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仁學院出版

一九九七年十月號

在中南海會見胡校監與鍾校長伉儷

李嵐清副總理肯定樹仁成績
中國國務院李嵐清 

副總理於八月廿五日 

下午，在北京中南海 

特別會見我校校監胡 

鴻烈大律師與校長鍾 

期榮博士，對我校之 

成績與對國家及香港 

社會之貢獻，加以肯 

定嘉許。

當時，鍾校長代表 

我校出席在北京舉行 

的《九七——大學國際 

交流與合作研討會》， 

並參加中國五十多間 

著名大學聯展。

李副總理對我校與 

北京大學、清華大 

學、人民大學等敎育 

機構合作辦學，促進 

兩地敎育交流及我校 

的創校廿六年來的成 

續，表示嘉許及祝賀 

之餘，亦欣然表示樂 

予支持。

【新華社北京二 

十五日電】國務院 

副總理李嵐清今天 

下午在北京中南海 

會見了香港樹仁學 

院校監胡鴻烈大律 

師與校長鍾期榮博 

士夫婦。

胡鴻烈和鍾期榮 

夫婦創建香港樹仁 

學院至今已二十六 

年，他們堅持愛國 

愛港，艱苦創業， 

不斷提高敎育質 

素，為香港的繁榮 

和發展培養了大批 

專業人才，為香港 

的順利回歸作出積 

極的貢獻。香港樹 

仁學院也是最早同 

內地大學建立交流 

合作關係的高校，

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北京中南海會見我校校監胡鴻烈和校長鍾期榮夫婦。 同北京大學、清華 

大學、中國人民大

北京新華社亦於當日發出電訊予國內外新聞傳媒， 學等敎育機構合作辦學，促進兩地敎育交流。李嵐清對 

本港部份報章亦曾刊載。以下是新華社原文： 樹仁學院取得的成績表示熱烈的祝賀。

香港樹仁學院 

第二十三屆畢業典 

禮訂於一九九七年 

十一月五日〔星期 

三〕在邵美珍堂舉 

行，屆時，寶馬山 

上將有盛大的動人 

場面。

盛典由北京大 

學校長陳佳洱院士 

主禮，我校已柬邀 

本港社團首長、紳 

商名流、社團代 

表、文化敎育界及 

新聞界觀禮，應屆 

畢業生之家長亦應 

邀岀席。

盛典按學院分 

兩場舉行，文學院 

及社會科學院於是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開始，商學院於是 

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舉行。

第五屆全國大學生學術賽—「挑戰杯」

我校競選激烈•七篇佳作參賽
我校參加《第五屆全國大學生「挑戰杯」大賽》之學術研究論文，已由各 

系敎授組成之評選委員會完成評選，共選出七篇佳作參加香港區大專院校代 

表團出席十一月在南京理工大學舉行的「大比拼」。

校內各系提交參加評選之學術研究論文共二十三篇。計：中文系二篇、歷 

史系一篇、新聞系五篇、社會系三篇、社工系五篇、工管系二篇、經濟系三 

篇、法律系〔本校與北京大學合辦課程〕二篇。

委員會於十月十八日會議中決定初選十篇，二十日決賽中選定七篇。各入 

選參賽之作品論文或研究報吿，若屬個人作品，作者（即該同學）將獲選代 

表本校出席；若是小組作品，則由該小組推選一位同學代表去參加南京參加 

競賽。
今次是香港回歸後大專院校組團首次參加全國性大學生學術交流競賽，本 

港獲邀參加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樹仁學院、香港科技學院四所院校，由 

四所院校代表組成香港代表團出賽。

第五屆全國大學生學術交流大會將於十一月七日至十二日在南京舉行，本 

校選出的優秀作品將直接參加全國決賽、展覽及交流會。本校七人代表赴南 

京參加競賽全部費用由校方負責，以示鼓勵及支持。

據悉：終審決賽由全國評審委員會負責，對香港地區大學生參賽作品進行 

單獨評審，將選出一等獎二名、二等獎四名、三等獎十名，團体總分最高院 

校得優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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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嵐清副總理會見胡校監與鍾校長後

本港報章與通訊社發表記者專訪
我校應邀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九七一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研討會》、中國著名大學聯展、國務 

院副總理李嵐清在中南海特別會見胡校監與鍾校長後，本港報章通訊社頗為重視，分別派出記

者進行專訪，報導鍾校長對大專敎育的卓見。以下是報章的報導:

本港《大公報》於八月廿八日以「鍾期榮多年心血受肯 
定」為題，刊出記者專訪。以下是《大公報》當日刊出 
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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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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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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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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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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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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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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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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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的
辦
學
宗
旨
下
，
如
何
實
現
社
會
公
平
和 

體
現
社
會
正
義
，
洗
刷
殖
民
統
治
的
不
公
平 

現
象

，
亦
應
該
是
特
區
政
府
今
後
要
考
慮
。

鍾
期
榮
多
年
心
血
受
肯
定

【本
報
訊
】
香
港
樹
仁
學
院
校
長
鍾
期
榮 

上
星
期
在
北
京
出
席
了
內
地
首
次
舉
辦
的 

「
九
七
大
學
國
際
交
流
與
合
作
研
討
會
」
，
並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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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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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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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國內大學學歷法律地位

鍾校長促特區設法例
鍾校長敦促香港特區政府確定國內大學學歷的法 

律地位。

我校與國內多間著名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 

學、人民大學等）之學術合作多年，且成績卓著，備 

受國內外重視。而內地大學之學歷，迄今仍未在香港 

獲得明確之法律地位，此問題備受本港及國內各方重 

視。《中通社》特就此問題訪問鍾校長，本港《文匯 

報》等報章於八月三十日刊出《中通社》的訪問稿。

以下是《文匯報》刊出的原文：

【據香港中通社二十九日電】日前，中國國務院 

副總理李嵐清在北京接見了香港樹仁學院校監胡鴻 

烈、校長鍾期榮夫婦。鍾期榮校長回港後接受本社記 

者訪問時表示，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有責任承認內 

地大學的學歷，而且最好訂立法例使這些學歷有明確 

的法律地位。

過去，由於港英政府的殖民政策，內地大學的學 

歷在香港一向不被正式承認。雖然其中有三十六所內 

地重點高校的學歷目前在香港已被默認。但鍾期榮校 

長認為，特區政府最好明確立法保障更多的同類學歷 

在香港被認可。「這是港英殖民政府留給香港的污 

點，未來的特區政府有責任把它清除掉！而且，香港 

已成為祖國的一部分，若再像以往那樣不肯認可祖國 

內地大學的學歷，也於情不合。」鍾校長義正辭嚴地 

説。
承認內地的大學學歷，可能對香港社會造成人才 

競爭。但鍾校長表示，有競爭才會有進步。而且， 

內地與香港雙方人才也可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樣 

對香港社會進步也有助益。

中國支持香港與國內學術交流
【據香港中通社二十九日電】香港樹仁學院校長 

鍾期榮日前由北京返港，她在接受本社記者訪問時， 

談及了此次北京之行的新感受和得到的新訊息。鍾期 

榮和樹仁學院校監胡鴻烈二十五日在北京獲得中國副 

總理李嵐清接見，李嵐清對他們説，香港實施「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香港與國內的學術交流， 

國內會給予支持。鍾期榮校長此次帶領第七屆樹仁學 

院和北京大學合辦法律課程的畢業生到北大參加畢業 

典禮，並參加了北大主辦的九七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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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香港的敎育表面上一片蓬勃繁榮，多彩多姿，但骨子裡卻 
百病叢生，問題多多，正好比十里洋場中揮霍的顧客，外強中乾， 
苦不及早就醫，對症下藥，只怕會病入膏肓。此並非筆者有意危言 
聳聽，嘩眾取寵，只是本著敎育工作者的良知，冷眼旁觀而又親歷 
其境四十一年，甚至可説是受害人，有如骨鯁在咽，不吐不快。

筆者於一九五五年來港，以過客的心情，深感當時的香港正如 
一片文化沙漠，不但貧民窟的兒童眾多失學，終日嬉戲街邊，而且 
僅有「唯我獨尊」的香港大學一所，縱令富家子弟欲入大學攻讀也 
難如登天，唯有赴笈海外，或被迫失學，投身社會，至於非富有子 
弟之處境就更堪關注。筆者本著匹夫之勇，便毅然投身敎育，先後 
在各大專院校任敎，致力開拓這片沙漠，並不斷在各大報刊撰文呼 
籲推動及爭取全港實施兒童強制義務敎育、取消升中試、增設大專 
及公開學院等等。到一九七一年。更不自慚菲陋，創辦了樹仁學院 
及樹仁中學，每年提供數以千計的學位以紓失學之困，迄今已二十 
六年。根據個人親身目睹經歷體驗，深感香港敎育根本沒有整套長 
遠的全而計劃，也談不到什麼政策，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 
缺乏一個正確的目標。既沒有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固有道德， 
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智、仁、勇、禮義廉恥等這些特質。也沒 
有西方文化中的優點，如守時、守信、守秩序、守紀律、合群等 
等。一個大學畢業生可能連最起碼的禮貌都不懂，這就是殖民地敎 
育愚民政策的最大成功。像香港這樣沒有目標的敎育制度，如果沒 
有誤人子弟，已屬大幸！又怎能希望培植出有高尚情操，優良品質 
的優秀人才呢？試看香港大專高等學府，每年消耗本港納税人數以 
百億計的金錢，又可曾培養岀一個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或文學家 
乎？
敎育欠缺目標

究竟香港敎育存有什麼問題？癥結何在？據我個人觀察所得， 
認為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作為殖民地的香港敎育缺乏目標，完全建 
基於愚民政策及精英政策，學生讀書只為考試，考試為博取優異成 
績、為學校及家人爭光、為能考入皇牌大學而拚搏。殖民政府更在 
此種尖鋭競爭下。從小學到大學就將學生分等分級，此不但有損學 
子的自尊心，且令其喪夫自信心，變成考試的機器、奴隸，以死背 
書為務，根本不會思考，亦無暇去思考，更遑論個人理想抱負了。 
而此種價值觀亦早已深入民心，為父母的皆無不要求子女考到優異 
成績為榮，致惡性補習流行，加重學生心理壓力。特別是小學用中 
文敎學。升中後幾乎全部改用英語，課程不銜接，學習難適應，使 
剛入中學的學童身心受挫。甚至其中也有升中的小六畢業生連二十 
六個英文字母都分辨不清，無法學習，自然就無心向學了。如不幸 
結交損友，或受黑社會利用，致離家岀走，作奸犯科，淪為犯罪的 
工具。或因意志脆弱，抵受不住壓力，終以自殺的悲劇收場！

其實我們必須強調敎育的最基本目標，除傳授知識外，最低限 
度亦須達致知書明理，亦即是學習書本知識與明白作人的道理二者 
並重，雙管齊下。也就是體現力行中國一向提倡的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的敎育目標，培養出健全、完善、平衡發展，知禮 
義廉恥、具智仁勇、德才兼備的人才，才能真正造福社會人群。否 
則過分放任的個人主義、現實、功利、短視、淺見、或有才無德， 
只知競逐個人名利、自私自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種種，非但 
無濟於社會民生福祉，且將對下一代產生不良的示範作用！ 
敎師地位與尊嚴

另一值得商榷的問題，就是敎師的地位是否受到應有的尊重和 
公平的對待？敎師的工作一直以來是繁重辛苦，嘔心瀝血，要絞盡 
腦汁和精力，去諄諄善誘，化雨春風。當能將學生敎導成才，有所 
成就時，所感受到的滿足和安慰，決不是任何金錢物質所能替代衡 
量。也正因如此，才有古往今來數不完的無數無名英雄獻身敎育， 
埋首耕耘，不計較名利地位與待遇。也唯有這批無名英雄獻身敎育 
的精神，才是敎育工作的最好保證。敎師質素的優劣。除了本身的 
學識、經歷、人品、操守、行為外，最重要的就是投入感。無論個 
人學識經歷如何好，若缺乏投入感，對敎書不感興趣，對學生漠不 
關心，只為一份相當優厚的薪金而按時上班，決不能對學生有多大 
裨益而成為良師。古語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簡單地 
説就是傳授經書知識的老師遍天下都是，但要以身作則，能為學 
生模仿的榜樣（為人表率）的老師則殊不易求了。

從這觀點言，則師資之優劣決非取決於文憑與學位這樣簡單。 
自數十年來，本港中小學敎師中，有數以萬計的文憑敎師，和數以 
千計的學位敎師。他們對敎育工作的承擔與貢獻孰大孰小？明眼人 
一看便知。譬如説，從前四間師範學院是專為培訓小學至中三的師 
資而設，行之已久，其得失優劣功過原可商榷。但可惜港府竟突然 
宣布將四間師範學院合併為敎育學院，並要頒授學位，令原來四師 
的所有員生人心惶惶。此舉是否意謂要將文憑敎師趕盡殺絕，以今 
日之「是」，打倒昨日之「非」？政策是否自相矛盾？且與港大、中 
大的敎育學院是否協調或競爭？對現在執敎的數以萬計的文憑敎師 
士氣是鼓勵抑嚴重打擊？況且以剛畢業的大學生去敎小學低班亦並 
不適合，因其缺乏經驗，亦未必興趣相投，能否溝通、有助學習實 
成疑問。事實是敎學兩益的最佳效果，乃繫於老師的熱情投入與愛 
心，否則便可能是人力與資源的雙層浪費。不知制訂政策時有否考 
慮過這些？

分等分級政策是否公平？
殖民地精英政策將人分等分級應用到敎師職級上更充分發揮了 

功效，使敎師為了要晉級陞職，不惜勾心鬥角。而文憑敎師要爭取 
為學位敎師，也不得不低首屈膝去參加培訓或考試，其實這種培訓 
或考試本身就是資源的浪費！譬知本港未改為大學前的大專畢業 
生，或台大、師大、北師大的畢業生，限於本港法例只能取得文憑 
敎師身分，但其學歷水準卻未必比現在的本地大學畢業生差。本港 
政府為要保護本港學位而岀此下策，雖未可厚非；但從用人唯才而 
言，此種政策是否純為利於殖民地統治？對敎師是否公平？對師道 
是否專重？則不能令人無疑。況其結果受害的仍是本地為數眾多的 
非學位舉業生，或正受及將受非學位敎育的廣大青年。如此又怎能 
令敎師心服，希望敎師都能忘我地獻身，熱心投入神聖的敎育事 
業？則所謂改善師資質素，恐怕也難達成。因為人的質素改善，是 
要靠人的本身和動力，對敎師多點尊重、鼓勵、同情與支持，才會 
提高其士氣和動力，並非靠學位或不公平的制度！

當然，香港的敎育問題並不止於此，不少其他問題諸如大學擴 
充過速，學位過剩，水準低落、小學半曰制的流弊、新移民湧入、 
黑社會滲透、資源分配、學制等種種，仍有賴全港敎育工作者的積 
極參與共同努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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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百病叢生 鍾期榮博士

香港樹仁學院校長

校長鍾期榮博士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四日發表於本港《明報》的文章《香 

港敎育百病叢生》，廣泛引起本港關心教育問題的各方人士注意，亦深值我校同學詳加思 

考與探討。以下為鍾校長發表於《明報》之專題原文：



北京大學/樹仁學院法律系學生組成•本港第一個

《中國法律研究學會》正式成立
本港第一個《中國法律研究學會》即將正式成立，成立典禮將於一九九七 

年十一月四日下午七時假北角英皇道敦煌酒樓舉行。北京大學校長陳佳洱院士 

專程由日本來港，與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先生為主禮嘉賓。陳佳洱院士為國際 

知名之物理學家，從事科研敎學凡四十三年。

中國法律研究學會是由樹仁學院與北京 

大學合辦的法律本科學士學位及碩士班畢業 

校友與在校學生組成。主要目的與功能有 

四，即：（一）推動和加深對中國法律知識的研 

究，籍此推廣和普及中國法律；（二）建立及促 
進會員與內地的法律人員聯繫和學術交流； 

（三）為會員爭取應有的權利和地位；（四）足進 

及加強同學間之聯繫。

是晩成立典禮後，將舉行聯歡宴會，已 

柬邀本港高等敎育界知名人士、各報社記 

者、北大法律系學士碩士班及人大社科院社 

會學研究所等訪問敎授出席，預料屆時眾多 

校友同學與嘉賓共聚，濟濟一堂，必有一番 

熱烈盛況。

敎委會特別晩宴•八同學殊榮出席
北大/樹仁法律系《九七屆》畢業典禮訪京團的八名畢業 

學生代表獲得殊榮，於八月十七日晩上獲邀，在校監胡鴻烈 

大律師及校長鍾期榮博士偕仝下，出席國家敎育委員會的特 

別晚宴。

是次特別晚宴由國家敎委會主任朱開軒先生、諸位副主 

任、各有關司、局長親自主持。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 

大學三校校長皆有出席。

是次出席特別晚宴之八位同學為郎正宇、古嫣琪、邱浩 

波、老綺嫦、陳煥霞、鄧惠儀、葉偉明、蔡明達。

出席之同學代表班會致送紀念銀碟予敎委會，並贈送每 

位出席嘉賓一份紀念品。

是屆畢業典禮已於八月十六日上午在北京舉行，本科學 

士暨碩士班畢業生共一百二十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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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敎育界應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邀請之國 

慶觀禮團，留京七天（由九月廿七日至十月二 

日），皆表示喜見國家祥和富強景象。

觀禮團成員包括高等院校校長及中學校長 

或校監（我校校長鍾期榮博士與各大學校長行蹤 

圖片特輯見第四、五頁）。

是次香港敎育界國慶觀禮團成員名單：鄭 

耀宗（香港大學校長、敎授）；李國章（香港中文

耀忠（香島中學校長）;鄭成業（培正中學校長）； 

范錦平（中華廠商會中學校長）；齊忠森（旺角勞

工子弟學校副校長）；吳康民（培僑中學校監）； 

黃謂儒（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校長）；李思泌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校長）;英汝異（廠商會蔡章 

閣中學校長）；梁兆棠（優才學校校長）；劉月芬 

（沙田公立學校校長）;李述龍（香島中學校監）。

大學校長、敎 

授）；吳家瑋（香港 

科技大學校長、 

敎授）；張信剛（香 

港城市大學校 

長、敎授）；潘宗 

光（香港理工大學 

校長、敎授）；謝 

志偉（香港浸會大 

學校長、博士）； 

譚尚謂（香港公開 

大學校長、敎 

授）；鍾期榮（香港 

樹仁學院校長、 

博士）；黃建立（漢 

華中學校監）、楊
■香港敎育界國慶觀禮團全體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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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界應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邀請之國慶觀禮團留京四天 

（九月廿九日至十月二日）本輯圖片爲鍾校長在京的行蹤：

鍾校長與香港敎育界國慶觀禮團部 

份成員合影

鍾校長與本港七所大學校長及培僑 

中學校董會主席吳康民在天安門城 

樓廣場觀首都國慶夜景

鍾校長暨全團及國務院港澳辦公室 

副主任陳滋英先生合影

鍾校長與國家敎育委員會主任朱開 

軒先生（鍾校長右）、副主任韋鈺 

女士（港大校長鄭耀宗右）及全團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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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校長與全團及國務院港澳辦香港 

社會文化司趙司長（右邊第一人） 

在天安門城樓合影。

鍾校長及全團成員

鍾校長與新華社敎科部李凌處長 

參觀中國五年成就展

校長與大公報記者參觀中國五年成 

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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