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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慈與悲
阮邦耀校長

在田家炳老先生尚未深居簡出時，我偶爾會收到他的來電，

有一次是在中一自行招生階段，他在報章上看到報讀田中的小六

學生人數很多，學校無法全部錄取，問我如何可以減低這批家

長和學生的失望情緒。我向他解釋說，在教育局政策的限制下，

我們多做了一步，就是為每一位報讀的學生都提供面試，而面試

表現良好的學生入讀田中的機會亦會增加。田老先生笑稱這是對

的，並希望我們日後也可沿用這安排。另一次是田老先生在報章

上看到有一些香港的學生傷害自己身體的報導，他問學校可如何

預防這情況發生？若不幸地確實發生了有關事件，又會如何協助

學生和其家人平伏情緒？我向他解釋了學校輔導的預防系統和個

案處理、生活教育課、和一些相關工作，又詳細描述了學校危機

處理的機制等。在掛線前老先生總是不忘客氣地說一句：「辛苦

了校長和各位老師，非常多謝大家，為我 ( 田中 ) 做了這麼好的

工作，又多做了好事」。

眾所周知，田老先生慈善的心遍佈兩岸四地，事實上，其慈

悲的心更洋溢在每天的生活當中。田老先生近年已很少出席基金

會和田中的活動，明年是他百歲華誕，適值田中又屆廿五周年，

學校更獲田家炳基金會的資助籌辦慶祝活動，令我不禁想起田老

先生的提點和勉勵。

慈為與樂、悲為拔苦。佛教稱慈、悲為無量心，無量是指將

心境擴展至無邊無際，泛指一切眾生。故慈即對一切眾生保持親

切，並授喜樂，猶如對待自己親人一般；悲即希望能幫助一切眾

生解脫痛苦。慈、悲二字，田老先生受之無愧，實在十分值得我

們敬重和仿傚。

這並放集結集了田中孩子在校內和校外的比賽作品，亦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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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他們的隨筆佳作。出版目的是鼓勵孩子們多加寫作，特別

是對於一些觸動自己心靈的題材，能加以創作和寫成出色的文學

作品。我謹懇請各界教育先進不吝賜教，以茲策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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