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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長輩、親朋好友們：

你們好！我敬愛的父親鄧統元，因年事已高，於 2020 年 7 日 14
日與世長辭，永遠告別了我們，享耆壽 96 歲。

首先，我代表我們全家，向前來參加父親追思會的領導、長輩及

親朋好友們表示最真摯的感謝。感謝你們在百忙之中前來弔唁，並送

我父親最後一程！

楊柳傷懷，草木含悲！今天我們懷著萬分悲痛的心情，在此沉痛

悼念我父親。我父親一生熱愛並從事教育工作，曾先後在漢華中學、

中華中學、育華中學、福建中學等愛國愛港的進步學校擔任行政工作，

而後擔任漢華中學副校長和福建中學正副校長等工作。父親在 1975 年

參與籌建了香港兩大教育社團之一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歷任該會

秘書長、副理事長、會長、名譽會長等職；1985 年父親參與組建香港

教育資料中心，並任主任職務；他又與多位教育界同仁共同創辦了從

成立之初的 200 餘人發展到如今的 7000 多名會員的香港高齡教育工作

者聯誼會。高齡教工會已變成包括大學校長、教授以及政府官員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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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教育工作者都參與其中的教育組織，他們各自按自己的興趣和需要

參與活動、參與社會事務、關注教育問題，共同實踐「老有所屬，老

有所樂，老有所為」的期望。

我父親雖早已退休，但他仍然堅持退而不休，就如同當初創辦高

齡教工會命名為「高齡」，而不是「退休」二字所蘊含的消極意味。

父親一生和母親一起養育了我與妹妹，他給予我們的除了基本物

質生活的需求外，更以他勤勞、簡樸、正直、友善的品性影響著我們

兄妹。我們在父親的影響下均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勤勤懇懇做事，

清清白白做人。

我們深知：人死不能復生，人奔西土，音容宛在。最後我想對父

親再說幾句話：父親，您的肉體雖然已經消失，但是您的思想、您的

教誨、您對我們子女的影響，會牢牢地記在我們心裡，並將一直傳承

下去。讓高山留住您的音容，讓江河流淌我們的哀思，讓大地印證我

們的記憶。親愛的爸爸，您一路走好，我們永遠愛您！您永遠活在我

們心中！

願您安息！願您在另一個世界裡永遠快樂，順遂如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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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於 1924 年，為印尼歸僑。

1931 年回國，當時六歲多，居廣東梅縣城，入讀小學。梅縣有機

場，日本定期轟炸機場。一次，聽說日本飛機被打落，有日本仔跳機，

我們趕忙過去看過究竟。我看見日本仔被打死，大家都很高興，一起

圍觀。

那時要到梅縣，沒有

汽車，要從潮州或汕頭攀

過山頭過來。如果山路被

阻截，外出就一定要經海

港。我們幾次準備行裝，

以為日本仔要來，可幸結

果沒有，想起來也很覺得

很驚怕。

小學時，老師在課堂、週會都會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因此，自小

對日本仔很憎恨。到高小，我自己要求在週會課上台演講抗日救國的

道理，受到老師稱讚。

時關東軍肆虐東北，國民抗日意識正濃，學校老師多宣傳抗日。

小五年間，報章刊登九一八事變，學校黃康侯老師讓同學寫讀後感，

以我所寫最為感人，遂使投稿上海兒童新報發表。時全民抗戰，氣氛

熾烈，標語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當時我在城西小學讀書，曾擔任主席，組織文藝會，參加抗日小

節目，在鄉間宣傳抗日、籌募寒衣等。我們較多時候跟着高年級同學

打鑼鼓，卻沒有機會直接參加抗日活動。

1936 年，我小學畢業；37 年盧溝橋事變；43 年中學畢業。當時

僑滙斷絕，我沒法考大學，結果在城西小學教了兩年。

1945 年，日本投降了，全校滾動，遊行、聯歡，開心得不得了。

此時剛好中山大學搬至梅縣，我便考入了大學。

( 本文轉載自《鶴髮話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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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踏進 2011 年，正是福建中學創校的 60 週年；同時，

又是福高會成立的 20 週年。回顧過去，感慨良多。

1969 年 8 月，我接受董事會邀聘，開始在福中工作。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對私立學校施行歧視和限制政策，

不少私校困難重重因而被迫停辦。

在校委會的帶領

下，我們向全體教職工

發出 「一定要辦好福

建中學」的號召，並進

一步明確宣示福中的辦

學宗旨和教育方針。充

分調動全體教職工當家

作主，發揚團結拚搏的

精神和工作積極性，同

事們深受鼓舞。至 70
年代中期，福中已發展成為擁有獨立體系的完全中小學，學生達 2,000
多人。

1979 年 5 月，我因眼疾請假前往廣州醫院診治；接著又因工作關

係，向校董會請辭。

1986 年 1 月，黃潛校長因年老體病榮休，校董會邀請我回校接掌

校務。1986 年 2 月，我又重返福中懷抱，直至 1993 年退休。

我很讚賞福中同事們的工作毅力。儘管福中辦學環境和條件比較

困難，但他們毫不氣餒，迎難而進，盡心盡力。最難得的是，自 1982
年起，福中參加全港中學會考，創造了至今持續 29 年五科合格率達

92% 以上的佳績，而各科成績優良率亦大大超過全港平均水平。這是

全校師生長期共同努力的成果。

1987年暑假，我們榮幸的獲得福建省僑辦邀請，前往福州、廈門、

武夷山等地參觀訪問。在福州更得到黃長溪副省長與陳明義副省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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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統元校長在福建中學86年畢業典禮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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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及宴請，老師們非常感動。在座談會上紛紛發言，表示自己作為一

個愛國學校教師獲得政府如此關懷重視，感到十分光榮，決心為教育

事業繼續奮鬥。

1989 年 6 月，港英政府教育署提出一項名為 「直接資助計劃」的

教育政策，接受非官津學校申請。其條件要求：一是非牟利性質學校；

二有自建的獨立校舍和良好的教學設備；三要有符合規定的註冊師資；

四有良好的校風和教學成績等等。按條件說福中的情況是「軟件有餘

硬件不足」。經過我們反覆討論後，在校董會主席許東亮先生和校監

黃光漢先生積極支持下，我們進行了一系列工作調整和艱巨工程，向

教育署進行直接交涉，終於 1991 年獲得教育署正式通知，接納我校渣

華道正校加入 「直接資助計劃」。從此，福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開始實行 「一校兩制」。

1991 年是福中發展歷程中關鍵性的一年。福中直資以後，增聘了

一批年青的大專畢業教師，與此同時，原有一些教師和職工因年齡關

係退休離校。這些高齡教工長期為學校服務，獻出了他們寶貴的青春

和精力，我們必須繼續爭取、團結、關懷他們，使他們健康長壽，安

度晚年。為此，我們及時組織了一個「高齡教工聯誼會」，簡稱「福

高會」。至今二十年來，福高會在眾多校董、校友和熱心人士的關懷、

支持和贊助下，在歷屆理事們的積極推動下，開展了各項活動，做了

很多工作，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1991 年學校直資以後，我改任校董會執行董事職務，負責統籌學

校兩制間全局性工作。校長一職改由倫佩鈴老師擔任。至 1993年 8月，

我在福中退休，但仍擔任福高會工作，繼續為退休同事們服務。與此

同時，倫佩鈴校長請辭，校董會另聘曾安琪校長繼任。

我退休以後，校董會舉行了一個歡送會，黃光漢校監在會上發表

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講話，並向我致送了一筆退休獎金。最後，我在致

謝詞時談了我退休前的兩點心願：一是我希望在不久的明天能見到日

盼夜望的福中新校舍建成；二是希望福中今後在校董會和新任校長領

導下，繼承傳統、開拓創新，把學校辦得更好！更好！如今，願望成真，

寬懷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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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統元會長是在 1983-85 年擔任教聯會的第五屆會長的。

他早在教聯會籌備時期，對創建新教育社團的設想、社團名稱、

性質、宗旨、工作程序、工作方式、註冊登記、會址物色、辦事人員、

會員招募等一系列問題，他都積

極參與，提出意見，草擬文件，

認真進行籌組工作。

鄧統元會長在創會和第二屆

理事會時擔任副理事長一職，到

第三和第四屆時任為副會長，第

五屆被選為會長，會務經驗當然

十分豐富。

在鄧會長的領導下，教聯會既要了解民情，又要堅定地堅持愛國

立場，積極主動提出有建設性建議和反映香港市民訴求。經過了重重

險阻，最後達致柳暗花明結碩果的時候：中英簽訂了關於香港前途的

聯合聲明。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兩國的國家領導人在北京正式簽

署聯合聲明，鄧會長榮幸地獲邀赴京觀禮，這既是鄧會長的光榮，也

是教聯會的光榮！

鄧會長在 20 世紀 40 年代初於中學畢業後便任教小學，抗日戰爭

勝利結束後升讀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先是醫學院、後轉教育系；畢業

後留校任助教，又積極投入愛國民主運動。後來移居香港，先後在多

所中學服務，歷任教師、主任、副校長、校長、校董會執行董事等職；

1993 年退休，但仍堅持「老有所為」精神，1997 年，與多位志同道合

的退休老師共同創建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任會長達八年之久，

建樹良多，2004年的時候，仍擔任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董事會主席，

也是教聯會和高齡教工會的名譽會長。

從事教育數十年間，發表過許多有關教育、時事等評論文章，又

協助出版社編撰教科書；退休後受聘為北京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

史研究室及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約顧問。2004 年，參

與《香港教育發展歷程大事記》的編寫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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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校長與何景安夫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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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今年是

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

又是我們高齡教工會成

立十周年。

在我們這個大家

庭、大樂園和大學堂裏，

現在有 3000 多會員團

結在一起，和睦相處；

遇事共同商議，有困難

互相支持。他們各自按

各人的興趣和需要參與活動、參與社會事務，關注教育問題，共同實

踐「老有所屬、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的期望。

回顧十年來，高齡教工會之所以能取得

較大的進展和較好的成績，其原因除了有賴

社會各界給予的關懷和支持外，我認為主要

有以下三點：其一是，我們有一條能真正體

現廣大高齡退休人士的共同願望和特點的立

會宗旨與工作方向，獲得同工們的讚賞和歡

迎；其二是，我們有一批不計個人得失，不

務名利、埋頭苦幹、熱心服務的理事和義工

隊伍，他們勤勤懇懇為會工作；其三是，我

們有一套經多年來逐步形成和確立的民主集

中和集體領導的工作體制。通過董事會、理

事會和各部、委，各司其職，分工合作，與

會員一起開展工作。

( 摘自香港高齡教工會創會十周年紀念特刊 199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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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教師節聚會上，高齡教工會董事會榮譽主席鄧統元
與名譽會長高錕談笑甚歡。



10

鄧統元老師 1957-1968 年任職中華中

學，1969-1980 年任育華中學校董。在中華

時期，正逢學校最艱難的日子，教師生活相

當清貧。1958 年夏天，遇上因校舍被指為

「危樓」而最後誘發成全港、甚至被北京高

度關注的「護校事件」；及後在 1967 年更

碰上了「五月風暴」，導致學校被勒令封閉；

後得友校相助借出課室，使學生得以完成學

期未竟的課程。為了把學校繼續辦下去，鄧

老師更積極參與育才文化有限公司的籌組工

作，為由中華中學順利過度到育華中學，廢

寢忘食地做了大量工作。這十餘年，學校是在動蕩顛簸中謀求生存及

發展。然而，鄧統元老師就默默地依據學校的愛國教育方針，帶引及

鼓舞著我們前行，與師生同苦共甘。

鄧統元老師先後擔任歷

史科教師、班主任、學生輔

導及教導主任等職務。儘管

校務繁忙，他的臉永遠帶著

微笑，鼻梁上架著厚厚的眼

鏡，且慣於冷靜沉思。他記

憶力過人，上課時，歷史年

份、人物與事件倒背如流，

揮灑自如；課餘與師生交談

時十分耐心與誠懇，使人倍

感親切。鄧老師強調培養學生五育發展，引導學生熱愛祖國、關心時

事，又推行文明教育，培養高尚品格和良好生活習慣。

驚聞鄧老師與世長辭，令我們萬般失落，他的形象久久地浮現腦

際，令人緬懷不斷。鄧老師，是我們有幸遇上的一位好老師，人生的

帶路人！

願鄧統元老師一路走好，願香港教育事業發展早如他願！

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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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護校事件中，鄧老師被強行
拉出校舍，眼鏡也被打爛了。

  鄧統元老師(右三)當年與中華中學教師們一起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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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悉敬愛的鄧統元校長離世，同人等深表哀悼 !

經歷了抗日戰爭洗禮的鄧統元校長，1949 年大學畢業後來到香

港，8月進入漢華中學，開始投身教育工作，歷任班主任、歷史科教師、

歷史科科組長以及行政工作，1979 年升任副校長。他敬業樂業，和藹

可親，認真教學，悉心輔導，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師生深厚的情

誼幾十年不斷，為漢華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自 1985 年始，他積極支

持和參加漢華退休教職工組織「松濤社」的活動。1986 年，調升福建

中學校長。七十年間，鄧校長為愛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壯大作出了不

可磨滅的貢獻。

1975 年，鄧校長參與創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期間並主持

「香港教育資料中心」的工作；1997 年，參與創立「香港高齡教育工

作者聯誼會」。他退而不休，發揮餘熱，為聯絡香港教育界朋友努力

不懈。

鄧校長愛國愛港，畢生獻身愛國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他不計

名利，鞠躬盡瘁，深受同事、學生和教育界朋友的敬重和愛戴。他是

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鄧校長，我們永遠懷念您！

漢華教育機構

漢華中學

漢華中學松濤社

漢華中學校友會

永
遠
懷
念
鄧
統
元
校
長

同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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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悉鄧統元校長仙逝，福建中學同人深感悲痛與不捨！

鄧統元校長是一位成功的愛國教育家，他一生愛國愛港，堅守信

念，不忘初心，幾十年如一日，無怨無悔地為愛國教育事業的生存和

發展，貢獻了自己的畢生力量。

鄧統元校長是一位優秀的行政領導，在福中的十七年，他與校長

室其他成員一起，遵照香港福建商會的辦學方針，在那個艱難困頓的

辦學年代，在校董會的支持下，帶領廣大師生，集思廣益，圖變求發展，

終於打拼出歷屆都保持優異的會考成績，同時也開啟了「一校兩制」

的辦學新局面。

鄧統元校長是一位熱心的社團工作者，善於推動學習時事，培養

骨干。除了擔任全港的教育社團領導工作外，還是福建中學高齡教工

聯誼會的創會會長和福建中學校友會顧問，對兩會的會務發展貢獻良

多。雖已過古稀高齡，他還多次應邀赴菲出席旅菲福建中學校友會慶

典活動，為加強旅菲校友的愛國愛校團結與促進會務發展作出貢獻。

鄧統元校長也是一位慈祥和藹的長者，他有關心學生、真情呵護

的優良師德，也有對同事謙虛平易、嚴謹務實的素養，師生們跟他可

以是無所不談。鄧統元校長的音容笑貌長留我們心中，他的寬厚美德

與敬業風範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想當年，中流砥柱耀杏壇；值此日，星沉月落盡哀音！愿鄧統元

校長一路走好！我們永遠懷念您！

香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福建中學 ( 四校 )

福建中學高齡教工聯誼會

福建中學校友會暨旅菲福建中學校友會

鄧
統
元
校
長
，
我
們
永
遠
懷
念
您
！

同敬輓



13

中華校友  陳清

這幅畫像創作於十年前（2010 年）。

鄧校長是我最尊敬的老師之一。我在中華

中學就讀中一時，他擔任我們的中史課。

我對油畫肖像有濃厚的興趣，2010 年時

我向他索取了一些照片準備為他造像並思

考如何創作。愛國，堅持愛國，由年青至

今此志不渝；親切的笑容，亦師亦友；對

後輩關心，循循善誘，這是我對他的印象。

這幅畫的基調開始明確了，就是塑造一個

愛國的老教育工作者。這時我在高齡合唱

團聽到一首歌「我愛你中國」，歌詞中的青松、紅梅、群山、河流、

森林不正是祖國的壯麗河山嗎？所以，我在畫中加入這些元素，襯托

著畫中人親切的飽滿的笑容，終於完成了這一幅作品並送給老師。

畢
生
奮
鬥 

奉
獻
教
育

  多間愛國學校校長合照，右二為鄧校長。

  1970福建中學水運會上，鄧校長講話。

  1987年與同事遊武夷山。

  1999到菲律賓參加理監事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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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生
奮
鬥 

奉
獻
教
育

  觀塘新校舍落成慶祝會上，黃光漢校監(中)與前任校長鄧統元
(左二)、福建中學(小西灣)黃均瑜校長(左一)、福建中學(北角)曾
安琪校長、福建中學林建華校長(右一)合照。

  時任特首的梁振英訪問福建中學留影，右一為鄧統元校長。

  鄧校長是福建中學高齡教工會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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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生
奮
鬥 

奉
獻
教
育

  從中聯辦代表手上接過
建國70周年紀念章。

  到北京訪問獲當時的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接見，右一為鄧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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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生
奮
鬥 

奉
獻
教
育

  教聯會所開幕。 

  鄧校長主持教聯研討會。

  高齡教工會新會所開幕典禮上，鄧校長(後排中)與各嘉賓留影。

  高齡教工會舉辦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音樂會，鄧校長(前排右八)與嘉賓及演員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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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師
亦
友 

情
誼
永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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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師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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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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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師
亦
友 

情
誼
永
固

   1949年，鄧校長(前排右七)已開始為香港教育事業出力。

  漢華松濤社為鄧校長舉行生日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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