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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就讀運動及健康生活
高級文憑的劉浚希，在中
學時期有份在生命教育課
見證老師的登山承諾，
「那時候以為老師是『隨
口噏』講笑，怎想到今日
竟能成真。」他過往是個

不愛讀書的學生，但曾老師身體力行的教
學方法，正好引起他的學習興趣，「例如
在1小時的課堂，老師只會用15至20分鐘
教書，其餘時間可能是讓我們動手練習，
或是帶我們走出去，配合課題生動學
習」。
劉浚希續指，老師完成這個「不可能的

任務」，如此壯舉固然讓人鼓舞，但真正
讓同學改變的最大原因，源自老師一直以
來循循善誘、悉心教導學生，他特別感謝
老師引導自己接觸運動，「以前的我好
懶，什麼也不願做。後來老師見有同學提
及希望成為籃球員，找來了一位舊生組織
籃球隊，邀請了我加入其中。」運動為他
帶來很大改變，昔日的「懶學生」，今日
一心想要考入大學，不想辜負老師期望。

「踐行承諾循循善誘」

■■劉浚希劉浚希

目前已經大專畢業的21歲學生盧
澤鋒表示，知道老師成功實踐承諾
的一刻心情激動，「預計登峰當晚
大家都徹夜未眠，不斷透過 face-
book追蹤老師最新消息，得悉她成
功，真是很高興」。曾老師在7年間
先後3次登山，這段經歷對他而言有

很大啟發，「老師過去兩次登山失敗均是由於天災所
致，反映成敗不一定源於個人能力不足，但這並不代
表就此放棄」，這份毅力教曉他，哪怕日後面對自己
控制範圍以外難題，遭遇失敗也應繼續努力嘗試。
他指曾老師當年向同學宣佈要登上珠峰之後，開始

進行一系列訓練，自己與一班同學亦有隨她「練
山」，包括參加毅行者，完成麥理浩徑100公里行山
賽事，「那時候我只是個渾渾噩噩的中學生，每日只
會打機及玩，從未為自己的學業做過準備。」自從跟
老師行山以後，經歷了刻苦練習，盧澤鋒的讀書成績
亦有大幅提升，從包尾升上中游。畢業後，盧澤鋒與
曾老師一直保持聯絡，感情深厚，有時會跟她打籃
球、食飯敘舊。
對於有評論質疑曾老師登山的意義，盧澤鋒強調一

班同學都認為這是一件美事，不會受一小部分人的意
見而動搖。

「準備毅力不輕言棄」

■■盧澤鋒盧澤鋒

曾燕紅教過
的一班學生，
一直關注老師
在 珠 峰 的 安
危，知悉她昨
日返港，即相
約 到 機 場 接

機。最早到達接機大堂等候的
學生梁芷靈表示，事前已跟同
學們商量過這天安排，考慮到
老師不愛浪費的性格，放棄了
送鮮花的念頭，改為送上一個
個溫暖的擁抱，並帶來了即影
即有相機記錄老師平安歸來的
重要時刻。
梁芷靈是曾燕紅任教的首屆學

生，見證老師從不懂攀冰，走到
今日成功去到「世界之巔」。梁
芷靈形容曾燕紅是個「瘋狂老
師」，尤其看見她第二次登山遇
雪崩受傷，「在滿身傷痕、血流
披面時仍無講過放棄」。從老師
身上，梁芷靈明白到世事不一定

盡如人意，但必須要做好自己，
有耐心地逐步接近目標。她又憶
述自己一度想要放棄往英國留學
的夢想，幸得老師不斷鼓勵，最
終克服學費等重重困難，成功圓
夢。
她又說，就連學生自己想都不

敢想的理想，如要成為醫生、律
師等，曾燕紅都會鼓勵同學嘗
試，又給予意見，激勵學生。在
老師言傳身教之下，學生的人生
亦有所改變，這比老師成功去到
世界之巔，更讓人開心，「有人
從蝦蝦霸霸變得會幫助他人；從
自以為零（價值）變得相信希
望、願意嘗試；亦有一些本來收
埋自己的學生，這些年後變得充
滿熱誠」。
她認為曾老師的真正理想是教

育，登頂不過是教材，「既然學
生覺得自己的夢想是難過登天，
她才選擇這件對自己來說也是難
過登天的事情去做」。

「登頂貫徹言傳身教」

■■梁芷靈梁芷靈

曾燕紅曾任教沙田中大
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生
命教育、通識等學科，昨

日部分學生前去接機時，表現興奮，師生
的深厚感情溢於言表，相信這與曾燕紅平
日總是「掏心掏肺」關顧學生大有關係。
曾的胞妹Alice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曾老
師知悉有學生無錢買午餐，會自掏腰包
買，再若無其事告訴學生自己很飽吃不
下，而飯盒是「多出來的」，讓學生吃
飽；在目睹有學生拿背心膠袋當書包用，
她忍不住買新書包送給學生，又藉口說自
己有多用不着，讓學生拿去用。

請吃自助餐 補習包膳食
由於曾燕紅認為運動可以提升學生鬥

志，故組織籃球隊，鼓勵學生加入，比賽
後更會帶上他們吃自助餐，有時結賬動輒
幾千元，但她根本不放心上。
曾老師又會抽時間幫幾名學生補習，更

會包膳食，考慮到學生正值發育期，一人
吃一個飯盒未必夠飽，她竟然買米、叉
燒，在學校煮飯，教學之外連學生飲食都
照顧周到，非常窩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良師說一個謊言
學生留一份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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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燕紅完成登峰創舉後，上周三
（24日）前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

都中轉，並於昨日上午8時20分飛返香
港。當她身穿粉橙色運動外套、推着行
李精神奕奕地步出機場大堂時，前來接
機等候多時的母親、兄妹、一眾親友即
上前迎接，其中一名年幼侄子看見姑姐
顯得格外興奮，大讚她是個很有毅力的
人。至於近廿名舊生們則呼喊曾老師的
名字「Ada」，逐一與她擁抱道賀，然
後來個大合照留念。

不覺「好叻」每刻戰戰兢兢
「一直其實都無太大感覺，直至現在
（返港）看見家人與學生們，興奮感覺
就突然出來了。」曾燕紅如此形容當下
心情。她謙稱，登頂並非大不了的事
情，即使自己成了史上首位征服珠峰的
香港女性，在她看來並不特別，強調自
己並無所謂「征服」感覺，「因為在珠
峰的每刻都是戰戰兢兢，當下只有無力
感，完全不覺得自己『好叻』。」
曾燕紅登峰的決心，源於7年前與學

生的一個承諾。她希望以身作則鼓勵學
生敢於追逐夢想，她相信這個訊息其實
早已傳到學生心中。「每一個人的夢想
各有不同，不一定是要登上珠峰，重要
的是如何克服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她
憶述這7年來遇過無數困難，但總會有
解決的辦法，寄語年輕人一旦下定決心
追尋夢想，應該努力堅持下去。

謝家人支持 能專心行事
她特別感謝家人多年支持，「過程中

家人不但沒有阻止，而是義無反顧、無
怨無悔地支持我。如果沒有他們，我恐
怕會面對更多困擾，無法如此專心做自
己的事。」至於給學生們的話，曾燕紅
表示：「我做到啦！我終於兌現了承
諾！」
2014年首次挑戰珠峰，卻因雪崩導

致「封山」，無法繼續；翌年又不幸遇
到尼泊爾7.9級地震，大本營被摧毀之
外，其膝蓋十字韌帶撕裂及肋骨折斷，
身受重傷。今次終於圓夢，曾燕紅笑言
目前最需要回家睡覺，醒來再喝「母親
靚湯」，養足精神後再計劃與學生相
聚，見面敘舊。

再從事教育 啟發新理想
至於未來，她指暫未有具體計劃，
但肯定未來仍會從事教育工作。「有
好多人擔心我在實踐目標後會做些什
麼，其實在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啟發下
個理想。」她又擬繼續提升登山技
巧，並為中國登山界出力，延續理
想。
曾燕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後立刻

與母親團聚，兩人相擁親吻臉龐，場
面溫馨。曾燕紅的媽媽坦言，知道女
兒平安很感動，「之前瞓唔好，食唔
安，見到她開心、平安才最重要。」
由於女兒前兩次登峰先後遇上雪崩

及地震，作為母親她難免擔心，但同
時亦對女兒充滿信心，深信她「一定
得」，所以從未反對她實現理想。
為給愛女洗塵，曾媽媽會煲愛心雞

湯給對方補充體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一步一步堅持登上海拔8,848米珠

穆朗瑪頂峰，前中學老師曾燕紅成為首位登上珠峰的香港女性。她昨

早平安返港，20多名親友與舊生興奮接機。對於社會各界誇讚她的

壯舉，曾燕紅憶述自己登山期間只有無力感，時刻都戰戰兢兢，不認

為自己「好叻」，也沒有「征服」珠峰的感覺。她感激家人這些年來

的支持，令她無後顧之憂，終達成夢想。她想告訴一直相信她的學生

們：「我做到啦！我終於兌現了承諾！」

■曾媽媽收到女兒送的一幅畫，畫上記錄了她在本
月21日成功登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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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燕紅步出，即將一名來接機的小輩抱上行李
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曾燕紅昨早平安返港曾燕紅昨早平安返港，，2020多名親友與學多名親友與學
生興奮接機生興奮接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撰文

莫雪芝、姜嘉軒 攝影學生知「狂師」慳家 不送鮮花送擁抱

登峰女凱旋 回到家真好
曾燕紅：終於兌現承諾 學生親人擁抱祝賀

「
不
是
見
死
不
救
，
而
是
無
力
施
救
」

曾燕紅過往兩次
勇闖珠峰均遇上天
災，直至今次總算

是天公作美，但在登頂期間，一行人
仍遇上8號風球般猛烈的風勢，隨時
功敗垂成，幸最後有驚無險。正當人
人期望曾燕紅分享登峰一刻的動人感
受，她卻笑謂當時最大感受是「希望
盡快下山」。對於近日有聲音質疑她
於山上對瀕死的登山者「見死不
救」，曾燕紅強調當時是無能為力，
但她明白並非每個人都能體會箇中難
處，她會尊重社會不同聲音。
談及是次登山過程，曾燕紅表示

整體而言都很順利，個人身體狀況
亦很理想，「全賴過往兩次失敗經
驗，讓我知道如何保持良好狀態，
不可以有咳或病，也知道如何有系
統地適應高山環境」。至於最大難
關在於天氣，在大自然面前，登山
者全部只能聽天由命，無法靠意志
來克服，「尤其在攻頂期間遇上8
號風球般猛烈的風勢，其實都有擔
心會否因此取消（攻頂）」，當時
她只能聽取當地雪巴嚮導的意見，
如果對方說取消，她亦會同意，因
為這關係到她及嚮導的生命安全。

推隊友上山 半小時40米
在嚴峻惡劣的環境下，曾燕紅在

過程中不敢胡思亂想，直至看見峰
頂知道終點在望，加上自知狀態不
錯，才敢為自己「毋用折返」展露
一絲歡喜。她又憶述登頂前發生過

一段小插曲，「當時一名隊友手腳
麻痹，不能走下去，當時我能為他
做的，就是協助推他上山」，於是
在徵詢對方同意後，一步步推着隊
友捱過難關。曾燕紅形容這「40米
行了半個鐘」，聽見隊友一聲「多
謝」，自己亦十分感動。

登頂一刻 最想盡快下山
直至登頂一刻，曾燕紅笑言腦海

第一個感受是「希望盡快下山」，
後來她嘗試拿出一面旗子拍照留
念，卻因此出現了一幕驚險鏡頭，
「它是一面滿載朋友祝福的旗子，
本打算於世界之巔留念，強風卻在
短短一秒間把它從我手中搶去。」
自然反應下，曾燕紅一度想要撲前
抓回旗子，事後回想過來，曾燕紅
指於八千多米山上做出這個舉動確
是有些危險。
曾燕紅日前在分享登山經歷時，

談及曾經目擊有人瀕死，但未能施
以援手給對方氧氣，因為即使給了
他，也未必能救他，但自己卻一定
會死，有意見將之理解為「見死不
救」。 曾燕紅形容這是設題有問
題，強調自己是無能為力，而非見
死不救，「如果我有能力一定幫，
然而當時的我根本無能力（施
救）」。話雖如此，曾燕紅表示不
會怪責有關評論者，「每個人的經
歷不同，有些人未必經歷過這般狀
況」，尊重社會有不同聲音，多角
度思考。■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曾燕紅（右）
與母親團聚，兩
人相擁親吻臉
龐，場面溫馨。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