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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為人親切，除了周興雲資助的學生
們，鄰里鄉親也親暱地稱呼他叔公。今年
春節，回家過年的「興雲學子」專門組織
去周興雲家拜年。「雖然聽過叔公多次提
起，卻不曾一起見過，於是趁着春節假
期，有人帶頭組織一起去叔公家拜年、聚
會。」其中一名受助學生周麗麗說起到周
興雲家中聚會的初衷。
伴隨着熱鬧的鞭炮聲，來自全國各地

的「興雲學子」帶上自家土特產來到

「叔公」家中，杯碟相碰中周興雲動情
地說：「寒門學子千千萬萬，光靠我一
個人的力量，肯定不能面面俱到，希望
你們牢記『贈人玫瑰，手有餘香』，繼
續傳承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傳承善良
與感恩。」其實在場的學子都深有感
觸，「有時候可能於你是舉手之勞，但
是對於身在困境中的人來說，照亮的可
能就是他們的整個天空。」周永池說
道。

善行感動他人 壯大助學團隊
在周興雲的影響下，已有越來越多的人

加入資助貧困大學生的隊伍。2016年，北
流周氏聯誼會成立了「愛心聯盟」除了每
年資助貧困大學生之外，還不定期看望、
幫助周邊村鎮的貧困家庭以及孤寡老人。
周興雲的5位兒子雖然不富裕，但也受父
親影響常年資助貧困大學生。「我們兄弟
幾個除了種地，平時農閒時還能打工掙點
錢，生活條件雖普通，不過看到比我們更
需要幫助的人，我們還是希望在自己能力
範圍內可以幫到他們。」周雲興的二兒子
周波告訴記者，家裡人都很支持父親，並
為他感到光榮。
「叔公一直對我諄諄教導，讓我要一直

不忘初心，保持正直、正氣。千言萬語表
達不了我對叔公的感激，我只能在以後的
日子裡，盡我所能傳承叔公無私奉獻的精
神，讓小愛匯聚成大愛。」周麗麗感觸頗
深。看着這些貧困學子不僅樹立了自信，
還學會了感恩，周興雲內心感到十分安
慰，「這就是我資助他們的初衷。」

說起自己資助的學生，周興雲
一臉驕傲。他拿出一疊厚厚的照
片，裡面全是學生發給他的短信內
容，「這是考上鄭州大學的周麗

麗給我發的信息。喏，這
位學生叫周榆棋，他正
在浙江師範大學讀研究
生，他經常會給我發
短信問候……」除了
經濟上的資助，周
興雲更注重精神上
的支持，為此他時
常會與資助的學生短
信聯繫，了解他們的
近況。
2013年春節，周興雲
資助的學生周麗麗照例打
電話給老人拜年，電話
中周興雲得知周麗麗感
冒發燒後，老人不顧寒冷
下雨，執意前往看望。

「我知道周麗麗家裡情況特殊，她和
弟弟兩人獨自在家沒有大人照顧，我
實在放心不下。」其實這件事的詳情
周興雲已記不大清楚，但是周麗麗永
遠不會忘記：「我記得那天特別冷，
但是叔公不顧寒雨遠道而來，還鼓勵
我不要被生活壓低了頭，要努力創造
自己的未來，這些話似乎給了我力
量，讓我感到特別溫暖。」
周興雲的事跡傳開後，盛讚之聲

不絕於耳，但是他對此十分淡然。
「我做這些事不求任何回報，只希
望他們能學好本領，早日為國家作
出貢獻。」然而年近80歲的周興雲
雖然看起來仍然精神矍鑠，但隨着
精力日漸衰退，他也曾為自己以後
不能幫助更多大學生而感到焦慮。
有好幾次到學生家拜訪回來後，周
興雲就感冒了，大家勸他不要再操
勞，他卻倔強地說：「我還會繼續
下去，以後能幫多少是多少。」

每年高考後的暑假，周興雲都會忙碌與
北流各縣周氏聯誼會聯繫，確定貧困生人
數。有一次，當核查人數工作接近尾聲時，
周興雲又聽說有一位學生家境特別貧困，他
立馬輾轉幾趟村鎮巴士到該生家中探訪。得
知那位學生高考成績理想，而家境確實困
難，周興雲現場便把身上的錢全給了學生，
並表示大學期間還會繼續資助。
有人曾問周興雲，路途遙遠輾轉，萬一
訛傳豈不白忙活一場？周興雲回答道：「看
到這些貧困學子時，我彷彿看到了年輕時的
自己。家中一貧如洗，不能繼續學業，雖然
有幸習得一門技術謀生，但是學校生活一直
令我嚮往。所以我寧可錯信一百，也不願錯
過一個貧困學子。」

救急捐身上錢 回家靠順風車
「周麗麗1,700元、周永池1,400元、周
小又1,600元……」在周興雲的檔案中，他
詳細地記着每一筆捐贈，「這是為了根據每
個學生的情況，好再跟進看看是不是錢花完
了，我好再給他們匯款。」這個在生活中對
自己一塊錢恨不得掰成兩塊錢用的老人，在
給貧困學生匯款時卻「眼都不眨」。在資助

貧困大學生這件事上，周興雲眼裡從來只有
別人沒有自己。
據北流周氏聯誼會會長周德志回憶，去

年8月，周興雲到市裡參加聯誼會舉辦的大
學生獎勵會，參會期間周興雲看到新一批大
學貧困生裡有幾位情況特別困難的，他便毫
不猶豫把身上的2,000多元分別給了3名貧
困學生。待會議結束時，他才發現自己連回
程車票的錢都沒有了，最後有幸同村人有順
風車捎上周興雲，他才得以順利回家。

在一棟距離市區不遠的自建樓前，穿着
洗得已有點泛白的襯衣、寬鬆西裝

褲，腳踏一雙因走路多已有點開膠的舊帆
布鞋的周興雲老人風塵僕僕地從外面趕回
來。「不好意思，剛剛給學生匯錢回來晚
了。」周興雲擦了擦鼻尖的汗，和香港文
匯報記者用帶着濃重口音的普通話打着招
呼。搬了幾張凳子，坐在自己不大的房間
內，老人打開了話匣子。

理解貧生無力 額外再作資助
在北流附城糧所任會計的周興雲1993年

退休，然而習慣忙碌的他總覺得每天上茶
館、打麻將的悠閒日子不適合自己，於是
便到同村的周氏聯誼會裡發揮餘熱。聯誼
會的工作瑣碎而忙碌，其中最主要的一項
便是為貧困學子籌措學雜費，以讓這些
「寒門學子」能順利完成學業。
2012年8月，聯誼會正準備對一批剛考

上大學的貧困學子進行捐資。看着名冊上
長長的名單，周興雲心裡很不是滋味。
「我一生清貧，父親早逝，母親帶着我過
得很苦，也沒讀過什麼書，所以我更能體
會想要讀書卻沒有條件的那種痛苦。」於
是，除了聯誼會的資助外，周興雲暗自決
定拿出自己的退休金，從名單中挑選部分
貧困大學生額外進行資助。
彼時，周興雲每月領到手的退休金才

1,000多元（人民幣，下同），這個1,000
元、那個800元，這位依靠退休金生活的
老人幾乎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積蓄資助困難
大學生。「我既不抽煙也不喝酒，平時在
我們這個小地方生活花不了幾個錢，退休

金除去基本開支還能有結餘，這些錢要是
能幫到人不是花得更有價值嗎？」周興雲
說道。

翻山越嶺家訪 了解學生苦況
在周興雲房間的小桌子上，密密麻麻地

擺滿了各種資料和檔案袋，其中一個牛皮
紙信封上工整地記着受助學生的資料。原
來，周興雲會親自到每一個貧困大學生家
裡走訪，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7年來，
老人足跡遍佈當地22個鎮、278個村。
「每一個孩子的家裡我都去看過，確實很
貧困，讓人心酸。」周興雲皺着眉頭說。
近的地方周興雲自己一個人蹬上單車就

去了，遠的地方他就拿上一瓶水一個麵包
搭鄉村巴士去。不少學生的家都在「桂南
第一高峰」大容山腳下，汽車難以走過那
曲折蜿蜒的山路，只能靠雙腳走上去，這
些路對於腿腳好的年輕人來說尚不好走，
對一個年近80歲的老人來說更是困難。周
永池是周興雲資助的學生之一，她如今依
然清晰記得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那年，周
興雲老人和她一起回家拜訪時的情景。U
形曲折的山路單車騎不上去，周興雲便推
着單車和周永池一道從山腳走了2個小時
才到家中。
有時候周興雲到學生家中亦不敢久留，

「回程的末班車下午5點就開了，不快點
下山就沒辦法回家。」周興雲解釋道。大
家心疼老人，勸他不要太辛苦，但是周興
雲說，這些學生猶如自己的子女一樣，看
他們家境貧困的樣子太讓人心疼了，「路
就算再難走我也要走過去啊！」

在湖北武漢上大學的周永池有一位沒有血緣

關係的「叔公」，自她上大學開始便默默給她

寄錢，這位如名著《長腿叔叔》男主角一樣慷

慨助學的叔公，便是生活在廣西北流市的79歲

老人周興雲。周興雲退休後節衣縮食，將省下

來的錢及自己的積蓄都用來資助像周永池這樣

的貧困大學生，這善舉至今已有42名「寒門學

子」受惠，圓了大學夢。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學子承衣缽 組團扶貧家

捐資不求回報
唯盼學生成才

寧可白走一趟 不願錯過一人

■周永池幸
得周興雲相
助，得以一
圓大學夢。
香港文匯報
廣西傳真

■■周興雲的房周興雲的房
間內堆滿了各間內堆滿了各
種資料種資料、、檔案檔案
袋和舊報紙袋和舊報紙。。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萍記者曾萍 攝攝

■■ 周興雲與受助學子情同周興雲與受助學子情同
親子親子。。 北流市宣傳部供圖北流市宣傳部供圖

■■牛皮紙信封上工整地記着受助學生的資料牛皮紙信封上工整地記着受助學生的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周興雲特地將周興雲特地將
學生們的短信打學生們的短信打
印成照片留念印成照片留念。。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萍記者曾萍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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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興雲獲頒周興雲獲頒「「廣西公民廣西公民
楷模新聞人物楷模新聞人物」」的稱號的稱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