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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父母及外祖父均從事教育的
原故，陳葒中三已立志為人師表，香港

浸會大學畢業後，隨即擔任中學教師、主任、副校
長，二○○三年他以三十五之齡出任直資學校匯知中
學的創校校長，是香港當時最年輕的中學校長，創校
三年已被譽為本港十大中學校長之一。

「人人可教」一直是陳校長投身教育界的信念，
但他發覺現時太多學生的學習動機不大，他們往往生
於基層家庭，教師又沒有多餘能力和時間照顧，他一
心想替學生補回失去的學習機會。 「他們不是輟學，
本性未必是壞，但就是欠缺學習動力，於是在○八年
開始我利用自己的專長幫幫他們。」他慨嘆。

放棄高薪 當上基層學生義師
每逢周五晚上，陳校長跑到學校附近的將軍澳體

育館，豎起一幅 「免費補習服務」易拉架 「擺檔」。
「用校長的身份接近夜青，他們會對我好奇，主動來

與我傾談，就這樣遇上要接受補習的學生。」他憶述
當初辦學之時，已向校監和校董會明言，不會一輩子
做校長，最多只做五至八年。

當校長本應是一份眾人夢寐以求的高薪厚職，月
入九萬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陳校長卻坦言，
「自己不喜歡做校長，兼顧教師工作之餘，又要處理

人事的複雜問題。無錯，人工的確高，但意義不
大。」話雖然說得爽，但《論語》有云， 「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九年，正值新
高中學制推行的關鍵年，四十一歲的他毅然提出請
辭。

「學校上了軌道，建立完整的教師團隊，是時候
退下來。當時有人猜測我是否跟管理層合不來，非

也。是尋找人生更大的舞台吧！」陳校長說，家有妻
兒，又是經濟重心，顧慮的確比單身者多，但他早已
有打算，不用再三思索，便決定 「去馬」， 「趁着體
力和心境能應付，由零開始還行，假如過多三數年，
人生多了躊躇，心態改變，可能再沒有推動力和膽
量。」

辭工，一個外人看來愚蠢的決定，但毋須再煩惱
教育局的年年評核、收生不足和一大堆人事的複雜問
題。所謂無官一身輕，陳校長可全心全意籌組慈善基
金，招募有心人，建立網頁和社交網站 Facebook，四
出推廣免費補習的訊息。兩年時間過去，去年四月正
式成立 「平等機會教育慈善基金」，主力三方面發
展：免費一對一補習、戲劇補習教育和出版《新少年
雙月刊》。

身兼多職 實現有教無類理想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專門為中途輟

學、有學習障礙、綜援家庭、南亞裔及內地
新來港的青少年，提供免費補習服務，
實踐他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補習天地
至今運作一年，學生及義師人數由最初
的十數人，漸增至現時二百四十人。
「我們的宗旨是盡量方便學生，在他們住

所附近的快餐店與教師以一對一方式補習，最
近成功配對的師生數目剛好衝破一百大關。」
陳校長說，沒有固定幫助的學生數字，當然愈多愈
好，按部就班。他估計，義師數目達千人，才可配對
現時二百多名學生。

當日選擇在悶局中找出路，一對一免費補習的願
望已實踐，但陳校長仍有兩個項目希望逐步推廣：打
電話及網上問功課。但單人匹馬，絕不夠幫助被忽略
的學生，他不介意身兼社長、教師、宣傳、籌募等多
職，但花心力之餘，所有開支均是有出無入。

「租用土瓜灣工廠大廈一單位當補習社，燈油火
蠟每月一萬元，加上兩名職員的薪金，負擔確實吃
力。」縱使會得到有心人千百元的鼓勵，但陳校長每
天仍拚命撰寫計劃書予社區組織，他默默耕耘，望的
是 「自己出力，有心人出錢」。

好端端一個校長，放棄百萬年薪，你做得到嗎？
陳校長回想笑言， 「以前只有我叫人做事，大權在
手，我卻不甘心每天呆坐辦公室，浪費光陰。所以，
早就訂下目標，跳出學校的框框。」訪問當天，記者
翻看他三年前仍是校長的相片，跟眼前的真人相比，
應該清減了十數磅吧，佩服他的勇氣

之餘，亦深深明白 「力不
到，不為財」的道理。現
在的他，無固定入息、由
起跑線出發、事事親力親
為 ， 反 而 是 每 天 的 原 動
力。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下還有出版社和
劇社， 「辦青少年文學雜誌《新少年雙月
刊》，是因為市面上缺乏適合中、小學生的

文學雜誌，所以辭工後，利用在文學界的網絡，
邀請各界作者友好一起合作，雙月刊去年底正式
出版。」陳葒說，雜誌是將創意與教育結合，讓
學生多接觸語文，能找尋新目標和提升信心。

《新少年雙月刊》設十數個欄目，包括小說
家、說書、讀詩、賞文、感動人生，亦有介紹攝
影、繪本的篇章，內容多元化。雖說有一班文化
有心人幫忙出版工作，但不是每期篇章均有作者
能配合，像陳校長，他曾是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得主、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大好書《校園風雲》
的作者，每期寫四至五篇文章是基本。

陳校長坦言，出版《新少年雙月刊》並非為
賺錢，雜誌有網上版，讀者可免費閱讀，學校有
興趣亦可訂閱，每本十元，六期訂閱價連郵費共
一百元。 「現時每期出版二千冊，當中有一千七
百份訂戶，基本上已收支平衡，無蝕無賺。」

架着黑框眼鏡、外型高大的陳校長，除了是
中文、通識和普通話科教師外，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他是個戲劇教育大師。擁有十多年教戲劇的
經驗，今次當然不忘將它帶到補習社，實行一條
龍服務。 「學生參加的劇社同樣是免費，部分人
的確不善於學習，透過戲劇補習，他們會容易吸
收，善於表達自己、增加自信。」

不過，令陳校長煩惱的同樣是義師人數不
足， 「覓得有心的、在戲劇有熱誠的人不是易
事，最近，分別有義師願意教授舞蹈、鋼琴，就
算學生只有一、兩個，我們照樣開班。」他期
望，未來在宣傳方面加點功夫，結識更多在劇

組、跆拳道等方面志同道
合的義師朋友。

脫去校長的皇袍，陳葒兩夫婦的總收入由每月十四萬
元，大減至四、五萬元，自言沒有儲蓄習慣的他，反而覺
得沒什麼大不了。 「以前每月搵近十萬元，撇除三名分別
十二、十一及九歲子女，就讀國際學校每月兩萬元學費，
平日消閒娛樂、子女買玩具均不設上限消費，加上每年數
次的舉家旅行，錢就所剩無幾。」

說到底，今天可以無顧慮，自由選擇個人的願望為職
業，陳葒還是要感謝太太對他的體諒及支持。 「太太早年
入職公務員，住屋不用憂慮，而子女及生活開支單靠她的

收入能應付。」他憶述三年前子女還年幼，會問他為何不
當校長、為何不可買玩具、你是否失業等接二連三的問
題，他解釋箇中因由後，更對他們打趣說， 「若老師問爸
爸的職業，乾脆答作家吧。」

已不能像以往般揹起頭家，但總不可加重負擔，陳葒
閒時會設法賺取零用錢。 「擔任寫作講座、工作坊主持、
在報章寫專欄，每月約有六、七千元收入。」他笑稱，後
路都想好了，就是決不回去當校長，退無可退的情況下，
會去當個夜更保安員，寫稿打發時間，一舉兩得。

陳葒陳葒

收入大縮水收入大縮水
感激太太無怨支持感激太太無怨支持

不做校長不做校長
寧當義師寧當義師

他們不是輟學，本性未必是壞，但就是欠缺學習
動力，我希望能利用自己的專長去幫幫他們……

出版文學雜誌出版文學雜誌++開辦劇社開辦劇社
==提升學習興趣增自信提升學習興趣增自信

▼雖然零用錢少了，但陳▼雖然零用錢少了，但陳
葒的葒的33名子女也非常支持名子女也非常支持
爸爸當義師爸爸當義師

▲陳葒出版《新少年雙月刊》也是▲陳葒出版《新少年雙月刊》也是
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陳葒認為當義師比陳葒認為當義師比
做校長更能發揮自己做校長更能發揮自己
的教育理念的教育理念

▲陳葒曾擔任匯知中學
校長

▶陳葒幫學生免費補習

雖然收入少了，
但陳葒覺得當義
師更有滿足感

▲透過劇社的活動協助學生學習表達▲透過劇社的活動協助學生學習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