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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金禧年，承蒙中文大學頒授榮譽學位，我感到十分榮幸。我也很高興
在此謹代表今天一同領受榮譽學位的陳啟宗博士、楊福家教授和楊梁燕芳博士，向中文大學
致以衷心的謝意。我們獲得這樣優秀的大學的榮銜，終生都將感到自豪，今天的一切亦會銘
記於心。 

與歐洲某些大學相比，香港中文大學是比較年輕的學府。但年長不一定表示有成就，年
輕也可以大有作為。我的牛津大學，差不多是世上最古老的學府，我們很高興能與年輕的中
文大學建立聯繫。災害與人道救援研究所的協議備忘錄就充分體現了我們的合作。研究所已
運作了接近三年，而今天稍後時間我將與沈校長簽訂協議，延續我們的計劃。牛津 Nuffield 
醫學系的研究員和學生與中大的教職員合作成立研究所，旨在就亞太區的災害與人道救援進
行研究及提供專業意見。中心的第二階段是發展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中心，亦會製作網
上課程，為現正從事有關工作或有志投身這種服務的人提供訓練。

據我的理解，香港中文大學和牛津大學擁有完全相同的理念：不但在教學及研究上追求
精益求精，同時會把教學和研究成果用諸社會。我們跨越了迢迢千里的距離，是世界頂尖大
學國際化合作的最佳代表。然而，這不代表建立全球性連繫是我們唯一及最終的目標。大學
不應為了走向國際，而放棄建立及保持自己的核心優勢。更確切地說，國際視野對建立這些
核心優勢，包括研究和教學活動都很重要，同時亦能充實大學其他活動，起著引領方向的作
用。 

國際視野可以從不同途徑表現出來。招攬及挽留全世界最好的教師是必須的，否則你如
何確保大學能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另外，開放大門，歡迎國際學生加入亦很
重要，否則你如何確保你的畢業生是最優秀的，能與老師辯論，挑戰老師，並能建立自己的
見解和方法來看待問題？你亦需要最好的研究員，能夠與教師和研究生一起把研究帶進更高
境界。

國際大學差不多都以國際議題作為研究重點。雖然各國政府可能認為優秀大學的目標應
該是令國家經濟更發達，或者是為國家培養受過教育、善於表達並懂得獨立思考的人才，但
我們的問題愈來愈國際化：世界經濟、氣候變化、能源供應、遷移、人口健康與疾病控制、
人口老化的影響、國際安全和恐怖主義。這些都是重大而棘手的議題，並非個別機構、地方
或國家可以獨自應付。我們所有人都是地球的公民，大家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國際大學都有以服務為本的精神：為知識領域服務、為所屬的社會服務、為人類服
務。各位，在你們面前這四位既感自豪也滿懷感激的榮譽學位領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服務
社會。得到各位的讚許，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榮耀和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