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屆榮譽院士頒授典禮

蔡關頴琴女士
謝辭

校董會主席、校長、各位嘉賓、各位先生、女士：

我非常榮幸能夠代表本年度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院士的領受人發表致謝

辭，他們分別是查毅超博士、鄭振耀教授、鄭錦超先生、張宏毅律師和

北村隆則教授。承蒙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院士的榮銜，我們深感慶

幸，箇中的濃情厚意，銘記於心田。

我與中大結緣始於自1991年每年陪伴或代表出任聯合書院校董的丈夫

蔡冠深出席頒發奬學金及參加中大重要活動，也因此認識了不少朋友。

猶記得九十年代初，我夫婦倆獲諾貝爾理學奬得主、中大博文講座教授

楊振寧博士邀請到他在中大的家作客，並自此和他相交數十年，參加他

七十、八十、九十以至一百歲的壽筵。每次他來香港，都是住在中大，我

感覺中大就是他在香港的家。一位國際知名的科學家對中大有如此深

厚的感情，足見中大吸引高端人才的魅力。	當時中大校長是另一位諾

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有「光纖之父」美譽的高錕教授，雖然蜚聲國際，卻

是一位謙遜有禮的君子。他和妻子非常恩愛，我們兩對夫婦不時往來聚

首。除了楊振寧及高錕教授，我也有幸認識在中大任教的菲爾茲獎得主

丘成桐教授和國學大師饒宗頣教授，及中大多任校長包括李國章教授、

金耀基教授、劉遵義教授、沈祖堯教授和現任校長段崇智教授，他們都

在不同學術領域有卓越成就。中大人才滙聚，精英雲集，故多年在世界

大學排名躋身百名之內。早已視自己為中大的一分子的我，深感無比光

榮。非常欣喜現在我有更多機會參與中大的事務，對中大的感情更深。

在我與中大的多年交往中，有宗令我難忘的「小事」，是2008年有關我

和冠深向中大文物館的捐贈。早年我們在拍賣行購得已故著名中國散

文家、魯迅弟弟周作人1961年致香港友人高伯雨的親筆函。捐出親筆函

不久，便收到文物館館長林業強教授的答謝函。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林



教授在信中附上長達兩頁的註釋，詳細考證周作人這

親筆函的背景，包括引述《周作人日記》中提及1961年

的相關事蹟，以闡述原本僅數百字函件的內容。林教

授的答謝函令我和冠深感動不已，因為這不是一般的

謝函。林教授的認真考證態度和對文物的愛好，突顯

了文物館以至中文大學對文化和歷史的重視，而不只

是視周作人書函為芸芸捐贈品中的一項。十五年後，

我們已忘卻了當年耗費多少購入函件，但卻銘記中大

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尊重，令我們留下無法磨滅的印

象。中大近年在創新科技方面取得驕人成就，但大學

亦同時珍惜及尊重中國固有的優雅文化和源遠流長的

歷史，以及重視發揚人文學科的深厚傳統。

創校以來，中大致力培養人才，落實全人教育，備受學

界的認同與社會人士的稱頌。現時中大是香港唯一間

實行書院制的專上學府，所屬的九間書院，悉力提供

專屬課程和活動，以拓展學生視野，豐富他們的校園

生活。由於我熱愛音樂藝術，認識不少才華滿溢的音

樂家，包括情操高尚，待人親切，廣受古典樂迷和青年

人歡迎的大提琴家李垂誼先生，因確信全人教育在大

學的重要性，所以我特別兩次主動向聯合書院提出邀

請他到中大現場演奏及與學生分享他在人生抉擇和發

展事業的心路歷程。由於李垂誼常居歐洲，他在香港

的時間不多，而中大的課程緊湊，找到適當的日期和

地方不易，感謝聯合書院的同事，尤其是時任院長余

濟美教授及副院長麥陳淑賢教授，兩次都做到完善的

安排，每次都座無虛席，400多的座位不但坐滿，還有

多人站着。可見中大對學生全人教育的重視，無論多困

難，都替學生爭取擴闊他們視野的機會。

為支持中大全人教育的理念，蔡繼有教育及慈善信託

與蔡冠深教育基金會，於2018年向聯合書院作出捐

贈，以支持書院興建樓高四層的學生宿舍，該宿舍除

將提供125間雙人房，供250位學生使用，也將為書院

提供額外活動設施，包括一個多用途禮堂，可供舉辦

音樂會、藝術展覧及主題講座等。這300座位的禮堂將

開放予全校學生，包括走讀生，為後者提供下課後仍可

留校參與課外活動的方便，以增加學生的校園體驗。

就像獲贈周作人文物的情況般，中大對新宿舍的整體

規劃和內部設施的工作非常認真，組成專業團體，在

設計階段時提供意見及向各方諮詢，動土後定期檢視

及報告宿舍建造進度，表現出積極盡責態度，務求達

到捐贈者的嚴格要求，及令使用者（主要是學生）得到

最大的受惠。

在此，我再次代表今天的榮譽院士受領人，再次感謝

香港中文大學頒予我們這恩澤流長的榮銜。我深感慶

幸，能夠獲得大學認同我和家族為大學做的工作。期

望在未來的歲月，能夠與大學繼續攜手並肩，為專上

教育略盡綿力。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學成立60周年鑽禧

誌慶，提供了絕佳的機會讓中大社群反思過去及展望

未來。謹此祝願及深信大學於未來的歲月，繼續為香

港的發展綻放光芒。謝謝。

蔡關頴琴女士代表所有今天的榮譽院士致此接受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