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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心的長青樹 -
 默默守護中心的默言社
中心活動經常會出現一群忙碌的身影，他們既非職員、亦非參加者，他們是中心的義工。 
默言社是香港中心歷史悠久的義工小組之一，陪伴中心及會員一起成長。這次邀請了 4 位不
同年代加入的義工分享過去服務點滴。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默言社的起源

默言社定名於 2007 年 4 月，由香港中心兩個小組默勤社及言趣社合併而成，以配合中心服務的發展。

默勤社前身為「香港中心義工小組」，創立
於 1979 年， 於 1992-93 年 正 式 定 名 為「 默 勤
社」。「默勤」的字義為：「默」默默耕耘，不
求回報；「勤」勤勤力力，服務他人。小組除了
協助中心舉辦的各類班組活動外，亦會申請外間
撥款，舉辦推動聾健共融的活動。

言趣社成立於 1999 年 4 月，主要協助中心
的手語傳譯工作，包括各類活動及課程，並會與聽
障會員組成表演隊伍參與手語推廣工作，使外界對
聽障人士有更多認識。「言趣」的意義在於凝聚一
班熱衷於推動手語、服務社會的義工，憑著共同興
趣、服務社會為宗旨，利用手語與聾人溝通，發揮
互相互勉精神。同時藉手語溝通，增添聽障人士的
生活趣味和意義。

香港中心義工小組成立至今已 40 多年，名稱及
組成多番變遷，但不變的是組員間真摰的情誼。

「芳姐」郭瑞芳於 1990 年加入默勤社，至今已超過 30
年。她回憶一切起源於一張手語班宣傳海報，她因好奇
而報名，在香港中心完成十堂課程後加入了中心的義工
小組。期間小組定名為默勤社，再重組成為現在的默言
社；中心亦由西營盤醫院道遷至上環賴恩樓，最後來到
北角健康村。回顧 30 年的義工服務，芳姐協助的活動
多不勝數，除了生日會、旅行、家訪、展覽等常見活動
外，還包括已停辦多年的運動會及水運會。她最享受中
心以聾健合作的形式進行義工服務，經常與信青社的聽
障組員合作，彼此關係融洽。她最難忘一次中心幾個小
組合辦活動，一起到大澳棚屋過夜，組員不分聾健，晚
上一起打牌。她認為義工服務沒有私心，大家一起齊心
協力完成活動，這份純真是她一直參與義工的最大動力。 



 

4 

默言社除協助中心服務外，
過去曾舉辦不同活動提升社
會人士對聽障人士的認識，
致力推動聾健共融社會。

默言社義工多才多藝，中心的
「悠•遊•行」系列活動均由
默言社義工策劃及擔任導賞。

陳世良  Fred 是默言社  2023-2024 年度的主席。他多年前欣賞電影《聽不到的說話》，被劇情及主
題曲深深吸引而對手語產生興趣，其後於  2013 年報讀聾福會主辦的手語班，認識了一位於默言社
擔任義工的同學，經介紹及面試後於  2014 年加入默言社成為義工。他最難忘是協助中心的家訪服
務，過程讓他更了解聾人的日常生活。例如有次家訪一對聾人夫婦，對方十分熱情地向義工講解，
聾人報警是以  992 短訊代替  999 電話、家居會使用的設備如閃燈門鐘等。作為主席，他期望未來有
更多有心人加入默言社，參與義工服務。此外，更希望可以與本地或海外義工組織交流及合作，讓
默言社繼續茁壯成長。

Kenny 陳煒強回想  30 年前接觸位於上環賴恩樓的香港中心，加入當時的健聽義工小組默勤社，與
聽障人士的義工服務結下不解緣。1  998 年小組隨香港中心遷往北角健康村，環境及設施更為完善。
隨後他加入了中心剛成立以手語服務為目標的小組言趣社，兼顧兩邊小組。因為配合中心的義工服
務安排，最終默勤社和言趣社在  2007 年合併成為現在的默言社。

他回憶香港不同聾人機構以往常有合作，他在  1997、2  000、2  001 年曾參與由四個聾人機構義工小
組合辦的聯合義工營，與不同機構的義工交流聽障人士義工服務的心得。回顧義工服務生涯，他最
榮幸於  2014 年社會福利署舉辦的香港義工嘉許典禮之中被邀請接受訪問，藉著這次訪問期望令公
眾人士更能了解、認識聽障人士，解除各種誤解。而印象最深刻的義工服務要數  2017 年協助聾福
會舉辦的「聾」行天下   - 內蒙之旅青年交流團，他負責帶隊及手語傳譯。旅程令他體會到雖然手語
有地區性，但只要帶著真心、開放、包容的態度，就可以衝破規限。

他至今仍然記得  30 年前中心主任說過的一句話：「最希望大家都沒事做！」，意思就是如果義工「沒
事做」，代表已經沒有需要幫忙的聽障人士。無論將來有沒有事，都希望「聽」和「健」能夠互相
包容、體諒，達至共融關係。

Howe 陳國強對加入香港中心成為義工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2  006 年他在聾福會學習手語期間，
言趣社三位幹事到來招收義工，經過一輪解說，臨走時其中一位幹事轉身說了一句：「明天見。」
從此他就加入了香港中心的言趣社，即現在的默言社。

熱愛戶外活動的  Howe 與中心另外三名聽障義工組成中心的遠足領隊團隊，統籌中心的遠足活動。
他最記得有次遠足中途發現少了一位參加者，大家非常緊張分頭尋找，幸好最後找到。原來那位參
加者對義工領隊不太熟識，途中不小心跟隨了其他行山人士，這次經驗令  Howe 知道中心的旗幟在
戶外活動中的重要性。另一次他協助中心的單車活動，出發了好一陣子，才發覺有一位參加者竟然
不懂踩單車，當時唯有勸對方退出活動並陪他返回單車舖。當時  Howe 奇怪參加者不懂踩單車為何
會報名，後來才知聾人朋友對文字的理解不盡相同，讓他體會到手語講解的重要性，避免產生誤會。

香港中心內不同的義工小組除了合作服務，更會舉辦小組交流活動。H  owe 過去多次參與默言社和
信青社、藝之樂、烹飪小組合辦的交流營，與其他聽障義工增加認識，提升團隊合作精神。默言社
上次招收新義工已是  2014 年，因義工人數固定，又因疫情關係，已經多年沒有舉辦義工訓練營。
Howe 期望不久將來可以再次舉辦義工招募，凝聚更多有志服務聽障人士且熟悉手語的義工，協助
中心推行更多元化的聾人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