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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籌建山西博愛中學而舉行的海外扶援募捐晚會 

9 月 17、18 在黃上皇酒樓舉行 

購票或樂捐	 歡迎聯絡 503-644-8798             503-644-8798      陳海珠 

或電郵致 christinehcchan@yahoo.com 

憑著『愛』在山西扶貧辦學為窮鄉孩子燃點希望 

陳海珠	 由平凡的主婦變為一位愛的天使 

	  （本報訊）陳海珠 Christine，一位原來是全職主婦的女士，憑著『愛』也憑著『禱

告』和從上而來的『信心』，放棄在美國安逸的生活，駐在山西，在她多年來勞心勞力的努

力下，招來了世界各地善心人士的幫助，在山西創建學校，讓窮鄉內的孩子受惠。多年來在

背後支持她的，究竟是一股甚麼樣的力量呢？本報記者有幸與這一位毅力過人的女士有過一

席話，在訪談間，陳海珠多次出現聲音沙啞，筆者將這解讀為：陳海珠心底裡滿溢的感動衝

出來。也令筆者感到陳海珠『生命因感動而變得更有愛心，更有衝勁』！陳海珠女士用愛心

感動著身邊的每一個人。人們都親切地稱她陳女士，孩子們都叫她陳奶奶。 

  

一切因『愛』而起 



  陳海珠女士出生香港，在越南長大，20 歲定居美國。婚後家庭幸福，先生是本地有名

的眼科醫生陳國鋻。1999 年，在一次北京旅行時結識了一位退休軍醫邱先生，在閒談中邱

先生說起自己的家鄉很窮困，自己從村裡出來已有 50 年了，但村內環境一點都沒有改變，

仍是那樣貧窮和落後，缺水缺電，就連基本的供水設施也沒有；教育更是不用說，孩子們上

學要走很遠的路，有的學校還是危房，設施匱乏。陳海珠流淚了！於是請邱醫生帶她到山西

走一趟。當地村民貧困的生活狀況活現在眼前，而且深深地震撼了陳海珠的心。就這樣，多

年來奔波的『愛心』路程展開了。 

先協助居民解決食水和街道衛生問題，再改善一些面臨倒塌的學校建築物及學生宿舍。陳海

珠也藉著丈夫是眼醫專業的人際網絡，動員到牙醫、眼醫、教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去當義

工，為村民義診。 

在這一切的過程中，她遇到不少的困難和阻力，作為一位基督徒，陳海珠不斷求上主給她堅

定的愛心和信心，最後竟造出了別人認為單憑一人力量是不可能的奇妙事，造福鄉民，為原

來沒選擇，沒前途的孩子們帶來希望。年來，陳海珠獲得山西政府高度的讚揚，給她頒發了

榮譽市民狀。他們都認定貧窮的農民唯有教育才脫貧有望，在陳海珠的愛心帶動下，成就了

這項龐大的『愛』的工程──博愛學校。 

  

 

 



 

愛心＋勇敢 為山西學童燃點希望 

  由首次踏足山西，陳女士就不斷往返中國、香港、美國，在她積極推動下，於 1999
年，與丈夫和幾位好朋友，在波特蘭市成立了非營利組織《海外扶援機構（Overseas 
Helping Hands），開始她為山西孩子的教育成長謀福址的『終身職業』。在小學還在建築

的期間，陳海珠樣樣事都親力親為，她嚴加監督；學校所需的傢俱或器材，全都一一打點，

為的是要確保每一分錢都是用在學校，而且是用得其所。 

經過四年的奔波，籌集了 80 萬美元的基金，博愛小學終在 2005 年四月開學，取錄了來自

附近的 13 條村落 335 名學生和 45 名教職員。在這裡，陳海珠，把每個學童都當作自己小

孩一樣的去培養，不單單在學業上，無論在品德、禮貌、愛心、尊重等方面，都一一悉心教

導。 

除了向學生們提供有質量的全人教育外，對教職員們，陳海珠亦關懷引導，讓教職員學習民

主，一同為教學工作提意見。在這個以愛為核心的管理下，創立了在當地認為創新的辦學理

念，無論在養成教育上還是學業成績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受當地人士的一致好評。博愛

學校自建立以來捷報頻傳，2006 年、2007 年連續兩年被評為縣「先進學校」；2008 年

先後被評為縣級「模範單位」、「紅旗單位」、市級「先進單位」，省級「紅旗大隊」，而

身為董事長的陳海珠還被特別頒發「愛心奉獻獎」。2009 年又被評為市級「民辦學校先進

集體」，縣級「優秀少先大隊」，2010 年又被評為省級「特色學校基地」，縣級「優秀基

層單位」。 

這可算是對陳海珠多年來不斷澆灌在每人身上的「愛的成果」！ 



  

延續優質教育 2009 年開始籌建中學 所需經費二千五百萬人民幣 

  博愛學校在當地來說，是一間貴族學校，但「貴族」在博愛卻與人們心目中的貴族學校

有別。在博愛「貴族」的定義並不是用錢來行量，而是以愛心和尊重來行量的。 

首批博愛學校的學生們升讀中學了，要他們到附近的中學繼續學業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學業

水平不能接軌，學生對學校的教學環境須重新習慣。學生和家長們的擔心猶如油滴在陳海珠

心中的一團「愛火」上，於是陳海珠又再一次大膽為學生們的前途籌算，決定在村民捐出的

土地上興建中學，並隨即設定籌建募款目標為一千五百萬人民幣，計劃收取 350 位貧困學

生，供食宿。 

  原定的目標早已籌到在手，但由於美元匯率持續下降，加上國內建築材料不斷上漲，估

計落成後的建校成本要漲至二千七百萬元。陳海珠為此，連月來，馬不停蹄到處為建校籌

款，向善長們募捐。其中包括上月在北京舉辦的籌款活動。 

  博愛中學已於上周正式開學，由於工程仍在進行中，有部份中學生要在小學的課室內上

課，而其它新收的中學生則要延遲開課。 

  

不能隨便向上帝作出承諾  

由一位沒有太多工作經驗，全心照顧子女和丈夫的全職主婦，變成一位憑著愛心衝破萬難的

勇士，陳海珠稱這全因為她曾向上帝許下諾言。當初看到一班可憐的孤兒時，她就在心底裡

向神祈求，望有一天有機會能幫助他們。陳海珠說：「神聽到了！」 

  當時陳海珠的女兒還小，可謂有心無力，但上帝卻在她照顧家庭的同時，裝備她，透過

當義工，她學會了不少東西。然後再派出天使（陳說這是指周圍的支持者），在一切妥善的

安排下，帶領她一步步的兌現她所過的承諾。陳海珠說：只要是合乎神旨意的，神一定會帶

領，並在適合的時間，要您兌現對祂的承諾。 

  

鼓勵家庭主婦踏出家門 多行好事 為家人帶來喜樂 



  陳海珠表示，每位女士都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將「太太」和「媽媽」的角色做到 100
分。她鼓勵留守家庭的女士們，多參與義工行列，不要太委屈自己，要有自己的空間，做一

些令自己快樂的事情，經常保持有好的心情，才能將快樂氣氛帶給家庭，讓家人都有一個融

洽開心的生活。學習和參與親子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孩子長大離開我們生活時，我們仍

可留有美好的回憶。 

  經常兩地飛，夫婦二人可以說是聚少離多，但陳海珠表示，她與陳醫生無論在愛情或感

情上顯得更有密契，因為彼此有著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話題，雖然每天晚上都保持有通話，

但天天都有說不完的話要說，每每都要有待明天分解，為二人帶回熱戀男女的等待和興奮的

心情。陳海珠非常感謝丈夫一直在身邊支持她。 

在一個籌款晚會上，陳國鋻醫生曾說：「太太八個月在山西博愛學校，回家短暫停留又離

去，她盡心盡力全然獻上自己，我以她為榮！」 

  

不枉此生 

筆者著 Christine 總結一下她多年來擔當『愛的天使』的角色，為貧困學童帶來希望而辛勞

多年的心情，她說：「不枉此生！」 

Christine 感到她這一生很富足，在她人生的過程中，得到上帝的祝福，令她常常有喜樂，

有平安！特別在學校的師生身上，看到自己的盼望，幫她成就了一個快樂的人生。 

在機緣巧合的機會下，Christine 學習到許多許多從來沒有想過會遇到的事情，因為這一切

的經歷和經驗，令她的人生更豐盛。Christine 指出兒童是天真無邪的，是可塑造之材，看

到學生們的表現，就看到背後來自各方愛的支持，亦看到大家的影子。她深信當學生感受到

愛，再傳承下去，將來亦會懂得以愛相待。 

	 	 Christine 指出在這 20 年來，隨著這些體驗，自己亦有很大的改變，在中國的一段時

間，已將她原來暴躁、性急的性情完全改變過來，她一生都在學習與神和與人的關係。她說

與神的關係較為容易處理，因為神愛我們，就算我們還作罪人時，神仍對我們不離不棄。至

於與人的關係，則是一個大學問，但 Christine 知道，神要我們學習如何去愛別人，如何去

原諒別人，如何去等待。過去一直在學習這功課，未來仍然如是。 

  『施比受更有福』，很多人都懂得這愛心的道理，而陳海珠卻將這句聖經的金句切切實

實的行出來，她是一個奉獻愛心、創建和諧的使者。因愛她放棄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到小山村

出資辦學，陳海珠女士用愛心感動著身邊的每一個人，孩子們都叫她陳奶奶。 

  這位陳奶奶充滿感恩的說：「山西的學生們一定能帶給我有豐富的回憶，總有一天我要

離開這個崗位，不帶一根一草，但這些用錢不能買來的回憶和喜樂，卻將成為我永遠的大喜

樂！ 

  

上一則: A+ Academy 課外學習中心 9月 22日隆重開幕為您的子女提供文武雙全的兒童學術計劃 



下一則: 波特蘭州立大學孔子學院喜迎十九位漢語教師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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