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周佩芳律師讚辭 

香港中文大學藉著今天典禮以表揚周佩芳律師對本校的慷慨支持和傑出貢獻。

周佩芳律師年幼時居於上海，一九四七年隨父親舉家移民香港。周律師的父親周毓浩先
生是本港享負盛名的工業家，從事玻璃搪瓷技術和熱水瓶生意。周先生自學成材，深信知識
可改變命運。因此，他安排周律師入讀英國寄宿學校，並教導她修讀一科自己喜愛的專科。
周律師在英國渡過十年的青蔥歲月，期間攻讀法律並取得英格蘭最高法院的律師資格。

周律師回港執業三年，其後以英國律師資格，轉往多倫多當地一間律師事務所擔任一年
律師。她以六個月時間修畢加拿大法律，於一九七一年通過考試，取得加拿大律師公會的事
務律師及大律師資格。

周律師是極少數在三個不同司法管轄區域均擁有執業資格的律師，擴闊了其專業經驗。

一九七二年周律師從加拿大回港，獲坎特伯雷大主教委任為國際公證人，自此在港開展
她的事業，接觸不同法律範疇，成功個案包括以發出指示的律師身份協助一宗長達七年之久
的銀行案件訴訟至倫敦樞密院的司法委員會，由五位高等法官組成的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一致
判決由周律師代表的企業客戶一方勝訴。該案其後更成為加拿大最高法院審理一宗同類案件
的案例。一九九二年，周律師在北京獲司法部委任為中國委託公證人。迄今她已加入香港律
師會五十年。

除了事業成就卓越，周律師亦是一位慈善家。她無意間在舊檔案中，得悉父親曾為貧窮
家庭子女籌募教育經費，並憶起父親熱心為朋友和鄉里尋找工作，更在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間
出任東華三院總理。雖然父親已辭世數十年，但深受到父親熱心助人的精神所啟發，周律師
大力捐款以紀念他的善行。

此外，周律師更慷慨捐資，以表揚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在醫學科研及學術發展
的貢獻和成就。

有賴周律師的捐助，周毓浩創新醫學技術中心得以成立，破天荒地為中大醫學院與工程
學院提供跨學科的交流及合作平台，並以創新研究和生物醫學工程技術加強臨床醫學治療、
造福病人為宗旨。該中心以醫療機械人醫學、醫學成像及生物醫學傳感三大生物醫學工程範
疇為研究重點，如納米機器人技術、創新神經影像學及無創醫學監測等。

受惠於周律師，中大的研究能力及國際聲譽均得以進一步提升。因此周律師實在對香港
及其他地區的學術發展貢獻殊深。與此同時，由於研發所得的尖端工具及儀器將由業界伙伴
生產，中心的成立亦帶動公營機構與私營機構的協同效應。這些工具及儀器最終可作為臨床
應用，造福病人。



周律師對推動醫學院的發展不遺餘力，她更支持中大醫學院成立認知障礙預防研究中
心。本港現時每十名高齡人士便有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反映該症已經對長者生活質素構成
嚴重影響。隨著人口逐漸老化，預期未來二十五年，認知障礙症將會對本港的長遠經濟發展
帶來威脅。因此，我們急需就這個複雜病症的高危因素和防禦因素進行更廣泛深入研究工
作。周佩芳認知障礙預防研究中心的工作將包括研究如何及早識別及有效阻止認知障礙，及
向大眾推廣如何預防病症等教育宣傳工作。

認知障礙預防研究中心的理念與創新醫學技術中心如出一轍，都是將慈善精神發揚光
大。周律師出生於慈善世家，在事業上擁有卓越成就的同時，亦能惠澤社群，貢獻良多。本
人謹恭請校長閣下頒授予周佩芳律師榮譽院士銜。



榮譽院士范思浩先生讚辭 

泛舟商海，而心繫教育；樂施濟眾，作社會楷模。

范思浩先生是香港商界翹楚，社會名人，對於本地及內地教育及社會慈善工作，一直以
來都積極參與和慷慨捐助。同時，范先生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長期的積極支持者和資助者，多
年來他擔任逸夫書院校董及大學校董，為中大的校園建設和學生教育，憚心竭力，投入大量
的時間、金錢和心血。

范思浩先生，祖籍寧波，祖上范文甫，為浙西著名醫師，巧手妙方，仁心義舉，名噪江
南。其後范家遷居上海，先生父親棄醫學賈，從商滬上。范先生出生上海，六十年代移民香
港。中學後負笈美國，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市伊利諾理工學院主修經濟。畢業回港之後，
范先生活躍於工商界，一九八三年創辦北豐國際有限公司，並出任董事局主席兼首席行政總
裁。在范先生帶領之下，北豐的生產和貿易業務發展迅速，現時，這一間立足香港的家用紡
織品生產集團，在內地和美國均有投資，而生產總部則設於廣東省的江門市。

在商界發展之同時，范先生亦十分關心社會，熱心公益事業，尤其是對基層兒童和身罹
殘疾者，更加關懷備至，此亦可能是繼承先祖仁醫俠骨之遺風也。一九九一年，范先生創立
香港兒童心臟基金，並出任基金副主席至二零一一年，在其擔任副主席的二十年間，基金為
近三百名來自香港及內地的低收入家庭兒童，提供免費治療心漏手術。此外，范先生亦曾擔
任港安醫院慈善基金顧問委員會主席，對本港醫療和慈善事業，貢獻良多。現時，范先生擔
任的社會公職甚多，包括香港上海總會副會長，廣東省江門市政協委員等。上海總會每年舉
辦的扶貧敬老活動，以及和多個社會企業及慈善團體合辦的社區工作，范先生皆親身參與其
事，出錢出力，令人感佩！

范思浩先生對於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無論是科研教育，或是學生栽培，皆極關心。他
對書院的教育理念，以及對學生的栽培和輔導工作，尤其認同。歷年來，范先生多次慷慨捐
資，支持逸夫書院的發展：提供獎學金、資助實習計劃以及設施翻新工程。范先生由二零零
三年開始出任逸夫書院校董，二零零五年起擔任書院財務委員會主席，翌年擔任書院校董會
名譽司庫，自二零一一年開始，更出任書院校董會副主席，以及大學校董至今。范先生對近
年創立的和聲書院也非常支持，慷慨捐款予和聲書院設立「范思浩宿生工讀計劃」，讓書院
住宿學生可善用課餘時間，協助教職員進行研究或其他工作，一方面賺取報酬，另一方面獲
得工作經驗。良法美意，范先生栽培學子之心意，於此見之。

此外，范先生也酷愛中華文化，為慶祝中大五十周年金禧大慶，在二零一三年曾慷慨捐
資支持「京崑粵劇傳承之旅」的文化盛會，又曾資助香港中文大學於二零零四年舉辦之「十
年建樹（一九九三至二零零三）華文戲劇作品研討會」等文化和學術活動。近年來，范先生
積極為本校工程學院的發展出謀獻策，又設立獎學金，鼓勵工程學院學生參加交流計劃，走
向國際舞台，這是他對工程學院畢業生的殷切期望。



為了表揚范思浩先生在醫療、教育及慈善各方面對內地和香港社會所做的貢獻，同時更
為了表揚范先生多年來對逸夫書院、和聲書院及工程學院的慷慨捐助，以及他為大學教育所
作出的努力和幫助，本人謹恭請校長閣下頒授予范思浩先生榮譽院士銜。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李國棟醫生讚辭 

常言道：「醫者以人為本。」中國人倫最重家庭，家庭與個人的關係密不可分。「家庭
醫學」作為一門以「人」為本的醫學專科，在澳洲、英國等先進國家早已蓬勃發展，被視為
社區醫療之基準。家庭醫生以家庭為病患照顧的基礎，成為每位家庭成員的醫護統籌。西方
醫學經驗證明，家庭醫學能為社區提供最具效率，最符合成本效益的醫療保健。家庭醫生處
處以「人」為本，重在醫治「病人」，而非僅僅「治病」。因之，家庭醫生乃為市民健康之
前線守護者，事關人民福祉、社會康泰，影響深遠，意義深邃。

李國棟醫生是香港私人執業的家庭醫學專科醫生，為家庭醫學的權威專家。痌瘝在抱，
蒼生在念，李醫生不惟身體力行，救治病人，成為家庭醫生之典範；數十年來，更致力推動
香港家庭醫學，推己及人，貢獻卓越。李醫生於一九七五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人文學學士學
位，繼而於一九八零年取得香港大學醫學學士學位，現任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世界家庭
醫生組織行政會成員兼名譽司庫、香港家庭醫學學院學院審核員。李醫生作為推動香港家庭
醫學之先驅，多年來獲邀出席本地和國際多個學術會議，並在香港和亞太地區積極推動基礎
醫療和家庭醫療制度，成果豐碩。時至今日，家庭醫學於香港社會漸漸受到關注，發展方興
未艾；家庭醫生職能日見彰顯，地位舉足輕重。家庭醫生熱心關懷病人疾苦，雪寒炭煖，蒼
生受惠，李醫生推動宣揚之功，實可稱道。李醫生心繫蒼生，不僅關注民眾疾病，更念及天
然災害於社區所造成之影響，深思如何有效匡助社會應對災害。李醫生以為亞洲國家每多資
源配置不均，又缺乏災害風險管理相關的科研及技術知識，其中香港社區應對破壞、動盪和
自然災害的意識和準備均有未足，又缺乏災難協調、領導和評價機制。有見及此，他全力倡
議於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內，成立香港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中心，為政府應對破壞、動盪
和自然災害的計畫及培訓工作，提供充足支援。通過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該
中心與本校醫學院災害與人道救援研究所緊密合作，支持多項研究院相關課程及學人計劃，
惠及眾生，恩澤綿長；本校通過相關合作計畫，亦獲益良多，深心感銘。

李醫生現為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榮
譽院士、英國公共衞生學院院士、美國內科醫學院榮譽院士、英國皇家全科學院榮譽院士和
香港牙科醫學院榮譽院士。李醫生譽滿杏林之時，不忘教研，講學杏壇，作育英才，關注教
育，歷任康奈爾大學校董會成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榮譽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
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名譽臨床教授，本港兩所大學醫科學生皆蒙沾溉，春風時雨，木鐸鏗
鏘。

宋儒范仲淹嘗言：「不為良相，願為良醫。」「良相」濟世扶貧，「良醫」救疾扶危，
兩者均為惠民濟世的經國大業。李醫生既為「良醫」，亦稱「良相」，多年來熱心本港和內
地的公益事業，扶貧為務，濟世為懷，出任多個本港政府及公共醫療組織成員，並出任智經
研究中心主席、香港聖約翰救傷會董事會成員、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董事會及執行
委員會主席、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委員、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轄下香港賽馬會災難防



護應變教研中心理事會主席，亦為上海華山醫院榮譽顧問、香港醫院管理局董事局成員、世
界家庭醫生組織亞太區主席、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院長、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委員及香港賽馬
會董事。為表揚李醫生對社會所作出之重大貢獻，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零六年頒予太平紳士
榮銜，二零一一年頒授銀紫荊星章。

李醫生自二零零四年起，出任馬會董事局成員，以迄二零一三年，前後十載；期間，
李醫生憑藉醫學專業知識及其對醫務運作的豐富經驗，協助馬會管理慈善信託基金，對醫
藥衞生相關撥款作出評估，賜示高見，並制定「流金頌」等馬會主導慈善項目，協助香港面
對人口老化之挑戰，多所建樹。李醫生出任馬會董事期間，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多次捐助香港
中文大學。李醫生並全力支持本校興建私營教學醫院，鴻圖偉業，終底於成。李醫生德澤廣
施，功在千秋。

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用心關注病人疾苦的良醫良相，他對香港家庭醫學多所建樹，並對
本校籌建教學醫院作出重要貢獻。本人謹恭請校長閣下頒授予李國棟醫生榮譽院士銜。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廖柏偉教授讚辭 

《荀子．天論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
不貣，則天不能禍。」五十年來，香港中文大學面對不同挑戰，從荒涼的山嶺上，建構宏偉
的校園；從財政的困境中，開創發展的機遇。如今根基穩固，財無匱乏，水無窮盡，所端賴
的，正是管治者強本節用、養備動時、循道不貣的功德才智。

廖柏偉教授七十年代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隨後於史丹福大學取得碩士及哲學博
士學位，一九七六年起執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迄今四十年。廖教授歷任經濟學系系
主任、教務長、經濟學講座教授、副校長、校長資深顧問，和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創所所
長。廖教授現為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經濟學榮休教授和香港亞太研
究所經濟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大學運作，在在需財，如何有效運用資源，俾使經費用得其所，極費思量。廖教授深
研應用經濟學理論，於此多有體悟，一九九五年出任大學副校長，負責改革舊有撥款模式，
因而提出「單項預算撥款」機制，直接將資源下達學院學系，俾能靈活調撥，從而大幅提高
資源運用效率。「單項預算撥款」模式自九五年落實以來，一直行之有效，深受院系主管歡
迎，二十年來奉行不悖，沿用至今，大學財政撥款政策得宜，寬緊有度，廖教授貢獻良多。
經濟發展，盛衰有時。天朗氣清之時，雲淡風輕，理財者自可樂得逍遙；每當政府財政緊
絀，撥款不足，仿如烈風暴雨，山河變色，大學便需採取相應措施，緊縮開支，如何在大學
長遠發展與短期財困之間取得平衡，最費心神。二零零四年，香港經濟陷入低谷，大學經費
大幅削減，廖教授時任副校長，再度展現卓越經濟學者的才智，運籌帷幄，即時推出多項
措施，精簡架構，強本節用，有效控制開支，成功渡過困境，風雨飄搖際，安居平五路。
五十三年來，中文大學發展迅速，財無匱乏，廖教授任內種種建樹，實在功不可沒。

大學之道，旨在育才，如何延攬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事關宏旨。廖教授循道不貣，
一九八二年出任中大教務長，高瞻遠矚，為求取錄成績優異之本科生，旋即倡議籌劃「暫取
生計劃」，俾使成績優異之學生，在未獲其他大學青睞之前，可以提前入讀中大。一九八五
年，中大正式實施「暫取生」取錄計劃，奇謀出良策，先據要路津，成功吸納大量優質學
子，全面提升收生成績，於中文大學之發展，影響深邃。樹人大業，作育菁莪，如何培養學
生學習意趣，亦大學教育之成功關鍵；眼見莘莘學子入讀大學以後，四年間忙於應付學科考
試及學位考試，晝夜不息，疲於奔命，廖教授銳意改革大學成績考核制度，在學制改革小組
主席金耀基教授領導下，重新審視中大課程結構，議決廢除學位考試，將過往中英混合之升
級及學位試制度，轉為美式學分制。推行學分制後，學生考試壓力大減，復可自由修讀多種
學科，天高海闊，縱橫翱翔，學習意趣大增，教學效益更能彰顯。廖教授學問淵懿，慧眼高
瞻，以為大學未來發展，必須與社會需求緊密結合，因而全力臂助大學籌建教學酒店及工商
管理學院教學樓，又積極參與成立中大法律學院籌備工作，購入中環美國銀行中心樓層以為
法律學院現址，為學院在市區發展研究院課程奠定基礎。法律學院養備充足，廖教授投資舉



動及時，至為關鍵。廖教授又親自率團考察英美多所學府的書院制度，撰寫報告，於中大成
立五所嶄新書院，以配合二零一二年增收三千多名本科生之需求，近年又參與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籌建工作，可謂建樹良多，彌足稱道。

廖教授熱心社會服務，出任多項公職，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
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成員、航空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
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等。廖教授對香港社會貢獻良多，一九九九年獲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
章，以表揚其傑出之學術成就及在公共服務上的卓越表現；二零零六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現為香港金融管理局轄下香港金融研究中心董事、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
諮詢委員會主席等，迭著勞績，厥功甚偉。

廖教授曾憶述七十年代初到中大，目睹馬料水旁的中大校園，「沒幾棟建築物，沒幾
棵樹，也沒幾個人，光禿禿的，全是砂石。」寒暑更替，四十年後的今天，大學已然繁花錦
簇，高樓林立，師生人數超過三萬。從篳路藍縷，走到華麗金禧，廖教授協助大學走上了康
莊大道。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匡助中大成長的傑出學者，他的功德才智，使大學數十年來財
無匱乏、人才會聚。本人謹恭請校長閣下頒授予廖柏偉教授榮譽院士銜。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長原彰弘博士讚辭 

出身寶島，逐夢東瀛，創業香江，弘道新亞。

長原彰弘博士，是一位出生於台灣、留學日本，定居香港的商界名人、財務專家；
同時，他也是一位博施濟眾、愛護桑梓和關心教育的社會慈善家。還有，他和他的太
太，喜歡踏青馳騁、綠茵揮杆，是高爾夫球的「發燒友」。

長原彰弘，原名張炳煌，一九四零年生於台灣彰化，年青時入讀台灣大學，主修
法律，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台大法學院，斯時許多台灣畢業同學皆圖西進，赴美留學，惟
炳煌獨具懷抱，冀望東遊。一九六八年他考取日本文部省全費獎學金，赴日本一橋大學
深造，獲頒法學碩士及博士學位。畢業後，長原博士加入一間華僑在東京開設的日本信
用保證財務公司工作，正式開展其在商界的光輝歲月。一九七七年，公司委派長原博士
前來香港，成立日本信用保證財務公司香港分行，並出任總經理。其後，為了方便在日
本工作和出入其他地區巡視業務，申請入籍日本，取名長原彰弘，紀念原居地之台灣彰
化。在長原博士的帶領下，日本信用保證財務公司在香港的業務積極擴展，發展迅速。
一九九零年轉售予馬來西亞大眾銀行，成為大眾財務有限公司。長原博士離開日本信用
保證財務公司兩年後，於一九九二年東山再起，自行創業，在一九九三年成立亞洲聯合
財務有限公司，自此業務發展蓬勃，更勝從前。近年來長原博士更把業務發展到神州大
地的各個城市，現時亞洲聯合財務在香港有四十九間分行，業務擴展至內地，遍佈北
京、深圳、天津、成都等十多個城市，總共超過一百五十間分行，以穩健務實的方式，
為一般市民及中小企業提供各項貸款服務，助其周轉解決業務難關。同時，長原博士也
是香港持牌放債人公會主席，備受政府及業界肯定。二零一三年，他被《資本雜誌》評
選為該年度之「資本傑出領袖」。

長原博士在業務上與日本、台灣及內地交往頻密，而在文化和教育上，他也極力支
持香港和三地的交流。一九八二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成立文化基金，推動書
院發展，促進交流；其後於一九九七年起，一直擔任新亞書院校董，期間大力支持書院
舉辦的各項活動。現時他是新亞書院校董、新亞書院投資委員會委員及新亞/日本大學
交換生計劃委員會委員。長原博士在工餘之暇，最喜愛高爾夫球活動，每週和太太都到
深圳打球，經年不輟，而且技術精湛。每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高爾夫球日，他都會代
表新亞書院參加，既切磋球藝，又為大學和書院籌款，對他來說，這是一項一舉兩得的
樂事。

長原博士熱心公益，多年來對社會各項慈善事業，相當關心，和樂於支持。他曾於
二零零四至零九年擔任香港保良局總理，現時是港澳台灣同鄉會名譽會長，並擔任港澳
台灣慈善基金會總理。該基金會於每年秋季在港舉辦「台灣月」，推廣台灣各項文化藝
術活動，長原博士亦是此項活動的主要贊助人。



為了表揚長原彰弘，亦即是張炳煌博士，對本地之社會公益和對推動本港、日本、
台灣及內地四地之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和貢獻，並且表揚他長期以來對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的關心和支持，本人謹恭請校長閣下頒授予長原彰弘博士榮譽院士銜。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