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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到東莞進行田野考察期間，我們有幸參觀當地集歷史傳統與文化藝術於一身的新地

標——位於石排鎮的燕嶺園。我們不但了解到燕嶺園的歷史，更得到與鄧永樞先生 與他1

的一位學生 進行訪問的寶貴機會。是次訪問讓我們進一步地了解鄧永樞先生的生平、自2

學成才大學的歷史，以至石排鎮多年來在社會等方面的變化。因此，我們決定以鄧校長的

經歷作為引子，深入地探索東莞石排鎮的地方歷史。 

 

 

  

1 鄧永樞先生曾為自學成才大學校長，於1936年出生於東莞石排，現年八十三歲。他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大
學畢業生，曾就讀中山大學，畢業後多年來大都時間都留在石排鎮人民政府裏擔任公務員一職，負責農業
管理。後來他接受政府安排，於大約1979年成為自學成才大學之校長，在大學結業後再次回歸政府擔任公
務員，直至退休。 
 
2 鄧校長的學生，與校長有深厚的感情，生於1966年，曾於自學成才大學就讀計算機專業，後來學校結業
後，選擇另行創業，向餐飲業發展，現時在石排經營數間西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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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石排鎮的經濟發展背景資料  

一、農業發展 

東莞歷來以農耕為經濟主業，石排鎮也不例外。鄧校長指出在他小時候 ，石排鎮
3

是以耕田為主。雖然它地勢高，但只要東江有大雨便會使石排鎮水浸，影響農耕。受嚴重

影響的農地，一年更只能種一季水稻。 1950年中國開始進行土地改革 ，石排鎮土地都成
4 5

為非私人擁有，農民按照政府指令進行耕種。在50年代中期起，石排鎮逐步使用多種新

式農具，推廣先進的耕作技術。 而到了1959年東江防霸堤築高了，石排鎮的水災才開始
6

減少。不過到了1970年代，石排鎮的低灘地區仍然只能一年一造。石排人民同時也從根

本上改善生產條件，大面積推廣農作物新品種，石排鎮當時除了種植水稻外，也種植番

薯、玉米、甘蔗、花生等等，增加農作物總產量。他們也會種植水果，如荔枝和香蕉，但

種植面積較少，更極少種植花卉。 不難看出，以前的石排鎮水利失收，耕作技術落後，
7

農業收成其實有限。 

 

3 鄧校長出生於1936年。 
 
4 在《東莞市石排鎮志》頁208亦指出石排鎮在建國前因夏季多患內澇，大量埔田只能種植單季稻，所以水
稻生產處於低水平狀態，民間更有「十年九不收」的俗諺。《東莞市石排鎮志》編纂委員會：《東莞市石
排鎮志》（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208。 
 
5 土地改革運動始於1950年，政府派出工作隊到農村，根據民户的出身、擁有的土地及財產情況，把人口劃
分為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及地主。如鄧校長般沒有田地的人便屬於貧農。然後土地會重新分配，工作
隊會動員農民群眾發展生產。到了1952年，全國有三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地得到大約七億畝土地和
農具，生活得到改善，農業總產量大增。但土地改革運動批判地主的情況愈演愈烈，工作隊大多鼓勵農民
折磨地主，有些地主更無辜喪失性命。 
 
6 同註4，頁197-198。 
 
7 同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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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農業社會中不得不提的是墟市 ，石排鎮墟市 的墟期是一、四、七。校長及其學
8 9

生指出，鎮上居民在墟期都會拿著多餘的農產物出來進行交易，後來更會售賣農具和衣

服。由此可見，農業發展的繁盛更可造就石排鎮地方社會其他的經濟交流。 

 

儘管1979年石排鎮機耕面積達到29560畝， 但中國自1978年進行改革開放 ，石
10 11

排鎮的耕地變得愈來愈少，因此即使想耕田也無地可耕。1990年代石排鎮便規模化農業

，走上專業化、集約化、產量化、市場化發展之路。 綜上所述，雖然現在石排鎮仍有農
12

業發展，但它最為繁榮的時間只有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短短二十年。 

 

二、工業發展 

1961年，石排人民公社成立後，公社黨委重視工業，先後開辦磚瓦廠、石排糧加

工廠 、火藥廠、白梅粉廠等。集體工業逐漸發展，當時石排鎮共3家集體工業，產值十13

二萬。 1980年代，隨著外資經濟的三來一補 項目的大量引進，初步形成電子、服裝、14 15

機械等八個工業門類。1984年，企業實行「外引內聯」，先後建立八家中外合資及跨地

區的經濟聯營企業，企業規模不斷壯大 。石排鎮一共有十八個村落，以谷吓村為例，16

8 墟市乃是農耕社會的集市，每旬三日為墟期。 
 
9 校長及其學生2指出，石排鎮下面有很多農村，其中回來的路上便是墟市的位置。 
 
10同註4，頁203。 
 
11 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之下，政府對內實施經濟體制改革，輔以法制、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對外逐步
開放，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的綜合國力有顯著的提升，國民生活得以大幅改
善。不過期間中國因其改革開放政策衍生了不少政治和社會問題，如貪污腐化、社會貧富不均等。 
 
12 同註4，頁229-230。 
 
13 據鄧校長口述，他的大哥棠伯曾在稻米加工廠打工養家。由於糧食是生活所需的必需品，每個人都要吃
糧，糧多便需要加工，故當時石排鎮十分重視糧食加工廠的發展，如稻米加工廠是每條村都有的。 
 
14 同註4，頁2、176。  
 
15 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頁3。 
 
16 同註4，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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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引進第一家外資企業——谷吓木器廠 。此外，由於當時政府實行優惠政策，吸17

引不少香港人回到石排鎮辦廠 。1994年，因經濟發展過熱，大部分工業企業陷入難以經18

營的局面，尤其鎮辦工業企業更是虧損累累 。石排鎮政府為解決長期虧損的問題，推出19

實行股份合作制、抵押承包、集體轉民營、掛靠脫鈎四項政策以改善鎮辦工業企業的問題

，石排鎮的工業發展這才得以穩定下來。隨著工商業發展，部分居民進廠當工人，實現就

業，部分居民辦起第三產業 。1996至2000年間，石排鎮相繼引進日本、美國、香港、20

台灣等國家及地區的外資企業共543家，分別為電子、玩具、五金、服裝等二十多個工業

門類 ，其工業企業發展十分迅速，規模愈來愈大，直至現今石排鎮的工業發展已是非常21

成熟。 

 

 

 

 

 

 

 

 

 

  

17 同註4，頁73。 
 
18 鄧校長的學生表示：「香港人其實都是一個移民城市，如果中央實行的經濟政策可以賺錢，那肯定選擇
回來投資，畢竟大家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文化、同一種鄉情。」 
 
19 1996年石排鎮曾對12家鄉鎮辦工業企業進行資產評估，結果資產負債率高達98%。除了國家調控政策的
影響外，成本過高而利潤低亦是導致其不斷虧損的原因之一。同註4，頁177。 
 
20 鄧校長的學生表示，自從改革開放後，石排鎮多了不少工廠，許多人都不再耕田，選擇到工廠裡當工
人。而當時的政府亦會為本地學生或選擇放棄讀書的學生分派工作。因此，他曾接受政府的安排到政府的
水泥廠工作，後來再自己創業，賣過米、開過西餐廳，現在正與昔日的舊同學一同合作開工廠。 
 
21  以谷吓村為例，2003年，全村有港、澳、台商投資企業12家，私人企業及個體戶28家，工業總產值

1923萬元。同註19。 

6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IST/ CHSH4145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叁、自學成才大學與石排鎮的教育發展  

一、鄧校長的個人經歷  

鄧永樞先生在1944年開始讀書，在鄉下的祠堂讀書， 是兄長供他上學，讀了四年22

小學課程，學習四書五經等古文 。當時在祠堂讀書的人都是谷吓村當地居民，大約有三23

十多人一起讀書；教師都是秀才級，會對學生進行體罰。那時的學費是三斗米、兩把柴草

。直到1952年，石排鎮的小學教育才有了一次系統性的整頓：政府整頓教師隊伍和學校24

經費，並將各校改為公辦學校，由縣人民政府文教科統一領導，統一委派教師，辦學經費

都由國家提供，並將一些小規模的小學合併到中心小學 ，改善了當時石排的小學教育情25

況 。 26

 

鄧校長在1951年才去城市裡讀讀初中（那時已有助學金十幾塊錢），1957年中學

畢業，再經全國統考考上中山大學，而其中的花費如學費、吃住費用，都有政府資助 。 27

 

 

 

221935年，石排鄉村自籌經費，陸續開辦四年制初級小學9所，辦學經費由縣明倫堂（明倫堂是各地孔子廟
的大堂名稱，後來成為地方士紳和政權所管理，對東莞教育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以實物形式供給、校產

田、公償水產等方式維持。其中谷吓村在1935年辦起初級小學，位於谷吓祠堂，聘請了老師兩名、校工一
名。同註4，頁528。  
 
23 民國初期，小學課程設置為語文、算術（含珠算）、自然、歷史、地理、音樂、美工和體育8門。校長指
的讀古文，應是當時的讀經課。同註4，頁535。 
 
24 柴草就是在割禾後的草，用來當柴燒的。當時學費並非以金錢支付，而是用物質作為交換，可見金錢在
解放前都並不值錢的，當時講求物質較多。 
 
25 同註4，頁533。 
 
26 至1957年，全鄉小學生增至1080人。同上註。 
 
27 那時讀政府的正規大學的花費如：學費、吃住費用等都由政府資助，校長指他每個月還會得到三塊錢的
助學金。但如果需要助學金的話，就要特意走到區政府那兒先拿取證明，是證明你貧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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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鄧校長與自學成才大學  28

1. 大學背景 

在八十年代，地方政府急於需要人才，所以當時政府在此（小山丘）建校 ，故建29

立大學可說是帶目的性的商業行為。石排鎮以至東莞等地都沒有電腦，電腦是一樣較前衛

的東西，故政府開設較前衛、專業的電腦工程 （計算機工程）作為大學課程。 30

而且，自學成才大學本身並非一間規範的大學，人們可自資入讀，不需要很高的文

化或無須通過高考就能讀，雖然肆業後的證書未必得到國家的認可，但已令當時對投考大

學感到困難 的人得到了希望 。 31 32

2. 自學成才大學的發展 

當年政府約花了三十多萬開辦學校。每屆學生約六十至七十人，兩屆學生共約一百

三十多人，老師僅數位。就校舍建築而言，大學的教學大樓有三層，一樓是宿舍（可住二

十三人）；二樓是教室（僅約三間教室）；三樓是娛樂室。就學費而言，石排人一年需付

三百六十元；非石排人需付一年七百二十元 。 33

28 自學成才大學（即暨南大學石排分校），建於1979年至1980年間，後於1983年改建為「燕嶺賓館酒樓
部」，後來王錦輝先生出資接手「燕嶺賓館」，其後該地方於2013年開始再進行規劃，成為現今的燕嶺
園。見〈歷史發展〉，《燕嶺園》，網址：http://www.yangarden.com/?lang=zh-hk，瀏覽日期：2019年4
月19日。 
 
29 因為只有此地（小山丘）非農田，有農田的地方是屬於農民，難以作為學校地址。 
 
30 大學開辦四年制的計算機工程，要求學生學習高等對數、微積分等知識，而且當時大學得到廣東省人民
政府的支持，擁有由美國購入的四部二手電腦，幫助學生學習；據校長所言，第一部電腦更是蘋果公司第
一代的產品。 
 
31 石排鎮一年有四萬人，能讀上大學的卻只有四人。石排鎮一年才三十多個高中生，其中只有二至三人才
讀到專科學歷。 
 
32 修畢電腦課程後，畢業生可進入銀行、部門、單位等從事電腦相關的職位，或者開辦電腦培訓班。對於
考不上正規大學的畢業生而言，肆業於自學成才大學後的就業前景不錯，是比做農民更具吸引力的就業方
向。 
 
33 當時石排人會得到政府一半補貼，故一年只需付三百六十元；非石排人則需付全費，一年七百二十元，
可見大學學費之昂貴，而且據鄧校長的學生所言，那些年一個月的花費才相當於四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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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農業已經開始衰落，人們都傾向不願做耕田這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再加上電

腦、科技等方面開始發展，引起大眾對知識的渴求，故教育風氣變得興盛，使政府也萌生

辦學的念頭，造就了鄧永樞先生與自學成才大學的淵源 。 34

後來，學校出現了資金入不敷支的情況：當時學校經費由省政府出資，學費全給了

老師 ，電費等費用仍由省政府出，可見政府在辦學上沒有得益之餘，更要支持學校的開35

銷。而鄧校長是政府代表，他從政府角度出發，關注眼前利益大於學校的長遠利益，因而

先斬後奏，選擇結束大學，認為轉而發展成為賓館。 

不過鄧校長當年也企圖力挽狂瀾，嘗試以集資的方式解決經費問題：他曾找過企業

家，但商人也只想投資有金錢回報的項目，而非辦學這類項目，不能謀利；校長更曾上報

市政府 、找過市長，也無補於事。 36

學校在兩年後停辦，當時仍未畢業的當地學生多數都在學校解散後找尋工作，因為

改革開放後相對而言已經有些工廠正在發展，工作選擇也算多，而政府亦有負責，安排一

些工作給本地學生；其他的非本地學生則選擇到廣州繼續深造。 

 

三、小結 

從鄧校長和自學成才大學的歷史淵源，可見石排鎮教育正在迅速發展，而政府在其

中擔任著推動、支持的重要角色，如：資助辦學經費、提供助學金、主動開辦課程等。 

 

34 當時大學是由廣東省人民政府與石排鎮人民政府合辦，由政府提供人才、師資；石排鎮提供資金。當時
鄧校長在政府任職管農業，因他畢業於中山大學，為石排學歷最高的人，故大學校長的重任交給了他。 
 
35 鄧校長表示那時老師的工資較高，一小時二十元，而他1961年開始工作時日薪才四十五塊錢。 
 
36 據說是因為當時市政府資金上也出現問題，面對着省政府的壓力，市政府亦是自身難保，難以提供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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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燕嶺園的教育及經濟意義 

燕嶺園前身是建於1979年的自學成才大學，自學成才大學隨後於1981年結束。基

於當時的經濟環境所影響，石排鎮政府決定將其發展改為賓館，並於1983年由自學成才

大學改建為中外合資的酒店——燕嶺賓館酒樓部；後來在1985至1986年間建立燕嶺賓館

旅業部（住房部），直至1997年完全停止營業。直至2013年王紹恆先生決定將燕嶺賓館

活化改建，與現有的錦輝僑聯會館結合構成了現今的燕嶺園。 

從燕嶺園的發展過程可見，它先是以作育英才的自學成才大學作為起點，後轉而成

為發展經濟的賓館，最終成為將教育與經濟結合為一的燕嶺園。燕嶺園將其過去的歷史發

展之意義相互結合：在教育方面，活化後燕嶺賓館發展成文化創意的平台，吸引粵港澳的

藝術人才，為新一代藝術家提供展示機會和鼓勵年輕人投身藝術創作，同時為大眾提供享

受創意藝術的空間，從而達致推廣藝術文化和公眾教育之目的。在經濟方面，燕嶺園通過

具社會和商業價值的發展計劃，發展成文化旅遊項目，以推廣石排鎮的旅遊業。 

由此可見，燕嶺園見證了東莞過去在教育和經濟方面的歷史發展，並於現今著力於

推廣文化創意的大眾教育和發展文化旅遊業的經濟發展，對東莞未來於教育和經濟的發展

有著重大的影響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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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東莞石排鎮的歷史可以追朔到明朝以前，但這次我們隨著鄧永樞先生的八十年人生

，在有限的篇幅中細看石排鎮的經濟及教育發展與燕嶺園的成長。綜上所述，石排鎮的教

育發展改變了燕嶺園的經濟軌道。政府向世界學到工業的知識從而改變土地用途，大力發

展工業以求在經濟上更進一步。人們因獲得更多知識而有了更多出路，也不願再做艱苦的

農耕工作。可見教育對一個社會的影響可以如此之大。而自學成才大學的出現，改變了一

百三十多位學生的命運，他們又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石排鎮的發展。即使它不再教育

人才，但現仍能發揮教育與經濟方面的社會功能。 

（3168字） 

11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IST/ CHSH4145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參考材料目錄 

（一）書籍 

1. 《東莞市石排鎮志》編纂委員會：《東莞市石排鎮志》（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二）網絡資源 

1. 〈歷史發展〉，《燕嶺園》，網址：http://www.yangarden.com/?lang=zh-hk，瀏

覽日期：2019年4月19日。 

 

 

 

 

   

12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IST/ CHSH4145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附錄  

訪問稿 

學生：「鄧校長出任校長一職的原因，是基於他是代表石排鎮出任校長一職。當時，自學成才大學是由廣

東省人民政府與石排鎮人民政府合辦。廣東省出人才，出老師，出教授；石排鎮出財政，出資金。而鄧校

長當時在石排政府任職管農業，他於中山大學畢業，是石排政府最高文化的人，因而石排鎮政府便選了他

擔任校長一職。」 
 
問：「為什麼是電腦工程？」 
 
學生：「我個人認為，在那個八十年代的時候，石排鎮沒有電腦，東莞也沒有，就算香港也不會有。我自

己讀書的時候，聽到美國有電腦是非常羨慕，覺得有三部電腦就能知天下。所以石排鎮政府的書記選擇了

比較前衛的、較專業的電腦工程。」 
 
校長：「第一部電腦是蘋果第一代機。」 
 
學生：「廣東省人民政府帶來的，全校共四部電腦，全部都是舊的、二手的，由美國購入。耕田是非常辛

苦，所以很希望不用耕田。加上能學一下計算機，想一下都很開心，覺得很前衛。」 
 
問：「如果不就讀自學成才大學，是否回歸農業？」 
 
學生：「東莞來講，自改革開放四十年，八十年代後，其實耕地就愈來愈少。電腦在九十年代後就愈來愈

多。就算想耕田，你也沒有土地可耕。」 
 
校長：「以前讀完電腦後，出去工作的人，如果進銀行、部門、單位、都是負責電腦職位。又或者開培訓

班負責教人如何使用電腦。」 
 
問：「回前問，如不就讀，是否加入工廠？」 
 
學生：「工廠也愈來愈多了。自大陸擁有香港後，不少香港人回流開工廠。無論有沒有計算機專業的存在

，田也是愈來愈少，不可能說去耕田了。工廠也是當時社會所提供的一項選擇而已。」 
 
問：「為什麼你選擇讀這所大學？」 
 
學生：「當時考大學非常難。石排鎮一年有四萬人，能讀上大學的卻只有四人。所以這些大學都是自資去

學的，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或通過高考就能讀，只需要付錢就可以讀了。畢竟身為農村人想考上大學是很難

的。」 
 
問：「為何不繼續辦下去，最終變成賓館？」 
 
校長：「政府給石排鎮人員的工資才二千左右，但學校的老師人工卻很棒。我六一年開始工作也才四十五

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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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當時是省政府和石排政府合辦，經費由省政府出資。於是，一旦資金上出現矛盾，學費全給了老

師，但學費、電費就由省政府出，所以當時從經濟角度來說，政府眼光較短視，因而就選擇結束大學，轉

而發展賓館。」 
 
問：「不能辦下去的感受？」 
 
校長：「都是命令。」 
 
學生：「因為他是以政府的身份出任校長，所以是以政府角度去思考，而非學校。」 
 
問：「請問是否４年制？有考試嗎？學生多少？」 
 
學生：「４年，有考試。每一年的學生大概有六十至七十人。」 
 
校長：「這間學校的老師，一個學時二十塊，一次最多兩個學時，共四十元。而且不提供住宿。」 
 
問：「學校老師多少？」 
 
學生：「幾位吧。其實老師也有床位和宿舍的啦。一座教學大樓有三層，一層宿舍可住二十三人，二層是

教室，三層地下是娛樂室。」 
 
問：「對於這間學校的看法？」 
 
學生：「有些覺得很前衛，但大部分都覺得讀書不行。畢竟大方向不在這邊，我們石排鎮一年才三十多個

高中生，二至三人才讀到專科。中國人想脫貧嘛，所以對讀書一般。」 
 
問：「為何叫自學成才？」 
 
學生：「因為它並不是一個規範的大學。它是一個不需要透過高考，只要高中畢業後，你能付到學費就可

以入讀。而這個證書未得到國家的認可，是當時地方政府急於需要人才而進行的商業行為。」 
 
問：「學校結束後，學生怎麼辦？」 
 
學生：「當地的石排人多數都是解散後工作，其他的會選擇到廣州繼續深造。」 
 
問：「校長在學校結束後到哪去？」 
 
學生：「他繼續留在石排做公務員。」 
 
問：「校長後來有沒有參與燕嶺園的改建？」 
 
校長：「沒有。」 
 
學生：「燕嶺園是屬於石排的一個商人在港做生意後再回到鄉下投資、作出貢獻的，是私人的，政府沒有

參與。」 
 
問：「私底下有沒有跟王錦輝先生聯絡和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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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輝叔和石排人非常之接近，我在石排做餐廳的時候，我有4間餐廳，輝叔都經常到我們餐廳吃東

西。他人很好，經常說：你出香港，我來請你吃飯。輝叔人真的很好，在石排、東莞甚至全國，都可以見

到輝叔的足跡。他捐獻了很多學校，做了很多好事，醫院呀學校呀，奉獻了很多。鄧校長所在的政府中，

很多人都與輝叔有密切聯繫，他退休後幾十年都經常在石排，和各方面的人都有聯繫。」 
 
問：「校長做公務員之前，有沒有離開過東莞？」 
 
校長：「到過安徽。」 
 
學生：「校長在中山大學讀自然科學，等於環保地理之類。他到安徽那邊主要負責地質。以前他讀書不屬

於個人選擇，是國家的人才需要，屬於國家的安排分配，要你去哪兒你都要服從，那年代⋯⋯」 
 
校長：「我到安徽學地質測量呀。」 
 
學生：「祖國需要你去哪裡，你就要去哪裡。」 
 
問：「測量做了多久？」 
 
校長：「就是61年畢業，去安徽去了幾個月，就返去醫治疾病，風濕關節痛。」 
 
問：「大多都留在東莞？」 
 
學生：「他病那段期間返到東莞做小學老師，後來才返政府。」 
 
問：「所以入了政府後就一直在政府工作直到退休了？」 
 
學生：「是的。」 
 
問：「那當時校長需要在政府不同部門工作？」  
 
學生：「他在政府一直都是負責農業那方面的東西，一直都是管農業這方面。」 
 
問：「但後來工廠愈來愈多，有沒有改去做有關工廠的工作？」  
 
校長：「沒有，一人負責一個方面。」 
 
學生：「一個鎮有許多人，校長就負責農業這方面。」 
 
校長：「那時的政府叫公社呀。」 
 
問：「你是否在東莞出生？」  
 
校長：「我在石排出生，在東莞中學畢業。」 
 
問：「那在你小時候，東莞是否耕田為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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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我小時候，是受日本人、國民黨統治呀。是以耕田為主。」 
 
問：「我們吃飯後，見到谷吓那兒有廟宇，你小時候需要去拜那個廟嗎？」  
 
校長：「我沒有去過拜，那間廟是這樣的，原本整個石排全部都水浸。」 
 
學生：「東江一有大雨會使這邊水浸的。」 
 
校長：「所以那兒有個渡台的，過渡的。」 
 
學生：「以前你看到的許多地方很多都是水庫、水田呀。有些船過到廟那兒，就有個渡頭。」 
 
校長：「以前全部耕地，全部都是水來的。」 
 
校長：「以前東江水發了之後⋯⋯所以⋯⋯」 
 
學生：「⋯⋯東江水一帶⋯⋯所以石排後面一大片的地方會淹蓋了的。」 
 
校長：「整個石排有百分之三十土地都是⋯⋯來的，通通都是水。」 
 
問：「所以那裡是新的，以前沒有的？」 
 
學生：「以前有的，都是屬於一個渡頭的地方的人順便去個到拜下神呀，屬於個到有這樣的東西，他的意

思是那個廟呢以前是渡頭來的。」 
 
校長：「這裡水（塘？）有三十米。」 
 
學生：「渡頭即是碼頭呀，我們叫渡頭呀。」 
 
問：「誰會去？」 
 
校長：「渡頭不是碼頭，渡頭呀。」 
 
學生：「他當然是一個大些一個小些的意思，以前的渡頭即是以前過人呀，小船的渡頭，碼頭呢你想像它

是一個貨運大⋯⋯」 
 
校長：「那兒有船划過去。」 
 
問：「所以即是人過來？」 
 
學生：「貨物好少的。」 
 
問：「多數都是人？」 
 
學生：「人是運輸多啦。」 
 
問：「這些人是來自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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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石排鎮有很多人。」 
 
問：「出去？出去去哪兒？」 
 
學生：「呀呀，他村與村的交往呀，他墟日去購物，買生活用品，都是要的⋯⋯公路沒有那麼發達。」 
 
問：「當時石排鎮的發展不是很好吧？很多東西都要出去買？」 
 
學生：「很差的。」 
 
校長：「⋯⋯之後，過水泥關。」 
 
學生：「八十年代我們買衣服、鞋子等，多數都要出石排嫁，石排都是屬於少的。」 
 
校長：「他59年以後先過到水泥關，1959年呀！」 
 
學生：「校長的意思是，由於那些水漲呀水災的地方由59年開始就減少了。」 
 
問：「所以那時才開始發展？」 
 
學生：「不是開始發展，開始改革開放，起碼水災那方面59年之後，我屋企都是59年漲了幾米的，我的父

母說呀，由59年之後呢，石排鎮水災就開始減少。」 
 
問：「但是為何會少？是什麼原因？」 
 
學生：「因為東江的個條防霸堤會築高了。」 
 
校長：「以前無東江堤嫁，不知是五幾年便建了。」 
 
學生：「以前你有錢有人有物有錢呀，慢慢整條⋯⋯那些水就不會⋯⋯是呀整條霸他就不會⋯⋯以前都是好自然

落實嫁。」 
 
校長：「有小部份地方一年做一次，做不到兩次的。」 
 
學生：「以前的水稻種一到，種一季的水稻。」 
 
校長：「89年以後水退了，慢慢地就種了。」 
 
學生：「以前是好困難的，哈哈哈哈哈。」 
 
問：「以前一年才耕到一次田，若不是種植期你地會做什麼？」 
 
學生：「水浸呀，種不到什麼。」 
 
校長：「上去都⋯⋯上山都上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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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個是否以前大學個張相？是大學校舍？」 
 
學生：「是四層的….這個不知是咪後期翻新了的。」 
 
問：「即是你們曾翻新過？」 
 
學生：「都應該不是拆了，是原來的翻新了，這個可能是以前賓館，（問：「所以這個是賓館？）應該

是。」 
 
問：（問及相片的事情） 
 
學生：「（學校）我們讀書那時候應該沒有這麼漂亮，這個不知是不是做賓館翻新了之後。」 
 
問：「那時候好少是在大學外拍照？還是以前都未有相機？」 
 
學生：「有，有，有相機，有相機是好奢侈的事。」 
 
問：「那我們也很好奇那時候都有兩屆學生啦，那畢業的時候會不會舉辦一些典禮？」 
 
學生：「未讀到畢業都解散了。」 
 
問：「那那時候大學都是四年的？」 
 
學生：「四年的，但辦了兩年都解散了。」 
 
問：「那都是一個痛苦的回憶？」 
 
學生：「哈，突然他決定了就⋯⋯」 
 
問：「其實當年讀這間學校的學費貴不貴呢？」 
 
學生：「嗯，石排人付一半學費，360元，非石排人就720元，一年。」 
 
問：「以當時的概念而言，三百多元和七百多元都頗貴的吧？」 
 
學生：「當地人有政府補貼一半學費。」 
 
問：「當時一元可以買到什麼呢？」 
 
學生：「當時我讀高中的時候一個月頭的生活費是大概40元左右，即是在86年我高中畢業之前，大概85年
那時是四十元人民幣，是一個月的伙食費。」 
 
問：「其實我們那個年代買一層樓宇要⋯⋯」 
 
學生：「如果84年那時就沒有樓賣的，是由88、89年開始有樓賣的，初期應該是一層樓，香港叫一千尺左

右啦，就大概是兩三萬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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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千尺左右就大概是兩三萬元人民幣。」 
 
問：「所以當時的720元學費真是不便宜。」 
 
學生：「如果你跟香港的樓對比⋯⋯但當時買衫都是很貴，因為，喜歡去香港去⋯⋯非常之崇洋⋯⋯即是覺得香

港的東西會好些，買一條褲子都十多元了，買一件衣服都三十元。不過又不是說什麼都貴，視乎你買什麼

東西，而且你買土地就好便宜啦，如果你想買一輛車就很貴。」 
 
問：「就是供求關係？」 
 
學生：「供求關係，以前物質非常之稀少，你都買一部電視就很貴。」 
 
問：「想問問校長你當時收到決定說⋯⋯做兩年是一個政府的決定（不繼續經營下去），那你當時收到決定

還有那個印象嗎，那場景？」 
 
校長：「當時我一不做便基本會解散。」 
 
問：「但你是收到領導的決定呀，有文件交給你，還是你也參與拍板說不做？」 
 
校長：「這間學校不辦，我先斬後奏的⋯⋯那當然解散了。」 
 
問：「即是你曾算過數目，是嗎？但這個都是好難作出的決定？因當年做這間學校投資都不少。」 
 
校長：「是呀。」 
 
問：「成本真是當年的天價來的？」 
 
校長：「（呵呵笑）主要都是經費問題，沒有錢辦。」 
 
問：「當時有沒有想過一些方法去解決這個難處呢？可能是找商界的人，現在就很流行，學校辦不下去就

找商界找些資助，拿些不同機構的基金？」 
 
校長：「基本拿不到，以前農民給的是公糧，所謂公糧即是農業稅呀，通通上繳⋯⋯」 
 
學生：「當時來說，原本當時說要找企業家的，即是找港商，即是找香港⋯⋯以前沒有人有錢呀。」 
 
校長：「以前農稅就交公糧，交食物呀，他的錢不交給政府，通通上繳市的。」 
 
問：「當年是否剛剛成立東莞市？學校是否橫跨了東莞縣個階段⋯⋯」 
 
校長：「那時候開始成為市啦，還是次級單位來的。」 
 
問：「即是縣級市？」 
 
校長：「是的，以前次級市。」 
 
問：「所以以前市的決策能力都沒有那麼高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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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我曾經去過市政府爭取，找書記，找市長呀，（市長）他又不敢答復話有沒有錢幫。」 
 
問：「所以當時是否挺失望？想起學生，也許很難決定。」 
 
校長：「我都⋯⋯哪有錢給你呀⋯⋯」 
 
學生：「因為當時石排政府資金有問題，是上一級政府壓力支援，找到那個市長都沒有辦法，幫不到他的

，所以就說沒有辦法，支撐不下去，便結束了學校。」 
 
問：「身為學生聽到學校要結業但自己仍未畢業⋯⋯」 
 
校長：「85年即是80年代中期呀，香港的有錢人番回來辦廠，那上農民就攢到錢，三餐⋯⋯以及一些什麼大

隊，即是現在管理⋯⋯ 才有錢用的，否則哪有錢？」 
 
問：「但當年辦教育是否需要特別的資質或特別的申請？」 
 
學生：「我估計當年應該需要，但無奈是政府，政府說可以就可以，我們中國的特式來的。」 
 
問：「所以當年是否因有政府的牽頭，是否因教育的門鑑所以外商無法繼續支持呢？」 
 
學生：「外商應該有屬於一個投資的項目，當時無人投資，投資都是想賺錢，這是洗錢的部門，你辦學校

是屬於一個⋯⋯」 
 
校長：「農民交糧買賣糧呀，八元一百斤，八元呀，一百個銀錢一百個稻穀。」 
 
學生：「因為當時賣穀給政府，每一擔每一百斤才八元。」 
 
問：「所以都是市場的一個調節。」 
 
校長：「政府的辦工人員的工資，就當地也負擔不起了。」 
 
問：「當年老師都是由很有名的學校請回來的，所是當時老師的工資是否一個比例比較重的花費？」 
 
學生：「都不是，剛才鄧校長都說了一個小時就二十元，每日一個老師大概教兩個小時。」 
 
校長：「一個學時呀。」 
 
學生：「都是四十元一日左右。當時都屬於幾重的，一千多元一個月幾高嫁啦。」 
 
問：「在整個學校營運來說是不是不算一個大比例呢？」 
 
學生：「都不是大比例啦。」 
 
校長：「一級教授先二百多元。」 
 
問：「那其實招生數目呢？學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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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屆大概是六七十個學生，兩屆大概是百三四人左右。」 
 
問：「有多少間課室呀？」 
 
學生：「一個課室，一間，總共只有兩三個課室的啫，一樓就宿舍，二樓就課室，三樓上面就都是⋯⋯室多

啦。」 
 
問：「其實都是很先進的一個硬件來的？」 
 
學生：「當時鄧校長說投資了三十幾萬人民幣來建立這間學校。」 
 
問：「當時學校是一個很齊備的配置，這間設計是否花了很多心思？是校長的想法嗎？你的想法是由哪裡

來？」 
 
校長：「那我即是平時讀書，讀初中高中大學那些，所以學校那些佈局基本是知道的。」 
 
問：「當時政府為何選擇在這個地方建立學校呢？」 
 
校長：「其他找不到地方呀，這兒不是農田來的，農田的話，農民不會給你！」 
 
學生：「即是當時大陸⋯⋯石排來說，是找一些地方是沒有價值的，例如墳地等，即是要找這些地方才能夠

建校，如果你拿那些耕地等好的地方拿來辦學校是行不通的，要維持生計，農民肯定不給，所以要找一些

小山丘，耕不到田、沒有水源的地方。」 
 
校長：「現在無⋯⋯就給了農民四千元。」 
 
問：「就用了這塊地投資辦學校？」 
 
校長：「以前是種花生的。」 
 
學生：「先回答剛才的問題，你問學生有什麼感受，知道不能讀下去時，我們作為當地人不能讀書，都考

慮過出去深造、工作等，當地人相對而言，這邊改革開放已經有些工廠，人們就不用耕田，好多人都選擇

工作的。有時政府都負責任，都有些工作安排給我們的本地的學生、或者不讀的學生，大多數非當地人會

選擇出去廣州深造，他們多數是非常痛苦的，因為生活條件沒有那麼好，在廣州生活的成本比在石排生活

的成本遠高得多，當時許多人都叫哭的，因為家人，甚至整個家族給錢供你讀書，讀到半途又中途而廢， 
這樣當時他們都既痛苦又無奈， 好無奈地又只能接受。」 
 
問：「即是如果出去深造的，政府就沒有補貼？」 
 
學生：「非石排鎮的學生一直都沒有補貼的，當時補貼一半學費是給當地石排學生的，所以出了廣州沒有

補貼，但廣州沒有宿舍，那時在香港讀書都沒有宿舍的，要自己租，但我們幾間大學讀書有宿舍，宿舍好

貴的，你廣州好過香港都很貴，我有朋友的女兒在浸會大學讀書，都好貴，聽說宿舍連洗衣機都放不下。

那時他們出廣州吃、住、用，學習環境都不好，所以當時他們都十分難過的。」 
 
問：「其實在學生之中，有沒有一些都是讀計算機（電腦工程），有沒有人後來出去都繼續這個行業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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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都有，當時那些學的野跟現在相比真是九牛一毛，當時出去之後，每逢是企業、銀行的，即是銀

行電腦有關的部分，它有供電公司的，即是電腦那部分，當時每個部門都有電腦的部分。也有一些人出來

自己開電腦培訓班。都幫到部分人的，只要你辦落去呢，這班學生很多都在東莞會當高官的，只可惜辦不

下去。當時東莞、深圳需要大量的人才，尤其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 
 
問：「不過現在深圳華為呀那些都需要這些人才呀？」 
 
學生：「現在那些不叫計算機，叫IT呀，現在叫人工智能呀。你們那代現在不是信息年代，是IT年代、智能

年代呀。」 
 
問：「記不記得當年學計算機時其實是學什麼科呀？」 
 
學生：「學高等對數、微積分等這方面的東西。」 
 
問：「那你讀這個專業，後來為何走去開西餐廳？」 
 
學生：「我半途而廢呀，我當地人，我做了很多行，當時政府安排我到政府企業如水泥廠工作，後來再自

己創業，賣過米、做過西餐，我現在又辦工廠呀。即是，我們當代人生在改革開放中其實有點優勢的，很

幸運生在那年代⋯⋯」 
 
問：「有沒有再次想到過去，如果在那年代能唸完書，你覺得會對你現在的人生產生什麼改變？」 
 
學生：「當時如果讀下去，很有可能會在部門工作、當個大官、為人打工又說不定，也可能什麼都不行，

每天都在十字路口，每一步不同結果都會不同，反正大方向和你世界都有關係⋯⋯」 
 
問：「那校長呢，當時學校完結後校長繼續做什麼？」  
 
學生：「在石排政府工作⋯⋯當校長對他來說是一份兼職，僅代表石排政府，並沒有涉及到真正教育那方

面。當時政府專攻文化，就校長是中山大學。當時整個石排政府，讀到中山大學的人不多。」 
 
問：「剛才聽到你們說投資了30多萬建校，這是自願性質？」 
 
學生：「這不是校長投資，是代表政府投資了30多萬。」 
 
校長：「那時是政府辦了那些工廠，有火藥廠、白梅粉廠等廠來賺錢。  」 
 
問：「計算機專業課程對之後那些工廠入面的運作有沒有幫助？有沒有引入什麼系統？」 
 
學生：「就是說有沒有用吧，或者真的用到或用不到，或者用了你也不知道。或者從性格上起碼你做事或

管理上，你會選擇用先進的東西。好像我用點菜機，你在香港的茶餐廳大家都用手寫，但我在十四、五年

前都用手機了，我不需用手寫的，那個手機你一說完就按完了，而且可以檢查帳單，香港到現在還是很多

人用手寫的。就是至少用了、前衛了都不知，是吧？很多知識不知不覺用了或者沒有用也不知道。你說有

沒有用，哈哈，可能被那樣東西已經融化了而人不自知。」 
 
問：「那當時的校友有沒有去聚會呀？多久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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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都有，最近那次是昨天。現在微信，現在數年都有一次，有時大有時小。有試過兩屆學生一起聚

會，又有一屆一起的，又有小圈子，反正這看你個人的性格。聚會肯定有，只是你個人肯不肯參與。」 
 
問：「剛剛提到讀書時，很少人讀大學，校長作為政府最高學歷，是經高考考入大學？」 
 
校長：「全國統考。」  
 
學生：「石排鎮現在，我那個年代時，四萬人可能有四人考到大學讀專科；他那時四萬人沒有一個人能讀

到。在他的年代更難。」 
 
問：「兩位是哪一年出生？」 
 
校長：「36年。」 
 
學生：「1966年。」 
 
問：「我們想知道多一些關於你小時候的東莞是怎麼樣的？」 
 
校長：「小時候就日佔，然後就回鄉下了。」 
 
問：「鄉下在哪？」 
 
校長：「就是石排啊。」 
 
問：「那時候的石排是什麼樣子？」 
 
校長：「石排是一條墟。」 
 
學生：「即是以前有一個街市，石排是一個鎮，下面有很多農村，其中回來的路上有一個街市。」 
 
問：「那這個街市人多嗎？」 
 
校長：「一、四、七。」 
 
學生：「每到一號、四號、七號的時候就是石排墟呀，墟就人多一些。」 
 
問：「那農產品會賣出去嗎？」 
 
問：「即其他村的人會過來？」 
 
學生：「即石排有二十條村，到了一號、四號、七號就會拿著農產物出來交易。」 
 
校長：「以前的人就是自己種完之後，吃不完，那就會拿出來交易。」 
 
問：「那你有試過出去幫手賣東西嗎？」 
 
校長：「以前我父親是打工，日佔之後就回到鄉下，回來沒工作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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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日本人什麼時候佔領了石排？」 
 
校長：「1938年。」 
 
校長：「那時沒工作，我父親就借妹妹的錢去做一些小生意。」 
 
問：「什麼生意？」 
 
校長：「賣米、磨麵等。」 
 
問：「是不是也是在一、四、七的時候就把貨品拿去賣？日本人離開後你是否也留在⋯⋯」 
 
校長：「日本人投降是在四六年。」 
 
問：「那四六年後你就一直留在石排？之後就讀書？」 
 
校長：「五一年才去東莞，在城裡讀書，讀初中。在之前就在鄉下的祠堂讀書，讀四書五經，人之初那

些。」 
 
問：「除了這些還會讀什麼？」 
 
校長：「讀古文啊。」 
 
問：「是不是很多人在祠堂讀書？」 
 
校長：「三十多人吧？全部都是農村的人。」 
 
問：「需要付學費嗎？還是義教？」 
 
校長：「三把米、兩把胡草。」 
 
學生：「這是一年的量。三斗米，兩把胡草，就是在割禾後的草，用來當柴燒的。老師就是可以有米有柴

，所以才去當老師。以前說錢是沒用的，在解放的時候錢不值錢的，講求物質。」 
 
問：「那什麼時候開始要付學費呢？」 
 
校長：「有助學金的。我爸爸和我十四歲就出去打工，然後就是我哥供著我。」 
 
學生：「助學金哪裡給的？」 
 
校長：「助學金很早就有，時候有十幾塊錢助學金。我們那那時候候出城讀書，一頓飯才幾分錢，一日兩

頓。以前一分錢一個雞蛋。」 
 
問：「那祠堂教書的人是什麼人？」 
 
校長：「那些是老古董，他們是秀才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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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石排鎮很多秀才嗎？」 
 
校長：「好少。」 
 
學生：「以前那時候水浸，一年浸一次，當時很少秀才。」 
 
問：「秀才這些老師有影響你嗎？」 
 
校長：「有呀，如果背詩背不出會打你的。」 
 
學生：「以前的老師沒有科學的嘛，就是背書。」 
 
問：「祠堂教學是什麼時候沒有了？」 
 
校長：「我44年開始讀書，8歲開始讀，讀了四年。」 
 
學生：「什麼時候不讀八股文啦？」 
 
校長：「四六年日本人投降之後我就去讀出石排讀學堂，讀小學讀二年級。然後四七、八年又回去自己的

家鄉讀書，讀古文。」 
 
校長：「我讀到四八年，之後四九年讀三年級，50年呢就升到五年級下學期，就四年級沒讀，五年級上學

期沒讀。五一年就夏季畢業，考高中了。」 
 
問：「五一年的東莞是怎樣的？」 
 
校長：「當然沒現在這麼好。」 
 
學生：「以前東莞就是農業為主，七幾年之前都是田。所以石排鎮就有街市賣農產品。要是在縣上，就好

像旺角一樣有街鋪，買衣服、農具。基本上都是農村。」 
 
校長：「五七年中學畢業，然後就考上中山大學。」 
 
問：「當時環境這麼惡劣，學費怎麼辦？」 
 
校長：「我讀大學是不需要給學費，政府全資助的。吃住都不用付錢。一個月還會給我三塊錢。」 
 
問：「為什麼呢？」 
 
校長：「助學金呀。」 
 
學生：「因為學校包食、包住、包教。當時政府的正規大學都是這樣，錢什麼都包了，但你要服從政府的

安排。」 
 
校長：「不是很多人能考上喔，我們這個地方，就52年土改嘛，那些田地通通都變非私人擁有了，所以我

那時也是連田地都沒有，是貧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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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不就能分田嗎？」 
 
校長：「是呀。如果你要助學金的話，就要走到區政府那兒，那時候要行三個小時才拿到證明的。」 
 
問：「證明是什麼？」 
 
校長：「證明你家庭成員呀，證明是貧農呀，當時有證明的話就都不用錢。」 
 
學生：「你們知道什麼是證明嗎？當時在中國政府，很多事都要寫證明的，就是說簽名是無效的，政府統

籌一切，你做什麼都要政府給你證明才可以做，政府說是證明就是，不是則不是。以前早期住宿都要證明

才可以，不讓你四處交流等，現在身份證登記就行了。證明就是證明你是窮或是農民等，去北京辦事也是

要證明，要有公章呀。」 
 
問：「有沒有其他兄弟姊妹？」 
 
校長：「有個哥哥十多歲就出去打工，還有個弟弟（沒有唸到大學），整條村只有我一個唸到大學。」 
 
學生：「以前生活艱難，生存很重要的，那時有東西吃已很厲害了。」 
 
問：「那時大哥做什麼工作？」 
 
學生：「棠伯做什麼工作？」 
 
校長：「稻米加工廠那兒做的⋯⋯」 
 
問：「這類工廠多不多？」 
 
學生：「什麼叫多？都多的，因為每個人都要吃米，要加工，中國人人很多，都要吃米。 吃米多，加工多

，那時設備沒那麼高，每條村都有的。」 
 
校長：「我那個弟弟⋯⋯寫字、計數都好  讀到小一呀。」 
 
學生：「他的家庭都算好了，讀書又好，都起碼有時不用當農民。他的家都算環境好，可以做生意，一千

人沒一人做生意的。」 
 
校長：「我大哥供我讀書，供了許多年，很感激大嫂。 」  
 
學生：「他也很感激大嫂，因為大嫂沒有意見，很難得的。」 
 
校長：「我大嫂今年89歲 。」 
 
校長：「這些大嫂很難找的。」  
 
校長：「我大嫂做搬運的 。 」  
 
問：「為何你們這麼久還能繼續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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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第一石排很小，幾萬人而已；第二，校長是我岳父。剛才外面的學生是我工廠的拍檔，我們在一

起讀書，但剛才那個是紹慶人，來到這邊讀書，認識並改革開放後，一起開工廠，同學變生意夥伴。」 
 
問：「日治時期（十年間），日軍做了些什麼？」 
 
校長：「日本人？我那時候在石排，日本人投放了軍隊在內，我在石排出世，小朋友隨街會大小便的，那

些日本仔拿槍和刀對住你，日本仔殺的那些人頭，會用一個籠裝住吊高。」 
 
學生：「剛才才說過？用槍指住你，有漢奸的，所以日本仔比想像中更殘忍和殘酷。」 
 
校長：「日本仔侵略我的那條村，他們都拿着槍和刀呀。」 
 
學生：「不當你是人的。」 
 
校長：「當時我父親被強迫出去，被灌冷水。」 
 
問：「那當時日本人是否把東莞或石排弄得亂七八糟？」 
 
學生：「應該又沒有那麼嚴重的，東莞又不是主要戰場。」 
 
問：「為何要灌水？」 
 
校長：「他可能懷疑我父親識一些字。」 
 
問：「所以是針對識字的人？他們會搶你們的東西，如稻米嗎？」 
 
學生：「他大哥被日本仔一腳⋯⋯」 
 
學生問校長：「他有沒有搶東西呀？搶有錢人還是搶那些『牙刷』的人？」 
 
校長：「有錢人都走啦⋯⋯石排那些不計算在內了⋯⋯」 
 
學生：「他就說年紀太小，他想搶什麼都沒有，反正那些有錢人都一走了之，有錢人都有條件走啦，留在

鄉下的反正都沒有什麼好東西可搶。」   
 
問：「當日本投降後，那些人有回來嗎？」 
 
校長：「日本那時候佔領石排，不敢過來這邊，就有條東江分隔兩地，他如果過來這邊的話，會有我軍開

槍打他們的。」 
 
問：「所以你們回到鄉下這邊，因為他們不敢過來？」 
 
學生：「日本人畢竟很少，他都佔領主要的城市，和廣深鐵路的交通要道。」 
 
校長：「他要各地⋯⋯要那些漢奸帶他們去呀嘛，那時候好多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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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找漢奸去喇，日本人肯定佔領主要的城市主要的關口，比如石排或廣州的主要城市，農村肯定

不去⋯⋯」 
 
問：「所以有沒有破壞你們什麼建設？」 
 
學生：「如果來到農村，這應該屬於比較偏的地方，他們不會去的，只去重要的地方——石排重要的地方

，廣州重要的地方。」 
 
校長：「很亂的，有土匪，有日本人，好多土匪，那時候石排整天都有槍聲，bilibala的。」 
 
問：「改革開放之後沒有土匪了吧？」 
 
學生：「沒有了。」 
 
校長：「還有小偷。」 
 
學生：「小偷就有，不過愈來愈好，黑社會那些愈來愈少，小偷都愈來愈少，現今這年代應該是最好的年

代啦，習近平上任以來，無論是治安呀，那些黑惡勢力、貪污等都會慢慢變好，即是說就是不太完善都會

好些的，慢慢會好的，正確的方向會愈來愈好啦。」 
 
問：「是否解放之後你都是做政府官員呀？」 
 
校長：「解放之後⋯⋯不一定嫁。」 
 
學生：「解放之後他（校長）尚未讀完書，49年中國解放，他57年才去高考，幾年後開始工作，應該是解

放了有十多年才工作。」 
 
問：「那時這裡是以農業為主嗎？」 
 
學生：「只有農業，1978年之前都是農業，改革開放前，1978年之前都是農業，1978年之後呢漸漸有香港

的港資企業，慢慢回來發展加工，就這樣慢慢慢慢地發展起來，香港之後便是台灣，之後便是全世界的企

業，現在累積了一定的資金、一定的⋯⋯呀，之後石排也多了不少名人企業，很多的國內企業，然後就成長

到如今的模樣。」 
 
問：「你們做了些什麼來叫人們來投資？」 
 
學生：「這樣東西不是我們叫的，是政府的行為，政府用優惠的政策吸引他們，因為香港其實都是一個移

民城市，好像那條村每一家都有香港人的，所以家鄉情到了這邊就信得過，肯定去中國大陸投資，不會去

越南，大家同一種語言、文化和鄉情。如果中央有優惠政策時，他們便會回來，有很多政策使他們賺到錢

，他們便會回來投資。」 
 
校長：「58年以前出入香港不用證，因為58年後封鎖了才不淮進去。」 
 
學生：「即使中國解放之後，58年之前，香港和這邊（內地）都是自由出入的，包括我父親是在香港讀書

的，都是可以自由出入的。但58年之後，香港便被封鎖了，內地就不淮自由出入了，因為香港始終跟內地

有一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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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大多是走路過去的。」 
 
問：「校長第一次回來，看著現在的變化，有什麼感觸？跟以前不同嗎？」 
 
校長：「當然與以前不同，以前一片爛地而已。」 
 
問：「所以以前什麼也沒有嗎？是農地還是？」 
 
學生：「草地呀，荒廢的地。」 
 
校長：「農地都不是⋯⋯在宿舍那邊即是教學樓個邊才是種花生，這邊都是爛地來的。」 
 
學生：「雜草來的。」 
 
問：「會不會不認得？記不記得校舍的位置？。」 
 
校長：「不記得了，三十幾年了。」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