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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園，位於悉尼市中心的黃金地段，距悉尼塔和海德

公園僅一步之遙，是被譽為悉尼市最佳最經典的廣式粵菜

酒樓。12月18日，祝賀黃慶輝先生百歲晉一嵩壽晚宴就

在這裡舉行。

宴會由悉尼著名文化人曉帆主持，近

兩百人出席，主要嘉賓有：林晉文伉麗、

孫鐵成伉儷、何沈慧霞、王海光、林志明伉

儷、何與懷、許耀林、丘雲庵、游龍、左

戎、陳慧伉儷、李衛國、陳玉明伉儷、陳日

坤，還有來自堪培拉的嘉賓黃俊瑜、吳鵬

輝、福原明，以及文學藝術和書畫界嘉賓：

譚文華、顧崢、唐培良、布文、張青、黃少

石伉麗、黃文麗、李愛民、黃瑜、任靜敏、

沈鋒、張琦、劉宣儀、李松石、王香谷伉

儷……等。

黃慶輝老先生於1922年在上海出生，

祖籍廣東普寧人。曾在上海和廣州求學，是

中共建政之前老廣州大學的高才生，後又成

了上海財經大學的畢業生。步入社會後，一

直幫助家族的企業經營生意，經歷了時代潮

流的變遷起伏，於1987年移民來到澳洲。

黃老到澳洲後，除了經商，還熱衷於澳洲華人文化活

動。最為人稱道的，是組織了1994年的“澳洲華裔迎春

聯歡晚會”。他通過各種渠道，邀請了一批當時中國頂級

的藝術家來澳演出。

作為一個傑出的僑領，黃老為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了不

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貢獻，於2015年獲得了澳

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敬頒的“澳華文化

界傑出貢獻獎”。2022年，黃老新增加兩項榮

譽：一是他家庭榮獲“2022模範孝親家獎”；

二是“多元文化社區服務終身成就獎”。

晚宴上，一百零一歲壽星公黃老精神矍

鑠，先後作了三次講話，還意猶未盡。壽星傳

授了長壽的四大秘訣：天天高興、樂觀豁達、

注意寒暖、順其自然。

何沈慧霞、何與懷、林晉文、李衛國和孫

鐵成等嘉賓先後發表即席講話，送上對壽星的

祝福。杏園酒樓董事長馬莉女士也作了熱情洋

溢的發言。

晚宴穿插著彈奏演唱娛樂節目。其中澳洲

京劇院長弘妃獻唱了三首折子京劇以及名歌《

上海灘》。

切蛋糕，唱生日歌，是晚宴的高潮。大家

再次祝賀黃老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祥雲飄澳空，松鶴映天紅
悉尼各界祝賀黃慶輝先生百歲晉一嵩壽

■一百零一歲壽星公黃
老精神矍鑠，在宴會上
先後作了三次講話。

福如東海水，日月星辰呈祥瑞，

壽可平黃山，住世神明五百年，

文名高北斗，丹青水墨染歲月，

品德如松柏，僑界佳話傳兩岸。

多才又多藝，睿智親切愛同胞，

辛勞伴一生，回饋社會講奉獻。

淡雅入詩書，與世無爭思哲理，

世事入豁達，寵辱不驚順自然。

曾經滄海水，目送魂穿千帆過，

也曾駕浮雲，幾度風雨雪如煙。

壽比黃山（為黃慶輝先生101歲生日而作）塵  埃

百轉幾千折，跌宕不羈寫傳奇，

陽光照自信，秋來何懼銀髪添。

人能百年壽，

可比鐵樹千年花。

先生百已過，

堪比仙子降人間。

吉星照黃歷，

如意人生充滿愛。

生命當慶輝，

福壽康寧寄雙全。

瑤池春不老，樂享遐齡，天增歲月人增壽。

樽添新歲酒，命共天地，一百零一人若仙。

白猿敬蟠桃，長生無極，瑞世當應滿庭慶。

生命誠可貴，果獻自由，日月同輝合家歡。

■黃老在宴會上。

聖 誕 即 將 來
臨 ， 我 何 不 寫 一
點應景的文字。

在 西 方 住 久
了 ， 對 西 方 的 聖
誕文學稍有認識。最膾炙人口的有一
首長詩：“這是聖誕前夕（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描
繪聖誕前夕一個孩子幻想他看見雪夜
裏聖誕老人駕著他的鹿車從屋頂的煙
囪下來，在孩子們的襪子裡裝滿禮
物，然後消失在天空中。像我這個
年齡的人，這些詩句很多都能朗朗上
口。但我想要說的卻是個怪煞風景的故
事——狄更斯的《聖誕頌歌》（Christ-
mas Carol）。

聖誕頌歌本來是慶祝耶穌出生的
福音的，後來連帶一些與聖誕有關的
兒歌，如《叮鈴鈴》（Jingle  Bells）
：描寫坐著馬拉的雪車，在原野上奔
馳的歡快心情。快到聖誕各種團體都會
組織聖誕頌歌的晚會，有的還會請到知
名歌星或影星出台演唱。《聖誕頌歌》
喚起的印像本來應該是輕鬆愉快的，但
事實上狄更斯卻讓我們失望了。他寫的

聖誕頌歌：狄更斯的寓言
蕭  虹

如 果 我 們 站 在 未 來
的角度去看歷史，或者我
們站在歷史的角度去看未
來，對於同一件事，我們
得到的結論會有什麼不同?當我們抽去
了時間，空間是否可以疊加？

一切都不是巧合！是的，一切都
不是巧合。

在悉尼東區的一家叫達林頓的畫
廊裡，正在舉行畫家荒園的第二十五
次個人畫展，各界名流彙集一堂，在
前草坪上一個簡單的香檳酒會後，各
位嘉賓及畫家本人致詞後，畫展正式
開始。人群開始慢慢地走進畫廊。詩
人布魯作為名流，應邀出席了畫家荒
園的畫展開幕式。不久詩人來到一幅
畫前，畫面上一個老人正坐在草堆上
彈吉他，他一身黑衣黑褲，腳蹬一雙
黑色氈鞋，頭戴一頂黑色禮帽，花白
的大胡子在藍天的印照下，閃著銀色
的光……

畫家荒園正站在一幅叫做《聽
琴》油畫前，向著幾位熱情的記者介
紹這幅作品。當談到這幅作品的創作
靈感時，他談起了一個奇怪的夢。

那是一片廣闊的草原，陽光和煦
地灑在金色的草地上，一個穿著黑衣
的高個子男人，騎著一匹棕灰色烈馬
奔馳而來。他正和他的同伴們，趕著
一群牛，向南方而去……

他總是夢見一個黑衣人在他情
人死去以後，孤獨地坐在馬廄裡的草
堆上彈吉他，他彈奏的那首悲傷的曲
子，讓人從心底裡發出一種悲鳴。他
總是看到他的情人，穿著白色裙子，
手裡拿著一手紫色的薰衣草，迎面跑
來。

畫中的老人叫約翰。畫家說，
在夢裡大家都叫他這個名字。四目相
對，詩人覺得老約翰正想跟他說話。
他有著一種感動，那是一種飽經風霜
的沉澱，是歲月的劃痕。

詩人詠誦的詩句，從心底裡流淌
出來……

與你互動 告訴你
屋外的樹木花草
隨你的吉他舞蹈 他們要喚回
那些已經遠去的風和雲

日落黃昏 萬物靜了下來
如同我們用夜色抵達的眼神 停留在
這個疲憊之後無風的寂靜裡
瞬間詩人感到周圍的人都不動

了，他耳旁也沒有任何的聲音，他一
點點地向地下陷了進去。突然他站在
了老約翰面前。他意識到有一種傳說
中的事情正在發生，穿越……

老約翰喝了一杯兌了蘇打水的威
士忌酒後，拿起了掛在牆上的吉他，
走出了屋子。他坐在屋前的粗木長椅
上，開始彈奏吉他。下午的陽光照射
在他身上，和諧溫暖，風輕雲淡，這
是一個美好的下午……

隔州隔境自駕旅遊，多麼自在
的生活呀！如今，對詩和遠方的憧
憬大可瞬間實現，一張互聯網，一
方票據二維碼，一個汽車方向盤便
可解決。

疫情兩年半，至少跨國境旅遊
是不行的了。而我最迫切的旅遊目
標地是以探親為主的中國。前年夏
天規劃好的回祖籍山西的深度暢游
就因為疫情而擱置，擱成了我的夢
想，擱成我這輩子難言實現的遠大
理想。

我出國游回祖國，關系到中國
的境內境外之分。依照當今語境，
境外一詞很貶義。主媒天天報道疫
情感染病例，必然點出當日病源，
必有“境外”，必牽連小民的人身
自由，斷熔國際航班，封境封城封
區封院封樓封戶封人。理由之一，
盡管多半具中華血緣，境外人士肯
定傳遞病毒！變相投毒太險惡，必
須全方位強硬以對！啊，境外！

可是身為生命有限的自然人，
無關高低貴賤，卻被迫中斷探索思
考實踐只此一次的生命不歸路，被
迫接受以病毒為幌子的霸道強權，
被迫配合並為之歌頌，止步境內，
止步境外。我無法踏足賦予我生命
的祖國，那裡被迫服從強權體制，
被迫和活著的我們分離開來。

幸 虧 ， 定 居 澳 洲 。 澳 洲 不 是
沒有封閉，而是斷斷續續，零零整
整，最嚴厲時，居民仍有五公里之
內外出購物和鍛煉身體的自由。最
嚴厲時，對不注射疫苗的人群只給
一定的活動限制。最嚴厲時，反疫
苗隊伍也可以在市中心游行。整合

所 有 的 努 力 ，
終使因疫情去世
的居民幾乎排在
病 毒 流 行 國 的
末 尾 。 並 且 ，
人們總能在相對寬鬆期遊歷相對寬
鬆的州、市、鎮。去年四月澳洲的
秋我們飛到了昆士蘭的漢密頓島，
去年六月澳洲的冬我們又飛到了北
領地的大紅岩特別區。今年一月澳
洲的夏飛去了塔斯馬尼亞，四月秋
沒飛，但驅車昆士蘭的布里斯班、
陽光海岸，接著的五月飛進北領地
的達爾文體驗熱帶旱季風情。七、
八月飛西澳，折服從北往南的紅土
風光。十月飛南澳。此外，本省，
以及聯邦首都堪培拉特區，過上個
一到三晚的短暫旅遊小假，已是數
不過來。總之，盡量不貓家自閉，
換環境，換心情，換知識，換一段
延續的生命，成全一去不復返的人
生。這些比藥物更具養生療效的旅
遊時光，又多半是和朋友們一起度
過。團結起來開心，共享熱情，我
們的幸福之狀不可言表。

可 是 ， 也 少 不 了 矯 情 。 集 體
生活意味著個人服從大伙兒。娛樂
亦然。行程，不都隨自己喜好；地
點，不全屬自定。某些成分和與生
人組合的商業旅遊團完全疊合。圖
省事的團伙游，是要付代價的。

但 也 嘗 到 歸 自 己 選 擇 與 規 劃
到實現的那部分純夫妻檔自助游的
甜頭，充分顯示老來伴的優越。昆
士蘭、西澳的布魯姆和南澳游的來
回路線與住宿，便是了。互聯網那
麼發達，近乎我們這代人期待的完

美 。 雖 然 我 等 的
成長與教育是過去
式的，嘗到中年以
後才獲知的科技甜
頭，人生也不晚。

現在，我沉浸於自定旅遊計劃。仍
然期盼朋友的熱情參與。畢竟有和
我旗鼓相當的旅遊白丁勇於跟進，
不啻啦啦隊吶喊助威！於是，我們
赴 西 澳 和 南 澳 的 旅 途 就 拉 出 了 檔
次，超越商業旅行社，省錢和更多
姿多彩。我可是嚴肅以待。

商業旅行社的種種設計和質量
依然是我們旅遊山寨的標尺。所提
供的路線地點，外加百科全書網的
信息，得以搭建自助旅遊的骨架；
不少的游記會釋放很多小訣竅。又
有網絡視頻釋放“前車之鑒”，占
先 為 旅 程 提 供 有 血 有 肉 的 印 像 佐
證。觀感尚屬間接，但觀者已經為
視 頻 主 角 所 傾 倒 。 很 普 通 的 老 百
姓，在人煙稀少的山澗海岸，在野
獸青睞的林深草高，在鬼斧神工的
大自然，儼然帝王。

在西澳的猴子麥亞（Monkey 
Mia），游入海岸與人嬉戲的野海
豚，睜著鑲嵌在滑溜腦袋兩側的笑
眯眼，跟陸地霸主搞外交，順便享
受客餐；還有神秘的儒艮和迄今為
此發現的最大一株植物、占地200公
里的海神草。而南澳的弗林德斯山
地國家公園，望不盡紅土山丘起起
伏伏，被同樣望不盡的樹木覆蓋，
這些樹獨生獨長，與同類相伴，卻
不茂林，形成漫漫紅底襯托的漫漫
綠點，我能聯想的是大地長出一張
雀斑臉，規矩而不失活潑。大自然

太會搗鼓人的審美，魅惑得人挪不
開眼睛！當然各位帝王所好不盡相
同，年青的，以自己改裝的四輪驅
動車去征服和享受山梁上沙原內的
風貌，令觀者哀嘆自己不能；年老
的，以豪車越野穩穩奔馳在荒原胸
懷，轉述一個又一個人類存活於斯
的故事，令觀者疼惜青春不再。沉
澱的知識更有嚼頭！

剛 巧 讀 了 澳 洲 作 家 考 琳 . 麥 卡
洛於1977年在她40歲之際發表的
長篇小說《荊棘鳥》，除了非常動
人的男女情愛，一把歲數的我站在
南半球這塊漂浮的大陸，為特有自
然與人文響亮碰撞所產生的文字敘
事所傾倒，流淚不止。只有用酸痛
的 腿 腳 丈 量 過 ， 以 揮 汗 如 雨 的 勁
頭浪跡天涯，從而領略大地與陽光
的恩惠，深解此書意矣！澳洲早期
移民，大多來自等級森然的老牌帝
制英國，這些被蹂躪踐踏的底層子
民，天性桀驁不馴卻崇尚自然，膜
拜土地而忽略權勢，他們以接受懲
戒的勞改者身份解押來此，或亡故
或重生，總有扎根壯大者。如果美
洲是掘金求富的冒險家樂園，澳洲
則是接受土地洗禮的勞動者天堂。
在澳洲大中城市做守法移民，但對定
居的福地一知半解，該是我生多大的
損失、多深的遺憾！在澳洲住得越
久，人會越憨樸，越容納萬物，越敬
佩生活數萬年的土著居民，越接近人
類本真。如同中國先賢所提倡的讀萬
卷書，行萬里路，就讓我等做珍愛土
地和自然環境的文明人。

盼望有生之年，實現尋愛祖籍
的夢想和理想。

喜度期頤又一春，長庚熠熠耀嘉辰。

杏園暢聚深杯共，赤子情懷福慧真。

張青敬賀

杏園祝壽蟠桃宴，賀誕慶輝綻喜顏。

追昔經商黃浦上，撫今弄墨雪梨灣。

觀光大海多風雅，眷念神州好賦閑。

坦蕩平生康且樂，虛懷若谷志如山。

陳玉明敬賀

祥雲飄澳空，松鶴映天紅。

福壽百餘歲，安康五蘊中。

慈祥心性爽，豁達耳瞳聰。

普世皆歡慶，齊來賀泰翁。

梁曉純敬賀

100歲的眼睛從不說話

卻回答了一輩子所有的問題

100歲的眼睛裡風起雲湧

人間冷暖

在這裡來去匆匆

世間故事

在這裡逐筆一生

100歲的眼睛是日月乾坤

是天地人和

是一個世紀的春夏秋冬

是三千里茫茫雪海

融化成水

是八萬里春光無限

花開四季

哦，100歲的眼睛

用你的堅毅和驕傲

寫滿山重水復的傳奇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有多少花開花謝

成了桑田滄海

100歲的人啊

是踏上征途的少年

■澳洲書法家協會會長吳𣇈雲（右二）為
黃老獻上對聯一副：

慶生名宿南山壽；輝耀乾坤越期頤。

居然有點像佛教的警世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尖酸刻薄冷

酷無情的商人，聖誕也不給僱員放
假。聖誕夜孤獨一個人度過，晚上，
夢見三個魂靈來找他：過去的聖誕魂
靈，現在的聖誕魂靈和未來的聖誕魂
靈。她們帶他去看他的過去、現在和
未來。第一個魂靈讓他看見自己從一
個窮小子吃苦奮鬥，成為一個成功的
商人，第二個魂靈讓他看到這一路他
變得唯利是圖，冷漠無情。他看到他
的僱員拿著他給的微薄薪水，一大
家人雖然很窮，但相親相愛，他們的
小兒子身體孱弱，但格外得到父母憐
愛。未來的魂靈預示未來的聖誕，他
會冷清清地一個人度過，他的周圍一
片慘淡，那個可憐的小男孩最後不治
身亡。看到這裡，他突然後悔不迭，
醒悟以往人生只能給自己和別人帶來
不幸，因此痛改前非，變得人性化起

來 。 他 為 僱 員 加
薪，讓聖誕的未來
的現實不是魂靈所
預言的那樣，那孩
子 也 終 於 健 康 地

長大，他們一家，和睦喜樂，盡享天
倫。

狄更斯以他細膩寫實的筆觸，把
商人的三個時期的情和景寫得自然而
深刻。和他其他小說一樣，維多利亞
時期的英倫形像地出現在眼前。這個
故事的主角斯克魯齊Scrooge在西方也
成為一個典故，是一個典型人物：只要
你一提這個名字，一個愛錢如命冷酷無
情的吝嗇鬼就會不約而同地顯現在大家
的腦海裡。就好像沙翁筆下的威尼斯商
人賽洛克Shyrock一樣經典。

我說這個故事像佛教的警世故
事。其實也不奇怪，這個故事的宗教
意識非常強烈，勸人為善的宗旨與我
們華人文化中慣見的那種是一樣的，
連假借神仙或鬼魂之口的做法也頗有
相似之處。只是從不同的宗教——基
督教或佛教——出發而已。這種相似
也許不是巧合吧？

空間疊加（小說）
聞  濤

一條溪流在不遠處流淌著，流水
聲不緊不慢地傳過來，這是從雪山上
流下來的溪流。面對這一片廣大的牧
場和遠處的群山，老約翰輕輕地拔動
了琴弦。那是一首叫做《亞美莉亞的
誓言》的吉他曲。

講述的是一個憂愁的寡婦，愛上
了一俊朗的年輕人，這個年輕人是當
地一位知名的吉他手。不幸的是婦人
的女兒也無可救藥地愛上了這個年輕
人，當婦人得知女兒要與自己的心上
遠走高飛時，她的嫉妒心使她難以接
受和忍受，最後毒殺了自己的女兒。

我始終把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比喻成豆蔻年華
你抱著吉他坐了下來 
仿佛要借用在六弦琴上奔跑的斜陽
開始一段新的旅程
詩人布魯穿越以後，名字叫布魯

諾。在女孩被害前，寫下了這樣的詩
句。那是一段非常扭曲的愛戀，一個
年輕男人與中年婦人之間戀情。詩人
眼裡的世界，是另外一種顏色。那個
被害的女孩長得很美，清純耐看。

當地人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說那
裡有一種蛇叫金皇冠，只是在月圓的
時候才出現。蛇是一種誘惑，一種欲
望的誘惑，遠在亞當和夏娃的時代，
蛇就已經存在多年了。據說莉莉絲是
亞當的第一位妻子，她是上帝在造
亞當的同時創造的，也是用泥土捏成
的。因為拒絕男上女下的體位，不願
臣服在男人之下，離開了伊甸園。莉
莉絲來到紅海之濱，與惡魔交媾生下
了許多子女，據說地球上的人類，大
多數都是莉莉絲的後代。為了排解亞
當的寂寞，上帝就抽出了亞當一根肋
骨，做成了夏娃，在得知亞當有了新
歡夏娃之後，莉莉絲心生嫉意，潛回
了伊甸園，變成一條蛇，引誘夏娃吃
了智慧之樹上的果實。因為她當年在
伊甸園時，上帝也規定她與亞當不得
吃智慧之樹上的果實，她知道這會觸
怒上帝，亞當和夏娃會受到懲罰。莉
莉絲為什麼不誘惑亞當？因為亞當認
識她，雖然她可以變成一條蛇，但她
的聲音亞當是熟悉的，畢竟他們曾經
是夫妻。如何再變，聲音、指紋和血
型是不變的，這是上帝的認證碼。

那條蛇的名字就叫金皇冠，她是
在月圓的時候潛入了伊甸園，引誘了
夏娃。

女人被誘惑了之後，又誘惑了她
的男人。

自由意志決定了人類文明的崛
起，宗教信仰決定了人類社會的次
序。有時不得不懷疑自由意志是反上
帝的。作為造物主，應該是以一種特
殊的能量和維度而存在。不應該是以

人這樣的形體出現。人的
體格太弱了，腦力和體力
都不行，只是一種從事體
力勞動的體格。亞當就是

被用來看園子的。
莉莉絲告訴夏娃，什麼是自由意志。
那個年輕又多情的吉他手，正是

多年以前的老約翰。他曾經對美莉莎
的肉體的迷戀，那是一個年輕俊朗的
小伙對一位成熟女性的痴情。美莉莎
是一位非常火辣的情人。這種情愛超
越一切的束縛，空氣中似乎都彌漫著
荷爾蒙的氣息。他們在山野間，在小
溪旁，甚至在樹上瘋狂地做愛。然而
當他看到美莉莎十六歲的女兒亞美莉
亞時，一切都改變了。他為她那天使
般明亮的眼睛所折服，深深地迷戀上
亞美莉亞。他知道亞美莉亞是他肋骨
做成的夏娃，而美莉莎是那個自由不
羈的莉莉絲。

我雙眼的柔和 來自落日餘暉
掃視一地飼草散落的金黃
為它們的命運在心中愧疚感慨
它們短暫的一生 供養過
我生活中的青黃不接 而我短暫的一生
供養誰呢
詩人的情感是真摯的，他見證

了亞美莉亞的死去，他見證了那種刻
骨銘心的愛。他的心為之顫抖。他見
證了失去肋骨的痛苦。在一個晴朗的
早晨，美莉莎在亞美莉亞的早餐裡放
下了大量的秋水仙堿，亞美莉亞吃下
後，開始頭暈、噁心，接著就開始嘔
吐。美莉莎把亞美莉亞扶到了床上，
又給她倒了一杯白蘭地，看著她喝了
下去。酒精加速了血液循環，不久她
就漸漸地失去了意識。在她失去意識
的前一刻，她問道：“媽媽，這是為
什麼?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是愛你
的……”美莉莎淚如雨下，沒有回
答，她呆坐在床邊，望著亞美莉亞美
麗又失去血色的臉，失聲痛哭。“你
愛上了一個不該愛的人，約翰是我
的，我不能與你分享，更不能失去
他……”美莉莎抽泣地說。這時詩人
布魯諾正好走到了窗邊。

人在死亡的時候，最先失去的是視
覺，最後失去的是聽覺。亞美莉亞在生
命的最後一瞬間，完全聽清楚了她母親
的話，她來不及痛苦，就死去了。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一輪圓月正
在天邊緩緩地升起，晶瑩透亮，美倫
美奐。金皇冠開始出現在山坡上……

時間很短，仿佛忘記了生活的羈絆
和辛勤勞作的宿命
而你琴弦上開出的杜鵑花
是否在這荒蕪的歲月裡
為春天找到一個歸宿
亞美莉亞被害的那天，那個年輕

時的老約翰，此時正在幾十公里以外
的牧場裡，趕著一批牛去市場。當天
夜裡，他露宿在野外，看護著牛群。
（未完）

旅遊帝王
              山  林

■名畫家黃文麗獻上《松鶴延
年》國畫一幅。

■名畫家徐素彬老師獻上《福如東海 壽比南
山》國畫一幅。

■布文和黃老在賀壽晚宴上
合照。

100歲的眼睛
布  文

■陳玉明（左二）向黃老獻上賀詩。

■張青（左一）向黃老獻上賀詩。

敬賀黃慶輝先生
 百歲晉一嵩壽

幸識輝翁古柏行，譽馳僑界一精英。

慈眉善目襟懷闊，神氣童顏步履輕。

高壽期頤唯羨慕，雄談矍鑠總關情。

宗風大雅香馨遠，道德文章日月明。

王香谷敬賀

期頤進一壽星翁，古往今來罕見同。

黃老杏園盈笑語，高朋滿座沐春風。

恆心馬敬賀

茶誕童顏百歲翁，學宗僑領志仍雄。

南山松鶴襟懷客，東海壽星書畫工。

君子每思安晚節，大賢長見沐春風。

身舒不慕浮名利，黃老光輝夕照紅。

周偉強敬賀

——賀黃慶輝老先生101高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