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仁學院出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號

銀禧校慶創校史新里程
師生喜見康莊發展坦途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八日至十一月十八日，揭開本校史壯麗的新 

頁，也是我校邁進更康莊的里程。
這一段長達二十二天的時間，是我校二十五周年校慶的《銀禧 

校慶周》，全校師生及校友在歡慶之中，既欣慶過去二十五年種種 

從艱辛中締造的豐碩成果，也喜見隨之而來的美好發展大道。

本年十一月十一日是樹 

仁學院二十五年周年校慶正 

式開幕的日子，當天上午十 
一時許，樹仁學院校長鍾期 
榮博士與其他講師一同出席 

了在展覽廳舉行的校慶開幕 
典禮。

整個開幕典禮的過程簡 

單而隆重，鍾校長首先為校 

慶開幕致詞，接著，鍾校長 

連同其他講師一起剪綵，正 

式宣布為樹仁學院廿五周年 

校慶一連串活動展開序幕。

■鍾期榮校長主持銀禧校慶周的開幕典禮。

廿五周年校慶活動內容非常豐 

富，包括有：連續兩星期的籃球、 

羽毛球比賽、最受歡迎講師選舉、 

贈書活動、〈樹仁狀元大比拼〉問 

答比賽、校史、展覽、尋龍奪寶 

等，這些活動只是整個校慶活動的 

前奏。
整個校慶活動的高峰則是十一 

月十五日的校慶研討會，這個研討 

會的題目名為「香港大專敎育的回 

顧與前瞻」，到場的主禮嘉賓包括 

有：敎育統籌司王永平太平紳士、 
嶺南學院校長兼現任行政局議員陳 

坤耀敎授、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 

敎授和公開進修學院院長黃錫楠敎 

授，主持則為香樹輝先生。當日除 

了這個研討會外，還有樹仁學院當 

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成立典禮，由新 

華社駐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先生任 
主禮嘉賓。

十一月十五日當晚還有校慶晚 
宴。此外，十五、十六日一連兩天 

都是樹仁學院的開放日。這個安排 

完全是為了外界人士對樹仁學院的 

內部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
一連串的校慶活動以十一月十 

八日晚的閉幕禮作結，當晚除了有 
精采的文藝表演外，還請到著名作 

曲家和音樂監製雷頌德先生作為晚 

會嘉賓。而隨著這個晚會的結束， 
樹仁學院二十五周年校慶活動亦吿 

一段落。

二十五周年校慶展覽序
校長鍾期榮

樹仁學院自一九七一年創校，迄今已經歷了四分之一世紀，其 

間風風雨雨，坎坷道路，正是罄竹難書。所幸創校同人、師生上下， 

均一本初衷，維護敎育原則及理想，披荊斬棘，奮勇上進，以君子 
自强不息之精神，終能克服困難，編織出驕人成績，和可歌可頌的 

史蹟，舉其著者言，約有下列各端:-

（一）未用任何政府或納税人分文，自籌經費，興建成十二層校舍， 

及十九層圖書館綜合大樓，現代化設備，一應俱全，提供良好的敎 

學環境。
（二）寧拒經援，堅持四年學制，為本港大專敎育獨樹一幟。

（三）扎根香港，面向國際，擁有與英美澳中各大學合作的學位課程 

十七項，其中六項為學士學位課程，十一項為兼讀碩士課程，為我 
畢業同學及本港青年提供較多之進修深造機會，踏實為本港培訓專 

業人才。

（四）所頒榮譽文憑，已獲英美澳中各大學承認等同學位，可直接入 
研究院修讀碩士或博士，亦可參加專業考試，獲取律師、會計師等 

專業資格。

（五）畢業生廿二屆約一萬二千餘人，分佈各行各業，廣受歡迎，其 

中不少嶄露頭角，事業有成。

凡此種種，均我師生心血結晶，有目可睹。只可惜在此號稱為民 

主法治之香港殖民地，郤飽受歧視與不公平對待。際此銀禧，吾人 
於慶祝中，特摘錄史實，以供鞭策暨後人鑑評，冀為我校討回一個 

公道也。

當樹仁跨越廿五周年，邁向廿一世紀的今日，適逢九七回歸在望， 

以中華兒女的情懷，面臨此重大歷史時刻，我們正挺胸昂首，熱烈 

地迎接時代使命。展望前程，正是柳暗花明，一片新景象，期共勉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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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專教育的回顧及前瞻》研討會

敎統司讚揚樹仁高瞻遠矚

高等教育先鋒・培養社會專才
本港八大專院校校長對大學學制問題已達成共識，即聯合表示支 

持大專敎育學制「三改四」，而我校作為本地僅有的實行四年制的大專 
院校，對各大專院校校長此舉，自當熱烈支持。我校於慶祝廿五周年銀 
禧校慶的同時，舉辦「香港大專敎育的回顧及前瞻」公開學術研討會，

益顯意義重大。

學者雲集樹仁 
共商敎育發展

今次研討會的 

主講嘉賓有中文大學 

副校長金耀基敎授、 

嶺南學院院長陳坤耀 

敎授及公開進修學院 

副院長黃錫南敎授。 

資深新聞工作者香樹 
輝先生擔任研討會主 

持。敎育統籌司王永 

平太平紳士主持開幕 

禮。
會上各嘉賓就香 

港大專敎育的過去、 

現況、如何配合社會 

需要及九七後的敎育 
發展與路向作出深入 

研討，各抒卓見。

王司憲避談大專學制三改四 
官方決策與學者意願有分岐 
敎育統籌司王永平太平紳士在主持研討 

會開幕禮致辭中，避談本港大專學制「三改 

四」的問題，他認為目前不宜討論。此顯見 
本港大專敎育學制問題，官方的決策與各大 

學院校校長的共識，存有分歧。
在是次研討會的致辭中，王永平先生認 

為近年增加學校和高等敎育各級學額的目標 
已經達到，本港敎育目前首要處理的，是敎 

育的質素和成本效益方面的問題。而即將發 

表的敎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吿書諮詢文 

件」，會從此方面作深入探討。
他更指出：在大學敎育資助委員會和香

■敎育統籌司王永平研討會中致辭

港學術評審局協助下，要維持和提高學術課程的質素 

和水準最終有賴本身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既傳高等學術知識 
亦傳做人處世準則

王氏提到在敎育上作出重大投資，實有助社會日 
後繁榮發展。在推動敎育發展過程中，政府擔當主導 

角色的同時，我校為當中的倡導者，他讚揚胡鴻烈校 

監和鍾期榮校長高瞻遠矚，是開拓本地高等敎育的先

鋒，且為很多中學畢業生提供

■資深新聞工作者香樹輝先生擔任是次研 

討會的主持人

高等敎育，使他們能在學術知 

識和做人處世上，作好準備， 

為社會作出貢獻。

他點出為維持香港經濟在 

亞太區的競爭能力，為在職人 
士提供專業訓練或再培訓是重 

要的。
王氏又謂：政府已制定 

《非本地及專業敎育（規管） 

條例》，對非本地的院校和專 

業團體在本地開辦的課程，推 
行質素保證和保障消費者權益 

的措施。現正草擬相關的附屬 

法例，新法例望可於九七年上 

半年實施。

不同辦學目標及專長 
將成高等敎育新方向

他續稱： 

提高成本效益 

及善用現有資 

源的政策很重 

要。他預計發 
現不同辦學目 

標及發展個別 

專長且進行改 
革，不但會有 
更大的成效， 

更將成為本地 

高等院校的發 

展方向。

王氏又提 
出本地學生應 

培養獨立的判 

別和思考能

力。而與外國人士溝通，便要有良好的中英文（包括 

普通話）能力，才能發揮判斷及思考能力。
他建議本地年青人必須瞭解香港日後作為中國特 

別行政區和國際商貿城市的角色，以及這兩個角色如 

何相輔相成。而具備廣闊的世界觀，有助了解全球經 
濟和政治氣候，以及增加對中國各方面的透切認識。

最後，王永平先生更讚揚我校舉辦這個研討會是 

具有重大意義的，並祝研討會成績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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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樹仁銀禧校慶備受各界關 

注的節目——「香港大專敎育的 
回顧與前瞻」公開學術研討會 

上，敎育統籌司王永平致開幕詞 

時指出，把大學敎育學制由「三 

改四」，現在不是適當時候，因 

為會牽涉改動整個敎育制度。但 

出席研討會的三位嘉賓，認為港 

府有必要檢討現在的敎育制度。

是次公開學術研討會，由我 

校校監胡鴻烈博士主持開幕禮。

嶺南學院院長兼立法局議員 

陳坤耀敎授指出，香港大專敎育 

較過去三十年進步，並非如一般 
人認為今天大專水平下降。對於 

常人看法，是因為預科課程未能 

與大學間銜接，發揮橋樑的角 

色。他批評是因為政府在制定敎 

育政策上有漏洞，不資助和忽視 

學前敎育，思想亦缺乏國際視野 

所致。
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敎授 

認為，今天香港大專敎育踏上普 
及，但相比發展水平高的國家， 

仍有一段距離。金敎授亦指出本 
來中文大學一向行四年制，面對 

政府壓力下才轉行三年制。可是 
校內同學一般不能在三年內趕及完成課程及畢業，所 

以他相信大學四年制的課程較合適。
黃錫楠敎授説隨著經濟發展，科技和資訊也發展 

迅速，大專敎育的需求越來越多，不再只於十八至廿 

二歲的青年，而是來自不同階層。因此必須配合多元 

化敎學方法：摒棄傳統固有授課形式，方針也須全 

面，有國際眼光面向世界。
研討會上，各嘉賓也談及私立大專的生存與發展 

空間的問題，陳坤耀敎授認為，在檢討香港敎育制度 

時，一定要予私立大專生存的空間。
金耀基敎授講及，英國有私立大學設立，而美 

國、亞洲社會等亦有不少私立的和公立的大學並存； 
隨著現代的社會發展，私立大學的存在及貢獻是該被 

肯定的。
陳敎授講述在香港的敎育政策裡，由學前敎育至

中學敎育中也有提及私立學校，但卻沒有空間予私立 

大專。現時八間大專院校，有八成二的經費是由政府 

資助的，而學費只是僅夠付支出的百分之十八；但私 

立學校則要從學費及私人資助上獲得經費，這是很難 
跟八間政府資助院校競爭師資和設備。

「現在的制度之下，已經決定私立大專的空間存 

在，是很困難。」他同意金敎授説法，也同意私立大 
專應有生存的位置。他説：「在全面檢討學制時，我 

覺得應包括私立院校的定位，它應該扮演的角色，政 

府如何可以去扶助他們一個生存的空間。」
對於樹仁學院堅持四年制私立大專，「在沒有空 

間當中去爭取空間」，金敎授認為是極難的事，但樹 
仁的發展與成果是很明顯的，他表示對校長的作為深 

表欽佩。
對於樹仁學院創校廿五年，嘉賓均讚同成績有目 

共睹，為社會培育了不少人才。雖然現時制度下，很 

難容下私立大專，但樹仁學院仍努力爭取生存空間， 

得到外國和國內一流大學的承認和支持。主持人香樹 

輝先生亦稱讚鍾期榮校長堅持敎育的理想辦四年制， 

雖沒有政府資助，也得到豐碩的成果。

是次公開學術研討會，在一片向鍾校長致敬的熱 

烈掌聲中結束。

■嶺南學院院長陳坤耀敎授（右）、中文大學副校 

長金耀基敎授（中）及公開進修學院副院長黃錫楠敎 

授（左）親臨我校出任研討會嘉賓。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敎育政策一向跟隨英國，實行精英政 

策，直到一九一一年始建立香港大學。五十年後即六十年代初才創 
辦香港中文大學，當時適齡學子（十七至二十歲的青少年）平均一 
百人中只得一．五人能僥倖進入大學，百分之九十八．五人，若非 
被迫失學，便只能遠渡重洋，去海外升學，其情況之悲慘不言而 

喻。
其後由於社會需要日迫，港府乃興辦理工、城市理工、工業學 

院等。並吸收浸會、嶺南私立大專改制成為港府資助。原來當時香 
港敎育制度是雙軌制，即預科有一、二年制兩種，一年制配合四年 
大專，二年制配合三年大專，但 
出乎意料地，一九八八年香港敎 
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吿書」 
建議將預科統一為二年，大學學 
士學位課程劃一為三年。於一九 
八九年經行政局通過施行。

同年港督衛奕信之施政報吿 
亦宣布自一九九零年至九四、九 
五年度，將大量擴充大學學士學位課程，一年級學額增加至一萬五 
千個，使適齡學子的百分之十八有機會入讀大學，並先後開辦了香 
港科技大學及公開進修學院，惟當時具資格入大學的人數不足，故 
將一萬五千名額減為一萬四千五百，於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完成。

一九八九年公開進修學院成立後，因無入學資格限制，亦無年 
齡限制，主要為遙距學習，無須日日奔波去學校上課，可自行照敎 
材進修。只要達到規定要求，便可獲得學位。並適合任何人士進 
修，故發展迅速，註冊學生人數高達二萬多名。此外，原有的四間 
師範學院已合併成為敎育學院，加入UGC資助之內。而港府資助

港府壟斷大專敎育
—— 樹仁學院校長鍾期榮博士

的各大專學院均設有校外課程及延續敎育進修部，可為成年人提供 
各種進修或深造的機會。此外尚有海外院校與本地合作或自行開設 
不少學位課程，使香港的大專敎育學額已到了飽和或接近飽和的地 
步。

在港府如此壟斷大專敎育的情形下，香港私立大專院校的發展可 
以説毫無空間。如一定要找尋一些空間，也許只有下列二途；即

（一）大財團以其雄厚之資力有興趣發展私立大專敎育，可興 
建最豪華的校舍和擁有最先進的設備、一流師資，甚至可由著名的 
外國大學頒授學位，成為本港唯一貴族化的高等學府，這樣當可吸 

引本港富有家庭的子弟就讀，以 
代替遠赴海外升學。

（二）創新科系，即是找出 
本港資助的大專院校尚未設立或 
未發展的科系，配合本港工商業 
或社會的需求去加強設備，實事 
求是提高水準質素，加以發展， 
或仍有可為。

至於樹仁學院因其創校於七零年代初期，當時大專學位嚴重短 
缺，確能幫助不少有志向學的預科生解決升學困難，經過二十五年 
的艱苦耕耘，正如石縫中掙扎的奇葩，絕無僅有。現摘錄黃際昌所 
著《雙飛記》第一七四頁作為結論，以供參考。

「知道內情的人，都看得清楚，『樹仁』是在夾縫中出一條生 
路。香港當局從兩個方面約束私立學校，如果要接受港府的資助， 
但學制就必須照他們的『設計』去改。如果不接受資助，港府就不 
承認這樣的私校與受資助學校有同等地位。樹仁就是在『法令』和 

『金錢』的兩種壓力的夾擊中，以大無畏的精神衝撞出來的。」

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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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開八十席．樹仁一家親．喜悦互關懷

温馨振奮的銀禧晚宴

敬意與謝意。獎牌與獎金
特色V1>：學校對服務十年以上的敎職員表示謝意 

與敬意，致送紀念獎牌與獎金。

特色V 2 > ：嘉賓中，有歷年來曾在校任敎的敎授講 

師及歷屆校友，其中不乏從歐美專程回來慶祝的，他 
們與在校的師長同學歡聚一堂，充份表現"樹仁一家 

親"的精神。

人人有獎品•才藝尤堪賞
特色V 3 > ：學校及各嘉賓致送的獎品人人有份之 

外，並有數十份「大獎」抽獎，把喜慶氣氛推展至高 

峰，皆大歡喜。
特色V 4 > ：盛宴進行中，校友及同學們喜而歌詠， 

輪流上表演台演唱，才藝備受讚賞。

最樂創校人・校友會豐收
特色V 5 > ：校友會於良辰吉日登記會員。二十五年

■晚宴上紳商名流，濟濟一堂，新華社香港分 

社副社長張浚生親臨致詞及祝賀。

■校監、校長聯同眾教授、講師，向席上賓客舉 

杯祝酒。

■賓客絡繹不絕，盛況空前。

來，畢業校友一萬二千多名，這一次堪稱「豐收」的 
.......^^ o

特色V6 > ：最忙也最喜的是創校人一校監胡鴻烈 
大律師與校長鍾期榮博士，因嘉賓與學生不斷嚷著拍 

照留念，真忙得不亦樂乎。

老當家益壯■更飲得杯落
特色V 7 > ：盛宴進行中，師生們舉杯言歡時，不期 

然都會説：「最值得可喜的，是校監與校長都壽登古 

稀，都很健康，『這對老當家老當益壯，更飲得杯 

落。』」這是師生的心聲，也是至誠祝福。

特色V 8 > ：歡樂時光過得特別快。盛宴約於當晚十 

時許結束，時雖近深夜，許多師生臨別依依，都不捨 

得分手，不少校友都紛紛訂下再歡敘之期。

頁四

        樹仁學院銀禧校慶晚宴是一次   温馨感人及令人振奮的盛會，也是校
慶周另一次高潮﹔筵開八十席，在歷

  時近四句鐘的歡樂時刻中，每一分一

秒

時間：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晚上七時至十一時。
地點：港島北角英皇道敦煌酒樓二樓全廳。

嘉賓：本港政府機構首長、紳商名流暨文化敎育、新 

聞界人士逾二百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代 
表社長周南致詞及祝賀。



張浚生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致詞

盛讚樹仁自强不息精神
張浚生副社長在樹仁學院慶祝建校 
二十五周年晚宴上致詞：
尊敬的胡鴻烈校監

尊敬的鍾期榮校長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老師們、同學們：

今天是樹仁學院建校二十五周年的銀禧之日，我 

受周南社長的委托，並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向胡鴻烈 

校監、鍾期榮校長以及樹仁學院的全體敎師、職員和 
同學們表示熱烈地祝賀！

二十五年前，香港的高等敎育並不發達，由於學

位嚴重不足，許多有志

青年難以接受高等敎 

育，被迫失學。面對這 

種狀況，胡鴻烈大律師 
和夫人一一著名敎育家 

鍾期榮博士同心合力創 

辦了這所私立大專學 

府，並命名為樹仁，旨 
在發揚"敦仁博物”之 

樹仁精神，為有志青年 

提供深造機會，期望他 

們以所學知識回饋社 
會，為香港的進步與發 

展貢獻聰明才智。

如今，樹仁學院已 

經走過了二十五年的歷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在樹仁學院銀禧校慶晚宴

上致詞。程。二十五年來，樹仁 
學院培養了二十二屆共
計一畫二千菱名庫業/ ,他們直接服務於香港社會, 

並且受到社會的普遍歡迎，許多人已經成為本港行業 

的骨幹。多年來，樹仁學院的事業已經歷了很大的發 

展，目前，學校設有文、商及社會科學院，共計十三 

個系，在校各類學生人數已達三千六百多人，今天又

長期OB務莫名單

成立了以研究為主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樹仁學院已 

經建立起了廣泛的國際學術合作關係，學校的文憑已

經得到國外許多大學的認可。近十年來，樹仁學院與 

內地一些著名大學合作開辦了學位課程，經過兩地學 
者的共同努力，今天已經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並且為 

推動香港與內地的學術交流和兩地人民之間的了解做 
出了積極的貢獻。

二十五年來，經過幾代師生的辛勤耕耘和不斷努 

力、創新，樹仁學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形 

成了獨特的樹仁風格，新建的校舍、圖書館和現代化 

的敎學設施，為學校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多年來，樹仁
學院一直充滿朝 

氣，勇於進取，自 

強不息，贏得了廣 

泛的社會讚譽；樹 
仁學院所做的許多 

工作，受到香港社 

會各界人士的讚 

許。

大家都知道， 

胡鴻烈大律師和鍾 

期榮博士為樹仁學 

院的創業和發展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和 
辛勞，如今，他們 
已年屆高齡，但仍

然為樹仁學院的建 
設與發展奔波、操 

勞，在這令人高興和振奮的晚會上，我代表周南社長 

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對胡鴻烈大律師、鍾期榮博士無私 
的奉獻精神、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遠見卓識表示由衷 

的欽佩和崇高的敬意，對一直以來支持和幫助樹仁學 

院的各位社會賢達表示崇高敬意。並衷心祝願樹仁學 

院在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不斷取得新的成就，祝

樹仁學院的各項事業得到更大的發展。並祝在座的各 

位朋友健康、愉快！

謝謝！

十年至十五年

張吉華先生 

楊報先生

楊炳南先生 

莫德光先生 

洪肇平先生 

何偉成先生 

胡懷中博士 

王雲仙先生 

潘志昌先生 

鍾期明小姐

十五年或从上

Mr.Juan Macabalitaw 
關仕儒先生 

盧燕玲小姐 

黃葆芝小姐 

吳淦全先生 

馮紹文先生 

區紀勇先生 

黃夢曦先生 

許賜成先生

■校長鍾期榮博士在校慶晚宴中跟同學們舉杯暢

飲，與眾同樂。

頁五



全
場
觀
眾
拍
案
叫
絕

廿五周年校慶晚會，於 

十一月十八日在本校邵美珍 

堂舉行。當晚出席的有校 
監、校長、各系講師和同 

學。司儀由新聞系的鄧一君 
同學和社會系的陸思琪同學 

擔任，更邀請了新城電台DJ 
陳振安任嘉賓司儀。

閉幕晚會於下午六時十 

五分正式開始，首先由校長 

致辭，然後便開始各項精彩 

的表演節目。

在閉幕晚會上鍾校長致 

詞時，特別稱讚樹仁同學不 

但多才多藝，各顯所長^而 

且能思考人生哲學，與眾不 

同，這已充分説明我們的同 

學不比任何其他院校遜色， 

似乎還高一籌。

今次廿五周年校慶得到 

全校各系會團體等2 1個組 
織，共同積極參與籌備，上 

下一心，發揮了樹仁一家親 

的優良傳統，希望今後能加 

以發揚光大，在本港發起帶 
頭作用，並相信將來事實証 

明我們的文憑遠比學位更受 
重視，相信在師生校友，特 

別是今次熱情參與台前幕後 

及出席同學的支持下，攜手 

共同努力，定能為樹仁創造 

更好的明天。
首先是由劇社演出一套 

名為「你、我、他」的話劇，故事是講述一個在學 

業、愛情上都遭受挫敗，又不受家人重視的懦弱少 

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遇上一個怪人，並從怪人手上 

買了一隻魔法指環，他靠指環得到很多以往沒有的東 

西。而故事結局是講敘少年不再依靠指環，認為凡事 

是要靠自已的。
跟著，是最喜愛講師選舉的頒獎，分別由校監頒 

「各系得票最高講師」及校長頒「十大得票最高講 

師」。在各講師上台接受獎項時，台下同學都以熱烈 

的掌聲以示祝賀。
接著，便是精彩激烈的狀元問答比賽，分別由三 

組同學爭奪冠軍，結果由新聞系二年級的黃中義同學 

和英文系三年級的李淑娟同學的組別得到冠軍。

問答比賽過後，由跆拳道會會員表演各種「踢 
板」和習體拳法，十分精彩。然後由跆拳道主將表演 

「心口碎木板」，全場觀眾拍案叫絕，紛紛報以熱烈 

掌聲。
之後，由中文系以一貫團結精神，表演一幕京劇 

——「八仙賀壽」，以表對本校廿五周年銀禧校慶的 

祝賀，同學的京劇扮相維肖維妙。他們的落力演出， 

更贏得校長站起來鼓掌。
晚會的最高潮，可算是由音樂創作人雷頌德的 

"Dry"樂隊表演，他們獻唱了五首歌曲，同學們都 
聽出耳油，場面十分熱鬧。

最後，便到晚會的壓軸大抽獎，是次的禮物十分 

豐富，同學們都滿載而歸。

晚會於晚上十時卅分完滿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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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晚會公佈各項比賽結果

狀元問答決賽戰況激烈

■校監和校長頒獎予我最喜愛講 

師選舉得獎者。

羽毛球比賽則分為男女子兩組進行比賽。結果， 

男子組由歷史系三年級何志軒同學奪得冠軍，亞軍由 

乎管系一年級徐煒同學奪 

得 ° 女子組方面，冠軍由 

會計系一年級同學李顯欣 

奪得，新聞系一年級同學 

潘美瑤則屈居亞軍。
至於在晚會進行決賽整 G 位

的狀元問答比賽，則分別 F

由三組共六位同學爭奪冠七 
軍，他們需要經過必答和—外 

搶答兩個會合才能分出勝 、、“▲■ I

本校廿五周年慶祝之中，亦舉辦了一連串的比 

賽，有動有靜；動的有藍球和羽毛球比賽，靜的是狀 
元問答比賽；各項比賽結果，均在校慶晚會中公報及 

進行頒獎。
籃球比賽方面，決賽在十一月十六日進行，分別 

由歷史系和新聞系爭奪寶座，經過一輪激戰，最後由 

歷史系以五十八比五十六分奪得冠軍，新聞系屈居季

香港粗仁

升五周辜校废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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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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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講師選舉股票結果

十大得票最高講師 各系得票最高講師

林天恩 工商管理學系 司徒永富

司徒永富 會計學系 林天恩

余炎光 經濟學系 李樹甘

李英華 歷史系 余炎光

翁正石 英文系 陳國翠

陳根錦 中文系 黃兆顯

何偉成 新聞系 何良懋

陳國翠 社會及社會工作學系 李英華

何良懋 輔導及心理學系 劉錦麟

Macabalitaw, L. 社會工作學系 陳根錦

結果5由新聞系—^年 

級的黃中義和英文系三年 

級的李淑娟的一組奪得冠 

軍，亞軍為社工系三年級 

關凱帆和新聞系四年級的 
周兆年，至於季軍是英文 

系三年級蔡靜儀和新聞系 

一年級取得。



將使我校學術研究躍進更高層次，並使我校配合主權回歸我國而可作出更積極貢獻之《樹 

仁學院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已依照計畫積極展開研究工作。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之揭幕，是我校《銀禧校慶》盛典之一，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在我校圖書館綜合大樓國際會議中心舉UfiffiH^港分社副社長張
浚生主持成立典禮。

張浚生副社長致詞
尊敬的鍾期榮校長、王統司、各 

位嘉賓、各位朋友，今天正藉樹仁學 

院25周年之際，鍾期榮校長宣佈樹仁 
學院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首 

先我謹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向樹仁學 

院以及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成立，表 

示衷心的祝賀。我們偉大的祖國歷史 

悠久，燦爛的文化傳統曾經為世界文 

明和進步作出了重大的頁獻。但是在 

近一、二百年來相對地落後了。為了 

趕上歷史潮流，振興中華，我國人民 
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鬥。終於，使中 

華民族重新崛起，在實行經濟改革開 

放政策以來，我們的國家經歷了歷史 
的變革，各項事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 

的成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實現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在此 

過程中，必然會引起經濟和社會各方 

面許多重大的變動。我們會遇到許多 

新的矛盾和問題，正是要求我們必須 

對體制、法律政策、管理等等許多方 

面的新問題進行研究和認識，並通過 
實踐加以完善。這是我們大家都必須 

面對的，而且要認真解決好的嶄新課 

題。多年來，祖國的建設與發展一直 

得到香港及海外炎黃子孫的深切的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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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仁尋求知識新突破 
學術研究邁向新里程

成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主要目的，是由於 

中國近年來，因推行經濟改革及開放政策，成績斐 

然，國力蒸蒸日上，影響所及，諸如政法、財貿、社 

經等各方均變遷迅速，面貌一新。而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之實施，更已開創新局，令舊有理論架構及探討方 

法必須重新思考，面對此一重大變動形勢，及其所顯 

現的各種嶄新課題，可為學術事業揭開新的里程碑。 

樹仁學院有見及此，故擬乘勢興起，力圖確實把握時 
機，配合需要，探討分析，以尋求知識上的突破，獲 

致成果，並將中國的新面貌及研究分析的成果，公諸 
於世，與有興趣及關注者分享。

中心主任由胡耀蘇副校長（牛津大學博士、前世 

界銀行工業經濟專家、英國亨利管理學院客座敎授） 

兼任、謝劍敎授任副主任、朱育和敎授任名譽副主 

任。並已獲國內外眾多著名學者專家出任名譽顧問或 

特約研究員。

研究中心名譽顧問與顧問
中心得視情況，敦聘海內外知名學者專家為 

名譽顧問或顧問，人數不限，但以與本中心研究 

課題有關者為原則，提供指導或協助學術研究。

現已徵得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多位出任名譽 

顧問及顧問，計：

懷和大力支持。特別是在香港即將回歸祖國的時候， 

樹仁學院決定成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這個中心以宏 

揚中華文化為宗旨，以研究國家的經濟發展及改革為 

主要任務，旨在不斷提高學校的學術水平，為祖國建 

設和發展貢獻才智。這是樹仁學院發展史上一件大 
事。現在，樹仁學院在經過廿五年的努力奮鬥之後， 

已經具備了豐富的辦學經驗，特別在學科學術方面， 

有關中國法律、經濟及金融、文學、歷史、新聞等學 

科已佔相當的比重，與內地高校合作辦學，也取得了 

很大的成績。這些作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建立和發 

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我相信當代中國研究 

中心的專家和學者們一定會進行積極和富成果的工 

作。我在此預祝中心的研究工作不斷取得豐碩的成 

果。謝謝大家。

翁心橋代國家教委會贈書致詞 
為《銀禧校慶》錦上添花

錦上添花的，是中國國家敎育委員會為慶賀我校 

銀禧校慶及《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成立，特贈送圖書 

八百多種（共一千一百多冊），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 
敎科部翁心橋部長代表國家敎委會主持贈書儀式。

主禮人及蒞臨觀禮的嘉賓，均盛讚我校對高等敎 

育之貢獻及祝福我校有美好的發展坦途。

在讚美聲與祝賀聲中，出席盛典的師生，亦喜悦 

地共享歡欣的歷史時刻。

研究中心之第一項學術研究活動，是由我校與香 
港城市大學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主辦之《中國 

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中的各地區間協調發展》國際會 

議。

頁八

1 ）名譽顧問
陳佳洱院士 

吳樹青敎授 

李文海敎授 

汝信敎授 

滕藤敎授 

金耀基敎授 

許倬雲敎授 

于宗先敎授 

何梓華敎授 

袁鶴翔敎授 

黃紹倫敎授 

鄭赤琰敎授

（北京大學校長）

（北京大學前校長）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敎授）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英國文學系前主任）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2）顧問
胡顯章教授 

陳坤耀敎授 

陳東琪敎授 

李培林敎授 

單光鼎敎授 

劉美南敎授 

林泰敎授 

張慕津敎授 

魏振瀛敎授 

朱啟超敎授 

吳志攀敎授 

方漢奇敎授 

童兵敎授

（北京清華大學副校長）

（香港嶺南學院校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敎授）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北京清華大學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副主任） 

（北京大學法律系敎授）

（北京大學法律系副系主任）

（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任）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敎授兼博士生導師）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敎授兼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