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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社會科學博士何子樑醫生讚辭 

常言道，好消息算不上是甚麼消息，所以我們往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賴醫學昌明，
心臟病和中風等磨苦人的大病痛已愈來愈可預防及治療，這就是我們活在這個時代之福。醫
學進步有賴熱心人的支持，例如何善衡慈善基金會便慷慨捐贈鉅款予中文大學的內科及藥物
治療學系，以作研究這些疾病之用。為此，中大今天很榮幸能授銜予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董事
何子樑醫生，以表彰他多年來對大學的發展所作的卓越貢獻。	

	 何醫生是傑出的泌尿科專家。他於一九六六年取得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
其後在凱撒基金會醫院實習及接受外科全科訓練，並於一九六八年成為加拿大馬尼托巴內外
科醫學院會員。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何醫生在史丹福大學醫學院接受泌尿科外科博士後
訓練，一九七六年獲美國泌尿科醫學委員會頒授證書，一九七七年獲美國外科醫學委員會頒
授院士銜。何醫生在美國、新加坡和香港行醫多年，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四年間曾任香港浸
會醫院和香港佛教醫院泌尿科顧問，並在兩間醫院義診十多年。	

何醫生是何善衡慈善基金會和伯利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矢志改善世界各地的醫療
服務。他經常捐資予醫學界，鼎助香港、中國內地、英國和美國的大學不遺餘力。他極關注
高等教育的發展，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善衡書院院監會主席，以及香港恆生管理學院校
董，也是北京大學元培學院的課外活動顧問。

何子樑醫生與他的家族一直熱心社會公益和高等教育事務，藉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流布仁
風。多年來，何氏不斷捐贈鉅款予本地各大學，為誌善舉，不少教學設施、學生宿舍、研究
單位和冠名教授席均以何醫生已故尊翁何善衡博士之諱命名。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於二零一一
年更資助成立中大醫學院的何善衡消化器官腫瘤研究中心。何醫生亦親自推動成立何善衡睡
眠窒息症管理中心，並促成針對帕金森氏症和早老性痴呆病的中草藥臨床實驗，以及中大和
史丹福大學的醫學院交流計劃。這些意義綿長的厚貺，對醫生培訓、公共教育、臨床研究及
服務均有提升增進的效益，病人以至整個社會都受惠澤。

何醫生的本業是醫學專科，所以個人而言，對促進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兩所本地醫學院
的醫學研究特別著意。兩間大學為表彰何醫生的貢獻，分別於二零零六和二零零九年授予榮
譽院士銜。

何醫生和中大的連繫近年亦再上層樓。他個人的何子樑醫生慈善基金會便贊助成立了
醫學院何子樑醫生伉儷榮譽學會。學會每年選出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成為會員，並頒發金、
銀、銅章以作表揚。何醫生伉儷亦成立獎學金，獎勵何善衡書院的醫科和護理科學生。獲獎
學金者均以能力入選，在大學肄業期內得以因獎學金之惠而免受經濟問題困擾。

何善衡慈善基金會嘉惠大學之舉甚多，包括贊助興建大學三所成員書院的學生宿舍、
新亞書院走讀生舍堂、威爾斯親王醫院的何善衡夫人醫科生宿舍及其新翼，以至成立何善衡
眼科及視覺科學講座教授席、何善衡視覺科學講座教授席，以及楊振寧訪問教授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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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中大獲得基金會慷慨捐獻，成立善衡書院，書院於本年十月正式開幕，採用全
宿共膳模式，讓六百名同學能在親切融和的環境中生活和學習。	

	 何氏家族亦在中大成立了何善衡教育基金，由何醫生出任信託人。該基金積極贊助大
學不同學科的研究。在大學網頁查詢輸入「何善衡教育基金」，即可看到基金贊助的各項研
究和相關網頁，以及學者因研究得以進行而對基金所表達的謝意。眾多研究計劃涵蓋了中大
的所有學科，如商科、建築、計算機工程、英國文學與精神科等。基金的贊助對增強大學的
學術研究有莫大裨益，也是研究資助局以外的一個重要資助力量。

	 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傑出泌尿科專家、大學捐助人和醫學研究
贊助人何子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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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文學博士朱銘博士讚辭

「改變。我一直在改變。」這句話給某些人掛在嘴邊，已讓聽者無動於衷；但由蜚聲國
際的雕塑大師朱銘博士平實地說出來，郤能激盪人心，因為朱博士身體力行，說得出，做得
到。朱博士認為，藝術家要突破，要創新，就必須求變。「變」，成了朱博士的藝術寫照；
朱博士不變的，是一直求「變」的信念。

朱博士一九三八年生於臺灣苗栗通霄，十五歲拜同鎮的李金川為師，學習雕刻傳統工
藝品及繪畫，打下雕塑藝術的良好基礎，開闢日後的成功路途。朱博士不足二十歲就滿師，
其後創辦雕刻工藝品事業，開了工廠，也收了徒弟，事業蒸蒸日上。忙碌的同時，朱博士開
始思索如何方能自在創作，不受他人牽制，也不受金錢羈絆；最後毅然決定：不做工藝生意
人，立志成為雕塑藝術家。一九六六年，以作品〈相悅〉獲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雕塑
部優選獎；翌年以〈久別〉獲第三名。

朱銘三十歲時，設法闖進藝術創作的領域，攜同心愛作品向雕塑大師楊英風叩門，彼
此暢談了兩小時，終獲楊英風收為學生。楊英風特為原名「朱川泰」的朱博士取了一個新名
字——「朱銘」，標誌朱博士由「工藝師」蛻變為「藝術家」。朱博士深受楊英風著重精
神、靈性的創作理念所影響，銘記楊氏「丟」的儉樸道理，拋開手上已臻精湛熟練的技法和
心中固有的形式，作品遂擺脫寫實而神韻不滅。一九七六年，朱博士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
首次個人作品展覽，一鳴驚人，各界佳評如潮，參觀者眾，館方需將原定五天的展期延長至
一年，確立了朱博士的藝壇地位。同年，朱博士榮獲中國文藝協會第十七屆「文藝獎章」、
第十四屆「十大傑出青年」榮銜、第二屆國家文藝獎。

儘管初試啼聲就取得空前成功，朱銘博士並沒有拘囿於鄉土風格的創作，反而逐步發展
出日後名聞遐邇的「太極系列」。這項新的嘗試，源於楊英風的示。楊英風認為朱博士個
子瘦小，身體又不算太好，應該練太極拳。於是，朱博士為健身而日日練習太極，自然而然
就把太極精神在雕塑中體現出來。一九七七年，朱博士首次在海外個展，就有二十八件木雕
的「太極系列」作品，於東京中央美術館展出，贏得日本藝壇的高度評價。然而，臺灣文化
界對朱博士的創作風格轉向，有極大的爭議，但楊英風老師全力支持弟子，鼓勵朱博士「要
這樣走才對！」朱博士本人也堅持自己的「變」，無畏地開創獨特的新風格。

一九八零年，朱博士應邀參與香港藝術節，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個展，在本地文化界
產生了空前的震撼。朱博士雖然在亞洲聲名鵲起，郤沒有以此自限，同一年就隻身遠赴美國
開創新天，在紐約的小車庫中，克服了材料與場地的種種問題，發展全新的「人間系列」創
作。作品首度在漢查森藝廊展出，結果藝廊老闆稱之為「奇蹟」！因為第一次在紐約展出的
藝術家鮮能賣出作品，況且這位藝術家在美國不見經傳。從通霄到台北，從台北到紐約，朱
博士的創作一再突破。《漢聲雜誌》創辦人黃永松曾如此評析朱銘的創作：「他原先的鄉土
題材是『臺灣』的，『太極』是『中國』的，到了『人間』，是『國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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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系列」以個體或群體塑像表達，刻畫浮生百態，主題包括三姑六婆、運動、降
落傘、排隊、三軍、裙的故事、第三代、科學家、游泳、囚、立方體等，從彩繪木雕到陶
土、海綿、青銅、不銹鋼等多元媒體創作，都反映了朱博士不斷嘗新、迎接新挑戰的精神以
及「藝術即修行」的美學領悟。朱博士喜歡以不同的材料創造意想不到的效果，並藉此擺脫
某些材料的限制，達到隨心所欲的境界。朱博士指出，藝術「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本性和風格
……這個沒有人能教你，是內心的問題，需要修行。」「修行不是如一般所說的研究，而是
向內在去開發，有時也把自己放空。」讓藝術明心見性，自然水到渠成，發揮真我潛能。

朱博士的創作成果豐碩，曾於亞、歐、北美許多大城市展出，奠定了他在世界藝壇的
地位。部分作品亦陳列在各大城市的公共空間。這類展品，以香港的數量最多，本校圖書館
前亦擺設了朱博士的「太極系列」作品〈門〉。四年前雕塑獲朱博士重新命名為〈仲門〉，
並親筆題字，意義深遠。

〈仲門〉是中大校園的重要地標，一九八七年揭幕。同一年，朱博士另一重要意念
──一座戶外雕刻美術館──誕生：經過十二年籌劃、建設，「朱銘美術館」於一九九九
年在台北開幕，整個山頭滿佈朱博士的作品，讓參觀者無間地感受藝術家的精心傑作與大自
然相互呼應的妙趣。該館以推廣雕塑教育及兒童藝術教育為使命，十二年來對台灣的藝術教
育及文化傳承貢獻良多。

朱博士成就非凡，廣受讚譽，一九九八年獲香港霍英東基金會頒發霍英東獎，二零零
三年獲臺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名譽藝術博士銜，二零零四年獲日本岐阜縣美術館「空賞」和
臺灣行政院文化獎，二零零七年獲第十八屆「福岡亞洲文化獎──藝術‧文化獎」。

這位只受了五年學校教育的藝術家，三十八歲才舉辦第一次個展，就一舉成名，此後
精益求精，把傳統與現代、民俗與學院、材料與技法所有的界限一一打破。朱博士一直在改
變，創作路上屢破屢立，作品充滿生命力，滿載藝術語言，激發深遠的思考，開一代雕塑風
氣，成就非凡。同時，朱博士致力推動藝術教育和藝術品修護，對發揚藝術和文化傳承有傑
出貢獻。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文學博士銜予朱銘博士。

此讚辭由黃國彬教授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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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社會科學博士李和聲先生讚辭

李和聲先生，浙江寧波人，香港金融界翹楚，輩分與名望俱高。一九二八年出生於上
海，一九五零年移居香港，並加入上海金融界前輩在香港成立的順隆行。一九五八年，順隆
行的東主去世，後人無意接掌，李和聲先生和幾位同事合資，把生意頂讓過來，銳意經營，
從早期的黃金買賣擴展至證券、期貨、金銀和外匯交易，業務不斷拓展，成為極具規模的本
地金融集團。李先生現任大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及大唐投資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金銀
業貿易場顧問、證券商協會有限公司永遠名譽顧問、曾出任現名香港證券業協會的香港證券
經紀業協會名譽顧問及香港聯合交易所之創會理事，大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人生歷程，順逆參差，成敗往往視乎個人努力。李和聲先生出身富裕，因戰亂而家
道中落，身為長子，十四歲便要賺錢養家，在上海一家大銀號當練習生。李先生辦事勤快
可靠，而且記性極好，數目分明，甚得東主賞識，後來更助他自立門戶。但時局動蕩，李
先生最後不得已放棄已具規模的生意，來到香港，從頭開始，逐步建立事業，以「寧人負
我，毋我負人」的作風，誠信待人，贏得客戶和同業的口碑。一九八七年十月，全球股災
爆發，香港亦難幸免，股市停市四天，全球各大銀行拒絕借貸，資金周轉如陷泥淖。當時
順隆的客戶拖欠了數額驚人的鉅款，順隆卻有龐大債務到期償還。公司召開緊急會議，股
東都覺得大局如此，已無力回天。李和聲先生力排眾議，堅持商譽無價，要繳的款項必須
清付，客戶不過一時不便，所拖欠的可以商量，於是不惜獨力承擔，傾盡所有，把手上的
股票低價賣掉，連兒女的自住物業也按予銀行，最後在朋友的義助之下，終於渡過難關。
李和聲先生到今天仍然覺得八七年的一役是他一生最大的考驗，亦無悔當年的決定；金錢
是損失了，卻不負誠信二字。

李和聲先生從事金融業七十年，閱盡風雲，歷遍興衰，一切洞明於胸，閒時極重陶冶
性情，和夫人熱愛京劇，既看戲，亦唱戲，是知名票友，曾在國內和香港多次公開演出。
李先生擅唱花臉，把著名凈角裘盛戎的醇厚唱腔模仿得維妙維肖，也拉得一手好京胡，行
雲流水，造詣精湛。李先生弘揚京劇不遺餘力，於一九九四年贊助成立中國少年京劇藝術
團，並積極安排該團在國內和港澳台演出。李先生為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名譽理事與梅蘭
芳京劇藝術基金會名譽會長，於一九九五年獲國家文化部頒發金菊獎，以表彰他對振興京
劇的重大貢獻。

李和聲先生熱心公共與社會服務，曾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和第二屆行政長官推選
委員會委員，是上海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和榮譽創會會長、香港蘇浙滬同鄉會會董、香港浙江
省同鄉會聯合會名譽會長、香港寧波同鄉會名譽會長、勤+緣慈善基金董事、中國太平洋經
濟合作全國委員會委員和天津市政府金融顧問，並獲頒天津市榮譽市民榮銜。李先生曾捐資
浙江大學成立李和聲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出任浙江大學名譽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名譽教授、	
復旦大學校董、上海同濟大學榮譽常務校務委員，積極參與推動國內高等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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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李和聲先生鼎力支持中文大學，於一九九三年即與上海總會其他理事合資捐
助中大成立上海總會科研技術中心，一九九七年更應邀出任中大逸夫書院校董，同年捐款予
書院成立李和聲自學資源中心，二零零七年再捐款把中心改建為李和聲香港歷史資源中心，
二零零八年起出任逸夫書院校董會第一副主席。李先生自一九九九年起即任中文大學校董，
二零零四年起任中大校董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對中大的發展功勞顯著。李先生對中大的內地
學生眷顧有加，促成專為內地生而設的「家在香江」計劃和中大內地本科生聯合會，並協助
成立「旭日工程」大學畢業生內地就業計劃。二零零五年，李先生獲中大頒授榮譽院士銜，
以表彰他對社會及大學的卓越貢獻。二零零七年，李先生弟弟李和鑫博士為表揚兄長對社會
公益和教育的貢獻，慷慨捐款予中大成立新書院，錫名和聲書院；李和聲先生亦應允出任新
書院籌劃委員會委員。李先生恆以少時失學為憾，故此非常重視教育，相信教育能為社會
和國家培育人材；社會要進步，國家要富強，首先必須提高教育素質。「禮惟崇德，樂以和
聲」。李和聲先生溫恭謙厚，人情練達，一如其名。李先生是傑出的企業家，也是財經界和
社會領袖，熱愛藝術，熱心教育，對中文大學情誼深厚。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
博士銜予李和聲先生。

此讚辭由黃國彬教授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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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社會科學博士余宇康教授讚辭

宋代名儒范仲淹曾言：「不為良相，願為良醫。」「良相」與「良醫」的共通點，在於
兩者均為「惠民濟世」的經國大業。「良相」以仁政治理天下，天下太平安穩，社會和諧有
序；「良醫」以仁心救濟蒼生，蒼生康健體強，人人共享天倫。良好的宰相和醫生，在古代
儒者的心目中，其實並無軒輊，他們對於社會的長治久安，同樣不可或缺。那是對人的生命
與幸福的關懷，是智者無私的奉獻。

余宇康教授出身醫學世家，父親余朝光先生曾任東華三院及廣華醫院院長，育有四子，
宇康教授排行第二。朝光先生醫術高明，懸壺濟世，兄弟四人幼承庭訓，耳濡目染，積學有
年，均於杏林卓然有成。長兄余宇楷曾任寶血醫院院長，昆弟包括胸肺科專家余宇超、兒科
權威余宇熙。余宇康教授一九五八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獲頒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隨後負笈
英倫，於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醫院進行研究工作，並於一九六六年獲頒哲學博士學位。其後，
返港執教於香港大學，並於一九七二年獲頒醫學博士學位。一九七三年，余教授私人執業，
開展邁長的醫者人生歷程；行醫之餘，余教授眷念杏壇，不忘教學，於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
出任名譽教授，並為律敦治醫院及瑪嘉烈醫院名譽顧問醫生，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英國及
澳洲三所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及新加坡醫學院院士。

余教授醫學造詣精深，尤擅長於腎科。早於六十年代，余教授已於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
設立腎科，是首名將腎科引入香港的醫生，並於一九七九年協助成立腎科學會，是該會創會
會員及名譽司庫。半世紀以來，余教授致力推動腎病專科醫學在本港的教研工作，以創新科
研蜚聲國際。香港腎科學會於二零零六年成立「余宇康捐助基金」，以資表揚。該基金資助
醫生、研究人員發展腎病學研究工作，余教授亦慷慨捐貲。余教授對腎病的精湛醫療技術，
及其卓越的教研工作，杏林早著令譽，被稱為「腎科教父」。

西漢劉安撰作《淮南子》，以為人體五臟至關重要，恰似天地四時相互參照：「天有
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以與天地相
參。」腎科教父自然深明風雨寒暑化育萬物之理，因而最重醫德教育，他曾言：「教導醫
生，除了課堂知識以外，還得透過臨床經驗，而最重要者，還是醫德和敬業精神。」四十年
來，余教授杏壇設教，秉持提升香港醫療教育水平的信念，致力香港醫生的教育培訓工作，
鼎力支持中文大學成立醫學院，中大因此得以在香港內科醫學院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建基立
業。余教授自二零零三年起更出任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名譽教授，對中大、港大兩校醫
科學生循循善導，春風化雨，木鐸鏗鏘。數十年來，桃李芳菲，薪火相傳。兩所大學的受業
門生畢業後行醫濟世，深入社會不同階層，蒼生多蒙恩澤。余教授現任香港內科醫學院高級
內科醫生培訓委員會主席，探討現行中期及期終評估制度，致力提升見習醫生考核制度的公
平性和透明度，「學生不合格，我們得提供考核報告，讓他們明白自己錯在那裏，從而知所
改善。」以德服眾，言教身教，孜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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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良醫，亦為良相。余教授深知良好的醫療制度，於社會安穩最為關切。多年來熱
心支持香港內科醫學院工作，擔任創院名譽秘書（1986-1995），又出任副院長，專責教育
事務（1993-1995），並於一九九八至二零零四年間擔任該院院長。此外，他先後出任律敦治
醫院、鄧肇堅醫院（1992-2002）、瑪麗醫院及贊育醫院（由2003年起）的醫院管治委員會委
員，致力維繫良好公平的醫院管治制度。余教授關心社會，多年來協助病人爭取權益，出任
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委員，及其轄下的復康委員會主席，又出任嚴重急性呼吸系統
綜合症（沙士）信託基金覆檢委員會委員，關注病人是否得到合理補償，又如何有效康復。
余教授以仁德之心關愛社會，惠民濟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此頒授銀紫荊星章，以表揚
余教授對醫學及社會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余教授熱心公益，多次捐貲中文大學，贊助中大醫學院設立多項巨額獎學金，包括
「余宇康獎學金」及「余雷覺雲獎學金」，支持醫學研究及改善醫療設備。余教授身兼多項
要職，公務繁重，閑餘則熱愛攝影，鏡頭前靜觀景物，深悟大自然在永恆中不變的真趣，豁
然自得。二零一一年在香江舉辦慈善攝影展，取名「暗香疏影」，展出梅花作品多幀，成功
為香港乳癌基金會籌募經費。〈暗香〉、〈疏影〉，本為南宋詞人姜白石詠梅之作，「竹外
疏花，香冷入瑤席。」「夜雪初積，紅萼無言耿相憶。」梅花凌寒獨放，冷香高潔，其實正
為余教授風高亮節的寫照。數十年來，雪寒炭暖，恩澤廣施，受惠者眾，兩校莘莘學子多蒙
沾溉，憶記教授恩德，自當無言感激。

監督閣下，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樂善好施、清高芳潔的良醫良相，傑出的教育家和慈
善家，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余宇康教授。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