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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大數據？
全球漸趨數碼化，所有人的一舉一動均可以化為一

連串數據，巨量之資料被收集、整理及分析，為預

測將來的趨勢提供準確的基礎，甚至有助擬定社會

政策，有利整體發展。這就是現在耳熟能詳的詞彙

「大數據」。

南區聚焦

大數據之應用，在過去十多年主要集中在商業層面，在社福界之應用起步則較遲。然而，隨着資料數碼
化，不少社福機構陸續加入數碼轉型之行列。透過應用大數據，有系統的整合及分析服務使用者的各種資
料，發掘潛藏在數據中的服務趨勢和需要，為社會服務及政策帶來新方向與啟發，提升服務質素。

於社會服務應用大數據

社會服務大數據 與
BIG DATA

「大」不僅意味着大量資料，還意指數據複雜及瑣碎的性質，同時數據的產生、接收與處

理速度亦前所未有的迅速，適當利用能反映社會真實情況，是一個富價值的工具。

大數據的特性
包括了5V：

及早識別高危人士
以安老服務為例，透過收集及分析服務使用者的背景、病歷、社交參與、居住狀況等資
料，有助社福機構及早識別高風險人士，例如隱蔽長者及高跌倒風險的長者等，從而適
時介入，減低惡化機會。

制定長遠服務方向
透過分析大數據，社福機構可以及早就服務者的需要進行預測，為制定長遠政策及方向
提供實據，同時結合機構人力和資源投放，全面地監察服務成效，有助善用資源和提升
服務質素。

發掘服務使用者需要
社福機構可以從大數據分析出社區的慣性、趨勢及訊號，發掘潛在的服務需要，或洞悉
現有服務的缺失。以學童支援服務為例，如同類服務於不同區域的需求有較大的差異，
可透過分析當區家庭平均收入、父母年齡、教育背景等資料，找出當中可能的關聯，按
居民特性制定更全面及適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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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聚焦

參考資料：

〈數據與社會服務發展〉。《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 2021年10月(第30期) ，2-3。

“Harnessing Big Data for Social Good: A Grand Challenge for Social Work”, Claudia J. Coulton, Robert Goerge, Emily Putnam-Hornstein, and Benjamin de Haan, 
American Academy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2015. https://grandchallengesforsocial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5/12/WP11-with-cover.pdf 

香港仔坊會與大數據
有見大數據帶來的各種好處，加上持續老化的人口及愈趨多元的長者服務，本會安老服務部年
內聯同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下稱研究中心)建立南區長者大數據庫，以科學和系統化的
方式收集和整理長者資料及服務紀錄，以應付日益複雜的個案管理及服務需要。本會以「長者
生活狀況評估資料指標體系」為框架，成功發展出一套能全面評估長者「身、心、社、智」方
面的評估工具。此評估工具所收集的資料經有系統的儲存及整合後，將成為南區首個安老服務
大數據資料庫。透過持續收集、觀察、追蹤及研究數據，有助本會科學化地了解長者會員及服
務使用者的情況與需要、發掘服務縫隙及訂立服務方向。

有關工作已於2021年開展，至2023年2月共收集及分析1,900份有效問卷。第一階段的對象為本
會60歲或以上長者會員；第二階段的對象針對體弱、獨居、兩老同住之60歲或以上長者會員，
及使用家居支援服務或長者支援服務的長者。問卷更因應近年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之發展，加
入疫情對長者的身心影響及他們注射新冠疫苗之意向，深入了解現時南區長者的狀況及需要。

研究中心綜合本會兩所長者鄰舍中心、兩所長者地區中心、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及家居照顧服
務收集之問卷所得，初步歸納出南區長者4大關注要點及當中的風險因子，分別為「獨居」、
「社交」、「病症管理」及「互助網絡」。

根據研究中心的分析，本會使用「中心為本」服務的長者多受到睡眠質素欠佳、痛症及跌倒所
困擾。至於使用「家居為本」服務的長者則多受社交、獨居及痛症所困擾。分析結果為本會日
後制定安老服務提供重要的方向及實證支持，相信能夠滿足長者的切身需要。

另外，就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對長者身心影響及他們注射新冠疫苗意向，有37.3%受訪長者曾
確診患上新型冠狀病毒病，當中接近49%長者表示其身體狀況比未確診前較差。此外，超過
95%受訪長者已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病疫苗；如將來需要持續接種疫苗，約有43%長者傾向接受
每年接種一次，但也有22%長者表示不考慮接種。此分析結果有助本會制定與新型冠狀病毒病
相關之長者服務，亦可「由下而上」反映長者接種疫苗意向，有助政府日後推出更為適切的政
策和措施。

透過建立南區長者大數據庫及進行分析，本會更了解區內長者的需要，並以此作為實據，制定
一連串的安老服務。同時，本會營運之南區地區康健中心已於2022年10月啟用，配合安老服務
單位之大數據，相信在不久將來，本會更能掌握區內長者及居民的健康狀況及服務需要，並制
定相應之服務，更加整全地關顧長者及社區人士在身、心、社、智不同範疇上之需要。

政策倡議
持續地收集數據，可以更宏觀的角度觀察社會現況；同時，已收集到的分析亦為施政提
供堅實的參考數據，有助社會制定合適政策。如社福機構能就大數據進行分析，並定期
發佈相關結果，更能喚起社會大眾對社會服務及服務使用者需要之關注，長遠有利整體
社會發展。

2

4



安老服務義工小組聯會參考坊會南區長者大數據庫資料

分析後，成員投票選定「紓緩痛症」為12月訓練主題。

之後聯會跟進舉辦了「無痛『耆』兵義工訓練」，透過

訓練不單改善了我的肌力和紓緩痛症，我們更學以致用

拍攝有關運動短片上載至社交平台，讓坊眾可以隨時隨

地一起運動。

專題報導

長者義工在專業瑜伽教練帶領下，學習紓緩
痛症運動，為日後服務「身教」其他「老

友記」作準備。

義工透過互動遊戲，分享痛
症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大數據在
BIG DATA

坊會

安老服務義工小組聯會
義工
葉小荷女士

本會安老服務部聯同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下稱研究中心)建立的南區長
者大數據庫自2021年開展至今，持續收集並追蹤了大量長者身體及生活狀況的
資料。研究中心初步歸納出南區長者的關注要點及當中的風險因子，為本會長遠
的安老服務規劃提供了宏觀的參考角度。同時，長者的需要會因年齡、經濟狀況、
行動能力及社交活躍程度不同而有差異。因此，研究中心為本會轄下長者鄰舍中
心、長者地區中心及家居照顧服務進行的服務使用者分析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
點，讓各安老服務單位得以針對特定服務對象的特點、需要及狀況快速回應，訂定年
度計劃及服務策略，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其中，安老服務義工小組聯會於2022年9月的季會中與小組成員分享了南區長者大數據
庫的初步分析結果，顯示不少長者深受痛症困擾。聯會經討論及投票後，選定以「紓緩
痛症」為12月的訓練主題，並於12月初舉辦「無痛『耆』兵義工訓練」暨聯歡活動，
由專業瑜伽導師教授運動，緩減參加者受痛症困擾的情況。訓練完成後，小組聯會成員
更將所學拍成短片於網上平台發放，與更多有需要坊眾分享緩痛運動，改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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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96歲了，義工到戶教我和媽媽做

緩痛運動，對甚少外出又時常受痛患

影響的長者十分實用，感受到了滿滿

人情味，感謝大家！

專題報導

有需要護老者探訪戶  
蘇牛妹婆婆和
郭玉蓮女士

蘇婆婆在女兒及義工協助下
體驗痛症紓緩運動。

4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及林應和長者鄰舍中心亦善用大數據的分析結果，以痛症管理
及社交需要為主題，識別出有需要之長者為探訪對象，與懲教處愛羣義工團於2023年1月
合辦了新春節慶家居探訪。義工為長者簡單清潔家居後，便向他們宣傳由安老服務義工小
組聯會拍攝的紓緩關節痛症運動示範短片，教授相關運動。參與的義工方倩彤小姐認同善
用大數據能有效制定適切服務：「中心社工在活動前向義工團講解，探訪主題是根據南區

長者大數據庫的分析結果而訂定，讓我們充份了解活動背
後的理據和肯定當中的意義。此大數據其中一項分析顯示
逾11.4%受訪長者有痛症問題，是次探訪，甫向被訪長者
介紹緩痛運動，他們即雀躍跟隨短片練習，並表示首次遇
上到訪義工播放短片即場教做運動，能針對他們的需要。
而影片的示範和義工的現場鼓勵，更讓他們『一學就
懂』。」 



專題報導

資訊科技發展迅速，數據與紀錄無間斷且快速的
累積，電子資料的常用單位也從二十年前的MB 
(Megabyte)演變成GB (Gigabyte)、TB (Terabyte)甚至
PB (Petabyte)。在資訊愈來愈龐雜的世代，如何掌
握巨量數據資料之間的關聯和價值成為了一大課
題。本會將聯同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充份
利用所收集的大數據，與不同社區夥伴協作，從
上而下、由內而外地制定本會安老服務方向及內
容，回應南區長者之需要，促進長者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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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在義工帶領下，體驗痛症紓緩運動的樂趣。

懲教署愛羣義工團與漁光網絡
互助社義工探訪前合照留念。



人物心聲

大數據助預防問題　推動機構主動介入
香港人口老化情況加劇，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本港65歲或以上人口比率於2029年將上升至26%，即約
每4個人便有一名長者。由此可見，未來社會對長者服務需求有增無減，服務質與量均亟需提升。「以前
業界或會覺得做了服務便足夠，但現今社福界應主動尋找未能滿足的需要，預防潛在危機。」樓教授認
為，大數據有助服務從問題發生後的「後知後覺」糾正方案，轉變成預防問題的「先知先覺」策略。

隨着科技不斷發展，人類行為也可化為一系列數據，為科學化服務提供基礎。坊會南區長者大數據庫自
2021年起至今已收集了約1,900份問卷，透過8項範疇評估長者風險，包括：基本信息、認知與溝通、生活能
力、健康狀況、經濟／居住狀況與養老規劃、社交參與、生活方式及生活質量。樓教授表示計劃初期已找
到高危人士，「做問卷時，我們曾發現一些獨居長者有高血壓風險，隨即通報相關職員跟進。」另外，大
數據可提供有效資料進行科學分析，從而得出問題趨勢，便於制訂精準的服務方針。坊會於2022年底舉辦
的「無痛『耆』兵義工訓練」，正是數據分析後針對長者痛症問題的工作坊。

坊會人員共同協作　
充足準備迎大數據
社會工作的大數據應用在本港仍屬起步階段，轉型亦
需時適應。長久以來，社會工作重視服務提供者與案
主的溝通，學術研究偏向質性（qualitative），採用量
化數據融合服務需要磨合，所以人員訓練也是社福機
構採用大數據的一個先決條件。

「與坊會推行大數據策略時，研究中心編製了一套手
冊講解計劃理念及工作模式，讓坊會團隊理解新模式
的意義，以便做好轉變管理（change management），裝
備大家接受新事物。」樓教授指出，收集數據需要有標
準化工序，所以員工手冊有為問卷每一條問題設立提
問指引，控制答案與實際間之差異，減少分析誤差，
同時讓團隊成員有清晰的指引。

另外，研究中心與坊會設立了工作小組，為職員提供訓練和反映渠道，並展示大數據策略的實際果效，確
保團隊目標一致。樓教授認為，要令職員有共同主導（co-ownership）的感受是最重要的，這才能令大數據
在機構中落地實行。「我很欣賞坊會管理層、單位主管、前線同事和義工都非常熱心，同心協力推行合作
計劃。」

坊會港大推動實證為本的社會服務
智能科技發展迅速，「大數據」（Big data）近十數年成為了新興學術研究，更融入大眾生

活提供不同便利。各行各業透過大數據推動數碼轉型，初期常見於商業領域，而其他行業

現也急起直追，以提升服務質素和改善工作效率。本會與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下

稱「研究中心」）於2021年合作建立南區長者大數據庫，研究中心總監樓瑋群教授期望合

作能成為社福界的楷模，推動實證為本的社會服務，回應社會未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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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心聲

樓教授希望坊會與研究
中心的合作可成為業界
楷模，推動科技融入社
會工作。

望能成社福界楷模　坊會續與港大合作
大數據已非陌生概念，更早已成為社會的大趨勢，樓教授留意到社福界在相關領域起步較遲。「我明白社
會工作者重視人，或較抗拒量化的數據，但人本理念與科技並非互相排斥，兩者可以融合，提升服務質
素。」樓教授表示，社福界在科技範疇仍有許多探索空間，期望業界更多討論和實踐。

未來，坊會將會繼續與港大推行更多科研項目，例如智慧防跌等。「坊會正與研究中心及港大工程學院開
發防止跌倒的感應器，方便長者進行日常平衡能力測試，及早識別風險。」樓教授感謝坊會對科技持積極
開放的態度，希望坊會與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的合作可成為業界楷模，推動大數據之應用融入社會
工作，面對未來挑戰。

樓教授分別透過實體和視像形式，
向本會安老服務部職員介紹「大數
據」概念、數據分析結果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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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理誠先生JP
・永遠會長
・副理事長
・拓展及效率促進專責委員會主席
勞榮斌先生
・副理事長
・教育服務管理委員會主席
・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督導委員會
 主席兼榮譽院長

許湧鐘先生BBS, JP
・副理事長
・延續教育學校校董會主席兼校監
羅桂蘭女士
・副理事長
・專項服務發展專責委員會主席
陳浩霖先生
・理事兼義務稽核
・專項服務發展專責委員會副主席
潘凱霖先生
・理事

服務

本會第29屆理事就職典禮暨癸卯年新春團拜晚宴已於2023年1月30日假銅鑼灣星海薈圓滿舉行，當晚筵開26
席，本會邀請到多個政府部門長官擔任主禮嘉賓；另亦有來自醫療護理界、學術文化界、政、商界、社會賢達
及地區團體領袖等代表蒞臨到賀，高朋滿座、衣香鬢影，為本會在疫情後首個舉行之大型活動增添不少光彩。
周其仲理事長於致辭時表示，本會作為一所多元化的社會服務機構，定當全面配合政府，以貫徹中共二十大精
神為施政指導思想，努力做到總書記所說的「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從而
提升南區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並期望大家繼續支持本會工作，讓本會能為南區居民提供更優質之
服務、為社區創造更多佳績！    

活動花絮

本會第29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
癸卯年新春團拜晚宴經已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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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桂蘭
副理事長

陳浩霖
理事

黃戴宇
理事

周子𨌘
理事

潘凱霖
理事

劉毅
理事

周子軒
副理事長

張錫容
副理事長

周其仲
理事長

麥謝巧玲
首席副理事長

勞榮斌
副理事長

楊翠珍
副理事長

黃文軒
副理事長

施春利
副理事長

陳理誠
副理事長

符俊雄
副理事長

杜增祥
副理事長

許湧鐘
副理事長



慈善籌款

香港仔坊
會服務南區逾七十載，一直以竭盡所能服務南區為己

任
，
致

力
為
坊
眾
提
供
各
項
優
質
服
務
。
在
持
續
提
供
創
新
及
多
元
化
服
務
以
回
應
南
區
坊
眾
需
要
的
大
前
提
下
，
本
會
每
年
均

舉
辦
籌
款
活動，以協助有需要社群。

服務 本會2022/2023年度「用心關懷‧以心連
繫」慈善籌款活動已圓滿結束，感謝各界
友好團體鼎力支持！
本年度籌款目的包括：
 籌募經費以支援居住在不適切住房的
 家庭或人士；
 籌募經費拓展本會健康服務；及
 籌募經費以支援低收入或失業人士及
 有特別需要之家庭。

本會於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期間舉辦5項籌款活動，包括
「敬老護老愛心券」、「『才』來自有『坊』慈善匯演」、「弦
歌妙韻會知音」慈善粵曲演唱會、「『用心關懷 ‧ 以心連繫』
南區慈善步行籌款」及「冠忠南區慈善足球賽」，幸得各界善長
及坊眾的踴躍支持，本會籌得近$160萬之善款！是次籌款能超越
$80萬之預期目標，實有賴下列團體及人士的慷慨解囊，本會謹
藉此衷心感謝他們的參與及支持。

2022/2023年度「用心關懷 • 以心連繫」各項慈善籌款活動之善長名單
(截至29/3/2023，排名不分先後)

「『用心關懷．以心連繫』南區慈善步行籌款」

「敬老護老愛心券」 「才」來自有「坊」慈善匯演 「弦歌妙韻會知音」慈善粵曲演唱會 「冠忠南區慈善足球賽」

藍鑽贊助（贊助善款達$200,000）
維亮有限公司
鑽石贊助（贊助善款達$100,000）
南懷慈善信託
金贊助（贊助善款達$30,000或以上）
胡意發先生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同利印刷有限公司
本會安老服務專責委員會委員
廖周美娟女士
銀贊助（贊助善款達$20,000或以上）
進智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黃靈新先生, JP
呂鄧黎建築師有限公司董事
鄧文傑則師
本會永遠會長陳理誠先生, JP
本會永遠會長楊翠珍女士, MH
本會理事長周其仲先生
本會籌款委員會主席黃文軒先生
銅贊助（贊助善款達$10,000或以上）
萬興金行施明霞女士
晉興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聯力建築有限公司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吳承海主席
忠誠車行鄭克和董事經理
Mr. YEUNG Wing Kee
本會永遠會長楊建業先生
本會當屆名譽會長林鎮海先生
本會首席副理事長許湧鐘先生BBS, JP

善款達$3,000或以上隊伍 / 人士
香港南區婦女會有限公司
香港仔田灣邨街坊福利會學校有限公司
張記環保有限公司
Top Grand Engineering Ltd
李振華先生
Mr. Leo LAI
陳梁夢蓮女士
Amber World Group Limited
本會副理事長張錫容女士, MH
本會副理事長勞榮斌先生
本會副理事長羅桂蘭女士
本會副理事長符俊雄先生
社區中心
－樂思施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瑜伽班
－黃志強網長義工小組
－藍紫組專題月會
南區長者地區中心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生命好傢伙
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
－賽馬會「抗疫同行」長者支援計劃
南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黃嬋君女士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樂齡ZUMBA

善款達$2,000或以上隊伍 / 人士
海怡半島婦女聯合會
鴻福苑業主立案法團
香港漁民互助社
鴨脷洲北岸居民聯合委員會
鴻軒
陳建華先生（財記海鮮）
本會當屆名譽會長蘇世雄先生
本會當屆名譽會長吳煒毅先生
本會理事周子𨌘先生
本會理事陳浩霖先生
本會理事潘凱霖先生
本會理事劉　毅先生
社區中心
－童行有里
－家在石排灣 E.P.S.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悅韻組
－石排灣專題月會
南區長者地區中心
－粵曲班
－陽光護老軒
－智樂之友
－太極班
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
－專才義工同學會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卡拉OK班
－活力椅子舞
－愛笑十巧操
－粵曲唱家班

善款達$5,000或以上隊伍 / 人士
City Cleaning Limited
Mr. Raymond WONG Siu Keung
Broad Power Investments Ltd
Kingsford Far East Limited
Mr. LAW Wei Tak
嘉嘉得飲食有限公司
生記棧有限公司
港大同學會書院
香港仔跆拳道會有限公司
本會當屆會長黃戴宇先生
本會當屆會長方文雄先生BBS, JP
本會籌款委員會副主席麥謝巧玲博士, MH
本會籌款委員會副主席施春利先生
本會籌款委員會副主席杜增祥先生
本會籌款委員會副主席周子軒先生
社區中心
－港島第49快樂小蜜蜂隊
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
－跆拳道班
－流行金曲歌唱班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驕陽學苑
－橙紅組專題月會
－林國榮先生
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
－愛心之友
－「愛同行」長者日間照顧服務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徒手運動

最高籌款獎

獎項 得獎者姓名
長者（60歲以上） 陳永亮先生
成人（31-59歲） 潘世華先生
兒童（14歲或以下） 馮瑞熙小朋友
職員 李惠蓮女士
小組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徒手運動
延續教育課程 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跆拳道班
社團／商號 香港仔跆拳道會有限公司
學校 港大同學會書院

贊助物品商戶

O'FARM LIMITED 進和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C House Nissin Foods (HK) Co. Ltd

中立貿易有限公司 KOSE (HONG KONG) CO. LTD

彩豐行  SAVEWO 救世

GenieBiome Limited JMM Healthcare Ltd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港島第49快樂小蜜蜂隊

張漢芬伉儷
無邊界義工團

良朋樂苑 冠忠南區足球會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有關「『用心關懷 ‧ 以心連繫』南區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盛況可掃瞄以下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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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童軍訓練於全世界流行多年，一直透過有趣的活動和挑戰，向參與者灌

輸正確價值觀，並促進其五育發展。早於1977年，本會已瞭解童軍活動

的好處，設立了港島童軍第70旅，裝備年輕人融入社會。四十多年來，

本會持續擴展童軍服務，轄下社區中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及賽馬會黃

志強長者地區中心現設有合共6個童軍隊伍，照顧不同年齡層的需要。

參與社區行公益　童軍隊屢獲殊榮
本會社區中心設有港島童軍第70旅、港島第66女童軍隊及港島第49快樂小蜜蜂隊；賽馬會綜合服務處則設
有港島第115女童軍隊及港島第66小女童軍隊。本會兒童及青少年童軍成員逾110人，每年皆會參與多項社
會服務，單在2022至2023年度便有步行籌款、設置互動攤位等。此外，童軍隊也積極協助坊會舉辦活動，
例如中心暑期活動閉幕禮、「MineSouth．童現」分享會等。

疫情肆虐期間，縱使坊會童軍隊伍曾一度只能舉行網上集會，但無阻團隊再闖高峰。港島童軍第70旅成員
於2022年「南區童軍支部比賽」榮獲冠軍及季軍，而幼童軍同樣獲得冠軍殊榮。至於成員個人方面，甄朗
然和黃晉業二人於近期獲取「童軍總領袖獎章」，而李秀君則憑藉其創意奪得女童軍總會「港島西區－紀
念布章設計比賽2020-2021」優異獎（女童軍組），反映童軍成員未因艱難時期而停步。

童軍年齡無邊界　耆才送暖融社區
本會童軍成員介乎4至89歲，顯示童軍年齡無界限，同時宣揚跨代共融理念。不論幼童還是長者，只要熱
心服務，便能為社會發光發亮。港島第49快樂小蜜蜂隊曾協助售賣愛心券籌款，即使小朋友也能將善心一
點一滴累積。不少家長認為，子女參與童軍活動後，在身心發展、學業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皆有進步。

另一方面，本會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設有樂齡女童軍隊，讓55歲或
以上的退休人士仍能發揮所長，積極投入社群。本會樂齡女童軍隊現有成
員12人，年內曾參與多項主題訓練，包括手繪坊及石膏器皿工作坊等，為
日後教授長者之服務作準備；另又於跨代共融參觀活動中，推動青年與長
者溝通交流，促進彼此了解。這類童軍訓練和代際體驗活動，有助提升隊
員的社區參與，既能展現其年輕活力一面，亦可達回饋社會的精神。

未來本會將繼續推動各類童軍服務，提供機會予
童軍們發揮所長，貢獻社會。

10

童軍服務多元化
青年耆才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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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追溯南區最早的歷史，可以從黃竹坑南風道一條小溪旁的一塊石刻說起。

早於公元前4,000年，香港已經有不少先民聚居於西或西南部的沿海地區，並
以捕魚為生。但是居於海邊的他們需要面對每年夏季的豪雨及颱風的惡劣天
氣，也會時常面臨風高浪急的侵襲，嚴重威脅人身安全。因此，學者推斷先民
透過於石塊上刻鑿幾何圖紋，以作「鎮天鎮海」、「鎮伏浪潮波濤」，盼望透
過石刻可遏止天災的來臨。

黃竹坑石刻作為本港僅有的9處法定古代古蹟石刻之一，有別於其他石刻，是位於內陸約一公里，鄰近小
溪，遠離海岸。雖然黃竹坑石刻的刻鑿年代、方法及作者已經難以考證，但其幾何圖紋與同一地域所發現
的器皿上的紋飾圖案極為相似，故學者推斷為距今3,000年前的本區先人所刻鑿。

即使已經歷了千年的變遷，這些古代石刻依舊保留當年古人刻鑿的痕跡，以讓後
世得以窺探到先人的生活。黃竹坑石刻的發現更印證在遠古時期的南

區已經有人類活動，具有深厚歷史根源。

資料來源：香港史學會《香港歷史探究》

千年古蹟：黃竹坑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