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華夏園丁敦煌之旅，給王煒文老師帶回的感懷                            王煒文 

2017年 12月整個聖誕假期前後共 7天，我參與了由國內教育部主辦的一個老師交

流活動，名為「華夏園丁」，這個活動每年一度，今年是第 24屆了，主辦城市是

甘肅省的敦煌市。香港方面則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統籌。全程有 300多位來自

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及星加坡的老師出席，參與的界別除了中、小、幼老師外，

也有來自大專及其他教育行政機構的工作者。 

活動設計亦分為多方面。首兩天主要是一些教育有關的專題講座及討論，及到特定

的學校或機構去交流訪問。後兩天是參觀當地一些有特式或代表性的文化景點。有

關是次的日程，可參看附上的日程表。 

敦煌及甘肅省，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帶，是自古以來中西貿易的重要管道，也是中西

文化流通的交匯點，對中國的歷史影響深遠。是次交流活動，也邀請了敦煌研究院

副院長趙聲良博士解述絲綢之路與敦煌藝術發展的互為關係。聽後，我對絲綢之路

及敦煌藝術發展的特徵與關連，實加深了不少認識。 

重回甘肅與敦煌 

我過去 30 多年，因從事中國綜合研究的關係，跑了全國不少的地方。中國的西北、

西南等省份，包括雲南、四川、山西、陝西、甘肅，以至是西藏等，也去了不少次。

但中國幅員的廣闊，話雖前後去過十來次，還不是走馬看花吧。今次難得的行程，

也使我對此區的人文歷史和地理，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 

我第一次去敦煌是 30年前的事，當年坐火車從河南省的鄭州出發，途經洛陽、華

山、西安、蘭州、酒泉、嘉裕關，最後到達敦煌。途中每站都有下車作遊覽，前後

用了差不多一個月時間才作回程。 

到了洛陽，遊了座落於伊水邊旁的龍門石窟，自然想起唐朝時期的盛世，及曹植的

一首長詩「贈白馬王彪」。「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樑 …」，千古名句也。 

我曾在華山之巔，遠眺秦嶺這山系的雄奇壯美；在蘭州，看到於 1907年在黃河上

第一條由清政府出資，德國公司建造的鋼鐵大橋，教人感懷中國在過去百多年的經

歷、波折和變化；到了嘉裕關，當時年青的我，竟可以豪邁孤獨的一個人，帶著一

小瓶白酒坐在城頭上個多小時，感受一下戈壁沙漠之壯闊，及殘存一小段一小段古

長城的淒美。到了酒泉，當時酒泉市是個人口只有三、四萬的小鎮，但也能體會到

她當年有西北最美的綠洲、塞外江南的美譽。 

那是 30年前的事了，當時中國人、中國地方的純樸，回看也叫人緬懷。 

我遠行時，無論是乘搭飛機、火車或旅遊巴士也好，我會盡量找機會坐在窗旁，不

停觀看窗外的景物。當年從洛陽至西安，從西安至蘭州，再從蘭州至酒泉，我都是



乘坐火車前往的。在洛陽至西安一段，火車行走在山西、河南及陝西三省交界處，

北面是太行山及呂梁山的餘脈，南面是東西連綿近 300公里的秦嶺；火車在此段

唯一可通行的狹谷走過，此區的黃土地貌，清晰可見。心中自然想起韓愈的詩句，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及明白由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電影

裏訴說出生長於此地人民的悲苦。 

從西安至蘭州，開始進入祁連山的東端，舉目所見，均是山脈由皺摺而形成的狹谷

與山川，而地勢亦由相對海拔較低的蘭州緩緩上昇至位於青藏高原北端的河西走廊。 

蘭州至酒泉是最叫人難忘的一段，此區向有河西走廊的稱號。此段全長超過 600

公里，火車行走在祁連山與亞爾泰山/蒙古高原的一條狹長的高原通道上。當年乘

火車離開武威後，全程在日間行車近 8小時，向南望去，祁連山一直伴隨我們，

直至臨近酒泉，祁連山才續漸隱退。還得一提的，其時臨近七月的暑天，但祁連山

冠頂上，仍是終年積雪的。河西走廊朝西北走向，地勢緩緩向上，當年火車是採用

「Ｓ」形前進，以舒緩爬昇的坡度。望看窗外，黃沙大漠一片，對第一次看到這無

邊的荒漠，才知中國幅員之大，體會河山的壯闊與浩瀚，和偏遠地區生活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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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這次行程我們由香港先飛西安，翌日再從西安轉飛敦煌。全程我均靠窗而

坐，再從空中俯覽 30年前乘火車途經的路線。正如所料，飛機首先飛越秦嶺、蒙

古高原與祁連交接的山區，之後差不多沿著祁連山系的中線朝西北飛去，青海的柴

達木盆地在飛機南面，河西走廊及部分戈壁沙漠則在北方。除近陝西一段山地仍見

少量綠地，其餘全程均沙黃一片，叫我再一次感受到大漠及山地之蒼涼。祁連山的

支脈像松枝一小脈一小脈地散開，從高空下望紋理分明，無限雄奇壯美。時為十二

月嚴冬，但祁連山頭積雪稀薄，自是氣候日漸變暖的結果。 

  

祁連山的支脈像松枝地散開，從高空下望紋理分明，無限雄奇壯美 

 



說回「華夏園丁」 

說回「華夏園丁」這個活動吧，尤其是今次的主辦城市為敦煌，這個在中國文化歷

史上這樣獨特和具意義性的地方。敦煌其實只是酒泉市轄下的一個縣級市，常住人

口只有十多萬人，比起以往主辦的城市如北京、武漢、吉林或上海等，其城市內涵

及當地政府的人力、工作資源和經驗識見，根本不能同日而語。以我所見，這是過

去 23屆「華夏園丁」主辦城市中，是位置最偏遠和整區人口最少的一次。但這正

是今次活動的最大特色，從活動中看到了更多純樸的民風和當地獨特的西域色彩。 

 

整個 4天活動中令人感受最深刻的有三方面，一是在邊旁支援每個活動細節的義

務/志願工作者，二是到訪當地的學校，三是告別晚會。 

可能是城市人口和事務較少，人與人關係來得密切，今次舉辦這近乎國家級的大型

活動，敦煌可說幾乎是全市總動員，尤其是整個教育界；只見各人均悉力以赴，大

家全情投入，大會籌辦者如是，志願工作者如是，被訪的學校更是如此。整個活動

及大會的各項安排，尤以在為數數以十計的志願工作者協助下，從大處看我是非常

滿意的。這次活動，我相信對敦煌相關的工作者而言，也自領會到一份意義深遠及

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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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會會場內的一些大、小會議場面 

 

  



到訪學校 

到學校作訪問也叫我有畢生難忘的感動。我到訪的學校是敦煌中學，是全敦煌市唯

一提供高中課程的學校，學生人數約有四千，全部均為留宿生。這學校面積之大，

實叫香港人難於想像，我估計接近有半個維多利亞公園的大小吧。詳細的校園平面

可參看以下的衛星圖。 

    敦煌中學的校園平面佈局 

通常被訪的學校自會刻意做不少的安排，給參觀者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但從我的

觀察中，這學校原身優良的學生素質、學校的設施、教學資源、學生支援，及一些

有意義的常規活動，均在不易潤飾的情況下被我們觀察得到。這也算是貨真價實吧。 

入到學校首先觀看了一塲「生涯規劃」的工作坊，由三位學生演繹他們對未來工作

的理想和實踐的構思，雖幼嬾但不失少年人的真摯及對理想的憧憬。觀看學生的美

工創作也教人耳目一新，作品的多元性及頗高的製作水準，在香港的案例實不多見。 

   

在一個音樂室學校也安插了一個由來自少數民族的學生作音樂與舞蹈表演，表演水

準算是中規中矩吧。本來不太察覺，原來當區居住了不少來自甘肅、寧夏、青海，



西藏，甚至是新疆的少數民族。這裡的少數民族，與我們較熟識來自中國西南省份

的少數民族有顯著的不同，他們大多信仰伊斯蘭教或佛教(密宗)，衣著充滿中亞色

彩。對我們來自華南的人士來說，是較新鮮的見識。 

 

 

最教人震撼甚至是感動的，是最後一場的大型學生步操及體操集會。學校每天下午

五時，學生以每班為單位，於預先編好的位置以方隊形式集合，由班中的模範生帶

領。集會首兩分鐘是各自誦讀一些書章，作當天學習的整理或歸納。之後大家朗讀

一些校訓或名句，以不忘哲言聖訓。再後是繞校園作急跑一週，全程超過半公里，

以校內的大體育廣場為終點再作集合。最後是十五分鐘的集體操演，每班憑各自的

安排，以集體遊戲或體操形式作演練。由於全校學生與老師都需參與，場面的壯觀

可想而見。師生的全情投入、參與的認真、顯現的群體性，看後教我感動不已。在

這樣的校園氛圍下，那份歸屬與團結，怎不令一個群體，以至是整個國家，眾志同

心，形成一道極強大的凝聚力量，最後顯現在社會及國家的大建設中。 

 



 

學生列隊集體朗讀 (穿螢火衣的為模範生) 

   

   

 

近 3000學生於大體育廣場作千人操演 



還值得一提的，是接待我們的學生的表現，他們一共約有十四、五位選自高五為主

的學生。他們那種真誠的投入、大方得體的儀容、主動性，以至是成熟的對應，都

是極佳的。 

這裡所見的一切，在香港，真是難於想像的。 

告別晚會 

華夏園丁另一個代表品牌就是臨別一晚的聚餐，這個聚會集晚宴、惜別聯歡、建立

更深的連繫，及歡娛表演、交流各地民風文化等功效於一身，過程自然豪不牽強，

每次均能做到令每位參與的老師帶著一份依依親切的回憶而歸去。 

晚會亦分數個環節進行，除一般大會代表的致辭外，還有一個授旗儀式，將代表

「華夏園丁」的旗幟交於下屆的主辦城市 (即西安)。文娛節目方面，包括當地團體

的表演隊伍，國內各省的自發個人表演，及來自港、澳、台與星加坡的，以一個團

隊方式的表演。 

我這十年內前後參與了四次「華夏園丁」，每次晚會均有些共通與獨特性。從我的

觀察而言，國內的演出者或團體，因大多有備而來，表現都較矚目，也帶著濃郁的

地方色彩。港、澳、台與星加坡的團隊，又以台灣老師的表現較出色，這與他們較

爽直豪快的性格有點關係吧。但今年星加坡的老師也表現不俗，因星加坡是個主要

由華人、印度及馬拉族群組成的國家，是次他們分別穿著了各族群的傳統服飾，跳

唱當地歌謠，東南亞的本土氣氛顯得特別濃郁。 

經過多屆的相互借鑒與吸收，今年香港隊的表現我認為絕不遜色，多位老師在這裡

的確放下了一定的心思、安排與導引，值得表揚。 

在觀看表演之同時，台下當然亦有不少參與者在奔奔走走。各代表或老師把握這最

後的機會，作互相介紹和交流，交換名片、接上微信以利日後聯絡、輕鬆談笑，或

互相舉照留念，不一而足。 

結語 

我也算是個國情研究者吧，最少在過去 30多年，在國內幾乎每個省份或一、二線

的城市，我也均曾多次涉獵遊訪，做點考察的工作，對各地我自信也有頗深層多面

的認識。 

其實中國過去半世紀的發展和轉變，對全人類而言，肯定是個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

的䅁例，甚至可說是個奇蹟。我每次回到國內，無論是自己熟識的廣東，或其他任

何一個偏遠的省份，每次我都有驚喜、正面和新的發見。在社會、民生、文化、市

容、市政、基建設施、環境衛生、治安、各方面的制度、軟硬體建設方面，均是如

此。這與我前期 (約 25年前吧) 所見到的，簡直是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而且一切

都是朝進步和改善的方向而去。 



這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城市比較，於我而言中國大多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在這方

面的變化，尤以是治安和人民素養方面的改善，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全國已基本富足

起來，差不多人人衣食足，所以知榮辱。不完美的行為表現，作惡的壞份子不是沒

有，但也只是極少數的例外，因始終發展仍有差落，人性也頗難測度嘛。 

另一重要的理由是教育的普及。全國大部分青壯的一代現時都受過頗良好的教育，

讀書自然明理，尤其是在中國的大傳統下那份薰陶，正如我在敦煌中學所見的，其

力量實不能低估。在香港人眼中這些社會姿態、價值觀和行為作風，看起來難免有

點保守過時，甚至是帶點鄉土味兒，與西方模式格格不入。但反過來看，誰是需要

作個反思的，可能正是我們香港人自己才對呢。中國模式的崛起，全世界也開始感

受到了，香港人卻還在自我陶醉中，不知天下已默默地作了變化，這可說是有點脫

節了吧。 

眼見國家在過去的破破爛爛中興起，作為國人一份子，我心中的欣慰與喜樂，實不

易言表。 

 

全文完 

 

  



參觀文化景點 

 
莫高窟前的集合廣場，可見石窟的佈局与氣勢。 

   

 

陽關風貌展示景點區 



 

 

陽關附近一帶所見的大漠風光 

   

嗚沙山的風貌景緻 



 

聯歡晚宴的盛大場面 

 
香港老師作表演前採排 

 

香港老師以三個主節組成的表演其中的一幕 



 

澳門老師的演出 

 

星加坡老師的演出 

 

台灣老師的演出 



 

 
由老師帶領的學生表演 

   

獨立的學生表演 

 



   

艷麗多姿的千手觀音舞蹈 

 

   

表演者與嘉賓同慶 

 



 

 
表演者與嘉賓同慶 

 
臨聯歡晚宴結束前，各參與者已帶著依依卻暢快的心情，心懷融在一起，難忘地道別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