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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社教育基金

宗旨

-  推動及扶助基礎教育的發展

-  改善內地貧困地區的學習環境

-  發揚「助人自助」精神

目標

-  重建內地貧困地區瀕臨倒塌的校舍

-  資助貧窮學童接受基礎教育

-  改善國內偏遠地區師資素質

-  向香港的特殊學校提供協助

簡介

-  懲教社教育基金於 2001 年開始助學工作，並於 2003 年 8 月 1 日註冊為慈

善團體。理事會成員全是義工，大部份為紀律部隊成員，具有豐富組織能

力和高度紀律性，嚴密監管撥款和善款用途。基金撥款重建內地山區瀕臨

倒塌的校舍，資助貧困學童接受基礎教育，也培育山區老師及資助教學法

研究，提升教育質素。在本港，基金亦撥款資助特殊教育學校。基金的行

政費用大部份均由懲教署儲蓄互助社支付。在短短十一年的時間，已在內

地重建了 106 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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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隨同懲教社教

育基金到雲南省偏遠地區進行重建學校驗收

及考察活動，使我更深入了解這個以推動及

扶助基礎教育發展為目標的慈善團體。這次

旅程，不論前期或後期工作都準備得一絲不

苟，工作人員對助學的熱誠及認真處事的態

度更深深打動了我。後來，得知教育基金多

年來所籌募的善款，一分一毫悉數用於助學

用途。由於理事會成員全是義工，且基金的

行政費用大部份由懲教署儲蓄互助社支付，

所以行政費用極低，這更大大驅使我想為這

慈善機構略盡棉力。

　　得悉教育基金將會舉辦慈善攝影籌款活

動，當他們主動聯絡我，詳細說明了這次活

動的目的，並邀請我擔任名譽籌委會主席時，

這樣有意義的活動，自然是當仁不讓，我立

即答應了。我期望藉著大家的參與，能協助

推動國內教育，雖然我們付出的只是微小的

力量，仍希望此舉能感動更多人關心國內教

育，令更多的學童受惠。

名譽籌委會主席

黃建強

活動背景和內容

源起及目的

　　被譽為「走上國際影壇的攝影大師」吳家林先生，去年參加了其故鄉雲南

昭通張溪小學一所教學樓的啟用儀式。張溪小學是懲教社教育基金重建的其中

一所學校，吳家林先生的攝影學生許先生及冀先生捐建了一間以恩師名字命名

的「吳家林教學樓」。吳老師參加該教學樓的啟用儀式後，深受山區貧困學生

的天真無邪及好學精神所感動，決定透過教育基金，捐出約八十幅私人珍藏的

攝影作品義賣，籌集善款協助山區貧困的學生繼續上學；還藉此分享他匠心獨

運的攝影技巧，把多年的攝影心得傳承後輩。籌得善款除必需開支外，全數用

作上述助學用途。 

活動流程表

日期 活動流程 時間

6 月 8 日

( 星期日 )

開幕典禮 11:00-12:00

攝影展作品參觀 12:00-17:00

攝影講座：「藝術地紀錄—上集」 14:00-16:00

6 月 9 日

( 星期一 )

攝影展作品參觀 10:00-17:00

攝影講座：「藝術地紀錄—下集」 14:00-16:00

領取認購作品 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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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昭通助學項目

吳家林先生

在開幕禮中致辭

新建成的教學樓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

吳家林的學生許生和冀生捐款建立吳家林教學樓

當地教育局與教育基金理事和吳家林先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前留影 , 
這間學校 ( 張溪小學 ) 的校長更感謝懲教社教育基金的幫助 , 讓小孩子完成上學的夢想。

懲教社教育基金主席張樹根

先生感謝吳家林先生出席教

學樓的開幕儀式

雖然家境並不富裕，但學

生們每天開心地學習，希

望用知識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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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林於 1942 年在雲南昭通出生。1968 年開始自學

攝影，並於 1981 年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原是雲南新聞

圖片社社長，2002 年退休後成為自由攝影家。

　　1995 年，美國《當代攝影家》（PHOTOGRAPHERS）
辭典，入選「吳家林條目」及《雲南山裡人》作品。

　　1997 年 6 月，《雲南山裡人》系列作品，獲頒發美國

瓊斯母親基金會紀實攝影獎，並在紐約聯合國科教文展廳

展出作品，當時更應邀到紐約領獎，是第一位中國攝影家

獲此獎項。

　　1998 年，由世界攝影泰斗亨利‧卡迪爾‧布列松指

定、應英國維多利亞藝術博物館館長邀請，為亨利 ‧ 卡

迪爾 ‧ 布列松攝影精品展的中國部份撰寫館藏評論，在

該館永久性陳列。

　　2003 年，代表作《拉家常‧成都 1999》，被收入《亨

利 ‧ 卡迪爾 ‧ 布列松的選擇》影展及畫冊，入選者均是

世界大師級攝影家，其中 46 人已作古，健在的僅 39 人，

是全世界首位華人攝影家獲此殊榮。

　　2006 年 11 月，《吳家林 ‧ 中國邊陲》作品集，被

編入世界攝影大師系列作品叢書（法國著名的攝影「袖珍

黑皮書」）出版，同名攝影展也在當年巴黎國際攝影節隆

重展出。該書的出版標誌著吳家林已躋身世界攝影大師之

列，乃是全球首位華人攝影家獲此榮譽。

　　1989—2012 年，其個人攝影展曾多次在巴黎國際攝影

節和美國休斯頓國際攝影節展出，先後在德國赫爾騰國際

攝影節、紐約國際攝影中心 ICP、瑞典斯德哥爾摩藝術博

物館、莫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法國法布爾藝術博物館、

巴西藝術博物館、美國達拉斯 PDNB畫廊以及在中國臺灣、

香港、北京、上海、平遙、連州、西安、杭州、淮安、昆

明等地展出。上百幅作品被上述機構及收藏家收藏。數十

幅作品曾在法國《攝影大師眼中的貓》畫冊、英國《世界

100 位攝影新秀》畫冊、紐西蘭《人類 ‧ 愛情 ‧ 家庭》

畫冊、美國編輯出版的《中國五十年》畫冊及《紐約時報

週末畫報》、《美國新聞週刊》、《紐約秋季時尚》等刊

載。上千幅作品曾在中國大陸及港澳臺的數十家專業攝影

刊物、畫冊、報刊雜誌發表，並獲過無數次重要獎項。

　　出版的作品集：《吳家林‧雲南山裡人》（1993）；

《吳家林‧時光》（2004）；《吳家林‧瞬間邊地》（2005）；
《吳家林‧保山》（2006）； 《吳家林‧中國邊陲》（2006
法國岱樂比爾出版社‧法文版）；《吳家林‧邊地行走》

（2007）；《吳家林‧故鄉昭通》（2007）；《一枚硬幣

的兩面—吳月華、吳家林攝影集》（2009美國視覺出版社‧

英文版）；《吳家林‧玉溪》（2010）；《吳家林‧秘

境臨滄》（2011）;《吳家林‧從牛欄江到滇池》（2014）。

吳
家
林
藝
術
簡
歷

1 大山包山民（1989 年）

雲南昭通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 扛木料（1989 年）

雲南昭通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 哈尼男子（2004 年）

雲南孟連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 結扎之後（1991 年）

雲南宣威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5 蒙姑古鎮（1992 年）

雲南巧家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作品欣賞



12 13

6 喚鵝（2001 年）

雲南昭通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7 土城鄉農舍（2001 年）

雲南昭通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8 彝寨（1992 年）

雲南富民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9 苗寨老婦（2007 年）

雲南永善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10 玉湖村的納西族老人（2001 年）

雲南麗江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11 去趕街的山民（1998 年）

雲南麻傈坡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12 甩手巾的苗女（1997 年）

雲南富民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13 大山包的小學生（1989 年）

雲南昭通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14 孩子（2005 年）

雲南昭通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15 佤族小學生（2003 年）

雲南滄源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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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白茫雪山（1996 年）

雲南德欽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17 新建中的垃圾處理場（2007 年）

雲南鎮雄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18 樹林鄉雨景（2007 年）

雲南彝良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19 小雞與馬（2004 年）

雲南麻傈坡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0 狂吠（1997）
雲南香格里拉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1 等候的馬（2000 年）

雲南官渡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2 春耕（1995 年）

雲南香格里拉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3 街景（2007 年）

雲南綏江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4 畜圈（2003 年）

雲南騰沖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5 豬圈（2003 年）

雲南騰沖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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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運狗（2004 年）

雲南綠春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7 小食攤（2004 年）

越南沙巴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8 浴室（2004 年）

老撾北部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29 公廁（2004 年）

雲南瀾滄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0 古鎮髮廊（2007 年）

雲南彝良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1 老茶鋪（2007 年）

雲南綏江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2 茶鋪（2005 年）

雲南昭通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3 廚房（2004 年）

雲南綠春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4 一位孤身老人的中堂（2007 年）

雲南威信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5 商鋪（2002 年）

廣東中山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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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正義路（1997 年）

昆明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7 街景（1999 年）

上海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8 興隆街（2007 年）

雲南昭通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39 時裝模特在苗寨（2000 年）

雲南富民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0 看錄相（1992 年）

雲南鹽津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1 和順民居（2003 年）

雲南騰沖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2 拉家常（1999 年）

成都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3 豆沙關觀音洞（1992 年）

雲南鹽津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4 無廟可歸的觀音（2003 年）

雲南官渡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5 三月街（1987 年）

雲南大理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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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街景（2004 年）

雲南孟連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7 銷售影碟（2007 年）

雲南鹽津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8 新東寺街（2003 年）

昆明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49 賣鳥人（1989 年）

四川宜賓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50 金沙江小景（2007 年）

雲南綏江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51 金沙江上的渡輪（2007 年）

雲南巧家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52 出鐵車間（1998 年）

四川攀枝花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53 午休的運煤工（2007 年）

雲南綏江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55 傈僳族婦女（1988 年）

雲南福貢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54 露天煤礦（2007 年）

雲南昭通
55 厘米 ( 長 ) x 80 厘米 ( 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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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佤族父子（1988 年）

雲南西盟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58 佤族少年（1984 年）

雲南西盟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60 狹路相逢（1998 年）

雲南景洪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61 水泥廠外（2002 年）

雲南西山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57 阿昌小院（2003 年）

雲南隴川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62 雨中趕馬人（1987 年）

雲南水富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64 佤寨（2004 年）

雲南西盟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65 殺豬（2007 年）

雲南鎮雄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66 小食攤（2003 年）

雲南鎮康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63 毛驢（2007 年）

雲南巧家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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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用高壓鍋蒸氣燙髮（1985 年）

雲南羅平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69 老農（2007 年）

雲南綏江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70 街景（1999 年）

成都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71 廣場（2007 年）

雲南魯甸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68 髮屋小景（2007 年）

雲南鹽津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72 超市入口（2001 年）

昆明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74 藤椅（2003 年）

雲南騰沖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75 菩薩（2007 年）

雲南威信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76 摸佛治病（1985 年）

雲南姚安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73 假日溫泉（2007 年）

雲南永富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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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9

沖麥村的神廟（2008 年）

雲南華寧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78 趕場街景（2007 年）

雲南大關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工地 （2007年）

雲南永善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80 吳家林在百年老屋前

與父母弟妹合影（1997 年）

雲南昭通
80 厘米 ( 長 ) x 55 厘米 ( 闊 )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梁紹安先生

致意

梁紹安先生

Mr. LEUNG Siu-on, Clifford

懲教社教育基金贊助人

Mr. LEUNG Siu-on, Clifford

懲教社教育基金贊助人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康寶駒先生

致意

康寶駒先生

Mr. HONG Po-kui, Martin

懲教社教育基金贊助人

Mr. HONG Po-kui, Martin

懲教社教育基金贊助人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致意

余啟繁伉儷

Mr. and Mrs. YU Che-fan, Bill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致意

Mr. LAU Hon-wah, Steve  SBS, BBS, CStJ, JP

Honorary Advisor of Committee on Community Support for 
Rehabilitated Offenders (CCSRO)

President of the 221st Hong Kong (HK) Group, 
Scout Association of HK

余啟繁伉儷 劉漢華SBS BBS CStJ 太平紳士

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名譽顧問
港島童軍第 221 旅會長

劉漢華SBS BBS CStJ 太平紳士

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名譽顧問
港島童軍第 221 旅會長

Mr. LAU Hon-wah, Steve  SBS, BBS, CStJ, JP

Honorary Advisor of Committee on Community Support for 
Rehabilitated Offenders (CCSRO)

President of the 221st Hong Kong (HK) Group, 
Scout Association of HK

Mr. and Mrs. YU Che-fan, Bill



善影澤幼苗

驕陽暖童心

香港海景驕陽扶輪社香港海景驕陽扶輪社

資助「網想天開」上網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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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贊助： 黃建強先生

	 懲教署儲蓄互助社

寶石贊助： 梁紹安先生

愛心贊助： 康寶駒先生

	 余啟繁伉儷

	 劉漢華 SBS BBS CStJ 太平紳士

贊助及　：
支持機構
( 排名不分先後 )

致富集團 虎威高爾夫球會

恆生銀行 巴克萊銀行

港九小輪 陸氏鈕扣工業有限公司

懲教署官員會所 懲教署職員會所

懲教署體育會 愛群義工團

香港經濟日報 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

唯美印刷製作公司 Photonews 攝影日報

Photo Magazine 攝影雜誌 香港海景驕陽扶輪社

New Fair (HK) Ltd 杭州快門攝影畫廊

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