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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南．夏日記》是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高級文憑的同學和導師一行二十八人，於今

年暑假初參加了學院跟香港馬鞍山扶苗之友會

舉辦的「連南文化助學考察團」，到廣東清遠

至北的地區──連南，走訪了兩所小學、學生

家庭以及一些文化旅遊景點，所寫下的真實感

人記錄。

起初以為這個前往偏遠地區的大陸團很難吸引

同學參加，但在張貼海報的第一天已經滿額，

有二十多名同學報名，他們獲得學院資助部份

旅費，但之後有六位同學竟然願意自付全費參

加。更想不到的是，本來只是一個在同學心目

中區區的國內旅遊團，但在回程時，卻令每位

參加的同學、導師、扶苗之友的義工及導遊都

滿載了難忘的體驗和深刻的感受。

到連南考察作為學生發展活動項目之目的，已

不再是計劃書上的口號，同學們已經切實的

體會到當地的貧苦學童生活，不但關注

到國內兒童就學情況，對他們更

顯出真心的關懷。體察到

少數民族特色，認識到瑤

族的文化歷史及風土民情。能夠親歷其秀麗的

風景，必定慨嘆那景色之美，亦會慨嘆那土地

的貧瘠。

旅程得以順利完成，要感謝馬鞍山扶苗之友會

替我們與當地的教育局及探訪學校聯絡，確保

了我們的安全。更感謝他們捐贈文具、玩具、

日用品等物資，亦要感謝協助籌集捐贈校簿和

禮物的朋友和同學。最後，感謝學院除了資助

導師和同學的部份旅費外，還贈送了一些食

物、飲品，以及相片給每一位被探訪的學生；

大型鉛筆刨和無塵粉筆分別送給兩所學校，為

他們的教室帶來好一點條件。特別感謝同學不

怕辛苦，帶了大袋小袋的物資和禮物之餘，還

協助攜帶捐贈的物品，都只是為了表達我們的

一點心意。

其實我們已獲益不淺，但更希望的，是透過這

次的活動，展示不同課程的同學的專業才能：

籌劃活動的、拍攝的、寫作的、設計的。就是

要讓我們的得著擴大，大得足以給學院的每一

位分享──出版《連南．夏日記》，希望大家

分享我們的得著。

《連南．夏日記》收錄了本院學生今年六月到

清遠連南探訪的所見所聞，分享他們對今次旅

程的感受，每一篇都是同學的肺腑之言。

在香港長大的學生，自小不用為兩餐發愁；即

使部份同學家境並不富裕，但基本溫飽無憂，

並能在設備良好的學校接受教育。然而，還是

有許多學生會抱怨，覺得讀書辛苦、物質條件

不如人。

連南位於偏遠的山區，當地學校校舍設備簡

陋，學童更往往要每日翻山涉水才能上學。雖

然生活環境艱苦，但當地學生都樂天知命，珍

惜追求知識的機會。鑒於物資缺乏，對香港小

孩來說唾手可得的東西，小如一粒糖果，或一

支鉛筆，都能讓連南的學童展露出燦爛笑容。

這一切都讓參與這次探訪的學生對自己的價值

觀有所反思，明白能夠擁有目前的一切，都不

是理所當然的，實在應當好好珍惜。

懂得施予，而知自己的富足；懂得感恩，才能

珍惜和把握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今次連南之

旅，不單為山區學童送上關懷，更重要的是為

參與同學帶來反思，對他們的個人成長很有幫

助。

希望各位能夠透過閱讀《連南．夏日記》，感

受到這次旅程對各位同學的啟發，與他們一同

反思，一同成長。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副院長

陳瑞堅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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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南瑤族自治縣位於廣東省清遠市160公里外的西北部山區，西

北面與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接壤，屬石灰岩地區、喀斯特溶岩

地貌、中亞熱帶氣候；總面積約1360平方公里，人口約14萬，

其中瑤族佔49%，漢族佔50%。連南縣有9個鄉3個鎮，是清遠

市最窮的縣，大部分居民以務農為生。由於土地貧瘠關係，所

種的稻米，只能糊口，卻沒有足夠的營養。當地瑤族大多住在

山上，從事體力勞動工作，收入非常少，每人每年平均賺取約

1400元人民幣(2004年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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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後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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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粉紅色上衣服的是房老師，每逢下雨天她都會送
沈三妹姊弟過河

大埂小學校長致詞 

旅程的最後一天。早上離開連

南，我們在北江的遊覽船上享用

了河鮮午餐，觀賞小三峽，遠眺飛來寺。

回程路仍是顛簸冗長，但同學雖然倦容滿面，卻

仍在滔滔不絕回味這次旅程的得著，說得眉飛色

舞……

攜帶的行李減少了，但在大家心上卻滿載回憶，

是苦是甜都值得記下。

吃過早點，我們轉乘兩輛沒有空調的小

型巴士出發(山路狹窄，不能坐設備較好

的大旅遊巴士)。我們在市集買些餅乾飲品準備送給小朋

友，便出發往渦水鎮的瑤龍小學。路程雖然只一個多小

時，但要穿梭於山叢小路之間，比昨天的車程更崎嶇，半

路塵土飛揚，原來就是之前大雨塌山泥的路段，幸好行程

沒受阻。

半路順道參觀瑤族每年往祭祖的盤王廟，廟已荒廢，文物

都已遷到連州的博物館，只留下兩張描述瑤族起源的壁畫

和幾個神像。

再坐二十分鐘的車，終於到達在幾間矮屋包圍中，建在山

午餐後，我們到連州地下河遊覽。那裡其實是天

然的石灰岩溶洞，洞內十分寬敞、清涼，地下河

可供小艇行走，我們先徒步半小時，再乘小艇觀

賞那奇形怪狀的鐘乳石。

之後到連州市觀光，在返回連南的途中竟下大

雨，幸好在晚餐後雨又停了。我們再去參加瑤族

民間活動篝火晚會，認識瑤族的文化，晚會除了

可欣賞民族歌舞表演之外，還可以參加遊戲，

我們有幾位

同學接到瑤

族姑娘拋出

的繡球，當

了五分鐘的

瑤 族 「 女

婿」，大家

盡興而歸。

大清早在九

龍塘集合，

帶著「大袋細袋」行李(大

部份是送給連南學生的物

資)乘旅遊巴士經文錦渡「過

關」，轉乘國內旅遊巴士，

中午抵達清遠市，吃過午飯

繼續乘車往連南。

行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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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上的小小的學校校舍。我們下車卸

下物資，校方也找學生來協助，當地

的政協代表亦來歡迎。由於下星期小

朋友便要考試，為免影響他們上課，

我們的活動安排在午間休息時間。雖

然太陽猛烈，大家都汗流浹背，但活

動仍進行得十分暢順和愉快，兩地的

學生──年長的、年幼的──都仍樂

在其中。

旅行社怕我們吃不慣當地的食物，特

別買了三隻雞、採了地道的蕃薯葉和

麵條，請校方烹調雞湯麵作午餐。學

校沒有大型食具，這個簡單但仍「

美」味的午餐就用兩個洗臉盆盛載，

同學們都明白當地的生活環境，大家

就草草了事絕無埋怨。

下午，我們分兩批進行家訪。海燕老

師帶一批同學跟住在學校對面山上的

沈三妹、三妹的弟弟和瑤龍小學的房

老師，攀山涉水，走過梯田和水稻

田，伴著美景，走了一個多小時，到

沈三妹的家探訪。想不到在沈三妹家

還要高一點的山上有一所「白草教學

點」，探訪時見有

九個年幼學童在上

課，那兩位「上

山」的老師教人敬

佩。另一批同學跟

廖Sir走三十多分

鐘的山路，去探訪

一個家徒四壁，獨

居的十一歲小妹

妹。兩個探訪都令

學院同學「大開眼界」。

晚上回連南市跟第二間要探訪的

小學校長和老師共進了瑤家風

味晚餐。回

賓館開過工

作會議，部

份同學還到

街上吃「宵

夜」。

今天探訪位於三

排的大埂小學，

路程較近，只需約二十分鐘車程

便到達。這間小學的學生比較

少，只有一至四年級，每級只有

一班。

我們下車時，全校穿上瑤族民族

服飾的小朋友夾道歡迎，又為我

們表演民族歌舞。在小小的操場

中小朋友載歌載舞，同學都看得興高采烈。最後，大家一

齊跳竹舞，把氣氛推至最高點。

其後，學院的同學分成幾組到每班的課室，帶領當地學生

玩集體遊戲、唱歌、派禮物，小朋友教我們瑤族方言。校

園內充滿歡樂

氣氛，每位小

朋友都滿載而

歸。中午放學

時，我們跟小

朋友依依不捨

地揮手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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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遠到連南的路段損毀不

堪，部份正在修葺，加上路

面龜裂，車程一路顛簸，幸

得國內接待旅行社老闆佳哥

親任司機，他技術高超又小

心翼翼，確保了大家的安

全。更令人高興的是天公造

美，早前令我們擔心的連南

的水災看不到有影響。

經過八個多小時的車程，在

日落之前，我們終於到達第

一個景點──三排瑤寨。這

個旅遊景點除了展示排瑤族

的生活和文化之外，更有一

個號稱「萬山朝皇」的秀麗

風景區。同學好奇地試用瑤

族的日常用具，開心地玩遊

樂設施，還可以欣賞瑤族歌

舞表演。大家還在姊妹亭欣

賞日落，拍照後才離開。

到達晚宴的迎賓館時，駐當

地的協辦單位香港馬鞍山扶

苗之友會委員全叔已和連南

地區的校長，以及第二天要

探訪的瑤龍小學校長在等候

我們共進晚餐。餐後返回酒

店，雖然經過整天的舟車勞

動，但大家仍未能休息，要

商議探訪學校的活動細節和

分配物資後才可以休息。

28/6

正在般運送給瑤龍小學的禮物 瑤龍小學的同學也來協助

SCS同學穿上了民族服裝

大埂小學給我們的感謝信(信中所指的錄音機其實是由馬鞍山扶苗之友會送出)

黃海燕、廖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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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人和事，我們都應該要珍惜。可惜善忘的我們，

經常都忘記了這一點，縱使身邊的人提醒了我們一千

遍、一萬遍，過一陣子又忘記了。

現時出生在香港的小孩們真幸福，能夠享用香港的九年

免費教育，那麼每天上學便好像是必然的事了。小時候

我會想不如扮「肚痛」不上學，因為每天都有上課的機

會，少上一天課也沒什麼大不了，直至這次連南之旅的

家訪，親身感受到山區學生對上學的熱誠，我這個「身

在福中不知福」的人，真的被打敗了。那位居住在離就

讀學校近一小時路程的學生，不論是「日曬兩淋」，他

每天都要走上這條崎嶇的路四遍，我們只是走了兩遍，

已感到筋疲力竭，何況是一個小孩？

由家訪家庭回望學校，學校便變成了一個小盒子，由此

可見學校離開這學生有多遠。但在學生的家，我們得

到學生家人的熱情招待，吃到他們親手種植的青瓜；

陳小婷

應用翻譯

雖然青瓜沒有一個討好的外表，但它卻擁有溫暖香甜的

內心。「溫」來自人與人之間溫情，「暖」來自太陽，

「香甜」來自青瓜本身。由學校走到家訪家庭的疲倦感

覺，頓時之間一掃而空。 

再登上山上一個只有九名學生的教學點，設施比山下的

學校更加簡陋，但課室內的學生，仍然好好善用資源、

努力學習，真的令人十分敬佩。而且，相信老師的教學

熱誠亦不比他們少。回想當天離別時，回首見老師和學

生們站在山邊與我們道別情景，就像電影情節一樣，令

我差點感動落淚。

無論山上山下的學生，他們每天都用心上課，充滿學

習的熱誠，撫心自問，我真的做不到！「珍惜所擁有

的。」你認為這句說話多「老套」？你聽得有多膩？請

認真想想，多少人能確確實實地做得到？

與教學點的老師合照

連南貧困學生三妹家的「客廳」、「廚房」及「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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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過其中一個十一歲小女孩的家中探訪，才知道她的父母都往外面打工，一天

到晚，就只有她自己在那簡陋的木屋裡照顧自己。也有不少孤兒，父母都因為在山

上工作出了意外而去世。

旅途中跟兩間山區小學的小朋友玩耍時，在他們身上看到，快樂其實很簡單：一個

小小的氣球，幾場「麻鷹捉小雞」遊戲，已可以使他們哈哈大笑。跟他們玩耍，也

使我重新感受到這種簡單的快樂。

這次連南之旅，使一直困在香港的我享受到那裡的山明水秀，又擴闊了我的眼光。

或許，我們經常都以「施捨」的態度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但在跟小朋友玩耍的過程

中，我覺得讓他們感受到接納更為重要。當然，也很希望日後能盡我的能力幫助他

們，使他們的學習環境和資源得到改善，透過知識改善他們的生活。

在這四天裡，到過不少地方：參觀了當地的瑤族文化村

和熱鬧的晚會，又遊過地下河，觀賞奇山怪石鐘乳洞；

品嚐過特色的風味宴……不過，還有一個任務比吃喝玩

樂更重要，就是探訪山區小學。

國內山區的情況，在電視上也看過，但親身到訪則是第

一次。

旅程的第二天，我們一

早乘坐「熱狗」(攝氏

三十五度下沒有空調

的)小巴，花上個多小

時崎嶇的車程，去探訪

一間位於山區深處的小

學。我們首先參觀學生

上課的情況，我留意到

他們的桌椅所用的木都

是很粗糙的，椅子又是

搖搖晃晃，比起我們學

院那些軟綿綿的椅子實

在差得遠了。

休息的時候，學生在學校四處玩耍，才發現許多小朋友

都赤著小腳在那塊被陽光曬得火熱的球場上走來走去。

其實，他們不只是赤腳走在操場上，回學校和回家走的

山路也得靠那雙赤腳。對他們來說，就算是一對殘舊的

小鞋子，也是一種奢侈品。

第二天我們轉乘的小巴

卓琬澄

應用翻譯

麻鷹捉小雞真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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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間探訪的小學的小朋友，年紀明顯比第一間的小。他們穿著瑤族

服飾，為我們表演歌舞，沒有舞台，沒有音響，沒有燈光，只有小朋

友的熱誠和努力。年紀小小，又唱又跳，實在非常精彩。與七位同學

帶那班小朋友玩遊戲，最後個個小朋友都有禮物，見到他們個個都抱

住那些禮物四處走，「熱辣辣」點都是值得的。

連南小朋友都非常可愛，他們單純、天真、活潑……希望我帶去的玩

具會陪住你們一齊成長。即使長大後，仍會保留那份童真！最後，亦

多謝跟我共渡四日的朋友，你們令到這個旅程更high更難忘！

張佩珊

商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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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參加這類考察團。報名的時候，甚麼也沒有考

慮；去甚麼地方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跟一大班朋友

去，那去甚麼地方都會開心。後來才知道，去考察也有

得著的。

短短四日的旅程，探訪了兩間小學。第一間位於山區，

校舍環境都頗差。我看到大部份小朋友都沒鞋子穿，而

且「大熱天時」還穿著長袖衫和長褲，其實都覺得他們

很辛苦。我可以做到的，除了提供物資給小朋友外，還

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接納和支持他們。

記得最初跟他們玩遊戲時，我講甚麼他們都是

反應不大 (我想我講十句普通話，他們最少應

該聽得明一句吧？) 但我仍很努力地講下去，

希望他們明白，要他們開心。結果，真的有「

回報」，有一位叫房三妹的小朋友寫了一封

信給我和溫皓政同學──雖然信中「姐姐」

這個字只提及一次，而「哥哥」這個字提及

十次，但我相信是因為遊戲中全部都是小妹

妹，如果有小弟弟，相信一定都會寫一封給

我。哈哈！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不是沒

反應，只是害羞。

十一歲的小妹妹，一個人住在山中，每日

都自己一個人上學、放學、煮飯，自己

照顧自己。如果你現在十一歲，你做到

嗎？我們去探訪的這位小妹妹，她就做得到！聽

到小妹妹說自己一個人住，真是有點驚訝。小妹妹說，

父母都出外工作，只會在大時大節才回家。這種情況在

香港是少之又少，所以，「幸福真的不是必然的」，大

家要好好珍惜擁有的。

我跟小妹妹一起打開送給她的物資袋：一些文具、幾件

汗衫、一盒曲奇餅、一副砌圖，她非常小心的放好，十

分珍惜。後來小妹妹知道我們熱，立即拿出一座很舊的

風扇，駁上電源；我們立刻拒絕，因為用電就要付錢，

我們不想小妹妹花費。走的時候，小妹妹還不停問我們

要不要茶葉，小妹妹這麼小就這麼有禮貌，長大後一定

是一個有修養的人。我很感謝她給我這麼珍貴的體驗！

大埂小學的學生為我們表演長鼓舞

吃長煙和穿民族服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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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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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但大家一起盡力地解釋每個遊戲的玩法，大家都很投入。當地

的小朋友跑得非常之快，雖然我們都在烈日當空下，被太陽伯伯「侵

犯」了全身，但這天的確很開心呢！哈哈哈……

印像最深的是我們家訪時到過一間只有九個學生的教學點。它是

在山上，沒有操場，沒有校門，只有一間課室。不過，學生都

很希望多學一點，對他們來說，可以上學已經是一種福氣。

到這一刻，整個夏天中，似乎到連南那幾天是最充實又開心的。

有機會一定會多去一次，因為現在有這個機會，難保將來還這麼

好的機會，去做這些有意義的事，一位朋友跟我說：「一年有這麼多

日，最起碼都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我們雖然帶給他們物資，教他們玩遊戲，但是我認為我們在他們身上

也學了很多東西。生活在香港，的確太幸福了，沒有泠氣都會「要生

要死」，但他們卻連風扇也沒有，這幾天叫我明白了「知足」這個

詞。他們沒有很好的物質，但他們的笑容比更多人都燦爛。在香港生

活，很難得才會有一次開懷大笑的機會。

這次最開心的是有一班很好的朋友一起去，大家合作去做好每一件

事。離開後大家都有著不同的得著。所以，「下次請大家call埋班

friends來！哈哈……」來燃燒大家的青春氣息！

當地的小朋友雖然沒有高的生活水

平，但卻擁有活潑開朗而純真

的性格。他們跟我們接觸時

完全沒有戒心，感覺真親切

呢！

兩天的探訪，與小朋友們的相

處沒有隔膜，沒有語言的障礙，

只要我們願意踏出第一步跟他們接

觸，拖著他們的手帶他們玩耍，他們已感到非常開心。

很多小朋友都沒有一對完整的鞋子，甚至沒有穿鞋上

學；他們的腳都充滿著很多傷痕，當他們見到有鞋子分

發時，他們都開心得不得了。

經過四天的連南旅程，區區兩天的探訪，就已令我覺

得，無論跟小朋友的感情或是跟同行朋友的感情，都像

被一條很長的繩連在一起。跟朋友想遊戲，齊齊跟小朋

友們「玩埋一堆」，無分你我。

第一天到第一間學校探訪，我們跟小朋友玩了不同的

遊戲，基本上我跟他們是溝通不到的，因為我不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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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發展、壯麗、

希 望 、 憧 憬 、 天

真……這都是連南給

我的感覺。

去連南旅行，最初的

動力都只是玩樂，說

甚麼幫助山區兒童，

其實我並沒有想過這

回事，但是如果四日

三夜的旅程全都只是

玩樂，我想今天便寫

不出甚麼感受給大家

分享。想起當地的學生，面容雖然天真，但從他們空洞

的瞳孔裡，根本看不到他們有準備去接受這個世界給他

們帶來的一切，但又有誰能告訴他們？

何永華

商業設計

那天，我踏進那破舊不堪的教學樓，簡陋的書

桌、荒蕪的休憩場地、僅有的遊樂設施……一幕

幕跟我生活環境背道而馳的情景盡入眼簾。當我

分派物資給一班赤著腳、衣服又十分破舊的小朋

友，突然問自己，究竟這些東西可以幫助他們幾多

呢？心沉下來……以為送鞋子給他們，他們一定歡

天喜地。可是，當我送上一對鞋子給一個大約七、

八歲的小朋友，他竟然不肯穿上。我奇怪地問他：

「為什麼不肯穿上？難道穿鞋子不舒服嗎？」他

笑了笑，點點頭，他這種反應反卻令我感到一絲的

安慰，因為他們還懂得笑。我想我應該明白，許多

事情我們都只能盡力而為，其他的，只能聽天由命

吧！我們可以做的也只能盡力給他們帶來快樂。

同一天，我們攀山涉水，被太陽燒著地走了近一小

時，去探訪住在山上的學生。那段路雖然崎嶇，但對

我來說比較輕鬆，當然我並不是要眩耀自己的能力，

只是當我一覺得累的時候，便問自己，既然那些小

朋友每天都要走過這段路，為甚麼我做不到？而且，

當我們到達山頂，眺望群山環抱的小學和走過的那段

��

路，這又算得上什麼？意志！這都是意志的驅使，他們的意志來自對學習的熱誠；

只是他們對未來，卻又毫無能力去把握、去改變。

在這行程的第三天，我們探訪另一間小學。那間小學距離市鎮較近，設備也比較

新。看過小朋友準備的一系列的表演節目，我和學院的兩位同學跟他們玩遊戲，他

們很活潑可愛，也很乖巧。從他們所畫的圖畫裡可看出，他們是很喜歡自己的生活

的。他們對學習充滿熱誠，根本沒有被貧困所影響。應該說這些小朋友都抱著一顆

純真的心吧！

當一切似乎都比我想像中好的時候，我聽說這間小學竟然將在三年後被「殺校」

──同樣是因為收學生數額太少的問題。回程時，我心裏說不話來，我感到十分惋

惜。惋惜的是，這些小朋友所作出過的努力很可能會白費。他們原有的那份熱誠，

將來究竟還可以轉放到哪裡去呢？可能就在他們毫無準備之下，現實就是這般殘酷

地發生。

連綿不斷的山脈、蔥綠的梯田、小橋流水……這些美麗得如詩如畫的壯麗風光，似

乎都在跟連南市的發展攜手同行。連南市並不喧鬧卻發展迅速，多樣的文化和明媚

的風光，希望可以給這寧靜的城市帶來了一點點生機吧。

在瑤龍小學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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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旅遊車駛往連南山區的公路時，我被連綿的一個一個

的尖小山丘吸引着，非常特別，有如漫畫中的叮噹，將

小小的蟻丘用放大槍放大至幾十層樓高的綠色山丘，綠

油油的一個連着一個；深淺和諧的綠色畫面是無窮無盡

的，是我從沒有在任何攝影相集中可以看到的景色，我

驚訝著原來自己已置身在活生生的名信片中。

我們要探訪的小學較為偏遠，亦因為偏遠而被絕緣於資

助之外，所以當地的老師和學生們都很興奮地期待我們

的探訪。到達這間渦水小學的時候，學生正在上課。由

於沒有夾道歡迎，我們各自往校內探索；有的同學跟正

在等待上課的小童拍照，有的在課室外觀察學生上課情

況。

這間小學的校舍規模當然比香港任何一間學校簡陋，衛

生及環境頗差，課室除基本檯椅黑板外，甚麼也沒有，

談不上有甚麼教學設施；不過這已經是附近山區較為理

想的小學了。在操場旁的告示板上，寫滿了給學生的重

要事項，尤其有趣的一欄是「當打雷時應該怎樣？」從

來也沒有想過，下雨打雷正常不過的竟是危機，因為山

區郊外若遇上雷電，是非同少可，會有人命傷亡的。

由小一至小六共有百多名學生，小六班學生須面對公開

試，公開試成績決定他們能否升讀中學，校長亦大為緊

張，怕影響教學進度，所以只安排一節的課堂時間讓我

們與學生們交流。學生一般都相當害羞，即使給予糖

果或文具都不伸手接，和他們說話，他們都只是用微笑

和黑油油的眼神回答，大概是少見外來人，不知如何反

應。

一些年幼學童，因為山上的往所遠離學校，或者家人因

工作無暇接送，部份甚至是單親或孤兒，所以學校設有

寄宿服務，但家長要付上沉重住宿學費，以致無力再給

林雅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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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日用品，

但是小小的五六歲學童，就學會

獨立和照顧自己。學童大多是衣

衫襤褸，蓬頭垢面，指甲滿都是

烏黑物，有些甚至「爛頭」，也

有些沒鞋子穿。不過，他們跟我

們物質充裕的同齡香港小朋友，

其實都是同一天空下的天真可愛

小孩，是應該給予適當的培育成

長。 

協助是次活動的團體代表黃先

生，眼見學童的腳背比自己的鞋

底還要「污漕」，他不單沒有嫌

棄學童，還親切地抱着他們，逐

一試穿我們帶來送給他們的鞋

子。從黃先生的眼眶裏，可以看

到黃先生的的喜悅比學童還要快

樂，令我深深感受到「施比受更

有益」的道理。

午飯時候，原以為「無啖好

食」，看見用洗臉盆裝着的不知

名樹葉似的米粉湯更是害怕，但

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我也只好

跟大家苦著面去試，想不到居然

「享用」了兩大碗。好奇地追問

下，才知原來由於校舍資源簡

陋，那

其實是殺了三隻雞和選

用最好的材料來煮，怪不得我們

吃得那麼滋味了。

午膳後，我們要到一名住在山上

的學童家探訪。年僅十歲的小女

孩，每天帶着五歲的弟弟由家中

徒步到學校，還需近一個小時

的路程歸家午膳，之後再返校上

課，每天如是，風雨不改。每天

途經斜坡山路小河，天氣好時還

要涉水過河、攀山尋路；若遇上

落雨打雷，山坡石流滾滾，泥濘

鬆軟，就會寸步難行，步步驚

心。途中我們看見一條整整八尺

高的石橋，被大雨洪水衝破的殘

骸；幼小學童冒雨上學時被暴雨

洪水沖走常有發生。山區學童的

好學精神，令我們反省，應好好

珍惜現在所擁有的學習機會。

好不容易終於探訪過學童簡陋的

瑤寨屋舍。依山開墾的梯田雖然

風光明麗，但他們的屋舍基本上

與牛欄無異。距離不遠有間只得

九個學生的教學點，全都是山上不

能獨自下山的幼小學童，設施就只

得一個小小的班房，班房門口就是

山坡了，一不留神或會跌下山坡。

但學生不因環境簡陋差劣而影響學

習態度，我們的探訪也沒有令他們

分神，反而每一個學生仍能專注上

課。令我感動的是那裡唯一的老

師，不求名利，默默地在了無人煙

的山區教學。

最令我記憶深刻的情景，是我們同

行的一位女同學，看見小學童的兩

行「鼻涕」，立即遞上紙巾，示意

學童自行清潔，但學童不明所以，

嬌俏的女同學就二話不說地替學童

「抹鼻涕」，令我感到同學們在

不知覺間被愛心感染，主動將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拉近。大家不在乎物

質，而是關切。我相信同學們都已

經取得最好的手信──關心。如果

我們能夠將我們所體驗的訊息傳遞

開去，令更多人了解及關心國內山

區教育情況，就可以造福多一些國

內同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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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國內探訪，我都有很深的體會。我們帶給當地孩

子的物資不算甚麼，但我卻在他們身上得著良多……當

地的孩童要求很簡單，亦很易滿足和快樂。我們只是陪

他們玩玩耍、唱唱歌、跳跳舞，他們已經開心上半天。

他們天真燦爛的笑容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看到他

們，感到自己的童年是多麼幸福！

在家訪時，知道很多小孩的父母都要長期外出工作，年

紀小小便要自己照顧自己，加上看見很多小朋友營養不

良，個子長得不高，心裡很是難過，最難過的是自己能

為他們所做真的很少。

擔子與別人分擔會變得輕鬆，快

樂與別人分享會變得倍增。從小

孩的身上，得到不是物質能提

供的快樂，小孩有人關心，相信

他們的重擔亦減輕了。生命影響

生命，別看他們年紀小小，他們

每人背後的辛酸故事，一直在觸

動我的心靈，影響我以後的價值

觀。

另外，也要感謝帶團的老師。出

發時我病得半死，他們親切的問

候，傳授另類的治療方法，還很

有風度地替我拿行李，這些都教

我感動非常。更重要是他們容忍

我們這群「無厘頭」學生的恐怖

笑聲、嘈吵聲，還願意融入我們

當中，這都是難能可貴。

總括而言，這次旅程感受良多，

得著很多。同學之間的關係亦更

密切。一切一切都是超乎自己所

想的。因此，我鼓勵大家多參加

學院活動，擴闊自己的眼界和看

事物的角度，會有意料不到的驚

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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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生是個弱視病患者

替小朋友試穿我們送給他們的鞋了

站著的是深圳旅行社的老闆+義工佳哥，回來香港的那

天因為塞車，他為我們連續開了近十小時的旅遊巴士，

最後依然笑著對我們說再見；又因為我們有些計劃要

改，但他依然安排得十分妥善！我真的很佩服也很感激

他出錢出力！坐著的是馬鞍山扶苗之友會的義工成哥，

他給了我們很多意見，也在長長的車程裡告訴了我很多

他的經驗，謝謝他的指導及意見。

梁頌雯

工商管理及 
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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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好。餐後到住在山上的學生家

家訪，涉水跋山(還要是「超」斜的

山路)。我是第一批上到山上的，用

了三十四分鐘，有同學用了四十五

分鐘才到達。大家差不多辛苦得要

死了，但一個低年級的小學生就是

這樣每天風雨不改的上山下山去上

學！

我們再到大埂小學探訪，那裡的小

學生特地穿瑤族服裝為我們表演，

有一位小男孩在我們跳竹舞時坐在

一角哭起來，我以為他因為太曬不

適，後來才知他是因為弱視不能一

起跳竹舞而哭。他剛好在我帶遊戲

的班上，他十分活潑，當我問有誰

能為我畫畫的時候，他立即舉手。

他是其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小朋

友。

「幸福不是必然的」這個道理，相

信不少香港人都會知道。香港人

常問：「為何我不是李嘉誠的兒

子？」「如果我是李嘉誠的兒子，

我就……」連南之旅後我會說：「

幸好我不是生於……」「如果我生

於……我就……」

連南 ── 一個會欺騙遊客的地方、一個沒有公德心的

地方、一個衛生意識很低的地方、一個漸漸將被新建的

工廠污染環境的地方……在我去這個地方之前，甚至沒

有聽過它的名字，為何會有很多的社團投放大量資源去

幫助當地人？或者當你們看過我們的感想後會明白多一

點。

第一間探望的學校──渦水瑤龍小學在山區，要坐個多

小時的麵包車。望出車外，是當地農民生活的真實情

況，第一個感覺是：不只做當地人慘，連做當地的動

物也很慘：很多小狗和小鴨被綁起來賣，很可憐的樣

子……小學的小朋友都不穿鞋，連衣服也是別人捐給他

們的。有一刻的確令我很想哭(當然沒有哭)，不是因為

他們沒有鞋穿，而是他們連鞋也不懂穿，亦不懂穿鞋的

重要。

在學校用膳，午餐只有湯麵，原來已比那些小學生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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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香港…… 

每天都為著不同大小的事情奔波、勞碌、煩惱。 

人越大，越是忘卻了最簡單的快樂……

連南…… 

令我重拾久遺了的單純快樂感覺。

那邊的小孩子…… 

看到相機中的自己便滿足的露齒笑了笑； 

十多隻小手一同捏著軟綿綿的玩具， 

眼睛都興奮得瞇了起來，再嘩嘩大叫﹔ 

會為得到一支閃閃發光的熒光棒， 

興奮得手舞足蹈，不停揮動其小手； 

拿著我們帶來的小玩具， 

沉醉地反覆嘻嘻哈哈的把玩著。

這一切一切都令我感到慚愧萬分…… 

生於小康之家的我，對於日常生活所需算有求必得， 

相比起活在連南的小朋友於物質生活上，肯定幸福一千

倍有多吧! 

但我仍會不時為一些小事感到 

沮喪、不高興、不滿足。

相信大部人都會認為參加這類「扶貧活動」， 

其中一個目的是要令生於豐足社會的年青人， 

透過感受別人的貧苦生活， 

明白自己有多幸福、有多不知足!

的確，於物質方面，我完全感受到自己的幸運。 

但想了想，其實於精神生活上， 

連南的小朋友所享受的，絕對比香港的質數高一層!

無他，就是單單這幾天的相處， 

我已經被他們純真笑容溶化了。 

那種簡單、無污染、發自內心的喜悅 

是一份感覺…… 

一份很久很久沒有在我心中出現過的快樂感覺。 

這份簡單的快樂， 

是他們送給我的禮物。 

心靈得到很大很大的滿足。 

亦叫我明白到， 

精神生活，有時可以比物質生活來得重要得多!

劉鈞妍

商業設計

在大埂小學的大合照

「幸福快樂的生活」， 

除了可以套用在大都市的小孩上， 

連南可愛的小朋友也可以! 

只在乎，您怎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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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南大多數居民都是瑤

族，為這地方添上了一

種神秘感。這次是因為

「助學」團，也為我帶

來一種使命感，帶著

戰戰兢兢的心情出發。

到達連南之後，發現連南環境優美，山明水秀，特別是

當走進山區的時候，更能感受大自然的美。除了感受大

自然之美外，也發現連南山區的貧窮，放眼到處都是簡

陋的房屋、破爛的衣服、沒鞋穿的小朋友……眼見的一

切，令我禁不住回應「助學」的呼喚。

連南山區的學生，雖然貧窮，但有堅強和樂觀的性格。

他們滿臉笑容，物質貧乏對生活的阻礙，在他們身上好

像找不到半點痕跡。他們沒有受太多的教育，但他們熱

情好客，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們的堅強和樂觀地生活，

努力過著每一天，上學的上學、工作的工作，看著他們

令我反思，我太懶惰了！

最令我觸動的一刻，是發生在連南大埂小

學。有一個小朋友，因為眼睛不好，沒辦

法像其他小朋友一樣跳竹舞，當我們玩得

興高采烈的時候，他哭了，我很想上前安

慰他，但除了安慰，我還能做什麼呢？那

一刻，我呆住了。我很想陪他跳一次竹

舞，雖然他看不見，但只要聽得到節拍，

就能跳得過去，就這樣1234……1234……

Bye 8──再見了，連南的學生和朋友，祝

你們有美麗的將來。你們堅強和樂觀的精

神打動了我，我會學習你們的精神，在香

港努力生活下去，雖然要說再見，但希望

真的能再見！

杜家丞

商業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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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連南之旅」最深刻

難忘的，莫過於探訪渦水

鎮瑤龍小學。這裡雖然有

校舍，但設施非常簡陋。

我們到達時，學生正在上

課；縱使有陌生人到訪，

他們仍然很專心上課。這

裡的學生都很珍惜上課的機會，可惜大部份學生都只能

讀到小學，因為當地一般家庭都負擔不起中學的學費，

很多小學生即使成績優異也不能升學，要到田裡工作。

學生下課，我們分配物資後便開始分組跟他們玩遊戲，

他們樂此不疲，無論學習和遊戲都同樣投入，真是難

得。炎炎夏日，有些學生竟穿著長袖綿衣，大汗淋漓，

只因他們只有很少替換衣服，甚至只有一件。看著他們

有些甚至沒穿鞋子，在沙石上愉快的跑跑跳跳，我不禁

心酸起來。想著自己曾為了買不到甚麼波鞋甚麼衣服而

懊惱一整天，相比起他們沒有衣服和鞋子穿，臉上仍能

掛著知足快樂的笑容，教我明白知足才是快樂根源。

下午，我們到其中一名學生的家探訪。他住在山上，回

家一程要走約一個小時，每天上學來回，加上中午回家

吃飯，他每天要走四次近五小時的路。起初，我們沿著

河邊走，雖有很多碎石，路亦算平坦，河邊送來一陣陣

的涼風，路上風光如畫，這都不是香港的郊野公園可媲

美的。

後來我們發現一些同學穿平底鞋，走在碎石上搖搖擺擺

的，我正慶幸自己穿了運動鞋，才看到給我們帶路的本

地學生竟沒穿鞋！他們走在碎石上健步如飛，如履平

地，不過，我明白這種「絕技」背後帶著的，是他們為

學習奮鬥的堅持。

越過河流，我們開始上山的路。這時太陽亦開始「猛

烈」起來，路面凹凸不平，而且有很多碎石，很容易失

足。缺乏行山經驗的我走得戰戰兢兢，不足半小時，

已筋疲力竭。這時我才驚覺原來自己未吃午飯，全身

乏力。幸好學院同學小婷對我十分照顧，袁慧妍更教

吳嘉盈

應用翻譯

離開三妹的家，再到山上的教學點

在山上的教學點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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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山的技巧，為我揹著水。我們

在路上互相照顧，有說有笑，忘了

沒吃午飯的飢餓。走了差不多一個

小時，我們終於到了學生的家。我

開始覺得暈眩，原來這是中暑的徵

兆，袁慧妍告訴我要多喝水和吃糖

果，我才可繼續上路。

從那個學生的家沿著菜田走半小

時，可到山上另一個教學點，那裡

只有兩個房間(一個是課室，另一個

是老師居住的房間)和九個學生。縱

使這樣，兩位老師依然堅持作育英

才的精神，耐心教導每一位學生。

我們下山時，抬頭一望，看到老師

和學生們跟我們揮手道別，這感人

的一幕令很多同學都感動得哭了。

原來，得到讀書這機會並不容易。

我知道我得到的學習機會不是靠自

己努力爭取，只是我幸運，於香港

出生，得到九年的免費教育。但這

一切，其實並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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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皓政

商業設計

一位小朋友找來一張postcard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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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得過了三歲就不會再玩的「白

痴」遊戲。但她們都玩得樂透了，

還展出令我感動的燦爛笑容；玩一

個遊戲都可以笑得如此真誠，令我

很感動。

連南渦水小學的學生沒有PS P、

NDS，沒有電視甚至沒有漫畫書，

但都可以過得如此快樂，作為香港

人的我還可以不慚愧嗎？她們待人

的心比香港人好十倍。收到感謝信

那刻，我真的既感動又慚愧。還有

太多但不想再說，只因越說越慚

愧。有人說連南和香港跟本不能

比，始終兩地各樣的生活模式差太

遠。我認同這話，但那就代表連南

的人可以待人真誠，香港的人就不

從連南回港已經差不多一個月，很多感受，但又很忙，

沒時間去認認真真坐下來寫出感想。想了很久，不知怎

去開始寫這篇感受，因為整個旅程有太多事情發生，想

了很久也想不到要如何開始。

活在香港，總是太多物質，太少快樂。「暑假總要離開

香港一下才開心……」原先這個暑假是想去泰國或日本

玩的，但卻沒錢，沒去。在朋友的「威逼」下報名參加

連南助學考察團。還記得出發前正因為找不到想做的工

作而頹喪，為去不到布吉曬太陽而抱怨，但既然去不了

東京購物，只好去連南散散心……結果這次卻意外地令

我過得很快樂。

連南有美麗的風景，有平價的零食，有有型有格的民族

特色，也有一大群連南居民。那群住在連南的人，確實

令我這個活在香港的「少爺」感到慚愧。說是助學，

其實是自己要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那份愛學習的熱

誠……

不到十歲的小男孩，每天獨自走三十五分鐘，從山上到

學校上學，要走的是一條迂迴曲折得令成人也感到吃力

的山路，過了河又上山，一不小心踏錯步，真的會跌落

山。但他堅持每天都來回地上學，為的是追求知識，和

跟同學玩耍。香港人會這麼樣堅持上學嗎？為了買名牌

還可能，但為了上學呢？

還有兩個女孩，分到我帶領的小組玩遊戲。我跟她們相

識不夠半天，也對話不夠十句，但她們最後送了兩封親

手寫的信給我，信的內容都是一樣，但她們也分別親自

送到我手上……其實我當時沒有準備甚麼遊戲，也沒有

什麼心理準備要和她們玩；最後只是和她們玩一些簡單

的「耍盲雞」、「估領袖」、「數字球」等香港人認為

可以嗎？那就代表連南的人可以吃

苦，香港人不可以嗎？在香港的我

常常埋怨世界不公平，在那些小朋

友眼中卻是沒有公平不公平之分。

這次旅程令我愛上連南。愛就愛在

連南的時候沒有電腦，我可以避開

這個恐怖的電腦時代；愛就愛在連

南的時候沒有太熟的街道，皆因日

日出出入入都是那幾條街都頗悶；

愛就愛在連南的時候可以散心，連

南是撇開煩惱的好地方；愛就愛在

連南的時候有機會認識當地的人，

那可以跟香港人比較一下；愛就愛

在連南的時候和幾間小學的學生玩

過，機會可遇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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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慧妍

企業及市場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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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身邊的朋友，十個有八個不知道「連南」是什麼地

方。

《竹林深處人家》中說︰「舉目四顧，除了竹子，還是

竹子。」我想，連南這個山區，也可以說是「除了綠

林，還是綠林。」尤其當我們深入山區小學，步行四十

五分鐘上山，親身體驗小朋友每天上學的路程，再走到

山上學習點遠眺四周大自然景色，那種感覺比甚麼繁華

之都，五光十色的商業世界來得強烈。

第一次全程用普通話跟小朋友溝通，小妹不熟普通話，

卻不得不硬著頭皮以普通話跟小朋友玩遊戲。頭一兩

句說得真的很「普通」，但當「熱身」後，便拋開了一

切心理障礙。「有嗰句講嗰句」，儘管自己的普通話不

標準，看見小朋友玩得開心，自己會更開心。而只有自

己也投入遊戲當中，小朋友才會感受到那份熱情，才會

跟著投入起來。記得有位女生走過來拖著我手叫我「姐

姐」，那種感覺很溫暖，這就是我一直希望當歷奇訓練

導師的原因了。

之前提及的「山上學習點」，是一間簡陋的小

屋，屋內只有九個學生和一個老師。由於學生年

紀太輕，不能下山讀書，於是老師每天不辭勞苦

地上山授課。這份心意，我想不是每位教育工作

者都能做到。還記得我請那些小朋友吃糖，我們

當中一位同學對我說︰「剛剛那個小朋友很貪心

哩！一次過拿三粒，還想多拿啊！」但我卻有另

一想法︰「小朋友不是貪心，是天真，是簡單。

他們想要的，就會伸手去拿；對他們來說，不知

要等多少日子才有外來人士探訪，一粒糖果對他

們來說也是奢侈品」。我想，假如當天我有九盒

糖果就好了，一人一盒，不用爭。探訪活動令小

妹感受深刻。

晚上的「篝火晚會」也不得不提。除了可看到瑤

族的精彩舞蹈表演外，還可了解瑤族的「示愛」

方式。小妹有幸跟瑤族美男合巹交杯，之後還感

覺到自己面紅赤耳──不要誤會，小妹並非「十

月芥菜」，只是小妹酒量太淺，哈哈……這真是

一個有趣的體驗！

以前我不願意參與學院的活動，沒有歸屬感。但

經過這個旅程，我卻有不想畢業的感覺 (噢，但

還是請給我畢業証書！) 這個旅程，沒有同課程

同班同學，最初感到很陌生、很不安；但原來其

他同學也能令我擁有一個既愉快又難忘的旅程；

十分感謝他們的照顧，感謝他們知道我有畏高症

不敢下山時「伸出援手」，感謝他們每晚陪我吃

宵夜「努力增磅。」

未出發前，我跟朋友說︰「連南是清遠市一個很

窮、很落後的山區地方。」完成旅程後，我跟朋

友說︰「連南是一個充滿民族氣息的地方，是香

港人鮮有接觸到的大自然環境，也是一個簡單、

直接、純真的生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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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問是個沒愛心的

人，是個沒耐性的

人，是個三分鐘熱

度的人。我很怕跟

小朋友溝通，最怕

當他們愛上跟你

玩就會整天黏著

自己。老實說，我是個麻煩，頗難相處的人。

臨出發前，「愛心」的問題困擾了我很久，我怕會向當

地的小朋友擺出一副「不高興」的樣子，但當我親身接

觸到他們，我才知道，「愛心」原來是會無形地浮現

的。他們的天真，原來是很吸引的。在連南的小朋友身

上，「得寸進尺」是不會出現的。他們物資缺乏，一「

粒」糖，一支鉛筆，一張紙，一隻小「公仔」玩具……

已經是很重要的禮物。

其實，跟這些小朋友相處，感到幸福的應該是我自己，

跟他們接觸，自己都改變了不少；至少，這個旅程令我

覺得自己的「愛心」原來不是零。他們表達的歡迎，很

不同；一個普通的表達，出自最真心，沒有機心的那種

感覺，令我很舒服。

總結這次旅程，我感覺

到，物質豐裕的人可以是

沒有內涵的──所指不是

修養、學識，而是他們待

人的心。

歐倩彤

商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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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與的喜樂，從一個甘心樂意的心開始──從交表格、

報名那刻開始，我便知道我沒有做錯這個決定；施與的

喜樂，從力行開始──2007年6月25日，我們攜著多袋有

多有少有輕有重的物資經過文錦渡海關，前往連南。

連南是一個很美、很寧靜、很舒服、很簡單、很純樸的

地方。喜歡連南，更喜歡連南的天空。

望著連南的天空，望著連南的大海，望著鳥兒在天空翱

翔……一種愛與被愛的關係。可惜自己始終是都市人，

只能偷享一點這裡寧靜的感覺，但我已經感到很快樂。

很久沒有這樣放下一切，專心去享受。這次連南給我的

感覺，不是再忙著學業，而是去笑、去感受、去享受。

一個充滿歡樂的旅程：食……玩……愛……付出……感

受……享受……

週遭的事物，若用心去看，用心去感受，一切都會變得

更美。我從一塊破爛的玻璃望進課室，視察每一個角落

──滿佈蜘蛛網的牆角、破爛的桌子、椅子、告示板、

一群赤著腳的小孩在專心上課──從他們空洞的眼神

裡，我看到了物質和愛的缺乏。

我看著他們用兩手把小禮物抱緊，

他們笑了。

這次考察，最享受的不是觀光，不

是遊覽，而是看到孩子們發自心底

的微笑。他們每一個微笑就是這般

單純，就是這般沒有雜質。

Jiejie, xiexie nimen──被愛

是幸福，主動去愛是勇敢。「施比受更為有福」

──何其真實！感謝神創造一個這麼美

的天空──連南的天空。

余思蔚

應用翻譯

就在回程時寫下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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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早知道連南這個地方，知道連南山區很貧困，

知道連南山區有很多貧困學生。得悉跟學院學

生去連南探訪，神經線自動調到悲傷知覺區

域，培養到時發出悲天憫人感嘆情緒。

一個多小時顛簸悶熱上山車程，到達由兩幢兩

層高灰磚平房圍成的小校園。一群群衣服簡樸

(部份可稱為襤褸)的小學生，坐在簡陋教室，

在近攝氏三十五度氣溫下，冒著汗精神抖擻地

竭力朗讀課文。下課時近百個小學生，一半踢

著「拖鞋」，一半光著腳丫子，在熾熱水泥地

操場上，嬉戲奔跑……悲傷情緒被埋在他們震

天笑聲下。

到一個小學五年

級學生家探訪，

十歲小個子女孩

興 奮 地 跳 上 跳

下，帶我們走向

山崖邊幾間灰暗

陳舊木屋。走上

崎嶇山路，學院

學生小心翼翼互

相扶持，走過疏

鬆，間中有些掉落的山泥小徑，「哇呀」聲伴

隨著女孩的「嘻哈」聲此起彼落。木屋中門大

開，狹窄大廳一旁用木板堆成女孩的睡床，旁

邊兩間房間都是塵土飛揚。女孩表示父親在湖

南打工，母親到深圳打工，十五歲的哥哥不知

在那裡打工。

「你……一個人生活？」她笑著點頭，拉我到

屋前，指著山崖下小河邊一塊三呎見方小田：

「爸爸種下的菜，我每天下去採摘煮食。每星

期到山上小店買一次肉吃。」我看著小女孩走

回陰暗小屋，想到她兩三年後一定也要離鄉別

井，到不知名的地方打工，衝口而出：「你喜

歡唸書還是打工？」「有書唸當然唸書，沒書

唸就去打工。我的朋友都是這樣。」看到她豁

然的燦爛笑容，我知道不應再問下去了……

在學院上課，有些學生在抱怨：上課時間太早

太長、「天地課」、選科科目不理想、上課

悶、作業太多、報告難寫、參考書沒完沒了、

導師分數太緊……大專生活沒有快樂感覺。「

幸福不是必然的」這句老掉大牙的話，令我明

白珍惜和抱怨兩種生活態度的分別。這是一個

連南快樂的小女孩給我的體會。

對於這次能夠參加學校舉辦的連南文化助學考察團，與

當地山區的小學生作交流，我感到非常興奮。雖然路途

崎嶇，但是為了這次幫助山區小朋友的活動，我覺得是

非常值得的。這次4日3夜的旅程，我覺得很有意義，因

為可以看到那些小學生雖然很貧窮，但是他們努力學習

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動，同時也使我覺得身在香港非常幸

福。如果再有同類型的活動，我一定會參加的。

葉茂林

應用翻譯

導師

廖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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