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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 中 國

加國青少年

廣西英語教師‧分享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國情國策下的學生故事

 程婉玲‧香港文更總幹事

關心他孤獨思鄉，問他為何不像其他同學

一樣回鄉探望家人。原來他考慮的是昂貴

的交通費，寧願留在北京，只需支付合宜

的住宿費和簡單的基本生活支出。

「親人會否來京看你？」作為母親，我

總想父母會想的。他解釋：「他們不慣坐

四天四個轉站點的車程─由家鄉麻栗坡坐

公車往文山，再由文山往昆明，昆明坐火

車到北京站，再轉車到大學。太勞累了，

亦花不起這個錢。」龍同學與我分享因家

庭經濟情況而要走的學習路途：「我小學

每年考第一，故此考上一所不錯的中學，

若不是一位遠房舅舅的幫忙，父親要他停

學去幹活。」文山州第一中學每級一班，

每班 45 人，他初中二時也全班考第一。

他繼續回想：「即使努力上到高中一年班

也不易，父親再度要求我停學去幹活，若

不是文更『愛心傳承』資助的出現，讓我

能完成高中及繼續幫助我走進大學的門

檻，我的今天會不一樣。」

人的成長裡，不斷與不同人互動，產生

一個個大小決定，有些決定甚至對人生帶

來關鍵性的影響。那麼，甚麼是關鍵？關

鍵在哪？

中國國情  自強不息
龍同學沒有說出來，但我可想象，無論

他遠房舅舅和文更如何樂意幫助，關鍵在

於他自己意志意願的掌舵，對農村家庭的

清貧子弟如是，對大都市裡的掌上明珠也

如是。

研修班其中一課是被定為國學的《易

經》，讓學員透過國學認識國情，而課程舉

辦的地點清華大學便是引用《易經 ‧ 大

象傳》的「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作為校 

訓。沒想過，我課堂未上之先，經典未看

之前，學習國情的起點竟是由一位來自雲

南邊界農村小伙子自強不息的精神開始！

國家政策  科技金融
我相信擴闊眼界有助擴闊思維和胸襟，

故飯後我帶他在這個被譽為「中國矽谷」

走走。清華大學科技園只是整個國家級科

技人才特區「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中關

村」的一小部分，中關村總面積 249.7 平

方公里之大。這次短短的遊訪，不知對他

的未來帶來甚麼的啟發。

天快黑了，我送他往附近的五道口地鐵

站離去。他不要我送，但我珍惜難得見面

的機會堅持和他多走點路。路程不到 500

米，但路面非常繁忙，人車爭路，我喜見

大樓間的夕陽，指着對他說：「好美的景

色！」他也帶着童真的接下去：「我校園

就可以看到一大遍的日落景色，好美！」

他告訴我校園在興建發展中，到處是草

地。我聽後：「草地總比泥地好。」他點頭

同意，隨意的交談把我們拉近了。

我們的確相近，大家都是上京求學。研

修班的優秀講者眾多，其中一位解釋了國

家的不同政策，當他介紹國家政策銳意發

展第三經濟產業的科技、金融和資訊時，

我想起龍同學，今天攻讀金融的他，將來

會怎樣？心裡祝願：「龍同學，不要只顧 

『自強不息』，切記要『厚德載物』！」

2012 年 7 月，我代表文更院長梁燕城博

士的海外政協身份，出席由國務院及北京

市僑辦和清華大學舉辦的「中國國情與政

策環境國際研修班」，雖然五天十二講的

課程時間表非常緊湊，我仍特意安排與文

更資助學生會面，他是去年在雲南文山州

畢業、後往北京升讀中央財經大學的龍信

傳。為見面作可好進備，我重看他寫給文

更的成長報告。

與其說龍同學寫的是「成長報告」，我

寧稱之為「成長日誌」，因為他手寫他心，

不是報導式的寫報告，而是打開心屝把思

想情感寫出來。與其說他為某人某單位寫

報告，我寧說他是為自己而寫，寫下此時

的他，好叫他將來回望時，看到自己不是

原地踏步，卻是清楚看到他為自己定下的

目標後，能向前邁進了多少里路。

七月二十九日，我在抵京的首個晚上和

他見面，為珍惜我們會面的時間，我得大

會批準，帶同龍同學一起在清華大學科技

園宴銘園享用自助晚餐，我想自助形式不

拘謹，適合初次見面的我倆。初見面，他

表現有點靦腆，交談下去便展現他內在的

活潑和親切，在旁的雖盡是海外華人企業

家或專業人士，然而他不卑不亢地與我邊

吃邊聊，反應快應對準兼有禮，整體表現

相當自然。

他在報告中提到北京的生活水平高，所

以他抓緊每個做兼職的機會，或是抄寫、

或是派傳單，他認為有收入總令他好過一

點。暑假期間，宿舍的同學都走光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