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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德
學
院
的
歷
史
及
其
影
響

盧
瑋
鑾

第

一
章

前
言

如
果
說

一
九
三
七
年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是
香

港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第

一
個
高
潮

，
那
麼

，
一
九

四
七
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應
是
第
二
個
高
潮

。
研

究
者
會
發
現
在
這
個
時
期
的
資
料
中

，
有

一
個

很
矚
目
的
教
育
機
構

，
那
就
是

﹁
達
德
學
院
﹂

。
這
家
學
院
存
在
的
價
值

，
不
在
學
術
的
發
揚

，
而
在
它
的
特
珠
性
質
及
影
響

。
它
也
是
第

一

所
被
香
港
政
府
明
令
取
銷
註
冊
資
格
的
學
院

，

通
過
它
也
可
看
到

，
一
九
四
七
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間
英
國
政
府
與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外
文
關
係
改

變
情
況

。

在

︽
四
十
年
代
港
穗
文
藝
活
動
︾
這
個
主

題
下

，
以
﹁
達
德
學
院
﹂
作
研
究
對
象

，
嚴
格

來
說
有
點
不
扣
緊
主
題

，
因
它
的
﹁
文
藝

﹂
成

分
實
在
不
多

，
政
治
成
分
卻
相
當
強

，
可
是
把

它
放
在

﹁
文
藝
活
動

﹂
一
項
中

，
又
未
嘗
不
可

，
甚
至
是
必
要
的

，
因
為
在
這
段
時
期

，
香
港

的
許
多
文
藝
活
動

，
都
與
政
治
不
可
分
割

。
許

多
文
化
人
到
香
港
來

，
就
是
要

﹁
將

一
個
沒
有

文
化

、
死
氣
沈
沈
的
香
港

，
在
政
治
上
搞
得
熱

火
朝
天

，
文
化
上
搞
得
豐
富
多
彩

。
﹂
1
研
究

香
港
這
段
時
期
的
文
藝
活
動

，
基
本
上
不
可
能

迴
避
政
治
問
題

。

﹁
達
德
學
院
﹂
的
校
友
現
在
在
香
港
的
仍

多

，
散
居
中
國
各
地
的
不
少

，
據
知
他
們
在
廣

州
設
了
校
友
會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還
舉
行

了
﹁
建
校
四
十
週
年
紀
念
會

﹂
，
並
準
備
出
版

紀
念
特
刊

。
2
我
掌
握
的
資
料
並
不
足
夠

，
但

作
為

一
個
處
身
事
外
的
人

，
從
較
超
然
的
角
度

，
把
﹁
己
經
光
榮
他
完
成
了
自
己
的
歷
史
使
命

﹂
的
「
達
德
學
院

」
3

，
提
出
來
作

一
個
較
客

觀
的
研
究

，
也
是
需
要
的

。
我
的
資
料
來
自
當

年
各
大
報
章
及
﹁
達
德
學
院
﹂
出
版
的
部
分
刊

物

，
及
現
在
所
見
的
回
憶
文
字

，
自
然
不
夠
全

面

，
但
我
仍
表
列
了

︽達
德
學
院
大
事
誌
︾
作

為
附
錄

，
以
補
充
本
文
不
及

一
一
陳
述
的
許
多

細
節

，
也
收

一
目
了
然
之
效

，
希
望
他

日
找
到

新
資
料

，
例
如

︽達
德
青
年
︾
第
二
期

，
或
達

德
校
友
提
供
的
線
索

，
自
可
再
作
訂
正

。

本
文
得
以
順
利
完
戒

，
得
到
：
香
港
大
學

馮
平
山
圖
書
館
期
刊
室

、
香
港
大
學
孔
安
道
紀

念
圖
書
館

、
楊
國
雄
先
生

、
曾
銳
生
先
生

、
劉

麟
先
生
的
幫
助
很
多

，
在
此

一
併
致
謝

。



盧璋鑾攝於 「四十年代港穗文學活動研討會 上

第
二
章

達
德
學
院
籌
辦
經
過
及
發
展

一
九
四
六
年
國
共
多
次
和
談
失
敗

，
全
面

內
戰
已
在
眉
睫

，
左
翼
文
化
界
人
士

，
民
主
黨

派
人
士

，
又
紛
紛
南
來

，
再

一
次
利
用
這
個
出

版
及
各
種
活
動
均
相
當
自
由
的
地
方

，
作
有
力

的
宣
傳
基
地

，
一
時
間

，
使
香
港
成
為

﹁
解
放

區
以
外
的
文
化
出
版
中
心

﹂
。
○

﹁
達
德
學
院

﹂
的
創
辦
動
機
是
針
對
當
時

國
內
的
黨
化
法
令
教
育
(

 

思
想
定
型
化
及
反

民
主
教
育

，
標
出

﹁
學
習
自
動

，
學
術
自
由

、

生
活
自
治

﹂
的
實
踐
目
的

，
讓
有
志
求
學
但
無

處
容
身
的
各
地
青
年
在
證
件
不
足
手
續
不
合
的

情
況
下

，
免
除

一
切
麻
煩
事
項
入
校
就
讀

。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
楊
伯
愷

、
黃
藥
眠

、

丘
克
輝

、
張
香
池
在
廣
州
商
議

，
﹁
交
換
意
見

的
結
果
認
為
地
點
以
香
港
最
為
適
宜

﹂
。
O

七
月
間

，
在
穗
的
楊
伯
愷

、
黃
藥
眠

︵
一

九
○
三
｜

)
、
丘
克
輝
到
香
港

，
與

彭
澤
民

、
丘
哲

（
一
八
八
五
)

 

一
九
五
九

︶
、

李
伯
球
等
人
深
入
討
論
後

，
便
積
極
推
展
籌
備

工
作

，
並
組
成
籌
備
委
員
會

：
由
美
國
歸
來
的

前
廣
東
國
民
大
學
創
辦
人
及
第

一
任
校
長
陳
其

緩
任
籌
備
主
任

，
丘
克
輝
為
總
務

，
楊
伯
愷

、

黃
藥
眠

、
曾
偉
為
委
員

。
O

九
月
中
旬

，
一
切
工
作
就
緒

，
由
十
九
路

軍
軍
長
蔡
廷
鍇

︵
一
八
九
二
｜

一
九
六
八
︶
免

租
借
出
他
在
新
界
青
山
的
別
墅
﹁
芳
園

﹂
作
為

校
址

。
由
丘
哲

、
陳
汝
棠

、
張
文

、
李
朗
如

、

楊
建
平

、
黃
精

一
、
陳
樹
渠
0

、
蔡
廷
錯
0
等

二
十
人
組
成
董
事
會

，
公
選
陳
其
緩
為
院
長

，

並
聘
定
了
系
主
任

、
教
授
及
職
員

，
根
據

︽
香

港
達
德
學
院
概
況
︾
開
列
的
重
要
教
職
員
名
單

如
下
：



總
務
主
任
｜

楊
伯
愷

，
教
務
主
任
一
一

陳
此
生

(

 

一
九
○
○
；

一
九
八

一
）
，
商
經
班

主
任
(

 

沈
志
遠

（
一
九
○
二
｜

一
九
六
五

一

，
法
政
班
主
任
；

鄧
初
民

（
一
八
八
九
一

一

九
八

一
)

 

，
國
文
班
主
任
一

黃
藥
眠

。

教
員
則
有
；

薩
空
了

︵
一
九
○
七
；

︶

、
劉
思
慕

（
一
九
○

四
；

一
九

八
五

一

、
千
家
駒

（
一
九
○
九

｜

︶
等

。

同
時
向
香
港
政
府
申
請
註
冊

，
但
並
未
獲

得
批
准

。
0
儘
管
如
此

，該
校
仍
於
九
月
十
四

日
在
報
上
刊
登
招
生
廣
告

，
並
於
二
十
九
日
舉

行
首
次
新
生
入
學
試

，
以
後
更
多
次
續
招
新
生

。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月
十
日
宣
告
成
立

，
二
十
日

正
式
上
課

。
但
該
校
直
到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
才
獲
得
正
式
註
冊

，
並
由
教
育
司
發

給
執
照

。
﹁
達
德
學
院

﹂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月
成
立

，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
被
香
港
政
府
明
令
取

銷
註
冊
的
兩
年
多
期
間

，
學
生
人
數

、
教
師
人

數

、
學
校
建
設

，
和
校
內
組
織
均
有
變
更

，
顯

示
了
學
院
的
發
展

。
學
生
人
數
據
統
計

，
第

一

年
的
上
學
期
共
有

一
八
○
名

，
下
學
期
增
至
二

一
八
名

。
到

一
九
四
八
年
上
學
期
學
生
增
至
二

六
五
人

。
0
而

一
九
四
九
年
新
舊
學
生
聚
居

一

起

，
約
五

、
六
百
人

。
課
程
方
面
更
增
設
了
教

育
班

、
新
聞
專
修
班

。
教
師
也
增
加
了

，
名
學

者
如
翦
伯
贊

︵
一
八
九
八
｜

一
九
六
八

︶
、
侯

外
廬

、
鍾
敬
文

一
一
九
○
三
｜

一
，

作
家
或
理
論
家
如
胡
繩

、
樓
棲

（
一
九

一
二
｜

︶
、
周
鋼
鳴

（
一
九
○
九
)

 

一
九
八

一
︶
、
司
馬
文
森

（
一
九

一
六
)

 

一
九
六
八

︶

、
瞿
白
音

（
一
九

一
○
)

 

一
九
七
九

)

 

、
林
林

（
一
九

一
○
；

︶
等
均
在
校
任
教

。

難
怪
雖
屢
次
因
不
合
香
港
教
育
規
條
而
不
批
准

它
註
冊
的
香
港
教
育
當
局

，
在
呈
報
上
級
的
資

料
中

，
仍
不
得
不
盛
稱

﹁
該
校
師
資
極
佳

﹂
，

及
﹁
師
資
方
面

，
該
校
明
顯
比
本
港
其
他
教
育

學
院
為
高

﹂
。
0

第
三
章

達
德
學
院
的
特
殊
性

這
所
擁
有
那
麼
多
中
國
名
學
者
的
學
院

，

又
被
香
港
政
府
下
令
撒
銷
註
冊
而
停
辦
的
學
院

，
它
的
出
現
與
消
失

，
及
它
存
在
期
間
扮
演
的

角
色

，
均
充
滿
特
殊
性

。
在
學
術
上

，
並
未
見

甚
麼
成
績

，
但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培
訓
人
材
的
歷

史
上

，
它
卻
顯
得
十
分
重
要

，
而
在
中
英
外
交

的
轉
折
變
化
中

，
它
是
個
外
交
關
係
的
顯
示
器

。
在
中
國
教
育
史
上

，
也
是

一
種
新
理
論
的
實

踐

。
現
試
分
述
如
下
：

（一）

政
治
氣
氛
十
分
濃
烈
的
青
年
幹

部
培
訓
機
構

一
九
四
六
年
國
民
黨
對
共
產
黨
及
民
主
人

士
大
加
壓
迫

，
受
到
阻
壓
的
民
主
人
士
紛
紛
南

移

，
形
與
與
左
翼
人
士
愈
來
愈
加
緊
團
結
合
作

。
以
民
主
人
士
為
表
面
主
力
的

﹁
達
德
學
院

﹂

，
就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成
立

。
我
們
試
看
成
員
的

身
分

：
蔡
廷
錯

、
張
文

、
黃
精

一
、
梅
龔
彬
屬

﹁
中
國
民
主
促
進
會

﹂
。
丘
哲
是

﹁
民
盟
南
方

總
支
部
副
主
委

﹂
。
沈
鈞
儒

、
沈
志
遠

、
陳
此

生

、
薩
空
了
屬

〔

 

中國
人
民
救
國
會
﹂

。
楊
伯

愷

、
彭
澤
民

、
李
伯
球

、
曾
偉
屬

﹁
中
國
農
工

民
主
黨

﹂
。
陳
其
緩
也
是
反
對
國
民
黨
而
遠
走

美
國
多
年
的
民
盟
人
士

。
而
主
其
事
的
楊
伯
愷

，
所
屬
的

﹁
中
國
農
工
民
主
黨

〕
，
更
是

﹁
最

靠
近
共
產
黨
的
民
主
黨
派
之

一
﹂
。
0
黃
藥
眠

早
已
是
共
產
黨
員
了

。
這
種
組
合

，
在
當
時
的

鬥
爭
環
境
�

，
充
滿
政
治
思
想

，
不
足
為
奇

。

該
校
創
辦
目
的

，
明
文
標
出
是
為

﹁
便
利

華
僑
青
年
入
學
求
知
識

﹂
，
而
的
確
也
有
從
不

同
地
域

，
不
辭
千
里
來
升
學
的
學
生

。
據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資
料
顯
示

，
全
校
學
生
二
五
○
人

中

，
來
自
荷
屬
東
印
度
韋
島

、
星
加
坡

、
馬
來

亞
的
佔
三
分
之

一
。
0
更
有
在
越
南
南
方
或
上

海

，
說
服
父
兄
給
予
經
濟
支
持

，
千
里
來
投
的

青
年
人

。
○
但
該
校
實
質
是

一
所
政
治
幹
部
的

培
訓
機
構

，
卻
毫
無
疑
問

。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港
府
取
銷
其
註
冊
後

，
香
港
總
督
葛
量
洪
爵
士

(

 

S
ir

 

A
le
x
a
nd
e
r

 

G
ra
n
th
a
m

︶
向
英
國
外

交
部
呈
遞
的
報
告
中

，
就
清
楚
說
明

：

﹁
一該
校
是
由

一
班
熱
衷
於
政
治
訓
練

、
宣

揚
共
產
教
條

、
激
進
左
傾
的
教
授
所
組
成

？
·····該
校
學
生
信
從
共
黨
思
想
路
線

，

且
激
烈
反
對
蔣
介
石
及
美
國
政
府

。
此
外

，
亦
有
充
分
證
據
顯
示
該
校
的
招
募
學
生

往
大
陸
參
予
共
黨
工
作

。
﹂
○

事
隔
三

、
四
十
年
後
的
今
天

，
當
年
學
員
的
回

憶
文
字
中

，
對
這
點
也
毫
不
諱
言

。
現
任
貴
州

省
文
化
廳
廳
長
俞
百
巍
有
如
下
的
記
述

：

﹁
一
九
四
七
年
︙
︙
八
月
間

，
華
南
分
局

在
香
港
工
作
的
同
志
安
排
我
先
到
黨
領
導

的
香
港
達
德
學
院
學
習

，
然
後
設
法
回
江

西

，
充
分
利
用
家
鄉
的
社
會
關
係
作
掩
護

，
把
江
西
蔣
管
區
要
求
進
步
的
青
年
組
織



起
來
開
展
革
命
活
動

。
﹂
自它

被
封
閉
後
，

﹁
部
分
師
生
北
上
華
北
解
放
區

，
另

一
部

分
學
生
即
轉
入
華
南
游
擊
區

，
繼
續
參
加

解
放
戰
爭
和
以
後
的
建
國
工
作

。
﹂
﹁從

該
學
院
培
養
出
來
的
學
生
，
現

在
不

少
是
黨
政
領
導
骨
幹

(
有
的
任
副
省
長

、

宣
傳
部
長

，
或
學
院
院
長

、
大
使
館
參
贊

等

)
。
﹂
該校

學
生
如
此
的
出
路
，
也

證
明
了
它
是
﹁
青

年
幹
部
培
訓
機
構

﹂
這
說
法
的
真
實
性

。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
中
國
內
戰
的
勝
負
大

勢
已
定

，
如
果

﹁
達
德
學
院

﹂
的
存
在

，
真
的

為
了
培
訓

一
群
充
滿
愛
國
思
想

，
為
建
國
大
業

努
力
的
青
年

，
那
麼
它
也
算

「
光
榮
地
完
成
它

的
歷
史
使
命

」
了(
二

)顯示

英
國
政
府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在
港
活
動
的
容
忍
限
度

英
國
政
府
對
中
國
的
內
部
政
治
紛
爭

，
一

向
採
取
相
當
曖
昧
的
態
度

，
中
國
抗
日
戰
爭
時

如
此

，
中
國
內
戰
時
期
亦
如
是

。
英
國
人
關
心

的
是
如
何
在
合
法
擁
有
香
港
期
間

，
取
得
應
取

的
或
更
多
的
利
益

。
故
對
華
政
策

，
他
們
會
考

慮
如
何
維
持
香
港
地
位
不
變

。
一
九
四
八
年
國

民
黨
在
主
要
戰
場
上
節
節
敗
退

，
英
國
政
府
關

心
的
就
是

，
中
國
變
成

一
個
共
產
國
家
後

，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
19
香
港
政
府
執
行
英
國
指
令

，

一
九
四
八
年
前

，
對
共
黨
和

一
切
反
對
國
民
黨

的
人
士
在
香
港
的
活
動

，
都
採
取
只
是
監
視
的

較

「
寬
容

」
態
度

。
但

一
旦
這
種
力
量
變
得
強

大
時

，
他
們
就
得
應
變
了

。
我
們
現
在
可
從
當

時
的
執
政
者
葛
量
洪
爵
士
的
回
憶
中

，
清
楚
看

到
：

﹁
一
般
來
說

，
國
民
黨
在
香
港
的
顛
覆
活

動
並
不
怎
麼
奏
效

，
他
們
會
製
造
麻
煩

，

有
時
是
很
大
的
麻
煩

；
不
過
他
們
對
這
個

殖
民
地
不
能
構
成
威
脅

，
因
為
基
本
的
原

因
還
是
中
國
的
政
府
仍
然
沒
有
能
力
向
英

國
的
地
位
挑
戰

。

中
國
有
了

一
個
強
大
的
政
府
之
後

，
這
種

情
況
便
完
全
不
同
了

，
而
且
這
個
新
的
政

權
是
極
度
反
對
西
方
的

、
反
英
及
反
對
香

港
的

.
在
這
種
情
況
之
下

，
我
們
的
主
導

政
策
原
則
是
甚
麼
呢
？

一
方
面
我
們
不
願

意
製
造
挑
釁
的
行
為

，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卻

也
不
能
去
討
好

、
或
者
做
出
看
來
是
討
好

對
方
的
事

，
對
不
合
理
的
要
求
讓
步

。
﹂

﹁達德
學
院
﹂
由

成
立
、
順

利
展
開
活
動

，
到
被
封
閉
的
過
程

，
正
好
反
映
了
當
時
香
港

政
府
的
政
策

。
21
在
葛
量
洪
爵
士
向
英
廷
報
告

文
件
中

，
清
楚
顯
示

，
一
九
四
六
年
九
月

，
「

達
德
學
院

」
申
請
註
冊
時

，
政
府
早
已
知
道
該

校
組
織
的
政
治
背
景

，
故
以

﹁
申
請
並
未
呈
附

正
規
的
課
程

﹂
為
理
由

，
沒
有
即
時
批
准

。
但

該
校
卻
公
開
在
報
上
刊
登
招
生
廣
告

，
及
於
十

月
二
十
日
正
式
上
課

。
在
這
段
期
間

，
教
育
督

察
員
不
斷
到
校
視
學

，
並
向
上
級
作
詳
細
報
告

，
例
如
該
校
圖
書
館
所
藏
書

﹁
幾
乎
全
為
共
產

主
義
之
文
獻

﹂
、
教
師
的
身
分
及
政
治
背
景

、

學
生
身
分
及
來
源

。
一
直
到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間

，
教
育
司
向
政
府
的
呈
報

，
卻
有
下
面

一

段
話

：﹁
經
過
去
六
個
月
多
次
視
察

，
發
覺
該
校

從
事
政
治
活
動
之
跡
象
甚
微

，
僅
悉
其
政

治
科
學
之
授
課
略
帶
些
微
偏
頗

。
儘
管
大

部
分
教
員
均
為
中
國
民
主
同
盟
的
會
員

，

政
治
意
味
濃
厚

，
但
師
資
方
面

，
明
顯
比

本
港
其
他
教
育
學
院
為
高

。
﹂
不久

，
即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二
月
，
該

校
就
獲

得
正
式
批
准
註
冊

，
但
此
後

，
教
育
當
局
及
港

府
警
察
部
門
不
斷
注
視
該
校

一
切
活
動

。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以
後

，
港
府
的
搜
查
及

逮
捕
共
黨
分
子
的
行
動
升
級

。
據
鄧
初
民
的
回

憶

：
﹁
學
生
當
時
常
遭
香
港
當
局
逮
捕

，
有
些

被
捕
學
生
從
監
牢
中
托
人
通
知
我
說

，
香

港
當
局
也
注
意
到
我

。
﹂
這段

文
字
與
葛
量
洪
的
報
告
完
全
吻
合
，
因

為

該
報
告
也
說
明
五
月
到
九
月
間

，
不
斷
拘
獲
與

該
校
有
關
的
共
黨
分
子

。

面
對
共
產
黨
勢
力
的
日
大

，
英
國
政
府
開

始
採
取
行
動

，
但
小
心
翼
翼

，
極
有
層
次
地
進

行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
通
過
兩
位
高
級
長

官
的
談
話

，
已
露
出
端
倪

。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

港
督
葛
量
洪
爵
士
出
席
九
龍
天
主
教

﹁
寶
血
會

德
貞
女
子
中
學

﹂
的

﹁
二
十
五
週
年
校
慶
紀
念

會

﹂
，
在
致
辭
中
說
：

﹁
有

一
部
分
學
校
利
用
學
校
為
政
治
宣
傳

機
構

，
以
其
政
治
或
信
仰
毒
害
年
少
學
生

之
心
靈

，
吾
人
已
識
法
西
斯
國
家
之
學
校

如
是

，
而
現
在
共
產
主
義
國
家
或
共
產
黨

統
治
國
家
亦
如
是

，
而
有
人
更
認
為
此
種

措
施
為
適
當

，
香
港
學
校
不
能
容
許
任
何

政
治
宣
傳

。
﹂
跟著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教

育
司
羅
威
爾
(
T
.
R
.



R
o
w
ell
︶
在

【
羅
富
國
師
資
學
院

﹂
的
畢
業
典

禮
中
致
詞

，
就
更
強
硬
地
指
出
：

﹁
在
未
經
訓
練

、
設
備
簡
陋
之
教
師
乃
為

最
易
被
政
治
狂
徒
所
引
而
入
歧
途

，
尋
且

將
其
政
治
意
見
傳
授
予
學
生
︙
︙
教
育
司

之
目
的
乃
為
取
締
任
何
企
圖
以
政
治
宣
傳

教
導
學
生
：
····
。
﹂
‧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立
法
局
首
讀

︽
再
行
修
訂

一
九

一
三
年
教
育
條
例
︾

，
使

【
教
育
司
有
權

拒
絕
或
撒
銷
學
校
之
註
冊
或
拒
絕
學
校
主
管
者

或
教
師
之
施
行
該
等
有
政
治
目
的
之
教
育

。
﹂

【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行
政
局
商
議

一
俟

︽
一

九
四
八
年
教
育
修
訂
條
例
第
二
條
︾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
即
致
函
該
校
校
長

，
﹁
要
求
提
出
合
理

解
釋

，
否
則
取
銷
該
校
註
冊
資
格

。
﹂
O
由
此

可
見
當
局
幾
乎
特
別
為
針
對

﹁
達
德
學
院

﹂
而

修
訂
了

一
九

一
三
年
教
育
條
例

。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
港
督
就
發
出
公
函

，
要
求
校
長

提
出
合
理
解
釋

，
但
此
時
陳
其
緩
已
離
校
改
由

楊
東
？
。
代
行
校
長
職
責

，
並
由
律
師
代
陳
述

不
應
被
封
閉
的
理
由

。
這
項
申
訴
被
駁
回
後

，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港
督
即
會
同
行
政
局

，
下
令
取

銷
該
校
註
冊
資
格

。

由
上
述
資
料
顯
示

，
香
港
政
府
對

﹁
達
德

學
院

﹂
的
容
忍
程
度
是
層
層
遞
減

。
葛
量
洪
爵

士
在
報
告
中

，
卻
表
示
：

﹁
封
閉
該
校

一
事

，
並
未
惹
起
本
地
報
激

烈
評
論
。

左
翼
︽

文
匯
報
︾
對
此
事
之

評
論

，
遺
憾
多
於
震
怒

。

0

此
亦
證
明
英
國
政
府
對
此
事
有
了
心
理
準
備

，

以
為

﹁
反
應
激
烈

【
，
怎
料
意
外
地
只
是

﹁
遺

憾
多
於
震
怒

﹂
。
其
實

，
這
種
反
應
完
全
由
於

大
陸
情
勢
大
局
已
定
··
一
月
三
十

一
旦
人
民
解

放
軍
已
入
北
平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
重
要

文
化
人
如
郭
沫
若

、
馬
叔
倫

、
翦
伯
贊

、
侯
外

廬

、
沈
志
遠

、
陳
其
璦
等
均
已
秘
密
離
港
北
上

。
】
達
德
學
院

﹂
的
學
生
也
紛
紛
返
國

。
任
務

已
完

，
左
翼
才
會
如
此
輕
輕

﹁
遺
憾

﹂
，
英
政

府
總
算
透

一
口
氣

。

三

 

嘗
試
民
主
教
育
的
實
踐

在
本
段
敘
論
中

，
我
不
準
備
對

﹁
達
德
學

院

﹂
創
校
人
提
出
的

﹁
民
主

﹂
及
﹁
民
主
運
動

﹂
兩
詞
含
義
多
作
討
論

，
但
我
想
引
述
黃
藥
眠

在

︽論
民
主
運
動
中
的
高
等
教
育
︾

一
文
中
的

說
話
來
概
括

一
下

﹁
達
德
學
院

﹂
辦
學
的
主
要

精
神

：﹁
我
們
也
就
是
反
對
黨
化
教
育

，
以

一
黨

主
義

，
反
對
君
臨
在
人
民
的
頭
上

，
反
對

思
想
束
縛

，
不
從
客
觀
的
現
實
去
考
察

，

死
抱
著

一
些
教
條

，
背
誦
著
囫
圇
吞
棗
的

理
論

；
反
對
官
僚
教
育

，
把
學
校
的
行
政

人
員
和
師
長
看
成
為
官

，
而
把
學
生
看
成

為
奴
隸

；
反
對
特
務
教
育

，
奉
養

一
批
少

數
的
學
生
作
為
偵
探

，
把
大
多
數
的
學
生

看
成
囚
犯

，
一
言

一
行
都
受
到
偵
察

，
稍

一
不
慎
即
有
被
人
看
成
為

﹁
叛
逆

﹂
之
虞

；
我
們
反
對
書
呆
子
的
教
育

，
整
天
抱
著

書
本

，
只
知
道
讀
書

，
不
知
道
為
什
麼
讀

書

，讀
什
麼
書

，
怎
樣
讀
書
和
讀
了
這
許

多
知
識
是
為
了
什
麼

；
我
們
反
對
商
品
教

育

，
先
生
教
書
和
學
生
學
習
都
不
過
是
完

成

一
種
買
賣

，
我
們
反
對
奴
化
教
育

，
學

生
只
知
道
跟
著
先
生
走
而
沒
有
自
動
自
覺

自
學
自
治
的
精
神

，
老
實
說

，
目
前
許
多

學
校
都
是
有
著
我
上
面
所
說
的
這
個
或
那

個
毛
病

，
但
是

，
我
們
所
反
對
的
正
是
這

些
教
育

。
﹂
0

新
型
民
主
大
學
的
理
論

，
在
教
學
方
面

，
﹁
將

以
先
生
領
導
學
生
自
動
學
習
為
主

﹂
，
學
校
行

政
管
理
方
面

，
是

﹁
學
校
行
政
者

、
教
授

、
同

學
共
同
負
責

。
﹂
O

通
過

︽
達
德
青
年
︾
各
期
的
文
章
及
報
告

，
可
見
該
校
對
這
兩
方
面
的
理
論

，
是
嘗
試
逐

步
實
踐
的

。
例
如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成
立
了

﹁
學
生
自
治
會

﹂
後

，
就
以

﹁
學
習
小

組

﹂
為
基
礎

，
無
論
學
科
或
校
內
外
大
事

，
均

以
小
組
討
論
為
主
要
的
學
習
形
式

。
到
了

一
九

四
八
年

，
更
改
由
各
小
組
選
出
來
的
組
長
合
成

﹁
執
行
委
員
會

﹂
，
在
全
體
會
員
大
會
閉
會
時

，
為

﹁
學
生
自
治
會

﹂
的
最
高
權
力
機
關

。
至

於
校
務
方
面

，
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

舉
行
了

﹁
董
教
學
聯
席
會
議

﹂
：
就
是
校
董

、

教
師

、
學
生
的
聯
席
大
會

。
在
會
中
作
了
校
務

與
學
務
的
全
面
檢
討

，
並
更
改
了

﹁
院
務
委
員

會

﹂
的
組
織

，
﹁
由
院
長

，
職
員

、
教
員

、
學

生
三
方
面
代
表
若
干
人
組
成

，
學
生
直
接
參
加

這
委
員
會

，
有
權
討
論

、
建
議

、
決
定
關
於
學

校

一
切
重
大
議
案

。
﹂
O
其
中
職

、
教
各
佔
三

人

，
而
學
生
代
表
則
佔
七
人

。
這
表
示

﹁
學
生

自
治
會

﹂
直
接
參
予
了
校
政

，
如
果
這
形
式
真

正
在

﹁
達
德
學
院

﹂
實
踐
過

，
則
這
果
是
中
國

教
育
史
上
﹁
民
主
教
育

﹂
的

一
項
紀
錄

。

第
四
章

達
德
學
院
的
影
響



正
如
我
在

〔前
言
一
中
所
說

，
﹁
達
德
學

院

﹂
雖
然
名
為

一
所
學
術
機
構

，
但
它
的
存
在

，
價
值
不
在
純
學
術
的
發
揚

，
因
此
談
到
它
的

影
響

，
我
們
不
必
訝
異

，
何
故
名
學
者
雲
集

，

而
它
卻
沒
有
甚
麼
學
術
成
就
．。

它
的
影
響

，
最
重
要
是
作
為

一
個
﹁
教
育

宣
傳

﹂
○
的
基
地

，
培
養
了
青
年
幹
部

，
然
後

回
到
原
住
地
去
擴
散
工
作

。
部
分
則
在
中
共
建

國
後

，
身
居
要
職

，
成
為
中
國
行
政
架
構
中

一

員

o
第
二
個
影
響
就
是
讓
左
翼
文
化
人
與
民
主

人
士
在
香
港
這
個

﹁
自
由

﹂
土
地
上

，
有

一
次

緊
密
合
作
機
會

。

第
三
個
影
響

，
對
部
分
在
該
校
任
教
的
學

者
具
有

﹁
教
育

﹂
意
義

，
鍾
敬
文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的
回
憶
中
說

：

﹁
我
在
民
間
文
學
研
究
上

，
比
較
自
覺
和

認
真
運
用
馬
列
主
義
的
觀
點

，
是
在
四
十

年
代
中
期
以
後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日
本

侵
略
者
被
迫
投
降

，
這
年
秋
末

，
我
從
偏

僻
的
連
縣
回
到
廣
州
石
牌

︵
中
山
大
學
所

在
地

）
，
有
機
會
讀
到

︽
在
延
安
文
藝
座

談
會
上
的
講
話
︾

，
使
我
對
文
藝
的
性
質

、
作
用
及
文
藝
家
的
任
務
等
問
題
；
有
了

更
清
楚
的
認
識

。
接
著
是
被
迫
客
居
香
港

。
︙
︙
我
們
所
講
學
的
達
德
學
院

，
是
這

個
島
上
的

﹃文
化
綠
洲
﹄

。
它
的
文
學
系

儘
管
不
能
跟
延
安
魯
藝
的
相
比

，
但
性
質

是
接
近
的

。
在
上
述
這
樣
的
文
化
環
境
中

，
我
的
文
藝
思
想

，
包
括
民
間
文
藝
思
想

被
推
進
了

一
程

，
正
是
極
自
然
的

。
﹂
○

第
四
個
影
響

，
現
在
說
來
有
點

﹁
不
值

一

提

﹂
，
但
在
當
時

，
卻
好
像
是
件

﹁
大
事

﹂
：

就
是
繁
榮
了
青
山
墟
的
市
面

。
且
看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一
則
新
聞
特
稿
的
介
紹

：

﹁
青
山
新
墟
能
有
今
日
的
繁
榮

，
似
乎
是

達
德
學
院
設
立
以
後
的
事

，
因
為
它
現
在

的
學
生
已
近
五
百
人

，
校
舍
擴
展
至
五
處

，
在
窄
小
腐
舊
的
新
墟

，
突
然
增
加
了
這

麼
多
的
人
口
，
而
且
學
校
和
學
生
都
同
樣

是
屬
於
消
費
者

，
於
是

，
為
了
適
應
環
境

的
需
要

，
商
人
們
對
這
個
小
墟
發
生
興
趣

了

，
一
年
以
來

，
新
的
商
號
像
雨
後
春
筍

一
般
創
立
起
來

，
舊
的
商
號
亦
紛
紛
改
裝

門
面

，
擴
張
營
業

，
因
此

，
冷
落
蕭
條
的

墟
市
頓
然
改
觀
了
，
·
﹂
O

而
在
舊
日
學
生
的
回
憶
文
字
裡

，
均
津
津
樂
道

這
件
事

。
黃
谷
柳
在

︽蝦
球
傳
︾
裡

，
對
這
所

學
院
也
著
了
筆
墨

，
描
寫
蝦
球
看
見

一
韋

﹁
年

輕
漂
亮
的
學
生
小
姐
在
馬
路
上
散
步

，
一
面
走

，
一
面
唱
歌

。
﹂
一
問
那
裡
來
這
麼
多
人

，
才

知
道
是

﹁
達
德
學
院

﹂
的
學
生

。
○

第
五
個
影
響

，
封
閉

﹁
達
德
學
院

﹂
之
後

，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教
育
司
依
例
下
令
解
散
港

九
十
二
間
勞
工
子
弟
學
校

。
自
此

，
港
府
對
教

育
條
例
執
行
甚
嚴

，
禁
止
學
校
作
任
何
政
治
活

動
宣
傳

。
嚴
格
地
說

，
封
閉

﹁
達
德
學
院

﹂
的

行
動

，
就
是
香
港
政
府
利
用

﹁
撒
銷
註
冊

﹂
條

例

，
加
強
學
校
的
管
制
的
開
端

。

第
五
章

結

語

四
十
年
前

，
﹁
達
德
學
院

﹂
擁
有
那
麼
多

優
秀
的
學
者

，
以
短
短
的
兩
年
時
間

，
培
養
出

一
韋
人
材

，
在
香
港
教
育
史
上

，
是
不
應
不
寫

上

一
筆
的

。
本
文
只
就
手
頭
僅
有
資
料

，
排
比

出

一
個
表
層
輪
廓

，
與
該
學
院
實
質
的
面
貌
和

精
神
還
有
多
少
差
距

，
我
無
法
估
計

。
正
因
如

此

，
我
也
無
法
作
出
任
何
結
論

，
但
在
完
結
本

文
前

，
提
出
下
列
兩
個
問
題

：
（1）
如
果
肯
定

﹁

達
德
學
院

﹂
是
成
功
的
話

，
究
竟
甚
麼
因
素
促

使
它
成
功
？
（2）
如
果
要
把

﹁
達
德
學
院

﹂
放
入

香
港
文
藝
活
動
史
�

，
它
應
如
何
定
位
？
這
是

值
得
再
深
入
探
究
的
課
題

。

最
後

，
我
希
望
達
德
校
友
們

，
除
了
寫
感

性
的
回
憶
文
章
外

，
還
能
理
性
地

、
客
觀
地
研

究
達
德
的
特
質

，
使
當
年
達
德
的

﹁
民
主
大
學

教
育

﹂
精
神
具
體
呈
現

，
好
讓
今
天
大
學
教
育

設
計
者
或
執
行
者
作
為
借
鑑
！

一
九
八
七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完
稿

︻註
釋
︼

0
杜
宣

︽憶
潘
漢
年
同
志
︾

，
︽飛
絮
：
浪
花

，

歲
月
︾

，
一
九
八
四
年
三
月

，
天
津
百
花
文
藝

出
版
社

，
頁
二
九
一
三
六

。

O
據
劉
麟
先
生

一
九
八
七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來
函

。

O
洪
湖

︽
重
訪
達
德
學
院
舊
址
︾

，
︽
文
匯
報
︾

，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三
日
，
版
十
。

O
樓
適
夷

︽
祝
﹁
三
聯
﹂
︾

，
︽
生
活
讀
書
新
知

三
聯
書
店
成
立
三
十
週
年
紀
念
集
︾

，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二
月

，
三
聯
書
店
香
港
分
店

，
頁

一
七

○
；

一
七
九

。

0
楊
伯
愷

︽達
德
學
院
創
辦
經
過
︾

，
︽
達
德
青

年
︾
創
刊
號

，
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
頁
五

一
六

。

O
同
O

。



O
見

《達
德
學
院
籌
備
就
緒

、
廿
九
舉
行
入
學
試

︾
條

，
︽華
商
報
︾

，
一
九
四
六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
版
四
。

0
上
條
資
料
中
未
見
開
列
蔡
廷
錯
之
名

，
但
據
英

國
政
府
檔
案
處
所
藏

︽外
交
部
檔
案
︾
F
O
三

七
一
／
七
五
七
八
○
號
件

，
蔡
氏
是
董
事
會
成

員

。

0
見
0
資
料
中

，
陳
其
緩
報
告
謂
﹁
亦
經
奉
准
香

港
政
府
立
案
﹂
，
是
不
符
事
實

，
因
據

︽外
交

部
檔
案
︾
F
○
三
七

一
／
七
五
七
八
○
號

，
可

見
該
校
的
申
請
兩
遭
擱
置

，
原
因
見
下
章

。

0

︽學
生
人
數
統
計
表
︾

，
︽
達
德
青
年
︾
四
期

，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

D

︽外
交
部
檔
案
︾
F
○
三
七
一
／
七
五
七
八
○

O
邱
錢
牧

︽
中
國
民
主
同
盟
被
迫
解
散

，
民
主
黨

派
轉
入
地
下
鬥
爭
︾

，
︽
中
國
民
主
黨
派
史
︾

，
一
九
八
七
年
三
月

，
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
頁

二
二
六
｜
二
四
四
。

O
同
0

。

＠
漫
洋

︽從
越
南
來
到
香
港
求
學
[

海
外
學
子

求
學
記
︾

，
︽文
匯
報
︾

，
一
九
七
九
年
二
月

六
日

，
版
十

。

沈
思

︽青
山
腳
下
的
懷
念
︾

，
︽文
匯
報
︾

，

一
九
七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
版
十

。

0
同
0

。

○
俞
百
巍

︽贛
東
地
下
黨
員
西
進
經
過
︾

，
︽虫貝

州
文
史
叢
刊︾
，

一
九
八
一

年
一

期
，

頁
六
三

-

-

六

五

n
無
湖

︽蔡
廷
錯
與
達
德
學
院
︾

，
︽
新
晚
報
︾

，
一
九
八
○
年
四
月
十
日

，
版
十

。

。
千
家
駒

︽民
主
黨
派
領
袖
雲
集
香
港
︾

，
︽
七

十
年
的
經
歷
︾

，
一
九
八
六
年
六
月

，
香
港
鏡

報
文
化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頁
一
六
六
-

-
一
六

O

O
有
關
英
國
政
府
對
香
港
及
對
華
決
策

，
可
參
閱

曾
銳
生

︽中
國
赤
化
與
香
港
未
來
〔

戰
後
初

期
英
國
內
部
的
香
港
決
策
︾

，
︽廣
角
鏡
︾

一

七
○
期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
頁
八

二
｜
八
九

。

0
亞
歷
山
大

·
葛
量
洪
爵
士
︵
S
ir

 

A
lex
a
nd
e

C
ra
n
th
a
m
︶
︽
共
產
黨
的
中
國
︾
，
︽葛
量
洪

回
憶
錄
︾
︵
V
ia

 

P
o
r
t

 

F
ro
m

 

H
o
ng

 

K
on
g

tO

 

H
on
g

 

K
o
n
g
）
，
曾
景
安
譯

，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
香
港
華
風
書
局

，
頁
一
七
五
｜
二
四

七

。

○
以
下
所
採
資
料
均
據
0

。

O
同
○

。

0
鄧
初
民
口
述

、
秦
牧
記
錄
整
理

︽滄
桑
九
十
年

︾

，
︽戰
地
︾

，
一
九
八
○
年
四
期

，
一
九
八

○
年
七
月

，
頁
二
｜
七

。

＠
見

︽葛
量
洪
總
督
指
出

，
利
用
學
校
宣
傳
政
治

，毒
害
年
少
學
生
心
靈
︾
條

，
︽華
僑
日
報
︾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二
張

一
版

。

O
見

︽
教
育
司
在
典
禮
中
致
詞

，
任
用
教
員
將
嚴

格
限
制

，
教
學
宜
避
免
涉
及
政
治
︾
條

，
︽
星

島
日
報
︾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O
見

︽再
修
訂

一
九

一
三
年
教
育
條
例
︾
條

，
︽

華
僑
日
報
︾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二
張
二
版

。

O
同
0

。

O
同
O

，
由
於
原
件
模
糊

，
無
法
辨
證
該
中
文
字

。
原
件
英
文
為
：
Y
eung

 

T
ung
tuen
。
︵
作
者

補
註
：
此
文
寫
成
宣
讀
前

，得
楊
奇
先
生
指
教

，
知
悉
應
是
[

 

楊
東
專

﹂
。
）

O
同
0

。

○
曉
陽
記
錄
及
整
理

︽
新
型
民
主
大
學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
︽
達
德
青
年
︾
創
刊
號

，
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
頁
八
一
九

。

O
陳
其
緩

︽
新
民
主
教
育
制
度
︾

，
︽達
德
青
年

︾
四
期

，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
頁

一
｜
二

。

O
據

︽中
共
黨
員
談
在
香
港
生
活
︾
條

，
︽星
島

日
報
︾

，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四
日

，
版

一
。
美

聯
社
引
述
龔
澎
的
說
話
云
：
﹁
香
港
並
非
中
共

之
軍
事
基
地

，
此
間
所
進
行
者
僅
為
宣
傳
及
教

育
工
作

。
﹂

0

︽自
序
︾

，
︽
鍾
敬
文
民
間
文
學
論
集
︾
︵
上

）
，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月

，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

頁

一
｜

一
二
。

O
紫

︽
由
風
景
區
發
展
為
文
化
區

，
日
趨
繁
榮
中

的
青
山
新
墟
︾

，
︽華
僑
日
報
︾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
二
張

一
頁

。

0
黃
谷
柳

︽
難
友
的
慰
藉
︾

，
︽
蝦
球
傳
︾

，
一

九
七
九
年
六
月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文
中
寫

的
是
﹁
達
德
學
院
的
學
生

﹂
。

據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六
版
本

︽
蝦
球
傳
第

一
部

：
春
風
秋
雨
︾

，
寫
的
是
﹁
芳
園
的
大
學
生
﹂

。
﹁
芳
園
﹂
就
是
蔡
廷
錯
那
借
出
別
墅
的
名
字

，
即
今
天
﹁
何
福
堂
中
學

﹂
的
所
在
地

。

〔附
錄

一
]

香
港
達
德
學
院
大
事
誌

一
九
四
六

六
月

在
廣
州

，
楊
伯
愷

、
黃
藥
眠

、
丘
克
輝

、
張
香
池
等
商
議

籌
辦
學
院

O

七
月

楊
伯
愷

、
黃
藥
眠

、
丘
克
輝

三
人
到
港
商
議
進
行
建
校
事

宜

，
並
得
由
美
國
返
港
的
陳

其
緩
同
意
參
予

。

七
＼
八
月

丘
克
輝

、
黃
藥
眠

、
曾
偉

、

楊
伯
愷
組
成
籌
備
委
員
會

。

九
月

丘
哲

、
陳
汝
棠

、
張
文

、
李



朗
如

、
楊
建
平

、
黃
精

一
、

陳
樹
渠
等
二
十
人
組
成
董
事

會

，
公
議
推
舉
陳
其
緩
為
院

長

，
並
聘
定
教
授

。

九
月

向
香
港
政
府
申
請
註
冊

，
並

未
獲
得
批
准

。

九
月
十
四
｜
廿
六
日
首
次
招
生

。

九
月
廿
九
日

首
次
入
學
試

。

十
月
十
日

宣
告
該
學
院
成
立

。

十
月
二
十
日

正
式
上
課

。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學
生
自
治
會
成
立

。

十
一
月

何
香
凝
到
校
演
講

。

十
一
一月
廿
四
日

師
生
舉
行

︽新
型
民
主
大
學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討
論
會

。

一
九
四
七

一
月

一
日

補
行
成
立
典
禮

。
董
事
來
賓

八
十
餘
人

、
員
生
二
百
餘
人

出
席

，
香
港
政
府
亦
派
視
學

員
參
加

。

︽達
德
青
年
︾
創
刊
號
出
版

召
開
全
體
學
生
臨
時
大
會

，

決
定
致
電
抗
議
美
軍
強
姦
北

大
女
生

。

一
月
二
｜
三
日

在
孔
聖
堂
演
出
吳
祖
光

︽少

年
遊
︾

，
瞿
白
音

、
王
逸
導

演

。

一
月
三
十
日

員
生
舉
行
政
協
週
年
紀
念
大

會

。

一
月

助
學
委
員
會
成
立

。

二
月

在
大
埔
道
香
江
中
學
開
辦
夜

校

。

三
月
八
日

女
生
舉
行
﹁
三
八
慶
祝
大
會

﹂
。

三
月
十
二
日

舉
行
﹁
孫
中
山
先
生
逝
世
紀

念
大
會

﹂
。

三
月
十
三
日

舉
行
﹁
新
舊
員
生
聯
歡
大
會

﹂
。

三
月
廿

一
｜
廿
三
日
﹁
助
學
委
員
會

﹂
為
協
助
清

貧
同
學
籌
募
經
費

，
在
孔
聖

堂
公
演
于
伶

︽
女
子
公
寓
︾

三
月
廿
五
日

陳
君
葆
到
校
演
講

，
講
題

︽

高
等
教
育
問
題
︾

。

四
月

文
哲
系
新
舊
同
學
舉
行

﹁
文

化
晚
會

﹂
。

﹁
學
生
自
治
會
﹂
、
﹁
學
術

部
﹂
主
編
十
日
刊
定
期
油
印

報
出
版

。

五
月
｜
九
月

因
欠

︽
達
德
青
年
︾
第
二
期

，
及
報
刊
中
又
無
消
息

，
故

欠
缺
資
料

。

十
月

王
任
叔
到
校
演
講

，
報
告
印

尼
社
會
狀
況
及
解
放
鬥
爭
現

勢

。

師
生
捐
款
支
持

《華
商
報
︾

十
一
月

喬
木

︵
喬
冠
華
︶
兩
次
到
校

演
講

，
講
有
關
國
際
問
題

、

大
反
攻
問
題
及
國
內
新
形
勢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舉
行
﹁
應
否

︽再
來

一
次
新

協
商
︾
討
論
大
會
﹂
。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正
式
獲
准
註
冊
。

十
二
月
廿

一
日

新
聞
系
同
學
與
﹁
民
治
新
聞

專
科
學
校

﹂
同
學
交
流
聯
歡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除
夕
聯
歡

，郭
沫
若

、
茅
盾

、
柳
亞
子

、
翦
伯
贊

、·侯
外

廬

、
沈
鈞
儒
等
參
加

。

一
九
四
八

一
月
四
日

假
中
央
戲
院
放
映
蘇
聯
片

︽

七
百
年
前
︾

。

一
月

︽達
德
青
年
︾
第
三
期
出
版

二
月
十
七
日

舉
行

﹁
董
教
學
聯
席
大
會

﹂

四
月
三
日

郭
沬
若
到
校
作

一
連
四
小
時

︽中
國
文
學
史
︾
專
題
演
講

五
月
二
日

國
文
系
招
待
留
港
作
家
茶
話

會

。
出
席
者
：
歐
陽
予
倩

、

孟
超

、馮
乃
超

、
邵
荃
麟

、

周
而
復

、
林
林

、
黃
寧
嬰

、

黃
新
波

、
瞿
白
音

、
力
揚

、

黃
谷
柳

。
討
論
主
題
為

︽五

四
輿
文
藝
︾

。

五
月
四
日

︽達
德
青
年
︾
第
四
期
出
版

五
月

全
校
師
生
響
應
沈
志
遠
號
召

，
合
力
籌
建
大
禮
堂

，
稱
﹁

民
主
大
禮
堂
﹂
。

六
月

︽海
燕
文
藝
叢
刊
︾
第

一
輯

出
版

。

七
月
四
日

新
聞
系
同
學
函
約
香
港
新
聞

界
前
輩
到
校
訪
問

。

八
月
十
五
日

戲
劇
組
與
文
藝
創
作
組
參
觀

、永
華
電
影
製
片
廠

。

八
月
二
十
日

首
次
全
校
演
講
比
賽

。

八
月
廿
七
日

暑
假
聯
歡
晚
會

。

八
月

郭
沫
若

、
茅
盾
參
加
遊
園
會

十
月
十
日

學
治
會
壁
報

︽號
角
︾
創
刊

舉
行
五
慶
大
會
：
﹁
雙
十
﹂



十
月
十
六
日

十
月
十
七
日

十
月
廿
二
日

十
月
廿
五
日

十
月
三
十
日

十
月
卅

一
日

十
一
月

士

一月
四
日

十
二
月

一
九
四
九

一
月

一
日

一
月
五
日

、
﹁
校
慶
]

 

、
﹁
祝
壽
]

 

、

鬥
迎
新
送
舊
﹂
、
﹁
學
治
會

職
員
受
職
﹂
。

新
聞
系
同
學
參
觀

︽文
匯
報

︾

。

師
生
與
﹁
南
方
學
院
﹂
等
文

化
團
體
為
鄧
初
民
祝
壽

。

舉
行
﹁
魯
迅
先
生
逝
世
十
二

週
年
紀
念
會

﹂
，
胡
繩
演
講

，
講
題
為

︽
魯
迅
先
生
為
甚

麼
是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改
造
的

示
範
︾

。

合
作
社
改
組

。

茅
盾
到
校
演
講

？
上
午
講
題

為

︽關
於
創
作
︾

，
下
午
講

題
為

︽蘇
聯
新
聞
事
業
︾

。

﹁
海
燕
歌
詠
隊
﹂
到
校
訪
問

經
費
短
缺

，
員
生
及
董
事
會

成
立
﹁
籌
募
委
員
會
﹂
，
籌

設
學
校
基
金

，
目
標
為
五
萬

港
幣

。

劉
思
慕
帶
領
學
生
二
十
六
人

參
觀

︽星
島
日
報
︾

。

陸
詒
帶
領
學
生
十
餘
人
採
訪

﹁
國
貨
展
覽
場
]
。

舉
辦

︽
達
德
的

一
日
︾
徵
文

比
賽

。

國
文
系
招
待
留
港
作
家

，
舉

行
茶
話
會

。
出
席
者
：
楊
晦

、
蔣
天
佐

、
陳
敬
容

、·臧
克

家

、
端
木
蕻
良

。

師
生
聯
歡
晚
會

，
參
加
者
連

來
賓
約
六
百
餘
人

。

新
聞
系
出
版

︽
達
德
新
聞
︾

一
月
三
十
日

︽海
燕
文
藝
叢
刊
︾

、
︽關

於
創
作
︾
第
二
輯
出
版

。

一
月

︽
達
德
青
年
︾
第
五
期
出
版

二
月
六
日

葉
聖
陶
到
校
訪
問

。

二
月
廿
二
日

行
政
局
召
開
會
議

，
會
同
港

督
取
銷
該
校
註
冊
資
格

。

二
月
廿
三
日

取
銷
令
下
達

，
即
日
生
效

。

〔附
錄
二
]

香
港
教
育
司
發
給
﹁
達
德
學
院
﹂
的
執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