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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博

士

而

設

的

理

想

處

所

，
老
師

們
孜
孜
不
倦
的
敎
學
熱
誠

和
同
學
們
求
知
若
渴
的
熱

情

，
形
成
了
我
們
學
院
的

又

一

特

色

，
故
此
我
們
能

以

精

神

的

滿

足

，
來
克
服

物

質

的

簡

陋

。

培

植

人

才

服

務

社

會

樹
仁
書
院
現
在
只
設

六

系

，
主
要
目
的
在
爲
本

港

社

會

培

植

人

材

，
以
適

應
社
會
之
實
際
需
要
。

理
博
士

(DR・
Maurice

「
A
n
d
e
r
s
o
n

)

携
助
敎

來
港
與
樹
仁
書
院
合
作
，
首
次
創
辦
授
予
學
分
之
暑
期

課

程

，
參
加
攻
讀
者
凡
四
十
餘
人
，
均
獲
得
該
東
北
大

學
給
予
學
分
而
爲
美
國
其
他
大
學
所
承
認
。
爲
具
體
地

促
進
中
美
文
化
交
流
邁
進
了
一
步
。

此

外

，
樹
仁
書
院
亦
獲
得
英
國
國
際
會
計
師
學
會

(
A

・I
・A

・)
承

認

，
並
特
許
本
校
學
生
豁
免
初
級

試

，
而
可
直
接
參
加
該
會
之
專
業
資
格
考
試
。

一
九
七
三
年
初
，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經
濟
學
博
士
、

現
任
歐
洲
共
同
市
塲
顧
問
兼
英
國
曼
轍
斯
特
大
學
高
級

講
師
胡
耀
蘇
先
生
特
爲
樹
仁
書
院
主
持
「
國
際
經
濟
動

向

」

一
日
研
討
會
，
備
受
本
港
社
會
重
視
，
電
台
電
視

中
西
報
紙
均
競
相
報
導
，
轟

動

一

時

。

樹
仁
書
院
自
創
立
迄
今
，
雖

僅

短

短

載

半

，
但
她

發

展

的

迅

速

順

利

，
就
像
一
個
初
生
的
嬰
兒
旦
夕
間
變

成
少
年
一
樣
令
人
意
外
地
吃
驚
。
在
本
港
大
專
院
枝
行

列

裏

，
樹

仁

是

最

稚

齡

的

，
但
她
所
引
起
的
社
會
關
注

，
特
別
是
敎
育
圈
子
內
的
重
視
，
和
來
自
各
方
面
的
殷

切
期
望
與
鼓
勵
支
持
，
不
僅
令
我

們

感

奮

，
而
且
令
我

們
以
驚
以
喜
：
戰

戰

兢

兢

，
不
敢
不
益
自
努
力
振
作
，

快

馬
加
鞭
地
往
前
衝
。
我
想
這
一
切
决
非
偶
然
，
正
如

樹

仁

的

創

辦

一

樣

，
是
由
許
多
决
定
因
素
促
成
的
。
也

就
是
爲
了
一

種

理

想

，
我
們
才
敢
於
跨
上
一
個
艱
苦
的

旅

程

。
這

裏

，
我
很
願
將
個
人
的
感
受
與
大
家
分
享
。

創

辦

之

動

力

與

理

想

在
本
港
從
事
了
十
五
年
大
專
敎
育
後
，
我
捫
心
自

問

，
實
感
極
度
灰

心

失

望

，
而
面
臨
了

一
個
嚴
重
的
抉

擇

，
此
卽
或
者
完
全
脫
離
敎
育
事
業
，
或
者
就
自
己
來

辦

一

間

書

院

，
否
則
便
變
成
無
意
義
的
浪
費
時
間m
生

命

了

。我
爲
什
麼
會
有
這
種
感
覺
呢
？
很

簡

單

地

說

，
因

我
認
爲
大
專
敎
育
應
有
其
時
代
使
命
與
功
能
，
大
專
書

院

旣

爲

高

等

學

府

，
擁
有
不

少

專

家

學

者

，
而
又
地
位

崇

高

，
受

人

重

視

，
其

一

言

一

行

，
均
足
以
影
响
社
會

，
發
生
示
範
或
領
導
的
作
用
，
故
大
專
敎
育
應
以
下
列

各
端

爲

鵠

的

：

(

一)

弘

揚

學

術

、
表

彰

眞

理

，
决
不
盲
從
附
和

、
自

欺

欺

人

，
而

須

著

書

立

說

，
流

傳

於

世

。

(

二
)

造

就

人

材

，
使
其
有
以
天
下
興
亡
爲
己
任

的

襟

懷

，
關

心

民

生

疾

苦

，
决
非
徒
囿
於
個
人
名
利
小

天
地
的
自
私
自
利
者
或
蛀
書
虫
。

(

三
)

發

揚

國

故

，
溝

通

中

西

學

術

文

化

，
决
非

全

盤

西

化

的

一

面

倒

，
而

要

以

人

文

精

神

，
彌
補
科
技

唯
物

文

明

之

不

足

。

(

四
)

領

導

社

會

風

氣

，
以

新

風

格

、
新
精
神
來

一
挽
社
會
頹
風
，
伸

張

正

義

，
維

護

公

理

，
振
世
道
人

心

於

末

世

。

也
許
我
所
追
求
的
太
過
理
想
、
曲

高

和

寡

，
經
過

十

五

年

來

的

摸

索

，
才
體
會

到

寄

人

籬

下

，
决
難
實
現

，
因
此
我
决
定
要
作
播
種
的
農
夫
，
移

山

的

愚

公

，
負

起

「
樹

仁

」
的

重

任

，
來
向
這
個
目
標
進
軍
。

外

流
,

不
僅

有

違

社

會

公

平

，
亦
且
成
爲
社
會
隱
憂
，

因

此

我

們

應

竭

盡

棉

薄

，
爲
有
志
向
學
的
靑
年
提
供
良

好

的

專

上

敎

育

，
去
爭
取
和
實
現
社
會
公
平
。

就
是
在
這
種
理
想
的
推
動
下
，
樹
仁
書
院
便
創
立

了

。
謀

求

創

造

獨

特

風

格

我

心

目

中

所

想

像

的

「
樹

仁

」

，
是
一
所
不
同
於

其

他

大

專

的

高

等

學

府y

她
必
須
去
創
造
和
建
立
她
自

己
所
獨
有
的
特
性
和
風
回•
，
這

些

特

性

和

風

格

，
可
以

槪
括
爲
下
列
各
方
面
：

(

一)

首

先

，
樹
仁
是
建
立
於
人
類
最
高
貴
的
感

馬
——

愛
——

的

基

礎

上

，
大

家

互

相

關

懷

愛

護

，
切

如

琢

磨

，
親

如

家

人

手

足

。

(

二
)

在
作
學
問
工
夫
上
决
不
敷
衍
妥
協
，
而
以

眞

理

爲

依

歸

，
課
堂
上
極
力
鼓
勵
學
生
思
索
發
問
，
和

展

開

熱

烈

討

論

，
充
滿
民
主
與
學
術
自
由
的
氣
息
。

(

三
)

但

在

作

人

方

面

，
則

必

須

虛

懷

若

谷

，
通

情

達

理

，
靜

如

處

子

動

若

蛟

龍

，
故

活

的

學

習

，
與
書

和

知

識

的

傳

授

同

樣

重

要

，
小

組

敎

學

，
小

組

討

論

，

課

外

活

動

，
校

外

人

士

專

題

演

講

，
參

觀

與

實

習

等

，

成

爲

課

程

的
重
要
部
份
。

(

四
)

絕
大
部
份
在
樹
仁
任
敎
的
先
生
都
是
爲
追

求

理

想

，
抱

着

滿

腔

熱

誠

，
來

爲

敎

育

而

献

身

，
其
中

更

不

乏

飽

學

鴻

儒

之

士

，
如

阮

雁

鳴

、
湯

定

宇

、
吳
天

任

、
何

覺

、
錢

山

、
閻

之

適

、
陳

耀

南

、
關

頡

仁

、
黃

思

騁

、
黃

志

涵

等

諸

敎

授

，
均

樂

育

爲

懷

，
誨
人
不
倦

，
使

靑

年

學

子

置

身

其

間

，
如

春

風

化

雨

，
樂
樂
融
融

O

(

五
)

樹

仁

書

院

的

棱

董

會

，
是
由
社
會
各
界
領

袖

所

組

成

，
如
宗
敎
首
領
聖
公
會
白
約
翰
會
督
、
徐
誠

(

一)

中
國
文
史
學
系•
•

古
典
文
學
史
學
與
現
代

文

學

並

重

，
培
養
寫
作
與
硏
究
的
興
趣
，
希
望
能
對
發

揚
中
國
文
化
作
出
貢
献
。

(

二
)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
繙
譯
人
材
及
第
二
外
國

語
的
訓
練
和
文
學
鑽
硏
並
重
，
爲
創
作
或
研
究
奠
立
基

礎

。(

三
)

新
聞
學
系
：
爲
新
聞
及
傳
播
事
業
培
養
新

血

，
以

發

揮
輿
論
力
量
。

(

四
)

社
會
學
及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
着
重
社
會
研

究
及
靑
年
與
社
區
工
作
，
以
爲
服
務
或
升
學
之
準
備
。

(

五
)

會
計
銀
行
學
系•
•

以
配
合
本
港
工
商
界
之

需

求

，
培
養
專
門
技
術
人
材
爲
宗
旨
。

(

六
)

工
商
管
理
學
系
：
培
植
現
代
化
工
商
事
業

科
學
化
管
理
之
專
門
人
材
。

今
年
擬
增
設
法
律
商
業
學
系
，
以
商
業
知
識
及
商

業
範
圍
內
所
需
之
法
律
知
識
相
輔
相
成
，
訓
練
工
商
界

之
高
級
人
材
爲
宗
旨
。

海

外

大

學

緊

密

合

作

樹
仁
書
院
與
美
國
多
間
大
學
均
維
持
一
定
之
關
係

設

獎

學

金

扶

植

靑

年

樹
仁
書
院
獲
港
府
正
式
承
認
爲
非
牟
利
院
枝
，
本

純

敎

育

宗

旨

，
盡
力
協
助
及
扶
植
靑
年
，
使
獲
受
良
好

的

高

等

敎

育

，
故
每
年
特
由
棱
董
及
社
會
賢
達
慨
捐
巨

欵

，
設

置

獎

學

金

，
計
一
九
七
一
——

七
二
年
度
支
付
獎

助

學

金

五

萬

元

，
本

年

度

增

至

六

萬

元

，
共
有
五
種
獎

助

學

金

一

百

名

，
分

爲

特

優

獎

學

金

，
每

名

二

千

元

，

優

異

獎

學

金

，
每

名

一

千

五

百

元

，
優

良

獎

學

金

，
每

名

一

千

元

，
普

通

助

學

金

，
每

名

五

百

元

，
工
讀
助
學

金

，
每
名

每

月

八

十

元

，
凡
有
志
靑
年
而
經
濟
上
有
需

要

者

，
均
可
獲
得
協
助
解
决
困
難
，
專

心

向

學

。

齊

心

合

力

邁

向

成

功

當

然

，
現
在
我
們
所
已
經
作
的
，
貝
是
一
個
好
的

開

始

，
要

實

現

理

想

，
還
有
一
段
遼
遠
的
旅
程
，
必
須

我
們
全
校
師
生
上
下
同
心
同
德
去
努
力
奮
鬥
，
並
且
還

要

以

最

快

的

步

伐

，
向
第
一
流
學
府
急
起
直
追
，
迎
頭

趕

上

。

當
然
還
有
另
一
重
要
的
因
素
推
動
我
，
這
便
是
我

深
覺
本
港
大
專
學
額
有
限
，
每
年
因
角
逐
學
位
所
引
起

的

劇

烈

競

爭

，
緊

張

、
失

望

與

苦

悶

，
和
嚴
重
的
人
材

斌
主
敎•
、
立

法

局

黃

宣

平

議

員

、
市

政

局

貝

納

祺

、
伍

秉

堅

、
陳

普

芬

、
胡

鴻

烈

諸

讓

員

、
新

聞

界

岑

維

休

、

胡

仙

、
零

才

生

、
銀

行

界

霍

實

材

、
工
商
企
業
界
丁
熊

照

、
顏

成

坤

、
劉

漢

棟

、
陸

蔭

百

、
萬

春

先

、
敎
育
界

阮

雁

鳴

、DR・
Maurice

A
n
d
e
r
s
o
n

、
曾

漢

文

等

，

均

社

會

知

名

之

士

，
他
們
對
樹
仁
和
樹
仁
學
生
的
前
途

，
當
能
給
予
良
好
的
助
力
與
影
响
。

(

六
)

樹

仁

書

院

規

模

不

大

，
但
維
持
一
定
水
準

，
着

重

學

生

質

素

，
是
爲
那
些
專
心
用
功
尋
求
知
識
者

及

洽

商

合

作

計

劃

，
其

中

較

著

者

，
計

有

「
南

方

耶

魯

」
之
稱
的
杜
倫

大

學
(

T
u
l
a
n
e

U
n
i
v
e
r
s
i
t
y

)

，

路

易
士
安
納
州
立
東
北
大

學

(

N
o
r
t
h
e
a
s
t

Lo
uisiana

Sfafe

University

 )

，

路

易
士
安
納
學
院(

L
O
R

1

siana
C

o
lleg

e

)

，

曼

轍

斯

特

學

院
(

M
an

ch
ester

C
o

lleg
e

)

貝
蒙
學
院

(

Belmont
C
o
l
l
e
g
e

)

等

，
均
接
受
樹
仁
學
生

前

往
升
學
或
深
造
。

一

九

七

二

年

七

月

，
東
北

大
學
曾
特
派
社
會
學
及

社
會
服
務
系
主
任
晏
務

樹仁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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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二第） 訊 仁 月四年三七九一

雙

叠

叠

聲

韻

字

我

國

文

學

的

美

妙

運

用

•

吳

天

任

教

授
•

是

了

然

共

喩

的

。
這
固
然

是
因
它
對
於
形
容
描
寫
任

何

事

物

，
都
能
具
體
而
美

妙
•
，
更

因

二

字

的

串

合

，

是

依

着

聲

音

韻

律

而

成

，

旣

自

然

，
又

和

諧

，
從
無

大

的

，
小

小

的

，
疏

疏

的

，
密

密

的

，
歡

歡

喜

喜

、
嘀

一
啼
哭
哭
、
飽

飽

滯

滯

、
來

來

去

去

，
眞

是

不

能

遍

舉

。

不
過

我

們

平

日

說

慣,

便

不

自

覺

，
更
不
注
意
這
些
字

眼
的
效
用

罷

了

。
其

實

它

的

效

用

，
是

非

常

廣

闊

的

，

如
果
不
許
我
們
說
及
這
種
字
眼
，
那

眞

是
無
話
可
說
。

由

此

看

來

，
可
知
雙
聲
叠
韻
和
叠
字
對
於
語
文
關
係
的

我
國
文
學
尤
其
是
詩
歌
的
美
妙
，
盡

人

皆

知

，
但

它

美

妙

的

條

件

，
却

很

少

人

注

意

到

。
分

析

起

來

，
這
些

條

件

，
可
分
內
在
的
和
外
在
的
，
前
者
是
指
文
學
中
的
情
感
意
旨
和
音
調
的
運
用•
，
後
者
是
指
文
學
作
品
的
修
辭

技
術
和
描
寫
的
方
法
。

——

• 

現

在

我

所

說

的

，
就

是

屬

於

後

者

，
文
學
寫
作
的
技
術
和
方
法
，
本

來

很

多

，
現
在
只
就
其
中
的
雙
聲
，
叠

韻

、
叠
字
幾
種
簡
單
說
說
吧
！

我

國

詞

語

中

，
原

有

很
多
連
綿
詞
語
，
卽
把
兩
字

合

用

，
成
爲
一
個
形
容
詞
或
動
詞
的
，
例

如

：
低

昂

、

緩

急

、
存

亡

、
去

住

、
疾

徐

、
悲

歡

等

，
是
意
思
相
反

的

。
如

：
吹

嘘

、
追

隨

、
挾

持

、
浸

潤

、
輾

轉

、
糜
爛

等

，
是
意
思
相
聯
的

這

些

相

連

字

眼

，
不

知

起

於

何

時

，
但
却
是
最
聰

明

的

方

法

，
因

爲

只

用

兩

字

，
便
可
以
表
達
出
很
多
意

思

，
雙

聲

叠

韻

字

眼

，
也
是
其
中
意
思
相
連
的
一
種
。

文

學

中

的

詩

歌

，
固
然
以
情
感
爲
主
要
骨
幹
，
但

情

感

的

表

達

，

一
定
要
配
合
柔
揚
和
諧
的
聲
律
，
易
於

誦

讀

，
才
能
動
人
而
引
起
共
嗚
，
雙

聲

叠

韻

字

，
就
是

聲
律
上
的
主
要
運
用
。
這

三

種

修

辭

技

術

，
大
都
屬
於

形

容

詞

方

面

，
凡
稍
爲
涉
獵
文
學
的
，
都

會

懂

得

。
所

謂

叠

韻

，
據

李

松

石

「
音

鑑

」
云

：

「
兩
字
同
歸
一
母

爲

雙

聲

，
兩
字
同
歸
一
韻
爲
叠
韻
」

。
可

知

雙

聲

，
就

是
兩
字
同
一
音
母
發
音
的
。
例

如

：
猶

豫

，
瑟

縮

，
游

移

，
消

息

，
辨

別

，
容

忍

，
踴

躍

，
跑

贓

，
邂

逅

。
所

謂
叠
韻
就
是
兩
字
收
音
相
同
，
卽

兩

字

同

韻

的

，
例
如

••

牢

騷

、
逍

遙

、
窈

窕

、
突

兀

、
倉

皇

、
蕭

條

、
依
稀

、
渺

小

、
盤

桓

、
沉

吟

、
徘

徊

。

古
文
用
字
取
其
諧
和

古

人

文

字

，
取

其

諧

和

，
諧
和
卽
雙
聲
叠
韻
之
謂

。
雙

聲

古

所

謂

和

，
乃

同

一

母

字

，

一
聲
之
轉
。
叠
韻

,

古

所

謂

諧

，
乃

同

韻

字

，
其

音

最

相

近

者

，

至

於

叠

字

，
就

是

二

字

叠

用

，H

子
形
容
不
夠
，

再

加

一

字

，
言

之

不

足

，
又

重

言

之

，
例

如

：

欣

欣

、
滔

滔

、
茫

茫

、
霏

霏

、
隆

隆

、
浩

浩

、
赫

赫

、
欵

欵

、
遲

遲

、
寂

寂

、
悠

悠

、
夭

夭

、
薬

藁

、
灼

灼

、
盈

盈

、
纖

纖

、
忽

忽

。

以

上

三

種

字

眼

，
無
論
在
文
學
作
品
或
是
我
們
日

常

談

話

，
都

是

不

可

少

的

。
我
國
古
來
最
有
名
的
文
學

作

品

，
如

詩

經

、
楚

辭

，
漢

賦

、
杜

詩

等

，
大
都
以
這

三
種
字
眼
爲
其
修
詞
的
要
素
，
我
們
隨
便
舉
出
幾
例
：

詩

經

：
關

關

睢

鳩

，
窈

窕

淑

女

，
唯

葉

萋

萋

，
其

鳴

喈

喈

，
陡

彼

崔

嵬

，
我

馬

虺

隱

，
桃
之

夭

夭

，
灼

灼

其

華

，
蔽

芾

甘

棠

，
搔
首
驹

H

，
邂

逅

相

遇

，
罷

勉

同

心

。

以

上

關

和

、
萋

萋

、
喈

喈

、
夭

夭
)

灼

灼

、
是
叠

字

；
窈

窕

、
崔

嵬

、
虺

隕

、
蔽
芾

是

叠

韻

；
蜘

腑

、
邂

逅

、
罷

勉

、
是

雙

聲

。
在

楚

辭

方

面

，
例

如

：

離

騷
••

余

固

知
審
譽
之
爲
患
，
老

冉

冉

其

將

至

，

長

頗

頷

亦

何

傷

，
憶

鬱

邑

余

花

條

，
高
余

冠

之

岌

岌

，
長

余

佩

之

陸

離

，
佩
繽
紛
其

繁

飾

，
芳

菲

其

彌

章

，
女®

之

蟬

媛

，
申

申

其

善

予

。

九

歌
•
•

君
不

行

兮

夷

猶

，
美

要

眇

兮

宜

修

，
石
瀬

兮

淺

淺

，
飛

龍

兮

翩

翩

。

九

章

：
帶

長

鉄

之

陸

離

，
冠

切

雲

之

崔

嵬

，
荒
忽

其

焉

極

，
植

齊

揚

以

容

與

，
慘
鬱
鬱
而
不

通

，
蹇

倖

僚

而

含

戚

。

以

上

審

譽

、
冉

冉

、
岌

岌

、
菲

非

、
淺

淺

、
翩
翩

，
鬱
鬱
是
叠
字
；
頗

頷

、
佗

條

、
夷

猶

、
陸

離

、
荒
忽

、
容
與
是
雙
聲
；
繽

紛

、
婵

媛

、
要

眇

、
崔

嵬

，
是
叠

韻O
說

到

漢

賦

，
如

班

固

、
兩

都

、
張

衡

、
兩
京
等
長

篇
作
品
，
大
都
用
雙
聲
叠
韻
叠
字
組
成
，
甚
至
有
兩
句
八

字

連

用

叠

韻

的

，
如

張

衡

「
南

都

賦

」
的

「
翹
遙
遷
延

，
踰

廨

踞

躅

」

，
那
是
形
容
舞
步
的
進
退
快
慢
。
其
他

較
短
篇
而
爲
人
所
熟
知
的
，
如

司

馬

相

如

的

「
長
門
賦

」

，
像

「
天

窈

窈

而

晝

陰

，
雷

殷

殷

而

響

起

，
步
從
容

於

深

宮

，
鬱

並

起

而

穹

崇

，
閒

徙

倚

於

東

廂

，
涕
流
離

而

縱

橫

，
澹

偃

蹇

而

待

曙

，
荒

亭

亭

而

復

明

。
」
又
如

王

粲

「
登

樓

賦

」
云

：

「
步

棲

遲

以

徒

倚

，
風
蕭
瑟
而

並

興

，
天

慘

慘

而

無

色

，
心

悽

愴

以

感

發

，
意W
怛
而

懼

惻

。
」
無
不
是
由
雙
聲
叠
韻
叠
字
組
成
的
。

雙
聲
叠
韻
杜
詩
常
見

詩

聖

杜

甫

，
也
非
常
喜
用
這
一
類
字
眼
，
淸
代
周

春

有

「
杜

甫

雙

聲

叠

韻

譜

。
」
分

析

甚

詳

。
同
時
洪
亮

吉

「
北

江

詩

話

」
云

：

「
三
百
篇
無
一
非
雙
聲
叠
韻
，

降
及
楚
辭
與
淵
雲
枚
馬
之
作
，
以

迄

三
都
兩
京
諸
賦
，

無

不

盡

然

。
唐
詩
人
以
杜
子
美
爲
宗
，
其
五
七
言
近
體

,

無
一
非
雙
聲
叠
韻
也
」

。
我
們
試
舉
杜
詩
幾
例
：

感

激

張

天

步

，
從

容

靜

塞

塵

。(

奉
送
嚴
公
入
朝)

牢

落

新

燒

棧

，
蒼

茫

舊

築

壇

。(

王

命
)

犬

羊

曾

爛

煥

，
宮

闕

尙

蕭

條

。(

寄

董

卿

嘉

榮)

牢

落

官

軍

速

，
蕭

條

萬

事

危

。(

傷

春
)

束

縛

酬

知

己

，
蹉

吃

效

小

忠

。(

遣
悶
奉
呈
嚴
公)

艱

難

苦

恨

繁

霜

鬢

，
潦

倒

新

停

濁

酒

杯

。(

登
高)

風

塵

荏

苒

音

書

絕

，
關
塞
蕭
條
行
路
難
。(

宿
府)

支

離

東

北

風

塵

際

，
贓
泊
西
南
天
地
間
。(

詠
懷

古

跡
)

翠

華

想

像

空

山

裏

，
玉

殿

虛
無
野
寺
中
。(

同
上)

以

上

感

激

、
從

容

、
牢

落

、
蒼

茫

、
蕭

條

、
爛
煙

、
束

縛

、
蹉

陀

、
荏

苒

、
支

離

、
飄

泊

、
想

像

、
虛
無

、
或

屬

雙

聲

，
或

屬

叠

韻

。
這
些
詞
語
所
代
表
的
意
思

，
各
隨
環
境
用
法
的
不
同
>

分

別

適

應

，
所
有
喜
怒
哀

樂

動

靜

的

情

態

，
都
是
由
這
些
聯
綿
字
眼
表
現
岀
來
。

有

時

我

們

看

了

，
口
雖
不
能
說
明
其
意
思
，
但
心
中
總

牽

强

凑

合

，
桔

屈

響

牙

之

弊

，
所

以

容

易

誦

讀

，
更
適

宜
用
到

詩

歌

方

面

去

。
因

此

，
詩
歌
是
少
不
了
這
些
字

眼

的

，
我
們
研
究
詩
歌
文
學
，
尤
其
要
注
意
雙
聲
叠
韻

字

等

字

眼

。

平
日
用
語
例
子
亦
多

不

只

文

學

，
就
是
我
們
平
常
說
話
，
也
有
不
少
是

雙

聲

叠

韻

的

，
有
些
雖
不
能
用
文
字
寫
出
，
但
我
們
聽

到

或

說

到

這

些

句

語

，
大
家
便
馬
上
具
體
了
解
它
的
意

思

，
無

須

再

加

翻

譯

，
例

如

：

汚

糟

、
巴

閉

、
辣

搓

、
閉

翳

、
嚕

嚙

、
嘰

咕

、
拉

雜

、
尷

尬

、
滑

突

、
翳

滯

、(

廣
州
話
無
適
當
字
眼
者

，
暫

用

同

音

字

代

替)

這
裏
面
都
是
雙
聲
叠
韻
的
字
眼

,

和
文
學
上
的
用
法
一
樣
。
至

於

叠

字

，
也

很

普

遍

，

如

形

容

長

，
便

說

長

長

的

，
短

便

說

短

短

的

，
以
至
大

重

要

。雙
聲
叠
韻
除
了
文
學
上
應
用
外
；
尙
有
不
少
用
途

，
如

字

音

的

反

切

，
就

是

採

用

雙
聲
叠
韻
的
，
李
松
石

「
音

鑑

」
云

：

「
反

切

之

上

一

字

，
與
所
切
之
字
爲
雙

聲

；
反

切

之

下

一

字

，
與

所

切
之
字
爲
叠
韻
。
」
反.
切

須

用

兩

字

，
上

一

字

取

聲

，
下

一

字

取

韻

，
例
如
切
金

龍

的

龍

字

是

「
閭

容

切

」

，
閭

字

從

舌

端

發

聲

，
龍
字

亦

舌

端

發

聲

，
就
是
反
切
之
上
一
字
與
所
切
之
字
爲
雙

聲

的

例

證

。
又

如

扶

輪

二

字

，
扶

字

「
馮

無

切

」

，
無

扶

同

在

虞

韻

，
輪

字

「
閭

勻

切

」

，
勻

輪

同

在

眞

韻

。

明

乎

此

，
對
於
切
音
也
就
不
難
懂
得
了
。

又

字

義

的

解

釋

，
也

多

用

雙

聲

叠

韻

，
如

祈

、
求

也

，
義

、
宜

也

，
祈
求
和
義
宜
各
屬
雙
聲
。
禮

、
履
也

，
諷

、
誦

也

，
禮

履

和

諷

誦

，
各

屬

叠

韻

。

此

外

需

用

尙

多

，
茲

不

遍

舉

。

前

途

的

摸

索

心
莊

「
桂
林
街
時
代
的
新
亞
，
比
你
們
現
在
的
情
况
還

艱
苦
得
多
！

」

「
崇

基

初

創

辦

時

，
連

課

室

都

沒

有

，
上
課
還
是

借
聖
保

羅

堂

的

課

室

，
論

條

件

和

規

模

，
你
們
都
優
勝

多

了

。
」

去
年
學
枝
初
開
辦
時
，
常
聽
到
這
類
鼓
勵
的
說
話

。
說
話
的
含
意
是
：

「
崇
基
新
亞
創
辦
時
一
切
條
件
比

你

們

還

差

，
但
現
在
都
奮
鬥
成
功
了
，
所

以

，
你
們
應

該
比
他
們
更
容
易
成
功
。
」

朋
友
的
鼓
勵
是
値
得
感
激
的
。
不

過

，
說
話
的
內

涵
却
很
易
引
起
偏
誤
的
寄
望
。
尤

其

剛

入

學

的

同

學

，

這
些
說
話
使
他
們
不
自
覺
地
將
自
己
和
中
大
相
比.
，
結

果

，
失

望

、
自

卑

、
和
茫
然
的
感
覺
產
生
了
，
他
們
深

深
地
感
到
自
己
是
被
抛
棄
的
一
羣•
，
他
們
寄
望
和
幻
想

着
有
一
天
樹
仁
也
加
入
了
中
大
，
他
們
也
拿
到
了
學
位

。
可

是

，
我
們
發
展
的
路
向
和
軌
跡
，
眞
的
要
依
隨
以

往

的

崇

基

、
新

亞

、
聯

合

、
以

至

浸

會

、
珠
海
嗎
？
首

先
該
肯
定
的
是
：
每
間
學
校
都
應
有
自
己
的
理
想
和
目

標

，
這
理
想
是
創
校
和
辦
學
的
動
力
；
是
自
我
肯
定
的

。
因

此

，
决
不
能
假
借
或
因
襲
。
至

於

那

目

標

，
更
不

能

操

諸

他

人

之

手

，
我
們
不
應
要
求
他
人
釐
定
一
個
目

標

，
否

則

，
整
間
學
校
只
不
過
是
受
人
支
使
的
工
具
而

已

。
然

則

，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什
麼
？
我

想

，
學
校
並
不

單
單
着
意
於
培
養
另
一
批
享
受
「
學

位

特

權

」
的

人

，

她
希
望
培
養
的
是
有
足
夠
勇
氣
和
洞
識
力
去
否
定
學
位

底

表

面
價
値
的
人
。
學
位
其
實
只
是
一
個
標
誌
，
它
代

表

着

某

程

度

的

學

識

、
才

幹

、
和

經

歷•
，
脫
離
了
這
些

實

質

，
它
便
是
一
無
所
有
的
虛
銜
。
因

此

，
對
混
日
子

畢

業
的
大
學
生
而
言
，
學
位
只
是
一
件
哄
人
的
道
具
，

並

無

任

何

實

質

。
相

反

的

，
在

我

們

的

理

想

中

，

一
個

樹
仁
的
畢
業
生
雖
然
不
能
享
用
「
學

位

」
的
表
面
價
値

，
但
他
擁
有
學
位
所
象
徵
的
特
質,

也

因

此

，
他
能
夠

自
豪
地
肯
定
自
我
的
價
値
，
而
無
需
苦
苦
乞
求
他
人
的

承
認
和
賜
予
價
値
。

在
一

個

大

家

庭

裏

，
設
若
長
輩
和
晚
輩
相
處
得

好

，

一
定
會
覺
得
其
樂
融
融
。
樹

仁

書

院

的

長

輩

，

就
是
校
長
鍾
期
榮
博
士 •
，
晚
輩
則
是
莘

莘

學

子

。

鍾
校
長
在
辦
學
方
面
很
有
理
想
，
因
此
要
求
很

高

。
有
的
學
系
學
生
人
數
不
多,

可
是
請
了
衆
多
名

家

學

者

來

執

敎

。
在

平

時

，
學

生

作

業

多

，
課
室
所

提

的

問

題

也

多

，
敎

授

諄

諄

指

導

，
學

生
不
可
能
沒
有
收
穫
。

樹
仁
書
院
所
開
設
的
課
程
，
很
有

別

精

選

的

，
因
此
適
用
的
百
分
比
很
高
。

樹
仁
書
院
也
經
常
到
外
面
去
請
學
者
名
流
來
演

講

，
交

流

新

知

，
如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主
任
馬
蒙
敎

授

、
星
島
日
報
總
編
輯
施
祖
賢
先
生
、
明
報
社
長
查

良

鍵

先

生

、
國
際
知
名
的
經
濟
學
博
士
胡
耀
蘇
敎
授

等

等

。

樹

仁

書

院

大

有

前

途

創

新

的

精

神

，
能
追
得
上
時
代
。
樹
仁

書

院

所

請

的

敎

授

，
水
準
都
是
很
高
的

。
如
詩
人
吳
天
任
敎
授
、
小

說

家

黃

思

騁

、
名
報
人

林
友
蘭
敎
授
和
宋
郁
文
敎
授
、
名
學
者
湯
定
宇
敎
授

、
名
敎
育
家
阮
雁
鳴
敎
授
、
社
會
工
作
者
曾
漢
文
敎

授

、
劍
橋
大
學
碩
士webs-er

敎
授
及
美
國
波
士
頓

大
學Oynpn

敎

授

等

等

。

樹

仁
書
院
的
圖
書
，
都
是
根
據
學
生
的
需
要
特

良
友
之
聲
出
版
社
編
輯
部
主
任

陳
中
幹

學

生

方

面

，
我

接

觸
的
範
圍
不
大
。
就
文
史
系

和
外
文
系
的
學
生
來
說
，
他

們

多
能
努
力
向
學
。
每

堂

課

，
總
有
許
多
同
學
提
問
，
學

生

和

敎

授

，
都
時

有

熱

烈

的

討

論

，
有
時
甚
至
引
起
激
烈
的
爭
辯
，
充

分
表
現
出
求
知
的
熱
忱
。

特
別
令

我

喜

歡

的

是

，
有
些
學
生
一
方
面
是
那

也
許
有
人
會
提
出
疑
問
：

「
學

生

只

具

備

學

識

、

才

能

、
和
經
歷
但
却
沒
有
相
應
的
名
位
，
豈
不
影
响
了

畢
業
後
的
前
途
嗎
？

」
不

會

的

，

一
個
有
實
無
名
的
大

專
畢
業
生
，
在
尋
找
職
業
方
面
的
確
有
很
大
困
難
，
但
這

些
困
難
却
不
會
影
响
他
的
前
途
。
前
途
與
個
人
的
人
生

觀

和
理
想
關
連
着
。

一
份
待
遇
優
厚
的
工
作
並
不
代
表

一
個
人
的
前
途
，
事
實
上
大
多
數
人
第
一
份
職
業
粒
八

後
長
久
發
展
的
事
業
是
不
同
的
。
因

此

，
畢
業
後
的
工

作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落
脚
點
。
找

到

落

脚

點

後

，
便
可
以

逐
步
向
個
人
的
理
想
進
發
和
創
造
前
途
。
所
以•

，
一
個

沒

有

理

想

的

人

，
縱
然
立
脚
點
很
理
想
，
也
不
能
創
造

出

前

途

，
他
只
會
依
循
着
由
他
人
劃
定
的
軌
跡
，
混
混

噩
噩

地

渡

過

一

生

。
反

之

，
對
一
個
有
理
想
的
人
來
說

，
立

脚
點
雖
然
不
理
想
，
尋
找
前
途
時
雖
然
困
阻
重
重

，
但
這
一
切
反
足
以
激
發
起
他
的
鬥
志
和
信
心
，
努
力

於

追

求

理

想

的

實

現

，
雖
然
他
不
一
定
成
功
，
但

，
至

少
不
會
虛
擲
了
生
命
。
因

此
,

只
要
我
們
的
同
學
在
四

年
的
學
習
過
程
中
培
養
出
個
人
的
理
想
和
信
心
，
只
要

他

們

具

備

了

辨

別

「
表

面

價

値

」
與

「
實

質

」
的
洞
識

力

，
他
們
便
可
以
掌
握
自
己
的
前
途
，
和
肯
定
了
自
我

的

價

値

。

，

個

人

如

此

，

一
間
學
校
也
如
此
。

一
間
有
理
想
的

學

枝

不

會

因
校
舍
窄
狹
、
設

備

不

足

、
和
校
齡
幼
稚
而

減
弱
了

發

展

的

信

心

，
因

爲

這

都

是

「
物

」
的

因

素

，

只
要
能
夠
踏
實
地
掌
握
着
「
人

」
的

因

素

，
「
物

」
的

因
素
是
可
以
克
服
的
。
現
代
的
西
方
社
會
就
是
太
重
視

「
物

」
的

因

素

，
甚

至

反
客
爲
主
地
「
人

」
被

「
物

」

控

制

了

，
於

是

，
很
多
現
代
的
迷
信
便
產
生
：
人
們
相

信
沒
有
佔
地
廣
敞
的
校
園
，
建
築
宏
偉

的

校

舍

，
便
不

是

一

間

好

的

學

校

、
沒
有
巨
額
數
字
的
行
政
經
費
便
不

能

使

行

政

上

軌

道

、
沒
有
設
備
齊
全
的
運
動
塲
和
學
生

中
心
便
不
能
培
養
出
學
生
的
歸
屬
感
。
「
錢

」
主
宰
了

一
切
。
好
像
說
貧
窮
的
地
方
便
不
能
辦
學
枝
。
可

是

，

貧
窮
的
中
國
不
一
樣
設
立
了
很
多
理
想
的
學
校
嗎
？
而

且

，
貧
窮
的
人
總
不
能
等
待
自
己
富
有
後
才
注
意
子
女

的

敎

育

吧

。

因

此

，
我
們
所
要
把
握
的
是
「
人

」
的

因

素

，
這

包
括
了
敎
授
的
學
養
和
責
任
感
、
同
學
的
求
知
動
機
和

信

心

、
還

有

，
同

學

，
敎
授
和
行
政
人
員
間
的
合
作
關

係

。
假

如

有

一

天

，
我
們
學
枝
有
了
宏
偉
的
校
舍
、
完

善

的

設

備

、
和

充

裕

的

經

費

，
但

「
人

」
的
因
素
却
蓑

退

了

，
那
時
我
才
會
失
望
地
說
：

「
沒
有
前
途
了
！

」

麽

勇

於

探

索

眞

理

，
開

闢

新

路

，
像
鬥
得
起
興
了
的

雄

鷹

；
而

另

一

方

面

，
又
是
那
麼
謙
虛
謹
愼
，

一
如

一
塊
拚
命
想
吸
取
水
份
的
乾
海
綿
。

課

外

活

動

，
也

十

分
豐
富
多
釆
。
記
得
過
聖
誕

、
新

年

時

，
舉
行
了
一

個

晚

會

，
地
點
在
樹
仁
書
院

中

學

部

，
坐

位

不

滿

三

百

，
但

人

頭

湧

湧

，
敎
授
和

學

生

歡

聚

一

堂

，
中
外
人
士
也
一
起
歡
笑

。
最
顯
得
年
輕
活
潑
的
，
倒
要
算
是
大
家

所
敬
愛
的
校
監
胡
鴻
烈
博
士
了
，
他
一
會

兒
和
學
生
一
起
玩
遊
戲
，

一
會
兒
又
與
在

(

座
的
中
外
學
者
談
談
笑
笑
。

Z

學
生
領
袖
的
組
織
能
力
頗
强
，
會
塲
一
切
佈
置

得

井

井

有

條

，
美

觀

大

方

，
可
算
難
能
可
貴
了
。

敎

授

與

敎

授

之

間

，
相

處

得

非

常

好

，
這
也
是

令
我
感
到
非
常
愉
快
的
。

我
覺
得
樹
仁
書
院
是
一
所
大
有
希
望
與
前
途
的

大

專

院

校

。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
樹包大學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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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國

文

，
本
來
包

括

很

廣

泛

，
例
如
歷
代
散

文

、
漢

魏

六

朝

文

、
專
家

文
等
等
都
在
範
圍
之
內
，

不
過
敎
部
規
定
大
學
第
一

學

年

，
國

文

是

必

修

科

，

無
論
任
何
學
系
均
須
修
習

。
因
此
大
學
國
文
課
本
，

便
是
大
一
的
國
文
課
本
。

目
前
大
一
的
國
文
，
似
尙

少

一

理

想

讀

本

。
以
前
在

國
內
各
大
學
大
一
的
國
文

，
都
由
担
任
該
科
敎
員
自

由
選
講
，
後
來
敎
育
部
，
覺

得

不

應

漫

無

標

準

，
遂
有

大
學
國
文
課
本
編
輯
之
計

劃

，
交
由
國
立
編
譯
館
編

輯

。
是
時
國
立
編
譯
館
館

長
是
家
師
辛
樹
幟
先
生,

後
來
又
是
家
師
陳
可
忠
先

生

担

任

館

長

，
因
此
我
得

習

聞

其

論

。
當
時
選
文
仍

以

六

經
(

應

是

五

經)

爲

依

據

，
依
四
部
次
第
排
列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在
重
慶

初

版

共

五

十

篇

。
後
來
又

有

傅

東

華

、
黃
華
表
諸
人

各

有

選

本

。
其
後
我
所
知

在
香
港
有
等
大
專
學
校
，

也

自

有

編

定

。
黃
繼
持
兄

對
我
說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最
近
也
有
編
大
學
國
文
課
本

之

計

劃

，
但

仍

未

有

印

出

。
現
在
樹
仁
書
院
也
感
覺
有

此

需

要

了

。

談

到

編

輯

大

學

國

文

，
有
許
多
應
顧
慮
地
方
。
最

重
要
還
在
選
文
之
標
準
。
又
必
須
顧
慮
學
生
的
需
要
。

譬

如

敎

部

所

定

，
國
立

編

譯

館

所

編

，
自
然
是
正
大
之

路

，
但
可
惜
對
現
代
文
太
缺
少
。
至

於

私
人
選
輯
的
，

又

多

是

偏

至

，
憑
個
人
所
喜
之
文
字
選
入
。
譬
如
傅
東

華
所
選
似
偏
重
於
史
爲
多
。
我
在
抗
戰
時
在
桂
林
任
廣

西
敎
育
硏
究
所
編
纂
，
也
是
負
責
編
纂
敎
本
的
，
是
時

同

任

編

纂

的

，
有

梁

漱

溟

、
李

四

光

、
穆

木

天

、
楊
熙

本課文國學大談漫
一授教覺何一

我
已
有
二
十
多
年
不
曾
見
到
壁
報
了

。
這

次

來

樹

仁

，
在
過
道
邊
再

度

見

到

，

心
裏
頗
感
親
切
。

在

高

中

時

代

許

多

學

生

都

喜

歡

辦

壁

報

，
有
的
甚
至
唱
獨
角
戲
，
從

拉

稿

、

抄

寫

、
編

排

到

張

貼

，

一
手
包
辦
。
在
一

間
比
較
有
生
氣
的
學
校
裏
，
普
通
都
有
幾

張

壁

報

，
多

數

以

文

藝

爲

主

，
取

拓

荒

、

新

苗

、
勞

圃

、
晨

光

、
耘
耕
一
類
的
名
字

O

辦

壁

報

的

學

生

，
多

數

愛

好

文

藝

，

普
通
只
要
有
三
個
志
同
道
合
的
學
生
，

一

份
壁
報
就
產
生
了
。
在

戰

時

的

重

慶

，
物

力

極

度

缺

乏

，
原
稿
紙
都
用
質
地
粗
劣
的

土

紙

印

成

。
編

排

的

時

候

，
用
四
川
嘉
定

和
樂
山
產
的
褐
色
粗
報
紙
打
底
，
以
便
張

貼

。
不
過
條
件
雖
然
如
此
不
愜
人
意
，
編

時

、
雷

沛

鴻

諸

先

生

，
當
時
談
到
選
文
標
準
，
穆
木
天

是
偏
重
現
代
文
學
的
。
結

果

桂

林

淪

陷

，
選
本
都
淪
刼

火

而

失

去

。
選
文
每
因
各
人
之
偏
至
而
各
有
不
同
。
自

是

必

然

之

理

。

試
拿
兩
個
文
學
上
的
人
人
熟
知
、
亦
頗
重
要
的
流

派
說
說
吧
！
世

所

謂

「
唐

宋

八

家

」
和

「
桐

城

派

」
聚

訟

多

了

。
自
來
推
重
韓
愈
的
人
不
少
，
也

不

必

說

了

。

而
古
人
指
斥

韓

愈

的

，
如

王

船

山

、
如

廖

燕

，
近
世
如

嚴

幾

道

、
如
岑
仲
岑
都
對
韓
都
有
不
好
的
批

評

。
八
家

中

之

柳

宗

元

文

章

，
淸

代

桐

城

方

苞

，
對
之
備
極
詆
斥

。
至

於

桐
城
派
古
文
，
推

重

之

者

固

多

，
且

不

說

，
而

指

斥

之

者

亦

不

少

，
今
舉
陳
蘭
甫
李
詳
爲
例
言
之
：

陳

澧

云

『
近
時
作
古
文
入
桐
城
一
派
者
，
以
爲
文

章
宜
雅
而

有

法

也

，
譏
之
者
以
爲
才
力
薄
也
。
然
使
能

雅

而

有

法

，
雖

薄

可

也

，
而

桐

城

派

者

，
薄

則

有

之

，

雅
而
有
法
則
未
盡
然
也
。
』
(

見

東

望

續

稿)

李

詳
(

字

審

言
)

云

「
…
…
文

章

之

道

，
大
則
籠

罩

百

家

，
自

鑄

偉

詞

，
小

亦

鑽

仰

先

達

，
樹

義
卓
然
；

若
舉
天
下
統
定
一
尊
，
此

爲

正

派

，
餘
則
非
是
，
固
無
此

理

。
…
…
古

文

無

義

法

，
多

讀

古

書

，
則

文

自

寓

法

。

古

文

無

派

，
於

古
有
承
者
皆
謂
之
派
，
期
無
負
於
古
人

，
斯

已

矣

，
於

桐

城

何

尊

焉

。
」(

見
近
代

古

文

選)

大

抵
陳
蘭
甫
李
審
言
，
對

桐

城

派

之

評

語

，
實
天

下

之

名

言

，
而
天
下
尊
桐
城
文
的
，
也
不
過
偏
至
罷
了

。
我
在
抗
戰
時
在
無
錫
國
專
任
敎
亦
講
散
文
，
頗
不
喜

桐

城

派

，
故
講
義
絕
少
選
桐
城
文
。

在
此
短

紙

拉

雜

漫

談

，
其

意

不

易

暢

達

。
在
我
以

爲

今

後

大

學

國

文

，
應
以
四
部
順
序
安
排
爲
正
道
。
但

必

須

加

入

近

代

文

，
並
所
選
文
字
應
接
近
現
代
文
學
思

許

多

敎

育

家

相

信

，
若

把

學

校

環

境

，
造
成
一
個
充
滿
優
美
、
善

良

、
純
眞

、
快
樂
…
…
的

天

地

，
對
靑
年
人
人
格
的
培
養
，
一
定
會
有
好
的
效
果
。
靑
年
人

的

身

心

，
只
要
不
沾
染
上
社
會
醜
惡
面
的
汚
漬
，
將
來
等
成
熟
了
的
時
候
，
他
們

就
會
自
然
地
排
斥
那
些
不
合
理
的
事
情
，
也
自
然
就
不
會
把
傳
統
遺
留
下
來
的
、

壞

的

事

物

，
再

傳

播

給

下

一

代

。
這
是
一
個
很
理
想
的
想
法
。
伊
甸
園
便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環
境
。尤
其
好
的
是
理
想
的
學
枝
校
園
裏
，
更
沒
有
那
罪
惡
的
果
子
可
摘
。

「
樹

仁

」
便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環
境

。
「
樹

仁

」
的

校

園

不

大

，
和
一
般
大

學

比

較

起

來

，
簡

直

很

小

。
但
是
這
環

境
裏
面
沒
有
罪
惡
的
果
子
可
摘
。

我
們
的
社
會
環
境!
—

很
多
很
多

地

方

都

是

如

此

，
剛
剛
和
這
個
理
想
的

環

境

相

反

，
耘

荆

棘

的

人

多

，
耘

無
花
果
的
人
少
。

X

X

X

從

前

國

內

的

大

學

，
有

不

少
辦
得
不
錯
的
。
可
是
辦
新
聞
系
的
就
很
少
。
燕

京

大

學

，
那

麽

大

的

名

聲

，
新
聞
系
的
學
生
不
少(

人
數
佔
全
校
各
系
的
第
一
位

,

當
時
是
抗
戰
勝
利
後
的
全
盛
時
期)

系
裏
只
有
一
位
系
主
任
，
本
系
的
課
開
出

來

，
三

両

味

而

已

。
學
生
選
課
是
在
文
法
學
院
各
系
的
課
程
裏
，
東

抓

一

劑

、
西

無

二

題

想

，
不
一
定
因
爲
以
六
經
爲
根
柢
，
就
選
太
多
古
奧
語

文

。
而

且

大

學

一

年

學

生

，
包

括

文

理

各

系

，
亦
應
分

別

給

以

適

當

訓

練

。
不

應

偏

重

文

科

。

至

於

課

本

之

注

釋

，
亦

大

不

易

事

，
班
固
序
六
藝

不
曾
說
嗎
？
他

說

：

「
古

之

學

者

存

其

大

體

，
玩
經
文

而

已

。
是
故
用
日

少

而

蓄

德

多

，
後
世
經
傳
乖
離
…
…

務

碎

誼

逃

難

，
便

詞

巧

說

，
破

壞

形

體

，
說
五
字
之
文

，
至

二

、
三

萬

言

，
安

其

所

習

，
毁

所

未

見

，
終
以
自

蔽

，
學

者

之

大

患

也

。
」
這
眞
是
見
道
之
言
了
。

理

想

、
幹

勁

、
前

途

I

陳
耀
南
教
授

1

很
偶
然
地
到
樹
仁
夜
大
專
兼
課
，
於
是
知
道
了
樹

仁
的
成
就
絕
非
偶
然
。

在

短

短

四

個

月

中

，
樹

仁

從

無

到

有

，
在
短
短
一

年

中
,

樹
仁
從
奠
立

到

壯

大

，
聲

譽

鵲

起,

發
展
迅
速

,

上

開

大

學

二

年

，
下

建

完

全

中

學

，
學

生

人

數

，
高

達

一

千

五

百

，
近
來
更
註
册
爲
不
牟
利
學
府
，
豁
免
一

切

稅
項
；
而

申

請

撥

地

建

校

計

劃

，
亦

在

進

行

中

。
這

一
切
社
會
人
士
、
喜
見
樂
聞
而
又
有
目
共
覩
的
成
就
，

當

然

絕

非

倖

致

，
而
實
在
根
源
於
一
種
貫
澈
上
下
、
力

爭

上

游
的
奮
鬥
創
建
精
神
。

現

在

僅

就

所

見

所

聞

，
歸

納

成

三

點

感

想

。

第

一

、
樹

仁

有

理

想

，
而
且
有
高
尙
的
理
想
。
創

出
來
的
壁
報
倒
也
相
當
美
觀
。
逢
到
編
輯

的

人

有

藝

術

天

才

，
還
能
將
壁
報
的
面
目

設
計
得
與
眾
不
同
。

每
當
一
份
新
壁
報
張
貼
出
來
的
時
候

，
都
會
弓
動
許
多
人

來

閱

讀

，
把
走
道
擠

得

水

洩

不

通

。
像
這

樣

熱

心

的

讀

者

，
不

知
道
能
否
在
香
港
的

學

校

裏

找

到

。

壁
報
與
壁
報
之

間

，
偶
爾
也
會
打
擂

只
有
學
生
時
代
才
有
。

學

生

辦

壁

報

這

件

事

，
實
在
値
得
鼓

勵

提

倡

，
它

不

但
是
一
種
寫
作
訓
練
，
同

時
還
可
以
培
養
公
眾
意
識
。

一
個
對
社
會

台

，
尤
其

是

在

大

學

裏

。
我
記
得
有
一
次

有
人
在

晚

上

撕

壁

報

，
第
二
天
就
在
原
來

張
貼
的
地
方
出
現
很
大
的
吿
示
，
是
用
駢

體

文

寫

的

。
不

久

之

後

，
一
份
特
大
的
壁

.
有

貢

献

的

人

，
必
先
關
心
左
右
的
人
和
事

，
而
辦
壁
報
正
有
這
樣
的
功
用
。

關

於

辦

壁

報

，
我
有
一
點
小
小
的
經

驗

，
不
妨
提
供
給
愛
好
辦
壁
報
的
同
學
作

報
補
上
了
那
個
空
位
。
像

這

樣

的

物

力

，

參

考

。

抓

一

劑

，
是

拚

盤

兒

，
夠

不

上

合

菜

。
却
也
頗
能
兼
收
各
系
的
長
處
。
新
聞
系
不

受

當

時

大

學

的

重

視

，
就

是

這

樣

。
但
不
能
說
不
受
學
生
歡
迎
。

「
樹

仁

」
創

辦

了

新

聞

系

。
當
初
創
校
時
提
議
辦
新
聞
系
的
不
知
道
是
那
一

位

。
這
意
見
簡
直
是
太
好
了
。
有
什
麼
工
作
比
新
聞
工
作
在
現
代
社
會
裏
更
有
意

義
呢
？
有
那
一
個
行
業
比
新
聞
事
業
更
應
當
優
先
發
展
、
優

先

提

供

人

才

、
資
本

、
或
是
更
受
到
社
會
重
視
的
呢
？

新
聞
系
同
學
還
主
辦
了
一
個
刊
物

「
仁

訊

」

。
他

們

很

謙

虛

，
說
辦
得
不

大

好

。
我
想
這
樣
類
型
的
刊
物
，
過
去

★

關
注
口
仁
教
授 ★

很
多
聲
名
赫
赫
的
學
府
，
也
並
不
多
見

呀

！
很
可
以
拿
得
出
來
了
！

X

X

我
看
到
夜
校
的
同
學
白
天
工
作
，
夜

晚

趕

來

讀

書

，
很

疲

倦

，
常
常
强
打
着

精

神

聽

課

，
他

們

很

能

堅

持

，
成

績
也
相
當
不
錯
。
我
講
書
的
時
候
就
會
想
：
要

是
中
國
人
都
有
這
樣
大
的
勇
氣
，
那
還
得
了
嗎
？
人

說

衆

志

成

城

，
若
是
八
億
人

以

這

種

精

神

幹

事

，
那
還
得
了
嗎
？

希
望
在
靑
年

人

身

上

。
他

們

是

主

人

。
我

們

老

了

，
我
們
只
能
帮
他
們
一
點

忙

，
除

了

這

個

，
還
能
做
些
什
麼
呢
？

辦

者

有

理

想

，
所
以

肯

耗

資

百

萬

，
有

高

尙

的

理

想

，

所
以

肯

毁

家

興

學

，
使

用

這

百

萬

、
以
至
無
數
的
百
萬

，
在

百

年

樹

人

、
樹
德
建
仁
的
大
計
劃
上
。
老

實

說

，

如

果

爲

了

「
財

利

」

，
大
槪
辦
學
店
也
不
是
最
痛
快
的

辦

法

，
不
要
說
非
牟
利
學
府
，
更
不
要
說
私
立
專
上
學

院

；
如

果

爲

了

「
浮

名

」

，
創
辦
者
早
有
實
至
名
歸
的

甚

社

會

令

譽

，
更

犯

不
着
親
力
親
爲
，
奔

走

奮

鬥

，
費

麼
耗
了
無
可
估
計
的
精
神
心
力
。
究

竟

，
他
們
爲
的
是

呢

？
且
聽
聽
他
們
的
呼
籲
：

「
香
港
靑
少
年
及
兒
童
約
佔
全
港
人
口
半
數
，
繫

本
港
前

途

安

危

」
；

「
兩

間

大

學

名

額

，
不
及
全
人
口
千
份
之
二
」
；

「
競
逐

大

學

學

位

者

，
數

逾

萬

人

，
如
願
者
不
過

千

人

」
；

「
足
令
靑
年
意
志
消
沉
，
成

爲
社
會
隱
憂
」
；

「
人

才

外

流

，
社
會
蒙
受
損
失
」
！

本
港
人
口
雖
有
四
五
百
萬
，
能
觸
及
這
些
問
題
的

並

不

很

多

，
能
想
及
解
决
這
些
問
題
的
更
少
，
不
只
深

一
份
壁
報
，
也
要
有
美
觀
的
外
表
才

能

吸

引

讀

者

。
根

據

我

的

經

驗

，
襯
底
的

紙

是

不

能

少

的

。
尤

其

是

在

香

港

，
紙
張

是

如

此

廉

宜

，
就
算
用
六
七
十
磅
的
道
林

紙

打

底

，
也
所
花
無

幾

。
而
實.
際

上

，
用

黄
思
騁
教
授

白
色
牛
皮
紙
已
經
足

夠

美

觀

了

。

有
了
襯
底
的
紙

，
我
們
就
可
以
用
漿

糊

連

接

起

來

。
如
嫌

普
通
的
桌
子
不
夠
長

,

乒
乓
球
枱
是
最
好
的
工
作
塲
所
，
要
不

然
就
利
用
地

板

或

走

廊

。
襯
底
紙
黏
上
以

後

，
編
排
稿
紙
時
就
可
以
上
下
左
右
任
意

移

動

，
直
到
你
滿
意
的
時
候
才
用
漿
糊
貼

上

去

。

辦
壁
報
的
人
必
須
注
意
，
因
爲
壁
報

是

站

着

看

的

，
所
以
要
盡
量
避
免
看
的
人

重
叠
起
來
；
要

做

到

這

一

點

，
應
該
採
取

狹
而
長
的
編
排
方
式
，
而

不

宜

短

而

闊

。

此

外

，
人
有

平

視

的

習

慣

，
壁
報
過
高
或

過

低

，
都
會
使
看
的
人
覺
得
十
分
吃
力
。

因
此
壁
報

的

闊

度

，
四
張
原
稿
紙
已
是
極

限

，
必
要
的
時
候
還
可
以
將
天
地
頭
截
去

，
看
起
來
更
加
整
齊
美
觀
。

壁

報

編

成

以

後

，
應
該
用
彩
色
筆
將

每
一
篇
文
章
的
起
訖
標
出
來
，
這
樣
不
但

好

看

，
而
且
讀
的
人
也
方
便
。
如
果
有
興

趣

，
還
可
以
加
上
花
邊
。
還

有

，
刊
頭
也

很

重

要

，
應
該
找
個
有
藝
術
修
養
的
人
，

畫
一
個
漂
亮
的
刊
頭
；
喜
歡
新
潮
或
古
雅

，
可

隨
自
己
高
興
。

思

熟

慮

，
而
且
付
諸
實
際
行
動
，
而
且
堅
毅
地
努
力
奮

鬥

的

更
是
難
能
可
貴
，
且
看
看
他
們
的
計
劃
：

「
提
供
完
善
大
專
敎
育
，
解
决
升
學
問
題
」
；

「
灌

輸

專

門

知

識

，
符
合
社
會
實
際
需
要
」
；

「
促
進
本
港
之
安
全
進
步
，
締
造
更
大
之
繁
榮
」

以

至

：

「
重
振
人
文
之
精
神
」

，
「
融
滙
中
西
文
化
」

這
是
何
等
高
尙
的
理
想
！

以
上
是
就
創
建
者
說
，
就

同

學

而

言

，
他
們
不
願

同

腐

草

木

，
不

願

醉

生

夢

死

，
所
以
毅
然
升
讀
大
專
，

爲
充
實
名
銜
以
外
的
寳
貴
學
識
而
努
力
，
尤
其
夜
校
同

學

，

一
天
的
工
作
剛
完
就
拖
着
疲
勞
飢
倦
的
身
，
懷
着

熱

烈

愛

智

的

心

，
奔

船

趕

車

，
學

習

、
學

習

、
學
習
！

犧

牲

了

休

憩

機

會

，
放

棄

了

遊

樂

時

間

，
爲
的
是
甚
麼

?

爲
的
就
是
充
實
自
我
，
使
工

作

更

有

意

義

，
更
有
貢

献

。
這
又
是
何
等
高
尙
的
理
想
！

其

次

，
樹

仁

肯

幹

，
而

且

能

幹

。
由

枝

監

、
校
長

、
敎

職

員

同

事

，
以

至

男

女

工

友

，
都
洋
溢
着
夙
夜
匪

懈

的

工

作

熱

情

，
表
現
着
靑
春
蓬
勃
的
新
興
氣
象
。
决

策
者
常
常
勞

心

焦

思

，
籌
劃
着
如
何
加
强
海
內
外
的
聯

繫

，
如

何

廣

聘

良

師

，
對

同

學

的

訓

導

，
功

課

問

題

，

又
常

常

開

誠

布

公

，
集

思

廣

益

，
以

求

改

進

、
改

進

、

再

改

進

，
同
學
們
受
了
這
種
精
神
的
鼓
舞
、
感

召

，
更

加
發
揮
靑
年
人
的
活
力
、
朝

氣

，
協

同

奮

進

，
於
是
短

短

一

年

間

，
幹

得

有

聲

有

色

。
譬
如
許
多
夜
校
同
學
，

日
間
辛
苦
工
作
，
自

立

自

給

，
晚

上

孜

孜

不

倦,

學
習

硏

究

，
還

能
抽
出
時
間
，
努
力
參
加
各
種
社
會
工
作
、

團

體

服

務

，
眞

是

令

人

佩

服

。
還
有
一
點
特
別
令
人
感

動

的

，
是
學
校
方
面
尤
其
校
監
、
校
長
對
敎
師
的
尊
重

與

關

懷

，
對
學
生
的
鼓
勵
與
愛
護
，
此

地

此

時

，
實
在

是
太
少
相
同
的
例
子
了
。

因

此

，
第
三
點
感
想
是
：
樹

仁

有

前

逢

，
而
且
有

光
輝
的
前
途
——

如

果

天

理

人

心

，
都
同
意
理
想
高
尙

、
奮

鬥

勤

勉

的

學

府

：
應
當
有
前
途
的
話
。

樹仁大學？ ■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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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對

敎

育

事

業

的

很
高
興
能
看
到
我
校
在
過
去
一
年
中
在
鍾
校
長
的

英
明
領
導
及
各
同
學
共
同
努
力
下
，
逐
漸
走
上
了
軌
道

。
我
校
的
前
途
是
無
限
光
明
的
，
但
所
要
走
的
路
却
是

十
分
長
遠
而
口
充
滿
艱
苦
困
難
的
，
俗

語

說

，
「
不
進

則

退

」

，
我
們
唯
有
從
困
難
中
摸
索
前
進
，
同
學
們
首

先
要
充
實
自
己
的
學
問
，
鍛

練

自

己

的

意

志

，
才
能
滿

懷

信

心

地

，
高
倣
地
在
此
社
會
上
立
足
。

囘

顧

去

年

九

月

，
我
校
在
灣
仔
地
區
成
立
了
一
所

中

學

，
這
無
異
表
示
樹
仁
書
院
是
不
斷
在
擴
展
，
我
們

有
信
心
在
未
來
幾
年
中
，
培
養
出
一
批
一
批
受
過
樹
仁

精
神
薰
陶
的

中

學

生

，
參

加

我

們

大

專

行

列

，
他
們
是

大

專

部

的

「
新

血

」

，
源

源

不

斷

的

補

充

，
他
們
是
大

專
部
的
中
幣
份
子
！

我
很
榮
幸
地
接
受
起
訓
練
「
新

血

」
的
任
務
！
起

初
我
對
此
項
工
作
非
常
陌
生
，
自

認

是

一

門

外

漢

，
旣

非

畢

業

於

師

範

，
又
無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
但
在
鍾
校
長

熱

情

鼓

勵

下

，
我
和
其
他
數
位
大
專
學
生
充
滿
信
心
地

參
與
此
項
有
意
義
的
工
作
，
以
下
就
是
我
半
年
以
來
敎

學

的

一

些

心

得

，
可
向
其
他
有
興
趣
同
學
提
供
意
見
，

帮
助
我
們
共
同
改
進
。

我

是

敎F
1

國

文

中

史

的

，
兼
任
一
班

班

主

任

。

(

一)

我
們
認
爲
敎
低
年
級
比
敎
高
年
級
更
見
困

難

、
辛

苦

。
往
往
做
了
九
成
工
夫
但
只
收
到
二
成
效
果

，
眞
所

謂

事

倍

功

半

。
對
着
這
班
剛
踏
上
中
學
，
而
懷

着

極

度

興

奮

、
好

奇

、
恐
懼
的
小
學
六
年
級
學
生
，
用

甚
麽
旣
有
效
又
迅
速
的
方
法
使
他
們
習
慣
初
中
生
活
？

這
問
題
一
直
在
我
腦
海
中
思
索
着
，
結
果
在
開
課
的
第

一
天
我
差
不
多
費
半
堂
時
間
解
釋
他
們
今
後
五
年
該
走

的

路

，
將

遇

到

的

考

試

，
以
及
囘
答
了
他
們
提
出
的
一

連

串

問

題

，
雖
然
第
一
堂
是
白
費
了
，
但
是
經
這
番
談

話

後

，
他
們
已
經
知
道
中
學
生
活
和
小
學
生
活
分
別
在

何

處

，
選
科
問
題
以
及
中
學
會
考
問
題
等
，
他
們
幼
小

余

進

樹

仁

，
將

及

二

載

，
所
獲
不
可
爲
不

多

。
德

、
智

、
體

、
羣

、
美

五

者

，
均
能
趨
於

完

美

之

境

，
現
且
分
述
如
下
：

一
曰
徳
。
余
於
諸
位
敎
授
譚
諄
善
誘
之
下

，
雖

莫

敢

云

完

美

，
然
亦
能
於
忠

君

愛

國

、
孝

悌

忠

信

、
做

人

處

世

、
立
德
立
仁
等
道
徳
觀
念

，
洞

察

無

遺

。

、
二

曰

智

。
由
於
鍾
枝
長
知
人
善
任
，
聘
請

多
位
具
有
豐
富
之
敎
學
經
驗
、
學
問
淵
博
之
敎

授

，
加
以
各
人
以
誨
人
不
倦
之
精
神
感
照
下
，

至

今

雖

云

載

餘

，
然
若
比
諸
五
年
中
學
中
所
得

者

，
則
有
倍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矣
！

三

曰

體

。
或

曰

「
此
旣
爲
一
純
文
學
性
之

學

府

。
豈
有
設
體
育
一
科
之
理
耶
？

」
余
曰
不

然

。
夫

運

動

無

分

文

理

，
又
焉
有
理
科
生
可
運

動

、
文
科
生
却
無
此
權
利
耶
？
况
有
否
體
育
一

種

，
只

屬

形

式

問

題

，
旣

無

强

逼

之

理

，
復
無

等

級

之

差

，
豈

能

宥

於

區

區

短

見

，
引
人
發
唆

耶
？
且

事

實

勝
於
雄
辯
，
本
校
除
有
乓
乒
球
桌

新

聞

系

青

松

的
心
靈
中
有
了
這
心
理
準
備,

未
來
幾
年
中
理
當
朝
着

這
方
向
邁

步

前

進

。

教
學
方
法
：

(

二
)

最
初
幾
月
中
我
盡
量
避
免
使
用
較
深
字
彙

，
而
採
用
一
些
他
們
小
學
常
用
詞
句
；
然
後
按
部
就
班

視

察

他

們

的

吸

收

力

，
若

果

不

明

白

，•

我
會
不
厭
其
煩

再

三

解

釋

，
直

至

完

全

明

白

爲

止

，
無
可
否
認
英
文
中

學

中

文

水

準

較

低

，
我
大
胆
地
在
中
一
開
始
，
敎
授
一

些

詩

給

他

們

閱

讀

，
但

出

乎

我

意

料

，
他
們
對
這
些
詩

非

常

喜

愛

，
而
且
背
得
滾

瓜

爛

熟

。
這
現
象
加
强
了
我

的

信

心

，
因
此
在
敎
授
完
課
本
之
外
，
更
多
敎
他
們
一

些

四

書

五

經

、
六
藝
等
等
的
基
礎
國
學
常
識
，
而
收
到

的

效

果

亦

非

常

好

。
有
很
多
其
他
老
師
多
說
敎
中
文
是

最

沉

悶

的

，
因
爲
學
生
旣
不
需
查
生
字
，
亦
不
用
串
字

。
因
爲
中
文
是
他
們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用
語
言
，
因
此
上

課

多

不

留

心

，
我
認
爲
只
要
敎
得
生
動
些
，
以
及
增
加

上

述

的

課

外

知

識

，
是
可
以
培
養
他
們
興
趣
的
。

(

三
)

敎

中

國

歷

史

這

一

科

，
有
很
多
老
師
和
我

意

見

不

同

，
他
們
認
爲
敎
中
史
只
要
抄
一
段
筆
記
囘
去

唸

就

可

以

了

。
老
實
說
歷
史
是
歷
代
的
史
實
，
中
二
課

本
所
述
這
件
事
和
中
五
課
本
所
述
這
件
事
是
完
全
一
致

的

，
只
是
文
字
深
淺
而
已
。
旣

然

如

此

，
又
何
必
抄
一

段
文
字
叫
他
們
囘
家
去
讀
？
因
此
我
費
了
很
大
的
勁
兒

將

中

一

歷

史
書
重
新
整
理
，
將

之

簡

化

，
多
採
用
列
要

點

式

，
這
樣
一
來
可
以
省
却
很
多
抄
黑
板
的
時
間
，
而

且
更
可
以
利
用
多
些
時
間
來
作
解
釋
，
有
時
來
一
個
簡

易

的

討

論

會

，
硏
究
先
人
所
作
之
事
。
我
很
喜
歡
將
中

文
內
有
些
地
方
編
成
一
些
口
訣
，
使

學

生

容

易

熟

背

，

例

如
戰
國
七
雄
：
齊

楚

燕

韓

趙

魏

秦

。
或
者
九
流
十
家

:

儒

名

道

墨

法

，
農

陰

小

雜

縱

，(

此
句
首
句
儒
名
形

聲

一

電

視

明

星

「
俞

明

」
之

名

，
後

句

農

陰

形

聲

「
謝

以
供
各
同
學
舒
暢
身
心
之
用
外
，
尙
於
跑
馬
地

球
塲
及

灣

仔

修

頓

球

塲

，
分

別

借

用

塲

地

，
以

供
舉
辦
足
球
及
籃
球
等
運
動
項
目
之
用
也
。
由

是

觀

之

，
本

枝

雖
無
體
育
一
科
之
名
，
而
有
其

實

也

。四

曰

羣

。
雖
因
校
方
塲
地
所
限
，
致
令
羣

主

龍

恩

」

，
小

雜

縱

形

聲

「
小

雜

種

」

。)

這
樣
一
來

，
學
生
在
笑
聲
中
不
知
不
覺
接
受
了
這
個
口
訣
，
而
且

牢

牢

記

住

，
淸

楚

和

快

捷

。

生
活
培
養
：

(

四
)

培
養
學
生
集
體
生
活
亦
十
分
重
要
。
我
因

爲
時
間
的
不
許
可
及
學
校
課
室
的
無
空
餘
，
因
此
我
只

在
上
學
期
試
過
一
次
就
沒
再
做
了
。
我
將
全
班
劃
分
爲

若

干

小

組

，
計

有

新

數

組

，
英

文

組

，
科

學

組

等

。
然

後
任
由
學
生
自
由
報
名
參
加
，
我
在
每
一
組
中
選
一
組

長

，
來
領
導
此
組
的
温
習
及
秩
序
，
結
果
效
果
亦
令
人

十

分

滿

意

，
故

此

我

認

爲

，
同
學
與
同
學
之
間
若
果
沒

有

彼

此

互

相

接

觸

，
那
會
互
相
瞭
解
？
更

深

一

層

說

，

以
班
爲
單
位
的
學
生
連
同
班
同
學
姓
名
也
叫
不
出
，
那

麼
他
們
能
對
這
班
懷
有
感
情
嗎
？
我
們
在
半
日
制
的
制

度
下
應
提
出
一
種
合
理
的
方
法
，
使
學
生
之
間
彼
此
有

連

繫

，
擴

大

起

來

，
對
整
所
學
校
有
連
繫
，
那
麼
我
們

的
力

量

就

很

大

了

。

紀
律
約
束
：

(

五
)

我
在
搞
班
紀
律
方
面
亦
曾
傷
透
腦
筋
，
因

爲
究
竟
他
們
是
一
班
活
潑
可
愛
的
小
童
。
要
他
們
靜
靜

地
默
坐
聽
課
亦
怪
難
受
。
但
是
我
校
的
校
風
維
持
一
定

水

準

，
上
課
秩
序
亦
相
當
重
視
，
我
在
一
開
課
就
實
施

一
連
串
「
鐵

腕

」
政

策

，
稍

有

犯

規

卽

作

處

罰

，
而
且

聲

言

要

作

家

庭

訪

問

，
此
招
實
起
一
阻
嚇
作
用
。
但
在

去
年
聖
誕
節
我
眞
的
作
一
次
家
庭
訪
問
，
被
訪
者
有
十

多

戶

之

多

，
近

者

灣

仔

區

，
遠

則

香

港

仔

。
是
日
至
晚

上

很

夜

才

歸

家

，
第

二

日

上

課

，
秩

序

更

佳

，
大
槪
被

訪
者
相
吿
未
被
訪
問
者
，
相

互

警

戒

起

了

一

定

的

作

用

。
但
經
過
一
個
短
短
的
農
曆
新
年
假
期
返
枝
，
在
下

一
段
開
始
時
，
秩
序
又
嫌
稍
爲
鬆
弛
，
或

緊

或

弛

，
這

方

面

仍

需

改

進

。

因

篇

幅

所

限

，
切

身

感

受

，
難
以
一

一
道
出
。
所

謂

敬

業

樂

業

，
敎
育
下
一
代
是
項
神
聖
工
作
。
我
校
校

務

蒸

蒸

日

上

，
願
我
輩
能
爲
社
會
貢
献
一
份
力
量
！

賞

與

劇

藝

二

科

，
足
爲
促
進
美
化
生
活
之
階
梯

也

。
况

之

校

內

各

人

，
上

下L
心

，
有
若
父
母

子

女

、
兄

弟

姊

妹

之

情

，
非

常

融

洽

以

待

，
且

能

羣

策

羣

力

、
守

望

相

助

，
正
與
余
之
理
想
相

符

，
實
屬
難
能
可
貴
也
！

進

入

「
樹

仁

」
後

我

見

朱
博
文

體

生

活

，
未

能

發

揮

其

最

高

水

準

，
然
亦
能
於

課

外

活

動

中

，
獲

益

不

少

。
非
但
粗
通
交
際
之

禮

儀

與

應

有

之

禮

貌

，
且
能
略
曉
羣
體
生
活
對

促
進
同
學
間
感
情
之
重
要
性
，
與
夫
其
中
樂
趣

，
均
不
爲
外

人

道

也

。

五

曰

美

。
本

梭

課

外

活

動

中

，
有
音
樂
欣

然
本
校
亦
因
地
方
所
限
，
未
能
經
常
於
校

內
舉
行
各
項
文
娛
活
動
，
致

使

各

系

同

學

，
非

第

精

力

疲

敝

、
學
習
情
緖
漸

趨

散

渙

，
兼
且
未

能
充
份
聯
結
各
同
學
間
之
感
情
，
實
爲
本
校
一

大

隱

憂

也

。
至
若
圖
書
館
塲
地
狹
窄
，
開
放
時

間

太

短

，
參

政

書

籍

不

敷

、
空

氣
調
節
未
善
、

I來年一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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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從

離

開

中

學

，
我
極
希
望
有

一
天
能
繼
續
進
修
，
凡
報
上
刊
載
港

九

各

大

專

招

生

的

廣

吿

，
我
必
詳
細

地

閱

讀

，
可
是
令
我
大
失
望
的
是
所

有
學
校
都
離
工
作
地
點
太
遠
，
無
法

趕

及

上

課

，
偶
然
聽
到
樹
仁
書
院
成

立

的

消

息

，
使

我

高

興

極

了

，
决
定

來

投

考

。
當
時
除
知
它
是
一
間
新
的

大

專

學

院

外

，
其
餘
一
無
所
知
；
進

入
樹
仁
原
因
也
只
有
一
個
，
就
是
充

實

自

己

。

樹

仁

校

舍

不

大

，
但
環
境
幽
美

，
頗

像

別

墅

，
初

入

樹

仁

，
沒
有
新

」
，>

生

指

導

週

，
又

因

地

方

小

，
根
本
無

禮
堂
或
大
課
室
可
容
納
同
學
共
聚
一

▲ n

亀

堂

，
聽
校
長
訓
話
及
介
紹
校
內
的
敎

授

和

講

師

，
更
沒
有
介
紹
各
系
的
主

任

，
時

間

表

安

排

不

妥

當

，
上
課
時

間

時

有

衝

突

，
主

修

科

、
必

修

科

太

多

，
選
修
科
目
太

少

，
圖

書

館

內
書
籍
不
多
而
地
方
又
小
，
空
堂
時
間
難

以

打

發

。
有

些

科

目

上

課

人

數

多

，
課
室
內
無
擴
音
器

設

備

，
坐
在
後
排
不
易
聽
淸
楚
敎
授
講
解
。

校
內
課
外
活
動
甚
少

，
校
方
也
沒
有
加
以
鼓
勵

，
同
學
們
也
不
大
感
興
趣

,

尤
其
是
文
史
系
的
同
學

，
更

多

不

願

意

參

加

，
學

問
不
一
定
全
從
課
本
中
得

來

，
大
學
生
不
可
處
身
於

象

牙

塔

中

，
要
多
與
外
界

接

觸

，
盡
量
瞭
解
社
會
的

現

狀

，
在
求
學
時
充
實
自

己

，
把
學
到
的
知
識
去
做

有

益

人

羣

的

事

。

我
們
應
與
其
他
各
大

學
及
專
上
學
院
有
所
聯
絡

，
共
同
討
論
及
切
磋
有
關

學

術

上

的

問

題

。
但
一
年

過

去

了

，
仍

未

而

聲

生

會

更

遲

遷

未

。

爲

了

使
學
生
瞭
解
學
校
，

減

少

隔

膜

，
初
期
每
月
皆

借

書

期

略

短

等

，
其

害

雖

或

未

見

，
然
亦
頗
有

形
同
虛
設
之
感
矣
！
或

曰

：

「
本
枝
僅
屬
初
辦

若

嬰

兒

之

始

生

，
故

未

能

盡

善

也

。
」
又

云

：

「
汝

第

妄

加

批

評

，
不

知

補

救

，
莫
非
欲
陷
校

方
於
不
義
耶
？

」
非
也
！
余
正
欲
擬
補
救
之
法

，
以

供

校

方

參

攻

也

。

一
則
爲
另
購
一
面
積
廣

袤

、
規

模

完

備
之
校
舍
。
二
則
增
聘
適
量
之
圖

書

管

理

員

，
分

作

兩

班

，
開
放
時
間
改
由
上
午

九

時

正

至

晚
上
十
時
正
，
俾
能
使
各
系
同
學
有

充

份

之

地

方

及

時

間

，
予

以

温

習

功

課

，
多
所

參

做

也

。
三
則
經
常
舉
辦
硏
討
會
、
系
際
球
類

比

賽

等

，
非
第
能
促
進
啓
發
一
己
之
智
慧
，
且

有
聯
繫
各
同
學
間
感
情
之
作
用
也
，
由
是
觀
之

，
其

利

非

鮮

矣

。

於
此
謹
希
校
方
能
正
視
上
述
問
題
，
及
所

提

之

意

見

，
捨

短

取

長

，
加

以

參

證

，
毋
負
同

學
間
之
祈
望
也
！

文
史
系
生
員
番
禺
朱
博
文
頓
首

癸
丑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淸

晨

有

月

會

，
多

由

校

長

主

持

，
這
本
是
學
生
與
學
校
交
換

意
見
的
好
方
法
；
但
同
學
們
多
不
熱
心
，
或
許
他
們
認

爲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不
一
定
被
校
方
接
納
。

校

規

之

嚴

，
在

大

專

不

多

見

，
同
學
們
讀
書
風
氣

甚

濃

，
各

系

功

課

很

多

，
有
時
眞
令
人
吃
不
消
。
各
敎

授

和

藹

可

親

，
師

生

間

感

情

融

洽

，
學
生
若
在
學
業
上

有

問

題

，
校

方

都

盡

量

帮

忙

，
例
如
很
多
日
間
要
工
作

的

同

學

，
枝
方
容
許
他
們
在
晚
上
補
修
。

專

題

演

講

，
是
本
校
常
見
的
學
術
活
動
之
一
，
凡

有

演

講

，
大
課
室
堆
滿
了
同
學
，
聽

演

講

時

，
室
內
鴉

雀

無

聲

，
每
當
討
論
時
却
非
常
踴
躍
，
勇

於

發

言

，
由

此
可
見
同
學
們
都
是
熱
心
向
學
，
凡
對
任
何
問
題
有
所

懷

疑

，
盡

量

尋

求

解

答

。

枝

中

校

長

及

敎

授

大

都

講

普

通

話

，
而
同
學
不

少
都
能
說
流
利
的
普
通
話
，
這
可
說
是
本
校
特
色
之
一

，
若

推

行

國

語

運

動

，
相

信
本
校
並
無
困
難
。

意

想

不

到

，

一
年
來
，
樹
仁
進
步
得
那
麼
快
，
雖

然

仍

未

完

全

上

軌

道

，
但
成
績
已
相
當
可
觀
。
使
別
人

難
於
相
信
它
只
有
一
年
多
的
歷
史
，
若
與
開
辦
多
年
的

大

專

比

較

，
距
離
成
功
之
路
還
遙
遠
。
每
位
同
學
對
它

都

充

滿

希

望

，
校
長
工
作
的
魄
力
爲
同
學
所
佩
服
，
敎

授

們

盡

瘁

於

敎

育

，
同
學
們
皆
有
歸
屬
感
，
校
內
每
一

份

子

充

滿

着

信

心

，
願

意

接

受

挑

戰

，
面

對

艱

難

，
努

力

奮

鬥

，
以
獲
社
會
人
士
的
認
許
。

後

在

淸

晨

六

時

起

床

，
數
年
如
一
日

，
獲
得
了
許
多
不
同
的
印
象
。

由
於
我
在
牛
頭
角
一
間
小
學
裏
，
任

上

午

班

的

敎

師

，
而
我
又
家
居
灣
仔
的
緣

故

。
所

以

，
除

了

假

期

外

，
我
每
早
都
要

>

使
我
對
部
份
遲
起
的
人
無
法
接
觸
的
淸
晨

J

每

日

，
當
鬧
鐘
在
晨
早
六
時
响
起
來
的
時
候
，
我

便

從

夢

中

驚

醒

，
立
刻

J
踢

開

被

毯

，
純
熟
地
伸
手
把
鬧
鐘
按
停
，
展
開
了
一
天
的
生
活
。

「

我
囘
校
上
課

的

路

徑

，
如

無

意

外

，
便

是

乘

電

車

、
巴
士
或
小
巴
往
北
角

「

，
與
數
位
同
事
會
合
渡
海
至
觀
塘
，
然
後
乘
計
程
車
囘
校
。

-•

在
港
島
方
面
所
採
用
的
交
通
工
具
中
，
我
最
喜
愛
的
還
是
電
車
，
因
爲
它

1
使
我
更
能
體
會
淸
晨
的
景
象
。

、

在

冬

令

時

間

裏

，
由
於
日
短
夜
長
的
關
係
，
六
點
多
鐘
，
大
地
仍
是
漆
黑
一

Z
片

。
當
我
帶
着
惺
出
的
睡
眼
，
下

了

電

梯

，
走
往
電
車
站
的
時
候
，
只

見•
•

街

:

上

行
人
稀
疏•
，
來

往

的

車

輛

，
除
開
始
服
務
的
巴
士
、
電

車

，
和
繼
續
營
業
的

一

小

巴

和

計

程

車

外

，
就

只

有

幾

輛

掛

着

「
學

」
字

牌

的

汽

車

。
幸

而

，
對
面
汽

；

油

站

的

服

務

員

，
和
顧
客
們
的

談

話

聲

、
笑

聲

，
加
上
各
種
交
通
工
具
所
發
出

「

的

聲

音

，
才
令
到
沉
寂

的

街

道

，
添
上
了
一
些
熱
鬧
的
氣
氛
。

「

跳

上

電

車

，
拾

級

到

上

層

，
找
到
一
個
靠
窗
的
座
位
坐
下
，
與
那
剛
打
盹

睡
醒
來
的
售
票
員
完
成
了
「
交

易

」
後

，
我
通
常
喜
歡
一
邊
瀏
覽
窗
外
的
景
色

，

一
邊
計
劃
該
日
要
完
成
的
工
作
。

電

車

行

進

時

，
除
發
出
車
輪
與
路
軌
摩
擦
的
聲
音
外
，
車
廂
亦
經
常
左
右

搖

幌

，
使

我

坐

在

裏

面

，
旣
被
那
帶
有
節
奏
的
聲
响
，
冲

走

睡

意

，
也
從
車
搖

動

着

的

椅

子

，
得

到

舒

暢

。

經
過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時
候
，
看
見
在
園
內
作
晨
運
的
人
很
多
，
他
們
或

跑

步

，
或

耍

太

極

、
或

做

柔

軟

體

操

、
或
踢
球
…
…

。
看
見
了
如
此
充
滿
朝
氣

的

景

象

，
使
我
好
像
注
射
了
一
針
强
心
劑
一
樣
，
對

未

來

的

工

作

，
增
加
信
心

不

少

。乘
坐
巴
士
或
小
巴
往
北
角
，

一
般
來
說
，
比
乘
坐
電
車
的
次
數
少
，
而
且

,

也

是

在

雨

天

，
或
起
床
誤
點
的
情
况
下
，
才
採
用
它
們
作
上
班
的
交
通
工
具
。

巴

士

或

小

巴

，
速
度
比
電
車
快
一
倍
左
右
，
雖
然
它
們
每
每
使
我
在
倉
卒

間

，
趕
上
我
慣
常
乘
搭
的
輪
渡
，
令
我
獲
得
了
一
點
莫
名
的
快
感
。
但
我
總
覺

得

，
它

們

在

馬

路

上

疾

馳

，
去
追
逐
那
似
乎
在
遠
處
的.
光

明

的

時

候

，
人
們
坐

於

其

中

，
旣

看

不

淸

剛
在
我
前
面
，
但
轉
瞬
己
遠
遠
落
後
的
行
人•
，
也
來
不
及

與

候

車
,

或
坐
在
隣
車
的
友
人
招
呼
。
此

情

此

景

，
就
像
資
本
社
會
裏
的
資
本

家

，
爲
爭
取
利
益
而
不
顧
一
切
，
是
如
此
的
沒
有
人
情
味
，
是
如
此
的
沒
有
情

調

。
人

處

於

其

間

，
加

上

外

面

漆

黑

一

片

，
顯
得
車
廂
裏
的
氣
氛
是
陰
森
森
的

。
是

以

，
我

在

淸

晨

，
還

是

愛

坐

電

車

。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
樹仁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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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準

備

」

。

施
先
生
認
爲
目
前
新

聞
一
記
者
的
地
位
，
並
非
如

外

間

所

傳

說

的

是

「
無
冕

皇

帝

」

，
反

之

，
在
實
際

情

形

中

，
很

多

時

是

「
無

臉

皇

帝

」

。
施
先
生
並
就

新
聞
記
者
職
業
道
德
一
事

,

談
及
有
關
新
聞
工
作
者

的

自

律

。

在

目

前

，
除
了
香
港

以

外

，
亞

洲

很

多

地

區

，

對

新

聞

工

作

者

，
並
不
一

定

是

可

以

暢

所

欲

言

，
而

且

在

趨

勢

上

，
亞
洲
新
聞

的

管

制
將
愈
來
愈
厲
害,

因
此
新
聞
工
作
者
並
非
是

無

冕

皇

帝

。

在

香

港

而

言

，
施
先
生
認
爲
新
聞
界
在
政
治
言
論

上
,

是
有

絕

對

的

自

由

，
報
紙
可
以
左
傾
或
右
傾
，
但

由
於
香
港
是
一
個
商
業
社
會
，
事
情
每
每
以
利
益
爲
大

前

提

，
涉
及
到
人
事
及
經
濟
的
範
圍
甚
廣
，
所
以
作
爲

一
個
新
聞
工
作
者
，
並

非

抱

有

正

義

感

，
敢
言
直
諫
便

可

以

，
由
於
人
事
及
利
益
的
關
係
，
使
新
聞
工
作
者
不

能
成
爲
無
冕
皇
帝
，
對
社
會
上
很
多
不
平
等
的
事
，
無

法
揭
露
給
讀
者
知
道
。

新
聞
自
律
不
可
缺

記
者
操
守
應
提
高

施

先

生

又

說

，
由
於
香
港
有
較
多
新
聞
自
由
的
關

一

編

者

按

：
香
港
一

)

星

島

日

報

總

編

輯

施

一

一

祖

賢

先

生

，
於
二
月
一

一

二

十

三

日

誕

校

作

專
.

一

題

演

講

題

是

「
準

」

P

新
聞
工
作
者
的
心
理
一

係

，
因
此
很
多

報
章
便
對
事
情

的

報

導

，
大
力

渲

染

，
例
如
對

一
宗
兇
殺
案
，

强

姦

或

搶

刼

事

件,

他
們
描
寫
得
繪
形
繪
聲
，
對
這
些

報

章

，
政

府
雖
然
並
無
管
制
，
但
這
對
社
會
會
發
生
不

良

的

影

响

，
因

此

，
在
香
港
作
爲
一
個
新
聞
記
者
，
由

於

沒

有
太
多
的
管
制
，
因
而
新
聞
工
作
者
要
具
有
高
度

的

自

律

性

，
這

種

自

律

性

，
完
全
是
發
自
個
人
的
良
知

。
因

此

，
記
者
在
報
導
新
聞
時
，
應

該

是

絕

對

客

觀

，

不
能
因
私
人
恩
怨
而
感
情
用
事
。

香

港

的

新

聞

事

業

，
雖
然
具
有
較
多
的
自
由
，
但

我
們
不
要
誤
解
和
誤
用
自
由
，
因
而
做
出
人
身
攻
擊
的

行

爲

，
引
起
不
必
要
的
法
律
糾
紛
。

新
聞
工
作
者
應
該
是
導
人
向
好
的
，
但
有
時
很
多

的

言

論

，
執
筆
者
一
定
要
以
身
作
則
，
例
如
勸
人
不
要

賭

狗

賭

馬

，
自

己

却

去

賭

，
並
且
在
報
章
上
只
是
在
大

唱

高

調

，
所
以
一
個
新
聞
工
作
者
一
定
要
言
行
一
致
，

自
已
能
夠
做
到
的
才
可
勸
人
去
做
。

對

於

事

情

的

發

展

，
施
先
生
認
爲
記
者
應
處
於
一

個
先
知
先
覺
的
地
位
，
對
事
情
要
作
出
一
個
可
能
性
的

預

測

，
因
此
一
個
記
者
需
要
養
成
敏
鋭
的
觀
察
力
。

至
於
養
成
這
種
觀
察
力
，
那
便
是
要
多
看
時
事
分

析

，
多

想

、
多

疑

，
從
事
情
的
各
方
面
發
展
，
來
配
合

自

己

的

預

測

。

初
進
新
聞
界
的
記
者
，
多
被
派
往
外

勤

工

作

，
因

此

在

有
突
發
新
聞
時
，
記
者
便
要
立
卽
出
動
，
不
管
風

区

一

月

八

日

，
歐

洲

共
同
市
塲
顧
問
，
英
國
曼

轍
斯
特
大
學
高
級
講
師
胡
耀
蘇
博
士
在
本
校
主
持

一
日
研
討
會
，
主

題

爲

「
國
際
經
濟
動
向
」

，
上

午

由

胡

博

士

主

講

「
英
國
與
共
同
市
塲
」

，
然
後

討

論

；
下

午

則

主

講

「
國
際
經
濟
競
爭
之
尖
鋭
化

」
及

答

問

，
枝
內
外
參
加
之
人
極
爲
踴
躍
。

風

二

月

廿

一

日

，
名
作
家
兼
報
人
金
庸
先
生
蒞

臨
本
校
主
持
一
座
談
會
，
從
新
聞
工
作
談
到
報
紙

社

評，
一Jrw

及

答

覆

當

一
連
贈4

聞

點

商

調
迭

起

。

風

二
月
廿

三

日

，
星
島
日
報
總
編
輯
施
祖
賢
先

生
蒞
校
作
一
專
題
演
講
，
講

題

爲

「
準
新
聞
工
作

者
之
心
理
準
備
」

，
期
新
聞
系
各
生
有
極
佳
之
溝

通0长

二

月

廿

六

日

，
社
會
福
利
署
感
化
及
懲
敎
機

構

麥

永

康

總

監

，
親
自
向
社
會
社
工
同
學
講
解
如

何
處
理
少
年
犯
及
感
化
工
作
，
指

點

甚

詳

。

吹

雨

打

，
故
此
新

聞
工
作
者
應
該
具

有
刻
苦
耐
勞
的
工

作

態

度

。

施

先

生

說

，

在
採
訪
一
個
社
會

有

名

望

的

人

時

，

尤
其
是
一
些
暴
發

戶

，
很
多
時
你
會

被

拒

絕

接

見

，
並

會
受
到
無
端
的
侮

辱

。
因
而
作
爲
一

個

記

者

，
要
抱
着

隨
時
失
望
的
心
情

，
以
避
免
因
爲
這

些
事
而
令
到
你
沮

喪

，
你
必
須
仍
然
站
穩
自
己
的
工
作
崗
位
，
建
立
起
對

工
作
的
更
堅
强
信
心
。

在
施
祖
賢
先
生
結
束
了
上
述
的
專
題
演
講
後
，
聽

衆

便

向

他

問

及

，

一
個
學
徒
出
身
的
記
者
，
卽
從
排
字

房

而

至

校

對

，
而

晉

升

至

記

者

，
和
一
個
受
過
正
統
新

聞

敎

育

的

記

者

，
何
者
較
好
？

施
先
生
認
爲
一
個
學
徒
出
身
的
記
者
，
在
經
驗
上

是

會

較

爲

豐

富

，
但
由
於
沒
有
了
理
論
根
據
，
因
此
在

新

聞

工
作
的
基
礎
上
，
是

不

甚

穩

固

的

，
因
此
將
來
的

發
展
可
能
會
受
限
制
。

但
一
個
受
過
新
聞
敎
育
出
身
的
記
者
，
經
驗
雖
然

較

遜

，
但

經

驗

是

累

積

的

，
因

此

，
這
些
記
者
有
了
新

聞

工

作

的

理

論

，
日
後
這
些
記
者
的
發
展
便
會
較
多
。

當
問
及
今
日
的
記
者
的
學
識
，
應

該

是

廣

博

的

，

還
是
要
專
門
的
時
候
。
施

先

生

的

意

見

認

爲

，
在
初
進

新

聞

界

時

的

記

者

，
他
的
學
識
應
該
較
爲
廣
博
，
但
日

子

一

久

，
記
者
便
需
要
培
養
出
專
門
的
學
識
來
。

在

初

入

行

時

，
如
果
記
者
的
學
識
只
是
專
長
於
某

方

面

，
慢
慢
便
會
鑽
了
入
牛
角
尖
，
和
現
實
便
形
成
脫

節

，
而
作
爲
一
個
新
聞
記
者
，
最
大
的
禁
忌
便
是
和
現.

實

脫

節

。
因
此
作
爲
一
個
新
聞
工
作
者
，
應
該
要
先
博

而

後

專

。

又

有

同

學

問

及

，
電
視
對
報
紙
的
影
响
是
否
很
大

?

施
先
生
以
爲
電
視
是
可
以
打
擊
報
紙
的
，
尤
其
在
廣

吿

方

面

，
電
視
可
以
說
是
佔
了
絕
對
優
勢
。
而
在
人
才

方

面

，
他
們
更
可
重
金
聘
請
，
因
而
造
成
報
紙
在
人
才

和
經
濟
上
重
大
的
損
失
。
不

過

，
目
前
香
港
的
電
視
辦

得

並

不

太

理

想

，
因
此
對
報
紙
的
影
响
暫
時
還
不
太
大

而

據

英

、
美

的

統

計

，
電
視
對
報
紙
的
影
响
，
只

是

一

個

時

期

，
經
過
了
這
個
時
期
報
紙
便
不
會
受
影
响

，
因
爲
留
心
新
聞
的
人
，
會
知
道
報
紙
的
新
聞
會
較
爲

詳

細

，
但
廣
吿
肯
定
會
受
到
很
大
的
打
擊
。

男
女
記
者
各
有
長

待
遇
奇
低
須
改
善

有
一
位
女
同
學
問
及
男
記
者
與
女
記
者
在
報
館
的

地

位

，
施

先

生

答

覆

她

，
女
記
者
在
工
作
上
有
時
是
佔

很

大

便

宜

，
因
爲
很
多
人
對
女
記
會
較
爲
客
氣
。
但
女

記
者
工
作
範
圍
較
窄
，
很

多

事

情

，
由
於
體
力
及
其
他

原

因

，
女
記
者
又
不
若
男
記
者
，
倘

若

結

了

婚

，
生
育

兒

女

，
她
就
要
照
顧
家
庭
而
不
能
從
事
於
此
行
了
。

施
先
生
在
演
辭
中
說
過
，
亞
洲
各
地
的
新
聞
在
將

來

管

制

得

更

嚴

厲

，
但
爲
甚
麼
會
這
樣
呢
？
施
先
生
說

，
由
於
目
前
東
南
亞
一
帶
政
治
動
盪
，
許
多
國
家
大
多

以
國
家
安
全
的
理
由
而
對
新
聞
控
制
愈
益
加
緊
，
此
亦

爲

風

氣

所

趨

，
勢

難

避

免

。

最

後

，
又
有
同
學
問
及
何
以
造
成
新
聞
記
者
不
淸

高

，
施
先
生
說
這
是
因
爲
長
久
的
習
慣
，
現
實
生
活
環

境

，
與
及
各
報
館
的
薪
酬
制
度
。

、

本
校
爲
提
高
學
生
寫
作
興
趣
及
廣
泛
獲
取
更
多
知
識
，
特
邀
請
名
作
家
兼

一
名
報
人
金
庸
先
生
於
二
月
廿
一
日
下
午
二
時
半
蒞
臨
本
校
就
新
聞
工
作
漫
談
作

一
一
演
講
。
全
校
學
生
慕
名
而
來
聽
講
者
擠
滿
了
整
個
課
室
，
氣

氛

空

前

熱

烈

，

,

金
庸
先
生
極
力
鼓
勵
學
生
發
問
討
論
，
而
以
輕
鬆
的
座
談
方
式
舉
行
。

一

金
庸
先
生
首
先
述
及
要
辦
好
一
張
報
紙
以
達
到
一
定
水
準
，
所
須
具
備
的

-

基

本

條

件

，
不
止
是
新
聞
報
導
正
確
迅
速
，
編

排

新

穎

淸

晰

，
而
最
難
能
的
是

-

要

有

自
己
獨
特
的
風
格
。
同
時
作
爲
一
個
新
聞
工
作
者
，
堅
守
自
己
的
崗
位
乃

-

是
基
本
的
職
業
道
德
，
在
這
一
切
之
上
更
重
要
的
，
便

是

正

義

感

，
新
聞
工
作

-

者
可
能
面

臨

種

種

挑

戰

、
誘

惑

、
困

難

或

失

望

，
如
果
不
能
堅
守
自
己
崗
位
，

或
雖
能
堅
守
崗
位
而
缺
乏
正
義
感
，

便
不
能
發
揮
輿
論
——

口
誅
筆
伐
的

力

量

，
更
不
配
稱
爲
無
冕
之
王
。

接
着
金
庸
先
生
又
就
東
南
亞
一

般
新
聞
工
作
槪
况
作
了
一
個
簡
單
的

報

導

，
並
對
華
人
處
境
表
示
關
懷
。

金
庸
先
生
說
…
：

施

先

生

曾

經

提

及

，
由
於
目
前
種
種
的
環
境
，
使

新
聞
工
作
者
已
不
復
是
無
冕
皇
帝
，
他

認

爲

，
這
個
稱

號

，
只
不
過
是
新
聞
圈
外
的
人
所
給
與
，
卽
使
新
聞
工

作
者
眞
能
做
到
抑
惡
揚
善
，
導

人

向

好

，
也
不
能
稱
之

爲

無

冕

皇

帝

，
因
爲
這
是
新
聞
工
作
的
本
質
，
亦
是
新

聞
工
作
者
的
責
任
，
就
如
一
個
普
通
的
職
員
，
應
該
依

時

上

班

一

樣

，
因
此
無
冕
皇
帝
這
稱
號
，
得
之
不
覺
可

貴

，
失
之

亦

不

感

可

惜

，
最

主

要

的

，
還
是
新
聞
工
作

者
本
身
的
責
任
感
。

至
於
說
到
新
聞
工
作
者
被
逼
失
職
一
事
，
這
完
全

是
關
乎
習
慣
和
制
度
的
問
題
，
習
慣
肯
定
是
可
以
改
變

的

，
這
只
是
時
間
問
題
而
已
。
而

薪

金

問

題

，
就
關
係

到
香
港
報
業
的
狀
况
，
在
香
港
七
十
多
家
報
紙
中
，
有

極
少

數

害

羣

之

馬

，
常

標

奇

立

異

，
無

的

放

矢

，
因
而

造
成
報
紙
的
影
响
力
低
降
，
新
聞
工
作
者
的
地
位
亦
間

接

受

到

輕

視

”
不
能
形
成
專
業
地
位
。
因
爲
商
業
競
爭

日

趨

激

烈

，
新
聞
紙
往
往
被
利
用
作
爲
宣
傳
工
具
，
不

幸
有
少
數
薪
低
的
記
者
，
受
不
了
銀
彈
攻
勢
的
誘
惑
，

而

不

能

潔

身

自

愛

，
甚

令

人

惋

惜

。
此
外
香
港
市
民

敎
育
水
平
參
差
亦
是
問
題
的1
部

份

，
但

如

要

改

善

，

相
信
並
不
至
於
無
法
可
想
。

說
到
政
府
對
新
聞
自
由
的
管
制
，
這
亦
並
非
一
定

會
發
生
不
良
的
影
响
，
這
完
全
是
涉
及
到
政
策
及
方
針

問

題

。
例
如
香
港
雖
然
具
有
較
多
的
新
聞
自
由
，
新
聞

事

業

的

發

展

，
亦
並
不
見
得
有
特
別
成
就
。

但
不
論
政
府
對
新
聞
自
由
之
管
制
與
否
，
新
聞
工

作

者

的

自

律

，
無

論

如

何

，
都
應
該
放
在
首
要
的
地

位

。

社

評

」
陷

阱

，
脚

踏

實

地

，

實

事

求

是

，
有
甚
麽
就
說
甚
多
苦
」

麽

，
說
錯
了
讀
者
也
有
眞
實

感

，
不
會
見
怪
；
說

對

了

，
•

讀
者
會
覺
得
明
報
畢
竟
値
得
一
看
，
並
非
人
云
亦
云
。

」

(

三
)

當
被
詢
及
武
俠
小
說
的
價
値
時
，
金
庸
先
生
很
謙
虛
地
說
：
他
個
一

人

不

敢

奢

望

，
不
過
自
信
在
娛
樂
性
方
面
可
以
說
是
很
高
級
的
，
而

且

寫1
部
一

武

俠

小

說

，
也
要
查
考
許
多
歷
史
資
料
，
才

有

所

根

據

，
並

非

完

全

憑

空

杜

撰

」

,

故

需

費

甚

多

時

間

。

」

『
少
做
工
天,

多
歎
世
界
』
的
金
義

然
後
再
就
電
視
的
發
達
對
報
紙
之
有
利
及
不
利
影
响
，
扼

要

分

析

。

但

最

高

潮

及

有

趣

的•
一
部
份
，
乃
是
金
雷
先
生
花
費
超
過
一
小
時
以
上
的

時
間
囘
答
如
連
珠
炮
般
的
各
項
發
問
，
其

中

較

重

要

的

，
可
槪
括
如
下
：

(

一)

金

庸

先

生

指

岀

，
明
報
文
字
較
通
順
並
非
易
事
，
因
爲
報
紙
常
常

要

趕

時

間

，
來

不
及
注
重
文
字
修
改
，
但
明
報
一
向
提
倡
語
言
表
達
的
規
範
化

，
時

間

累

積

下

來

，
久
而
久
之
便
自
成
一
種
風
氣
了
。

(

二
)

明
報
的
社
評
之
所
以
膾
炙
人
口
，
據

金
庸
先
生
透
露
，
其
原
因
是

由

他

自

己

執

筆

，

一
方
面
可
避
免
由
數
人
輪
流
執
筆
，
基
於
意
見
分
歧
所
引
致

的

讀

者

無

所

適

從

，
另
一
方
面
則
因
他
本
人
較
大
胆
，
不

陷

入

「
永
遠
不
錯
的

(

四
)

至

於

詢

及

金

庸

先

生

所J

倡

「
少

做

工

夫

，
多

歎

世

界

」
之

眞


正

含

義

時

，
他
解

釋

謂

：

「
這

個

說

」

法

常

常

被

人

誤

會

，
其

實

我

本

人

很

」

愛

工

作

，
而

且

工

作

很

多

，
根

本

沒

「

有

時

間

去

『
歎

世

界

』

，
這

並

不

是

「

個
人
的
人

生

哲

學

，
而
是
整
個
人
類
社
會
發
展
趨
勢
的
一
種
看
法
。
由
於
科
學
亠

進

步

一

日

千

里

，
各
種
機
器
日
新
月
異
，
節
省
人
力
何
止
千
百
倍
，
故
往
昔
終
一

日
叫
手
脏
足
作
苦
工
，
今
已
可
用
機
器
來
代
替
，
像
美
國
很
多
種
行
業
每
週
只4

須

工

作

五

日

，
每
日
只
須
工
作
六
小
時
，
故
他
們
工
人
一
般
生
活
水
準
提
高

可

以

有

較

多

時

間

『
歎

世

界

』

，
將
來
這
種
情
況
的
改
善
也
許
可
日
見
實
行
普
」

及

全

球

，
則
人
類
世
界
大
同
的
理
想
可
以
實
現
，
那

麼

我
這
句
預
言
，一
便
可
作

《

爲
未
來
生
活
的
寫
照
了
。
」

一

全
塲
一
陽
掌
聲
雷
動
，
直
至
下
午
四
時
半
左
右
才
盡
興
而
散
。

」

%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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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d from page 7) 

sophistical electronic compon
ents, integrated circuit and LSI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 more 
than 80% of European produc
tion of carbon black and so on 
and so forth. Sixty per cent of 
UK's production of pharmaceu
tical goods are in the hand of 
American subsidiaries.

DOMINATION
Europeans will be less worried 

if American domination did not 
extend to key industries. But it 
is a fact that American industry 
is so important inside European 
key industry that leads the 
phenomenon to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 A key in
dustry can be a large industry. 
That is to say an industry that 
is important quantitatively. It 
may, for example, represent 10 
to 20 per cent of the manufac
turing sector. So a large indus
try or an industry made up of 
very large firms, large firms 
which employ a lot of people, 
and have considerable money 
to finance university professor
ships, influence newspapers, par
ticipate trade associations etc. 
Again a large industry may be 
a fast growing industry which 
may become a large industry to
morrow. It will become quanti
tatively important. Moreover, 
this usually indicates that a fast 
growing industry is more profi
table than a declining or stag
nant industry.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in a fast growing 
industry for expansion and pro
fit. It is in a fast* growing indus
try that profits are made. Again 
it is often indicated that a fast 
growing industry is an industry 
that will have more export or 
that will export more at a per
centage of its production than a 
declining industry. So the fact 
that an industry is fast growing 
is important. They have immedi
ate implications for the value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they hold the key to the future. 
For example, electronics grows 
at a rate of 30 per cent a year. 
Textile has been growing at a 
minus 5 per cent a year. Again 
a key industry needs research 
intensive or advanced technolo
gy. That is an industry that uses 
heavy input of science, and 
draws heavily upon engineers, 

qualified scientists. These indus
tries again hold the key to the 
future. Key industries may be 
closely related wi；th military de
fense, for example, aircraft/ or 
computers used for the Apollo, 
programme, used for the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Continental Bal
listic Missile. Electronics again 
applies to tele-communication 
radar and various other devices； 
Lastly a key industry may be 
an industry which product is a 
necessary input for other indus
tries. Take the case of computer, 
many companies, many university 
laboratories, many defense or 
missile science and many govern
ment administration depend on 
the computers as their nervous 
centre. Without computers or 
without ample repair and main
tenance of the computers they 
would be paralyse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third question is the in

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ro
duction. I still want to talk 
about IBM mainly because only 
IBM has got a factory or more 
than a factory in each of the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and 
Japan. IBM organizes its Euro
pean production on a product by 
plant stage. Product by plant for 
IBM means for example that 
IBM France will produce X for 
the whole of Europe and will sup
ply X for IBM Germany, for 
IBM UK, for IBM Italy. IBM 
Germany will produce Y for the 
whole of European market, to 
IBM France, IBM UK, IBM Italy 
an^j so forth. Each plant there- 

concentrates on a part of 
the IBM range. Now what ar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is. This is what I want to talk 
abou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are, firstly, no European country 
if it depends on IBM alone will 
have a total independant capa
bility. Secondly, each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only has part 
of the total capability but the 
US has the total IBM capability 
because IBM duplicate its pro
duction in between Europ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US on the 
other. So IBM provides the total 
capability to the US but does not 
provide a total capability to each 
European country. That is very 
important polictical consequence.

U.S. CHALLENGE
The fourth question is the 

response. Now to response to the 
American challenge has been 
until recently national rather 
than a united European approach. 
France will provide us with an 
interesting example. I have told 
you that there was Bull, one of 
the two independent European 
companies. Bull was then taken 
over by the US in 1 963. Bull was 
taken over by American GE be
cause the French government 
gave the green light. French 
gave the green light because the 
America made a number of 
promises. They said employment 
to be maintained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proposal would be maintained. 
So US GE was allowed to take 
over Bull. But the promises were 
broken. American did not keep 

premises. ise of the 
De Gcule atomic homb Droorom- 
mo. France needs oiaantic com
puters tc carrv out the vital 
rnlculation. Sc Frcnca derided to 
launch a national romoanv Cl I 
an+iralv on aovernment money.

In Germanv； veu have Siemens 
and AEG varv I'ttle oox/prnment 
suooort until recently for German 
private industrv is much more 
closelv knitted. German industrv 
suoDOrt German industrv. Very 
close link between German com
panies and German factories. As 
q result, Siemens and AEG in 
fact have a protected market re
ceiving preference from the rest 
of the West German private in
dustry. But now the government 
is coming in giving a lot of 
money to Siemens and AEG.

Then we look at ICP plus 
English Electric which have be
come ICL. Labour government 
imposed the rule. The rule has 
been maintained by the concern 
with the government. Just like 
France, the rule says buy ICL 
unless the American equipment 
is more than 25 per cent chea
per than ICL. This is why HK 
is also buying ICL.

Now all these fields have been 
mentioned. Europeans now are 
beginning to join hands. A fur
ther fact is that Siemens and Cl I 
and Philips have now formed 
more or less a merged company, 
a consortium. The group of three 
had decided to launch a new com
puter range by 1976, a computer 
range whose cost will be shared 
between the three parties, a 
computer range which will have 

access to protect government 
market in the home countrie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German, 
France and Holland.

This has begun. The group 
however is still too small to be 
able to meet IBM competition. 
So next step logically must be 
for ICL to join Cl lz Philips and 
Siemens, a combined European 
consortium to meet the American 
challenge, first in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n in world mar
ket. I think for this move to
wards the unified approach must 
come otherwise the alternative 
is for these companies to be 
taken over by Americans or to 
go bankrupt. There is no other 
way.

RESEARCH
Fifth question is the implica

tion for foreign control. As I 
have said, political dependence, 
the key instrument, military de
pendence, computer-effects pro
duction, management, adminis
tration, research, everything. If 
Europe is only using American 
computers, it is also a detrimen
tal effort in European technolo- 
aical potential, because compan
ies like IBM do most of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scientific activities in the 
home country, in the US. As a 
consequence, they move their 
hast scientists in Europe to the 
US from Europe. Brain drai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
panies. Also, more sophisticated 
comouters made in the US, 
smaller, more ordinary compu
ters made in Europe, very dan
gerous for European technologi
cal development.

Lastly we now talk about 
Japan. We all know that in fact 
Japan controls and fences off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Japan. 
IBM was soecial exception. Japan 
needs IBM's technology. More
over, the Japan market is very 
big. Japan market is bigger than 
the West Germany market. And 
this market that is growing very 
fast, grows say 30% per year. 
Besides, Japan computer indus
try much bigger and much stron
ger than any Western European 
computer industry. The industry 
looks not only stronger, but it 
has more companies (such as 
Fujitsu, Nippon Electric, totally 
6 companies), which means more 
internal competition. The com

petition however makes Japan 
industry efficient. Japan electric 
computer company has been es- 
tablisted long ago. this company 
helps the users to lease, or to 
buy computers, in other words, 
computer is so expensive, very 
often, the users can only rent for 
leasing. This presents a big cash 
problem to the manufacturers. In 
Japan there is no problem, go
vernment comes in and finance 
the leasing. Now this is the 
situation the situation announces 
that Japan is very strong and 
European is very week.

The reason why the Soviet 
Union is falling behind the US 
in the arms race and in the race 
for the moon, because of its 
weakness of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COMMUNIST
Since the US companies would 

not trade with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This gives an oppor
tunity to the European compan
ies. They use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to sell their additional 
stocks to help them to scratch 
out the fixed cost. Now the 
circumstances are changed, be
cause American industry is start
ing exporting directly to com
munist countries. European com
panies and Japanese companies 
are now facing their very strong 
competitor. Strong European 
companies are hence joining 
hands with those Japanese com
panies in order to compete 
against the US. Siemen is report
ed joining hands with Fujitsu to 
manufacture computers for So
viet Union; Fiat is producing 
cars into Soviet Union; ICL sell 
to USSR; Cl I is given the licence 
to produce computer for Romania 
and to Delhi. So Japanese com
panies cooperate with European 
companies already in communist 
market and, 1 believe, in foreign 
market, in Asia, South Africa 
and so forth. The economic co
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ould be a new factor in 
world trade and would be a 
logical outcome of the present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he lectures were recorded by 
Shue Yan Students and have not 
been presented to Dr Hu for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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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s shift to Europe to benefit HK eventually
5

Britain's entry into the Common Market 
might benefit Hongkong's economy eventually, 
the United Kingdom Consultant to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Dr Yao-su 
Hu, said on his arrival yesterday from London.

Dr Hu, an economist, said he based this 
predict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K 
economy through its EEC membership. Also, a 
more outward-looking EEC in general, would 
be an attractive market for Hongkong- 
manufactured products.

In 1972, the eve of Britain's entry to the 
EEC, Hongkong's exports to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had already increased 
by 40 and 100 per cent respectively while the 
increase in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 
only 20 per cent, Dr Hu added.

When asked about the eventual switch over 

of Hongkong exports to the UK from free entry 
under the Commonwealth Preference scheme to 
the Common External Tariff system at the end of 
the trahsistional period of several years, Dr Hu 
emphasised that the preferences had already, 
been in the process of erosion and, even if 
Britain had not joined the EEC, they were to 
have disappeared by 1980.

Dr Hu considered the UK Common Market 
negotiators had, while applying for EEC 
membership, secured a good deal for 
Hongko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generalised preference scheme.

He said the EEC was a living institution in 
full evolution and many policies had not yet 
been devised, Thecefbre, the actual effects on 

Hongkong were not yet known and coiild not 
be fully evaluated.

Dr Hu admitted strong opposition persisted 
in Britain to Britain membership. Higher food 
prices and the deep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were at the core of this resistance to readjust 
and conform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s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But the opponents were all short-sighted, 
added Dr Hu. They included housewives, trade 
unionists against the adoption of labour-saving 
technology and a few economists of Eastern 
European origin.

“Britain has to change or to die in the EEC. 
But refusal to join the EEC will mean a slow 
^leath,^^ Pr Hu said.

His list of anticipated benefits for the UK 
from Common Market membership included；

® Provision of a large marketplace-free of 
tariffs, quotas, or other restrictions； for much of 
British industry.

• Eventual benetits to agriculture, even more 
than to manufacturing, due to the faster growth 
of some city services due to the EEC.

• Provision of a secure political 
environment, encouraging companies to 
increase their spending on marketing, capital 
investment on new plants, and investment in 
customer services,

® Prospects for launching single products 
right across Europe through the homogeneous 
maEkcj

An mlervsew with Ha whkh appeared m ihe SCMP on Jan.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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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r. Hu Yao-Su.

(Cont'd from page 8 )
GM (Opel, Vauxhall) 
Chrysler (Simca Rootes) 
Volkswagen 
Fiat
BLMC
Renault
Toyota 
Datsun 
Toyo Kogyo 
AIRCRAFT: 
Boeing 
Lockheed 
McDonnell Douglas 
Pratt & Witney 
GE
BAC
SNIAS
Hawker Siddeley
Dassault
MBB
Fokker
Rolls Royce

I want to devote most of m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S, that leads 
logically on to the place of Japan 
in the western economic world 
and we micht also have a look 
at the USSR and communist 
countries. We can think of the 
world as beina made up of a 
number of blocks — Europe, the 
US, Japan and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We can theoreticalIv 
start with anv of the two blocks cf 
countries. I think it would be 
illuminating to star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S.

NON-SYMMETRY
Now there is the basic non- 

svmmetry between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because of a 
number of reasons which I will 
consider one by one. As we come 
to the industry, the US often 
does not supply the European 
market by exporting from Ameri
ca but by producing in Europe. 
So we therefore have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heno
menon of direct international in
vestment.

The basic non-symmetry be
tween US and Europe is that the 
US invests in Europe and pro
duces in Europe. On the other 
hand, apart from a few excep
tions, such as the Swiss phar
maceutical companies, European 
companies do not produce in 
America. They produce in 
Europe and export to America.

This gives rise to two relative 
problems. The first is that 
European countries are worried 
of American control of the 
susceptible and very often an im
portant part of European indus
try. They not only export but 
they are in Europe. They employ 
European people. They use Euro
pean banks. They produce in 
Europe. They are part of the 
local industrial set up. This 
worries Europe. On the other 
handz because American industry 
does not export from America to 
Europe whereas Europe exports to 
America, it has a trade deficit 
in its trade with Europe and the
US do not like this trade deficit. 
They have been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re is indeed a possibility of a 
trade war breaking out over 
th;s issue following those issues 
“Do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oean Economic Community, 
the EEC.

U.S. NO WORRIES
We can first of all look at the 

phenomenon at the macro-econo
mic level. At the macro-econo
mic level the American presence 
in Europe does not look very 
worrying. American controlled 
and owned comoanies represent 
something like 10%. of the pro
duction or export or employment 
of industry in Europe. This is 
10% in the European level. 
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which 
have a more than 10%. Britain, 
for example, have a rate of 
some'hing like 1 5 to 20 per cent 
of its manufacturing sector under 
American control. The rate of 
American industry in Belgium is 
something like 15%. In coun
tries like France and Germany is 
about 8%. So here we therefore 
have the phenomenon at the 
macro-economic level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sts come along 
and say "Why do you worry? 
Only 10% of your industry is 
under our control." The pheno
menon can only be identified if 
we does not look at the macro
economy aggregate, but if we 
look at the American presence 
or rate at the level of specific 
industrical branches of specific 
industry and here the position 
becomes very different. Ameri
can industry is totally absent 
from a number of industry e.g. 
American industry does not pro
duce in the steel industry in 
Europe and does not produce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Europe and 
so forth.

So I propose to talk mainly in 
terms of case study about these 
three industries; computers, cars 
and aircrafts. I think we can 
proceed in terms of seven ques
tio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what 
is the extent of US penetration 
of control. I have already partly 
answered this question.

Secondly I want to ask what 
are the causes, why does Ameri
ca dominate, why does America 
invest in Europe. Now this ques

tion about the causes of Ameri
can investment in Europe can 
in fact be divided into two ques
tions. The first one is why does 
America predominate in this in
dustry,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what are the strength of Ameri
can industry which allows it to 
compete with European industry 
in the European home marke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is why does American industry 
choose to produce in Europe 
rather than produce in America 
and export to Europe.

The third question is: these 
companies are multinational in 
scale, they very often have fac
tories in many countries, how do 
they organize their production 
into national scale? How do they 
divide the total work between 
the different national subsidiar
ies and the different factories 
are loca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Fourthly, faced with the 
phenomenon of massive Ameri
can presence, and of American 
control, in their very heart, how 
do European-based industry react 
to the American challenge.

Fifthly, what are the implica
tion of foreign control?

Six and seven: What happens 
to the Dicture when Jaoan is in
troduced and when the Soviet 
Union introduced?

SUBSIDIARIES
The nresent situation is that 

mere than 90% of Western 
European production of compu
ters is in the hand of American 
subsidiaries. One of these com
panies IBM (International Busi
ness Machine) has more than 60 
per cent of Western European 
production and market of com
puters using American techno
logy and under American licen
ce. European company produces 
under American licence very 
often mean that ths European 
company is under American 
control. The American licensed 
firm will tell the European, licen
see not only how much' the 
European licensee must pay for 
using their technology but they 
will tell the European companies 
which are the markets in which 
they can sell and which they 
cannot.

In France and until 1963/ 
there was a major French own
ed and French controlled 
company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 called Bull, Bull is 
the only European owned com
pany apart from ICP (sector of 
ICL) that could stand on its own 
feet. In 1963, Bull was taken 
over by GE sold its interest to 
Honeywell. So Bull is now Honey
well Bull. It is still existing but 
it was taken over by an Ameri
can Company. Since then French 
Government started using go
vernment money. They created a 
company Gl I (Company Interna
tional for Information). This is 
almost a nationalised company. 
Its very survival depends on 
support. It has less than 10 per 
cent of the French market. 90 
per cent of the French market 

is under American capital. May 
be 89 per cent because 1 per 
cent must be given to Siemens 
and ICL.

Although Britain is industri
ally weak, computer is one field 
in which Britain is still strong. 
Britain is one of the two coun
tries together with Japan with 
more than 50 per cent of na
tional production of computers 
still in the hand of the country. 
This is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ICL (International Computers 
Ltd.) ICL was formed by a mer
ger between ICP and English 
Electric, computer division of 
each of them. Its very survival 
depends on government support. 
ICL has something like 30 per 
cent of the British market which 
is very good already when you 
remember C! I. IBM has some
thing like 30 to 40 per cent of 
the British market.

GERMANY
Germany has 2 companies in 

the computer field. In fact there 
is one more but not very impor
tant yet. One is Siemens, the 
other is AEG-Telefunken. There 
is Philips, a sleeping giant, very 
big concern again, manufactures 
practically everything. Philips' 
base is in Holland. ‘Siemens 
AEG together have 20 per cent 
of the German market, 80 per 
cent American. Philips may have 
5 per cent of the Dutch market, 
95 per cent Amsrican. That 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So this leads me on to my 
second question. The first point- 
is why is America so strong in 
computer. Basically, it is because 
of the stimulus which was pro
vided to American computer in
dustry by the massive military 
and space programmes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De
partment of Defense and of 
NASA (National Aero-Space 
Agency). So here v/e have the 
most advanced market in the 
world appearing in America. 
Big market and a market entire
ly closed to non-American in
dustry. We therefore have this 
phenomenon that although the 
computer was invented in Eu
rope, although the early develop
ment of the computer was mads 

Dr. Hu being mterviewed by a reporter.

in Europe, the take off of the 
computer into a massive sophis
ticated industry took place in 
America. US market for com
puters even today is bigger than 
the market of the nine European 
countries taking together. IBM 
alone has now a turnover of 
$9,000 million. ICL is the larg
est of the European owned inde
pendent companies. ICL's turn
over a year is 370 million. 
IBM's spend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ly is more than 
the tot” turnover of sales of 
ICL. Such is the size of the dis- 
pension. Same happens in the 
case of Bull. 1 BM gets the best 
scientists in each of the coun
tries it operater. It offers very 
high salaries. A lot of the com
puter science chairs in universi
ties are IBM chairs in most Eu
ropean countries. These there
fore are the reasons which allow 
American industry to penetrate 
the European market. Now why 
doss American industry also pro
duce in Europe rather than ex
port from the US? If a foreign 
company wants to penetrate a 
local market foreign company 
wants to be able say that it 
is a local company. It will say, 
"we are not US companies, we 
are local companies because we 
are producing in your country. 
We are employing here, we are 
paying taxes, we are exporting, 
we are members of your cham
ber of commerce.First reason 
is the political need to show a 
local manufacturing presence.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com
puters are a very technically 
complex instrument. The users of 
ths computers need a lot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from the 
supplier. A!l these must need 
close contact betv/een the manu
facturer and the user. So in any 
case, the American company has 
to establish servicing technical 
support companies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local market. 
There are many other reasons 
that we cannot involve thetn.

However, American industry 
and very often only one com
pany or a few companies may 
have made up more than 50%, 
60%, 70% sometimes a 100% 
of a number of key industries in 
Europe. For example: American 
industry represents more than 
95% of European production of 
computers. (European by which 
I mean EEC plus the UK). It re
presents more than 60% of 
British production of cars and 
lorries. It represents more than 
90% of European production of

(Cont'd on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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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DR HU YAO-SU

A special one-day seminar on “The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 held by Dr. Hu Yao-su, a famous specialist of “Applied Economics,on 
5th( January 1973, from 10.00 a.m. to 4.30 p.m. for the students of Shue Yan 
College and other interested persons. Dr. Hu has obtained his Doctor's Degree 
from°Nuffield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and is now the Consultant of European 
Common Market and Senior Lecturer in Manchester University.

The Seminar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the morning, a talk on “Britain 
and the Common Market" was given which was followed with discussions. A 
lecture on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as then followed in the 
afternoon. The Seminar was a very successful one. We now take the pleasure to
publish a summary

First, I think, it would be 
useful for us to have some his
torical background on British 
decision to join the Common 
Market. The EEC was officially 
created by the Treaty of Rome 
which was signed in 1958. Dur
ing the 1960's each of the six 
countries of the EEC experienced 
a much higher growth rate — 
rate of growth of the GNP —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long term effect of the large 
amount of compound interest 
rate is such that where as before 
the Treaty of Rome, Britain was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West
ern Europe. Now she has a low 
GNP/per head than each of the 
six, except Italy. Also, the EEC 
is a much larger market than the
British market, it is something 
five to six times than that of 
Britain.
The anti>markeHstsf objecHons:

Firstly, they held that the 
faster growth rate of the GNP 
in the 60'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of the Common Market. Whether 
the Common Market created or 
not, the six countries will have 
experienced a higher growth rate 
than Britain.

The second argument is that, 
from the British point of view,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Agri
cultural Policy, Britain will have 
to pay an agricultural levies to 
the Community fu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British member
ship would hold an adverse 
effect on British industry, in so 
far as British industry would 
suffer from continental competi
tion.

As to the third objection, they 
say that the benefits of the EEC 
can be summed up under the 
heading of a large and fast 
growing market. These benefits 
can be obtained by Britain even 
if she doesn't join the Common 
Market, because Britain can 
export to the EEC.

ARGUMENT
What is the precise mechan

ism whereby membership will 
help British Industry. To put it 
simplier, we all know that the 
EEC is a fast and large growing 
market for industry, and now the 
question is how is membership 
necessary for Britain in order to 
meet the advantage of a larga 
and fast growing marke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 
personal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I therefore suggest an approach

of Dr. Hu's speech in this edition, 
not in terms of the custom
union theory or international 
trads theory, but an approach 
in terms of gross investment.
These issue in relation to growth 
and investment can be distin
guished by:—

i. level of investment,
ii.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investment,
iii. efficiency in investment
The first two issues, level and 

location are inseparable. The 
industrial Co. in Britain can 
choose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other Continental Countries for 
their location of new plants and 
to supply the European Markets.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econo
my of scale and with the adop
tion of up-to-date technique of 
production.

As a result of joining the 
Common Market, Britain and 
the Six will remove tariff appli
ed towards each other and by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here would be no tariff 
between the present Six and 
Britain as regarding industrial 
products. The removal of the 
EEC's CET (Common External 
Tariff) as regarding British ex
port to the Continen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supply other EEC 
markets from the factories locat
ed in Britain without having to 
suffer penalty of imported 
duties.

It is wrong to argue, as many 
anti-marketists donez that the 
CET is only of moderate high 8- 
1 3% and that it does not matter. 
It doss matter very much irr that 
the price is determined by com
petition, and profits of export sale 
are a residue between the pric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ost 
plus tariff on the other. A cer
tain percentage of tariff can 
make a much higher difference 
to profit. If the EEC market is 
important to Britain (and it is 
actually becoming so), the exis
tence of such a so called "mo
derate tariff" which makes such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to profit, 
will be more than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British industry not 
locating in Britain for new fac
tories, but rather on the con
tinent.

REMOVAL
So far, we've established one 

point, i.e. as far as British export 
to the Continental countries is 
concerned, the removal of the
EEC's CET at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will remove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not in
vesting in Britain.

Now, we must ask ourselves 
that:—
1) Are the gains for British 

industry from the removal of 
the CET likely to be out- 
weighted by the losses due to 
the adverse effect of con
tinental competition in the 
British home market?
The answer to this will be: 
those who will gain will ba 
the dynamic and efficient 
companies and those suffer
ed will be those inefficient 
and backward 19th Century 
companies.

2) Can the gains from the CET 
removal be cancelled by the 
loss of tariff perferences 
which Britain have enjoyed

The Second & Thrid Mechanism 

of the EEC Membership

The second mechanism of the 
EEC membership:—

It has been agreed between 
Britain and the Six as a result 
of the British msmbership of the 
Common Market that Britain will 
remove at the end of two to 
three years all controls on the 
outflow of capitals from Britain 
to the Six. Britain will remove 

among Commonwealth mar
kets.?
i) These commonwealth pre

ferences have been in the 
process of erosion for the 
last 20 years. The Empire 
is not an economically 
logical entity. By 1980, 
even if Britain not joining 
the EECZ the preferences 
will disappear.

ii) Commonwealth market is
comparatively smaller to 
that of the EEC market 
combined.

iii) Because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Commonwealth 
market has to be served 
by local production rather 
than by exports from Bri 
tain. Local manufacturer 
does not benefit industry 
in Britain taken in the 
geographical sense.

iv) The scope that the poten
tial for economy of scale 
for supplying Common
wealth market is much 
lesser than supplying the 
EEC market, because the 
EEC market are having 
countries much in com
mon, geographically and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habit, and also geogra
phically nearer.

its tariff on industrial goods 
manufactured on the Continent 
too.

Thu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 removal of the direct 
control of investment and UK 
tariff, will not deplete Britain 
out of her industry. For past 
experience, the control does not 
function well; it was a fact that 

Dr. Hu Yao-Su addressing an interested 
audience in Shue Yan College.

no vita! investment be prevented. 
Furthermore, British based firms 
will invest on the continent to 
supply EEC countries with profit
ability.

The third mechanism of the 
EEC membership:—Confidence.

The union of the EEC produce 
a political atmosphere that will 
create genuine and mutual re
sponsibility and confidence 
among the members. With this, 
there will be genuine multi-na
tional companies which will not 
only compete in the European 
market but the world wide as 
well. There will be full trade, full 
industrial, economical, political 
union for the politically orien
tated industry.

COMPETITION
We stress on the 〃Key〃 in

dustries.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Extent of US penetration
2) Causes
3)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pro

duction
4) Response
5) Implications of foreign con

trol
6) Japan
7) USSR and communist coun

tries.
The Z/Key/Z industri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ree: 
COMPUTERS:
IBM
Honeywell, GE, RCA
CDC, Burroughs
NCR, Univac
CIL 「

ICL ，
Siemens
AEG-Telefunken "
Philips
Fujitsu
Nippon Electric
CARS:
Ford

(Cont'd on page 7 )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LIBRARY


	P.1
	樹仁的成長與未來 / 校長鍾期榮博士
	創辦之動力與理想
	謀求創造獨特風格
	培植人才 服務社會
	海外大學緊密合作
	設獎學金扶植靑年
	齊心合力邁向成功


	P.2
	雙聲叠韻叠字 我國文學的美妙運用 / 吳天任教授
	古文用字取其諧和
	雙聲叠韻杜詩常見
	平日用語例子亦多

	前途的摸索 / 心莊
	樹仁書院大有前途 /良友之聲出版社編輯部主任陳中幹

	P.3
	漫談大學國文課本 / 何覺教授
	理 想 、幹 勁 、前 途 / 陳耀南教授
	雜談壁報 / 黄思騁教授
	無題 / 關吉仁教授

	P.4
	我對敎育事業的一點體會 / 新聞系 青松
	進入「樹仁」後我見 / 朱博文
	一年來回顧 / 何麗珠
	淸晨 / 後浪

	P.5
	記者是無冕皇?
	新聞自律不可缺 記者操守應提高
	男女記者各有長 待遇奇低須改善

	校聞點滴
	金庸先生說…「少做工夫,多歎世界」的含義

	P.6-8  The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Dr. Hu Yao-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