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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個世紀的香港，曾有人為愛國工作流
血犧牲、身陷囹圄，如今是香港回歸祖

國的和平年代，卻有人因愛國而承受非議甚
或遭遇暴力。香港就有一批忠心耿耿愛國
者，他們的愛國不帶任何名利關係，高尚情
操令人尊敬。

周氏家訓：不愛國的不要回家
二戰後在港成立愛國學校「大同學校」
的周捷君校長伉儷的六個兒女周月梅、兆
東、兆康、兆西、兆強、月齡，幼承庭訓孕
育出愛國熱忱，六兄弟姊妹都是愛國者，他
們的兒女同樣愛國，成為三代愛國的家庭。
月齡說：「我們是紅二代，大哥對我們的兒
女講得很清楚，不愛國的不要回家，愛國是
底線，否則斷絕父子關係。而慶幸我們的第
三代都很明白和至今仍願意守住愛國的底
線。所以我們很自豪講我們是『紅三
代』！」
他們堅定不移愛國，是明白香港的命運
與祖國息息相關，相信當每個人都做些力所
能及的小事，聚沙成塔，國家和香港便會日
益強大起來，這樣的信念使他們無論順境逆
境始終堅持初心，默默播撒愛國的種子，永
不言悔。

習主席令民族的凝聚力提升
幾十年來，兄妹幾人眼見國家持續發

展，中間雖遇到過困難和波折，但幾人的愛
國心始終堅定不移，相信國家一定會變得更
好。他們明白，國家有着關心和支持香港的
長期政策，當香港遇到困難時國家總會伸出
援手，而近年國家經濟的發展、面貌的改變
以及社會的進步無疑給了他們更大的信心。
大哥周兆東對軍事頗有興趣，每逢閱兵
和航展都不會錯過。他認為，習近平主席上
任之後，民族的凝聚力顯著提升，有效的反
貪反腐工作贏得民心，使得整體國力增強。
周兆西贊同這種觀點，表示習近平主席的胸
懷，極具決心的處事作風頗有成效，並提出
「民心向國，則萬事可成」的看法。
而周兆強更清楚記得，因工作需要，自
己從1981年11月開始便頻繁去內地出差，
至今穿梭內地各城市已近40年。他親眼看
到且親身體驗到內地的交通和通訊的變化和
發展，同樣變化巨大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社
會的文明風氣。他聽過有家長縱容小朋友隨
地便溺的故事，也經歷過有人在一個多小時

的車程中讓座給自己，他舉例道：「為什麼
我們看不到內地進步的地方呢？我在內地經
常開車，三年前在廣深高速經歷撞車，大概
半個鐘所有的保險公司都來到現場，交警讓
所有還能行駛的車開下高速停到路邊，想像
中的爭拗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和我們相
撞的私家車損毀了半個車頭，年輕司機下車
第一件事是衝過來看我們這邊有沒有人受
傷，再幫自己那邊的傷者繳付醫院按金。」
他同樣曾因過往內地城市部分貪污腐化而痛
心疾首，眼見習近平主席上任後的城鄉巨
變，並沒有因嚴厲整頓造成任何的經濟衰
退，反而城市面貌變得更為乾淨企理，繼而
走上正軌。

守住愛國不「攞着數」底線
自小成長於愛國家庭，周兆康對愛國工

會有着天然的親近，從學校畢業後，17歲
的周兆康毅然加入了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
會，服務工友40餘年，現任工會秘書長。
他認同鄧小平先生當年提出的愛國者的標
準——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
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
和穩定。而在這樣的標準下，香港大多數民
眾都是愛國的，這種愛國可以表現在很多方
面，例如中國女排來港擁躉眾多，奧運會獲
得金牌全城歡騰……但也是這批人，今天
慶祝完畢可能明天又去參加遊行，為什麼會
出現這種情況？他將其歸咎為大部分香港市
民對內地並不了解，在包括部分傳媒在內的
反對派的煽動和影響下，更易對內地產生偏
見。
在這種情況下，周兆康從正反兩方面為
愛國工作出謀劃策，他提出，要做愛國工
作，首先要做一個好人，要讓群眾感受到你
是一個好人，而不是一個只為搵食或升官發
達的人，不是以愛國工作為踏板而「攞着
數」的人，這是要守住的底線。當然，愛國
工作與搵食並非對立，重要的是分清楚孰輕
孰重。「愛國不是講道理，而是用行動去感
染人，解釋香港和內地密不可分的關係，用
無數事實來證明，沒有國家的發展也就沒有
香港的前途。另一方面，要讓人明白，受反
對派影響、與反對派共事是無運行的，更是
損害自己利益的行為。只有這樣，逐個人，
逐批人地做愛國工作，才有機會逐步改變香
港的政治生態。這不是短短幾年可以做到
的，但是必須要做。」他說。

當年周捷君、呂儀和夫婦二戰後
在港成立愛國學校「大同學校」，耗
盡積蓄，以校為家，默默奉獻，將愛國的
種子潛移默化通過教育傳播。據周兆強憶述，早
在上個世紀60年代，父母已成立了大同學校家
長教師聯誼會，組織內地參觀考察團，用這種方
式傳播的愛國思想，已根深蒂固印在大同學校每
位教師和校友的腦海裡，不可動搖。當2000年
「石聯大同學校」校舍落成當日，香港大同學校
舊生與老職工250餘人同赴典禮，周捷君校長伉
儷的人格感染力，可見一斑。
「我媽媽喜歡着旗袍，有時會帶着我們與一些

中立學校的校長太太飲茶食飯，通過這種方式將
祖國的訊息滲透給她們。身邊的人都知道她是愛
國學校的校長，未必會主動與她親近，她會靠人
格感動這些人，也會在生活和家庭上幫助她們。
慢慢地，這群人認同了我媽媽，也認同了國家的
概念。」他說。
周捷君校長伉儷那般不為名利，身體力行傳

播愛國思想，無私奉獻開展愛國教育的人，當年
還有很多，而他們所播下的種子，也由上世紀一
直影響到今時今日。但周兆強直言，現時香港的
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卻流於表面，淪為「形象工
程」，甚至有些愛國學校中的教師也是「黃
絲」。他認為，真正的愛國工作應如二哥周兆康
般，在工會默默服務40餘年，以群眾為基礎從
事愛國工作；或如小妹周月齡般，用自己的實際
行動影響身邊的學生們。「中國日益強大，影響
到香港的愛國人士愈來愈多，作為愛國學校，更
應光明正大教學生愛國。但香港本地的愛國主義
教育卻是遠遠不夠的。」

展示中國的優秀 感染「港獨黃絲」
曾為中學教師的周月齡接觸的圈子更複雜，身邊不乏年輕的

「港獨」和「黃絲」。她認為，用生命影響生命的前提是對教
育事業的真誠熱愛，「要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努力工作，只有
當別人尊敬自己的工作態度和質素，才會聽你的話。也要肯去
幫助別人，不能有自私自利之心，這樣才有說服力。」她坦
承，總會有些思想頑固的反對派難以教化，唯有堅守自己的底
線，將愛國及支持中央政府的堅定立場展示給身邊的每一個
人。
「的確有學生會大聲說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我的應

對方法是不與他們正面交鋒，而是在課堂上反覆強調中國各方
面的優秀之處，講多幾堂他們便不敢再出聲。」這便是潛移默
化的力量。
她猶記得曾與同事一起接受訪問，談及如何拓闊學生的眼界，

同事稱正與美國領事館聯絡，爭取參觀訪問的機會，「我感到很
氣憤，第一反應是：為什麼一定要去美國？為什麼我們的學生不
會首選去內地交流？」她隨即分享了自己近幾年在內地的經歷，
認為若學生去內地交流，了解國情之餘亦會收穫感動。
周月齡的經歷引發反思——當教育工作者都不熱愛自己的祖
國，愛國教育又該如何進行？而愛國教育不足夠的惡果，在今
時今日的年輕人身上，逐漸顯現了出來。
她自己身體力行傳播愛國種子，就在上周六她藉自己的生日

請來16席親朋好友、學生，席間播放《大同》電影和分享自己
去了內地45個城市60個地方的感受，唱了《長江之歌》，成
為一堂輕鬆的愛國教育課，事後有個學生對她說：「老師，聽
完妳講我更加愛國！」她深感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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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周捷君、呂儀和夫婦二戰後在港成立愛國學校
「大同學校」，耗盡積蓄，以校為家，默默奉獻，將愛
國的種子潛移默化通過教育傳播。據周兆強憶述，早在
上個世紀60年代，父母已成立了大同學校家長教師聯
誼會，組織內地參觀考察團，用這種方式傳播的愛國思
想，已根深蒂固印在大同學校每位教師和校友的腦海
裡，不可動搖。當2000年「石聯大同學校」校舍落成
當日，香港大同學校舊生與老職工250餘人同赴典禮，
周捷君校長伉儷的人格感染力，可見一斑。
「我媽媽喜歡着旗袍，有時會帶着我們與一些中立學

校的校長太太飲茶食飯，通過這種方式將祖國的訊息滲
透給她們。身邊的人都知道她是愛國學校的校長，未必
會主動與她親近，她會靠人格感動這些人，也會在生活
和家庭上幫助她們。慢慢地，這群人認同了我媽媽，也
認同了國家的概念。」他說。
周捷君校長伉儷那般不為名利，身體力行傳播愛國

思想，無私奉獻開展愛國教育的人，當年還有很多，而
他們所播下的種子，也由上世紀一直影響到今時今日。
但周兆強直言，現時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卻流於表
面，淪為「形象工程」，甚至有些愛國學校中的教師也
是「黃絲」。他認為，真正的愛國工作應如二哥周兆康
般，在工會默默服務40餘年，以群眾為基礎從事愛國
工作；或如小妹周月齡般，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身邊
的學生們。「中國日益強大，影響到香港的愛國人士愈
來愈多，作為愛國學校，更應光明正大教學生愛國。但
香港本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卻是遠遠不夠的。」

展示中國的優秀感染「港獨黃絲」
曾為中學教師的周月齡接觸的圈子更複雜，身邊不乏

年輕的「港獨」和「黃絲」。她認為，用生命影響生命
的前提是對教育事業的真誠熱愛，「要在自己的專業範
圍內努力工作，只有當別人尊敬自己的工作態度和質
素，才會聽你的話。也要肯去幫助別人，不能有自私自
利之心，這樣才有說服力。」她坦承，總會有些思想頑
固的反對派難以教化，唯有堅守自己的底線，將愛國及
支持中央政府的堅定立場展示給身邊的每一個人。
「的確有學生會大聲說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
我的應對方法是不與他們正面交鋒，而是在課堂上反覆
強調中國各方面的優秀之處，講多幾堂他們便不敢再出
聲。」這便是潛移默化的力量。
她猶記得曾與同事一起接受訪問，談及如何拓闊學生
的眼界，同事稱正與美國領事館聯絡，爭取參觀訪問的
機會，「我感到很氣憤，第一反應是：為什麼一定要去
美國？為什麼我們的學生不會首選去內地交流？」她隨
即分享了自己近幾年在內地的經歷，認為若學生去內地
交流，了解國情之餘亦會收穫感動。
周月齡的經歷引發反思——當教育工作者都不熱愛自

己的祖國，愛國教育又該如何進行？而愛國教育不足夠
的惡果，在今時今日的年輕人身上，逐漸顯現了出來。
她自己身體力行傳播愛國種子，就在上周六她藉自

己的生日請來１6席親朋好友學生，席間播放《大同》
電影和分享自己去了內地45個城市60個地方的感受，
唱了《長江之歌》，是一個輕鬆的愛國教育，事後有個
學生對她說：「老師，聽完妳講我更加愛國！」她深感
安慰。

在任何國家，國民愛自己的國家是很正常的，在經過英國管治的香港，

奉行資本主義制度氛圍下，公開說愛國竟是需要很大勇氣，能堅持愛國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香港，有人打着愛國的旗號名利雙收，也有人為愛

國工作默默奉獻卻被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今年是新中國建國70周年，

記者找到二戰後開始孕育出來的愛國家庭，愛國學校「大同學校」周捷君

校長的後代，周家五兄妹兆東、兆康、兆西、兆強、月齡，五人齊聚談談

他們的愛國心路歷程。

「有不了解的人聽到我們在做愛國工作，誤以為我們很有錢；而了解的

人聽到之後，會明白我們的辛苦。但與父母和前輩們所做的犧牲相比，我

們的條件已經好了太多。」幾兄妹帶笑說道；笑着，笑着，淚濕了眼眶，

感情複雜感慨萬千。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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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講述周捷君、呂儀和夫婦在香港創辦愛國大同
學校的微電影《大同》，獲得中央電視台「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主題微電影徵集展示活動」優秀作品一等獎，也感
動了不少觀眾。兩年後，這部極具愛國教育正面意義的微
電影卻幾乎在香港銷聲匿跡，令周月齡深感遺憾。她激動
地表示：「《大同》作為愛國正面教材，理應在政府支持
下推至學校播放，但教聯甚至幾間知名的愛國學校，卻對
其無甚反應。只是播放一套電影，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
在香港卻做不到，我們還能說香港有在重視愛國主義教育
嗎？」
「反而我們乘坐從甘肅到新疆的高鐵，發現正在循環播

放這套電影，從去年11月直到今時今日。就算一列車只有
十分之一的乘客會觀看，從中感受到我們的正能量，也是
好的。」周兆強如是說。

盼《大同》作為愛國正面教材

■■五兄妹的愛國路走得堅定五兄妹的愛國路走得堅定。。

■■周家第三代
都是愛國愛港
的好青年。

■■《《大同大同》》微電影劇照微電影劇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石聯大同學校是兄妹六人對父母精神的傳承石聯大同學校是兄妹六人對父母精神的傳承。。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19491949年年1010月月，，
大同學校掛起五星大同學校掛起五星
紅旗紅旗。。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周捷君校長夫周捷君校長夫婦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