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見，再遇見 
 成長就是不斷的告別，不斷的遇見。 

近年，許多人選擇到異地開展新生活，到

底他們如何面對離別？又如何適應孤身一人在

異地的生活？本期校報誠邀了在異地留學的葉

嘉熙校友和杜芷恩校友分享她們的心聲。 

病患時，朋友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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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好友到場送別，倍感不捨 

 

初嘗孤單 萬事起頭難 

人在他鄉總會有困難無助的時候，葉師

姐剛到英國兩個月時，在聖誕節期間確診新

冠肺炎，很多店鋪沒有營業，包括藥房和超

市，導致師姐沒法獲取足夠的藥物和食物。

加上時值公眾假期，學校的職員也無從協

助，病患之時還需面對物資不足的困難，令

她感到非常無助。這些時刻，只能靠自己堅

強地渡過難關，不過師姐也感恩身邊有其他

朋友伸出援手。離開了生活許久的城市，難

免會思鄉；獨自一人在異鄉生活，也經常會

感到寂寞。葉師姐直言不只是初來乍到時，

現在偶爾也會在深夜獨自感傷。每次回到宿

舍，只有冷若冰霜的家具迎接，沒有「家」

的感覺；當朋友在說當地人才明白的笑話

時，會感覺與新朋友間缺乏共鳴，有種格格

不入的疏離感。但葉師姐不曾後悔前來英國

的決定，明白這些困難都是必經階段，她也

勉勵自己及學弟妹們：「萬事起頭難」，她認

為一開始的負面情緒，只是離開了舒適圈導

致的不適感，要告訴自己未來等待著自己的

是舒適自在的新生活，謹記自己一直都在愛

和被愛著。 

化成祝福，繼續支撐着千里之外的她。每遇失意沮喪時，朋友信上的一字一

句，總能勾起昔日的歡聲笑語，讓葉師姐記起還有很多人在默默支持自己，

也提醒自己不能辜負他們的期望，要為了他們努力奮鬥。若有機會回到離別

前，師姐希望能叮囑自己把握與朋友相處的時光，好好愛惜這群善良又溫柔

的同學。與親友相隔兩地，無法隨時聯絡，在夏季時英國與香港的時間相差

七個小時；在冬季時更相差了八小時，她只能在英國的下午打電話給家人或

朋友，一個月聯絡兩三次。儘管常常獨自一人，但葉師姐覺得與親友「不必

重視天荒地老，偶然分享生活時候」便足夠了。 

朋友──漫漫長夜裏的一束光 

說起這次離別中最大的收穫時，葉師姐笑言是明白了朋

友的重要。在離別之際，很多摯友以信寄情，這些溫暖的信箋 

葉師姐與朋友在超市買菜 

葉嘉熙師姐 
 

久後便選擇離港赴英升學。離別匆匆，葉師姐離開前的一段日子

份外繁忙，忙於處理學生會交接事務、防疫打針安排、與親友告

別等，因此沒來得及好好作身心預備。慶幸的是，她一踏入英國

這個國家，就愛上了這個地方。不過，葉師姐提醒如要到外國留

學，須多作一些準備，如了解異國與香港的生活差異，好使自己

更易適應。 

葉師姐決定毅然出走，是因為疫下的香港令她感到十分壓

抑，加上嚮往外國相較自由的教育模式。離別在即，總使人珍惜

不捨，葉師姐也不例外，決定留學後，她十分珍惜僅餘的校園生

活──身為學生，她格外認真對待功課，因為知道這是最後幾份

能在安柱完成的課業，他日到異地也就甚少有機會用中文書寫，

用中文字完成的功課甚具紀念價值；身為朋友，她完成許多和友

人約定一起達成的願望清單，希望和朋友留下難忘的回憶，因為

並肩同行的時光變得彌足珍貴。 

 

快將別離 始知不捨 

曾擔任學生議會會長的

葉嘉熙校友，在升讀中六不 



        「在申請留學後，我曾感到迷惘，猶豫是否一定要
去臺灣呢？因為獨自一人留學始終是很冒險的事。」杜

芷恩師姐是在中五暑假時，因看到升學資訊而萌生到臺

灣讀書的想法。「交資料時只是抱著放膽一試的心態，

想著若不行便留在香港讀書。」結果申請成功了，心亦

一下子安定下來，然而真正的挑戰還在等待著她。

       在臺灣完成隔離後，杜師姐便身處煥然一新的環境
中，事事感到新奇。但在開學一星期後，孤單念親的負

面情緒便忽地來襲:「當你需要家人時，卻沒法親眼見到
他們......」如今杜芷恩師姐已到臺灣留學一個多月了，
亦漸漸習慣沒有家人陪伴的生活，漸漸適應新環境。

「我現在是獨自一人居住，理財和三餐也需要自己負

責，是一場新冒險、新挑戰。」杜師姐指自己平時不敢

嘗試新事物，加上移民決心未定，在沒有親友的陪伴下

獨自到臺灣留學，這對她而言是個頗大的挑戰。感到不

安時，杜師姐會選擇跟親友視訊聊天、分享近況，也更

主動認識新朋友。「既然不喜歡現在的狀態，便需要自

己找方法解決。」若一味地抱怨，卻又不主動去作出轉

變，問題永遠不能解決。

杜芷恩師姐

        葉師姐也在異鄉認識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令
她開闊眼界。朋友之間會分享所見所聞，例如不同國

家的風土人情、有深度的書籍和電影、對歷史時事的

見解等等。葉師姐坦言留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朋

友的「送暖」很重要，例如朋友會在她夜歸時打電話

確認安危、相約一起買菜煮飯......這令葉師姐更有安
全感和歸屬感，師姐亦感恩自己能在異鄉認識這班溫

暖的朋友，互相扶持。

到了新環境 ，
杜師姐對事事都感到新奇

       「到外地留學前一定一定要考慮清楚!」杜師姐誠懇地
勸說:「要有心理準備去面對各種生活的衝擊和身在異地的
孤獨;要確保自己有足夠的獨立能力，能獨自處理生活的大
小事;更要學會接受家人和朋友的痕跡慢慢從生活中消退，
眼見他們聚首一堂，自己卻不能參與其中的失落和孤獨。可

以的話，要與家人多拍照。」杜師姐提醒我們，趁著還可以

回家，便要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不要留下遺憾。慢慢

地，他們會變成見一面少一面的存在。

       一但留學的飛機啟航，就不要後悔
回頭，不然就會白白浪費了時間、賠了

錢，更何況每個選擇都有其需要付上的

代價，「路是自己選擇的，要敢於承擔

選擇的結果。」

杜師
姐主
動認
識新
朋友

杜師姐目前於國立臺灣大學

就讀中文系

        「在臺灣有兩種孤獨:一種
是無法與親友保持親密關係，

孤身一人的孤獨;另一種是無法
融入臺灣，對異地有種疏離感

的孤獨。」杜師姐坦然前者的孤獨是無法避免的，即使仍與

好友保持聯絡，但當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朋友相聚的分享，自

己卻無法參與時，那種孤單失落是無法否認的。「畢竟當初

是自己選擇要來的，就必須接受這樣的結果。」

 但慶幸的是，後者的孤獨是可以靠著一張嘴去解決的。
「這是我第一次連續半個月自己一個人上學、一個人吃飯、

一個人回家。」杜師姐原本是個被動的人，剛來到臺灣時獨

來獨往，沒有主動交新朋友。「機會是自己把握的!來到這
裡後，我變得主動起來。」杜師姐偶爾在一次合夥買折扣教

科書時，認識到現在處得不錯的朋友，原來只要主動張開嘴

巴問一句，便是結識朋友的第一步，比想像中簡單。



 

 隨風飄揚的四色社旗、全力衝線的運動

健兒、聲嘶力竭的啦啦隊員......這些似曾相

識的畫面，今年終於再次映入眼簾。本學年

安柱校運會於九月末順利舉行，停辦兩年後

復辦，這場疫下的校運會尤顯珍貴。場上最

奪目耀眼的不外乎那藍綠黃紅，由中一新

生到社職，再到舊生（俗稱「老鬼」）、老師

等，此刻都是四社的一份子，代表著社出席

這一場盛會。本期校報誠邀了幾位新舊社員

分享他們對「社」凝聚力與傳承的看法。 

運動會前夕，是一群社員及工作人員最辛苦忙碌的時間。過程雖辛苦，但

是當中獲得的成就感與快樂卻是無與倫比的。好比四社的啦啦隊準備是重中之

重，除了為自己的社打氣外，更重要的是藉此令每一位中一新生牢牢記住自己

社獨特的口號與社歌。令社長們最欣喜的莫過於新社員大喊口號、揮動著啦啦

球，滿腔熱誠、不怕揮灑汗水，用最大的嗓音為場上的每一位健兒打氣。 

這是中一誠社社員鄭巧瑤同學第一次以中學生的身份參加校運會。身為啦

啦隊的一份子，她提到要不斷叫口號打氣十分辛苦，但途中社職們亦拼命地與  

他們一起喊叫，又為他們噴水降溫，令她很感動。她同時亦是參賽的運動員，

在跑道上，當她感乏力時，在她聽到熟悉的打氣聲，她就會立刻提起精神，為  

了不辜負同學的支持，盡全力去衝刺，這無疑是難忘的體驗。兩位

社長都表示，在經過頒獎台時，看到自己的社員站在台上，手持着

揚起的社旗，會覺得無比激動，那種由心而發的自豪感是不可言喻

的。翁社長憶述，運動會途中，其中一個項目頭三名都由忠社奪

得，當時獲獎的三人一起上台，在看台上的社員亦興奮得一起唱社

歌，當時場面的震撼令她感到很激動亦很高興，為社員們感到自豪

和驕傲。 

在結幕頒獎時，無論得失，有不少社員流下感動或不甘的眼淚，  

此場面令翁社長難以忘懷，她感受到社員是共同進退的。而對於前義 

社社職雷浚豪校友而言，最刻骨銘心的事情一定是義社贏取全場總冠 

軍的那刻。他回憶自己第一年做社職時也同樣由義社奪得全場總冠軍，

更深感場面的相似──社員們一起擁抱、興奮地跳、感動地哭，令他 

再次感受到「義社人」那團火，就算以旁觀者的身份亦同感光榮。 

熟悉又陌生的「社」 
校運會一向是四社競賽的重要環節，奈何因疫情肆虐而被迫停

辦，社員間欠缺了凝聚彼此的契機，同學對社的歸屬感較薄弱，社員

關係也較疏離。聯社主席、信社社長陳翊嘉同學坦言因過去三年甚少

舉辦社活動，部分初中同學甚至不了解「社」是什麼。校運會前，她

更擔心同學會冷漠地坐在看台，無意為認識不深的同社健兒打氣。忠

社社長翁珮珮同學亦表認同，她憶述上年度的社際籃球比賽中，同學

可謂對社「一無所知」，他們不因比賽投入、不為社歌振奮，只是冷眼

旁觀。社長們一直期望：「若一眾社職都很熱血，可以一同為社拼搏的

話，相信這種力量可以感染對社較陌生的社員們，而我們確信這種付

出是可以把社精神傳承下去。」 

 

鄭同學（左一） 

與誠社社長的合照 

 

雷師兄在啦啦隊比賽中 

下場參與，彌補遺憾 



 

 

 

 

 

 

 

 

「社」下記憶        

    

 

遺憾．圓憾 

  

 

取「社」之間 

   

 

今年校運會在同學們的笑聲和淚水中悄然

落幕，步出運動場時，社員們的心情是複雜

的，有滿滿的寶貴回憶，亦摻雜點點遺憾。

翁社長認為今次校運會成績未如期待，她期

望來年的校運會能不負眾望。而陳社長亦為

未能為社爭取更多分數而自責，同時亦痛心

社員在比賽中受傷，反思如何作更充足的熱

身準備，以減少情況發生。 

在前幾年，十號風球山竹來襲，將那一

年的校運會吹走；後來，無情的病毒再將之

後的校運會一而再帶走，談到遺憾，感受尤 

 

深莫過於前幾屆的畢業生。雷校友在畢業

後仍堅持回來參加校運會，甚至下場與啦

啦隊一同叫口號，實為彌補過去兩年的遺

憾。再次參與陸運會固然開心，但從局內

人變成旁觀者，或多或少也會因不能真正

下場參賽而不夠盡興，唯有更盡力幫忙打

氣，再一次以義社人的身份「玩多次」。

他認為今年的校運會與以往分別不大，再

次見到中一的社員如此熱血地叫口號仍感

溫馨，深感安慰。 

 

及看到中一啦啦隊盡力打氣，令她堅決

要在陸運會中盡全力做好。陳社長提到

自己今年參加了很多項目，比賽後疲倦

的同時又要盡好社長的責任去帶領社員

實在不簡單，但慶幸老鬼、社職等都竭

力協助她，令她意識到她並非孤單地承

擔起這份重責。在學業和社務的平衡方

面，陳社長希望能做到面面俱到，社員

及老鬼的支持為她帶來很大動力，更提

出不少經驗分享，推動她繼續堅持。 

領啦啦隊叫口號、遞水、搧涼等，以 

的勝利而自滿，期望做社的同學能夠謙虛對

待這次的勝利，鼓勵同學要「搏盡無悔」。

中一的鄭同學則滿心感激對她照顧有加的社

職們，社裏的人可說是幫助中一同學融入校

園的第一個角色。她提到在初來安中時，會

感到不習慣不適應，然後恰恰好地，誠社的

社職主動和她交流，使她能更好地融入這個

新環境，更和社內的人成為好朋友。社職社

長的努力和熱情更感染了她，讓她期望在不

遠的將來，也同樣能穿上印有自己名字和數

字的「社Ｔｅｅ」，與社員一同為社奮鬥。 

這四個人擁有不同的身份、肩負不同的

責任，卻同樣是「社」裏不可或缺的一環，

環環相扣，彼此依傍。願各社在校運會所展

現的凝聚力，繼續在社際活動裏彰顯，更願

師兄姐們對社的熱情也能薪火相傳。 

 

兩位社長都表示這次校運會令他們

意識到領袖的角色，社員們會稱呼她們

為社長，使她們感受到肩頭上多了一份責

任感，這亦成為他們督促自己做得更好

的動力。   

翁社長直言沒想過第一年選社就已經

是做社長，而且相比中五的社長們，她

也擔心自己力有不逮，經驗不足。她慶

幸得到社職們全心全意的幫忙，令她意      

外的是看到幾位普通社員也竭力幫忙帶               

 

    「社Ｔｅｅ」背後印上的不單是一個名字

和一個編號，同時烙印了穿衣者為社所編寫的

美好回憶。 

中一的鄭同學憶及結幕禮時，由於她已經

過了兩日聲嘶力竭的打氣與緊湊的賽事，所以

早已筋疲力盡，喉嚨亦很疼痛。但一句句的打

氣聲不絕於耳，不單為誠社每一員打氣，更是

支撐著自己在悶熱天氣中支持下去。直至最後

誠社啦啦隊勇奪冠軍，她覺得所有不適霎時一

掃而空，只願與社員一同擁抱此刻的快樂。  

   陳社長在最後亦想藉此感謝老鬼及社職們，

他們無私的幫助，成了她最強的後盾：「因為

有他們在，我才能成為一個更好的社長。」而

翁社長都感謝社員和老鬼對她的指導和指正及

所有人的包容，翁社長開玩笑道：「他們不會

因為我太蠢而嫌棄我，反是無盡的包容。」雷      

 
師兄最後也寄語義社的同學，不要因為今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