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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捐助，或有耗盡的一天，但背後
關愛的能量卻可生生不息。現於浸大修
讀中國語言文學的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校
友連梓晴，出身基層家庭，中學時代不
少交流機會，都靠田家炳基金會資助而
成行，這名「優異畢業生獎學金」得主

想起田中操場掛着田家炳親題的「五育並
重，德育為先」教誨，期望有日也能以教師
身份，回母校服務，傳承田老的精神。

親赴畢業典禮 旨在鼓勵師生
田家炳一生奉獻教育，也最清楚教育的影響
力，所以對教育項目特別重視。本身是仁愛堂
田家炳中學1999年畢業生的化學科教師李家
偉憶述，以往田老每年都會到校參加學生的畢
業典禮，旨在鼓勵師生，為大家打氣。
李家偉完成學士及博士學位後，2007年回
母校執校，至今已逾10年，「昔日恩師現在
是我的同事，他們教會我的知識和價值觀，
現在由我傳授同學，感覺很是神奇」，這正
是校訓「己立立人」的體現。
另一位老師陳穎心則是2003年田中畢業

生，中學6年間與一眾老師相處融洽，漸漸
萌生當教師的念頭，「我還記得高考文學科
考得並不理想，老師竟然比我更先哭起來，

自責教得不夠好。」這個片段讓陳穎心印象
難忘，也秉承了這種關愛學生的態度，影響
更多學生。
現在仍在浸大讀書的連梓晴，正是陳穎心

其中一名學生。她既感謝高中班主任的悉心
照料，也沒有忘記田家炳基金會對基層學生
的支持，因為田老的資助，讓她有更廣闊的
學習機會，到不少地方交流，「升大學時，
我需要添置電腦等設備應付學業，母校的獎
學金幫了大忙。」
該校去年舉辦活動慶祝田家炳99歲生辰，

當中有同學製作大型生日卡，有人則錄製歌
舞片段，再由中一至中六級的學生代表到田
家炳家中。新學年升中五的趙樂怡是學生代
表之一，「當時田老先生帶着助聽耳機，我
們透過收音咪跟他對話」，田老和學生閒話
家常，全程面帶笑容，也關注學生的校園生
活，「他還挑戰我們背誦《朱子治家格
言》」，一班同學當然接不上挑戰，但事後
都找來《格言》翻閱，增添知識。
對於田家炳的辭世，樂怡雖覺傷感，但認
為其教育理念早已扎根各地的田校之中，亦
為無數學生提供受教機會，深信其精神能延
續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田 家 炳 金 句 ：

「我可看到一幢幢壯觀的教學大樓，聽到萬千學子琅琅悅耳的讀書聲，無論經濟效益或
精神享受都比住世上最好的房子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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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四分一世紀前，白髮蒼蒼的田家炳，於剛剛創校的粉嶺田

家炳中學門前，帶着笑容、慢慢躬下身，種下一棵小樹苗，將

自己對學子的關愛、期盼和祝福，深深扎根在這裡。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20多年過去，樹苗長成大樹，一代又

一代的學生「幼苗」亦在學校的庇護下茁壯成長。畢業於田中

的90後校友鄧健東，將田老及一眾師長的恩澤銘記於心，大學

畢業後他即回到母校當教師，為培育新一代田中學生努力。他

尤記得7年前，從田老手上接過「田家炳獎學金」獎狀，老人家

笑盈盈地說恭喜，彷彿告訴自己要接好棒，將田家炳的教育精

神傳承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恩師所授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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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創校的屯門仁愛堂田家
炳中學為本港首所以田老命名的
中學，而當日的老師吳潔容，今
日已是該校校長。她憶述近年田
老身體已大不如前，但每次接待
訪客，均堅持恤衫西褲正裝接

待，以免待慢客人；聊天時，又會因
自己耳朵不靈光而致歉，更堅持送客
至門關，認真說再見才回到屋內，「他
是長輩、大商家、學校的創辦人，卻
毫無架子，為人很是謙卑有禮，令人
難忘。」
堅持恤衫西褲得體地接待客人，這

聽起來很是簡單，但據田家炳長子田
慶先透露，其實身體虛弱的田老每次
裝扮都要花相當時間，吳潔容指︰「田
老這樣做，為的可能只是跟我們傾談
十數分鐘，其實也是對客人的尊重。」

參加步行籌款 以腳支持打氣
談到田老的生前點滴，吳潔容還分

享了兩件軼事。1988年，該校舉辦兩
日一夜教師發展日，田老年近七十，
仍親臨營地分享教育看法，鼓勵大家
辦好學校；1997年學校步行籌款活
動，由學校行至嶺南大學，路程需要

一個多小時，近80歲的田老堅持與大伙兒一同
步行，足見他絕不只是捐款辦學的慈善家，也
是經常為師生打氣的和藹老人。
田老尤重德育與師訓教育，「每名老師必須

了解我們的辦學理念：育德先於育才。品行不
端，成績再好亦難成大器；而即使讀書不夠標
青，多參與活動也能發掘強項，探索志向。」
吳潔容表示，學校會秉承田家炳對教育理念，
培育知識與德育俱佳學生，以報答田老對學校
的付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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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田老近年已減少露面，但不少新一代田校學生校友，
仍可從不同的途徑了解到田老言行，受其無私大愛精神影
響。現正於大學讀醫科的粉嶺田家炳中學校友張浚琛，中學
時兩次與田老「無聲互動」，一次在協助有需要同學搭乘升
降機時碰見田老，身旁的校長向田老介紹了這位得意門生，
不善言談的田老，沒有說話，但望着他，給予微笑，讓那個

一向樂於助人的小夥子感到被肯定、被鼓舞，獲得更大動力。
中學幾年的努力，張浚琛獲得田家炳博士獎學金，在頒獎台上
第二次與田老互動，他從田老手中接過獎項，田老和他握手，傳
遞給了他一份至今難忘的感動。
張浚琛從小立志要行醫助人，為人類減少痛苦。大學升讀物理
治療學系的他，始終未忘夢想，畢業後連續兩年申請中大醫學
院，終於如願入讀。

雖然只是兼職 盡心服務老人
現時他一邊學醫，一邊兼職在安老院做物理治療師，「田老影
響我的學習和工作態度，讓我希望服務他人、得到認可。」他續
說：「作為兼職，通常不會被要求太多，但我會記得每個老人身
體的問題，盡本分耐心服務他們。」曾經有位好動的老人不幸跌
傷，在張浚琛的治療下可以慢慢行動，老人向他說︰「醫生給了
我一條命，你給了我一條腿，讓我多了一分尊嚴。」將田老精神
銘記於心的張浚琛，正竭盡全力，奉獻愛心，服務社會。
田中中五生何詠詩兩年前曾赴田老家探望，冥冥中開始受到老
先生影響，不斷參與服務社會活動，更前往內地偏遠地區考察。
服務帶來的裨益、學校教師對她的關愛，讓她未來想讀中史、做
老師，弘揚田老看重的「中華文化」和服務社會的精神。採訪尾
聲，她主動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達「感激田老先生讓我和田中的
老師、同學以及曾經的成長經歷相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田老無聲互動
至今難忘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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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福祉為先，盡其所能對師生關顧，是
大慈善家田家炳對待教育的一貫作風。多

年來，他多次探訪全國各地數以百計的田校，而
對香港的兩所田家炳中學，即便晚年身體孱弱、
行動說話都甚為不便，仍不想忽略任何一次田中
校園建設日和中華文化活動，只為能當面給學生
和老師表達認可和鼓勵。
田中化學老師鄧健東，亦為該校的2011年畢業

生及當年的田家炳獎學金得主。他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回憶當年從田老手上接過獎狀的情景︰「田
老身體已經頗羸弱，但他堅持來頒獎，老人家笑
盈盈地看着我，說『恭喜你』，我覺得得到了田
老的肯定，感到好榮耀。」鄧健東從心覺得，田
老好像在交棒給自己，從而獲得強烈的使命感，
他默默告誡自己︰「不能停止對社會的承擔。」

曾經想過輕生 良師改變一生
鄧健東小時候家庭經濟環境不好，升中後更曾

因與父母關係等因素有過輕生念頭，但田中的教
育，讓他的人生態度得以改變，並在中四、中五
時立志要做一個好老師。當中的契機，便是在田
老追思會代表發言、於田中任教20年的德育老師

古運疆，「古老師不僅鼓勵、安慰我，還發掘我
身上的潛質，給我提供機會。」
鄧健東在眾人面前一向不敢表達自己，於是古

運疆就為他創造機會，帶他參加比賽，「我開始
拿獎、古老師不斷地講鼓勵我的話，這些都讓我
變得更加自信，讓我的價值觀變得正面，我的經
歷讓我相信，教育確可幫助有需要的人。」
4年前大學畢業後，鄧健東便回到田中教書，與
昔日的老師成為同事，結伴為教好學弟學妹而努
力，以回報母校的情誼與恩惠。他深深認同田老的
教育理念，因此特別關愛班上有需要的同學，甚至
能連續一個月，每天為學生做心理輔導，希望幫他
們找到人生方向、學識做人，他亦希望將來修讀心
理輔導碩士，以更專業技能幫助年輕人。
兩年前和老師探訪田老時，鄧健東就想向田老

說：「田老，我是田中校友，也投身了教育行
業。見到您的為人和對教育的付出，我感到好感
動，未來我會盡己所能教育好每一位學生。」

全都可以忘記 但要記得田老
相比成績，田老更重視德育。身為德育教師的

古運疆，亦將田老視為楷模，透過體貼入微地關

愛眾多像鄧健東一樣的學生們，教會了他們做好
人、行好事。古運疆還心繫田老「教育不分彼
此」的觀點，積極為前來學校參觀的小學生介紹
田老的生平事跡和精神，希望他們受到鼓舞。
古運疆常教導學生，「來田中，什麼都可以忘

記，唯一要記得的是有田老這個人，因為他為我
們犧牲自己，田中的學生要懂得感恩。」
他亦坦言，在田中工作的老師亦會因田老而有

光榮感，令教學工作更加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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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心（左）和李家偉（右）均為仁愛堂田家
炳中學的校友老師，跟母校關係密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 趙樂怡
去年曾到田
家炳家中拜
訪，感覺對
方 很 是 親
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 吳潔容（右二）帶同學生探訪田家炳（右
一）。 仁愛堂田中提供圖片

■■ 何詠詩的媽媽因為欣賞田老何詠詩的媽媽因為欣賞田老
而為她選擇田中而為她選擇田中，，幾年求學經幾年求學經
歷讓歷讓她覺得她覺得「「媽媽媽沒有選錯媽沒有選錯」」。。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攝

■田家炳（中）只要身體允許，就會參與田中校
慶，面對面與學生交流，傳遞關愛。 受訪者供圖

■田家炳當
年種下的樹苗（圖
右），至今已成為
參天大樹（圖左），
其教育精神亦代
代傳承。

鄧健鄧健東東張浚張浚琛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