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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

今年適逢香港培正建校八十周年，本擬報道有關消息，惟因學校已另聘專人製作特刊以
及晚宴場刊，為免重複，故不作專題介紹。

本人於去年開始接捧編輯同學會通訊，如按最簡單的做法，一如以往的將稿件直接交予
印務公司付梓，但發現費用昂貴，以黑白方式印刷每期也需四萬多元，每年出版兩期，
連同郵費達十多萬元，是同學會一項沉重負擔。是故自 175 期起毅然挑起重擔，拍心口
由自己排版，自己交予工廠印刷，改用彩色編印，費用減至每期約一萬多元。除減省印
刷成本外，我們也盡量控制每期頁數，以免超重而付雙倍郵費。因此，我們會選登來稿，
餘稿撥至以後安排刊登。

我非科班出身，從未學習排版，效果自然未如理想，我曾收到一些校友批評。相信大家
是對此通訊愛之深，責之切。這份通訊是屬於各位校友的，我們除了歡迎大家來稿外，
也希望大家對通訊的編排、設計等多加批評，給予友善、正面的意見，讓我們可以改進。
當然，我們更需要各位校友在財政上的支持，多多捐助印刷及郵寄費用。

稿		例

1. 本刊為培正校友交流平台，每年出版兩期，歡迎香港及各地培正、師生、校友投 

            稿；除約稿外，本刊不接受其他人士來稿

2. 校友來稿必須附上真實姓名及所屬級社，本刊不接受以筆名投稿

3. 來稿請盡量另外附上照片，照片像素請調校 300dpi,，以方便付印

4. 如來稿屬轉載，請先向相關單位洽談版權，來稿時請付上書面版權同意書

5. 來稿請注意保障私隱，請勿隨意公開自己或他人地址、電話等個人資料

6. 稿件內容不得作出惡意譭謗或人身攻擊

7. 本刊編輯有權刪改來稿，如要求原文照登，必須在來稿中聲明

8. 本刊會因應每期來稿數量選登，選稿原則按以下先後次序 :

 (1) 香港同學會消息

 (2) 各地同學會消息

 (3) 級社消息

 (4) 校友重要消息 ( 如獲獎或去世 )

 (5) 專題稿件

 (6) 特別約稿

 (7) 校友來稿 ( 此部分來稿依以下優先順序 ):

      (a) 記述與培正有關的人和事

     (b) 與某些校友有關

      (c) 個人生活感受

      (d) 個人學術創作

      (e) 如滿足上述條件後 , 盡量刊登不同校友作品

9. 來稿如要求指定於某期刊登，必項於來稿中聲明，並列舉理由

10.       所有稿件刊登後版權屬本會所有，本會有權整理出版，或在不同媒體發表

11. 本刊只負責選擇稿件刊登，如稿件牽涉版權或其他法律問題，文責作者自負

12. 本會擁有本稿例的解釋權，並有權在需要時修改本稿例，不須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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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建校八十周年紀念賀詩
	 	 	 	 	 	 	 	 	 光社謝順佳

緣培正創校 124周年暨港校建校八十周年紀念，特撰詩以賀誌之。

 粵港名校歷時光，滄桑共渡一脈長。
 幸蒙基督神恩賜，今夕共賀樂而康。

 桃李滿園豈自來，歲月耕耘心扉開。
 作育英才路漫漫，百年典範足承傳。

 德智體群基本功，橫向思維樹鮮風。
 創意常遭人冷落，領異標新散彩虹。

 今有因緣會良友，世事紛紜成春秋。
 母校競秀堪可慰，開筵暢飲話不休。

以上四詩，沿以學校、學生、學科、同學會宴飲為題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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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同學會 2013 年 6 月聚餐 :	

	 	 	 紅藍星光耀悉尼

早在 2012 年 12 月 , 羅永祥校監透露要來悉尼 , 正好給我們綵排 2015 年 10 月份世界培正同學日活動一次。羅校

監 Timothy 一行四人 , 太太鍾桂好 Kitty(1977, 傑 ), 兒子 Vincent and Alvin, 主因參加細仔工程系 UNSW 畢業禮 , 祇能釋

出 12 日下午和晚上聚餐一段時間 , 會長唯有濃縮安排。6 月 12 日 , 早上下大雨 , 相約下午 2 時半 UNSW 正門見 , 奇怪

陽光出來了 , 但下午 4 時後 , 天色會轉暗 , 太陽下山去 , 我們南半球是冬季啊！驅車直奔 Bondi Beach, 當然缺少金髮美

女泳裝 Show, 祇有穿乾衣的滑浪健兒們衝浪。2015 年 10 月份 , 夏天景緻 ,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再加上沿岸著名新派立

体雕塑展覽 , 每年 10 月份參展作品超過 60 座 , 沿 Bondi Beach 伸延到 Congee Beach, 沙龍發燒友可以消磨一日。還有

陽光 , 再往 South Head, 可以暸望 North Head。悉尼海港的入口處 , 像香港鯉魚門 , 只是比較寬闊。South Head 從前著名

跳崖自殺地 , 有一位已過世的澳洲居民 , 因房子對着崖 , 看見有人逗留崖壁過久 , 便會走出屋外 , 好言相勸 , 救了過百

人。今天世界各地 , 怨氣多 , 但想自殺的人少了 , 社會是進步的 , 但天災人禍卻奪了不少生命。近日有印度和加拿大

Alberta 省水災 , 伊拉克內戰不停 , 美國中部龍捲風 , 祖國雅安和台灣南投地震 , 歐洲多瑙河和萊茵河泛濫 , 平安和幸福

非必然 , 教人反省。

天色漸暗 , 得知校監伉儷午餐吃不飽 , 因幫仔仔影畢業照 , 未能坐下來品嘗校方畢業午餐。剛好經過 Royal Sydney 

Golf Club, 下午茶不俗 , 當然 High Tea, 餐廳坐擁 18 洞的果嶺和第 1 洞發球區美景 , 更有澳洲鳥 Laughing Kookaburra, 隔

著玻璃 , 陪着共進下午茶 , Kitty 影過不停。他們遊覽悉尼不下三次 , 故這回將大部份時間用在維多利亞省。13 日 , 在

Melbourne 機場租車 , 四人驅車往市外著名太平洋公路暢遊 , 包括 Mornington 半島 , 風光如畫 , 高爾夫球場不下廿個呢！

一家人能一起玩 , 會是一個終生美麗的回憶。當然馬上通知 MelPCAA 校友會接待 , 他們 16 日會跟校友們共進晚飯。

離晚飯尚有時間 , 請 Tim 和 Kitty 回到我家一聚 , 讓他們看

看市中心公寓的大露台 , 將會是 2015 年世界培正同學日的歡迎

雞尾洒會場地。大合照會在這兒 Mantra Hotel, #1502, 2 Bond St 

及 Opera House 歌劇院外進行 , 但校監最欣賞是我的按摩椅 , 主

因疲累。他們 11 日才到悉尼 , 今晚又是聚餐講者之一 , 養足精

神才對。是了 , 另一嘉賓 Benjamin Li 李國揚學長 (1973, 勤 ), 前

溫哥華同學會會長 , 大家相識於 2012 年的台山世界同學日 , 一

週前 , 他來電告之將到悉尼出席世界中信會為期一週的幹事會

議 , 週三晚有空可以出席。當然由他講中信會多年在中國山區

建校點滴及溫市同學會近况。在悉尼會後 , 他個人行程 , 將是日

本和成都山區 , 離家不少於六個星期 , 傳道執行人員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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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 李學長會議結束 , 到會場接他 , 也因而認識由香港來開會

播道會陳黔開牧師。位於 Homebush, 2000 年奧運會的場地 , 當
然要走走。又經過 Cosco, 北美多的是 , 但悉尼暫祇一
間 , 李學長是 Cosco 金卡會員 , 為要掌握和比較兩地物
價 , 好作 2015 年消費指標 , 兩個大男人必須進去逛逛。
李學長確認是加國兩倍 , 但澳洲和牛 , 羊扒 , 青邊鮑和
New Zealand 生產的 Manuka Honey LMF10+, 會是大家的手信嗎 ?  六月份 , 加元對美元 $1.03, 澳元 $0.93, 澳幣整整下跌
10%, 晚飯前 , 請學長到家中上網 , 跟羅校監一樣 , 覺得按摩椅最貼身 , 大露台可容百人一起拍大合照 , 晚飯請來陳樹華
學長 (1958, 銳 ), 他也是中信一份子。飯後送李學長往勤社另一位校友家 , 因而認識盧美慈學長和幼子 Mario。悉尼同
學會又多一位成員。難得李學長用 Whats app, 通知溫市太太 , 並決定 2015 年一齊來悉尼參加世界同學日。

會來參加 2015 年 10 月份世界培正同學日 , 報名表上又多一位 Cordia Chu 朱明若教授 (1965, 耀 ), 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6 月 10 日 , 英女皇生日 , 澳洲國民的她 , 獲頒 Australian Medal, 她介紹自己 , 是在培正畢業後 , 入讀中大雙

學位畢業 , 是社會學與人類學博士。7 月份網上聯絡上後 , 悉尼同學會幹事 , 陳震威 (1978, 英 ) 會聯同 Brisbane 市池重

光學長 (1976, 捷 ), 親往介紹我們悉尼同學會和 2015 年的活動。其中 , 也多謝陳德華學長 (1978, 英 ), 早些時他從香港

email 朱學長資料給我。陳學長兒子將會是悉尼同學會最年輕一位 , 今年在 Knox Grammer School Grade 10 就讀。關秉

權學長 (1948, 建 ) 剪下介紹 Cordia 報章專攔予我 , 每位都是發自內心處的紅藍友愛。            

最後多謝羅校監席間細訴香港和澳門培正未來發展 , 

盧九花園軼事 , 兩三件有爭議性問題。例如培正校徽統

一 , 我們去世了的方守法學長 (1956, 瑩 ) 早對此極不滿 , 

見 2010-2011 年度悉尼同學會年刊 , 2013 年 11 月 , 香港

培正成立 80 年慶祝話動 , 2014 年 , 培正建校 125 年校慶 , 

節目一個接一個。羅校監看到和感受到悉尼同學會校友

們的熱心 , 決定辦獎學金 , 讓在讀的同學們 , 能取得免費

機票 2015 年來澳洲 , 感受培正紅藍精神的延續 , 在世界

無處不在。

徐兆敏會長
悉尼培正同學會 25th of June, 2013             

出席人數 36 位 

盧定濤伉儷 (1943, 鋒 ), 仇乃昭伉儷 (1945, 毅 ),

關秉權 (1948, 建 ), 李少君 (1952, 偉 ),

杜景鍾 (1954, 匡 ), 鍾明光伉儷 , 潘文熙 (1957, 輝 ),

陳樹華 (1958, 銳 ), 司徒政 , 錢楝祥 , 何卓威 (1959, 光 ),

張浪超 , 李浩華 , 黃嘉鑾 (1965, 耀 ), 

王小莉伉儷 , 區尚勇伉儷 , 李世洪 ,(1966, 皓 ),

李國揚 , 羅浩源 (1973, 勤 ), 羅慧莊 , 徐兆敏 ,

羅永祥伉儷 (1975, 昕 ), 劉維張 (1976, 捷 ),

葉喬生 (1976, 敏 ), 陳震威和兒子 Wilson(1978, 英 ),

楊端英 (1980, 穎 ), 何漢 , 區文成 (1981, 勁 ),

何安庭 (1990, 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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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0 月世界同學日於紐澳
齊心就必事成，細節決定成敗 9 月 17 日和 18 日走訪墨爾本同學會，難得王端兒會長及各委員們，大家反覆討論，

2015 年 10 月的世界同學日有了雛形。我們先由往返美、加、香港和中國 , 紐澳機票訂位 , 請教三藩市戚嘉慧會長和

李國揚前溫哥華會長 ,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往返 , 美加應該是 " 低 " 高峯期 , 英國吳仁灼會長 , 說英國有學校假期 , 

未必 low season, 請見諒 , 少數讓多數吧 . 也望接上香港同學日於 2015 年 11 月 14 日。

10 月份的澳洲 , 踏入春季 , 也換上夏令時間 , 比香港快三小時。陽光充沛 , 花草茂盛 , 有嚴重花粉敏感症和哮喘病

的學長們 , 就不要選逛花園和打高爾夫球的行程。我也有花粉症 , 會打噴嚏 , 但小白球照打 , 離開球場正常人一個。

今日也剛得到奧克蘭同學會徐德輝會長回覆 , 他跟委員們討論後 , 同意世界各地學長們坐郵輪遊南 , 北島 , 比較舒適和

易照顧 , 故此訂郵輪房間 , 我們希望集體訂房 , 以取得好價錢 , 替學長們省回一小筆。因過往經驗 , 每訂 10 間房 , 送一

間 , 但上過郵輪的學長們 , 也明白船費有海鮮價和美金一百元的訂位費不能轉名或出發前 100 天可撤銷登記退款。可

惜寫稿的今天 , 網上未有上載 2015 年的船費和船期 , 祇有 2013 年和 2014 年的作參考。為增加議價能力 , 暫時不表船期 , 

商業運作 , 但要船期合我們 , 出發地點和日期 , 其實選擇不多 , 心水清的各位大可先網上查閱。船未必是最理想 , 但能

夠一班舊同學和家人一齊亨受快樂時光 , 那才是珍貴。此外 , 船泊岸後的 excursion, 因我們校友人數不少 , 悉尼同學會

可預先自行安排上岸後參觀行程 , 也可為校友們省回一些直接付給船公司行程的安排費。2006 年 , 區文成副會長和我

參加過洛杉磯世界同學日 , 今天還記憶猶新 , 故此世界同學日對每位出席校友們 , 一生記憶中必佔一席位。舊年的台

山世界同學日 , 見証台山培正 19 年歷史 , 收生超 4500 人。     

我們身為東道主，為世界各地學長們用心安排紐澳遊：墨爾本同學會佔五天四夜，負責歡迎宴；悉尼同學會佔六

天五夜，負責大公宴包括坎培拉一天遊；坎培拉同學會當然負責那一天遊；奧克蘭同學會負責遊船早上 7 時泊岸後和

下午 6 時開船整天活動。回應命題 , 今次 2015 年 10 月世界同學日 , 能夠得到各地同學會認同和四會齊心合辦 , 多謝

1960年正社有40人和1962年旭社有60人響應 , 也有1955年忠社很早垂詢 , 其中個人有興趣者也不少。我們沒有設限額 , 

但希望早些跟香港同學會報名 , 遲些安排收澳幣和美元訂金 , 也會經香港同學會代理 , 希望大家不怕少少麻煩 , 那麼多

費用 , 我們承受不了匯率差額 , 那就是細節決定成敗之一。

此外 , 新上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悉尼總領事 , 廣州東山李華新學長 (1973, 基 ), 和 Griffth University 的朱明若教授

(1965, 耀 ) 也會出席世界同學日 .

望盡量使校友們能盡興。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

7th Oct, 2013

出席工作會議

墨爾本 , 李昭雄 (1956, 瑩 ), 嚴銘求 (1957, 輝 ), 陳秉麟 (1961, 善 ), 

畢慧平 (1964, 協 ), 王端兒 (1971, 剛 ), 羅振夏 (1974, 基 )

悉尼 , 朱光淩 (1949, 堅 ), 區尚勇 (1966, 皓 ) 和太太 , 

徐兆敏 (1975, 昕 ), 區文成 (1981, 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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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砵培正同學會二Ｏ一三年春節聚餐暨理事會改選
		 	 	 	 	 	 	 	 	 	 	 	 						嚴銘求	

	 二Ｏ一三年三月十日同學會在金漢宮酒家舉行癸巳年春節聚餐 ,	並改選新一屆的理事會成員。

	 近年來，我們的聚餐多在金漢宮舉行 ,	因為它的餐堂够大 ,	並有活用隔板 ,	可間成可容五席的大套房 ,	恰好夠
我們同學会聚餐联歡及舉行餘慶節目之用。且其酒席亦美味可口 ,	同學們都很滿意。本會每月茶聚 ,	亦常在此舉行。
但從今年七月開始 ,	已改於博士山的萬豪酒家 ,	因其地點比較適中之故。

	 理事会的工作人員 ,	六時左右便先到塲 ,	稍事佈置 ,	把嘉賓座席名單及應節燈謎十則張貼牆上 ,	又把抽獎的禮
物放妥。每年的燈謎都是由一九五七年輝社的潘乃熙學長精心製作，今年是蛇年 ,	所以燈謎便多與蛇有關的。謎語的
獎品亦由潘學長送出 ,	猜中者各得紅包利是一封。至於理事會改選事項 ,	乃要將同學透過電郵或郵寄的投票 ,	及當晚
現場交出的選票等收集整理 ,	以備點算。

	 未達七時 ,	同學及嘉賓們陸續到齊 ,	套房裏頓時熱鬧起來。我們先齊唱培正校歌 ,	繼續由一九七一年剛社王端
兒會長致歡迎詞 ,	並作二Ｏ一二年的會務簡報。跟着由一九六一年善社陳秉麟前會長領禱謝飯 ,	同學們便開始口部運
動 ,	既談笑 ,	又品食。

	 佳肴俱已入肚 ,	在甜品未上之前 ,	會長王端兒又宣佈新一屆理事已經選出 ,	並由監選人 ,	一九五六年瑩社李昭
雄前會長逐一讀出獲選者名單。二Ｏ一三及一四年度的理事会遂告成立。

理事會於數日後召開 ,	並選出各新職員如下 :
會				長 :	王端兒 (71	剛社 )
副會長 :	唐逸堯 (62 旭社 )				任家誠 (80 頴社 )
財				政 :	畢慧瑤 (57 輝社 )				畢慧和 (64 協社 )																														
書				記 :	嚴銘求 (57 輝社 )				陳秉麟	(61 善社 )
聯				誼 :	李世平	(56 瑩社 )				畢慧平 (64 協社 )
通訊撰述 : 冒懷慶 (60 正社 )		張國麟	(62 旭社 )
康				樂 : 何卓榮 (59 光社 )					唐小雅 (62 旭社 )					羅振夏 (74 基社 )
攝				影 :	畢澤宇	(67 恒社 )
電				訊	:	陳茂祥 (61 善社 )					楊幗嫣	(00 展社 )
顧				問：張振文夫人 ( 程式坤 )		畢慧聰 (51 明社 )				李昭雄 (56 瑩社 )	及李夫人 .

當晚出席的培正學長及校友包括 :
李昭雄 ,李世平 (1956瑩 )，譚學勤 ,劉大光 (1954匡 ), 畢慧聰 (1951明 ),	嚴銘求 ,	陳畢慧瑤 (1957輝 ),	郭啓麟 (1959光 ),	
冒怀慶 , 伍偉夫 (1960 正 ),	陳秉麟 (1961 善 ),	唐逸堯 , 唐小雅 , 周偉南 , 張國麟 (1962 旭 ),	陳謝翠霞 (1963 真 ),	何漢源 ,
畢慧和 ,畢慧平 (1964 協 ),	畢澤宇 (1967 恒 )，王端兒 (1971 剛 ),	余頌明 (1972 賢 ),	曾海鷹 (1977 傑 ),	姚錦殷 (1992 義 )..	
等連同眷屬共開四席。

悉尼培正同學會
歡迎參加 2015 年 10 月下旬舉辦世界同學日於紐澳

請向香港同學會報名
  查詢電郵 : info@puiching.org 
                         sydneypuiching@gmail.com

Trip A Melbourne 5 days 4 nights including welcome dinner

Trip B Sydney 6 days 5 nights including Canberra 1day trip and grand dinner

Trip C Cruising North and South Island of NZ, 14 days 13 nights

Trip D Auckland 4days/ 3nights north island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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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將要過去，本人已擔任會長三年，

我 們 出 版 了 兩 次 悉 尼 同 學 會 年 刊 2011-2012, 

2012-2013, 記錄我們每年的活動，並由區副會

長放上網頁，跟香港同學會同步。回顧每年大

事 , 記得新上任時，用 Benz 跑車的 engine, 代表

校友們支持和參與同學會的活動 , 我們職員會

只是四個車軚。過去三年 , 奔馳得不俗 , 才敢

申辦 2015 年 10 月下旬在南半球的舉行世界同

學日，更聯絡上 Mel PCAA, Canberra PCAA 和

Auckland PCAA 來聯辦 , 讓遠道而來的各地校友

們能盡興，也讓母校 , 除表揚學術和体育成績

外 , 校友們對母校愛戴之情常在。敢說以一間

中小學校 , 能經過 124 年洗禮 , 世界各地校友會不停支持極為重要。

今日 , 我知道 1960 級正社有 40 人 , 1962 年級有 60 人舉手響應 , 其他個人和各地同學會查詢也很多 , 見 #176 期 

Page39-42, 此外 , page 5, 22, 32 都有提及我們同學會 , 從培正同學通訊第 171 期開始 , 我們的篇幅 , 多佔 10% 以上 , 但今

期祇有 9%, 因會長外遊多了 ? 活動少了 ? 非也 , 來印彩色後 , 各地同學會入稿意慾大增 , 香港同學會要取得平衡 , 各地

消息平均分配；二來 , 郵費加價 , 頁數先訂 , 通訊主編望校友們多網上閱讀。

回顧今年活動
二月蛇年團拜 , 鄧善炳學長，區尚勇副會長和我介紹了 2012 年台山世界

同學日 , SlideShow, 2006 年 , 區文成副會長和我參加過 LA, 潘其平前會長 (1968,

仁 ), 主持世界同學日 , 出席人數 70 圍 , 開了先河 , 當然 , 美加校友特別多 , 到

今日記憶猶新 , 故此世界同學日對每一位出席的校友們 , 在他們一生記憶中 , 

必佔一席位。今次四會齊心必事成 , 但細節決定成敗 , 故此活動雛型已訂 , 

Melbourne 5 天 4 夜加歡迎宴 , Sydney 6 天 5 夜加大公宴和 Canberra 一日遊 , 我

們 overlap 中間一天作為 Melbourne to Sydney 的飛機行程 , AucklandPCAA 負責

郵船 14 天 13 夜 , Auckland 泊岸後 , 當天一日遊 , 但執行細節才最吃力 , 故此 , 

今日往後的選舉環節 , 希望多些學長加入委員會行列 , 用行動支持。

另外二月爆出 , 香港浸信會辦學團體 , 擬將新校舍 Block J

按給政府借 1 億 8 千萬 , 作為專上學院經費 , 幸得小學校長張廣

德 , 校監陳之望和 HKPCAA 黎藉冠會長全力阻止 , 而不成功。

近日則是校友承辦新校舍 , 完成工程後 , 狂追加後期工程費用 , 

恐怕要對辯法庭 , 這對培正小學影響深遠 , 故此今年香港培正建

校 80 週年 , 11 月 16 日舉行香港培正小學未來教育發展籌款晚宴 , 

悉尼同學會不但人到 , 也贊助廣告內版半頁 ,HK$5000 以表支持 , 

並推廣 2015 年於紐澳舉行的世界同學日。

贊助完香港培小 , 再支持 A$400 到台山培正扶貧基金 2014

年度 , 剩餘 A$8200, 另外一大支出 , 是送別三位學長的花圈 , 人

家熟悉有李焯榮學長 (1945, 毅 ), 另外李海昌 (1956, 瑩 ) 和一位

在 Wollongong 過身的 , 校友們跟他素未謀臉 , 但同學會宗旨 , 祇

要你認是培正人 , 我們一定懷念您。大家有怕來年財政見紅，

當然有賴大家 2014 年度會費，加大力度支持同學會和出席活

動。我們每次職員會 , 都 updated 財務報告 , 大家如想查看 , 散

會後 , 請找我或區尚勇副會長。 

四月的 BBQ party, 提前在三月份 Putney Park 舉行 , 沿 Parramatta River, 讓港 , 

美 , 加的 1966 澳門皓社校友們好好享受一頓澳洲 Angus Steak 午餐。當日 , 除

悉尼皓社傾巢而出 , 也有四十多人 , 見 SydPCAA 網頁 photos, 再多謝王小莉出

手寫文紀錄 , 今期 2013-2014 悉尼培正同學會年刊 , 望多些學長出手吧。六月

	2013 年 10 月 12 日悉尼同學曰和加冕日報告
徐兆敏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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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晚飯 , 有前溫哥華會長李國揚 , 述及中國四川山區建校實況 , 培正澳校羅

永祥校監 , 述及各地培正學校英文名字統一化和培正前瞻。在寒冷的冬季 , 

出席也三圍不俗 , 見 SydPCAA 網頁。

八月份活動 , 改為九月到 Melbourne, 同 MelPCAA 慶中秋節和工作會議 , 

得出以上成果。

接下來 , 讓我介紹今年主禮嘉賓 , 新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悉尼總領事 , 李

華新學長廣州東山培正 (1973, 基 ), 他在本年 5 月 14 日正式上任 , 多謝盧定

濤學和仇乃昭學長穿針引線而認識 , 9 月 12 日相約拜訪李學長於官邸領事館 , 

正值本人生日 , 好給我們留個紀念日子。

李華新學長 , 山東省人士 , 生於泰山腳下 , 1969 年入讀東山培正初二 , 

1973 年高二離校 , 共四個年頭。1977 年鄧小平主席恢復高考 , 1978 年秋 , 李

學長入讀北京外國語文大學 , 主修阿拉伯語 , 故長期出使中東地區 , 上一任

是在叙利亞工作 , 回京述職一年 , 再派來悉尼 , 帶領僑團和主理外交事務。

叙國內戰超過一年 , 我不知從事外交工作 , 那是好工 , 多表現機會；還是劣

工 , " 死咗都唔知乜事 ", 廣東俚語。李學長幽默回應 , 有人說 , 我搓亂檔才走 , 

很好外交辭令。席間介紹了美食 , 黎巴嫩餐 , 和可惜敘國一個美麗國家 , 今

天走上困局 , 星期前 , 炮彈炸到敘國的中國領事館園址 , 中國提出抗議 , 前

瞻能同澳洲簽訂 Fair Trade Agreement, 李學長新人事新作風 , 也恰巧澳洲海軍

建軍一百年慶典 , 中國海軍清遠艦聯同其他國家 , 合共四十艘 , 風糜悉尼港 , 

中西文化交流更見融洽。

再次感謝李學長發函 , 才能出席 9 月 30 日解放軍樂團跟澳洲陸軍樂園

聯演 , 張淑明副會長也有出席。再在 10 月 1 日國慶 , 欣賞到北京 101 中學金

帆樂團於悉尼歌劇院演奏 , 周傑科和關秉權學長也是座上客。希望由李學長

帶領和主導 , 中澳領袖在 APEC 會後簽協議 , 貿易翻幾翻。

出席人數 40 位

盧定濤伉儷 (1943, 鋒 ), 仇乃昭伉儷 (1945, 毅 ), 鄭潤生 , 關秉權 (1948, 建 ), 鄧善炳 (1950, 弘 ), 

凌東生伉儷 (1951, 明 ), 李少君 (1952, 偉 ), 羅煒甜伉儷 (1953, 誠 ), 李桂榮伉儷 (1956, 瑩 ), 鍾明生

伉儷 (1957, 輝 ), 陳樹華 (1958, 銳 ), 蕭學泉 (1960, 正 ), 張浪超 (1965, 耀 ), 林翠玲伉儷 , 區尚勇伉儷 , 

張淑明伉儷 , 王小莉伉儷 , 莫婉芬 , 朱澤泉 , 李世洪 (1966, 皓 ), 韋藴伉儷 (1972. 賢 ), 李華新 (1973,

基 ), 王芸領事，徐兆敏 (1975, 昕 ) 和徐子軒 , 葉喬生 (1976, 敏 ), 陳震威 (1978, 英 ), 區文成 (1981, 勁 ),

周傑科 (1992,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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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傑社	戚嘉慧

近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活動，除了春茗，夏季郊遊及同學日外，新增的乒乓球日更是愈來愈受歡迎。今年 7 月

13 日，我們在半島乒乓球會舉行了第三届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同樂日，除了培正同學外，也有梁學長生前的波友

參與。活動是下午一點開始，未到兩點，我們已經把球會內的六張乒乓球桌全部用上，而且前來的學長人潮不斷，一

下子便聽到「嘩 ! 好耐冇見。」又或者是「我唔識打波 , 志在嚟見吓啲舊同學唧。」真的，可以成為同學，已是超越

輩份；能夠維持這一輩子的友誼，更是難能可貴。正因如此，同學會每年幾個活動，就是從中穿針引線，把我們從百

忙的生活中，牽引舊同學們聚首一堂，我現在真能體會到，懷念當年乃是人生中一大樂事也。

多謝梁錦琪夫人的支持，今年她更把梁學長的四幅照片帶來，看著照片，認識梁學長的人從中緬懷一番。沒有機

會認識梁學長本人的我，也在照片中看到學長當年的英姿，及其幸福家庭的點點滴滴，真是感動。說到感動，不得不

提到一位 Vivian Li( 李維雯 )。她是培正的第二代，父親是 65 年耀社的李志仁學長，他們是最早到場的，因為未有其

他人，我便跟 Vivian 聊起來。原來她不太會打乒乓球，但 她是專程陪父親來玩的。Vivian 知道比起乒乓球，李學長

對其他的活動並沒有太熱衷，所以留在家裹時間比較多，全程就看見 Vivian 拿著手機拍攝李學長比賽的過程，真可謂

父慈女孝，感動不已。順帶一提，李學長得到雙打季軍，想必最高興的便是 Vivian 了。

鄧國謀學長今年更有新突破，更感激梁錦琪學長生前的乒乓雙打好拍擋 Paul Chin 長輩的幫忙策劃，兩位把一個

培正及一個非培正的乒乓健兒組成隊伍比賽， 幾場激烈賽事下來，產生了冠亞季軍。分別是冠軍：譚榮儉、袁慶和，

亞軍：陳振強、黃希明，季軍：Jack "long pips" Dong，李志仁。賽後鄧國謀學長及梁夫人更把梁錦琪學長的球拍及一

些乒乓器材送出來給健兒們留念，氣氛一下子又到了 澎湃高潮。

最後一提，今次活動中，多謝 64 協社黃雄熙學長現場為我們

小提琴演奏，也多謝 55 忠社方翹楚學長替我們拍照。各位想分享

我們的喜慶，可以點擊 http:// www.qsl.net/wd6ggw/2013/0713/ 欣賞。

當天也有幸認識到從外州到來的學長，如從明尼蘇達州搬來加州不

很久 68 仁社的黃希明及聶聘學長，及剛巧到加州遊玩，來自德州

54 匡社的余松蔭學長及夫人。三代同堂而來的有梁夫人和兒子及

年紀最小的兩位孫仔孫女。各位學長，多謝支持，我明天便去買球

拍苦練，明年再見。

	

乒
乓

球
日

冠軍：袁慶和，譚榮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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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
成立 45 周年郊遊會

羅根合會長

2013 年 7 月 27 日是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在樹陰下有一座涼亭有 8 張長枱，有一個燒烤爐，是一個

很舒服的野餐的地方。是日一早胡婉霞副會長和子女三人便到會場，用紅藍紙帶和紅藍星將會場佈置，舖上

枱布，使整個會場整齊清潔。羅根合將多年來和各同學會交流交換的旗幟和世界培正同學日的錦旗佈置在會

場，使各同學知道往日同學會往來情況。羅根合夫人負責往餐館取食物，譚淑儀書記購買汽水、礦泉水、曲

奇餅及冰，各種工作準備妥當。

大會開始，由胡婉霞副會長介紹各同學及嘉賓和家屬使大家互相認識和聯絡感情。羅根合會長講成立培

正同學會的經過，以前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要往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參加聚會，長途跋涉，而且在晚上舉行，

回來已是晚上 11 時，十分不方便。1968 年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鄺文熾來到加省省會探訪培正同學會，在餐

會上雷錦濃學長、朱遜元學長、鄧世修學長提議成立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得到鄺文熾會長全力支持，

因此成立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推任第一屆會長由雷錦濃學長榮任，並向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聯絡。由

於各提議人，在社會上德高望重，每逢培正同學會春宴及郊遊，得到社會上商店及各人捐助禮物，使到會場

獎品豐富。

  美國加省省會成立後，得到母校林子豐校長、李孟標校長、鄺秉仁校長、林英豪校長，何宗頤副校長

曾來訪問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這次藉着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成立 45 周年郊遊會，紀念雷錦濃學

長、朱遜元學長、鄧世修學長創辦培正同學會偉大貢獻，我們這次郊遊會免費歡迎同學們及家屬參加。

	 	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 45 周年郊遊會為香港培正小學禮堂改建 15 層教育大樓，籌款活動當日得到同學踴躍
捐助，成績很滿意，為香港培正小學做一點小事。

		黃開旺學長領導唱校歌及祈禱，餐會開始，餐後抽獎，最後由胡婉霞副會長子女表演傘舞，博得許多掌聲。
郊遊會結束，明年再見。

亞軍：陳振強，黃希明 季軍：李志仁，Jack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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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2013 年培正同學日紀盛
李君聰	（1953 誠社）

這次 2013 年的同學日改為午宴，九月二十八日於 Cupertino 的王朝酒家舉行，筵開三十二席，參加人數
三百五十人，盛會也。

這次大會，羅省培正同學會黃文輝會長率領二十五人到來參加，他們又致送了禮物與三藩市同學會，謝謝。

大會開始，首先頒發優異服務牌獎與鄭國輝同學，實至名歸。跟着是 1988 年曦社同學畢業銀禧之加冕典
禮，由鄺乃良學長（亦培正老師）給李行健同學戴上了紅藍之冕。

敬老活動開始了，首先是1948年建社學長畢業離校六十五周年之紀，由戚嘉慧會長致送了禮物與陳偉強、
劉文偉等六位老學長。

跟着是 1953 年誠社同學離校六十周年鑽禧之賀。這次大會舉行新猷，由先五年中學畢業的校友為後五年
畢業的同學掛紀念牌，於是便由建社代表給誠社李君聰、楊素堅、麥祥莊等十八位同學掛了壽牌。

接著便是由誠社同學代表為 1958 年鋭社吳宣倫、談雲衢等八位同學掛紀念牌。如此類推，鋭社同學代表
便給 1963 年真社陳振熊、單金珠等八位校友掛上金禧金牌。

離校四十五年的 1968 年的仁社同學非常大陣仗，由黃如珍同學率領，有三十一位同學出席。然後 1973 年
勤社同學也不甘示弱，在陳淑賢同學帶領下，有十六人出席了這次盛會。

今年同學日的宴會場所很好，寛敞明亮，大衆校友都享受了一個很愉快的紅藍同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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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 (芝加哥 )培正同學會
         成功選出新會長
		

恆社 (67) 關德深同學當選今年度新會長，眾望所歸，勝任有餘，
大家高舉雙手贊成。

新理事會陣容强大，年輕更能發揚紅藍精神。

理事會亦稍有增加，列表如下 :

會長 :  關德深 (67 恆 )

理事 :  周兆禧 (61 善 ) 梅榮輝 (55 忠 ) 梁茂和 (63 真 )  

            丘超廉 (59 光 ) 何宜堅 (69 昇 ) 謝鴻基 (54 匡 ) 

            黄創文  阮昌業 (71 剛 )

同學會每雙月都定期聚餐，参加人數由廿人到五十人不等。十多年從未間斷。歡迎來訪、入學或定居的校友参加
我們的茶聚。除了中午茶聚，夏日還舉辦野餐、遊船河、獨木舟、室內泳池及健身舞等，這公園位於唐人街一個名
為譚繼平公園 (Ping Tom memorial Park) 園藝設計出於前學長黄耀群之公子 Ernest Wong，很有名氣的 LANDSCAPE AR-
CHITECT。

 每年聖誕節同學會亦聯同其他基督教學校如嶺南、培英、培道、真光、協和合辦。聖誕聯歡多年前由伍伯勝學
長發起，至今已辦了五十四屆，今年定於於 12 月 7 日舉行。

 趙希文學長 (39 鵬社 ) 不幸於今年九月安息主懷，享年九十六，趙博士的注冊發明良多，趙師母健在，趙公子是
醫生。

 美中培正同學會響應母校建校 80 周年賀壽行動，已電話林兆祥同學 (60 正 ) 不日送來。

 

 美中 ( 芝加哥 ) 培正同學會

關德深會長 ( 謝鴻基代行 )

2013 年 11 月 3 日

	加拿大卡城同學會 

卡城培正同學會同學日全體合照

張殿彬副會長頌贈紀念品給予虹社凌詠彤學長

張殿彬副會長頌贈紀念品給予虹社李森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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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校友遍佈全球
培正中學每年舉行多項聯誼活動
剛舉行的中秋餐晚會更是人人有獎慶盡而散

2013 年 9 月 30 日美南日報報導 :

建校已 123 年之培正中學乃是華人基督徒建

立，在省、港、澳皆有校址。百多年來造就英材

不少，其中如數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及諾貝

爾獎得主崔琦。

培正校友眾多且遍佈全球，乃藉由各當地同

學會舉行之各項活動聯絡各校友，增進感情。

居住在曉士頓的美南培正同學會校友共有近

一百人，最年長者為高壽 96，畢業於 1938 年之鄧

善溥學長，而最年輕者為 2008 年畢業，現仍在曉

士頓大學就讀之張卓頎同學。

美南培正同學會每年都舉行多項聯誼活動。

今年剛在九月十四日晚假曉士頓中國教會舉行預慶中秋餐晚會。是晚餐會先由會長許國華歡迎近六十位同學及來賓，

再由馮奇彬領唱校歌。餐點由主理多年料理之袁紹華及夫人精心準備。席間各人熱烈交流。

飯後有精彩節目，先由詠春派拳師黃志凱同學表演功夫，後即席指導各人操練簡易氣功及拳法。繼由劉應德主持

有獎燈謎，人人有獎，慶盡而散。

有意參加日後各活動的校友，請致電 (832) 657-1068 聯繫。

美南培正同學最年長的培正老大哥

目前最年長的培正老大哥當屬鄺文熾學長無疑，其次應為高壽 96 的鄧善溥學長（1938 融社）。鄧學長因為行動

不便，目前居住在美國德州䁱士頓巿一䕶老院。地址如下：

Teng, Charles S.

2021 FM109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今年（2013）九月十四日由馮奇彬學長（1956 瑩社 ) 及許國華（1969 昇社 ), 

        代表美南（德州）培正同學會慰問鄧學長並致送月餅祝賀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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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藍兒女聚首英國倫敦
吳仁灼 (1971 剛社 )

恆社周榮超、周朱樂怡伉儷在暢遊波羅的海及巴黎之
後，決定停留倫敦，重續三十年的舊夢。

周會長是建築師，對於倫敦的古舊建築物，讚不絕
口，當然謀殺了不少菲林。會長夫人朱學長更是英國古
裝劇的影迷，加上倫敦名店如林，相信會在 Harrods 及 
Selfridges 流連忘返。仁灼與筱美有幸與他們在倫敦相見
歡，紅藍兒女還趁着會長伉儷從加州帶來的好天氣，一齊
暢遊倫敦奥運村，可惜光社的梁乃森學長因膝部手術後，
仍在康復中，不能跟我們一齊作量地官。

	鑽 禧 感 言
梅剛銳 1953 誠社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又已到了人生的晚年。神人摩西在聖經說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

八十歲。」( 詩篇 90 : 10) 不經不覺本人已踏入摩西所說這話的後半句。上星期一 (8/12) 有機會與李君聰及黃鼎明同學

茶聚於屋崙市牡丹閣酒家暢談往事，及談論同學們近況，感覺人生短暫，確有唏噓之感。我生平最討厭寫文章，要我

投稿就如千斤重擔壓肩頭，執起筆來，確有執筆忘字之感。今年適逢培正我級班社 ( 誠社 1953) 鑽禧之慶，我只管東

拉西扯，在我這短暫人生中寫一些感言。 

去年我與太太 ( 羅雅生 ) 計劃回港慶祝我長兄梅剛強 ( 培正老師 ) 九十歲生辰，可惜未能成行，主就呼召他回天家。

記得當他離世前親自提筆寫一節聖經金句 :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衪的一切恩惠！」( 詩篇 103 : 2) 製

成書簽，以便在他的安息禮拜中派發與各親友留念。在此深感在我人生中領受 神的恩惠實在太多。有許多同學對我

本人不大認識。我分別於一九五三年畢業香港培正中學，一九五九年畢業香港浸會神學院，及一九六一年畢業於香港

浸會學院。在九龍旺角浸信會為主任傳道六年 ( 由基址至成立教會 )。於一九六三年移民來美國，加入三藩市華人自

立浸信會並參予事奉工作，開設基址成立教會等。 

首先我要感謝 神讓我生長在一個基督化家庭中。我母親常以我外祖父信主的經歷來勉勵我。我外曾祖父曹法選

牧師曾在中國廣州市牧養教會，外祖父歐陽進寬先生冒着生命危險而信主 ( 按當時鄉例，凡信奉基督教「洋教」的人

必須在族中除名，並要將他以嚴刑治死 )。我外祖父星夜逃走，族人拿着火把刀槍利器隨後追來。幸得 神保守給與智

慧，躲在一條深水溪中，藉着水草和樹叢的遮掩得以避過捉拿。他即黑夜徒步逃到廣州市求助於教會。他忠心事主，

生活虔敬，為八約浸信會堂主任曹法選牧師所賞識，日後將他的女兒許配給他為妻，成為我的外祖母。過了一段時日，

鄉間反對基督教氣氛平靜下來，於是我外祖父帶同妻子回鄉，並積極展開傳福音工作，引領村民信主，且有二位献身

傳道，及親自創建了從化石海福音堂。暑假期間有不少美南西差會宣教士來此度假，因有出名的「從化溫泉」，並且

我外祖父擁有一大果園，有各樣生果出產「任食」，我母親且常提醒我在「培正」讀書要額外勤奮， 因外祖父乃「培正」

創辦人之一， 他為了信主家庭子弟應就讀於基督教所辦的學校，他就不辭勞苦，廢盡唇舌，逐個「大洋」銀幣艱辛

地籌募得來作為辦學經費。我家父是梅國芳牧師，少年蒙召信主，並献身傳道受造就於廣州東山神道學院，二十三歲

畢業，與歐陽進寬先生之女兒歐陽惠賢結婚，旋即下鄉傳道，足跡遍歷五邑各地 ( 台山、新會、開平、恩平、鶴山 )。

自一九二零年起至一九二六年任職於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為教授。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受聘於三藩市笫一華人

浸信會為主任牧師。他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回中國，復任兩廣浸會神道學院教授職，並義務牧養兩間教會。( 筆者翻閱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訊 2007 年七月號論及梁根博士與穗港兩地浸會神學院時，發現印有一張古舊相片「1933」，站

在梁根博士右手邊的那位就是我的家父。) 中日戰爭期間他任職於坪石培正培道聯合中學宗教主任及校牧。他忠心事

主，帶領師生們信主，並給他們施浸於白沙河。

寫到這裡暫且作一段落。神的救恩是極寶貴的，且是白白可得的，所謂「易得易失」，求主保守我們的信心，免

得在這罪惡充盈的世代中随流失去，讓我們為主作個忠勇戰士 !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前會長周榮超 ( 恆社 )、周朱
樂怡 ( 恆社 )，英國培正同學會吳仁灼會長 ( 剛
社 )、吳陳筱美 ( 剛社 ) 聚首英國倫敦世運村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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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 1964 年級協社
畢業 50 周年金禧慶典

各位協社同學：

 2014年為我社畢業離校50周年，亦是母校培正創校125周年。

屆此既是母校校慶之大日子，亦是我社金禧紀念重聚之時。

早在去年中，我社已有不少同學建議盡早成立金禧慶典籌備委員會，

訂定於明年培正同學日期間舉辦或參與的活動。本籌備委員會經多

次磋商及諮詢社友後，已擬訂金禧慶祝活動，舉行的日期如下：

（一）11 月 11 日至 17 日：韓國濟州 7天遊。

（二）11 月 19 日：協社畢業金禧慶典及晚宴（金禧慶典將於是日下 

     午二時假借培正中學集會時段舉行，地點是小學大禮堂；是晚    

      七時舉行金禧晚宴，席設中環的上海總會。）

（三）11 月 20 至 21 日：廣州培正 2天遊。

（四）11 月 22 日：培正 125 周年校慶慶典及聚餐。

（五）11 月 23 至 29 日：台灣 7天遊。

   自中學畢業後，同學們各奔前程，有不少同學已定居海外，五十

年來，都是聚少離多。現欣逢此喜慶日子，請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回港暢敍離情；並重遊校園，緬懷昔日同窗之誼、恩師之情！

香港培正中學 1964 年級協社畢業 50 周年

金禧慶典籌備委員會謹啟

2013 年 10 月 19 日

聯絡人：溫賀強同學

電郵：HKCORWAN@NETVIGATOR.COM			

電話：（852）6018-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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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與感恩 -- 建社 65 週年慶有感
1948 建社曾全光

光陰似箭，離開母校培正已有 65 週年了。雖然已是 65 年前的事，但是在培正學習的許多印象仍記憶
猶新：何宗頤老師的代數、幾何課，講解精辟握要，深入淺出；黃振鵬老師物理課的英文提要在黑板上的
工整書寫，一目了然；Miss Wong 老師英語課的發音練習，更使我終身受用；還有，馮棠校長為辦學經費
在美洲募款的事蹟，亦使我感動。正是由於這許多師長們的辛勤培養，為建社同學打下了學術上的艱實基
礎，造就了為以後進入社會有了可喜的貢獻。

許多同學在國內外有了卓越的成就：其中有在中國的中國電器工程專家楊競衡同學，享有食品工程泰
斗的梅子熙是“世界食品科技學院”的院士，中國的結構工程專家梁啟智同學，中國華南地區運動學院創
始人歐陽孝教授，外科專家陳國銳，冶金專家莫培根等等，都是培正培養的精英。在這喜慶的日子里，我
們都心存對母校感恩之情，祝愿母校為今後培養人才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

附記：建社香港同學每周三都在皇宮酒樓 ( 原普慶戲院對面 ) 聚會，共敘友誼。具體聯系人為趙汝康同
學，電話：23958143；Cell：91691286

							師		友			林瑞銘校長
當年師友只尋常，今日方知此意長。
歷盡滄桑身猶在，不教風雨蔽斜陽。

	 	 	 	 	 	 	 	寄來明社 60 社慶 DVD，喜歡極了，百看
不厭。東山培正曾是我的家，王廣昌、古巴堂
是我的睡房。校園一草一木我都非常懷念。當
我看到聽到一羣白髮斑斑，喜氣揚眉而似曾相
識的老同班同學時，心裡不禁念起了林瑞銘先
生的一首詩 :	當年師友只尋常，今日方知此意
長。歷盡滄桑身猶在，不教風雨蔽斜陽。想不
到有秦始皇之稱的林老師竟然寫出這樣感人的
詩 ! 不是不想參加明翔兩社的聯誼聚會，是心
有餘而力不足。

加拿大伍國儒
2013 年秋
廣州明社通訊稿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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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奮社
鄺文熾

時光飛逝，進入 21 世紀 2013 年，為我們
廣州東山培正母校創校 124 周年暨港校建校 80
周年，1933年級奮社畢業80周年至尊禧慶典。
相信全球紅藍兒女莫不眉飛色舞，爭相報喜祝
賀。

廣州母校於 1889 年，由前賢李濟良、馮景謙、廖德山及李賢士等所創辦，成為我國教會學校中唯一中
國人所創立之學校，此不但是我培正母校之光榮，亦為中國人之光榮。

廣州培正校園，在上一世紀 20至 30年代，由黃啟明校長增建而成，黃校長不辭勞苦，走遍南北美洲、
澳洲，籌募基金建築古巴堂、美洲堂、澳洲堂及圖書館等校舍。黃校長為培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紅藍
精神及豐功偉績，堪尊稱為“培正之父”。

1931 年日本倭寇侵佔我東三省，國勢日危，黃啟明校長先知先覺，於 1933 年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建立
香港培正分校，至今已有 80 年歷史矣。

我奮社於 1933 年畢業離校，至今有 80 年矣，在慶祝至尊禧之餘，回憶當年在母校讀書時一切往事亦
一樂也。記得 1927 至 1930 年初中年代，我社分為甲乙兩班在白課堂上課，老師計有李竹侯、馮星恒、黃
炳昌、卓錦常、單倫理等。由 1930 至 1933 高中年代在美洲堂上課，老師計有何宗頤、朱達三、李旋鉅、
謝樹邦，王皎我、李寶榮、鄧錫培、王頌三、陳黃光等。住宿方面，初中在王廣昌，高中在古巴堂。洗衣
間建在大操場側邊，內外牆均髹上白灰水，大家稱之為“白宮”。

奮社畢業時有人數 64 名，離校後各奔前程，有升讀國內著名大學，有往美留學，有入陸軍學校，有入
海軍學校，有入航空學校，有立志經商等等。

奮社人材濟濟，有大學教授、建築工程師、大商家、音樂家、醫生、校長、政府高級行政人員，總之
各行各業均有我社社友所經營，服務於香港培正同學總會計有高雁雲、鄺文熾、區積高三位會長；服務於
香港母校計有彭滌奴、黃啟堯、高雁雲、陳植華、何國勛；冼子恩曾任廣州同學會，趙民重曾任新西蘭培
正同學會會長等。

歲月不饒人，經 80 年洗禮，我奮社只剩得三名人瑞社友參加至尊禧而已，計有 101 歲李兆林、100 歲
鄺文熾及 97 歲徐源星。

現將數張 1933 奮社歷年珍貴照片以供追憶

奮社於 1929 年初中童子軍年代攝於王廣昌樓前
						前排 ( 蹲位 ) 左一為鄺文熾，左三為陳植華，
						二排左一為冼子恩，左三為何國勛，左五為高雁雲

奮社於 1930 年初中三與教職員合照，攝於青年會前
						前排右一為鄺文熾，右三為徐源星
					二排中 ( 社旗後面 ) 為黃啟明校長
					其右為李竹侯老師，左為唐炳榮老師、麥會華老師、
					卓錦常老師 建築在台山培正中學校園內黃啟明校長紀念室以供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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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啟明校長銅像揭幕，	
世界各地同學會會長回來參加揭幕禮

奮社於 1937 年高中陸軍團年代攝於石井車站前
奮社畢業 40 年紅寶石禧慶典在港校舉行
前排坐位 :	左二 - 單倫理老師，左三 - 黃啟明校長師母，	
左四 - 李孟標老師，左五 -凌子鎏老師，左六 -何宗頤老師
第一排:	左一開始高雁雲、譚榮溢、王照良、陳植華、黃啟堯、		
															鄧有年、朱子芬、鄺文熾
最後排左起 :	陳呂章、余槐、麥錦堂、麥均錫、黃國欣、	
																劉年添、朱質文

1969 年港校慶祝廣州培正母校創校 80 周年
左起 :	黃汝光校董會主席、林子豐校長、	
鄺文熾會長合照

奮社畢業 50 年金禧慶典在廣州東山母校舉行
前排左二 -高雁雲、左三陳植華，後排右一 -鄺文熾

在慶祝大會上奮社兩位會長相逢
右起 : 鄺文熾會長、紐西蘭培正同學會趙民重會長伉儷

建築在台山培正中學校園內黃啟明校長紀念室以供景仰 黃校長銅像揭幕後將幕布交黃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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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致何國鍾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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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 年級奮社離校 80 年晉升至尊禧紀念

鄺文熾學長百歲之喜

  文情武職壽中仙
  熾熱紅藍八十年
  百載高齡松鶴羨
  歲星普照福無邊

美國洛杉磯培正同學會敬賀

美國總統奧巴馬致鄺文熾學長百歲人瑞賀狀美國國會眾議院趙美心議員贈送百歲人瑞賀狀

黃汝光夫人 (102 歲 ) 及鄺文熾學長 (100 歲 )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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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是我從培正中學畢業後的 70 週年。衷心感謝在 今年 10 月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的大會上 , 由
徐兆敏會長以及新到任的中國驻悉尼總領事（大使銜）李華新校友為我進行了隆重的金鑽禧加冕儀式并頒
發了證書。 此後，還要求我將培正母校教育對我一生 88 年來的影響向校友們作個簡要彙報。

我－生的教育主要是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多次逃難和奔波中渡過的。1937 年我從蘇州的一個小學畢
業。 由於日軍進攻上海，我隨父母逃難到了廣州。接着，又因為日本飛機對廣州的瘋狂轟炸，1938 年舉
家又逃難到了澳門。在那裡我幸運地考進了培正中學，插班初中二年級。從此，開始接受了培正的系統和
良好的基礎教育。 紅藍精神”至善、至正”的校訓成為了我畢生銘記在心，處事待人的宗旨。 在澳門由
初二 , 一直讀到高中二，曾經有過住宿和走讀。在校時既努力讀書 , 也熱愛運動。 在學習上，我連年被
評为”優異生”并編入甲班。 在運動方面也是足球隊的一个守門員。 記得，當時我在班中年齡較小，又
比較頑皮，我曾模仿電影中的泰山，利用球場旁一棵大樹上吊下來供爬繩訓練用的長繩，從這棵樹盪到另－
棵大樹上。結果有一次不小心，失手掉了下來，連門牙也崩了一塊。以後學校就規定不許再玩這種遊戲了，
而同學們就由此给我起了一個綽号叫”馬騮仔”。至今還有個別老同學，以此開玩笑地稱呼我，不免讓我
有些既害羞而又親切和返老還童的感覺。

 在此，我還要着重一提的是，當年培正所聘用教師資歷和品質，教學方法和教材選用都是要求較高
的。尤其是在个人品德方面 , 大部份教師們并不計較個人的得失，而是－心一意為培正來培育好年輕的一
代。 因為據了解，他們按資歷有的是可以任教大學的，名氣和工薪都會較高，但他們還是願意到培正來
任教中學。他們教學選用的教材，以當時高中二年的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的課本來看，基本都是用美
国大學一年級的教材。他們一方面是希望同學對外文課本有直接閱讀能力，更重要是要提高同学的學業水
平，  好讓高二能有大学一年程度，要讓培正畢業生優於其他中學，其用心可見於此。教師們不僅在授課
前精心備課，在課堂授課時，更是深入淺出，諄諄教導，使學生易於理解和吸收。在課餘時間還樂於幫助
同學解决書本中疑難的學術問題。 因此，上課時彼此是師、生關係，下課却是朋友。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
有的幾乎一直延續到數十年之久，不得不使人十分讚歎！

1942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佔香港。澳門雖未被日軍直接佔領，却被嚴密封鎖和包圍，對學校
正常運作和學生安定學習構成嚴重影響。因此，培正，培道學校當局决定聯合在桂林和坪石兩地分別成立
兩所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简稱培聯，以適應當時實際情况。我和幾個同學則决定離開澳門，冒險偷渡
日軍佔領區，成功到桂林培聯中學繼續攻讀高中三。桂林培聯當時係以培道教職員為主進行组建，校長
是楊元勳。師資亦數精幹。記得，我們高三英語老師是－位美籍華裔混血單身女士周紉蘭老師，她受美
國浸信會差遣來華，長期在培道任教，是一位十分資深的教師。人們都尊稱她為 Miss 周。她畢業於美國
University of Texas。出於對她的敬仰，也對日後－些同學赴笈美國留學，有－定的影響。再就是我們
的數學老師周潤堂也是－位出色的數學家，早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曾任教於母校，人稱他為”鬼才”。在
他的教導下，使我受益良多，讓我愛上了數學，也成為他的一個得意門生。記得我高三期終畢業時，數學
科的總成績取得了 99.5 分。－時引為佳話，也给我留下一个難忘的回憶。

	個人自述

盧定濤 1943 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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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3 高三這一年，日本佔略軍愈來愈迫近桂林，日機對桂林轟炸也日趨頻密。經常為了躲避空襲，
我們還要帶上矮凳到附近山洞去上課。這－年我就在這樣的兵荒馬亂中，接受了對學生的簡單軍事訓練，
讀完了高三，還通過了國家統－的會考，最後順利地畢業於桂林培聯中學。

為了追求升讀大學和避去日本可能對廣西發動的進攻，我和兩位桂林培聯的同學－起，不畏艱險，大
膽乘坐以木炭為燃料的老爺客車，途经無數盤旋險阻的山路，輾轉趕赴四川，報考了重慶大學和中央政治
大學并獲得取錄。我念的是機械工程系，一心認為自己在大後方總可以安心念完大學了。誰知 1944 年，
由於日軍進迫貴州，重慶告急。蔣介石提出了”－寸山河，一滴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知
識青年参軍抗日。 當時大後方的大、中學生抗日意氣激昂，積極響應，為了保家衛國，毅然投筆從戎。
我當時正是大學二年級，深感國家存亡，匹夫有責。美國作為中國盟國也及時派遣了一批軍事顧問以及空
軍的第 14 航空隊來華并肩協助抗日。為此，急需英語翻譯人員配合開展工作。由於培正给了我們較好的
英語基礎，因此－些校友們都積極報名参加了軍隊翻譯官。我的軍階是中尉，被派到美國 14 航空隊的貴
州前綫機場。主要任務是配合中國防空情報網的對日作戰資訉的傳遞和翻譯工作。機場所駐機種有：驅逐
機 P-40，P-51，偵察機 P38，輕型轟炸機 B-25 以及一些運輸機 C-45 & C-46 等。至於 14 航空隊的總部
則設於雲南昆明附近的陸良機場。那裡除驻有戰鬥機與中型轟炸機外，尚有當時最先進的遠程重型轟炸機，
如 B-19, B-24 和 B-29（超級空中堡壘）等。而二次世界大戰最後，1945 年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迫
使日本投降的使命也正是由 B-29 型飛機來完成的。

1945 年 9 月，日本正式宣佈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所有參軍翻譯官复員回校，我亦回到重慶大學
繼續供讀。1946 年隨家回到廣州，借讀於中山大學。1948 畢業，取得機械系學士學位。1949 年 1 月赴美
留學，就讀於前培聯英文老師 Miss Chow 曾讀過的 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作為機械系的碩士研
究生。專题為：空調、冷藏新技術的研究。1950 年 6 月，經過了我抓緊－切時間和－番艱辛努力後，終於
順利地取得了碩士學位。當時，中國已經全部解放。新中國政府積極號召海外留學生早日回國参加祖國建
設的任務。 培正”至善至正”的精神又－次鼓舞着我，認為青年人一旦學成，匹夫有責，義不容辭，應
為祖國貢獻力量。與此同時，我要特别感謝的是我的未婚妻鄒夢周女士，她是早年革命烈士的後代，解放
不久便已回國服務。在她的積極動員和鼓勵下，我終於决定在同年 7 月份和一批留美學生們搭乘郵輪－起
回到香港。當時我父母和弟妹們都在香港定居，在那裡我和未婚妻結了婚。和父母短暫團聚後，1951 年 1
月不顧他們的反對，决心離開香港，到祖國最需要也是物質條件比較艱苦的山西太原，参加了中國第－重
型機械廠的建設工作。以後服從分配，先後輾轉在設計院和建築科學院工作， 做出－定的成績，也為祖
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但由於自己過去歷史和家庭背景比較複雜，免不了在政治運動中受到審查和批判，
但最後總算是搞清了并獲得了平反。在國內 24 年期間我和培正母校沒有連繫，而國內也沒有校友會的组
織。我和父母也不便多作聯繫，以免造成麻煩。

1975 年 7 月我和家人被批准回到香港。在那裡我才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父母弟妹的大家庭，和培正
兒女紅藍精神的温暖。為此，我積極地参加培正班社和母校的聚會。工作方面，我在香港擔任機電設計
（Consultant），前後共 20 年。既參與了不少香港的大型和高層知名建築的機電設計，也積極參與國內
各大城市大型建築的機電設計。有機會讓自己所學的知識和國內多年工作經驗，能為香港特區以及祖國繼
續貢獻自己的力量。回顧這－切，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自己，内心總算感到安慰。

1995年我從香港退休，全家來到澳洲、悉尼。這裡既有中學（培正），大學（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
的”校友”，還有新結識：唱歌的”歌友”，跳舞的”舞友，打乒乒球的”球友”，加上健身會的”健身
之友”，這麼多的朋友比我在工作時接觸的人要多，面更廣。我在各个組織活動中，待人處事，仍緊记”
至善至正”的教誨，做到積極参與，盡力助人，多做貢獻。有了這－理念的支持，使我和夫人退休後，能
保持心情開朗，身體健康，生活充實和快乐。目前的希望是我和夫人能繼續保持健康的身体，創造－個在
國内工作24年，在香港工作20年，退休到澳洲後，再活多些年，能超過和刷新以前在國内24年的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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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輝社	何子樂

[ 校歌有言：培正群才備請纓。想百多年來受紅藍精神啓迪而成俊傑的不少，只是未有廣泛傳頌而已。
相信會跟本人一樣，許多同學們會對此耿耿於懐。下面幾百字的小傳，聊為引玉之磚。 ]

如果沒有十分自信，就不敢說包括學問、教學、翻譯……等多達七十種 的“老子天下第一”了。這可
能被看為狂妄輕忽的人，是在廿世紀上半葉中國文藝界佔一席位的梁宗岱（1903 － 1983）。梁氏為廣東
新會人，傳記常把他列為現代詩人、翻譯家、文學評論家。1917 年起就讀廣州培正中學，其間主編校刊和
學生週報。十六歲時獲得“南國詩人”稱號。1923 年被保送入嶺南大學文科，但次年即往歐洲留學。他在
法國與大文豪羅曼 ･ 羅蘭，印象派詩人瓦雷裡結交。回國後執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抗日戰爭時期出任
復旦大學外文系主任，50 年代則在中山大學任教。後來外文系併入廣州外國語學院，他繼續留任。生平著
作有詩集《晚禱》，詞集《蘆笛風》，文論《詩與真》等。他又翻譯了《浮士德》（可惜只完成上卷），《莎
士比亞十四行詩》。後者被余光中譽為「最佳翻譯」。

梁氏個性落拓不羈，受法國浪漫氣息影響不無關係。例如他為了擺脫祖母安排的婚姻，與胡適在北平
法院辯駁，輿論沸騰。後來他在廣西百色偶觀粵劇，對花旦甘少蘇一見傾心，不惜和作家妻子沈櫻離異。
他輕視權貴，數度拒絕蔣介石邀為智囊團成員。1944 年在重慶時，蔣氏派遣梁之留歐同學徐道麟攜親筆函
往召，他心生一計，說肚餓難當，要先吃午飯，然後不斷喝酒裝醉以逃避。

梁宗岱以好辯著稱。他在柏林聽到徐志摩創辦《詩刊》，立刻寄去一封似乎反對的信。理由是詩多誤事，
提起二人在巴黎盧森堡公園會面，即論詩三天三夜，錯過了遊覽時機。他又與朱光潛關係密切，但無論在
歐洲或北平，每次見面都吵架。巴金在散文《繁星》描述與梁氏在日本交往，論事觀點不同頻頻擡槓，然
而友情依舊。羅念生回憶與梁在 1935 年談詩的節奏問題，引起衝突而大打出手。又有一復旦大學學生懷
舊文章說到，梁與一中文系教授從學術爭論而互相扭打，自休息室到了戶外水坑結束，最後搖頭大笑。

梁氏天才橫溢，優越感自然而生。他的精英教育觀念，和遇到的庸才差距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他認
為當時的大學生，十之八九不夠水準。在 1958 年他受嚴厲批判，背上反動之名與此攸關。凡是天才莫能
逃過那種苦惱的宿命吧。

培正群英譜 ( 其一 )：

 梁宗岱豪氣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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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協社林國雄
來函

雷禮和會長

您好，我在今年先後給您二封信是關於想在西班牙組織一個培正同學

會之事，但也過了半年未見有任何回覆訊息，再經深思，事實在西班

牙相信也只有我一個培正學生，有充配邊疆之境，組織一個培正同學

會一切成空。

在今年聖誕後我會前去法國，找郭若蘊會長或英國吳仁灼會長 ( 但怕

他是博士，門梯高難講話。) 但培正馬騮頭，順其自然，門口高底也

同樣，我在美國時曾入白宮與克林頓飲咖啡，在西班牙時也曾到皇室

食過一頓飯，也見過很多大場面。

今次又想麻煩你代我查看，在 1960 年代在初中教英文的老師林悅天

( 不是林天悅 )，他太太也是教初中姓廖的，可能他為了人事問題只

教了不到一年便離校。他是我的遠房親戚，至今過三十年不知下落，

在未死之希望能夠聯絡，請問您能否查到他的下落及通知。

第二件事，在同學通訊中見你悼念甄國基的文章很感動，我與他是同

班，之後與馮德成 (ANTHONY FUNG
)，是大同酒家太子，在 70 年代由

他介紹要做霍英東及副理陳慕華在美之生意。但後來我沒有接上，令

他失面子，也彼此誤會，有一點不開心，至今很難過。請問你也能否

查到他現今在港地址，以便我向他道歉，謝謝幫忙。

祝 一帆風順
林國雄

2012 年 11 月 20 日

前右二：馮德成 ( 穿藍色衣 )、後			：甄國基、後右一：林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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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文    一                                      陳毓棠    培正中學 誠社 (1953)

我們的德昌同學走了，一貫低調的他，平靜地走回主的懷抱，連空氣也沒牽動一下便
走了。

當日正好是父親節，鄺太說：為怕酒樓擠迫，提早一天 ( 星期六 ) 與子女，孫兒們一
家大小，共度佳節，濟濟一堂，好不熱鬧。翌日父親節，德昌大清早便穿著整齊，等著與
太太等同往教會做禮拜，完畢後一齊往午饍，飯後返家，順便打開衣櫥，整理一下衣物，
將稍舊及不喜愛的檢出，促太太送給清潔工或棄掉算了。停下來後，鄺太遞上半個日本大
蘋果，自己拿著另一半，夫妻二人，邊嚐美果，邊話家常，就這樣便聊了個多鐘頭，近黃
昏時如常往會所暢泳。回來梳洗沐浴後，德昌覺有倦意，跟著上床休息。鄺太到廚間準備
晚飯，到 8時許，叫德昌起來用餐時，驚覺德昌他已安詳地離開了她們。

 德昌離休後，全心享受人生，每星期都有一天和我們茶敍，或作竹戰。自父親節後，
一直找他不著，以為他去了鄰近地區打高球。直至 6 月 21 日星期五，幾位同學在朱淑齡
家中閒聊時，收到鄺太來電：說德昌在 16 號晚離世。事出突然，真真難以置信，各人當
時如遭電殛，張口無語，久久才回過神來，齊聲嘆息。

 據知德昌生於廣東南海世家，幼年曾目睹戰亂艱辛，印象深刻，影響到他日後的人生
觀。戰後定居香港，12 歲時考入香港培正中學初中一年級，我們有幸都成為誠社一員，直
到今天。

德昌幼承慈母教導做人道理，一直都表現低調，不驕不奢，用心學習，所以每年都以
成績優異升級，直至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後，以優良成績考入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能入讀港大，當然是值得慶幸，
難題是學雜費在當時也不是一個小數目。為了不欲增加家中負擔，最後毅然放棄入讀港大，
轉讀香港工業專門學校 ( 即理工大學前身 )，畢業後進入建新工程公司工作，主業務地基
工程。工作期間，一直未有放棄原定理想，繼續報讀英國倫大課程。結果他的努力並無白
費，最後以傑出成績一級榮譽畢業，取得工程碩士學位及工程師資格，當時香港報紙亦有
專題採訪，在報章刊登。

因為自我增值成功，瞬即被挖角進入知名之 Faber& Sons 工程公司，主管設計及監建
一些較重要的大工程項目，手下有 10 多名工程師協助。

永遠懷念誠社 (1953) 鄺德昌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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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昌並不以此而自滿，希望事業再上另一層面，也為實現理想，於是轉職入工
務局，專責設計及建造道路工程，為市民服務。由於其才華出眾，工作態度及處事表現良
好，深得局方眾人愛戴，工作多年，屢獲擢升及保送海外深造。離休前職銜是總工程師，
及署長代理，為我社服務公職職銜最高者第一人。任職期間，主理建築道路天橋無數，其
中以幾條海隧，及香港第一條最長，直通半山之行人電動扶手梯，最為人樂道。

 如非鄺太透露，我們對德昌生活的另一面所知不多，因他從不在人前，炫耀其工作成
就。我們在學校，或日常敍會中的鄺德昌，都是表現一介謙謙君子，淡泊名利，思想豁達，
從無惡言厲色，異常低調。但鄺太說：他最重手足情，一向疏財仗義。對人寬，律己嚴，
對子女更嚴，祇望培育子女都能獨立處事。平日麻雀耍樂，從不計得失，時有連場敗北，
亦不出怨言，代以一笑置之，我也深受其感染，漸漸戒除賭仔姓賴之埋怨陋習。

另有一意外發現：德昌是主修土木工程，鮮為人知者，其個人修養，對中國古文學、
歐西古典音樂，也有極豐厚認識。又喜愛運動、旅遊等，真個博藝多才。

 德昌熱愛家庭，惜往日工作繁重，無法表達。離休後雖有多家大工程公司，高薪禮騁
為 CEO，不為所動，一心享受人生，第一時間與太太携手環遊世界，可見鶼鰈情深。對子
女亦給予最佳學習條件，使子女們全都學有所長，以報父親苦心栽培之恩。

 今天，德昌同學，我們的好兄弟，恬靜地離開我們，重歸主懷，我們大家都會永遠懷
念他。

悼念文    二                                      朱淑齡    培正中學 誠社 (1953)

  最近聽到親朋好友去世的消息，除了安慰了幾句外，好像什麼都不能做了；恐怕

有一天自己亦会成為別人口中的壞消息，所以我們也應好好的享受在世上的每一分

每一秒！！

  幸好我們入了一間好学校，有真正互相關心的同学，鄺德昌突然過世，我們同學

間的表態，使我體會到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就是愛，世界最大的喜樂之一就是擁有

朋友！

朱淑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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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飛然先生，於 2013 年 9 月 18 日，星
期三早上在家人陪伴下，在溫哥華綜合醫院
與世長辭，享年 91 歲。追思會將於 10 月 19
日下午 2 點在溫哥華慈恩紀念華人協和教會
舉行。
地址 : 3519 Cambie Street, Vancouver, B.C.

      黃飛然先生在 1921 年 12 月 14 日出生於
中國廣州。他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和上海
國立音專學院。黃先生 1975 年於香港政府
教育署音樂部門退休，隨即與家人移民到加
拿大溫哥華。在溫哥華 30 多年，他創立及
指揮多個合唱團，包括卑詩大學中國舊生會
合唱團、溫哥華國韻合唱團、溫哥華聖樂團及溫哥華臺灣聖樂團。同時，他也是中
國聯合教會的音樂總監，慈恩紀念華人協和教會聖詩班的指揮。

     黃飛然先生遺下與他共渡 52 年的妻子霍穎瑜、長女安怡、長女婿 Raymond、外
孫女 Alison、外孫男 Michael、二兒子安信、三女安基、三女婿 Steve、外孫男 Silas、
外孫男 Elijah、外孫女 Trinity、兄長黃飛立和姐姐巫黃若珍。

      黃飛然先生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曾任教於港、澳培正，桃李滿門。

訃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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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朱肇洸同學
忠社黃頁公

	 	朱肇洸同學因肺癌於 8 月 6 日病逝於香港，享年 76 歲，8 月 23 晚在香港殯儀館設靈致祭，24
日上午出殯，用道教儀式。靈堂上過百的親友，親友甚多，姿生堂的人更多，正是白馬素車，極
盡哀榮。回顧朱同學自 57 年來港定居，那時香港地方突然多了數拾萬人移入，生活艱難，人浮
於事，幸而他的叔父在中環萬宜大廈有半邊舖位是賣化裝品的，可以棲身，月薪 80 元，晚上要
睡在店內。如此渡過了 3 年，某天見報刊登廣告招要有售化裝品經驗的職員，於是前往應徵，原
來是大昌公司，主考的是胡德伉先生，見他所寫的學歷便問：是什麼時候讀培正的 ? 什麼級社 ? 
他答：二次大戰後入廣州培正小學，49 年畢業直升東山培正中學初一，是忠社的，校長馮棠先生，
教導主任林瑞銘老師，數學科何宗頤、林藻勇，物理科黃振鵬，化學科周逢錦博士，生物科丁汝
南博士，體育科吳華英博士。初一學生是在白課堂上課的，住在王廣昌宿舍，校內所有建築物都
是紅牆綠瓦的，惟厠所是白色的，我們稱它做白宮……等等。談了約 20 分鐘，沒有問商務的問題，
就聘用了他，月薪 300 多元。經濟大大改善了，他也全心全意將「姿生堂」的貨品，造成響譽香
港和東南亞的名牌。由文員升到襄理，最後是經理，10 年前退休，公司給他豐厚的退休金。那時
他擁有數個物業，還有兩個車位收租，生活優悠。妻子胡氏，74 年替他誕下一女，現已結婚育有
一子，在夕陽無限好的時候突然西沉，使人唏噓，然而人生在世數十寒暑，得失成敗如大江來去
浪濤盡，即使王侯將相也不例外，畢生的事蹟只有在老朋友和老同學的懷舊中留下印記。

1939 鵬社
趙希文

1944 昭社
關道毅

1963 真社
蕭雪霞

安 息 主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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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校旗 永遠飄揚

1953 年級誠社吳漢榆

1948年香港培正母校慶祝創校十五周年，我當時就讀小學五年級，母校出版了厚厚一冊校慶紀念特刊，
我有幸蒙老師從作文卷中選登了一篇文章〈怎樣加強五育訓練 ?〉。其實這是一篇演講稿，是作文老師叫
我為楊佐坤同學寫的，他當選代表我班參加粵語演講比賽，還得了獎呢 !

以後每當逢五、逢十校慶，我都應邀撰寫紀念文章。1989 年母校百周年大慶，我呈獻了一篇〈培正教
育話當年〉(p.39)，頌贊母校多年來在數、理、化及中文、體育方面教育取得的驕人成就。

羅慷烈老師也寫了一篇〈點將錄 —— 培正瑣憶〉(p.21)，對東山培正林瑞銘教務主任，數學老師何
宗頤、英文老師李寶榮、物理老師黃振鵬，多有記述，“允稱為馳名廣州中學教育界的「教王」級人物”。
還有陳翊湛、梅修偉先生，前者讀歷史卻教國文，後者授西洋史。羅老師盛讚當年培正學生不但數理程度
好，中文水準也高。艱深如兩漢、三代之書，聽講時大都一點即透，寫作能力不錯。

1952 至 56年，羅師應何宗頤主任邀請加盟香港母校。他那時和何主任、關存英、陳翊湛先生最稔熟，
課餘之暇，品茶下棋，無所不談。在他任教四年中，覺得當時香港培正學生，仍繼承東山培正的水準，數、
理、化固然稱著，中文程度也很好，保存中華民族文士的氣質。學生重視培正畢業考試，多於香港政府全
港會考的文憑。

羅師在點將錄中一口氣列出 1953-56 年他教過的學生名字 : 誠社何顯雄、何沛雄兄弟，一理一文 ; 劉
靖之、潘粵生、馮大全。他還保存我畢業時送他的自畫山水條幅 (見照片 )。匡社有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
陳氏昆仲煒良、炳良，都是港大中文系出身。朦朧派詩人蔡炎培，一派文士作風。忠社「數風流人物」首
推吳仙標、梁鑑澄。鍾景輝是演藝界巨子，趙世曾長袖善舞。至於瑩社同學是羅師的「關門弟子」。何弢
是「雜家者流」，文理皆精，議論縱橫，是香港著名建築師，麥繼強留「仁丹鬚」，後來成為生物學家。「江
山代有才人出」，培正的人才，可圈可點的還有很多 !

母校110周年我獻上一篇〈迎千禧賀校慶述懷〉一文以詩、詞、楹聯為經緯，憶述個人際遇和校慶感言，
(p.188)。

母校 120 周年，我又寫了一篇〈培正與我 —— 60 載培正情意結〉，還榮膺培正創校 120 周年紀念中
文比賽 (香港賽區 )公開組冠軍，〈培正同學通訊第 170 期 ,p.16〉。

從 1948 年到 2008 年，歷屆校慶我都呈獻長文章，今次 80 周年港校校慶，改
變一下以往作風，作了一副 42 字的對聯 :

八十載崢嶸歲月，善正樹人，誓保接龍傳統，弦歌不輟 ;

百餘年磐石基業，菁莪樂育，贏得紅藍定讞，校幟永揚。

八十年來，母校經歷由私校分拆為津中、私小，仍然堅持中、小學「一條龍」
辦學模式，紅藍傳統精神，得以延續。

東山培正母校經歷 124 年風雨，八年抗戰磨難，1941 年香港淪陷，港分校停
辦，穗校播遷粵北坪石，又於廣西桂林增設聯校，使弦歌不輟。

解放後，東山培正數易校名，終於 1984 年得以復名「廣州培正中學」，並晉
身重點名校，百餘年基業，堅如磐石 ;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校譽日隆。

不幸有紅藍不肖之徒，窺竊神器，搶註培正校名。纏擾十載的校名註冊權官
司，終於在全球培正人同心同德下，贏得北京高院定讞，培正中英文校名註冊權，
重回母校懷抱，使紅藍色旗幟，屹立不倒 ; 「至善至正」校訓，薪火相傳。

2013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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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道思成保奈良，
	 神州無力拯城牆。
	 任公偉論冰室飲，
	 留得清風滌世涼

訪歐行程第一站是英國，倫敦我來過多次。白金漢宮、西敏寺、國會大廈大笨鐘的鐘聲，

都是耳熟能詳，今次訪英，早就和倫敦培正同學會會長吳仁灼 ( 剛社 ) 約好，希望和當地校友

見見面，並把剛剛出版的香港〈培正同學通訊〉第 176 期帶給倫敦同學會。7 月 14 日早上 9:30，

吳會長就來到我的住處，Westminster Borough 一間古色古香的白色四層公寓，我們一家四人包括

兒子、兒媳婦及孫女歡迎吳會長蒞臨。我們暢談了一個多小時，我詳細介紹了香港培正的近況，

又把帶來有關培正的書刊送給吳會長。中午 12:00 他邀請我去唐人街的新鳳城酒家午宴。1965

年級耀社高彥霆、1985 年級博社 ( 澳校 ) 周卓敏同學應邀出席。 

  聽吳會長介紹，他們在倫敦聚會一次也不容易，因為同學分散在各個埠，留學的校友流動

性大，要在倫敦聚集，從曼城、約克、利物浦到此，坐火車也要 1 至 2 小時，舟車勞頓，不像

在香港，要在窩打老道培正集中，是輕而易舉的事。吳會長席間把我此次帶來的〈培正同學通

訊〉分發給兩位同學，先暏為快。           

  我翻開〈通訊〉介紹了香港培正發生的大事，如“樓按風波”，“培正一條龍學制”等，

這些都是海外校友們渴望知道的。由於下午要趕火車去曼城 (Manchester)，吳會長親自送我去 Euston 火車站。本來由

唐人街 Leicester Square 站去該火車站，只有兩站之遙，但由於臨時封路，要繞道才能抵達，而對始建於 1863 年，密

如蜘網的倫敦地鐵，幸有識途老馬吳會長指引，否則我將十分狼狽。下午 3 時半，我順利登上開去曼城的火車，並正

點抵達目的地。

                                 歐洲古鎮風情
  一向對歐洲古鎮情有獨鍾。早年去過德國萊茵河畔的海頓堡 (Heidelberg) 及哥本斯 (Koblenz)，鄉土氣息濃郁，一

派平和恬靜的氣氛。中世紀樸素的紅磚木建築，外牆格仔式裝飾，令人耳目一新。遊客在村莊的咖啡小店，優閒地品

嚐香濃的咖啡，或者一杯德國啤酒到肚，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 一 ) 英格蘭的約克郡 (York)

  今次應孫女 (2008 希社 ) 邀約，參加 7 月 10 日在英國約克大學舉行的

畢業典禮。在傳統的管風琴樂聲中，我攝錄了儀式的全過程，典禮莊嚴肅

穆。我發現，只有亞裔畢業生 ( 包括中、印等 )，是用雙手接受畢業證書的。

在約克郡住了三天，體驗一下英格蘭北部小鎮保持至今的中世紀的風情。  

  約克鎮人口十餘萬，最早是由羅馬人於公元 70 年代創建的，至今有

一千九百多年的歷史。據說羅馬人曾把軍隊總部及王宮設於此地。在著名

的約克大教堂前，還有君士坦丁的雕塑像呢的雕塑像呢。                                        

  這里沒有高層建築，古代城堡和城牆，鮮艷紅磚的建築，以及典雅質

樸的民居，構成一幅如詩似畫的景象，時值盛夏，晚上九時半，太陽尚未

下山，攝影愛好者仍可盡情拍攝。

	歐游心影新錄	
----訪倫敦培正同學會˙英荷鎮

誠社 吳漢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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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克大學位於約克郡東南郊的 Heslington 村，創建於 1963 年，是一所英國綜

合排名 20 位的校園大學，以研究為主的綜合性大學，設有建築、金融與會計、航

空與制造工程，土木工程、人類學、考古學、教育學等 30 個系科，學生約 9,000 人，

國際學生約 18%，其中不乏來自香港及中國大陸學生。我初來此地，下了火車向

人問路，首先得到當地約克學生指點，來到校區，又得到國內留學生帶路，很快

找到我孫女的學系辦公室，感得十分親切。

                                 ( 二 ) 探訪劍橋

  英國劍橋和牛津是我多年嚮往的地方，前者以自然科學聞名於世，諾具爾獎

得主眾多執世界牛耳，後者則以人文及社會科學稱著。今次雖然短暫停留倫敦，

也要擠出一天時間走一趟。由於牛津和劍橋分別在倫敦的西北和東北面，一天之

內訪問兩校，時間太匆忙，最後只好取劍橋而捨牛津了。

  從倫敦去劍橋，可以從利物浦站乘火車前往，車程 1.5 小時 ; 也可以從維多

利亞長途車站乘巴士前往，車程約兩小時，我取前者，預先購好來回程火車票，

回程不限車次，十分方便。

  在劍橋火車站的自動售貨機，花了一英磅，購得劍橋地圖，搞清四向及主要

學院及景點所在。

  人們常說“牛津是大學中有城市”，而“劍橋則是城市中有大學”，果然不錯。

沿着劍河 (River Cam)，不難找到心中要去的景點。 

  劍河畔的 Sheep’s Green 草地，遊客眾多，我們找了一片地方，享受一頓午餐，休息一會，就開始探秘。在劍

河上有許多 Pun Station 可以租艇游河，可以自己去划，也可以僱人代划。

  我們花了三英磅購票進入皇后學院 (Queen’s College)。此學院建於 1448 年，劍河流過學院，旁有數學橋 (Mathe-

matic Bridge)，是一座木橋 ( 傳說沒用一根釘子構築成，不確 )，引向對岸的 Queen’s Land。學院的紅方地磚，因年代

久遠，磨蝕成一個個深坑。  

  在皇后學院看到一個長長的大廳，擺放着長長的餐桌，及一排排座椅，有點像

〈哈利波特〉電影中的霍格華茲學院。聽說學院每周都有一、二次正餐，校長屆時

會用拉丁語訓話，學生也穿着披風聆聽。

  毗鄰為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建於 1441 年，有宏偉的 King’s Chepel，暑

假期間有時在此舉行 Summer Recitals。市內還有其他學院，如三一學院 (Trinty, 1546

年 )，聖約翰學院 (St. John’s, 1511 年 ) 等，劍橋大學共有 35 個學院，要遍遊一趟也

不容易。在市集上，看見一羣人盤腿而坐，在練瑜珈。他們絲紋不動，一坐就半個

小時，真像老僧入定，功力十足。

  劍橋除了大學眾多學院外，還有大學的禮拜堂 ―― 聖瑪麗教堂，博物館以及

古董店和工藝精品店，可以購買印有劍橋校徽的紀念品。

  校園夏季有各種文化活動，如演出沙士比亞的戲劇和各種音樂會等，可以購票入場。我們只是匆匆到此一遊，

就沒有機會細細欣賞了。

風車之國 -- 荷蘭

  1997 年前後，曾經多次去荷蘭應邀講學和公幹，認識一些荷蘭朋友，對荷蘭許多城市和人情物理有些認識。荷

蘭 (Holland) 正式名字是 The Netherlands，是“低地國”之意，即全國土地多在北海海平面之下。比如一架 747 珍寶客

機停在荷蘭 Schiphol 機場，其機尾豎翼尖頂部剛在水平面位置 ( 即整架大飛機全部都在水平面之下。

  荷蘭國家雖小，但工商業都很發達。許多城市如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商埠，鹿特丹 (Rotterdam) 港口世界聞名。

還有國際法庭所在地海牙 (The Heque)，也是皇室駐地。至於國際聞名的電子公司 Philips 所在地 Eindhoven，即荷蘭知

名足球隊燕豪芬隊的所在地。

  荷蘭盛產鮮花，芝士及木屐，由於是低窪國，為防水患，水利工程自古以來，十分發達。隨處可見的風車，就

是古時留下來用以抽水防洪的工具，也可以為農作坊磨麥成粉，製造麵包餅食。現在一些景點還保留許多古老風車，

供遊客參觀。    

有名的鮮花拍賣市場，在荷蘭亞斯米爾 Aalsmeer，每天早晨就開市，參加拍賣者交按金取得一席位，配備一台電

腦，拍賣如同搶答問題。當鮮花用小列車推入拍賣場，列名花種、農場、數量，即開始競價，方式獨特，拍賣場有一

個時鐘，指針在 12 點處開始順時針轉，數字慢慢降低，競價者按停指針，即成交。按早了，出價過高，按遲了，就

錯過機會，投不到，真是頗考技術和經驗。聽說中國雲南花市也曾多次來荷蘭取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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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小鎮 Ablasserdam 在鹿特丹及 Dretret 之間，今次再訪荷蘭，就下榻於一位 T U Deeft 教授家中，他家在 Kin-

derdijk，在一條河隄畔。倚窗遠望，可以看見船舶緩緩駛過，或去德國，或去海口。據說那些裝滿集裝箱的貨輪，許

多是來自中國的。

  我們早上空閒，坐在隄上長櫈，和帶狗的鄰居閒聊，彼此沐浴在陽光之下，江風煦拂，十分愜意，這才是真正

享受假期。

  十六年前來過此地，今番舊地重遊，感慨系之耳，想起宋張孝祥的一首〈西江月〉，正是此刻寫照：

“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遇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慣，此心我自悠然，寒光亭下水

如天，驚起沙鷗一片。”

  Delft 靠近海，是荷蘭一個有文化氣息的小鎮，這裡有一所荷蘭首屈一

指的工科大學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Delft (T U Delft)。  

  1997 年前後，我曾經應邀來此地講學。當時有學生問我是否害怕香港

被中國收回。我回答說：“如果我害怕，就會拿着外國簽証移民，更不會有

心事到此為大家講課了！”。16 年過去了，今天重遊此地，學府依舊，人面

全非，( 許多教授都退休了 )，只見到一位當年的秘書，真是不勝唏噓。 

  今次參觀，我發現建築學系成功保育一座老教學大樓。本來準備拆卸

的有多年歷史的大樓，經激烈討論，決定保留下來，並將大樓的中庭加蓋屋

頂，形成十分可觀的教學用房，現在已闢作學生建築模型製作坊，以及設計

圖樣展示室。還有一個表演廳及階梯觀眾席，都髹上紅色，十分奪目。

( 四 )“上帝造人，荷蘭人造陸地”

  荷蘭是一個低窪國，1954 年北海刮颶風，適逢海潮漲至歷史高水位，使沿北海岸頓成澤國，導致生命及財產重

大損失。荷蘭政府痛定思痛，下大決心投入巨大資源防洪，精心設計鞏固的鋼筋混凝土北海隄防。

  為了滿足鳥類棲息及覓食的生態環境要求，在海隄適當地點加建一座自動開合油壓驅動閘門，每天按潮汐定時

開合，讓海潮將海產送入沙渚，為鳥類補充食物，以保持自然生態環境現狀。

 現有的工地保住了，但近年鹿特丹港的集裝箱貨運，世界第一的地位不保，不但輸給香港 (2012 年 2317 萬個標

準箱 )，而且輸給中國 ( 上海的 3,200 萬個標準箱 )。

  為了在全球港口業務爭光，荷蘭人在鹿特丹港口向北海爭地。自 2008 年開始，訂出 20 年 MAASVLARTE 2 規劃，

造地 110 公頃，海灣  深 20M，灣長 1150M 可容 2.35 億個標準集裝貨場。第一期工程 2014 年運作，今天所見，一艘

艘荷蘭噴沙船 (DREDGING) 在工作，造地技術，全球稱著。香港赤蠟角國際機場填海工程，也是荷蘭的傑作，至於構

築防浪隄，穩定土層沉降技術，亦世界首屈一指。      

  在英國和荷蘭遊覽了兩個星期，擴闊眼界，增廣見聞。深深體會歐洲人在古蹟保育，保護大自然的強烈意識，

中國偉大建築大師梁思成在二戰結束時，曾經向盟軍提出保護世界文化日本古城京都和奈良的建議獲得採納，但就無

力在自已的國家保護北京，將舊城和新城分開，保留古城牆和建築的建議，並遭批判。

  乃父梁啟超 ( 任公 )，曾支持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維新變法失敗後，考察歐洲政治體制。早在八十年前就提出：

“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的社會，能否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命題。只有在經歷迫不及待地實行人民公社體制遭

受巨大挫折之後，人們才深深地體會到梁任公的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

  我的開篇七言詩，正是為梁氏父子平生際遇。作一註腳。而文章取名〈歐游心影新錄〉用意是表示對梁啟超先

生的尊敬。

2013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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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級昇社  寇懷誠

培正畢業生開始赴台灣升讀大專院校，大約始於 1950 的年代。馮肇邦

老師 (55 年級忠社，中四時曾教我級物理，現居密支根州 ) 在一次大湖區培

正同學會聚餐時曾告訴我，當年忠社有一半的同學畢業後去台灣讀大學，以

台大居多。凡在 60、70 甚至 80 年代在台大讀過書的培正同學，鮮有不知大

名鼎鼎的男十二宿舍 204 室 ( 又名培正房 )。蓋因當年 (1955 年 ) 男十二宿舍建好後是分配給僑生住的，當時有匡社 ( 葉

浩林 )、忠社 ( 馮肇邦、趙連、張雅倫、劉粵琛、方翹楚、陳文彬及梁錦濤 ) 諸同學一起住進 204 室。在那個年代，

凡新生要住進某一室時須經已住在該室的舊生同意始可，如是久而久之，204 室就變成凡培正仔才可入住的“培正

房”。記得我第一次踏入 204 室是在我大一 (1970) 註冊當日，一進入 204 室，就見到“神主牌”紅藍校徽掛在正中窗

框上，肅然起敬。其後培正房就變成馬騮們川流不息的集散地 (club house)，有的是吃完午飯找張床睡午覺的、或是有

空堂或無所事事時走去打牙骹，下棋，打橋牌，賭梳哈，飲啤、嘆煙，通宵達旦的方城之戰，應有盡有。只要是培正

畢業的，就無任歡迎。遇上台大校運會 ( 見相片 1, 2)、足球賽時，204 就自然成為我們的更衣室，若要找釘鞋、波鞋、

波襪、波衫、波褲時，則將床下面的幾個竹蘿拖出來，經歷年累積，其內尺碼齊全，應有盡有，任君選擇。校慶時因

要開放宿舍，204 就會煥然一新，打掃乾淨，歡迎培正女仔到訪，並招待午飯，這是培正馬騮頭細心、溫柔的一面，

自不在話下。

在 1960 中到 1970 中的那段歲月裏，在台灣大學就讀的培正

同學每年總有三、四十人，加上附近的師範大學、政治大學、輔

仁大學、台北醫學院和國防醫學院的大概有五、六十多人。每年

都有迎新、送舊、郊遊、登山等活動，課餘則不時三五成群不分

級社的約好一齊去吃飯 ( 大聲公、鳳城 )、飲冰 ( 全城冰室、榛樹

林等 )，到台大側門新生南路的士碌架房比劃 ( 鮮有培正女仔好

此道 )，大夥一齊用唔鹹唔淡的國語和到宿舍的收買佬面紅耳赤

議價，或是睇戲 ( 東南院戲院 )，或是在校園的醉月湖，傅鐘的

月光下彈吉他唱歌 (用自己編的歌書，下詳 )，生活都算多彩多姿，

毫無離鄉別井思家之感。 

在我讀台大的那個年代，培正仔女在台大校園十分活躍，每逢校運會我們如果不是參加比賽的運動員就是做啦啦

隊員，與在培正時去界限街的運動場參加培正陸運會的精神一樣，難怪當年台大體育主任齊主任 ( 名已不記得了 ) 曾

很感慨的在“台大青年”( 台大校園刊物，見相片 4) 中特別讚揚：“香港培正中學在本校就讀的學生不過三、四十人，

但是因著這群學生的參與，就令到台大校運會熱鬧非凡。”的確，我們自製的旗幟、運動制服、啦啦歌，鑼鼓喧天的

進場陣容 ( 相片 5)，在台大寧靜幽雅的校園裏有誰能不駐足觀看？男子十項運動不論是男甲組 ( 陳偉興 )，男乙組 ( 楊

波平 )，長跑項目 ( 朱傚祖 )，女子五項 ( 陸穎冰 ) 的金牌年年入培正袋。陳、朱兩位還曾先後任台大田徑隊隊長，陳

偉興 ( 現居多倫多 ) 學長當年尚入選中華隊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中、菲田徑對抗賽。1969 年的台大校運會 ( 相片 6, 7)，

大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次，一間中學不過三、四十個校友組成的田徑隊，擊敗猛將如雲的台大男子田徑隊，

奪得男子組冠軍。台灣著名男子中學如建中、南一中在台大校友有數百人之眾，也難望培正校友會項背。除了培正田

徑名將陳偉興、朱傚祖領軍外，皓社運動健將顧明鈞、李本沃，恆社錢元國、黃光正，昇社王國湛、羅衍琛、雷耀榮

等一點一滴累積每一分，才能有此歷史成就，就連當年會考狀元，文質彬彬的恆社王必敏同學亦都  “投筆從戎”，

披掛上陣，穿上釘鞋，咬實牙根搏殺。最大功臣乃同學的啦啦隊，此非普通啦啦隊，由台南到台北的培正校友群聚台

大，喊個力竭聲嘶，激發出的動力及奮鬥心，在最後一項男子 4 乘 400 公尺接力賽 ( 一棒楊波平，二棒陳偉興、三棒

包國原，四棒朱傚祖 ) 中後來居上戰勝田徑隊，以兩分些微差距奪得總錦標歸，傳為佳話。那種情景，一生只有一次，

永遠難忘。

在 1960 年代末開始到我 1977 年台大醫學院畢業這段時間，在台大就讀的培正同學編印 ( 寫臘紙油印 ) 了一本培

正歌書 (Songs for Pui Ching, 見相片 8)，新生到埠即人手一冊， 供大夥

出外旅遊、暢唱之用。更出版了一份屬於自己的刊物，訂名為“痕”，

每人將平時讀書心得，生活點滴 / 感觸，登山旅行過程等寫下，一年

出刊一、二次。這本刊物大家群策群力，無論是寫稿、催稿，寫鋼版

臘紙，校稿、印刷 ( 手搖式印刷機 )、裝訂，全部自己人利用課餘時

間一腳踢，因著這本刊物也就更拉近培正同學們的感情，也提供現在

我們這群當年滿懷理想，壯志凌雲一群赴台升學馬騮們的一種無比溫

馨、甜蜜的回憶。現居於波士頓的岑志仁同學 ( 剛社 ) 尚保存了好幾

期的‘痕’，已歷經四十多年了，十分難得，這也促成我今天有靈感

來寫這篇報導。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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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群當年一起在台大渡過人生最快樂時光的培正人，現大多已是“登陸”人士，兒女、孫成群，而且不少已

正式或已屆退休了。在 2012 年初居住在俄立岡州童心未泯的包國源學長 ( 皓社 ) 振臂高呼發起要再度出版“痕”一事，

在這資訊發達的時代，很迅速的在大家的 e-mail 間引起了回響及討論，但由於時空的隔絕 ( 我們現分佈在美、港、台、

英、法等地 ) 及體能的限制，我們這群曾經當年在台大叱咤風雲的一群馬騮們，似乎無法再有精力好似當年那麼勇猛，

但是卻藉摩登科技在 website 成立一個 pc-taiwan-1970@yahoogroups.com 屬於這群馬騮的網站。網站成立初期，蒙劉艷

霞 ( 港 )、寇懷信 ( 美 )、孫北平 ( 法 )，林健生 ( 港 ) 等集思廣益 ( 用那一個網站、用那一個中文的 code，網站名稱等 )，

經過幾個月的 “爭拗”後，終於拍板定案，並收集在這段時間在台大讀過書的各級社同學 ( 耀、皓、恒、仁、昇、謙、

剛、賢、勤、基、昕、捷等社 ) 通訊地址，發通知邀請參加。到目前我們收集了五十多個人名，有卅多位加入。

網站成立後，同學們不分高低社，大家分享許多過去的趣史，才知道耀 / 皓社有所謂的結拜十兄弟 ( 大哥大是波

叔楊波平，二哥張海燕，四弟是古惑佬陳偉興，老七是包公包國源等 )，一些在台大時的相片 ( 包括運動會，登玉山、

雪山、大霸尖山活動，校園活動，迎新 / 送畢業生晚會等 )，分享如何保健，什麼才是健康食物，各地風景圖片等，

應有盡有。某位老大哥有吸煙惡習，那些低班的妹妹 ( 現在都已過六十歲的阿婆了！ ) 們則動之以情，曉之以義，苦

口婆心的勸他戒煙；有人需要動手術，則有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如何處理術後疼痛；那些婆字輩的烹飪專家更不時拋出

一些快餐食譜；痕友之間若有互動則會張貼相片供大夥分享；人生歷程若有什麼心得 / 感觸，就為文張貼在網站供大

家回應……那一來一往，無拘無束的幽默字句，就彷彿把我們帶回台大時期大家把酒 ( 女仔除外 ) 問青天的那種豪爽、

坦誠的問候一般。幾乎每天打開電腦都會有好幾則痕的電郵，在我們例行公事的生活中，每天都帶給我們無窮的盼望

和快樂，成為我們的精神糧食，猶如擲石入寧靜的水面所引起的漣漪一般，一圈一圈的向外傳開，久久不止。現在我

們已訂在 2014 年 11 月重返台大校園，屆時又會是人生旅途的一個高潮。

包括已加入及有意加入痕網者之現有名單如下 :

耀社 : 楊波平 ( 美 )、陳偉興 ( 加 ) 

皓社 : 包國源 ( 美 )、

恒社 : 錢元國 ( 美 ) 、 

仁社 : 劉紀禮 ( 美 )、周靜儀 ( 台 )、冼倩薇 ( 港 )、郭美玲 ( 美 )、劉艷霞 ( 港 )     
                  、陸穎冰 ( 美 ), 朱傚祖 ( 台 )

昇社 : 何澤恒 ( 台 )、李少明 ( 中 )、羅衍琛 ( 加 )、雷耀榮 ( 美 )、寇懷信 ( 美 )、  
                  寇懷誠 ( 美 )

謙社 : 孫北平 ( 法 )、葉小愛 ( 港 )、李啟初 ( 中 )、陳鉅恒 ( 加 )

剛社 : 岑志仁 ( 美 )、阮昌業 ( 美 )、吳仁焯 ( 英 )、林健生 ( 港 )，陳秋培 ( 港 )

賢社 : 蔡秋荷 ( 港 )、  

勤社 : 勞美妮 ( 美 )、張翠芳 ( 美 )、周素華 ( 港 )

基社 : 谷偉明 ( 港 )、嵇義達 ( 美 )

......

最 後 在 結 束 此 文 時 謹 借 用 聖 經 中 的 一 句 話 來 形 容 在 這 個 時 段 

(1960’s~1970’s) 於這群在台大就讀的培正同學所建立的感情 :  “天地都將廢去，

但紅藍精神和我們跨級社的情誼將永遠長存！”希望在世界各地的紅藍兒女亦

同樣感受到這種情懷。

註 :

1. 馮肇邦老師 (55 忠社 ) 提供資料，楊波平 (65 耀社 ), 陳偉興 (65 耀社 )，包

國源 (66 皓社 ) 三位學長的校正及潤飾，謹表萬分謝意。

2. 若有當年在台讀書的培正同學願意加入痕網，請與寇懷信同學 (69 昇社 ) 

聯絡 (abrahamkou@ya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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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劇人物南宋德祐帝

               鄭國輝

清代台山人陳遇夫詠岳飛墓一詩，結句為「可憐德祐迎降日，地下還應髮指冠。」這是震鑠
千古的神來之筆，但對德祐帝降元的指控，溢於言表。德祐帝是否一個雙手將漢人江山獻給蒙古，
全無骨氣懦怯之徒呢？我們要客觀地對當時的史實作一仔細分析。

德祐帝趙㬎即是南宋恭帝，德祐是他登位改元後的年號。咸淳十年 (一二七四)，宋度宗病逝，
他以嫡子身份登上寶座，年僅四歲，謝太皇太后垂簾輔政。當時南宋政局已在風雨飄搖，岌岌可
危中，經理宗、度宗二朝，奸相賈似道當權，只顧驕奢淫逸，不理國事。襄陽已被蒙古軍合圍多
年，朝廷不發一兵一卒去支援解圍，賈似道虛報軍情，將昏庸的宋度宗蒙在鼓裡，時局河決魚爛。
德祐帝上場時，拾到的是一無可救藥的爛攤子，蒙古兵已攻陷襄陽，長驅直進，勢如破竹，兵臨
首都臨安 ( 現在杭州 ) 城下，時在一二七六年正月。宰相陳宜中見國勢危如纍卵，城破在旦夕，
逃之夭夭，遁回老家去了。剩下來的老婦謝太后無計可施，將傳國玉璽送往蒙古營中，並附降表
給元軍統帥伯顏，希望能保留小皇帝的性命。時德祐帝年方六歲，那裡知道甚麼國家存亡，民族
大節。

佰顏心狠手辣，不理降表，繼續用兵，很快臨安陷落，生擒德祐帝和他的母親全太后。元世
祖忽必烈下詔，將德裕帝母子解往大都 ( 現在北京 )，謝太皇太后因病留在南方，只有四位宮女
隨行照顧他們的生活。

元世祖尚算仁慈，只將這對寡母孤兒軟禁在深宮內，和外界完全斷絕。守護他們的蒙古軍人，
因為國亡不能殉節，頗鄙視他們。全太后感激元世祖不殺之恩，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四位宮女
飽受欺凌，在蒙古軍人頻頻施暴肆虐下，她們受不了，不到十天，全部自縊死了。蒙古人更露出
猙獰面孔，把她們的頭割下來，懸掛在全太后的宮門。六歲的德祐帝目睹這些血腥場面，小小心
靈，大受震撼，可想而知了。

在南方，宋的遺臣立了德祐帝的庶兄趙昰，以延宋祚，即是宋端宗。元世祖封德祐帝為瀛國公，
並賜以官爵，以號召未歸降的宋將和南方分庭抗禮。

一二八二年，瀛國公十二歲，被遷往上都 ( 今內蒙正藍旗東邊閃電河北岸 )；全太后到大都的
正智寺削髮為尼，不久病故，從此母子永遠分離。他被遷的原因是當時有一流言，居住大都的宋
遺臣和遺民要劫走在獄中的文天祥，重立德祐帝，久囚的文天祥終於從容就義。

元世祖至二十五年 ( 公元一二八八 )，瀛國公十八歲，元世祖賜他很多財寶，送他到吐蕃 ( 現
在西藏 ) 學佛，他改名為合尊大師，居於隆迦大寺。他天資聰敏，很快便學得藏文和藏語。童年
時屢經大變，他已將紅塵看破，從來沒有令他留戀依徊的事物，於是心無雜念，鑽研佛經，苦行
修煉，竟成了一代宗師。且將很多佛教典籍，從漢文翻譯成藏文。想不到在政治史上，他是一令
人非議的亡國之君；在宗教史上，卻留下不朽的軌跡。

元英宗至治三年 ( 公元一三二三 )，合尊大師 ( 即瀛國公、德祐帝 ) 渡過五十三歲生辰，他本
已忘掉那災難重重的前半生。夜闌人靜，不能入寐，孩提時江南的景色，依稀地在腦海中一絲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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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感懷身世，他提筆寫下一首五言絕句：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

    黃金台下客，應是不歸來。」

短短一首詩，一連用了兩個歷史典故：

（一） 林和靖是北宋隱士林逋，他沒有家室，隱居在杭州西湖內孤山上，遍植梅花，和養
了很多白鶴作伴，有「梅妻鶴子」的美譽，他不問世事，作詩畫畫是他的精神生活，渡過了高風
亮節的一生。

（二） 戰國時燕昭王在北京朝陽門外築了一高台，招集天下賢士，且報以重聘。

此詩輾轉傳到元英宗手上，元英宗以至尊大師煽動天下人心，下詔就地將他處決。他正在甘
肅臨夏一佛寺中，刑後流出的血是乳白色的。合尊大師死得很冤枉，此詩純粹是自詠。他深深知
道，第一故鄉杭州，此生不會重臨了。第二故鄉北京也很難歸來。林逋以梅為友，他以佛經作伴，
同樣心如槁灰渡過此生。合尊是很自負的，他的才智有資格充任燕昭王台下的黃金客，但他已與
北京無緣，所以不會歸來的。

元英宗碩德八剌和父親元仁宗愛育黎拔力於漢文頗有造詣，任內推廣漢族文化，怎會誤解此
詩。十四世紀上半，元代政治為權臣操縱，前有鐵木迭兒，後有鐵失。我想此是鐵失假傳聖旨，
殺害合尊大師，說他有燕昭王野心，要杜絕後患。英宗同年在南坡之變被弒，是殺害高僧的報應。

德祐帝以孩童繼位，一切不由自主，註定是一悲劇人物。生不逢時，心中苦楚，不足為人道也，
他一生是寂寞的。在人控制和支配下，他找到一發揮他的天才和創意的境地，可謂超世之傑，沒
有枉渡此生，不會被歷史洪流掩沒。

德祐得惡名，源於一句話。現錄宋史紀事本末一段：「陸秀夫因帝（趙昺）舟大，且諸舟環結，
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
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象。」

陳遇夫「岳飛墓」一詩，有雷霆之勢，千鈞之力。結句用德祐迎降一事，並不是一公平的蓋
棺論定，是被宋史誤導產生下的錯印象。所以我撰此文替德祐帝辨正之，且還此偉大人物的真面
目。

德祐帝還有一事為世人詬病，是企圖勸文天祥投降元朝。事情真相是這樣的，文天祥為元軍
所擒，元世祖很賞識這人才，極欲羅致之，命滅宋的元帥張弘範勸他投降，天祥回答：「身為宋
狀元兼丞相，貴已極矣，所欠者唯一死」並抄了「過客丁洋」一詩給他看。張讀到「人生自古誰
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默然點頭離去。世祖又出動降元宋相留夢炎去勸他，天祥大義凜然，
將夢炎駡得狗血淋頭，夢炎滿險羞慚離座。世祖遇此鐵漢，最後命八歲小童德祐帝去勸他，心想：
「你的君主已投降了，你還有甚麼保留呢？」天祥見一瘦小身軀出現在目前，不等小童開口，便
迎上去，跪拜在地上：「臣文天祥參見聖駕。」跟着號啕大哭不止。德祐帝年紀雖小，念到國亡
家破，（時祖母已故，庶兄和庶弟在臨安陷落前早送往南方，）孑然一身，像飄蓬浮萍般羈旅異邦，
命運難料，受人擺佈，再也控制不住澎湃的感情，悲從中來，淚流滿面。文天祥見比收淚說：聖
駕請回，並自珍重，微臣不能隨侍左右照顧了。」德祐帝沒有說一句話，君臣最後會面，只不過
是「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君臣二人合演一人間悲劇，結局是二人先後在鋒刃下，
與塵埃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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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寸草心  濃厚師生情
弘社 梁民生

  筆者搜集到加拿大安省培正同學會通訊第十八期一篇文章「元老訪問 —— 林英豪校長家訪」。讀後有很多感想。

林校長是對大家講話，所以請紅藍兒女讀讀此文。

  林校長畢業於西南聯大，即清華、南開、北大抗戰時在昆明聯合辦的大學，1948 年回培正服務，筆者於 1947 年

從香港培正升入廣州培正高中，所以並不認識林校長。1979 年林校長夫婦重遊昆明徑尋親朋，讓我見到一位翩翩儒

雅的學長，但不知是當年香港培正校長。從那年開始我與林校長保持三十多年聯絡從不間斷，林校長名副其實是我的

老師，林校長又把我當成朋友。

  我從林校長身上獲益良多，也就是言傳身教，沒有長篇的論述，你會感受到基督的精神，讓我們領會到校訓「至

善至正」的涵義，至善就是要做得最好，至正就是要堅持真理，為人要正。這是林校長時常教導我們的話。

安省培正同學會通訊第 18 期
元老訪問 —— 林英豪校長家訪     昕社呂禮斌

不離不棄，一直與我們同在的林英豪校長   

簡介：

․ 一九二零年出生，九十三歲，老當益壯。

․ 一九三九年級鵬社同學。

․ 一九四八年回香港培正服務，任教初中三偉社，繼任訓導主任、教務主任及副校長。

․ 一九七四年出任香港培正校長。

․ 一九七八年任校長期間，培正中學接受香港政府資助，改為津貼中學。當時中學有 51 班，  

  小學有 72 班，幼稚園有 16 班，學生共計五千多人，英文夜校學生也有百餘人。

․ 一九七九年籌建成九十周年紀念堂。

․ 一九八五年光榮退休，隨後被選任為培正中學校董，連任兩屆達六年之久。

․ 一九九二年偕夫人移民定居多倫多至今。

  甫進入林英豪校長位於大多倫多烈治文山的獨立屋，獲知與他同住的女兒及女婿最近返回香港探親渡假，他一

個人以九十有多高齡，近幾天還能招待一位從遠地來探訪的培正同學。

訪問期間，發覺他思路清晰，記憶強健，培正往事總能娓娓道來，仿如昨天，實在難能可貴。

問：多年來，有甚麼最難忘或想談及而又與培正有關的事情，想與我們分享 ?

林：幾十年實在是一段很長的時間，難忘或想談及的事有很多，一下子很難決定那一件事最重要。藉著這次訪問，

我覺得最想說的，就是希望各培正同學，本著紅藍兒女的精神，互相愛護合作，多些參加同學會及其活動，令同學會

更為壯大。我們安省的培正同學人數比美國幾個大城市還要多，但每次參加聚餐的人數都不足三十桌，就是因為我們

的凝聚力不足，希望各同學要多些參與。

問：那麼你認為同學會應該怎樣做才能加強各同學間的凝聚力 ?

林：以我看來，同學會及會長已盡力做好應做的工作。我希望同學間要自動自覺地多些關懷母校、互相聯絡、交

流，並參加每年舉辦的各類活動。我退休到現在已有廿多年，在任及退休期間，曾自資探訪三十多個各地的培正同學

會。一九七六年更於七個星期的假期內，訪問了美加各地等的十四個同學會，目的就是想與各地的同學見面，增加聯

繫，更感覺到各地的培正同學的凝聚力都十分強大。就以九十周年紀念堂為例，由向各地同學籌款到建成，只用了一

年多的時間。

問：在任期間，你還有甚麼事想我們知道 ?

林：很多事情，無論是野史或正史，多年來都有在我多篇的文章中寫及，不必在這裏重復多說。我在任培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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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獲全體校董的信任，更得全體教職員、主任、學生及工友們的支持及努力，一切事情都能順利進行、合作愉快，

這並不祇是我個人的功勞，更感謝神的恩典及社會上對培正的認同。

問：我總覺得我們校友間彷有一股無形的紅藍精神維繫著，你可否說說何謂紅藍精神 ?

林：既是無形，就很難上一個定義。我想大概是由於我們培正對於傳統教學的宗旨及方針，都與別的學校不太相

同。我們不單著重學識，更著重對學生的德育、體育及智育全面的培養。

每年舉辦的各級社活動、運動會、遊藝晚會、興趣組織、班社旅行等等，都能將各同學拉在一起，互相關懷，形

成一股無形的紅藍精神。

  言談之間，林校長不時表達出他希望我們同學會能夠由各班社做基礎，更好地組織起來，才能日益壯大。他也

明白到同學會每年舉辦各類活動的難處，鼓勵同學們能預早報名，踴躍參加。同學會十分多謝林校長能接受這次訪問，

還有很多他對我們的教誨，一時未能一一錄出。在此祝林校長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培正史料補記
 二 O 一三年乃香港培正中學建校八十周年，自
一九三三年建校以來，校務發展過程，數十年來已有許多
文章記述，校史更有詳細記載，拙文祇是簡單叙述由香港
分校正名為“香港培正中學”時期一些簡單資料。但憑記
憶所及，錯誤難免，尚盼讀者見諒。

 港校建校初期祇開辦小學課程，其後續辦至初中。
抗戰期間，香港淪陷，學校停辦。迄一九四五年香港光復，
廣州培正當局委派李孟標主任南來香港辦理復校事宜。當
年仍辦至初中課程，一九四七年夏，弘社同學是應屆初中畢業生。

 四七年代末期，時局劇變，南下來港定居人士 ( 包括學生身份 ) 激增，
港校當局為適應時勢，在一九五 O 年學校正名為“香港培正中學”。行政、財
政獨立，同年聘林子豐先生為校長，又聘廣州培正中學何宗頤先生南來任教導
主任。當時為應付學位之需求，中學部暫改為上、下午班上課，續開辦高中課
程，增建校舍，校務發展迅速。一九五二年偉社同學乃高中第一屆畢業生，
一九五 O 年以來，廣州培正已有多位教師陸續南下來港校任教。現列出老師們
姓名 (恕不稱呼 )及所任職務，莫京 — 總務主任，李炎玲 — 教務主任、財
務主任，國文科 — 凌漢燊、關存英、單倫理、陳翊湛、羅慷烈，英語科 — 
李寶榮、張亦文、關人俊，數學科 — 林藻勇、黃逸樵，生物科 — 老瑞麒，
歷史科 — 梅修偉、韓一英，音樂科 — 黃飛然，美術科 — 吳馥餘，體育科 
— 吳華英、許明光、馮秀華。

 老師們多位已離世，但他們在港校工作的辛勞與教學輝煌的成就使我們
敬佩，我們常懷念他們。

1939 鵬社林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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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帝城懷古
鄭國輝 (1957 輝社 )

 最近收到張錦波同學寄來一束照片，是幾個月前和多位輝社同學遊武漢、三峽、重慶、峨眉山、成
都拍的。錦波和我闊別多年，值翡翠禧重聚，恍如隔世、相談甚歡。在這廿多幅照片中，我認為最有氣勢
的是張錦波、黃秉權和我三人坐在矮矮的石欄杆上，在迂迴登白帝城的沿山小路旁，遠處背景是守着挺拔
險峻瞿塘峽的夔門，赤甲山巍峩在江北，白塩山聳峙在江南。瞿塘峽是三峽中最短的，只有八公里長，東
起巫山大溪鎮，西止奉節白帝城。峽中河谷狹窄如走廊、崖壁刀削如城垣，山勢雄偉，岌岌欲墜，峰巒起
伏，連綿相錯。在江中仰窺峰顛，藍天一線，俯視長江，雲水蒼茫。江流湍急，驚濤拍岸。杜甫詩云：「眾
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即是說長江匯合了支流各水，在三峽的上游涪陵，萬縣齊集，都在這門（即夔門）
爭搶入瞿塘峽。這「爭」字神氣極了。將那滔滔江水，滾滾濁浪的情景，描寫得躍然紙上，所以瞿塘峽有「西
控巴渝收萬壑，東連荊楚壓群山」的讚嘆。是百川擁入一杯也。

 更有甚者，五十年前在白帝城所在地白帝山腳下有一巨大礁石名灧澦堆（長三十米，闊二十米，高
四十米即一百三十二尺）。阻塞着流水，水流衝擊此礁，激瀑出千層浪，百萬點雨花，造成灧澦回瀾的奇景，
同時亦沉沒了不可勝計的船隻。南宋范成大的入蜀記：「…至瞿塘口…觸灧澦之側…舟指其旁而過，搖櫓
者汗手死心，皆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皆神驚。」 民謠曰：「灧澦大如馬，
瞿塘不可下；灧澦大如象，瞿塘不能上；灧澦大如牛，瞿塘不要留。」一九五九年暢通三峽水利工程隊花
了七整天時間將這大礁石爆碎，清理河道，灧澦堆成了一歷史名詞。

 自三峽大壩竣工，長江水位提高，瞿塘峽的險峻，今非昔比，長江水平如鏡，素湍綠潭，回清倒影，
翁希傑、葉秀瑜夫婦和我不期然嗟嘆，山河變動，有如斯耶。但錦波、秉權和我在白帝城口的照片，仍可
目睹夾江對峙，赤甲山、白塩山拔地而起，壁立如牆，高聳入雲，巍峩崢嶸的景象。「夔門天下雄」仍在，
這是進入白帝城一很好序幕。

 白帝城離奉節城東僅八公里，處長江北岸，三面環水，一面倚山，背憑高峽，前臨大江，氣勢雄渾，
景物壯觀，歷史悠久，是名貫遐邇的三峽景點。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各地豪雄紛紛起義討逆。中原局面
陷入河決魚爛。王莽署立的臨邛太守公孫述擁兵自重，圖謀割據四川。他騎馬見到瞿塘峽口難攻易守的地
勢，便蓄意在此建一穩固的城堡，屯兵嚴守。城築成後，公孫述聽說內有一白鶴井，長年冲出一股白色的
霧氣，像一條飛躍的龍。他借此為祥瑞，說是白龍出井，於是應天順人，公元二十五年即帝位，自稱為「白
帝」，所築的城為白帝城，城上的山為白帝山，史稱這一段故事為「躍馬稱帝」。公元三十六年，東漢光
武帝劉秀謀一統天下，遣大將吳漢入蜀，和公孫述兵戎相見。在成都守衛戰中，公孫述臨陣為吳漢先鋒高
午長槍洞胸重創，是夜卒於軍中。成都遂破，吳漢夷滅公孫氏一族。白帝城亦毀於戰火。王莽新朝末期，
天下大亂，戰爭頻繁，而瞿塘峽口白帝城一帶在公孫述治下比較穩定，不受外來紛擾。老百姓頗懷念他，
重建白帝城並建一白帝廟紀念他，且塑像供祀，直至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以公孫述為一割據僭偽之主，且
不善其終，死於非命，不配享受萬世香火，下令將公孫述塑像遷出，換上蜀漢昭烈帝劉備，配以諸葛亮、
關羽、張飛等塑像。白帝廟一名不改，一直沿用至今。

 白帝城系列是明、清兩朝建築，包括明良殿、武侯祠、觀星亭、望江樓、托孤堂等。明良殿是白帝
廟的主殿，正中是劉備塑像，左翼為紅面關羽、黑面張飛，右輔為白面諸葛亮。觀星亭是諸葛亮視察天文
星象而決定行軍佈陣以天時制勝處。武侯祠專祀諸葛亮和為國犧牲，戰死綿竹的兒子諸葛瞻，孫兒諸葛尚。
托孤堂純粹是民間藝術構思，離開史實甚遠。在劉備病榻前立着諸葛亮，二小兒劉理、劉永向他跪拜。後
主劉禪往那裡去了？老百姓以後主是降魏的亡國之君，不屑為他造像，這和成都武侯祠內不見劉禪像同一
道理。最荒謬的在外圍立着諸臣給彌留時劉備送終的竟赫然有諸葛亮岳丈黃承彥在內。黃是隱者，從未出
仕。按年齡算，劉備病逝時，黃未必仍存在世上。劉備是在夔州城內永安宮去世的，所以杜甫詩有「蜀主
征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二句。永安宮應是劉備託孤場地。據考古學家証實，永安宮遺址是在現今
奉節縣城一師範學校內。因建大壩奉節縣城已遷移高地。遺址可能已淹沒在江中。無論如何，白帝城不應
包含托孤堂。

 若說白帝城的主角是劉備，不如說是諸葛亮更適當。自三峽灌水後，白帝城頓成孤島。為方便遊覽，
旅遊局築了一長堤從奉節直抵白帝山下。長堤畫頭的大廣場矗立着諸葛亮的石像。同遊的輝社同學張錦波、
翁希傑、魯德華、霍秀森、黃秉權、鄭國輝就在像下拍照留念。白帝城處處諸葛亮的石像和故事遠勝劉備
的。就看白帝廟的門聯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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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國衣冠拜冕旒，僭號稱尊，
           豈容公孫躍馬；
     三分鼎足紆籌策，托孤寄命，
           賴有諸葛卧龍。」    
寫得很工整，嵌入杜甫詩的名句，隱含着白帝廟的主人，前有僭偽稱尊的公孫述，後有受遣託孤的諸葛亮。
遊白帝城激發出懷古幽情，情不自禁，唸起杜詩另二名句：「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即是說：
想從前的臥龍先生諸葛亮，和躍馬稱帝的公孫述，雖算得一時英雄豪傑，結果總不免埋葬在黃土裡。可見
世間一切人事和音訊一樣，徒然覺得寂寞罷了。

 白帝廟內展列文物、工藝品眾多，有歷代詩文、字畫碑刻。最出奇立異的應是「竹葉碑」。驟然看
來是三枝翠竹。仔細分辨，竹葉全部是字，組成一首五言詩：「不謝東篁意，丹青獨自名。莫嫌孤葉淡，
經久不凋零。」這亦字亦畫亦詩的藝術品更表達一深重意義：劉備、關羽、張飛三結義兄弟的義薄雲天，
生死不渝。這在文學或史學或美術上都是很珍貴的。收藏品中有兩件很令我注目。( 一 ) 瞿塘峽中風箱峽的
懸棺。春秋時此地屬巴國。國人習俗死後的棺木懸掛在崇山洞穴的壁上。 從江中舟上看好像樂器中的風箱。
故瞿塘峽懸棺而葬這段路被稱為風箱峽。我第一次船經瞿塘峽時看到「風箱峽」三字刻在山壁上，這次不
見了，可能被升高的水位淹沒。( 二 ) 古巴國銅劍，形如柳葉，工藝精湛。

 白帝城的題詠都是中國文學的拔萃。我最欣賞的是唐朝陳子昂的。這是以寫了「前不見古人，後不
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傳誦千古的作者。我現錄了他的五言長律「白帝城懷古」於下：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
      城臨巴子國，台沒漢王宮。
      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
      岩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
      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
      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開詩二句是停船拜訪時黃昏，三、四句點出白帝城的遠古史。城本巴國舊土，這是毫無疑問的。唐朝仍祀
公孫述，怎會是漢王宮呢？莫非陳子昂有朱元璋的念頭，只有漢王劉備方配作白帝城的主人。這確耐人尋
味了。第五句說白帝城雖處邊遠荒蠻之地，仍在周朝版圖之內。跟着說夏禹治水鑿山疏通河道，功業長留
在崇山中，七、八兩句描繪瞿塘峽景色。大江流過夾江對立，岩壁與水面成垂直的高山。九、十兩句繼續
寫景。瞿塘峽雲霧繚繞，古樹衝雲破天，歸帆在霧中航行。結句是入四川的旅程仍是很遙遠。旅客的感觸
也是很深邃的。

 隨着水位的提高，攀登白帝城的
石級比從前的減少了過半。我們一行人
踏入那白牆，正中是一異常威猛黃色龍
頭的城門。暢覽各文物古蹟，雖然很多
是近年修飾。文化革命時紅衛兵割掉大
多數石像的頭，現身軀是明代古物，頭
是新塑。我亦有「客思坐何窮」的無限
感觸。錄下另一白帝城楹聯作此遊記的
結束：
     「風景古城頭，喜爽氣西來，
             萬山遠抱岷峨秀；
        煙巒環峽口，看大江東去，
             十里頻回灧澦瀾。」 
當然灧澦回瀾這景象只能存在我的幻想
中。      



紅藍文苑

40

兄弟重聚祖家
1957 輝社 孫必興

2013 年 6 月 3 日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歷史性的日子。當天早上孫家後人在茂宜島 (Maui) 孫中山公園 (Sun Yat Sen 

Park) 原孫眉庫拉 (Kula) 牧場所在地 Keokea 舉行孫眉銅像揭幕儀式。孫眉銅像高達 8 英尺 (2.5 米 )，是由“中國史努

比 (Snoopy) 之父”之稱的馬樂山大師設計。被邀請到場参加銅像揭幕儀式包括孫家其他親屬與朋友、培正同學、辛亥

革命先烈陸皓東後裔、茂宜市市長 Alan Arakawa 及市政府要員、夏威夷華人社團以及海峽兩岸代表與傳媒等。在近百

人的見證下，孫眉銅像將永久屹立於園內與孫中山的雕像長伴。長兄孫眉銅像顯示他左手叉腰，右手拄住拐杖，弟弟

孫中山則是雙手拄住拐杖，但兩人都瞧向中國。兄弟同心，相得益彰。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是這次茂宜活動帶

來了孫家兩代兄弟的團聚。一代是家譜

十八世孫家兩兄弟 ( 眉、中山 )，另一代

是家譜廿一世孫家五兄弟 ( 必勝、必興、

必達、必成、必立 )。百多年前，孫中山

在夏威夷求學並策動革命時，必趁機會到

孫眉庫拉農場拜訪家人。百多年後，我們

在此看見孫眉，孫中山兩個銅像，一左一

右矗立，象徵他們兩人重返家園。至於廿

一世孫家五兄弟，這是我們首次重聚祖

家，自然也觸起一種特別的歸屬感。

早在 1881 年，孫眉從火奴魯魯 (Ho-

nolulu) 搬 到 茂 宜 島 卡 胡 盧 伊 (Kahului)，

先開商店，又經營地產，經過幾年的積

蓄，他決定投資大面積的土地，以建

立基地。1888 年，他看中了在庫拉地

區 3000 英 尺 (914.4 米 ) 高 的 哈 雷 阿 卡

拉 (Haleakala) 山坡上的一塊土地，那片

荒地是由火山熔岩和火山灰形成的，可

耕種，也可畜牧。當年他獲得夏威夷政

府的土地和租賃許可證，租期由 1889

年 8 月 1 日算起，至 1899 年 7 月 31 日

期滿，為期十年。其后他又陸續在周圍

購入多幅閑置荒地，使牧場面積擴展至

6000 英畝。茂宜雖然土地充足，但卻很

乾旱，為解決水源供應，土地平整和貨

物運輸等問題，孫眉足足用了三年時間

來完成發展牧場的工作。1892 年，孫眉

搬進了牧場的住家，又在屋子的旁邊築了一個大水池， 收集從屋頂上接竹管流下來的雨水，用來飲用和餵牲口。這

房子就是我的祖家又是人們常說的“大本營”(Headquarter)。牧場全盛時，牛羊豬馬滿山跑，豬好幾百頭，馬幾十匹，

雇工也有幾十人之多。1907 年孫眉返回中國，次年庫拉牧場轉賣給別人。

還記得 1972 年我和家人到庫拉牧場遺址尋根，牧場早已丟荒多年，遍地堆積仙人掌。除了見到一些破爛蓄水池

的遺跡，牧場內的大本營已蕩然無存，但是在大本營旁邊的一棵大榕樹還在。從山頭遠眺，可以看到大海和對面的莫

洛凱尼島 (Molokini) 。風景優美，令人心曠神怡。

這次我在夏威夷有機會與研究孫家歷史的學者談論曾祖兩兄弟的關係，使我再進一步了解兩人在歷史上的遺留。

大家都知是孫眉資助孫中山讀書和搞革命。事實上，他們之間的關係，在孫中山籌備興中會以前是相當“激烈”的。

孫中山到檀香山留學之後，“傳統”的孫眉和“新潮”的孫中山之間少不了磕磕碰碰的矛盾。孫眉極力反對孫中山受

洗禮入教，並叫孫中山輟學回國，還要他交回以前給他的部分財產，以示懲戒。但是孫中山在檀香山決定成立興中會

搞革命時，孫眉毅然劃撥一部分財產支援，並願意傾全力資助革命事業，竭盡財力，以至最後傾家蕩產。其實，孫眉

沒有讀過什麼書，當時對民主思想也沒有深刻透徹的了解， 但在弟弟需要一筆錢的時候，哥哥義無反顧支持，在大

方向上信任他、鼓勵他。兄弟手足情深，實為孫家後人所敬佩。

孫眉比孫中山年長十二歲，兩兄弟都屬虎年。孫眉生於 1854 年，他藏歷年名是木虎。孫中山於 1866 年出生，他

藏歷年名是火虎。最近我在互聯網上收集了一些虎年出生的人的性格解析資料，並將孫氏兩兄弟在史料記載一些生平

的經歷，推導出一個頗有趣的關連。

以下是木虎主人的性格與一些孫眉生平小插曲關連的例子： 

( 一 ) 木虎不適合從事職員的工作，比較適合事業。

1912 年元旦，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廣東各界人士推舉孫眉任廣東都督，孫中

山聞知後，致函勸說孫眉：“弟以為政治非兄所熟習，兄質直過人，一入政界，將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則眾

人屬望，稍有失策，怨亦隨生。為大局計，兄宜專就所長，專任一事，如安置民軍、辦理實業之類，而不必當此大任。”

孫眉有經營事業頭腦，是一個實業家，孫中山對其兄的評估和建議是正確的。

( 二 ) 木虎這種喜歡照顧別人的性格雖然很好，可是容易被別人欺騙。

革命之初，孫中山曾聯合當時名氣很大的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攜手反清。孫眉覺得弟弟既看好梁啟超，自己就

理應對他尊重有加。1899 年，梁啟超到達檀香山，孫眉就熱烈接待了他。梁啟超遂趁此機會極力鼓吹保皇會，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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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皇，實為革命，殊途同歸”，還說“擁護清帝變法維新，足以保護海外僑民權

利 ”。 孫眉不明就裡，不僅介紹他人加入保皇會，還把自己的兒子孫昌 ( 我的祖父 )

拜託給梁啟超，帶到日本受教育。看到孫眉這麼支持梁啟超， 檀香山的興中會會員

也都紛紛轉入保皇會，原來的革命陣地瞬間變成了保皇派的地盤。不久，孫中山識

破了梁啟超借助孫眉蠱惑僑民、藉機斂財、阻撓革命的活動，寫信痛斥梁啟超背信

棄義，還勸孫眉不要聽梁的話。只是孫眉本來就對革命理解不深，而這段時間與梁

啟超的接觸，反倒讓他覺得與其通過武力推翻清政府，不如和平讓清帝捨權解政，

而梁啟超提出的君主立憲制是非常合理。因此，他繼續為梁籌款，甚至回信反駁弟

弟的觀點。孫中山看到保皇勢力的猖獗，興中會組織陷入癱瘓狀態，焦慮異常，不

得不趕到檀香山，當面向哥哥說明真相，還列舉了康、梁導演的君主立憲、舉兵勤

王等醜劇。孫眉這才徹底看清了保皇派的真實面目，懊悔不已，並將保皇會的幾個

中堅人物趕出了檀香山。

( 三 ) 木虎為人現實，個性主觀，對強者會勇敢發起身反抗。

1908 年初，孫眉與孫中山的結拜兄弟陳少白 (“四大寇”之一 ) 商量，租賃陳在香港九龍牛池灣十餘畝荒地的一

半來開墾農場，並承諾在收到變賣檀香山剩下的財產款項償還地價。同年底，孫眉在檀香山的友人來信說，他在那裡

的產業變賣後僅夠支付訴訟費，這令他大失所望。陳少白得悉後，不但不加撫慰，反而緊緊追討地租，令孫眉氣憤不

已。孫眉回想 1899 年曾把一大筆錢匯給陳少白辦報，自己多次無償捐助，便憤憤地對陳少白說：“你辦《中國日報》

時，我因為得弟弟的信，曾匯款幫助你，而且數目不少，如今你卻以區區小數相逼 ?”陳少白聽了孫眉的斥責，一時

無言以對，只好讓步。但他事後耿耿於懷，對陳景華、馮自由說：“弟是華盛頓，兄是拿破崙；華盛頓可容易商量，

拿破崙則無法應付。”陳少白幾乎為此與孫眉反目，後經馮自由從中斡旋，雙方才和解。由此可知孫眉為人耿直、膽

色過人。

以下是火虎主人的性格與一些孫中山生平小插曲關連的例子：

 ( 一 ) 火虎天生聰明，反應快，讀書成績好。

1879 年十三歲的孫中山入讀意奧蘭尼 (Iolani) 學校時，他一句英文都不會。三年中，同學門看到的孫中山是一個

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只喜歡讀書的學生。因為孫中山喜讀西方傳記，故英文進步甚速。1882 年 7 月，意奧蘭尼學

校舉行畢業典禮，孫中山以英文文法第二名，獲國王獎勵。1887 年至 1892 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在五年

內，孫中山始終是一個學習勤奮、成績優異的學 生，畢業考試十二門課程中獲優等十門，總成績為“最優異”十，。

1892 年 7 月，孫中山在畢業典禮上獲頒第一名畢業執照，成為香港西醫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

( 二 ) 火虎有才華，與他人討論時喜歡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據研究學者稱，孫中山擁有一種獨特的“說服”能力。但他有時被人稱為“孫大砲”。此綽號我在互聯網上找到

兩個緣由。一說法是在 1912 年孫中山應邀北上與袁世凱會唔時，他誠心誠意地勸袁練兵百萬，以強中國。他自己則

願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里”( 一說是十萬英里 )。孫中山這席話雖出諸一位偉大愛國者的

至誠，但是聽在有高度行政和經濟建設經驗的袁世凱耳朵裡，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世凱私下與人說，孫中山是個

“大砲”。另一說法是孫中山的同鄉陳炯明曾說過：“孫總理這個人，什麼都好，但有一個缺點，話說得太多了，而

說的比做的還多”。“孫大砲”是孫中山廣東同鄉譏諷他的外號，

意思是“喜歡說大話、空談而一事無成”。

( 三 ) 火虎度量大。孫中山為人寬容。他寫的最多的題詞是“博

愛”。他愛中國人，也愛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就算對自己的敵

人，孫中山也不主張報復。1896 年孫中山在英國倫敦曾經被清朝

駐英公使館囚禁，當日誘捕孫中山的人叫鄧廷鏗。民國成立後，

此人居然特地趕到南京臨時總統府去求見，有人認為應該替孫中

山報仇，但孫中山知道後，立即加以阻止，並教育有關人員說：

“事情已經過去，不必追究。這個人來的目的，無非想謀一官半

職，我們不予理睬便足夠，千萬不要加以傷害”。為了保證鄧廷

鏗的安全，他特地指派一名副官護送此人離開臨時總統府。

我伯父孫滿常說“沒有孫眉，就沒有孫中山”，由此可以看

出，孫眉在民國的創建中的確做出了巨大貢獻。孫中山終生奔走

革命，臨終時還吐出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孫眉

和孫中山兄弟二人都可稱得上是民國革命史上的英雄。對我來

說，孫眉是幕後英雄，而孫中山是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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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之旅彷若走入兩邊掛滿名畫的長廊，漫步其間，目不暇接。從踏入角城 Cape Town 開始，每
一景點，有其獨特的吸引力。遊罷克魯格 Kruger National Park 野生動物園，緊張刺激，心有餘悸。
遊覽車從荒原緩緩駛入山區，這是世界聞名的風景區南非斷層地帶 The Escarpment，南非東北部有龍山 
Drakensberg 像蒼龍般綿延跨伏 Kwazulu-Natal 和 Mpumalanga 二省，伸至 Northern Province 的東南
邊界餘勢未衰，將克魯格野生動物園和

金礦場隔絕。分野界是險峻的懸崖，使我感覺崇山自西向東奔來，到此地戛然而止。這特殊的地理環
境造成很多急流、斷岩、峽谷、瀑布、叢林 .... . 等如詩如畫的大自然。英文學家 J.R.R. Tolkien 年青
時浸淫在這些秀逸風光內，後來洛陽紙貴，傳誦全球的幻想神話 The Hobbit， The Lord of the Rings 
就以此地景色作為小說的背景。我見到的山形確是很奇特，例如三座形似祖魯人 Zulu 茅寮像雪糕筒般兀
立在大河峽谷之頂，所以本地人戲稱之為 The Three Rondavels ; 還有那碩大的圓柱，全身是光禿禿，只
有頂面長滿婆娑綠樹。「尖閣」The Pinnacle 這名號確是形容得很貼切。野生動物園的氣候潮濕炎熱，
我早上只穿一短袖薄衣和一棉布長褲。當遊覽車在蜿蜒山道上向高處盤旋，那層像紗帳的霧漸漸密起來，
我感到一縷寒氣透背入身，於是急忙頻加外衣和冷背心保暖。整部車已被像棉花般的濃雲籠罩著。「不畏
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領隊 Trevor 說 :「現在視野已減為零，不如回頭下山去，我領你們去
欣賞另一奇景。」我知道山頂的奇景包括幾條大瀑布，有維多利亞瀑布作此行的壓軸好戲，可以彌補錯過
目前幾條瀑布的遺憾。

  Blyde River Canyon 確是天下一奇景。這峽谷是哀 Treur 樂 B1yde 兩河的交流處。河水挾著從山
上來的流沙和石塊，積年累月的沖擊，腐蝕河床和裡岸，挖成無數的大小洞孔。這些在石英 quartz 和板
泥巖 Shale 表皮上的空洞外型甚似瑞士乳酪 emmentaler cheese 。河水反復巡迴在這些空洞進出，製成
的漩渦，迴瀾，浪花；花式眾多，蔚為奇觀。我環視峽谷一周，微雨中雙腳觸到的石塊甚是光滑，步伐要
格外謹慎。峽谷有一博物館，陳列著很多動物，都是用它們本身的毛革裹製的。我沒有機會在克魯格野生
動物園看到的，在這裡我看到它們的標本。

午餐在林業中心小鎮 Graskop。那時風雨導致全鎮停電，餐室裡內部都是暗昏昏。Fred Platz 和我向
街上小販買了些零食，邊吃邊行，徒步觀光此小鎮。我察覺 Graskop 是屬白人區域，也許這是種族分離
政策 Apartheid留下的餘音。商店裡面都點著洋燭，情調頗為浪漫。Fred Platz 見到了一舊書店，行進去。
我想在這燭光下怎能閱讀，所以沒有跟著他。我走入大街對面的精品店，有很多石雕動物，價錢十分便宜。

維 多 利 亞 瀑 布 的 煙 霧 雷 聲

鄭國輝 (1957 輝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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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買一豹子，因主人不收美幣，又因電腦停了電不能錄用信用片，只徒呼荷荷地離去。離開 Graskop ，
下一站是 Pilgrim ' s Rest。此是開取金礦之地。南非政府將它復古還原吸引遊客。Trevor 給我們一個
鐘頭在此地流連。可惜此鎮亦沒有電力供應，全部景點和博物館都關閉起來，只有那漫散著維多利亞時代
氣氛的 Royal Hotel 大門半掩。我輕輕推開門步入，裡內琴聲、燭光、人影彷彿將時光倒流了百多年。我
只盤桓了五分鐘便出來了，街道靜靜的。這小鎮建在山邊，只有一條正街，房宇都蓋上漆了紅色的摺紋鐵片。
除了幾間精品店開門外，還有一所雜物店 Dredzen’s Store，裡內盡是百多年前的日用物品，又是一令人
撫今追昔的地方。晚上在一通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公路旁的 Malaga旅館留宿。這真是一意外的驚喜，
這旅館是西班牙式的建築。全部客房都列在一有頂蓋的弧形石板走道旁。房間背後是一很大的庭園，點綴
了無數的藝術雕刻，園的正中是一大噴泉，背後是三級石砌，步上園的後部份，其右角是一石亭。旅館在
龍山高原內，大草坪四周種植了很多大樹和花卉。彼時大雨滂沱，晚飯後回到房間靜思，韶華漸逝，白髮
頻添。想起王維的五律：「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
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難免情意迷惘。

  當遊覽車駛入南非第一大城約翰尼斯堡境內時，大地水平線上的爭相刺向藍天的現代派建築物摩肩接
踵地出現。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剛從南非的荒原出來，便見到這可以模擬紐約、芝加哥的現代化城
市。約翰尼斯堡是充滿矛盾的城市，它有最先進和最落後的一面。它似乎從種族分離政策的鎖鏈解放出來，
但罪案多如雨後春筍，令遊客絕跡的市中心時常提醒此政策的餘孽猶存。它是南非的金融中心，經濟命脈，
展望著美好的明天，同時顯露著對黑暗的過去藕斷絲連。這是我似乎未曾到過其實已踏足其境的城市，也
是我初衷不準備納入南非遊記而結果因它的重要性不能漏掉幾筆的城市。Trevor 在車內先向我們解釋，約
堡治安之壞不足為外人道也；罪案之多，警察也束手作壁上觀。市內白人經營的生意紛紛遷移到城北的郊區。
鬧市中心非洲最豪華旅館之一 RitzCarlton 因為缺乏足夠的住客被逼停業空置，我們只能坐在車內巡視約
堡的市容，在街上漫步是不智之舉。南非大城中的角城和德班都有根深的歷史。約堡是一暴發戶，一百多
年前是金礦工人營幕集中所。發掘金礦是約堡建城的因由，可以說它的銅臭氣味頗濃。角城有超塵脫俗的
風景，德班有不同文化薈萃的色彩。約翰尼斯堡呢 ? 它有富可敵國的黃金，全部反映在互競豪奢的摩天大
廈內。對於一位從北美洲來的遊客，它絕對沒有角城和德班的吸引。它的魅力是夜生活 ; 林立市區的夜總
會奏出最新潮的音樂，演出最瘋狂的舞蹈，可惜我沒有機會欣賞。種族分離政策執行期間，約堡是政客、
商人、首富組成的純白人城市。勞工階級的黑人隔絕於西南各小鎮 township , 他們只准白天在市內操作，
入夜後一定要回家。Soweto 是其中最大的，擁有三百萬人口，是一很可觀的衛星城市，前南非總統 Nelson 
Mandela 亦在此置有居室。自分離政策廢除，從各小鎮來的黑人紛紛湧入約堡。從起初就沒有城市設計的
約堡更形混亂，現在它是整個南非的縮影。面對政府有一很大的挑戰：處理得好亂如麻的約翰尼斯堡方能
有機會澄清那陰霾密佈的南非政局。此城面積非常大，車子在內巡迴了一個鐘後，北往行政首府比勒陀尼
亞 Pretoria 去。

比勒陀尼亞北距約翰尼斯堡僅五十公里，有迥然不同的風格。當遊覽車駛入其中一大道，舉目一望，
呈現出一片紫色的天空，原來路的兩旁植滿紫威樹 Jacaranda，枝葉濃密，在馬路中心合抱。每逢春季 (十
月至十一月 )，這些大樹燦爛耀目的紫色花怒放，製成一紫蓬蓋。此是一典雅的歷史小城，市中心是教堂
廣場，矗立著前南非總理克魯格 Paul Kruger 的石像。他是布爾人 Boer，在角城誕生，年青時隨那批不
甘受英國統治的布爾人作大遷徙，從海角半島北移至此。1883 年他出任為南非總統，即當日布爾人的小國
Transvaal。英帝國為了爭奪金礦源地，對此小國鷹視狼顧。1899 年英布戰爭 Boer War 爆發了，經歷三年
的浴血苦戰，英帝國吞掉了 Transvaal。Kruger 流亡到瑞士終其餘生。很顯然在比勒陀尼亞，布爾人的餘
風尚存。在教堂廣場附近，克魯格的故居仍保留著，裡內陳列他當年的日用品，反影出他是一自奉甚儉的
基督教徒。不遠處是英雄畝，他的骨殖從瑞士運回南非，下葬於此。

  遺憾的我們只有很短的時間觀光市區，遊覽車掉頭南往，經過全世界最大的函授學府 ——比勒陀尼
亞大學。抵達一山丘上的巍峩大花崗巖建築物，這就是大遷徙紀念館 Voortrekker Monument。1834 年約
六千名布爾人為了逃離英國的殖民政府，從角城出發，組成一浩蕩的布蓬隊伍北徙。他們將所有的傢俱，
廚房工具，隨身衣著，放在車上。間關千里，歷盡險阻，途中遭受祖魯土人 Zulu 的襲擊 ; 一部份移民喪生
在他們的槍矛下。幸攜有火械，殲滅了祖魯武士，繼續北行，幾經艱辛後方抵達比勒陀尼亞作定居。紀念
館內的四壁雕刻滿這一千六百公里艱苦旅程中的險象環生，四周陳列了布爾人的遺物；涉獵南非歷史的遊
客絕對不能錯過這紀念館。屋頂兼備有瞭望台，比勒陀尼亞全城景色，了然入目。

  當晚下榻於約翰尼斯堡北部的 Sandton Sun and Towers。Sandton 鎮是約堡最富庶的純白人小鎮，
商店出售的是全是非洲最名貴的貨品；此地亦是黃金和鑽石貿易中心。我相信只要有錢，甚麼物中之華，
天下之寶在 Sandton 都可以找到。我在一櫥窗內見到了兩套西洋象棋，一是鍍金和鍍銀，用各種野獸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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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棋子。一是象牙雕刻，棋子是布爾移民對抗祖魯武士。我對這些棋子一見鍾情，但價錢不是我這普通人
付得起。Trevor 在旅館的豪華餐廳內作告別宴，因為明天早晨我要乘機赴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一部份團友包括 Fred Platz 明天便要回家。晚飯主菜是 kingclip 魚片。Fred Platz 拿了一杯盛滿
白酒走到我的面前，說了些客氣話：「以後相見機會不大，但他很珍惜我們在南非結伴同遊的機會，回
味無窮，我們乾杯罷。」言下之意很有溫庭筠詩句的情懷：「何當重相見，樽酒慰離顏。」從 Tennessee 
來的 Dorothy 和 Nellie 頻頻替我拍照留念。是夜我亦向 Trevor 話別，這位措詞典雅，字字珠璣的英
裔南非人確是一好領隊，且文質彬彬，大有英國紳士的氣度，在倫敦也不容易碰上。翌晨早餐中有一意外，
Fred Platz 突然在我面前出現，他告知我他準備參加旅館主辦的 Soweto 黑人小鎮上午遊。我倒有點羨慕
他能窺南非全豹。餐後，回房漱口後準備上車赴機場。又見 Fred Platz 在車前等候，第三次和我握手道
別，這陽關三疊，令我大受感動。司機 Vyland 送我們往機場，握手道別時我送他一封包，作為酬謝這幾
天來他的額外關懷。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是非洲第一大機場。裡內宛似迷宮，若不是 Trevor 親自護送，
幫忙辦理出境手續，我一定不知適從。那八十三歲老人 Jean Cook 還說 :「你若失掉了我的行李，我要問
你收回部份小賬。」Hazel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此老人性情怪癖，喜歡炫耀自己，旅程人除了我外，沒有
團員樂意和他同席或同行。他膝部曾接受外科手術，所以上下梯級時我要扶持著他。Trevor 是一忠厚紳
士，直至我們入了候機室閘口，他方揮手告辭。

  兩個鐘頭後，飛機在維多利亞瀑布機場降落。我已踏上 Zimbabwe 的國境。Zimbabwe 的前名是 
Rhodesia，取名於十九世紀英國殖民主義最高峰時的巨星 Cecil John Rhodes (1853-1902)。他年青時在
南非開取鑽石致富。他有一夢想，是將開羅 Cairo 和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串成一線，隸屬大英帝
國的旗下。Zimbabwe 是他用奸詐手段從酋長手中騙取來給英國的。為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他和當年的
南非總統 Transvaal 的 Paul Kruger 展開激烈鬥爭。棋逢敵手，結果兩敗俱傷。Rhodes 的政治生涯亦
因此結束。他晚年隱居在角城郊區臨錯誤灣 False Bay 的小鎮 Muizenberg , 1902 年去世。雖然他打通
非洲南北的夢沒有全部實現，他的經濟王國直至今天仍是南非的脊椎。維多利亞瀑布的熱風吹得我汗流浹
背。未過關時我要解除上裝，只剩下一單薄的襯衫。我已身處熱帶雨林的地區。領隊 Parka 早在海關外等
候，他是一瘦削清癯的年青黑人，身手敏捷如獼猴，操口音頗重的英語。我們習慣了 Trevor 的 Charles 
Dickens 文句之英文， Parka 的風格要慢慢適應。老人 Jean Cook 很不客氣地抱怨著 :「為甚麼非洲聯
合旅遊公司給我們這樣的領隊 ?」 我示意他不可武斷多言。我們漸漸察覺 Parka 亦是一很好的領隊，有
一套獨特的作風，他不預告未來節目，但一定人在現場作指導。踏上遊覽車後， Parka 給每人一瓶冰凍
的清水，確是解熱的良劑。

  Vìctoria Falls 的中心是一小村落，似乎除了我們寓居的 Kingdom Hotel 和附近英殖民時代建的 
Vìctoria Falls Hotel 外，便見不到有規模的西式樓宇。原野氣味比南非更濃郁。我們抵達旅館的大堂
大約是下午二時半， Parka 給每人門匙後，請我們下午五時再在大堂集合，開始 Zambezi 河上的夕照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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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這節目的名堂很富浪漫色彩。我有兩個鐘頭巡視居室四周的環境，這旅館建築風格有點似古埃及式，
主要建築物是一棕色的龐然大物，前面繞以一弧形的「護城」河，有石橋和停車處相通 ;遠遠見到街外的
市集，所以這旅館可以說和外界隔絕。後面洞開的餐廳、對著一雅緻庭院，廣植棕櫚、芭蕉、椰子等大樹，
點綴著各種顏色的花叢。一角是闊大的游泳池和供泳客歇息的大軒，內備有酒肆和快食檔。一條長長的碎
石砌成的小徑通往左翼的客房。彼時我身上沒有半分本地貨幣，大堂右的精品店有些維多利亞瀑布的明信
片出售，每張是本地錢五十元起。當天美元兌換率是一對四十二，豈不是每張明信片超過一美元 !於是我
猶疑起來。後來 Parka 帶我們到市集一銀莊換錢。一美元可得一百六十五元，兩天後我獨自在市集內蹓
躂，在一商場內換到二百二十五元，可見得 Zimbabwe 的金融混亂，黑市市場林立。夕照泛舟前的猶疑，
替我節省了很多錢。60 和 70 年代 Ian Smith 用鐵手腕統治 Rhodesia，執行純白人高官政策，黑人被
壓在最低層。80 年代時勢所趨，Smith 在形格勢禁下，還政於黑人。可惜直到今天 Zimbabwe 的政治仍
未上軌道，黑市貨幣場是其中一例。

  Zambezi 河源於 Zambia 之北，近 Zaire 和 Angola 三國交界處。它向西南流入 Angola， 然後
南折回 Zambia，在 Caprivi 沼澤和 Chobe 河水匯流，於是滾滾東向成了 Zambia 和 Zimbabwe 的天然
國界。從源頭流了一千公里有多在維多村亞瀑布作一百米以上的下跌，造成世界奇觀，然後穿過 Batoka 
峽谷進人工湖 Lake Kariba 。從人工湖流出後， 一路沿著 Zambia 和 Zimbabwe 邊界進入 Mozambique 
境內，最後注入印度洋。Zambezi 是非洲唯一向

東流入印度洋的大河。Zambezi 河上夕照泛舟的地段在維多利亞瀑布的上游。碼頭是一臨河大軒，裡
內寬敝，四周擺列些黑木 ebony 雕刻土人人像。Parka 早備有葡萄酒、果汁、汽水等飲品給我們提神。
踏上遊艇，見兩面洞開 ;陣陣清風吹走身上的炎熱。四人座位中有一桌。放眼四顧下，都是無涯際的蒼綠
灌木叢，彷彿有些似多年前在巴西的 Manaus 遊亞馬遜河 Amazon 的景象。船緩慢地逆水而行。突然在我
身旁有「撲通」一大聲，水花濺濕了我的襯衣，把我嚇了一跳。一匹大河馬在水面上伸出頭來，張出血盆
大口，不到六尺距離外還有四五匹。我想不到河馬近在咫尺，四日前在克魯格野生動物園只遠遠見到些黑
點，導遊說是河馬，只能作人云亦云而已；現在竟真正見到皮毛畢現的河馬。Parka 警告我們不要將手放
近河面，河馬不會騷擾遊客，若碰上鱷魚，可能「空手」收回。原來這條河是危機四伏的。船上有各種小
食享客，且酒水不停，服務甚佳。不覺紅日西斜，晚霞照在河水中，河水一半變碧綠，一半變嫣紅。「一
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這夕照景色美極了！船經 Kalunda 島，這是屬於 Zambia 的河中大
島，似乎只有蒼莽的林木，沒有人煙。我真正感受到身在非洲林野內。我張開地圖一看，維多利亞瀑布的
市中心微不足道，在船上眺望不到。但 Zambia 的 Livingstone 是十九世紀探險家集會處，離河畔未及
十英里，應該是有點規模的城市。城在那方呢 ? 很自然地記起明朝李東陽的詩句 :「平沙淺草連天遠，落
日孤城隔水看。」

  晚飯在寓居的 Kingdom Hotel 餐廳內，我已想到飯後餘慶節目，是赴鄰近的 Victoria Falls 
Hotel 去見識英帝國主義遺留下來的奢華跡象。同桌的三位女士 : 德人 Karen，加拿大人 Blanche 和 
Mary 要求和我同去。我難得有伴同行，一口答應了。Victoria Falls Hotel 在 Kingdom Hotel 背後，有
一條長長可通車輛的私家路直達開口。閘口有侍警盤問到訪的來客。過關後再行三分鐘方到那兩層高，
白身紅頂的樓房的正堂，甚有豪門的氣勢。自橫跨 Zambezi 河的維多利亞瀑布大橋建成後，觀瀑的旅客
日眾。鐵路局爭取這機會在景區內草草建成一客棧，在 1904 年六月開始營業。1914 年從角城直通維多利
亞瀑布每年有五班車。於是在 1914 年至 1915 年大幅員的重建，客棧蛻變成一華麗的旅館，隱蔽在黑色
大陸的叢林內。正堂兩側有很多大房，包括餐廳、會議室、書舍、遊戲場…等。連起這些大房的長廊牆上
一邊掛滿些陳年照片，一邊掛滿名人漫畫素描和「英國人的幽默」畫意速寫。我們一行四人在長廊上流連
了不下半個鐘頭。那些陳年照片都是和殖民時代的大英帝國有關的，最舊的是 King George V 和 Queen 
Mary 的生活照片。最近的也有半世紀多的歷史，是英女皇伊利沙白以公主身份訪問維多利亞瀑布時留影。
一百年前的大英帝國在地球上殖民地星羅棋佈，有「無落日」的自誇。經過兩場世界大戰，殖民地紛紛脫
離帝國，英國成了「舊業已隨征戰盡」的舊時門第。睹物情生，無限感觸縈繞著心頭。正堂外面是一大露
台，對著一遼闊的花園。彼時夜幕深垂，露台上搖曳著幾十枝燭光，斷續地傳來輕微的杯盤磨擦聲，黑人
侍者步伐聲。

我們拾級上樓，梯邊牆上掛滿打獵的收穫 -- 野生動物的頭。樓上幾乎全部是客房，不敢驚擾了住客
和食客，我們輕輕地從橫門步出花園。這花園雅緻極了，大草坪各角廣植熱帶花樹，包括椰子、棕櫚、天
堂鳥、bougainvillea、frangipani、flamboyant..... 間雜了些葉大像羊齒的蕨科植物。我在三個鐘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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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從草莽的熱帶叢林走進一典雅的英國花園，人生真是不可思議啊 ! 夜涼如水，月華滿天，我們繞著花
園行了一大圈。Mary 說:「我現在迷路了，怎樣回到正堂的大門呢?」 我說:「不用操心，緊跟著我行罷。」
一段路後，我打開一橫門，進入一閱讀室，裡內有寢椅，包以棗紅的天鵝絨。桌上擺滿雜誌和報章，角落
櫃內有很多藏書，這房子洋溢著書香味。另一門和長廊相通，遙遠處的一段就是我們欣賞陳年照片的地方。
Karen 笑對我說 :「我服了你啦，我是相信輪迴的，也許你在前生曾到過這旅館。不然，你怎麼容易辨別
方向。」我的秘訣是曾在新加坡的 Raffles Hotel 留宿兩次，這類英國殖民期的旅館總有大同小異的建
築藍圖，我只不過偶然幸運猜中罷。離開 Victoria Falls Hotel 我感到有幾分惆悵。這地隱藏了冰封著
的時代，已成歷史陳跡，居然活現在目前。我雖然不是 Rudyard Kipling 那時代背負著「白人的責任」的
英國人。作為一維多利亞文學的愛好者，對那時代總有些無名的眷顧 ; 它的消逝多少產生在心靈上些許惋
惜，幸好 Victoria Falls Hotel 的存在能給我對這已逝去的時代一點追懷。

在夕照泛舟時我已覺察到 Zambezi 的河面異常遼闊，河心有很多大小島嶼。當河水流近瀑布邊緣，河
的平面陡增，宛然是一小湖。所以在斷層的懸崖河水分開近十處同時急劇下跌，製成一連串的瀑布奇觀。
Zambezi 河流至瀑布前的一小段像漏斗的斗蓬，瀑布的下游是十多個險峻峽谷，河水蜿蜓鑽開山丘而過，
急流的白浪在怒吼，在奔騰。這些景象我在直升機上看得很清晰。1855 年 11 月 16 日英國探險家 David 
Livingstone 欣賞了雄偉的維多利亞瀑布，驚嘆之餘，寫下「這景秀麗，非人間所有，一定是為天使而設
的。」翌日晨我們乘直升機在瀑布的上空飛行，機就是以「天使的雙翼」為名號。維多利亞瀑布的降水量
是世界最大的，它寬有一千七百零八米，平均深度超出九十五米，水花噴射雲霄，有五百米高，在七十公
里外也可遙遙見到。這十五分鐘內的直升機飛行，不僅在瀑布上空盤旋，還沿著 Zambezi 河追索上游一小
段。俯視兩岸叢林，間有大象出入其間，越過村落的上空，Victoria Falls Hotel 和 Kingdom Hotel 的
建築群，朗然入目。瀑布的煙霧迷漫，水柱穿雲，嘆為觀止。

  自 Livingstone 發現維多利亞瀑布後，歐美人士慕名觀光者絡繹不絕。十九世紀英國人稱之為「叢
林之界」Jungle Junction ，這是一很有神秘魔力的名號。在航空史初期的 1940 年，英國皇家航空公司
創一條航線，自英國經埃及的Alexandria，蘇丹的 Khartoum，Uganda 的 Port Bell，然後維多利亞瀑布，
最後抵達南非的約翰尼斯堡。這條航線命名為 「Flying Boat 」。這六十多年來，穿入濃雲密霧，欲睹
「叢林之界」奇景的大有人在。今日何幸，我有機會觀賞這世界第一瀑布，真是大快平生。這是炎日似火，
酷暑殷雷的下午。我跟隨 Parka 踏入瀑布邊的熱帶雨林，古木參天，葉陰蔽日，感到陣陣清涼。林間野
花輸入縷縷清香，空中像粉末般的雨霧，裊裊下墜。遠處傳來轟轟水聲，如雷灌耳。這清幽境界和路上驕
陽下的煎熬，沙塵滾滿空，確是一強烈的反對照，我站在主瀑之一 Devil's Cataract 的邊緣，見到整條 
Zambezi 河的水向下傾瀉，形成了一幕水煙雲霧，瀰漫著整個峽谷，一片迷濛。我從煙霧中辨別那龐大的
瀑布，而瀑布又不停地製造著煙霧，可謂煙水兩茫茫了。沿崖有石級下至峽谷半空的觀瀑台，石級濕滑，
我要摸壁慢行。隆隆水簾，翻崖直下，氣勢雄壯，跌落深潭時，近珠碎玉，浪花四濺，湧起無數水柱，有
高有低，吐出層層迷霧；在陽光普照下，霓虹隱現。瀑布和 Zambezi 的下游河面互相衝撞，捲起無數漩渦，
上下翻蕩。看者目瞪口呆，魂搖心動，激起無限壯志豪情。唐張九齡寫了一首觀瀑七律 :「萬丈紅泉落，
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維多利
亞瀑布的煙霧雷聲，令我終生難忘 !

  觀瀑後， Parka 領我們車遊熱帶雨林，在 Zambezi 公路上逆河而行。林中大樹有桃花心木 
Mahogany、奶油木 Milkwood、烏木 Ebony、棗 Date、無花果 Fig、棕櫚……等。此雨林亦是象、獅、野豬、
野牛和各種鹿的居所。可能當時天氣太熱，所有動物都藏在林陰深處瞌睡， 一隻也見不到。半個鐘頭後，
車子在一巨型有二十五米圓周的大 Giant Baobab 停下來。這樹估計有一千五百歲。多年前樹的附近設有
營幕，所有探險家、商人、旅客都在這裡集合等待適當的船隻渡河往 Zambia 的 Livingstone 去。因為
它是維多利亞瀑布區的最大城市，這大樹亦是此地唯一的歷史名勝。若沿著此公路向西北行，我們一定抵
達 Zimbabwe，Zambia，Botswana 和 Namibia 四國交界點 Kazungula。當天下午、黃昏和晚上尚有精彩
節目，看完大樹便立即折返市區觀光民族村。這村比南非祖魯 Zulu 土人村規模小得多。Zimbabwe 國內
每一族都有代表性的茅寮，是在族人聚居處營紮後遷移至此。一年青男黑人導領我們往各茅寮並解釋各族
的風土習俗。令我最注目的有二處 : ( 一 ) 一老者替占卜前程者指點迷津 ; ( 二 ) 一中年女人用快捷、嫻
熟手法織造各款式、大小、深淺的籐籃，且作現場出售，本地貨幣交易。民族村出口處是一小商場，羅列
各種紀念品。在 Victoria Falls 購物若用官式兌換率，是非常昂貴的。若事先在黑市場中買夠本地貨幣，
物件就很便宜。麻煩處就此產生，倉卒間怎能找著黑市換錢的機構，所以大多數團友袖手旁觀，分文不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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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昏時分，重回民族村欣賞那多彩多姿的舞蹈，這場戲比南非祖魯土人村的繁複十倍。台上有一註
解者釋述各舞姿。表演者用動作演繹他們的生活，例如童子成壯丁，大戰前的準備，密林內和猛獸作殊死
鬥，向年青女子示以愛意，為未來問道於鬼神……等。表演者帶上各種面具，有扮獅豹，有扮女人，有扮
神鬼……的。舞蹈花式很多 : 有些踩高蹺式，有翻筋斗雜技式，最了不起的是用快步伐爬上長竿上作半空
搖身舞。節拍器材亦不尋常，其中用大鹿 Kudu 彎角吹出聲響最具特性。這節目長達個半鐘頭，唯一不舒
服處是那沒有背的冷板櫈，且時有小昆蟲撲面飛來。

  在曠野中 Boma Restaurant 的野火會，燒烤晚宴比南非的更多款式。單是鹿肉不下七、八種。我在
這裡嘗試到油炸了的樹蟲 Mopani Worms，香香辣辣的，相信遊客中只有我一人有此膽色。晚飯時有舞蹈
表演，比起一個鐘頭前在民族村的，真有小巫大巫之分。往洗手間時， Hazel Hutchinson 一手攔著我：「你
替我守門，讓我借用男士室二分鐘。」我說：「是否女廁沒有自來水?」她氣呼呼，神色倉皇地回答：「不，
我見到裡內有一條大蟒蛇盤在一角，我怎敢入去。」此情此景，可驚可笑，也許這就是遊非洲的意外收穫
罷。

  這是非洲旅行最後一天。吃罷早餐，仰望晴空，萬里無雲，流金鑠石，火傘高張。本來打算往鄰國 
Botswana 看大象群的。這樣天氣，乘了開蓬吉普車在荒原上奔馳，揮汗如雨，簡直是一折磨啊 ! 於是早
餐時通知 Parka，取消了 Botswana 一日遊的額外節目，參加那四對從 Edmonton 來的夫婦往 Victoria 
Falls Hotel 享受下午茶。上午呢 ? 獨自一人往村落的市集蹓躂去。在南非時聽領隊 Trevor 忠告，不敢
在大城市離群散步去。現 Parka 告訴我，

Victoria Falls 是一小村，民風純樸，不會有不愉快的事故發生，遇到本地黑人都是很有禮貌的。街
上有幾位年青人問我買本地錢否 ? 這幾位年青人雖被我婉拒，他們都面帶笑容地離去。這村落市集「麻雀
雖小，五臟俱全。」出賣的東西除在約翰尼斯堡北郊 Sandton 見到最名貴的外，似乎都很齊全。我在一
商店換了十元美幣值的本地錢，走進一書攤去看雜誌，選擇了多張明信片和一本瀑布畫冊。不知不覺已近
中午。我到一間快餐店買了一塊意大利薄餅，一瓶可口可樂，解渴兼驅暑。

  「赤日行天午不知」，回到房間已近下午一時。沐了一冷水浴，精神為之一爽。在床上稍事休息，
但沒有入寐，未到三時行到旅館大堂，Parka 和 Armond 在一角閒談。原來 Parka 早備有遊覽車送我們
一行人到 Victoria Falls Hotel 去，其實步行時間不會超過二十分鐘， Parka 恐怕有人在烈日下中暑。
從這一小事見微知著，我們的領隊確是目光如炬，心細似髮啊。他早在旅館的露台上訂了十二人的茶席，
故地重遊，份外有幾分親切。我在露台上瞭望，見到通往 Zambia 的 Zambezi 大橋。此橋是英帝國主義
前鋒 Cecil John Rhodes 留下來的豐功偉績。他要實踐英帝國貫通非洲大陸南北之美夢，築一鐵路從角
城直達開羅。橫跨 Zambezi 的大橋是必然的產品。他欲旅客親睹瀑布奇景，選擇大橋越河地點是眾瀑爭流
入河的龍口 boiling pot 。可見得 Rhodes 雖是錙珠必計，心狠手辣的商人，也是富有藝術情懷的風雅士。
這下午茶殊不簡單，冰凍的印度茶配以手指形的沙文魚和火腿三文治，英式焗牛油麵包子，各類小蛋糕。
穿著得黑白分明制服的侍應生持著純銀大盤，內放上名牌瓷具。這情調令我產生遐思：我儼然是殖民時代
的高官在「偷得浮生半日閒」，享受著人間的天堂。這下午茶用了兩個小時，我獨自再次在大花園巡遊一
周。白天我方發現花園處處點滿藝術石雕刻。有數對藍色的鶴在草坪上嬉戲。在花園盡頭斜坡邊緣遠眺，
維多利亞瀑布的水花在空中飛舞。我領會到沿坡下山，可抵達瀑布邊的熱帶雨林。Victoria Falls Hotel 
的確是「叢林之界」的仙鄉。我黯然舉步行離這屬於另一時代的旅館。我不單止從十九世紀的殖民社會回
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實，同時脫離這像夢的境界。是耶非耶 ?虛乎實乎 ?不覺無限徘徊，再三回望。

  回到房間，紅日西沉，華燈甫上。下午茶時吃得過飽，晚飯可免。開著熒光幕，CNN 報導些令人不
快意的消息 : 炭疽菌放毒事件，中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街上互相屠殺，更有駭人的是聯合航空公司客
機在紐約長島衝毀於地面。旅行雖然帶來很多新境界和新知識，同時亦產生很多感觸。自我檢討，人生在
世的光景如白駒過隙，萬里跋涉，舟車勞頓的生活使人覺得似水上漂萍。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旅行中渡過他
五十壽辰時寫了一首詩，我現在的年齡已遠超他的當年，但心境和他的或者有偶然相通處，所以我抄下他
的自詠作為南非紀行的尾聲 :

『居然拓落念無成，隙駟浮萍渡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
驄別塞聲。舉目陵京猶舊闕，可能鐘鼎一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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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運動一直是捷社的強項，曾三奪田徑總錦標，
至今紀錄仍未被打破。雖然畢業已三十七載，捷社的健兒
仍然精力充沛 , 強身健體都是大家致力的目標。

	 年中，黃敏之同學提議以划龍舟作為大家運動聯誼
的項目。既提供捷社同學聚首的機會，又可藉此增強體質，
一箭雙鵰。在梁璧姬同學的號召下，迅即獲得黃宇傑、彭
婉芬、吳淑貞、尹祖強、官玉麟、鄧維廉、李永明、黃耀華、
譚樹永、何建康及夏靜安共十二位同學響應。黃敏之為我
們安排專業教練，在這幾個月，我們每一兩個星期都會到
東涌練習場訓練。無論是烈日當空 ,	微風細雨 ,	都阻擋不了
同學們的熱情參予，由完全不懂划龍舟的技巧，至能齊槳
齊發，破浪而去，著實落下了不少功夫。

捷 社 健 兒 齊 舉 槳

捷社 (1976) 尹祖強 

	 大家經三四個月的刻苦訓練，今天 ( 十一
月十日 ) 終於披上戰衣上戰場了。是日在屯門小
龍賽共參加了三場龍舟賽，總算全部順利完成，
無過線，無犯規，無沉船，而且成績一場勝一場，
我們這班耆英面對精壯的對手，有此表現，實感
非常滿意。

	 捷社健兒齊奮張，紅藍旗下展鷹揚 ,	同學
們 ,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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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君聰	（誠社）

今年（2013）一月初，我與內子曾參加

了美國 Overseas Adventure Travel 旅行隊 , 到

過南美阿根庭和智利南部 Patagonia 荒野地區

（有牧場），又乘坐了一艘一百二十乘客的

小郵輪，作五天四夜之航遊於麥哲倫海峽和 

Beagle Channel, 登陸了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

角（Cape Horn), 而我最欣賞的則是行程中的

三個國家公園，阿根庭者一，智利二。 

我在香港於 1976 至 1983 年間，曾出任

港府郊野公園委員會委員。香港郊野公園的

概念和運作，是基於世界各國的國家公園之

典章與制度。我在港的這些年間，曾在香港

培正同學會、香港培正中學、小學及扶輪社等社團作過介紹香港郊野公園的講演。香港的郊野公園現在很成功，2003 年沙士

疫症期間，郊野公園曾是香港市民的避難場所。我近在此閱讀港報，有載英國經濟學人發表的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榜中香

港名列首位，而香港處處可達的郊野公園為香港爭取了不少分數。香港培正校園內，現年也有自然教育徑的設立，這些自然

教育徑是各地國家公園和香港郊野公園內之必然設置之一。

南美極南的三個國家公園 

我在出任郊野公園委員之前後年間，

曾自費到過歐美、澳紐和亞洲、非洲各

國的國家公園旅遊，在其內游山玩水、

考察自然等等，（並作為香港建設郊野

公園之參考）我直至現在還保持了這個

習慣和興趣。這次南美之行，游覽了阿、

智的三個國家公園，趣味盎然，也難能

可貴。這裡僅將在這些國家公園的經歷

和難得之處作一簡括的介紹：

（1）阿根庭南部在 Patagonia 地區內

的冰川 （Los Glaciares) 國家公園。這公

園 設 立 於 1937 年， 佔 地 1700 方 英 里，

其內有五十座大冰川。這裡的冰冠地帶

（icecap) 面積為全球第三，僅次於南極

洲和格陵蘭。這公園太大了，我們只能

在此花半天時間，步臨其 Moreno 冰川對

岸之小山丘，作此冰川之近賞。這冰川

自南美之安第斯山脈東瀉，長三十公里，

闊五公里，高六十公尺，是阿根庭國境內三

個沒有後退（retreating) 之冰川之一。冰川時

作崩解 (calving），冰崩時發巨響，驚心動魄。

（2）藍塔國家公園（智利，Parque Na-

cional Torres del Paine)。 近 年 我 在 美 閱 讀 旅

遊及國家公園介紹之書刋，曾為這公園內的

兩個奇峯迷誘多年，這次能親臨其地，得償

素願了。這深黑藍色的二奇峯（Cuernos del 

Paine) 稱為二角（Horns), 高 2600 和 2200 公尺，

峭拔奇特，疑幻疑眞。我們在抵達這公園的

第一天下午，立即在二奇峯之下的一湖畔，

冒著這裡常有的狂風，沿四公里長的山徑，

步往一小峯以作一近觀。步程初時有雲霧，

似得山在虛無縹緲間，後來雲過天青，則嘆

為觀止（見附圖）。我們在這公園的二天內，

還步遊了奇里湖（Lago Grey), 隱閉湖（Hidden 

Lake) 等名勝。

（3）智利之合恩島（Isla Hornos）國家公園。此島長十四英里，最高處 1400 英尺，其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係南

美洲最南端，距南極洲四百英里，位處大西洋和太平洋交界處。此處形勢險要，經常風浪滔天，為船航之險途。島屬智利，

島上設有燈塔等。1992 年，智利海軍在島南一峽角上建了一紀念碑

（Albatross 信天翁 Monument），用了十塊鋼片組合而成，其合成係

一巨信天翁海鳥飛翔之狀。鋼碑高七公尺，用以紀念歷年航經此處海

面之死難海員。因氣候及風浪因素，登臨此島的機會只得五成，我們

這次很幸運，小郵輪抵達島東北海面之清晨（一月十三日），晴天麗

曰，海不揚波。大家登了船上特備之橡皮快艇順利抵岸，在岸邊攀登

了一百六十級的木梯級，乃抵達島上一山脊，在此有智利海軍軍官歡

迎我們登臨。此處山脊有特設木板步道，往南步約一公里乃抵信天翁

紀念碑之處，在此南眺，海天一色，感慨繫之矣。島上另有燈塔及小

教堂等，我們都參觀過了，又買了些明信片以作留念。

統而言之，快哉是次南美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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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各地同學會會長及通訊處

香港培正同學會
The	Hong	Kong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黎藉冠會長	Mr.	Lai	Chik-Kun	Michael
地址：	九龍窩打老道 80 號香港培正小學
電話：（852）2713	4093
電郵：	info@puiching.org	/mcklai@hotmail.com
傳真：（852）2715	2100

澳門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Macau)	Association
莫志偉會長
地址：澳門高士德馬路 7號澳門培正中學
電話：853-2852-9333	ext	181
電郵：pcms@macau.ctm.net
傳真：（853）2833	9056

台灣培正校友聯誼會
Pui	Ching	Alumni	(Taiwan)	Association
劉安乾會長	Lao	On	Kin	Paul
地址：	台灣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333 號
						十四樓	10669	
						泰興工程顧問公司營建部副理
電話：(886)	2-2376-8014
電郵：paullao@ms17.hinet.net
傳真：(886)	2-2738-2006		

美國西北培正同學會 ( 西雅圖 )
America	North	West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關潔群會長	Chow,	Katty	Kwan
地址：	11208	SE	64th	Street,	Bellevue
							WA	98006,	USA
電話（Home）：425-226-2288
電郵：	chiuhchow@hotmail.com

美國二埠培正同學會（加省會）
Pui	Ching	Alumni	California	Association
Sacramento,	USA
羅根合會長	Mr.	Lo	Gan	Hop	
地址：	673	Capela	Way,	Sacramento
CA	95831-4525,	USA
電話（Home）：916-424-8832
電郵：cl41938@yahoo.com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San	Francisco)	Association
戚嘉慧會長	CHICK,	HELEN
地址：908	NORVELL	STREET,	EL	CERRITO
						CA	94530,	USA
電話（Home）:	510-701-6368
電郵	:	gugu823@prodigy.net

美國聖地牙哥培正同學會 (San Diego)
Pui	Ching	Alumni	(San	Diego)	Association
金宜忠會長	Mr.	Lee	King
地址：	13121	SIERRA	MESA	CT.
							SAN	DIEGO	,CA	92129,USA
電話：434-978-2916
電郵：LjKing13121@gmail.com

美南培正同學會（德州）
Pui	Ching	Alumni	(Texas)	Association
許國華會長	Mr.	Hui	Kwok	Wah
地址：	4507	MIMOSA	DR.
							BELLAIRE,	TX	77401,	USA
電話：1-713-937-0016
電郵：	hui.kwok@gmail.com

美中培正同學會（芝加哥）
Pui	Ching	Alumni	(Chicago)	Association
關德深會長	Mr.	Kwan	Tak	Shum	Samuel
地址：	839	W.	College	Parkway,
							Chicago	IL	60608,	USA
電話：312-463-2468	/312-286-6077
電郵	:	stk4007@aol.com

紐英崙培正同學會（波士頓）
Pui	Ching	Alumni	(Boston)	Association
陳振煥會長	Mr.	Frank	Chin
地址：26	Lexington	Road,	Wellesley,
						MA	02482,	USA	
電話（Home）：1-781-235-3808
電郵：loraconeg@gmail.com

大湖區培正同學會（密茲根）
The	Great	Lakes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錢元國會長	CHIN	YUEN	KWOK	STEVE
地址：	5137	SERENA	DRIVE,
							TROY,	MI	48098,	USA
電話（Home）：1-248-641-8601
電郵：	steveykchin@yahoo.com

美國羅省培正同學會（美南加州洛杉機）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USA
黃文輝會長	Mr.	Wong	Mun	Fai	Norman
地址：	PO	BOX	998,	Palos	Verdes	Estates,
							CA	90274,	USA
電話：310-791-1828	310-614-7606
傳真：	310-541-7178
電郵：	n.wong99@cox.net

美國美京培正同學會（華盛頓）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Washington	DC
吳堉洲會長	Mr.	Eddie	Ng	
地址：	4826	Waltonshire	Circle,
							Olney,	MD	20832	USA
電話	301-570-8648(H)	/	717-919-6143(Cell)
電郵：puichingdc.eddieng@gmail.com

美東培正同學會（紐約）
Pui	Ching	Alumni	(New	York)	Association
常健會長	Mr.	Stephen	Seung
地址：	297	Haven	Road,	Franklin	Lakes
							New	Jersey	07417,	USA
電話：201-337-3375	212-732-0030
傳真：212-227-5097
電郵：stephenkseung@aol.com

夏威夷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Hawaii)	Association
劉立環會長	Ms.	Lau	Lap-Wan,	Grace
地址：	98-364	Kaonohi	Street,
						#2	AIEA	HI	96701,	USA
電話（Home）：808-486-7813
電話（Cellular）：808-228-3683
電郵：	gracelam@airseatvl.com

溫哥華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Vancouver)	Association
顧曾輝會長	KU	TSANG	HUI	JEFFREY
地址：	1688	WEST	62ND	AVE.,
							VANCOUVER	B.C.	V6P	2G2
							Canada
電話：604-267-0816/778-998-0410
電 郵： 	 j e f f r e y . k u @ t e l u s . n e t 	 /	
jku1462@hotmail.com

加拿大卡城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Calgary)	Association
李兆堂會長	Mr.	Paul	Shiu	Tong	Lee
地址：	313-222	Riverfront	Avenue,	S.W.
							Calgary,	Alberta	T2P	0A5,	Canada
電話：	403-262-1820	/	403-456-0317
傳真：403-265-6925

加拿大亞省（愛明頓）培正同學會
Can ad a 	 A l b e r t a 	 P u i 	 C h i n g 	 A l umn i	
Association 顧錚會長	Ms.	Chang,	Koo	Chang	
Anne
地址：	#8	Green	Grove	DR.	St.	Albert
						Alberta	T8N	1B8,	Canada
電話：780-460	3093
傳真：	780-460	3093
電郵：	annekoochang@yahoo.com

加京 ( 加拿大渥太華 ) 培正同學會 
Ottawa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劉永堂會長	Mr.	Lau	Wing	Tong,	Robin
地址：	21	Acklam	Terrace	Kanata,
							Ontario	K2K	2N1,	Canada
電話：613-591-0395（H）
						613-952-4461（H）
電郵：	robinlau@sympatico.ca

加拿大安省培正同學會（多倫多）
Pui	Ching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of	Ontario
羅港生會長	Law	K.	S.	Steward
地址：	P.O.	Box	42006,	2851	John	Street
							Markham,	Ontario	L3R	5R7,	Canada
電話：416	520	3688
傳真：	416-386-0012
電郵：	steward.law@rog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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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緬省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Manitoba)	Association
吳拱明會長	Mr.	Eng	K.	M.
地址：	71	Mariner	Cres,	Winnipeg	MB
R2P	0V6,	Canada
電話（Home）：1-204-633-9571
電話（Off）：633-9571

加拿大沙省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Saskatchewan)	Asociation
曾梓會長	Mr.	Tsang	Gee
地址：	1309-902	Spadina,	Crescent	E.,
Saskatoon	Saskatchewan	S7K	0G8,
Canada
電話：306-664-9298,	306-341-9288
傳真：306-653-0057
電郵：geetsang@shaw.ca	/
												potintsang@hotmail.com	/
												geetsang@sasktel.net

坎培拉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Act	Australia
龍基逸會長	Mr.	K.	Y.	Loong
地址：	48	Dwyer	Street	Cook,	Act	2614,
Australia
電話（Home）：612-6251-7749
電郵：	kyloong123@gmail.com

悉尼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Sydney
Australia
徐兆敏會長	Mr.	Benjamin	Chui
地址：	UNIT	1502,	2	BOND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電話：61-2-9247-6668	/	61-410-568-827
電郵：	sydneypuiching@gmail.com	/
													chuibenjamin@msn.com

澳洲墨爾本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Melbourne)	Association
王端兒會長	Elizabeth	Wong
地址：	28	Margot	Ave.	Doncaster
Vic	3108,	Australia
電話：	61-414-421-281
電郵：pcaa.mel@gmail.com
												tywong2@yahoo.co.uk

紐西蘭培正同學會（奧克蘭）
The	New	Zealand	Auckland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徐德輝會長	Tsui	Tak	Fai	Fred
地址：	119	Archmillen	Ave.,	Pakuranga,
Manukau	2010,	Auckland,	
New	Zealand
電話：	09-5774093
電郵：	fdtsiu@xtra.co.nz

法國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France)	Association
郭若蘊會長	Madame	Yerk	Wun	Prouzet
地址：	16	Rue	de	Chaillot,	75116	Paris,	France
電話（Home）：01-4549-1109
手提：	06-6099-1109
電郵：	m.prouzet@wanadoo.fr
傳真：	01-4548-3639

英國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British)	Association
吳仁灼會長	DR.	UNG	IAN	CHEOK
地址：	Elm	Lodge,	Cricket	Green,	Mitcham
Surrey	CR4	4LB,	U.K.
電話（Home）：020-8646-2000
電郵：	icung@aol.com

泰國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Thailand)	Association
劉冠慶會長	Mr.	Chaleon	Laoprapassorn
地址：	Ruang	Chan	Co.,	Ltd.
30	Soi	Sriarksorn,	Chua	Ploeng	Rd,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電話（Off）：6-62-249-0261	to	4
電話（Mobile）：6-681-810-2595
電郵：	peerala@hotmail.com
傳真：	6-62-249-8318

新加坡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Singapore)	Association
鄭保卿會長	Mr.	Albert	B.	H.	Cheng
地址：	13	Serangoon,	North	Ave	5,
5547876,	Singapore
電話（Home）：65-6556-2002x228
電郵：	chengalb@yahoo.com	/
													chengalb@banshing.com
傳真：	6556-4084

馬來西亞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Malaysia)	Association
江尚鈺會長	Mr.	Kong	Seng	Yoke
地址：	No.	21	SS	2/37,	473003	Petaling
Jaya,	Salangor,	D.E.,	West	Malaysia
電話（Home）:	60-03-7875-3441
傳真：	649-5358384

菲律賓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Philippine)	Association
陳仁倫會長
地址：	P.O.	Box	1237,	Manila	2800,
Philippines
電話（Home）：63-917-817-2888
傳真：	632-440-0072
電郵：	alt_pc68@hotmail.com

北京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Beijing)	Association
潘漢典會長
地址：北京東城東總布胡同
						19 號 104 室
郵政編號：100005
電話（Home）：(86-10)65243056
傳真（fax）：(86-10)65243056
電郵：	mazhuwu@sohu.com

廣東中山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Zhongshan)	Association
唐啟恩會長
地址：	廣東省中山市洪家
							基正街 14 號 402 室
電話（Home）：86-760-8826503

廣東珠海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Zhuhai)	Association
梁鴻佳會長
地址：	中國廣東珠海市拱北
							駿發山莊聯安路 188 號
							C 棟 2602 號
電話：	86-756-8185599

廣州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Guangzhou)	Association
朱素蘭會長
地址：廣州市東山培正路二號
電話（Office）：86-20-87754713
（Mobile）：86-135-5612-2103
電郵：	sulan_zhu@163.com
傳真：	86-20-87759913
							86-8766/5490

廣東江門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Jiang-men)	Association
冼賓虹會長
地址：	江門市高城村五邑大學
							177 信箱	植瑞鏗收
電話（Home）：86-750-3334452
電郵：	zhiruikeng@sina.com

廣西梧州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Guangxi)	Association
江愛萍會長
地址：	廣西梧州市萬秀區
							阜民路培正里 1號
電話：	86-138-0774-0371
電郵：	wzpzxx@126.com

廣東台山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Taisan)	Association
林欽崇會長
地址：	台山市台城鎮城北區
							僑苑新村大街後山
郵政編號：529200
電話（Home）：86-750-561-0123
電郵	:　tspztxh@163.com

上海培正同學會
Pui	Ching	Alumni	(Shanghai)	Association
陳灝珠會長
地址：	上海徐家匯路 558 弄一號
						雙錢公寓 18 樓 G座
郵政編號：200025
電話（Home）：86-21-6415-3069
電郵：huanghb@188.com

2013 年各地同學會會長及通訊處

2013 年中國內地同學會會長及通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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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各項捐款」費用芳名
（排名不分先後，截至 07 ﹣ 11 ﹣ 2013 日止．如有錯漏，請予指正，以便下期更正）

姓名     金額

贊助培正同學通訊費
陳兆文 ( 忠 )	 	 	 	 					500

陳兆莊	林鉅洸 ( 雁 )	 	 	 					500

梁國榮 ( 榮 )	 	 	 	 					400

王名泰 ( 剛 )	 	 	 	 			2000

胡樹群 ( 剛 )	 	 	 	 美 200

李漢斌 ( 昇 )	 	 	 	 					100

劉龍聲 ( 正 )	 	 	 	 					100

彭鑑芬 ( 仁 )	 	 	 	 					500

鄺文熾 ( 奮 )	 	 	 	 			4000

黎藉冠 ( 凱 )	( 重來山莊一日遊 )	 			3490

鍾信明 ( 耀 )	 	 	 	 					300

黃伯熙 ( 正 )	 	 	 	 					500

龍振威 ( 健 )	 	 	 	 					100

梁乃森 ( 光 )	 	 	 	 			2000

章子惠 ( 敏 )	 	 	 	 加 100

林英豪 ( 鵬 )	 	 	 	 					500

林康榮 ( 謙 )	 	 	 	 					300

何志豪 ( 駿 )	 	 	 	 					550

黃毅嬌 ( 鷹 )	 	 	 	 					500

馬秋南 ( 誠 )	 	 	 	 					500

陳秉麟 ( 善 )	 	 	 	 澳 100

加拿大亞省培正同學會	 	 加 250

1964 協社	 	 	 	 			2000

梁麗雲 ( 輝 )	 	 	 	 					500

林學廉 ( 輝 )	 	 	 	 					200

姓名           金額

贊助同學會經費	
1987 德社	 	 	 	 20000

捐助梧州培正學校	
馮奇彬 ( 忠 )	 	 	 	 美 500

何汝顯 ( 輝 )	 	 	 	 美 500

高澤霖 ( 誠 )	 	 	 	 			5000

吳漢榆 ( 誠 )	 	 	 	 			5000

朱淑齡 ( 誠 )	 	 	 	 			2500

陳毓棠 ( 誠 )	 	 	 	 			2500

李君聰 ( 誠 )	 	 	 	 			2000

黃埠崖 ( 誠 )	 	 	 	 			5000

黎藉冠 ( 凱 )	 	 	 	 			5000

1976 捷社	（購置投影機	兩台）	 	10000

馬秋南 ( 誠 ) 捐自用 Notebook	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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