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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黃美芸

一年半前，高錕教授離世，剩下妻子高黃美芸在香港生
活。現年 85歲的高太，兩名子女都在外國定居，獨自在
港的她，卻毫不寂寞。她喜歡運動，至今仍保持打網球
及跑步的習慣，早年更一度玩滑翔傘，乘著艷陽迎著清
風，飛越高山峻嶺，笑言來生要做一隻飛鳥，自由自在，
天空任我行。「飛」的背後，她有一種自得「耆」樂的
生活態度。這名來自人間的「飛女」，愛追韓劇睇靚衫，
絕對是「貼地」的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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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來了……」香港中文大學的職員一

看見高太，就像看見老朋友一樣。一頭銀

灰色頭髮的高太腰板挺直、步履輕盈，

身穿一件淺灰色外套，配上彩色絲巾，笑

容可躬，說話嗓門不大但速度頗快。看她

優悠地坐在沙發上接受訪問，樣子很是自

在。

高黃美芸每日早上六時起床，定時作息、

運動和飲食，午後通常來個小睡。她說，

養生之道在於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而這

種習慣必須從年輕時開始培養。「我會鼓

勵大家，年輕時候保持心境開朗，一直保

持下去，就會開心一輩子。好像做運動，

待 70 歲才開始，就欠缺耐性做下去了。」

高太說到做到，60 歲之齡依然無懼一試

滑翔傘，體驗飛鳥翱翔天際的自由，更

令她有所啟發：「可以轉世的話，做雀仔

都不錯喔，飛來飛去，十分自由……但

是做雀仔都辛苦呢，要覓食，又會被捕

食。」說時不禁俏皮一笑。

至愛獅子山八仙嶺美景
喜歡欣賞高山開闊美景的高太，年輕時愛

跟家人或友人結伴行山，在獅子山、八仙

嶺都留下很多足跡和回憶。曾居於英、美

及香港，她認為各地各有風景，歐洲例如

瑞士的美景亦是她所鍾愛。現在雖然體力

上應付不了行山，她卻依然堅持運動的習

慣：「每星期打兩至三次網球，每次兩小

時，打得好就很開心，回家後會開心一整

天；下雨天就會跑步，大約跑一小時。」

運動以外，高太的飲食要訣原來始於年幼

子女的勸告：「子女十多歲時，從課堂上

學懂多鹽、多油的飲食對身體不好，回家

告知我們，我跟高校長就聽話了。」從那

時起，她便養成少鹽、少油，多吃生果及

蔬菜的健康飲食習慣，更苦口婆心勸告大

家：「飲食健康、多做運動，有可能減低

年紀大患上腦退化病的風險。」

難忘外脆內熱鮮麵包
主張健康飲食的高太原來也有饞嘴的一

面，最難抗拒是滿載兒時回憶的麵包。「

當年英國正值打仗，很窮很窮，媽媽會叫

我去買麵包。捧着熱烘烘新鮮出爐，外皮

脆脆、內裡熱呼呼的麵包，邊走回家邊偷

吃，回家後給媽喊打，哈哈……」如此又

熱又脆的麵包，高太說得幾乎伸手可及。

今日的高太，一子一女早已成家，均定居

於美國，共有三名孫兒。回想年輕時代，

高太自言自己跟一般中國媽媽無異，都

是一名「虎媽」：「那時候，時刻都要求

子女要做得成功。女兒長大後不忘向我投

訴，說讀書時考取數個 A 都被嫌棄，要

求她要考得 A+。」子女現在為人父母，

卻也像她當日的模樣，「但沒有我那麼嚴

格。」

多謝高錕　聯繫無間
目前雖與子女分隔千里，親密度卻不減。

「WeChat、WhatsApp 都是免費的，透

過鏡頭就可以看到孫兒走來走去。」話畢

高太不忘補上一句：「多謝高校長……」

此話絕對不假，多虧高錕教授研發的光纖

技術，打破地域界限，高太今日才能跟兒

孫聯繫無間斷。

1.  高太跟高校長同樣熱愛打網球。
2.  2015 年出席「高錕慈善基金」成立五周年慶典暨

高錕首次個人巡迴畫展揭幕禮，夫妻恩愛的一幕。
3.  1960 年代高錕夫婦及一對兒女於英國生活，自認

是「虎媽」的高太對子女的學業從不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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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選擇留在香港定居，都是因為香港的

醫療系統。「對年長人士而言，最重要是

醫療服務，這方面香港的確很不錯。」她

指美國的醫療水平也不錯，但患者需自行

承擔部分醫療開支，對退休人士來說是一

大負擔。另外，在香港容易聘請家庭傭工

照顧生活，對高太來說也非常重要。「始

終年紀大，體力不佳，難以照顧日常起

居。」

愛「煲」韓劇　睇靚衫
閒來無事，高太原來和不少香港人一樣愛

「煲」韓劇，午飯或晚飯後，都會追看一

兩集。她特別喜歡看偵探題材，也愛看劇

中女主角的時尚造型及華麗服飾，對講述

經營生意的情節也甚感興趣，「可以學做

生意」，笑言「看劇長知識。」問她有否

追看近期大熱的韓劇《愛的迫降》，她笑

而不語。

談高太，當然不得不提及跟她鶼鰈情深，

共同度過接近 60 個寒暑的丈夫高錕。這

位「光纖之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給世界帶來偉大發明，但是在此之前，一

個中國人要在外國闖出名堂，實非易事。

「他都遇到這個問題，所以當高校長有機

會回到香港中文大學出任校長，算是實踐

了他年輕時想成為 CEO 的事業夢。」

高錕於 1996 年卸任校長，2004 年確診

患上腦退化症，高太自此肩負起照顧者的

角色，要重新學習如何跟這位既熟悉又陌

生的枕邊人相處：「高校長患病初期，我

也深感徬徨，加上自己耐性不足，難免向

他發脾氣。每當我發脾氣時，看到他很害

怕的樣子，我漸漸知道自己錯了，開始學

習以笑相待，就算是假的，也要裝下去。

如是者，一扮便數年，不知不覺間，假笑

也變成了真笑。」

當時社會對腦退化症認識不足，亦欠缺對

患者及照顧者的支援，觸發夫婦二人成

立慈善基金的念頭，「高錕慈善基金」遂

於 2010 年正式成立，為病患者、家屬和

照顧者提供協助，並與本港各相關組織合

作，冀望善用資源，提高護理水平。基

金成立十年間，高太堅持每月跟員工開

會，籌劃講座及活動。

感謝馬會捐助流動車
談及對腦退化患者的支援，高太感激香港

賽馬會支持成立「賽馬會高錕腦伴同行」

流動車服務。「好多謝香港賽馬會，沒有

他們的捐助，流動車不會這麼成功。流動

車服務至今已有六、七年，每次都捐錢支

持我們，感謝。」流動車重約 16 噸，設

有多元化設備並有護士及社工當值，走遍

全港 18 區，提升公眾對腦退化症的認識，

目標及早識別患者及安排社區護理服務。

此外，馬會早年撥捐在沙田成立本港首間

照顧腦退化症患者的中心「賽馬會耆智

園」，為患者及其家屬提供適切的服務及

訓練，減慢患者的衰退速度，以及紓緩家

屬的身心壓力。高太說：「隨着香港人口

老化，患腦退化症人數上升，實在需要更

多社福支援服務。」

作為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的妻子，高太

同樣關心香港年青人。她認為年輕人應該

有夢想，不要因為找工作困難、或是居住

環境擠迫等問題而放棄追夢。問及她的個

人願望，高太最想身體健康，「我未必想

長命百歲，有足夠精神打波便好。」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只有對自己不

放棄的人，才不會老。」完成訪問的高

太因應疫情不與人握手，改為來個 elbow 

bump，然後雀躍地向在場中大職員說：「

不如我們一起吃飯？」人家答：「疫情

喔……」活得自由自在，便不易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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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賽馬會高錕腦伴同行流動車」2013
年正式投入服務。

2.  2010 年高錕伉儷到訪賽馬會耆智園。
左一為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左二為
時任馬會主席陳祖澤。

「無論幾聰明、讀幾多書，
或是無讀過書，任何人都
有機會患上腦退化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