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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 月 1 日，李炳貴校監（中）在
第一個開學日與校董留影。

生於現今人人有書讀的香
港，很難想像前人上學要
花多少力氣流多少汗水。
1962年，大埔有三條村落
的村長不忍見到孩子每天
走遠路上學，遂興起辦學
的想法。大埔舊墟公立學
校就是在這個情況下被創
立的。在只有5個課室的
校舍起步， 一直奮力向前
的鄉校終成為本地學界中

一隻領頭羊。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由鄉校到學界領頭羊
即使不熟路，首次到訪大埔舊墟公立學校也不怕迷路，
因為巴士站就在學校的大門前。交通方便只是校舍其中
一大優點，走進去還會感受到一份輕鬆舒泰。這是一座
80 年代興建的標準型校舍，着重採光和通風，二樓的平
台小花園和通爟旁的優閒區更是校舍的一大特色，為學
生課餘提供戶外休息空閒。筆者不是大埔景點導賞員或

者一心來「打卡j的訪客，想說的是一所配套完備的優

質小學背後的鄉村辦學血淚史。

上世紀 60 年代初5港英政府開始着力興建小學，學校數
目由 1946 年的 600 多間跳升至 1500 多間，雖然如此，

學位仍不足以應付所需。當時大埔區的學校不多，1962

年，大埔三條村（南坑、新圍仔、舊墟）的村長決定在
區內自行辦學。

＿百分的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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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聯辦的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在兩年後落成，9月1日，
校監和校董參加開學禮並在建築物前留影。那張早已發
黃的合照，今天被掛在新校舍的會議室牆上。筆者到訪
時，張麗珠校長不忘鄭重介紹，講述學校歷史之時更多
次提及照片中擔任校監的舊墟村長李炳貴。「他真是一

位滿分校監！ j張校長說。

李炳貴從祖父一代開始在大埔經商，生意人事務繁重，

但李炳貴仍樂於抽出時間參與地區工作，在30多歲之盛
年時期致力於青少年服務。只有中二學歷的他十分重視
下一代的教育，對於辦學更是一絲不苟。

當年的鄉村學校規模小，一般只有基本設施。然而李炳
貴在籌辦學校時卻強調要辦一所優質的學校，他這一份
堅持在校舍選址階段已充份展現。「當時政府撥出的地
皮鄰近斜坡，地勢崎嶇不平，他認為小孩出入易生危險，
作為校舍並不適合。j張校長說，李炳貴當時也是天后
宮的司理，他建議把天后宮在舊墟的田地捐出作建校之
用。

成功覓得合適的選址後，接下來要面對更艱巨的問題。
張校長說： 「當時港英政府只會支付一半的建校開支，
其餘的經費要由辦學團體自行籌募。要知道三村村民多
為農民，籌款並不容易。李校監就想到請移居英國的華
僑支持。他二話不說便親自飛往當地募捐，並順利籌得
足夠費用。j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在
80年代進駐安祥路的
6400 平方米新校舍。

◄張麗珠校長着重全人
教育

走在前頭與時並進

事，因此張校長提起之時忍不住
瞪大雙眼。不過李炳貴辦學不僅憑着勇

氣與魄力，還有謙和的態度。張校長說： 「校監雖然不
是前線教育工作者，但他明白辦教育是一 回怎樣的事，
他信任校長老師的專業，給予學校很大的自由度。另 一

方面，他對學校舉辦活動高度參與，每次都會出席，從
他來校發表講話的內容可見他對辦學的認真和投入，這
對老師和學生來說是莫大的鼓勵。J

張校長說，多得辦學團體的充份支持，鄉村學校在創校
校長廖維康及繼任的柳志強校長的帶領下致力走在前
頭、與時並進。說到走在最前，張校長如數家珍： 「我
們 90 年代就開始推行資優教育，多年來成為多個先導計
劃學校，1998 年獲選為資訊科技先導計劃 10 間小學之
一。在家校合作方面，我們也是最早一批成立家長教師
會的學校。今年疫情停課後，我們應該是區內最早全面
實施網上學習的學校之一……j記得李炳貴校監說要辦
一所優質的鄉校嗎？這個在半世紀前許下的願景早已實
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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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當年從香港坐飛機到英國不是一件簡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