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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年間，我致力推動中國司法體系的現代化。
起初，我以青年學者的身份，投身於將中國早期司法
判例翻譯成英文；為了這項意義深遠的研究，我甚至
在1995年毅然變賣了自己的蝸居以籌措經費。隨後，
我協助內地法官研修國際法及其實踐理論。魯迅先
生「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
名言，始終是我的座右銘，也是中國快速現代化的見
證。三十五年白駒過隙，中國已在繁榮昌盛、國富民
安的道路上開闢出新天地。當我看到三位中國法官
相繼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的法官時，眼中不禁泛起
欣慰的淚光。

令我倍感振奮的是，中國正以堅定步伐在國際法治
舞台發揮引領作用。在這方面，來自香港的法律學者
以其獨特的普通法背景，為中國法治發展作出了不可
替代的貢獻。這些發展恰逢香港回歸祖國的關鍵時
刻，而香港《基本法》的制訂，也為「一國兩制」的構
想成功奠下堅實的根基。其時，我深感榮幸獲委任為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協助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並
幫助內地、港人與海外人士加深了解「一國兩制」的
獨特性與《基本法》的重要性。這使命需要具備兩大
法制體系的知識及對中外社會文化差異的理解。身
為法律學教授及香港立法會議員，此乃吾職所繫、心
之所向。

十 七載立法會生涯讓 我 深 切體會到完善的法治制
度，是社會有效運行的核心。《基本法》作為普通法
與內地法制交融的典範，是落實「一國兩制」的磐
石。失卻這個根基，社會必將陷入無序。過去十年我
們親歷的動盪與分裂，正是部分人因外部干預、資訊

失實以及人們欠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珍
惜與欣賞，為社會釀成苦果。今天香港得天獨厚，既
擁有普通法與《基本法》的雙重保障及中央政府的鼎
力支持、又獲得背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帶來的紅利，
更能充分享受開放社會帶來的自由。

當今世界動盪不安，我們何其有幸能生活在和諧穩
定的國土上。「一國兩制」是調和政治體制分歧的偉
大創舉，既是中央政府給予港澳的厚禮，也為世界解
決歷史爭端提供寶貴的借鑑。揆諸古今，唯有香港與
澳門的回歸，憑藉「一國兩制」的訂立，主權爭端得
以兵不血刃地解決，實屬罕見。在中國正努力宣導國
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際，我們必須珍視並持續
完善香港特區這獨特的制度。若能如此，我堅信香
港不僅是永遠的東方明珠，更將淬鍊成舉世矚目的
璀璨金鑽。

最後，謹代表全體獲獎同仁，再次衷心感謝母校授予
此項殊榮。我們視院士榮銜為莫大鼓舞，定當繼續恪
守本分，共建守法有序、繁榮安定的社會，讓法治精
神與「一國兩制」在未來百年繼續薪火相傳。謝謝。

梁美芬教授代表所有榮譽院士致此接受辭

梁美芬教授
榮譽院士 
謝辭
校董會主席、校長、各位嘉賓、各位先生、女士：

此刻，我深感榮幸，能夠代表本年度另外兩位傑出的
榮譽院士領受人－學術泰斗程伯中教授與公共衛生
領域翹楚胡定旭教授發表致謝辭。我們三人雖來自
不同領域，卻同樣秉持着對香港與祖國的赤子之心，
在各自的崗位上為香港繁榮、國家發展乃至全球進
步貢獻綿薄之力。

我們都誕生於大變革的時代，見證祖國滄海桑田的
巨變：從貧困的深淵奮起，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更在科技創新領域邁向全球前沿。

三十八年前，我曾以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
業生代表身份在校園致辭，場景歷歷在目。畢業後，
我北上攻讀碩士課程，適逢香港《基本法》起草的
歷史時刻，得以在京城學術殿堂深入研習中國憲法
與《基本法》理論。今日重返母校講台為大家說幾句
話，令我倍感榮幸，心潮澎湃，難以言表。

我在中文大學的主修科是政治行政學，當年我選擇
北上求學的決定，曾令同窗好友大為驚訝，他們紛紛
追問：為何要遠赴北京修習法學？在許多人眼中，這
個很冷門，回港後很難找到。同窗們尤為不解的是，
他們知悉當時我已獲得一些全額獎學金可前往美國
或法國一些頂尖大學深造，而我卻最終選擇了北上
求學之路。

今天，讓我告訴大家當年作出決定的原因。在中大求
學的歲月裏，我們不僅汲取知識養分，更在追夢的過
程中不斷發掘自我潛能。而赴京求學或工作，正是我

自中學時代便魂牽夢縈的夙願。

我的赤誠報國情懷，要追溯到十五歲那年。當時我回
到粵北故鄉探親，所見所聞令我潸然淚下－村頭巷
尾，隨處可見衣衫襤褸的孩童；喜見的是，他們縱使
生活困頓，卻依然向我綻放着純真的笑顏。那時我暗
自立誓：定當竭盡所能，讓這片黃土上的同胞過上更
美好的生活。

畢業之際，我有幸迎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祖國首
次向香港的大學畢業生敞開高等學府大門，讓我們得
以與內地學子同窗共硯、匯聚校園追夢。對於我們來
自擁有山青水秀校園的學生來說，人民大學的的校園
條件之貧乏實在令來自香港的我感到震撼。當時中國
人民大學的校園環境，正是國家艱難前行的縮影：資
源匱乏，校方每週僅能為學生提供一次洗澡機會。

國家領導人經常提到香港在中國經濟騰飛歷程中的
獨特貢獻，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初期。
一直以來，港人憑藉專業素養、國際人脈與豐富的營
商經驗，臂助建構新中國改革開放，讓祖國躋身製造
業強國之列。

我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這段求
學經歷，不僅為我的學術生涯奠定根基，更讓我日後
能參與中國法治建設，起了關鍵作用。中國在經濟轉
型方面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經濟繁榮必須以健
全的公民社會和法治體系為依歸，唯有這樣的發展，
中國才能與全球法治文明相融互通，穩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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