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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用精英  傑出校友     
                法國藍帶美食專家—-黃志堅 (Ken Huynh) 黃志堅校友是我校31屆畢業生。我和外子錦明是志堅的兄長志鴻的同學,今年(2010)九月份回台開會而遇到志鴻,又逢回港探親因而順道上廣州再聚舊,錦明和志鴻在大學時同住一起。他和志堅早就相識,堅是性情中人,行事獨特,與眾不同,在青少年時已表露了他的天才性格。那時他已在香港學中餐烹飪。 我認識堅時在法國,那時應該是七十年代,我們一批越南流亡學生輾轉在法糊口謀生,一面要為生活打拼,一面要為拯救淪於劫後的家人,一面要為自己的前途打算。最初堅在一家越南餐廳由洗碗做起, 老板是法國人, 因經營不善, 以至虧損累累, 更加上大廚「扭計」, 堅自告奮勇幫助老板起死回生, 後來這家餐館成了Lille (法北部城市）全市最有名的餐廳。就因為堅以科學方法做調查統計, 了解餐廳虧欠的原因,以此為基礎, 知己知彼,對餐廳進行改革, 又不斷研發新食譜, 由二廚升大廚,當然生意進帳不斷提升,老板非常賞識。  當時他感到只賣外國餐給法國人,也應了解法國人的口味和烹調的方法,調配法國人接受而又不失中餐的原味。且法國餐也是舉世聞名,於是堅就於他繁忙的工作時間表裡抽空去學法國烹飪和焙烘技術。利用午餐忙完之後晚餐之前的休息時間進修。當時他就讀於聞名的 Ecole Le Notre。 堅是一個好學不懈的人, 他會冒著寒冬,去比法國還泠的哈爾濱學冰雕;他也非常聰明,只花三個晚上在北京就學了國粹~拈麵粉人,他又隨機學習,即使是大牌檔小販都是他的良師。他也喜歡做筆記,隨時想起的靈感就記下來。他經常閱覽各種雜誌尤其關於美食與烹飪,剪報也是他的資料。近年回歸中國,不斷講學兼寫美食專欄。把法國菜及法國之飲食文化向國人宣揚。 七、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尚未開放,仍然予人神祕感。在巴黎當時一般的中國餐館都只是小本經營,旨在賣些騙洋人的雜碎炒飯之類,但堅則堅持以發揚國粹並精心策劃的菜單,因此他們兄弟組成的中國餐廳,座落於巴黎市商業中心,幾乎每晚都座無虛席,客人除了想品嘗堅的廚藝, 很多人還為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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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晚表演的拉麵、 拈麵粉人、蔬果雕塑。開中國廚師在法現場表演之先河。那時他送給我的女兒一個小紅蘿蔔中國塔,唯肖唯妙,女兒愛不惜手,睡覺也拿著,連她自己的毛毛熊也忘了。他們的彩盤配上精美的蔬果雕,真的很中國風。他的中餐也非常有創意也不失原味如:皇室炸春卷,就像我們家鄉的味道,材料認真,蝦蟹豬肉、洋蔥、紅蘿蔔等,啤酒蟹更滋味,煲仔菜式一點也不含糊。這時,他的餐廳在巴黎市已是名列五星金筷子獎了。當時的情況真是來往無白丁, 盛極一時, 很多巴黎知名人士也是他餐廳的座上常客呢！ 堅又急流勇退, 不斷深造, 後來, 我移民美國, 於是疏於聯絡, 輾轉得知堅脫穎而出, 1990擊敗法國各名廚對手獲法國廚藝界的最高榮譽榜~藍帶獎！他最擅長是難道極高之奶油、朱古力與冰雕塑, 法文是 Afamiar(易溶食品雕塑藝術家) , 更是法國廚師不想也不敢碰的Saucier(漿汁專家) 。後來堅也在法國的廚藝學校授業。 80年代, 中國初開放, 堅與兄弟也曾於北京創立第一間法國朱古力店, 現場示範製作過程, 可惜當時的中國尚未能發展到品嘗美食的地步, 黃氏兄弟只好遊走他方。之後, 堅在加拿大受聘任高級大廚師。但他對美食的研鑽的熱忱從不間斷。  95年堅之弟志雲往廣州發展,開設法式咖啡店。志雲曾獲法國觀光協會頒發的咖啡創新食譜獎。他用傳統的炒咖啡法加上法式的調配.更創新品牌藍山咖啡 ,在中國是前所未有。後來志鴻、志堅自加拿大攜年老思鄉的母親回家鄉,當時他們萌了回歸中國將國外集思廣益之見聞匯同多年專業心得以回饋國人。於是三人行西餐廳就在廣州市西河區殷然成立。因為三人行西餐廳的正宗法國餐把週邊的所謂的西餐廳在短短數年通通擊敗 。CEO是交際奇才志雲,CFO是財經泰斗志鴻, 總廚是美食專家志堅當仁不讓, 這鐵三角組合當然無懈可擊了！  2004年堅又再得亞洲區另一藍帶獎。他是唯一擁有歐亞兩地的藍帶獎的得獎人,而且被譽為「美食專家」。近年,堅不斷受邀在國內外各研討會、大學講授不同的美食與烹調的主題,兼在報章雜誌寫美食專欄,宏揚美食。現在的他不只是創新,更是美食評論分析,成為大師級, 是創新,更是美食評論分析,成為大師級,他更謙恭 對下屬體恤仁慈,教 導廚師們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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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廚師們循循善誘,我在他那儼如置身於法國鄉村充滿親切感的家庭式餐廳中品嘗到的美味,卻是大師級的製作,呈現在眼前的只有在雜誌或食譜才看到,尤其漿汁之美真是無與倫比,原來出自他的弟子兵,真是名師出高徒。他的餐廳員工們很合作,更看到三位主管和下屬像一個大家庭似的, 這萬眾一心餐廳的前途無可限量!     預祝堅的傳薪心願達成,餐廳蒸蒸日上更上一層樓。堅也表示校友們回國到廣州有便可來他的餐廳品嘗無任歡迎。前年校友會在番禺開會後, 數十位校友來「試味」了！都讚不絕口呢!                    路邊社記者~袁美河報導 2010年12月27日完稿  

看袁美河

’徐錦明.黃志雲 吃得多開心

 

美 食 大 師 黃 志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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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長專訪                   陳春老師     陳春老師早年在峴港長大，從樹人學校初中畢業後，便繼續到堤岸知用唸高中, 屬于第十九屆。其後分別在陳興道和嘉隆兩所越南學校完成秀才一和秀才二的考試，進入西貢大學攻讀律科。同時在多家學校兼課，包括知用、博愛、西貢明德、耀漢等。陳春老師不喜歡當班主任，因為責任重，不想誤人子弟，認為不夠毅力或資格的人不應接任。她所以走堂教好幾間學校，原因之一是因為當時在越南任教中文學校沒有保障，只要校長稍不滿意便被減課，甚至沒課。 陳老師在知用教我們生物科，她個性爽朗，有衝勁，責任心強，對學生要求很嚴格，她秉著「愛之深，責之切」的道理來管教督促我們， 是一位深得學生尊重和敬愛的老師。不過在陳老師的眼裏知用學生是最調皮搗蛋的，不太專心學習。其他學校之中要算明德的學 自左至右（後）袁美河、鄧蕙英、江貴開、 葉燕卿、馬劍友 （前）何太太、何健基（李鋒教師）、 陳春老師、李石慧、徐錦明。               在2004年攝於 San 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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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最乖，最聽話受教。她在別校大多是教數學和化學。陳老師感嘆，學生很多，但大部份感情不深，因為每週只有兩三節課。陳老師回憶說﹕在她接觸過的眾多華文教育家當中，她最敬重的兩位是唐富言校長，與蘇草堂（明德）校長。唐校長很瞭解也留意學生的心理， 對教員們的要求是--若能控制學生的心就好了。蘇校長很明白事理，對晚輩也關懷，樂意接受意見。                               1972-75年間，陳老師曾與其他老師一起設辦「立知學校」，由于越文好，她被推舉為立案校長。她的越語非常流暢，往日在知用的聯歡會上，經常代表用越語致謝詞。有一年，西堤老師聯合慶祝三八婦女節，越南教育部長致詞，滿口北越腔調，臨時找翻譯，陳春老師立刻當場口譯成國語，淡定而順暢，第二天的報章上對此稱讚不絕。 75年間「華運」接管了知用，改名李鋒，陳老師也改為教物理科。我在語言上和政治上都逼著要逐漸適應，有幸與她同屬一組，經常得到她的照應，由于她豪邁的作風與鋒利的言詞，也替我擋了不少的麻煩。她在77年中被迫停教，79年與夫婿鄧蘇先生，帶著一歲和三歲兩個兒子逃離越南，漁船經過泰國被逐，漂流到馬來西亞又被拒靠岸，最後驚險登陸印尼。在難民營渡過一段艱苦日子後，於1980年定     居瑞士。起初在一家外國人開的中國雜物店任職掌櫃兼售貨，多年前經已退休。陳老師喜愛運動和旅遊，雖然近年患眼疾，手術後仍看不清楚，但她每天都堅持游泳，保持體格。大兒子鄧淋已婚，是一位心臟專科研究博士，次子鄧禾是電腦網絡碩士，兩個兒子都非常孝順，很體貼親心。所以陳老師覺得人生雖然經歷過無數風浪起伏，但總體而言很感滿足，對兒子們的成就與為人覺得開心，因為能享受「愛的教育」之成果。 記得陳老師曾發表過一篇文章「愛的真諦」（刊在我們的網頁上），上面提醒我們﹕愛是要有責任，要肯犧牲，…，一切有情皆受用，人間也便是天堂！  陳老師藉此對校友致語﹕大家應該團結，互相親愛，無論在越南或海外都能體現出「知用人」的精神！       聯絡電話: 011-41-22-732-545                        紈心報導     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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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錯過了錯過了錯過了錯過了！！！！ 

  悼高中29屆 陳漢祥學友 不是故意沒有參加您的葬禮,您必缺席我的喪禮!當年也請不到您來我的婚禮, 而您也沒邀請我參加您的。大家都錯過了! 錯過了… 錯過了! 錯過了少年時的友誼, 高中時的您心高氣傲與我(們) 格格不入, 因為您已在職場打滾, 為生活與前程發愁, 而我(們) 還在溫室中受呵護, 縱使是偶而為前途憂思, 也只是少年維特的煩惱罷了！就因為您較成熟, 我們這班小毛頭也公認您是領頭人~班長!  錯過了! 向少年告別的您, 錯過了和我們班上的朋友話別, 1968年新春戊申事變後, 還未及畢業考 您已消失了, 步上那充滿刺激艱難的逃亡路上, 揭開您人生的另一章。 錯過了! 1968年11月寒泠的秋末在台北僑委會偶遇, 當時我們這一批越南新僑生鬧哄哄地爭取入學權, 而您放棄試讀的身份, 或多等一年再入學, 於是您寧願靠自已的實力參加聯考, 您對我說: 「點解妳時常都咁好運? 」我茫然不知怎樣回答您。您那失意的眼神, 我也未能了解您的不平, 沒有互留訊息, 當時一點也不可惜。  錯過了!...那段孤軍奮戰挑燈夜讀、寢食俱廢準備聯考的日子, 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奮鬥不懈, 您毅力可嘉,再接再厲, 考取您的理想學校～台大。有幸我們又校園再會。 錯過了!... 那些您隨興而至的夏夜, 「喂! 要不要兜風? 」像催眠似的跳上您的鐵騎, 在仁愛路上飛馳, 那天通常是您領薪水的日子, 我們最終還是找個地方聊天, 您的花名是「西遊祥」當然是西遊打牙較,福樂是一間比較客稀的咖啡店, 您喝咖啡我就點雪糕, 其實您於課餘當家教, 我實在不應讓您破費, 而您堂而皇之地說:「唏!妳用老豆錢, 應慳, 我自已賺錢自已洗, 不必擔心, 我請得起。」 說得我也有些慚愧, 心底其實對您老人家佩服不已。不過一下子又投入您的話題, 當然我也會常攪笑、也會當聽眾, 也會互相幽默、彼此挖苦、既討論也辨論, 從童年往事、校園紀事、時事新聞、以至個人抱負、存在主義、讀書心得與評估等等…令我有聆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回去後我也乖乖地看書「備課」, 以便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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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您不脫節, 而您 也鼓勵我看了不少名著, 可謂受益匪淺。有時您給人的感覺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又憂國憂民, 弄得我啼笑皆非, 因為我還未看到我自已, 更妄言未來。不過之後我也會心情迴盪不巳好一陣子。有時也感抱歉! 害您斯人獨憔悴!  錯過了!... 就如您常說﹕「妳是快樂天使, 不知人間愁滋味。」我這幼稚的心靈並沒有「聆聽」好「您」,也聽不懂您的心聲…所以您只有獨抱愁懷！錯過了...但我很感謝您當我是朋友, 那些點點滴滴是滿滿地隨著我數十年, 不時仍在我的記憶中竄起, 尤其是知道您離世後這段日子裡。 錯過了! 您畢業後, 您沒有道別,您又像從空氣蒸發, 傳說您參加了當年的十大建設, 我多麼為您慶幸, 這也吻合您追循的偉願, 為國效勞, 默祝您好運。 錯過了! 1975年越南淪陷後, 攪亂了我們這一批離家遠去的遊子們的生活與思緒, 像斷了線的風箏, 一時之間, 像雞飛狗跳。又傳來消息, 您已離台赴法。 錯過了! 翌年我也到了法國,與您緣慳一面, 因為您已抵新大陸了, 去開創您的新天地。 錯過了! 又是一段為生活而掙扎的日子, 各自為已為家而耕耘。錯過了…  錯過了!1983年末, 我們又在美國加州見面, 得知您取得碩士學位又娶得賢妻, 工作於加州公路工程處, 位高職優, 生活愉快。原來您也如我們一般的平凡人, 不再奢談民族大義了。匆匆相聚, 也沒有常常聯繫。 錯過了!1998年, 您沒有參加我們班畢業30週年的遊船聚會, 當我們回到洛杉磯時, 您給大家放映您回越的錄影帶,記得您曾誓言旦旦永不回越南,我笨拙地質疑問您,卻換來您冷漠的眼光。您不想前事重提吧！我也識趣地不談往事,自此之後以往那種熟絡親切感竟盪然無存。您疏遠我們!  錯過了!記得中文報章訪問您這位傑出的華僑時, 您卻承認自己來自香港而非越南, 即使您不想承認來自越南這個帶給您不愉快的回憶的地方.甚至認同寶島台灣也情有可原, 至少那個地方也曾孕育過您。同學們都感到了冷慄起來, 忽然間, 大家都退避三舍, 不敢親近您了, 錯過了珍貴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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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過了! 又一次我們高中班友聚會, 很難得您也來, 這回我看到您昔日的影子, 您大談您回中國大陸講學, 看到您那得意洋洋驕傲的神色, 因為您已可回饋祖國, 您的願望也達成。 錯過了! 偶而我們同學聚會也見到您, 但您不是常來, 您漸變得沉默寡言, 也感到生疏, 不再高談闊論如往昔。是您的聽眾少了, 還是您的格調高了？最後一次見您是2007年在追蘭聚會上。 錯過了！沒有人知道您病了！您為甚麼要選擇孤獨？當然您有家人陪伴, 但您還有很多關心您的朋友, 您拒我們千里, 而我們實在咫尺。難道您忘掉有我們一班老友記嗎？錯過了！…遺憾啊！  錯過了！傳來噩耗啊！傅訊的人真的惡作劇, 說您已謝世多時, 一副輕描淡寫的態度,像沒有一回事地似在愚弄我。好愕然啊！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才回過神來, 心情很久也未能平伏,反正又是錯過了！以為就此算事已了結, 怎料到會在獨處人靜之時, 眼淚會不自禁地由眼角湧下, 心中戚戚然, 很痛、很遺憾、很遺憾！是惋惜？是錯過了？是… 一切冥冥中都安排錯了、錯過了就是錯過了… 昔日豪情壯志已隨風消逝，昔日的懊惱也煙消雲散了。您那不平的怨氣像泠卻了的火焰, 但您不平凡的人生耀亮了我們這班老同學, 您更是我們永遠懷念的朋友！ 安息吧! 不再錯過了…                              2010年11月17日23:56完稿       美哉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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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29屆同學緬懷    陳漢祥校友                     
                                                         鄧蕙英  代述     陳漢祥曾是我們高中29屆的班長，後赴台大唸土木工程，為自己的前途與理想而刻苦奮鬥。之後來美國攻讀碩士，80年代在加州公路局任職，多有建樹。數年前經常出席於校友聯歡會，或在我們班同學的小組聚會上見面，他一般都會侃侃而言，高談闊論，引介他參與的工程或是旅遊心得。彼此的聯繫沉寂了大概兩三年，偶而會收到他轉發的email，也不曾提過特別的主題。所以他息勞歸主的消息傳來，那麼突然，我們幾乎不敢相信。追思禮拜已於11月13日在洛杉磯舉行。遺憾的是在他與頑疾搏鬥的這段時日裏，我們同學無人知曉，也完全沒有慰問或鼓勵。感嘆人生許多的無奈，如今只能在此補上我們的緬懷與悼念。相信他已完成了在世間的使命與責任，卸下勞碌重擔，得享天國的安祥喜樂。        今年3月他曾發email 來介紹一首歌，上面述說﹕  這麼有味道的一曲好歌  讓人想起走過歲月艱辛  曾經問過誰會唱這曲子  結果沉澱心湖一段塵緣  …….       晚霞的感嘆﹕  ....., 看到妳轉寄陳漢祥的"依貓",聽那首365裡路的歌, 讀他的歌詞,一面想像他平常講話的型態,我眼淚不由自主的流下來,............ 記得他曾對我們說過 : "....當你們在高中享受青春年華的時候, 我已在焦急地籌謀怎樣逃離越南到台灣讀書........ " 。我想像這首歌好像在說他....我哭了......            “365里路--好歌--好景~~懷念那段美好青春歲月~~”,  這首歌的詞句如下﹕         睡意朦朧的星辰    阻擋不了我行程             多年漂泊日夜餐風露宿         為了理想我寧願忍受寂寞    飲盡那份孤獨          抖落異地的塵土    踏上遙遠的路途             滿懷赤誠追求我的夢想         三百六十五日年年的度過    過一日    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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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越過春夏秋冬     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豈能讓它虛度            我那萬丈的雄心    從來沒有消失過    即使時光漸去依然執著     自從離鄉背井已過了多少   三百六十五日     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從故鄉到異鄉     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從少年到白頭     三百六十五里長路      飲盡     那份孤獨     有多少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越過春夏秋冬     三百六十五里路喲    豈能讓它虛度     三百六十五里長路 過一日   行一程。  同學們，當你聽著看著有所感觸時，就當成是我們記念這位同學的一種方式吧。            ！            陳漢祥太太的謝函﹕     知用的漢祥同窗好友們: 感謝您們深厚的祝禱關懷與鼓勵.漢祥的離去,令我們傷慟憐惜,疼他童年孤苦無依,顛沛流離,困窘煎熬,敬佩他堅毅奮鬥,克服艱難的心志勇氣與智 慧,每次驅車在60,605,105.....高速公路上看著那些已建好,正在興建的工程,處處都有他的心血,我不禁淚流滿面.誠如他的上司所言,所有南 加州困難的工程,都能在漢祥不屈的領導下一一完成. 在空間的實相裡我找不到他的蹤影,在時間的記憶裡他永遠與我們相伴. 祝大家生得健康,活得喜樂,生在信念中,活在平安裡.新年愉快                              聖恩   December 1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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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29屆 / 初中28屆 — 同學之聯繫  
（一） 2009 日本遊，與林志達重聚  （鄧蕙英記錄）  多年沒有遠行，美河夫婦約我一起到亞洲遊覽兼探親，本來瑞愛與崔燕嬌也有意同往，後因事取銷了，結果加上惠娟姐，四人歡欣啟程。 第一站到日本，剛步出成田機場，便想到要見見林志達，他是我們初中三班上的九歲神童，唸高中時他是與我們女生常有交談的極少數男生之一。錦明按照我從雪秋處取得的電話號碼撥了一次又一次，就是不通！ 第二天到東京，又是拿起公共電話試了再試，仍然是dou……dou……。 向導遊請教，他用手機代撥，亦無奇跡！再看一眼，導遊先生說﹕不對，你們的號碼欠了一個數。如此一來，找到林志達的希望已成泡影。隨團遊玩了一整天，晚上休息時我一直感到心有不甘，究竟缺了那一個號碼？腦海中盡在回想雪秋在電話上唸那串號碼時的細節，心中也一直在禱告，祈求神助我心願得償。依稀隱約記得應該有重疊的號碼，於是寫下了三串有可能的，翌日晨早便交給錦明一一去試。試到第三個，BINGO！接電話的就是林志達的日本太太！        我們當天的旅遊活動到下午五點，所以約定了林志達到我們的酒店會合，他家住富士山附近，要乘坐兩個小時的火車來東京。他提早抵達等候我們，見面時大家互認，非常興奮，從眼前的模樣對照昔日的丰采。他領我們在鬧市中逛了幾段路，選擇一家道地的日菜館，我們一邊細嚐東洋美食，一邊暢談話舊，提起青春少年時，也報導老友們的近況。兩位男士開懷痛飲，美河也不甘後人，喝得醺醺欲醉。 我們在地下商場的長廊道別，林志達依依不捨，感慨二十年來第一次得逢老友到訪，寄語其他同學若到東京，或遊富士山，別忘記與他聯絡，也可以安排到他家下榻。他一步一回首，淚凝於眼，為免他錯失了當晚最後一班回家的火車，我們再陪他走一段小路，到達隧道口，Sa-Yo-Na-Ra，催促他趕緊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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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餘下的行程裏，這一幕「老友重聚」的情景，亦成了我們共同的主要話題。 但願今後我們老同學有更多相聚的機會，歡聲笑語，把盞同歌，談天說地，其樂融融！ 
 

 

 

 

 

 

 

（二）          2010 越南訪故友        （林晚霞記錄）  記得移民美國後的近十年， 為了越南的家事，曾回去數次，每次都是行色匆匆，但每次都抽空與同學們相見，我所謂的“同學們”就只是王少霞，李翠明，陳瑤瓊，與李玉英。今年的九月為了參加侄兒的婚禮，就帶著第一次回去“尋根”的女兒 ~ 純文到越南，跟著去上海世博。這次只為旅遊，所以有時間拜訪親朋好友。 在離美前，我與蕙英“伊瞄”給各地的同學們以打聽仍然留越南的同學（上述那幾位除外）一直都沒有頭緒，上了飛機的那一 天，蕙英收到在德國的陳登盛的電話，他有鄭濟宣的消息，蕙英立即傳“伊瞄”給少霞，少霞立刻聯絡際宣，所以在我忙著侄兒的婚事時，他們已約好見面的日子。 看照片你們猜猜看他們誰是誰? 有一位是鄭濟宣的年輕越南太太，多年前他從美國回越娶妻置產退休，過著自由快樂的日子﹔少霞待業﹔翠明從報館退休，但退而不休，仍替侄兒管生意﹔瑤瓊工傷被逼退休，腿傷體弱﹔玉英含飴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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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我們這幾位女同學非常有愛心，常參與社會義工，扶窮助弱。這次看到他們，談得開心，也笑得很開心，意猶未盡，但又要分別，想起我們的友情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了，真的有點不捨 。 這次我曾嘗試”打的”沿著河邊”米較”去找葉嬋娟，但故人無覓處，景物全非。到安東街市巡肉店找房逢喜，只見新人換舊人，也曾拜訪羅南雄舊居，探聽羅敬強的地址，但羅南達不在，無從打聽，空嘆息而歸。 想到尋找同學這事，我一直都很感恩：劫後十幾年內，各自勇奔怒海，九死一生，追求自由，而我仍留在越結婚生女，心想就此度過餘生，感謝神讓我們一家順利移民美國，又定居加州，在南北兩地，都有我的好同學，舊朋友。尤其是我們29屆的老同學們，看到她們我真的哭出來了，異地重逢，彼此關懷，互相幫助，你說這份情緣，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嗎？能不珍惜嗎？ 就如柴九*說：人生還有幾個十年？所以我順便在這呼籲一聲，朋友們！29屆的同學們 ! 可否大家 多撥點時間聚一聚，見見面，談談天！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有太多太多的要分享，有太多太多的要訴說，分享大家的甜酸苦辣，訴說別後的離情，緬懷逝去的往事與青春 。。。。不要每次29屆同學見面都是我們幾位：蕙英，玉真，石英， 燕卿，瑞愛，祖瑞，美河，錦明，章泉，偉棠，有時會見到正春，雪秋，貴開，很久會看到蘭芳，鳯瑞，麗芳，少英，最近才找到梁少玲，… 其實29屆同學已聯絡 上的很多， 就是凝聚力不夠。不知各位有何高見？有請啦！各路英雄豪傑，女強人與賢妻良母們！！！！ 今年四月澳洲之旅，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多的同學與朋友。。。。。        大家同來碰杯共飲齊歡聚， 知用情，同學心，相見在澳洲 ！ 祝大家體康心歡，如意吉祥  (後記：這次在越旅游中，不慎頭部碰傷，得到瑤瓊陪同去買消腫藥，翌日翠明親自開車送我去診所照X-RAY,看醫生，在此感謝你們的濃情厚意與關懷，老土一句：友誼萬歲！)             *柴九是某連續劇的主角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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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0台灣聚舊         （袁美河記錄）   我和錦明於9月份經台北順便參加僑生領袖參訪團。不期遇到黃志鴻。也湊到老同學們抽空一起聚餐, 多謝麗群及端方安排。到會的除了喜歡談論時事世局的麗群, 和以前一樣爽朗的端方, 當然少不了健談的區麗華; 更難得是越來越青春的退休國中老師的謝國隆從中部趕來, 依然一板一眼, 端方也是從台中的霧社轉車又轉車來台北相聚, 來去台北對她來說是家常便飯。台灣的交通很方便, 不禁想起五十年代電影空中小姐葛蘭唱的台灣小調就形容當時的交通發達, 數十年後的今天更方便,不必以汽車代步,公共交通真便利。 麗群在政大畢業後, 以她所長於商業專科任教統計學, 現已退休, 外子是半退休飛機師,還在天空飛翔。她也是抗癌勇士, 曾兩次返復, 她推行素食, 豁達人生。端方從台大園藝系畢業後, 退隱山泉, 從事品種改良之工作, 後因照顧愛女, 寧願作二十五孝媽媽, 近年更往返霧社、台北照顧年邁的媽媽。真是兼古今的典型女性！國隆, 師大畢業後, 就學以致用, 春風化雨, 退休後現定居台中, 雖仍小姑居處, 但就近弟弟一家倒也不寂寞, 生活安排甚寫意。麗華因外子經年出差, 她除了像半個單親媽媽憂慮自己的家事外, 她還在家事助理仲介公司上班, 時常幫忙一些越籍同胞,    她有很多個案,    很多說不完的悲喜人生,    其實她的工作可比美社工,    可能更過之而無不及呢！ 當天, 相約在捷運站見面,區麗華最早到, 而且也大包細包的, 原來她先到市場先買菜才來赴約, 真是賢妻良母,我和錦明也隨著到, 各人也陸續都到齊, 於是就談過不停, 連走到餐廳的路程也走了很久似的, 因為大家都顧著談話, 坐下來又忘了點菜, 服務員真拿我們沒辦法。大家相見甚歡, 又回到少年的日子, 以為選了一間靜局的餐廳, 而又在我們言談甚歡之際, 不知不覺餐廳竟然已客滿且有不少人等待, 不好意思之下也就離開。我們意猶未盡, 又繼續另找到一家咖啡館再接再勵地娓娓深談, 最後也無奈依依話別! 期許更能多些機會再相聚話舊, 默禱各人能保持健康! 只可惜未聯絡上文灝華和梁曉輝兩位留台班友,    今夕不知君何處？念甚! 留台班友除上述所提各人, 還有孫珍珍、蔡素娟現在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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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磯, 截稿的時侯, 陳漢祥已離人世！ 願各人必堅持好好對待自己, 凡事隨緣, 執著雖是原則, 切勿墨守成規。要多多與接人近互動, 以增加能量、氧氣,    是維持健康之本！               (以上純屬個人意見與本刊無關) 

黃志鴻在台巧遇徐錦明夫婦 

徐錦明、區麗華、袁美河、林端方、謝國隆、梁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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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美河、鄧蕙英、徐惠娟（26屆）、林志達、徐錦明 

 

                            林晚霞、鄭濟宣 李玉英、李翠明、王少霞、陳瑤瓊、鄭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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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屆校友在夏威夷渡假 

                    29 屆年5月洛杉磯聚會     鄧蕙英、王素冰、黃祖瑞、張瑞愛、林晚霞、梁少玲  

Class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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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屆校友與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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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屆 

                    33屆校友          鄭克文 鍾永年 陳玉容 吳著銘 劉道婉 林國均 盧月桂 

#35屆校友在LA聯歡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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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燕嬌  張肇康 

     民族舞 

   2011年1月 
 

張弘光 老師 

馬劍友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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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司儀 唐綺嫻 

莊友鴻、吳越珍、袁美河 
林晚霞            黃祖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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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坤師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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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屆與21屆: 文增鴻  許成興  張肇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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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省府(Sacramento)辦公樓 

三位熱情東主 : 林漢  李文基 ト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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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省府沙加孟度(Sacramento)餐館慶祝農曆新年 

別推了,老"熊"說不動就是不動!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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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團拜  賓主們的往返電郵  歡迎各位校友來沙加緬度新春團拜聯歡,大家能相聚,同慶新春,歡樂一堂,是很難得 的機會, 歡迎！歡迎！熱烈歡迎！       林漢、李文基、卜伯雄仝上 2/11/11 各位校友;    今天各位從遠方來沙加緬度参加新春團拜聯歡,大家能够高高興興相聚,真誠的歡樂擠在一堂,是非常難得,我們很珍惜這一份寶貴的友情,藉此促進知用校友會團結及互助精神能够延绵下去                       李文基敬上2/13/2011    多謝林大哥、大嫂，李師兄，碧容姐，及卜大哥的熱情款待，大家非常高興，享受同在一起的歡樂溫馨，此情非寥寥數語所能盡述，請領會心意！     正如李師兄所說，聯歡促進了團結友愛及互助的精神。 請欣賞史昌富於第一時間寄來的合照 (Thank you, Phu Su) 昨天的新春團拜將會留給我們珍貴的回憶！                              鄧蕙英敬覆    2/13/2011 各位校友：     再寄上數張昨天在團拜拍的照片和大家分享,更要感謝林,李及卜大哥 及 家人給我们熱情週到的款待! 祝大家: 身體健康,年年有餘 !! 史昌富敬上  各位校友暨史昌富校友 陳少美 傳美容校友;  非常感謝您們展出團体活動的照片與大家分享,照片很清晣美麗,給我們記下有一個美好温馨的回憶,校友們蒞臨沙加緬度新春團拜,是給我们有機會盡地主之誼,大家相聚聊歡是很難得的機会,我們珍惜這份友情是很寳貴的,希望我們每年都能够保持相聚欢樂的時光。 謝謝各位,祝大家身心愉快,平安是福！           林漢 卜伯鴻  李文基 楊碧容仝敬上 2/14/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