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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未成年人之家」就在葉連平家正對面，這
是他每天待得時間最多的地方。不大的教室，

三四十張課桌椅整齊擺放，牆上貼着孩子們的課表和成績
單，用舊羽毛球拍手柄改造的指示棒、粉筆盒、文具夾等
很多教具，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已經用了很多年。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葉連平時正值周一，他剛結束周末連續兩天，
每天5小時的授課。高強度的教學對於年逾九旬的葉連平
來說可謂非常吃力，但他來不及休息，桌上還有高高一沓
作業等着他批改。

50歲執教鞭 推教學改革
葉連平出生於1928年，他的前半生幾乎都是在動盪中度

過。他曾在美國駐華大使館當過勤雜工，還在南京創辦過
群眾夜校，幫底層群眾掃盲。然而特殊年代下，曾在美國
大使館工作的經歷，讓他經歷頗多坎坷。1965年，他輾轉
來到安徽和縣，在當地鄉民的幫助下扎了根。「我能活到
今天不容易，人說我命大，我這輩子遇到的好人太多
了。」葉連平思路十分清晰，回憶起當年在他被迫輟學時
伸出援手的林志純老師、在大使館手把手教他英語和業務
的郭競芳女士等人，他說這輩子都忘不了。
葉連平的人生轉折出現在1978年11月22日，那年他已

50歲。由於人事調動，卜陳學校一個畢業班語文老師從
缺，校長聽人介紹找到了被村民稱有文化但當時還在養豬
的葉連平。「我好不容易二次上了崗，我不玩命嘛！」葉
連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兩天後他便上任語文老師兼班
主任。為了幫學生趕進度，他一邊開展家訪，一邊通過晚
上等課餘時間把學生組織起來，到學生家門口給他們補
課。第二年，葉連平班11人考上中專，隔壁班只考上2
人。後來他又大膽進行教學改革，還摸索出中學語文「四
步教學法」在安徽全省推廣。

薄己厚孩童 儲錢辦活動
1991年，63歲的葉連平到了必須退休的年紀。「好不容

易等我舒展開了，我能幹了，但我卻老了。」退休那天，
他哭得像個孩子。「我這輩子失掉的東西太多了，我不想
退休後在家閒着。」他便開始到各個村鎮給有需要的學校
當代課老師，其間遇到一些離校較遠或家境困難的學生，
就讓他們在自家免費吃住。前後共有十幾位學生在他家住
過，短則幾個月，長則兩三年。當學校不再需要代課老師
時，他就開始在自家開家庭小課堂，給那些留守兒童、孤
兒和周邊學生輔導作業、補課。「最開始就幾個孩子，後
來放學來我這的孩子越來越多。」他說。
輔導的時候，葉連平發現農村孩子英語基礎很差。他決

定在自家辦補習班，轉教英語。英語教得好還分文不收，
葉連平的名聲逐漸傳開，最高峰時有一百多名孩子來這上
課，甚至有江蘇等地的父母開車送孩子來。他不僅分文不
收，還將自己30多萬元積蓄都花在了孩子們身上，組織孩
子外出參觀、組織留守兒童開展夏令營活動等。其實大家
都知道，給孩子們花的每分錢都是他從生活費中搾出來
的。他家裏用的是幾十年的老舊桌椅，穿的還是幾十年前

甚至打了補丁的衣服，出門全靠騎自行
車，帶上饅頭、燒餅和白開水，最遠
他能騎到揚州。他總說：「我對物
質低要求，但對精神生活高標
準。」

不捨三尺講台
傾家育苗逾千

安徽九旬老師退而不休 自宅充教室義教廿載

「我希望我的最後一口氣是在講台上呼出的。」這是92

歲退休教師葉連平掛在嘴邊的一句話。1991年從安徽省馬

鞍山市和縣卜陳學校退休後，葉連平就開始幫多間鄉村學

校代課，在家裏免費為學生輔導作業，當發現農村孩子在

英語學習上基礎薄弱後，他創辦「留守未成年人之家」輔

導站，不惜花光自己30多萬元積蓄。20多年來，受惠於他

免費教學的孩子已超1,000多名，他撫養並通過「葉連平獎

學基金」幫助過的孩子也已近200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馬鞍山報道

葉連平曾先後榮獲「中國好人」、第七屆全國道德模範
「全國助人為樂模範」、「最美奮鬥者」等榮譽，並入選
2020年度全國教書育人楷模。在當地，「葉老師」三個字已
不僅代表葉連平個人，他更代表着教師無私奉獻的精神。卜
陳學校校長居平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鞍山市教育局有
一個「我幫葉老師上堂課」活動，全市的很多優秀教師都以
葉老師為榜樣，利用休息時間無償給所在學校孩子們補課。
同時，當地還有很多教師來葉連平的課堂給孩子們上過課。

除了在教育領域，葉連平也影響着包括安徽省科技館、南京希
望助學基金會等很多單位和愛心企業，他們每年都會通過自己
的方式給和縣當地需要幫助的孩子帶來關愛。

課程多元化 暑假更充實
在葉連平無償給當地學生補課的20年間，還有一股力量一

直支持着他。居平樹介紹，自2010年至今，每年暑假都有大
學生志願者來這裏支教，他們教的音樂、美術、科學等課程
極大豐富了農村孩子的暑假生活。「最早來這裏支教的是來
自香港大學的志願者團隊。」
居平樹介紹，2009年香港大學的老師通過媒體報道了解

到葉連平的事跡，他們專門派老師證實事跡的真實性後，第
二年就派出7個人的港大學生團隊給孩子們在暑假開了六個
班的課。後來，包括巢湖學院、安徽師範大學、南京航空航
天大學等多所高校，都與葉連平的「留守未成年人之家」建
立長期的暑假支教支援，且一直堅持到現在。

2010 年，和縣烏江鎮政府出
資，將葉連平家對面的原學校倉庫
進行改造，一間改成教室，一間改
成圖書室。他的教學環境得到了很
大改善。然而，已是82歲高齡的葉
連平卻更有緊迫感了。「家長和孩
子都知道英語學習的重要性，但我
不知道還能幹到哪一天。」葉連平
把每個周末、國慶黃金周、寒假等
假期都排滿了課。香港文匯報記者
發現，葉連平的一節英語課並非常
規的40分鐘，而是兩小時、三小時
一節。「這樣我一天就能給孩子上
五個小時的課了。」被問到一次講課
這麼長時間累不累？他答：「累，但
我還能堅持。」

2018年暑假，90歲的葉連平在
騎車給大學生志願者買菜的路上，
被一輛三輪車撞傷，膽囊受損、腰椎
脫節，手術後醫生讓他臥床100天，
但他第4天就不顧醫生阻攔堅持回
家。纏着繃帶、坐着輪椅，他也要給
孩子們繼續上課。大家都勸他多休
息，他說：「我的時間不多了。」現
在的葉連平把自己的時間排得更滿
了。周末，他給4個班共59名學生上
兩天的課，周一、周二批改作業和試
卷，周三到周五，他備課、打印試題
和教材等。採訪結束，葉連平笑着
說，採訪至少耽誤了他改半個班作業
的時間。匆忙吃過午飯，他佝僂着
背，頭也不抬地繼續批改作業。

葉連平經常說起他的座右銘：生命
不息，戰鬥不止，鞠躬盡瘁，死而不
已。他說，一直以來，他都在考慮在
自己生命終結後，如何給這裏的孩
子、給社會帶來哪怕一點點貢獻和價
值。成立獎學金是他想到的其中一種
方式。2012年，他拿出自己的2.1萬元
人民幣積蓄，連同當地政府和社會愛
心人士的捐款，一同成立「葉連平獎
學金」。至今，該獎學金共發放10萬
多元，已獎勵、資助一百多位學生。
葉連平表示，自己已決定去世後無償
捐贈遺體，用於醫學事業，這亦是他
「死而不已」的另一價值體現。

「孫女」苦思接班路
1984年出生的楊鴻雁，

現在是葉連平獎學金的法

人，她曾是葉連平的學生，也是初
中階段在他家吃住 3 年的「孫
女」。目前正經營一家裝修設計公
司的楊鴻雁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爺爺對她的人生影響很大，是她除
了父母以外最親的人，她一定會把
基金會好好做下去。如今，看着葉
連平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最讓楊
鴻雁苦惱的是待爺爺百年之後，輔
導站該如何延續下去。
「我特別後悔當初沒有聽爺爺的

建議去學師範專業，那樣我就有能力
真正接手這裏。」楊鴻雁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再找到一位像爺爺這樣能
長期為學生無償補課的老師太難了，
她現在已聯繫幾位曾經是葉連平學生
的教師，考慮通過輪班制等方式，將
來繼續給孩子們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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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強度高 信念勝疲累

鞠躬盡瘁銘心中
設獎學金惠後人

●葉連平給學生批改作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

●葉連平為學生輔導作業。 受訪者供圖

●香港大學
學生支教時
與葉連平合
影。
受訪者供圖

●常久明（右）與同學一同看望
葉連平。 受訪者供圖

●葉連平多年
來免費給學生們

上課。
受訪者供圖

葉連平一生無兒無女。從教30多年，他的很多學生們只要回
到老家，第一站就是先來他家。1983年曾是葉連平學生的常久明現

在上海經營服裝設計公司，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那個年代，尤
其是在農村，老師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影響遠超父母。「葉老師以身作

則地教會了我們什麼是素養，什麼是感恩，他從教這麼多年影響了一批
又一批的學生。」多年來，常久明一直視葉連平為燈塔，給隻身到上海打
拚的自己指引。

在常久明的回憶裏，跟着葉老師上學的那三年是他兒時最美好的記憶。
葉老師會帶學生們周末上山採草藥，農忙時帶着學生到同學家幫忙收莊
稼，帶同學們一起用勤工儉學的錢買二手課外書。「當年我們班裏圖書角
的書比學校圖書館的書更多，其他班學生羨慕得不行。」因為家裏姊妹
眾多，父母無力支付學費，在初三臨畢業時，常久明退學了，當時作為

班主任的葉連平比誰都着急，連夜趕到常久明家希望能夠挽回。「我
到上海打工後，葉老師還把他父母在上海的房子免費給我住，詢問

我還需要什麼幫助，葉老師十分關心他的每位學生。」如
今，常久明也加入到葉連平的基金會，他也希望通過

自己的微薄之力，讓葉老師的精神繼續傳
承。

身教見素養
恩師如燈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