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12月7日以後有兩項延續活動，其一為12月7日至10
日的「海口、博鰲4天遊」；其二為12月11至12日「中山、
珠海、澳門2日遊」。因為今年適逢母校香港分校創辦75周
年，我們便可以藉此參與香港母校75周年慶典、一年一度
的同學日及我社45周年社慶，一舉三得！

2008年3月，小組正式召開籌備會議。首先，訂定了整
個組織程序，作了適當的分工，參與工作的一大群同學，
都當仁不讓，全力以赴。小組分配了李仕浣同學專責聯絡
母校75周年紀念典禮，邀約同學參加感恩崇拜及廣場剪綵
禮事宜；李永如同學負責12月2日真社45周年重聚大宴；廖
約克、朱鎮龍負責12月3至5日大嶼山憶舊3天遊；劉紹其
同學負責12月6日同學日大會我們的藍寶石禧事宜；海口、
博鰲4天遊則由陳元廣、廖約克、梁崇榆負責；李永如負責
安排中山、珠海、澳門2日遊。

首先，我們給同學發出一通電郵，電文引用了畢業同
學錄中王通利社長描繪畢業旅行的文章，「下午二時左右扺
海天一境，四週高峰，⋯⋯悠然一境人外，都不許塵浸，地
方清幽，真如世外桃源，寺院外尚有村人樸素山居，使我
們忘卻繁華的都市生活，得享大自然美景，若我輩他日憶
曾遊處，必能記得半竿斜照一抹映疏林，絕頂芳庵裡，老
衲正孤吟。」期望能喚回同學45年前的回憶，呼籲同學積極
考慮於12月抽空回港參加活動，其他瑣瑣碎碎的工作，亦
接踵而展開，活動程序亦一再因應現實情況而一再更改，
但我們都能以第一時間透過電郵通告同學。自籌備小組組
成後，緊張的情緒，隨著日子的臨近而不斷加增！

為了解決外地回港同學住的問題，朱鎮龍同學親至窩
打老道YMCA商討替同學訂房事宜。因得旭社的經驗指
導，我們取得極優惠的房價，替同學議定了入住的日期和
條件，他們可以透過網上自行訂房，解決了他們回港後的
住宿問題。又李永如同學替我們與又一村花園會所訂妥了
12月2日的宴會地點；廖約克、朱鎮龍、張修齊等同學又親
至銀礦灣，為3天的住宿、交通、膳食，做好準備工作，以
迎接重聚日子的來臨。至於離港外遊，則分別交由不同的
旅行社代辦，參與的同學只要分別選擇所參加項目，將費
用寄回來便可以了。原本郭家賢同學替我們設計了一款服
裝，以備我們在藍寶石禧時穿著登台拍照，可惜因種種困
難，未能如願，最後選定了毛冷背心，由李仕浣同學請校
服商代為製作。背心的徽號徵用小學馬騮頭設計比賽得獎
作品，加入「63」字樣，十分美觀（因為最低製作數量為150
件，所以仍有存貨，同學如需購買可通知我們）。

這一次重聚重點活動項目包括兩次聚餐及大嶼山3天宿
營，議定收費港幣一千元，不敷之數另行向同學募集；又通
過徵收社費港幣一千元，以維持我們在母校每年頒發的「最
優教學獎金」及一些必需的人情酬酢，兩者都得同學踴躍響
應。
45周年紀念聚餐：

盼望著的日子終於到來，12月2日 — 香港母校75周年
大慶感恩崇拜及建校75周年紀念花園開幕典禮，除了代表
真社出席的李仕浣、朱鎮龍外，海外回港的同學亦大批出
席了這兩項活動，在在都顯得我們難忘母校教育的深恩。
晚上，是45周年紀念聚餐，地點選又一村花園會所。負
責安排的同學李永如、廖約克、朱鎮龍、盧廣鋒、甄仕坤
等，未到下午三時就已到場。同學們陸陸續續的蒞臨，早
到的同學紛紛加入迎接的行列，站在門口迎迓來臨的老同

學！四十多年不見，有些依然風采如昔，有些卻已有很大
的改變了！搜索依稀的記憶，能喚出的只是衝口而出的花
名！確實的名字，要不是在簽到簿上辨認，就得注目於貼
紙了；能認得每一位同學的，相信是十分了不起的天才吧！

我們請得三位老師出席，他們是陳立方老師、麥文郁
老師、劉彩恩老師。劉老師高齡八十八，李振聲、梁崇榆
同學親往迎接；陳立方老師年已超九十，由家傭陪同，由陳
元廣同學接來；麥文郁老師是較我們高十一屆的偉社學長，
依然風采如昔，看來比我們還年輕！他的青春體態，可能
是經常練習社交舞所致吧！

出席餐聚的同學，香港有：陳元廣，呂伯英，張修齊
夫婦，朱鎮龍夫婦，何約翰，盧廣鋒，劉紹其，陳明，李
永如夫婦，李仕浣夫婦，梁崇榆夫婦，崔少明，廖約克夫
婦，陸浩燊夫婦，譚鎮傑，王仕中，應明儀，李振聲夫
婦，甘倩然，梁子春，華保德，周博文，邱和平，劉超
群，甄仕坤，蕭雪霞暨其夫婿，畢國良，羅啟幹夫婦。美
國：區錫焜夫婦，梁遠健夫婦，陳振榮，陳振熊，陳其偉夫
婦，郭家賢，陳訓勤夫婦，陳大珉，朱婉蘭暨其夫婿，郭
仲德夫婦，李紹鏗夫婦，雷超倫夫婦，單金珠暨其夫婿，
王定昌夫婦，汪大勇夫婦，阮北康，張弘弢夫婦，袁貞
立，吳盛俸，李達森，陳碧珊等。加拿大：朱柏熾，林兆
庭夫婦，應惠良夫婦，李宗禮夫婦。遠居於泰國的黃昆臨
同學，一向熱心促成真社活動，她為這一次活動的貢獻良
多。本來早已訂妥了機票，和夫婿一起回港參加聚會，但
由於11月底泰國政局的急劇變化，機場給反政府派佔據，
而未能及時回來！誠為可惜。自12月1日開始，每天朱鎮龍
都和黃昆臨通長途電話，查詢她的行止，以方便我們作出
最適當的配合！

同學蒞臨簽到後，便即時換上特別為45周年定造的
社背心。紀念聚會的司儀由北美同學單金珠、梁遠健、陳
振熊三位擔任。本安排黃昆臨同學領唱校歌，因黃同學滯
留曼谷，改由陳振熊同學領唱！籌備小組主席朱鎮龍同學
致辭，縷述籌辦過程的甘苦和趣事，使我們得悉畢業離散
後，大多數同學的蹤跡。由於籌辦這一次活動，我們利用
了先進的電子傳訊平台，在互聯網上搜尋同學的蹤影，很
多時會神奇地發現同學的所在！因此有45年從未現身的同
學，亦神奇地聯絡上了！如阮北康同學是畢業45年後才第
一次現身的；又縱使這一次未必能抽空回來，但亦承諾5年
後，金禧聚會時一定要出現！其中，胡志鴻同學，是最早
報名的，但最後卻遺憾地因有要事未能回來！鄧乃鍵同學
是最後才聯絡上的，亦因12月5日在美國有重要會議，要推
遲至12月7日才能回港！所以我們只好在12月12日晚上，
另行安排一次聚餐讓同學能和他一聚。12月6日的同學日聚
餐，劉超群同學家有喜事，他榮升老爺，是日也，是他老
人家的兒子大婚，且部分老友要參加劉家喜筵，於是未能
參加同學日的盛會⋯⋯等等，一一都在朱同學的報告中道
出，讓我們高興一番。

我們的司儀尊敬地敦請老師給我們訓訓話，可惜三位
老師都十分客氣，婉拒了我們。司儀只好請朱鎮龍同學代
表我們向老師致送紀念品；之後，張修齊同學領禱謝飯後，
便開始了晚餐。這一晚筵開七席，談笑之聲不絕於耳！也
有同學如穿梭蝴蝶，逡巡於席間，志不在食，在於與久違
了的同窗聚舊。近十一時拍過集體照，叮嚀過翌日大嶼山
之旅集合時間後，始依依不舍地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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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憶舊之旅：
11月底，朱鎮龍、廖約克、張修齊⋯⋯等幾位同學，

為了安排這次旅程而走了一趟大嶼山。首先，到銀礦灣酒
店核實酒店大裝修之進展，以免影響近六十位同學之懷舊
活動。繼而，為這三天的活動、行程、路線、乘車及訂餐
等預作安排，為此他們便繞走了北大嶼山一圈。我們原打
算12月3日早上，在港外線碼頭附近酒樓集合，午飯後始
乘船往銀礦灣，並得李振聲同學的秘書譚小姐替我們預先
訂席，但經探路之旅後，最終改變了初衷，安排全體同學
於早上十一時在碼頭集合，乘船前往目的地，在銀礦灣午
膳。

大嶼山之旅參加的同學，香港有：盧廣鋒，崔少明，
梁子春，華保德，陳元廣，呂伯英，劉紹其，張修齊（2），
朱鎮龍（2），李永如的夫人和陸浩燊的夫人，梁崇榆（2），
梁遠健（2），廖約克（2）。美國：陳振榮，陳振熊，郭家
賢，區錫焜（2），陳其偉（2），陳訓勤（2），陳大珉（2），
朱婉蘭（2），郭仲德（2），李紹鏗（2），雷超倫（2），單金
珠（2），王定昌（2），汪大勇（2）， 張弘弢（2），袁貞立。
加拿大：朱柏熾，應惠良（2），李宗禮（2），林兆庭（2）。
泰國：黃昆臨。昆臨同學的來臨，真的歷盡艱辛！她在曼
谷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來港機票，然後一早便趕往
軍用機場，於12月3日午後登機飛港，登機前和我們取得
聯絡，約定抵達香港機場再通電話。我們晚飯後接昆臨來
電，知其已安抵香港，惟當晚卻因的士罷駛，阻塞通往機
場道路，她無法截得的士來銀礦灣！真可算是好事多磨，
一波三折！幸好我們這一趟出路遇貴人，餐廳主人和我們

談得投契，也和我們有點淵源，因他為我們的同代人，他
熱衷運動，亦為學界田徑短跑好手，認識我們的學弟田徑
運動員也和吳華英老師有交往。他得知我們的窘境，遂見
義勇為，代覓相熟的大嶼山的士司機，請開車到機場接昆
臨同學！在我們晚會還未開始，昆臨同學便已姍姍而來了。

12月3日近午，同學們準時抵達碼頭，半小時的飛翔船
程把我們送到銀礦灣，和當年近兩小時的船程，有天淵之
別！午飯一開始便把我們這群久別的老友，緊緊地扭結在
一起，高興、喧鬧之聲不絕於耳！飯後往酒店放下行李，
隨即開始集體遠足銀礦洞，步行經過這一帶的村落，登銀
礦瀑，欣賞郊野景色，漫步登山小徑，仰觀白雲浮遊，海
上落日，映照出大地一片嫣紅。外地回港同學已習於以車
代步，難得有長途步行，因此，行了一段路，一些同學已
有吃不消之感，於是我們很快就打道回程了。

晚飯後，我們用了酒店會議廳舉行晚會，晚會仍由梁
遠健主持。遊戲依然有點像四十多年前班會的晚會，有遊
戲、有問答題目，不過就有點成人玩意的味道了！昆臨匆
匆從機場趕來，同學們都關懷地詢問那邊的情況，晚會結
束後，一部分同學仍餘興未了，攜著酒店送的紅酒，一起
步行到海灘公園，跳舞、唱歌、聊天，直至深夜，在這一
刻盡情地重溫畢業旅行時的舊夢！

翌日早上，原安排分兩部分活動，一些同學乘車到伯
公坳，登鳳凰山觀日出，另一批同學乘車到寶蓮禪寺，追
尋舊日足跡，參觀心經簡林、大佛。但由於經過一日的勞
累，對登山觀日出已敬謝不敏了！清晨，只有廖約克、朱
鎮龍兩人漫步沙灘觀日出！及後，鎮龍夫婦還約了朱婉蘭
及其夫婿在酒店門外一同練習太極拳。早餐後大部分同學
隨著廖約克走了一段很長的山路，然後全體同學到巴士站
乘車登大嶼山寶蓮寺。由於人數太多，巴士公司要加開特

別班車接載我們。
重遊舊地，45

年過去，真的有恍
若隔世之感！寶蓮
寺山門牌坊、楹聯
依舊，但當日住宿
之所，已經拆卸，
工地上一片荒涼。
同學們帶著追念，
到溥儒題字遺跡
拍了照，以示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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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舊！齋堂知客誤會我們是培正老師，對我們十分客氣，
招呼周到，使我們有賓至如歸之感，更讓我們只要報稱「培
正」就可以自由參觀大佛展覽館和舍利子！最後，步行了一
段不很長的路，走訪由著名學者饒宗頤教授所手書的「心經
簡林」，在那裡逗留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乘車離開昂坪到著
名的漁村大澳遊覽。由於這段車程的遊客較多，所以安排
同學步行到總站乘車。這樣，就將華保德同學獨個兒留在
寶蓮寺旁邊的一個車站上，幸好給同學發現少了一人，才
有驚無險地把她尋回。

大澳是個有接近二百年歷史的漁村，那裡的水上人以
木柱將木屋架在水上形成了特殊「棚屋」，它是香港最具水
鄉風情的地方。到大澳，首先是品嚐那裡出名的山水豆腐
花，芝麻糊、腸粉等小吃。原本我們安排同學乘船到海上
觀賞中華白海豚，可惜這天風太大，沒有漁船肯載我們出
海，於是大夥兒選擇了漫步大澳，參觀很具特色的棚屋景
觀。這種棚屋，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是原居民「蜑族」的
居所，也是香港唯一原居的少數民族，他們以捕魚維生，
現在的棚屋仍泊有小船，作為他們的交通工具。

行罷棚屋，在海旁集合，美麗的夕陽映照，我們漫步
海旁長堤，走向一家很隱蔽的酒家 — 「東方小祇園」用晚
膳，這是行山人士所鍾愛的一家飯館，由廖約克同學推
介。我們在這裏吃他們的招牌素菜及海鮮。因為這天不是
假日，五桌就把這酒家全包了下來，我們可以肆無忌憚地
開懷大叫大笑！歡笑聲不絕於耳，可以說是最適意的一個
晚餐了！它遠離熱鬧的市區，有與世無爭的恬靜，縱然我
們的狂笑，劃破了黑夜的寂靜，但亦不會有人橫加干涉！
飯後，我們卻得冒著黑暗，望著遠處的燈光，摸黑步回巴

士站乘車回銀礦灣酒店。我們仰望著星空，都珍惜這刻的
寧靜。

最後的一天早上，同學三五成群，漫步海灘，掇拾著
昔日殘留的舊夢，早餐後辦妥退房手續，便乘船回到香
港。劉紹其同學建議同學分乘的士，到銅鑼灣避風塘遊艇
會午膳，一起欣賞香港美麗的景色。
同學日：

12月6日，培正同學會一年一度的同學日大會，中、小
學開放校舍，同學們相約歸寧母校，感懷於母校的變異，
昔日面貌不再，大門依舊，入門後的幾座大樓已被新廈取
代，小學操場的石枱和高大的影樹，都已消失得無影無
縱，換了新顏的小學部，是一幢幢擠在一起的教學樓和新
建泳池。中學舊體育館改建了，新體育館雖更具規模，但
我們還是懷念那舊日的室內藍球場！橫跨著斜路上，是新
建的一座大樓，活像一隻矗立的怪獸，監視著每天進進出
出的莘莘學子！同學們慶幸C座和圓樓梯，無災無難地倖
存，供他們憑弔！都紛紛在哪裡拍照留念。他們參觀校史
室，追懷昔日長於斯的每一個片段。晚上，七十多位同學
參加了藍寶石禧紀念拍照和晚宴，我們更成為當日出席人
數第三獎的級社。
海口、澳門之旅：

12月7日至10日是真社4天海口、博鰲之旅，參加者共
有27人。11日至12日是2天中山、珠海、澳門之旅，有25
位同學及家人參加。
海口、博鰲4天：

7日中午，經個多小時的飛行，客機將我們送到這號稱
中國第二寶島的海南省海口市。海南省原屬廣東，建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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