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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與「舊」是否一定不能相容的呢？
以前我們並不能在新界東地域找到璧峰區，但卻有「北區」

這個現時已不存在的區會 —— 原來於2002至 2003年度，由

於北區的旅團數目超過60個，而為方便行政管理與發展，總會

認為一個區會轄下有30個旅團是最理想的規模，故將北區拓展

成兩個區會。當時的北區區會包括上水、粉嶺，沙頭角和打鼓

嶺四個地區，總會便將上水和打鼓嶺歸成一區，粉嶺和沙頭角

則歸成另一區 —— 亦即現時的璧峰區。

新名字、新區章
為何這個新生嬰兒會名為璧峰呢？筆者想，這個一定是每位

童軍第一次接觸「璧峰」這名字會產生的問題。璧峰區區總監

廖子良先生解釋，當年構思新區名稱時，區務委員會考慮到如

果將北區如其他地區般分作東南西北，名字配合起來會做成混

亂；配上數字又恐出現北三北四的尷尬情況，加上總會想添點

新意，於是委員會決定尋找與北區有關的地標或歷史等作名

稱。新區的規劃包括粉嶺和沙頭角，而「粉嶺」一名是源自傳說

區內一座山「大嶺山」（即現在的靈山）上有一塊石壁，雪白如

粉，居於附近的鄉民，便稱之為"粉壁嶺"，附近一帶慢慢地便

被稱作粉嶺。山下的一條路則名為璧峰路，意即如璧玉般的山峰

（另一說法指原稱「壁峰」）。「璧峰」與「粉嶺」兩個名字既有

如此淵源，委員會認為起用「璧峰」作新區名稱是最合適不過。

筆者聽着總監細說璧峰的由來，就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腦海浮

現了一幅又一幅歷史片段。「璧峰」這個名字真的蠻有意思。

有了新的名字，當然亦要有一個新的區章。璧峰區章起用了

綠色作主色 —— 青山綠水，正正代表了璧峰區的優美環境。而

背景是一個山峯及太陽，太陽中是童軍徽號，象徵童軍運動乃

成員心中的太陽。旭日初昇給人新開始、新氣象的感覺，就如

璧峰區這個新生嬰孩給人的印象。說到這裡，讀者又有沒有留

意到在太陽的左右各有一個圖案，乍看來似乎沒甚麼意義。其

實這兩個圖案是「北」字的一邊，只要將璧峰區章與雙魚區章

併在一起，便可看到「北」字。總監表示，原本的構思並沒有

這圖案，但由於北區人鄉土情濃，對「北區」感情深厚，歸屬

感很強。因此希望新設計中仍留有「北區」的意思。為了這一

意念，設計者加上圖案，既表達了璧峰區乃北區的一部分，亦

顯示了璧峰區與雙魚區的兄弟關係。

新名字中包含歷史意義，新設計中加入傳統元素。其實

「新」與「舊」還是能共存的。

克服困難
新區成立，必然會遇到很多問題。除了面對北區區會分

拆、璧峰區區會成立的行政事務外，還需要面對資源減半的

問題。璧峰區區會不但要招募區職員及領袖，更要尋求以前

北區的區務委員繼續支持璧峰區，始終區務委員的支持和捐

助乃童軍活動發展的基礎。其他問題如分區後的財務安排、

領袖訓練、宣傳推廣等，璧峰區區會都需要處理，「托賴現

在區務已漸上軌道」廖總監笑說。但璧峰區仍需面對一個有

關區會址的問題。璧峰區與雙魚區現時共用前北區區總部作

會址，兩區共用一址，一來產生物資分配及管理的問題，二

來地方不足，未能提供場地支持開辦更多公開旅團或區會旅

團。此外由於會址是向房屋署租用的，即使現在璧峰區區會

財政穩健，但長遠而言租金會成為區會的壓力。廖總監希望

政府能以優惠價租出空置校舍作璧峰區區總部，讓更多青少

年能成為童軍，以及在地方上給予旅團更多的支援。

璧峰區雖然年紀輕輕，又要面對各種問題，但仍舉辦了兩

次大型活動，一個是與雙魚區區會合辦的分區儀式，另一個

是剛剛在4月舉行的璧峰大露營。在分區儀式上，不但有攤位

遊戲、親子活動及紮作展示，各位童軍更在一遍旗海下進行

覆誓，承諾堅守誓詞規律；而籌備了只有3個月的璧峰大露

營，是個非一般的活動，因為有多個青少年團體到場負責攤

位遊戲及活動，讓童軍享受到一個多元化的露營活動。該次

大露營的參加人數超過200人，不但有其他友區的童軍，更

有來自廣東及澳門的青少年，而參加日營的更高達800人。

能夠於短時間內成功地舉辦如此大型的活動，一班熱心的

領袖、投入參與的童軍成員以及其他有份協助的區會團體都

功不可沒。然而，筆者認為要使童軍運動持續發展，除了

「人」這一重要因素外，政府的支持亦很重要。筆者衷心希望

下次再到訪璧峰區時，能夠見到璧峰區區會有完全屬於自己

的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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