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奉伊斯蘭教的 Nayab 一天需向聖城麥加方向禮
拜五次，輕便的地毯方便她隨時隨地也能禮拜。

早年與家人回鄉時遇上印有自己名字的鎖匙扣，
且不是刻意訂製，令她覺得這是緣份的安排。

最近喜歡編織，這個隨身小物袋是近期新作。

除了處理工作需要，亦用作記錄生活日常。

WEDO GLOBAL 於疫情初期邀請少數族裔婦女縫
製可重用口罩，既可幫補家計，又能解決當時口
罩短缺的問題，Nayab 的媽媽亦參與其中。

1. 禱告地毯

3. 自製
可重用口罩

2. 鎖匙扣

4. iPad

5. 小物袋

自
爺爺於殖民地時期在粉嶺當警察，Nayab
已是家族在港土生土長的第三代，廣東話
並非她的母語，卻依然流利，全是她多年苦

學中文的成果。Nayab 就讀的小學以錄取非華語生
為主，只有中文課才用得上廣東話；直到中學轉讀主
流學校，開始要正視學習中文的困難。「要記得廣東
話的九聲已經有難度，加上很多中文字的寫法與發音
相近，轉換部首，意思已大不同，例如『晴』天、『清』潔、
『精』彩，要兼顧讀寫聽講，更難。」為免發音不正誤
把說話變粗口，Nayab 過去不敢開口說廣東話，後來
得到中文科老師的鼓勵，為她安排中文話劇、欣賞古
詩等，令她更投入學習。

成為自信領袖之路
在港的少數族裔承載着兩地文化，Nayab 一直希望長
大後成為老師，打破語言隔閡，引導彼此互相了解。她
自言過去性格內向慢熱，一直未有機會跳出 comfort 
zone ( 舒適區 ) 實踐理想，直至高中時獲老師推薦，
參加前稱為「賽馬會『衝吧！』世心領袖計劃」，與來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輕人參與一系列培訓活動，逐漸
了解自己的長處，增強自信。畢業後，Nayab 加入該
計劃的延續，即現稱「賽馬會多元文化世心領袖計劃」
的項目助理，並擔任社區導賞員，帶領本地人遊走少

數族裔聚居的社區，沿途分享他們的生活、飲食及宗
教。她笑言自己從前也不了解每天戴頭巾、吃清真食
物背後的由來，反而因為要帶團備課，才深入了解自
己承襲的伊斯蘭傳統。

為華人與少數族裔築橋
透過讓參加者親身接觸巴基斯坦奶茶、清真牛肉，
Nayab 拉近參加者與少數族裔的距離，而他們在
旅程結束後改變對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更讓
Nayab 確立未來的發展路向，相信推廣共
融文化也是教育的一種。有說「此心
安處，才是吾家。」Nayab 將繼續
善用她精通多種語言的優勢，以社
區導賞員身份作為少數族裔與本
地人之間的橋樑，讓不同族群
均視香港為心安的歸處。

Nayab ( 右 ) 畢業後成為「賽馬會多元文化世心領袖計劃」
的項目助理，同時帶領本地人認識少數族裔聚集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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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義工隊亦與地區夥伴及社區組織合作，支持「樂學在家」少數族裔家長學習支援計劃，由馬會義工上門為少數族裔家長教授日常中文，提升他們的日常中文溝通能力，以及加深少數族裔與義工對彼此文化的認識。另亦開展「廣東話說故事」計劃，利用線上資源支援少數族裔學童自行在家學習中文，期望以活潑生動的說故事形式，令他們不再覺得學習中文是沉悶乏味的事，在疫情期間「停課
不停學」。來自巴基斯坦的咖哩香與本地茶餐廳的

咖啡香能夠在香港同一條小街相會，但我
們相互的認識又有幾多？根據政府統計
處數據，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
孟加拉及斯里蘭卡等五大南亞國家的南
亞裔人士近年已躍升為香港少數族裔的
最大族群，他們不少扎根香港，土生土
長，早已是香港社會一員，卻往往仍然
因文化、國籍、膚色、語言等差異而被
視為異鄉人。現年 23 歲的巴基斯坦裔女
生 Nayab Feroz 苦學廣東話，更特別改
了中文名「阿恩」，努力融入主流社會。
然而，從小時候分不清「晴」、「清」、
「精」，到今天能夠以流利廣東話擔任
社區導賞員，向團友介紹少數族裔在香
港的「家」，成為少數族裔與主流社會
溝通的橋樑，是如何一路走來？

賽馬會多元文化世心領袖計劃由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捐助、愛同行基金會(WEDO GLOBAL)主辦，
旨在讓不同學校的華裔和非華裔中三至中五學生
參加，增加他們對文化智商的認識及實踐，促進
華裔和非華裔青年互相了解及合作，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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