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玉鳳很多朋友稱她“阿鳳”。她現職澳門大學助理

教授，亦涉足本地媒體工作：時事評論節目“風火

台”台主、電台時事節目“縱橫天下”主持，與幾位志同道合

出版評論澳門社會生態的《新生代》雜誌，在網路開設 “小

鳳情長”網誌與網友論文論時事，亦在報章上撰寫專欄，閒

時作詩，曾出版詩集《假如我愛上了你》、《忘了》及《詩．

想》；散文集《咖啡檔》及《一個人影．一把聲音》。

—訪澳門大學助理教授林玉鳳

文：麥翠儀

學習生活的 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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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的林玉鳳，對

身邊的事情總是抱著懷疑態度，經常追尋、

發現及探索新事物。對於她來說，學習是一

件樂事。她

在 不 同 的

跑道上努力

學習；由電

視台的新聞

從業員，到

大學助理教

授，以至現

在參與多個

媒 體 的 工

作，林玉鳳仍然堅持著以好奇心探索世界。

以下是她透過個人經驗與我們分享對學習的

看法。

記：	什麼原因促使你從電視台的新聞工作轉

到大學做教書工作？

林：	在我從事新聞工作期間，接觸不少不同

年代的傳媒人，他們對新聞的認知和理

念各有差異，對媒體的發展亦各有抱

負。他們雖然使媒體各有特色，但我體

會必須要共同推動本地傳播事業的發

展，成就更高的願景，培養更多相近理

念的新一代傳媒人是一個重要途徑。當

時適逢本澳大專院校正循師資本地化的

方向發展，特別是對於新聞學系來說，

需要更多擁有本地媒體經驗的老師任

教。在媒體工作一段時期後，自覺有信

心將體驗到的經驗與別人分享，透過結

合理論教導學生成長。而教學工作，亦

讓我得到更多的機會去讀書、觀察及從

事研究工作。

記：你如何去適應自己轉變成一個大學助理

教授的身份？

林：當記者及為人師表，誠然不是一個簡單

的職業轉變。雖然兩者同樣著重團隊工

作，但個人在事業上的專業又是成就事

情的關鍵，同時兩者的職務性質又有着

許多不同之處。因此，對於我個人來

說，要學會在心態上進行轉變，需要透

過很大的努力，轉變才能算得上稱職。

記：	你可以說一說如何在心態上進行改變嗎？

林：	教學工作並不如想象中那樣站上講台便

可完成，那是一份須花很長時間進行備

課的工作。在執教鞭前自已總覺得手握

很多實戰經驗足以與學生分享，但實際

操作之下，卻發覺原來不是簡單的一張

博士文憑加媒體經驗就可所向披靡，要

有效地將經驗展露給學生，令聽者有所

體會產生共鳴，從而有所啟發是需要細

心思考、構想以及詳細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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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而言，記者工作就較為“即

食”了。記者對於各種社會生態都要有

個掌握，對正在發生的事情要有即時的反

應、考量，盡快完成寫稿向市民大眾報

導；但教學工作，則需要沉著思考發生了

的事情，慢慢尋找要點背後的根源。雖然

這與記者發掘新聞的精神類似，但老師需

要找“硬”知識，面對沉悶的工作較多，

動態的活動則是較少的。

記：	這些改變是否讓你面對很多挑戰？

林：由於記者代表市民的知情權，一般來

說，都會受到受訪者的尊重，容易令人

覺得地位高，甚至與政治人物的交往亦

較為友好。但在教學上要贏得別人的尊

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然，本著

老師的身份是較容易取得學生的尊重，

但學生卻會從聽課的反應、學業的成績

來說明誰是好老師。教學工作原來需要

花很多的努力才可獲得尊敬的。記者

的工作雖說是面對大眾，但實然在報導

新聞時又不需要即時的、直接的與受

眾交流。同

時，記者要

揭露事件真

相，需要保

持獨立性，

不 怕 被 挑

戰，自尊心

亦較強，工

作不會受到

別人干預。

相反，教學

工作就要即時直接面對學生，在教導學

生理解真相、求知及求真的同時，不免

需要面對學生的提問甚至質疑。在遇到

不明或不懂的時候就必須承認自己的不

足，需要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礙。

記：	所以說，教學也會出現“不明或不懂”的

時候，你如何去面對這個突然情況？

林：	傳統上人們對老師總有一個刻板形象的

看法，認為老師是無所不懂的。但“學

海無涯”，任憑一個人如何透徹地掌握

知識也會有盲點存在。人很容易被生活

模式或個人價值觀束縛，難以接受新事

物，甚至喪失求知慾，很多時候跟不上

或拒絕跟上世界發生的新事物，這就構

成人的盲點。尤其在面對專業時，更容

易以拒絕來面對無知，所以當我發現自

已不能回答甚至乎出現錯誤時，就必須

承認錯誤。我會選擇去面對而非逃避，

馬上在課後去尋找答案，再告訴學生事

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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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告訴學生說，任何的專業都會

出現盲點，並非只是完成了學業和投身

工作就意味完成了學習。我會提醒他

們，即使面對自己學科的專業，亦還有

着很多不同分支，讓他們了解到世上除

了眼前接觸的專業其實還有很多是他們

陌生的。

記：那你現在是否正在學習專業以外的知識？

林：	是的。作為傳播學的老師，難道出現

新的傳播溝通技巧都不接觸嗎?不能否

認，有些人在學習一套知識時，對於新

事物會認為是“花巧”，那會形成局限

性，最終走不出自己的世界。所以，

我會告訴學生，他們必須走出自己的世

界，那樣才能使他們懂得更多。我會在

面對現今流行的新玩意時，都會去嘗

試、認識，例如學生現在流行的msn、

email，facebook等溝通工具，我怎能

不玩?我亦會留意新一代的口頭禪及日

常舉止，並嘗試套用。這些有助於我跟

隨著世界的步伐向前，以求了解世界是

在進步還是退步。所謂的知識是追尋事

物的本質，每一個學科皆有其局限性，

令人看不透事物的本質，而只看到其學

科論述的東西。當我們明白這一點後，

自然就能走出盲點。

記：	推動你一直努力工作、不斷學習的力量

是什麼？

林：	我沒有一個實體的人生目標，反而認為

人生的態度較為重要。人若能勇往直

前，做了該做的事情，推動世界進步，

也許就無憾了！我十分相信“事在人

為”的道理，人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下，

只要努力還是可以改變的。當然，如果

能正視自己，承認自已不夠完美的部

分，嘗試改善之，那世界或會更美好一

點了。重要的是，永遠要保持你的好奇

心，不能對世界發生的事情失去興趣；

在最細微的事情中，發現有趣的事情，

不要受框架局限，多問個為什麼，認真

努力地追尋答案，就會發現世界是很

大很美妙的。這樣或許能明白自己的不

足，才能不斷提昇自我，生活將會擦出

更多火花。

記：將知識變成生活智慧也是個學習的過程？

林：	無論學習哪種學科，都應明白所學科目的

視野，並運用這一套視野來思考日常生活

的問題，幫助解決問題或解釋事情。人很

容易落入某種固執狀態，受專業限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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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發生時，可能會迷信某種專業理論才

能解決問題。其實，可以嘗試結合不同學

科的知識，換一個不同角度去觀察事物，

就能對世界產生多一點的瞭解，生活也更

加舒適了。不論在課堂或日常的學習、學

派教育還是雅俗學習，若果懂得再創造，

將知識結合好好運用，就能提昇自己和整

體社會的素質。

記：	要如何才能達到知識的再創造？

林：	所謂再創造也要分開幾方面，有些人是

在已學習的知識中進行再創造，更深入

地將理論深化。但要明白，這種深化的

目的是什麼?其實，最終是為了解釋現

象、剖析現象及總結規律，以節省向前

一步的工夫。我覺得這是一個可敬的方

向；而另一個方向，就是要將知識化為

生活的智慧。

記：	那你鼓勵任何層面的人都該學習，不論

傳統的學歷知識、新的資訊或是生活的

種種？

林：	當然，不同年齡不同層面的人都該學

習。在“終身學習”的概念中，一部分

人深入發掘知識，另一部分人就是發現

自己的局限，以其它知識作補足。鼓勵

別人終身學習，除了學科知識，最後要

讓他們明白今天的世界。我們必須推倒

一些學過的東西及其價值觀，主動發現

內裡不合理的成份，才可使人發展得更

加完善。

林玉鳳是一個充滿活力及熱誠的人。這項訪問她
一直不停強調學習的重要。她告訴我們，學習要學
活的，死記硬背專業理論並不能成為專家。要不斷
發現專業的不足，結合其它知識補足人生發展的各
種需要，才能真正做到懂得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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