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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辭 

目前世界大學敎育的思想和制度，雖然因時代而有所改變，惟其 

本源，仍在我國古代庠序之敎所謂「化民成俗」「達材致用」的雙重意 

義之中。以本港地區性而言，亦復如此。一方面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優 

良面，當力求發揚光大，具博文約禮之功。一方面又得放眼時代和世 

界的潮流，吐故納新，以求取精用宏之效。這雙重意義，作爲中文大 

學當前努力的方向，似乎十分恰當。 

在六十年代以前，高等敎育一向停留在精英敎育階段。由於二、 

三十年間，社會形態急激轉變，當年中文大學之成立，正好標識着「有 

敎無類」的精神，讓一羣來自廣大階層的有志靑年，各盡其能，各專 

所學。二十年來，中大萬多名畢業生均能本其所學，服務於本地區各 

行業。他們旣掌握了專業的知識技能，又具應變能力；假以時日，自 

當成爲社會的支柱。 

中大旣爲社會培育人才，以促進本區的繁榮和進步，又在國際文 

化交流上作出有意義的貢獻。在學術文化方面，中大向以溝通中西文 

化爲其使命，經常鼓勵通曉西方科學知識和硏究方法的敎師去探討本 

國固有的文化，並且致力於培育能夠融會貫通、兼收東西文化精華的 

學生。目前已逐漸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鎭。 

中大把握了地利和本身優越的條件，默默耕耘了二十年，不少盤 

根錯節，也獲得迎刃而解。在未來的歲月裏，中大將會面臨更大的挑 

戰，但仗着全校員生一貫的敎學精神和社會人士的鼎力支持，相信一 

定能朝着正確的方向，努力前進，不負大學創辦人和社會殷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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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辭 

回顧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其時人口激增，經濟迅速增長。工商 

業急劇發展造成了人才短缺的現象，中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則引起了高 

等敎育的嚴重不足。爲了配合社會這方面的需求，政府於一九六三年 

十月正式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成立之初，崇基學院的右側不過是嶙峋的山丘，二十年後的 

今天，荒山已經變爲宏偉的大學校園。自從七零年政府把校址移交大 

學後，建設校園的工作逐漸展開，原來在九龍的新亞書院和在香港的， 

聯合書院在七三年間陸續遷入沙田。現在大學校園的規模大定，共有 

建築物九十三幢，成爲頗爲理想的硏習場所。 

如果說首十年是建校的階段，那麼近十年可說是大學的建制階 

段。七三年，三所成員書院集中於沙田校園後，大學與書院的組織和 

職權都逐漸有了重大的改變，三書院相同的學系亦進行整合，務求達 

到人才滙濟，資源集中的目標。 

大學早期基本上是文理大學，爲適應社會的需要，遂致力發展多 

元化和專業敎育•大學創立時已設有文、理和商學及社會科學三學院， 

其後於七四年開辦工商管理學院，而醫學院亦於七七年成立、八一年 

正式招收醫科學生。至於學系，現已從原來的十六個增至四十多個。本 

科生人數最初只有一千四百人左右，現在已經接近五千人。除了正規 

的日間課程外，大學從八一年起發展兼讀學士學位課程，供在職人士 

深造。現已開設的兼讀學士學位課程計有音樂、中英語文、工商管理 

和社會工作四項。 

硏究院自六六年成立以來，學部由五增到廿五個，共設廿六項碩 

士和六項博士課程；研究生也由卅一人增至四百五十九人。至於提供 

專業訓練的敎育學院六五年成立時只有十九名學生，今年度一年及二 

年制敎育文憑課程招收的學生已達五百二十六名。另一方面，爲了提 

供工商界先進的管理技術訓練，於七七年開辦的兼讀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本年度學生逹到一百三十名，比初期的學額增加三倍有多。單就 

上述數字來看，大學在這二十年間，在量的方面顯然是按着實際的需 

要來逐步增長的。 

至於質的方面，大學除了提供高水準的學術硏究和專業訓練外， 

同時亦强調均衡敎育。每一學生均需修讀通識敎育課程，目的是擴闊 

學生的視野，使他們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能夠內省外顧，高瞻遠矚。 

値得慶幸的是，大學自成立以來，已漸獲國際高等敎育界的重視；大 

學同寅硏究成果，不斷見於各類國際學術期刊中。目前本校設有三個 

硏究所：中國文化硏究所、理工研究所和社會硏究所，轄下有多個硏 

究中心，分別進行純學術性的和社會性的研究。 

誠如首任校長李卓敏博士所說：「在二十世紀後期建立一所新大 

學實在是很大的挑戰。」在過去二十年，我們的確經歷過不少的困難， 

可幸的是在大學同寅的齊心努力下，困難都一一迎刃而解了。加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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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大學獲得社會人士的信賴，予以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持，使原定計 

劃得以逐步實施，尤令人十分鼓舞。 

大學雖然仍屬年輕，但在這二十年間已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不論 

在質和量方面都有了具體的增長。不過，我們絕不以此自滿；必須進 

一步的配合本港的發展和需要，爲培育各方面的人才而努力。預料大 

學在踏進第三個十年的期間，會擴充電子計算學系和社會工作系，此 

外也會增加敎育學院和醫學院的學生名額。面對本港社會的迅速發 

展，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更艱鉅的使命，我們會更努力的向前邁進，以 

期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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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辭 

香港中文大學即將慶祝創校二十週年，《大學校刊》編輯因此邀 

請我寫一篇回憶文章，這不期然的使我想起了當年內心的矛盾。究竟 

應否接受挑戰，到香港來創立中文大學呢？這樣的回憶，難免牽涉許 

多個人的經歷，希望讀者見諒。 

六十年代初期，一般人都認爲香港是一個學術文化沙漠。要在那 

裡建立一所新大學的確是很大的挑戰，雖然我並不需要從頭開始，自 

創根基，而是以三所現有的專上學院爲基礎。這三所書院分別代表了 

中國大陸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高等敎育的不同傳統。當時的關鍵 

性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能夠把大學組織成一個有機的整 

體，而不單是把分離的個體凑合在一起？」答案當然要視乎我們想要 

一所怎樣的大學而定。 

幾經猶豫，我終於接受了挑戰，答應前往香港，以一年至三年的 

時間作爲創辦的嘗試。 

大學校長的就職典禮在一九六四年擧行，由港督主禮，嘉賓包括 

社會領袖，外交使團和海外多所大學的代表。當時我用普通話致辭， 

在講辭中，我就大學的基本性質大膽地提出了下面的主張：「香港中 

文大學不會是一所英國的大學（雖然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也不會 

是一所中國的大學（雖然本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屬華人），或是一所 

美國的大學（雖然我來自美國）。它要成爲一所國際大學。」 

把這個基本的哲學提出來之後，第二步就是要確立國際性大學的 

目標。倘若不向全校師生和校董會闡明目標，這個理想永難達到。事 

實上，校內的敎職員不久就問我意何所指。我的答覆是：「我們如果 

要成爲一所有聲望的大學，就要成爲國際大學界和學術界的一分子， 

而且必須具有世界性的學術水準。所謂世界水準，就是指獲得世界學 

術界的承認，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定義。換言之，這全是承認的問題。 

國際學術界只能從大學的敎師質素、硏究成果和畢業生的工作表現來 

衡量各大學，從而加以承認。如果你到外地訪問，當你對訪問的機構 

提到你是來自中文大學而他的反應是：『好極了 ！我認識你的大學， 

請多送一些貴校的畢業生到我們這裡來。』那麼，你就知道你的大學 

的地位了。」 

大學若要得到這樣的承認，在聘任及提升敎職員和培育學生的時 

候，就一定要保持極高的水準。因此，大學條例規定，聘任和提升敎 

師必須設立敍聘諮詢委員會，其中必須包括校外專家在內；評核學生 

成績，特別是學位試成績，必須參考校外考試委員的意見。雖然聘任 

校外評核委員和校外考試委員是英聯邦大學的傳統作風，但是中文大 

學在實行這種制度時，除了英聯邦國家的專家外，也有邀請其他國家 

的學者來擔任這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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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的國際性，還反映在其他方面。大學條例規定校董會的 

成員必須包括四位國際知名的海外專上敎育專家在內，英國和美國的 

各佔兩名。再者，大學自成立以來即設立了三個學術顧問委員會（分 

別爲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及工商管理學術顧問委員會）， 

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各門學科的世界權威，他們都隨時樂意提供意見， 

做大學的顧問。至於中文大學和海外大學合辦的師生交換計劃更毋需 

贅言了。 

「想起當年」我可以一直說下去，不過，還是就此停筆罷，以免 

流於冗長。我的結語是：倘若沒有香港政府和社會、大學的校董會和 

師生、各國際基金會和國際大學界的鼎力支持，中文大學斷不會有今 

天的成就，我也不會留在中文大學十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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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大學監督 

柏立基爵士 
首任監督（一九六三年十月至六四年三月） 

柏立基爵士自一九五八年起任香港總督凡六年。五九年六月政府宣 

佈考慮建立一所新大學，以中文爲主要授課語言；六二年任命第一個富 

爾敦委員會，就設立大學問題提供意見•在柏立基爵士的推動和促成下， 

中文大學在富爾敦委員會報告書發表後僅五個月即一九六三年十月宣吿 

成立。而本大學獲得面積廣闊、風景優美的沙田馬料水校址，實有賴爵 

士的支持與協助。 

戴麟趾爵士 
第二任監督（一九六四年四月至七一年十一月） 

戴麟趾爵士於一九六四年四月繼柏立基爵士爲香港總督。在大學的 

創建期間，戴麟趾爵士以大學監督身份指示建校方針，支持發展計劃，特 

別是在香港經濟發生困難的時期，協助大學完成主要的建築工程。本校 

得以發展爲規模龐大的學府，實賴爵士之領導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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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勳爵 
第三任監督（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至八二年四月） 

麥理浩勳爵任香港總督凡十二年。在其就任大學監督的期內，本校 

實施改革。一九七五年麥理浩勳爵任命「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即 

第二個富爾敦委員會），其後政府接納委員會報吿書的建議，頒佈「一 

九七六年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舊有條例同時撤銷。勳爵促成大學改制 

並促使本校步入新紀元，厥功至偉。 

尤德爵士 
現任監督（一九八二年五月至今） 

尤德爵士一九八二年五月就任香港總督。大學進入新紀元後，在尤 

德爵士領導下，致力於發展專業敎育和研究工作，以應社會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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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校董會主席 

關祖堯爵士 
首任校董會主席（一九六三至七一年十月） 

已故關祖堯爵士當本校籌創之初即任大學籌備委員會主席及臨時校 

董會主席。及大學正式成立，又兩任校董會主席前後八年。大學在創辦 

初期，獲關爵士的鼎力支持，得以克服重重困難，其最著者，爲代表大 

學向香港政府洽商在沙田撥地爲大學的新校址。 

關爵士爲本港執業律師，曾任香港律師公會主席、軍政府常設軍事 

法庭副庭長，以及軍政府撤銷後任中央裁判署首席裁判司。爵士平素熱 

心公益，爲香港官民福利貢獻殊多，曾先後奉委爲市政局非官守議員、 

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及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並於五九及六五年獲頒OBE及 

C B E 勳 銜 。 

關爵士任校董會主席多年，對本校方針的制定，校務的推展，經常 

給予賢明的指導；榮休之際，更慷慨捐款興建美侖美奐的行政樓會議廳。 

由於爵士對高等敎育的貢獻，功勞卓著，其友好於爵士逝世後聯合捐款 

籌建硏究生宿舍一座，命名「祖堯堂」，以紀念其生前致力發展高等敎 

育之精神。更爲難能可貴者，關祖堯夫人（不幸於月前逝世）秉承爵士 

之遺志，去年更慨捐五十萬港元予大學醫學院作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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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悅强爵士 

第二任校董會主席（一九七一年十月至八二年十月） 

大學副監督（一九八二年起） 

簡悅强爵士任大學校董會主席凡十一年，對本校貢獻至鉅。簡爵士 

與大學的關係向甚密切，是崇基學院組織章程的草擬人之一，其後歷任 

該書院的校董（六一至六四）及校董會主席（六四至六八）。六四年，爵 

士獲委爲大學校董，又於七一年起任大學校董會主席。在任期間，爵士 

爲大學校務殫思極慮，使大學得以迅速發展；七七年間大學更在爵士領 

導下進行了重大的改組。 

簡爵士現任東亞銀行董事會主席。平素熱心敎育事業，對本港公共 

事務的推進，亦不遺餘力。曾任行政及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多年， 

並兩度獲女皇頒授爵士勳銜。爵士又爲前任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對促 

進本港的經濟和貿易發展，貢獻良多，深獲港內外人士推崇，去年同時 

獲日本及奧地利政府頒授勳章。 

簡爵士現爲大學終身校董，他雖於去年十月卸任大學校董會主席一 

職，仍慨允出任大學首任副監督。大學在爵士指導下，必能繼續穩步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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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國偉博士 

現任校董會主席（一九八二年十月至今） 

利國偉博士於去年十月繼簡悦强爵士出任校董會主席。大學創校以 

來，利博士即出任大學司庫；二十年來，一直擔任大學財務委員會主席， 

在大學財務處理上建樹良多，其中包括制訂大學的財務政策、促請政府 

及社會人士資助大學、處理大學員工的公積金等。在他不斷努力下，大 

學獲得的捐贈日益增加，一些重要的發展和學術硏究計劃因各界的支持 

得以一一實現和順利推行，不少學生亦因獎助學金的設立而受惠。大學 

開設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以來，得利博士全力贊襄。今年該課程更 

獲社會人士慨贈巨款，在九龍市區購置中心供授課之用，利博士推動之 

功，尤不可沒。 

利博士同時亦爲香港大學及理工學院的校董會成員和一些重要委員 

會委員，可見他對本港敎育事業的關注和貢獻。七六年，他獲委爲政府 

敎育委員會主席；八一年，又成爲「國際顧問團」的特別顧問。該團由 

著名敎育專家組成，應政府邀請前來對本港敎育制度作全面的檢討。 

在公共事務方面，利博士亦貢獻良多。他曾於六八至七八年任立法 

局議員，七六至七八年任行政局議員，八三年八月再度出任行政局議員。 

此外，又爲多個公共團體的主席或成員，一直致力推動本港銀行業、商 

業、醫療和敎育等各方面的發展。一九七七年，獲頒CBE勳銜。利博士 

本身在商界亦有卓越的成就，是本港銀行界的領袖，現爲恒生銀行有限 

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利博士是本校主管人員中資歷最深的一位，二十年來對大學校務的 

發展均予鼎力支持。現在大學在他的領導下，必然能夠不斷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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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大學校長 

李卓敏博士 
首任大學校長（一九六四至七八年九月） 

李卓敏博士是傑出的敎育家和學者，多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他出 

長中文大學凡十五年，領導和推動本校的發展，成績斐然。在學術上， 

他畢生致力發揚中國文化，鑽硏經濟學和工商管理學，所著《中共的經 

濟發展》和《中共的統計制度》，到目前仍然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 

又曾編纂《李氏中文字典》。 

李校長在中國出生，一九二七至三零年肆業於金陵大學，後赴美深 

造，獲柏克萊加州大學文學士（一九三二）、文學碩士（一九三三）及 

哲學博士（一九三六）學位。三四至四三年間，李校長歷任中國南開大 

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敎授。五一年起任敎柏克 

萊加州大學，爲工商管理學敎授，且兼任國際商業系主任和中國文化硏 

究所所長，直至六四年應邀來港出任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在創校期間，李校長篳路藍縷，與校內同寅齊心協力爲中大奠下了 

穩固的基礎，樹立了獨特的風格。李校長曾經三度留任，在任期間，大 

力提倡學術硏究風氣，提高中大的國際地位。李校長爲大學進行籌款， 

亦不遺餘力，在獲得了香港政府大力支持之外，他更進一步向海內外的 

熱心人士募捐，爲中大籌得款項，資助多項發展計劃。這正足以表示外 

界對李博士領導下的中大深表信任。到七八年李校長退休時，中大的規 

模已具。他就任以來的具體成果可見於《開辦的六年一九六三一一九 

六九》、《漸具規模的中文大學一九七零—一九七四》和《新紀元的開 

始一九七五—一九七八》三册校長報吿書。 

李校長對敎育、學術、文化的貢獻良多，屢獲本港、美國及加拿大 

多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及各項殊榮。他於七四年獲柏克萊加州大學 

頒授海斯國際榮譽獎、七七年獲美國「馬克吐溫國際協會」推選爲榮譽 

會員、八零年又獲選爲柏克萊院友會會士。此外又先後獲英女皇頒授 

CBE (榮譽）勳銜、KBE (榮譽）勳銜；並獲加州大學柯克樂獎及美國 

「周崧基金會」獎。 

李校長榮休後，仍孜孜不倦，爲推展學術，經常到世界多個國家及 

地區考察和訪問。李博士現任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工商管理榮休敎授及亞 

洲工程研究院（曼谷）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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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臨博士 
現任校長（一九七八年十月至今） 

馬臨博士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繼李卓敏博士之後出長大學。自六五 

年起，馬博士即服務於本校，先後任高級講師、敎授（七二年）和講座 

敎授（七三年），並負責籌設生物化學系。在大學行政方面，更歷負重 

責，曾任大學理學院院長、敎務會若干屬會的委員、敎務會師生諮詢委 

員會主席。 

馬校長出生書香門第，曾在香港英皇書院就讀，後赴四川成都，入 

華西大學主修化學，四七年獲理學士學位。旋赴英，入里兹大學深造， 

硏究蛋白化學，五五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繼入倫敦大學醫學院及里兹聖 

占姆斯醫院，從事資深博士硏究工作。五七年應香港大學之聘，返港任 

敎。六五年加入中文大學。六九年休假期間，曾前往美國加州大學荷爾 

蒙研究實驗室工作。馬校長著作繁富，經常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有關臨 

牀生物化學及葡萄胎研究之論文。 

馬校長對香港社會和國際學術敎育界的貢獻，亦爲人稱道，現任世 

界衞生組織（香港分會）理事，香港大學校董、澳門東亞大學名譽顧問、 

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理事、明裕文化基金會董事，以及多個敎育基金會 

董事。馬校長六八年獲委任爲非官守太平紳士，八三年獲CBE(榮譽） 

勳銜。 

馬校長任期開始時，適値大學改制之後，因此一方面須致力於穩定 

已有的基礎，擴充醫科及商科等專業領域；另一方面則須努力於探求新 

方向，推行「學科爲本」和「學生爲本」敎學，爲大學創立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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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中文大學正式成立，二十年來經過了幾個不 

同的階段，刻已發展成爲旣有廣闊校園和健全組織，又有完整的本科和 

硏究院課程的現代化大學，師生潛心於學問，致力於敎硏，與國際學術 

界並肩而進。 

中文大學是政府根據第一個富爾敦報告書的建議，把三所私立文理 

書院合併組成的學府。本校自始即定爲中英文並用的大學，而以中文爲 

基本敎學語言。敎硏範圍，中西學術兼重，並求其綜合融通。 

中大成立之初，足資運用的人力物力及有關文敎資源已經比許多新 

的大學爲多，因爲新亞、崇基、聯合三所成員書院分別有了七年至十四 

年的歷史，而且都略具規模，部分敎師更是來自國內的學者和敎育家。 

它們合併爲聯邦制大學之後，自然把各自的優點和傳統帶進新的大學裡 

去，中大遂能兼收並蓄，把中國文敎的不同支流容納於同一個髙等學府 

之中。新亞書院所代表的是國內若干大學的儒學及人文背景，崇基學院 

則植根於基督敎精神，聯合書院則是以本地學院姿態服務工商業社會爲 

鵠的。 

大學建校之初，首先遇到的是校園問題。三成員書院與大學本部的 

舊址彼此相距由一千六百多米至四千八百多米，分散於港九新界各區， 

大學旣不能集中一地，行政與敎學工作均難免重複而浪費。其後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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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給與崇基毗連的土地一百一十公頃作爲校址，問題乃得迎刃而解。大 

學本部及聯合、新亞兩成員書院的主要建築，在七八年內陸續完成，大 

學遂在山海之間擁有廣闊而優美的校園，這不但賦予中大以地形上的特 

色，對其後大學的發展亦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在組織方面，中大一向採取聯邦制，因爲它是先有成員書院後有大 

學的。可是，經過幾年的發展，大學已經不僅是由三所獨立的文理書院 

結合起來的學府，而是有計劃地發展的機構，增設了多個單位，如研究 

院、硏究所及硏究中心、大學圖書館、敎育學院等。爲了避免工作上的 

重複，善用現有的人力物力，使大學各部分成爲有機的整體，就必須修 

訂大學的組織和制度。 

一九七七年大學改行新制。成員書院的各學系合併成爲大學的學 

系，負責全校的「學科爲本」的敎學。至於「學生爲本」的敎學，則由 

成員書院負責。書院的另一項功能是推行通識敎育和負責推動學生文娛 

體育活動。此外，改組時提出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加强敎師治校。大學施 

行新制度，就是爲了配合未來的發展。 

二十年來，大學不但盡力充實原有的文理學院敎學基礎，而且進一 

步發展硏究院和專業敎育，醫學院的成立更是大學發展的里程碑。目前 

大學一共設有文學、工商管理學、醫學、理學和社會科學五個學院，四 

十三個學系，開設多項全日制本科課程和四項兼讀學士學位課程。硏究 

院的二十五個學部則分別提供哲學博士、哲學碩士、文學碩士、文學碩 

士（敎育學）、工商管理學碩士、神學碩士及社會工作學碩士等課程。敎 

育學院則設有一年制和兩年制的敎育文憑課程。 

中大早於一九六五年已經設立硏究所和硏究中心，師生積極從事基 

本和應用學術的硏究，拓展知識的領域。同時又於一九六八年成立出版 

部，出版富有學術價値的專門書刊，負起傳播學者專家硏究心得和成果 

的責任，務求對學術界有所貢獻。 

回顧過去，中文大學衷心感謝政府、各國際機構和基金會，以及熱 

心人士的鼓勵和慷慨資助。沒有他們的支持，中大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 

年內實現多方面的敎育計劃；沒有他們的協助，中大也不可能發展成爲 

一所受到社會和國際學術界重視的高等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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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要 

1961 香港政府委出十二名社會知名人士組成大學籌備委員會 

1962 富爾敦委員會成立 

1963 香港政府宣佈接納富爾敦報吿書之建議，委出大學臨時校董會 

大學定名爲「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政府撥出官地一百一十公頃爲大學建校之用 

容啓東博士受委爲中文大學首任副校長 

中文大學成立：「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法例」正式生效；大 

學校董會成立，委任關祖堯先生爲主席 

李卓敏博士受聘爲大學首任校長 

1964 訂定校訓「博文約禮」 

設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工商管理學，以及人文科學三學術 

顧問委員會 

校長就職及頒發榮譽學位典禮 

大學系務會及敎務會成立 

第一次頒發學士學位 

1965 成立「社會人文學科硏究所」及「理工硏究所」 

成立校外進修部 

實施醫療福利計劃 

成立敎育學院 

文、理、社會科學三學院院務會成立 

1966 成立嶺南商科硏究所 

成立硏究院 

香港政府承認本校所設立之優異與優良兩種學位，其地位分別與 

英聯邦各大學之一等榮譽及二等榮譽學位相侔 

1967 第一次頒發碩士學位 

中國文化硏究所成立 

1968 大學出版部成立 

學生就業輔導處成立 

1969 大學本部辦事處遷入沙田現址 

大學學士學位分等改用英聯邦通行之榮譽等級制度 

1971 中文大學學生會成立 

簡悦强爵士出任校董會主席 

文物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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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聯合書院遷入沙田現址 

大學敎務會師生諮詢委員會成立 

理學院學系遷入沙田現址內之科學館 

1973《香港中文大學學報》首次出版 

新亞書院遷入沙田現址 

1974 大學成立敎育方針與大學組織工作小組 

工商管理學院成立 

1975 香港政府接受工作小組報吿書後委出新富爾敦委員會 

1976 香港政府依據新富爾敦委員會之報吿書訂定「一九七六年香港中 

文大學條例」，旋經立法局通過，正式生效 

1977 鄭棟材先生及鄭德坤敎授受委爲大學副校長 

中文大學出版社成立 

醫學院成立 
開辦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 

1978 工商管理學科硏究所成立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成立 

首任校長李卓敏博士榮休 

新任校長馬臨博士就職 

學生事務處成立 

1979 蔡永業敎授及徐培深敎授接任副校長 

1980 首次開設博士學位課程 

1981 醫學院第一次取錄新生 

開辦兼讀學士學位課程 

1982 簡悅强爵士任首任大學副監督 

政府憲報公佈一九八二年醫生註册（修訂）法案，規定爲完成註 

册而須呈驗的經驗證明書，可向本校及香港大學領取 

硏究所及硏究中心改組 

利國偉博士出任校董會主席 

第一次頒發哲學博士學位 

1983 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在九龍市區購置新址 

敎務會通過由八四至八五年度起，實施暫取新生制 

創校二十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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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卓敏校長在創校初期與三成員書院院長（左起）錢穆博士、容啓東 

博士、鄭棟材先生合照 

2關祖堯先生在大學成立典禮中以「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法例」專 

册呈獻大學監督柏立基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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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監督戴麟趾爵士在首任大學校長就職典禮中以香港中文大學法例 

專册授予李卓敏校長 

2大學監督麥理浩爵士在現任大學校長就職典禮中以香港中文大學法例 

專册授予馬臨校長 

3第二個富爾敦委員會成員：（右起）楊慶空敎授、富爾敦勳爵（Lord 
Fulton of Falmer)、夏利士爵士（Sir Michael Herries）、麥仕維先 

生 (Mr . I. C. M. Maxwel l )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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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校色、校訓 

本校以中國神話中之「鳳」爲校徽，蓋自漢代以來，鳳即被視爲 

「南方之鳥」。且鳳素爲高貴、美麗、忠耿及莊嚴之象徵。以紫與金爲 

校色，取意在紫色象徵熱誠與忠耿；金色象徵堅毅與果敢。 

校訓爲「博文約禮」。知識深廣謂之博文；遵守禮儀謂之約禮。 

「博文約禮」爲孔子之主要敎育規訓，其言載於《論語》：「子曰：君子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本校敎育方針爲德智並重， 

故採「博文約禮」爲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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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建 設 

中大的校園可說是得天獨厚，東北濱臨吐露海峽，煙霞波蕩；西南 

沿連大埔公路，層巒蓊翠。校舍依山起伏，景色怡人。 

校園的原址是荒山。政府爲興建船灣淡水湖，遂把崇基學院左側的 

山丘開闢，取土塡海築壩。大學本部和成員書院的校舍就是在山丘闢成 

的幾座平台上興建，高度由海拔四點四至一百四十米不等，大學本部主 

要位於中部，崇基學院位處山麓，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則聳峙於山嶺， 

總面積爲一百三十三點八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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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的中央道與林蔭大道，是大學的神經中樞，兩端分佈着宏偉的 

建築物：西端是大學圖書館，東端是科學館和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大 

道兩旁，一邊是中國文化硏究所和文物館工作處，一邊是碧秋樓和兆龍 

樓（敎學大樓）、潤昌堂（講室中心）和邵逸夫堂（大學禮堂）。其他 

各處的本部建築物，尙有范克廉樓（師生文娛活動中心）、大學保健處、 

大學體育館、李達三樓（敎學樓）、方樹泉樓（中國語文硏習大樓）、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營修樓、硏究院宿舍、大學賓館和敎職員宿舍。 

崇基學院 

崇基學院於加入中文大學之前，校舍大體上已經完成。其他兩成員 

書院興建新校舍時，崇基學院亦增建新建築物：神學院大樓、牟路思怡 

圖書館、衆志堂（師生康樂中心）、職工宿舍及數座學生宿舍。舊圖書 

館改建爲音樂大樓，舊學生餐廳改建爲體育館，而舊醫療室則改建爲單 

身敎職員宿舍。 

崇基學院一直受到亞洲區基督敎高等敎育聯合董事會的支持。此 

外，新圖書館建築費用，約半數得自亨利•魯斯基金會的慷慨捐贈。附 

設於崇基學院校園的神學院大樓，由美國、加拿大、英國及香港各敎會 

聯合負擔建費，而香港聖公會則捐贈學生宿舍文林堂，伯利衡有限公司 

及雅禮協會捐建何善衡夫人宿舍及另一宿舍文質堂。 

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目前共有八座建築物：誠明館、人文館、錢穆圖書館、樂 

羣館、三座學生宿舍（知行樓、志文樓及學思樓），以及會友樓（敎職 

員宿舍）。會友樓由新亞書院校董會、雅禮協會、本港及海外社會人士 

捐建。學思樓由香港伯利衡有限公司及美國雅禮協會捐建，而志文樓的 

部分建築費用則由香港萬泰製衣有限公司主席兼常務董事田元灝議員捐 

贈。 

聯合書院 

聯合書院校舍共有七座建築物：鄭棟材樓、曾肇添樓、胡忠圖書館、 

張祝珊師生康樂中心大樓、湯若望宿舍、伯利衡宿舍及聯合苑（敎職員 

宿舍）。湯若望宿舍建築費之半數由耶穌會和瑪利諾修女會捐贈，伯利 

衡宿舍建築費之半數由香港伯利衡有限公司及美國雅禮協會捐贈。聯合 

苑則由聯合基金會撥付。 

大學和各書院都有各類的體育設備，包括運動場兩個、體育館三個、 

游泳池一個和網球場八個。 

校內部分建築物，是海內外熱心人士和組織捐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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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年 來 捐 建 大 學 建 築 物 一 覽 

建築物名稱 捐建機搆 /捐建人 

1968 范克廉樓 美國人民協會經由美國國務院及亞 

洲協會捐建 

1971 中國文化硏究所 利希愼置業有限公司 

大學行政樓會議廳 已故關祖堯爵士 

大學保健處 美國雅禮協會 

1972 大學圖書館 已故唐炳源博士 

1973 科學館 英國政府 

雅禮賓館 美國雅禮協會 

1974 大學正門 「岫雲叟」先生 

1975 硏究院宿舍中心 關祖堯爵士生前友好及何世禮將軍 

1977 兆龍樓 包玉剛爵士 

文物館工作處 利希愼基金有限公司 

1978 網球場 香港峴穀有限公司 

1979 潤昌堂 已故梁昌先生 
碧秋樓 何添慈善基金 

方樹泉大樓 方樹福堂曁所屬機構 

1980 獅子亭 九龍中央獅子會 

1981 邵逸夫堂 邵氏兄弟影業（香港）公司 

李達三樓 李達三先生 

1982 大學體育館 香港賽馬會慈善有限公司 

1983 「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九龍市區中心 

鄭裕彤先生、馮景禧先生曁本港商 

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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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園 



1 大 學 圖 書 館 

2 兆 龍 樓 

3 碧 秋 樓 

4潤昌堂 

9范克廉樓 

1 0 大 學 行 政 樓 

1 1 李 達 三 樓 



8中國文化硏究所 

營修樓 

硏究院宿舍 

5邵逸夫堂 

大學本部 

7 李 卓 敏 基 本 醫 學 大 樓 

6 科學館 

大學體育館 

雅禮賓館 

保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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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崇 基 行 政 樓 

1牟路思怡圖書館 

崇基敎學樓 

康樂館 

嶺南體育館 

音樂館 

中國音樂資料館 



2衆志堂 

方樹泉樓 

4崇基敎堂 

崇基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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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誠明館 

1人文館 



新 亞 書 院 

4樂羣樓 

知行樓 

志文樓 

3錢穆圖耆館 

學思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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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鄭棟材樓 

2曾肇添樓 



聯 合 書 院 

4張祝珊師生康樂中心 

3胡忠圖書館 
伯利衡宿舍 

湯若望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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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發展 

大學自創辦以來，在課程設計、敎學方法、考試制度方面，都獲得 

不少經驗豐富的學者專家提供意見。此外，大學又設立三個學術顧問委 

員會，邀請海內外知名學人爲委員，協助大學制訂學術政策。大學在本 

科生和硏究生的學位考試，都聘請本港及海外學人爲校外考試委員，評 

定成績，以維持大學的水準。 

大學成立初期，三成員書院開設的科目，有許多大體相同。六四年 

大學針對這種重複現象，決定實施院際敎學，開設三書院學生共同修習 

的科目，這樣不獨可集中善用各書院的設備和各敎師的專長，使全校學 

生都有所裨益，同時亦可減少敎師的上課時間，使他們可以多指導學生 

和多做硏究工作。院際敎學開始實施時，只有七項院際科目，到七三年 

三書院集中於沙田校園時，科目已增至四百五十七項。大學七七年改組 

之後，實行「學系整合」，把各書院相同的學系合併爲一，負責籌劃各該 

系課程和分配敎師職務，使所有資源各盡其用，藉以擴展和充實各項敎 

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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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初期設有三個學院：文學院、理學院、商學及社會科學院，一 

九七四年另設工商管理學院，原來的商社學院則改爲社會科學院。至七 

七年，醫學院成立。大學發展到這個階段，就眞正的成爲一所多元的現 

代化大學，爲學生提供均衡的敎育，包括一般的文理學科和專業訓練。 

目前各學院共設有四十多個學系，分列如下： 

文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包括翻譯組）、英文、藝術、法、德、 

日、意文、歷史、音樂、哲學、宗敎 

工商管理學院：會計與財務學、企業管理與人事管理學、市場與國 

際企業學 

理學院：生物化學、生物學、化學、電子計算學、電子學、數學、 

物理學、統計學 

社會科學院：人類學、經濟學、地理學、政治與行政學、新聞與傳 

播學、心理學、社會工作學、社會學 

醫學院：解剖學、生物化學、生理學、藥理學、病理解割學、微生 

物學、化學病理學、社區醫學、內科、臨牀藥理學、臨牀 

腫瘤學、外科、矯形外科及創傷學、婦產科、兒科、精神 

科、麻醉藥學、放射診斷學 

大學規定全體本科生，都須要在一年級內修讀大學國文和大學英 

文；此外，又必須修讀「通識敎育」課程和體育課程。推行「通識敎育」 

是中文大學的特色，目的在於擴展學生的視野，加深他們對中國文化、 

西方文化、文學及藝術欣賞、科學觀及思想方法的認識，使他們對自己修 

讀科目以外的學科有基本的了解。通識課程都是由成員書院開設的。 

一九八一年大學在全日制本科課程之外，開設兼讀學士學位課程， 

爲有學歷資格和有志向學的在職靑年提供「第二次機會」，以接受正規的 

大學敎育。在八一年首先開設的是社會工作學課程，一年之後增設三項 

新課程：中英語文、音樂和工商管理學。 

大學硏究院成立於一九六六年，開始時設有五個學部：中國歷史、 

哲學、中國語言及文學、地理和工商管理。此後，硏究院不斷擴展，學部 

和學生數目年有增加。至於工商管理學部的課程，由六六至八一年都是 

由嶺南工喬管理硏究所（七二年以前名爲嶺南商科硏究所）開設的。七 

七至七八年，大學又增設了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兼讀課程。 

自八零年起，硏究院開設博士學位課程，本學年開設的博士學位課 

程計有：中國文化硏究、基本醫學、生物化學、生物學、電子學和物理 

學。目前硏究院共有二十四個學部和一個學部委員會。 

在創辦硏究院的前一年，即一九六五年，敎育學院已經成立，開設 

一年（全日）制敎育文憑課程，六七年起增設二年制夜班課程，爲在職 

中學敎師提供專業敎育和訓練，七六年又增設二年（兼讀）制日班課 

程，在暑期及週末上課。此外，敎育學院於七三年起開辦文學（敎育） 

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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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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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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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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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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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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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敎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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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助 性 設 備 

在大學裡面，無論敎與學，都需要一些輔助性的設備和服務，例如 

圖書館、電算機服務中心、敎材服務部等。 

圖書館設備 

目前大學圖書館系統包括總館大學圖書館和四所分館：崇基學院牟 

路思怡圖書館、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聯合書院胡忠圖書館和設於沙田 

敎習醫院的李炳醫科圖書館。除即將啟用的醫科圖書館外，其餘四所圖 

書館共有座位一千五百多個。圖書館系統的藏書共七十七萬餘册（東方 

語文三十九萬多、西方語文約三十八萬），學報六十餘種（東方語文一 

千五百多、西方語文約四千六百）。此外，大學圖書館又置有顯微膠片 

閱讀機等，以及設有視聽資料部和電子資料檢索服務。 

電算機服務中心 

現代化大學的師生許多時候都需要利用電算機來輔助敎、學和硏 

究，電算機服務中心設立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滿足這方面的需要。此 

外，中心亦設有提供電算程序編纂的諮詢服務，協助用戶解決技術性的 

難題。 

敎學發展服務 

敎材服務部的主要職責是協助敎師製作敎材、供應大量視聽儀器作 

敎學之用。此外，又與敎學發展辦事處合作，捜集有關敎材發展的資 

料、購藏有關大學敎學法的參考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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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硏究與交流 

大學除了鼓勵全校師生進行硏究工作外，又曾經先後成立過四個硏 

究所和多個硏究中心，方便敎師就特定問題進行科際硏究。此外，大學 

又經常舉辦學術會議、硏討會和展覽，並成立大學出版社，出版校內外 

學者的硏究成果，藉以促進學術知識的交流。 

各研究所和轄下的硏究中心、研究組多年來除了獲得政府和本港工 

商界領袖支持外，又得多個知名國際基金會的慷慨資助，其中包括福特 

基金會、亞洲協會、美倫基金會及哈佛燕京學社等。去年大學爲了進一 

步促進科際合作及集中使用硏究與敎學資源，把研究所改組，目前大學 

共設三個研究所：中國文化研究所，理工研究所和社會硏究所。 

歷年來大學師生進行的硏究計劃，實在多不勝數，旣有純學術性 

的，也有極具實用價値的。下面列舉的是不同範圍內的一些硏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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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硏究 

本校所具備的歷史條件和地理環境是最適宜在中國文化硏究方面發 

展的。中國文化硏究所和屬下的文物館和中國考古藝術硏究中心，以及 

音樂系的中樂資料室，都彙集庋藏了大量的原始資料、文獻索引、圖片、 

參考書，爲海內外的學者提供珍貴的硏究資料。 

敎師學者硏究的成果，許多都經由大學出版，有些則由硏究所和中 

心以叢書形式出版，或刊載在不同的學術期刊中，例如：《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文化硏究所學報》、《中國語文硏究》、《譯叢》。至於叢書，中國 

考古硏究中心出版了《專刊》三種、《叢刊》一種、《集刊》三種、工具書 

一種。翻譯中心則出版了《譯叢文藝叢書》九種。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 

中心更曾經與校外進修部合作，出版正音的資料和錄音帶。 

文物館珍藏爲數可觀的中國藝術品和古物，以供硏究。其中較爲突 

出的，有明淸及近代廣東書畫千餘件、秦漢至明代銅印二百餘方、唐代 

以來玉花四百餘件、古代碑帖拓本三百餘種和歷代陶瓷器等。文物館經 

常就館內藏品進行硏究，此外，又從事一些專題硏究，例如中國茶具、 

東南亞貿易瓷、近年中國出土的璽印等。至於用科學方法鑑定古物的 

究也有進行。 

文物館曾經舉行二十多個展覽，並編印多本展覽目錄，有時候更焉 

配合展覽而舉行學術講座和國際硏討會。 

科學研究 

本校理學院和醫學院的敎師的硏究成果，可見於國際性的學術專業 

期刊。至於在理工硏究所和硏究中心進行的硏究，主要是長期性的科際 

硏究計劃。 

爲解決糧食短缺和環境汚染問題，前生產蛋白質硏究中心曾硏究利 

用汚水淤泥生產食用蛋白質及利用廢棉和茶渣生產草結，甚具成效，且 

於七七年舉辦食用眞菌栽培訓練課程。前孔安道機器翻譯硏究中心成 

地設計了電腦中英翻譯系統，並編印了《漢英英漢數學電算詞滙》及其 

增訂本，以提高電腦翻譯工作的效率。海洋硏究中心的硏究計劃，計其要 

者有吐露港汚染的硏究、明蝦完全養殖試驗、沙蝦種苗之大規模生產， 

以及吐露港的海洋生態學，其中包括幼魚的人工產卵和繁育、生長率和 

飼養、病菌的生長密度等。 

中藥研究中心的工作重黙是通過科學的分析和實驗，來確立某些中 

藥的有效成份和醫療價値。中心主要是對避孕草藥、降血壓草藥和影響 

肝臟功能的草藥進行硏究。八零年起，中心更把大量中藥資料存入電 

腦，並與西方已儲存於電腦中的醫藥及科學資料相聯繫。由於中藥硏究 

的意義重大，而硏究中心的工作，在若干方面成績裴然，所以屢獲外界 

支持，設立中藥研究基金和一所科際合作的中藥硏究實驗室。此外，世 

界衞生組織草藥避孕工作小組更在本校設立國際合作硏究中心，在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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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合作中心中名列第二。 

至於醫學方面的硏究，在臨牀前期的學系中，就有下列主要的硏究 

計劃：解剖學系：正常及異常的皮膚結構與功能；培養癌細胞及以電子 

顯微鏡硏究；眼睛及脊髓的發展與功能；靈長類動物的行動。藥理學系： 

麻醉止痛藥在醫院的應用；若干內泌素在藥物及類脂醇代謝中的功能； 

鴉片劑對神經系統所產生的影響。生理學系：皮膚感覺的生理及病理生 

理學；微循環以及各種因子的影響；血液輸送及腎分泌的某些游子；甲 

狀腺內泌素及類似體的作用。 

工 商 管 理 學 硏 究 

本港的工商業發展非常迅速，因此，社會一方面爲工商管理學的專 

家提供許多硏究的資料，一方面又亟需要這些學者專家的指導。大學在 

工商管理學的範疇內，除了純學術的硏究外，又進行了許多具實用價値 

的硏究。大學曾經成立工商管理學科硏究所（一九七八至八二年），進 

行了多項硏究計劃，例如：「香港公司出口的實務」、「傳播媒介消費習 

慣的硏究」、「消費者光顧時裝店的抉擇模型」、「發展中國家在港投資的 

環境」、「外國直接在港投資的環境」、「在港日本企業人員經商的方法」、 

「商業銀行選擇分行行址的硏究」、「基督敎機構的市場學及管理學觀 

念」、「本港製造行業的管理需要」等。 

社 會 科 學 硏 究 

本校一向致力於發展有關香港和亞洲地區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科際 

硏究。事實上，社會人文學科硏究所是大學最早成立的硏究所，其下設 

有傳播硏究中心、東亞硏究中心、經濟研究中心、地理硏究中心、公共 

事務硏究中心和社會硏究中心。八二年改組後，硏究所易名爲社會研究 

所，其下設當代亞洲硏究中心和香港硏究中心。 

硏究中心完成多項硏究計劃之後，通常都出版專題硏究報吿。這些 

計劃大部分都與本港、東南亞和中國有關。社會硏究中心對香港的社會 

問題就作了十分廣泛的硏究，包括房屋、人口、老人、家庭、人際關係、 

中學生、敎育、生育等問題。其中「觀塘工業社區硏究計劃」可說是該 

中心頗具代表性的硏究。經濟研究中心經過多年硏究，設計了一個「計 

量經濟預測模型」，由七八年九月起定期發表香港的經濟預測，以供工 

商界人士及政府參攷。其後又獲得「國際經濟預測聯繫計劃」邀請加入 

太平洋區預測組的系統，該國際計劃的目的是把各國的國家經濟模型聯 

繫起來，以作全球性的經濟預測。傳播研究中心除了進行多項硏究如 

「婦女與傳播媒介的研究」等，更致力於文獻的編集，並出版《傳播季 

報》。東亞硏究中心曾與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越南硏究中心合作，進行「越 

南史料整理計劃」。 

公共事務研究中心除了進行有關本港的硏究如「九龍城民政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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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區建設活動之需求」等外，更深入探討「中國法制與國家建設」， 

曾經舉辦了兩次硏討會；這項計劃現在仍然在當代亞洲硏究中心繼續進 

行。其他有關中國近代社會的硏究，規模較大的計有：廣東省一些人民 

公社的硏究，硏究心得已經寫成《人民公社與農村發展：台山縣斗山公 

社的經驗》一書；中國經濟特區政策和深圳經濟特區的硏究，硏究成果 

除見於本港和海外的學報外，還出版成書，分别爲《中國最大的經濟特 

區——深圳》和《深圳經濟特區：中國現代化的實驗》。 

國際性硏討會 

大學素極重視學術交流，因此經常邀請世界知名的學者前來主持各 

類學術講座，並曾舉辦多項國際性的硏究會。 

大學歷年來主辦的國際會議及硏討會 

1967 化學與生物化學硏討會 

1968 中國科學史硏討會 

現代遺傳學專題討論會 

1969 亞洲高等敎育專題會議 

1970 中國語文敎學研討會 

第二屆數學硏討會 

1972 紅樓夢硏究資料展覽及硏討會 

1973 第三屆英聯邦大學校務主任會議 

1974 人事管理硏討會 

1975 明遺民書畫硏討會 

1976 傳播硏究訓練硏討會 

婦女與傳播硏討會 

亞洲區第四屆美術敎育會議 

1977 食用眞菌（菇類）栽培訓練課程 

1978 東南亞硏究院敎學硏討會 

東南亞藥用植物硏究諮詢會議 

世界衞生組織縮宮測量法硏討會 

近年醫學敎育發展硏討會 

東亞及東南亞貿易瓷硏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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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多元文化社會之人際交往硏討會 

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硏討會 

1980 東南亞數學會會議 

社會工作硏究硏討會 

社會發展國際會議 

國際公共關係敎育會議 

英聯邦大學敎務長會議 

國際現象學會議「藝術的起源與本質」 

1981 英聯邦大學協會校長會議 

變遷中之香港歷史與社會硏討會 

中國現代文學硏討會 

1982 第一屆中國企業管理硏討會 

國際光電子學硏討會 

1983 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硏討會 

珠江三角洲資源及發展硏討會 

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硏討會 

感覺受體機制國際硏討會 

出版書刊 

本校對學術界的貢獻，還可以見諸歷年來出版的書刊。中文大學出 

版社在一九七七年成立，在此之前，所有出版工作主要是由大學出版部 

負責。 

大學分别出版中英文書籍，範圍包括許多學科在內，但超過半數是 

有關中國文化硏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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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出 版 社 歷 年 來 出 版 書 刊 

中文書刊 

中國文化硏究 

唐君毅 >中國哲學硏究之一新方向（ 1 9 6 6 ) 

牟潤孫 >論魏晉以來之崇尙談辯及其影響（ 1 9 6 6 ) 

周法高 >論中國語言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1 9 6 6 ) 

陳正祥 >中國方志的地理學價値（ 1 9 6 6 ) 

龍宇純 >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 ( 1 9 6 8 ) 

趙 聰 > 中 國 大 陸 的 戲 曲 改 革 （ 1 9 6 9 ) 

何炳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1 9 6 9 ) 

張德昌 >淸季一個京官的生活（ 1 9 7 0 ) 

宋叙五 >西漢貨幣史初稿（ 1 9 7 1 ) 

全漢昇 >漢冶萍公司史略（ 1 9 7 2 ) 

香港所見紅樓夢硏究資料目錄（ 1 9 7 2 ) 

鄧 仕 樑 > 兩 晉 詩 論 （ 1 9 7 2 ) 

吳天任 >黃公度先生傳稿（ 1 9 7 2 ) 

麥仲貴 >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 1 9 7 3 ) 

中文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委員會編譯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 

(1973) 

大一國文講義（ 1 9 7 3 ) 

蘇文擢 >黎簡先生年譜（ 1 9 7 3 ) 

丁 望（編） >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 1 9 7 3 ) 

曾華滿 >唐代嶺南發展的核心性（ 1 9 7 3 ) 

張曼儀、黃繼持、黃俊東、古兆申、余丹、文世昌、李浩昌、吳振明 

(編） >現代中國詩選（一九一七—一九四七 ) ( 1 9 7 4 ) 

周法高等（編）漢字古今音彙（ 1 9 7 4 ) 

錢 存 訓 > 中 國 古 代 書 史 ( 1 9 7 5 ) 

徐復觀 >兩漢思想史（卷二）（ 1 9 7 5 ) 

周法高等（編）金文詁林（ 1 9 7 5 ) 

周法高等（編）金文詁林附錄（ 1 9 7 7 ) 

周法高等（編）《廣雅》索引（ 1 9 7 7 ) 

劉殿爵、陳雄根（校點 )新式標點《廣雅疏証》（ 1 9 7 8 ) 

周法高等（編）《廣雅疏証》引書索引（ 1 9 7 8 ) 

梁元生 >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 1 9 7 8 ) 

張秉權 >黃山谷的交游及作品（ 1 9 7 8 ) 

王 伊 同 > 五 朝 門 第 （ 1 9 7 9 ) 

何漢威 >京漢鐵路初期史略（ 1 9 7 9 ) 

陳萬雄 >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 1 9 7 9 )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1 9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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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穆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1 9 7 9 ) 

陳荆和（編註）阮述《往津日記》（ 1 9 8 0 ) 

何漢威  光緖初年華北的大旱災（ 1 9 8 0 ) 

王爾敏  上海格致書院志略（ 1 9 8 0 ) 

周法高  論中國語言學（ 1 9 8 0 ) 

霍韜晦（譯註）安慧「三十唯識釋」原典譯註（ 1 9 8 0 ) 

趙元任（原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 1 9 8 0 ) 

譚汝謙（主編 )  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 1 9 8 1 ) 

譚汝謙（主編）  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 1 9 8 1 ) 

林壽晉  戰國細木工榫接合工藝硏究（ 1 9 8 1 ) 

林壽晉  半坡遺址綜述（ 1 9 8 1 ) 

鄭德坤  中國歷史地理論文集（ 1 9 8 1 ) 

許冠三  王船山的致知論（ 1 9 8 1 ) 

劉述先  馬爾勞與中國（ 1 9 8 1 ) 

張世彬  沈遠《北西廂絃索譜》簡譜（ 1 9 8 1 ) 

饒宗頤  唐宋墓誌：遠東學院所藏拓片圖錄（ 1 9 8 2 ) 

楊建芳  中國古玉書目（ 1 9 8 2 ) 

王德昭  淸代科擧制度硏究（ 1 9 8 2 ) 

張光宇  中國靑銅時代（ 1 9 8 2 ) 

霍韜晦（編著）  佛學（上册） 

實藤惠秀（原著），譚汝謙、林啟彥（譯）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1982) 

饒宗頤、曾憲通  雲夢秦簡日書硏究（ 1 9 8 2 ) 

許冠三  劉知幾的實錄史學（ 1 9 8 3 ) 

狄百瑞（原著），李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 1 9 8 3 ) 

辭彙 /字典 

洪士豪  英漢法律辭典（ 1 9 7 2 ) 

張樹庭（編譯）  英漢生物學名詞彙編（ 1 9 7 5 ) 

李卓敏（編纂）  李氏中文字典（ 1 9 8 0 ) 

中文大學會計與財務學系（編譯）中譯會計與財務詞彙（ 1 9 8 0 )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與社會研究中心（編譯）中譯社會學詞彙（1980) 

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與社會硏究中心（編譯）中譯人類學詞彙（1980) 

中文大學哲學系（編譯）中譯邏輯學詞彙（ 1 9 8 2 ) 

《中譯心理學詞彙》編譯組及中文大學社會硏究中心（編譯）中譯心 

理學詞彙（ 1 9 8 2 ) 

香港及東南亞地區硏究 

韓詩梅、麥國屛茶餘故事拾遺（ 1 9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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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荆和（譯註）嗣德聖製《字學解義歌》譯註（ 1 9 7 1 ) 

陳荆和、陳育崧 (編著 )  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 1 9 7 2 ) 

張洪年 >香港粤語語法的硏究（ 1 9 7 2 ) 

陳正祥 >《眞臘風土記》的研究（ 1 9 7 6 ) 

謝劍香 >港的惠州社團——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 1 9 8 1 ) 

人文 /社會科學 

中國語文敎學研討會報吿書（ 1 9 7 0 ) 

江紹倫 >識知過程與敎育趨向（ 1 9 7 3 ) 

鄭 東 榮 > 經 濟 學 （ 1 9 7 4 ) 

金耀基（譯）發展的挑戰（ 1 9 7 6 ) 

黃暉明（譯） >工業化與家庭變遷（ 1 9 7 6 ) 

葛伯納（著），蘇兆堂（譯 )小龍村：蛻變中的台灣農村（ 1 9 7 9 ) 

閔建蜀、游漢明市場硏究：基本方法（ 1 9 7 9 ) 

江紹倫 >識知心理學說與應用（ 1 9 8 0 ) 

李沛良、劉兆佳（編）人民公社與農村發展（ 1 9 8 1 ) 

周兆祥漢譯《哈姆雷特》研究（ 1 9 8 1 ) 

香港語文敎育硏討會編輯委員會（編）語文與敎育（ 1 9 8 2 ) 

古籍重刊 

吳道鎔（編），許衍董等（校訂）廣東文徵（一至六册） 

唐•李賀 >協律鈎元四卷（淸嘉慶十三年刻本） 

西廂會眞傳五卷、會眞記一卷、附圖一卷（明刻本） 

文苑英華（卷二零一至卷二一一）（宋刻本） 

淸•檀萃 >楚庭稗珠錄六卷（淸乾隆癸已刊本） 

徐培深 >纖維的黏彈性（ 1 9 6 6 ) 

莊聯陞 >實驗近代物理學（ 1 9 6 9 ) 

香港生物學敎學研究會（編）現代生物學（ 1 9 7 4 ) 

莊兆祥、江潤祥、關培生本草研究入門（ 1 9 8 3 ) 

期刊 

香港中文大學學報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硏究所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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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書 刊 

Chinese Studies 

Fehl, Noel E. The Study o f World History (1966) 
Hsiao, Tso-liang Chinese Communism in 1927: City vs Countryside (1970) 
Fehl, Noel E. Li, Rites and Proprie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fe (1971) 
Li, Chi (tr.) The Travel Diaries o f Hsu Hsiao-k’o (1974) 
Mao, Nathan (tr.) The Twelve Towers (1974) 
Lau, T. C. (tr.) Sitting Up at Night and Other Chinese Poems (1974) 
Dai, Shen-yu China,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Third World (1974) 
Yang, Paul Fu-mien S. J. Chinese Linguistics: A Selected and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1974) 
Lo, Winston W. The Life and Thought o f Yeh Shih (1974) 
Bodde, Derk 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 (1975) 
Ho, Ping-ti The Cradle of the East (1975)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et al.(eds.)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976) 
Liu, Shih-shun (tr.) Vignettes from the Late Ch'ing: Bizarre Happenings 

Eyewitnessed over Two Decades (1976) 
Wong, Yoon-wah Ssu-K’ung T’u: A Poet-Critic o f the T’ang (1976) 
Deeney, John J.(comp.&ed.) A Golden Treasury o f Chinese Poetry (1976) 
Wong, K. C., Dang, S. L., & Ho, Pung (comp.) A Research Guide to English 

Translation o f Chinese Verse (1977) 
Graham, A. C.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 Science (1978) 
Mao, Nathan & Liu, Ts'un-yan (tr.) Cold Nights: A Novel by Pa Chin 

(1978) 

Hervouet, Yves (ed.) A Sung Bibliography (1978) 
Tsien, Tsun-hsuin & Roy, David T. (eds.)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1978) 
Wallacker, Benjamin E. et al. (eds.) Chinese Walled Cities: A Collection o f 

Maps from Shina Jokaku no Gaiyo, 1940 (1979) 
Cheng, Te-k'un Jade Flowers & Floral Patterns in Chinese Decorative Ar t 

(1979) 
Liu, Shih-shun (tr.)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The Eight Masters o f the 

Tang-Sung Period (1979) 
Lau, D. C. (com.) Lu Xun Xiao Shuo Ji: Vocabulary(1979) 
Kwei, C. S. Kwei’s Video Codes for Chinese Characters(1979) 

Ho, Kwok-cheung A Comparative Study o f Chinese Vocabulary in Several 
Textbooks for Westerners(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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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e, Kam Critiques of Confuci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80) 
Yang, Winston L. Y., et al. (eds.)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Fiction (1980) 
Tay, William, et al. (eds.) China and the 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1980) 
Kao, George (ed.) Two Writer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80) 
Soong, Stephen C. (ed.) Song Without Music: Chinese Tz'u Poetry (1980) 
Chan, Sin-wai T’an Ssu-t’u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80) 
Tay, William, et al. (eds.)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 Strategy (1980) 
Cheng, Te-k'un The World of the Chinese: A Struggle for Human Unity 

(1981) 
Bullett, Gerald (tr.) The Five Seasons of a Golden Year: A Chinese 

Pastoral (1981) 
Needham, Joseph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81) 
Yang, Paul Fu-mien S. J. Chinese Dialectology: A Selected and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1981) 
Chu, Pao-chin V. K. Wellington Koo: 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 1912-1966 (1981) 
Chang, Chun-shu & Smythe, Joan (tr.) South China in the Twelfth 

Century (1981) 
Lau, D. C. (tr.) Tao Te Ching (1982) 
Wu, David Y. H. The Chinese in Papua New Guinea: 1880-1980 (1982) 
Kao, George (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ngs Past (1982) 
Hsüeh, Chün-tu, et al. (tr.) Traditional Government in Imperial China 

(1982) 
Cheng, Te-k'un Studi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1982) 
Shih, Vincent Yu-chung (tr.)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 f 

Dragons (1983) 
Coblin, South W. A Handbook o 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1983)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1983) 
Lau, D. C. (tr.) Confucius: The Analects (Lun Yü) (1983) 

Glossary / Dictionary 

Lin, Yutang Lin Yutang'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m Usage 
(1972) 

Supplementary Indexes to Lin Yutang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 f 
Modem Usage (1978) 

Hu, Shiu-ying An Enumeration o 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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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 Southeast Asia Studies 

Hensman, Bertha & Mack, K. P. Hong Kong Tale-spinners(1968) 
Allen, Charles L.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Hong Kong(1970) 
Hensman, Bertha More Hong Kong Tale-spinners (1971) 
Newton, E. Hong Kong Taxation: A Taxpayer's Guide (1972) 
Shen, C. Y. The Law and Mass Media in Hong Kong (1972) 
Nehrt, Lee C. et a l Managerial Policy, Strategy and Planning for Southeast 

Asia (1974) 
Kan, L. B. Library Services in Hong Kong (1975) 
Cheng, Irene Clara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1976) 
Li, Hui-lin Nan-fang ts'ao-mu chuang: A Fourth Century Flora o f Southeast 

Asia (1979) 
L i n , Tzong-biau, et al. Manufactured Exports and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1980) 
L i n , Tzong-biau & Mok, Victor Trade Barriers and the Promotion o f Hong 

Kong Exports (1980)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1980) 
Lee, Rance P. L. & King, Ambrose (eds.)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81) 
Jones, John F. (ed.) The Common Welfare: Hong Kong's Social Services 

(1981) 
Lee, Rance P. L. (ed.) Corruption and Its Control in Hong Kong (1981) 
Flux, David Hong Kong Taxation: Law Practice (1981) 
Etherton, A. R. B. Certificate English for Hong Kong (Book 1) (1982) 
Etherton, A. R. B. Certificate English for Hong Kong (Book 2) (1982) 
Lau, Siu-ka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1982)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 Studies 

Chou, K. R. Recent Trend in World Trade (1966) 
Young, Pauline V. How Can Social Research Serve the Community (1966) 
Hensman, Bertha Shakespeare's Successors in English Drama (1966) 
Hensman, Bertha A Word List for the Guidance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1968) 
Tang, Anthony Long-term Economic and Agriculture Commodity Projections 

for Hong Kong 1970, 1975, and 1980 (1969) 
Donnithorne, Audrey Mainland China's Grain — Output, Procurement, 

Transfers and Trade (1970) 
Axilrod, Eric U. S. Balance of Payments, 1946-1968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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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hl, Noel E. (ed.)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Cho-yun Hsu and William 
H. McNeill on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1971) 

Lin, T. B. Monetary Behavior under the Sterling Exchange Standard, 
Hong Kong as a Case Study (1971) 

Axilrod, Eric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Two Tendencies o 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1) 

Cheng, T. Y. The Impact o 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Consumption Patter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1971) 

Axilrod, Eric The U. S. Rate o f Profit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Accounts 
1946-1965 (1972) 

Axilrod, Eric Mao, Lenin and the Two Revolutions (1972) 
Wei, Michael & Light, Timothy A Newspaper's Vocabulary - A Raw 

Frequency Count o f the Words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73) 

Etherton, A. R. B. Teaching English to Chinese-speaking Learners — A 
First Bibliography of Research and Studies(1974) 

Schramm, Wilbur The Coming Age of Information(1979) 
Choa, G. H. (ed.) Recent Development in Medical Education(1979) 
Jones, John F. (ed.) Building China: Studies i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1980) 
Schramm, Wilbur & Atwood, Erwin Circulation of News in the Third 

World - A Study o f Asia(1981) 

Science 

Chang, Shu-ting The Chinese Mushroom (Volvariella volvacea): Morphology 
, Cytology, Genetics, Nutrition and Cultivation(1972) 

Computing Centre, CUHK FORTRAN I V Programming Language — Text 
for Instruction(1972) 

Computing Centre, CUHK Solution to Problems in FORTRAN I V 
Programming Language(1972) 

Yong, Chi-hsing Asymptotic Behavior o f Trigonometric Series with 
Modified Monotone Coefficients(1974) 

Bewley, T. A. et al.(eds.) Proceedings o 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ormones and Proteins (1975) 

Hu, Shiu-ying The Genera o f Orchidaceae in Hong Kong(1977) 
Hung, Hing-sum & Loh, Shiu-chang A Course on Programming in 

FORTRAN(1978) 
Tung, Douglas S. Elementary COBOL: A Structured Programming 

Approach(1979) 
Hung, Hing-sum, Loh, Shiu-chang, Tu, Yuan-haw & Kong, Luan Problems 

with Computer Solutions Using Standard FORTRA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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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T. C. W. et al. Problems in Inorganic and Structural Chemistry 
(1982) 

Chang, S. T. & Quimio, T. H. (eds.) Tropical Mushrooms: Biological 
Nature and Cultivation Methods (1982) 

Young, Kenneth (ed.) Opto-Electronics: Lectures at the 1982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 f Hong Kong 

(1982) 
Tung, Douglas S. & Sham, Lena L. Problems with Computer Solutions 

Using Structured COBOL (1982) 

Periodicals 

Journal o f the Institute o 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 f 
Hong Kong 

Journal o 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 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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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的資料庫 

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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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硏究 栽植食用菇類的研究 

明蝦養殖試驗 本校致力研究的藥用植物之一——益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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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特區的研究 

人民公社的研究 

深圳特區人口分佈（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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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中國企業研討會 

公開學術講座一一北京中國科學院華羅庚敎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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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中大自創校以來，都沒有忽視它對社會的責任。除了爲社會培育人 

才，本校人士更不斷以其知識專才、硏究成果貢獻於社會，對於推進香 

港的文化活動，亦不遺餘力。此外，大學更成立校外進修部，爲一般市 

民開辦多類普及或專門的課程，在社會上提倡「學無止境」的風氣。 

大學敎職員參與校外組織的工作或擔任外界委員會、機構等的顧 

問，是最直接的社會服務方式。這些團體和組織數以百計，不能在此一 

一盡列，其中香港總商會、香港考試局、香港生產力促進中心、香港管 

理專業協會、科學統籌委員會、香港訓練局等等都是本校敎職員經常參 

與服務的組織。近年中大敎職員更有獲委爲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各區區 

議員者，積極爲改善社會而努力。至於學生方面，不少亦參與校外團體 

或志願機構擔任義務工作。 

本校對豐富香港的學術文化生活，貢獻也不少。文物館經常舉辦各 

類美術、書畫、古物展覽，歡迎各界人士參觀；各系敎師亦經常主持公 

開專題演講。至於音樂系的師生，除了公開演奏外，更有爲外界編排音 

樂節目、爲校外音樂家伴奏；而藝術系的敎師亦有舉行個人或集體作品 

展覽。近年來，多位大學人士曾經參與創辦「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翻 

譯學會」、「香港比較文學會」等。 

校外進修部自六五年成立以來，開設的課程與日倶增，深受社會人 

士歡迎，去年學員人數達三萬四千三百多人。爲便利市民上課，校外部 

設於九龍市區中心，另外又在鰂魚涌、荃灣、沙田、觀塘及北九龍各區 

租用校舍開辦課程。 

校外部開設的課程範圍十分廣泛，其中包括中國語文、哲學、心理 

學、社會科學、藝術、敎育、經濟、商業、會計、法律、電腦研究、英 

國語文、歷史、地理、數理、視聽語言、家庭康樂、表演藝術和大衆傳 

播學等。此外又開辦電台、報紙、函授和自學課程等，以前更曾主辦電 

視敎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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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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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大學爲了使學生得到全面的敎育，固然非常重視智育，但同時也兼 

顧到學生在德、體、羣、美各方面的發展。因此除了供上課導修用的課 

堂實驗室之外，大學還有許多其他敎學和文娛設備及服務，助長學生的 

發展。 

文娛活動設備 

除了各書院的師生康樂大樓外，大學又特别興建一座全校師生的文 

化、社交和康樂中心——范克廉樓。范克廉樓在六九年正式啟用，是校 

本部在沙田校園第一座落成的大樓。 

大學另一文娛活動中心是八一年落成的邵逸夫堂。該堂設備完善， 

符合現代專業表演水平，爲講座、展覽、音樂會、舞台劇及電影欣賞等 

的理想場地。邵逸夫堂跟校外團體或表演者簽訂的租用合約，規定學生 

可以直接參與劇場管理或後台工作，因此，該堂亦爲學生實驗學習的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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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娛活動中心外，大學亦提供各種體育設施，鼓勵學生參與各 

類體育活動，以鍛鍊培養健康的身體。目前大學共有運動場兩個、體育 

館三個、網球場八個和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室外泳池。 

學生宿舍及舍堂 

宿舍的羣體生活對學生身心和性格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大 

學在這二十年間努力的興建宿舍，務求讓更多的學生可以入住。雖然目 

前的宿位是供不應求，但大學仍會不斷努力，以求獲得資助，繼續興建 

宿舍。另一方面，爲了照顧暫時未能入宿的學生，大學於八一年特别成 

立了兩個走讀生舍堂，讓走讀生可以更充分的享受大學生活。宿堂備有 

音響器材、報紙雜誌及各種棋類遊戲，學生課餘可以在這裏鬆弛緊張的 

情緖。舍堂和宿舍主辦的各項活動不獨可以增加學生的歸屬感、培養他 

們的團體意識和愛校精神，亦可促進師生和同學間的交流。 

輔導服務 

大學旣然有這樣優良的環境和設備，學生一般都能夠珍惜機會，好 

好學習硏究，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使大學生活過得充實和有意義。而 

大學也設立了獨立的學生事務處，一方面協助學生舉辦全校性的活動， 

一方面爲學生提供心理輔導和就業輔導。至於各書院的學生輔導處，也 

給與各該書院學生個别的輔導服務和協助書院學生團體籌辦課餘活動。 

學生組織 

除了中文大學學生會之外’三所成員書院也各有自己的學生會。組 

織學生會的目的，主要是團結所有學生、謀求自己的福利，促進德育和. 

智育的發展，籌辦文娛體育活動和服務社會。因此學生會不僅是訓練領 

袖人才的實驗室，而且是培育富責任感的公民的場所。至於其他的學生 

團體如系會、宗敎團契、興趣會社、社會服務團等，都經常舉辦多姿多 

采的學術、文娛康樂和聯誼性的活動，學生可以按自己的興趣和需要去 

選擇參加。通過不同的活動，學生都能獲得許多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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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堂表演 

學生會主辦中大開放日 學生會主辦「中國文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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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輔導處舉辦「政府職位資料展覽」 

學生舍堂生活 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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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友 

中大的學生分别來自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一般來說，男生比女生 

多。若從學生的家庭收入、父母的職業和敎育程度來看，則超過半數的 

學生是來自中下階層。其中家庭收入較低的都是依賴政府、大學和書院 

的助學金和免息貸款完成學業。 

學生畢業之後，都盡量以其所學，服務社會。創校二十年後的今 

天，中大畢業生已經遍佈各行各業，在若干行業中的表現尤其特出，例 

如商界、銀行及金融業、敎育界、電訊工程和市場服務行業、社會工作 

和大衆傳播界，以及音樂藝術界等。近年來，前往海外發展事業的畢業 

生日有增加，或在美洲和西歐各地工作，或在發展中國家擔任各類工業 

的管理人員。 

一九七八年「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成立，成員包括五個校友 

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 

友會、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學嶺南工商 

管理硏究所校友會、香港中文大學敎育學院校友會。聯會的宗旨是加强 

會員間及中大校友間的聯繫和團結，促進會員福利，以及協助母校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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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學生人數表 

年度 本科生 硏究生 總人數 

63/64 1395 — 1395 

64/65 1676 — 1676 

65/66 1848 
— 

1848 

66/67 1907 80 1987 

67/68 1987 89 2076 

6 8 / 6 9 2038 117 2155 

6 9 / 7 0 2091 124 2215 

70/71 2258 201 2459 

71/72 2401 165 2566 

7 2 / 7 3 2564 221 2785 

73/74 2784 301 3085 

7 4 / 7 5 3140 336 3476 

75/76 3507 322 3829 

76/77 3867 376 4243 

77/78 4197 388 4585 

78/79 4375 592 4967 

79/80 

80/81 

4427 

4417 

631 

627 

5058 

5044 

81/82 4431 679 5110 

8 2 / 8 3 4498 689 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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