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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在70年代，本人在台灣曾經尋找一本英文故事書的中譯
本，始終音訊全無，最後於台北由一位慈幼會的神父吳新豪代我找
到了，名叫 The GivinG Tree 作者是 Shel SilverSTein，1964
年的作品，雖然事隔50多年，流傳了不少時間，使很多人愛不釋
手，百讀不厭。事實上，這本書也影響了本人的生命。
    書中描述一個小孩子與樹，他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常常生活
在一起，優哉攸哉。有一天，小孩子來到樹前面，因為天氣太熱，
問大樹可否給他乘涼，樹便立即答應，並且弄了一個由樹生來的氣
根和樹葉編織成的韆鞦。使那小孩子高興得不得了，在樹下蕩來蕩
去，樂極忘返。於是這棵樹和小孩子成了好同伴。
    又過了很長的歲月，這孩子已長大成為一個靑年，一天他又來到樹下，說明他要到城
市去找工作，他想大樹提供給他盈利作盤川之用，大樹即把樹上所有蘋果給他，使他帶到
城市外販售，作為生活費。大樹就這樣慷慨地把自己所有的果子給了那成長了的孩子，這
個孩子很高興地滿載而去，很久也沒有找這棵樹。
    一天，這個孩子已經長大成人，而且結了婚，他很高調地回來了見大樹，大樹盛意拳
拳地歡迎他。他們𣈱所欲言，孩子又跟樹談及自己結婚的前後經過，既然現在他成家立
室，極需要蓋上一座房子。於是他問大樹可否給他所有的樹枝，讓他可建造一間堅固而實
用的房屋。結果，他毫不客氣地拿走大樹給他所有的樹枝，一去不返。
    過了很久，這孩子也沒有回來，及至一次這個「孩子」又來探望大樹，談及自己雖然
結了婚，子女盤膝，但在這個埠生活不甚滿意，為了尋求幸福，最理想的就是到海外生
活。正在此時，他問大樹可否幫助他。大樹見此，毫不猶豫地給他整整的樹幹，希望他可
以舉家移民，能夠造成大船，遠洋而去。
    經過悠長的時光，這個「孩子」也沒有回來探望老樹。終於一次，來了一個老態龍鍾
的人，他扶著拐杖，緩慢地接近老樹。老樹見到老友回歸，高興非常，大家聚舊，侃侃而
談。最後，「孩子」向老樹表明今次回來，是因為妻子過身，子女成長後各散東西，祇剩
下自己一個「孤獨老人」，沒有陪伴，倍感孤零零。老樹亦慨嘆自己祇有遺下一個老樹
頭，也無枝葉樹幹，於是邀請這個老「小孩」坐在樹頭上，大家可以繼續促膝詳談。
    其實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很多隱喻說法，樹和孩子成長，不但代表神長、校長、老師和
同學；樹的果子象徵同學、朋輩；樹枝代表父母；樹幹代表朋友和持分者；最後樹根象徵
天主、鮑思高和母校。

《 愛心樹 》

For you I study, 我為您學習，For you I work, 我為您工作，
For you I lIve, 我為您生活，
For you I am ready even to gIve my lIFe. 我更為您獻上我生命。

                                                         - don Bosco 鮑思高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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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listening last Sunday (6th Sept) to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Past Pupils of Don 
Bosco and their provincial delegate, Fr Matthew Chan we are happy to share a deep 
insight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our Past pupil in China province. SLOBA (St 
Louis School Old Boys Association: www.sloba.org) is among the longest established 
Past pupils local Association (since 1960) in the whole EAO region, while SDB took 
over this Hong Kong school in 1927. Mr. Andrew Yuen worked since 2003 as publisher. 
His dream is to work before retirement also for the Catholic community in Hong Kong. 

PAST: As SLS (St Louis School) past pupil, you were educated in Don 
Bosco style. What do you treasured most in your life? 

School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y growing up (14 years). The 
school has provided me not only with the foundation of my education, but also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of my Catholic faith and values that affected the rest of 
my life. These values are passed on to my own family and the people around 
me. 

I also treasured the religion study which was taught in English when I was in 
secondary school. Late Brother Edward Kowala, SDB, who was my Religion 
Study teacher, has put down a good foundation through his teaching to his stu-
dents. I always appreciate the teaching of Brother Edward and that knowledge 
I learned from him has enabled me to become a Sunday school teacher when I 
wa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now here in Hong Kong at an English 
speaking parish.

The school has also provided a safe haven to many of the past pupils, espe-
cially those who were underprivileged and the school was always a place they 
could stay after lessons to do their homework and studied.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many Salesian priests and brothers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school when I was studying at St. Louis, and were inter-
acting with students, not only those they taught directly, but also those they did 
not teach. Through those interactions, many learned from them in terms of re-
ligion, culture and language, as most of them were missionaries from Europe. 
They were teaching indirectly many things outside of school syllabus. As the 
result, many Salesians are still remembered by the past pupils even though a 
large number of them have already passed away.

Deep insight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past pupil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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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How did you become involved in the Association of Don Bosco 
Past pupils? 

After seeing the downfall of academic results from current students of SLS in 
public exams, it felt like a calling that I could help in some way during my free 
time. Hence, I first started my involvement with the St. Louis Old Boys’ As-
sociation (SLOBA) as a volunteer, giving career advice to current students as 
well as providing free tutorial service to some current students on weekends.

I was later on invited by the SLOBA president to join the council committee 
and elected as the liaison officer for SLOBA. Since I am baptized Catholic, I 
am also selected by the SLOBA president to represent St. Louis School at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Don Bosco Past Pupils and participate at the federa-
tion quarterly meetings in Hong Kong.

PRESENT: As one of the Old Boys serving the youth in your Alma Mater,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of your students an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Hong Kong young people of today?

Younger generation are no longer the same as those back in 20 years ago, as 
many of the youth are now dictated by IT and the social media in their lives. 
Reaching out to them and getting their interests in participation are challenges 
to many of us. The youth are smarter and hav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s, most of them only living in a virtual world and 
lacking of social or interaction skills with the others. There are lots of single 
child amongst these new generation youths and they are often overly protect-
ed by their parents, and self-sacrificing is becoming an issue to them.

In order to reach out to these youth, it is important to get to know their inter-
ests and needs. Taking advantages of modern day technology by using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and Instagram, can learn of their 
habits and trends. Through researching and understanding, it is easier to for-
mulate activities and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to connect these youngsters to 
their Alma Mater.

PRESENT: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B Past Pupils Association 
(2020) is a precious occasion to relaunch the Association ?

It is absolutely a good opportunity to connect all Don Bosco Past pupils to-
gether, although we are currently restricted by the pandemic. I personally hope 
when the world is back in normal, we can once again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However as Past pupils we are also proud that since last February, St. Louis 
School Old Boys’ Association (SLOBA) along with Salesian English School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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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s Association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donations from many past pupils 
from these two schools including facemasks, hand sanitizers and even tooth-
pastes. We sent all these items to all Salesian school in Hong Kong for the 
clergymen and School staff. We also sent to Braga House, which is the elderly 
home for Salesians in Hong Kong. A significant number facemasks were also 
sent to Salesian facilities in Italy, Spain and India from February 2020, and this 
is still going on. Moreover, we also gave out toothpastes and other necessities 
to some of the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 go through the 
time during this Covid-19 pandemic.

FUTURE: A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Salesian Family, what would you 
suggest to bring the Past Pupils closer not only to their former mentors 
but to the large Salesian Family?

Currently the Past Pupils Federation in Hong Kong is not penetrating deep 
enough with the past pupils, partly we lack new blood joining the Association 
and another issue is about communication from each individual Old Boys Asso-
ciation to their Alumnus. On a higher level, this issue has to be addressed with 
solutions to help each of the Old Boys Association from each Salesian schools 
to reach out to their members. It is worthy to reach out not only to the past 
pupils, but also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Events such as School Homecoming 
Days often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past pupil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We can also ponder that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loyalty to Alma Mater can 
be built during the school days. In the old days, the messages were conveyed 
by Salesians during their teachings in school lessons. As less Salesians are 
involved in teaching these days, fewer students know of these Salesians and 
are less influenced by the Salesian way, when there is minimal contact with 
the Salesians. But we are also grateful for the close guidance of our Past Pupil 
Delegate, Fr. Matthew Chan who accompanies us closely.

FUTURE: Any dreams or suggestions you ponder about the Past Pupils 
or Salesian Famil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Salesian schools have nurtured lots of fine past pu-
pils and good citizens in the Hong Kong society. The success came from the 
school managed by Salesian Brothers and Priests who were involved in school 
operations and teachings. They also had good communication and sharing of 
visions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However, now with many Salesian schools 
not having Salesians as school principals or spiritual dire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comes disconnected. I hope this could be restored in some way ln future.

NB: Hong Kong and Macau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Don Bosco schools concentrated 
in the whole EAO region. There are 6 secondary schools and respective primary school 
sections in Hong Kong with few thousands of students coming from all walk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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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這首《松花江上》是黃光照神父
(當年是修士) 於1962至64年間，在香工教我們的其中一首歌，究竟黃神父及「九一
八」和本人分享以下兩位68年同學有何關係？

懷念鄧兆強同學 (ATS68)
    事緣今年9月15日從ATS68群組傳來一則尋人啟事：「受黃光照神父委托，希 
望接觸ATS68鄧兆強，他的尊翁是名伶鄧寄塵。」
    我屆同學於68年畢業後各奔前程，很多間學都失去聯絡。我們是在2007年為
準備慶祝畢業四十年，才開始找尋失散的同學，當時我們並未能聯絡上鄧兆強。數
年後，我從電台聽到鄧寄塵有位兒子在港大醫學院當院長，透過電郵找到鄧兆強的
通訊。之後我們每次通訊都有發給他，可惜他沒有回應。當知悉黃神父想找他後，
我託北美的同學致電給他並發一電郵給他，原來他的電話已取消了。在9月18日早
上，我給他的電郵有回覆了，我十分高興，可惜內文並非他寫
的，而是告訴我鄧兆強同學上月因新冠肺炎返回天父懷抱了。
    回想在校時，鄧兆強因父親的聲譽，已很出名，可是他十分
低調。在整理我班畢業五十年紀念特刊時才發覺他是田徑高手，
曾為香工在校運會田徑接力賽取得金牌呢！
    有些讀者可能未聽說過鄧寄塵先生。在憶述中，當年有份演
出〈工廠燃犀錄〉的尹慶源學長說：「鄧兆強同學之尊翁鄧寄塵
先生不只是電影紅星，他與新馬仔拍檔，每套電影都叫座。1950
年代每日中午十二時正在「麗的呼聲」電台一小時節目中一人飾
演十多角色，男女老幼之外，上海婆、潮州佬，四邕人，蛋家妹等都唯肖唯妙。收
聽率很高，街知巷間。1964年他參加香港仔同學會演出話劇〈工廠燃犀錄〉為母校
籌助學基金」。為此我們要感謝我們的恩人和為鄧氏父子安息祈禱。
    為何黃神父不遲不早要找鄧兆強，是否他有聖神的特恩？是否他與鄧兆強
「心有靈犀通」呢？我看到當天是9月18日，腦海中響起黃神父教的〈松花江上〉
調子，當年該是如何悲壯、如何慘烈。
    正當我在沉思時，當天早上我收到祁志飛同學在東莞去世的消息。

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 九 一 八 》 ATS68梁誠忠

懷念祈志飛同學 (ATS68)
    祁志飛在校時十分活躍，他在足球校隊擔任前鋒，加上他為人正直和公道，

多年來都是我們的班長。畢業後他進了船塢，之後便與我們失聯
了。直至2015年7月藉著ATS65程祖德學長幫助我們才聯絡他。
原來志飛在香港和英國進修後，於1976年回到香港的陶氏化工工
作；在2004年他正考慮退休時，得到他的客戶力邀他去了東莞，
並一手一腳為百安石化公司，在一小島上，從清理場地開始，建
設了儲藏危險品倉庫和相關配套。他運用了他對化工的專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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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懷念陳景雲學兄 (ATS63)

    我們親愛的同班同學陳景雲學兄（聖名Dominicus，學號13）
已於2020年7月5日，安祥地返回天父的懷抱，享年76歲。
Requiescat in pace！
    陳同學在1963年畢業後，曾經在香港大東電報局和香港電訊工
作，他以「待人以寬，律己以嚴」和勤奮好學的態度，得到上司與
同輩的讚賞。退休後，他與友人合作生產Bingo遊戲用卡，直至多
年前才將生意結束。不過他對Bingo念念不忘，筆者在相隔五十多

年後再次探訪他時，他仍然滔滔不絕地大談往績，並展示一些生產工具和製成品。
    陳景雲學兄與筆者非常投契，大家都是選修電機科及愛好電機電子工程，在學
校就讀時，經常都會討論電子學的科技。他對電子學的知識，更是班中數一數二。
畢業後，他以製作無線電器材為興趣；自創的擴音機和收音機的質素，更堪與大廠
出產的音響設備媲美。由於他喜歡自創電子產品，深水埗鴨寮街便是他的尋寶地。
除此之外，陳學兄更擁有精湛的造木技巧，家裡的衣櫃、廚櫃、書桌，甚至床，都
是他的精心傑作，耐用程度真是「五十年不變」。
    陳景雲學兄育有一子兩女，四代同堂﹝上有高堂、下有乖孫﹞，過著公教家庭
生活。工餘時間更自修大學遙距課程，先後畢業於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和取得
University  of  Durham,  England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他多年前因腦中風導致行動
不便，但這並未磨滅他的鬥志；其堅毅不屈的精神，實為「長期病患者」典範，令
人欽佩。
    剛過去的7月，他已先我們一步回到天父的懷抱﹝他是本班同學中首位在港離
世的學兄；先前已有三位學兄：歐楊佐美、葉銳廉、王燦榮同學先後在加拿大逝
世﹞，為我們預備永生之所。
    現在，他已長眠於長沙灣聖辣法厄爾墳場，期待世界末日來臨的再度復活。陳
景雲學兄，願你安息！

進了中國的危險品儲存和運送水平。大家都很珍惜
這次重逢機遇，同學們也多次上東莞探望他。可
惜好景不常，他在2017年3月被診斷出患有末期癌
症，並且已擴散。可是他仍十分樂觀，接受治療之
餘，仍然繼續工作。他信靠上主，樂天精神，鞠躬
盡瘁，值得我眾欽佩。
    2020年9月18日是很特別的一天。2020年是疫
情肆虐年，這病毒竟顛覆了我們的生活和生命。「九一八」勾起我在香工很多的回
憶，感謝天主賜予我們良師益友及恩人，感謝母校給我們培育出敬主愛人的情操和
正確的價值觀。我為我們的同學自豪，願大家作為地鹽世光，能為未來作出更多的
貢獻。

ATS 336 + Ceci Chan

耶穌說：「我是復活與生命，凡信我的，即使死了，還是活著。」
(Ego sum resurrectio et vita: qui credit in me, eitam si mortuus fuerit, vivet)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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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本港疫情反覆，師生對復課翹首以盼。疫情為不少基層家
庭帶來一定的經濟負擔，包括張羅及購買防疫用品。中國文化基金會推出了「學生
抗疫支持計劃」，鄧鏡波學校有幸成為其中一所受贈學校，每位學生獲贈醫用外科
口罩一百個。此項善舉恰恰與我校的校訓「立己立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即是先做
好自己，然後感染他人，貢獻社會。校長周黎明博士於9月18日帶同中五陳鋐錤同
學一起出席捐贈禮，後來陳同學跟周校長說的一番話，令周校長為之動容。
以下是陳同學的感受：
　　「9月18日，周校長、江老師與我一同出席了香港中國文化基金會舉行的『學生
抗疫支持計劃』捐贈禮。這個計劃成功募集大量抗疫用品，而首批物資將捐贈予十
六所中學，合共一百二十萬個口罩。
　　當天，多位捐贈者輪流上台發表演說，他們熱心公益，慷慨解囊，關注每一位
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和需要。猶記得其中一位講者所言，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是社
會更需要關心的人群，希望每一位受惠的學生都懂得珍惜和感恩。
　　會後，我代表學校接受了兩本《疫情下的正能量》，就如鍾南山院士所說：『
哪裡有歲月靜好，只不過有人替你負重前行。我們一定要懂得珍惜和感恩，為未來
社會作出貢獻。』除了懂得感恩和珍惜外，我們在投身社會後，也要實踐校訓『立
己立人』，愛近人，並利用自己的能力幫助他人，貢獻社會。」　　　
    周校長很慶幸看見學生有深刻的反思，並懂得欣賞別人的長處，更令校長高興
的是，陳同學有一顆感恩的心，立志將來回饋社會。希望其他學生也能像陳同學一
樣，這樣才不會辜負學校對大家的栽培。

鄧鏡波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感恩之心  惠澤社會

同學會活動延期
    新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反覆，大大影響了市民的生活，也影響了同學會活動的籌
備工作。原定11月14日的「校友回校日」、「校友聚餐」，12月「以波傳情校友
盃」及「校友聖誕BBQ」將會延後舉行。
    如有活動的最新消息，將會透過同學會 facebook 及網站通知各位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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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很榮幸能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成功入選了為期三年
的「幸福校園實踐計劃」。
    早前，有關計劃的一班顧問和教育界專家在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安排下親
臨校園參觀。各位來賓對學校的發展策略、老師對工作的投入和學生表現作出
了高度評價和欣賞，並給予我們很多寶貴意見。
    在此再次感謝各位來賓。當天親臨指導的嘉賓包括：（排名不分先後）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鮑思高同學會

程介明教授  （香港大學前副校長）
陳嘉琪教授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前副秘書長）
李柏雄博士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前校長）
陳寶安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校監）
陳梁淑貞校長  （救恩學校前校長）
夏文亮校長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黃志輝生生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何玉芬博士  （計劃召集人、香港迦密愛禮信中學校長）
冼雅琳女士  （計劃副召集人、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
Ms Tramy Chak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Ms Zia Cheng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劉俐君女士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鄧淑英女士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曹美娟女士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Mr Brian Lee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
Ms Fanny Lam  （港大同學會書院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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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慈幼中學，是慈幼會來華開展教育及牧民事業的第一所學校。一九〇六年二月十三
日，意大利鮑思高慈幼會應當時澳門教區鮑利諾主教的邀請，來澳辦學。慈幼會遂派遣雷鳴
道神父，並率領第一批慈幼會士，合共六人抵達中國澳門；並於當時三巴仔街聖若瑟修院對
面的房舍開辦孤兒院，是慈幼會在東亞區的第一座會院。 一九一〇年因地方不敷應用，雷鳴
道神父獲批准接管風順堂街十六號；並創辦了無原罪工藝學校，因校舍建築是一所二層高的
木樓，橫廣約數十尺，左右平列共十六楹，因而有十六柱的俗稱。

澳門慈幼學校簡史

百年基業：傳承、優化、創新

澳門慈幼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當年的雷鳴道校長與他的繼承會士，秉承鮑聖教育之精神，以教養貧苦青年為志願，辦
學初期僅有學生三十五人。
    在課程教學方面，首先創辦工藝科，幾經艱辛，才營集各種學科的機械與工具設備，設
有縫紉、革履、木工、印刷等工場，以供學生實習。
    此外，因應學生不同學科的學習程度，設有高小及初中普通課程。在餘暇時間方面， 學
校設有銅管樂班與體操班，使有志於音樂或體操的學生，能得到適當的訓練，且能成材，以
作謀生技能。其後來學者日增，校舍環境設備再次出現不敷應用的境況。
  面對社會及教育發展的需要，為照顧更多的青少年，完善教育環境及設施，自一九一〇
年起，學校經歷了五次主要的擴建工程。
  第一次擴建工程約於一九二三年完成，擴建部份位於現時小學部長廊及上蓋建築。
  第二次擴建工程約於一九三五年完成，擴建部份位於現時中學部行政及教學設施建築。
  第三次擴建工程約於一九六〇年完成，擴建部份位於現時中學部禮堂及上蓋建築。
  第四次擴建工程約於一九六四年完成，擴建部份位於現時電機工場上方的兩層建築。
  第五次擴建工程是二〇〇〇年，即現時小學部千禧樓建築。



    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七學年，學校熱烈慶祝創校百周年，時任校監何廣凌神父，啟動了第
六次校舍擴建工程的構思，為面向學校第二個百年教育事業的傳承及發展，進一步優化教育
環境及設施，培育更多的青少年，成為良好的公民，熱心的教友。
具體的發展目標，主要有四個範疇：
  1. 優化班級編制及增加教育活動空間及設施設備，促進餘暇活
    動的多元發展；
     2. 優化中、小學教學設施及學科課程，加強藝術及科技學習等
    多元知識及技能；
     3. 優化行政及學習管理系統設備；
     4. 促進全人教育發展，致力培育學生的靈、德、智、體、群、美、勞七項良好公民素質。
    面對超過 1,500 名在讀學生的學習需要，擴建工程的設計面對不少考驗。特別是在建築
設計階段中，用上了較長的時間，為求達到在建築階段中，校園的空間能得到有效的利用；
教與學質量能得到基本的保證；與及新教育設施的設計、佈局、數量、質量等能符合政府的
規定和要求。最終，整項擴建工程分為兩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的工程：是對結構呈現老化及安全隱患的小學部舊建築進行拆卸；並改建為小
學部行政及多功能學習設施，如新增的科學學習室、圖書館、電腦、視藝、音樂室等。同時，
中學部增建一座七層高的教學大樓，以配合第二階段拆卸工程期間，所有中學學生能在新教
學大樓內進行學習。
    第二階段的工程：是對中學部現存的行政及教學大樓進行拆卸，保留原有外立面，並改
建為四層高的中學部行政及多功能學習設施，如圖書館、實驗室、電腦、視藝、音樂室及可
容 600 人的多功能廳。
    二〇二〇年三月，第一階段的拆卸工程已啟動，且於五月完成。
    二〇二〇年五月廿四日，聖母進教之佑慶日，校方舉行了擴建工程動工典禮及擴校簡介
    會，六月初已開展了鑽樁工作。
    預計第一階段的工程於二〇二二年完成，第二階段工程於二〇二四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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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2020年3月，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鑑於「2019新冠肺炎」侵襲全球疫情影
響，意大利當時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成為除中國以外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由於
當時該國災情嚴重，防疫物資短缺，鮑思高慈幼會母院 (華道角) 正位於該國；我們
身為舊同學，感恩曾受鮑思高神父教育，希望略盡綿力，給予當地慈系單位/團體
提供一些防疫用品援助。經指導神師陳鴻基神父同意和支持，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
會於2020年3月23日向本港舊同學發出了緊急呼籲，懇請各校舊同學共同為這項善
舉伸出援手，捐助款項，以直接匯款往意大利和購買防疫物資等（主要為口罩）並
寄往當地慈系單位/團體 。
    我們得到同學們的熱烈回應，很短的時間已籌得港幣$139,500元。經過神師陳
鴻基神父和一些熱心的舊同學多次與意大利米蘭會院和當地慈系單位/團體聯繫，
排除各樣採購、報關和物流的困難，我們在4月16日電滙了港幣$129,500元（折合
EUR-15,263.18）往意大利米蘭會院，並最終在6月初成功速遞了二千個口罩往兩所
當地慈系單位/團體。現結存港幣$2,700元，暫存聯合會戶口。(在送贈口罩方面，
我們曾和有同樣行動的澳門舊同學作出協調，避免重複送贈。而原定還有一個當地
慈系單位我們預備會送贈口罩，但因對方沒有回應確認所需資料而擱置。) 
    聯合會十分感謝各舊同學熱烈支持是次支援活動！我們舊同學感恩所受的鮑聖
教育，充分表現鮑思高大家庭的團結精神。時藉國際鮑思高同學會創立150週年，
在這特殊的年頭，我們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和其他的舊同學單位成就了一椿好教
友、好公民、關愛他人的美事！
    神師陳鴻基神父告知，他在6月下旬收到慈幼總會⾧范達民神父的函件，感謝
和表揚中華區的舊同學對意大利母院和單位的支援！

聯合會副會長：葉家明
2020年6月24日

註：就支援意大利母院抗疫行動，除了聯合會外，還有不少
    校會個別舊同學自行匯款和速遞抗疫物資往米蘭會院。

香港鮑思高舊同學顯示團結力量
支援意大利鮑思高慈幼會母院抵抗新冠肺炎疫情

  收入HK$  支出HK$

共籌得款項  $139,500

購買口罩2000個    $3,276

郵寄口罩費用    $4,024

電滙現金給
意大利修院    $129,500

結存：    $2,700

本會支援意大利修院籌款收支表

致米蘭會院函件

本會多謝各位善⾧捐獻，若需要收據請聯絡
本會財政梁耀強：電話號碼：9279 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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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永定神父 
Fr. John MA Yeong Ding, SDB 
(1926﹣2020)

聖名：若望

1946 - 1947      
1947 - 1950   
1950 - 1953      
1953 - 1957      
1957 - 1959   
1959 - 1962   
1962 - 1963 
1963 - 1969   
1969 - 1984   
1984 - 1990   
1990 - 1996   
1996 - 1997   
1997 - 1998   
1998 - 2013   
2013 - 2014   
2014 - 2020

澳門初學院
香港慈幼會修院
澳門慈幼學校備修院
意大利 Bollengo
意大利羅馬慈幼宗座大學
香港慈幼會修院
香港仔工業學校
台南慈幼高工學校
台北鮑思高堂
台南後甲母佑堂
屏東潮洲聖若翰堂/萬丹玫瑰堂
台北鮑思高堂
內埔耶穌君王堂
台南後甲母佑堂
台南後甲母佑堂
香港少懷之家

初 學
哲 學
管理員
神 學
持續培育一聖教法典
訓導主任
訓導主任 
首任校⾧
堂區主任
堂區主任
堂區主任
堂區主任
堂區主任
堂區副主任
堂區聽告解神師
休 養

接受培育及服務：

我們敬愛的馬永定神父 (Fr. John MA Yeong Ding, SDB)
於2020年8月7日下午二時，在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安息主懷，享年93歲。

重要日子：
25-12-1926   
16-08-1947   
16-08-1953   
01-07-1957
07-08-2020   

於上海出生
於澳門矢發初願
於香港矢發永願
於意大利都靈晉鐸
於香港安息主懷

    馬永定神父一生追隨鮑思高神父的教導，渡過七十三年修道奉獻生活，
盡忠牧養天主子民，教育不少青年學子，為中華會省及台灣教區的教育牧民
工作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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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鐸聲》現已採用彩色 PDF 版發佈，除以電郵接收外，亦可登入下列網頁查閱：
 聖類斯中學鮑思高同學會：http://www.sloba.org
 鄧鏡波學校鮑思高同學會：http://www.tkp-dbpp.org.hk
 慈幼英文學校鮑思高同學會：http://sesoba.org
  為顧及少數年長之同學起見，仍然郵寄少量黑白印刷版母校鐸聲給指定人士。各位
同學如想收取黑白印刷版之母校鐸聲，但發現斷收，請通知編輯部，定當辦理續寄。
        各位同學如對《母校鐸聲》有任何查詢，請電郵下列地址：

電郵地址：“Austen Wong” < austwong@gmail.com >

祝賀陳鴻基神父壽辰晚聚

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特別通告

  各位舊同學，原定於2020年12月18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建校85周年
校慶晚宴，鑒於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未知何時才能回復正常情況。經審慎考慮
後，決定取消晚宴及安排退款，其他項目繼續舉行，詳情請登入學校網頁查看。
http://www.ats.edu.hk/index.php/2018-12-05-06-47-43/85anniversary

     2020年9月19日，多位校友會同學，相約一起前往港島某日本料理晚
聚，並順祝陳鴻基神父生日壽辰。參與晚聚者有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正副會長、
港澳同學會多位同學及神父好友等。是晚氣氛熱鬧，各人開懷暢飲下，大家一起合
唱義大利歌曲，祝陳神父身體健康，身心愉快，主恩常在。

慈幼家庭追思感恩祭
     按照一向傳統，我們每年在十一月為紀念鮑思高母親瑪加利大逝世週年
紀念日，特別舉行一台追思彌撒，悼念一眾慈幼會會士已亡父母、神長、修士、修
女、老師、慈系校友及慈幼大家庭成員及恩人，請為我們的亡者祈禱，俾能早登天
鄉，安息主懷。
  謹定於11月25日（星期三）晚上八時正，在九龍天光道鄧鏡波學校進教之佑堂
舉行追思感恩祭。（晚上七時半恭唸玫瑰經。）

    一切以中華會省鮑思高慈幼會之通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