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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前市政局議員、前立法局議員杜葉
錫恩，生前與丈夫杜學魁感情相當好。雖
然兩人識於微時，但直至1985年，年屆72
歲的葉錫恩才與杜學魁結婚，並冠夫姓為

杜葉錫恩。兩人相依十多年，杜學魁在2001年去世。失
去摯愛，杜葉錫恩在《Shouting at the Mountain》一書中，
記錄了她與丈夫「執子之手」的愛情，被《南華早報》
評為「香港最感人的愛情故事書」。

杜葉錫恩先後經歷兩段婚姻。1946年，她和首任丈夫
William Elliott結婚，後因意見不合離婚。1985年，年屆
72歲的她與第二任丈夫、63歲的杜學魁結婚。杜葉鍚恩
在書中暢談她與杜學魁當初交往時的曖昧與爭執。

相識黃大仙 相知在教會
書中提到，杜學魁初由內蒙古來到香港，住在黃大

仙一個徙置區，當時有個法國人留了一批書籍給他，
順理成章便經營一間小書店維生。杜葉錫恩則隨着教
會來到香港，教會所在地在黃大仙，正處於杜學魁的
書店旁邊。杜學魁並非教徒，但後來教會的人邀請他
參加教會，他雖不願意，但最終成為他們一分子。

年輕的兩人如是相遇，杜學魁形容自己最享受和杜葉
錫恩討論社會時事公義。杜葉錫恩則說，兩人雖然來自
不同背景，但與丈夫總能坦然共對，以討論化解分歧。

相知相惜多年，但兩人遲
至1985年才結婚。杜葉錫恩
坦言，當初來港時她已經結
婚，縱然敬仰杜學魁的為
人，但純潔的她也沒有想過
要怎樣進一步發展，安於維
持「柏拉圖式」的戀愛。

杜學魁曾經對葉錫恩說，
愛不是靠一紙婚書。可是，
因為一次歐遊計劃，促成兩
人結婚，把行程變成一次黃
昏前的蜜月。可惜，該趟旅
程後不久，杜學魁發現患了
癌症，更蔓延至骨髓，但兩
人意志堅強，互相扶持，直
至2001年杜學魁病逝。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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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要改善社會環境、
為民生解困，杜葉錫恩認為必須從教育入手，遂於教
育尚未普及的上世紀50年代起，致力為基層孩子爭
取接受教育的機會，更決定自己辦學。在申請過程
中，她與當時政府部門交涉時屢遭挫折及刁難，令她
多次傷心落淚，但她拒絕言棄，終在1954年創立慕
光中學（現為慕光英文書院）。多年來，她心繫社會

工作及教育事務，成就獲高教界的肯定，獲港大及中
大頒發榮譽博士銜。
上世紀50年代，香港社會貪腐問題嚴重，教育尚
未普及，基層巿民缺乏接受教育的機會，也就無法向
上流動。當時身為職業教師的杜葉錫恩抱持「所有兒
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努力為寮屋的孩子開辦學
校，及多次向當時的教育署長請求協助將計劃擴展，
但多次遭到刁難，消防署官員又在學校消防規格設計
上多次無理挑剔，令她傷心落淚。
外表柔弱但性格堅強的她，熟讀相關的法例條文，

在多番爭取下，1954年終於在觀塘啟業村荒廢農地上
創立了慕光中學，為草根階層孩子提供教育機會。

以校為家 輪椅上關愛學生
開辦學校所費不菲，在未獲政府資助下，學校營運

捉襟見肘。為籌錢加強校舍的消防規格，杜太在當時
的浸會學院兼職教書，為學校貢獻出八成薪金；晚間
又爭取時間到夜校教書，幫補慕光的其他開支。
慕光創校以來，杜葉錫恩親力親為、言傳身教，多
年來出任該校校監，以學校宿舍為家。據了解，校內
教師聘約均由她親自簽署。多年前，她需以輪椅代

步，但仍關注校務發展及貧苦學生的資助方法，為學
校出謀獻策，包括提出額外資助基層學生的課外活動
及學校旅行費用。

校友設教育基金 回報校監
2013年適逢是杜太的百歲壽辰，書院歷屆校友特

意成立「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會」，以秉承她終身服務
市民的精神，資助本港教育事業。心繫學校的她亦一
直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即使年屆百歲，也現身向師
生及賓客見面。
杜太積極貢獻社會的精神獲高教界肯定，她於

1988年已獲港大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2013年再
獲中大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港大發言人指，她畢
生致力為社群謀福祉，在教育、社會福利和誘導青少
年罪犯改過自新方面貢獻良多，港大對她的離世致以
哀悼，並衷心感謝她對香港社會的貢獻。
杜太近年將自己一批手稿、書信等文獻紀錄捐贈予

浸大，有關資料記載了香港在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
代官僚主義和腐敗的事件，及她在香港從事各項公職
服務的紀錄等，館藏於浸大圖書館，公眾可於圖書館
網站閱覽「杜葉錫恩數字化出版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1966年，香港天星
小輪提出加價，前立法局及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牽頭
收集民意全面反對，為香港締造了首次的民意表達。
杜葉錫恩終生不畏強權，敢於為弱勢發聲，對殖民

統治時代的貪污深痛惡，被視為捍衛弱勢社群的「社
運人士」。1966年，香港天星小輪提出加價，頭等艙
收費由兩毫加至兩毫五仙，三等艙收費維持不變。
當時，該公司未有解釋加價理由，僅宣稱若市民不

滿意加幅可以轉乘三等艙，引來廣大市民不滿。杜葉
錫恩隨即收集民意反對，大量市民響應杜葉錫恩號召
表達反對意見，是本港首次民意表達。

蘇守忠絕食聲援
隨後，杜葉錫恩成功收集了數以萬計簽名反對加

價。當時一名青年蘇守忠更穿着寫上「支持葉錫
恩」、「絕飲食，反加價潮」字樣的外套，在中環愛
丁堡廣場絕食抗議被警方拘捕；蘇守忠被捕當晚，近
千名市民遊行支持蘇守忠，其後引發嚴重騷動。警方
進行鎮壓，造成1死18傷，1,800多人被捕，杜葉錫
恩更被誣陷以金錢收買示威者發起騷動。港英政府後
來進行調查，澄清經濟環境是引致騷動的原因。

反對小輪加價
首次展現民意

創慕光中學 捐八成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前立法局議員及前市
政局議員杜葉錫恩活躍政壇多年，當中最令人矚目
的，要數1995她與民主黨已故黨鞭司徒華競逐市政局
觀塘北議席的「世紀大戰」，雖然杜葉錫恩最終以
2,000多票落選，同年競逐立法局九龍東直選議席，又
再次敗給司徒華，但她從沒有離開政壇。1997年至
1998年，杜葉錫恩獲推選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同年獲
得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授予大紫荊勳章，是首批獲大紫
荊勳章得主，至1998年放棄連任立法會議員，自此淡
出政壇。

市政局競逐最矚目
杜葉錫恩1963年開展從政生涯，並擔任了市政局議

員及立法局議員30多年。1995年，杜葉錫恩與司徒
華在市政局觀塘北議席選舉上演「世紀之戰」。當
時，杜葉錫恩因不滿司徒華在選舉中惡意攻擊她，曾
在票站外當眾拒絕與司徒華握手，「選舉前兩日，我
在立法局走廊同華叔（司徒華）相遇，我向他打招
呼，他不理會我。為何到了選舉日，他要在眾人面前
與我握手呢？我不希望如此虛偽。」
最終，杜葉錫恩失落議席，後來參與立法局直選，

二人在九龍東選區再次對決，最終亦以5,000多票差
距落敗。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早年曾經表示，因
杜葉錫恩長期關注弱勢社群，他當年曾建議「放她一
馬」，但司徒華持不同看法，認為港同盟與杜葉錫恩
是「兩條路線抗爭」，不是個人成敗。

兩戰司徒華
進入臨立會

■■19661966年年，，蘇守忠蘇守忠（（左一左一））在天在天
星碼頭絕食星碼頭絕食，，聲援葉錫恩發起的聲援葉錫恩發起的
反加價簽名運動反加價簽名運動。。 星島日報圖片星島日報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傾盡半生為港人服務的杜葉錫恩，多年來致

力關注香港基層民生發展，「活着就要為窮人說話」，被視為香港傳奇人

物。杜葉錫恩大半生為港打拚，不斷向社會的不公義制度挑戰，為民伸冤，

後來更贏得「冤情大使」的美譽。為遏制當年香港的腐敗現象，杜葉錫恩不

惜揭露警察和官員貪污事件，甚至偷拍警察強收黑錢的照片。雖然面臨誣陷

和恐嚇，但她無所畏懼，最終成功促成香港設立廉政公署，從而獲得「民主

鬥士」的美譽。

■1995年，杜葉錫恩（左）在立法局選舉中敗給司徒
華。圖為他們在點票站獲悉結果後握手。 資料圖片

■杜葉錫恩在2013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社會
科學博士。 中大供圖

杜葉錫恩1951年以傳教士身份來港，居住
在徙置區為基層發聲。當時，部分基督

教傳教士歧視中國人，更質疑杜葉錫恩四處
為民抱不平，「叛離」了教會傳教士的身
份。1955年，杜葉錫恩脫離傳教士行列，傾
盡半生為基層服務。1963年，她在革新會推
薦下當選市政局議員，自此開始踏上從政之
路，不斷向英國殖民統治制度挑戰，為民伸
冤，後來更贏得「冤情大使」的美譽。早
年，杜葉錫恩在香港創辦公義促進會，協助
草根階層解決困難。

關注基層住屋30年
多年來，杜葉錫恩最關注香港置業困難的

問題。1983年，她曾在報章撰文炮轟香港樓
價太高，部分工人連細小房間都無法負擔，
只能屈居於山邊及天台僭建的木屋，甚至是
棲身於後巷或天橋底。她對社會問題的重
視，從無因時間而退減。她在前年百歲生辰
接受傳媒訪問時，亦不禁對如今的香港基層
住屋問題感到遺憾。她形容，香港基層生活
沒有進步，租金貴、生活環境差，基層怨氣
增加，「若政府害怕財團而不敢正視問題，
不會對基層有任何尊重。」

偷拍警察貪污證據
除了社會民生外，杜葉錫恩於上世紀六七
十年代，致力與當時的貪污制度抗衡。她決
定以香港腐敗問題為目標，推動港英政府成

立前所未有的廉政公署。當時，她以市政局
議員身份，不斷揭露警察和官員的貪污事
件，甚至偷拍警察向的士司機強收黑錢、警
察包庇無牌小販及黑社會等不法行為，並利
用傳媒壓力逼使政府正視日益嚴重的貪污問
題。
杜葉錫恩當然得到大批市民支持，可惜的

是，她的聲音當時得不到港英政府的重視，
更遭受誣陷和恐嚇，但她未有放棄爭取成立
廉政公署的初衷。後來，她隻身飛往英國倫
敦，向英國國會議員和政府求助，並全面陳
述香港的貪污現象。上世紀70年代，英國委
任麥理浩來港擔任總督，麥督上任後接見
她，聽取她多年來收集得來的貪污罪證。最
終，香港成功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自
此，她獲得「民主鬥士」的稱譽。

支持長津申報制度
雖然杜葉錫恩退出政壇多年，但依然心繫

香港發展，不時就香港民生議題發表意見。
早在2012年，已年屆99歲的杜葉錫恩，致函
香港特區政府，支持長者生活津貼措施設立
申報制度，亦應先通過後檢討，包括因應現
時的生活水平調整申請資格。她對香港社會
的感情，正如她2006年接受傳媒訪問時所
說：「退休？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如果我退
休了，那我應該做什麼？就是坐在這兒什麼
都不幹嗎？不可能。有時候我感覺活得太長
了，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為窮人說話。」

■1994年，杜葉錫恩與丈夫杜學魁
暢遊蘇州。 資料圖片

■■今年今年66月月，，由杜葉錫恩教育基金主辦的由杜葉錫恩教育基金主辦的「「20152015全港小學生全港小學生
進步獎進步獎」」起動禮上起動禮上，，近百名師生校友現場為杜葉錫恩近百名師生校友現場為杜葉錫恩（（前排前排
左五左五））慶祝慶祝102102歲壽辰歲壽辰。。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杜葉錫恩教育基金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