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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正確認識中國歷史

及國情，傳統愛國學校培僑中學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

際，結合校史及中國近代史，向

學生講解中國共產黨如何帶領國

家走向繁榮昌盛，學校如何在港

英時期掙扎求存，體現出中國人

堅 毅 不 屈 的 精 神 。 時 光 回 到

1949 年 10 月 1日新中國誕生，

培僑成為香港第一批升起五星紅

旗的學校之一；之後每年10月1

日，培僑都有國慶活動。而升起

五星紅旗，卻是當時港英當局所

不容的「政治表態」，但是該校

無懼打壓，不言放棄，懸掛在校

內的五星紅旗依然迎風招展。在

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百年之際，

多位培僑老校友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不約而同表示，

學 校 經 歷 千 辛 萬 苦 才 走 到 今

天，看着母校堅持推動愛國教

育，培育人才為香

港、國家作出貢獻，

為此感到自豪。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詹漢基掃碼看片

校長校友聚首回顧奮鬥史：無懼港英打壓推愛國教育

●伍煥傑表示，培僑一直以培育愛國人才為己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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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維修一腳踢 昔日勞動苦也甜

同窗木屋焚毀 師生速幫重建

走進培僑中學的校史室，一張張歷史
照片，展示着該校校舍的變遷及歷

代校長的辦學成果。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
講述，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學
校舉行升國旗儀式，時任校長演講時提
到「這面紅旗也染有我們培僑師生的鮮
血」，講詞激動人心。此後，每年國慶，
學校都非常重視，都舉辦升國旗、唱國歌
等國慶活動。縱使當年港英當局對愛國學
校百般打壓，培僑一直以培育國家人才為
己任、推動愛國精神為辦學方針。
在1958年，有人在學校圖書館搜獲南

洋僑領陳嘉庚所著的《南僑回憶錄》、中
共領導人劉少奇所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
養》等書籍，第二任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
因而遭港英當局無理遞解出境。就讀培僑
小學的老校友顏尊廉近日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憶述，「當時校舍氣氛凝重、緊張，全
校均瀰漫着對港英當局的極度不滿情
緒。」

畢業生曾被拒投考公僕警察
另一名老校友、培僑中學校友會監事長
陳恆近日亦憶及，當年由於港英當局忌諱
愛國學校的號召力，原定於同年舉行的
「十校運動會」，港英當局亦透過大氣電
波進行全港廣播，要求禁止運動會舉行。
伍煥傑亦指，當年港英當局甚至拒絕培僑
中學的畢業生報考公務員、警察，「可見
當時愛國學校面臨的壓力何其巨大。」
談起這段歷史，培僑教育機構發展總監
周世耀感慨良多。他在1963年入讀培僑
中學中一，中五畢業後留校做小賣部職
員，後因學校擴展，會考成績優異的他被
派往培僑在上水創辦的「分教處」擔任教
師，其後出任校長秘書、培僑的行政總監
等多項職務。

捱過收生寒冬 轉直資壯規模
隨着辦學口碑愈來愈好，培僑陸續開辦
不同分校。但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學生
人數急轉直下，令學校收入步入寒冬。周
世耀指，當時港英當局推行免費教育，不
少學校成為津校，但愛國學校被排斥，無
法轉為津校，「那個時候，很多家長都認
同我們的教育理念，但卻因為要交學費，
唯有轉校。」學生下跌導致學校規模萎
縮，教師只能收取他校教師三分一、甚至
是四分一的薪水，「當時仍留在培僑教
書，真的要非常認同學校的辦學理念。」
周世耀表示，自從《中英聯合聲明》於
1984年12月簽訂後，香港的前途逐漸變
得明朗。1991年9月，培僑中學獲政府批
准成為首批直資學校，是創校四十多年來
首次獲得政府資助。尤其是香港在1997
年7月1日回歸祖國後，培僑教育機構逐
漸擴大規模，在小西灣開辦了培僑小學、
沙田大圍「一條龍」的培僑書院、培僑國
際幼稚園暨幼兒園等，「如今培僑的大家
庭正不停壯大，為培育愛國愛港人才繼續
努力。」

教導學生愛國、成為好公民，
是學校應有之責。自港英時代建
校至今，培僑中學一直秉持愛國
的精神及理念培育學生。除了升
國旗、奏唱國歌等儀式，該校亦
在課堂內外加入介紹中國共產黨
歷史的知識，讓學生了解中國共
產黨為建立新中國及為國家發展
付出的血汗，作為愛國教育的其
中一個環節。
「培僑中學一直堅守『培才
思報國』的教學理念，希望學
生立報國之志，實踐報國之
行。」現任校長伍煥傑這樣介
紹學校的辦學理念。他認為，
中國發展能取得矚目成就，點
點滴滴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
貢獻，「由帶領中國走向小康
社會，以及近期的抗疫工作，
可見只要人民出現困難，中國
共產黨都會站在國家最前線，
堅持為人民服務。」

「黨史都不知，怎貢獻國家？」
為了讓學生全面認識國家，中
國共產黨歷史更是不可或缺的元
素。伍煥傑表示，在初中中史科
會介紹與中共相關的歷史事件，
「如果連國家的執政黨歷史都不
知道，又如何貢獻國家、往內地
發展呢？」

辦軍訓活動教國防知識
正正由於學校發展與國家命運

緊密相連，校方每年亦會為中一
新生及插班生舉行「校史課」，
讓學生從展板、珍貴藏品中，了
解國家發展對學校帶來的影響。
伍煥傑又指，學校每年均會為中
一學生舉行軍訓活動，讓他們體
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生活，學習
國防知識，作為國家安全教育的
一部分。此外，學校亦會安排高
年級學生參加各個省市的歷史文
化之旅、粵港澳大灣區考察活動
等，讓學生認識國家歷史文化及
現行政策。
現時香港社會政治環境複雜，

被問到會否影響學校推展國情教
育的步伐時，伍煥傑認為，隨着
香港國安法實施，教育局不斷完
善有關課程及支援，相信資源會
愈來愈多，有利學校進行國情教
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現代生活環境優渥，一般學校的設施比起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已是「一應俱全」，故現時的學生根本
就不太需要參與校園勞作。培僑中學兩位老校友近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當年念書時除了清
潔、除草等工作，更需要負責為校園維修、電器安
裝及維修，「落手落腳」為校園及師生服務，故對
母校特別有感情。
培僑中學校友會監事長陳恆回想起當年的「體力

活」時，沒有半點怨言，反而覺得這是學校給予他
鍛煉的機會，「學校除了教我們愛國，更教會我們
熱愛勞動！」他表示，當年學校設有「值周班」，
由高年級學生帶領低年級學生打掃學校一周，還要
到學校的廚房幫忙洗菜、校園拔除雜草，過程中甚
至捉到不少蛇，因此當年的科學實驗室中有不少蛇
的標本。

老校友難忘校園捉蛇
從前娛樂不多，學校的課餘活動自然成為同學們

的「生活調劑」。當年培僑中學每個周六都舉辦課
外活動，陳恆在高中時期加入了學校的「電工
組」，「我們會負責全校的電器維修、保養；那時
候學生要做廣播操，學校的廣播系統、中央擴音器
等也是我們負責安裝的！」另外，校舍裝修、籃球
場的修繕工程，學生亦有份參與。
另一位老校友顏尊廉，當年參與了「戲劇組」，他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當年扮演舞台劇中的監官，也有過
「蝦碌」場景；而當年劇組的燈光都是由「電工組」
同學負責，學生之間合作無間。由於社會普遍認為學
生操作、維修電器較為危險，現時的學生已經無法體
驗到從前校園勞作的樂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舊生對母校的歸屬感可謂千金難求，近日受訪的
培僑中學校友均對學校有着深厚感情，他們分享了
培僑很多師生的小故事：有校長主動為丟失錢包的
學生代繳學費；有教師捐出全部薪水做助學金；當
學生的家遭遇火災，師生一同為他建起新房子……
幾十年過去，師生情誼，永留心間。

敬佩恩師慷慨 母校歸屬感強
說起學校的往事，老校友們表現興奮。培僑中學

校友會監事長陳恆談起當年的老師，自然流露出一
份敬佩之情。他指當年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教師都是
「天之驕子」，但在培僑教書的工資遠遠比不上外
面的人工，「當年有一名叫陳靄雲的普通話老師，

她當年的家境較好，毅然將自己的工資全數捐出，
當作是學生的助學金。」
陳恆又憶述一名師兄的故事，當年師兄因顧着打

籃球，丟失了裝有學費的袋子。當時培僑中學校長
杜伯奎見到小伙子垂頭喪氣，深知學費對於他的家
庭來說是一大負擔，二話不說為對方繳交學費。杜
校長對於學生的關愛與信任，令人感動。
除了校長、教師對學生的鼎力相助，陳恆亦提及

同學之間互相幫忙的情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許
多人住木屋，當時有個師弟的家被大火燒掉，我們
師生自發到處找木材、鐵皮等，為他砌一間全新的
木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周世耀陪伴培僑走過多個寒暑，至今仍為
培僑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顏 尊 廉
（右）及陳恆
（左）分享在
培僑念書的
往事。圖為
培僑的朗園
舊 校 舍 模
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培僑中學已積極與
內地交流。圖為師生參觀位於廣州的製衣
廠。 受訪者供圖

●上世紀七十年代，培僑中學慶祝30周年校慶。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