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社鑽禧（畢業六十周年）定在本年
十月十五日到澳門舉行慶典。記得當年
（四九）社友們離校後，分散各地深造和就
業，因時局所囿，自廿五周年（銀禧）的
加冕典禮，以及每五年一度的團聚，都在
香港舉行。直至國內改革開放，我們把握
良機，在一九九二年以創社五十周年的名
義，邀約海內外的社友群集創社的起源地 
—— 澳門歡聚，是畢業後一大盛事。此後
的四十五、五十（金禧）周年慶典，都在廣
州歡聚，五十五周年再移師香港。今次剛
好是畢業達一個甲子，重回澳門慶祝（鑽
禧），可說是飲水思源，而且三大慶典分在
穗港澳舉行，印証着堅社求學的足跡，實
在十分適當。
承蒙社長陳永江、總務鄭作豪勞心勞

力，從構思、徵詢、籌劃以至聯絡，奔走
於港澳之間，落實了這次團聚的工作，又
得到定居澳門的同學積極地回應，可是以
好幾位常駐醫院、頸上懸着診筒的大夫社
友，人手委實不足，便求教於澳門母校，
這正好敲準了門，使這次鑽禧，有着暢順
完美的歷程。
在此之前，永江和作豪兄還編製了

本年的月曆，把堅社歷次周年團聚的大合
照，刊印作為每月的版飾，寄發全球社
友，俾得日夕觀賞，以慰遐思，極富深
意。張大釗兄題詩於封面曰：
堅社鑽禧六十年，感懷往事豈如煙；
紅藍旗下同成長，至善至正育群賢。
世事風雲多變幻，問心無愧志彌堅；
今朝有幸重相聚，五洲四海慶團圓。
作者亦奉陪於後有詩一首：
濠江創社集英儕，幸立程門共硯齋；
六秩辛勤培正氣，垂耄聚舊樂和諧。
前塵倏忽嗤槐夢，善徑堅循踰嶂厓；
鑽慶當醺醻萬盞，同觀暮靄贍詩懷。
到了十月十五日，香港社友趕到信德

中心集合，難得何壽南兄在碼頭的餐廳預
訂了雅座房間，讓大家進早餐和等候，並
慷慨付鈔。熱誠可感。抵達新口岸碼頭，
澳校蕭文毅、陳志誠、馮少嫻三位主任和
老師已在閘前等候，接待我們乘旅遊車耑
赴母校，和各地的社友匯合。
澳校早已準備豐富的禮品和茶點迎

迓。高錦輝校長及校友會黃漢堅會長致詞
歡迎，並介紹澳校的驕人成績，帶我們參
觀校舍配合時代需要的新建設，使社友不
勝讚歎。隨後到隣近的嘉年華酒樓午膳，
美點盛陳，也是多謝澳校的熱誠款待。

堅社（1949）鑽禧紀盛 黎文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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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澳門黃漢堅會長、張大釗教授、高錦輝校長

左起：香港雷禮和會長、澳校高錦輝校長、澳門黃漢堅會長、陳永江社長

大家飽餐一頓，略事休息，便分乘兩輛旅遊車，由蕭
文毅、彭秀麗、鍾昕曉、葉樹強、黃智中、劉玉玲幾位主任
老師帶領，環市遊覽及講解，途經大三巴牌坊、媽閣廟、
路環城區、氹仔龍環葡韻，那時已到HIGH 
TEA 時間，還供應了新鮮熱辣的豬排包。
原來澳校早已預訂並派員在野餐地點讓我
們分享，設計周到細緻。到了官也街，社
友分散購買手信，滿載而歸。
晚上假座帝濛酒店宴會廳舉行鑽禧慶

典，蒞臨嘉賓有澳校高錦輝校長、澳同學
會黃漢堅會長、香港培正同學會雷禮和會
長、蕭寅定幹事，鄺秉仁校長、康顯揚校
長、李祥立校長、伍華佳主任等。先請三
位澳校前校長為社友掛壽牌；陳永江社長致
謝詞，概述堅社六十年來的經歷；又蒙鄺
校長訓勉我們應老當益壯，續顯餘輝。為
表謝意，由徐壽仁、何壽南、張大釗代表
本社致送禮金予澳門母校及澳門同學會，
陳永江接受澳校贈送之賀牌。鄭作豪匠心
獨運，製作了環球培正同學會之會徽及歷
屆社旗式樣成一牌匾，致送澳校存閱，深
受欣賞。
席間王繼樑社友詩興大發，出示所作

二首：
其一：
世言七十古來稀，八十而今未足奇；
我勸諸兄常鍛鍊，定將暮歲變晨熹。
其二：
易世移時六十年，紅藍依舊譜新篇；
遐思半紀金銀誕，喜慶鑽禧聚盛筵。
一片丹心盈肺腑，萬千名士有培賢；
吾儕莫道桑榆晚，異彩雲霞尚滿天。
張大釗為嘉賓朗誦於鑽禧月曆所作

詩，舉座皆有同感。鄙人也湊熱鬧，有預
作即景一首：
銘記良師善琢磨，羊城畢業各奔波；
暌違六秩常懷舊，轉瞬韶光似逝河。
喜見同窗皆健壽，頻添旨酒任顏酡；
今宵鑽慶盈醰味，五載重臨樂更多。
是夕筵開六席，社友們暢談往事，笑

語連綿，會後依依握別，冀望下次團聚，
能到北京舉行，承林龍卓慷慨答允接捧，
社友們千萬把握良機。此次鑽禧的成功，
感謝澳校的協助，可見紅藍精神無處不
在、永顯光芒的。
出席鑽禧社友芳名錄後：

北京：林龍卓、黃玉鋆。
澳門：陳汝棨、歐陽蔭權、柯小萼、林堅

強、雷一鳴、徐壽仁。
廣州：司徒奕韶、莫蒙允、王繼樑、何振

基、羅銘忠、陳作海、岑裕湛。
中山：陳暉光、黃保才。
香港：陳永江、何壽南、香滌球、葉惠康、

張大釗、鄭作豪、張灼熊、汪棣

賢、黃灼威、鄭志遷、杜煥光、梁廼泉、陳鶴年、梁
維忠。  

海外：（美國）莫國治、鍾明揚。（加拿大）沈東強、趙庭 
偉、黎文韡。（澳洲）廖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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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社（1959）金禧活動簡記
彭煥棠  己丑年臘月

時 光 飛 逝，
今歲已屆我社金禧
之年。欣逢母校
百二十周年紀念，
隆而重之乃必然之
事。於我輩應算是
一生中的大事，故
我們已在三年前開
始籌備。項目包括
重頭戲的同學日慶
典與當晚的大公
宴，我社的晚宴，
加上珠三角與長三
角的二次旅遊。並
印製金禧特刋及更
新通訊冊。為了應
付多項未能收取的
費用，故要籌措一
筆欵項。事情繁多
非僅賴在港同學所
能勝任，况不少
精英已流失他邦，幸各地同學都答允協助，工作才能如期分
配。同學日加冕與二次宴會由吾主理，二次旅遊是吾與謝順
佳策劃，美國灣區的陳炳璋及加卡利的郭端，加上謝順佳負
責社刋。 黄宇楷主理一切收支，聖路易斯的梅韻韶重編通
訊冊，最困難的「求財」非西雅圖的曾慶璇及曼谷的蔡業強
莫屬。陸志中、張卓立、劉紹偉、莫燕秋等提供一切協助。
這可反映出當今世上一地之事，亦是全球的事。甚麼地球村
的難題都要全球的人解决。冉冉三年當有不少意料之外的事
發生，在此不表，唯一可提的是製定各事日期，有些同學以
同學日接近美國的感恩節而避開該時段。但經深加思考終决
定配合校方及同學會之期。因該天是母校的盛大日子，紅藍
兒女應熱烈响應。輕重立判下，再無異議矣！
十一月十九日展開序幕，當天下午三時十多位同學到中

學禮堂參加學生集會，講述我校的紅藍精神，並我們求學與
事業的歷程，希望可給他們加深認識及啟發，一句鐘很融洽
地完結，廿二日下午接待各同學，再詳細介紹一連串活動。
（個多月前已在網上發佈） 翌日出發珠三角旅遊，五十九人
分乘二車。暢遊順德、佛山、新會、開平、珠海各城市。在
新會的華僑博物館展放着華僑到外國的事蹟。不少是血淚交
織的實況。各人不勝唏噓，趙崇光太太更是老淚縱橫，因不
少是她長輩的書函，觸景傷情，難免百感交集。開平的碉樓
是一種特式樓房，聯合國列之為文化遺產。百多年前華僑衣
錦還鄉，卻成為匪徒獵物，於是聰明地蓋堅於防禦的房屋，
海外同學應更多感概。
五天很快過去，二十七日晚上回港。已錯過了當天開

放日的開幕儀式，及小學植新樹 （我社贊助） 的交接儀式。
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全體社友齊集中小學接壤的梯級拍大合
照，七十三人皆精神奕奕，風采依然，難怪有說人生七十開
始，如今方知此言非虛，金禧儀式很快便開始，很高興請到

鄺文熾老大哥、
鍾偉光老師、劉彩
恩老師、老瑞麒老
師為我們掛上金禧
紀念牌，跟着呈獻
薄金予母校 （中、
小學） 與培正同學
會。禮成後乘專車
往亞洲國際博覽館
參加大公宴，諾大
的塲地入口處佈置
一時光隧道，令大
家加深認識母校歷
史。光社訂下九
桌，坐無虛席，亦
有見遺者，老同學
萬里重逢，已是未
飲先醉了。
卅日假座又一

村會所舉行金禧晚
宴，筵開十二席，

塲面熱鬧非常，已多年未露面的同學亦難以再自我封閉。嘉
賓有老瑞麒老師、何建宗校監、葉賜添校長、李仕沅校長
伉儷、張廣德副校長、吳漢榆老大哥、呂沛德副會長、潘
嘉衡老師𦲷臨，令宴會生色不少。林英豪校長及張春煦老師
以旅途遙遠，難以回港，唯有為我們的特刋賜予珠璣。席前
全體肅立唱校歌，吾致歡迎詞後，校監、校長、老師先後致
詞後，梁康民謝飯禱告，席間有口琴隊重演半世紀前畢業晚
會的表演，隊員包括郭子賢、梁乃森、劉森坪、彭澤藩、區
作燊、陳炳璋，功架尤勝從前，重奏昔日之曲，難免蕩氣迴
腸，當年情，歷歷在目，正如寒天飲冷水，點滴在心頭。又
有盧定澄領唱光社社歌，及由吳漢榆為我社填寫的畢業歌，
當晚同學有七十九位，正是光社同人大會的最適當時候，所
以即塲普選出二年半後的下次聚會，結果美東獲選為東道
主。當晚赴會者皆獲贈一「嘉勉狀」。內容是「中庸」的第一
章，中英對照，這百年前被打倒的我國思想文化瑰寳,，如
今重論定為人類文明的圭臬。又送贈每位嘉賓及各同學金禧
特刊，眾人皆開懷暢飲，高談濶論，盡訴心中之情，緬懷往
日舊事，確是盛筵難再，人生幾何。所以有同學認為豐富了
人生旅程，添加了美好回憶。
一宿無話，又出發長三角遊，先飛南京，遊覽中山陵、

明孝陵、長江大橋，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最令我們中國
人悲憤，它剛遷了新址，館址更大，資料更豐，悲的是心更
酸，它展露世間極盡兇殘的人性，聞者心酸，看者流淚，但
願世上執政者都引以為戒，莫讓悲痛重現人間。可嘆的是
侵略者仍未悔改，竄改史實，足証狼子之心猶存。易經云：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捨之別無良法矣！再遊蘇州、杭
州、上海，八天行程轉瞬完畢，二個星期的金禧活動全部完
成，各人都平安歸家，璀璨應要回復平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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