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僑中學香港校友會慶祝成立三十六周年暨南僑中學香港校友會慶祝成立三十六周年暨
第十八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第十八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南僑中學香港校友會第十八屆榮譽職位芳名錄
創會會長：施良僑 吳天賜

永遠榮譽會長：施世築 施議錨 施能獅 施維雄 施純民 徐志誠
施振忠 施榮鋅 施學順 施明哲

（排名按姓氏筆劃）
榮譽會長：李文輝 佘明增 吳少白 吳石芽 吳健南 吳家耀

范清枝 施小妮 施文誕 施必芳 施永康 施永超
施克樂 施金象 施金鍊 施明權 施勇力 施教永
施教斌 施華民 施純沛 施純錫 施能宗 施能樞
施珠娜 施振榮 施清島 施養善 施碧霞 施德生
洪彬雅 洪游奕 洪源汀 陳希軒 陳真真 陳雅輝
許自強 許清果 許貽明 許彬彬 許維蓄 許鴻儀
楊菜治 劉志仁 盧梓材

永遠名譽會長：王仁森 王詩坦 李群華 吳小燕 吳文雅 吳計全
吳玲玲 吳海濱（古） 施子清 施少文 施至錦
施芳雄 施良樹 施青采 施金滿 施雨霜 施政宏
施美珍 施秋麗 施家世 施海容 施能源 施展熊
施能翼 施教明 施清流 施教益 施培銓 施新平
施毓群 施德惠 施學概 洪天寶 洪建築 洪美景
洪重慶 洪國修 陳守仁 陳金烈 陳祖昌 陳聰聰
莊啟程 徐偉福 涂雅雅 張上頂 許成沛 許自逸
許秀燕 許其昌 許婷婷 許榮宗 許維業 楊孫西
楊振華 趙華英 蔡素玉 蔡經陽 劉清裕 盧溫勝
蘇千墅 蘇文藝

名譽會長：李永康 吳身團 吳卓謙 吳連炮 吳健宏 吳海濱（錫）
林世安 林佑碧 邱佳民 施永樂 施志伴 施建東
施性振 施金旋 施坤培 施金賞 施美莉 施美蓉
施展望 施淑坤 施淑嫌 施清積 施萬壘 施養城
施榮榮 施鴛鴦 施穗錦 施麗娜 施麗專 施麗霞
施議對 施麗語 柯美娜 侯祖澎 姚炳芳 莊金龍
洪文初 洪四清 洪燦燃 陳榮榮 陳綿綿 張志雄
許文直 許志傑 許維雄 葉文楣 趙玉成 鄭吉文
蔡東日 蔡俊仁 蔡海濱 顏乾成 蘇淑茹

名譽顧問：李天岑 李鵬程 吳仲強 吳貝康 洪重慶（菲）
施白瑩 施長利 施純挺 施純程 施清涼 施清輝
施順利 施勝利 施榮華 施榮懷 施寧波 施靜容
施麗麗 范培宣 許少冠 許及時 許文勝 許前途
許振基 許根鋒 許瑪瑛 許榮博 許澤恭 曾文雅
蔡惠瓊 鄭小生 龔素真 龔愛華

會務顧問：吳玉燕 施加宜 施世澤 施明清 施純庚 陳天福
陳耀財 蔡章培 劉秀華

顧問醫生：王雙芬（執照醫生） 王素霞（註冊醫師）

會 長：柯尊重
副會長：許貽明 陳雅輝 許自強 洪國修 許彬彬

施海容 洪四清 施芳雄 莊金龍 洪文初
施麗語

監事長：施金福
副監事長：施政宏 林世安 洪燦燃 翁清省 施榮榮

許榮德 干雅雙 莊秀碧 翁美金 洪穎琪
秘書長：盧育新

常務副秘書長：蔡天乙
副秘書長：趙玉成 許麗娜 陳榮水 施彩英 施慶隆

施婉啦 柯明莉 劉志堅
總務部主任：許婷婷

總務部副主任：鄭科雄 施世超 施秀吉 陳鵬鵬 林麗娜
施向群 施友才 許炳權

財務部主任：許明芽
財務部副主任：施麗專 邱佳民 鄭吉文 許瑪莎 吳秀婷

施怡蓉 許文響 蔡榮軍
宣傳部主任：施萬壘

宣傳部副主任：施綿綿 吳希達 施天德 許澤典 許志傑
吳恩典 施振寧 施文楷

福利部主任：陳娟娟
福利部副主任：柯孫勝 許清清 施瑛瑛 張蘭燕 郭麗仙

許淑吟 許錦芬 許華麗
公關部主任：吳得勝

公關部副主任：施純興 施家煒 施少林 李聖川 施素月
王雙鯉 郭錦繡 施友情

發展部主任：翁清泉
發展部副主任：許金旋 莊寶珠 陳綿綿 洪月華 官珊鴻

施建寧 施金等 王清溪
康體主任：許金鈿

康體部副主任：施榮新 許友權 洪淑坤 施秀椰 洪淑瓊
洪秀秀 許玲玲 許雙玲

文娛部主任：施清陽
文娛部副主任：劉瓊輝 許桂林 施素芬 吳慈悲 施秀金

張麗娜 施玉串 許金時
婦女部主任：施純純

婦女部副主任：施碧瑩 郭敏敏 施萍萍 施秋心 施麗玲
許淑好 施麗莎 施麗雪 施金旋 吳真真

社會事務部主任：施能樾
社會事務部副主任：龔西榮 蔡章護 施麗真 蕭江平 許團體

李天民 許曙光 許幼雅
社團聯絡部主任：郭惟梁

社團聯絡部副主任：吳謹慎 施麗永 施燕惠 施瑜蘭 施淑月
張炳章 吳清松 施韻雅

南僑中學香港校友會第十八屆理監事會芳名錄

創會會長：施明哲
榮譽會長：施學順 吳天賜 施世筑 施能獅 施維雄 施純民 徐志誠

施振忠
名譽會長：施德生 施純錫 施文誕 施教永 施金象 施必芳 施能宗

施教益 吳少白 陳真真 洪美景 楊菜治 許彬彬 施珠娜
施勇力 涂雅雅 施政宏 許婷婷 李文輝 施純純 施小妮
施金鍊 施麗語 施美莉 施芳雄 施振榮 施展形 施文育
施宣遼 施錦山 吳文雅 董浩翔

會 長：許榮德
常務副會長：柯尊重 施金福 施春仲 施海容 施家煒 施敏麗 郭麗仙

副會長：朱文典 施友才 施少林 施怡蓉 施雅雙 柯明莉 柯孫勝
莊金龍 莊秀碧 許淖森 蔡愛玲 劉志堅 劉瓊輝 盧育新

常務理事：干雅雙 吳利亞 吳珍妮 吳娉婷 李祝穎 李寶寶 施少白
施巧吟 施冬青 施向群 施金柳 施振寧 施涼涼 施純森
施純燈 施珠妮 施婉啦 施敏霞 施煌榮 施慶隆 施嘉獎
洪秀秀 洪穎琪 洪文初 翁美金 許明芽 許莉莉 許曙光
蔡天乙 顏碧蓉 蘇麗明

理 事：王少冷 李文雁 李秀氣 李煒珊 李維添 吳仁杰 吳倚倫
吳清松 吳漫漫 林玉嬋 施小涼 施文從 施文楷 施正泰
施良材 施良懷 施育玲 施育傳 施性享 施坤培 施明從
施建雄 施清爽 施清波 施清港 施培紅 施琪琛 施婉真
施婉蓮 施雅琪 施雅雅 施煜明 施瑪涼 施榮欽 施養謀
施鴛棉 施聰建 施麗欣 施友情 施明媚 洪盈嶺 柯凌曉
莊玉萍 莊景輝 柳天益 翁英潤 郭俊益 郭惟梁 郭紫玲
郭紫錦 郭紫觀 許文淇 許文響 許幼雅 許自白 許金淼
許長論 許柄勝 許炳權 許建育 許華麗 許書南 許莞庭
許清清 許婉妮 許瑞邦 許銀燕 許曉燕 許桂林 蔡青霖
蔡振宇 蔡新紅 蔡榮軍 盧育純 顏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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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訪 謝 道 泉 當
天 ， 他 頭 戴 鴨 舌

帽、衣着格外整齊，整個人顯得很
有活力，說話也中氣十足。耄耋之
年的他堅持寫下這麼一封質樸的
信，是出於一名中國人最質樸的想
法：讓那些有「台獨」分裂思想的
人能夠認識到自己是中國人，知道
自己的根在大陸。希望喚回更多人
認同自己民族的歷史，愛護自己民
族的文化，早日實現國家統一。

除了致信台灣同胞，謝道泉還曾
致信香港政府，希望能盡快止暴制
亂，讓社會秩序回到正軌。

無論是台灣還是香港，都歷經數
代人心血，澆灌出當今的成就，只
有社會安定，才能繁榮發展。

像謝道泉這樣維護祖國利益，表
達對祖國熱愛之情的人還有很多。
數個月前，記者也曾採訪了幾位來
自內地，在香港學習、工作的年輕
人，在這一場修例風波中，他們堅

守各自的崗位，自發組織唱國歌、
升國旗，積極參與撐警集會，團結
一心止暴制亂。或許能做的事情並
不多，但他們在努力凝聚社會力量
去發聲，去維護香港穩定。

謝道泉的一句話讓記者印象深刻，
「『一國兩制』沒有錯，中國現在有
着前所未有的富強。」我的耳畔亦迴
響着「這是強大的祖國，是我成長的
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才瑛

台港成就不易 背後數代心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家鈺、李才瑛）

儘管血壓一直不太穩定，92歲的港人

謝道泉仍然拿着放大鏡，顫顫巍巍地將一封22頁

的《給台灣同胞的公開信》謄寫了兩遍，寄到了香港

文匯報編輯部。「我已是92歲的老人，隨時要離

開人間，萬事都與我無關。但我仍希望在有生之

年，台胞能認祖歸宗，讓國家早日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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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共計22頁的信，
謝道泉謄寫了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謝道泉說，希望
在自己的有生之
年，台灣能回歸
祖國。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家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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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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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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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謝道泉家裡見到，
雖已耳聾13年，但仍精神矍鑠的

謝道泉，現在他要依靠助聽器及妻子的
幫助下同人交流。

抄信兩個月 為國鳴不平
一旁的妻子說：「他讓我幫他抄寫

信，但我寫了第一頁就放棄了。沒想到
他自己竟真寫了兩個月。」
「1927年，我出生在福建泉州，正是

中國最危險的時候。我去過北京，見過
這些被列強侵害破碎的遺址慘景（編
註：圓明園遺址），感到中國被列強欺
侮的慘狀，甚為難過心痛。」因為童年
的遭遇，謝道泉更盼望着國家能夠統一
富強。
「到了1931年，也就是我四歲，日軍
佔領了東北三省，那時候的歌曲這樣唱
到『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
候，逃離了我的家鄉……』」說着，謝
道泉唱起了這首關於戰火紛飛，人民流
亡悲痛的歌謠。

稔熟侵略史 寄語台同胞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一位留學日本回

來的老師告訴過我們這樣一個故事。在日
本學校，老師們從小就給學生們一個蘋
果，並問他們是否好吃。當學生們都說好
吃之後，日本老師就會和他們說，這些蘋
果都產自中國，你們以後長大了，一定要
把中國奪過來。」這個故事在謝道泉的心
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謝道泉在信中寫道，在台灣被日本侵佔

時期，日本反覆向台灣居民灌輸「親日仇
中」思想。甚至，近幾年台灣選舉出的一
些綠營領導人，他們的父母當年同是受到
洗腦，才會有「台獨」思想。二戰結束
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將侵佔的領土全部

交還中國，其中就包括台灣。
信中說：「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清朝

大敗給日本，並於1895年簽訂《馬關條
約》，從此日本對台灣開啟了長達50年的
殖民統治。直到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
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將自己在中國所
侵佔的全部領土歸還中國，包括台灣、澎
湖列島、遼東半島在內。所以台灣根本就
是中國的領土，是中國的寶島。」
謝道泉在信中以大篇幅介紹相關歷

史。儘管這些歷史在別處也能查閱到，
但他寫道，「我很想把這些話告訴台灣同
胞，但我不認識他們，所以只能寫信寄給
報館，期望能讓更多台灣同胞看到。」
謝道泉平時最喜愛看的就是關於台灣

時事評論的電視節目，邊看邊記錄感
想。他說，寫給香港文匯報的信，也是
這樣一點一滴寫成的。
信中有這樣一句話，「猶如樹枝與樹

身的關係，因樹身有根在土裡，樹根深
能堅固樹身及施給養分供全樹、令枝葉
茂盛，且能多結果子，令人喜愛。樹枝
（台灣）若脫離了樹身（大陸），必然
乾枯，就會被人扔在火裡燒成灰而歸為
烏有。就像台灣，脫離了大陸就『死路
一條』。」

1949年到港 今歎祖國強
談起祖國，謝道泉興奮地說：「如今

的中國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謝道泉
說，自己1949年便到了香港，一待就是
一輩子，但他時刻都在關注整個國家的
變化。
「我1979回內地的時候，到處都是破
爛的一片，看不到什麼汽車。但是我現
在回去，看到的都是高樓大廈。特別是
2012年到現在，中國開始前所未有的富
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