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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中學學生陳開元表示，自己的學校常常組
織愛國教育活動，包括演講比賽、作文寫作、視
頻拍攝、研學交流等，激發學生對國家的熱愛與
自豪感。通過這些活動，他們不僅學會了如何表
達愛國情懷，更在潛移默化中加深了對國家歷
史、文化和現狀的理解。此外，陳開元說，學校
邀請的社會各界名人來校交流活動，如太空人陳
冬講述航天經歷、百米飛人蘇炳添分享體育精神
等，讓他近距離接觸到了國家的傑出代表，也激
發了他對科技、體育等領域的濃厚興趣。
愛國教育活動更讓陳開元明確了自己的職業規
劃，「原本我對未來的方向不怎麼明朗，但學校
的公民教育讓我們知道香港的環境、內地的環境
還有國際的環境。我知道了我們香港要成為一個
國際的科技創新中心，我們非常需要科技創新這
一個產業的人才。我參加雪龍二號以及航天的一
些課堂，讓我知道祖國現在的科技產業是蒸蒸日
上的，當然也需要我們香港有更多國際視野的人
才去加入。」於是，陳開元選修了物理和化學，
計劃將來從事科研工作，為國家的科技進步貢獻
自己的力量。
「我去過一個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地方，
叫做安源，位於江西，是東江水的源頭。」陳開
元介紹道，「香港其實是很缺乏淡水資源的，在
香港最困難的時期，祖國為了支援香港同胞們淡
水資源，就在安源修建了水源基地。為了保證這
些水質的清澈，他們甚至放棄了當地礦產的開

發，這使我非常感動。現在我們香港人可以有幸
福的生活，背後是有祖國在用心良苦地默默支
持。」飲水思源，陳開元希望更多香港學生可以
親身到內地去看一看，感受祖國的支持。
去年7月培僑中學一位學生給習主席寫信得到回

應，陳開元恰好與其同班。他表示，習主席的回
信不僅是對他們愛國情感的肯定，更是對他們未
來成長的期望和鼓舞。其中，他印象最深刻的便
是習主席在回信中勉勵香港青年要「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
厚植家國情懷、練就過硬本領，為建設美好香
港、實現民族復
興貢獻力量。這
讓陳開元深受感
動和鼓舞，也讓
他更加堅定了為
國家發展貢獻力
量的決心。
「愛國教育對

我們影響其實是
真的非常大，讓
我們可以確定一
些人生目標，讓
我們知道祖國真
正缺的少的是什
麼，真正需要的
是什麼，以及我

們作為香港人，我們有什麼優
勢，我們可以如何參與到國家的
發展之中。」陳開元說，香港青年應該具備國際
視野和愛國情懷，既要了解國際形勢，又要積極
投身國家建設，成為可堪大任的棟樑之才。

為升國旗感到自豪
「培僑中學的升旗隊很有名。」陳開元說，學

校不僅每周都會舉行升旗儀式，有時還邀請不同
學校的學生參與其中，甚至邀請過海、陸、空解
放軍到校升旗。這些活動不僅增強了學生的愛國
情感，也讓他們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和
平與發展環境。中四時，陳開元加入了
學校升旗隊，陳開元介紹，學校的升旗
隊訓練，每周至少一次，每次兩至三個
小時，不斷重複練習起步、正步等動
作，力求步伐統一、鏗鏘有力。而備戰
升旗比賽時，訓練更會加到每周兩次。
雖然過程辛苦，但他堅持了下來，因為
他深知這份熱愛和責任的重要性。他還
提到，尤其是升旗隊邀請過解放軍來校
升旗，使他親眼見證了軍人的風采和氣
勢，也讓他更加明白刻苦訓練的必要
性。他更懷着敬佩之心與其合了影：
「那個時候他們就站在我的旁邊，我看
到他們非常高大的身姿，就覺得這些解
放軍十分偉大，為保家衛國，每天都在

刻苦地訓練。」
將軍澳香島中學的樊洺辰表示，升國旗帶給自
己強烈的歸屬感：「我們學校是在1949年之後第
一批升國旗的學校，一直有升國旗的傳統。在成
都讀高中的時候，這是一個很隆重很莊嚴的事
情，來香港之後，依然能夠升起這面國旗，我覺
得心裏面還是很自豪的，因為這裏始終是我們自
己國家的領土，始終是我們熱愛的地方。」
兩年前從四川到香港就學、熱愛文學的樊洺

辰，喜歡和同學們看《艾青詩
集》，他亦希望在今後能書寫
自己的家鄉，「成都始終是我
成長的地方，所以我能夠親身
感受到當年南來作者對於祖國
的感情，是多麼迫切想回歸祖
國。離開成都之後，我會追尋
自己在故鄉的一些故事，去寫
一些鄉土文學。」樊洺辰還表
示，「愛國不是空談，是油然
而生的。香港同學會為祖國的
科技自豪，發自內心地認同祖
國的硬實力軟實力都是處於一
個國際非常前列的水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胡茜

愛國教育加深認同感
學子確定人生目標貢獻祖國

●培僑中學舉行的升國旗儀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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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齡的「圓夢」，是從「尋夢」開始的。她的父母在上
世紀四十年代便在香港創辦愛國學校「大同學校」，校

徽是地球和紅飄帶，符合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思
想」。大同學校在開學禮、畢業禮、國慶日等重大日子都會
舉行升旗儀式。父母相繼離世，卻留下了「遊歷祖國大好河
山」的願望，由周月齡一一實現。

「圓夢」之旅回報父母遺憾
從2017年起往後的兩年間，周月齡幾乎去遍了祖國的版
圖，「我媽媽是教中國地理的能手，在課堂上她就會教導我
們長江沿途是怎麼樣的，所以在我去遊歷的時候，我就決定
從四條河流——黑龍江、黃河、珠江和長江的源頭開始，一
直從上游到盡頭。」這也是母親離世之前留下的遺憾，她獨
自一人去尋根，也圓了母親的夢。
周月齡的家人受過戰亂影響，歷經了中國從動亂、成立、
改革開放直到現今，「我們全家都投身抗日，我外婆甚至鼓

勵子女上前線，這是一種很難得的大愛。」不僅如此，她的
父母更在1946年創辦了愛國大同學校，為新中國背景下的香
港培育了數代愛國人士。
周月齡的外婆當年在日本軍營裏面洗衣做飯，為的便是取

得情報，再通報東江游擊隊，「這種大愛讓她知道如果中國
百姓沒有好的生活，那我們過的就不是好生活，我們必須要
打敗日本人，才有機會擁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家人的
過往壯舉，讓她對祖國傾注了一腔熱情，她說：「如今我去
到祖國各地，我見到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美麗環境，這
就是先烈們當年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成果。」
繼往開來，她踏上祖國土地當然熱淚盈眶，但更多的是感
恩，「我很執着要將這本書宣揚出去，因為我接受的教育就
是這樣，要愛國家，愛人民，在這本書裏面我將這種愛淋漓
盡致地表達出來，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

教育的本質要從心出發
記述這一段旅程的時候，情景彷彿電影一樣反覆播映，

「寫了整整兩年，將我所到之處細細描寫出來，包括自然景
色和人文故事。」每一篇都有一個不同的主題，「例如寫南
京的時候，就將南京的歷史，與我家人記憶中的抗戰，再結
合自己所見拼湊在一起成文。」周月齡陸陸續續將見聞寫出
後，匯聚成了《圓夢——中國四大河流行》，並去到不同的
學校舉辦講座，和同學分享自己書中所載，傳達祖國之美。
有能量的人永遠年輕，儘管已經退休多年，但周月齡一直
在教育的前線，為傳授愛國文化作貢獻。去到聖士提反女校
做講座的時候，學校以「美食」為主題，將書中的內容提
煉，讓同學聽得酣暢淋漓、意猶未盡，「半年後我再去學校
代課的時候，同學都還認得我，紛紛叫嚷『蘭州牛肉麵』，
很有趣。」周月齡也認為這種方式是教育的好辦法，「此
外，我覺得省份名是很重要的，比如黃河是流經哪些省市，
讓同學們記住這些地名，而某一天他們有機會去接觸的時
候，便有一個深刻的記憶點。」

教書育人、桃李天下的周月齡，與講台結緣半生，她認為
國之榮耀與身為中華兒女的自豪是一個人必備的根基，就如
同參天大樹的長長樹根，牢牢扎根在泥土中。周家的愛國之
情並非空口白話，早在母親離世之年，他們一家六兄妹，便
將父母遺產捐出，在內地興建學校，鋪橋修路，讓愛國教育
延續。

向香港學子傳遞愛國情
周月齡忘不了祖國北方的黑土，每每提及還是眼眶含淚，
她說：「當我去到長春的時候，我坐在出租車上細細欣賞祖
國之美，忍不住對着司機感慨道『長春真的很美！』而司機
聽了我的話，也忍不住附和讚美自己的城市，說着說着竟然
流下激動的淚水。」當下，周月齡便被這質樸又濃烈的熱愛
感染，一同流下眼淚，這一幕她始終忘不了，「我作為土生
土長的香港人，是從未體會過這樣的情感，香港人無論多麼
愛這個地方，都很少如這樣表達。」她覺得，中國人雖然是
內斂的、含蓄的，但對自己祖國與故土的熱愛，卻絲毫不吝
嗇，這讓她動容。
周月齡的「圓夢家書」，記錄下來自己近些年遊歷祖國的
種種心得，為人民的幸福感所感動，也為祖國的日益富強而
驕傲，更充滿了信念和感恩，這份熱情在她的教育工作中體
現得淋漓盡致，「有國才有家，愛國的人才會有根，愛國的
人才有歸屬感，這樣我們的家才會是好的家。」她說。
書籍出版之後，周月齡認為了卻了父母在世時留下的心
願，作為一個中國人，她完成了遊歷祖國並記錄大好河山的
任務，但作為教師，她不滿足，仍然希望能夠繼續前行，將
自己對祖國的一片真心，傳遞給香港的莘莘學子，讓他們和
自己一樣，能夠親身感受到祖國的美好、盛世當前的幸福。

在教師、作者的身份之前，周月齡認為自己首先

是一個愛國者。她的愛國情，來自祖祖輩輩的流

傳，來自日積月累看着地圖的思念。一本《圓

夢——中國四大河流行》，周月齡將自己放進祖國

的板塊中，以眼睛為鏡頭，用心作為筆記，遊歷四

海山川、萬千氣象，匯成愛國的篇章。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周月齡在鴨綠江旅遊時留影。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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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情如燈塔，指引着每一代人前行的方向。適值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香港文匯報特別策劃《傳承愛國

情》系列，訪問見證祖國變化的一代愛國者，聆聽他們用實踐支持國家發展的故事。同時，採訪在幸福環境長大

的香港新一代青少年，親口述說愛國情如何在他們心中萌芽。這班未來的主人翁正以蓬勃的朝氣和堅定的信念接

過前輩手中的接力棒，續寫新篇章。這份代代相傳的愛國精神就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 」
「

掃碼睇片

●周月齡20歲時與父母周捷君、呂儀合照。

●周月齡在青海省西寧至黃河
源途中見到雪景興奮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