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是我社畢 業 五十五 週年翡翠禧，也是培正 創校
一百二十八年及培正同學會成立九十週年。我和太太譚穎
怡 ( 耀社），還有其他美加澳台同學先後抵港參加此次籌
劃經年的盛事。此次慶祝活動前後三個星期，包括重聚前
的中國旅行，在港的歡迎宴，同學日大公宴，餞別宴及重
聚後的印尼旅行。不是每位同學都能參加全部活動。但是
最多人參加的聚飧能有超過八十人，實屬非常成功。而香
港同學的努力策劃，令到參加的同學都能暢敘別情，盡歡
而散，大家真是銘感五中。

十一月十六日香港的天氣仍然暖和，當晚在尖東富豪
酒樓的歡迎宴筵開七席，為重聚揭開序幕。每人一份特製
的紅邊藍色社褸社帽繡有紅色旭字, 非常醒目。有些同學
畢業後 還 是初次 亮相，真 是意外驚喜。江山易
改，友情依舊在，大家見面時的興奮之情是難以
形容的。當晚首先由此次動總指揮石耑生致歡
迎詞，社長楊康裔致詞。作為加拿大代表，我也
趁機宣佈了明年 2018 在多倫多舉行的世界培正
同學日及一些資料，讓大家好早作計劃參加。

十 一月十八日同學 們先在 唐宮酒樓 點心午
宴，接著一起 過 對面母校參加一年一度的同學
曰慶祝 大 會。進了培正大門，已見 大 批的紅 藍
精神後繼者一一在校同學正在忙於招呼抵達的
學長們。我們走完大路已見銀禧級的藍衣義社
小弟小妹 ( 在我們眼中）排好在石級拍照。好不
容易等這批年青小伙子 ( 以前叫元老）嘈完先輪
到我社拍大合照。  跟住上校舍參觀母校的新舊

設施，包括以前的高座，銀
樂隊室，電腦室，校史室，
優 異 生名牌 等 都 喚 起 很 多
回憶。跟住大家去大禮堂參
加禧級慶典， 先由校長及同
學會 會長 報 告 一 些 培 正 同
學 的 威 水 成 績， 安 省 培 正
同 學 會 施 永 輝 會長 亦上台
作明年世界同學日的介紹。
接 著 由 最 年 長 的 一九 四 二
年 級 老 瑞 祺 老 師 首 先 登
台。最難得的是一九五七年
級 輝 社 鑽 禧 集合了穗 港 澳
同學超過七十人登台。我社
一九 六 二 年 級 亦 有 四 十 七
位同學登台，並向母校及銀

樂隊致 送禮物。下午五時 許大眾魚貫上大巴士前往九龍
灣宴會廳參加筵開百席的同學日大公宴。我社當晚有七檯
人，但仍不及義社人多。當晚的高潮節目是級代表舉旗進
場的薪火相傳，象徵紅藍精神永傳下去。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在跑馬地三 C 木球會的餞別宴菜式
非常豐盛。席間討論下次重聚的提議及選舉新社長。原社
長楊康裔多年辛勞後堅決辭任，獲同學委任為永遠名譽社
長，實際社務則由四位常務執委同學負責。另委任三位同
學作為美加澳三地之聯絡人。而我亦再次提及明年在多倫
多舉行的世界培正同學日，鼓勵同學參與盛會。當晚臨別
依依，互道珍重，下次重聚再－希望是 2018 年啦。

程慶生
一九六二年級旭社翡翠禧慶典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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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18 日是香港 培正學 校 創校 128 周年的校
慶同學日，那天也是香港培正同學會 創會 90 周年的紀念
日。妻子秦德荃畢業於培正，我有幸以校友親屬的身份參
加慶典，感受極深。

培正歷史悠久，歷屆同學回校參加校慶十分踴躍。同
學會每年都在同學日舉行典禮，給畢業滿廿五年和其後滿
五年倍數的級社同學，進行加冕或授旗。本年參與的共有
十一屆級社，以 1942 年畢業 75 周年的最年長，1992 年畢
業 25 載的最年青。參加典禮的多屆級社校友，可以統括一
世紀以來培正發展的歷史。

妻子的級社是旭社，今年舉行的是畢業五十五周年翡
翠禧慶典。當日下午二時，社友們就回到學校，和一眾來
自各國回港的同學，興高采烈的參觀學校，回味當年的學
習生活。約三時，典禮就在培正小學大禮堂進行，整個禮
堂座無虛席。典禮開始，由在校的學生銀樂隊奏樂，全體
唱校歌，莊嚴肅穆而又溫馨動人的歌聲，滿載着校友和同
學 們愛護母校的心聲。主禮者致詞完畢，最 主 要的 儀 式
開始了，是給各級社加冕或授旗。當日最受矚目的是斌社

（1942）的同學，九十多歲的老人家仍精神奕奕，回校參加
慶典，上台接受授旗，那真令人感動。

不久輪到旭社那屆了，社友興高采烈地上台，由代表
接受同學會授旗。禮成後，旭社向母校中學、小學及同學
會獻禮（捐贈支票），以表示對校方和同學會的關懷和支
持。

培正 128 周年校慶日，另一 個高潮是晚宴。當晚有百
席的各屆校友聯歡共聚，這樣盛大的陣容，真是令人畢生
難忘。宴會開始前，還有動人的一幕，各社派出代表，擔
任旗手，高舉着繽紛的社旗，神采飛揚，昂首濶步，穿過
宴會廳，登上廳台，喻意薪火相傳，意義深長。 

學校是培育我們成長的重要場所，一般我們都稱就讀
到畢業的學校為母校。慈母生我育我，但培育我們知識品
德，直至成人的地方，卻是學校。從小學到中學，我們一
生中最珍貴最快樂的青少年時代，都在學校裏。它陪我們
度過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多年，使我們獲得最基本的知識和
才能，得以日後在社會面對考驗和挑戰。老實說，人一生
是成是敗，關鍵就在中小學時所受的教育。

我少年時代，因政局的變遷，由國內來港，沒機會讀
上培正這所名校，但當年已耳聞培正學校的名聲，知道它
特別以 數學高於一般中學而馳名，流傳坊間的童謠：「培

正馬騮頭」，其實是羨慕培正學生頭腦靈活，運動出色。
在培正畢業的學生，學校已給他預備了一條進入大學的鑰
匙，是外國多家知名大學取錄的對象。

說來也是緣份，我跟培正好幾個學生竟沾上關係。念
書的時候，家境窮困但學校離家很遠，我租了一個小房間
居住，為了減輕負擔，我把床位分租出去。當時分租的租
客就是兩個培正學生，旭社劉貴全和劉煥文就是這樣結識
的。他們勤懇用功，給我一個很好的學習榜樣。

其後， 我 進 入 師 範， 同 組中 有兩 位 來自培正 旭社 的
女生：秦德荃和謝寧。師範畢業了，當年尋覓工作非常困
難， 我 幸 得 導 師 介 紹， 進 入一 所 剛 開 辦 的 小 學 任 教， 像
當時流行的一首兒歌歌詞一樣：「世界真細小 小 小，小得
真奇妙妙妙。」秦德荃竟也和我同任教於該校的下午班。
幾年後，我們結婚了，一直是同事和伴侶，在同一校舍工
作，直至退休。

妻子在 未 退 休 前，很 少參加旭社 的 活 動。2004 年退
休了， 便常常出席旭社 的 聚會。2007 年是 旭社 的 45 周年
慶典，為迎接這個節日，旭社的同學們組織了委員會，由
楊康裔、方杰兩位社長領導 幾位幹事，進行慶典的籌備
工作，妻子亦參與其事。作為妻子隨行的我，也藉此機會
認識了旭社的許多新朋友，漸漸跟他們熟落了。楊社長文
采風範，古典文學知識造詣深厚，記憶力絕佳，均令我心
折。方杰兄平易隨和，熱愛高爾夫球等運動，又是品酒高
手。在他二人領導下，有旭社留港同學，又另組成一個小
組，經常舉行茶聚，聯絡同學感情，包括不時接待遠地回
港的社友。

校 慶日的慶 典，不僅 在 港 的同學 每年會在 港 母校 舉
辦，遠在歐美各國的校友，也經常在當地舉行校慶慶祝活
動。而配合校慶慶典而進行的旅遊，更是同學們聚會的最
快樂時光。

2010 年秋季，加拿大的旭社同學，在溫哥華主辦阿拉
斯加遊輪七天 遊 及多天的卑詩省旅 遊，妻子 也帶同我參
加。在這之前，妻子和我聯同劉貴全夫婦，先參加蘇健興
夫婦精心安排和領導下添加的旅遊行程。我們由多倫多出
發，穿州過省，第八天晚上才扺達溫哥華，沿途飽覽加國
風景及不同城鎮的風土人情。蘇健興為人剛正梗直，做事
心思細密，有條理，有原則，對朋友慷慨關懷，又是音樂
高手。劉貴全是我多年好友，劉太又是我少年時的芳鄰。
這次真是一個超值的難忘旅程。

旭社陳乃森

這樣的學校真可愛
十年歡樂不尋常，參加培正校慶活動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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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一筆，在多倫多，曾得朱競翔夫婦收留住宿於他
的豪宅。他們問暖噓寒，照顧飲食，更導遊當地。朱兄夫
婦的情義，至今銘記在心。

隨著的阿拉斯加郵輪旅遊，高潮迭起。郵輪上所見，
海天一色，廣闊無涯，時有游魚相伴，飛躍海面。同遊的
程慶生、石耑生兩兄是攝影高手，我每跟隨他們，在郵輪
上遠眺冰川山嶽，追逐美景，並同覓鯨踪。他們在耐心的
守候下，終於喜見巨鯨游弋，攝得佳作。

郵 輪 旅 程 中， 途 泊 一 個 小 鎮， 我 偕 妻 子 登 岸「 自由
行」，竟然在一條小河上，得見每年一次的三文魚逆流而
上的奇景。我脫鞋下河，拚命抱起數呎長活生生的三文魚
合照。那真是畢生難忘的奇遇。 

2012 年，是旭社同學畢業五十周年的慶典。那次，世
界 各地 的同學，都 紛 紛 回 港，參加培正校 慶日的隆 重 典
禮。旭社在慶典前後，也一如往昔，為來自海外各地的同
學，籌辦旅遊活動，先有台灣之遊，行程五天。在台灣得
到在台同學吳紹麟的招待，宴飲之外，又蒙宋成銘同學的
夫 人，導遊台灣故宮博 物 館。節目尚有遊 輪 漫 遊「愛河」
等，眾人欣得飽覽台灣風光。

金禧慶典後，旭社同學們又暢遊長洲，回味昔日在港
的生活。

2015 年，世界培正同學會日，在澳洲悉尼舉辦，遠途
來 參加的竟有廣 州培正中、小 學的學生。旭社也全力參
與，由在澳的唐逸堯、唐小雅兩同學主理，妻子和我也赴
澳參加。典禮後，又得黃志宏同學的甥女陳麗君接待，她
也是培正校友，青春隨和，在她的陪同照顧下，我們乘當
地火車及輪渡，環遊了悉尼，她還慷慨地款待我們在當地
品嘗了一次西班牙餐館的晚宴。飽啖美食之後，觀賞了西
班牙女郎的舞蹈表演，她們還邀請我們一同起舞，這又是
另一次難忘的回憶。

轉瞬到了今年 2017 培正校慶日慶典。旭社的同學們又
進行旅遊活動，妻子偕我參加的是廣東旅遊，在中山石岐
等地，品嘗美食。

十多年來，我伴隨妻子參加了多次培正旭社的活動，
漸漸也融入了這個社羣，和許多旭社的同學成為好友，在
彼 此 的交往中，我有這樣 的感 受：在培正接 受 教 育的學
生，他們學問和品德都有良好的基礎，培正栽培出來的學
生，許多繼 續深造學習，人材輩出，各方面大有成就，在
我所接觸的旭社同學中，涵括了各方面的人材，有富商、

巨賈、 院 長、 教 授、 學 者， 各 在 科 學、 醫 學、 生物、 化
學、文學、藝術等領域各有專長。他們秉承母校培正的訓
導，以「至善至正」的精神服務社會，開創事業，努力了數
十年，都有傑出的表現。如今，都到了退休的日子，他們
要享受的是無拘無束的人生。

在我 所接 觸 的旭社同學中，他 們 很 少談 及個人的事
業或工作，相聚時只回味當年兄弟姊妹般的情誼，這就是
培正學 校「紅藍兒女」。「至善至正」的精神。妻子常跟 旭
社的同學說笑，說我：娶得她為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
就。我靜中細思，也欣然認同。數十年相依，她「教夫、相
子女。」對我「耳提」、「面命」，即使我埋首書叢，也衣食
無憂。在我的晚年，更喜她帶我認識了許多旭社好朋友。
最 近我很愛唱這首歌：「陪着妳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
天 編出兩雙 足印，過千山，過千海。……」過去幾年，陪
著她參加旭社的旅程，正是為此。

今 年 (2017 年 )， 又 陪 妻 子 參加 了培 正 校 慶日。 慶 典
後，旭社的同學又在計劃下一次的校慶日聚會了，我也在
期 待，要陪妻子參加旭社畢業 60 周年的慶典，再一起暢
遊。

旭社范國說我既多次參加旭社的聚會，希望我寫寫個
人的感受，我也不怕失禮，便在這裏「盡訴心中情」。這一
刻，有歌聲又在我的心裏響起了：「友誼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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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 一年十月十日，國民 革命軍於武昌（今歸入 武
漢）革命成功，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一百零六年
後，旭社‘七子’，一 個年齡加起來超過五百多歲的“老年
先鋒隊”，為慶祝翡翠禧，率先於二Ｏ一七年十一月四日
清晨，從香港機場出發，奔赴革命聖地武昌，繼而登上了
道教聖地武當山，也先後訪遊壯麗的恩施大峽谷及歷史古
蹟黃鶴樓等等，從而揭開了旭社翡翠禧一系列慶祝活動的
序幕。

詩曰：
旭老１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閑。
武當逶迤騰細浪，
恩施磅礴走泥丸；
揚子水拍雲崖暖，
彩虹橋橫萬丈寒；
喜見興山２黃鶴蹟，
旭老過後盡開顏。
(注 :１旭社七位老寶貝。)　(２昭君故居)

這次湖北八天七晚的行程，游走多個城巿，每天攜帶
着行李，早出晚歸，不是舟車勞頓顛簸趕路，就是徒步上
山過棧道。說到途中最艱難困苦的一段，莫過於穿越恩施
大峽谷了。在那兒，大家提心吊膽，走 過了絕壁長 廊、一
綫 谷、一柱香、雙子塔、母子 情 深等等充滿刺激驚險 又
美麗絕倫的景點。據隊友精確的路程記錄儀器顯示，當天
行走了上下坡石階共約二萬步，合7.5 公里之遙！

據‘路透社’消息，我們所走的那條旅遊路綫因需消耗
大量體能，乃為二、三十歲年青小伙子設計的，其中恩施
大峽谷又是一個新開發景點，得全程步行始能達到尋幽探
勝的目的。而我們這批年超七十‘老坑’，竟‘矇查查’地給

‘引入歧途’。究其因由﹐據說是某日楊主席心血來潮，在
湖北地圖上畫了一個圈欽定此行程路綫，交給領隊，說：

“你辦事，我放心。”我等之湖北旅程，於是拍板定矣。
旭社七老懷着一顆熱忱之心，興奮之情，拖着七十多

歲的老軀，拚着老命上陣去也。入了團，當了過河卒子，
唯有勇往直前。行程雖苦，隊友們精誠合作，互相照顧，
生息與共，不時互相調侃抬槓一番，亦苦中有樂。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藉此旅遊機會，我們了解到湖
北省融合了楚 文化、三國文化及 近代中西文化的古風 遺
韻。下面依日程簡敘我們旅程所見風光。

武當山
號稱天下第一仙山，以其絢麗多姿的自然景觀，規模

宏大的建築群，源遠流長的道教文化，博大精深的武當武
術著稱於世。一座座歷史悠久的寺廟，隱隱約約顯現於名
山大川之間，加上晨霧雲濤裊裊升起，置身其中，如入飄
渺的仙境。觸景生情，不自禁地吟起唐詩一首：

松下問童子，
言師採藥去，
只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至 於著名太極 師 祖 張三丰銅 像，則 豎 立 於 十堰市中
心，供後人瞻仰。

神農架
橫臥 於三峽以 北之長 江與 漢水 之 間，乃我 國 遠 古先

民神農氏發祥之地。千百年來，人們在亙古不變土地上生
存、繁衍、生老病死。

興山(香溪)
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之故鄉。那兒有剛興建

好的昭君紀念館，門前有雪白的昭君石膏塑像。館內有資
料，詳細介紹昭君和番的淒艷故事。觀後感慨萬千，思古
幽情油然而生。

附近商店招牌定名皆與‘王昭君’拉上關係，其中有一
家‘王家酒坊’，對聯頗為風趣工整：

釀成春夏秋冬酒
醉倒東南西北人

紀念館旁有一小溪，據說當年王昭君曾在此浣紗云。

恩施大峽谷
是近年開發的景點，沿途壯麗的喀斯特地貌及雲中高

路風光，有「雲之天梯」之美稱。峽谷中有百里絕壁，千丈
瀑布，傲嘯獨峰，也有原始森林，遠古村寨等景點，美不
勝收。

旅遊最後一日，回程時遊覽了荊州古城，在武漢則參
觀了湖北省博物館、江漢路步行街和戶部巷食街。也訪遊
了歷史上有名的黃鶴樓和武漢長江大橋。該橋建立於上世
紀六十年代，是第一座橫跨長江的大橋。由彼時到目前，
中國已共建 85 座橫跨長江大橋了。

那次旅遊，花絮也不少。試錄如下，以供一粲。

黃康育
湖北旅遊－旭社翡翠禧慶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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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妹妹
時光一去永不返。現實雖如此，但夢境可是另一回事

啊。話說某君自參觀了王昭君紀念館後，深深為昭君美麗
淒豔的傳奇故事而顛倒。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於
是每晚夜闌人靜時，睡夢中不停呼叫“昭君妹妹”，憧憬着

“昭君妹妹”的重生。當全中國轟轟烈烈向中國夢邁進的
同時，他老兄卻靜悄悄地做他的“ 昭君妹妹”夢。送上一
句：祝他好夢！

上海大媽
某日旅遊車上山途中，接來一批上海旅客。B 君旁邊

剛好有一空位，坐上一位“上海大媽”。據 B 君後來告知，
那大 媽 用上 海 話 跟 他 交 談， 頗 為 投機。 正 漸入佳 境， 上
海大媽開口問Ｂ君年齡，Ｂ君簡答：“八十。”大媽可迷惘
了，心忖：八十指八十後嗎？看來他可沒那麼年青；八十歲
嗎？可又沒那麼老，鬼才相信！當大媽認識到Ｂ君缺乏某
方面的誠意時，只好怏怏然下車去了。“神女有心，襄王無
夢。”奈何！只不過世間又多了個負「心」郎。

成熟了
某日，在旅遊車上交談有這個片段：
……
Ａ：“細佬到底成熟了。”
Ｂ：“什麼「了」？ ”
Ｃ：“石「了」，石「袋」。”

‘舞’女
離別武漢當日，在食街“戶部巷”午餐。某君有緣與一

對母女同桌，並詢及 她 們 碗 裡 麵的名稱及 配 料 等等。餐
畢，我們前往長江大橋參觀時，某君再次與該母女相遇。
某君後來告訴我們說他又見到那‘舞女’。我等錯愕，奇怪
那裡來了‘舞女’？幾經解釋，我們才明白過來，是他誤將

‘母女’發音成‘舞女’，致使我們迷惘。

跌落馬桶？
某君不幸腸膜過敏，別人有三急他更急。某日中途停

車午餐，他老兄以跑百米的衝刺速度去忙於解決。一會兒
他回來告知大家他曾有驚險的一幕。他細說當他一眼見到
有一個可坐的馬桶時，即喜出望外，因為有這便可不需使
出吃力的馬步式“蹲”功，殊不知當他坐上去後，整個馬桶
蓋向外滑蹓出去了。幸好他腳下功夫到家，才沒摔個人仰
馬翻，四腳朝天。

一條褲之謎
在車上 某君 突 發 妙 論， 自稱 只 穿一 條 褲子。 本來他

穿多少條褲子，干「卿」底事！但他既厚顏，膽敢說出，要
show off 乎？我等聽 後 覺得 他 這 是 一 個 挑 戰，於是我們
便急於求証，但終不得結果。後回頭想想，他有自由穿幾
條，甚或不穿，何必窮追猛打！且放他一馬吧，我們閒事
莫理，自求多福好了。

湖北菜餚
湖北，在洞庭湖之北，跟湖南只一水之隔，也以嗜吃

辣椒出名的。八天行程中，幾乎每天都少不了辣味，教人
有點吃不消。但同團某君例外，以‘天不怕，地不怕，最怕
不辣’自詡。每坐下用餐，他必向餐廳要越辣越好的生辣
椒。偶爾可從服務員的臉上表情，看出他們懷着不服的疑
問：「哪兒來的小子，比我們湖北人更能吃辣？！」

尾語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旭社七子，暢遊了湖北名山大

川，見識到名勝古蹟，得益匪淺。
湖北遊後，轉眼間，翡翠禧也已落下帷幕。年逾七旬

「從心所欲」之年歲，旭社社 友得天獨厚，仍能 保持每隔
三、五年便來一次的團聚，真值得自豪。斜照的夕陽，是
多麼的温暖和美麗，社友們是蒼茫暮色途中的趕路人，讓
我們懷着一顆熱忱的心，攜着一個身心俱健的身軀，再享
下一回相見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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