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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紐約清晨只有攝氏十來度；寧靜的碼頭在破曉時分醒了過來，聆

聽遊輪上一疊聲溫馨的道別、叮嚀、祝福、與期盼。是的，這群北一女中畢

業四十五年的同學，度過兩三個星期的重聚假期，在即將分手前，殷殷許願

來年再聚首，以延續這回滿溢感恩情懷的校友歡聚。 

 

主辦人找對組長  同學們來去曼哈頓 

 

北一女 1973 級 45 重聚，由楊靜芬主

辦；同學們期待著 "美東巴士團 + 遊輪

團"  的豐實行程，紛紛集合紐約，開始

了談心敘舊、賞楓旅遊。(九月三十日 - 

十月六日長汎巴士團：紐約出發、尼加

拉瀑布、千島湖、波士頓、紐約曼哈

頓；十月七日 - 十四日遊輪 Norwegian 

Escape 團：由紐約曼哈頓遊輪碼頭出

發，停靠豋陸四個港口，緬因州波特蘭 

&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加拿大聖約翰 & 

哈利法克斯，返回紐約港。)  我于十月

四日由波士頓加入巴士團，聽一些同學

陳述尼加拉瀑布之旅、坐船遊瀑的恢宏氣勢；接著聽說靜芬曾數度返台與長

汎當面交流，得以安排乘坐舒適的大巴、在瀑布上觀景的旋轉廳用餐、享用

波城的鮮美龍蝦等等；也聽靜芬回覆「其實我沒做什麼啦，只是找到三位能

幹認真的組長。都是她們和團隊兩年來日以繼夜的功勞。」後來在遊輪上的 

45 重聚歡迎會中，靜芬致謝時介紹註冊組林美齡、出版組高幼蘭、節目組

王曼雯，大家便認識了組長以及龐大的團隊，對她們在台上台下、忙進忙出

的身影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感受。 

 

靜芬與我是住在亞特蘭大十多年的小同鄉，雖然我這次幫忙不足，仍然知她

有餘。靜芬對北一女、對台灣那份深厚的情愛，經年發酵催化，讓她全力以



赴，為母校與家鄉推展演出機會、廣結賓友，六年前她在亞特蘭大硬是平地

起高樓，成立了「美東南區北一女校友儀隊」；成軍後僅三個月的「磨

練」，校友儀隊在國慶酒會上首次英挺登台就贏得中外賓客的讚賞佩嘆！靜

芬一旦發揮魄力與媚力  (呵呵，且看她回眸一笑時那圓嘟嘟的腮幫子)，金

石為開。在大巴上曾聽趙美璐追憶三年前的 60 慶生逍遙遊，那時靜芬微醺

之際，豪情萬丈地承接了主辦 2018 年重聚的任務。想來，靜芬成立校友會

儀隊的英勇餘波，也是促她允諾接棒的動力之一。 

 

這次美東巴士團所遊訪的波士頓、紐約，都是美國古老而至今依然興旺的大

城，有些景點很能反映殖民時期與開國年代的歷史，見證美國當年宣布脫英

獨立，並非創作一紙獨立宣言就立國的。遊輪停靠的幾個港口地緣上與波士

頓港、紐約港不遠，彼此密切友好。岸上遊的大巴導遊擅長說歷史：儘管哈

利法克斯 (簡稱哈城) 在十八世紀曾是英屬軍港，提供皇家艦隊於騷擾新美

國的港口後北返修護補給，而今 2001 年 911 事件爆發當天，哈城立即動

員、接待了八千多名飛航經過紐約的乘客；導遊也追述更早 1917 年哈城港

口的貨輪相撞引爆，波士頓當天派火車隊星夜北上、援助救災，後來以哈城

為省會的新斯科舍省每年送一株最美的耶誕樹給波士頓。沒想到「巴士團 + 

遊輪團」的旅程，讓我們分享了這兩國溫馨的友誼故事。 

 

歡迎會上 小狗蚊子同熱鬧 

 

登上遊輪第二天的歡迎會，非常北一女。大家重溫唱過三年的校歌時，不由

想起光復樓，憶著走廊那頭江學珠校長的辦公室。我們高一上是江校長在校

任職的最後一學期，能親炙校長為人與治學的風格，是 1973 級一樁幸事。



會上也為十月份生日的同學慶生，推出美美的大蛋糕讓她們先睹為快；主持

人又讓姑爺們連桌子帶蛋糕給全收走，待會兒大家一起吃。 

 

這次出席的同學有八十多位，分別從台

灣、美國、加拿大、中國、新加坡各地飛

到紐約集合；而實際上我們的團加上姑

爺、家人、親戚、朋友等，約一百五十

人。姑爺們總是笑瞇瞇的參與在旁，猜

謎、成語、帶動歌舞等等；見有幫忙的機

會便自動進場協助，掛高舉重、拍照錄

像，詹若舉的先生還負責兩場的音效。後

來得知有位姑爺從加州出發便一路幫過

來，真的是「感謝姑爺！」 

 

歡迎會在校歌、致謝之後，由王曼雯和迷糊闖進來的沈元元開場。這兩位搭

檔真是絕配，她們一個眼神，就是一齣戲；非有神來之筆，寫不出她倆如何

在幾分鐘內，將全場點化成充滿想像、機智的兒童樂園。不過頓筆也能感受

到，人人彷彿回到二八年華的清純天真，沐浴在綠園時代的友誼與夢想中，

自在的表演跳蹦，開心的大猜一通。 

 

《請問芳名》《急智成語》《海草舞》先後上場。隊長不得講話，只能比手

畫腳將抽到的姓名演示出來，隊友則環視全場找靈感。有不少頗具創意。表

演者皺眉、右手往左膀子上猛一拍，隊友立即喊出「文」或「雯」，那隻本

尊「蚊」子只得閃一邊，再怎麼愛昆蟲也不會以蚊為名吧。有同學輕托粉

頰、另手為鏡，做攬鏡自照的模樣，還沒照清楚眉眼呢，已答出「趙」來

了。有位隊長雙手圈攏著嘴，表演小狗叫，隊友一「汪汪」她便抬手表示二

聲，眾友馬上領會「喔、姓王。」還有一猜亦默契十足。演示者輕扯衣領，

隊友毫不遲疑地喊「領子」，示者抬手示意二聲，「啊、姓林。」題庫是重

聚同學的名字，以上諸字都成了經典，而且大家的演和猜都愈來愈快，隊長

若自覺抽到「難題」可以換抽，表演不限定字的順序，以爭取「快」為致勝

秘訣。比如林淑貝抽題、蹙眉、扔回去再抽，隨即比畫第二、三字是小小的

圓圈，隊友們「沈元元」之答立即響起。 

 

我們這群來自北一女二十個不同的班。從登上遊輪大集合開始，除了全體的

歡迎會和惜別會之外，同學們另約小團體相聚。高中三年分在不同的班，加



上小學、初中 (我輩是台灣初中聯考的最後一屆)、大學又各有校系，住台

灣時的同鄉、在美國居的同州，這麼排列組合下來真有不少的聚會；好友聚

在遊輪高層的自助大餐廳裡許多圓桌、長桌區，或幾個主餐廳、幾個風味餐

廳、泳池畔的休閒區等，只要端杯飲料坐下，就是美麗心情的開始。 

 

歡迎會後小聚，淑貝說起比手畫腳並不容易。她先抽到我的名字，一看三個

字，心中完全沒譜，趕緊換一個，幸好是簡單有特色的。嗯，至今我仍琢磨

著，如何演示那既熟悉又常寫的名字。  

 

為參加同學會 喜讀資訊忍痛復健  

 

「參加這次活動，對我來說太重要了！」王娟娟娓娓道出緣由，那誠摯的語

氣令人動容。娟娟去年就報名了遊輪之旅，後來發現膝蓋疼痛需要治療；今

年三月她決定動手術換個人工關節，七月九日手術之前她猶疑的再次請教，

醫生鼓勵她手術後好好做復健，參加十月份同學會是沒有問題的。娟娟盯著

困擾她正常活動的膝蓋，想起十五年前的 30 重聚，那時能與同學們大跳

《漢滿蒙回藏》呢，於是勇敢地接受了手術。 

 

膝關節或因過度使用或因受到傷害而需要養護甚至更新。十多年前，我曾兩

次照顧家母於膝蓋手術後做復健，眼看母親在承受傷口疼痛與藥物副作用的

雙重干擾下、咬著牙以堅忍的毅力去完成復健的整個過程，我幾次閉眼不敢

多看，不容易啊。果真，娟娟說手術後第一個月幾乎快得 depression，整

天無法出門只待在家裡，吃止痛藥、做高難度的復健動作；幸好，不久便開

始收到參加重聚同學們交流的大量資訊，無論是 email 或是 Line、以及校

友聯絡部落格，都讓娟娟很開心，只要一看到來了新郵件，什麼疼痛都忘

啦。這點我有同感，出版組高幼蘭在部落格上不時更新資料，暑假時還加了

碼頭、港口的氣溫衣著等建議，讀下來忘了疼、也忘了追劇。 

 

「呵呵，真的就是要很感謝靜芬，有這同學會我才有 incentive 做復

健。」娟娟發自心底開懷的笑很具感染力，幾位享用早餐的同學都理解微

笑，我也覺得自己微痠的膝蓋似乎輕安了些。此後娟娟只要想到這聚會就很

快樂，宛若有股溫馨強大的力量引導她努力復健，復原的進展變快了，她與

三個小孫子 (一到四歲) 的互動漸漸增加，她更加期待能與同學們相見的時

日；二十回的復健，從疼痛與難挨的苦差事變成愈來愈輕鬆的運動。娟娟的

膝蓋逐日強壯，原本先生打算陪她前來，後因婆婆臨時住院而無法同行；娟



娟與同住加州的林麗雲夫婦、陶怡明一起飛往紐約，一路上都是麗雲的先生

幫忙提行李，娟娟非常感激麗雲和姑爺全程相助。 

 

這時我發覺坐餐桌對面一直微笑的麗

雲，很想確認她就是兩天前龍蝦餐上

讓我拍照＜龍蝦三友＞的同學。是

的，他們正是攏著笑意提著龍蝦的三

位。娟娟接著說她如何幸運的每個港

口都上岸遊，搭乘不同的車遠近遊

覽、吃龍蝦，或與新認識的同學如周

曉梅等約著逛街、逛市場，她坦然接

受大家親切的協助，乘車上船都讓她

優先、免排隊，隨時幫她拎背包、提手杖，有回陶怡明觸摸她左膝感覺溫溫

的，提醒她要冰敷。回想歡迎會那天，娟娟說一早出房門就在船上到處交友

活動，12 小時受到許多照顧、都沒有回房間，太快樂了—不過，要記得冰

敷！看她滿臉幸福的神采，全然小女孩等了三個月、願望實現那刻的純真歡

喜。娟娟細數，回家後要繼續完成剩下的四回復健。想娟娟完全復原後，大

約等不及要跳《漢滿蒙回藏》，或是，這次觀賞的《海草舞》？ 

 

這天能聽娟娟一席話，應了心想事成。日前聽說有同學三個月前做膝蓋手

術，剛走穩些就堅持要來與會，好勇敢的女孩。後來吃龍蝦時拍過照片，可

遊輪上有艙層二十遊客四千，吃喝娛樂項目多，若不約好很難碰面，連日裡

想著如果有個「巧遇」可免我冒昧打電話；星期五悠閒早餐後回艙房，想著

巧遇、巧遇、眼前一亮，迎面走來的正是勇敢女孩和幫她拿拄杖的張宛玲。

我真幸運。 

 

 

 

 

 

 

 

 

 

 



穿燈籠褲 既忠良又酷 

 

大家在遊輪上、在陸地上，有時聊著聊

著就回到高中幾年的時光甬道。當年並

不老舊的光復樓是我們進出一女中的記

憶大樓，課堂上多位老師的經典名言各

有粉絲，楊齊、蔣森、洪淑美、周素珠

等至今不但鏗然複誦，並以多年的歷練

來體認詮釋，引人感悟省思。聽好友們

直憶溯往四十五、七年，人事物記得清

又說得好，不禁想著該練練頭腦，就從

回想這次的旅遊點滴開始吧。 

 

那天秋陽暖照，我們漫步紐約中央公園，塘上拱橋水面戲鴨，大家在不見高

樓的清幽景致前留影，神怡心爽。隨後在公園南邊欣賞雕塑，一尊莎士比亞

立像在陽光下衣履分明，我為了拍照的光線角度在莎翁前徘徊；林淑貝、翁

淑真、王秀玲等人悠哉踱來，淑貝抬頭一看就問，他怎穿我們燈籠褲？塑像

的莎翁服飾雕刻得很講究，「燈籠褲」一道道細密的針腳分毫盡現。幾人嘻

哈後同意淑真所言，當年的運動褲如今看來挺「酷」的；這時靜芬說了一

句，十五年後她妹妹那屆，改穿運動緊身褲了。哦，燈籠褲改掉了 … 

 

後來大會上王曼雯提到報名成團的事。最早報名的是蔣森、高幼蘭，同學為

她倆大力鼓掌。報名最踴躍的有支持楊靜芬的良班，以及忠班；接著曼雯環

視了全場又說，我們其他班都排名「忠、良之後。」 

 

聽著忠良之後，思緒飄往我校燈籠褲已成絕響、莎翁像還穿著它，不覺莞爾

之際又全然陶醉於同學們帶動的愉悅氛圍。散會後猛然醒悟，我忘了詳問台

上載歌載舞同學們的芳名。只知道范增玲和北加州的海草公主、呂瑛與褚文

琴等台灣來的玫瑰佳人、江妙應與紅粉女郎、瀟灑枕頭娃及伴唱王子，引領

全場動起來；《海草舞》《癡情玫瑰花》《再回首》《瀟灑走一回》，讓大

家坐聽《成語》或飽食餐點後，離開椅子舒舒筋骨、融入曲樂。 

 

唱舞之間想起兩位上台演出的室友，在曼哈頓是王豐惠、遊輪上是陳素香，

提過這次表演都個別在家練習，最後才聚會一處大團練。想當年大家身處同

個校園，下課便集合操練；如今大隊人馬散居各處，演出前的排練是個挑



戰。而妙應卻是急就美章，她召集良班總動員，自己先買了布縫製大枕頭

套，揣摩同學們回首高中、瀟灑走過耳順、體驗人生、總有不同樣貌，便將

之畫成枕頭娃，把這道具從芝加哥帶往遊輪；上了船才爭取每天晚餐後聚

集，妙應編排了現代舞與紅花們練跳，郭信惠指揮綠葉們練唱，就這麼練幾

回便在惜別會上表演。如此即時出成果的功夫，比美當年的準備月考，酷。 

 

那天分組競賽帶數字的成語，從「九」、「三」開始，說到「一」的時候節

奏緊湊，王曼雯還加快拍子為兩組評說：哦「一表人才」求親來了；可人家

看你「一事無成」呀；好個「一身是膽」、鍥而不捨呢；唉、要你「一諾千

金」啊；果然「一舉成名」取得功名來了；嗯、這時候「一見鍾情」了；

哈、想要「一箭雙鵰」嘍；對方要「一心一意」「一生一世」嘛；哎喲、都

「九死一生」啦！成語串出劇情來，早年若給吳兆南和魏龍豪聽到，立即請

去寫相聲段子嘍。 

 

遊輪活動除了我校兩場聚會，另有許多安排。我和林美智的女兒 Angela，

談過船行海上的時光；清純秀雅的 Angela 覺得活動豐富精彩，也很欣賞劇

場裡幾齣表演的劇情、歌舞各有特色。 

 

紀念圍脖的妙用多 親人故事的歷史長 

 

有天大清早在餐廳遇見戴著北一女圍脖的校友，徐宇瓊。相談之下得知她家

四代有九個人參加遊輪團，她的母親、弟弟、長女夫婦、次女攜一女一兒、

以及幼女，老少都很習慣船上的安排、下船自由活動。早兩天停靠波特蘭

時，大女婿租了車自駕遊，載全家遊景點、逛商場，好玩的都沒錯過。她母

親高齡 86，神采奕奕地告訴我「很歡喜！」我開心地拍拍伯母，「健朗楷

模」。 

 

多看一眼宇瓊的「圍脖帽」，我實在好奇。原來她把筒狀圍脖的一端塞成毛

帽頂的樣式，另端捲兩折，往額頭上罩至眉宇，完全像頂毛帽子、而無圍脖

風貌。若不是有成片「北一女」的篆書，一時還真認不出這就是重聚的紀念

品。 

 

對圍脖的興趣來自室友陳素香。一天素香收拾衣物時拿起圍脖試戴，並對我

示範套在脖子上的圓筒輕柔可伸縮，「這樣，前面拉高像口罩；來，後面也

能拉上來當頭套保暖 … 」看素香只露雙眼，頭、臉都給繃的圓不溜丟，就



像電影或武俠小說裡的神秘客，我再也忍俊不住，笑得腰直不起來，兩眼更

笑出淚花閃閃。 

 

說到素香，想起她也有大家族同來捧場，堂兄、堂姊等八人，連她也是九個

人的大團。素香去年很早報名，我有幸加入當她的室友，免去迷糊慌亂的作

業考試，因早年搭乘遊輪沒什麼電腦作業，繳費取票就萬事敲定；而這趟遊

輪似乎極愛電腦，一時開戶、一時優惠選項、一時預定這、一時預定那 … 

對我這只用電腦讀報、收郵件、其他能免則免的人來說，挑戰性猶如考聯

考。幸好素香一人做我們兩人用，直到上個月的線上報到一定得親自處理，

素香寫 email 來提醒並提說重點。上船之後，一些晚餐、幾場表演都安排

妥了，我跟著素香走，吃香喝辣聽歌賞舞；也看她在大會之前先去會場幫

忙，遊輪進加拿大要更改時區、她幫著打電話給幾十個艙房提醒。 

 

每次重聚活動中，北加州的校友出力甚多，她們上台獻藝、下台打理，總得

散會回家了才得輕鬆休息吧。 

 

遊輪泊船後即可上岸遊。素香早將四天的行程登記有序，我們持票集合、下

船、上大巴，開始個導遊與司機引領的歷史古蹟課，外加當地不可錯過的美

食 (可為午餐和伴手禮的參考)。最後一天的岸上遊是哈利法克斯 (哈城)，

城裡有個鐵達尼號墓園，埋了一百多位船沉的遇難者。那天微雨迷濛，抵達

墓園時雨滴唏哩唏哩；為免路滑膝蓋吃力還得撐傘，我待車上與司機閒聊，

也透過大窗看秋葉，斑斕的色彩美得如夢似幻。當年鐵達尼號沉入北大西

洋，距離最近的陸地是加拿大東岸，許多當時沈船的研究資料，都保存在哈

城的博物館裡。 

 

那晚回到遊輪上，和素香談鐵達尼、談 911，不覺間說到災難的倖存者。素

香停頓一下想了想，「其實，我父親就是長崎原爆的倖存者。」素香的父親

陳新賜醫師，原子彈轟炸時正在長崎醫科大學實習，多名同學被炸身亡，陳

醫師很幸運的躲過一劫，但回家發現妻兒三人都不幸罹難，二戰後他提著三

罐骨灰離日返台。我們沈默一會兒。陳醫師回到美濃後重組新家庭，養育四

個子女成人，為醫界、學界服務。陳醫師享壽 103 歲！生前曾接受訪問，

以耆老身份談原爆倖存的經歷。我聽著，想大災難後有如此的事蹟延續、幾

代人懸壺濟世 … 陳醫師曾告訴兒女，他記得強光、巨響時背後有支大柱

子 … 我願相信那是德善厚積的樑柱，蕈狀雲後也有金邊，給人們一絲極微

而有力的感恩希望。 



 

《歌聲滿行囊》有我們心靈的感動 

 

回想這次籌辦活動的團隊出錢出力，不但沒讓同學們繳什麼註冊費、還分送

禮物。在惜別會上抽獎，多人得到校友捐贈的禮品，註冊組長美齡也以抽出

船艙號碼的方式將大團體報名的回饋金分給一雙雙室友，十份五十元的以及

五份一百元的幸運獎。有些班級多人中獎，班友合影喜歡站在高掛的重聚橫

幅前，原來橫幅「北一女 1973 級 45 重聚」出於默默工作的出版組之手。 

 

離開郵輪前一晚，我們得到口訊要回收名牌的掛袋，這對於日後使用此袋的

校友、以及環保而言，都是細微而體貼的做法；抽出印著班級、名字的綠色

紙牌，想那製作的同學，出版組王雪貞，得花不少精神核對姓名，細心且耐

心。早些，同學們報到時，郭信惠發給每個房間三十元的遊輪退款，很貼心

地分成十元、五元票子各兩張。正如惜別尾聲時曼雯說的，以一首《月亮代

表我的心》表達工作小組的心意。 

 

同學們分別多年，感受的力度更飽滿。紅粉女郎「回首」之後，退場換裝成

枕頭娃好再上場「瀟灑走一回」，間場的三分鐘安排郭岱宗講話；郭老師人

生體驗豐富，只說幾句話便讓一女中的「傳承」落實。和班王美悧靜靜聽

著，堅定了她想為同學會服務的初衷，決心接下主辦兩年後校友重聚的任

務。靜芬可以交棒了。 

 

由靜芬的性情言辭中，可體會她對「我當初接下主辦並沒有經過她們同意、

可是同學們都全力相挺」的良班、以及一年半前她對「如果可能請早報名、

巴士與遊輪都需要基本人數和艙房才讓我們成團」最初創團的二十人、十六

間房，心存多麼深摯的感念。 

 

事實上，同學們認為這樣的兩團活動安排有彈性，不少人提前早到、或會後

多留幾天，讓行程延展順道遊、面晤更多親友。蔣森的好友戴淑姬 (夫婦倆

參加了巴士團 + 遊輪團) 於遊輪轉回紐約時發出感慨，全程旅遊設計的太

精緻太豐富了，要向主辦人至最高敬意，她也覺得我們同學好團結。 

 

敲鍵至此，想著你我。你我眼中永遠的小綠綠，歡度了「旅遊很知性、談心

多感性」的假期，身心得以全方位充電，幸福，知足。 

 



記得吧，惜別會最後一曲《歌聲滿行囊》帶動的歌唱裡，有我們依依不捨、

滿載心靈感動的 45 行囊。 

 

 
 

 

 

 

 

 

 
 

 

 

作者: 陳翠英，筆名羽嚴，現居美國。北一女中 1973 級儉班畢

業，師範大學化學系、留校任助教，隨後赴美就讀密西根大學理

學院。畢業後流連大湖區、任職固特異 Goodyear 俄亥俄州，

2004 年八月退休，遷往南方 Atlanta 喬治亞州。閒暇時喜愛旅

遊、任國際或州際科技獎評審、閱讀及寫作，散文作品曾獲梁實

秋、新世紀華文、孟郊等獎項。目前潛心徐學 (徐霞客) 研究以

及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