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曾经是那么孤独

记者：我们还是先从“护国歌校长”
视频说起。那段视频走红后，网友心目
中，您成为香港同胞中爱国爱港的代表人
物。但大家也一定好奇：出生成长在回归
前的香港，您这样的爱国情怀是如何形成
的？

陈卓禧：感谢网友和同胞们的厚爱，
给了我非常多的温暖。说来话长。你可能
真的难以想象，在香港，爱国曾经是很孤
独的。经历过殖民地时代的人一定都深有
体会。

我出生成长在香港，但我的祖籍地在
广东南海。抗战时，祖父母担心战乱中全
家人在一起没法保全性命，就想尽办法让
身为长子的我父亲移居到香港。祖父母和
叔叔们则留在家乡。小时候，我经常给
祖父写信，他是小学老师，每次接到我
的信，他都会回信，述说亲情，也会在
回信中教育我热爱祖国、好好学习。他
甚至会纠正我，信中的哪个汉字没有写
好。

父亲到香港后，在工厂里工作，后
来成长为工会干部。他所在的工会，是
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那里经常组织爱
国活动，为基层劳动者维护权益，耳濡
目染，我自然很小就有了爱国意识。

生 活 在 英 殖 民 时 期 香 港 的 工 人 之
家，劳动和收入的不对等，让我们一直
在贫寒中生活；殖民统治又让我亲历了
外国人的欺辱和压迫。小时候在街头玩
耍，被外国小孩欺负是常事。即使警察
看到，也是一边倒偏袒对方、打击我
们。上世纪 60年代，港英军警镇压劳工
运动，几十位劳工失去生命。有一天，
就在我家附近的煤气厂，军警进攻工厂
去抓爱国工会会员，打伤好多人，甚至
有同胞被倒着吊起来活活淹死。那时候
真的是非常恐惧，白天也需要躲在家中
关闭门窗。但我还是多次被无孔不入的
催泪弹熏到，刺鼻的味道至今记忆犹
新。那时候，华人青年还要面对另外一
种不公平——公务人员、大企业高管，
首先会选外国人，华人机会很少。明确
持有爱国立场的华人，更加没有机会。

所以，曾经很长时间，爱国者是孤
独的。殖民统治下，光明正大地说爱国
是不被允许的。但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开
始，我就心存一种强烈的爱国意念，我
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记者：这种孤独现在还会有吗？比如
那段视频中，站在一群闹事学生中间和他
们对话时，会有这种感觉吗？

陈卓禧：坦白讲，站在 2017 年那段
视频中的现场，我还是稍有孤独感的。
但视频在网上发酵后，全国人民以及香
港爱国团体和市民迅速给出了极大的支
持，让我很长时间都生活在感动中。坚
持爱国，对学生不尊重国歌的行为给予
批评、指正，那只是我自然而然做了该
做的事情，却受到如此的肯定和厚爱。
第二年，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在全
国政协会议上，许多港区委员都对我
说，一定支持我、支持港专。这些都让
我感到幸福、温暖。爱国，不再是孤独
的、不敢说出口的，而是绝大多数人共
有的高尚选择。

再说一个当时的小插曲。那段视频
在网上爆红后，一方面引起全国人民的
关注和支持，另外一方面，当时活跃在
香港的“反中乱港”势力也对此大做文
章。一些不良媒体把视频进行剪辑，并
断章取义、抹黑宣传。那段时间，还有
人搜集学校的黑材料，妄图搞垮港专；
也经常有“狗仔队”跟踪我。家人和同
事都非常担心，一来担心我的安全，二
来他们也担心，我斥责侮辱国歌的学生
选错了学校，万一影响到招生工作，会
不会导致学校财政困难，甚至影响到港
专的生存？因为港专是一所民办学校，
招生就是学校赖以生存的手段。所以，
那一段时间，我一方面要想尽办法和敌
对分子作斗争，一方面也要尽最大力量
安定校内环境和人心。

记者：您对学校的招生和发展担心
吗？

陈卓禧：我一直还是有信心的。港
专成立于 1957 年，当时称为旺角工人夜
校。成立之初，就因为坚持爱国立场被
当时的港英政府取消财政补贴、收走校
舍，很多前辈只拿着别的学校几分之一

的薪水。甚至，因为坚持爱国，有些前
辈被递解出境。就算这样，港专也没有
改变爱国的立场，那些前辈都坚持下来
了。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港专怎
么能够放弃爱国立场？怎能允许自己的
学生出现不尊重国歌、不爱国的行为？
怎么会因为爱国行为影响到生存？

事实证明，正义最终取得胜利，港
专的招生没有受影响，香港的政治风波
也逐渐平定下来。

特别是这两年，随着香港国安法的
落地、新的选举制度实施，香港更加风清
气正，爱国力量日渐强大。爱国已经成为
值得骄傲的高尚习惯，再不会有当年孤独
的感觉了！

五年履职，使命同在

记者：从“护国歌校长”到全国政协
委员，这种转换您是否适应？如果用几个关
键字总结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四年多来的履
职，您会选用哪几个？为什么？

陈卓禧：四年多前，成为全国政协委
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我从
来不曾想过，能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站在国家民主政治的最高平台上履职。

原来作为校长，管好自己的学校就算
完成任务。进入政协组织，至少我要站在
界别的高度来履职。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学
校，甚至不能只看到香港的教育界。我需
要不断地超越以往的认知，在更高的平台
上为国履职、为民尽责。

因为没有经验，我完全从零开始学
习。第一年参会，是带着兴奋、新鲜，甚至
是谨小慎微，去一步一步摸索。那一年，修
正宪法的讨论，我就深刻领会到，只有中国
式民主才最能与中国的发展相切合。不能站
在香港一座城市的角度看，而要站在全国，
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去理解中国的民主制度。
这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可以说这几年，是我人生最不平凡的四
年。要说关键词，大概一个小时都说不完！太

多了！丰盛、饱满、兴奋、使命、责任……
具体说来，这几年，我的眼界宽了，

站位高了，接触面更加广泛，对国家的感
情更加深厚，对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有信
心。此外，对自己的责任更加清晰，肩上
的担子也感觉更重。

当然，对香港来说，这也是不平凡的
几年。香港社会经历了由乱及治、拨乱反
正的过程。香港和国家一起，面对百年未
有之变局，一起抗击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疫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方面站在
全国政协的平台上感受到国家所面对的复
杂国际形势，一方面身处香港，站在与敌
对势力作斗争的前线，努力争取青年学
生、团结各界，坚守爱国爱港的旗帜。

记者：近年来，港澳青少年的爱国主
义教育始终是两会热点话题。您是港区委
员，又是教育界别的委员，两个身份的交
集，是不是让您对这一问题更加关注？这
几年的履职过程中，您对这项工作有着怎
样的体会？

陈卓禧：教育界别、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的身份，的确让我更加关注香港青少年
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

每次到北京参加两会后回香港宣讲，
我一定不只对自己学校的学生，更习惯于
去各种聚会上讲。刚才说到关键词，我提到

“饱满”，因为我会不断努力充实自己、提高
自己，站在全国、全香港的角度去考虑香港
青少年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中应该发挥的
作用，我希望自己有更明确的引领作用。

此外，在内地，我也以委员的身份去
多地考察、调研，参加全国政协关于香港
问题、教育问题的各类会议。我多次结合
香港的情况和内地的调研撰写提案和建
议，为推动相关工作建言资政。比如，香
港国安法、香港新的选举制度以及内地基
础教育减负等重大事项，从征集意见到出
台，我都全程参与和见证。从另外一方
面，我也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全过程，这对
我是很生动的教育。我把这种教育给我的

启示带回香港，去影响更多的香港青少年。
当然，也有遗憾。教育界别的委员很

多来自内地兄弟院校，本来希望借此推动
香港教育界与内地院校的互访、交流，增
进香港与内地青少年更为密切的互动，但
最近两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基本搁置。希
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多在这方面做些事情。

细水长流必成江河

记者：从两会上关注，到民间关切，许
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会问，香港已经回归了，
为何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这么难？

陈卓禧：往远一点讲，回归之前，港
英政府就给香港种下了一些“毒瘤”。有很
多具体的例子，比如当时香港的入境政
策，社会主义国家居民来香港，多数都受
限制；比如港英当局有针对性地从教育、
文化等方面弱化香港的国家观念，对香港
和内地造成人为阻隔。

还有，舆论斗争方面，受历史和客观
现实的影响，香港缺乏基本的“围墙”。西
方反华势力的宣传可谓无孔不入，渗透着
香港年轻人。我们一方面想尽办法增强青
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不得不应对
敌对分子无孔不入的歪曲和抹黑。

古往今来，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青年思
想都是争夺的重点。各种原因积聚在一起，造
成我们今天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近年来，除了在教育体制、教材内容
等方面积极改革外，我们始终坚持推动香
港青少年与祖国内地的交流，创造更多的
平台吸引香港青年人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项目中，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增强国家认同。

记者：效果怎样呢？他们认可这样的
方式吗？

陈卓禧：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
2019 年 ， 港 专 联 合 华 润 集 团 组 织 了
“‘冲’出梦想─Pacific Coffee ×港
专@大湾区创业培训计划”，帮助有志在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香港青年熟悉内地城
市，通过提供支援和培训，协助他们在大
湾区开咖啡店。当年，香港发生了“修例
风波”，一些年轻人参与其中，或者受到影
响。当时，同事们信心非常受打击，不知
道还要不要继续推这个项目，担心是否有
人来报名。年底，再次启动时，抱着试试
看的心理，我们联络了之前有过意愿的年
轻人，没想到他们非常踊跃。当时我们就
决定，哪怕预定的 30 个名额招收到 15
人，我们也去！结果，招生报名申请推出
后，接近800人报名！

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总有一部分香港
青年能看到国家对他们的帮助，也能看到祖
国内地向他们打开窗口，为他们提供的发展
良机。当时我也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
行动把这部分种子保护好，让他们生根发
芽，去影响更多的同龄人。我们做好服务就
够了，相信更多人会陆续参与进来。

后来统计了一下，近800名报名青年
中，2/3 没有去过内地，但他们没有偏
见，毅然报名，希望能争取到机会融入国
家发展。这样的青年，怎么可能不认可自
己的国家？怎么会不爱国？

所以说，国家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真正给了香港青少年发展的机会，也给他
们认识和了解祖国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现在，已经有参加该项活动的香港青
年正式在大湾区开店创业！

另外一个例子，是港专曾经组织教职
工去湖南开展红色之旅教育活动。

虽然港专始终坚持爱国立场，但客观来
说，并不是每位教职工都对国情有足够了
解。参访中，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当讲解员
讲起毛泽东一家为革命多人牺牲时，大家都
深受触动。在岳麓书院，中国历代仁人志士
为国为民奋斗的历史也深深打动了他们。晚
上回到酒店后，我们组织过两次小组讨论，
大家都非常积极，真正被感动了，也真正对
国家的认识、感情发生了变化。

可见，抓住年轻人的所需、所想，做
好服务、加强交流，总会收到良好的成效。

记者：您认为，未来还可以从哪些方
面多做些努力呢？

陈卓禧：刚刚举办的北京冬奥会给我
很大的启发。外国运动员来到中国之前，
或许他们以往接受的关于中国的宣传是片
面的，甚至是歪曲的、抹黑的，但是到了
北京，志愿者真诚自信的笑脸、周到温
暖的服务，以及赛场内外的各种真善
美，一定会让他们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认
识。我相信，这种认识是相当有冲击力
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百姓生活中的中
国，以及生活化的中华文明，这是最有说
服力的宣传。

所以，我始终提倡，要推动中华文化在
香港的生活化。试想一下，生生不息几千年
的中华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到
现在的古代文明，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
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文明生活化过程中，一
定会潜移默化地形成认知定律，影响到社会
伦理和舆论风向。香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
育，不仅在教材上、制度上落实，更要在生
活中加强影响。这样的影响，一定更有力量
抵挡境外敌对势力的抹黑和造谣。

更何况，在香港国安法的保驾护航下，社
会安定下来，越来越多不良舆论被阻隔，香港
环境向好，更有好的土壤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接下来，就需要细致、耐心地做工作，把
过去存在的“毒素”“毒瘤”慢慢清除，让正
面的氛围慢慢建立起来，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
育必然就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不用担心到底什么时候彻底解决问题，细
水长流，最终汇成江河。

近期，我也接触过香港很多校长和老师，
大家都在分享各自校园里的新变化。有的推行
汉服，有的普及《三字经》，有的推行“礼”
的教育。总之，无论中小学还是幼儿园，各种
各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蓬勃发展，相信不远的
将来，就能形成良好的氛围。

继续和更多年轻人交朋友

记者：发挥双重积极作用，是港澳委员
重要的履职内容。您觉得，未来该怎样将之
与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相结合？

陈卓禧：首先，我们要积极把中央政策
尽可能多地转化成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能
够理解的方式、内容讲出来，结合中央政策
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也要积极提出自
己的看法、建议，为中央的决策、特区政府
的依法施政提供参考。

其次，还是要沉下心来，从小切口入
手。要时刻怀有历史使命感。我曾经和我的
同事、学生分享过，不要小看我们一个小小
的举动或者一点小小的贡献，可能对历史会
起到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甚至成为改变历
史的小转折点。2017年那段视频，我本来只
是出于本能站出来反击歪风、弘扬正气，这
个小小的举动，没想到在互联网上发酵后，
在历史中留下了痕迹。

记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始终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团结和争取香港
青年人，引导他们爱国爱港、维护国家权益
和民族尊严，还会面临很多困难，您有信心
吗？您接下来还有哪些打算？

陈卓禧：信心，始终在我内心深处。我
当了很多年老师，教过很多小时候不乖的学
生，当时批评多了，甚至会遭到他们的憎
恨。但是长大后，很多学生会返回头感谢
我。成长，都是在碰碰撞撞中实现的。

最近这几年，我在政协履职中学得多、看
得多，站位也高了，信心更加增强。我对许多
老朋友说过，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
宏大的课题。我们有时候像是驻守在坑道里的
部队，或许面对的不是最大的战场，也不能面
对面接到最高指令、了解最全面局势，但是所
有人守好自己的阵地，一定就会夺取最后的胜
利。

未来，我们还要和年轻人多交朋友。以
往跟他们交流，或者带领团组去内地培训、
参访，我并不希望以全国政协委员或者校长
的身份和他们相处。我就是一位长者，甚至
就是他们的朋友，与他们最平和、最亲切地
交往。朋友之间，共同的认知很容易被巩
固，也不容易被外力破坏。

记者：香港现在正受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会不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出现？新的时
代背景下，您认为港澳青年应该怎样做才能
抓住机遇，融入“建功新时代”的浪潮中？

陈卓禧：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分为二地
看。疫情揪心，这是实际存在的。我来北
京参加全国两会，一时间还难以从香港疫
情困扰中走出，担心我的同事、学生以及
我的家人。但返回头来看，疫情严峻的情
况下，中央给了香港非常大的援助。青年
人自然会看到，危急关头，是谁在支持香
港？疫情过去，经济要复苏，又是谁才可
以给香港带来动力？我相信他们会有共鸣，
不需要说更多。

今年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在国家的支
持下，已经由乱转治的香港，一定能够恢复
往日生机，进入全新时代。香港必须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
道理人人都该明白。

我们当老师的也最清楚，让学生信服，最
主要是让他学有所成，并为他带来实际效益。
所以，我也相信，当更多的香港青少年在祖国
快速发展的洪流中抓住机遇、创造业绩，他们
就会对爱国主义理解更深、共鸣更强。骄傲中
国人，建功新时代，香港青年不会掉队！

爱国，已成为高尚习惯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陈卓禧谈香港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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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地问好和感谢之后，爽朗地为因公务延后采访时间而致
歉，3月4日上午，当记者拨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以下简称“港专”）校长陈卓禧的电话，扑面而来的谦谦君子之
风，一时间让记者很难将这样一个他，与那位一度在网上热传视频
中正气凛然甚至措辞激烈的“护国歌校长”重合。

五年前的那段视频，相信看过的人，一定还印象深刻——
毕业典礼上，十余位学生因侮辱国歌被清场，会后的礼堂外，

他们恼羞成怒地围住他们的校长要求“对话”。孤身立定的陈卓禧
义正词严地大声斥责他们：“港专作为一所爱国爱港的学校，必定
要高举爱国的旗帜，这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即使是殖民地时代，我
们也没有退缩过。哪怕受到殖民政府的打压，我们的资助被撤销，
我们的校址被收回，也从没有放弃爱国的立场！如果你们连这件事
儿也不知道，那就是你们选错了学校！”

土生土长于香港，从始至终要爱国，对陈卓禧来说，这是与生
俱来的烙印，不需要分析原因，不需要阐释解读。

但当记者提出探讨爱国话题，探讨如何发挥港澳委员双重积极
作用引导港澳青年热爱国家、自觉维护民族尊严时，陈卓禧说，他
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

■委员简介

陈卓禧：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香港教育工作
者联会副主席，香港友好协进会专业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 文/本报记者 李寅峰
■ 图/本报记者 刘圆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