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拒絕隨波逐流
勇於開拓新路向

為時勢裝備自己  學子之路從此起
自中學時期已對中國語文深感興趣的蕭博士，

現為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師。這位醉心鑽研中國

文學的學者，原來最初的理想是成為一位廚師。

憑着追求理想的熱情，在年僅 20歲時，他已成

為一位廚師，於飲食界工作數年便擢升至法國

餐廳的大廚。

可惜 2003 年「沙士」爆發，各行各業陷入經

濟低潮，尤以飲食業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食

肆紛紛裁員結業，市面一片蕭條慘淡。面臨如

此景況，當時的蕭博士不禁重新思考往後的事

業發展方向：有沒有一種職業既能滿足自己的

興趣，又能承受社會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呢 ? 經

過一番思索，最終他找到了答案：唯有增值自

己，擁有穩固的知識基礎，才能長遠而持續地

適應社會的急速轉變。因此，他毅然離開自己

熟悉的飲食業，重拾課本，以學生的身分另覓

出路。

在比較過眾多院校的中文系課程後，當時的 

蕭博士選擇在嶺南大學修讀中文系的副學士課

程，其後升讀學士，畢業後繼續深造，先後於

嶺大完成碩士及博士課程。選擇在嶺大進修，

除了對母校的一份親切感外，蕭博士特別欣賞

嶺大中文系集古典、現代、寫作於一身的多元

化課程，同時亦不乏各類型的語言及文化研究，

範圍全面，讓學生能按照自身的興趣及所長，

選讀合適的科目。

帶領同學交流  融合學習與服務
任職中文系講師六年，蕭博士一直希望能傳承

嶺大中文系的優良傳統。為人師表，每當他看

着學生們慢慢成長，從入學到畢業，繼而找到

蕭欣浩

自己的興趣，並為目標而奮鬥時，都讓他感到

欣慰。說到在嶺大任教的難忘回憶，蕭博士最

記得在 2017 年中文系曾與服務研習處合作，

由他率領 23 位中文系的學生到台灣進行 12 天

的服務研習交流。旅程中，他們參訪了博物館、

長者中心、藝術中心以及當地的大學，通過人

物專訪與地方的專題探究，讓學生能實踐「新

聞寫作」課上的理論，並探索社會各個階層的

人文面貌，做到真正的「走進社區」。

「學生走到當地的長者中心，會發現台灣社區

服務的風氣與香港不太相同。在台灣，你會看

到長者很樂意向年青人分享技藝，社會參與

度較高；在香港，長者普遍是被服務的一群，

社會參與度相對較少。」蕭博士認為，唯有透

過學生的親身參與，服務和學習才能緊密結

合，發揮出最大的效用。而這次的交流，從研

習主題、訪問對象、行程安排以至交通規劃， 

蕭博士統統一手包辦，他笑言，經過這次帶隊

的經驗後，已沒有甚麼事難得到他。蕭博士認

為，這種形式的交流，除了讓學生獲益良多，

作為一個老師也同樣受益匪淺。籌備過程縱然

面對不少的挑戰，但看到學生們全情投入服務，

蕭博士也感到十分欣慰。

探索飲食之源  讓文學走進社會
從廚師變成老師，蕭博士雖然是放棄了以廚師

作為自己的職業，卻從另一個方式回到「飲食」

的範疇裏。近年，蕭博士致力研究香港的飲食

文化，發表了不少學術文章，把自己的專業與

興趣結合。他認為，飲食能反映出一個地方的

文化，值得認真深究。同一時間，他希望透過

飲食這個「易入屋」及不分年齡的題材，在社

會上形成一種探討中國文學的氛圍，打破坊間

「文學是離地」的固有思想。「菠蘿包為甚麼

被稱之為菠蘿包 ? 它的出處是在哪裏的呢 ? 背

後可以有很多有趣的典故。人們對於日常生活

常接觸的食物，自然會有興趣了解更多。」然

而，蕭博士坦言，現存有關飲食文化的資料並

不完善，亦往往存在謬誤，造成研究上的困難。

但他從沒想過放棄，在未來，他依然堅持以 

「飲食」作為橋樑，令文學能更易於為大眾所

接受，達至知識從上而下轉移的效果，並惠及

社會。

盼母校融合新舊  學生認清興趣展所長
作為嶺大的校友及教職員，蕭博士始終秉承着

博雅教育的傳統，努力讓學生從參與服務研習

的過程中，好好感受難能可貴的人文關懷及社

區服務的精神。他期望嶺大能一直鞏固舊有的

博雅精粹，同時結合新的教學模式，與時並進。

最後，他寄語師弟妹盡早認清自己的興趣，像

他一樣，學習及從事與自己興趣相關的工作，

這樣就會得心應手得多了。

廚師和老師，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職

業，但他卻兩者皆精。以前手執鑊鏟，

現在手執教鞭，並決意糅合自己的專業

與興趣，以文學發揚香港的飲食文化。

他就是 — 蕭欣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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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出
文學新滋味

累積經驗  自立門戶不隨主流
大學畢業後，Tim 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所高等

院校擔任研究助理，協助策劃各類活動以及翻

譯各類型論文。兩年後，他進入了一間翻譯公

司工作，負責籌劃公司旗下項目的各項工作，

並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晉升為項目經理。Tim

負責的範圍很廣，並經常需要協調與海外客戶

的事務。他認為在此翻譯公司工作的五年多期

間，獲益良多，同時亦累積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增加自己創業的信心。直至 2013年，Tim決定

與夥伴自立門戶，先後創立了兩間翻譯公司。

作為兩間公司的營運總監，Tim 期望公司能夠

打破香港翻譯行業主打財經金融項目的主流，

藉著與生活時尚及文化藝術等奢侈品牌合作的

機會，為公司開闢另一條道路。

辛勤工作中覓得樂趣

Tim 坦言要在香港翻譯界發展並不容易，最大

的困難在於工時相當長。大部份翻譯公司普遍

需要緊貼財經及金融企業的財政年度，在一些

特別的季度更是忙得不可開交。因此，並不是

很多畢業生能夠堅持繼續於這行業發展。Tim

當年在翻譯公司工作時，由於要與其他國家的

客戶溝通，需要配合客戶所在地的時區；他的

客戶遍佈亞洲、中東、歐美等地，因此 Tim 的

工時往往相當長。但他認為即使工作忙碌，卻

令他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而透過與客戶交流，

他亦從中了解各地的文化及風俗人情，成為他

工作上的樂趣。

生活工作密不可分  
Tim 工作非常忙碌，他笑言自己的生活與工作

密不可分，工作早已融入他的日常生活當中。

由於公司主打與生活時尚及文化藝術行業相關

的翻譯及企業傳訊工作，因此他把自己的興趣

順理成章地投放於這些範疇中。例如他逛街時

會細心留意各時裝珠寶品牌，緊貼當季潮流，

好讓他的翻譯工作能更得心應手。他亦喜歡看

書，讀到與工作範疇相關的書籍，更會深入鑽

研，在享受閱讀的同時，亦為工作項目做好準

備。Tim 提到為航空公司的機上雜誌提供翻譯

服務多年，涉獵範圍之廣令他對各個範疇的認

識都有所提升。可見，翻譯已經成為了 Tim 生

活的一部份，名符其實是「寓工作於娛樂」。 

拓展業務  不忘回饋社會
談到未來的事業發展，Tim 期望可以在亞洲區

如日本、南韓，甚至是澳洲、歐洲等地開設分

公司，拓展公司業務。另外，他亦有感新一代

的語文能力有下降的趨勢，除了禮儀欠妥外，

亦有詞不達意等問題。因此他計劃與友人一同

開設教授中英文運用的語言中心，他期望透過

培訓，加強學生及在職人士的溝通能力，做到

「我手寫我心」，亦藉此對社會作出貢獻。

蔡俊明 Tim 於 2005 年畢業於嶺南大學翻譯系。自幼熱愛學

習語言的 Tim 畢業後投身翻譯界，卻發現業界多以財經金

融客戶為服務對象，相反，為生活時尚及藝術界別提供服務

的翻譯公司卻寥寥無幾。有見及此，鍾愛文學與文化的 Tim

決定與志同道合的夥伴成立翻譯公司，不跟隨主流市場的方

向，反而另闢蹊徑，主打奢侈品牌、時裝、旅遊、文化藝術

行業的翻譯及企業傳訊工作，無懼困難的精神令團隊在行內

闖出一片天。

蔡俊明

享受學習  學以致用
Tim 直言自己讀大學時是個只顧埋首學習的學

生，圖書館成為了他經常踏足之地。一方面他

希望將勤補拙，努力涉獵不同範疇的知識，例

如是文學翻譯、翻譯理論、翻譯批評等；另一

方面他十分尊敬文學院的教授，包括黃國彬教

授及劉紹銘教授等，因此他經常向各位教授請

教學術問題，從中得到新的領略。Tim 亦有感

由於自己在大學選修的科目範圍廣泛，當時學

到的知識能充分應用於今日的工作上，受益匪

淺。談到對嶺大未來發展的期望，他期望嶺大

能夠繼續發揚博雅教育的精神，延續全人教育。

而作為嶺大翻譯系碩士課程的顧問之一，Tim

寄語師弟妹最重要的是享受學習的過程，努力

擴闊自己的知識層面，不應過份計算所學習的

知識能否對將來的事業有幫助，其實將來定必

有機會學以致用。最後，Tim 亦期望嶺大文學

院能繼續秉持對研究的重視，透過各類型的研

究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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