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李樂詩博士講辭 

今天領受了中文大學的榮譽院士銜，我感到很榮幸，尤其榮幸的是能夠代表各位榮譽院
士發表致謝辭。非常感謝中文大學向我們頒授這個榮銜，也謝謝各位來賓的支持和鼓勵。今
年是中文大學的創校五十周年紀念，我們適逢其會，獲頒殊榮，成為中大的一分子，意義更
足珍貴。

五十年前，這裡是一片山野，草木叢生，山下是海灘，吐露港流水滔滔，對岸是蒼翠
的山巒，綿延起伏，環境寧靜，景色秀麗。今天，這裡是一所著名的國際大學所在，山下是
現代化的火車站，對岸山巒腳下高樓林立。幾十年來，吐露港流水依舊匆匆，景色卻不斷變
化，中文大學亦不斷成長。到了今天，中大是一所規模完善的大學，學術成就斐然，而更難
得的是中大師生同人幾十年來不斷努力，已將昔日的雜亂山野建成一個美麗的校園，打造了
一個研習學問、創造知識和追尋理想的天地。

古人為環境的變遷而有「滄海桑田」的感歎。現代科技發達，移山填海司空見慣，並不
稀奇。人力未必勝天，但人力能夠改變環境。社會發展，城市建設，免不了要大興土木。如
何在改變地貌和保護環境之間取得平衡是學問，也是責任。中文大學在環境保護方面做得很
成功，堪稱「綠色校園」，在學術研究方面，中大成立了環境、能源及可持續發展研究所，
在氣候變化、能源、可持續城市環境、公共衞生及環境政策方面 展開跨學科研究及教育項
目。去年，中大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合作推出「地球保源行動」，在校園內設
立「極地」氣候變化博物館，展出我在南極、北極和珠穆朗瑪峰所搜集的珍貴資料和照片，
向公眾推廣對氣候變化的認識。近年很高興，有愈來愈多的同道中人，特別是年青一代加
入，為保護環境而努力，心情之興奮，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

走過「三極」之後，我時刻都聽到它們的呼喚。對於地球環境所受到的破壞，我萬分
難過；對於保護環境，我是矢志不移。事實上，我們的自然環境現在是每況愈下，過度的能
源消耗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令地球溫度不斷上升，造成極端的氣候變化，空氣質素也變壞，
整個生態系統都受到影響。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的資料，現代氣象紀錄內的十個最高氣溫年
份，有九個是在二零零零年後。現在是刻不容緩的時候了。一九九九年，我隨考察隊們到北
極，破冰船進入北極圈不久，駛至大約北緯七十四度的地方，便受到厚厚的冰塊阻擋。但後
來船隻可以到達的緯度愈來愈高，二零零三年是八十度，零八年是八十五度，一零年更去到
八十八度。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的推算，北極冰層從一九七九年到今天已融掉了兩成。北極冰
層溶化的結果是地球加速暖化，海洋水位上升，北極的生物當然是首當其衝受害。近年我們
在北極的營地更發現有北極熊出沒覓食，牠們都是生存環境變得惡劣，食物不足，才會冒着
危險闖入人類的活動範圍。看到連北極熊也無立冰之地，我初則驚愕，繼而感到難過，也十
分焦急。為甚麼會這樣的？地球的環境，不只是人類所有，也是屬於所有生命的。但只有人
類才會改變環境，所以人類亦應有責任作地球護士保護環境。



我們現在生存的是一個怎樣的環境？我們要把一個怎樣的環境交給下一代？這都是值
得我們思考的題目。中文大學慶祝創校五十周年的主題是「傳承．開創」，廣義來說，我覺
得可以是我們思考這些題目的角度，生活在今天的我們，對過去，對未來，都有不可推卸的
責任。前人的發展經驗我們必須引為殷鑑， 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後果都要由將來的人承
受。現在是坐言起行的時候，為了自己，也為了下一代，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應負起現代公民
的責任，改變消費式的生活習慣，改變消耗的觀念，珍惜資源，共同努力，保護我們的地球
環境。我相信，生命影響生命，沒有一個人，或者一代人，是可以超然獨善其身。未來就在
我們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