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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學是個培育人材的地方；香港大學（包括她的前身香港西

醫書院）也不例外。逾百年來，她培育了無數的醫師、工程師、建

築師、律師、會計師和教師等專業人材，也培育了無數的公務員

和企業精英。

大學除了傳授知識外，還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輔助同學們

的成長。舍堂生活便是港大教育的一個特色。它讓同學們更懂得如

何與人共處，如何處事，與及如何組織活動。這是「人」的教育的一

部份。大學的另一個使命是鼓勵同學們關心社會，關愛別人，服務

大眾。云云畢業生中，醫師如孫逸仙；工程師如李耀祥；律師如黃

乾亨等皆是「明德格物」的好例子。

港大這個優良的傳統，也在這本集子中充份地反映出來。我

們土木工程系的同學們深入廣西融水的苗山瑤寨，為建設下里小

學而盡心盡力。他們住在寨子裡，與鄉親們同吃同住，分享孩子

們的歡笑和快樂。在港大各位老師們的輔導下，他們為孩子們設

計了一個既優質又環保的校園。這也是我所見過的、最綠化、最環

保、最具創意的小學校園。我多年來參加福慧基金會的貧困地區

助學工作。福慧助建的中小學不下三百所。可我們土木工程系同

學們助建的下里小學，着實是最令人感動，最令人欣賞的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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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讓我想起了六十年代香港大專學生服務隊在新界偏遠地區修

橋築路的日子。

同學們在下里小學的校園內外遍植「愛心樹」，以感恩捐助建校

費用的善長們。我們苗山瑤寨裡可愛的孩子們就在愛心樹下成長。他

日綠樹成蔭子滿枝，這份愛心當能薪火相傳下去。

感恩港大土木工程校友楊澍人伉儷的慷慨捐資，並且不辭勞

苦多次進出苗山，帶領同學們完成了這項極有意義的建校工程。工

程能夠順利完成，實在離不開郭大江，李啟光，譚國煥，關國雄，蘇

啟亮，黃玉平等多位港大土木工程系老師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導，

與及廣西環保局張英副局長和扶貧工作隊黃付平高工的精心策劃

及統籌。這本集子既是同學們的一份珍貴的回憶，也是對以上各位

老師的一份謝意和獻禮。

    

中國工程院院士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李焯芬

    二零零九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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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木工程系教學生築路蓋房，本屬份內之事，無需宣揚。但

「明德樓」有些特別：雖然只是一座普通的農村小學校舍，遠在

離香港千里之外的廣西北部苗山的一個叫「下里」的村寨，它的

落成却傾注了土木工程系校友和師生們的特殊感情和心力。

　　事源2003年，當土木工程系1971年畢業生楊澍人先生决定

要幫助下里的村民圓他們十年的建小學之夢時，他賦予了這個

項目特別的意義。他希望這所小學由土木工程系的大學生們來

設計和管理施工。他的想法立即得到了當時的土木工程系系主

任李�光先生的贊同。楊先生的設想落實了，于是就有了「明德

樓」的故事。

　　「明德樓」的意義不僅在樓，而且在于參加項目的大學生們

經歷了從無到有的全過程，在于他們身在學校、走到社會、服務

人群的磨練。大學生們為此付出了不少，他們得到的收益却更多

。這本《明德樓》就是一份他們心路歷程的記錄，寫作的和編輯

的都是土木工程系的大學生們。

　　「明德樓」是土木工程系組織大學生實踐我們校訓「明德

格物」的第一個項目，它秉承了我們學長們關心國家服務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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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傳統。從此我們有了「明德工程」的活動，又引伸出了第

二個、第三個項目。我期待和相信，土木工程系的大學生們在

參加“明德工程”中不斷寫出新的篇章。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系主任

     關國雄教授

二零零九年三月

前 言



 2004年．春

十年建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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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里屯

下里屯是廣西壯族自治區融水苗族自治縣大浪

鄉內七十二屯的其中之一，地處偏僻，村民主要

以務農為業，過著清貧的山區生活。因城鎮急速

發展、通貨膨脹等外圍因素影響，村民的生活直

接受到了負面衝擊。有見及此，村民本著「知識改

善生活」的精神，在1994年曾集資，自行在村內

興建一所小學。

村民們居於深山之中，村內平地不多，但因著對

建校的熱誠，他們願意保留村內最好最大片的平

地作為建校之用。紅磚一塊一塊地運進村內，伴

隨著的是工人們和村民們的汗水，期盼已久的校

舍開始建了起來。沒有特別的建築材料，也沒有

完善的建築設計，但即使是一間簡陋不起眼的校

舍，村民們仍然願意付出他們自己的積蓄，為的

只是希望他們的下一代可以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下

接受教育。

可惜，事與願違，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及良好的

建築規劃，校舍並沒有如期建成。看着只有不足

一層的紅磚校舍工程不得不被迫擱置，村民們的

心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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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廣西常見的木樓房。上層為起居室，下層飼養家畜，在政府實施人畜分隔的政
策後，下層多轉為儲物間。　
２：十年前村民自資興建的學校，因為資金問題，在平頂前已停工。　
３：因為廣西山多地少，所以處處都能看到從山坡開墾而成的梯田。

1 2

3

十 年 建 校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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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

及至2003年，廣西環保局在當地開展了扶貧

工作，爭取興建村級公路和建設水利設施等。

二月，當局對整條下里屯作了全面的調查。調

查發現，當地因貧困而致適齡兒童失學的問題

甚為嚴重，引起了當局對下里屯教育的關注。

機緣巧合下，香港大學畢業生楊澍人博士在一

次到廣西的旅途中，認識了廣西環保局張英副

局長。同年七月，在張局長的親身領路下，楊

博士到訪了下里屯，看到了村裏的山水風光，

也看到了十年前遺留下來的校舍磚牆。聽見村

民們對建校的堅持和執著，目睹村民們花了不

少時間和金錢建出來的心血結晶，看見村民們

樸實的面孔、小孩們憨厚的笑容，楊博士答應

了張局長，決定幫助下里屯完成這個建校的夢

想。他經過深思熟慮，更提出了由香港大學生

一同參與興建校舍的過程。

下里屯的建校夢想，被重新燃點了起來。村民

們對知識的強烈渴求，使他們積極地配合著建

校的工作，提供資料、親身參與，給予建校工

作很大的鼓舞，也為及後的助建工程奠下了很

重要的基礎。至此，建校項目進入了一個嶄新

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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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考察團首次到下里屯時，村民在入口夾道歡迎。　
２：楊博士及夫人獲頒授「愛心大使」証書。　
３：孩子們天真的笑臉是我們工作的最大動力。

1

32

十 年 建 校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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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參與

2004年2月，楊澍人博士約見了土木工程系主

任李啟光教授，藉此機會討論土木工程系的本

科生參與下里屯小學這項助建工程的可行性。

「面對這委託，你當時有甚麼感受？」李教授

沉思一會，似在回想當時的情景。他終於用一

句說話總結了當時的感受：「這是件極具意義

的事。」

李教授認為香港的學生實在很幸運，物質生活

非常豐富。但內地貧富懸殊的問題嚴重，生活

條件遠遠比不上香港。若同學們可以有機會了

解農村的生活，將是一個寶貴的生活體驗。

李教授坦言，他並不著眼於同學們透過這項目

學到甚麼技術層面的東西，反而更著重於同學

們親身經歷這類項目的過程。他說到這裡不由

得高興起來，雖然同學們不能長駐當地，但即

使只有三數天時間跟村民相處，也足夠令同學

們有畢生難忘的回憶。那種近距離的交流，那

種真摰的鄉土人情味，沒有其他教學活動可以

提供，而這些都將令同學銘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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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容背後，李教授為著實行這計劃也不遺餘力。

要在大學推行明德工程，定會遇到困難，例如內地

建築標準跟香港不同，同學們要從頭學起；又或者

要籌募足夠經費安排同學們到下里去。「為甚麼願

意踏出這一步，在大學裡推動明德工程？」「這是件

值得做的事。」李教授沒有半點猶疑，簡單的問題，

簡單的答案，卻透露着李教授多麼渴望學生可以在

大學除了工程之外，有更多不同的體驗。

出乎意料之外，下里屯助建工程消息一出後，立即

得到不同人士的支持。除了教授們承諾會配合工

程的需要提供協助外，透過土木工程系的通訊，

各屆畢業生也得知這有意義的項目，他們反應意

外的熱烈，並答應在百忙的工作中抽空幫忙。當然

少不了的，是同學們的踴躍參與，報名人數眾多，

令教授們喜出望外。

「這是團結各

年代工程生的

工程。」李教授

的笑容中充滿

信心，相信這項

目在教授們、同

學們的努力下，

一定可以成功。

十 年 建 校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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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到訪

2004年的復活節，對其他大學生而言可能只是

普通的三日例行假期，但對於下里小學新校舍

的助建小組，這卻是一個意義重大、不容有失

的三日之旅，因為在這短短的假期，他們第一

次走入下里屯，除了視察當地環境，亦要了解

村里的需要，收集設計校舍的重要資料。

下里屯位於山腰，汽車只到達山下，助建小組

需要徒步上山。一步步地走着這三公里的山路

，助建小組的同學們體驗到了下里屯的孩子們

求學的熱切。當一座不起眼的，破舊矮小的木

屋出現在眼前時，那種不可置信的衝擊⋯⋯

「這真的是孩子們上課的地方嗎？」

或者只有助建小組才能深深的體會。看着十年

前由村民集資，但只建了半層磚牆就荒廢了的

校址，助建小組終於明白到了他們這次探訪的

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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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下里小學的舊校
舍是由糧倉改建而成
的，經歷幾十年的風
雨，木板房已經搖搖
欲墜。　

２：助建小組的同學看
見孩子在上課，就忍不
住執起教鞭，嘗嘗當山
區老師的滋味。　

３：下里屯的孩子們
盛裝在村口迎接香港
來人。

1

2

3

初 入 瑤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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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印象

沒有了新校舍，一間原是上世紀60年代蓋的老

糧倉變成了學童們的課室。糧倉的屋頂一半是瓦

片，一半是樹皮，經歷幾十年的風雨，早已成了危

房。課室內沒有燈，也沒有玻璃窗，環境很不理

想，但學童們並沒有怨言，有的是專注與勤奮、上

課時的讀書聲和下課後的歡笑聲。若您在門外

觀看上課的情景，相信都會不知不覺地被學童們

單純而堅定的目光所感染。

為着完成當地村民的心願，助建小組展開了一

連串的訪問工作，除了向縣教育局幹部和鄉幹

部了解當地對小學校舍的建築設計要求外，亦

向學校老師和家長了解學生的實際需要。雖然

是農村小學的校舍，但要考慮的卻一樣也不能

少。除了要自然通風、光線充足、有完善的通

電通水配套外，也要抗風擋雨避雷，還要適合

山區的地形環境，更要能就地取材以控制建築

成本。

帶着一張張寫滿了他們對新校舍的期盼的筆記，

助建小組完成了第一次的實地探訪，亦標誌着真

正的設計工作終於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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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破陋校舍裡專注聽課
的孩子。
２：下里小學原名潘里村
小學，由潘雲屯和下里屯組
成，兩屯相隔一小時山路，
潘雲屯後來有了自己的小
學，下里屯的小學就改叫
下里小學。

1

2

初 入 瑤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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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測量

六月初，正值炎炎夏日。本應是大學生們多姿

多彩的暑假生活的開始，但助建小組亦密鑼緊

鼓地行動了起來，他們除了要熟習中國的建築

規範外，亦要籌備第二次到下里屯，測量新校

舍的地形。

背着沉重的測量儀器，助建小組再次來到了下

里屯。山區的天氣很不穩定，一時烈日當空，

一時卻會下起傾盆大雨。助建小組為了能在預

定的時間內完成所有的地形測量，早上五點便

開始工作。靠着兩套儀器，助建小組一天竟然

可以完成一百多個測點。負責扶反射鏡的阿南

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

「中午時陽光直射下來，非常酷熱，我差點中暑，

很想歇一歇。不過看到村民在看着我們使用儀器，

我又不期然感到驕傲。心裏想著這是真實地幫助山

區的學童，我一定要做好這件事。」

就是這份信念，令本來已經筋疲力竭的助建小

組有了堅持下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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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助建小組與下里小學師生合照。
２：助建小組正以測量儀器測度地形的情況。
圖中的同學正用全站儀對準目標。
３：另外一位同學則手持準星，並用雨傘保持
準星穩定。坐在一旁的同學用心紀錄各測量的
位置和讀數。

1

2 3

初 入 瑤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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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成果

經過一日的努力，他們最終都能在限期內完成

了所有的測量工作。接着下來的時間，助建小組

的同學都是留在住地，計算從測量工作所得的

數據，同時將它們輸入電腦，繪畫出一幅新校舍

所在地的地形圖，作為設計建築方案之用。

對下里屯而言，這次助建小組的地形測量工作既

新鮮又有趣。由於山區第一次架起全站儀，因此吸

引了村裏的村民和學童們來圍觀，他們都好奇助

建小組的同學從鏡頭裏可以看到些甚麼，校長和

老師們甚至依樣畫葫蘆的把玩起這些測量儀器。

雖然離新校舍的落成還遠，但助建小組一次又

一次的探訪，帶給村民們一次又一次的驚喜，卻

讓他們開始感受到，他們期盼已久的新校舍已

經不再是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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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助建小組的同學觀察村民們自資興建未竟的校舍。　
２：孩子們放學後都湧到工地一睹助建小組工作的情形。　
３：山區的老師們從全站儀的鏡頭中仿佛看到了他們期盼的新校舍。

1 2

3

初 入 瑤 寨







2004年．夏

設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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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零開始

平日的香港大學，擠滿了同學，到處總是水洩不

通；可是暑假的香港大學，格外冷清，缺乏了往日

的生氣。在這校園的一個角落，一班助建小組的

同學並沒有因此放鬆，正積極努力，展開了下里

屯小學校舍的建築設計工作，為下里屯添上一份

「愛的關懷」。 

在2004年的整個夏天，助建小組把土木工程系的

繪圖室變成了他們的臨時設計室。沒有任何建築

設計的基礎，也沒有任何中國建築設計標準的概

念，助建小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每天反反

覆覆地思量著同樣解決不到的問題，助建小組未

有卻步，也沒有想過要放棄。靠著教授們的幫助，

他們用了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熟習了中國建築設

計規範和內地建築法規。透過建築師公司義務提

供的專業意見，設計工作總算慢慢步入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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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臨時設計室門上張貼了助建廣西下里小學的海報，鼓勵同學參加。　
２＆３：大學為助建小組的同學安排了補充課堂和訪問建築公司，增加專業知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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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出發

根據下里小學校長以及老師提出的要求，助建

小組擬定了新校舍的大概設施：分別有四個課

室，兩間教師辦公室，兩間教師宿舍，廁所以

及操場。助建小組亦分成兩組負責兩個主要的

方案。

除了設計工作外，同學們更自發性地提出要成立

「明德工程基金」。希望透過他們有限的力量，

將籌得的款項為下里屯小學提供教學設備及娛樂

設施之用，務求讓更多人認識明德工程，讓更多

人參與。其中，學系師生們捐贈的部份款項便為

下里小學新添了不少器材、家具和書籍。

台上一本本厚厚的設計規範，一張張畫完又改，

改完又畫的設計草圖，都代表着助建小組對這座

校舍的設計工作的一絲不苟。或者在別人眼中，

他們的設計再普通不過，但對於下里屯的孩子來

說，它即使再普通再簡，也是他們最寶貴最漂亮

的禮物，因為這是一間充滿了愛的學校，也是一

間帶給他們希望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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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助建小組在大學繪圖
室內努力地設計下里小學
的新校舍。　

２：這是助建小組的部分
參考書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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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中的不平凡

當設計工作終於完成後，同學們便要準備向下

里屯的村民及當地幹部報告工程的設計。當時

設計的兩個方案，一個教學樓靠山操場在外，

一個是操場靠山教學樓在外。由於當地村民最

關心的問題莫過於學校對當地風水的影響，所

以他們最後選了一個風水較好、教學樓靠山而

建的方案。

助建小組所設計學校看上去好像沒有甚麼特別，但

其實當中最不起眼的廁所，可是一個新的突破，更得

了「環保設計」的讚賞。

環保廁所的外形與一般的農村廁所無異，但內在

的設計卻別出心栽。它的特色在於能善用水和排

泄物，使其循環使用。要知道當地的水資源比較

缺乏，就算是農地裏用水也是循環用的，大家所

熟悉的梯田就是一個例子。節約用水是這個廁所

的主要功能和特色之一。這個廁所，水會循環使

用，洗手後的水會被用來自動洗糞槽，這樣廁所

就可以經常保持乾淨。此外，同學想到當地的肥

料及燃料都不足，因此在廁所旁邊計計了一個化

糞池，生產沼氣供煮食用。這個簡單的設計，使

廁所的用水量及衛生都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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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同學們向導師報告
他們的設計成果。　
２：助建小組到達潘里
村。
３：進村路上巧遇「陸
上行舟」，當年颱風「圓
規」把暴雨吹到廣西，引
起了融江水漲。
４：在到廣西的火車上
留影。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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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校舍的設計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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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廁所的設計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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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走幾回





明 德 樓｜ 40

動工啦！

為確保設計能通過審批，助建小組完成施工圖後，

把圖紙送去了北京太平洋建築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請那裏的建築師和工程師義務審查。施工圖終於

得到融水縣建設局的批准了。助建小組的同學們為

自己辛勞了一個暑期的工作成果得到了認同感到興

奮。但更值得高興的是，招標結果顯示承建商對這

個項目的報價都在預算之內，他們一直擔心的超資

問題最終都沒有發生。

新校舍在2005年5月份動工了。

校舍的施工分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從5月1

日起，先完成土工項目，包括擋土墻、排水溝、化

糞池、廁所和道路等。第二階段即從6月1日，主要

是進行教學宿舍綜合樓、操場和校門等的施工。

6月暑假開始不久，助建小組的阿天，阿廷和阿宏

三位同學就來到了下里屯。跟以往的短暫探訪不

同，這一次他們要留在下里屯整整三個星期，以

便參與新校舍的施工活動。山寨住進了香港來的

大學生，村民們給與了熱情的接待。他們住進了

小學駱校長的家，也是全村唯一的一間磚屋。他

們和校長一家人同吃同住，體驗村民們勤儉樸實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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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為明德樓奠基。
２：捐款人贈送建
校基金與下里小學
校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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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收穫

白天他們戴著安全帽到工地，按照施工圖量度樑

板尺寸和檢查鋼筋綁扎數量，記錄施工的流程和

工序。遇到任何施工上的問題，同學亦要幫忙解

決。雖然每天都要頂着烈日工作，但他們卻樂在

其中，因為他們不但和當地的施工隊成為朋友，

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在沒有先進機械情况下

的施工方法。

雖然白天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但到了晚上卻遇

上了大問題—停電。由於下里屯位處雷區，每逢

打雷，變壓器就會關閉一段時間。電燈不亮了，

風扇不轉了，電腦開不了，連相機和手機都充不

了電。這突如其來的狀況，打亂了同學們的工作

計劃。原本要改的施工圖改不成了，要整理的施

工日誌也做不成了。

「大家坐在屋外，一面交談，一面欣賞螢火蟲在

漆黑中飛舞，心情反而特別寧靜。」

這次的停電，同學們才真正有一個停下來的機會，好

好的欣賞下里屯的夜色，發現這條小小偏僻山村真

的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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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阿天，阿廷和阿宏在暑假期間親身到下里屯檢
驗施工質量。　
２：三位同學和校長一家人同吃同住。　
３：同學們因應工地情況修改施工圖及整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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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夜生活

好不容易等到有電，已經是兩三日後了。電燈亮

了，電腦可以用了，但是同學們又要面對新的挑

戰：飛蟲。山區的飛蟲既多又利害，隔著窗紗也

能鑽進來。看着飛蟲佈滿窗紗爬來爬去，三個大

男生也都感覺恐怖極了。

除了山區的夜生活令同學們畢生難忘外，更令他

們喜出望外的是他們竟然有幸到瑤王家過粽節。

農曆五月粽節是瑤族的大節日，助建小組的同學

被邀請到對面山上的紅瑤寨，到瑤王家過節。紅

瑤是當地最窮的山寨，木屋都是依山而建，像掛

在雲天之下。同學們帶著一箱啤酒到了瑤王家。

黑黑的木屋中央生著火爐，大家圍著坐下，邊談

話邊燒菜。這晚同學們都放下了工作，輕輕鬆鬆

地和瑤王一起大碗大碗的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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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楊澍人博士（左）到工地探
望同學們。　
２：當地工人正在扎樓板鋼筋。
３：在瑤王家過粽節，三個同學
嘗到豐富的農村小菜。　
４＆５：在停電的夜晚，同學們
點燭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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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教授題字

香港大學師生住在下里屯幫助建設新校舍的消

息傳開了，廣西區環保局副局長張英陪同楊澍

人博士夫婦到村裏看望大學生時，稱贊他們是

當代的「插青」。《廣西日報》記者還寫了一篇

題為《香港大學生 下里當「插青」》報道，登在

8月5日的教育版上。三位大學生倒認為自己並

沒有做了什麼偉大的事，只是想著做一點實在

的事，幫助新校舍儘快地建起來。

當地政府為了表彰港大同學們的助建成績，請

同學們命名新校舍。助建小組很珍惜這個命名

權，他們把榮譽歸於母校。其中一位同學提議

用港大校訓「明德格物」的頭兩字，把新校舍命

名為「明德樓」。這個名字立即得到了港大校方

和當地政府的贊同。從此，「明德樓」把港大土

木工程系師生的心和大浪鄉下里小學連在一起

了。為了「明德樓」的建設，助建小組的大學生

們和在背後支援他們的教授導師們在兩年中八

次走進下里屯，與下里小學建立了一段難分難

解的緣與情。一直關心着「明德樓」助建活動的

港大副校長李焯芬教授把這件事告訴了饒宗頤

教授。饒教授欣然為「明德樓」揮筆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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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 宗 頤 教 授 親 筆 為 明 德 樓 題 字 。

多 走 幾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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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成真

2005年10月1日，陽光似乎特別地明媚，明德樓也

顯得格外地明亮，有如一顆山寨明珠，在層層梯田

之間熠熠生輝。就是這一天，下里屯的村民們實現

了他們的夢想。下里小學，這所他們整整期盼了十

年的小學，終於落成了。 

這一天的下里，彩旗飄揚，鼓號聲聲，特別熱鬧。整

個村落的男女老少穿上節日的盛裝聚集新校園，感受

着下里有史以來最隆重的一次慶典。蘆笙隊吹着歡

迎的樂章，苗族的姑娘們跳著歡快的舞蹈。會場一片

歡騰，到處都是喜慶的氣氛。 

上午十點，竣工典禮暨移交儀式正式開始。當楊博

士和夫人從承建商手裡接過「明德樓」大匾，又轉

交給下里小學校長的時候，可說是物歸得主了。「明

德樓」三個字是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親筆題字。揭

牌後，這三個字在這片美麗的青山秀水間顯得特別

的光彩奪目。一時間，鞭炮聲、樂鳴聲，響徹整片山

谷。助建小組代表土木工程系的全體師生向下里小

學捐贈了全新的課室桌椅、籃球架、乒乓球枱和圖

書。小朋友們抱着那些禮物，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洋

溢著幸福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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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下里屯明德樓全景，在竣
工典禮當日熱鬧非常。　
２：竣工典禮剛好是國慶日，
下里小學的學生首次在新校舍
前升起國旗。

1

2

相 聚 在 下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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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興奮

助建小組的同學們也感到興奮無比。這已經是他

們第八次踏上這片土地了。他們還記得一年多前

到訪下里屯，所看到的只不過是一片荒廢了的土

地，上面還留下些未完成的磚牆和破舊磚塊，雜

草叢生。而這一天，還是這一片土地，「下里第一

樓」就樹立在這裡。這一年來，從工地的勘察、測

量、設計、招標、施工、裝修，一直到完工，每一個

人都是全程投入。這一刻，面對著寬敞宏偉的明

德樓，同學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 

 

「看到我們的心血結晶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心

裡真是非常感動。走到學校所在的小山嶺上，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個我們曾經討論多時的

洗手間，我們當然第一時間上前享用這個成果

啦！接著，我們進入了下里小學。在那裡，村

民都在議論著我們的學校，小朋友都在雀躍地

走來走去，參觀他們的新校舍。從他們眼中，

我看到了他們的期待、他們的喜悅、他們的滿

足。這時，我的心裡也感到非常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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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德樓捐款人、香港大學助建小組及下里屯代表合照。　
２：助建小組及下里屯學生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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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有福

讀著《明德樓記》上那一個個名字，同學們的心

裡充滿了成就感。他們為自己而感到自豪。他們

也被自己的行為深深地感動著。 

「當看到明德樓牌匾上刻了我的名字，一個念頭

閃過，就是在老去之後，重返舊地，看著當地人細

訴這裡學生的事蹟，看著大樓經歷時間洗禮後的

變化，將會是一件感動的事，我想我會讚賞自己

年輕時做過這樣有意義的事！！」 

移交儀式的最後，助建小組的成員們在下里小學的

校園種植愛心樹。同學們齊手挖坑，一同鏟土，校

園裡充滿了歡聲笑語。每一棵小樹苗都代表着每

一個為明德樓所付出過努力的人，這是凝聚著大家

愛心與希望的小樹苗。它會伴隨著明德樓不斷地成

長。而那愛心，也會由下里長長久久地散播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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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饒宗頤教授的愛心樹。　
２：楊澍人博士夫婦的愛心樹。
３：助建小組在明德樓大門旁種
植代表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師生
的愛心樹。

４：助建小組細嚼明德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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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兩年前的三月，我正在苦惱着暑假到哪家公司做實習。有一天

檢視電郵，我看到了一封由郭博士發出的電郵，介紹系裏的一個暑期

實習項目，為廣西山區農村設計一所新校舍。我立即有一股衝動去報

名參加， 因為覺得這個項目很有意義，既可以幫助山區窮困的人們，

自己也可以有機會開闊眼界。

一年很快地過去了。其間，我不時收到郭博士發出的電郵，知道新校

舍的建築進度。我們還組織了一次籌款活動，準備在新校舍落成時幫

助山區小學增添設施。大家都覺得我們所做的不僅僅是一次暑期實

習，而是已經與下里小學建立起一段關係。

在今年十月一日，我親眼看到了自己的傑作！坐了一天車本來很累了，

但當從旅行車上望見下里小學的新樓時，大家頓時精神起來。那天大

家都很高興。當看見自己的名字也刻在《明德樓記》的石碑上，我心

情既感動又滿足，為自己讀土木工程專業而感到自豪。這次難忘的經

歷，最要感謝的是給予我們機會的楊博士和夫人，還有指導我們的博

士教授，當然少不得支持幫助過我們的所有人以及一起參加這項工

程的同學們。

黎駿軒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2005年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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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暑假我參加了廣西下里小學的助建工程。我們的學長楊澍

人先生捐款二十多萬幫助重建下里小學，而我們一群土木工程系的學

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則負責設計新校園。暑假一開始，我們六位同學和

三位老師去了下里小學實地視察和測量，並用AutoCAD做地形圖。回

港後，我們立即進行設計工作，十八個同學分為兩組，做兩個不同的

設計方案。我負責屋宇設備部分的避雷針設計，還有排污設計和斜坡

安全評估。此外我也協助結構組把數據輸入電腦。「一個也不能少」

這六個字常常在我腦海裏涌現，因為少了一個人，其他人的工作量就

更重了。

這次參加廣西助建小學的經驗是難忘的。我親身體會到當地村民的

貧苦生活，他們沒有平整的道路，沒有舒適的厠所，沒有冷氣，沒有

電腦⋯⋯很多在香港習以為常的東西他們那裏都沒有。但我也感受

到他們給了我們他們所擁有的東西：時令的美食，親切的笑容，優秀

的文采⋯⋯下里村民用紅紙寫了一封很長的感謝信，一直貼在我們的

繪圖室。

今年國慶節我們又來到了下里，再次受到熱烈的歡迎。看見新落成的

校舍，就好像父母看見自己的孩子一樣。感恩的是大家在一年前的工

作沒有白費，而自己設計的那一部分也如樣建成。當我們把楊先生贈

送的「明德樓」木匾帶回香港時，有個路人好奇地問我這是什麼，我

答道：「建小學呀！」，心裏真的充滿成功感。

湯卓爾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2005年畢業生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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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三次到過下里，每次都有不同的難忘經歷。

第一次是在助建小組成立不久後的復活節，當時我和四位組員和郭

博士等一團人踏上了首次探訪下里之旅。記得我們一下火車，就受到

廣西環保局張英副局長等領導的迎接和招待，真讓我受寵若驚。在

大浪鄉的那個晚上，那一幕幕敬酒，作詩，表演的場面，至今仍不時

地在我腦海裏浮現。忘不了的還有下里的那位可愛的小妹妹，我們給

她拍照留念呢。回來後我還把照片寄給了她。我和衛卓霆之後兩次到

下里，都有探望這位天真活潑的小妹妹。

第三次，就是出席明德樓落成典禮，這次我心情最輕鬆。到下里的途

中壞了車，但沒有壞事，我們換了一輛更好的車繼續上路，當晚趕到

丹洲古村過夜。一下車我們都被滿天的星星吸引著。前兩次到下里，

因為天氣不好，都沒能欣賞美麗的星空，這次終於得償所願。第二天

一早我們上山來到下里，看到我們的心血結晶呈現眼前，心裏真的非

常感動。登上新校園的小山岡，我們走進了新教學樓，見到村民們在

議論著這所新學校，小朋友們雀躍地走來走去。從他們的臉上我看到

了他們的喜悅和滿足，我心裏也感到非常安慰。典禮上，在眾人的祝

賀和歡呼聲中，我們努力的成果得到了認同。

關宇恒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2005年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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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笙隊吹奏着迎賓樂曲，「歡迎、歡迎、熱烈歡迎！」的聲音亦隨著嚮

起，一步步地朝著明德樓走去，心情確是十分激動。

下里小學助建工程由策劃至竣工，雖然只是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但整

個過程卻令我得著不少。得到的不只是實用的工程知識，最可貴是跟

一班同學所建立的感情。這項重建工程得到各方人士支持，令我感覺

到「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明德樓就是一個很好的印證。

記得一年多前到訪下里屯，所看到的是一片荒廢了的坡地，上面留下

未完成的磚牆和破舊磚塊，雜草叢生。在國慶節再次回到那裡，景象

很不一樣，「下里第一樓」就豎立在這片高地上，在滿村木屋映襯下，

明德樓就更顯出氣勢，可說是當地的地標啊！

重建下里小學的意義在於提供較好的學習環境給下里屯的小孩。開

幕典禮上，他們天真的笑臉、熱情的歡迎、接過圖書後雀躍的表現，

都是他們喜愛這個校園的真情流露，實在令我感到欣慰。希望下里屯

的小孩能夠善用這個難得的校園，讓其發揮作用。亦愿大家這顆熱切

的心能夠感染身邊的人，主動關心更多有需要的人。

陳婉芝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2005年畢業生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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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真的是很快樂

記得最初聽到這個項目，是從一位同學的口中，我跟他提及暑假

實習的事，他就向我推薦這個項目。我想到要自己去找暑期實習

的公司也不容易，現在這個項目就擺在眼前，所以二話不說就跟

他一起去報名。後來我對這個項目的態度轉變了，因為它深深地

感動了我，激勵了我。這是從最初的地形測量工作開始的。

我和幾位同學一起在去年六月到下里做地形測量。我們一直幹到

中午，陽光直射下來，非常酷熱，我差點中暑，很想歇一歇。不

過我不覺得辛苦，因為心裏想著這是一項真實的工程，可以真實

地幫助山區的學童。見到有些村民看著我們使用儀器，我又不期

然感到驕傲，心想著一定要做好這件事。

我第二次到下里是今年十月一日參加明德樓的落成典禮，我把握

機會好好看看自己有份參與設計的新學校。當地人很熱情地接待

我們，但想起自己付出的是那麼少，實在是受之有愧。我心裏真

的很氣自己，其實我是可以付出更多的，却沒有做。明德樓是我

人生中第一項建成的工程，看到它的落成，心裏非常開心！這次

實習給我的成功感很大，比考試得高分的成功感高出一個層次，

因為得到快樂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而且是所有因下里小學有了新

校園而快樂的人們。

周志南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2005年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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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一份愛，我來到了下里

今年一月的一天，收到一封郭博士發出的電郵說去年二年級同學

參與設計的一座在廣西山區的小學校舍將開始施工，需要一些今

年二年級同學參與施工監督工作。我當時覺得這是一件頗有意義

的工作，也沒多想，就立即回覆說我願意參加。

在此之前，我腦海裏常有一個意念，就是我將來會在內地各地建

設學校，幫助訓練那裏的教師，使更多小孩得到更好的教育。基

於這個意念，令我這次在下里堅持了兩個多星期，過著一些從未

在香港試過的生活。也是基於一份愛，使我在那裏親身體驗山區

農村的生活境况。看著那裏的小孩，不期然地想到自己是多麼的

幸福。看著他們的學校連電燈和黑板都不齊全時，還真有點兒心

酸，很想出多一份力幫助他們。

我過去回內地多半是回家鄉中山，那裏算是一個現代城市。這一

次，到了融水，到了三江，到了大浪，住在下里，使我對祖國有

了更深的瞭解，可謂是深入民間，嘗試民間疾苦。我這麼講不是

讚賞自己有多麼清高，而是想表達一份愛。因為這一份愛，我參

加了這個計劃；因為這一份愛，我來到了下里；因為這一份愛，

我忍受得了那裏的刻苦生活。希望你也可以認識這一份愛。

陳雁天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2006年畢業生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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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下里的趣事

當最初看到郭博士的電郵要招募助建小組的新隊員到山區工地邊學習

邊監理下里小學的施工時，我覺得這項工程蠻吸引人的。因為下里小學

規模不大，我們到工地時間即使不長，也可以看到許多施工工序。所以

我從一開始就肯定自己會參加了。

在出發之前，郭博士都要我們做好心理準備，這趟旅程會好辛苦。我們

有點兒擔心，但到我們到了下里後，發現原來擔心的問題都在我們接受

的範圍之內。我們住在駱校長家，其實那裏蠻好的：有熱水洗澡，窗外有

漂亮的山景；工地就在咫尺之間；衛生條件也不是不能忍受；而且駱校

長一家和村民都對我們好好。

有一晚我們躺上床準備睡覺，有一道閃光閃進房內，接著是一聲爆炸，

頓時把我們的睡意全趕跑了。我們三人邊躺著邊討論爆炸聲的來源。駱

校長也沒有什麼動靜，估計這雷沒有打中我們的房子。我們確實蠻擔心

的，因為駱校長房子的混凝土屋蓋有鋼筋，比村裏其他木屋更易傳電，

所以我擔心那雷公會否打錯好人。

駱太太跟我們說話，我們聽懂很少，多半靠瞎猜。有時真的不懂，只好望

向校長，希望他能解釋一下，這把校長當成是翻譯一樣。駱校長一家十分

遷就我們，把他們無辣不歡的飲食習慣暫時放棄，每天陪我們吃這些「

無味」的飯菜，真不好意思。我想在這裏特別感謝駱太太的包容和照顧，

駱太太煮的菜都很好吃。

甘乙宏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2006年畢業生



67 ｜

燭光晚餐和螢火蟲時間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一次實習廣闊了我的視野。第一次乘

長途火車，睡覺時晃來晃去；第一次見識內地人的飲酒文化，每餐飯

酒不離手，每一次的碰杯也令我的酒量好起來。

還記得我們到下里的第一天，我們一住進校長家，校長便端出油

茶招待我們，黃工說不飲夠三碗不准走。哈哈，其實我們又怎會

嫌棄他們的油茶，這些特色小食我們還想試更多呢！我們安頓好

床鋪後就上工地去了。來到工地，我的感覺更實在了，實在地參

與這項工程。

這一天看似十分順利，却遇上了這裏的大問題—停電！由於附近

打雷，將會停電幾天。這下慘了，我們根本沒有想過會停電，晚

上的娛樂也沒有了。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結果晚餐變成燭光

晚餐，電腦時間變成螢火蟲時間，大家坐在屋外，一面交談，一

面欣賞螢火蟲在漆黑中飛舞，心情特別寧靜。雖然這一晚沒有了

現代的娛樂，但這些才是最適合這裏的娛樂呢！

當我寫這篇文章時，我們的廣西之行已完滿地結束了。但我不會

忘記在那裏的經歷。我在那裏不但學到了建築的知識和工地的經

驗，而且讓我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事物和文化，認識不同層面的人

物。不同的見識使我充實起來，成熟起來，讓我的心胸容納更多

不同的事與物，這些才是我在實習中最想學到的。

鍾漢廷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2006年畢業生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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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愛向你們召喚的時候，跟隨著他，
雖然他的路程是艱險而陡峻；」
   　　《先知》 紀伯倫 著-1923 . 冰心 譯 -1931

亞墨斯達法，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在揚帆回歸他出生的島嶼之

前的一刻，給阿法利斯的居民留下了上面的祝禱。在阿法利斯他孤寂地

客居了十二年之久。

感染到相同的召喚，懷抱著滿腔的激情，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學生，

毅然拋開了舒適的都市生活，踏上了鄉間崎嶇陡峻的山路，令廣西貧困

的少數民族兒童，終於能實現了多年來的求學夢想。過程中有大學生坦

然表白：“因為這一份愛，我來到了下里”。就因為港大生的這份愛，下

里小學有了一幢嶄新的「明德樓」。

在移交慶典上我這樣說：「『明德樓』的竣工，代表了一個夢想的實現。

可是，這不是個一般的夢想，這是一個漫長的夢想，是一個經歷了十二

年的夢想。這是一個下里村民自己編織的美夢，是下里村民自己創造的

理想。所以我說，『明德樓』從一開始就是你們的，今天的『明德樓』

更加是屬於你們的。」沒有說的，是「明德樓」同時孕育了港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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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努力探求至善的夢想、是港大生愛的結晶。「明德樓」標誌着香

港大學校訓「明德格物」世代相傳的崇高理想，「明德樓」是港大

生明德親民的實踐成果。

對我來說，畢業三十多年的生涯將要過去。使人欣慰的，是「明德

格物」的大學之道正由新一代的港大生和畢業生在一起延續、共同

演繹、合作更新。他們身體力行，真摯地生活出超然台上東坡居士

在《望江南》中譜寫「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的薪火

文明。

楊澍人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1971年畢業生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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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樓」項目的捐助人
　    香港建造業研究學會董事楊澍人博士與夫人楊甘月珍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助建小組學生
　    陳偉強　陳偉文　陳詠珊　陳婉芝　卓友平　張佰良  

　    周志南　方穎雪　關耀東　關宇恒　黎駿軒　黎康豪

　    梁卓寧　吳嘉華　吳偉亮　湯卓爾　謝昇倫　衛卓霆

　    陳雁天　鍾漢廷　甘乙宏　羅郁發　陳泳輝　林均豪

指導老師
李焯芬副校長 李啟光系主任 關國雄教授

羅世煊教授 譚國煥教授 郭大江博士

蘇啟亮博士 黃玉平博士

 

建築顧問
　    香港呂鄧黎建築師有限公司董事鄧文傑建築師

施工圖審簽
　    北京太平洋建築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李玉光一級注冊建築師

　    王汝良一級注冊結構工程師

　    陳榕建築師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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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單位
　  「綠色─紅瑤春芽行動」廣西籌委會

      廣西區環保局副局長張英

      廣西區環保局駐融水扶貧工作隊員黃付平高級工程師

施工單位
　    融水縣第二建築公司，項目經理吳玉儉

贊助大學生行動
　   香港力行社

支持單位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

      柳州市環保局和桂林市環保局

為下里小學明德樓贈送器材家具和書籍的師生

黃仕進 羅世煊 楊　峻 區達光 鄺國麟 林傑明

盧　慧 顧茂翰 陳　驥 楊發雲 關國雄 郭大江

楊德忠 蘇啟亮 楊立偉 李曉岩 唐松安 黃玉平

岳中琦 方漢平 林慧賢 歐陽力 黃立人 李啟光

李焯芬 葉仁風 吳兆堂 捷研榮 譚國煥 陳婉芝

陳偉強 卓友平 周志南 關宇恆 黎駿軒 吳偉亮

湯卓爾 衛卓霆 陳雁天 鐘漢廷 甘已宏

鳴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