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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資助報告 

活動項目：「由難民湧現香港說起」-- 探究中港同胞血濃於水的個案 

學校：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1. 申請緣由

本校中國歷史科搜集了一批學校所在地 — 香港新界北區(上水)石湖墟的舊照片，2003年學

校舉行二十周年校慶時曾作展覽，其中二幀廖潤琛太平紳士在1961至62年間在石湖墟賽馬會

道拍攝難民被遣返內地的照片，予人深刻印象；加之，照片的拍攝地點就是筆者兒時遊玩的

範圍，倍感親切。照片展出時，年長的街坊跟筆者說過：他當時約十歲而已，跟家人聚在人

群中參與抛食物包給難民的行動；稔熟的一個學生家長邊看照片邊細訴：她家店舖曾顧人送

粥給匿藏山頭的難民。兩三年後的一天，有幾個陌生人帶著水果籃，尋到她家石湖墟的新店，

聲聲要來報恩；又有嘉賓良久地注視這兩張照片，並向筆者表示：這個場面，只在石湖墟發

生，警車(俗名「豬籠車」) 駛入上水賽馬會道，向前一點就是文錦渡，眼看旋踵就進入中國

境內深圳時，上水居民不忍心被遣回的同胞再次面對挨餓，便自發地攔停警車，向「豬籠車」

內的難民抛擲食物包。其他地區行車快，沒法這樣做，若要了解多些，可找當時報章的報導

印證。

拍攝者：廖潤琛太平紳士 ( 時間：1961-62年)  地點：香港新界上水賽馬會道 

近年內地與香港矛盾日多，以中國為國民身份認同感比率不高。上述因緣，一直想找時機，

借助這兩幀照片，讓學生參與一系列學習與考察，了解上輩內地與香港同胞親歷「血濃於水」

的故事。 

多謝貴會設立「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資助，於是以「由難民湧現香港說起」-- 探究中港同

胞血濃於水的個案為題，申請資助，並於 2017年 11月獲得批核。筆者擬待完成學校 35周年

校慶(2017年 12月舉行)活動後，由 2018年 3或 4月開始，約至同年年底完成。活動形式分

別有解讀照片、徹查真相、口述歷史、撰寫論文、演繹歷史、體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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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籌劃、進展過程及結果

自新高中課程推行以來，高中學生學習緊張，學科或課外考察活動俱以初中生為主。 

時段 項目及內容 參與者 備註 

1 2月/2018 介紹擬題及計劃 挑選中二、中三及中

四學生約 30人 

三分之一學生表示怕影

響學習，不參加。 

2 3月/2018 解讀照片 

(二禎照片) 

(1)小組討論及完成

工作紙

(2)中五修讀中國歷

史科同學解讀供

初中同學討論

見附錄(1)解讀照片 

3 29/4/2018 徹查真相 

到中央圖書館搜

集新聞報導 

8位同學參與 

中四 4人、中三 2人、

中二 2人 

報章：(1)星島日報 

(2)明報(3)成報

(4)大公報

時段：1962年 5月 

見附錄(2)整理報章 

4 6/5/2018 考察及口訪(1) 

到連麻坑村考察 

13位同學參與 

中二 9人，中三 1人，

中四 2人，中六 1人。 

見附錄(3)照片及錄像 

及學生反思 

5 7/5/2018 舊生馬經豪回校

分享—幼時(70年

代末)到梧桐山探

親友 

15位同學參與 

中二 10人，中四 4人， 

中六 1人。 

見附錄(4)學生反思 

6 2018年暑

假 

專題研習題目：

「從難民湧現香

港說起」研習計劃 

中一升中二，中二升

中三及中三升中四， 

合計約 360人 

見附錄(5) 

(1)課業指引

(2)學生佳作

7 暑假期間：擬定口訪、整理資料、撰寫論文、演繹歷史及體會反思等活動。而口

訪對象包括石湖墟店舖、街坊及上水鄉居民(義助)、逃難長者等 

因筆者自 2018年 5月中旬至今，相繼患坐骨神經痛及頸背手痛症，至今未完全

痊癒，另也因眼疾白內障日趨嚴重，視野模糊。上述身體不適，因治療及必須多

休息，擬定活動因此停頓。而 9月新學年學始後，學生忙於學業，也難於兼顧口

訪及隨後等活動。 

筆者於本年 8月退休，而學校因將進行改建教員室工程，研究計劃難於延後，是

以計劃途中擱置，殊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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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過程的亮點

(1) 29/4/2018(星期六) 當天清早由上水出發到銅鑼灣中央圖書館，8位學生中，有幾

位是第一趟到中央圖書館的。至於到 5樓借看微形菲林舊報紙，就是所有學生的第一次。

兩人一組，分別選看了 1962年 5月至 6月為主的〈明報〉、〈星島日報〉、〈成報〉、〈大公

報〉及〈文滙報〉等，學生由最初不擅操弄機器至控制放大縮小，遠看近看自如，期間

花了逾 5小時。學生領略以下幾個要點：

(i)報章為其中重要的資料來源，而且屬於第一手資料

(ii)產生對這次大逃亡來龍去脈的好奇

(iii)大量港人助同胞感人事件的報導；當然也有港人零星騙逃難者的負面新聞

(iv)報章涉及其他新聞，雖相距逾半世紀，也引起他們很大的好奇

(v)初步認識到，報章立場不同，新聞取材取向可以大不同，讓學生思考與反思

(2)6/5/2018(星期六)也是一清早出發，來回兩程俱坐専線小巴，去程預先包車，甚順

利。由於連麻坑原居民葉偉彰博士聯同葉裕顯先生及徐潔萍女士，一同義助我們走

山徑路，師生經歷了如同逃亡者難忘的一天。原來進出連麻坑若不申請禁區紙，就

要走山路，這山路由眾多跋山者開拓出來的，對少接觸大自然的學生來說，這趟

行程非同小可，甚至叫苦連天。因為有些山段陡峭，要靠游走繩索才可上山下山。

及後經過火燒過的山頭，又變成「污漕猫」，汗流夾背更不在話下。話雖如此，過

程卻特別和回味。

専誠與我們一同的還有一對六十歲過外的鄧氏夫婦，女的姓梁(Wendy)，她的外公 

是連麻坑名人葉定仕，她也是我們當天要口訪的對象。以下是當天從介紹及口訪獲 

取珍貴資料如下： 

受訪者 內容摘述 

1 葉偉彰

博士 

(1)未入連麻坑村前，我先介紹嚤囉樓，新中國成立後，由印度警

察守望河邊而來。樓上有槍眼，主要看望有否偷渡客。

(2)1951年才開始設邊防，由沙頭角至后海灣。

2008年開始逐步放寛。現僅連麻坑因與深圳的寶安路接壤而仍

列為禁區。

(3)1962年間，大逃亡潮時，我 13歲。見河邊坐着好多人，幾多

人 ? 幾十 ? 幾百 ? 不是，是幾千。人頭湧湧的。日間有警察

在港界看守，他們不會走動的。

這時，內地深圳政府不理這些饑民。相反，由香港志願者/機構

送來一批又一批一條一條的方包，抛擲過去，給他們充饑。

夜了，當香港英軍不在他們眼前時，他們就爬倒鐵絲網過來，

鐵絲網倒了，鐵絲網倒了，會由連麻坑有氣力年壯者修補，工錢

10元一天，是很高的工錢，所以我曾主動要去做，但年紀小，

沒得做。

我家亦幫助過不少饑民。這些饑民若幸運等到親友接走，順利去

到市區的，就安全和有香港人的資格。若不幸被香港英軍/警察

1949年

生，現

6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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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到，就遣送到集中營，遣送深圳，據知這時期不會被內地拘留

和懲罰。所以，不少人，被捉了，又再伺機逃走，一次又一次，

有成功，有失敗。 

2 士多婆

婆 

當時己婚，嫁來連麻坑。曾煑飯給難民，一個女難民，姓葉的，他

父親在九龍經營生意，是建築商。她順利到了市區，與他父親團聚，

至今仍有來往、探望、並向我們道謝。 
1933年

生，現

85歲 

3 梁女士 

(Wendy) 

(1)我移居英國多年，現經常回港小住，知道你們不用申請禁區紙，

於是樂意陪同你們回到我成長的連麻坑，細說舊事。

(2)我幼時至出嫁，生活在連麻坑，外公就是協助孫中山革命的葉

定仕，現在我居住過的屋所，成了法定古蹟—葉定仕故居。我

母親九十多歲，仍健在，住在大埔。

(3)1962年，內地饑民逃亡潮時，我 9 歲。那時很多很多難民逃

到  她家的禾草屋，屬養豬屋，一排有 5、6間之多。母親見了，

有人  說：「我幾天未食嘢，好餓、好餓。」於是用灶頭煮大鑊

飯。全是自己的食材，自種的菜、稻米、賣不去的蛋、肉不會

多，唔夠米煮飯，就熬成粥。我年紀小，不顯眼，由我送去。

有警察巡時，就不能做。一般來說，饑民食一餐就走、也有食

二、三餐的，母親不會計較由得他們。

(3)就在葉定仕故居後面，有點隱閉，不易發現。我帶路，你們才

會知道的。

(4)從這些豬屋向南，指引他們走山路，可去石湖墟。走小徑去坪

洋方向。

(5)做任何接濟，一定不能給警察知道。

(6)其中一個難民，一直和母親聯絡，現在已近乎是誼母子的關係，

他不時會致電和親臨母親居所送上關懷問候，對九十多歲的母

親來說，他真的比親生兒子更重緊自己呢。這是一個長久報恩

的典範呢。

1954年

生，現

64歲。 

4 當天早

上載我

們的小

巴司機 

(1)他父親也是那年逃難到了坪輋，受人協助，去了市區，取得香

港人身份證。他父親生前在大節時會去拜會這家人。

(3)7/5/2018(星期一)筆者早期的甲寅學生馬經豪，營商之餘，也到中學做志願工作，接近

年青學子，聆聽他們，協助他們等。他樂意回母校與學弟妹分享他幼時隨家人到梧桐山

(香港山界)看望未過邊界的親友。那是快到上世紀八零年代了，雖然時段與 1962年饑民

大逃亡不同，但想逃來香港的親友生活條件依然很差，他刻意帶了幾個光酥餅來分享會。

所以在場學生對他帶光酥餅給親友的一節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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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及局限：研習至此，僅有一位中二男同學參與過所有活動，有數位中二同學開始對這

課題產生濃厚興趣，將是繼續深化研習的核心同學。惟隨着平日課業多及學

期終結考試將至，筆者也有擬卷等繁重教、校務工作，師生俱忙下，研習不

能一氣呵成，原定計劃是待考試完結後，再繼續。 

4. 初中暑假専題研習 --「從難民湧現香港說起」專號

専題研習是本校中史科初中暑假課業的傳統做法，故藉此讓更多同學初步認識和了解香

港這移民社會的融合與發展。整體來說，要初中生在沒有老師指導和支援下自行找適合

對象口訪或以第一手資料完成課業，是不切實際和苛求的。不過，在芸芸課業中，粗疏

的固然比重不少，但仍有一些能搜集資料，從而做到一些綜合和分析，也有個人見解，

更值得讚賞的是這些課業中，懂得臚列參考資料來源，至於學生將資料上的題材用作為

自己的口訪稿則需提點。學生佳作可參詳附錄(5)

課業在暑假完結前繳交。策略上，除原有興趣持續研習的成員外，本可發掘佳作的學生

為新血。無奈筆者一直受痛症折騰，又要準備新學年工作，不能及時跟進，其後新的痛

症又來，嚴重影響心情，治療耗時，不能兼顧太多工作。總之，在筆者退休之年，因種

種未預計的情況下，未能完成這個計劃，確實有點遺憾。

5. 鳴謝：

(1)勵進教育中心

(2)葉偉彰博士、梁女士(Wendy)、葉顯裕先生及徐潔萍女士



課題—「由難民湧現香港說起」 -- 探究中港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個案 

『解讀照片』 第一組組長：李穎思 4A、張芷晴 4B 

拍攝者：廖潤琛太平紳士 ( 時間：1961-62年) 地點：香港新界上水賽馬會道

由第一手資料兩幀舊照片景象、拍攝地點與年份等資料，猜想照片與什麼歷史事件有關。組員

進行腦力激盪，各自發表個人的看法。學生回答了以下問題： 

1. 依據兩幀石湖墟舊照(上水鄉廖潤琛太平紳士 1961-2 年間拍攝)，初步的看法是什麼 ?

1950 年開始至 1970 年代末，大陸民眾由於中共歷次政治運動及大饑荒等問題，先後四

次嘗試偷渡至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其中「大躍進」後出現的饑荒，令逃港潮在六十年

代初進入高峰期。最高峰時每天過境的人數不下十萬。從 1947 年到 1950 年逃避中共去台灣

和香港的大陸難民總數達 200 多萬人。 

我組認為，從照片上群眾所顯示的行為是由於 1957 年 3-4 月因不斷的政治運動，整風整

社，開會鬥爭，廣東出現饑荒再加粵北大水災，因此數萬的饑民流向東南部，在深圳集體要飯，

聚集羅湖橋，要求到香港逃荒活命。這次大逃亡的原因是毛澤東大躍進三面紅旗政策而造成的

大饑荒。 

圖中可見群眾向囚押車上被遣返的偷渡難民投摘物資，如乾糧、日常生活用品等。希望能

接濟內地同胞捱過被大躍進時期造成的饑荒、物資短缺的歲月。局勢就像中共治下的中國屢屢

發生的現象一樣「一放就亂」，完全失控。 

當時曾流傳這樣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

家裡只剩老和小。」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與香港市民非親

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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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友的關係，香港人帶著食品和飲用水來到山上，幫助近兩萬偷渡者成功潛入市區，並為他們

提供棲身之所。 

2. 從已有知識及網上資料，重新再認識『三面紅旗』。 中國在 1958 年推行『三面紅旗』對

國民生活有何影響 ?

當時三面紅旗推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而這則大大影響了過國民正常生活。毛澤東退出「鼓

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要求社會出現生產大躍進。而當時推出的民煉

鐵消耗大，農民都上山採礦，而忽略了農業，窒礙了農業發展去。最後，農民的糧食出現短缺，

造成饑荒。另外，農民為了燒鐵，大量砍伐樹材做燃料，令青山難再，引致天災，國民生活困

苦。 

 而人民公社中，把大量糧食物資平均分配。可惜當時提倡的大型煉鐵採礦活動，導致農民

集體平均勞動力下降，糧食生產日益減少，飢餓問題更甚。 

「三面紅旗」，分別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企圖在短期內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

家，建立社會主義。這不但助長了中共幹部的浮誇風，全面的公有制打消了農民、工人的積極

性，管理的不完善，加上一些地方發生災荒， 1959 、 60 、 61 年全國的農業收成、工業

產值急劇下降，若干省分出現饑荒，而且災情不斷擴大，因饑荒引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超過一

千萬。期間商品嚴重缺乏，市場供應緊張，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稱為「三年經濟困難時期」。 

大陸逃亡失敗或者被遣返的公民，回家之後被中國共產黨視為「階級敵人」，在批鬥會上進

行批判和毆打，並會被送到「勞改」（監禁和勞動刑罰）。廣東省因為與香港相距較近，許多

公民都逃亡成功，造成了廣東省的人口銳減，工廠停辦，城鎮居民減少。 

3. 想想，國內三面紅旗政策，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

國內三面紅旗政策導致了饑荒，亦引致大規模的逃港潮。香港人口由 1945 年的 50 萬上升

到 1950 年的 220 萬，這批移民當中不少為商家、知識份子，但亦有部份為難民，但當時的難

民亦是全中國較富有的一批，英國政府亦持開放態度。香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成為華人的

資金避難港，英國亦在香港實施高地價政策以賺取最大的利潤，但中國大陸人民因為中港兩地

日益擴大的經濟差距，全國人民亦有參與偷渡到香港，以廣東省最為嚴重，中英兩國亦有在邊

境拘捕偷渡客，但每日亦有大約百多至二百人成功越過邊防偷渡到香港市區，基於治安問題，

港英政府接受了當年的偷渡客，同時開始發展起香港的工業。 

港者以年輕人為主要多數，大多因為香港和廣東省有近百倍的收入差距、認為香港遍地黃

金、嚮往香港的生活等原因而逃港，逃港者亦有其他各年齡層的人，因為被批鬥、饑荒、希望



賺取金錢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質素等原因到港，而年輕人則因為生活經驗較淺，大多不

是被批鬥而是希望賺取更多的金錢而到港，他們在內地的親屬亦沒有被批鬥。 

當時中國大陸的局勢仍然動蕩（尤其是在 1976 年毛澤東逝世後），不少人仍希望可偷渡

到香港，希望有較為安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長期的抵壘政策間接鼓勵中國大陸居民不斷嘗試

冒險前往香港。組織偷渡的蛇頭成為一種新興的高利潤行業，沿海的年青一輩也不禁躍躍欲試，

因而很多時造成金錢甚至人命上的損失。 

「成千上萬的不願在共產社會中生活，又來不及追隨蔣介石逃到去的大陸百姓，潮水似地

湧向羅湖，企圖避往香港。」——《大逃港》 

偷渡潮還影響了香港政策的執行，根據香港大學教授周永新，香港政府一直有助木屋區人

口上樓（即入住公屋）的政策，但香港 1981 年仍然有 70 萬人口居住在木屋區，當中絕大多

數都是 1976 年以後來港的逃港者，因為逃港者太多，政府通過十年建屋計劃所建設的房屋沒

法應付需求。香港偷渡潮對香港的經濟有利有弊，逃港者便宜的勞動力以及冒險追求財富的精

神亦為香港經濟帶來一定程度的貢獻，部份更成為香港的知名人士，但不少仍帶來很多的社會

問題，如黑社會、犯罪、大量的公屋、社區建設以及綜援支出等，許多逃港者最終成為了危害

香港社會的罪犯，例如張子強等。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

工人，甚至軍人。當然，成功的逃港者，在香港生活也不同程度的受到歧視。 

總的來說，因為三面紅旗，許多內地人民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偷渡來港，而許多內地人民帶

著知識與技能到香港，成為香港的勞動力，推動經濟商業發展。而他們亦成為現今香港社會組

成的一大部分。 

老師評語：(1)能力好，建立探究研習基礎 

(2)內文的數據有待商確

(3)列明參考書目及資料



課題—「由難民湧現香港說起」 -- 探究中港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個案 

『解讀照片』 第二組別組長：譚巽蕎、石穎童 

拍攝者：廖潤琛太平紳士 ( 時間：1961-62年) 地點：香港新界上水賽馬會道

由第一手資料兩幀舊照片景象、拍攝地點與年份等資料，猜想照片與什麼歷史事件有關。組員

進行腦力激盪，各自發表個人的看法。學生回答了以下問題： 

1. 依據兩幀石湖墟舊照(上水鄉廖潤琛太平紳士 1961-2 年間拍攝)，初步的看法是什麼 ?

從以上兩幅圖片來看，我初步判斷是與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大飢荒有關，三年大飢

荒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在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之後，從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間發

生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大飢荒。大饑荒造成至少幾千萬農民餓死。廣東靠近香港，對於掙紮

在飢餓線上的老百姓來說，偷渡來港成為他們的活路。在 1961 至 1962 期間，每天都有人湧

入香港，不僅有寶安的，還有東莞、惠陽、廣州乃至外省的。到了 1962 年 5 月，人潮湧動，

難民紛紛湧入香港，最多的一天就有八千多人，到 9 月才全面收縮。保守估計逃出人數不少於

二十萬人。所以，兩幀石湖墟的舊照就是香港政府將抓捕的偷渡者遣返大陸的情景，在照片上

可見當時拍攝的地點香港新界上水賽馬會道上，有一輛接一輛的大卡車載著被抓捕的人即是偷

渡客，這些卡車都是將那些偷渡客運回中國內地。在卡車行駛途中，不少路人向其投擲物品，

抗議並阻擾押送，袋裡又或是各種的物資，希望能夠幫助到內地難民，可見香港的居民，為那

些陷身於苦難中的同胞感到惻然難過，體現了香港人民的愛心與血濃於水的情懷。 

2. 從已有知識及網上資料，重新再認識『三面紅旗』。 中國在 1958 年推行『三面紅旗』

對國民生活有何影響 ?



    首先，「三面紅旗」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農工業生產大躍進」運動和

人民公社的統稱。 

    第一，關於總路線。1958 年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優先發展重工業。 

    而總路線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具有高瞻遠矚的第一次規劃。在對於國民生活的好處

方面，「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豐富內涵，「打破常規，大膽試

驗，走自己的道路，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富有創新精神的設想；「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建

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振奮人心和富於鼓動性的遠大目標，以致激勵著我國人民尤其是

幾代年輕人為之奮鬥和獻身。  

    另外，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廣大人民群眾經濟政治地位改善和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所

激發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熱情龐勃迸發的具體表現。它也是表現了六億中國人民意氣風發、

勇往直前、改天換地的英雄氣概和追求並實現美好理想的頑強意志和堅強決心。  

    但同時，總路線的建設亦為國民帶來不少影響。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造成我國農作物大幅度減產，糧食供應異常緊張。另外，也因提出「以鋼為綱」，要「鋼鐵元

帥升帳」，用鋼鐵工業的發展帶動工業全面發展，結果破壞了工業內部和工農業之間的比例關

係，使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輕工業產品嚴重短缺，市場供應量急劇下降；財政赤字連年攀升，物價成倍上漲，通貨膨

脹嚴重；加上蘇共領導背信棄義，撤毀合同，索還債務，結果使我國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遇到

嚴重困難。   

    再者，建設總路線也只是片面強調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地球開戰，濫開、濫採、濫伐，

結果造成自然資源嚴重浪費，環境污染，生態退化，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以及也

只是片面強調生產關係變革對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所有制上急於過渡，生產資源上「一平

二調」，收入分配上實行「供給制」，搞平均主義，結果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第二，關於大躍進。為加快經濟建設速度，中共提出「以鋼為鋼，全面躍進」的方針，很

快 形成了全民煉鋼運動，抽調九千萬人，在各地建小高爐，以土法煉鋼。 並要農業產量每年

增加一倍，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 

    但大躍動卻為人民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首先，中國出財政困難，生產銳減。由於大躍進運

動急於求成，使國家經濟建設計劃受到嚴重打擊，連年出現赤字，物資短缺， 加上 1959 年

至 1961 年間的自然災害 ，國民生活困苦， 據傳中國人民因大饑荒而餓死的近千萬人 。 

    更有人口統計學學家估計，於大躍進非戰爭期間，死亡人數在 1,800 萬至 3,250 萬之間。



中共從 1958 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導致了 3 年的空前大饑荒。 從 1958 年到 1962 年，

中國餓死 3,600 萬人；因飢餓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 4,000 萬人，兩者共計 7,600 萬人。 

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

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路就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死了

的人都沒人有力氣掩埋，許多村莊一戶戶死絕。 

   另外，鋼材質劣，造成浪費。民眾為響應煉鋼，將家中所有鐵器如刀、農具、窗花等用具

亦投入洪爐， 影響民生；而土法煉鋼，成效未如理想，所得鋼材質素不符水準，得物無所用 

加上，為保證鋼鐵生產達標，鋼鐵工業本身的基本建設規模擴大，與鋼有關的煤、電、運輸等

行業建設也隨之增加。導致工業內部失調，全國職工人數猛增，超出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負擔

能力，加劇了社會商品的供需矛盾。  

   第三，關於人民公社。把原有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人民公社，成為農村的政經合一的基層

組 織，把政治、生產組織、軍事、文化和經濟融合為一、特點是規模大， 集體勞動；實行平

均主義的供給制，不論貧富，待遇平等，取消私有制 和小集體所有制。 

   在好處方面，人民公社為農村提供教育、醫療、公益事業與福利，大大提升農村生活水平。

再加上，政府大水利建設，鄉鎮企業，發展農業科技及農村商業，使國家發展進步，令國民生

活上升。 

   但人民公社亦為國民帶來不少壞處。在人民公社內，農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

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  

   另外，農民工作過度。人民公社使農民都工作過度，筋疲力盡。平均主義的工資制度，即

按需計酬，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同時也挫低勞動積極性，由於沒有直接反饋，耕種公地的結果

是農民們沒有直接的責任感，生產積極性不高， 集體化生產挫低了人們的積極性，發生了社

會怠惰現象。 管理不善，歸於失敗。 

   再加上，1958 年至 1959 年「大躍進」時期的「人民公社化」的特徵是「大刮共產風」，

「共產風」嚴重破壞了農村原有的正常耕作狀態，造成糧食連年減產。人民公社俗稱吃大鍋飯，

是由毛澤東 1958 年 4 月發起。人民公社建立後，所有社員的財產充公，大至土地房產，小到

鍋、盆、桌、椅。而且所有人民公社社員都受黨的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 28 天。然而，由於

大量浪費，公社食堂有限的糧食儲備被迅速消耗完畢，導致了隨後的食品短缺，至少 3600 萬

人直接死於飢餓和飢餓所造成的各種疾病，另外約 4000萬人則由於父母的營養不良不能誕生， 

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 



3. 想想，國內三面紅旗政策，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

三面紅旗政策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大躍進及人民公社。主要的目的是家族經濟發展及

建立國際的地位對抗西方國家。之毛澤東同行三面紅旗政策，內地的問題好像更嚴重，例如政

府提出「以糧為綱」農民不能交出要求的產量，導致政府也說起謊，對社會經濟發展沒有幫助。

實行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本是改善人民生活及變相成為了控制人民組織。這些政策嚴重影響民

生，在政治、外交和經濟受到很大的打擊。在這個壓迫下，人民希望能逃離政策，因為饑荒導

致他們無法生存。因為 1950 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大量內地同胞從祖國逃來香港，大多都

是廣東人和福建人。香港在那時是一個未經開發的地方。根本沒有穩定的糧食供應，根本承受

不住突如其來的 200,000 人口，許多人都因饑荒而死去卻不會回去祖國。大多數人雖然只為

了逃難但為了溫飽他們要謀生。逃難的人有不少富商，因此帶了不少技術、資金和人才來到香

港，令香港開始發展。同事也成為黃賭毒的溫床。在那個年代，人們拼命工作對香港經濟存很

大裨益，增強香港人的歸屬感。在當時艱難的情況下，許多香港人都願意給予援助。例如深水

埗明高，他當年也是逃港一份子，當他在走投無路時，香港人給予他希望和幫助，他才有今天

的成就，從中可體現香港人關懷友愛心。 

老師評語：(1)用心，建立探究之心。 

(2)對三面紅旗理解膚淺。

(3)請列明書目及參考資料



附錄： 

今年是中國開放改革 40 周年，內地將會有很多的紀念活動，深圳有一間改革開放紀念館展示

了多項成就，值得觀賞。與此同時，內地亦公開了一些檔案，記錄了當年大批內地人潛逃來香

港的情況。一名曾經擔任記者的作家把這些檔案編撰成書。讓世人銘記當年的苦況。資料來自

已經公開的廣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1979 年的反偷渡外彙報提供，他記錄了從 1954 年到 1979

年的逃港潮。其中在 1957,1962,1972 年和 1979 年的人數比較多，大約總共有 56 萬人，其

中 14 萬人成功逃出，其他的追回或是自行折返或是下落不明。在前來香港的人士之中以廣東

人為主，其中大部分都是農民，但亦有一般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不過當中亦有軍人、

共青團員、甚至是共產黨員和幹部隊伍。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記錄了 1978 年深圳全市幹部之

中有 557 人曾經逃離香港，成功逃出的就有 183 人，細分之下中，還發覺深圳市直屬機關之

中至少 40 名副科級或者以上幹部不知所終，後來證實已經來到香港。 

至於逃港的方法，有的就靠黑夜掩蔽翻山越嶺，有的就靠游泳從深圳灣到元朗，有條件的人就

乘船偷渡，由西線深圳灣，中線大小梅沙，東線大鵬灣前來香港。不過亦都有人從上述三條水

路游泳過來，在茫茫大海之中喪生者不計其數。 

根據當年的人憶述，從蛇口紅樹林出發，如果順利的話，就可以游到元朗，但是如果水流方向

有變的話，就麻煩了。有的人不暗泳術的找不到水泡的人，想出了新穎和極其危險的方法。他

們把皮鞋或長靴放進塑料袋中，作為內囊，然後吹氣，再用膠圈，緊箍袋口，然後如此類

推，在外面套上較大的塑料袋，每套一層， 就吹一層，每次都用膠圈緊箍袋口，如是者，套上

6、 7 個塑膠袋就做成一個有浮力的物體， 冒險逃來香港。 

回顧那段歷史， 的確令人心酸，今天深圳經濟起飛正正告訴大家必須生活安定，先可以繼續

追求其他的理想 。 

整理：3c 王俊昊 3d 官浚軒 

資料來源：香港電台 1/2/2018 講東講西〈做人做事做學問〉前播放語音資料。 



中央圖書館整理報章 

3A 李治平 

這次到中央圖書館的活動令我受益匪淺。 

首先，看菲林相片的經歷對現今的青少年是難得的機會，這些舊社會常見的事物

在現在已經成為被淘汰的物品，取而代之的是數碼科技等更方便、快捷的方法，

而這種舊物就只能以回顧歷史這種時候才能發揮它們的優勢，令人感到遺憾。 

其次，這次到中央圖書館的重點——從舊報紙中尋找有關大逃港的資料同樣令

我有不少感悟。在當時的報章中，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的差異，有的報章對當時的

事件非常重視，幾乎每天的頭條都與內地民眾逃港有關，希望為人們帶來最新的

消息；相反，有的報章卻對這次嚴重的社會問題閉口不談，完全不提有這件事，

而是報道各種謊言，例如國內虛報的生產量，但事實卻有目共睹，不少人在當時

的饑荒中死去，可見這些報章的職業道德之低，令人心寒。除此之外，當時的社

會問題一件接一件，但人們依然堅持尋找活下去的方法，即使跋山涉水、翻山越

嶺，也要想方設法帶著家人逃亡，令人敬佩他們的意志力。 

***************************************************************************** 

5B   譚巽蕎 

五六十年代，中國國民面臨三面紅旗。不少中國人因為逃避被批鬥，賺取金錢，

過着嚮往的生活而逃亡至遍地黃金的香港，造成了歷史上的香港難民潮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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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我能有幸地到中央圖書館中搜集當時關於難民潮的一手資料。這次可謂是

一次寶貴的經驗，除了能夠首次體驗到使用到縮微資料閱覽設備，看到各種不同

形式、年份的報紙，如星島日報、大公報、文匯報等，了解到如何使用菲林及觀

賞到不少珍貴的黑白歷史照片。同時，亦能更深入了解到香港難民潮的當時情況。

例如，難民的逃亡跳線、過程及香港各地的協助救援等，這些技術使當年的歷史

事實具體且真實地反映出來，令這些事件得以保存後世，不會被遺忘。 

在閱覽舊報的過程中，從多年來的報章看見了香港的風風雨雨。文章中的每一字

一句記錄着香港的發展，大大小小的事件，十分珍貴。透過報章，反映當時難民

的各種心酸困苦，從他們逃亡路線已看出他們為求生存的兇險。偷渡期間游泳不

力氣不足浸水、被遣返大陸或被中共軍隊糾纏而出現死傷等。 

面臨着飢荒、批鬥等困境，仍努力不懈地的活下去，這可是令人敬佩的精神。其

次，香港人亦勇於伸出援手，救助難民，派發物資，為他們提供衣服食物等亦看

見當時香港人的互助互愛，不分你我的精神，是十分可貴難忘的場境。 

這次的體驗獲益匪淺，亦能夠為我提供一次親身經驗去接觸一手資料，更深入了

解到香港的難民潮。 



到蓮麻坑村考察 

3A   梁琬珊 

體驗了一次當時偷渡人的遭遇，翻山越嶺，餵飽了蚊子，再很斜的山坡用繩子慢

慢地往下走，手腳並用，十分狼狽，十分艱辛，十分困難。當我去到一個小小的

平房，聽教授說那裡是當時偷渡的人歇息的地方，那個小小的地方，差不多是三

四人單位的公屋的大小，當時容納了幾十人歇息，很多人在墻上寫了自己當時的

感想，門口附近有一扇倒塌了的鐵絲網，聽教授說那個鐵絲網是為了防止偷渡的

人的，但是他們把鐵絲網推到了。接著，我們為了進入禁區，我們翻過了一座又

一座的山，穿過一片又一片樹林，因為我們翻的山是曾經被火燒過的，所以我們

的手都是黑糊糊的，有的甚至抹到了臉上，好像土著一樣，而且燒過的山令植物

的根部不扎實，我們沒有什麼輔助我們上山，靠的都是自己內心的意志和夥伴之

間的鼓舞。終於，我們穿過一片薑田，去到了房區，那是一條村，我們在一個類

似小賣部的地方歇息，順便採訪了店主，發現原來點解幾十年前也曾接待過偷渡

來港的人，接著，我們原路返回，去了一間學校和一間當時接待偷渡人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伴隨我們一起的太太小時候居住的地方。經過這次膽戰心驚的遭遇，

我可以徹底地體會到當然偷渡的人有多艱辛，他們偷渡的環境甚至比我們走的路

更加坎坷，環境更加惡劣，甚至有些人因為體力不支，在路上身亡，偷渡的人不

敢抹風油精，因為怕被警犬聞到，所以會不斷被蚊子，蟲子咬，他們為了自己的

家人，為了逃避饑荒，越過重重障礙，每每差不多放棄的時候，都靠著自己堅毅

的意志，不屈不饒的精神，繼續撐下去，走完自己要走的路，我不得不為他們的

精神鼓掌，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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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梁芷蕎 

2018 年 5 月 6 日去蓮麻坑村禁區考察活動內，我感受到了當時難民湧現香港時

走過的艱辛路段是多麼的崎嶇、漫長、辛勞。梁金帶女士由英國回來，她是葉定

仕的女孫，當年九歲；亦有葉偉彰，他是一名退休理大教授，親自帶隊，我感受

到他們對那段歷史的耿耿於懷。 

首先，我們由上水啟程到蓮麻坑，乘搭小巴經過一段迂迴曲折的山路，然後在炎

炎夏日下走過一條條漫長的石屎路，教我們汗流浹背。 雖然袁老師持有一張禁

區紙，但是為了更加真實體驗當時難民逃港的過程，他們艱辛走過的路。我們繞

過鐵閘，在每一步都岌岌可危的情況下，爬上山坡，在狹窄的小路上膽戰心驚地

一步一步向前爬行，一邊抓著泥土旁邊的小樹，心中一直想著不要掉下去，而且

旁邊是沒有欄桿的，讓我感受到當時的難民冒死也要到香港的無奈及希望的心情。 

因為過度緊張經常有同學不小心絆倒，但幸好我們攜手一起互相幫助，令到所有

人都順利通過那條小路，怎知又有一樣大挑戰：就是要遊繩下坡，要抓緊繩索 然

後慢慢滑行下去。我們不但要用到很大的力氣，還要站穩，抵抗炎熱的氣溫以及

沉重的背囊，更要抵擋蟲子蚊子的叮咬。 

滿身沾滿傷痕及污垢後，大家終於走到平地感受到漏水帶來的清新氣息。繼續往

前走，但這段路又是十分的潮濕很容易絆倒，再加上路滑，樹木的縱橫交錯，一

不留神就會絆倒。然後我們到達某村落，了解到他們的傳統習俗，沿著河邊走，

走過石路，又是一段上山坡的路。 

但我後悔當天沒有認真聆聽梁女士和葉教授的教導，一點小痛苦也承受不了還一

直埋怨，如果下次有這類型的體驗學習活動，我一定會踴躍參加，會謹記梁女士

的一句：「今時的少爺兵，不再與我們當時的情況一樣了。」 

在 2018 年 5 月 7 日的馬經豪學兄講幼時到梧桐山見想偷渡的親人的活動內，我

有一個最深的體會：馬師兄說過最多次的一句是：在你做任何事之前，想清楚這

件事為何會出現，因為每一件事都有它的用處。 

活動開始時，他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是大逃港，同學你又認識多少？當時我啞口

無言，因為我對這段歷史根本不熟悉，或是因為各種原因把它拋諸腦後。但之後

就因為這句說話，我提起心神留心聆聽，他說著兒時的經歷，又說他兒時最不喜

歡吃的就是光酥餅，又買了幾包光酥餅給在場的同學食。但他給我們吃的光酥餅

十分美味，他亦借題發揮，說當時的光酥餅很硬根本不甜，小時候最不喜歡吃；

但現在的光酥餅料很足，很美味，亦叫我們珍惜現在的美好，同時要痛定思痛，

知道我們的祖先如何艱辛地偷渡來港。 



我十分印象深刻的是他亦提出一個觀點：凡事看事物要看多面，例如不應只聽一

方面傳媒的報道，例如不應只看霍士新聞，要看 BBC 和 CNN 等等，同時我亦一

直有用到這些方法。 

3A   李治平 

經過艱難的步行，去到蓮麻坑村的經歷雖然辛苦，但也並非毫無意義，只有走過

陡峭的山路，才能明白到當年難民的艱辛，我們已經有人帶領和工具的支持，但

也吃了不少苦，更何況當年忍著飢餓，無人帶領的難民呢？不知道多少人命喪於

這座山，這更突顯了他們堅毅不屈的心。 

與當地村民的對話可見，他們在當年大量難民逃港時雖然年紀不大，但也有為別

人著想的心，不少人在當時都有接濟難民，有的帶著糧食和衣物上山，讓他們不

用再忍受飢餓和寒冷，有的幫助難民尋親，有的載難民到市區，甚至幫助他們領

取身份證或找工作，讓他們能在香港住下來，總而言之，即使互相不認識，當時

的香港人仍然對難民十分關心，給予他們各種幫助，正是因為他們的幫助，許多

難民才能安頓下來，他們的同情心值得我們欣賞和學習。 



3B   梁愷穎 

這是我第一次與同學們、老師們包了一輛小巴去蓮麻坑。我一直望著窗外的風景。

小巴從人流甚多的上水，駛到仿如郊外的地方。周圍都被綠樹圍繞，漸漸地小巴

駛到看似接近邊境的地方。 終於，小巴停下。 我們一行在下車的地方（警署前）

拍了照，便開始了這次的蓮麻坑探訪之旅。 

我們慢慢走到邊境的鐵欄。鐵欄前有一個早已破爛的木屋。 隨行的葉偉彰教授，

告訴我們，這是當年嘉道理農場的銷售點，現在早已荒廢。隨後，我們走上那旁

的小路，正式踏上旅程的始點。 五月的天氣正炎熱，還未開始我們額頭以滲出

汗水。 

我們走上的是小路，並不是行山路、石屎路、水泥路，那是人們走出來的路。 我

們走上崎嶇不平的山坡，由於那不是政府建興建的行山路， 山坡又十分之斜， 

我們不能附著欄桿，只能扶著周邊的樹木。我們不知道那些樹木是否安全、是否

穩固，但我們為了自身的安全，不想碌下山坡，也只好扶著那些樹木。我們為了

自己的性命安危，不再在意他們是否乾淨。沿路，我們越走越上、山坡越來越斜，

有斜坡更斜若 60-80 多度。我們扶著遊繩，那些遊繩並不是綁在一些大的樹木

上，而是綁在那些剛剛生長的小樹枝上，為了不耽誤行程，我們也只好放手一搏。

我們背著山坡，慢慢扶著繩，走下來。那時雖然已經放鬆，但我們的衣服早已濕

透了。我們沿著邊區的鐵欄，繼續向前走。那時有些樹枝刮到了我的手，有些傷

痕至今也仍然未消失。這只是個原因，令我忘不了這次的旅程。 

慢慢我們走到一個看到蓮麻坑的地方了，但那些山坡彷彿像梯田一樣，每一級也

十分之高。 我們同伴們互相扶持。這也令我學會了「 朋友，在你有需要的時候

會扶持你、幫助你、保護你！」我們也要信任我們的朋友。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

手中， 讓她幫助你踏上每一級。謝謝你，我的朋友們！ 

幾經辛苦我們終於到了蓮麻坑。我們訪問了村長，但由於村長夫婦所說的語言我

不太懂， 這個任務只好交給其他同學。其後我們到了葉定仕先生的故居參觀。 

由他的孫女——梁金帶女士去講解當年只有九歲的她，如何協助母親煮飯給絡

繹不絕來到的偷渡客。 

葉定仕故居後的那棄置的豬屋，就是當年偷渡客短留吃飯的地方。 

這次旅程十分之深刻， 我想留下的痕記也不會消失。 原來當時人們的困苦，不

知是否與我們學業一樣。但是我知道他們長途跋涉來到香港，只為有一個更好的

生活。 



3B   黃家慶 

今年的一個星期天(5 月 6 日)，爲了能令對研習有更大的幫助，我十分有幸能夠

和袁老師和一衆要好的同學們前往考察蓮麻坑的路上。這次考察蓮麻坑於我而言，

實在帶來了很多全新的體驗。我還是第一次獨自體驗到小巴被我們包了的感覺，

這樣就不用特地和其他乘客們擠位置了，感覺十分方便。由於我家住在沙頭角，

故此這次探訪蓮麻坑我是十分興奮的，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我還以爲我是搭在

歸家的路途上呢。 

終於到達蓮麻坑，首先我們在那裏拍了一張大合照，十分有紀念價值。隨後我們

便跟隨着葉先生，踏入樹林裏，聽着他爲我們講解邊境區的歷史等等，我不禁意

識到，即使我一直住在邊境禁區內，但原來我對這方面的歷史依然瞭解的不夠深

入，實在是令我獲益良多。 

原先我以爲探訪蓮麻坑也就是採訪一下什麼的，誰知之後我們便要親自自己體驗

一下當時行走在邊境區的道路。由於我當時還不知道環境如此險惡，我當天還穿

了一套新的衣服前往蓮麻坑，打算給受訪的老人家們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誰知

道原來那些路途十分崎嶇，加上當天早上還下了一場頗大的雨，弄的路面更加溼

滑，泥土也十分鬆散，我穿的鞋子也不是防滑的那種，於是我頓時感覺行走的困

難程度瞬間升了一個級別，同時聽到同行的夥伴們都叫苦連天。路途還被蚊叮蟲

咬，實在令人感到十分煩悶。



當我褲子被勾破幾個洞、渾身是汗、整個人好像剛去挖完炭一樣時，我們終於到

達了一個村落，到達那裏我們先找了一個說客家話的店主的店鋪坐下休息一下，

在我們正在吃點食物喝點飲料補充體力的期間，楊家怡同學負責客家話的店主訪

問，而鄺子淇同學等則記梁女士和葉博士的訪問，事實上我也很想跑去幫忙，可

是長久沒有出外運動的我實在是氣喘如牛，一坐在椅子上就說什麼都動不了，連

說話都艱難，就更別提跑去訪問了。因此我決定鍛鍊好自己。 

在路途上，我們也參觀了一個已經荒廢了的舊校舍，看着牆壁上破舊的海報和荒

涼的校舍，令我不禁感慨時代的變遷，時間過去的是如此之快。 

現在的設施這麼先進，環境也可說是提高了很多，但我即使是行走在那些道路上，

我仍然覺得十分辛苦，可想而知幾十年前的路況一定是更加險惡和惡劣，我甚至

不能想像幾十年前那些偷渡客們寧願面對這麼險惡的環境，也不願留在自己的故

鄉，可見他們對香港生活的渴望和對自己故鄉的心涼。經過這一次蓮麻坑的考察

活動，令我對這方面的歷史又有了更深刻的認知，也令我對這次研習的態度更加

認真，以更加肅穆的態度去面對歷史。 

3B   梁芷嵐 

回憶起這段北區蓮麻坑村禁區考察經驗，實在令我又愛又恨；回憶起這段冒險經

歷，我們一班甲寅同學在梁金帶女士、理大教授葉偉彰以及袁梅芳老師的帶領下，

幾經辛苦，仿如親身經歷了一段偷渡的日子，涉山涉水，實在是人生非常難得我

印象深刻的機會。 

在葉教授和梁女士一路上的導賞和講解下，再加上一路上的艱險歷程，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還得由開始爬山說起。還記得實地考察當天，我們一群人本能使用禁區



紙進入蓮麻坑村，但為了實踐實地考察的真正意義體驗身酸歷程最後決定親身走

過山路。一路上的山路非常狹窄，最窄的路幾乎只有一個腳掌的闊度，最危險的

更是周邊沒有任何欄桿和安全措施，因此只能靠我們扶著牆一個跟一個地慢慢走。

或許更因為大家都只顧著低頭看著路走路的緣故，再加上背上沉重的背囊，衣服

早已完全濕透，但幸好當天天氣尚算乾爽，在不知不覺間就走了十多公里的路，

看見山腳的盡頭的那一刻，大家都彷佛有得到解脫的感覺，完成了一旅途雖然過

程非常艱辛和痛苦，但亦切切實實令我們有成就和滿足感。 除了在體力上勞動

的得著，雖然我們始終不是以前那個群的偷渡客，不能完全體驗他們的特別經歷，

我覺得這段回憶不應再被遺忘。 

3C   林心成 

就在半年前，我參加了一個令我非常之深刻的活動那就是蓮麻坑蓮之旅。蓮麻坑

這個客籍村莊可以説是人傑地靈，人才輩出。這裏先後湧現出同盟會暹羅分會會

長葉定仕、投身抗日的馬共領導人劉一帆、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

聯誼會會長葉維里等等。那次的活動使我獲益良多，由衷的感受到被日本的恐懼

支配下，還要在山上，叢林中偷渡。我敢說，沒經歷過的人絕對不會體驗到那種

身不由己的感受，十分痛苦。 

蓮麻坑抗日時期曾歷多次浩劫 

蓮麻坑村民和許多客家人一樣，曾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革命事業和反抗外來侵

略，做出過重要貢獻。村民葉定仕是新界原居民中貢獻最大的辛亥革命元老，早

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曾擔任中國同盟會暹羅（泰國）分會會長。他

對同盟會暹羅分會的會務貢獻巨大，並曾傾家盪產支持革命黨人的武裝鬥爭，以



致家道中落，生活陷入困境。參加了這個活動後，使我對中國歷史又添加了一份

認識和興趣我感覺十分榮幸不單如此，其實蓮麻坑還有很多未被發現的歷史遺跡，

還有很多以前人們使用的設施，我都沒見過，但我十分感興趣蓮麻坑除了是著名

的抗日地點，還是一個歷史文化內涵十分豐富的村莊。蓮麻坑村建於清朝康熙年

間，當時屬廣州府新安縣管轄，距今已有 300 多年歷史。按康熙 27 年（1688

年）《新安縣志》的記載，「六都」管轄的村莊就有蓮麻坑。 

蓮麻坑四面環山，村民保留客家人重視風水的傳統習俗，制定並遵從許多保護山

林的鄉規民約。同時由於香港政府的邊境禁區政策，蓮麻坑村及其毗鄰地區的發

展受到很大的限制。種種因素使蓮麻坑較完整地保留原始的鄉村風貌，在山嶺樹

林之中蘊含高度的生物多樣性，生存著許多珍稀的動物和植物。總括而言，蓮麻

坑村是一個留下革命與抗日足跡的隱世桃源，我希望人們該好好珍惜這個美妙且

有歷史價值的地方，謝謝。 

3D   楊家怡 

北區蓮麻坑村(禁區)考察 

「同齡同心學歷史-從難民湧現香港說起」這個課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活動就是

親身到北區蓮麻坑村進行實地考察和偷渡體驗。當天，我們冒險地走在蓮麻坑村

禁區的山上，腳踏不穩的泥石，手扶隨時可能折斷的樹枝和繩索，懷揣著敬畏歷

史的心態，重演一次偷渡客的逃港之旅。相信現在幸福的這一代年輕人都未曾體

驗過偷渡客逃港的路程，而我非常慶幸能夠參與此次活動。 



是次活動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夠 360 度地還原和體驗偷渡難民的逃港過程。伴隨

我們一起走的，還有從英國回來的梁金帶女士，他是葉定仕的外孫女，成長在蓮

麻坑，九歲見證過當時偷渡客逃亡和給予他們幫助的熱心港人。我們一邊走，一

邊聽她說過去的事情，途中更能夠親眼一睹當時留下的一些遺址。仿佛身臨其境，

覺得自己也處於當時的水深火熱當中。我們跋山涉水後到達蓮麻坑村，向當地老

一輩人進行採訪，採訪這些歷史的見證者，我可以更加深入地瞭解到當時的這段

大逃港歷史。 

透過這次的口述歷史和體驗歷史活動，我深深地體驗到偷渡客偷渡來港的不易和

一些當地原住民對偷渡客的熱心協助。梁金帶女士在幼年時曾協助母親協助偷渡

者，幇偷渡者在山上找了個地方暫時居住，更會熱心地提供食物、乾淨水。我感

受頗深的一件事就是從梁女士口中得知，有部分當年的偷渡者直至現在都會向她

報恩，即使住在外國也會抽時間回港探訪她。「滴水之恩定當湧泉相報」這顆報

恩的心令我為之感動，從中我明白到做人不能忘本，要有感恩的心向曾經幫助過

你的人報恩。每當想起我們走過的泥石都是偷渡客生存的希望，我都會為這段歷

史感到震撼。偷渡客的不易顯示了他們對生存的渴望，港人的熱心協助顯示了他

們的愛和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情結。我們要做的是珍惜現在，銘記過去。還歷史

以真實，還生命以過程。 

4C 吳昊霖 

北區蓮麻坑村(禁區)考察 

2018 年 5 月 6 日，我跟隨了一眾同學，袁老師，以及，葉教授和葉定仕外孫女

梁女士夫婦等到蓮麻坑村考察，了解六十年代初大逃亡的情況，以及蓮麻坑村的

歷史背景。 



要到蓮麻坑村並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坐小巴，巴士就能到的事。當被告知要攀山

涉水才能到達時，我十分震驚，再看看我身上的牛仔褲，我更非常擔心自己是否

能完成。整段路程倒也不太難，不過昆蟲倒是十分多，令我感到難受。當葉教授

說起難民偷渡的情況、路線時，我卻明白到這段路程如此的輕鬆，自己的生活是

如此沒有壓力。他們所走的山路比我們走的更險峻，又要涉水而行，又要躲避警

察的追捕，想着要如何解決三餐、住宿、身份證等問題，確實比我們的生活更艱

辛。只要抱着這個心態，甚麼事也將會迎刃而解。

經過這次的蓮麻坑村考察，我明白到自己出生在這個時代的好，不用擔憂衣食住

行，不用擔憂人身安全，只需要好好讀書，發展自己的興趣，這次的考察對我的

啟發確實非常大。 

5D   張芷晴 

一直以來，我們學習歷史的時候都是憑藉著書本上的文字，漫畫，圖片來了解歷

史的發展，即使能夠前往到歷史景點，卻也難以想像出歷史發生的情景。然而，

這次的活動卻讓我深刻體會到了當時難民所經歷的辛苦和國人之間的感情和善

良。 

雖已過數月，然而當天行程所經歷的一切我仍深有體會。還記得那天我們一早來

到蓮麻坑，由於那天清晨剛下過一場雨，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出現了一灘灘水

跡，潮濕的空氣惹來無數蚊子，雖有裝備的我們卻也難敵這些蚊子的叮咬和天氣

的炎熱。然而這些卻算不了什麼。在到達蓮麻坑後，我們竟然真的開展了我們的

「偷渡」之旅。翻山越嶺，走在狹隘而又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遍野的草地讓我們

這些溫室的花朵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路是人走出來的。「偷渡」過程仍是讓人「損



失慘重」，路途中翻越一些小山嶺的時候需要我們使用雙手去扶著附近的樹枝以

保持平衡，然而那些樹枝上卻不知為何佈滿了碳黑色，加上當天很不幸的我穿著

了白色的上衣，導致我無論是身上，手上或是臉上都被畫上了一條條黑色的痕跡。

幾經波折，終於是到達了村內。在那裡，我們得到了一家老夫婦的招待，卻驚人

的發現這對夫婦也曾協助過偷渡者們，並得到其中幾位的報答。在村內四處遊蕩

了一番，看到了當地已經廢棄的村校，一些轎子等等，我們帶著早已疲憊不堪的

身軀不情願的沿著原來那條山路回到了上水。 

是次活動實在令人印象深刻，在整個行程裡，天氣的炎熱，危險的山路和透支的

體力實在讓人難以思考，但在活動後卻為人留下一堆的思考空間。這次活動裡，

我們已經算是帶有足夠的裝備，有合適的衣物讓我們更加輕鬆的「偷渡」。然而

對於當時的國內的人而言，這無疑是一項極其困難危險的挑戰，在經歷貧窮和飢

餓後的他們，為了生存空間要幾經辛苦才能前往香港，然而難民潮仍是發生了。

可見當時國內無論在社會或是政治局面上都是無比混亂，以致人民即使知道來港

的道路困難重重，卻也是選擇冒著生命危險偷渡來港。 

然而這個難民潮卻也是讓人看到了當時港人與國人的關係和人心的善良。面對難

民潮的湧入，當時許多港人不但沒有選擇去驅趕和打壓這批難民，反而選擇去幫

助他們，正如我們同行的那對老夫婦(女是葉定仕的外孫女)，為難民提供庇護和

食物，讓他們能在香港生存下去。正因當時有這一批的人，才讓難民能在香港安

家，可見到當時兩岸同胞關係的親密，對於同為華人的陌生人也能伸出援手，不

求回報的付出，讓人見到人性的善良。 

雖然難民潮早以成了歷史，隨著時間流逝，香港的回歸，這類的事情大概再也不

會再發生了。然而難民潮時期所發生的一切都值得我們深思，裡面所呈現的艱辛

和溫暖反映的都是一代人的精神和態度。 



校友分享 

3A   梁芷蕎 

在 2018 年 5 月 7 日的馬經豪學兄講幼時都梧桐山見想偷渡的親人的活動內，我有一個

最深的體會：馬師兄說過最多次的一句是：在你做任何事之前，想清楚這件事為何會出

現，因為每一件事都有它的用處。 

活動開始時，他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是大逃港，同學你又認識多少？當時我啞口無言，

因為我對這段歷史根本不熟悉，或是因為各種原因把它拋諸腦後。但之後就因為這句說

話，我提起心神留心聆聽，他說著兒時的經歷，又說他兒時最不喜歡吃的就是光酥餅，

又買了幾包光酥餅給在場的同學食。但他給我們吃的光酥餅十分美味，他亦借題發揮，

說當時的光酥餅很硬根本不甜，小時候最不喜歡吃；但現在的光酥餅料很足，很美味，

亦叫我們珍惜現在的美好，同時要痛定思痛，知道我們的祖先如何艱辛地偷渡來港。 

我十分印象深刻的是他亦提出一個觀點：凡事看事物要看多面，例如不應只聽一方面傳

媒的報道，例如不應只看霍士新聞，要看 BBC 和 CNN 等等，同時我亦一直有用到這些

方法。 

3A   梁婉珊 

聽完馬經豪師兄的講座，我了解到以前偷渡來港的人的經歷多麼痛苦，艱辛。當時的內

地人為了逃避大饑荒，不惜一切來港，他們很多在途中被警察截獲，然後拘留，他們再

付錢獲釋，再重頭開始，為了不被警察發現，他們很多人都在途中附上了自己的生命，

很多人都在偷渡的途中淹死了。游完水，他們還要翻過一座又一座山，翻山的途中還會

被野獸襲擊，甚至被在山附近巡邏的警察拘捕，令所以努力付諸東流，又要重頭開始。

而且當他們成功偷渡，去到有人居住的村落，當地村民會為他們獻上一些食物，甚至給

他們歇息一晚，明天繼續趕路。 

除此，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光酥餅， 類似廣東所製造的西樵大餅，口感鬆軟、味覺

香甜而不膩，較為乾爽，亦可用作為最佳的休閒食品，當時人們大量攜帶這種餅乾作為

乾糧，在偷渡的途中充飢，而且可能是因為它的價格比較便宜，而且令人有飽腹感，所

以成為偷渡的人的不二乾糧之選。

附錄(4)



聽完這個講座，我明白當時偷渡的人的遭遇和心態，他們想自己的後代過上更好的生活，

於是來到香港，但他們知道這是一場賭注，是一場不知結果的冒險，但他們仍然放手一

搏，嘗盡艱苦，令自己的子孫過得更加好。 

3A   李治平 

從他當年探訪偷渡客的分享，不僅可以看到當時香港人對難民的無私奉獻，也可感受到

難民一路艱辛的經歷是多麼的令人同情。 

梧桐山靠近上水，因此，當年最接近這些偷渡客的就是上水的居民，初期，香港政府不

許難民入境，也有設鐵絲網，派軍警攔截，即便如此，當時的居民不顧被罰款和監禁的

風險，走上山頭，向難民伸出援手，解除他們饑寒交迫的困境，理由很簡單，只是出於

同情心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反觀某些內地官員，看見成千上萬的難民，卻無動於衷，兩

者一比，差距之大令人傷心。 

同樣地，受人幫助的難民在生活穩定下來之後，回到上水這邊，尋找曾幫助自己的人並

報答他們，知恩圖報是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但真正做到的，也許也沒有多少，

更別說像這些逃港者一樣，時隔數年，甚至數十年後回來報恩了。 

總之，無論是被幫助的難民，還是幫助他們的人，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除了背後的歷

史，這些精神也不能不提。 

3B   梁愷穎 

5 月 7 日，袁老師邀請了我們的師兄—— 馬經豪先生來到學校作講座。他說到他幼時

是想梧桐山上想見一見偷渡的親人。 

他小時，跟著家人到梧桐山。當時中國大陸，發生饑荒，很多人沒有飯吃，所以他們長

途跋涉地逃亡到香港。那時，大批難民湧現，有些為了找到在香港的親人。但由於華山，

梧桐山上有太多難民了，要找到自己逃亡至港的親人們，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大海撈針。 

馬經豪師兄說道，當時有很多各種方法去偷渡到港，有些人選擇陸路，有些人則選擇水

路。選擇水路的人，有一部分也不懂水性，他們把衣服、木頭當作一塊浮板，攙扶著浮

板游過去對岸。可是，當時是冬天，很多人在游泳時早已凍死，有些則不幸遇溺而死。 

說到這兒，我的心情有些低落。那些偷渡人士，為了不再受飢荒，選擇放手一搏，逃至

香港。他們的家人可能早已命喪於艱難的山路，或者是令人窒息的水路。但他們如此不



顧一切都要逃走的心態，是因為他們寧願放手一搏，但願真的逃跑成功，以後就有一個

過得溫飽的生活。但有些人即使搏盡全命，也不能換來一絲可以過得溫飽的一刻。我替

他們感到可悲、可憐。他們付出了自己的一生，也不能在死前吃到一份飽飯。 

此外，馬師兄在講座結束前派發了一包餅讓我們嘗試。我覺得這個餅乾淡而無味，但吃

完後，喉嚨十分乾，需要喝頗大量的水。原來這就是「光酥餅」，又名江蘇餅， 這餅

乾主要是難民所吃的。 

由此可見， 當時難民們正處於一個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生存。 他們吃過後，也沒有水喝。 

他們十分之堅強、刻苦。他們排除萬難，只為途到香港，為的就是一個未來。我們要向

他們致上敬意， 記下這段歷史。 我也十分敬佩那些可以成功偷渡並成功生存下來的人。 

3B   黃家慶 

那天與馬經豪師兄的會面之後我實在是獲益良多。馬師兄爲我們講述了當時 70 年代，

即是他幼時到梧桐山見偷渡的親人的故事，也跟我們說了他們當時和街坊們也十分熱心

去幫助那些經過幾日幾夜艱辛疲倦的偷渡者們，據我所知，香港從 1974 年 11 月至

1980 年 10 月 23 日實施一個名爲抵壘政策的措施。因此從中國內地偷盜的人民的數量

逐漸增加。爲此，香港當局當時也不得不於當年宣佈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轉

爲實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國內地抵達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將被遣返中國；市

民必須在本港任何地方攜帶身份證備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業，否則僱主將被嚴懲。 

另外，被香港入境處抓到後,根據所調查並覈實到你的資料後,會被遣返內地,根據接收地

的公安因人而異,有可能遭暴打或罰款.或拘留。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你都不能以正當

理由進出香港，可見在法律這麼嚴謹的情況下，人們仍十分熱心幫助那些疲倦的偷渡者

們，可見當時民風是十分淳樸，人民們也十分熱愛互相幫助，更聽說過後來有偷渡者向

當年的恩人們報恩的故事，十分勵志。 

後來我在網上和圖書館等地方蒐集更多資料，也更深刻清楚明白爲什麼當時的內地居民

寧願冒着這麼大的風險也要誓死跑來香港:其一，政治原因，比如文革被批，或者不同異

見人士，在國內呆不下去迫不得已要偷渡去香港；第二的是經濟原因，那個年代國內確

實非常窮，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很普遍， 而香港卻是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爲了能讓

家裏人過上好日子，去繁華的香港淘金成爲很多人的選擇，而且當時很多人特別是廣東

一帶的人，或多或少在香港都有親戚可以投奔，所以偷渡去香港是很多人的選擇。 



另外在與馬師兄的面談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光酥餅，當時人們接濟偷渡的親人時，是

給他們一些粗糧製成的米餅來補充體力，而光酥餅則是其中一種，光酥餅乃是嶺南傳統

食品，含少量脂肪，營養健康，實在十分適合補充體力和供給熱量，馬師兄更帶來一些

光酥餅給我們一衆同學嘗試，其口感頗佳，軟軟甜甜的，但據馬師兄講述數十年前的光

酥餅滋味不如現在一般，香香甜甜的，往時的光酥餅十分粗俗和堅硬，現在我們吃的光

酥餅，是經過幾十年來的改良，纔能有這麼美妙的滋味，這令我十分印象深刻。 

通過與馬師兄的會面後，我對當時民間對於偷渡者們的態度和小故事又有了更深刻的認

知，希望將來能夠有機會再與馬師兄進行會面，更加深入交流一下有關這方面的話題。 

3C   魏俊軒 

參加了由學兄所講述幼時所看到的經歷，在梧桐山看到很多希望偷渡的親人，他們的逃

亡因素各有不同，在他們不斷努力地逃亡下，偷渡者的下場也各有不同。雖然有些逃亡

者成功偷渡來港，也有些不幸被遣返，偷渡過程失敗告終，但也從中體現到社會上的人

互相幫助，居港人士努力幫功偷渡者，令我在整個活動的感受最深刻，尤其是即使那些

出手幫肋偷渡者的人並不認識那些偷渡者，而那些偷渡者也與那些出手幫助的人也毫無

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然幫助偷渡者來港，關顧他們的日常需要，在梧桐山秘密

提供偷渡者所需要的物品，在偷渡者遇到食糧不足的時候也會提供用作充飢的少量食糧，

可見即使對方不相識，但仍然願意幫助他人，有同情他人之心，令我對他們偷渡的過程

非常深刻。在是次活動最令我深刻的事就是居港人士為偷渡者提供光酥餅，以作為一整

天的食糧，雖然看似普通而不以充飢，但一塊光酥餅對於偷渡者來說已經足夠，偷渡者

已經非常感激他們，因此在這次活動令我感到非常深刻。 

3D   楊家怡 

我們透過聆聽馬經豪師兄分享他幼年時協助逃港親人的經歷，對於 70 年代末的大逃港

歷史有了更多的瞭解。 

馬經豪師兄幼年時，都梧桐山見想偷渡的親人，更會攜帶一些衣物食物去協助這些親人。

師兄給我們分享了一些他自身的經驗和感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師兄給我們分享

了那時另類的偷渡方法，包括用西瓜套着頭來矇騙過關，吹漲避孕套來當救生圈等。我

不得不佩服偷渡客的才智，但他們都是迫不得已，只能用這些千奇百怪的方法來令自己

死裏逃生。師兄又講道，他會攜帶光酥餅去探看自己的親戚，在場的各位同學也在中途



品嚐了光酥餅。雖然現在的餅和以前的餅已有大不同，但我們透過食這個光酥餅仿佛又

跟當時的他們有更近的距離。 

70 年代末，中國的政治背景和經濟背景都和先前的有大不同。之前的逃港是因為吃不

飽、穿不暖，為生計考慮而選擇逃向香港，但這一次的逃港更多的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中

的逼害和政策的改變。因此學習大逃港的緣由亦教會我更加全面地了解一段時期的歷史

和文化背景。馬經豪師兄的分享也非常有趣生動和吸引，令人印象深刻。 

附錄(5)

專題研習題目：「從難民湧現香港說起」研習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