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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75周年「感恩有您」音樂會

緬 懷 抗 戰 精 神

109 年 9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舉行
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

本會第 24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定於
109年 9月 6日（星期日）上午 10時假會館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3段 156號 3樓）
召開，敬請理、監事出席會議。

109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舉行
會員第三季慶生會

本會 109年秋季慶生茶會（7至 9月份出
生）定於 9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10時假
會館舉行，歡迎本會 7至 9月份出生之會員
壽星們踴躍報名參加；另請壽星們先行連絡
曾總幹事（電話 02-23929968）登記報名，
本會將不再寄發通知。

109 年 9月 25 日（星期五）舉辦「資訊網路
專題講座」

由本會敦聘學有專精之李建彬理事親自講
授「資訊網路專題講座」，將於 109年 9月
25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假會館 3樓
舉行，歡迎對「資訊網路」有興趣之會員鄉
親踴躍報名參加。

另外，本會自 109年 8月至 12月止，將於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4
時 30分，在會館 3樓舉辦「專題講座」，有
意願者可洽同鄉會曾總幹事報名參加。

109 年 9 月 27 日、28 日（星期日、一）本
會舉辦會員二日遊活動

為連絡會員之鄉情鄉誼，本會定於 109年
9月 27、28日舉辦台中、苗栗等地區二日遊，
歡迎會員鄉親踴躍報名參加。
本次 2日旅遊，經 8月 20日活動組委員會

討論通過後，定於 9月 14、15日（星期一、
二）辦理報名，預估 2輛車（80人），對象
以本會會員為主，如會員眷屬不是會員，則
視報名狀況候補，報名時請攜帶身分證件，
親自到同鄉會辨公室報名（恕不接受通訊報
名）。
此外，有關本次旅遊團費，每人自費 3600

元，本會會員每人補助 1000元，非會員不予
補助，報名後因辦理旅遊保險恕不退費。

109 年 10 月 15 日起開始受理田家炳先生獎
學金申請

本會 109年田家炳先生獎學金（大專院校、

高中職及國中、小就讀學生）訂於 109年 10
月 15日起至 12月 1日止接受申請（以郵戳
為憑），凡本會會員或其子女符合資格者皆
可提出申請（申請表格在 56期大埔會刊第
122頁，請影印使用；另已在工作且屬在職
進修之碩、博士生，須填具未請領獎助金保
證書【保證書範例在56期大埔會刊第123頁，
請影印使用】）。
表格填寫完成後，請將表格及 108學年

度上、下二學期之成績單（國中、小就讀學
生建議最好能提供有百分比的成績單，以利
評核）與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郵寄或親送
到會館，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156號 3樓。
會籍調查表請會員務必配合寄回同鄉會

本會預定於 110年 2月 28日舉行第 24屆
第 2次會員大會，為辦理會員會籍調查，有
關「109年會員會籍調查表」將於 109年 10
月中旬寄發給會員鄉親，敬請鄉親配合表內
規定時間填妥調查表並按規定回寄同鄉會。

本  會  重  要  啟  事

109年 8月 8日下午 2點 30分，本會黃東
祥理事長、偕同藍格明常務理事與張海清常務理
事、羅大榮理事與何培才理事、余鑑昌法律顧問、
曾總幹事及郭碧桐老師等代表，接受台北市感恩
協進會邀請，前往台北市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戲劇
廳，參加慶祝抗戰勝利 75周年「感恩有您」音
樂會暨向抗日老兵致敬活動。
音樂會當日，本會顧問黃信麗小姐，擔任大

會主持人、黃東祥理事長及丁叔君顧問等人擔任
座談會貴賓，本會理監事及會員、鄉親代表等 50
餘員踴躍出席盛會，大會全場約 800人參加。
本次致敬活動的主題是「沒有當年老兵，哪

有現在的我們」。台北市感恩協進會在舉行小型
座談時，大會出席人員一致起立，向現場抗戰老
將士們致敬，其中參加座談會的貴賓中，本會丁
叔君顧問以老兵身分話當年，並回顧史實表示，
當年如果沒有這些抗戰老兵，哪有今日的中華民
國？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更呼籲大家一定要面
對史實，知恩感恩、共促和平。
大會主持人黃信麗表示，為何今年特別選定

88節籌辦此次活動？一方面是要紀念及慶祝這
得之不易的 8月勝利月，更要感念這些不論是有
家庭或獨身的「參戰老英雄」。因為，沒有當年
英勇的他們，就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甚至台灣
可能已經淪為日本殖民統治。身為這個幸福年代

的我們，一定要感恩抗戰老兵的生命是最璀燦光
輝，最值得我們尊敬的，所以，老兵們正如同是
我們後輩應該感恩的父親和爺爺們一樣。
這次的音樂會活動，節目相當精彩，大會除

安排全體人員向現場抗戰老兵獻花致敬外，亦播
放抗戰史實影片，座談會中，黃東祥理事長以回
顧、感恩、關懷以及後輩談傳承為題，報告他及
其兄弟，為完全傳承先父遺志，如何放棄就讀大
學機會，從軍報效國家的心路歷程；此外，他也
期盼國人永遠不要忘記那群老兵的偉大，他們是
一群真正保衛台灣、建設台灣的先鋒部隊，也是
承載著我們那段歷史記憶的「國寶」。黃東祥理
事長強調，現在中華民國之得以存續，的確是當
年參戰老兵們用生命換來的，期待大家再次發揮
抗戰時「團結一致」的愛國精神，俾讓歷史得永
流傳，犧牲者永被紀念，流芳百世，更讓奉獻者
永受國人感恩及歌頌。
本次音樂會有三大合唱團輪流演出，當中大

家最熟知的「榮恩之聲合唱團」是由胡巧芬老師
指揮、林上傑擔任伴奏，演唱愛國歌曲有：製寒
衣、鋼鐵的心以及流亡三部曲；至於擎天合唱團
則演唱：國旗歌組曲、抗敵歌、保衛黃河、長城
謠等歌曲。緊接著，由復興崗校友合唱團演唱：
旗正飄飄、江南三部曲（淡淡江南月、煙雨漫江
南、夜夜夢江南）等振奮人心的愛國歌曲，他們

慷慨激昂的歌聲，不僅激起了大
家愛國的情操，更讓不少觀眾流
下感動的眼淚。
隨後，臺下觀眾也手持國旗

配合旋律揮舞，共同唱出愛國家
的心聲，最後在熱血澎湃中互道
珍重，在一片歡呼中圓滿結束，
並期待明年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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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國畫初級班」學員上課 用心練習

參加萬象大樓區權人大會及消防安全講習 維護房產權益

「傳唱百年風華音樂會」李秋霞老師領軍演唱客家歌謠

李秋霞老師在音樂會上精湛、動人的演出

（本刊訊）由本會敦聘會員且是著名國畫書法家郭碧桐老師

授課的「書法國畫初級班」，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暫停上課

後，自 109年 7月 2日起恢復授課，上課期間全體學員均專注
投入，認真聆聽老師的指導，把握這難得的機會，甚至於下課

返家後，學員們更是用心練習，並運用下一週上課時機攜帶個

人完成之作品敦請老師指正，可謂獲益匪淺，歡迎有興趣學習

國畫畫作或書法的鄉親能於每週四下午 2時 30分報名上課，額
滿為止。

「書法國畫初級班」恢復授課，學員們認真聆聽老師指導，專注練習

萬象大樓舉辦消防安全講習及區分所有權人大會

（本刊訊）109年 7月 12
日上午本會曾總幹事前往復興

南路，代表參加萬象大樓舉辦

之消防安全講習，透過本次講

習，讓與會之住戶們對消防安

全觀念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隨後參加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暨

管委會委員改選，由於當日出

席人數達法定開會人數，所以

順利選出新任管委會委員，本

會將持續與新任管委會聯繫，

以維萬象大樓房產權益。

（本刊訊）迴響國樂團繼 2019年 7月「傾聽台灣」
音樂會獲得廣大樂友好評後，2020年隆重推出《咱的
音樂·咱的歌》—傳唱百年風華音樂會，並於 8月 17
日晚上由陳慶文指揮帶領迴響國樂團在自由廣場國家

音樂廳精采演出。

本次音樂會精選了台灣歌謠、客家歌謠、歌仔戲

片段、布袋戲配樂以及原住民風格音樂等，皆是在地

的歌。主要是要讓屬於台灣、屬於百年世代民眾傳唱

的音樂，以亮麗的姿態展現於國家級舞台。而在客家

歌謠部分，非常難得的邀請了五位客語歌謠界的佼佼

者，由客家山歌天后同時也是本會客語歌謠班老師的

李秋霞領軍，王鳳珠、陳秋

梅、林研、莊紅如等協同，連

續演唱了『花田風光、哥去採

茶、都馬調』等三首不同風格

之客家歌謠，她們精湛、動人

的演出，曲曲令人回味無窮，

更受到全場觀眾熱烈的掌聲。

至於台灣歌謠等方面則邀

請到金曲獎國寶級歌王劉福

助，金曲獎台語歌后方怡萍、

美聲天后周月綺（小百合）等

投入演出，諸位演唱家皆以畢

生精華貢獻於本土音樂，欣

逢作曲家陳慶文全新譜寫本場

十餘首台語、客家歌謠國樂伴

奏，精緻、動聽！而這千載難逢的鑽石組合，溫馨甜美、絕無僅有，令人

懷念起過去那段最美的旋律。

若說人生像部電影，那麼這些深受喜愛的一首首好歌，便是最寫意的

配樂了。我們無法抗拒深情的「鑼聲若響」、「苦海女神龍」，也愛隨著

節奏輕快的「寶島曼波」釋放壓力，如此純粹、經典的台灣懷舊音樂會，

讓在國家音樂廳聆聽的觀眾們，盡情享受《咱的音樂．咱的歌》。

本會客語歌謠班學員會後與李老師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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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工房楊惠姍、呂麗莉聲樂家  共組「花之夢音樂會」

華僑協會總會拜會世廣總會暨北廣

歡迎海內外藝文界參訪團 蒞會交流

（本刊訊）109年 8月 2日下午 2時 20分，本會受邀前往
台北市松山文創園區，參加花與夢音樂會及琉璃工房開幕儀式。

活動當日本會計有黃東祥理事長、何培才理事伉儷、余鑑昌法

律顧問伉儷、李冠白顧問伉儷、郭華生鄉親伉儷、曾總幹事及

鄉親代表等一行 15員出席。
本次花之夢音樂會邀請到國內最出名的粵屬聲樂家呂麗莉教

授蒞臨演出。呂教授唱功出色，雖年過 70，但中氣十足，尤其
在女高音的音域，依然高亢悅耳，並受到多所大學音樂系學生

到場為她獻上祝福，場面溫馨感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會

余鑑昌法律顧問伉儷與呂麗莉教授正巧是師生關係，而黃信麗

顧問與呂教授更是多年舊事好友，大家一見面，敘舊話家常，

並開心合影留念。

此外，在參觀琉璃工房時，解說員說明為何琉璃工房以花做

為創作上永遠的生命意象，另本次展出之作品更是集結了三十

多年來的經典琉璃花創作，身入其中如同在夢想的琉璃花園一

起走花路，其情境意象真的令人流連忘返。

（世廣訊）109年 8月 14日上午 10時 30分，華僑協會
總會林齊國理事長率同該會李文輝常務理事、陳北機理事、

張仲蘭理事、吳庭薇監事、蘇靖雯秘書長及張明玉組長等一

行 7人拜會世廣總會暨北廣。
拜會當日，世界廣東同鄉總會由黃東祥會長、林思銘理

事、何培才理事及黃信麗秘書長等四人代表出席，參加由台

北市廣東同鄉會葉炯超理事長所安排之「三會座談」交流及

互換紀念品，隨後由台北市廣東同鄉會在真北平餐廳設宴午

餐，招待與會人員。

（本刊訊）109年 8月 14日下午 15時 30分，來自海內
外藝文界參訪團一行 8員，由白玉光教授率領，蒞臨本會訪
問交流。當日本會黃東祥理事長、曾總幹事以及黃信麗顧問

等在會議室親自接待，並舉行茶敘座談。

白玉光教授，是國內相當知名的藝文界人士，其目前擔

任復興崗校友合唱團團長、榮恩之聲合唱團音樂總監、台北

藝術大學及國立台灣戲曲學院講師。特別是 8月 8日下午由
台北市感恩協進會與榮恩之聲合唱團主辦的慶祝抗戰勝利暨

台灣光復 75周年【感恩有您】音樂會暨致敬活動，就是由白
玉光教授擔任總策畫。

白教授表示，除了感謝本會與世廣總會在【感恩有您】

音樂會的熱情贊助，並期盼今後大埔同鄉會與世界廣東同鄉

總會能夠繼續支持台北市感恩協進會推展各項音樂會活動。隨後，其一一介紹來訪之貴賓，包括白教授夫人、留學義大利女高音

柴寶琳教授、留學德國的鋼琴家呂菡渂教授、留德男高音且目前在德國霍夫歌劇駐團任男高音的李世釗先生、國內知名的長笛老
師莊清霖教授及知名的胡琴演奏家林正欣老師等知名藝文人士。此外，因 8月 14日恰巧是白教授伉儷結婚周年紀念日，本會黃東
祥理事長知悉後，特別在醉紅小酌餐廳設晚宴招待來訪之貴賓，一起為白教授伉儷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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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王的大埔客家太太
有「賭王」之譽的何鴻燊不久前

辭世，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公祭，媒體
廣泛報導。澳門博彩專利權開放之
前，何鴻燊經營的澳門娛樂博彩公司
獨佔鰲頭。他雖是澳門賭王，亦是香

港地產商會會長，座駕車牌是「HK1」，即香港一號，可見其
地位之顯赫。何鴻燊為香港前首富何東家族成員，父系擁有波
斯、荷蘭、英國、猶太等多重血統，母系亦有英國血統，有一
說法是何東之父何仕文（Bosman）是荷蘭裔猶太人，漢化為何
姓，因荷、何同音。不過，何東兄弟幾個由離異之後的母親、
廣東寶安客家女施娣（何鴻燊的曾祖母）一手養大，與父親感
情疏離，卻是事實。所以制定祖籍時，何家一反承傳父系的習
慣，把家族所有後人之籍貫定為寶安。
賭王他有四房太太，相濡以沫共同打拚、相處時間最長的

是二房藍瓊纓，一個堅毅嫻淑的客家女子。
藍瓊纓（葡萄牙語：Lucina Azul Laam Jean Ying），是按

照大清律例合法註冊的伴侶，人稱「二太太」。她的身世雖不
及賭王的原配顯赫，但絕非泛泛之輩。筆者參訪過她在梅州市
大埔縣祖屋泰安樓，這是客家民居建築的典範之作，用「氣象
萬千」形容並不過分。她出身軍人世家，祖父藍蔭南是少將，
父親藍建儀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七期，參加過抗日戰爭，曾任國
軍的騎兵大隊長。大埔縣是中國著名的「將軍縣」，披甲從戎
者眾，但在政商界名震中外亦不少，譬如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清末年間曾經是中國首富張弼士、香港慈善實業家田家炳，皆
大埔縣人。
筆者與「大埔縣旅港同鄉會」時常往來。據鄉親們回憶，

藍蔭南退出軍旅生涯之後定居香港從商，最富有時曾在九龍荔
枝角擁有五層高大宅。浙江出生，在香港長大的藍瓊纓，雖然
不似賭王的豪門望族，孩提時代卻也是家有綢緞莊，住大宅，
有私家車代步，有傭人服侍的大家閨秀。後來家道中落，舉家
遷去當時還是鄉郊的大埔墟。
「大埔縣旅港同鄉會」前理事長孫淑元女士接受筆者採訪

時表示，藍瓊纓雖然沒有回過梅州大埔縣，但非常熱心家鄉建
設。1996年，她捐資 300萬建大興大橋（橋長 230米，寬 16米，
總造價 600萬元）。兄長藍鏵纓多次應縣政府邀請回鄉參加活
動及代表家族返鄉祭祖。多年來同鄉會舉辦春節敬老、獎學晚
會，籌備階段通常都會早早收到藍鏵纓榮譽會長寄來的捐贈，
是很受鄉親敬重的鄉賢。

2015年 5月 13日，藍鏵纓在香港養和醫院病逝，澳門特
首專程赴港出席葬禮，已甚少在公開場合露面的賭王二太太坐
著輪椅送別兄長。同屬梅州大埔縣宗族、香港特區政府首任民
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亦在場。

話說藍小姐長袖善舞，秀外慧中，以 14歲妙齡與 36歲的
賭王擦出愛情火花，殊不簡單。當年賭王的原配夫人黎婉華，
有「澳門第一美人」之驚艷，無奈不慎車禍之後臥病在床，而
賭王的商務社交又不能沒有舞伴，於是認識了藍瓊纓。1973
年賭王送給藍瓊纓一套花園洋房，位置在香港渣甸山谷柏道
二十五號，面積接近一萬平方呎，可見二太太藍瓊纓在賭王心
中的地位。成家之後，藍不僅伴隨賭王參加慈善和社交活動，
兩人舞技超凡稱為舞王舞后，還生育了五個孩子，包括何超瓊、
何超鳳、何超蕸、何超儀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何猷龍。
賭王四房太太共生育了十七名子女。但論知名度、事業最

有成的幾位子女，亦出自藍瓊纓。這一點，是筆者根據媒體報
道得出來的印象，各界讀者看客自有評價。何鴻燊正式宣佈退
休時，在所有十七個子女中，挑選了二房次女何超鳳接任「澳
博控股主席兼執董職務」，掌管賭王家的億萬「博彩帝國」。
至於藍瓊纓的長女何超瓊，自主創業成為座擁五十億美金的香
港女首富，完美演繹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傳奇。
何超瓊曾經回憶，最美好的時光是小時候和父母一起出去

旅遊。少年時代，教育主要是母親藍瓊纓，處處嚴格要求，不
可以講「我不記得、我不知道、我無所謂、我不喜歡⋯⋯」等
等帶「不」的話。
香港梅州聯會前副會長藍瑞明告訴筆者，藍瓊纓對子女管

教極嚴。弟弟妺妹做錯事，何超瓊都要認錯，因為作為大姐姐
負有責任。在這樣家教下，子女皆嚴於律己，追求卓越。何超
瓊曾經是熱愛讀莎士比亞的文青，考上了美國瓦薩學院的英國
文學系（傑奎琳·肯尼迪的母校），後被賭王老爸要求學習商業
做接班人，放棄了愛好，進入美國聖克萊大學修讀市場學及國
際商業管理。
賭王與藍瓊纓過了近 30年一夫一妻的生活。30年的珍

珠婚，賭王深情獻歌
《Eternally》，排場和
氣派完全是正室夫妻的
派頭。八十年代末，藍
瓊纓以照顧十多年前已
移民加拿大的父親為由
離開港澳，至今仍居於
加拿大。在何鴻燊的四
位太太中，以她資產最
多，最富有；且兒女個
個在商界叱吒風雲。最
小的女兒何超儀進軍娛
樂圈亦走紅。

林文映

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

感
恩
有
您
音
樂
會

活
動
照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