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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蔭下教育：新界和離島學校的故事

　　昔日鄉村學校遍布新界和離島，為農村和漁村的學童提供基礎教育。隨着城巿發展和時代變遷，村校由戰後高峰期的八百多所

，到如今僅餘不足二十所，並以不同的轉變，配合辦學和教育的需要。

　　力瀛書齋（又稱力瀛書院）是香港地區已知最早的書院，由錦田鄧氏祖先鄧符（字符協）於一一○六年至一一一○年間建立。

早期的書院、書室、書塾等多以名士學者為中心，從一些祀賢祠演變而成，既是讀書的地方，亦兼具祭祀先賢的功能，主要是幫助

學子通過科舉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儘管新界地區在一八九八年納入港英政府管治，但因港英政府早期對新界採取不干預態度，新界傳統書塾的教育模式和功能最

初並沒有太大變化。其後，當清政府於一九○五年廢除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培養備考科舉人才的新界傳統書塾地位受

到嚴重衝擊。幸而新界的教育事業並未止步，書塾在傳統的「四書五經」課程中，加入珠算、尺牘等應用科目，以滿足當時社會需

要及幫助鄉村子弟學習謀生技能。一九二○年代初，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推行「壬戌學制」，隨後更規定小學需要教授十二個科目

，內地學制變化因而促成了新界書塾的轉型。一九二六年，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成立，為新界學校培訓老師。接受新式師範教育

的老師逐漸取代舊有塾師，而書塾也從名字、教學模式等多方面轉型成今天的「學校」。

二戰後鄉村學校發展迅速

　　二戰結束後，國共內戰接踵而至，大量難民湧入香港，鄉村學校發展迅速。到了一九八○年代，香港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加上

部分新界村民移居，適齡學童人口不斷減少，影響生源。此外，一九八○年代新市鎮發展，設有二十四所教室的標準校舍陸續建成

，令鄉村學校日漸式微，可幸仍有不少成功變革，繼續在新界各區作育英才。

　　早期新界學校主要承襲書塾傳統，大部分校舍借用祠堂地方或兼作祠堂之用，小部分則由村民集資興建。隨着時代變化，新界

分別發展出由傳統氏族、宗教團體、同鄉會、業務社團、個人或民間組織興辦的各類學校。

　　香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中轉站，享有水運之利，吸引中原氏族南來定居，例如錦田鄧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等。宗族

興辦的鄉村學校獲本族大力支持，除撥出田地興建校舍外，更提供不少設施。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後，西方傳教士紛紛到新界各區

，開展傳道及教育工作。至於在新界和離島辦學的本地團體，則有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新界鄉議局前身）、香港東莞同鄉總會

、長洲漁業聯合會等，照顧不同背景學童的需要。

　　眾多歷史悠久的新界和離島學校參與及推動區內教育發展。在保存本地傳統文化方面，不少由氏族、鄉村和同鄉會開辦的學校

，將教育與鄉村節慶互相結合，讓學生通過活動了解和感受傳統習俗及其歷史意義。

教育與鄉村節慶互相結合

　　一些學校會將節慶日子訂為學校假期，讓學生參與慶祝活動。上水金錢村何東學校將每年大王福德寶誕正日（農曆正月二十日

）訂為假期，讓師生能夠參與村內全年最熱鬧隆重的節日。部分學校更借出校舍作為慶典場地，好像長洲國民學校於每年正月十五

元宵節，借出校園舉辦敬老及新春燈酌，聯誼島上街坊與鄉眾。

　　此外，不少由氏族開辦的學校更鼓勵學生參加本族的祭典，讓子弟不忘祖訓，學習慎終追遠的傳統美德。元朗新田惇裕學校由

文氏所創立，因此每年的文氏青山省墓都是該校的重要活動。而廖氏祭祖亦是上水鳳溪小學畢業生的共同回憶，即使畢業了半個世

紀，校友對廖氏秋祭的省墓歌，依然印象深刻。

　　（註：本文由《香港志．教育卷》專家小組組長、香港教育大學李子建教授、鄭保瑛博士及鄧穎瑜女士合著。因出版格式所限

，參考資料從略。文中內容純屬筆者個人意見與觀點，並不代表香港教育大學及其立場。）

鄭保瑛博士、鄧穎瑜女士、李子建教授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故事」叢書系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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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鳳溪學校學生組成的秋祭省墓隊伍。約攝於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圖片來源：廖駿駒先生）

■金錢村何東學校楊松華老師和學生在宗福學校前合照。攝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圖片來源：金錢村何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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