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眸過去的一年，我們深深的感動着！鄭翰章老師
（斌社）於8月6日早晨來電：我在旅舍住，昨日跌倒，不
能行動，要去醫院治療。徐育強、曹國裕和我三人即赴旅
舍，在旅舍職工的協助下，叫來的士，很快把老師送到荔
灣區中醫院，經診斷：股骨破裂，需住院治療。住院百多
天，醫療費三萬多元，劉榮駒同學慷慨解囊，全額支付。
住院期間，廣州明社多位同學前去探望老師。11月底，
老師出院回英德居住，一位孤寡老人，我們很不放心，原
來老師在英德市教育局落戶。五十多年來，在英德播下了
許多種子，苗出壯實結果，因而與學生、家長結下深厚情
誼，她（他）們都很樂意義務照顧老師的起居生活。在住
院和出院後，我代老師收到：葉耀棠同學港幣一千元，
梁松福港幣二千元（先後兩次），邱秀玲社嫂五百元，楊
社堯老師二百元。社委們於今年2月21日前往英德探望老
師，並送上同學們的禮金和禮品。老師精神很好，康復也
快，能不用拐杖行走廿步。當天我們設午餐請老師。席
間，老師舉杯多謝明社同學對他的關心並向大家致謝！

今年適逢明社同學離校60周年，我們祝願老師早日康
復，共慶華誕。

下沒有參加，無法報道。有待和有勞某位旭社社友執
筆。讓我們在2012年在香港再度團聚吧！

旭社社友，近來每隔數年便團聚一次。相見時，
大家以童顏鶴髮、老當益壯互相祝賀。大家身體還很
壯健，這是值得慶賀的。我們成立旭社之初，這個旭
字在1956設計之初，原指早上美麗的朝陽，但不知不
覺，它已經化為驕陽，度過中午和下午，而今更成了
斜陽和夕陽，真是耐人尋味。人云：夕陽無限好，只
是近黃昏。但黃昏可並不怎樣。我左思右想，終於鑽
研出一個答案。請細看我們旭社社徽，旭日之上，不
是有一把大火炬嗎？當日那位年輕設計者（慚愧，正
是在下）留下了伏筆。當旭日高升到如日中天之時，
把這火炬點燃了。即使旭日變成斜陽夕陽，火炬會繼
續燃燒。有詞云：「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對我們來說，是「光明溫暖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同
學們，旭社社友們，努力加餐飯，保持身心健康，未
來的好日子還多著呢！

前些日子，培正1939年畢業的鵬社社長林英豪學
長召集了一個畢業70周年2009年金鑽禧加冕團聚，
參加的師兄師姊，個個都精神抖擻出席，情同手足，
不離不棄（請參閱培正通訊2009年冬季和2010年春季
刊物，書中有圖為證）。如此濃厚情誼，真是彌足珍
貴。我相信我們旭社社友也同樣做得到金鑽禧加冕團
聚的。

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偉社（一九五二）張景富同學於二○一○年8月21日到
羅省與其兄弟景燊、景才夫婦和偉社同學梁甫南、黃伯勤、
胡適仲等相會，之後於八月廿四日飛抵PORTLAND與其在
NIKE總公司任職的兒子一家團聚。

九月一日景富、景燊和景才夫婦同到加州首府沙加緬度
市探望吳炳威夫婦，並在吳家住宿。九月二日同在沙加緬度
市的偉社同學，吳炳威夫婦、梅漢泉夫婦、陳成章夫婦茶叙
於麗富樓。茶叙之後，景富、景燊和景才夫婦四人乘火車前
往屋崙市，由余秉度同學到火車站接往屋崙市華埠中山大廈
住宿。

九月三日，偉社同學大叙會於屋崙市牡丹閣海鮮酒家，
到會的偉社同學有：張景富、張景燊、張景勳、張景才夫
婦、何平東、梁乃雄、韓定一、陳泮榮、雷錦滋、明鏡嫂
張寶玲、余秉度等。吳炳威夫婦專程由沙加緬度市乘火車前
來參加叙會。梁健元、莫聲凱和伍從旺三位同學因臨時有事
未能到會。景富兄弟四人和灣區多位同學五十多年來首次重
逢，別有一番樂趣，同學間重溫同窗往事，不亦樂乎！茶叙
之後，互道保重，依依惜別。

九月七、八兩日和十日由何平東同學陪同景燊、景富兄
弟暢遊優山美地國家公園、赫氏古堡、十七哩神秘點等著名
風景區。景富、景燊於十一日更參加一日遊往鮑魚養殖場參
觀，並飽餐美味鮑魚。

九月十三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孫必興會長、戚嘉慧副

會長和田鈞祥理事等邀請張景富、張景燊和余秉度在屋崙牡
丹閣飲茶，相叙甚歡，暢談舊事，相互交流，得益非淺，席
間張景富和余秉度各捐助美金二十元給三藩市培正同學會通
訊。

九月十五日何平東、張景富、張景燊、張景勳和余秉度
等專程前往發達谷賭場小遊，飽嚐美味自助餐，秉度和景富
更有少許收穫。

九月十六日誠社李君聰同學約會張景富、余秉度和林熹
日（誠社）在牡丹閣茶叙，其間李君聰和張景富重憶在紐西
蘭相叙之情，極為歡暢。

景富、景燊弟兄在屋崙市停留的十多天，曾多次和培英
中學同學會同仁和同學相叙。（景富、景燊二人初中階段就
讀於培英中學，高中轉讀培正中學）在此期間並和何平東、
余秉度同學多次攻打「四方城」及晚餐。正如景燊、景富兄
弟所說：「在屋崙渡過了多姿多彩，歡樂難忘的十多天。」

景燊（專程由休士頓到PORTLAND飲喜酒）景富兄弟
於九月十七日乘機往PORTLAND參加景富之孫彌月喜宴，
之後景燊飛回休士頓市，景富則於廿七日往羅省乘飛機回紐
西蘭。

補述：到美國之前景富曾往大陸旅遊，在上海會見偉社
同學余秉量和黎萬達，並參觀了上海世博會。在香港曾與何
家輝、黎惠民和鄧霈霖等眾多偉社同學相會並合影留念。

偉社余秉度供稿

紐西蘭培正同學會前會長張景富
到訪三藩市灣區

)P‧GQ‧RS

賴燦耀

61

級 社 消 息



2010年明、翔兩社台山聯誼合影

台山聯誼共祝生日快樂

2010年11月2日至5日，培正明社、培道翔社同學綿延
繼續一年一度的聯誼活動。秋深時分，天高雲淡氣爽，大地
翠綠，田野金黃，又一個豐收年！車輪在高速公路上轉動，
兩個時辰，我們便來到台山。回想初高中時代，台山（四
邑）子弟出廣州求學，乘坐「花尾渡」要用一整天時間才能
到達，有時遇着劫匪（海盜）更是危險！新中國成立後，再
沒有這種打劫了。

台山——丘陵地帶，南邊是海，有廣海漁港，因此廣
海咸魚，台山蝦醬都很有名氣。蝦醬炒通菜，蝦醬蒸五花肉
都是和味開胃可口，台山的黃鱔飯不可不嚐，爽滑香噴噴，
真是食過翻尋味！幾天來由於菜餚多了，飯吃不完，我們把
食物打包放在冰箱帶回家吃。講到食海鮮，都斛的海鮮平、
靚、正。到台山就到都斛鎮海鮮街，不過那里都是小作坊

（大排檔），不適合我們過百人的用餐，所以我們不得不在台
山市內海鮮街食海鮮了。

來到台山，去開平看碉樓，遊私家花園——立園，或去
浸溫泉。我們安排一天到塘口的自力村看碉樓群和遊立園。
開平，台山每個村落都有一兩座碉樓，或在村尾村頭。據說
是防盜賊和防水災之用，現已成為古蹟了。

今次台山行除省、港、澳、台內地等同學參加外，還有
來自加拿大的謝哲明夫婦、美國馮英杰夫婦、黃瑞儀夫婦、
黃鴻振、熊啟光兄弟二人、英國的陳炯超夫婦、由美國回珠
海定居的何量照夫婦、新西蘭莫肇生夫婦、澳洲馮玉基兄弟
倆。馮玉基同學兩次中風，兩次手術，行動不便，但在胞弟

的陪同下，乘飛機、坐輪椅克服一切困難，堅定地回到廣州
參加台山聚會。聚會期間，同學們十分關懷和親切問候。另
外還有我們的90高齡楊社堯老師，楊老師在其公子、佣人
的陪同下，坐着輪椅也堅持來台山看望眾多的學生。馮玉
基、楊老師的參加活動，牽動着我們數十年的師生、同窗情
誼！

最後一天，陰雨，早餐過後，我們乘車來到新會圭峯山
旅遊區——玉湖景區，那裡有大自然恩賜的天然氧氣！玉湖
小苑，依山而建，湖水清澈，小橋流水，綠樹成蔭，在此大
廳休息和午餐。一陣熱鬧的聲音，同學們紛紛排起長龍，原
來新會的梁栢源同學組織了當地的商戶供應新會特產——陳
皮，每盒75元（有半斤），不貴，比起剛才去的「陳皮會館」
價錢便宜多了，剎那間，多箱的陳皮被搶購一空了。
餐後結束聚會，大家高唱友誼之歌，激動的場面，依依道
別！互祝一路平安，明年60大慶廣州見！ 　　　明社通訊

TUVTUV
追記2010年明、翔兩社聯誼聚會

此歌曲是羅章林同學於
去年11月旅美探親時
間與社嫂胡素智（已故
黃燊華之夫人）合作，
為慶祝明社鑽禧而作
的。今年12月3日為廣
州母校校慶日，明社於
12月3至6日組織大型
慶祝活動，歡迎廣大明
社社友攜眷歸寧！共慶
歡聚。

懷念台山（五言絕句四首）

（一）
祖藉美南村，久作異鄉人。
惟有幽夢中，千里可歸尋。

（二）
僑舍繞翠竹，村口立炮樓。
走我石板路，游子盡白頭。

（三）
晚霞紅勝火，炊煙日斜西。
牧童牛背坐，弄笛又高歌。

（四）
百畝圍塘稻，簑笠細雨中。

橫網捕桂魚，景物自難忘。
阮華漢（1951明社） 2010年9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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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三藩市培正同學日，對於灣區正社同學來說是
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它不但是慶祝正社畢業50周年的金禧
紀念日，而且也是洛杉磯和外州、外市正社同學一次中型的
大團聚。最難得的是平時甚少出現在正社活動的同學如李小
琼、馮立仁、李宗賢、黄克強、馬文洪、譚天銘、孫必成、
徐子敬等也來参加了此次慶典。27位正社同學，在最適宜迎
客的灣區氣候與環境下，輕鬆、愉快地共度了三天好時光。
在繼續寫下去之前，在我們仍然沉醉於歡樂回憶的時候，請
大家記住，這次慶會之成功與洛杉磯同學會的参予是分不開
的。感謝黄文輝同學組織了這次突破性的跨會互訪。 勇敢
地面對包車，拉大隊之困難。感謝支持黄文輝的洛杉磯同
學，特別是那些本來計劃自駕車來灣區而在最後時刻為了顧
全大局而改乘包車的洛杉磯同學。黃文輝曾對我說：沒有他
/她們放棄原來計劃的犧牲，這次跨會互訪就無法順利進行。

三天活動的情形，在文昌的大作中已有詳細報導，這裏
便不多寫了。唯一想補充的就是我個人從此次盛會中所體會
到的紅藍精神。

當我見到幾位年近九十或九十開外之同學，有些甚至由
老遠的洛杉磯跑來参加三藩市同學日加冕慶典時，我不得不
要問，老同學呀！加冕只是一種形式而矣，您們長途跋涉，
舟車勞頓地跑來三藩市，為了什麽呢？實質何在？難道這個
形式對高齡若各位還如此重要嗎？

畢業七十年了，紅藍精神之火焰好像仍在您們心中愈
燃愈烈。我們做後輩的還可以說些什麼？只能借用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來形容您們，跟隨着
您們前輩的腳印步步向前，並向您們致予崇高的敬禮。

在校期間，自己水平低，功課忙，思想懶惰，根本不
會也沒有時間去思考像紅藍精神這樣的抽象問題。紅藍精神
究竟有沒有一個官方定義？是不是如一般通俗的說法，紅色
象徵熱情，藍色象徵忠誠、信守、理知、自由、高貴？老實
說，到了今日我只能模模糊糊當自己明白而矣，如果真要我
清楚說明，可能50分都考不到。相反，因為「培正馬騮頭」
字面上比較客易理觧，又經常被用作象徵培正學生的聰明，
頭腦靈活和百厭。學生時代誰不愛被冠上聰明、百厭與頭腦
靈活的稱號？所以一段很長時間，我都把培正馬騮頭誤觧為
紅藍精神。這種想法當然是錯誤的。百厭、聰明是两個形容
詞，紅藍精神是個名詞，两個形容詞無論怎樣加減乘除都不
會得出一個名詞的。可是當時不會這樣想。如不是後來負責

誰道人生無再少？ 誰道人生無再少？ 

華麗的台山碧桂園酒店大堂。左起：賴燦耀、黎耀爍、馮耀錦 台山行明社同學喜相逢

正社版主一職，到了老兵之年齡可能還要借〝難得糊塗〞來
掩飾自己的無知。

七年前，自從黄伯在Lost and Found 把我找回來後。因
為多嘴，在正社籌備網站時多講了幾句，後來又為Asilomar 
重聚寫了兩篇側記，便被錯認為可擔當版主一職（網主是我
的老板張文昌）。常言道：言多必失。我這次犯的就是這個
錯誤。不過做版主不是完全沒有好處的。還是先講壞處比較
容易起承轉合。版主的壞處是終身制。自網站成立至今已七
年了。美國總統已換了幾届，日本首相也換了無數位。但我
們還是找不到接班人。如果向北韓學習的話，可能兒子還要
繼位才行！好處呢？加州正社人多，聚會多。洛杉磯有洛杉
磯聚，灣區有灣區聚。再加上兩地個別同學的出訪聚和外州
同學的來訪聚，說它一年十聚，大概一點也不過份。聚會之
名堂更是多得令人眼花繚亂，雙月例聚、新年聚、聖誕聚、
籌委聚、歡迎聚、歡送聚、生日聚、抱孫聚、行山聚、火車
聚、遊輪聚、一年一度同學日聚、三年一小重聚、五年一大
重聚‥‥。如果再加上電話電郵〝聚〞，相信就無法說清楚
了。總之，林林總總，熱閙非常。

熱閙過後，除非腦殘，否則總會去想想『聚』之動力從
何而來？真的是紅藍精神嗎？我以為以此來回答問題太過一
般化了，在紅藍精神之後面一定還另有原因。想透過兩種校
色來尋找紅藍精神之定義，也許永遠無法清楚也觧說。「馬
騮頭」除了象徵聰明，頭腦靈活與百厭的意思之外，一定還
有別種含義。人們在觧答問題時常犯了舍近務遠，棄易求難
之毛病。近在眼前的九十高齡之老同學身上，不是俱備了
所有我們需要之答案嗎？。他們不辭勞苦來出席慶會，當然
不是為了只是一種形式的加冕。九十高齡，人世間還有什麼
浮華未曾看透的呢！能驅動無欲之心，大概只有由愛而產生
出來的堅強意志力和一顆像猴子般年青的心。如不是這種堅
強意志力和年青的心，我們的老兵在九十開外之高齡仍出席
同學日的加冕慶典嗎？如不是這種心力在體內鼓蘯着，畢業
七十年仍欣然面對長途跋涉，舟車勞頓之苦從老遠的洛杉磯
跑來與大家歡聚一堂嗎？透過這些九十歲高齡的老同學在慶
典上之表現，我好像明白了其中之真意。年齡可以老去，年
青的心和意志力却不能沒有。雖然我們都已到了老兵之年，
如果保持着從紅藍精神而來的那股力，「休將白髮唱黄鷄」，
誰敢說人生無再少？

1960 正社 林鼎 2010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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