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五年走過的路(軒轅教育基金會 2006 年度工作匯報) 

  

    進入 21 世紀新時代之春, 軒轅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在香港誕生了。本基金

會得到中聯辦和香港以及海內外社會各界的支持，經香港特區政府批准註冊成為慈善機構。

全體同仁秉承本基金會"發展教育、弘揚中華文化、振興中華"的宗旨，肩負歷史之使命，迎

接新的機遇和挑戰，以只爭朝夕精神，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奮鬥了五個春秋。我們的力量

雖然很小，但總算盡了綿力。藉此謹向大家匯報我們做過的事，走過的路。  

一、協助公務員學習普通話 促進兩地文化交流  

香港回歸祖國，實行一國兩制，需要有一段較長的磨合期，這是客觀存在的。大陸來港

遊客、商旅人士、公幹人員日益增多，而香港公務員的大多數，尤其在大街上執勤的警務人

員，不懂得普通話，難以溝通，直接有礙交流、瞭解，以至有礙工作，甚至會出現未能領會

對方說話而造成嚴重後果，更難以加深對祖國的認識。面對這一現實，本基金會同仁與警務

督察協會的朋友都甚有同感，一致認為應設法創造條件讓公務員逐步提高聽說普通話的能

力，合作開展以自願、自費、自假的形式讓紀律部隊及其他公務員參加廣州暨南大學駐校普

通話培訓班學習。從 2002 年開始，幾乎不間斷地每月舉辦一至二期培訓班，每期歷時一周，

一期（班）20-30 人，至今共舉辦了 72 期，參加學習人數共達 1800 人。從 2003 年開始，

我們又在北京大學以類似的形式舉辦了四期"國情講習班"，參加學習的亦有 80 多人。分別

參加兩類不同培訓班的學員，按照學校規定完成學業者，畢業時都獲得該所大學頒發的學業

證書，成為該所大學的校友。參加過上述培訓班/講習班的學員普遍認為: 參加這類培訓班

是自我提升價值的良好管道，也是響應政府提倡終身學習號召的積極行動，對個人、對工作

都有利，而且也可以增加對祖國了解，增進對祖國的感情。這是實踐本會宗旨的初探。  

經過近四年多的努力，自願參加暨南大學學習普通話培訓班的人數眾多，如何令同學們

日後保持聯繫，不斷學習新內容？在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廖潔明先生的倡導下，組建起"

暨南大學香港警察同學會"，為同學們繼續學習中國文化搭起寬闊的平臺，對弘揚中華文化

說來，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二、開展藝術、教育交流 弘揚中華文化  

本基金會名譽會長趙世光先生是國際知名的香港名畫家，他與本會部分領導成員應湖南

湘潭邀請出席第一屆齊白石國際文化藝術節。湘潭是享譽國際的藝術大師齊白石的故鄉，湖

南省政府在湘潭市舉辦首屆齊白石國際文化藝術節，得到國家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不少外國

藝術界之知名人士及各國駐華使節，都踴躍出席這一盛會。趙世光先生不僅是一位卓越的創

新嶺南派畫家，而且是很有愛心的教育家，他身兼多所大學的教授，又在國內各農村捐建了

多所中、小學校。他在湘潭韶山捐建的一所中學當時正值在建中，為了擴大捐資助學資金的

需要，便藉出席藝術節的機會，同場組織趙世光個人畫展,即席揮毫義賣畫作。這都是落實

本基金促進文化交流、弘揚中華文化的舉措。  

我們開創了軒轅未來學人培育計劃。從 2005 年秋至今,本會與湘潭市僑辦聯合主辦了湘

潭學生訪港交流活動, 有兩批中學生、一批大學生,合共 85 人,開展軒轅未來學人培育計劃。

也就是說我們從國內一些中學和大學里挑選具有德、智、體、群、潛質的學生與香港的中學

和大學及相關的部門、專業人士進行多元性的交流活動, 效果甚佳;我們還將資助 20 名經濟



 

有困難的大學生完成學業。"軒轅未來學人培育計劃"是一項系統工程, 是實現軒轅教育基金

會宗旨的重要組成部份,以求通過多元性的培育,把軒轅未來學人培育成為弘揚中華文化為

己任的真正"軒轅學人"。  

三、客觀認識國情 協助發展農村教育  

我們與香港同胞、政府公務員在南方大都會廣州暨南大學和首都的北京大學進行考察和

接受培訓，認識到祖國的文化底蘊的深厚，有責任加以繼承，進而發揚光大。我們同時認為，

有必要認識祖國農村的另一面，協助農村發展教育。多年來，同仁們與善長們一道，奔赴祖

國大江南北，先後在全國 25 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考察，調查研究。我們發現部分農村由

於種種原因的影響，依然貧窮落後，這些地區經濟未能得到發展，因而教育也就甚為滯後，

那裏的中、小學校的硬件、軟件都甚為薄弱，需要逐步加以改善。為此，我們協同友好團體

和善長仁翁貢獻愛心，捐資建校，並扶助經濟困難但品學兼優的學子繼續上學。至今，己在

粵西北、廣西、湖南、江西、河南、河北、四川、雲南、貴州、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

寧等十三個省（區）捐建了 46 所中、小學校（其中 36 所學校是與友好團體共同完成的），

另捐建了一所福利院,資助面臨綴學的 29 名大學生、9 名中學生繼續上學;同時,在 24 間中、

小學實行助學、獎學、獎教計劃, 使 1,325 名學生直接受惠,110,250 村民間接受惠。在推

動發展農村教育的實踐中，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要改變農村的貧窮落後，需要有人才, 要

造就人才，唯有發展教育-─教育是提高國民知識水準、科技水準，進而發展經濟，全民實

現"小康"、富民強國，這是真正達到盛世中華的必由之路！  

罗文春 

2006 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