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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過去的八月，本中心再次獲台灣

法務部及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之邀

請，於台南及台北舉辦合共四場「修復

會議主持證書訓練」及「修復會議主持

進階工作坊」。其中一位參加者向我們

分享一齣台灣電影―《酷馬》，內容講

述酷馬被行兇者糖果狂攻擊後致死，而

他的靈魂就只有糖果一人能夠接觸到，

糖果就成為酷馬完成心願的媒體，糖果

一方面助他完成馬拉松賽事，同時向他

母親道歉讓她釋懷。

　　原來故事來自真人真事。在2000年

的聖誕夜，游媽媽的17歲獨生兒子被同

學刺傷身亡，這個充滿難過、想念和恨

的母親於四年後主動與兇手見面，那年

青人主動跟游媽媽道歉，更自發地擁抱

她，亦承諾繼續努力讀書，希望日後有

能力照顧游媽媽，游媽媽最後也願意原

諒他。現在，那名年青人已就讀大學；

而游媽媽就在宜蘭監獄分享「修復式公

義」理念，與囚犯分享「認錯的心―希

望他們透過信紙傳達給受害人，雖然不

一定會得到回信，但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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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上一期會訊中，曾分享去年10月我們獲台灣法務部及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的邀請在當地

舉行「復和會議主持人證書訓練」，今年8月我們再次應邀推行有關訓練。除了兩天的基礎訓練外，

今年還推行了兩場進階訓練，總受惠人數為260人。對於復和實務能繼續廣泛地推行，我們實在感到

興奮。另外，本中心董事會主席黃成榮博士亦被國際復和實踐機構 (IIRP)邀請成為該會董事會信託

人。我們盼望復和實務除在本港能得到廣泛的運用外，亦能推廣至其他的亞洲地區。

　　今期的精彩內容包括：於台灣進行訓練之分享、「說咪遲」創建健康校園計劃參與學校經驗分

享及調解個案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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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儀姑娘(註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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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和公義( Restorative Justice )就是讓犯事者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更重要的是讓犯事者及受害

者能恢復至原來的和諧狀態，令事件達至真正最有效的處理。那年青人透過聆聽游媽媽的感受，能更明

白自己的行為給別人的影響，並藉此向游媽媽表示歉意、請求寬恕及作出補償。另外，游媽媽亦有機會

表達事件中的感受及從寬恕別人中得到釋懷。可見「復和公義」能讓事件真正地告一段落。

　　這次台灣之行，黎定基導師、黃成智導師、包彩珍姑娘、呂志雄先生及本人雖然是課程導師，把「

復和實踐」( Restorative Justice )教授予推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團體及人士，但我們更感謝參

與者分享他們在台灣推行「復和公義」的事例及故事，讓我們感受到及學習到過程中的點滴。希望台灣

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上有更多成功的案例，讓現時著重懲罰的司法制度中，也能強調如何修補犯

事者造成的傷害，加強預防犯罪的實際效益。

以下是部份參加者對是次訓練的意見：

‧　少觀所有很多因「無知」而「犯錯」、「犯法」的孩子，如果能用復和會議想必會助其

　　成長，遠離無知。

‧　認為可擴大舉辦，減少犯事者與受害者的仇視。

‧　處理犯罪被害問題，懲罰不一定能解決問題，透過修復式會議，加害人了解該行為之影

　　響才能使行為不再犯。

‧　當情緒能充分表達，瞭解事件背後原因，是可以化解誤解與傷害。犯罪後不只在懲罰，

　　而是教育與彌補。

‧　從正向到負向的情緒轉換，幫助犯罪的人重建而非羞辱，將其自卑感朝向對社會有興趣

　　和貢獻的方向。

‧　有助瞭解除了司法程序之外，還有修復式會議幫助加害者改變。

‧　本課程適合在少觀所或少年監獄中運用，本團契已運用在更生人與其他人或家屬施行兩

　　造和好。

‧　使用法律以外的方式來解決法律上的糾紛，在各種領域中也可能存在著相同的道理，因

　　為人類的心靈擁有無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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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黃成榮博士 (董事會主席)

筆錄者：呂志雄先生 (註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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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個案分享

　　承接上一期會訊，與大家分享了一些復和調解個案。今期我們同樣輯錄了黃成

榮博士另一個有代表性的調解例子，希望一眾讀者除了對復和調解理念有進一步了

解外，亦可了解到它的真實應用情況。

　　這個案是發生於幾位女同學之間的衝突，事件中的受害者是一位來自單親家庭

的13歲中一女學生阿雯，而犯事的學生則是來自同一學校的三位中一女學生阿君、

小慧及芷欣。阿雯與阿君及小慧是同班同學及好朋友，以往晚上她們經常一同流連

於公園玩樂，但近來阿雯漸漸感受到母親需獨力承擔家庭的困苦，因而希望可以改

過以往的惡習，多留在家中幫手照顧弟弟及打理家務。因此，阿雯亦慢慢疏遠阿君

及小慧，並拒絕她們外出的邀約。可是阿雯的行為惹來阿君及小慧的不滿及猜疑，

認為阿雯變得高傲及看不起她們。為此她們雙方曾經發生多次的口角，但每次阿雯

都只推說自己沒有空閒而拒絕邀約。此外，阿君及小慧亦發現阿雯在小息或午飯時

間都與另一群男同學作伴，認為她是重色輕友，而有一位男同學更向阿君及小慧表

示阿雯曾經在他們面前說阿君及小慧為人無聊及「低B」，整天只在街上流連。除此

之外，另一個引發事件的導火線是在衝突事件發生前兩天，阿雯在街上遇見阿君及

小慧的朋友芷欣，並互有口角及推撞。事後芷欣更將發生推撞的事情告訴了阿君及

小慧，並投訴阿雯的為人很囂張及高傲。於是她們一同商量決定要教訓一下阿雯，

最後她們假借大家出來聚舊，而相約阿雯於晚上見面。

　　當阿雯接到她們的電話邀約時，她只當作一次玩樂的聚會，亦向母親表示自己

想藉此機會向朋友表明自己會花多些時間於家中幫忙及照顧弟弟，以後會減少外出

玩樂。阿雯的母親感到十分欣慰，更叫阿雯將家中的一盒朱古力帶去與朋友分享。

當晚阿雯去到公園後，芷欣便罵阿雯為人囂張、高傲及重色輕友，最後更加推撞阿

雯。阿雯發覺當晚的聚會原來是一個局時，她的情緒亦十分激動，更與她們對罵及

動手；她們把阿雯推倒在地，更圍著她拳打腳踢，教訓了一輪。當晚阿雯負傷回到

家中，母親發覺她頭部及面部都有紅腫傷痕，於是便立即報警，並自行支付了二千

元作為驗傷費用，而警方亦拘捕了涉案的三名女生。



在台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證書訓練」的情況

黎定基導師(前排中間)及本中心職員(後排左一、左四及五)與
台灣的法務部長曾勇夫(前排右二)、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
董事長廖正豪(前排左二)、黃蘭瑛教授(後排右三)、法務部及
檢察署一眾同工共進晚宴

黎定基導師與黃成智導師在台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進階工作坊」的情況

在台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證書訓練」的情況

Sorry!

Say No!

4

　　負責該事件的社工認為事件很嚴重，並認為單靠司法制度去處理是不足夠的，

因此希望借用復和調解去修補彼此關係，於是便邀請黃博士舉行調解會議。經過對

個案的評估及了解後，黃博士決定協助處理有關事件舉行復和調解會議。

　　會議當日，黃博士先接見了受害人阿雯及她的母親，然後再接見犯事者阿君、

小慧及芷欣和其家人，接著便正式舉行調解會議。會議由黃博士主持，而負責社工

亦有參與。由於會議的日期距離事發的日子有個多月，因此黃博士要求阿雯把當日

驗傷時拍下的照片帶來會議當中，同時亦在會議上請阿雯把自己當時身體上所受的

傷勢及心靈上的傷害講述一次。當犯事者初步了解對別人造成的傷害後，她們均表

示只是一時貪玩，沒有預計到會打得那麼重。此時，黃博士便引導她們去反思事件

的嚴重性，當每一個人都只打幾拳，三個人加起的次數便等於打了十幾拳，而阿雯

的驗傷報告中更表示她有輕微的腦震盪，如果嚴重的話便會死亡，屆時阿雯的母親

便會失去了女兒，而犯事者的家人亦要眼看自己的子女入獄。當中可造成的影響及

傷害可以十分深遠。

　　會議中阿雯的母親亦有機會發表自己對事件的看法，她表示當晚知道阿雯要去

見朋友，還一番好意叫她帶著朱古力去請朋友食，誰不知最後會有這樣的結果，感

覺就好像自己有份送女兒去死。阿雯的母親更表示由於自己是單親家庭，以往沒有

能力把阿雯教好，感到自己好失敗，因此亦曾經想過自殺。對此阿君、小慧及芷欣

的父母聽到後亦表示感同身受，大家都表達同樣曾經想過自殺或放棄子女，只是念

於骨肉親情而繼續容忍，當犯事者聽到她們家人的說話都感到十分驚訝，態度亦開

始有所轉變。於會議後期，阿君、小慧及芷欣都願意承擔自己的責任，向阿雯的母

親及自己的家人道歉及承諾會改過，不再經常流連街外。

　　經大家商討後，除了道歉之外，犯事者亦要分擔那筆二千元的驗傷費，但其中

一個家庭卻表示在財政上有困難，需要多些時間分攤償還。對此，阿雯的母親表示

最重要是看到小朋友的真心及誠懇認錯，即使不收回賠償亦可以，如何償還更加沒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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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博士於總結整個會議經驗時表示，起初雖然案件已經交由警方接手處理，但

在事件的過程中，阿雯不但被人打傷，而且更花費了二千元作為驗傷，而犯事者亦

都只會被判警戒或感化，根本不足以令她們真正去反思自己的行為。以司法的程序

處理，受害人內心的憤怒及情緒完全不能夠發洩或得到補償，而犯事及受害雙方的

關係更不能夠改善。相反，透過復和調解會議，犯事者與受害人可面對面的接觸，

受害者有機會去了解自己受害的原因及經過，抒發自己在事件中所受的傷害及尋求

應有的補償方案，這樣將有助減低受害人對於日後再次被害的驚恐，使到心靈可以

康復。另外，犯事者則可了解到事件如何傷害到別人及對不同人所造成的影響，令

犯事者反省自己在當中的責任，從而檢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態度以及與家人之間

的關係，使到雙方都有機會去重新面對對方，繼而修復彼此的關係。

　　在這次會議中，最出乎黃博士意料之外的是犯事者不只向受害人道歉，更主動

向自己家人道歉，修復了犯事者與家人的關係。對此，黃博士認為參與會議的家長

亦可從中得到幫助或得著，因為透過會議使家長與子女有機會面對面地表達自己內

心的說話，而犯事者亦可以了解到父母對自己的關愛及不離不棄，家長更可從中與

其他家庭互相交流，明白到大家都面對著不同的苦況，而並不只有自己獨自受苦。

此外，在會議結束後的茶點時間，犯事者及受害者的雙方家庭都以輕鬆的形式互相

傾談，甚至是握手及擁抱，而這種互動的寬恕及關係重建過程是在司法程序中不能

見到的。因此我們選擇以復和調解會議去處理衝突，並不只是因為會議可同時處理

犯事者與受害人的需要，節省各方的時間及成本，更重要是可以重建人與人之間，

包括「友情」及「親情」的關係。



在台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證書訓練」的情況

黎定基導師(前排中間)及本中心職員(後排左一、左四及五)與
台灣的法務部長曾勇夫(前排右二)、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
董事長廖正豪(前排左二)、黃蘭瑛教授(後排右三)、法務部及
檢察署一眾同工共進晚宴

黎定基導師與黃成智導師在台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進階工作坊」的情況

在台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證書訓練」的情況

Sorry!

Say No!

6

老師分享—雷穎雯

一個終身受用的名稱

　　「說咪遲」讓我聯想到在超市凍櫃內的「雪米糍」。然而，當我看到「創建健康」時，我疑問「

雪米糍」是否與身體健康有關係，而出現在眼前的是「校園」二字時，我喜愛這個讓我終身也受用的

名稱—「說咪遲-創建健康校園」計劃。

　　計劃從四個層面為導入點，包括：學校、老師、家長和學生。目的是推行禁毒信息，提升教師處

理學生吸毒的技巧，協助學校建立健康、愉快的學習環境。學生吸毒背後的原因離不開個人、朋輩、

家庭、學校及社會等因素。因此，學校是教育學生抗拒毒品誘惑和作預防性工作的適當系統之一。

學生方面

　　透過全校性的講座，教導學生對毒品Say No的小貼士，拒絕誘惑及認識吸毒的影響。此外，兩個

小組活動訓練，除知識的灌輸也有動態的元素。學生分別在五次訓練中，進一步了解吸食毒品後對身

體的禍害，學習朋輩間成長困惑之處理技巧，並在午膳時段擺設一攤位向同學宣傳毒品的禍害，日後

可成為校內的「健康大使」。

個人方面

　　透過舉辦過簡報設計比賽，學生可就個人對毒品問題的認識，設計宣傳抗毒的簡報，能對同輩發

揮正面的影響。同時，學生在創作時也可有更深層的思考。

家長方面

　　家長講座當日有接近一百位家長出席，實令人鼓舞。我們也明白，要解決問題之先是要面對它，

從而找出處理方法。面對子女成長的挑戰，家長能多聽、多思考、肯嘗試與子女同行，我相信沒有解

決不了的事情。

老師方面

　　在教師講座中，談及辨識吸毒學生的技巧及與青少年建立良好溝

通模式的要訣，例子簡單易明，老師容易掌握。以戒酒和戒毒為

例，那一樣會較容易戒掉？原來是戒毒。原因是吸食毒品

後的生理反應很快會出現而且非常明顯。而酗酒後的

身體反應在較長的時間後才出現，因而影響戒

癮者的動機。這令我對戒毒是很困難

的這說法有了新的觀感，亦

加強我抗毒的信心。

「說咪遲」�- 創建健康校園計劃

參加者分享



在台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證書訓練」的情況

黎定基導師(前排中間)及本中心職員(後排左一、左四及五)與
台灣的法務部長曾勇夫(前排右二)、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
董事長廖正豪(前排左二)、黃蘭瑛教授(後排右三)、法務部及
檢察署一眾同工共進晚宴

黎定基導師與黃成智導師在台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進階工作坊」的情況

在台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證書訓練」的情況

Sorry!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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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夢 （1B）
　　我在搜索資料的過程中，看了很多有關毒品危害身體的圖片，同時也瞭解到毒品對我們的危害性。

李玉雯 （2A）

　　你有愛的人嗎？如果你認為

沒有，那麼說愛你的人吧！當一

個人染上了毒品，可憐的並不是

自己，而是在乎你的、關懷你的

人。不要用太多的藉口為自己辯

護，“知錯就改，就是好孩子＂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句話。

即便這句話，很俗氣，但當你真

正思量過這句話時，你會發現它

的力量是多麼的龐大。不要一錯

再錯，沒有誰奉命是為了你而存

在的。即便是父母。

林富鋒 （2B）

　　這一次，我很高興地參加了這
次的簡報設計比賽，在設計禁毒宣
傳簡報時，我通過以反問的手法帶
出現今靑少年不應該接觸毒品，我
認為這次大會舉辦的活動對青少年
是十分有益的，而我從中還得到「
吸毒其實是在摧毀自己的生命」的
道理，如再有機會，我還會參加，
因為可以在過程中讓我學懂正確的
人生觀。

林裕敏 （1C）

　　在這個活動中，我學到如何與人和

諧共處，加深了我對團體合作的認識，

看到老人家和小朋友玩攤位時的笑臉，

自己心裡也感到喜悅。若有機會，我也

想再次擁有這種喜悅的感覺！

結語

　　在人生成長的過程中，總會遇上不同的挑戰與試練。若我們能抱著堅定的信念，懷著希望面對人

生中的黑暗惶惑，在非常困擾的時刻能振作起來，說：「我現在就認真去學習，過健康的生活也未算

遲！」每次，當你走到凍櫃前看到「雪米糍」那甜品，希望它能帶給你絲絲甜意又或是提醒你在健康

人生的路上需重新立志說：「去掉壞習慣，未算遲」。

　　透過全校性的講座，教導學生對毒品Say No的小貼士，拒絕誘惑及認識吸毒的影響。此外，深化

活動有小組訓練，學生在五次訓練中，進一步了解吸食毒品後對身體的禍害，學習朋輩間成長困惑之

處理技巧，並在午膳時段擺設一攤位向同學宣傳毒品

的禍害，日後可成為校內的「健康大使」。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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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定基導師(前排中間)及本中心職員(後排左一、左四及五)與
台灣的法務部長曾勇夫(前排右二)、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
董事長廖正豪(前排左二)、黃蘭瑛教授(後排右三)、法務部及
檢察署一眾同工共進晚宴

黎定基導師與黃成智導師在台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進階工作坊」的情況

在台北舉辦「修復會議主持證書訓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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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晴集」是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出版的刊物，版權所有，欲轉載本通訊內容須先得到本中心同意。

1.招攬一班願意與我們一同推廣「人際復和」訊息的朋友，將「復和」精神推廣至社區每一個角落。

2.透過參與及策劃不同類型的活動，讓「人際修和」、「復和公義」等理念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和支持，

　從而改善人際關係。

成立目的：

1.入會費用全免。

2.定期收到本中心的會訊 -《和晴集》及其他活動資料。

會員福利：

1.入會者只需填妥「復和之友」會員申請表，即可辦理入會手續。

2.各入會者必須於表格清楚地填上各項內容。

3.會員有權申請退出會籍，會員可直接致電（電話：2399-7776）或親臨本中心辦理有關手續。

入會須知：

資訊速遞資訊速遞
賣旗日順利完成

　　為推行「溫馨重建我的家」計劃，中心於2011年5月7日舉行了港島區賣旗活動。當日超過一千

六百位義工參與，包括︰小學生及家長、中學生、大專生、學校家教會及社福機構。經點算後善款

約為港幣39萬元，這筆善款對本中心發展親子調解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對各界的捐助及厚愛，我們

深存感激。本中心定當竭盡所能，全力為大眾及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的社會服務。

　　如對今期內容有任何意見、指教或查詢，歡迎與我們聯絡，你們所給予的寶貴建議可助我們將來做得更好！

　　請把投稿文章或建議連同個人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寄往「九龍深水埗麗閣村麗荷樓301室復和綜合服務
中心收」，封面請註明「會訊投稿」或「期刊意見」，我們將會贈送精美禮品乙份以作答謝。

加入成為

「復和之友」

8

若閣下願意與我們一同推廣「人際復和」的訊息，歡迎成為「復和之友」；請下載有關表格及填妥有關資料，我們將盡快處理有關的申請。

註︰個人資料只作本中心與閣下聯絡之用，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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