖宗時敬拜之用。在社交上應用
「拱手禮」。 

孔子行敬像中的手勢有第二個意義，就是手掌代表陰，手背代表陽，五指代
表五行。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莫測之謂神。陰陽交錯而生萬物，萬物皆屬五行，
五行相生相剋而類萬物。 

教師回饋 
頒獎禮完成後，收到以下老師對活動的回饋： 
福建中學（觀塘）何曉雯老師： 

很感謝貴會舉辦如此有意義的活動，讓學生增加對現代華服的認識，切身
體會到中華文化的底蘊！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王文墩老師： 
衷心感謝貴會精心安排活動予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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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場人士互相拱手打招呼 

當天花絮 (一)拱手為禮 

(二)現場情況 

會員義工黎敏玲(左 2)、張淑娟
(左 3)喜與獲獎同學合照 

嘉賓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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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許曼云同學特意配襯的髮飾 展示陸永波同學中式服的背面 

展示陳樂婷同學旗袍的背面設計 

手機中馮瑞龍副主席及鍾愛蓮理事
以 Zoom視像參與會員大會 

會員陳國峰：「難得相聚，來個自拍！」 

獲獎生的旗袍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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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官立中學  黃玥軺同學 

大家好！ 

我是觀塘官立中學的中五學生黃玥軺。 

很榮幸能在是次比賽中獲獎，很高興能夠出席今天的
頒獎典禮，並與在座各位分享作品構思的過程。分享之前，
容我再一次感謝各位評審給予我的肯定，多謝各位。 

當老師告訴我今年的華服徵文比賽是以「現代華夏衣
冠」作題材時，我內心頓時充滿了躍躍欲試的興奮。心裏面
立刻浮現的是《花樣年華》中蘇麗珍穿著各式絕美旗袍踏出
每一步時的一顰一笑。回家後，我便摩拳擦掌地下了筆，但
在寫下了《再續花樣年華》的標題後，我的腦海卻忽然空白
了一片，只因我想到了幾個問題：旗袍作為中國、乃至全球華人中近代時尚的標
誌，究竟要怎樣下筆才能表現出旗袍的美而不失格局？究竟我的文筆能否表現出
旗袍那獨有的情懷？ 

受王家衞電影《花樣年華》的啟發，但在草草寫下對旗袍之美的幾句讚嘆後，
我又再次寫不下去了。苦無對策之際才驚覺我對旗袍的了解僅僅是流於表面，只
被它的美所驚豔而從未接觸過它的內涵。為了更深入地從不同方面認識旗袍，我
先從書籍文章搜集旗袍發展史的資料，解答了我對旗袍基本知識、上海的旗袍手
藝如何流傳到香港、又為何風尚於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問題。 

隨後又在網上看到香港旗袍老師傅的幾則專訪，其中就有《花樣年華》背後
的旗袍師傅 — 梁朗光，年過八十的他依然堅持一周工作 6 天，一針一線地為
客人鏠製旗袍，獨個包辦旗袍製作的過程。根據多年的經驗為客人隱惡揚善，確
保所有人都能穿出自己獨有的美。《花樣年華》中為張曼玉造的 23套旗袍更是
以顏色、領口、襟花及布料花式設計，映襯著主角隨著故事推進的複雜心情，一
襲襲旗袍落在大銀幕上，更成為一幕幕經典。老師傅在提及旗袍盛世時無一按捺
得到自己的喜悅，侃侃而談，但説到旗袍因香港時裝文化走向現代化而由盛轉
衰、旗袍手藝青黃不接時都掩不住眼中的落寞。 

 值得慶幸的是旗袍雖隨著潮流變遷沉寂了一段時光，但在各方努力下，搖
拽生姿的旗袍在近年又重回大眾的視線中。不少機構舉辦工作坊邀請經驗豐富
的師傅教授旗袍製作技藝，不少年輕設計師都加入傳承旗袍的行列，設計出更貼
合現代生活的旗袍，近年更興起租借旗袍的服務。除讓手藝能得以延續，亦加深
大眾的了解及關注。 

 藉此機會，我亦想向一直推廣華服文化的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致以謝意，
舉辦此次的香港中學華服徵文比賽，使更多學生能認識旗袍的美，更一直鼓勵、
贊助同學們訂造旗袍參與頒獎禮，使我們有機會親身感受華服的魅力，再續花樣
年華！ 

 在此，我想向各位指導老師、各位比賽評審以及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致謝，
感謝你們對推廣延續華服文化的貢獻。我的分享至此，多謝在座各位的細心聆
聽。 

 

冠軍作品構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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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  第五屆香港中學華服徵文比賽   
冠軍 

觀塘官立中學  黃玥軺 

再續花樣年華 

微風玉露傾，挪步暗生香⋯⋯《花樣年華》中的張曼玉身穿二十一襲不同旗
袍所邁出的每一個步伐都深深打動我心。一是被享負盛名的電影本身所牽動，
二是為戲中亮麗的旗袍而感驚豔，使我萌芽出對旗袍獨有的情懷，或是自此對
其情有獨鍾。 

    旗袍的起源可追溯至清代八旗婦女的袍服，並在 1925 年開始風行於上海
的上流社會。窄身修長的旗袍改變長久以來婦女束胸裹臂的舊習，乘著新中國
女性解放思想之風，充分表現出女性體態及曲線美，在三、四十年代成為城市
女性主流服飾。戰後因大批上海旗袍老師傅南下，使香港保留著較完整的旗袍
文化及工藝。淋漓盡致地散發女性獨有魅力的旗袍，就在三十至七十年代的香
港成為大行其道的服裝潮流。 

    製作一件手工旗袍絕不容易，當中足足需要二百多道工藝，即使縫製再不
起眼的地方亦要嚴格對待每一個針步。師傅替客人度身後，由客人挑選布料及
款式，製作工序就主要分為裁剪、車縫、熨拔、反絲裡等等。而客人又可自行
選擇領、袖長、花鈕、襟、滾邊及刺繡的樣式。師傅需要精準根據客人的尺寸，
再憑經驗掌握體型的特徵，並以一絲不苟的態度和精湛的縫紉技術，為其揚長
避短，最大程度突顯女性的線條美。 

    端莊得體的旗袍在五、六十年代步入全盛期。當時的旗袍以簡約風格為主，
且以更貼身的剪裁強調女性曲線美。素雅的旗袍成為白領麗人的主流上班裝束，
不少學校則以藍、白旗袍作為女生的校服。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就以六
十年代作背景，女主角穿上一襲襲旗袍，將那段絕色歲月在影幕上呈現。可惜
自八十年代起，旗袍漸退下舞臺，不再為港人日常所穿，只會在婚宴、農曆新
年或在一年一度的香港小姐競選中亮亮相罷了。 

    時裝流行更迭變遷，從前街上各式旗袍百花齊放的歲月百載未過，旗袍就
看似已在歷史長河中褪去色彩，僅餘的旗袍師傅更是寥寥可數，工藝亦出現青
黃不接的情況。但近年吹起了一陣復古風，坊間不少機構與經驗豐富的師傅合
作，舉辦工作坊教授旗袍製作技藝，更出現租借旗袍的服務。不少年輕設計師
都加入傳承旗袍的行列，設計出更貼合現代女性生活模式的旗袍。除讓手藝能
得以延續，亦加深大眾的了解及關注。此外，中式長衫和裙掛製作技藝亦於 2017
年更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淡然清雅，婀娜多姿，一步一行，盡現古典風韵，這是中國女性的美，也
是中華文化的象徵。新舊混融，將新元素注入舊物，無懼時代改變，保留傳統
美。穿上這高雅綢緞，便為她永不褪色的民族情懷感自豪，由心而驕傲這份中
華美態，再續花樣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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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 8月 11日 

羅勤芳副主席、黎雅麗理事、李麗萍理事及羅偉華總幹事一同前往觀塘參
觀《回歸 25 中華情》及《香江織造》展覽。香江會匯天下董事總經理楊莉瑤小姐
親自接待，期間幸會集團創辦人楊孫西老先生。羅副主席向在場人士介紹了禮儀會
近年主要的推廣活動，探討雙方合作推廣中華文化的可行性及計劃。 

 
 
 
 
 
 
 
 
 
 
 
 
 
 
 
 
 
 
 
 
 
 
 
 
 
 
 
 
 
 
 
 
 
 
 
 

參觀《回歸 25中華情》及《香江織造》展覽 

(左至右) 楊莉瑤小姐、羅勤芳副主席、黎雅麗
理事、羅偉華總幹事、李麗萍理事及鍾紫明小姐

討論前拱手行禮 邊品茶邊討論 

導賞員介紹《回歸 25中華情》展覽內容 

在「祝願香港墻」前拱手合照 

張雲華先生（中）介紹以特
別防水布料製作旗袍款圍裙 

與楊孫西老先生（左 4）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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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 8月 28日 

    關智健理事獲教師專業發展協會主席、田家炳基金會項目總監劉秀清博士邀
請，為該發佈會擔任主禮嘉賓及講者，關理事用十二個英文字母（3P、3C、3R、
3T）闡述優質幼師教學原則。以網上視像 Zoom 形式進行，高峰期有 67 人在線
收看。 

楊靜嫻主席、馮振輝理事及羅偉華總幹事等參與此活動。楊主席被邀請發
言，表示感謝大會舉辦此有意義的活動。 

 

 

 

 

 

 

 

 

 

 

 

 

 

 

參與「師伴同行大灣區 優師優育重師德 」
發佈會暨專題分享 

劉秀清博士介紹「田家炳項目」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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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 11月 13日 

當天出席活動的人士有：主辦機構 元朗大會堂 梁明堅主席，協辦單位及主
禮嘉賓 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 楊靜嫻主席、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許耀池秘書、香港
普通話研習社 李逸樵理事、香港北京海外聯誼會 周光燕理事長及新市鎮文化教
育協會 許俊輝主席。 

 
 
 
 
 

 

 

 

 

 

  

 

 

 

 

 

「2022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決賽頒獎 

主禮嘉賓與評判團、小司儀及工作人員等合照 

楊主席頒發金獎 

小女孩們穿著華服表演 
朗誦以配合誦材內容 

梁明堅主席(右) 
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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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團（左至右）：宋志明老師、 
李鐵秋老師、周健博士、李迅老師 

主禮嘉賓與評判團 

大會勞苦功高的陸佩芳姑娘(左)
與李鐵秋老師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許耀池秘書(右) 

許俊輝主席、李迅老師、施仲謀教授與李逸樵先生 

周健博士評審比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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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延續去年活動，楊靜嫻主席繼續撰寫「課堂禮儀行拱手」信予全港各中、
小學校，鼓勵學校在課堂前後，師生皆以拱手禮互相問侯，營造禮儀校園的氛圍。 

函件已於 12月 13日寄出，隨函附送 2023年曆海報及年曆卡。 

 

  

課堂禮儀行拱手_海報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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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印備 2023年曆卡，已隨會員大會通知信寄往各會員的通訊地址，若需要

多些，歡迎到會址索取。 
 

  

拱手請安弘古禮 
同心抗疫解時危 

 

行「拱手禮」男女有別 

男：左手在上，包著握拳的右手。  

 

女：右手在上，輕按著微彎的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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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 12月 21日 

楊靜嫻主席及羅偉華總幹事應邀出席「伊衣不捨」旗袍餘韻畫集(旗袍寫生)。 

楊主席說：「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有機會體驗到當畫師的模特兒不易為，
要像被人點了穴位似的才行，既要有耐性及堅持不動一段時間，才能讓畫師完成
作品，但是很有趣!」 

據曾鉅桓校長稱，展覽場地乃業主免費提供給大會營運，已有半年多，至今
年 12月底便要交還，故有「伊衣（依依）不捨」的構思。 

 

 

  

藝力匯香江「伊衣不捨」旗袍餘韻畫集 

主辦單位負責人、一眾畫家及模特兒 
名書畫家世界華人美術教育
協會副主席曾鉅桓校長(右) 

主辦單位負責人彭清女士(右) 

現場情況 

曾鉅桓校長(左），畫家朱國泰老師(右）
為楊主席造像 

作品完成了 

楊靜嫻主席及羅偉華總幹事充當造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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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鍾愛蓮理事 

日期：2022年 8月 2日及 6日 

禮儀會於今年 8月，分別舉辦了兩次位於山頂廣場 GO Museum 舉辦的「饒荷
光影展」參觀活動。是次活動名為「穿旗袍 來光影」。禮儀會喜獲主辦機構 GO-
Museum 提供免費入場參觀以及饒學聯匯創會會長、饒宗頤次女饒清芬女士的支持，
在此再次感謝! 

「饒荷光影展」是以當代德藝雙馨的國學大師 - 饒宗頤教授的荷花畫作為主
題，透過科技，光與影的結合，展現出嶄新的視覺效果，並導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
荷花故事。光影展分七個主題：《設色荷花巨幅》、《愛蓮說》、《荷花畫禪》、
《茅龍四色荷花》、《吉語四色荷花》、《荷樣冊》和《百綠是荷》。 

兩天的參觀活動裏，理事和會員之間既有互動，又有聯誼，談笑甚歡!各位穿
著的旗袍各有特色，大家在光影中「拱手會友」，在影展館場內外也同時吸引了其
他在場人士的讚美目光!  

以下和各位會員一起回味當天活動的美麗花絮以及張張悅目閃爍的「打卡」
圖片。每段點點滴滴的個人體驗分享，藉此與眾同樂! (註:是次活動影片已於禮
儀會官方網址上載，敬請留意!)   

 

 

 
 

 

 
 
 
 
 
 
 
 
 
 

 

 

 
 
 

 
 

穿著旗袍參觀「饒荷光影展」特輯 

羅勤芳副主席（左）致送感謝狀予 
饒學聯匯創會會長 饒清芬女士 

饒宗頤基金代表、饒荷光影展策展人  
黃映紅女士（右）代表接受 

馮瑞龍副主席（左）致送感謝狀予 
GO Museum  

業務營運總監 郭凜軒先生(右)代表接受 

馮振輝理事（左 1）感言：眼界大開 廣結友好 適宜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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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羅勤芳副主席、會員王婉雅女士及鍾淑英校長 腳踏《荷花畫禪》 

馮希兒同學（左）、關智健理事（右）置身於池荷萬花筒中 

黃映紅女士（左）作導賞，其身後是《設色荷花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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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荷光影展」體驗感言    會員劉秀清博士 

本人剛剛加入了「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成
為會員便有幸以會員身份隨隊參觀「饒荷光影
展」活動！我們一眾參觀者穿著旗袍華服步入
展廳，感覺是極具意義及氣氛。此舉亦充份顯
現了本會對出席場面的配合與尊重，這亦是「香
港中華禮儀振興會」的魅力與風度！我的觀後
感有如下： 

「饒荷光影展」倡導中國情： 
饒荷光影既源於饒宗頤教授(國學大師)的

經典荷花繪畫作品，正屬中國文學、書法、書畫
等中華國藝與文化，參觀團隊悉心地穿著旗袍
華服以配合之，實為此情此境增添中華禮儀與
文化之美！「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此舉已實踐
並倡導了中華禮儀的典範。我當時也聽到其他

參觀者說：「看，她們穿著旗袍很配合這裏氣氛呀，早想到我也會穿呢！」。 
 
「饒荷光影展」實踐中西古今交織配搭： 
主辦者能以聲、色、光、影的新派創意與科技而帶動並展現饒公的作品-荷花

之美。當我踏入展廳的一刻，瞳孔對光影的反應尚在適應時，伴隨的輕音樂已令
我放鬆，隨即光線影像帶動著荷花從水墨通過鏡面，及從光與鏡子的交織結合而
形成巧妙的折射影像效果(呈現了無數的深度、遠度、高度、動感與時空變幻)，
實目不暇給，令人讚為觀止！手機拍攝忙過不了的情境亦形成了光影展內另一畫
面，有趣！有趣！ 

更難得的是鏡中還加插了一場「旗袍華服秀」，我們這群宜古宜今的「香港中
華禮儀振興會」參觀團隊，旗袍穿著既大方得體，也羨殺旁人！值得點讚！ 

 

旗袍是最能夠顯現中國傳統女性美的服飾之
一，穿著着旗袍的女性亦自然流露著一份優雅高
貴的氣質。 

因此，當我知悉道可以穿著着旗袍，參觀當
代德藝雙馨國學大師饒宗頤（饒公）展品 ~ 「饒
荷光影展」活動時，心內實感興奮。 

展覽透過空間與鏡子沉浸式的光影體驗，結
合藝術與「元宇宙」電子科技效應，產生出各有
特色的特別視覺感官效果，正如其中展品：並蒂
蓮、設色荷花巨幅，就令人似置身在其中，自由穿
梭於「饒荷 🌺 世界」裡，從而道出一幕幕扣人
心弦的荷花影像。 

黎雅麗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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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張宇鋒女士 感言： 

8 月 2 日，有幸獲邀參觀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的饒荷光影展，影展讓我驚
嘆不已！當我［走］進作品世界，親身感受作品時，發現影展除了有經典作品
之外，更結合科技，用嶄新手法將作品重新演繹，重現荷花之美！讓原本是靜
止的荷花畫作，加了動畫輕輕搖曳的花卉和緩緩綻開的荷花，令畫作更有生氣。
再次感謝主辦單位、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的邀請！ 

 

 

 

 

 

 

 

 

 

 

 

 

 

羅偉華總幹事（左）、會員饒顯穗女士（右）沉醉於《茅龍四色荷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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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讓我能有
一次難忘之體驗…… 

    穿著一襲旗袍，走進國學大師饒宗頤
教授墨寶畫作光影之旅，饒富詩意和韻味！

大會精心設計，巧妙安排，一任光影洒滿
黯黑展室裏，流溢在每一位訪客身上，再配
以柔和婉約音樂，讓人彷彿置身於夢幻境
界之中。展覽先以黑白影象之心經文字作
序章，繼用意象絢爛，萬花錦簇為過渡，最
後歸結於恬靜淡雅，意境高遠之芙蓉畫卷；
畫卷有盡，思念無窮……在在顯示佈展人
心思細膩。 

在短短六十分鐘參觀中，除了是一次愉快藝術欣賞之旅外，也令我有另一番體會﹕ 

古典藝術與現代科技相融合，讓傳統藝術文化灌注了現代元素，產生了新詮釋
解讀方法，呈現了嶄新面貌。正如現今旗袍在設計和用料上，已加入不少新元素，
與過往旗袍概念不盡相同；正因如此，今天人們看待旗袍，再也不應視它為「過去」
服飾，或是「復古」「懷舊」服飾，又或只是適用於特別儀禮服飾；而應視它為日
常服飾，隨心隨意，適時適地而穿著。 

我喜歡旗袍，不為什麼，只為它美，穿上它也自覺美！深信人若對美有所追求，
便會熱愛生命，常懷真善；饒公書法畫作，對真、善、美之探求，對生命之熱愛，
正正是藝術最高境界之真實表白和呈現。 

                                                                孔教學院     梁秋雲校長          

 

 

 

 

 

 

 

 

 

 

 

 

 

  

 

 

 

 

 

 

 

 

 

 

 

 

 

 

 

 

會員高百鳴醫生（左）、鍾愛蓮理事（右）眾人賞《百綠是荷》 

羅勤芳副主席 黎雅麗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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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瑞龍副主席（左）感言: 
穿著旗袍參觀「饒荷光影展」，是一件很有

意義的活動!將饒公的荷花國畫文化底蘊，結合
現代光影創意科技，讓不同年齡層次的觀眾獲
得互動的藝術感受!   

鍾愛蓮理事（右）感言: 
穿著旗袍來欣賞「饒荷光影展」別有一番美

感! 當中，有淨化個人心靈的感覺，又有生活素
雅品味的提升!尤其是看見女士們穿著旗袍裙的
樣貌，走在光影中更顯得特別雅緻動人!大家多
穿旗袍，増添生活美意! 

 

 

 

 

 

 

 

 

 

 

 

 

 

鳴謝 
饒學聯匯創會會長 饒宗頤教授次女饒清芬女士 
饒宗頤基金代表、饒荷光影展策展人黃映紅女士 

GO-MUSEUM, Peak Galleria, Hong Kong 
GO-MUSEUM 業務營運總監 郭凜軒（場地主持） 

會員黃燕薇女士（左 2）感言:  

多謝你比機會我參加和成為
會員，穿旗袍參觀展覽是第一次，
我覺得好配合展覽主題，因為是
中國色彩配合先進科技展覽，好
特別！如不是朋友帶我去，也不
知道禮儀會和展覽。感謝你們的
付出。 

， 

（左至右）李麗萍理事、會員張宇鋒女士、饒顯穗女士及高百鳴醫生，
羅偉華總幹事、梁秋雲校長以及會員張淑娟女士向大家拱手行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