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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於2022年11⽉11⽇�由徐�學
⻑���⾄�⽵坑�⼈永�墳場�拜��
元培先⽣��拜�緣�⾃涂���授�涂
�授師�����便�讀�京⼤學���
校⻑為�元培先⽣（�關涂�授⽣平詳⾒
《珠海⽂史研�所⾦禧�刊》）��元培
�在港�世�涂�授則每年率弟⼦�往�
拜�徐�學⻑師�涂�授��拜未曾間
斷�借���會�是繼往開來�        

記拜祭蔡元培先生墓

         是⽇天朗���⾦��爽�參�校友
�合於港��⽵坑站�並⾃�鮮�作�拜
之 ⽤ � 甫 ⾄ � � � 即 � 除 � 物 � 拭 刷 ⽯
碑�鮮�奉於兩側��碑刻�《�孑⺠先
⽣�表》�由王韶⽣�授所��詳記�元
培先⽣⽣平�其⽤⼼於���主張��陶
冶 性 � ； ⼜ 關 切 國 � � 事 � � 援 學 ⽣ 活
動��是�⼈之���為�世�仰�

         眾⼈上�����招祥麒學⻑於現場
朗誦《�孑⺠先⽣�表》��⾳不絕�使
旁�者���元培先⽣��於亂世��⼀
校之⻑���澤��學⼦���國難則�
挺�⽽出�乃�世���

       活動結束��校友���元培先⽣事
跡���題句賦���抒興懷�

（祭拜後，校友們於蔡元培先生墓前合照留念。）

（校友們於墓前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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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墓表》由王韶生教授撰

寫，碑文仍清晰可見。）

（校友們細讀《墓表》，招祥麒學長即場

朗誦，影片連結﹕

https://bit.ly/3QMG7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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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明�⼜���⼭�⾖�半��
喬⽊��原產於��亞���佈於世界各
���港島�利��百年�果�明﹕⼤樹
參天��開鮮艷����⼈�上庠珠海�
�⼭灣畔��宮�建��植�果�明⼀株
於中庭�期�⼗年樹⽊�百年樹⼈�

節果決明記 徐康

        �校校��家設計�建構���採光
⾃���果�明⼩樹�⻑���可喜��
天意難測�戊戌�⽉���⼭⽵�港��
城樹⽊叠�浩劫��⽬�痍�⼤樹�根�
��⼩樹枝�披���果�明亦��欲
墜���⼀息�⾒者動容��者神傷�
        可幸事隔兩⽉�未�開春��果�明
重��作�抽�⻑��欣欣向���
        古��樹�⼈⾔志�佳作�陳�勝意
�出�柳�元《種樹郭�駝傳》�「�問
�樹�得�⼈�」�其��専⼼���⾃
珍《病梅�記》�「使予�暇⽇�⼜�閒
⽥���貯江寧�杭����之病梅��
予⽣之光��療梅�哉�」彰顯����
�牧《榕樹的�髯》�記�會「⼩⿃天
堂」榕樹同��枝��⼈�衍�⼒�頌掦
⼤⾃�⽣命⼒��
        昔者孔⼦�壇講學�基督��⽊為�
�樹����桃⽊�2019年�國國王拉瑪
⼗世加冕禮儀��物�杖即由�果�明⽊
所���果�明乃佛��樹��
          �校�建⽺城�南��港�乃�港�史
��久之私⽴專上學院��⼗五年培��
����⽣⼀��五�同��枝�鴻�趨
���果�明�彰顯�義�果���斷�明
德�綱常�古��義千��⾔必信�⾏必
果�⼤學之�在明明德��意�⻑��

        �世事�變幻�興學�坦��「⼭川
興廢�信��哉�」國貿�團於珠海學院
險阻�難之��廻狂瀾於�倒��其雄厚
實⼒��⼤理想�引�學校重�出發�繼
��良傳���應社會變��⽴⾜�港⼤
灣��⾯向�世界�鋭意�學校升格為⼤
學�為東南亞��學府�珠海校���⼀
��樹⽊�知�於�寅⼩��栽種�年之
�果�明�⾸����盛�開�吐艷�天
意⼈事�互相呼應��校���⽇趨輝
��楨⽊張揚報喜訊�學林�傳�兆頭�
誠可賀���為⽂�誌�徐�於珠海學院
中庭
        ⼰亥⽴�初記
        �寅⼩�補記

（節果決明樹於四、五月開花，中環美
利樓古樹尤其招徠途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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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果決明記》見於母校中庭，徐學長詠花之堅
毅強韌，也是勉勵我輩不懼磨難、不忘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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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與挑戰

        ⺟校新任校⻑陳致教授於2022年10⽉到
任，隨即便宣佈⺟校暫不改名，只在原名加
上「香港」⼆字，釋除不少校友的疑慮。此
外，陳校⻑認為⺟校亦要把握機遇創新和發
展，不能「⼀成不變」。
         陳致校⻑曾任香港浸會⼤學饒宗頤國學
院院⻑，從事古典⽂學、思想史、⽂獻和古
⽂字等多個領域的研究。我系校友廖書蘭學
⻑於去年12⽉，與陳校⻑進⾏訪問，了解他
將如何帶領⺟校求新、求變。

廖書蘭：陳校⻑，你是10⽉份上任的，距今
已有兩個多⽉，感覺如何？

陳致：我在⼗多年前與珠海學院即有交集，
擔任過珠海中⽂系、應⽤佛學碩⼠的校外專
家。與張忠柟校⻑、胡春惠院⻑、李⽴信主
任都熟，更不⽤說李焯芬校⻑了。過去的10
年，我在香港浸會⼤學饒宗頤國學院院⻑任
上，李校⻑是饒學基⾦會的主席，對我的⼯
作給予了很⼤的⽀持。雖然我不算是初來乍
到，但必須熟悉各種情況，多⽅了解，也要
了解學校的強項，困難在何處，責任很⼤，
所以⾮常忙碌。珠海學院歷史悠久，從年份
上說在香港⾼校中排名第⼆，僅次於港⼤，
⽐浸會⼤學還要早。

廖書蘭：2022年6⽉傳出珠海學院更校名為
經濟管理學院，但在11⽉⼜傳出決定不改校
名，維持舊名珠海學院只在前⾯加了香港⼆
字，請你說明⼀下其中過程。

陳致：珠海學院已有75年歷史，在中國⽂
史、新聞、⼟⽊⼯程、建築等專業，都是有
⼝碑、有傳承的，也培育了很多⼈才，造就
了不少院⼠，如中國⼤陸的兩院院⼠、台灣
中央研究院院⼠、歐洲院⼠、美國的院⼠、
加拿⼤的院⼠都有。
如果改成經濟管理學院，承傳就會出現了問
題。我即刻跟校董了解情況，與各⽅幾輪溝

通下來，最後⼤家都同意改新校名在⽬前還
不是最佳時機，因為香港稱為管理學院的⽐
較多。校董會聽取⼤家意⾒、從善如流，決
定暫不改校名，只在前⾯加上香港⼆字，以
⽰與珠海市區分。稱為香港珠海學院將更為
清晰明確。如果以後有更好的名字，或許將
來在學院升格為⼤學時，⼀次性改名應為恰
當的時機。

廖書蘭：⽬前香港8間⼤學校⻑⼤都是理⼯
科⼈才，⽂科出⾝的⼀位都沒有，樹仁⼤學
創校校⻑鍾期榮教授是法律出⾝，1986年出
任港⼤校⻑的王賡武教授是歷史學家。⾃王
校⻑以後，在香港沒有⽂科學者擔任校⻑。
想聽⼀聽陳校⻑的看法？另外，香港聘請⼤
學校⻑是否以理⼯科為⾸選？

陳致：以前⽂科出⾝的⼤學校⻑還是⽐較多
的，像蔡元培、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都
是顯著的例⼦。美國⽐較多元，⽂科當校⻑
的也很普遍。但校⻑不能⼀⼈做決策，必須
要有團隊，也就是⼀個群體的管理團隊，其
中什麼樣的⼈才都有。所以，校⻑本⼈是什
麼專業並不是那麼重要，⽽校⻑的學識、眼
界和經驗，再加上他有⼀個什麼樣的管理團
隊更重要。

廖書蘭：12⽉5⽇你帶領學院團隊拜訪香港
教育評審局，有什麼收穫嗎？

（考慮到歷史承傳，母校暫不會改名，只在前面加

上「香港」二字，與珠海市作識別。）

採訪﹕廖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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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致校長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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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致：收穫很⼤！我想招收香港籍的雙⾮⼦
弟。過去4年在⼤灣區⼯作的經驗，近距離
了解了這⼀類學⽣的情況。他們有的⽗⺟不
是香港⼈，有的⽗⺟是香港⼈或在香港⼯
作，但在內地⻑⼤，這⼀類年輕⼈有不少在
⾯對前途或升學之路，⽐較迷茫。特別優秀
的學⽣可以上香港⼋⼤或世界名校，但中間
也有很多學⽣想回香港讀書但不知道⽅向，
我想幫助這⼀類群體。
另外是珠海學院原來就有研究型碩⼠博⼠課
程，這幾年學校變化，這些課程沒有了！原
本這些學⽣拿的是台灣教育部頒發的證書。
我們現在要重新啟動，需要了解評審局怎麼
看？詢問評審局如何做？這次會⾯很有成
效，評審局是⽀持的。香港同事做事很嚴
謹，當然要⾛⼀段程序，需要時間。

廖書蘭：珠海學院還有哪⼀些學科不被承認
的⽽你仍在努⼒中？

陳致：所有的學科都是香港教育局承認的，
所以才能拿到學位，但有些是專業⼯會認證
的就不⼀樣，例如建築系有建築師公會認
證，政府按學⽣⼈頭給資助，拿到本科學位
後繼續深造，就可考建築師資格。在香港，
只有港⼤、中⼤和珠海學院具有香港建築師
公會的資格認證。

廖書蘭：你能否談⼀談廈⾨國貿集團的⾓
⾊？

陳致：董事會裏有成功的商⼈，有廈⾨國貿
代表，有教育家、企業家、銀⾏家，都是德
⾼望重在業界很具聲望的社會賢達。2022年
國貿專⾨撥款給珠海學院設⽴國貿獎學⾦，
⽤以⽀持香港籍同學升學，⼒度相當⼤。無
論⼈⼒財⼒，廈⾨國貿都給了多⽅⾯的⽀
持。

廖書蘭：請問校⻑，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
在1992年成⽴，由胡春惠教授擔任主任，出
版《亞洲研究》期刊，在學術界享有⼝碑，
你有什麼計劃繼續接辦？

陳致：《亞洲研究》在華⼈地區相當有影
響，當然會繼續辦下去。

廖書蘭：亞研每年都舉辦兩岸四地以及國外
學者來香港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

陳致：這⽅⾯我很有經驗，在浸會⼤學和
UIC都辦過很多國際學術會議，創辦出版過
叢書、雜誌等。

廖書蘭：是否仍然會開辦應⽤佛學課程、東
⽅⽂史哲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哲學等課程
呢？

陳致：仍會繼續發展佛學和東⽅⽂史哲研究
課程。1947年創校時陳濟棠先⽣、江茂森先
⽣對傳統⽂化特別重視，珠海學院⼀直以傳
承與發揚中華傳統⽂化為宗旨。搬到香港以
後，傳統⽂化課程也是品牌。
現在珠海學院兩岸三地的教授都有，我希望
以後有更多融合，也希望招收更多的台灣學
⽣。

廖書蘭：我們從珠海學院看到中華傳統⽂化
植根在兩岸同胞的⾎脈裏。

陳致：50年代到70年代，陸港台都有許多名
重⼠林的⽂史哲教授在珠海學院教書，例如
錢穆、唐君毅、羅香林、饒宗頣、商承祚等
等⼤家。近20年，珠海學院與歐洲⼀些學
院，內地和台灣許多⾼校都有深度合作，如
北⼤歷史系、南⼤⽂學院，這兩個都是我念
過的學系，我很希望重新啟動與他們的合作
關係。

（陳致校長計劃重啟我校的研究型碩士博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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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書蘭：會不會加強愛國教育？

陳致：傳統教育本⾝就是愛國教育，⽽且是
更深層次的愛國教育。我們要做實質的愛國
教育，是⾎脈中的愛國，⽽不是說教式的愛
國。
學校也有各種和各樣的傳統⽂化的課程和活
動，對學⽣都是⼀種愛國教育。

廖書蘭：你對何時升⼤學有沒有時間表？

陳致：希望3到5年，因為有⼀些硬性的規
定，例如，規定連續幾年招⽣有多少？學術
份量達不達到標準等等，這些不是我個⼈可
以決定的。

廖書蘭：校⻑你怎麼看香港⾼等教育，未來
所⾯臨的機遇與挑戰？

陳致：這是⼀個宏觀的問題，在過去20多年
來，香港本⾝⾃然形成教育重鎮，亞洲⾼等
教育中⼼，有來⾃四⾯⼋⽅的學者、專家和
學⼦。
除了薪資待遇之外，對於⼀個學者來說，學
術環境和獨⽴研究的氛圍也⼗分重要。香港
城市本⾝就具有魅⼒，⽐如她的國際化、多
元化、⾃由度、法制、⽂化兼容。通俗點
說，在香港可以吃到最地道的各國⾷物。為
什麼呢？因為香港把各國⼈才都吸引過來，
讓他們都覺得這裏可以安家落⼾。所以整體
來說，辦⼤學教育，不只是⾼校，社會也⼀
樣，需多元⽂化，多種教育，吸引各國學者
來香港，例如舉辦國際會議，可以邀請各國
頂尖學者，他們⼀聽來香港都很⾼興，這是
香港特⾊。

廖書蘭：所以校⻑看到香港這座國際城市魅
⼒所在。

陳致：對！我們珠海學院開辦⼀帶⼀路中
⼼，有兩個專業：⼀是⼀帶⼀路國家的國際
關係，⼆是國際商務，只有在香港才可以辦
起來。我們可以請到埃及總領事、烏克蘭總
領事來講課，講⼀帶⼀路國家的商務關係，
講他們對⼀帶⼀路國際關係與國際商務的看
法，這是香港魅⼒所在，你可以找到各國最
真實的⽂化內涵，匯聚在香港。

廖書蘭：⾼校的隱憂與挑戰呢？

陳致：⾼校要保持學術⾃由，需要⼀個⾃⾏
研究、獨⽴思考的環境。如陳寅恪先⽣說
「獨⽴之精神，⾃由之思想」。

廖書蘭：如何⾯對挑戰？

陳致：把⾃⼰的⼼胸放開，就能⾯對挑戰；
真正⾃信的⺠族是不怕被批評的，真正⾃信
的⼈也是不怕被批評的。
真正的⾃信，不怕別⼈說你不好，不怕⼈批
評，勇於和善於⾯對批評，應該說更重要。
當然先要有⾃我研判的能⼒，這就是獨⽴思
考之精神！愛國光有激情還不夠，愛國還要
有理性與智慧。讀歷史就知道，歷史上狹隘
的愛國，會對國家危害很⼤；要有智慧和理
性的愛國，才會對國家有幫助。

〈�港珠海學院���挑戰──專訪陳�

校⻑〉﹕https://bit.ly/3DjCXd8

〈中�⽂�是學院品� �做實質的�國

教�──專訪�港珠海學院陳�校⻑〉﹕

https://bit.ly/3RadUPt

⽂字�相�擷�⾃《�⾒名家》﹕

（陳校長與廖學姐於校長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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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9%A6%99%E6%B8%AF%E7%8F%A0%E6%B5%B7%E5%AD%B8%E9%99%A2%E5%89%8D%E7%9E%BB%E8%88%87%E6%8C%91%E6%88%B0%E2%94%80%E2%94%80%E5%B0%88%E8%A8%AA%E9%99%B3%E8%87%B4%E6%A0%A1%E9%95%B7/
https://bit.ly/3DjCXd8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4%B8%AD%E8%8F%AF%E6%96%87%E5%8C%96%E6%98%AF%E5%AD%B8%E9%99%A2%E5%93%81%E7%89%8C-%E5%86%80%E5%81%9A%E5%AF%A6%E8%B3%AA%E7%9A%84%E6%84%9B%E5%9C%8B%E6%95%99%E8%82%B2%E2%94%80%E2%94%80%E5%B0%88%E8%A8%AA/
https://bit.ly/3Rad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