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微電影，說出一個國與家的
大道理。反映香港老一輩教育工作者
傳承愛國教育、微電影《大同》觀賞
會，昨午在北角富臨酒家舉行，編劇

及製片人呂丹（圓圖）道出
這部影片在幾百部參賽作
品中脫穎而出的秘訣：
「挖掘真實，呈現真實
，情懷不能靠編。愛
國看似是一個大命題，

但創作中需要從小處着
眼，從情感着眼。」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佩露（文／圖）

活現周捷君家族愛國教育路 兩岸三地以真以誠追求大同

微電影道出國與家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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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故事從大同學校創辦人兼
校長周捷君和呂儀和夫婦逝世後，周家六
子女商量分財產開始講起，突然拜訪的大
同學校舊生帶來了學校的老照片，將電影
主線拉回上世紀40年代。

當時年僅25歲的周捷君在經歷日本侵
華戰爭後，目睹國家百廢待興，立志通過
「辦學」來救國。他和夫人呂儀和將所有

積蓄用在山邊木屋林立的港島西灣河辦學
，一家幾口只能以校為家，雖然條件艱苦
，夫婦倆仍靠着 「為國為家」的教育理念
堅持了下來。

捐父母遺產 在內地建校
電影後半段，周家六兄弟姐妹只用半

小時就一致決定捐出父母留下的70多萬元
遺產，2000年在廣東清遠佛岡建立一所新
的大同學校─石聯大同學校，以傳承父
母畢生追求的愛國主義教育理想。

「沒有國，哪有家？」《大同》的特
殊之處在於，它是台灣導演林立書拍攝的
香港故事，影片中的六名主要演員，也就
是周捷君夫婦的六名子女，即兆東、兆康
、兆西、兆強、大姐月梅和小妹月齡，是
自己演回自己，真人真事。一個真實的愛
國教育家庭故事，巧妙地由兩岸三地合作
呈現。呂丹說： 「兩岸三地的合作，是在
製作上的又一次扣題大同。」

《大同》的故事是真實的，人物也是
真實，但怎樣在影片中表現普通人的愛國

故事，尤其如何在拍攝時平衡好其中的關
係尤為重要。呂丹提到拍攝過程中的感動
瞬間，包括那一面大同創辦時升起的五星
紅旗在內的道具，都是兩位老校長妥善保
存下來的實物，看到它們在歷經如此久的
歲月後依然嶄新如初，真的很令人感動。
「影片裏我問到，有什麼要向爸爸媽媽講

。珠影的影棚裏，從演員們到工作人員，
沒有一個不是淚流滿面的。」

網上播放 獲逾2000點讚
結果，這部21分鐘的影片在五月成大

綱、七月成劇本而八月拍攝，今年九月在
幾百部參賽影片中脫穎而出，獲得中央電
視台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題微電影徵
集展示活動」優秀作品一等獎。近月來在
YouTube播放，已獲得2000多個點讚。

參演的兆康和兆強說，足足在珠影影
棚裏拍了四天，拍完後幾乎散了架。小妹
周月齡說，導演把大同在西灣河的場景搬
到影棚。 「上星期我們在富臨也辦了一場
觀賞會，我把聖若瑟書院的學生，以至我
和她從不講政治的朋友也請來了，結果大
家不約而同都被這故事真實打動。」

周家三哥周兆康說，父母的思想深深
地影響了他，他希望大同的精神能夠代表
香港的愛國思想得到傳承。周家大哥、周
兆東說，周媽媽完整地保留了大同歷年畢
業生的合影和證書，石聯大同學校將在本
月底設立校史室。

下周入住社房鄧婆婆：最好聖誕禮物
【大公報訊】記者朱樂怡報道：社聯 「社會房屋

共享計劃」首批基層受惠家庭下周可上樓，搬入由樂
善堂營運的九龍城20個共享單位。鄧婆婆與她81歲的
丈夫和六歲孫兒，聖誕前終於可以搬離鐵皮天台屋，
脫離日行九層樓梯、颱風天一家人擔驚受怕之苦。婆
婆受訪時不禁感動落淚，認為是最好的聖誕禮物。

兩年來行九層 颱風擔驚受怕
鄧婆婆一家輪候公屋數年，現時仍住在土瓜灣一

幢唐樓僅100呎的天台屋近兩年。年屆65歲的她，要
照顧因為父母在內地工作而獨留在港的孫兒，和視力
不足兩成、行動不便的丈夫。每日要接孫兒上學放學
，要行九層樓梯起碼兩次， 「好辛苦，每行一層起碼
抖兩次！」

因為出入不方便，一家人甚少外出，孫仔放學多
數在床上做功課和玩耍；而丈夫到醫院覆診時，鄧婆
婆更要先將輪椅搬落樓，再行上九層攙扶丈夫落樓。
每逢颱風天，鐵皮天花更搖搖欲墜， 「啪啪聲」嚇得
嫲孫都不敢睡覺，但因為底層的劏房租金達五至六千
元，超過社署租金津貼的4700元，故被迫繼續月花
2700元租住天台屋。

鄧婆婆下周便搬入項目的一樓單位，因為是綜援

戶獲政府代付全數4755元的租金， 「老公話淨係住兩
年都好，終於可以出街！」婆婆一家未來更可到樓下
「共享服務空間」的社區飯堂，孫兒亦可參與課後託

管服務。

20戶家庭「獲選」 租期兩年
九龍樂善堂主席郭予宏透露，今次共收到521個

基層家庭的申請，審視家庭收入、人數和輪候公屋時
間等條件後，選出最終20戶家庭，當中輪候公屋五年
佔三成，達六年的更有兩成半；全部都是三至四人家

庭，居於天台屋、鐵皮屋及劏房等惡劣環境。為了照
顧有迫切入住需要的家庭，樂善堂將12月定為免租期
，租金由明年一月一日開始計算，租期兩年。

項目早前獲恆基兆業地產以一元象徵式租金，租
出九龍城福佬村道的五層唐樓新益樓共20個單位，每
個260呎，有一廳一房一廚一廁，以及地下的兩個地
舖單位，並義務修葺樓宇和裝置喉管。

樂善堂亦撥出了160萬元裝修所有單位。郭予宏
希望，未來可繼續與其他機構或小業主合作，擴大受
惠範圍。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李佩露報道：
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宣文部副部長羅江和
社工部副部長李運福等出席了《大同》微
電影觀賞會。楊健對《大同》入選中央電
視台主題微電影大賽29部優秀作品表示祝
賀，同時肯定了港人支持內地教育的熱忱
，透露內地中小學毛入學率已高於世界中
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楊健說： 「電影還原了周家兩代人以
校為家、捐資助學的生動故事，凸顯了周
家兩代人的精神追求，體現了愛國愛港的
價值理念。」他認為周家兄妹的演出表現
了對國家的熱愛，對社會的關心，和對教
育的關注。楊健亦感謝周家兄妹及參與捐
建石聯大同學校的熱心港人。

楊健表示，目前在內地教育捐助已成
為國家慈善事業的最大項目。自改革開放
至去年底，香港各界人士共通過教育部捐
助80億教育慈善捐款，而希望工程自1989
年創立至去年底，共收到捐款129億，捐
助553萬學生，援建19388所希望學校， 「

其中也有很多捐款來自香港人士。」
最後，楊健透露了一組內地教育數據

，到去年底，內地小學淨入學率達99.92%
，初中毛入學率達104%，這兩組數據均超
過了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高中毛入
學率為87.5%，也超過了中高收入國家
83.8%的平均水平。」他說， 「大同」和
「小康」是儒家2500多年來追求的理想。

中共十九大制訂的目標，提出了建成小康
以至社會主義強國的時間表，使中國離實
現這個夢從未如此之近。

楊健感謝港人捐助內地教育

負責統籌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表示
，截至昨日，共享房屋的潛在單位增至408個，其中294個
單位由機構業主提供，其餘由個別業主提供。截至目前，
已經勘察、確定合適使用的單位有逾100個，約75個單位
因業權不清等原因，不適合使用，其餘仍有待勘察。

社聯透露，繼樂善
堂九龍城項目下周可入
住後，第二個可供入住
的將會由市建局提供、
聖雅各福群會營運的豉
油街項目，提供14個單
位，料本月底至下月初
入伙；土瓜灣項目54個
單位目前已收到四份遴
選營運機構的計劃書，
單位實用面積介乎423
呎至565呎，同為兩年
租期，預計明年二月可
供入伙。

考慮名單暫增至408個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許雋報道：內
地經濟為何會快速崛起？ 「一帶一路」政
策又意味着什麼？任教金融領域多年的林
國超為解答這些新課題，幾年前參與了上
海財經大學在香港開設也是全港唯一一個
在職博士生修學項目。 「為了完成研究，
我至少看了一百篇論文。」今年，包括他
在內的11位金融或管理專業博士生順利畢
業，昨日參與學位授予儀式。同時，學校
亦迎來了17位新生。

上財研究生院副院長李勁松在儀式上
表示， 「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
、 「自貿區建設」等愈來愈成為新經濟形

態下的熱門詞彙。為了適應這些新概念對
內地乃至國際金融圈的影響，上財的教師
團隊會靈活地調整教學內容。他說： 「授
課的老師很多本身就是相關金融項目的負
責人，因此他們能在專業上和實踐中為學
生解答很多專業問題。」

公大商管講師學習金融
上財的研究生教學點自2002年在香港

設立以來，已經有超過500名學生報讀，已
有畢業生近150位。林國超早年就有豐富的
銀行業從業經歷，更參與金融方面的一線
教學長達十餘年，但他仍希望在工作之餘

提升個人專業能力。
彭秋嫦是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

理學院的一名高級講師，亦是今年項目的
新生代表。

本科和碩士專注法學的她，今年接到
了教授 「金融科技」課程的安排而下定決
心參與金融專業學習。 「很多人可能終生
都不需要面對打官司的問題，卻一定會接
觸得到金融和經濟問題。」

香港金融管理學院校董會主席王中英
、中聯辦教科部副巡視員張總明、香港金
融管理學院院長郭啟興、榮譽院長趙令揚
等出席博士畢業生授予儀式。

大同學校的故事
反映了香港愛國學校
的歷史。現年81歲的
原新僑中學副校長潘

錫華（圓圖）觀看了這部微電影。
他從1957年起在同樣是愛國學校的
新僑中學任教， 「那時大同學校的
畢業生是新僑中學的主要學生來源
，或多或少因兩所學校在港英政府
的管治下處境相似。」

潘老說，大同學校建在舊式樓
房之中，生源大多是勞工子弟。雖
然學校得不到港英政府的支持，教
師收入很低，但靠着愛國情懷和愛
國主義教育的恆心，還是堅持了下
來。

1976年，由於招生上的困境，
大同學校與新僑中學、南中中學合
併為 「新僑中學」，告別30年的愛
國教育史。

「大 同 是
一個堡壘，一
個明珠，已經
超出了普通學
校的教育功能
。」

上財港博士班助了解一帶一路

生源大多為勞工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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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左五）、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左四），與周家六兄妹，
月齡（左一）、兆西（左二）、兆強（左三）、月梅（左六）、兆康（左七）和
兆東（左八）

▲周捷君（後排右二）、呂儀和（
前排右一），昔日在筲箕灣西灣河
街創辦大同學校，為勞工子弟創造
就學機會 微電影《大同》截圖

▶聖雅各福群會營運
的豉油街項目，提供
14個單位，料本月底
至下月初入伙

網上圖片

◀九龍城共享房屋單位，翻新後煥然一新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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