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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求知致用 來日樑柱（1952-1958 年） 

1.1     閑雲野鶴  歡樂六年                              黃永明 
 

1952~1958 班次，分智、仁兩班。唐校長在此期間擴建校園及學校。我們很榮幸都能目睹并參

與知用新的運動場，求知樓及圖書館的開幕盛典。母校校址幾度遷移，終在一個偏僻的小教堂及安

東游泳池附近落根、成長而蓬勃起來。在唐校長勞心勞力之下，領導一群優秀的老師，十年植樹，

百年樹人，為僑社子弟培植無數人才，服務、貢獻教育及工商各界，在僑社教育界英雄榜上留下唐

富言大名。 

 

班上同學，除了西貢及堤岸華僑子弟，一些從鄉下六省及中圻，稍後北越撤僑，更遠從寮國及

高棉 金邊等來。外地來的同學，一部份住校，另一部份在校外租房。在校住宿生，和學校來往比

較多；彼此之間，也十分密切，而留下許多校內、校外有趣的故事。同學們在讀書，思想，生理，

心理，以及社會經驗，有相當大的差距。班上包括從懵懂仍在幼蒙階段，情竇初開初嘗愛情的快樂

及痛苦，成熟穩重有人生經驗，及思想前進活躍於同學會與學聯會的同學。學校盡量提供最好的師

資，設備，及課程，默默撒種，耕耘。生根發芽乃各人的天分及緣分，結果收成是自己的努力加天

意。學校並不壓制學生的自由思想，對學生十分寬容。覺得每個人在中學階段，都有叛逆的個性，

對每件事懷疑，追求理想，尋找自己的答案，如同蠶做繭時掙扎那不可避免的階段一樣。那年代粵

語電影明星是﹕紅線女，芳艷芳，馬師曾，新馬師曾，于素秋，容小意，白燕，紫羅蘭，梅綺，及

吳楚帆等；國語電影明星，石慧，傅奇，夏夢，李麗華，嚴俊及在「翠翠」影片一炮而紅的林黛。

白雪仙和任劍輝尚不是第一流主角；關德興的黃飛鴻電影集剛開始；玉女尤敏，學生情人林翠，葛

蘭及張揚小生才嶄露頭角；蕭芳芳和馮寶寶還是童星。 

 

當時生活簡樸，一般老百姓無憂無慮，晚飯後傍晚在街邊圍著圈子踢毽子，都善於曼陀林及吉

他，唱的是那些慢半拍的抒情歌曲。行人街道許多小食攤子，啤酒亭，花生，蕎頭，蝦米，皮蛋供

應；路邊小攤的鴨仔蛋，炒一盤河粉，是晚間宵夜的好去處。一九五五年部份北越人民南撤，讓我

們第一次嘗到他們木瓜絲和牛肉乾混合的一道美食。我們的童年，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南侵佔

領安南，奠邊府之戰；法國撤出，美國進來；經歷社會生活的轉型，歷史的變遷，保大皇被逼遜位，

曾參與擁護吳廷炎的遊行；身受當地政府的排華，逼入籍，越化，中文學校被逼關閉，部份同學因

此回歸祖國。我們親享知用巔峰時代的光輝，也體會到辦學之難，受到無可奈何的環境限制，面臨

無數料想不到的挑戰。 

 

初一教國文是康老師，上課時褲子忘了拉鏈。英文林老師天生具有濾過低頻率的聲音，最適合

教英文發音。上算術課對著天書，所謂算術四則，根本沒有法則。直等到初二第一堂代數課，馬老

師說，當你不知道，就給它一個符號，在黑板上，不慌不忙，寫下一個方程式，左移右換，加減乘

除，就得答案。國文郭老師，聲音宏亮，他的「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的教誨，飄飄充溢了每一課

室，深深刻進了赤子心堂。吳老師的音樂課，「天上有星，地上有星，像你晶瑩的雙睛……你曾低

聲告我，先愛祖國再愛你……」，「藍色一片，55，33 洶湧的波浪……」藍色多惱河，如今還在

腦裏。那時知用每年校慶遊藝會，不祇是僑校之冠，并名威僑社。唱歌，跳舞，話劇，一流水準，

遊藝會當日，擠滿了大禮堂。我們班上出了一名歌王張忠光，他那純童聲音色的歌聲，加上一張人

見人愛，愉快可親的面孔，「樓上一盞晚燈，樓中一個玉人，……聽聽聽，這歌聲真好聽……」那

首歌，瘋迷了不少年青的女孩。生物課，老師教人體構造，男女生殖器官，我們不僅驚訝，尷尬忸

怩，掩嘴偷笑。童子軍馮老師分組炊事校際活動，對一些連開水都沒燒過的同學，面臨生死關頭！

幸好一些心腸仁慈，滿有愛心的學哥，學姐幫忙，准許無條件加入他們的小組度關。黃老師的體育

課，從來不運動的同學，照例站著不動，他從不生氣，全班及格。美術兼勞作張老師，外嚴內慈，

也是全班及格，我們的勞作作業，並不簡單，藤工，銅工，書包，花籃，蠟梅等，多姿多彩，教材

十分豐富。勞作作業在每一學期最後一堂交出，一些雞手鴨腳同學的大作，也要示之以眾，慘不忍

睹！然後他會對著全班，指手畫腳，一番評論。初二那年有日蝕，早上在操場上老師指導學生用燻

黑了的玻璃片看日蝕，學校停課；午時在家日正全蝕，大地烏黑一片，遙聞市民敲擊金屬用品之聲，

嚇走天狗，救了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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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學年，是知用全盛時期。許多其他學校的高才生，國民，義安，穗城，中法及中圻等，都

轉校來知用，濟濟一堂。高一國文老師是陳寶尊，用廣東話教授。我們聞知他是清朝的秀才，心裏

肅然起敬。但上課時，大部份同學沒用心聽，講話，下五子棋，逃課，不然就是看金庸《射雕英雄

傳》最新的一集。雖然如此，他還是教導我們詩韻裏最基本的平仄格律，要我們背；杜甫《贈衛八

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也要背。教幾何的是容老師。一上課就在黑板上畫圖講

課，不苟言笑，話一句不多也不少，同學不敢發問。教歷史及地理的是林老師。他的課通常是在午

後。越南天氣炎熱，該時正是好眠的時候。有些同些，豎起書本，臉就靠在近前打瞌睡，以為老師

不知道。如今還記得的是，唸到美國地理，因它資源豐富，考試的秘訣，如問什麼物資出產地，寫

下美國，包拿分數。講到中 法之戰，中國戰勝，清廷腐敗無能，反而割地求和；女人的纏腳，乃

是使她們走起路來，婀 — 娜多姿（默想林老師的神態與語氣）；雲南的女兒國等。世界歷史說到

雨果大器晚成，寫下三本舉世巨作。因此之故，我去了雲南，也讀了雨果的三本巨作。法文麥老師

對我們班上十分客氣，除了班上部份同學有相當好的法文根基，又有些同學是麥老師校友，陳寶榮

是他的同學。麥老師斯文，清秀，鄧老師嫻雅，美麗；金童玉女，早諧鳳配，知用鵲橋，了遂良緣。

英文老師是一位自稱有標準英國 倫敦發音，並告訴我們他曾經渡過英國海峽，同時看到太陽與月

亮在兩旁的老師。班上是年舉辦頭頓三日遊，借一間學校過宿。對著太平洋海岸，高唱「海風掀起

白浪，浪花濺濕衣裳；白雲的後面，就是我的故鄉……」；徬晚徐步沙灘，清風吹來，雄心萬丈，

引述拿破崙「在我的字典裏沒有『難』這一字的名言」；高談不已，展望將來。是晚未睡，挑燈夜

談。談起一位女同學攜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對一部份乳臭未乾，未涉情懷的小伙子，驚

訝的掉落下骸。 

 

當時排華正值高潮，部份同學返大陸升學。高二學生不夠，智，仁兩班合一。教數學仍是馬老

師。馬老師孤家寡人，一張英俊面孔，一副健美身材，頗得一些女同學青睞。他比容老師可親，同

學在上課也比較敢問問題。方老師教化學及英文。我們都知他身出清華大學名校。不過當他唸英文

時總喜歡閉上眼睛，搖頭擺身，強調重音，表情豐富，引起同學仿效。唐校長照例對高二年班講課

一小時。主題是高深的人生哲學，我們本來不懂，聽了之後，還是懵懂。學校也十分務實，於當時

情況，覺得我們有學越文的必要，乃加增越文一課。可惜部份同學不肯唸，學校用心良苦，我們辜

負師意。越文陳老師，好人先生，對一小部份同學上課搞鬼，無理取鬧，從不生氣！全班及格。回

想起來，是自己的無知及不爭氣。是年班上女子組籃球隊取得亞軍，只輸給比較年青的小學妹。為

了增進班上男女同學之間的學誼，與在班裏沒有運動細胞，也不會打籃球的同學來一場友誼賽。球

賽當中，陳鳳英搶到位置，運球過籃底，黃永明不懂球規，以為這是他的地盤，豈容在太上爺前撒

野，來一招坐馬千斤墜，撞得她頭昏眼花，滿天星斗，面上青藍黑白，眼角瘀了一彎。 

 

高三最後一年，越南政府全部禁止華校教中文。我們整年度暗地里借林威廉英文學院上課。教

物理也是畢業清華大學的陳老師。物理實驗仍在求知樓的物理實驗室舉行。那時已是人心惶惶，前

途茫茫，也感到「席將盡，人將散」的來臨，依依不捨之情，都隱藏在心裏。同窗數年，同舟共濟，

天真無邪，純樸之誼，不知不覺，在心裏生根發芽，產生了一份密切，不可言之的深情。班上又去

那條一日遊，王梅花令堂招待，豐盛的午餐，後遊覽她們的果園，對一些城市小子，像劉姥姥進了

大觀園！高中畢業依舊舉行。畢業聚餐在堤阮豸街一家越南餐館Pagolac吃牛肉七味。畢業後乘火

車去大勒旅行。以後部份同學返臺升學，小部份去歐洲，有人去了日本。留下來的也忙著準備、面

對人生新的一站。 

 

               二○○四年六月六日加州 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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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陳鳳英                   

 

永明， 

 

你好！很感激你的關懷與讚許，你信中所描述在校時的童年往事，真的精彩，細緻和真實，闊

別五十年後又再勾起許多回憶。我由初中（1952-1955）就讀到高中（1955-1958）。記憶中初中是，

我們是男女生合班，班裏人數大概六十人，男生佔大多數，女生比較文靜害羞的，因剛由女孩踏上

少女的轉型期。男生比較頑皮好搞，當時就有方球，馮渭江，馮炳佳，陳志中，黃永明等…的一群。

其實這一群都是些聰明絕頂，成績優異的同學，想出些善意的惡作劇，作弄同學和老師，使到班上

同學想笑又不敢笑。在上課時忍笑和裝作若無其事，真的很辛苦，想起來現在還很深刻印象呢！我

尚記得你們的棋藝甚高，都是一流高手；不時於下課、課餘時你們就圍在一起砌磋棋藝，好手對壘，

楚河漢界，聚精會神的來過幾步殺棋之爭，不時喧哄之聲滿室，此情此境不能忘。在校內同學們很

互關懷和互相幫助，這全賴知用母校的教誨。尚記得﹕學校由初中就有辦學生自治會，經常開辦學

生園地；有自由投稿，又有給作文比賽中成績好的、或有見地、有創作、有文藝氣質、有學術性的

作文都張貼給全校學生參考，極力啟發文風。當時每期都有大作展出的給學生們很多啟發。 

 

校內每年必定舉辦班際籃球賽甚至校際籃球賽。在球賽中就給同學們培訓出團隊精神。能互相

關懷，互相合作，一心一意，相輔相承，以長補短，不覺中就形成了「無私博愛」互助。 

 

在校中的童軍課程，常有集訓，如露營，炊事，繩結比賽，攀繩比賽和旗語發放訊號比賽…等

等，都在訓練中學習到處變不驚，冷靜判斷能力，克服困難，不屈不折的精神，就給我無窮的受用。 

 

在我完成高中畢業後，三個月就投入社會工作。遠赴中圻歸仁— 崇仁學校教書，一年後重回

西貢。無論我人生路上初期的執教生涯，中期於商場打滾，甚至後來的怒海逃亡都用得著，全賴知

用的精神，我能克服重重困難與障礙，克服困難，認清選擇，才可重生。到現在我仍以知用精神自

勉﹕所以我常﹕「知用，知用！朵育搖籃，路途明燈。育我成長，教我格我。不苟同，不立異。正

義，真理，無私，博愛，是心中熱火，燃點我信念，走我人生路。不氣綏，不消沉，且將餘生寄眾

生，好讓此生活無憾，只為無愧於生命」。以上的幾句話是我的自勉。 

 

永明，很希望你們這班有才幹，更有專業才華之士，能精誠合作，各展才華，為校友們再譜出

繽紛艷麗的黃昏晚霞。使知用重現光彩，照遍大地黃花。 

 

再一次感謝你！請代我問候你太太。 

 

順祝 

 

安康 

                  陳鳳英敬上 

                  二○○四年七月五日 
                                                                                                                           Homebush West, NSW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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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0 年代、知用、我                                                                         蔡萱菁                                  
 

我想大部份人都同意，中學階段是人生的黃金時期，我們不像小學生那麼幼稚

無知，心智逐漸成熟，而幸運地尚未懂得虛偽奸詐。同學間總是推心置腹，共同學

習、一齊嬉戲，袋中錢兩份使用。所以數拾年後，我們仍記得知用這名字，因她牽

連了我們懷念的日子。 

 

狄更生在《雙城記》開頭這樣寫「這是光明的時代，也是黑暗的時代….」，那

時的越南或者不能相提並論，但絕對不是平凡的年代，當時正是法國殖民時期的終

結，美國勢力的開始，這絕對影響我們的中學生活模式。 

 

初中階段在殖民政府下，因為華僑有特殊身份，很少受干預。我們過的是正常

的僑校生活，除了主科中英數理科及史地，也有美術體育等術科兼備。學校生活很

豐富，有很多文藝活動。難得是很多活動都是學生自行組織的，高班領導低班，把

遊藝會搞得有聲有色。初中的童軍生活也是令人懷念的，在校操場分組露營，合作

玩追蹤。烹飪比賽趕快把半生熟的飯埋在地下，以免影響評分，回想起來仍覺得十

分好笑。童軍老師是陳江輝，雖然已不記得所教細節，但強調智仁勇、日行一善的

童軍精神，印象深刻。我也很難忘記穿童軍服任風紀，手持大木棍在各通道站崗，

現在的學校已很少見了。 

 

活躍的學生最喜歡流連的地方是相連的籃球場，也是最熱門的運動。體育老師

是黃茂和，個子矮小，很少教導籃球，因他是田徑出身的。我特別欣賞他設計的籃

球網，可能線織的籃網容易破爛，他便改用鐵線網，所以入籃時會發出清脆的chop

一聲，使投籃者很有滿足感，自己後來成了球隊的小射手，可能也受惠於這鼓勵的

響聲。 

 

高中階段人漸趨成熟，也開始感受到政治的壓力。在美國支持下，南越政府站

穩陣腳後，開始對掌握經濟命脈的華人開刀。越化政策逐步實現；首先要迫華僑入

籍，規定一些主要行業要由越南人任持牌人。記得當年血氣方剛、富正義感，也曾

發起捐款，支援不肯入籍的豬肉販。 

 

教育也逐漸收緊了，不承認中文文憑。校長須以越文文憑註冊，因此產生了雙

校長制度。立案校長用來應付政府，學校行政由行政校長管理。中文的節數逐漸減

少，越文節數相對增加。高中生才開始讀越文小學課程，我們常故意把課文大聲朗

頌，把牠當作童謠歌仔，讀畢滿室笑聲。 

 

高中開始學校有很多北越僑校轉來的同學，也多了一批北越的僑校教師。越南

人的本土意識漸增排華也越明顯。高中中期，開始有些不平常的現象發生。返校時，

你會發現有些同學忽然失蹤，三幾天就有一名，使仍在校者頗不開心，知道有些同

學已離開越南。回想當年政治相當封閉，其實對政治認識很膚淺卻自以為是地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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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分為左派右派，所以後來各有兩岸的畢業生，際遇大不相同，也大大影響了後半

生，正是各有前因莫羡人。 

 

轉眼間，我這一代同學離校己半世紀了，回想這是多災難的或者從另一角度看

是多姿多彩的日子。我們的前人為了生活飄洋過海、或是逃避戰禍來到越南。我們

生於斯長於斯，經歷過法越奠邊府戰役分成南北越，再經南北越之戰曾淪為船民然

後又移民到各地，重建家園，個中辛酸不足為外人道，但比起部份人不幸葬身大海

的已幸運得多了。 

 

我們都懷念母校，因她是一間好的學校，這並非是自我誇耀，因為唐富言校長

有辦學作育英才的心志，又因為中日戰爭關係，很多優秀的教師輾轉由中國西南來

到越南，使我們有幸能跟很多好老師學習，終身受用。 

 

雖然學校已被改名，校址現在面目全非，但她的學以致用的精神，在每一位校

友心中，永誌難忘。 

 

蔡萱菁（19 屆 1953-1958） 

 

後記 : 文中較少提到老師，我想有些補充，是趣事也是懷念。我記得班主任方行

老師，燕京大學畢業，教英文喜歡震動尾音，黃永明最喜歡模仿。印象深的還有一

位牛津大學博士俞在明老師，執教時間很短，不過他告知什麼是標準倫敦音，那是

指聽到倫敦大鐘響聲六十哩範圍內居民的英文發音，是否如此未經證實，只是俞老

師的發音郤是帶著濃厚的上海鄉音。容宜讓老師教理化，教學認真，不苟言笑，最

為學生尊重。數學老師馬麟熊身材魁梧，衣著講究，最為女生歡迎、男生嫉妒。陳

寶尊老師以七十高齡仍執教鞭，國學淵博，可能材料太豐富，常帶我們遨遊四書五

經，一課書可以教數星期。因年紀大了，皮膚不太好，上課常搔癢，上、中、下三

部曲，給學生帶來不少歡樂。我們也懷念林振華老師，他教學嚴格，大家都會記得

他的大肚腩。郭洪波老師是老師也是立案校長，他是有名的大聲公，聲如洪鐘而不

準，有時引來哄堂大笑。相反的聲音痧啞的康文生老師，是出色的歷史老師。我還

記得學校有些年青老師是高班畢業生，和我們亦師亦友，好像陳寶珍、鄧慧圖、鄭

仁美、陳祥….等。我們這些當年的小伙子現在已是花甲之年，有很多老師已不在

人世，留給我們的只有追思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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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知用高中第十九屆同學回憶錄                                   陳春   
 

回憶是最美麗的，回憶是最有趣。目前見到的呢？慢慢看，慢慢談，慢慢欣

賞…就有無窮的感覺…回想高中那幾年同窗之情多可貴！可說是終身難忘的趣事﹕

尤其是高二那年。 

 

高一我們這一群﹕我不知你是誰？你也不曉得我從何來？我們智班是這麼複

雜﹕有的從六省，有的從越中，有的金邊，有的寮國，也有本地從別校轉來，加上

些土生土長的知用初中升上。大家初見面，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但守口如瓶…好

在我們這群都是離家的浪子，很快就打上交道。最好笑是我們班主任，教數學早上

第一節課就是他。誰遲到都要在黑板罰站…個個都很怕他。站不到兩禮拜，我們七

十多變了六十多，真的怕他那副「苦臉」。 

 

高二是最可愛、最難忘…個個都熟了，你叫我喚到處都有「花名」，搞得天翻

地覆，什麼「吳總統」、「黃包車」、「菜頭」、「蜈蚣」、「亂招牌」、「棺材

佬」、「黑土高原」、「雞」、「老虎」、「coma」、「獅子」、「三毛」、「小

姐」、「坦克」等等…叫得多開心！原來的名子有時都忘了…沒人敢生氣，也不為

奇。真是﹕ 

 

安東市，知用情，何時了？ 

 

中午到廣州吃飯更為妙，不「選人」，就是「搶位」。選人搭抬，理由吃多少

的問題。大吃，誰敢叫他？我永遠記得，就是她，吃少而且從來不吃生果、香蕉…。

選她最好，「不吃給我」，一人有兩份水果多開心。每逢下午放學﹕你叫我喚「電

影公餘場」，「五元，五元」！「豪華」、「麗都」…拼命跑，至于西貢「大南」、

「麗池」…也少不了我們的腳印。 

 

考試完畢，要交齊畫畫…。我們班上有大畫家不愁！我們交給他一張白畫紙，

寫了名，他擺在抬上十多張，從左到右走一次就是屋，再走一圈就是樹…這樣子不

久十幾張出版了，千篇一律…我們有的交，那管它分數…但他那張永遠是八十以上。

我們呢？最多也不超過七十。越文也是，豈像我們這班從鄉下來那不懂越文？但老

師看西堤的程度，教我們「拼音」、「造短句」…那時我就有生意做了…白紙寫名

交來，每張給他們做了十句、八句…應付考試。 

 

我們不只攪同學，連老師也在內。有位老師教「大代數」，我們不明白請他再

解。他就問「那里不明白」？天呀！怎麼知道那里？滿黑板都是含糊…。一個指東，

一個指西…。吵呀吵，問呀問！越講越大聲。老師說「你們不要吵」。有一個攪鬼，

指東一個說「你不要吵」，指一個西叫「你不要吵」，弄得更妙…。老師大叫「你

們後面不要吵」，他也再學一遍…弄得我們忍無可忍大聲笑…。結果老師大聲說

「你們都不要吵，我從頭再解一遍」。這場戲才告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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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那年就是多事之秋，越南政府要「越化教育」，我們差點沒書讀，要搬到

「林威廉英文學院」上課。我們偷偷在中午上課；好容易才渡過難關，重回母校。

這些都是難忘的回憶。經過四十多年離亂，如今重逢，那些可愛的影子難挽回。當

時是天真，無邪；名譽，地位，金錢…與我們無關。如今經過四十多年的磨練，名

名利利…，我們目前大家相聚的目的為何？念過去之情，還是誇耀已有？在同學面

前「耍花槍」，真是﹕ 

 

昔日之情不能挽， 今日之事多煩憂。 

江水東流由他去， 霧消雲散何可求？ 

只能珍惜目前有， 生命美麗在眼前。 

腳踏實地眼望前， 一步一步慢著走。 

 

            陳春于瑞士日內瓦 

            二○○四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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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知用中學蹤影 
1.5.1 初中 1952 -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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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14 

 
 
 
 
 

              
          慶祝元旦暨求知樓落成典禮 
 
 
 
 
 
 
 

     
      

 
 
 



 15 

 
 
 
 
 
 
 
 
 
 
 
 
 
 
 
 
 
 
 
 
 
 
 
 
 
 
 
 
 
 
 
 
 
 
 
 
 
 
 
 
 
 
 
 
 
 

林  

堅 

朱
亮
璈     

張
國
芳     

劉
崇
安 

黃
正
強     

李
國
諸     

陳
雪
芳 

周
孫
南     

蔡
萱
菁     

蔡
麗
麗     

阮
耀
香 

李
寶
林     

戴
雲
明     

李
淑
香     

梁
慧
眷 

楊
謀
濟     

朱
亮
璣     

彭
美
群     

陳
秀
英 

王
玉
河     

文
振
武     

許
雪
清     

李
兆
森
老
師 

陳
志
忠     

翁
開
聲     

林
舜
南     

馮
若
炎
老
師 

賴
慶
忠     

張
柏
祥     

蔡
美
環     

麥
炳
鐸
老
師 

區
滿
權     

陳
賢
佐     

畢
美
群     

陳
江
輝
老
師 

潘
景
逸     

乙
龍
光     

李
麗
瓊     

林
振
華
李
師 

曾
漢
生     

鐘
樹
仁     

王
麗
娟     

唐
富
言
校
長 

鄧
林
滿     

黃
永
明     

王
潔
容     

傅
式
美
師
母 

張
啟
鏗     

方  

球     

陳
鳳
英     

鄧
慧
圖
老
師 

葉
松
齡     

馮
渭
江     

林
玉
娟     

黎
瓊
珠
老
師 

陳
顯
金     

黎
好
利     

何
菁
華     

蔡
愛
真 

梁
鎮
綱     

陳
振
武     

呂
玉
清     

陳
慧
芳 

陳
炳
煥     

馮
炳
佳     

張
燕
芬     

黃
素
琴 

張
登
勝     

韓
浩
光     

李
愛
杏     

歐
陽
蘭 

林
夢
傑     

蕭
錫
鍠     

潘
一
之 

顏
清
豐     
余
庭
森     

王
梅
花 

黃
梓
發 

曾
榮
添 



 16 

1.5.2 高中 1955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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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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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畢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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