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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黎明（Christie）：人類學家，在香港成
長，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曾

任港聞記者。隨後決定到澳洲深造，先後

取得環境學碩士及人類學博士學位。2009
年完成博士學位後，曾於香港中文大學及

澳洲阿德萊德大學任教。現於日本大阪大

學任職副教授，主要教授人類學及當代社

會問題相關科目，包括人權、公民社會運

動和非牟利團體的發展。

2005年12月24日，《明報周刊》Book B封面是
一間位處高山、煙霧繚繞的小屋，標題是《聖誕禮

讚：雲端的學校》，副題是《香港女孩尼泊爾山區送

暖》，講述一名香港女生林黎明如何省下數千元博士

論文車馬費，在尼泊爾山區建立一間免費學校，命

名為「未來之村」，並在缺自來水和缺電的當地生活

及從事義教長達兩年。

林黎明和當地義工Dambar的故事，當時引起頗
大迴響，許多人看了報道，深受感動，把善款捐給那

些他們素未謀面、而且遠在天邊的尼泊爾山區孩子。

十年之後，當時埋首撰寫人類學論文的林黎

明，現已在日本大阪大學任教，每年至少回到「未

來之村」一趟，跟進各種各樣的事務。許多當年沒

機會讀書、天真活潑的孩子，現在已讀到中學預科，

成為一個個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年輕人。

一切看來是那麼美好。可惜，今年4月，尼泊爾
發生大地震，震央位於「未來之村」不遠，一瞬間，

把「未來之村」小屋和整條村莊的房屋都摧毀了。

十年心血，毀於一旦。看到那些房屋倒塌、七零八

落的照片，讓每個曾到訪的人心裏特別難過。

未來，又回到了起點。

《明周》特別聯絡到今年8月到達災場探訪的林
黎明，為我們撰文講述「未來之村」地震前後的故

事，以及義工團隊如何收拾心情，展開艱苦的「未

來之村」重建計劃。

撰文•林黎明 圖片提供•雷昇杰、林輝、馬梓晧、關勇以及一眾曾到訪「未來之村」的義工

尼 泊 爾 「 未 來 之 村 」  

災 後 重 見 希 望

十年前《明周》記者到尼泊爾山區採訪這間「未來之

村」學校，當時一切看來都十分美好，不料，一場天

災，把這美麗房子一下子摧毀了。



076明周 077

「回饋」和「可持續發展」這兩個信念，

驅使我成立「未來之村」。

2004那年我還是一個窮博士研究生，一天

坐在「未來之村」所在的各棟志（Katunge）

小村落，看着雪山、河谷、山谷，當然還有

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孩們，我不斷思索：「除了

作短暫過客，我能為村民做一些事情嗎？」

於是靠着從研究經費中省下四百美元（約值

三千二百港元）車馬費，買下一小塊土地，之

後更硬着頭皮向身邊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募集

捐款修建小屋。此時村子與世隔絕，像椅子、

被單、竹製儲物架、杯子和捐贈的書本文具，

都是靠着Dambar和我兩人走過五至六小時山

路帶到村裏。首個小教室終於落成，我亦成為

首位義教老師，來學習班的小孩亦愈來愈多。

之後，不少義工加入義教活動，兩層樓高的

「未來之村」小屋也成了小孩讀書的啟蒙地。

十年光景已過，小屋不但是各地義工、

大小村民的聚集地，亦象徵着「希望」。

既是老師  又是學生

後來我當上大學老師，實屬緣份。取得

博士學位後，學歷太高，只有大學才會聘用，

結果畢業後一直教書。很多人都說學者就像生

活在象牙塔裏，不知民間疾苦，所教授的知識

亦與現實有很大落差。這點我是同意的。何謂

大學教育？除提供「硬性」知識外，我認為

「軟性」技能尤其是獨立的思考能力和待人態

度更為重要。

過去十多年「未來之村」就像我的啟蒙

十
年
前
撒
下
的
種
子

老師，它使我認識到每個人都可以為建立更美

好的世界作出貢獻，「世界公民」亦非紙上概

念，而是要靠實踐。但是實踐的過程中應以尊

重、包容和公義作為核心價值，這樣我們才可

以創造多元、和諧的社會。

在我眼中，學生們往往是最具理想的一

羣，可是面對種種不公義事情或者社會現實，

他們不禁因個人力量微弱而感到氣餒─面

對這情況，我總愛分享「海星」的故事給學

生……

一天，有一個老人在人迹罕至的海灘漫

步。忽然遠處看見有一個小男孩在沙灘上拾起

一些擱淺了的海星，然後拋回海裏去，他好奇

地問那小孩：「我不明白你在做什麼。」小孩

解釋說：「現在正是潮退，海灘上這些海星全

是給潮水沖到岸上來的，到明天天亮這些海星

便會曬死了！」老人說：「我明白。不過這海

灘有成千上萬，數不盡的海星；這海岸有過百

個這樣的海灘，你可有能力把牠們全部送回大

海呢？你可知道你所做的，對整件事來說，根

本沒有分別！」

那小孩看着手中的一隻小海星，又把牠

安全地拋回海裏。他向老人微笑着說：「至

少，對這海星來說就大有分別了！」

地震惡耗  突如其來

今年4月25日，身處日本的我，突然從電

台新聞中聽到尼泊爾發生7.8級巨大地震。不

到兩分鐘，電話鈴聲響起，是一位居日尼泊

爾朋友打來，焦慮地訴說未能聯絡上摯親。之

後的一小時，不斷致電在尼泊爾的Dambar了

解「未來之村」情況。與所有村民一樣，我怎

樣也無法想像地震與「未來之村」會扯得上關

係。終於聯絡上Dambar，原來在地震發生之

時，他正在回加德滿都的公路上，所駕駛的

摩托車亦差點掉到山路旁。他說：「『未來之

村』感受到強烈震動，房屋受損，詳細情形，

現在還不清楚。」當天晚上，依賴從村落傳來

零碎的信息，我得悉所有村民的房屋都嚴重受

損，亦有死傷。我、一批來自香港、新加坡的

義工及Dambar馬上組成「緊急救災小組」。

翌日，我們證實位於震央不遠的「未來之村」

全村盡毀。由於餘震不絕，村民惶恐中唯有到

村內唯一完整的醫療中心，暫作庇護之所，或

在田野睡覺。當時村民嚴重缺糧，國際人道救

援組織並無抵達該區。同日，我們發出緊急呼

籲，募集捐款來幫助「未來之村」的村民。

十年前無憂無慮的山區小孩，看到他們，總想起尼泊

爾那首著名的山歌：「你的生命會變得怎樣，取決於你

的思想。當你眼睛充滿着美麗，美麗的大道，總在前

面為你開放。」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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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村」是一間香港人興建的山區義校，裏面充滿着色彩和孩子的笑聲。

（左）一早踏出門外，即見雪山鑲了第一道陽光的金邊。

（中）有如只能在夢中相見的田野

（右）沒有城市光害，「未來之村」是觀星理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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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收到一封又一封的電郵，當

中有很多是以前的義工，「Christie, Dambar, 
還記得我們嗎？我們曾在xxxx年到訪村子……

很傷心聽到村子毀掉……」這次地震將我們再

連結起來，就是這份人與人微妙的感情，成為

「未來之村」災後主要捐款來源，讓我們可以

在極短時間內為村民提供援助。

十年心血  毀於一旦

4月29日，即地震後的第四天，村內終於

傳來地震後首張「未來之村」小屋的照片─

心都碎了，它真的給摧毀了！這個集義工宿

舍、工作室、圖書館、學生活動室、醫療中心

和㕑房多功能於一身的「未來之村」小屋，滿

載了義工、旅客和村民的集體回憶，多年來由

眾人合力一手一腳慢慢建立。「未來」本來就

是由零去創造，現在回歸原點。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白天忙於教書，照

顧年幼孩子，晚上則跟進村內最新情況，與

義工討論如何統籌救災工作及發布消息，工

作至深夜，幾乎日日如是。偶然回想起那張

地震後「未來之村」相片，天真的我總是抱

着一線希望：或許只是部分損毀，只需修補

一下就可以。

等了數天，天氣稍為好轉，Dambar 終

於能帶着首批緊急救援物資包括大米及可用做

臨時帳篷的塑膠帆布趕赴達令山區，愈近「未

來之村」地震所造成的破壞愈加嚴重，拿着

手提電話滙報災情的Dambar不禁難過地說：

「真的沒想過是如此嚴重，在第九區（『未來

之村』所在之地）沒有一間房屋是完整的，所

有房子都需拆掉重建，包括兩層高的「未來之

村」小屋。」他感嘆地問了我一句：「我們會

再建『未來之村』嗎？」此刻，也不知從哪

來的勇氣，我說：「肯定會。不止是『未來之

村』小屋，還有整個村子。」

經過首輪的災後評估，我知道村民真的

很需要援手。我們一班義工有的呼籲籌款，有

的負責統籌救援物資，有的招募更多適合的義

工參與救援團，義工的連結都是跨地域。5月

12日，正當與Dambar討論救援計劃時，突然

通訊中斷，原來另一強度達7.2級地震再襲尼

泊爾，這對當地村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此

時，我們更堅信要與村民共同進退，把希望再

﹁
未
來
﹂ 

重
新
開
始

次帶給他們。面對餘震的威脅，5月15日，地

震後的兩周，義工一行六人的救災小組前往

「未來之村」，除了把緊急救災物資送到他們

手上，聆聽他們的困難，好讓他們釋懷，更重

要的是讓村民知道我們並沒有遺忘他們。

災後  回到舊地

地震後的一個月，我仍是手機不離手，

不分晝夜地與義工討論重建事宜。看到不少救

援組織因重建資金缺乏退場，我和一班義工

堅持寫計劃書、討論游說，尋找資金支持重

建……某日，我突然收到村民的信息，村民願

意以重建「未來之村」為首要之事。我聽到後

深受感動。可是若村民沒有房子，重建「未來

之村」房子又有何意義？「未來之村」是為村

民的未來而建的。因此我們訂下重建的優先次

序：學校、村民房屋及「未來之村」房子。

8月時，地震後三個月，終可放下在日本

的教務，跑到「未來之村」。我拜訪時，村子

就如往時寧靜，可是這絕不代表村民生活已回

到平常。以村內教育為例，學校倒塌了，小孩

們只能在簡陋的臨時課室上課，沒有牆壁分隔

的課室，學習聲音混雜一片，下雨起風時就更

為狼狽。面對雨季來臨，村民發揮互助精神，

趕建臨時房屋，但這些鐵皮屋又怎能抵擋地

震、來年雨季和寒冷的冬天？地震引伸出另一

個後遺症，就是導致一羣本已窮困的村民生活

質素再不斷下降。他們內心帶着無奈和疑問，

對未來的生活充滿無力感。有村民慨嘆說：

「縱使我們努力耕種，收成後，卻連儲糧的地

方也沒有了。」村民都表示，他們現時最需要

的幫助─是一個安全的房子，這樣他們便可

維持簡單的生計。

今年4月，一場7.8級大地震把「未來」摧毀了。

（上）全村房子倒塌，大人憂心如

焚，只有孩子表現得最堅強。

（中）連正規的學校都破爛不堪

（下）滿目瘡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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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只能在簡陋的臨時課室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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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盡綿力扭轉這個困局嗎？可以，

方法亦很簡單：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不同

方式繼續為村民作出長遠的支持。

「未來之村」決心重建學校，讓小孩可以

返回學校讀書。重建工程最快會於12月中展

開，由Architecture for the Mass團隊設計，共

興建十四間具防震能力的課室，超過二百八十

位來自Kanya Devi Lower Secondary School、

Narayandevi Primary School及Sunkanya 

Primary School的學生將會受惠，估計所需資

金為港幣廿五萬元。

不但是學舍，為了能重建整個社區，

「築．動未來」 房屋重建計劃正式啟動。「未

來之村」會聯同來自香港、具建築工程專業背

景的青年所組成的「人人設計（香港）IDEA 

FOUNDATION」及擁有豐富災後重建經驗

的「常民建築－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台灣

及成都）」，一同為尼泊爾Katunge第九區內

一百三十戶家庭重建房屋及重建「未來之村」

兩層高的房子。此計劃不但解決村民住屋需

要，更重要的是，透過建屋重建社區，重建村

民對未來的信心，為受災村民帶來轉危為機的

機會。新房子將採用輕鋼架防震功能，由設計

到施工，村民都會直接參與，我們深信全民建

屋可以再次凝聚社區力量，賦權村民，讓他們

對未來再現希望。第一批重建房將於今年底開

始修築。

每所新房子約港幣一萬八千元（村民會

分擔小部分成本及勞動力），總項目預計約港

幣二百三十萬，受惠村民逾七百人；而較早前

因地震作緊急籌款的剩額款項（約港幣七十萬

元）將全數支持此計劃，故仍需要額外籌款約

港幣一百六十萬。

這是重建最關鍵的一刻，過去十年「未

來之村」一直與村民見證改變，將來我們亦會

堅持與村民一起，從一磚一木開始重建家園。

房子倒下去  人站起來

記得探訪村子時，不少小孩還詢問我

「未來之村」的學習班什麼時候會重開？天真

的小孩滿臉笑容，蹦蹦跳跳，就像地震只是與

他們擦身而過，倒是我勉強地笑了一笑，說：

「屋子也沒有了，哪裏可以有學習班？」十一

年前，村內小孩上學的少之又少，更談不上完

成什麼基礎教育；今日村內小孩大都可完成預

科課程，雖然沒有人當上醫生、工程師，他們

卻有獨立的思考能力，這不就是教育最大的目

的嗎？當年所認識的小孩，都已長大了，有的

結婚生子，有的讀預科課程，有的跑到城市尋

賦
權
村
民 

參
與
重
建

找工作，有的選擇從事農務。這次探訪中，亦

重遇一個小男孩，十年前他是村內最頑皮的一

個，現在卻熱愛讀書。「我愛未來之村，它令

我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沒有它，就沒有今日

的我。」他說。

十一年前，「未來之村」的誕生，為村民

帶來新希望，今日，地震後的它就像灘上的小

海星，我們小小的擧動，可以直接為村民帶來

希望。「未來之村」不只屬於村民，它屬於所

有追夢者，包括我自己、義工們、我的學生和

所有支持者。

 

捐款及查詢重建計劃

捐款方法：

香港－匯豐銀行（香港）

戶口：067-3-044756 (Ms Lam Lai Ming)
網上捐款平台：give .a s ia /movement/
nepal_earthquake_2015_rebuilding_
of_100_homes
查詢：

future.village.nepal@gmail.com
christie.lai.lam@gmail.com
www.facebook.com/future.village.nepal
www.future-village-nepal.org

「築動未來」分享會

活動名稱：「承先啟後．築動未來」分享會：

重見尼泊爾的希望與陽光

講者：林黎明博士（「未來之村」創辦人）

日期： 2015年12月1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九龍佐敦佐敦道4號九龍佑靈堂
Fellowship Hall（佐敦地鐵站 B2出口對
面）

我們並不孤單

自地震發生後，我夜以繼日統籌救災及

重建工作，即使8月回村時，不是家訪，
就是開會討論重建，沒有一分一秒去整

理自己的思緒。在寫這篇文章時，翻看

這四個多月發生的事情，難掩內心的傷

痛和對將來的憂慮，四個月後的今日才

首次滴下淚來。重建整個村子，這個沉

重擔子我能做到嗎？我由衷感謝一班義

工不斷的扶持，在村民最艱難的時候，

他們到訪村子為他們打氣，送上救濟物

資及溫暖的擁抱，義工也不顧大汗淋漓

去幫助清理「未來之村」房子，還有很

多義工和有心人在不同崗位上的支持。

十一年前，只有Dambar和我兩人走過艱
辛的山路，修建小屋，改善校舍，給予

村孩讀書的機會；十一年後的今日，學

校和房子雖然盡毀，重建之路雖漫長，

可是我們再也不孤單。

重建學校的設計藍圖

用輕鋼架防震物料為村民重建村屋 當年的孩子，現在已是少男少女。

如想觀看「未來之

村」短片，可登入

以下QR Code。

﹁
﹃

未

來

之

村

﹄

不

只

屬

於

村

民
，

它

屬

於

所

有

追

夢

者
，

包
括
我
自
己
、
義
工
們
、
我
的
學
生
和
所
有
支
持
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