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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國生（董事會主席）蘇國生（董事會主席）

發展機會，進而可以改善個人和家庭生活的水平。同時，
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提升國家的競爭力方面，也可以作出
更大的貢獻。

 「 雲 彩 會 」 一 直 堅 持
著這個教育夢，深感雲南仍
然有地區需要教育支援，仍
然有孩子需要關顧，我們便
繼續迎難而上。我們相信接
受教育是每一個孩子應有的
權利，除了讓孩子們可以得
着適切的學習裝備外，更希
望他們能體驗全人的教育，
在「靈、德、智、體、群、
美」六育上得到均衡的發展；追求卓越，才德兼備，服務
社會，貢獻國家。因此，除了助學外，我們希望透過愛心
人士的關心，舉辦不同的培訓活動，推廣教育及文化的交
流，藉此開拓孩子們的視野，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培養他
們對社會的責任感，並開展積極和有價值的人生。

 近年「雲彩會」逐漸將這教育夢進一步推展到畢業
生的群體。十分感恩見證到畢業多年的雲彩學生，在不同
的崗位上貢獻社會，有些已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們活出
了雲彩精神，彼此關顧，回饋助學，薪火相傳。教育事業
就是這樣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地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學生
們，感恩有大家同行，讓我們一同努力，繼續在教育的路
上追夢⋯⋯

雲彩教育夢雲彩教育夢

教育對國家及教育對國家及
個人發展的重要性個人發展的重要性

 「雲彩會」的成立源於二十多年前一個對雲南地區
的教育夢——期望透過教育及文化交流，為雲南困乏地區
的孩子提供教育的機會及開闊他們的視野。我曾在香港主
力培訓師資的院校工作了十多年，十分明白教育成功的關
鍵在於專業、關愛、敬業的老師。因此在「雲彩會」成立
初期，我們主要助學的對象是昆明師專的學生，並且組織
與香港師範生的雙向交流，後來
逐漸按着需要，把助學的對象擴
濶至中學生和大學生；期望透過
教育及文化交流，幫助貧困地區
的孩子完成學業，以所學回饋社
會，貢獻國家。

 教育在個人成長和國家發展
上，都擔當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國家在改革開放後，人民生活質
素固然改善不少，然而在地區教
育資源的平衡發展上，仍有待持
續優化。整體來說，東部沿海及
中部城市資源比較豐裕，人民受
教育的機會也相對普及。我在大學工作時，其中一項主要
任務是招收本科生，每年我都會到內地不同的省市主持本
科生入學資訊日，出席講座的大部分都是當地高中生的家
長。家長們都十分關心他們子女的教育，希望為子女選讀
在內地和國際均廣受認可的學歷——「一紙學歷、世界通
行」。他們相信教育能改變他們子女、以至整個家庭的命
運。事實上，良好的教育除了可以幫助個人在知識、態度
和技能上有適切的裝備外，一般都會帶來相對多的工作及

 筆者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年少家貧，眼
見先父每天辛勤工作，先母茹苦含辛，兩人為六口奔馳，
心中早有忐忑。父親經常提醒家中四兄弟要努力讀書，有
朝能考入大學，日後有份好工作，就不用如他那樣辛勞，
故在孩童時期，已知要靠讀書來出人頭地。

 光 陰 似 箭 ， 當 年 的
小 孩 現 已 年 過 六 旬 ， 回
頭一看，除了感恩上天的
眷顧，還真經歷了「知識
改變命運」。當日如非僥
倖考入大學，那能身當教
師，日後那能晉升為校長
及完成博士課程。香港是

一個相信及實踐公平競爭的地方，以筆者自身的經歷而
言，教育的確改變了個人的命運，它是草根階層向上爬的
一條上進之路。

　　最近曾到廣州一遊，乘車時與司機閒聊，問及他為何
當上司機？他說也是為了生計，希望能供唸高中的兒子完
成大學。言談間竟提到內地已發展無人駕駛技術，很快司
機也會失業，到時如無學歷，單靠勤勞，也很難生活。這
充分反映教育的重要，特別對年青的一代。

　　多受教育，學歷愈高，知識愈廣，人的分析力、思辨
力以至視野會愈廣，個人的競爭力及可供選擇的機會也會
愈多，對個人日後的成長亦有幫助。既然筆者曾受惠於教
育，故亦投身教育，支持教育。

　　早前筆者成功推薦了一位中六同學以免試形式直接
入讀香港一所著名大學，成為筆者的學弟。究其原因，主
要是該生對數學研究有興趣，且曾參加本港的一些數研比
賽，雖然當時未有獲獎，但充分反映該生對數研的興趣。
把數研普及以提升香港的數研水平是筆者心願之一。要知
道成功的科研，必先有普及化及堅固的數理基礎。要以科
研興國，教育便是橋頭堡，是必須重視的一環。近年香
港教育局亦非常重視培養青少年的國民身份、社會守法意
識，這些都足證教育的重要性。

　　本會是一個以促進雲南地區教育及文化交流為宗旨的
民間機構，其使命便是支援教育，讓貧困的學子不因金錢
的困乏而得不到教育，亦希望讓同學們多接觸外界以開拓
視野，雖然本會所盡的只是綿力，但相信假以時日，定能
繁花盛放，匯川成河。

羅燦輝（本會董事）羅燦輝（本會董事）



 雲南省地處中國西南，是滇蜀文化的重要區域。早在
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前141-前87在位）年間，中
原王朝已有意開發西南。先是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
派遣番陽令唐蒙通使夜郎（今貴州），立犍為郡，開「南夷
道」。其後又命司馬相如（前179-前117）經營巴蜀（今四
川），略定邛、莋、冉等西南夷，開「靈關道」。正當漢朝
政府欲進一步開拓川黔之時，適值匈奴在北方寇邊的壓力日
益增加，開發西南的舉動因宰相公孫弘（前199-前121）反
對而罷。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約前164-前114）
因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時在大月氏（今印度西北）發現來自邛
（今四川西昌）的竹杖和蜀（今四川中西部）的布匹，歸
來後建議開發西南，另闢一條直通身毒（今印度）和西域諸
國的道路，以避開匈奴攔截的危險。漢武帝遂命王然于、柏
始昌、呂越人等尋找通往身毒之路，可惜無功而還，但經略
西南的工作已然開始。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趁匈奴
軍事壓力稍遏，派軍威諭滇王入朝，滇王不從，漢軍兵臨城
下，滇國歸降，武帝遂在其地建犍為、牂牁、越巂、益州、
武都、沈犁、汶山七郡，從此中國西南地區併入中原王朝的
政治體系之中。雲南是少數民族的集中地，隨著歷代以來與
中原地區頻繁的文化交流，這些少數民族早已融入到中華民
族之中，令祖國日益壯大。

　　滇港同根，同飲珠江。珠江是廣東的母親河，但發源自
雲南。位於雲南省曲靖市沾益區城五十公里的馬雄山東麓，
即為珠江源所在。本著更多認識雲南的歷史文化，與及讓學
生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情意，我曾於2007年在「雲彩會」
的協助下，帶領數十位中六學生前赴雲南曲靖，與當地學校
的師生進行交流。通過觀課、義教、小組討論、共晉午餐、
辯論比賽、體育競技、才藝表演等，讓兩地學生就他們的學
習情況、生活經驗、以至對事物的看法等不同層面，彼此加
深認識，促進了解，開拓視野。事後，不少學生都對我說，
來自大山的孩子都很純樸率真，勤奮向學，對人生充滿理
想，是他們學習的榜樣。交流促進了解，接觸產生情誼，不
少香港學生後來與雲南的同學繼續通信，保持聯絡，足見滇
港兩地雖然發展不同，文化各異，但毋阻兩地年青人交流接
觸，建立友誼。

一 直 以 來 ， 「 雲 彩
會」肩負著橋樑的作用，
實踐文化交流的初心和使
命。二十多年前，當我們
攜手建立「雲彩會」時，
便訂下了「透過文化交流
活 動 促 進 內 地 、 香 港 及
海外人士的相互了解，和
提高教育的素質，讓雲彩
般的見證人在雲南煥發光
彩，使當地各族得著璀璨
的生命」的宗旨。過去多
年，不少長期支持「雲彩
會」工作的團體和個人都會組團來雲南探訪受助學生，並與
他們進行各類文化交流活動，例如畢業營、培訓營、家訪、
聯誼等，「雲彩會」會協助安排交通、膳食、住宿等。我們
稱這些文化交流活動為「雲彩之旅」，可按團隊目標和隊員
背景設計不同活動，讓他深入了解雲南的歷史沿革、文化風
俗、風土人情，更重要的是關心年青人的成長，感受他們在
成長中的快樂和喜悅，也分擔他們的困難與挑戰，以過來人
身份，與他們分享人生經歷，參詳不同的觀點與看法，與他
們一起探索前路，陪伴他們走人生一段很重要的路。近年，
「雲彩會」亦積極開展雲南學生來港考察交流活動，在愛心
人士的資助下，一批又一批的受助學生走出西南一隅，踏足
香港這個國際金融大都會，透過參訪不同的景點、教育機
構，接觸來自各方的好友，以純樸的情懷感受「動感之都」
的文化特色。每次我們都讓訪港學生憑筆寄意，借箋遞情，
道出他們對文化交流活動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與香港和
海外的雲彩之友彼此感通。 

最近，坎特伯雷大主教韋比 (Justin P. Welby) 在英王查
理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 的加冕典禮上，勉勵他在履行君
主職責時要時刻記著「憑愛而行」(to love in action)。「雲彩
會」也是本著這份信念與年青人同行。

葉深銘（本會董事）（本會董事）遠渡天南 滇港文化交流雜談 

作者 (左一）與曲靖的雲彩受助學生合照，
右一為「雲彩會」前項目統籌主任彭景文先生

楊俊傑（（畢業生））

我

在 非 洲

剛
果

作者為鑿岩台車進行維護與保養

作者 (左）與
非洲的同事 Congo

 2021年我畢業於雲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主修工程機械運用技術。
現在的工作是畢業後的第二份，工作地點在非洲剛果，負責指導和帶領
當地員工進行設備維護和保養。

加入此公司時已有到外國工作的心理準備，甚至會在一個陷於社會
動亂，與及存在兩大致命病――瘧疾和霍亂的地區工作。然而，想到自
己已經長大，就該有披荊斬棘和無懼一切的精神，今年春節後便一個人
坐了兩天兩夜飛機抵達此地。

幸好這裡的天然環境很不錯，還有美味的原生態羊肉，熱
情的人民，和操練英語及非洲最普遍使用的史瓦希利(Swahili) 
語的機會，鄉愁就減少了一點！

這樣的出國經驗，除可體會不同文化，更是提升自己，
貢獻世界礦業發展的機會。道路漫長，仍需努力，相信苦盡甘
來，前景開闊。望八月休假回家與大家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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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寨小學學生繪畫壁畫

霍啟榮伉儷 ( 右一、二）

作者 ( 右三 ) 與雲彩畢業生聚餐

雲上太陽雲上太陽

李卓思（左）、鄭紅琴（中）、李嘉晴（右）

霍啟榮（雲彩之友）

這世界那麽多人
年初與久別的森哥（林老師）
重逢，我劈頭就問他：「雲南
有什麼吸引，可以讓你待上十

五年！」他不假思索便回答：「因每天都有新的驚喜！」就
是這樣，我與太太就立刻計劃前往當地查明真相！

先看到學生的文字分
享，再在翠湖畔邊吃
點心，邊傾聽他們暢

談生活、學業、戀愛，讓我對這群在農村成長的孩子有更全
面的認識。這些學生大都是在高中階段已接受資助，與「雲
彩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雖因這幾年疫情肆虐，不常見
面，但聊起來卻滔滔不絕，更表現出年輕人對生活的熱忱
與夢想！我與森哥也
是在年輕時認識的，
並有相同理念，就是
要將關愛以不同方式
傳承下去，這次看到
雲彩學生也有這個理
想，實在欣慰！

我們在曲靖除了走訪畢業生鄭紅琴
創辦的社區服務中心外，還參與一
個親子活動，反應十分熱烈。又把
握機會約同沾益的畢業生晚飯，結果來了十多人！與「雲彩
會」結緣二十年的紅琴帶了兩名女兒來見林爺爺；剛新婚的
江梅與母親雙雙赴宴，還帶來兩大束向日葵送給林太太和我
的太座，借此寓意「雲彩會」的老師像向日葵一樣帶來溫暖
和力量，幫助女兒完成大學，繼而結婚成家。最難得是沒有
報名而出現的聰明，他帶著沉重的心情分享創辦了三年的奶
茶店因疫情的影響最近結束了，本想不來，但最後克服了心
理障礙。來了之後，心情好多了，感到雲彩家的溫暖。晚飯

後與何偉在湖邊散步，他
訴說如何走過事業低谷，
現在漸見曙光，也計畫今
年底成家……「雲彩會」的
老師，就像他們的朋友、
家人、父母，是可傾心吐
意的對象！

雲彩父母心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雲彩會」董事會主席蘇國生博士
和其他董事，我大都認識，他們都
很有學識和愛心，二十三年來不忘
初心，堅持使命，透過助學及文化交流，和愛心人士的行動
與捐獻，造福盈千累萬的雲南農村學子，這次重訪雲南，我
深深體會到雲上太陽，總不改變，這是一片蒙福的大地，只
要我們不斷耕耘，定會開花結果！

董事的勸勉

在在開始爬格子前 開始爬格子前 , , 我再次細讀上期「雲彩會」通訊 我再次細讀上期「雲彩會」通訊 , , 

並結合今年四月訪滇的感悟 並結合今年四月訪滇的感悟 , , 分享以下感受 分享以下感受 。。

初來乍到，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陌生的語言，
使我們膽怯，甚至有點手足無措。

 在當地社工、小朋友、村民和老師熱情友善的歡迎和安
排下，很快便融入了農村的大家庭。大家不禁疑惑，為什麼
兩名香港女學生會遠渡雲南的小鄉鎮實習?

 我們是香港大學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學院近年致力推行
創新和跨範疇學習，藉此豐富醫科生的體驗，並設立增潤學
年 (Enrichment Year)，讓學生從社會實踐中增長見識。於
是，我們今年初通過內地機構的介紹，來到雲南曲靖市麒麟
區的公益機構「初心社會工
作服務中心」服務三個月，
也在地區醫院的社工科見習
兩週，趁空檔往雲南跑了一
轉。豈料「初心」竟是香港
「雲彩會」的資助畢業生鄭
紅琴創辦的！

 我們組織了多場有意義
的活動和服務，嘗試了許多
新事物。印象最深刻的是在
石頭寨小學獨自帶領第一個
小組活動——「改造小屋成為我的家」。小學生發揮天馬行
空的想像力，合力為社工站外乏味的白牆，添上色彩繽紛的
壁畫，打造成一個孩子喜歡、心有所歸的社工站。

 學校社工站的活動改變了原來不擅與小朋友交流的我
們。現在，每天最喜歡的事就是當小朋友的樹洞，坐在操場
上聽他們滔滔不絕地分享課堂上的趣事和煩惱。

 每天跟著一群熱心社工在農村服務兒童、婦女和老人，
並入戶走訪，真切關心他們。也許只是略盡綿力，但傳遞的
溫暖力量恰似水波上的漣漪，一點一點在大家心湖泛開。

     一天，「雲彩會」的林爺爺帶著香港愛心人士長途跋
涉，來到東山新村，和我們舉行親子活動。操雲南話的村民
和粵語的我們打破語言隔閡，高歌頌親情，並以細絲穿珠，
寓意心心相連，樂也融融。

 在 醫 院 見 習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接 觸
到 不 同 的 患 者 和 家
屬 ， 聽 見 他 們 背 後
的 故 事 ， 縱 使 每 天
面 對 不 同 的 困 難 ，
但 都 積 極 面 對 ， 樂
觀 的 笑 容 烙 印 在 我
們 心 中 。 我 們 尤 其
佩 服 醫 護 人 員 熱 切
助 人 的 心 ， 他 們 各
盡其職，不計勞苦用心服務群眾，更向我們介紹他們的工
作，分享一些難忘的經歷。

 服務之外，我們趁潑水節去了西雙版納，感受傣族人民
的熱情和熱帶雨林的盛樂。

 內地發展一日千里，今非昔比，三餐溫飽不成問題，百
姓生活安康，民族和諧同融。來滇之旅消除彼此偏見，增加
兩地人民交流，實在不枉此行。

 傍晚，青藍屋頂上升起裊裊炊煙，晚霞自金紅至碧紫，
繁星在夜空中閃爍，與月爭輝。雲南、香港共享一片天，不
知何時能再會顆顆向我眨眼的星星？不知何時能再見張張
渾然天成的笑臉？帶不走星星和笑臉，卻帶走了熱愛生活的
心，繼續傳承愛。

雲南 、香港
      共享一片天   

李卓思、李嘉晴（香港大學醫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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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回昆明之前，在香港的日子十分充實，除了能與
久別的親友見面，更與新知舊友暢聚，讓他們瞭解「雲彩會」
的近況，當然繹行的出現是最大的驚喜！

 回昆後，在最近幾個疫情措施完全放開的月份中，我們走
訪合作的祥雲四中老師、與財經大學和冶金專科學校學生見面
與分享、舉辦畢業生母親節午餐會、探訪畢業生創辦的鄉鎮服
務中心和幼稚園、接待遠方的來客等，密密的工作卻帶來滿滿
的喜樂，也許是要補償過去三年疫情的缺欠吧！及時而至的捐
款紓緩了上半年的經濟壓力，然而仍需要大家積極回應這個新
學年的助學與培訓及行政捐獻，以致我們能繼續持守初心，履
行使命。 

（捐獻信息載於「雲彩會」網頁 www.ycecea.hk）

雲 彩 事 工 及 財 務 近 況雲 彩 事 工 及 財 務 近 況 林植森（執行總監）

畢業生母親節午餐會

財經大學學生見面會

探訪畢業生鄉鎮服務中心

譚繹行（行政助理）

 讓我先來自我介紹，好拉近彼此的距離。

 我今年三月加入「雲彩會」香港辦公室工作，去年大學剛
畢業，主修通識及文化研究。畢業前後也從事過一些機構的行
政和補習工作，但仍是一名初出茅廬、經驗尚淺的「社會人」
，所以我帶著學習的心情開展人生新的階段。

     受家庭的影響，我自幼便對歷史和文化感到興趣，也喜歡
到訪不同的地方。高中修讀中國歷史和歷史科、大學選修文化
研究，加上我認為教育對人的成長的重要性，漸漸確定了我日
後在這方面的發展方向。

     去年底，在香港遇上媽媽的老朋友植森叔叔，他得知我剛
大學畢業，正在尋找工作，便主動告知我「雲彩會」正在招聘
員工，問我是否有興趣。經過多次與他深入交談，雙方有更多
的瞭解，之後我多番思考，也諮詢家人和朋輩的意見，最後下
定決心申請，有幸得到董事會的接納，讓我成為「雲彩會」的
一員。

     上任前後，我得到不少人的幫助，紓緩了不少對新工作的
心理壓力。感謝董事們、植森叔叔對我的鼓勵和體諒，前任行
政同工Suki多月來悉心的指導和清晰的工作交待，昆明同工德
蔥的接待和照顧，還有眾多親友在背後的打氣和支持，更難得

的是上任一個月後即有機會踏足從未到過的雲南，親自到前線
瞭解「雲彩會」的工作。

 這次到訪時間雖然只有一個多星期，卻留下深刻的印象，
無論是與學生和畢業生見面，
參與親子活動，參觀學校，遊
逛城鄉，乘坐高鐵回港……讓我
對內地有更一步的認識。然而
最觸動我的是畢業生的深情分
享，讓我瞭解他們如何從「雲
彩會」的愛心關懷中獲益，再
奮發圖強，完成學業，畢業後
穿梭於不同省份工作，有些最
後返回雲南，回饋家鄉。

 坦白說，我在剛上任的頭一個月裡，面對陌生的行政工作
實在感到吃力和迷茫，但通過這次到訪，我頓時明白到這些繁
瑣工作背後的意義和重量！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家人和富山團體過往對「雲彩
會」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潛而默化，春風化雨，也許今天我仍
在四處遊蕩，尋尋覓覓！

上 任 感 言上 任 感 言

作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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