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思源專輯

尋找桃花源
訪駐校作家黃燕萍老師

�  羅葆怡

創作社 安柱中學的桃花源

安柱中學坐落在葵涌石籬，背靠金山，本就是繁華

城市中的清靜之地。黃燕萍的文藝創作社，位於

學校花園的小房子裏，更顯清幽。一進入文藝創作室，

便被滿屋五顏六色的錦旗和獎項所震撼，這些都是黃燕

萍與安柱學生的努力成果。

說起黃燕萍的工作，着實特別。她一方面在安柱擔

任駐校作家，主持文藝創作社；另一方面，她每年到幾

十家學校主持文憑試課程、分享創作經驗。曾經她也是

常規老師的一員，但繁重的行政工作、教學重擔令她無

法專心寫作。權衡得失，黃燕萍放不下心愛的文字，便

嘗試開拓寫作與教育結合的工作方式。

2004年，黃燕萍任教的學生在多項創作比賽中獲

得殊榮，這促使她捐出演講酬金，為學生設立創作獎學

金，並創立灼華文字工藝坊，資助學生出版勵志好書。

在旁人看來，這絕對是一樁虧本的生意，出版業日漸蕭

條，香港閱讀氛圍淡薄，毫無知名度的學生作品又如何

能吸引讀者？但黃燕萍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堅持走這注

定虧本的文字之路。如今在文創社的書桌上，鋪滿了

學生的作品。林曉鳳是首位獲黃燕萍資助出書的同學。

2005年，黃燕萍與就讀中四的林曉鳳合著《繪畫希望的

翅膀》；其後，林曉鳳又獨自創作了《定格十六歲》和社

會紀實小說《遺失玻璃鞋》，希望藉以提醒年輕一代，只

有循正途努力不懈，才能找到自己憧憬的人生。其後幾

年，黃燕萍又陸續資助其他學生出版小說、散文及繪本

作品。

黃燕萍希望藉學生的文字，鼓勵其他青年學子拿起

紙筆，積極創作，透過同輩的作品，讓本地學生明白寫

作並非難事，只要多閱讀，勤書寫，人人都可以成為文

字的追隨者。

「駐校作家」，一個教育體制

外的職位，卻在中華傳道會

安柱中學駐紮了十三年。這

十三年間，安柱學生幾乎每

年都出現在各大創作比賽的

獲獎名單之中，包括中國中

學生作文大賽、青年文學獎

等等。這背後，少不了駐校

作家──黃燕萍老師的辛勤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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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童年時的桃花源

黃燕萍常說，文字是她的救

命恩人。

小時候家境清貧，父母除了

白天工作外，晚上還要做兼職。

沒有父母的陪伴，更沒有任何娛

樂，黃燕萍每天放學，都要買

菜、做飯、做家務，假期還要跟

媽媽到製衣廠兼職，甚至跟大人

一起通宵趕工。過重的生活負擔

壓得她喘不過氣，孤獨、痛苦與

無助鬱結在心中，無人傾訴，也

無處宣泄。

幸好有文字──一個免費助

她發泄情緒的出口。她情緒低落

時，曾讓筆下人物代替自己承受

負面情緒帶來的惡果。黃燕萍曾

寫過這樣一個故事：女孩和家人

吵架後離家出走，躲進公廁，瘋

狂地灌飲漂白水——這不僅僅是

故事情節，更是黃燕萍當時因生

活困頓而想自毀的意念。只是當

她把想法化成文字，頓時發現如

果灌完漂白水沒有一命嗚呼，反

而要到醫院洗胃，徒增痛苦，且

困境依然存在……由此她便知

道，自毀並不能擺脫困境，只有

奮發，生命才有出路。因此，文

字是她的救命恩人，並不是誇大

其詞。正如黃燕萍自己所說：「文

字於我，並非單純的興趣，而是

知心好友，甚至是救命恩人。它

改寫了我的人生，使我從一個心

靈暗淡的草根女孩，到如今找到

自己的夢想和目標；從一個憤世

嫉俗的女子，到清楚知道自己的

使命和承擔。在人生低谷中的所

有委屈、愁緒，我都可以透過文

字傾訴、思考，幫助現實的自己

活出更積極的人生。」

正因為有過這段抑鬱的經

歷，成為教師後，黃燕萍特別能

理解學生的負面情緒。現代學

生不僅要面對沉重的學業壓力，

有的甚至還要承受來自家庭的責

任。為了讓學生重拾自信，她引

導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尋找合

適的發泄途徑。

創作 應試外的桃花源

今年，黃燕萍忙着籌備出版

《圖園記》。書中的一字一句，到

封面、插圖、編輯、校對等繁瑣

工序，都由她帶領學生和女兒共

同完成。說起其中四位安柱小作

者，他們的創作風格迥異：樂晴

喜歡創作小說，亦關注時事；婉

鑫多描繪與家人的經歷，感情細

膩；濼庭閱讀面廣，專長散文，

善用經典名言增潤文章；其霖風

格多元，擅寫創意無限的科幻小

說，也能記錄生活中的温馨點

滴。風格各異的小作者聚在一起

創作，志在把健康、正面、陽光

的信念帶給更多年青人。

參加黃燕萍的創作拔尖班

前，四位同學雖然都喜歡閱讀，

但很少寫作。參加拔尖班後，黃

燕萍加強同學的閱讀，讓他們接

觸不同範疇的作品，令他們在寫

作時能想得更多、更廣、更深；

並指導他們從閱讀中學習名家名

作的主旨立意、行文遣詞、敍事

手法、謀篇佈局等技巧。

另一方面，黃燕萍不斷鼓勵

同學參加寫作比賽，原來這也是

她自身的經歷。中學起，黃燕萍

便開始參賽，並獲得不少獎項。

黃燕萍老師與她的學生（左起）
：

戴其霖、何樂晴、黃燕萍老師
、

任婉鑫、夏濼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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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濼庭

“寫作題材有限，並

不是生活圈子的問題，

關鍵在於看問題是否入

微，如何以小見大。只

要保持對身邊事物的

觸覺，並透徹理解、

思考，就不愁沒有題

材。” 

何樂晴

“以前喜歡寫虛構

的小說，黃老師帶我們

看了許多描寫現實的作

品，如魯迅的小說，令

我意識到作品應該反映

現實。或許不能改變甚

麼，但我仍希望盡一己

之力反映一個真實的社

會。” 

思源專輯

《又見椹子紅》也是黃燕萍心路歷程的寫照。當
年，與她青梅竹馬，但同樣家境清貧的男友向她求
婚，令她既欣喜又擔憂。於是她拿起筆創作，通過
小說女主角的經歷，不斷問自己到底追求甚麼，是豐
裕的物質還是恬靜的生活？在寫作過程中，她突然領

悟到，惟有陪伴，惟有精神富足，才
是最富有的，於是毅然答應男友的求
婚。文字，不僅改寫了她的人生，更
幫她找到情感的歸宿。也正是這無心
之柳，讓她得到了馬來西亞第五屆「花
蹤文學獎 ‧ 世界華文小說」首獎。

閱讀 語文科的桃花源

眼見中文科愈來愈工具化，整個社會的

閱讀風氣愈來愈淡薄，人們對文學亦不重

視，黃燕萍憂心不已。學生被電子遊戲、

虛擬網絡吸引，放棄了閱讀、放棄了寫作、

放棄了文字。為了應付考試要求，教授技

巧的補習風氣應運而生，只是「技巧」一旦

脫離對應的考試，就毫無用處。要打好穩

固扎實的中文根底，黃燕萍的方法是閱讀。

她創作的小說《又見椹子紅》獲得「花蹤文學獎 •世

界華文小說」冠軍，更受到王安憶的讚賞：「以一種

抒情性質的語言進行敍事，覆蓋着優美的詩意，這

種詩意並非俗麗，而是相當樸素，用的都是簡單的

基本字和詞，常用的口語、帶着鄉音。」本以為這些

獎項只是課餘的興趣成果，誰知獎項不僅幫助黃燕

萍入讀心儀的中文系，更因她豐富的創作經驗，令

她熟知如何更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創作及應試技巧，

為她的教育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如今為人師長，

黃燕萍希望把自己的成功經驗傳授給學生。在安柱

駐校十三年，她積極推動學生投稿、參賽，不少學

生的升學之路因此走得更順利，甚至有學生在文憑

試中失手，但因創作獎項而獲港大文學院取錄。

創作的過程雖然艱辛，卻也是磨煉學生成長的

好方法。四位同學都曾參加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在香港十萬多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樂晴與濼庭更

代表香港分別到四川及上海，與全國各地的學生競

賽並獲獎。黄燕萍感歎，如今願意閱讀、寫作的學

生少之又少，這些甘於放棄課餘逸樂，勤奮創作的

學生，正一點一滴地為自己的前程累積資歷。終有

一天，他們付出的努力，將化為生命的祝福。



 思 源 ． 2 0 1 6 ． 1 2 月號14

點燃 
 創作路上的明燈
  潘金英、潘明珠談 

  如何愛上閱讀、愛上寫作

   葉冬雅

孩子通過大量閱讀，從中吸收超出生

活、學校所教的知識，擴展知識面。這些

知識慢慢成為他們思想的基石，書中文字

也將內化為他們自己的語言。黃燕萍說，

閱讀是精神食糧，只要喜歡閱讀，投入文

字的世界，中文自然而然有好成績。作為

兩個孩子的媽媽，黃燕萍也曾給女兒安排

密集的補習。但睡眠不足、學習壓力令女

兒經常生病，害怕學習。黃燕萍於是反問

自己，用女兒的健康和興趣換取分數，這

樣做值得嗎？反思過後，她決定不再為女

兒安排補習。課餘時間多了，女兒不僅有

充足的休息，也有更多精力做自己喜歡的

事，結果，女兒的成績突飛猛進。如今，

黃燕萍常帶女兒去書店，凡是女兒感興趣

的，她都毫不吝嗇地買回家，為的是給女

兒營造一個良好的閱讀環境。黃燕萍堅

信，閱讀是最有效、最優雅的教育。

黃燕萍的桃花源

「駐校作家」，既是教師，也是作家，

能堅持十三年，確是一件幸事。黃燕萍坦

言，一路走來，也曾有過許多掙扎，尤其

是剛踏入社會要承受家庭的經濟負擔。但

她先生一語中的道出了她的心裏話──文

字是自己的恩人，不是用來牟利的工具。

於是她竭盡所能，把文字介紹給莘莘學

子，讓文字潤澤更多人的生命。如今看着

昔日的學生找到他們理想的發展方向，對

黃燕萍而言，這是千金難買的滿足感。

為守護美麗的文字園地，無論成敗，

黃燕萍都已經尋獲她生命中的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