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篇 



《東華義學》 
與《東華屬校運動會》 



第一章 
  1949年，大批難民受國內的戰爭所影響而紛紛逃
來香港，在二次大戰後的短短三年間，香港人口由50萬
大幅提升至220萬。 

  阿榮、阿盛和阿昌三兄弟，跟隨父母一家從惠州逃
到筲箕灣的阿公岩。 

  「嘩！『童子尿』一發，保你平安無『邋遢』。」
阿昌說。 

  「『童子尿』一出，找蛇蜈蚣無命衝。」阿盛和應
着說。 

 



第一章 
  「『童子尿』來啦！」大哥阿榮把發射的童子尿
向着兩個弟弟掃射過去，二人還沒有趕得及回手之際，
媽媽的「籐條」已橫掃過來，三人連忙抽起褲襠，向山
邊跑去。 

  媽媽邊罵邊追過去。然而，三個小鬼正是精力旺盛
的少年，媽媽又豈是他們的對手？ 

  「呼！幸好跑得快，不然，又來一頓『籐條炆豬肉』
了！」三弟阿昌慶幸地說。「要不是大哥說比賽發射
『童子尿』，我們又怎會把尿射到爸爸的褲子上，害媽
媽看見，跑來追打我們？」三弟續說。 



第一章 
  「大哥，這回怎麼辦？阿爸今天不用去石礦場打
石，正好在家休息，如我們現在回去，定給阿爸打死
的。」阿盛苦着臉向大哥求救說。 

  大哥沒理會他倆的話，獨個兒玩弄着剛拔出來的
野草。忽然抬起頭來，說：「快天黑了，我們三人到
墳場玩，好嗎？」 

  阿昌嚇得腿也軟了，阿盛沒發一言，大哥卻哈哈
大笑起來：「嚇你們的，今晚我們回不去了，就跑去
二叔公的屋頂上睡一夜吧！」「來，走！」大哥拉着
兩兄弟的手，偷偷地踩上二叔公的屋頂，因為那破舊
的屋頂，正好有一凹陷處可藏得住三兄弟。 



第一章 
  天已黑了，四妹跟着媽媽站在門口看，大姐
阿麗在做飯，阿爸抱着六弟，全家都在等着三兄
弟回來。 

  二叔公逮着三個小鬼，沒氣地把他們交給阿
財，爸接過三兄弟，連忙陪了不是，就「啪」的
一個耳光，向大哥阿榮送過去。 

  阿麗和媽連忙把身體擋過去，爸說了一句：
「慈母多敗兒！」，轉過頭就去睡。 

  阿麗說：「媽，阿榮、阿盛、阿昌都快十五、
六歲了，三人終日無所事事，整天往山裏跑，也
不是辦法。」 



第一章 
  阿麗是家中大姐。本來在鄉下早已做人「填房」，
但過門前老爺染上風寒，從此躺在床上不起。老爺心地
善良，不想無端害了阿麗，因此，着阿麗一家去香港找
他的親戚何日喜。怎料，來港後少得悉何家已搬到澳門
去，他們只好全家去找住在筲箕灣的二叔公。就這樣，
全家在二叔公的協助下，在山邊搭起了勉強住人的木屋。 

  二叔公又介紹阿麗去灣仔
的「燙衫房」做幫工。這樣，
阿麗認識了老顧客「上海婆」。
上海婆用「唔鹹唔淡」的廣州
話告訴她有關東華義學的事。 



第二章 
  1842年，香港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 

  開埠初期，殖民地政府對興辦本地教育並不熱心，
也沒有明確的目標，除了一些教授傳統中國經學的書塾，
就只有有由教會辦的學校和獲政府提供少量資助的鄉村
學校。 

  政府重英輕中，一直忽視本地低下階層的教育需要。
當時華人兒童失學嚴重，根據1866年政府的教育年報，
香港當時約有14,300名六到十六歲的適齡學童，但只有
2,170人就學，失學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四以上。 



第二章 
  至1879年，社會上一群有影響力的儒商倡議籌辦免
費學校，讓貧困階層子女入學接受基礎教育，長大後在
社會上得以自立成才。這些儒商不少曾是東華醫院董事
局成員或與東華關係密切的紳士，當中包括東華倡建主
席梁雲漢與時任東華主席招雨田等六位文武廟值理。 

 攝於1950年代的文武廟。
左後方為東華三院第一免
費小學，前身為文武廟義
學。 



第二章 
  在華人社會一呼百應下，文武廟值理讓出文武
廟旁的中華書院給東華醫院設立義學，義學經費由
文武廟收入承擔，東華則負責日常管理。 

  1880年，以傳統私塾為模式的文武廟義學正式
成立，這就是東華創辦的第一所義學。 

  文武廟義學成立後，東華總理負起管理的職責，
由維持經費，選任教師，設計課程，制定規條到發
展新學校等，他們都親力親為。 



第二章 
  以選任教師為例，1911年《文武廟徵信錄》載有
1880年草擬的文武廟義學規條，其中提及「義學首在
擇師，必求品學兼優，精神充足者方可延聘，凡有沉
湎於酒，嗜吸洋煙及事務紛繁者，不得定聘……」，
又「塾師必擇人品端方，通融練達者方可聘請……」 



第二章 
  為了貫徹幫助清貧子弟的宗旨，在同一文武廟
義學規條有：「此舉（開辦義學）原為清貧子弟而
設，苟有力能延師者，幸勿濫進，如有冒濫，值事
查知，即將該童遣出，再以清貧者頂補。」 

  東華義學幾近百年，默默耕耘，一直守着「重
視知識，以人為本」的辦學理念，為香港培育了不
少社會棟樑。 



第三章 
  「媽，原來在筲箕灣有一間東華義學，他們收的
學生是不用交學費的，不如叫他們三人去試試吧！免
得他們通山跑，最後不知道會不會跟了甚麼壞人去。」
阿麗懇求着媽說。「最近，不知後山來了一群甚麼樣
的年輕人，終日聯群結隊去欺負村裏的阿公、阿婆。」
阿麗甚憂心地說。 

  晚上，阿麗看見阿爸和阿媽坐在牀邊上，不知談
甚麼？只聽到阿榮、阿盛和阿昌……阿麗迷迷糊糊間
就睡過去。 

  第二天，媽吩附阿麗帶了三兄弟去筲箕灣東華義
學報名去…… 



第三章 

東華三院香港第二免費小學新校舍於
1956年落成啟用，學校位於宵箕灣避風
塘旁，學生大多是漁民子弟。 



第三章 
  1951年5月18日…… 

    「二哥，我很緊張呀！老師帶我們比賽的同學到上
環文武廟小學校舍練習了兩次。每次，我的起步都比同
學快，老師說我在短跑上很有優勢，因為我的腿很有力
呢！」阿昌不停地揉搓着小腿說。 

  「阿昌，不要再說，先做熱身，很快就比賽了。」
大哥、二哥異口同聲地說。 

  老師點過名…… 



第三章 
  阿榮比同學高出一個頭，站在隊中特別顯眼，所
以擔任是次東華聯校運動會的學校隊長。而這次對他
又特別有意義，因為這是東華第一屆聯校運動會，是
阿榮在校的最後一年。而且阿榮快將十八歲，要出來
找工作，幫補家計。 

  阿盛皮膚黝黑，站在同學中，夾着一份帥氣和稚
氣。平常不緊張的他，今天也站立不安，很想在賽場
上一展身手，為校爭光。 

  阿昌一向是緊張大師，但跑起步來，卻比跑車還
要快。今天，他信心十足，比起兩個兄長，卻又出奇
的平靜，只默默地看着賽道。 



第三章 
  運動場上飄起各校的旗幟，非常耀眼。 

  「一校健兒上，一校健兒上上上……」一校同
學的呼叫聲，在場裏響起來。 

  「二校健兒『頂呱呱』，二校健兒『誇啦
啦』……」二校同學在賽道上正爭奪着四百米冠軍，
大家喊破喉嚨，也不肯停下一秒來透氣。 

  全場三千多人，每校隊長此起彼落地揮動着校
旗，造成一片瑰麗的旗海；每位同學及老師，熱熾
熾的、鬧哄哄的喊着賽道上同學的名字，呼叫聲響
徹了半空，令人感動。 



第三章 
  掛在牆角上的獎
牌，讓已發霉的牆壁
顯得有點威風，這是
阿昌在第一屆運動會
上奪得的一百米冠軍
獎牌。 



第四章 
  1979年的冬天，一家人在三哥家吃年夜飯。 

  「哥，我很懷念那一年，我們三兄弟可以在運
動場上代表學校參加拔河比賽。」阿盛坐在客廳上
說。 

  「很懷念呀！」阿昌說。「當年那麵包很柔軟
呀！」阿昌回味無窮地向着姨甥們說。 

  「唏！還以為你說那千人操呢！」阿麗倚在丈
夫旁温柔地說。 

  「是啊！媽常提起她那一年剛好也在東華上夜
學，她的老師見她組織力強，就派她參與聯校的千
人操表演。」阿麗的女兒搶着搭嘴。 



第四章 
  「媽當年表演所穿的裙子，是由婆婆親手縫製
的，現在還掛在衣櫥裏呢！」阿麗的兒子也搭上來。 

  阿昌如今是某律師行的大律師；阿盛亦能在會
計師行擔任會計一職；大哥阿榮小學畢業後在東華
夜學完成了初中，也在夜學裏認識了現任的太太，
兩口子辛辛苦苦省吃儉用，終於開了自己的一間小
店舖，專門賣文具呢！ 

  至於四妹和六弟，也各有所成。 



第四章 
  特別是四妹，她醫科畢業後亦成為廣華醫院
外科的中堅份子，她常掛在口邊的，是感激大姐
安排她到筲箕灣的東華小學讀書，讓她得到學習
的機會。她又感激東華的總理們，他們無私的奉
獻，建立了義學，讓其他貧苦大眾像她一樣有機
會讀書。 

  「知識改變命運！」一家人不約而同地想。 

  他們感激地說： 

「我們有今天的成就，實在要感謝東華！」 



第四章 
  各人突然肅然起敬地唱起了東華的校歌 

「……愛東華愛母校，他日成才服務社會報恩厚……」 

 這首東華三院屬校校歌於
1955至1956學年開始使用，歌
曲由中國聖樂學院院長邵光所
作，並由崇基學院教授謝扶雅
編寫歌詞。短短數句歌詞，道
出了東華對學生成長後回饋社
會的殷切期望。 



第四章 
  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靜心地聽着長輩的歌聲，細味着
當中的意義。 

  這一夜，無盡的思憶，阿榮與阿麗特別想到已逝世
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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