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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2011 年《交大校友》 

 

《同学会聚会歌》与南洋公学同学会 

霍有光 

（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 

 

    交通大学的前身名曰南洋公学。人们或许不知，为了联谊和团结海内外校友，如今所谓

的“交通大学校友会”，当年的名称是“南洋公学同学会”。 

    1933 年，南洋模范中小学校董、前南洋公学附小校长沈庆鸿专门为全国各地的校友，

每年校庆日回校聚首，谱写了一首《同学会聚会歌》，目的是凝聚情感，群策群力，共同关

心和促进母校的发展。歌词是：“我校历史远且长，中外今昔仰南洋。我会与校如母子，母

体康健子亦强。先后同学千百万，岁岁今日聚一堂，情话绵绵新旧雨，同声敬祝共举觞，祝

我母校万万岁，我会并寿寿无疆。” 

    沈庆鸿（心工，叔逵）是南洋公学师范院招收的首届学生。1897 年师范院与外院（相

当高小）先后开办，师范班学生沈庆鸿、陈懋治、杜嗣程等一边学习，一边为外院代课，自

编《蒙学课本》三编，是为我国近代第一部体现新教学思想的教科书。1902 年，沈庆鸿东

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3 年 2 月回国，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师，首次将日

本的简谱引入国内，设唱歌课，据民国教育部编著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称：“是为我

国小学最早有唱歌课的一年”。1912-1927 年，长期担任南洋小学校长，期间曾任南洋公学

同学会会长。著有《学校唱歌集》3集、《重编学校唱歌集》6集、《民国唱歌集》4集、《心

工唱歌集》、《小学唱歌教授法》等。沈庆鸿精心谱写《同学会聚会歌》，目的是既衷心“祝

我母校万万岁”，也希冀“我会并寿寿无疆”。 

    显然，我们作为交大的传人，要认识和继承建国前南洋公学同学会的优良传统，那么就

很有必要梳理它的发展历史。 

    南洋公学同学会始建于 1910 年，由毕业校友发起。当时总会设于上海，北京设立分会，

有会员 338人，同时出版发行了《南洋公学同学会第一次报告册》。1911 年开始出版发行单

张月刊。 

    1914年冬，南洋公学同学会召开第五次选举大会，添设董事 11名，并由董事会推选出

会长暨有关职员，傅纬平任会长，张建斋、郁少华任书记员，吴步云任会计员，沈叔逵任查

账员，胡春台任交际部部长，曹梁厦任教育部部长，甘作霖任杂志部部长，张师石任庶务部

部长。通过了《南洋公学同学会重订章程》，分为 10节。南洋公学同学会之会员，来自海内

外校友，以“联络情谊，交换智识为宗旨”。期间，母校足球队赴武汉与外国人比赛，武汉

同学会和汉阳铁路厂、汉口海关分别向母校足球队赠送了银杯。 

    1915 年 3 月，南洋公学同学会创办正式出版物——《南洋》（季刊）。自此，由南洋公

学同学会创办的各种刊物，开始为母校保存和记录了大量的珍贵校史档案和文献。譬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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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创刊号上刊登了沈庆鸿创作并谱曲的《南洋公学校歌》和陈容的《南洋公学之精神》。收

录了《南洋公学同学会会章》，共计宗旨、定名、会员、职员及职务、会务、会所、会期、

选举、入款、附则等 10节，其中“宗旨”称，建立同学会的目的是以“联络情谊、交换智

识为宗旨”。可见，本章程就是 1914年《南洋公学同学会重订章程》的延续。 

    1916年 11 月 3日，为缅怀本校创始人盛宣怀，专门召开追悼大会，除在校师生外，“沪、

苏各地之同学，均来与会”。期间，校友与在校同学创议为纪念建校 20 周年（注：原本应在

本年 4 月庆祝），募捐筹建图书馆。本年，留美校友成立“留美南洋同学会”，驻费城会员有：

陈廷锡，尤乙照，俞曹济，陈体诚，杨毅，凌鸿勋，陈昌骥。其中：陈体诚曾任北京大学教

授、西北公路特派员兼甘肃省建设厅长、中缅运输局副局长；凌鸿勋回国后曾任交大校长、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17年 4月 26日，隆重举行建校 20周年纪念大会，历时三天。各界首长来宾超过 7000

多人，各地同学会也有代表莅会。唐文治、蔡元培等在大会上祝词。出版校庆特刊《二十周

年纪念册》，详载了 20 年来之历史。毕业校友刘道夷先生驾驶飞机，绕母校五十里范围内，

抛撒庆祝母校万岁之彩纸，“片片作蝴蝶舞，万首仰望，掌声动于远近者，诚千古未有之奇

也”。校庆期间，创议兴建图书馆，以资纪念。交通部允拨款 3万元。前大总统捐洋 1 千元，

前总理捐洋 5百元，交通部自总长以下皆各有捐资。加上本校师生校友捐资，陆续共筹得捐

款约 6 万元。 

    1918年 12 月，南洋同学会公布今、明两年留美南洋同学职员名单，会长是张士一，副

会长是苏鉴，职员有李熙谋、裘维裕、薛桂轮、庄泽宣、黄家齐。其中：张士一回国后历任

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的教授；李熙谋曾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历任浙江大学工

学院院长、交大本部（渝校）教务长、教授等职；裘维裕曾任交大理学院院长、教务长、物

理系主任教授等职；薛桂轮曾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采冶学系主任、交大特约教授；庄泽宣历任

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心理学系和教育系教授。 

    1919年元旦，在沪举行同学会“叙餐大会”，会长沈叔逵先生作报告。校友与在校同学

提议募款为盛杏荪（宣怀）、何梅生、福开森三先生立纪念碑，并提议为盛杏荪建铜像一尊。

北京交通界南洋公学同学会会员举行了联谊活动。 

    1921 年春，交通部拟将沪校（上海）土木专业调整至唐校（唐山），3月 8 日为保留沪

校土木科，南洋公学同学会致函交通大学董事会，建议不宜将唐校与沪校的土木科合并办理，

因为“正宜开拓，使两处各仍其旧，以利沟通南北之邮”。下半年，沪校土木科移并唐校，

唐校机械科移并沪校。1924年 12月，凌鸿勋校长上书交通总长叶恭绰，请恢复土木科。1928

年沪校复设土木科，1929 年秋扩充为土木工程学院。 

    1922年，南洋公学同学会换届，会长是张菊生（元济）。新产生了“留法南洋同学会”，

书记是于润生，职员有：龚以爵、袁濬昌、聂传儒、赵以麐、庄智焕、康时伟、马轶群、施

欣谦、夏炎、郑鸣球、陈彭年、陈承铤、陈华埙、袁濬昌、俞梅圣、於升华、于润生、张剑

初、高宪英、金甲珠。留美南洋同学会换届，会长是周贤颂，副会长是顾宜孙，职员有：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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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亮、康时振、顾懋勋。王崇植撰写了《留美南洋同学会纪要》，公布了《留美南洋同学会

章程》。12月，学校颁布《英语演说比赛简章》共 8条，分初赛和复赛两轮，规定大学生和

中学生都可参加，每人演讲十分钟，分初赛和复赛两轮，凡是复赛的获奖者，可获得留美同

学会赠送的奖品，评委会由校长和中外教授组成。 

    1923年 5月 12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上海同学会在本校举行茶话会。吴玉麟教授在会

上提议“我南洋大学亦可仿麻省学院办法，与上海各工厂及商家联合共作”，受到与会者赞

同。6 月 30日，举行毕业典礼及本校创始人盛宣怀铜像落成典礼，铜像为南洋同学会捐铸。 

    1924年 3月，鉴于《南洋公学同学会章程》已有 10 余年未曾修改，南洋公学同学会开

会重新厘定章程，改董事为理事，一面选举新理事，一面仍由旧董事维持会务。 

     1925 年 4 月 13 日，南洋公学同学会举行临时理事会，根据收到的 159 张选票，选举

出新理事，他们是：凌鸿勋（竹铭），沈叔逵（庆鸿），黄任之（元培），胡敦复，张叔良（世

鎏），张松亭（孝安），吴稚晖，章伯初（宗元），张菊生（元济），王寅清（永礼），张云抟，

林祖溍（康侯），徐佩璜（君陶）。改推张菊生为名誉会长，选举章伯初为会长，柴福沅为编

辑员。8 月 5 日，南洋公学同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通过议案：“拟就母校三十周年机会，

向全体同学募捐建筑科学馆一所，赠送母校藉留永久纪念。”9月 27日，1915级同学为纪念

毕业 10 周年，特为母校捐建日晷台一座，举行落成典礼，老校友林康侯、沈叔逵先生分别

致辞。冬，南洋同学会决定停办《友声》杂志，与母校合办《南洋旬刊》与《南洋季刊》。 

    1926年 1月 3日，凌鸿勋校长向同学会汇报一年来之校务。南洋公学同学会主办的《南

洋季刊》（创刊号），专门介绍了母校的校园规模及环境：“现计有地约一百九十亩，校址四

周，环以小溪。溪外皆农田，平畴四望，一碧无际。地势清旷，空气新鲜。又去上海市远，

故甚幽静。”10 月，两广同学会主办的《南针》（第二期）出版发行，刊登了《南洋大学校

歌》、《本校卅周年纪念本会祝词》等。12 月，南洋公学同学会主办的《南洋季刊》第一卷

第四期“机械工程号”出版，收录了一批珍贵的历史图片，譬如：本校 30 周年工业展览会

中国行家陈列之一斑（一、二、三）、奇异公司总厂全景、奇异公司所造最大蒸汽透平发电

机、实验科学生工程师试验大号发电电动联接机、实验科学生工程师试验大号蒸汽透平发电

机。 

    1927 年 8 月 9 日，由于交通部命令停办附属小学，交大委员会、南洋同学会、家长委

员会三方面议决：原南洋大学附属初中、高小部分，暂就南院旧址，改组为私立南洋模范中

小学。并决定南洋模范中小学脱离本校。高中则改为第一交大预科。8 月 11 日，通过《私

立南洋模范中小学设立者全体大会规程》、《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校校董会规程》、《私立南洋

模范中小学校董名单》，推举沈同一为校长，虞洽卿为董事长，钱新之为副董事长。私立南

洋模范中小学设高小 2年、初中 3年，约定初中毕业生仍可升入交通大学预科（高中）。 

    1928 年元旦，南洋公学同学会举行年会，与会者 140 余人，大会由章伯初会长主持，

来宾有前监院福开森夫妇与符鼎升校长。福开森、符鼎升先后讲话，南洋公学同学会向福开

森、符鼎升先生赠送了纪念品。春，南洋公学同学会主办的《南洋友声》（创刊号）出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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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中刊登了《修正上海南洋公学同学会章程草案》，公布同学会宗旨，即:“本会以联络

同学情谊，发展母校精神为宗旨”。 

    1929 年 4 月，留美同学会函告本校，在薛本文尼亚攻读铁路管理的五名校友，同时获

得硕士学位，其荣誉非同一般。 

    1930 年夏，1930 级全体同学即将毕业，念母校养育之恩，决定在执信西斋中央，筹建

喷水池一座，赠送母校，以作纪念。（该级毕业后，推举王宗阳、孙家谦两同学，在沪地工

作之便，负责办理，于 1933 春动工完成喷水池，池之中央，建一水泥石磴，磴上用大理石

四块，前面刻“饮水思源”四字，左刻“民十九级建赠”小字，后面刻民十九级全体同学姓

名，顶上竖一立体校徽图案，如齿轮铁锤链和书本，寓交大同学服务社会，是理论与技术并

用之意。）本年，两广同学会创办《南针》、武进同学会创办《进镜》、江西同学会创办《洪

钟》，均收录了一批关于校友与母校的珍贵史料。 

    1931 年 4 月，参与修建胶济铁路的校友，以胶济铁路交通大学同学会名义出版了《胶

济铁路交通大学同学会季刊》（创刊号），刊名由孙科先生题签。连声海为刊物的题词是：“商

量旧学，涵养新知”；黄汉樑为刊物的题词是：“声应气求”；黎照寰为刊物的题词是：“母校

之光”；陆梦熊为刊物的题词是：“前贤树木尚非迟，桃李欣看子满枝。黄卷青灯思往日，云

龙风虎际明时。少年同学皆英俊，建国需才好设施。着意公余勤著述，鹏程发展此根基。”

崔世杰为刊物的题词是：“大辂椎轮”；彭东原为刊物的题词是：“岳岳钦贸彦，观摩合大群。

繁花同灿缦，文藻喜缤纷。建设恢庄道，言词重太钧。交通资放彩，努力勉诸君。”留美同

学会曹丽顺先生受母校之命，代表黎照寰校长出席美国政治社会学年会。9 月 12 日，南洋

公学同学会留美分会举行会议，以“南洋同学应团结合作，实心实力，从事实业，以达到福

利民生之最后目的”为题展开讨论，并为祖国赈灾捐款 81.1 美元。参加者有：聂光堉，欧

阳藻，毕维栋，施孔怀，黄宝玮，沈奏廷，张有谷，杨景熥，钟仰麒，余宰扬等人。会议通

过了“拨上届会款净余捐助国内灾赈案”、“修订章程案”、“母校三十五周年纪念本分会应有

所表示案”、“请总会源源寄赠在美各同学出版物案”等议案。9月，南洋公学同学会召开第

十一次理事议董联席会议，筹建会所获得捐款一万一千元。 

    1932 年 6 月，南洋公学同学会新会址落成，举行开幕典礼。12 月，交大大同同学会成

立，王烈望、诸肇民、朱耀贞、童传华、朱宝华等五位同学任干事。两广同学会组织同学参

观联华摄影公司，由黄锡乔会长带领，一行 20余人。公司黎民伟经理表示，中国电影落后，

主要是缺少好的剧本，希望交大发挥“人才济济”的优势，“常赐佳作”。 

    1933 年 4 月，交大武汉同学会成立，约有会员 130 余人，第一届理事由王道荣、张绍

元、苏从周、曹典江、林暾、刘存朴、朱治、李镕、孟绪勋、周永雩、陈体钦等担任。修建

陇海铁路的交大同学，出版《陇海铁路交通大学同学会会刊》，铁道部长孙科为刊物的题词：

“任重道远”；黎照寰题词：“宣扬校誉”；钱宗泽题词：“撷其精华”；周颂年题词：“日知其

所已，月无忘其所能”。6月 30日，南洋同学会借母校附近孙宅花园召开欢迎新毕业同学座

谈会，莅会同学约百人。会长徐陶、副会长张贡九、书记胡粹士先生先后致辞，老同学有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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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成、施孔怀、范永增、柴福沅等人，以及女同学有朱耀贞、李聿等人到会。8月，留美同

学会换届，欧阳藻任会长，职员是康国泾、曹丽顺、楼兆绵。 

    1934 年 1 月，为纪念唐文治先生七十寿辰，南洋公学同学会与本校教职员联合发起为

唐先生集资修建纪念堂——茹经堂活动，拟筹款 8000 元。茹经堂地址选在太湖之滨梅山对

面的琴山，拟购地十亩，由荣溥仁等先生负责。6 月，南洋公学同学会编辑的《南洋友声》

（第 30 期）发表《服务粤汉铁路株韶工程局之南洋毕业同学》，介绍了校友修建铁路的情况，

本校研究所顾问凌鸿勋先生，任株韶铁路工程局局长。 

    1935 年 2 月，南洋同学会换届，会长是张廷金，副会长是徐佩璜，职员有：胡端行、

柴福沅、徐名材。5月，黎照寰校长因公经过武汉，受武汉同学会邀请，于平汉铁路车务处

大礼堂发表题为“中国的将来”之演讲，会后同学会举行了晚宴，招待黎校长。8 月，《南

洋友声（第 37 期）发表秦绍基的《南洋四十年老同学们应一体参加四十周年纪念》一文，

提出“南洋同学会的组织的目的与责任”是：（1）奠定“大交通联集”的基础；（2）贡献国

家社会以整个的技术力量及人才；（3）发扬“南洋”固有的精神及固有的光荣；（4）融合校

内外同学的感情，矫正校风，提高同学娱乐；（5）协作母校进行，指正母校的错误；（6）鼓

励“饮食思源”，协作“后进同学”，巩固“南洋地位”。 

    1936年 4月 30日，交大南京同学会（沪校、平校、唐校）成立，有会员 160余人。理

事是徐恩曾、曾镕浦、赵祖康、徐谟、吴保丰、金士宣、宗之熿、张剑鸣、朱其清、杨承训、

侯家源、朱雷章、胡博渊、张冲、刘传书；候补理事是杨立惠、顾毓瑔、金家凤、洪瑞涛、

许成行；监事是吴稚晖、李汾、郑洪年、韦以黻、茅以升、钮永建、关赓麟；候补监事是张

轶欧、张竞立、吴绍曾。5 月 25 日，推举徐恩曾，金士宣，张剑鸣，吴保丰，宗之熿为常

务理事；推定委员 21 人：徐恩曾，韦以黻，曾镕浦，吴震修，张剑鸣，杨承训，金士宣，

侯家源，吴保丰，赵祖康，刘传书，许行成，张小元，朱其清，郑方珩，朱雷章，盛祖江，

张轶欧，潘铭新，康时振，蒋以铎。7 月 12 日，交大成都同学会（沪校、平校、唐校）成

立，有会员 60 余人，理事监事由阳铭世、沈蕃、徐勘五、李应元、朱执钧、洪孟孚等人担

任；张应熊、江大源为候补理事；王道容、朱大钧、袁术声为候补监事。 

    1937年元旦，黎照寰校长为《交大校友》（创刊号）撰写发刊词，《发刊词》说：“吾校

成立已四十年，历来校友同学不可胜数。上海、北平、唐山各学院均各有同学会，而服务各

地者亦各有同学会，可谓盛矣！其间联络感情，沟通消息而赖以互相扶助者正多。顾各地会

与会之间，犹未能声气相应，遂于今年嘱校友通讯处发行《交大校友》，暂定为季刊，其目

的即在使学校与学生及各地之校友会、同学会得以联络，如晤言一室之内焉。惟值创刊之始，

内容自未充实，所望海内同学不吝指正则幸甚焉。”唐懋撰文说，交通大学校友会拟扩大组

织，在全国 14 个分区建立分会，各分区视校友人数多寡，设分会一处或数处。这 14个分区

（或分会依次）是：京畿特别区（总会）、苏皖区（第一分会）、闽越区、粤桂区、齐鲁区、

宛洛区、湘楚赣区、川滇黔区、冀察绥区、秦晋区、陇右宁海区、蒙新区、康藏区、关东区。

“拟扩大组织”的目的是：“厥在联络情谊，促进校友之团结，以研究交通学术，如大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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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修齐治平之阶梯也。故各区校友之升迁，调补，嫁娶，疾病，死亡等等一切动向，与其家

属人数，生活状况，及嫁娶，疾病，出生，死亡，等等一切人事变迁，皆须各分会随时详细

调查，登记，按月呈报总会，为编印校友录之资料。每年春秋两季，开校友大会时，可斟酌

当时情形，轮流在各分会举行之。使各区校友皆有到会出席之机会，则各校友虽隔离南北，

远距数千里，亦常有会晤之期，其情谊乌得不日增，团结乌得不日固哉。”3月 27日，交大

前学监福开森博士抵达杭州，受到杭州南洋同学会的热烈欢迎与款待，周象贤市长致欢迎辞。

4 月，武汉同学会举行大会，到会者 100余人，聚会由主席邹恩元主持，李国伟先生以“中

国棉业概况”为题、凌鸿勋先生以“母校暨今后展望”为题发表了讲演。 

    1941年 1月，因抗战在西南后方重庆设立了渝校，内地校友发起组织交通大学（上海、

唐山、北平）三院校友联合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同学总会”。11 月 13 日，在重庆交通

部召开同学大会，到会 500余人，通过了交通大学同学会总会章程，并成立重庆分会。推选

钱凤章、柳靖宇、邓乃鸿、熊昌、吴华庆、张明德 6人为候选委员。 

    1942年 3月，交通大学同学会衡阳分会成立。5月，交通大学同学会在渝宣布成立，第

一届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总会会址暂设陪都九龙坡母校。会长是韦以黻；副会长是

吴绍曾，李中襄。理事是：凌鸿勋，侯家源，杜镇远，吴保丰，袁伯扬，金士宣，薛次莘，

茅以升，庄焕智，赵传云，陶凤山，徐恩曾，徐承燠，胡传渊，刘松俦，许行成，张剑鸣，

王光。候补理事是：杨毅，赵曾珏，裴益祥，钮泽全，宗之璜，沈祖衡，顾毓瑔，欧阳仑。

监事是：赵祖康，萧卫国，谭耀宗，朱一诚，李俨，徐百揆，康时振，朱善培，钱其琛。候

补监事是：许延英，吕季方，龚坤，骆美轮。通过《交通大学同学会简章草案》共 5 章 24

条，第 2条规定“本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学行为宗旨”。 

    1943 年 3 月，召开交通大学同学会第二次监理事联席会议，议决干事部人选，推定钱

其琛为总干事，袁伯扬、钱凤章、李光勋、徐百揆、吴华庆 5同学为干事，并设立总务、调

查、学术、会计、联谊、出版等 6组，以利工作。校友支秉渊代表魏如、钱义畲、支少炎、

俞炳昌、陈望隆、余其渊、许绍高等旅祁同学致函渝校吴保丰校长，表示为母校捐赠“二八

式煤气引擎及六尺车床各一具。目下时价，前者值 18万元，后者值 3万 8千元”。9 月，交

通大学同学会做出决定，一是号召各位校友为重庆总校每人至少捐书一册，“藉济书荒”；二

是密电上海校友，设法“辅助沦陷区教职员同学内迁”。交通大学同学会积极响应“为母校

献金运动”，各校友热心捐助，捐款达 689700 余元，超过原定数额（40 万元）之目标。另

外，新中公司捐献引擎车床等设备，估价超过 218000元，决定以 40万元献于总校，其余献

于贵州平越分校。 

    1944年 1月，交通大学同学会编印的《交大友声》（第 1期）正式出版，发表由萧友梅

作曲的《交通大学校歌》，以及吴保丰的《干枝并茂兄弟相亲》、《交通大学同学会成立经过》、

《交通大学同学会简章草案》、《贵阳同学会年会盛况》等。 

    1945年 12 月，交通大学福州同学会正式成立。 

    1946年 3月，交通大学同学会开会，因原文治堂“颓旧窄隘”，仅能容纳 500 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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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交通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重建新文治堂，推举赵祖康、赵曾珏主其事。5月，由上海同学

会发起，交通大学同学会召开理监事会议，议决成立筹建文治堂委员会，推举王绳善为主任

委员兼劝募组主任，袁丕烈任总干事，徐谢康任财务组主任，杨锡镠任建筑组主任。分设土

木、电讯、电力、电工、公路、铁路、机械、邮航、纺织、银行、工业、商业、农业、管理、

教职、学生等 88 个分队。又按国内外区域，分南京、杭州、重庆、昆明、武汉、港粤、平

津、西北、青岛、台湾、美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等 37区。目标是募集 30亿元。 

    1948 年 5 月，为重建文治堂，先后向交通银行及中国农民银行借款四十亿元，并经老

校友王孟钟先生先垫付三十亿元，不计利息，“于是全部土木工程，可告一段落”。预计大元

公司至八月份，三期工程可完工。但室内外粉刷、地板、门窗、水电、传声、电影等仍需募

捐二百亿元。同学会号召普遍募捐，争取平均每人捐款二百万元。7 月，《交大友声》出版

《新文治堂筹建专号》，发表唐文治、凌鸿勋、王绳善、赵曾珏先生参加新文治堂奠基典的

照片、第二期工程竣工时之新文治堂照片，标志在广大校友和交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克服了时局动荡造成的重重困难，新文治堂基本建成。此外，1920 级校友还捐赠了级际赛

足球杯，1929 级校友捐款重建了毕业纪念钟。 

    凡是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友与母校的关系，在学校长期的办学历史中，都逐渐沉淀了厚重

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大学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而众多校友的故事则是交大“培

养人才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友资源在支持学校发展与共享社会资讯方面，具有十分重

大的作用，让我们大力发扬“联络同学情谊，交换知识，砥砺学行，发展母校”的校友文化，

高唱《同学会聚会歌》，“岁岁今日聚一堂，情话绵绵新旧雨，同声敬祝共举觞，祝我母校万

万岁，我会并寿寿无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