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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社會科學博士Alfred Joseph Deignan神父讚辭 
二零一零年五月，Deignan神父和一班朋友去北京，自言「朝聖」。這次旅程是紀念他

所屬修道會的偉大先輩利馬竇神父去世四百周年。他去了柵欄墓地，還記述道：「這裡是利
馬竇、湯若望和南懷仁的塋塜所在」，「墓碑上刻著中文和拉丁文」。「這片地是一六一零
年御賜，供利馬竇這位『泰西儒士』埋骨之用」。耶穌會教士幾百年來為傳教鞠躬盡瘁，一
坏黃土盡道風骨。利馬竇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穿載文士衣冠，還盡力從儒家典籍裡找尋引
證福音精神的理據。他不只是把信仰中國化，更身體力行耶穌會的教義，覓求及愛護「萬物
之天主，天主之萬物」。Deignan神父也記述了到古觀象台參觀，見到當年湯若望使用的天
文儀器，耶穌會教士就是憑這些精湛的俗世學問令明朝天子龍顏大悅，舉朝驚嘆。Deignan
神父還記述了最令他感動的一件事：「我們在義工嚮導的帶領下走上（東）天主堂的聖所
時......後面有些女人聽到......有一班香港來的耶穌會神父在參觀教堂。她們問可否請神父祝
福。我走回去，她們一看到我便跪下來。我永遠不會忘記她們在祝福過後一臉喜悅的神情。
面對她們堅定的信念，我感到謙卑，她們經過艱難的歲月還始終如一。」

Deignan神父的修道會已傳教四百年，中國不少地方到今天仍然非常尊敬傳教士，東堂
這一幕可見一斑。Deignan神父憶述在香港的某次經歷。「有一天和一位非神職朋友談天。他
衷心地說：『神父，真佩服你們這些傳教士，離鄉別井來香港工作，還學習我們那詰屈聱牙
的語言。』」認識Deignan神父的人都知道，他一揮衣袖已令人如沐春風。「非爾役人，乃役
於人。」他說：「上主的安排是我的福氣，我是被選派來香港的。」「服務人─這就是我作
為傳教士來香港的意義─不管這服務是教書、傳道、輔導、主持靈修、指導、司鐸或教區工
作，還是幫助貧苦傷病的大眾。」在這個一向只被視為遍地物質機會的城市，這種無私服務
自然贏得社會的愛戴和尊敬，一點不難理解。

Deignan神父於一九二七年在愛爾蘭出生，有十三個兄弟姊妹。他十八歲那一年加入耶
穌會成為見習修士。修道會鼓勵所有修士取得大學學位，Deignan神父也不例外。他在都柏
林大學主修歷史和英文，然後深造哲學，以準備成為神職人員。一九五三年，修道會派他到
香港服務，結果他一服務便幾乎一個甲子。他初到香港，身處的正是香港人胼手胝足過日子
的年代。他秉承耶穌會先輩立足封建皇朝的精神，先學語文，繼而了解當地人的生活方式。
一九五六至六零年間，他回愛爾蘭完成學業，一九五九年獲授聖職。一九六二年，他在香港
華仁書院從事教學和行政工作，一九七八至九二年出任九龍華仁書院校長。幾十年來諄諄
善誘數代的少年，向他們灌輸耶穌會的教育理念和價值觀，教導他們何謂「臻於至善的使
命......充分發揮人的品德」，強調慎思明辨和情智均衡的全人發展。不少年輕人在他的關顧
下茁壯成長，成為今天香港不同行業的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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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gnan神父不僅是一位老師和校長，更是一位舉足輕重的教育家和師訓專家。一九八
零年代，他為教師開辨了一個名為「教師懇談營」的反思課程，再以耶穌會創辨人聖依納爵
羅耀拉的《神操》手冊為藍本，於一九九三年設計了一個「反思教學法」課程。一九八六
年，耶穌會出版了《耶穌會教育的特徵》一書。Deignan神父在這本書裡，也在他的課程
內，為執教鞭者詳細勾勒了反思、備課、分享和合作學習的步驟。他制訂的是一套獨特的職
業訓練方法。教師從中學到的並非新的教學或者授課技巧，而是如何把道德價值融入自我反
思、課堂經驗，以及對學生作為個人和社會一員的尊重。一九九七年，Deignan神父和一班熱
心的大學及中學教育家創立香港國際教賢學院。學院冀盼「建設一個公平、誠實、公正、互
相關懷、有同情心、有責任感、有誠信、慷慨和勇敢的社會，大家和諧相處，並建立崇高的
道德標準。」

Deignan神父能者多勞，服務亦及於香港。他現為明愛專上學院校董會和明愛白英奇專
業學校校董會的委員，也是「Deignan教室」的聯合創辦人、「華仁一家」基金會的主席及創
會會員，以及香港國際教賢學院的主席。他曾任明愛徐誠斌學院及白英奇專業學校聯合校董
會委員，且曾獲委任為香港教區代表和耶穌會港澳教區會長。他亦歷任愛滋病顧問局成員、
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委員、醫護人員與愛滋病病毒感染專家小組主席、耶穌會東亞與大洋
洲會議教育主任、香港愛滋病基金會副主席及董事局成員、香港大學校董會成員、天主教教
育事務委員會委員、天主教修會學校聯會主席，以及補助學校議會副主席。

Deignan神父曾獲香港政府頒發「港督社區服務獎狀」，也是香港亞洲電視評選出來的
「感動香港」人物。他獲得香港教育學院頒授榮譽教育博士學位，以及香港大學頒授名譽社
會科學博士學位。

兩年前佇立耶穌會來華先輩墓地的時候，Deignan神父想起在利馬竇堂任舍監的往事，
當年他是這座香港大學學生宿舍的神父。與此同時，相信中大聯合書院湯若望宿舍的景色亦
一定會湧上他的心頭，他主持湯宿的主日彌撒多年，對天主教學生和教職員的靈性生活照顧
有加。Deignan神父年過古稀，但仍不辭跋涉來到中大，而且永遠神采奕奕、言笑晏晏，以輕
柔而動聽的愛爾蘭口音為中大這個小社區傳達福音。他是一位真君子，役於人而不役人，亦
因此而得到不少愛戴和尊敬。

主席先生，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貢獻傑出的Deignan神父，他倡導融和靈性思考、關顧
與服務於教學之中。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	Alfred	Joseph	Deignan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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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法學博士 Richard Charles Levin 教授讚辭
今天我們很榮幸頒授榮譽博士銜予Richard	Charles	 Levin教授。Levin教授不但是耶魯大學任

期最長的校長，也是美國長春藤大學校長裡最受欽佩的一位。曾經在耶魯和他緊密共事的大學
高層人員現在都於其他著名學府位居要職，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杜克大學校長、斯沃斯莫
爾學院校長、韋爾茲利學院校長、卡內基梅隆大學和科爾蓋特大學的校長，還有劍橋和牛津的
校長，Levin教授的卓越領導才能於此可見一斑。清華大學於二零一一年慶祝創校一百周年時，
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典禮，全球頂尖大學校長雲集，代表他們致辭的就是Levin教授。	

這項殊榮亦恰如其分。亞洲的優秀學府近年突飛猛進，其所以能夠吸引全球關注，Levin
教授做的工夫比誰也多。Levin教授是經濟學家和教育家，對這些大學的迅速成長和改革，以及
它們在亞洲諸國的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早有研究。二零一零年，英國皇家學會邀請他主持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的第七屆周年講座，他的講題就是「亞洲大學的興起」。在那次演講中，
Levin教授談及研究增長的經濟意義，亦指出單憑發展研究實力不足以應付亞洲社會的需求。他
認為肩負改革亞洲大學的重任者已意識到必須培育「有良好教育、眼光廣闊和主動進取的公民
……能夠作獨立和創意的思考。」這些亞洲領袖的目標是建立「世界級大學」，以博雅教育的
要旨為其特色，即是「多元化學科與培養慎思明辨的能力」。他們知道，「十八歲的學生選擇
一個學科或者一個專業而不顧其他」，或者學生做「被動的聆聽者」而且「在課堂上鮮有互相
切磋或向老師發問」，或者教學只在乎「掌握內容」，都是不足夠的。這些大學一面仍珍惜他
們傳統裡的瑰寶，一面則與傳統的某些層面分道揚鑣，放棄「傳統亞洲方式的課程和教學法，
即是非常有效於訓練各行業的工程人員和中層政府官員，但……也許不大適合培育精英的領導
才能和創意。」

Levin	教授一語道出大學教育在香港面臨的挑戰。這正是他的獨到之處。香港的大學正為
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創意而殫精竭慮，以「推動維持長遠經濟增長所需的創造力」。眾所周
知，香港的大學在本學年開始推行四年學制，這是一個難得的革故鼎新機會。這幾年來大家磨
礪以須，為的就是應付Levin	教授所清楚指出的挑戰。我們有多成功只能拭目以觀。

Levin教授的學術生涯始於在史丹福大學主修歷史。他其後轉到牛津大學，與後來貴為總
統的克林頓有過一面之緣。他在牛津時發覺自己沒有興趣做歷史學家。他說:「他們派我到檔
案室做基本的資料工作，多半是我發覺自己對塵埃敏感。我是個喜歡與人為伍的人，耽在檔案
室和我的本性大有相違。」他回到美國，一九七四年在耶魯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即留校任
教。十三年後，這個「喜歡與人為伍的人」出任系主任，因「帶來極大的穩定而備受讚揚」，
學術上的領導才能展現無遺，一生非凡的事業亦由此開啟。當年他的一位同事形容他為「極有
原則和公正的天生領袖」。他曾任文學與理學研究院院長一段短時間，一九九三年即獲委任為
耶魯大學校長。當時，只有四十六歲的他，憑著「親和、誠信和可靠的判斷力」顯示出「傑出
校長」的素質，從幾百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Levin	教授做了差不多二十年校長，他的成就足
証當年的評語一點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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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n	教授善於「消弭衝突於無形」，他亦憑此而大膽推動改革，以及進行各項建設和發
展。他的成就眾多，在此只能略述。耶魯的文學和理學在學術界一直享譽盛名，Levin	教授在
維繫這兩科的優勢之餘，更復親自振興了工程學科，開辦多項課程，例如生物醫學和環境工程
等。在他的領導下，耶魯其他學科如建築、神學、音樂和護理均名列高位，新學科如認知科
學、計算機科學與文學、種族、民族與遷移，以及南亞研究均發展成為優秀課程。他又領導了
一個龐大的建築計劃，包括了新的醫學實驗室大樓，還有新的西校園，內有六間研究所，以及
基因組學研究的主要設施，後者的設施更令耶魯成為這方面的世界權威。二零零九年，Smilow	
腫瘤科醫院開幕，耶魯亦躍居美國腫瘤科研究重鎮之列。

Levin	教授對高等教育有不少獨特的貢獻，他在國際化方面所起的領導作用即為其一。
Levin	教授認為現代教育應兼容並蓄不同文化，所以大量增加了耶魯本科課程的國際學生學
額。他更主導改用不問學生經濟能力的收錄外國學生政策，向有需要的外國學生給予和美國本
土公民相同的援助。另一方面，他大量增加了耶魯學生赴海外學習的機會。現時每名耶魯本科
生都保證有一個機會往外國工作或學習，在同級院校中屬創舉。耶魯也是首間大學按學生實際
需要提供往海外學習的獎學金。

Levin	教授的其他傑出貢獻亦不勝枚舉，例如與當地社區緊密合作，以大學作示範，提倡
公共機構的公民精神。他亦主導校園建築的翻新計劃，把教學和研究所需的可使用面積增加
了百分之五十三。他倡議把耶魯建設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校園，溫室排放因此而少了百分之
四十三。他在文學院推行改革，大大擴展了經濟援助計劃，更為大學募得總數超過七十億美元
的饋贈。總而言之，Levin教授執掌耶魯的二十年成績斐然。

除了在耶魯的工作外，Levin教授也熱心服務國家。他是總統的科學與技術顧問委員會委
員、兩黨委員會委員，以及國家科學院的科學、技術與經濟政策委員會委員，也是一個檢討美
國專利權制度的委員會的主席。他也是伊拉克情報委員會委員、檢討美國郵政服務的總統委員
會委員，以及棒球經濟學的藍絲帶小組委員。

耶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合作則始於數十年前。兩校於一九九一年設立的「耶魯大學
及中文大學中國研究計劃」為有關學科提供博士獎學金及聘請資深研究員。中大的書院則提供
兩校教學人員和學生的交流渠道。中大新亞書院與耶魯自一九九三年起即合辦學生交流計劃。
二零零九年，耶魯神學院和崇基學院神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促進師生交流活動。二零
零四年，中大組團參加為中國著名大學校長及副校長舉辦的「耶魯─中國大學領導高級研討
班」，訪問耶魯。二零零七年，中大派代表團重訪耶魯，以加強各項研究的合作，並提升中大
在研究工作上的國際地位。

Levin教授是美國藝術及科學學院院士。他對頒授榮譽學位的儀式並不陌生，今天的典禮
也不例外。他曾獲得多所著名大學的榮譽博士銜，這些學府包括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
津大學、北京大學、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

主席先生，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傑出的教育家和大學校長，謹請頒授榮譽法學博士銜予
Richard	Charles	Levi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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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文學博士榮鴻曾教授讚辭
《禮記．中庸》嘗言：「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強調成功的學者，

均能翱翔於文理之間，而又能達致既深且廣的學術成就。今日大學教育的使命，其核心理
念亦在於提倡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俾使科學與人文相互共融，以求構建文理貫通的知識結
構。然而，現今學術研究分工高度專精，能夠成功構建文理共融的學術領域，從科學研究與
人文精神中微觀博學，通過文理兼蓄而自出機杼者，其實鳳毛麟角。

榮鴻曾教授原籍江蘇無錫，生於上海，並在香港接受教育，中學畢業於九龍華仁書院，
嗣後赴笈美國，開展漫長的學術研究歷程。一九六四年獲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工程物理
學士學位，一九七零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哲學博士學位，於科學研究取得卓越成就；榮教
授隨後轉攻人文學科，於一九七六年以粵劇研究為題撰寫論文，獲哈佛大學頒授音樂哲學博
士學位，堪稱文理兼善。榮教授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及
康奈爾大學，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音樂榮休教授。榮教授學術研究卓然有成，曾獲多項研究
獎金，包括：蔣經國基金、美國福特基金、美國古根函基金、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基金、香港
研究資助局等機構資助學術工作，以英語撰作大量學術論著，包括《粵劇唱腔》、《蔡德允
傳》、《音樂與文化權》、《粵劇帝女花英譯本》、《香港的聲音》、《京劇與地方戲》
等，復以中文撰寫學術論文多篇，刊載於內地重點學術期刊。榮教授研究範疇涉及粵劇、京
劇、古琴、禮儀音樂、南音、木魚書、西方民族音樂理論等，涉獵極廣，博大精深，享譽國
際，深受中外學者推崇。

榮教授以麻省理工物理學博士名銜，而醉心音樂，憑藉天賦卓越音樂才華，編撰音樂著
述多種，啟迪門生無數，春風化雨，桃李芳菲。榮教授中西樂器兼善，時有演出，音樂理論
與演繹實踐，並行不悖，既精於鋼琴演奏，復鍾情於中國古琴，師從泛川琴家蔡德允及浙派
琴家姚丙炎，深研古琴曲藝。榮教授融合中西音樂學理研究方法，探究中國傳統音樂精粹，
融會貫通，豁然自得；以為古琴有別於中西樂器，從減字譜的琴譜記述方法，到古琴與中國
文化之深厚淵源，榮教授一絲不苟，深入探究，嘗言：「認識古琴文化不但是瞭解中國文人
生活及思想的重要途徑，也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給人類學家去探討人和音樂的關係。」

誠然，古琴之於人倫關係，的確綿延不絕；昔有伯牙鼓琴，高山流水，唯有鍾子期心領
神會，了然於胸。琴弦起落之間，名人雅士以音樂相知，展現的是清高芳潔的士人情操。曲
高和寡，知音難遇，於才華橫溢而不為世重之現代傳統樂師而言，榮教授實為難得知音。緣
起自一九七五年榮教授初遇香江失明演唱家杜煥瞽師，深感其藝術才華之卓越珍貴，又目睹
廣東正統南音演唱於香江日漸衰微，知音已稀，為求保留南音所反映之地方音樂文化，率先
為杜煥錄下四十多小時之廣東曲藝，並堅持於上環茶館實地錄音，藉以保留南音等民間演唱
社會風貌。部份錄音已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出版四套光碟，分別為：《訴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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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瑰寶，杜煥瞽師地水南音精選》、《漂泊香江五十年：地水南音，全本失明人杜煥
憶往》、《絕世遺音：板眼、龍舟、粵謳》和《龍舟版本玉葵寶扇》，重現香江南音等民間曲藝
演唱聲貌，一切如在目前。「涼風有信，秋月無邊......」鐳射唱盤優悠轉動，杜煥歌聲依舊哀
怨，卻再無知音稀落之慮。榮教授所錄製的光碟一度熱賣，南音等民間藝術重獲社會關注，
地道傳統樂師不致為港人所遺忘，凡此皆得力於榮教授對發揚中國傳統音樂之熱誠。那是西
方自然科學研究精神的氛圍下，學者對中國人文社會的關懷，對維護本土文化意識的堅執，
是智者無私的奉獻。

榮教授推動中國音樂不遺餘力，一九八六年組織「中國音樂研究協會」，並為協會主
席；又先後出任中國演唱文藝學會會長、德愔琴社（香港）社長、國際民族音樂學會（香
港）聯絡主任、國際傳統音樂委員會世界年會主席、民族音樂學會理事、亞洲音樂學會理
事、美國音樂學學會理事等公職，致力推動傳統民族音樂，貢獻良多。榮教授多年來與中文
大學關係密切，曾任本校音學系講師及校外考試委員，並任中國文化研究所顧問委員會委
員，就中國文化學術發展方向提供真知灼見；二零零九年出任新亞書院錢穆講座傑出學人，
主持多場學術文化講座，本校莘莘學子皆蒙沾溉，受益匪淺。

主席先生，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文理兼善的物理學家與音樂家、熱切關懷中國傳統音樂
並作出卓越貢獻的國際權威學者，請頒授榮譽文學博士銜予榮鴻曾教授。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