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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傻人」內地山區教英文
捐生果金建希望學校 盼「更多港人支持」

凌子興年少時自英皇書
院畢業，他稱自己當

時一口回絕香港大學醫學
系拋出的橄欖枝，毅然投
身愛國學校——培僑中學
任英文老師。退休後投身
內地義務教育，多年來將
生果金捐資內地希望學
校。接受採訪時，老人一
直惦記山區的孩子。他
說：「很遺憾，這次支教
時間太短了。希望能在香
港找到適合的英文唱片、
教材，再回內地給學生上
課。」

汶川學校被拆 一度感心寒
2008年汶川地震時，長期關注內地發展的他果斷拿出積攢多年的積

蓄捐給災區興建學校。然而，2011年在得知自己參與捐建的希望小學
無故被拆，所在地又興建起豪宅後，凌子興感到十分震驚。「儘管香
港人捐的錢不多，那也是心意。政府沒有任何交代就拆了我們捐贈的
學校，讓我非常反感。」凌子興指，很多港人在內地捐建希望學校，
但對於地方教育部門的運營、管理很不放心。
汶川學校被拆，一度令凌子興心寒。2012年，以為此生不會再踏足

講壇的凌子興，在獲悉有幾名學生親力親為幫扶內地山區教育後，提
出要一同前往參觀，而這次行程讓他萌生了到內地支教的念頭。

欠指導缺設備 貧童亟待援
凌子興告訴記者，周兆康、洪永遠是他在培僑中學任教時的學生。

周兆康所任職的港九紡織染工會，關注內地教育22年，在韶關市乳源
縣紅雲村興建希望小學、中學、幼兒園「一條龍教育」。此外，周兆
康與其兄妹5人為圓父母報國心願，在清遠佛岡縣石聯村又捐建有石聯

大同學校。他們每年多次
往返香港和幫扶學校之
間，關心學校的運營，亦
為學生、老師們送上獎學
金。洪永遠則出資成立了
「圍江教育慈善基金」、
「香港朗園培育基金」等

多項基金支

持內地鄉村學校建設。他還多地奔走，邀請香港名師赴內地開設教學
經驗分享講座。
「他們告訴我，內地有些山區教育局非常重視學生教育，但教育中

遇到很大困難。我決定一同前往參觀。」2012年，凌子興在學生陪同
下前往石聯大同學校、紅雲希望學校參觀。
當他看到大山深處的孩子，因為沒有英語老師指導，大多羞於開口說英

語，因為沒有電腦設備自學，不懂什麼是標準發音，因為貧窮，一罐鹹菜
加上一塊燻肉就是一個孩子一周的口糧時，凌子興對學生說：「內地山區
需要更多港人支持。」

捐出「棺材本」未理會勸阻
「我的學生們堅持20幾年幫扶內地教育，讓我很感動。內地教育部

門有意改變山區教育的決心，也讓我改變了觀念。我也想為祖國的鄉
村教育做點事情。」回港後，凌子興立刻與家人商量自己能做什麼，
在太太的支持下，他果斷拿出積攢多年的生果金。出乎意料，凌子興
這番善意卻被學生阻攔。
周兆康說，凌老師的生活並不寬裕，太太患有癌症，自己也經常需

要喝中藥，但工會在紅雲鄉捐建幼兒園時，凌老師毫不猶豫就拿出了
近5.6萬元港幣，此後又捐了1萬元人民幣給石聯大同學校添置教學設
備。「我認識凌老師50多年，無論是讀書還是工作，老師從未大聲和
我說過話，但在我試圖說服他不要拿出『棺材本』的時候，老師生氣
地喊出我的全名。」回憶起那一幕，周兆康有些哭笑不得。

堅持標準發音 拒用咪講課
捐款並不能滿足凌子興心中強烈的幫扶意願。他又主動提出要為山

區的英語教師上一個培訓講座，讓老師們系統了解英語教學方法。抵
達乳源縣後，已久不打領帶的凌子興，繫上了整齊的領結，他說，那
些堅持在山區教學的老師們值得自己尊重，裝是自己表達尊敬的方
式之一。「這幾年見到凌老師總覺得他鬱鬱寡歡，沉默少語。誰知那
次他一上講台，精神奕奕，中氣十足，與平日判若兩人！」洪永遠感
慨萬分。
為了讓國際音標的發音準確，沒有回音，凌子興在可容納200多人的

教室內堅持不使用咪。為了讓每個老師都聽清楚發音，他手舉寫音
標的大紙板，前後左右來回示範發音，用盡全身氣力。
這一節課，凌子興無間斷地上了2個多小時。坐在台下的周兆康、洪

永遠恍如時光倒流了五十年，再次看到凌老師教學的風采。「我問老師
哪來的力氣，他說山區孩子、老師認真學習的態度讓他感動。近年來，
他本來對國內貪污腐敗問題感到失望，來到乳源後，看到這個貧困小縣
將一半的財政收入投入教育。有感於當地政府興學脫貧的決心，凌老師
說只要自己有力氣，就得幫幫山區的孩子們。」周兆康說。

土生土長、曾任香港培僑中學英文教師的凌子興，帶幾天分量的中藥，搭乘5

個多小時大巴，於今年9月從香港來到廣東乳源瑤族自治縣的山區支教英文。因水

土不服，老人返港後大病數日。年過古稀仍自稱「傻人」的他，曾對有份捐資籌

建的汶川學校被拆感到不滿，但他始終惦記山區的孩子。得悉昔日的學生們多

年來堅持幫扶內地教育，以及見到內地教育部門有意改變山區教育的決心，讓他

深受感動並回心轉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初見凌老師，是在培橋中學校友聚會上。這名76
歲的長者體形消瘦，沉默少語，無論學生們在聊什
麼，他都甚少插話。但總會在大家沉默時，突兀的
說一句「我想了很久，可以用音樂來提升他們學習

興趣」、「教學模式很重要，老師的教學方法必須提升」、「我
做了一份計劃表，下次你們可以拿去紅雲小學」……
採訪前，記者擔憂這個受訪者似乎不大適合成為「聊天對
象」。然而，當話題轉到「教育」，凌老師恍若脫胎換骨，開
始滔滔不絕。看凌老師的狀態，他的學生在一旁私語：「老
師最近的精神面貌很不一樣！」「是啊，我們挑動了他對教育
的熱情，激起他對國家的愛。」「離開教育界30年了，還能忘
我地做教育，不容易。」

不計得失 不願透露捐款
誠如今年9月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師範大學做演講時
所說：「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愛是教育的靈魂。」捧習近平
的演講稿，凌老師認真地閱讀了好幾遍。他說，此前並不明白
自己為何有支教的衝動，閱讀以後意識到一切都因有愛。「教
育關乎民族成敗，我對教育，對國家，對民族是有愛的。我能
做的很少，只希望我的『傻』能影響一些人，國家那麼大，我
能影響一個是一個。」
是的，傻。這個字特別適用於默默為國家做奉獻的香港人身
上。他們並不富有，卻不計得失地為內地山區出錢、出力，他
們甚至不願意外人去為他們書寫任何事跡。
就像凌老師，他到底為山區捐贈了多少錢，無論記者如何旁
敲側擊，他始終閉口不談，只是千叮萬囑：「請你不要把我寫
得太好，我只是普通人，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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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子興在培僑任職9年，期間4
年為班主任。在學生洪永遠看來，
老師對學生的認真、負責超出了一
般的師生關係。「在培僑時，有學
生摔傷手，跟不上學習進度，老師
會組織學生替這名同學補習。有學
生窮得交不起學費，他請同學省下
零用錢互相幫助。在凌老師的言傳

身教下，學生們學會關心、互助、
團結和分享，這些品質在以後的人
生中得益良多。」
1970年，凌子興離開培僑，2000

年退休後，基於內心對教育懷有熱
誠，他開始在香港青年協會、老人
中心社區等機構進行義教，為新移
民、長者培訓簡單英語。

從乳源縣返港後，凌子興仍然徹夜難眠。老師們的發音糾正了，但是
孩子們英語差的情況並未好轉。是不是教育方式出了問題？他不斷反
思，萌生了親自給孩子們上課的念頭。
「當時我們特別擔心。凌老師身患疾病，並不適合長時間呆在山區。
況且那裡沒熱水、沒電話，甚至連風扇也沒有，我們就怕凌老師的作息
被打亂，影響健康。」但看到老師心意已決，周兆康只能和同學商量，
分批陪同他前往山區。

為內地老師培訓 籲講個人感受
做了兩個多月準備工作後，凌子興帶大批香港英語教材來到紅雲希

望學校。在第一天早餐時段就被告知初一（七年級）將有6個班級240名
學生聽課。「當時我就吃不下飯了，我沒想到有那麼多人上課。」思索
片刻後，凌子興決定拿出一些錢，以「設獎金」方式吸引學生注意力。
「孩子們年紀輕，喜歡說話，我必須想辦法吸引他們注意力。」

在隨後幾天給初二、初三授課時，凌子興都設法從細微處手，激起
學生們對英語的興趣。「學習英語必須多給鼓勵，在課後我讓學生們用
英語大聲喊出『我要學好英語，我要爭取成績』的口號，這樣也能激起
學習的熱情。」
在給學生上課之餘，凌子興也和老師們進行座談會。對於老師們提出

的困難，他都盡其所能尋找解決方式。「有人問我學生程度不同怎麼
辦，我建議是個別輔導。像香港的學校都設有『特別班』，一周開課
1-2次對基礎差的學生進行特別指導。」
在離開紅雲村的前一晚，凌子興再次通宵備課，只是這回他是替學校

的老師們備課。「我一共和老師們開了3次座談會，我不知道他們吸收
得怎樣。所以最後一晚，我專門從課本中挑選了一篇講述留守兒童的文
章做備課，詳細寫下哪幾段可以加入額外的文化內涵、為何要運用這個
單詞表達情感。我覺得只有在講課時加入老師個人的感受，才能提高學
生的閱讀興趣。」

言傳身教 學生獲益不止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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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港以後，凌子興因身體不
適，大病3天。病情剛有好
轉，他便致電學生，請求他們
尋找一些合適的英文唱片寄往
山區。
在花甲之年，能與自己的老

師並肩為山區的孩子做事，對
於周兆康和洪永遠而言，那既

是感恩，也是幸福。只是，看
年邁的老師舟車勞累，學生
們的心中更多了一份不捨。
但凌子興卻對他們說：「我

能做的很少，最重要是用心。
只要是用心做的，只要是有需
要的，任何事情對我而言都不
會有辛苦。」

心懷感恩 師生並肩奉獻山區

■山區學校環境艱苦。 受訪者供圖

■自稱「傻
人」的凌子
興不肯透露
捐款金額。
受訪者供圖

■■凌子興為山區學凌子興為山區學
校教師培訓語法校教師培訓語法。。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凌子興始終惦記山區的孩子凌子興始終惦記山區的孩子。。圖圖
為其替山區學生講課為其替山區學生講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凌子興在課堂上講凌子興在課堂上講
課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因材施教「獎金」激發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