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朱世強 澳門
出生，長住香港，已是花甲之年的馮翠屏是香港
全港各區工商聯永遠榮譽會長。10年前，她通過
「蘭洽會」與甘肅結緣，此後每年，馮翠屏都會
不遠萬里帶着香港企業家參會考察。甘肅省「兩
會」上，她是備受關注和歡迎的香港委員。今年
甘肅兩會，因被記者圍堵訪問，馮翠屏錯過了搭
乘大巴車的時間，花甲之年的她在冷風中等待出
租車的情景感動了所有在場的記者。

十年前的甘肅初印象
馮翠屏的記憶中，2003年首次來到甘肅蘭州

時，整個城市沒有喧囂，街道上車輛很少，四周
的樓宇也並不高，尤其晚上更是漆黑一片。「晚
上沒地方去，索性待在賓館看電視。」馮翠屏
說，如今的蘭州，每年都有進步，建築越來越
高，裝飾也很現代，商業區繁華得讓她覺得不是
身在大西北。
2008年，一位澳門企業家找到馮翠屏說，想
在內地捐建一所學校。當馮翠屏給他講解甘肅的
貧困狀況時，這位企業家甚至覺得不可思議。於
是，馮翠屏帶着他來實地考察。沒兩年，捐資
25萬元人民幣建設的天水市張家川縣劉堡鄉李
山小學拔地而起。
捐建者即是如今擔任甘肅政協委員的澳門企業
家盧宏駿。「『老大姐』的號召下，參與會議的

所有港澳委員準備今年聯合甘肅『雙聯』扶貧行
動集體出力，幫助這裡的貧困人口改善生活。」
盧宏駿說。
「一點都想不起來了！」馮翠屏用這樣一句話

「總結」她在甘肅所做的工作。這些年，不管是
獻策甘肅生態建設、農村養老服務、蘭州新區建
設，或是捐助地震災區重建、幫扶貧困小學修
建，抑或是帶領港企參會、向港企介紹項目等，
都有這位老人的身影。

夫妻委員：「甘肅是我的第二故鄉」
這些年，甘肅自然災害頻發，每每聽到這樣的

消息，馮翠屏老人的心總是一陣酸疼。她說：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總感覺甘肅有什麼東西
牽掛着，讓我把這裡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馮翠屏的先生在陝西省政協擔任常委，夫婦倆

從小就讀於勞工子弟等愛國學校。每天，他們都
要在學校裡唱國歌、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如
今，馮翠屏讓自己的大兒子在工作之餘就去北
京，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歷史，通過觀看戲
劇、舞蹈等全面了解中國。「不僅讓他熏陶，我
也抽空學，還要把普通話學好。」
說起普通話，去年，馮翠屏第一次擔任甘肅政

協委員時，由於不會說普通話，小組討論會上不
敢發言。如今第二次再來，她已然能用略帶「港
味」的普通話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她說，現

在所有的港澳委員都在努力學說普通話。
前來參與會議之時，馮翠屏攜帶了一個完全能

裝得下她身體的大箱子，從香港坐大巴過關到深
圳，再從深圳乘飛機到蘭州機場，抵達賓館時已
近7個小時。記者見到她時，她正在整理箱子，
裡面除了幾件衣服，幾乎全是提案和考察甘肅時
的資料。
「我這箱子就是能裝，裡面全是好東西，這些

資料我都捨不得扔，我要全部拿回去。」馮翠屏
說，7個小時的輾轉對她來說，身體還吃得消。
她希望自己的身體能一直好下去，這樣的話，還
能堅持再來甘肅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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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於孔子近支後裔之家，又是家中老二，母親為

他起下「由仲」這個名字，暗合了孔子的大弟子子路

的表字（仲由）。童年飽經文革離亂，中年定居香港

後兒子卻罹患自閉症，苦難帶給勇者的，常是慈悲和

豁達。也許正是子路為人稱道的勇敢精神鼓舞着由

仲，他毅然放下高薪工作，投入到自閉症康復這項慈

善工作中，並把國際先進的康復技術引入內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于永傑

名門後代的苦難童年
山東省政協港澳委員由仲出生

於名門望族，祖父由芝貴，是山
東的老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光復
煙台時，他率先衝進煙台府台衙
門奪權，成為首義功臣之一。母
親孔令仁是孔裔近支76代孫，曾
就讀於赫赫有名的西南聯大。孔
令仁不但是山東大學經濟學史的
知名專家，還曾擔任全國政協常
委、全國婦聯副主席、山東省政
協副主席等社會職務。
然而對於出生在1960年的由仲

來說，這些光環帶給他不是金光大道，卻是童年的苦難。
由仲的父親早在「反右」運動中就被打成「右派」，歸入

「黑五類」分子。母親則在文革中被一輛幾噸重的運糧大卡車
軋過，臥床半年險釀大禍。如今，由仲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抄
家」。他們家在青島的一所大宅不斷搬進去各種陌生人，最終
主人卻被擠到一間很小的房間。那時父親遠在青島，父母分隔
兩地將近20年，母親帶着他們兩兄弟在膠濟線上往返奔波至
少百次以上。
對於童年，由仲最遺憾的是，自己求學的黃金年齡正遇上動

盪的時期，以至於文革結束前都沒有接受過正規系統的學校教
育。文革結束後不久內地恢復高考，由仲通過自學考上大學，
最後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最早具有
經濟學專業背景者之一。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上世紀90年代，由仲定居香港，從事經貿。1998年的父親
節這天，兒子安安出生，中年得子，由仲的喜悅可想而知，但
命運的殘酷卻給他當頭一棒，隨着兒子漸漸長大，由仲發現安
安比同齡人發育遲緩，2歲時還不會說話。得知兒子罹患「自
閉症」之初，由仲還能用「貴人語遲」的想法安慰自己，但
「精神癌症」、「無法康復」這些關鍵詞卻在不斷地刺激着他
做父親的心。他說自己從安安出生那天起，就「注定只能跟父
親有緣而跟兒子無緣了」。
「有些事情當你還沒有經歷時，會感到恐懼。如果一旦不得

不面對，就必須學會承擔。」由仲說。為了讓安安學會喊一聲

「爸爸」，由仲跑遍了香港和內地的康復機構。而當年香港的
自閉症康復機構要排隊兩年，內地的康復醫療則尚處萌芽。為
了兒子，由仲放下了手上的生意，開始在港台參加各類自閉症
康復培訓課程，自己為兒子進行康復訓練。
作為孔子後裔，「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傳統道德可

謂與生俱來。當安安的康復治療走上正軌，由仲就想到內地還
有更多的自閉症孩子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於是他決定全身心投
入到自閉症康復教育事業中，發起設立了「香港安安國際自閉
症教育基金會」，將關注的焦點轉向內地。2006年，濟南安
安特殊兒童康復中心正式成立。
如今，濟南安安特殊兒童康復中心已經有一座3500平米的

主樓、生活小樓、操場，各類設施基本完善。目前康復中心有
全國各地前來求醫的家庭。為了減輕南方一些家長的負擔，同
時帶動當地的康復水平，2011年、2012年福建福州、浙江台
州的安安特殊兒童康復中心也相繼成立。而部分來自香港、美
國的患兒家庭，因為想要孩子在漢語環境中恢復語言能力，也
選擇到「安安」接受康復治療。「因為我們的康復水平不輸於
國外，要比國內同行領先5至7年。」由仲說。
由仲坦言創辦之初困難重重，康復中心的資金全部來自「安

安國際自閉症教育基金會」。自2008年起，山東政府主管部
門開始給予一些政策及資金的支持，也有一些企業、團體為康
復中心舉辦慈善義拍、捐助等。但康復中心每年對於教師的培
訓、場地和設備的投入仍是一筆巨大開支。由仲說他將以前做
生意的積蓄投了進去，現在還有近400萬的債務。

孔裔由仲：齊魯弘大愛 慈心育「星兒」

■孩子正在上課。

■■由仲正與大家一起進行討論由仲正與大家一起進行討論。。

■由仲與兒子
安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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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香港
安安基金會舉辦
了「愛，共融，
創明天」慈善演
唱會，並將香港
和內地二十四個
自閉症家庭的故
事匯編成書。這
套書的序言裡，
由仲給兒子安安
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兒子，

或許你永遠不懂
父親節的涵義，
或許你也永遠成
為不了父親。但
為了你，我只求
能夠健康快樂的
多活幾年，讓你
在我的照料下懂
得父親節對你，
對我，對天下所
有父親的涵義。
祝 我 快 樂 吧 兒
子。下輩子我們
還做父子。

談及孔子思想對他的影
響，由仲說或許是因為文革
中的遭遇，自小母親很少跟
他講四書五經，反而更希望
他從事理工科。也許母親的
善良、堅韌、誠實，潛移默
化中給由仲的精神力量，要
比背誦儒家典籍的影響大得
多。所以由仲不大善於談論
孔子的箴言，但人生的每一
步都在向着孔子指引的方向
前行。
小貼士：
自閉症，又稱孤獨症。

由於自閉症兒童幾乎聽不
見親人的召喚，也不能真
切地感受和回應親人的
愛，彷彿是不食人間煙火
的天外來客，人們便用
「星星的孩子」、「星
兒」來稱呼他們。

母子兩代緣繫政協
由仲的母親孔令仁曾擔任過全國政協常委，並連任三屆山
東省政協副主席。由仲說，母親年輕時整日忙於參與政協的
各項活動中，如今自己也擔任了山東省政協委員等社會職
務，母子兩代政協人，「是一種情緣」。每年的山東省「兩
會」上，由仲都積極呼籲政府關注私立自閉症康復機構的發
展。他稱，公辦機構擁有政府提供的社工崗位、公益崗位，
房租等開支亦少有壓力。而民辦機構一切都要自己負擔。他
希望政府能設立標準，根據康復機構的水平來劃撥補貼資
金，而不是以公立、私立為標準而區別對待。

籲公私機構同等待遇
由仲介紹，自閉症患者經過早期診治、康復治療及教育培
訓，生活可以自理，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勞動能力，反之則可

能發展成精神分裂。而內地在自閉症問題上的科研經費投入
基本為零，各類康復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水平也參差不齊。此
外，由於社會大眾普遍對於自閉症缺乏認知，導致自閉症康
復治療中出現「亂用藥、亂收費」現象。對此，他不斷在山
東省政協會議上呼籲：「有必要建立長效的救助機制，重點
解決學齡期職業技能培訓、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問題，並從社
會福利保障等多方面不斷完善法規條例，為患者及其家庭提
供堅實的社會保障。」
由仲的建議已引起山東政協等部門的重視。而安安基金
會在香港、內地的各項活動，都不乏山東政協委員的身
影。此次赴濟南參加「兩會」，他帶了一些自閉症方面的
書籍資料，由於行李超重，同行的港澳委員便一人分擔幾
本帶至山東。 ■安安教育的孩子正在家培班小組上課。

■■馮翠屏在小組馮翠屏在小組
討論會上與委員討論會上與委員
交談交談。。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許亞飛記者許亞飛 攝攝
香港香港「「花甲委員花甲委員」」的十年甘肅情的十年甘肅情
■由仲與山東政協港澳委員等朋友在一起。 ■香港安安基金會工作人員合影留念。

■馮翠屏希望身體能一直好下去。她說，這樣就能多來甘肅幾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許亞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