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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紅是石聯大同學校的現任校
長，也是在校任教時間最長的

老師。在這所學校任職的22年間，她
見證了周氏六兄妹的愛心如同種子一
般，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生根發芽，
開出了感恩與希望之花。

號召港友捐款助校擴建
劉新紅記得，2014年是石聯大同學

校發展的關鍵期。彼時學校僅有2棟教
學樓，其中一棟為教師宿舍。教學空間
不足，設備老舊跟不上時代發展，學校
亟需籌資更新擴建。「當時資金缺口高
達40多萬元人民幣，這對於任何一所
鄉村學校來說，都是不小的數目。那會
周氏六兄妹其實也沒錢了，但為了能讓
學校繼續發展下去，他們一家人在香港
四處號召朋友捐款。」短短幾個月，這
筆資金就到位，不僅建成了一棟新的教
學樓，還為每個課室增設電教平台，新
建了電腦室、圖書室以及一條嶄新的
70米塑膠跑道。劉新紅說，「從他們
頻繁往返於香港和清遠，我能感受到這
個過程一定很不容易。」

「五心」感動師生成就自己
劉新紅用「五心」來概括六兄妹的
高尚品格：忠心於祖國的教育事業，
孝心於繼承父母的遺志，善心於持續
不斷地幫助山區孩子，恒心於25年風
雨無阻的學校探訪，真心於從不求回
報默默奉獻。「他們每年都會來學校
兩次，一次是開學，一次是春節前請
老師們吃團圓飯。即使疫情期間也沒
有缺席過，家住中山的周兆強先生冒
着風險過來。」
劉新紅坦言，縣裏很多更好的
學校曾向她拋橄欖枝，但她
始終堅定地選擇在石聯大
同學校任教。「每當我
遇到困難，感覺壓力很
大的時候，就會想到他

們。他們年事已高，仍對教育充滿熱
誠，我還那麼年輕，有什麼理由不堅持
下去呢？」劉新紅感慨道，從事教育最
大的成就感，是源於學生們在自己和周
氏一家的感召之下努力學習，成為社會
棟樑並學會感恩。

教育意義在於品格塑造
「我們是一所鄉村學校，但很多孩
子考上了大學，有的當了醫生、律
師、公務員等等，我深感欣慰。」提
起學生們的成就，劉新紅的眼中閃爍
着驕傲。她說，孩子們經常回校看望
她，給她帶一些小驚喜。有一次咳嗽
不止，有的學生給她送來藥物，有的
為她親手熬製草藥。這些點滴被她用
文字記錄下來，「看到他們學會了感
恩，讓我堅信，教育的意義遠不止於
知識的傳授，更在於品格的塑造。」
25年間，數千名鄉村孩子從這裏走
向大城市，在不同崗位上發光發熱。
周兆康笑稱，他們從未想過回報，只

期待這所學校能繼續為內地的鄉
村教育、基礎教育，包括香
港的愛國主義教育事業發
揮積極作用。「我的願
望就更簡單了，我希望
每年都回來這裏參加他
們的開學禮，從他們的
笑臉我覺得人生充滿希
望。」周月齡說。

對於石聯大同學校2002屆
學生鄭舒婷和鄭偉敏而言，
這所學校不僅承載了童年的
歡笑與淚水，更是人生啟航
的地方。

提起小學時光便快樂
「我們學校地處偏遠山村，因為周氏

一家的慷慨捐資煥然一新。」鄭舒婷
說，年幼時，在她的心裏，小學就是最
美的。「讀大學以後，我經常會和身邊
的人介紹我的小學，提起那些時光，我
的心中便充滿了快樂。」
鄭舒婷說，至今難忘與周氏六兄妹共
度的快樂時光，「當時他們每次來我都
會很開心，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小禮物，
比如巧克力、印有香港紫荊花的白色襯
衣、新的文具盒和本子等，還會和我們
一起玩遊戲。」鄭舒婷說曾收到一條橙
色的薄絨圍巾，上面印有Snoopy圖案。
「這條圍巾平時不捨得佩戴，只有在過
年穿新衣服的時候才拿出來戴上拍個
照，然後趕緊收入衣櫃。它是我非常珍
惜的東西，至今都收藏着。」

不自覺效仿周氏助人
在石聯大同學校的校史室裏，展示着
一封鄭偉敏寫給周氏六兄妹的信件。
「我有去過香港，並且嘗試尋找您們。

我和我的閨蜜（鄭舒婷）一起走在香港
旺角的街上，以為會出現像天使般的您
們，可是沒有。我找您們，並沒有什麼
大事，只是想當面問問：感謝您們，您
們還好嗎？對不起，讀了7年小學，遲
來了8年的信，對不起。」這封信，如
同一張穿越時空的船票，不僅觸動了周
氏六兄妹的心，也溫暖了每一個到校史
室參觀的人。
鄭偉敏還說，大二那年，就讀商務英
語專業的她勤工儉學，利用課餘時間在
課外託管班做兼職老師，每每見到窮孩
子買不起文具，就默默掏出零花錢給他
們購置。鄭偉敏意識到，自己正在不自
覺地效仿周氏六兄妹的行為，而且這個
過程也讓她感到十分快樂。

未來要帶孩子回母校
歲月流轉，鄭舒婷在電子科技大學中
山學院畢業後成為了清遠市連州市司法
局的一名公務員。她說，無論身在何
處，始終心繫母校，每當寒暑假回家，
總要回校看看，感受那份不變的情懷。
「未來我有孩子了，也會帶他來我的母
校看看涼亭和校史室，希望他能感受到
這份傳承的力量。」鄭偉敏成為了一名
教育工作者，「如果學校需要，我願意
回來做一名老師，哪怕是為學校開設課
後興趣班，我想為母校貢獻力量。」

周氏家族的故事曾在 2017 年被拍成微電影
《大同》，由六兄妹親自參演，希望以此記錄和
傳遞父母的大同理想和大愛精神，發揚愛國、團
結、堅持的理念。
周兆強介紹，微電影《大同》由珠影影視製作公
司的團隊製作，中國台灣導演林立書執導，著名攝
影指導楊軍加盟。該片講述香港愛國學校大同學校
的創辦人——周捷君、呂儀和夫婦去世後，其子女
商量遺產分配問題，一名大同學校的舊生突然前來
拜祭，帶來一組記錄了大同學校教學生活的幻燈
片。子女們重溫父母在港籌辦愛國學校的感人事跡
後，決定用父母留下的遺產在內地重建大同學校。

影片中出現的周家人自製國旗、幻燈片中放映
的老照片、大同學校的作業本等道具，都是從當
年珍藏至今的實物，目前被保存在石聯大同學校
的校史室裏。
微電影播出後，在香港和內地反響熱烈，多所
小學組織了觀影活動，同時在中宣部組織開展的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題微電影徵集展示活動中
脫穎而出，榮獲30分鐘優秀作品一等獎。
「愛國、團結、堅持……我們希望通過這部電
影記錄和傳遞父母親的大同理想和大愛精神。」
周兆強希望，這部頗有教育意義的片子能成為香
港愛國教育的教材。

對香港周氏六兄妹的採訪，是我過去10年新

聞生涯中最觸動人心的篇章之一。很訝異，也

很欽佩，一個普通的香港家庭，兄弟姐妹可以如此團結，共同堅守

一項無私奉獻的事業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

他們非出身名門，亦非腰纏萬貫，卻有一顆熱辣滾燙的愛心。面

對父母離世後留下的有限遺產，毅然做出一個令人動容的決定——

全部捐出，用於內地鄉村小學建設，為孩子們點亮希望之光。二十

五載光陰，對許多人而言，是歲月的流逝、生活的變遷。但對於周

氏六兄妹而言，卻是一段用汗水與愛心鋪就的非凡旅程。他們不僅

傾其所有，還積極動員身邊的港人朋友共襄善舉，讓這份愛的火種

延續下去。

每年，風雨無阻，他們都會踏上那條通往學校的道路。從轎車都

開不進的泥濘之路，到現在道路整潔，周邊樓房林立。環境在變

化，政策在更迭，教育亦在不斷發展，不變的是持之以恒的善舉，

為孩子們帶來物質幫助，更在他們的心靈裏注入溫暖與力量。

明年是這所學校建成第25周年，很想喊上有心之人一起去走走。

在那裏，大家會看到「傳承」「愛國」「孝道」「團結」等品格，

在這個時代裏美好的樣子。

記者手記

當美德照進現實 美好觸動人心

事跡拍成微電影 弘揚大同和大愛

穿越時空的謝意
傳承回饋的情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之日，位

於香港港島西灣街22號的大同學校裏升起

了一面五星紅旗。今年10月，開學禮上，

這面紅旗在廣東省清遠市佛岡縣的石聯大同學校內再次冉冉升起。

望着75年後依舊色彩鮮艷的紅旗，港人周氏一家眼中充滿了堅定和

懷念。從1999年用父母遺產捐建這所山村小學至今，25年間，周氏

六兄妹風雨無阻每年前往探訪兩三次，或參加升學典禮，或與老師

們共享團圓飯，或解決一些難以為外人言的困難。

2014年，香港文匯報曾報道過他們建村校圓母報國心願的故事。

時隔10年，再次回訪，周氏六兄妹髮絲日漸斑白，步履愈加蹣跚，

但不變的是篤定如初的助學信念。望着在嶄新塑膠跑道上奔跑的孩

子們，周兆康感慨道：「25年好多情況會發生變化，

但於我們而言，不管遇到再多困難，都會想盡辦法將

學校辦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清遠報道

▲2014年7月9日，香港文匯報A14版報道周氏六兄妹建村校圓母報國心願的故事。

●每年周氏一家都親自給學生頒發獎學金。 受訪者供圖

▲周氏六兄妹在石聯大同學校的紀念亭合照。 受訪者供圖

▲周捷君、呂儀和夫婦
受訪者供圖

●石聯大同學校學生所舉的五星紅
旗，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日在香
港大同學校升起的同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攝

●2002屆學生鄭偉敏參加開學典禮的舊照。
受訪者供圖

●2002屆學生鄭偉敏(左)和鄭舒婷
畢後業分別當上教育工作者和公務
員。 受訪者供圖

●鄭偉敏保留周
氏 贈 送 的 鉛 筆
盒。 受訪者供圖

●周氏家族在清遠捐建的石聯大同學校至今已走過25年。圖為高年
級學生在上語文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攝

▶石聯大同學校現任校
長劉新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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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聯大同學校目前共有3棟教學樓。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