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障人士與世界溝通，除了依賴餘下的感官系統，也
有他們專用的「點字」。點字是包包的靈感來源，

數年前，他希望製造一種擁有點字元素的食物出來，印
證失明人士一樣有能力做到尋常事。惟首次嘗試製點字
曲奇餅，最後仍失敗告終，「當時表達得不好，師傅不
明白什麼是點字，因此第一個餅模已經失敗，餅不能倒
出。」

嘆標籤扼殺所有可能性
他的朋友花花卻認為，點字曲奇「沒理由不行

的！」喜歡下廚的她決心再試，終於想到把點字的六
顆圓點，融入曲奇中，客人可以從每塊曲奇上的點
字，砌出英文字母，把獨特的意思送予收禮人。沒有
實體店的Codekey Cookies正式在今年4月成立，希望
透過視障人士設計與製作的食物，打破社會上對傷
健、能力、行業、膚色以至宗教的標籤。花花指出，
有些人被標籤後，自己也相信了自己是個負累，扼殺
了所有可能性。

親自送餅 客人驚訝
她指出，市民其實很缺乏與視障人士的連繫，「社會
近年對共融的意識是提高了，但很多人都不認識殘障的
人。」二人最初為節省成本，由包包負責親手把曲奇送
到客人手上，卻為客人帶來無限衝擊，「他們沒有想過
由我們親自送，會覺得不好意思，『哎呀你看不到還要
親自來。』但我們不覺得有何辛苦或特別。」
花花憶述，曾有老師買餅時透露自己有視障學生，然
而老師的思維裡仍傾向遷就視障學生，「他們或者很有
耐性去教導，但潛意識認為學生做不到。但原來未必需
要太多保護，學生也可以做到。」花花發現，當他們親
自送餅、又無取錯味道，卻可以與客人建立很強的關
係，有見坊間反應良好，二人決定加推「點字奶黃
月」，出售首日正值品牌誕生第一百日。

望月提合作成製餅契機

花花笑言，製作奶黃月的契機，是著名品牌「望月」主
動向二人提出合作，「嘩！心情是『劉德華主動搵你去演
唱會做嘉賓喎！』咁你去唔去呀？」負責為Codekey Cookies
包辦產品形象設計的設計師Mac把中文字「點」、與望月
的品牌融合成新設計，形成一個同時擁有兩個品牌元素的
「點」字。他笑指，月餅做不到曲奇的解碼效果：「沒可
能吃月餅都要解碼吧！普通人吃一個月餅已經好飽，食完
四個月餅才解碼『唔掂』。」
他表示，透過月餅融入點字設計，重新向消費者介紹

點字這種獨特的溝通形式，既展示是次聯成，也帶出

Codekey Cookies的摸字原理，月餅禮盒中附有點字卡，
送禮者填劃圓點可以組成祝福密碼，把心意「加密」傳
送，讓收禮人解密送禮者的心思，花花形容，填寫祝福
時就像「畫六合彩」，「用另一個方法傳遞想說的話，
其實也很有意思。」
Mac希望，即使健視的人也認知到，視障人士的點字
就是他們了解世界的渠道、認知外界的資訊，雖然月餅
不如吃曲奇般「有字母可以玩」，但透過點字卡自行發
揮，亦有樂趣在其中，「希望大家用少少時間，去感受
一樣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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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奶黃月「密碼」傳心意
視障無阻設計製食物 創作者盼打破社會標籤

七成人不想收月餅 去年料扔185萬個

凸字源自法國 織出中日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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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秋節將至，不少市民會購買月餅
作送禮之用，有環團就市民消費習慣進行調查，發現受訪者家庭
去年平均丟棄0.76個月餅，推算去年全港家庭合共丟棄近185萬
個月餅，數量雖然較前一年調查輕微上升，但與自調查以來比
較，仍屬低水平。團體提醒市民送贈前先了解對方需要，否則只
會造成浪費。調查又指，購買和丟棄熒光棒數目均有上升趨勢，
由於有機會污染土壤和水源，呼籲市民今年應拒絕再購買熒光
棒。
綠色力量就月餅、燈籠和熒光棒、團圓飯三方面進行《中秋節

消費及慶祝習慣》調查，以了解市民慶祝中秋節習慣，調查發現
受訪者家庭去年平均食用約8個月餅，丟棄0.76個月餅，丟棄月
餅數量雖然較前一年調查輕微上升，但比對自2004年調查以來，
仍屬低水平，顯見市民近年丟棄月餅情況已有改善。
調查指出，近七成人偏向不喜歡獲贈月餅，當中更有兩成受訪
者表示非常不喜歡，不少受訪者認為簡單如陪伴賞月或請吃飯比
送贈月餅更好；受訪者家庭預計今年將平均購買約兩盒半月餅，
當中仍以送禮為主。
綠色力量高級保育經理呂德恒表示，推算去年全港家庭合共丟
棄近185萬個月餅計，浪費情況仍有待改善。而且在調查中可
見，送贈月餅只是傳統習俗，並非實際需要，結果是送贈愈多，
丟棄愈多，提醒市民改變中秋送贈月餅的習慣，宜送贈前先了解
對方需要，否則只會造成浪費。

熒光棒污染水土 買與棄俱增
調查亦發現，過去兩年購買和丟棄熒光棒數目均有上升趨勢，
受訪者家庭去年平均丟棄50支熒光棒，若以此推算，去年全港家
庭合共丟棄約3,600萬支熒光棒。呂德恒指出，熒光棒壽命短，用
完即棄，不能重用和回收，部分熒光劑如溴化乙錠和羅丹明B等
化學物可損害健康，若棄置不當，有毒化學物質有機會滲漏，污
染土壤和水源，呼籲市民今年應拒絕再購買熒光棒。
至於中秋團圓飯，超過一半受訪者家庭表示有剩餘食物，普遍

會剩餘兩成至四成，其中以肉類為主，近七成受訪者家庭留有剩
食是因為「傳統節慶想吃得豐富一點」。呂德恒建議市民今年中
秋團圓飯宜「貴精不貴多」，從源頭入手減少剩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據新華社報道，有天文專
家表示，繼去年之後，今年中
秋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六
圓」，而且未來 4年都是如
此；直到2020年中秋，才是
「十五的月亮十五圓」。
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市

天文學會理事史志成昨表示，
月球繞地球轉動一周為一個
「朔望月」（約為農曆一個
月），這個月中月亮最圓的那
天稱「望日」，也叫「滿
月」；月亮從一個滿月「走
到」下一個滿月，需要29天半
左右的時間。但為何月圓在農
曆裡的日期不固定呢？史志成
解釋說，月亮圍繞地球運行的
軌道是一個橢圓，它離地球時
近時遠；最近時有36多萬千
米，最遠時有40多萬千米，由
於萬有引力的關係，近時走得
快一些，遠時走得慢一些。由

於月亮轉動的「步伐」有快有慢，因此
每個月的「望日」時間也有差異，農曆
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都有可能，其
中以十五、十六居多。
史志成表示，今年農曆八月中「望
日」出現在農曆十六，所以今年中秋是
「十五的月亮十六圓」。當然，月亮是
不是最圓，這對公眾賞月並沒有影響，
因此公眾在農曆十五和十六日夜裡，都
可欣賞到一輪圓月。
統計顯示，最近10年間（2006年至

2015年），中秋月亮「十五圓」有3
次；「十六圓」有6次；「十七圓」有1
次。

中華煤氣昨舉辦「Life on Life煤氣
關愛迎中秋」活動，宣揚以生命影響
生命的互動關懷，並與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社會服務部葵青區的小朋友及家
人一起製作獨一無二的「照片月
餅」，現場氣氛愉快。煤氣公司執行
董事暨公用業務營運總裁黃維義致辭
時表示，公司由2001年開始，每年
均會籌辦「愛心月餅顯關懷」，今年
已到第十五年，將會派發10萬個愛心
月餅到港九新界各區，其中1萬個會
透過信義會的網絡送出，為有需要者
送上溫暖，至今已累積派發172萬
個。 ■文：文森 與家人製「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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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相傳古代元
朝子民不滿外族統治者的暴政，將起兵抗元的
小紙條暗藏在月餅中，廣傳中秋夜起義之訊
息。時過千年，月餅演變為純粹的應節食品，
款式百變讓人花多眼亂。今年有一款「點字奶
黃月」面世，換個方式把月餅最初的意義重
現，月餅本身及禮盒加入視障人士專用的點字
元素，讓普通人也可透過六顆小圓點向收禮者
傳遞訊息。創立者包包與花花冀透過點字，更
實在地打破社會對傷殘人士的標籤。

■Codekey Cookies■Codekey Cookies
希望藉點字月餅希望藉點字月餅，，除除
下社會人士對傷殘人下社會人士對傷殘人
士的有色眼鏡士的有色眼鏡。。

袁楚雙袁楚雙 攝攝

■點字由六個圓點變化出各
種語言。 網上圖片

■Mac(右)向花花展示設計團隊合作炮製出的點字
奶黃月，同時慶祝Codekey Cookies百日誕生。

袁楚雙 攝

Codekey Cookies 的品牌形
象由TP Concept團隊負責，
設計師 Mac 去年年底透過朋
友認識了包包與花花，由品

牌商標設計開始，被品牌的理念所吸引，慢
慢參與更多Codekey Cookies的品牌形象建
立工作。最令這位健視設計師難忘的是，原
來向視障者解說品牌的用色與形象，十分具
挑戰性。

Mac從事設計多年，卻從未試過協助視障
者的「心血結晶」做設計工作，「Codekey
Cookies這名稱是包包與花花想的，當初已
覺得名字很美， 好像有密碼在當中，聽到
他們的故事後，更加想用商標帶出如何去消
除社會固有觀念的意思。」不過解釋設計卻
考起了他，因為包包與花花看不到設計圖案
與顏色，令設計過程變得更有趣，「我要用
說話技巧、講故事能力，讓他們聯想並進入
我設計的世界，最神奇是他們原來聽得
明！」

Mac指出，講解設計時要把商標分成不同
部分分析，用色也要透過視障者感受到的顏
色去形容，有異於平時以專門詞彙形容用色
與設計，「例如淺藍色（Baby Blue）是怎
樣的？想像一下，好藍的天空突然混入一點
白色，就會變成好淺色了；灰色有好多種，
是『海豚灰』，這樣說，他們就明白了！」
他笑言是前所未有的經歷，「因為其他人是
看得到的嘛。」

冀喚起大眾傳統中秋回憶
為了是次的點字迷你奶黃月，Mac也找來

朋友特別設計可愛漫畫，將花花與包包變身
嫦娥與玉兔，希望在中秋節保留一點中國傳
統文化，「我很享受小時候中秋節一切的事
情，例如煲蠟、玩燈籠、吃月餅，新世代陪
着他們成長的卻是電玩，連說話也懶得講，
玩燈籠都是電的，以前蠟燭那種傳統燈籠已
經沒有了。」他冀藉兩個中秋經典人物，喚
起大眾對傳統中秋節的回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楚雙

健視者可以文字閱讀資
訊，視障者就要依靠點字
(Braille)與世界溝通。點
字俗稱凸字，由失明法國

人 Louis Braille於1824年發明，點字
主要由六個圓點基本組成，以兩列、三
行排列，透過不同位置的圓點凸出，可
以變化出不同的英文字母。

事實上，除了英文，點字也可以交織
出中、日、韓等各地語言，例如內地
以聲母、韻母組字表達，粵語則同以
拼音及聲調表達訊息。不過時下科技
發達，有不少智能電話都擁有便捷的
語音系統，令視障者也可暢通無阻地
享用科技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楚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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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餅禮盒中附有點字卡月餅禮盒中附有點字卡((紅圈紅圈))，，送送
禮者填劃圓點可以組成祝福密碼禮者填劃圓點可以組成祝福密碼，，把把
心意心意「「加密加密」」傳送傳送。。 袁楚雙袁楚雙 攝攝

大嘥鬼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