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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新人類

創作梵高《星夜》LEGO
鄭翀旻（Truman）童年時在哥哥的

帶領下開始接觸 LEGO，最初是玩

那種經典紅桶子，滿載不同顏色的

積木零件，沒有說明書，可自由發

揮。其後積木被其他嗜好取代，直

至近年他對 LEGO容許創作的性質

感興趣，透過軟件，不用買積木也

能重拾砌 LEGO的樂趣，並在網絡

上分享個人作品。他愛創作兩類型

的積木，其一是可愛類，其二是型

格類。

Truman發現將一些 LEGO的零件疊

在一起，隨機排列間距，遠看有點

像梵高那種粗筆觸的感覺，靈機一

觸，「梵高作品中我最愛《星夜》，

積木是 3D媒體，畫作則是 2D，我

想把此名畫 2.5D化，以突出畫中景

物的層次感。」結果花了三至四個

星期，成功創作出《星夜》積木，

並上載至官網「LEGO Ideas」平

台，得到 10,000票支持，經評估後

獲批成為官方生產的積木套裝，今

年年中正式發售。平台自 2008年成

立至今，有數十件作品被商品化，

Truman是香港首個成功者。「此平

台供世界各地的創作人參與，哪個

地方的人贏也沒所謂，最重要的是

作品好不好，或者自己喜歡與否。」

迷上砌積木 
也愛研究醫療科技

LEGO在丹麥語解 play well，它不只是小孩玩具，也
擁有廣大的成年玩家。「玩得好」的鄭翀旻（16聯合

生物醫學工程學 / 18研究院外科 / 21研究院外科哲學博
士），喜歡砌積木也愛梵高，誤打誤撞下把兩者糅合，創
作出《星夜》LEGO，更將它商品化。另一方面，他醉心
於科研，與中大醫學團隊研發用於微創手術的智能磁導內
窺鏡，並獲得國際獎項。他表示難言明砌積木與生物醫學
工程學之關連，然而積木作為創作媒介，不只是藝術和創
意的呈現，過程需符合一些數理要求，猶如解難遊戲，而
設計醫學工程儀器留意小零件的尺寸，對整體表現或有大
影響，兩者皆是專業學問的體現。

博士後鄭翀旻

▲

  鄭翀旻喜歡中大環境優美，文化非常吸引，而且人與人之間相處輕鬆。

▲  Truman也愛以動物作積木題材，例如樹
熊。



中大校友 ｜ 2022年 12月 ｜ 112期 37

▲ Truman（右一）與中大團隊努力改進智能磁導內窺鏡的功能，期望盡快作臨床應用。

智能磁導內窺鏡屢次獲獎

Truman 在中大度過了九年學生生

涯，學校於 2010年首次開辦生物醫

學工程學課程，他當年選科時認為

這新課程別具意義，「我本來就對

工程學很有興趣，覺得這學科除了

做一些科技用品，糅合生物醫學知

識，也可設計出幫助病人的工具，

減輕病患痛苦，或者研發新儀器便

利醫生做手術。」該科畢業生出路

眾多，他毋忘初心，選擇留在中大

踏上醫療科技研究之路，「威爾斯

親王醫院是中大醫學院的教學醫

院，醫生與我們關係密切，研發過

程中若遇上疑難，很快就能獲得醫

生的回應。」

Truman現時是中大醫療機械人創新

技術中心的博士後研究員，近年他

與中大團隊包括中大外科學系副教

授李崢教授、中大外科學系心胸外

科組教授吳士衡教授、中大周毓浩

創新醫學技術中心主任趙偉仁教授

和中大榮休講座教授沈祖堯教授，

研發用於微創手術的智能磁導內窺

鏡。裝置包括兩個部分，內部是一

個小巧磁力內窺鏡，可「貼」在病

人體內，能旋轉或滑動以改變鏡頭

視角；外部則是一個機械臂，可利

用磁力驅動內窺鏡自動追蹤由人工

智能在病人體內探測到的目標。新

發明無需佔用病人身上的切口，亦

避免了術中儀器的碰撞，使手術

流程更加順暢。這發明在 2019 年

EMedic全球比賽中獲金獎，又獲得

「2021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銅獎。

Truman指醫療儀器開發時間平均需

要五至十年，希望未來兩至三年，

該智能磁導內窺鏡能

臨床應用，減輕外科

醫生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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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微創手術的智能磁導內窺鏡，靈感來自一位醫生的意見。▲  Truman的《星夜》LEGO層次感明顯，將梵高的用色及筆觸栩
栩如生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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