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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ON RETIREM ENT

In  a statement to  the C ounc il, the V ice -C hance llo r 
presented the procedure o f re tirem en t at the present 
stage o f U n iv e rs ity  developm ent. T h e  procedure was 
approved by the C ounc il in  a recent meeting.

T h e  V ice C hancellor's statement reads as fo llow s: 
" T h e  Academ ic P lann ing C om m ittee (A P C ) re
called tha t the P rovis ional C ounc il o f the U n ive rs ity  
resolved tha t the re tirem en t age should be 65, b u t 
th is  was no t approved by G overnm ent fo r subven
tio n  purposes.

Recently the V ice -C hance llo r obtained G ove rn
m ent's agreement to a one-year m ora to rium  on the 
re tirem en t ru le  fo r the year 1964-65. However, 
i t  w i l l  be necessary to produce a po licy  w h ich  is not 
on ly  acceptable to G overnm ent, b u t also serves 
the best interests o f the U n ive rs ity  and its staff. 
I t  is realized tha t re tirem en t at the age o f 60 is 
required in  accordance w ith  Statute 18 o f the U n i
vers ity  O rdinance, and there fore could not be changed 
w ith o u t am ending the Statutes. However, the 
A P C  recom m ended tha t the College Councils should 
consider the fo llo w in g  categories o f s ta ff:—

(i) Those who w il l  be re tired  by 30th September, 
1965;

( ii)  Those w ho w i l l  be re tired  by  tha t date i f  s u it
able replacements are available (th is  im p lies 
tha t the posts w i l l be advertised);

( ii i)  Those who m ig h t be recommended fo r a one- 
year extension fro m  the above date.

I t  was agreed tha t the College Councils are expect
ed to  rep o rt on category (i), b u t should make re
com m endations to the U n iv e rs ity  concern ing catego
ries ( ii)  and ( ii i) .  Such reports and recom m endations 
should be fo rw arded by the Presidents concerned 
to the V ice-C hance llo r, no t la te r than the end o f 
January 1965; and the V ice-C hance llo r, after due 
consideration, w ou ld  sub m it them  w ith  his recom
m endation to the U n ive rs ity  C ouncil. Extension 
approved by  C ounc il en titles the incum bents to 
superannuation benefits fo r the extended period.

T h e  A P C  agreed fu rth e r tha t on ly  in  very excep
tion a l circumstances w ou ld  the U n ive rs ity  consider 
extension beyond the age o f 65. Instances o f very 
exceptional cases are d is tinguished scholars o f in
terna tiona l repute and teachers o f c r it ica l im portance 
to  the operation o f the College or the U n ive rs ity . 
In  a ll such cases the appointee w o u ld  continue to  be 
a m em ber o f the Superannuation Fund.

T h e  A P C  rem inded its e lf tha t extension over CO is 
sub ject to  the physica l fitness o f the staff concerned. 
W ith  regard to  the passages fo r  over-aged sta ff on 
overseas term s the A P C  agreed tha t the College 
concerned, or the U n ive rs ity  as the case may be, 
should pay passage fro m  the overseas te rr ito ry  to 
H o ng  K ong , b u t tha t i f  the sta ff concerned had to 
re tu rn  home after one year's service, he should pay 
his passage fo r the re tu rn  tr ip  to  his ow n country . 
I t  was agreed in  p rinc ip le , however, tha t generally 
in  cases like  th is  there should be im p lic it  agreement 
to  extend the services to tw o  years, thereby e n tit lin g  
the incum bent to  fu ll fares fo r the re tu rn  jou rney .

T h e  A P C  also agreed tha t accum ulated leave p r i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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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ffective date o f re tirem en t w o u ld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 ith  A r t ic le  o f the T e rm s  o f
Service (A ) w h ic h  reads:

" A n  appointee in  good standing w ho retires or 
resigns o r whose con tract term inates and is no t 
renewed, shall be given a g ra tu ity  in  lieu  o f the leave 
tha t has accum ulated b u t no t been taken. T h e  
g ra tu ity  shall be so calculated as to be equal to  the 
salary and S uperannuation F u n d  c o n trib u tio n  tha t 
w o u ld  have been pa id had the leave been taken, b u t 
in  no case sha ll the g ra tu ity  exceed the equ iva len t 
o f eleven m on ths ' salary and superannuation fu n d  
c o n tr ib u tio n ."

RULES CONCERNING GIFTS 
TO TH E U N IVER SITY

T h e  fo llo w in g  are rules recently approved by the 
C o un c il concern ing g ifts , donations, endowm ents and 
financ ia l assistance given to the U n iv e rs ity :

I .  T ypes  o f c o n trib u tio n s  welcom e and so lic ited :

A . G ifts  o f b u ild in gs  o r parts thereof, equ ipm en t, 
books and pub lica tions, and fu rn itu re s .

B. E ndow m ent fo r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
duate bursaries, scholarships and fe llow sh ips, 
and fo r  professoria l chairs o r readerships.

C. D ona tions o f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loan 
funds, and prizes, and fo r v is itin g  pro fessor
ships.

D . F inanc ia l assistance to  ins titu tes, research 
pro jects, and teaching departm ents.

I I .  Acceptance o f c o n trib u tio n s :

A . O ffers o f con trib u tio n s  should be made to the 
V ice -C hance llo r and in  his absence, to the 
P ro -V ice -C hance llo r. In  the absence o f bo th , 
the R egistra r shall act on beha lf o f the V ice - 
C hance llo r fo r  the purpose o f ascerta in ing the 
size o f the c o n trib u tio n  and the cond itions 
attached, i f  any.

B. T h e  V ice -C hance llo r shall accept, subject to 
approval o f the C ounc il, con tribu tions , p rov ided  
tha t (a )such g ifts , etc. are no t incom patib le  
w ith  the purpose o f the U n ive rs ity , and (b) 
such g ifts , etc. should no t invo lve  the U n i
vers ity  in  recu rren t expend itu re  every year.

C. O ffers tha t m ay invo lve  recu rren t expend itu re  
in  the fu tu re  shall be re ferred to the F inance 
C om m ittee  fo r  consideration.

D . T h e  F inance C om m ittee  shall consider all 
m atters re la ting  to the investm ent o f c o n tr i
bu tions and sha ll make its  recom m endations 
to  the C ounc il.

I I I .  Rules applicab le to g ifts , endowm ents and dona
tio n s :

A . C om m em ora tion  o f the donor, i f  desired, w i l l  
be given.

B. N a m in g  a b u ild in g  or parts thereof, o r o f any 
in s titu te , m ust be approved by the C ounc il.

C. T h e  donor o f a b u ild in g  w ill,  i f  he so requests, 
be in fo rm ed  o f the a rch itec tu ra l plan o f the 
b u ild in g  tha t the U n iv e rs ity  has adopted and 
o f the progress in  construction .

IV .  Rules applicab le to bursaries, scholarships, and 
fe llo w s h ip s :

A . O ffers o f bursaries, scholarships, and fe llo w 
ships shall be re ferred by  the V ice -C hance llo r, 
a fte r acceptance, to  the U n iv e rs ity  Scholarship 
C om m ittee  o f the Senate fo r action in  accordance 
w ith  S tatute 11 (3)(h).

B. A f te r  the  U n iv e rs ity  S cho larsh ip  C om m ittee  
has taken action in  accordance w ith  S tatute 11 
(3)(h ), the V ice -C hance llo r shall re fer the  offer 
o f the dona tion o r endow m ent to the F inance 
C om m ittee  fo r consideration o f suitable action 
to  be taken fo r the investm en t o f the fund(s).

V . Rules applicab le to financ ia l assistance to special 
research pro jects o n ly :
A  p o rtio n  o f the  co n trib u tio n , no rm a lly  fro m  10 
to 15 per cent, w i l l  be used to de fray add itiona l 
costs to  the U n iv e rs ity  created by the p ro jec t fo r 
w h ich  the dona tion  is given. T h is  am ount w i l l  
be placed in  a Special F und  and w i l l  be at the d is
posal o f the V ice -C hance llo r.

P AR T-T IM E TEAC H IN G

T h e  C ounc il, in  a recent m eeting, approved a po licy  
govern ing  the em p loym ent o f p a rt- t im e  teachers, w h ich  
w i l l  take effect in  the com ing academic year.

T h e  details o f the new p o licy  are as fo llow s :

1. A  p a rt- t im e  teacher is one engaged by the U n i
ve rs ity  o r one o f its  cons tituen t Colleges fo r the 
express purpose o f teaching p a rt-tim e . M e m
bers o f the A d m in is tra tiv e  S ta ff who teach con
cu rre n tly  are no t considered p a rt- t im e  teachers.

2. A  p a rt- t im e  teacher should teach no t m ore than 
s ix  un its  in  a te rm  (5 m onths).

3. As a ru le  p a rt- t im e  teaching w i l l  be pe rm itte d  
on ly  in  cases where a qua lified  fu ll- t im e  teacher 
is n o t available fo r  courses tha t are requ ired  o f 
s tudents m a jo ring  in  the  subject concerned, 
o r a p a rt- t im e  teacher m ay be engaged to  test 
his s u ita b ility  fo r  fu l l  tim e  appo in tm ent.

4. A l l  appo in tm ents w i l l  be review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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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 ic P lann ing  C om m ittee  before they are 
fina lized.

5. A l l  p a rt- t im e  teachers w i l l  be expected to attend 
departm ent meetings and to set and m ark ex
am ina tion  papers.

6. C om pensation, payable m on th ly , shall be made 
at the rate o f $2,000 per te rm  fo r  a tw o -u n it  
course, $3,000 per te rm  fo r a th re e -u n it course.

or $4,000 per te rm  fo r a fo u r-u n it  course, con
s t itu t in g  the en tire  com pensation fo r  a ll o f  the 
duties lis ted  above.

7. T h e  com pensation fo r p a rt- t im e  teaching is 
charged against u n fille d  fu ll- t im e  posts, hence 
no ad d itiona l budgetary p rov is ion  is required.

8. T h is  p o licy  w i l l  take effect fro m  the 1965/66 
academic year.

COLLEGE BURSARS OR COMPTROLLERS

M r .  J o h n  L .  Espy,  Chung C h i  Col lege

M r. Espy was bo rn  in  Cordele, Georgia, U .S .A . 
and obta ined his B.S. in  C hem ica l E ng ineering  fro m  
the G eorg ia  In s titu te  o f T echno logy in  1944. A fte r  
several years as an e lectron ics officer in  the N avy, he 
attended the M assachusetts In s titu te  o f Techno logy 
and obta ined the Sc. M . in  Chem ica l E ng ineering .

Between the years 1947-1953, M r .  Espy taught 
engineering sub ject at the R obert College School o f

E ng ineering  in  Is tanbu l, T u rk e y . D u r in g  these years 
he trave lled  w id e ly  th ro u g h o u t the Near East, s tud y ing  
the factors re ta rd in g  the in d u s tria liza tio n  o 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1953 M r .  Espy jo in e d  the Eng ineering  D iv is io n  
o f the K odak Park W orks o f the Eastman K odak 
C om pany in Rochester, N .Y . where his assignments 
inc luded  the design and selection o f chem ical process 
eq u ip m e n t; p ro jec t coo rd ina tion , econom ic evalua
tions, financ ia l analysis o f pro jects and tra in in g - 
coo rd ina to r fo r engineering personnel.

Since 1963 M r .  Espy has been a m em ber o f the 
C h em is try  D e pa rtm en t at C hung C h i College, teaching

in d u s tr ia l chem is try . E a rly  th is  year he was made 
B ursar in  ad d itio n  to  his teaching post.

M rs . Espy is w o rk in g  in  the O rde r D e pa rtm e n t o f 
the C hung C h i College L ib ra ry . T h e ir  tw o  ch ild ren  
attend the D iocesan Boys' School.

D o n a l d  Cole M c C a b e ,  N e w  A s i a  Col lege.

M r.  M cC abe was born  on Staten Is land , N ew  Y o rk  
C ity , Decem ber 26, 1917. A fte r  g radua ting  in  1935

fro m  the M o rr is to w n , N ew  Jersey p u b lic  h igh  schools, 
he attended Yale U n iv e rs ity  where in  1939 he received 
a B .A . degree in A m erican H is to ry .

In  1939, M r .  M cC abe was appo inted by the 
Y a le -in -C h in a  Association as "B a c h e lo r" E ng lish  teacher 
fo r Y a li M id d le  School in  H unan , C hina. Because o f 
f ig h tin g  then in  progress in  C h ina, Y a li had been 
relocated fro m  Changsha to  Y u a n lin g  in  the same 
province. H is  appo in tm en t inc luded  a preparatory 
year o f s tudy at the Yale G raduate School in  the  D e
partm ents o f E duca tion  and Race Relations, and two 
subsequent years, 1940-1942, in  Y uan ling .

U p on  his re tu rn  to the U n ite d  States in  Septem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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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iM r. M cC abe vo lun teered fo r service in  the 
U .S . N avy. H e undertook in it ia l m ilita ry  tra in in g  at 
the U .S . N ava l Service M id sh ip m e n 's  School, C o lu m
bia U n iv e rs ity , and received his com m ission as Ensign 
in  June 1943. H e  served as com m issioned officer u n t il 
Decem ber 1963 when he re tired  fro m  m ilita ry  service 
w ith  the rank o f C om m ander.

M r .  M cC abe 's tw en ty -ye a r naval career inc luded 
varied assignments in the Far East and in Naval H ead
quarters offices at W ash ing ton, D .C . D u r in g  1945- 
1946 he stud ied  Japanese at the U .S . N avy  School o f 
O rien ta l Languages at C o lorado U n iv e rs ity .

Im m ed ia te ly  p r io r  to his appo in tm en t as C o m p tro lle r 
at N ew  Asia College, M r .  M cC abe pursued fu rth e r 
graduate studies at George W ash ing ton U n iv e rs ity  
and T h e  A m erican U n iv e rs ity  in  W ash ing ton D .C . 
He is a candidate fo r the M .A . degree in Far East 
A rea Studies at T h e  A m erican U n ive rs ity .

M r .  M cC abe arrived in  H o ng  K o n g  to  assume his
present duties on Ju ly  2, 1964. He is m arried  and
lives w ith  his w ife , Rosenda, a  registered nurse, in 
Yau Y at Chuen, K ow lo on .

M r .  N g  K un K w a i ,  U n i t e d  Col lege.

M r.  N g  was bo rn  in  H o n g  K o n g  in  1902 and graduat
ed fro m  Queen's College in  1923. U p o n  graduation , 
he jo in e d  the H o ng  K o n g  G overnm en t as an A u d it  
C le rk  in  the A u d it  D epa rtm ent.

A fte r  the war, he was placed in  charge o f the general 
office-m anagem ent o f the A u d it  D e pa rtm e n t in  ad
d itio n  to  his no rm a l au d itin g  duties. D u r in g  his 
career, he had taken p a rt fo r  m any years in  the tra in
in g  o f local recru its . H e  held the post o f Senior 
E xam iner and A c tin g  A u d ito r  when he re tired  fro m  the

G overnm en t service in  1960.

M r .  N g  assumed d u ty  as B ursar o f U n ite d  College 
in  A p r i l,  1960 when the College firs t became a G ove rn
m ent-a ided in s titu tio n .

COLLEGE LIBRARIANS

M r .  W . K .  Lee (A c t i ng ) ,  Chung C h i  Col lege.

B orn in  C h ina  and educated in H o ng  K ong , M r. 
W .K . Lee 's s tudy in  the F acu lty  o f M ed ic in e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 ng  K o n g  was in te rru p te d  by the war, 
when he w ent back to the in te r io r  o f China.

A fte r  the war, he jo in e d  the H o ng  K o n g  G overnm ent 
in  the R a ting  &  V a lua tion  D e pa rtm en t fo r  a year.

M r .  Lee began his career in  lib ra rian sh ip  at the 
L ib ra ry  o f U n iv e rs ity  o f H ong K on g . H e was ap po in t
ed as a cataloguer in  1953, and was in  charge o f the 
Fung  P ing Shan L ib ra ry  fo r  the years 1955-56. He 
le ft the U n iv e rs ity  L ib ra ry  fo r  Eng land and stud ied 
lib ra ria n sh ip  in  the B rig h ton  T echn ica l College in 
1959. D u r in g  his stay in  E ng land, he made seve
ral v is its  to the Royal In s titu te  o f In te rn a tion a l 
A ffa irs , the N o ttin g h a m  C oun ty  L ib ra rie s , the E d in
bu rgh  P ub lic  L ib ra rie s , and the U n iv e rs ity  L ib ra ry  o f 
G lasgow. H e was elected to the Register o f the 
L ib ra ry  Association, Lo nd on , and became a Chartered 
L ib ra ria n  in  1963.

M r .  Lee has been a m em ber o f the C om m ittee  o f 
the H o ng  K o n g  L ib ra ry  Association since 1961, and 
was also the H o no ra ry  T reasu rer fo r  1962-3 and 1963-4.

H is  pub lished  works, apart fro m  those published 
in  Chinese newspapers, in c lu d e : "R and om  thoughts 
on the w o rk  o f the College L ib ra 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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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 .  Leo Hua-shen,  U n i t e d  Col lege.

M r. Leo graduated fro m  the Boone L ib ra ry  School 
in  1927 and obta ined his B .A . degree fro m  H ua  C hung 
U n ive rs ity . He was then appointed as lib ra ria n  at 
several in s titu tio n s , besides w h ich  he taugh t L ib ra ry  
Science at various schools, one o f w h ich  was his alma 
m ater —  the Boone L ib ra ry  School.

D u r in g  these early years M r .  Leo served as lib ra ria n  
at the N anka i U n iv e rs ity , at the M in is try  o f Railways 
and at the N a tion a l P e ip ing  N o rm a l U n ive rs ity .

F rom  1937 to 1939, M r .  Leo was in  G erm any as

an Exchange L ib ra r ia n  at the Deutsche Buchere i in  
L e ip z ig  and la te r as the V is itin g  L ib ra ria n  at the 
Preussische S taa tsb ib lio thek in  B e rlin . H is  stay in  
G erm any afforded h im  the o p p o rtu n ity  to  secure a 
good w o rk in g  know ledge o f  the G erm an language.

D u r in g  the war, M r .  Leo  re tu rned  to C h ina  and 
jo in e d  the C entra l L ib ra ry  w h ich  was then in  C h un g
king. H e was attached con cu rre n tly  to the Boone 
L ib ra ry  School and the Soochow Social Science College 
as p a rt- t im e  Professor o f L ib ra ry  Science.

A fte r  the  war, M r .  Leo was appo inted by the M in is try  
o f E duca tion  as E xecu tive Secretary and a M em b er 
o f the N a tion a l Sian L ib ra ry  P lann ing C om m ission. 
H is  w ork  ended tw o  years later, and fro m  1948 to 
1962 his tim e  was d iv ide d  between L in g n a n  U n iv e rs ity  
and the N a tion a l Sun Yat-sen U n ive rs ity , where he 
served as L ib ra r ia n  and Assistant U n ive rs ity  L ib ra ria n  
respective ly.

In  1962 M r .  Leo came to H o ng  K on g  and in  the 
fo llo w in g  year jo in e d  the U n ite d  College as L ib ra ria n . 
E arly  in  1964, M r .  Leo became a m em ber o f the A
m erican L ib ra ry  Association.

COLLEGE DEANS OF STUDENTS

M r .  H u b e r t  P . C .  Cheng, U n i t e d  Col lege.

M r.  H u b e rt P .C . Cheng w orked fo r m any years in 
the ra ilw ay service in  C h ina. H e was born  in  1904, 
and is m arried  w ith  tw o  sons and a daughter. He 
obta ined a B .A . degree fro m  F ra n k lin  College, Ind iana, 
U .S .A ., in  1926.

F ro m  1926 to 1936, M r .  Cheng was a lec tu re r at 
N a tion a l C h i-nan  U n ive rs ity , Shanghai and also at 
the N a tion a l C h iao -tung  U n ive rs ity .

F ro m  1953 to 1957, M r .  Cheng was Dean o f M en  and 
le c tu re r at C hung  C h i College.

F ro m  1957 to 1963, M r .  Cheng was the Executive 
D ire c to r o f the M encius E ducationa l F oundation , 
H o n g  K on g . Before jo in in g  the U n ite d  College in 
1963, M r .  Cheng v is ited  the U n ite d  States to study 
various aspects o f s tudent counse lling services, under 
the sponsorship o f the Asia Founda tion .

H is  pu b lica tions  inc lude  a book, "P ra c tica l R a ilw ay 
O pera tion  in C h in a ", and artic les in  Chinese con
cerned w ith  ra ilw ay problem s and the status o f post- 
secondary college students in H o n g  K ong.

M r .  T ao  Chen -yu,  N e w  A s i a  Col lege.

Born in 1912, M r .  Tao  m ajored in  H is to ry  at the 
N a tion a l T s in g  H ua U n iv e rs ity  and la te r stud ied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 f the T o kyo  Im p e ria l U n ive rs ity .

M r .  T ao  had taugh t as Professor o f H is to ry  at the 
N a tion a l W u-ha n  U n iv e rs ity  and N a tion a l T a iw an 
U n iv e rs ity . H e was also a Research Fe llow  o f the 
Academ ia S 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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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s  pub lica tions , in  the  area o f Sino-Japanese re
la tions, are:

" E x t r a t e r r i t o r i a l i t y  i n  C h i n a  Before  the O p i u m  
W a r " ;  "Japanese For e ign  M i n i s t e r  Soyeshima's M i s
s i o n " ;  " D i p l o m a c y  to the Tsing D y n a s t y  o f  W o r l d  
Powers d ur in g  the Sino-Japanese W a r  1 8 9 4 - 9 5 " ;  " O n  
D r .  Yano' s B o o k  ' D i p l o m a t i c  H i s t o r y  o f  C h i n a  A f t e r  
the Sino-Japanese W a r '  " ;  "Japanese Studies o f  Chinese 
H i s t o r y " ;  " O u t l i n e  o f  Japanese H i s t o r y . "

COMINGS AND GOINGS

To U . S . A .  a nd  U . K .

M r.  S .K . Fang, V ice -P res iden t o f U n ite d  College, 
le ft the C o lony on M a y  1 at the in v ita tio n  o f the U .S . 
State D e pa rtm e n t to v is it  A m erican in s titu tio n s  o 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a ttend the W o r ld  C on
gress on E ng ineering  E duca tion  to be held in  Chicago 
fro m  June 22 to  25. T h is  Congress is be ing sponsored 
jo in t ly  by m any professional societies and w i l l  consider 
various phases o f technica l education, in c lu d in g  tw o - 
year technican tra in in g  program m es, f irs t degrees fo r 
professional engineers, and post-graudate research.

A fte r his v is it to the U n ite d  States, M r .  Fang w il l  
leave fo r  th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to  v is it B rit is h  u n iv e r
sities and colleges fo r a m on th  fro m  Ju ly  1 as the 
guest o f the B r it is h  C ounc il. H e  w il l  re tu rn  to H ong 
K o n g  in  early A ugust.

D u r in g  the absence o f M r .  Fang, the College C ounc il 
has appo inted M r .  N .H . Y oung, Academ ic Registrar, 
as A c tin g  V ice-P residen t.

SOME H ISTO R IC AL FOOTNOTES

T h e  need fo r a u n ive rs ity  in  H o ng  K o n g  teaching 
th ro u g h  the m ed ium  o f Chinese has existed fo r  m any 
years. As the R eport o f the C om m ittee  on H ighe r 
E duca tion  in  H o n g  K on g , com m on ly  know n as the 
K esw ick  R eport, said, "H o n g  K o n g  is un ique  geogra
ph ica lly  and p o lit ic a lly  and its  people have a more 
advanced c u ltu ra l background than the peoples o f 
m ost o ther C o lon ies".

T h e  vast m a jo r ity  o f its inhab itan ts  are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have a tra d itio n a l love o f scholarship, 
and a h ig h ly  developed language, lite ra tu re , and a rtis tic  
sense. H o n g  K on g , i t  was tho ugh t, by reason o f its 
location and circum stances, should ce rta in ly  be a 
centre fo r the East and the W est to  meet, n o t on ly  
fo r com m ercia l advantage, b u t also fo r  cu ltu ra l ex
change. T o  accom plish th is , a un ive rs ity  w ith  Chinese 
as the m ed ium  o f teaching was considered as im p o rta n t 
as a u n ive rs ity  w ith  E ng lish  as the m ed iu m  o f teaching; 
each w o u ld  make a valuable com plem ent to the other.

Ke swi ck  Re po r t

Ever since the incep tion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ng 
K on g , even among the B r it is h  residents in  the Co lony, 
there  have been m any w ho have advanced the idea o f 
estab lish ing a u n ive rs ity  teaching th rou gh  the m ed ium  
o f Chinese, o r a u n ive rs ity  teaching th ro u g h  the m ed ium  
o f bo th  Chinese and E ng lish , in  a ll branches o f learn ing. 
T h e  K esw ick  R eport gave s trong sup po rt to such an 
idea. F o r various reasons, however, th is  recom m enda
tio n  o f the K esw ick  R eport d id  no t lead to im m edia te 
action.

Nevertheless, the need existed. Since 1949, social 
and p o lit ic a l cond itions in  C h ina  have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In  ad d ition  to the large num be r o f 
young men and wom en o f college age w ho cou ld no 
longer re tu rn  to Ch ina fo r  th e ir  h igher education, there 
were thousands w ho em igrated fro m  M a in la n d  China 
to the C o lony. T h e  g ro w th  o f popu la tion  in  the 
C o lony  fro m  less than a m illio n  to m ore than three 
m illio n  between 1949 and 1959, accentuated the need 
fo r  a second un ive rs ity .

Students w i t h  N o  O p p o r t u n i t y

T h e re  are thousands o f students w ho passed the C h i
nese School C ertifica te  E xam ina tion  each year, b u t most 
o f them  have found  no o p p o rtu n ity  fo r h igher education. 
I t  w ou ld  be no t o n ly  w aste fu l, b u t also dangerous to 
society, should the ablest youths w ho pass the Chinese 
School C ertifica te  E xam ina tion  have no suitable avenue 
open to them  fo r u n ive rs ity  education w ith  the excep
tio n  o f those w ho go abroad.

A m ong  the  im m ig ran ts  to  H o n g  K o n g  there were 
a num be r o f refugee educators and m issioneries who 
were fo rm e rly  teachers in  un ive rs ities  o r colleges on 
the m ain land  o f C hina. T h e y  began to  found  colleges 
o f th e ir  ow n, though  w ith  very inadequate resources.

N ew  A sia College was founded in  1949 by such a 
g roup  o f refuge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nd, at fir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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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rented flats in  a s lum  d is tr ic t o f  K ow lo on . C hung 
C h i College was founded in  O ctober 1951 w ith  on ly  
s ix ty -th ree  students and a few  rented classrooms, by 
educators and several representatives o f various Protes
ta n t Churches and M iss ions in  H o ng  K ong . T h e  U n it
ed College o f H o ng  K ong , a com b ina tion  o f five refugee 
colleges, carried on its  w o rk  in  s im ila r rented premises. 
H ow ever, in  spite o f adversity, devotion to lea rn ing  
kep t the Colleges go ing and w ith  the he lp o f friends 
and society at large, and by th e ir ow n persistent e ffo rt, 
a ll three Colleges developed steadily.

Combi ned Ef for ts  

A t the end o f 1956, at the in it ia l suggestion o f the 
Rev. Charles H . Lo ng , Jr., representative o f the Y ale- 
in -C h in a  Association w h ich  was assisting N ew  Asia 
College, the R ig h t Rev. R .O . H a ll, B ishop o f H ong 
K on g , called a m eeting at his house o f representatives 
fro m  C hung C h i, N ew  A sia and U n ite d  to discuss 
jo in t  po lic ies and action fo r  the achievem ent o f objects 
o f com m on in terest. T h is  m eeting was chaired by 
D r. F .L  Tseung, then the President o f U n ite d  College. 
T h is  P rovis iona l C om m ittee  fo r  Jo in t A c tio n  by the 
Chinese Colleges o f H ong K o n g  had several meetings 
and fin a lly  a Chinese Colleges Jo in t C ounc il was es
tab lished  on F ebruary  25, 1957, w ith  C hung C hi, 
N ew  Asia and U n ite d  Colleges, each having three 
representatives. T h e  R t. Rev. R .O . H a ll and 
D r. C .L . C h ien o f the E duca tion  D epa rtm en t were 
co-opted as advisers, and D r . F .L  T seung was elected 
the firs t C hairm an.

J o i n t  Counc i l  

T h e  objectives o f the C o un c il were to raise standards 
in  Chinese h igher e d uca tion ; to develop jo in t  po lic ies 
where possible, and to w o rk  fo r the achievem ent o f 
objects o f com m on in te re s t; and to  represent M em b er 
Colleges in  jo in t  negotiations w ith  G overnm en t where 
com m on p o licy  concerned.

T h e  D ire c to r o f E ducation , then the H on . D .J.S . 
C roz ie r was in fo rm ed  o f the o rgan iza tion  o f the Jo in t 
C o un c il and he showed sym pathy w ith  its  aims. C on
ferences between the C ounc il, the D ire c to r o f 
E duca tion  and S ir C h ris topher Cox, E ducationa l 
A dv ise r to the C o lon ia l O ffice, in  1957 led the C ounc il 
to th in k  th a t the re  m ig h t be a p o ss ib ility  o f G ove rn
m en t m ig h t suppo rt o f a new u n ive rs ity  teaching th rou gh  
the  m ed ium  o f Chinese b u t on ly  when the Colleges 
had achieved the necessary standards.

So in  O ctober, 1957, the C o un c il appo inted a C om
m ittee  to discuss standards fo r  adm ission and fo r 
g radua tion ; standards o f teaching s ta ff; lib ra ry  p ro
v is ion  and equ ipm en t, e tc . ; and ad m in is tra tion  and 
con tro l o f the Colleges. T h e ir  recom m endations were 
sum m arized in  a M em o ran dum  pub lished in  1958.

Or dinance  a nd  G r a n t  Regulat ions 

T h e  M em o ran dum  was sym pa the tica lly  received by 
the G overnm en t and fin a lly  a C om m ittee  composed 
o f M r .  L .G . M organ , then D e pu ty  D ire c to r o f Educa

tion , D r . C .L . Ch ien o f the E ducation  D epa rtm en t,

D r . F . I.  Tseung, then C hairm an o f the Jo in t C ounc il 
and the P resident o f U n ite d  College, D r . L .G . K ilb o rn  
o f C hung C h i College, D r . A .S . L o v e tt o f  N ew  Asia 
College and M r .  J .C .L . W ong, then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 f the C ounc il, was appo inted to  consider 
a Post-Secondary Colleges O rd inance, and G ran t 
Regulations to define the cond itions under w h ich  
G ove rnm en t w o u ld  give financia l assistance to selected 
colleges.

In  June 1959 G ove rnm en t announced a program m e 
w h ich  made these fo llo w in g  po in ts : th a t a Chinese 
U n iv e rs ity  w ith  Chinese as the p r in c ip a l m ed ium  o f 
in s tru c tio 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a t financ ia l aid 
w o u ld  be given to the three colleges concerned to im 
prove th e ir  standards, tha t in  due course, p rov ided  the 
requ ired  standards were m et, and tha t a com m ission 
w o u ld  be appo inted to recom m end on the prepared
ness o f the Colleges fo r  u n ive rs ity  status. F inancia l 
assistance began tha t year, and in  M a y  1960 the Post- 
Secondary Colleges O rd inance was enacted in to  law, 
g iv in g  G ove rnm en t power to  proceed w ith  its  plans.

U n d e r the G ra n t Regulations a ll the approved post- 
secondary colleges were to select all students fo r 
adm ission to  firs t-yea r courses fro m  among those 
a tta in in g  an approved standard at a Jo in t E n try  E x
am ina tion , and to pa rtic ipa te  in  a Jo in t D ip lo m a  E x
am ina tion . These E xam ina tions were con tro lled  by 
s tand ing com m ittees composed o f m em bers nom inated 
by the approved post-secondary Colleges on the G ran t 
L is t  and m em bers nom inated by the D ire c to r o f E d u
cation. T h e  Colleges were also requ ired  to p a r tic i
pate in  the fo rm a tio n  o f a Jo in t E stab lishm ent Board 
fo r  selection o f s ta ff.

Overseas Adv isor s

As proposed in  the declaration o f June 1959, a 
n u m ber o f experts in  un ive rs ity  education were in v ited  
to the C o lony and gave valuable and encouraging advice 
bo th  to G overnm en t and to  the Colleges on th e ir 
developm ent. M r .  J.S. F u lto n , V ice -C hance llo r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Sussex, v is ited  the C o lony in  O ctober, 
1959 and p rov ided  an extrem e ly usefu l report.

T h e  proposals in  the R eport fo r  the developm ent o f 
the Colleges tow ards u n ive rs ity  status underw en t 
serious s tudy by the Colleges. One o f the m atters 
w h ich  received very close a tten tion  was tha t o f re- 
fra m in g  the in d iv id u a l colleges courses and syllabuses, 
bo th  to  make them  m ore suitable fo r  colleges o f u n i
ve rs ity  s tand ing w ith in  a federal set-up , and to ensure 
tha t they w o u ld  meet the needs o f H o ng  K ong . As 
th is  was a very  com plex and d iff ic u lt  task, the Colleges, 
there fore, suggested to the G ove rnm en t tha t three 
advisers w ith  w ide experience in the fram in g  o f courses 
and syllabuses should be in v ite d  to come fro m  the 
U n ite d  K in g d o m  o r the U n ite d  States, to  advise 
on the A rts , N a tu ra l Science, and Com m erce and 
Econom ics courses. T h e  G overnm en t approved 
the suggestion, and three em inent scholars. S ir 
James D u f f , D r . K en ne th  M e lla n b y , and Professor 
F .E . Fo lts , came to H ong K o n g  to s tudy the  proble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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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p ring  o f 1961. T h e n  early in  1962 M r .  J .D . 
Pearson, L ib ra ria n  o f the School o f  O rien ta l and 
A fr ic a n  Studies in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L o nd on , also 
v is ited  the co lony and gave a useful repo rt on 
lib ra ry  developm ent in  the Colleges. T h e  expert 
advice o f these men played a very  s ign ifican t pa rt 
in  the developm ent o f the three G ran t Colleges tow ard  
U n iv e rs ity  status.

J o i n t  Establ ishments

F o llo w in g  the 1959 announcem ent, the Chinese 
Colleges Jo in t C ounc il acted as the uno ffic ia l agent o f 
the colleges in  ra is ing standards and b rin g in g  about 
u n ifo rm ity  in  m atters such as exam inations and q u a li
fications fo r  teaching staft". T o  meet these needs three 
o ffic ia l boards were established: the Jo in t E n try  E x
am ina tion  Syndicate, the Jo in t D ip lo m a  Board and 
the Jo in t Estab lishm ent Board. T h e  C hairm an o f 
these boards were respective ly M r .  S .T . C heung o f 
the E ducation  D epa rtm en t, Professor Y .C . W ong o f 
H o ng  K o n g  U n iv e rs ity , and M r .  W .M . Cheung, 
fo rm e rly  o f the E ducation  D epartm ent.

In  June 1961 the U n iv e rs ity  P repara tory C om m ittee , 
chaired by the H on . C .Y . K w an , was appo inted. I ts  
term s o f reference were to advise on a site fo r  the 
cen tra l u n ive rs ity  b u ild in gs  and the accom m odation 
requ ired. In  due course a site in  the uppe r Shatin 
Valley, no t too far fro m  C hung C h i College, was 
selected and G overnm en t was persuaded to set aside 
250 acres there.

F u l t o n  Commission

F ina lly , in  M a y  1962, G overnm ent, satisfied w ith  
the progress made on a ll fron ts , announced the ap
p o in tm e n t o f a com m ission to make recom m endations 
on the establishm ent o f the U n ive rs ity . T h e  C om
m ission was a d is tingu ished g roup  o f men, and c red it 
fo r  b r in g in g  them  together m ust go to the In te r -  
U n iv e rs ity  C o un c il fo r  H ig h e r E ducation  Overseas 
in  Eng land in  pa rticu la r to  S ir Charles M o rr is , C hairm an 
o f the C ounc il, and to  S ir C h ris topher Cox.

T h e  Com m ission C hairm an was M r .  J.S. F u lto n  
(now  S ir J.S. F u lto n ), w ho has been m entioned earlier. 
T h e  o ther m em bers were D r. C h o h -M in g  L i  
(now  V ice -C hance llo r o f the U n ive rs ity ), Professor 
o f Business A d m in is tra tio n  and D ire c to r o f the Centre

fo 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C a lifo rn ia , 
D r . J.V . Loach, Registrar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Leeds, 
Professor T h o n g  Saw-pak, Professor o f Physics at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M alaya, and Professor F .C . Y oung, 
Professor o f B iochem is try  at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Cam
bridge. M r .  I .C .M . M axw e ll, Secretary o f the In te r-  
U n iv e rs ity  C ounc il fo r H ig h e r E ducation  Overseas, 
jo in e d  the g roup  as secretary. T h e  C om m ission cam e 
to H o ng  K o n g  tha t sum m er and before its departure 
p u b lic ly  announced th a t in  th e ir  v iew  the three Post- 
Secondary G ra n t Colleges were ready fo r u n ive rs ity  
status. T h e y  took i t  tha t th e ir job was to  recom m end 
on the  un ive rs ity  organ ization and con s titu tion . In  
A p r i l  1963 th e ir  eagerly awaited rep o rt was pub lished 
and was received w ith  general enthusiasm . T he  
pa instak ing  care and p ro fu n d ity  w h ich  characterize 
i t  tes tified  to the g ra titude  the U n iv e rs ity  has fe lt 
tow ards M r .  F u lto n  and the o ther learned m embers 
o f the C om m ission.

S h o rtly  thereafter. G overnm en t announced tha t i t  
had approved the C om m ission 's  recom m endations in 
p rin c ip le , as had the Colleges. In  June the fo rm a tion  
o f a P rovis iona l C o un c il was announced; and on Ju ly  
2, 1963 w ith  the com p le tion  o f necessary p re lim in a ry  
w o rk , w h ich  was considerable, the process o f p repa ring  
the way fo r the establishm ent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began.

A  Selection C om m ittee  to f in d  a suitab le  candidate 
fo r  the post o f V ice -C hancello r  was appo inted. M ean
w h ile  the executive affa ir s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were 
en trusted to  the P ro -V ice -C h an ce llo r D r . C .T . Yung, 
w ith  the A c tin g  Registrar, M r .  H .T .  W u  assisting h im .

T hus , a U n iv e rs ity  was f in a lly  born.

(E d ito r 's  no te: T h e  above story —  pieced together from  
reports, m inu tes o f m eetings, speeches, G overnm en t 
announcem ents, etc. —  may serve to f i l l  some h is to rica l 
gaps before the Chinese U n iv e rs ity  was established. 
Special appreciation should be expressed to M r .  S .L . 
W ang, fo rm e r E xecu tive  Secretary o f Chinese C o l
leges Jo in t C o un c il and presently  E xam ina tion  
Secretary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 fo r his records, personal 
papers and rem iniscences. T hanks  also to those 
w ho had played an active ro le  in  the developm ent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fo r  reading the copies and m aking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corrections.)

Th e  U n i v e r s i t y  B u l l e t i n  o f  the C hines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 n g  
K o n g  is p u b lish e d  and d is tr ib u te d  free by  the  U n iv e rs ity  
E d ito r ia l B o a rd ; i t  is m ean t p r im a r ily  fo r  the  U n iv e rs ity  
fa c u lty  and s ta ff, b u t copies are also sent to  fr ie n d s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

A d d r e s s : C/o  T h e  C hines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 n g  K o n g , 
H a n g  Seng B ank B u ild in g , 13th F lo o r, 
677, N a th an  Road, M o n g k o k , K o w lo o n , 
H o n g  K 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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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
年
十
月
，
成
立
一
小
組
會
討
論
以
下
各
點
：
(
一
)
入
 

學
與
畢
業
程
度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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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敎
師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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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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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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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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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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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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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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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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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會
之
建
議
 

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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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年
公
佈
。
 

報
吿
書
之
建
議
得
政
府
之
同
情
，
結
果
由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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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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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成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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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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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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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聯
合
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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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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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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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基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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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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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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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亞
書
院
羅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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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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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協
曾
執
 

行
秘
書
王
長
齡
先
生
。
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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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起
草
專
上
學
校
條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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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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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之
經
費
補
助
規
則
。
 

政
府
於
一
九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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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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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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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一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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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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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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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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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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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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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之
學
院
及
敎
育
司
推
薦
之
人
士
聯
合
組
織
。
 

政
府
按
照
一
九
五
九
年
宣
佈
之
方
案
，
邀
請
幾
位
大
學
敎
 

育
專
家
來
港
，
向
政
府
及
各
專
上
學
校
提
供
有
關
各
校
發
展
 

具
有
鼓
勵
性
的
寶
貴
意
見
。
英
國
S
u
s
s
e
x
大
大
學
校
長
J
.
 S
.
 

F
u
l
t
o
n
先
生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十
月
應
邀
來
港
，
與
各
校
交
換
 

意
見
後
提
供
了
一
項
報
告
，
各
校
後
來
的
發
展
卽
以
此
爲
根
 

據
。
 

富
爾
敦
報
告
書
中
之
建
議
，
經
各
學
院
仔
細
研
究
後
，
認
 

爲
其
中
所
提
各
點
—
—
如
修
正
各
院
課
程
，
使
其
適
合
大
學
 

程
度
及
符
香
港
需
要
等
—
—
實
乃
極
艱
深
之
工
作
，
故
獻
議
 

政
府
從
英
美
聘
專
家
來
港
研
究
此
等
問
題
，
指
導
有
關
文
 

學
，
科
學
，
及
商
學
各
科
課
程
範
圍
。
政
府
首
肯
後
，
英
國
 

D
u
r
h
a
m
 
大
學
校
長
 J
a
m
e
s
 D
u
f
f

 爵
士
，
M
o
n
k
'
s
 W
o
o
d

 自
 

然
保
護
實
驗
所
所
長
 K
e
n
n
e
t
h

 M
e
l
l
a
n
b
y
博
士
及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商
業
管
理
學
院
名
譽
敎
授
F
.
 E
.

 F
o
l
t
s
博
士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春
來
港
，
提
出
極
可
貴
的
有
關
三
校
敎
務
的
報
告
。
 

一
九
六
二
年
年
初
，
英
國
倫
敦
大
學
東
方
與
非
洲
學
院
圖
書
 

館
館
長
 J
. D
.

 P
e
a
r
s
o
n
先
生
到
港
對
三
校
圖
書
館
的
發
展
提
 

出
了
可
貴
的
意
見
。
這
幾
位
專
家
的
意
見
對
於
這
三
所
接
受
 

政
府
補
助
的
專
上
學
校
的
改
組
爲
大
學
的
準
備
有
非
常
重
大
 

的
幫
助
。
 

一
九
五
九
年
政
府
宣
佈
了
發
展
專
上
學
校
的
方
案
之
後
，
 

中
文
專
上
學
校
協
會
成
爲
代
表
三
校
的
機
構
，
進
行
提
高
程
 

度
及
規
定
劃
一
考
試
標
準
和
敎
師
資
格
的
各
種
工
作
。
爲
了
 

進
行
這
些
重
要
工
作
，
該
協
會
聘
毛
勤
先
生
爲
顧
問
，
同
時
 

與
敎
育
司
署
聯
合
成
立
了
三
個
正
式
機
構
：
(
一
)
統
一
招
 

生
考
試
委
員
會
，
(
二
)
統
一
文
憑
委
員
會
，
(
三
)
統
一
 

編
制
委
員
會
。
三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分
別
由
敎
育
司
署
張
紹
棠
 

先
生
，
香
港
大
學
黃
用
諏
敎
授
，
及
敎
育
司
署
張
榮
冕
先
生
 

擔
任
。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
政
府
委
任
了
大
學
籌
備
委
員
會
，
由
 

關
祖
堯
議
員
爲
主
席
開
始
大
學
籌
組
工
作
。
這
個
委
員
會
的
 

任
務
是
向
政
府
提
供
關
於
大
學
本
部
選
擇
校
址
及
其
所
需
校
 

舍
的
意
見
。
不
久
就
選
定
沙
田
上
端
離
崇
基
書
院
不
遠
的
一
 

幅
地
爲
大
學
校
址
，
並
向
政
府
建
議
在
該
處
撥
出
二
百
五
十
 

英
畝
的
地
留
備
大
學
應
川
，
此
建
議
蒙
政
府
慷
慨
接
納
。
 

到
了
一
九
六
二
年
五
月
，
政
府
認
爲
各
方
面
己
有
滿
意
之
 

進
步
，
於
是
宣
佈
任
命
一
委
員
會
，
負
責
對
成
立
大
學
提
 

供
建
議
，
各
委
員
均
爲
知
名
人
士
，
而
羅
致
這
幾
位
知
名
人
 

士
前
來
，
則
應
歸
功
於
英
國
海
外
高
等
敎
育
校
際
委
員
會
，
 

特
別
是
該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C
h
a
r
l
e
s
 M
o
r
r
i
s
爵
士
和
C
h
r
i
s
t
o
p
h
e
r
 

C
o
x
爵
士
。
政
府
所
聘
委
員
會
主
席
爲
前
巳
提
及
之
富
 

爾
敦
先
生
(
現
爲
爵
士
)
，
其
他
委
員
爲
美
國
加
省
大
學
商
業
 

管
理
敎
授
兼
中
國
學
術
硏
究
所
所
長
李
卓
敏
博
士
(
李
博
士
 

後
任
中
文
大
學
校
長
)
英
國
李
兹
大
學
校
務
主
任
J
.
 V
.

 L
o
a
c
h
 

博
士
，
馬
來
亞
大
學
物
理
學
敎
授
湯
壽
柏
博
士
及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生
物
化
學
敎
授
F
.
G
.
 Y
o
u
n
g
博
士
。
委
員
會
的
秘
書
則
 

由
英
國
海
外
高
等
敎
育
校
際
委
員
會
秘
書
I
.
C
.
M
.
 M
a
x
w
e
l
l
 

先
生
担
任
。
F
u
l
t
o
n
委
員
會
各
委
員
於
一
九
六
二
年
七
月
先
 

後
蒞
港
，
八
月
離
港
之
前
，
委
員
會
公
開
宣
佈
認
爲
接
受
政
 

府
補
助
之
三
所
專
上
學
校
已
可
改
組
成
爲
大
學
。
並
允
於
日
 

後
提
供
有
關
大
學
編
制
及
其
組
織
規
程
之
建
議
。
一
九
六
三
 

年
四
月
，
大
家
所
熱
切
期
望
的
報
告
書
終
予
發
表
。
該
報
告
 

書
受
到
了
大
衆
的
熱
烈
歡
迎
，
其
所
特
有
的
審
愼
周
詳
的
精
 

神
，
使
今
日
中
文
大
學
對
富
爾
敦
爵
士
及
參
加
該
委
員
會
工
 

作
的
其
他
幾
位
學
者
，
深
深
感
激
。
 

其
後
不
久
，
政
府
宣
佈
在
原
則
上
接
納
了
 F
u
l
t
o
n
委
員
會
 

的
各
項
建
議
，
各
專
上
學
校
亦
表
示
贊
同
。
六
月
政
府
宣
佈
 

成
立
大
學
臨
時
董
事
會
；
七
月
二
日
，
在
各
種
預
備
工
作
完
 

成
之
後
，
籌
備
成
立
大
學
的
程
序
於
是
正
式
開
始
。
 

一
個
專
爲
物
色
適
當
校
長
人
選
之
選
聘
委
員
會
亦
開
始
工
 

作
；
在
校
長
未
上
任
期
間
，
大
學
行
政
事
務
由
副
校
長
及
崇
 

基
書
院
院
長
容
啓
東
博
士
代
攝
，
並
由
代
校
務
主
任
(
後
眞
 

除
校
務
主
任
)
胡
熙
德
先
生
助
署
。
 

【
編
者
按
】
上
文
爲
追
述
大
學
成
立
前
各
方
面
之
努
力
事
 

績
；
參
考
文
件
包
括
報
告
書
，
會
講
紀
錄
，
 

及
幾
位
參
與
共
事
者
的
囘
憶
。
在
編
寫
小
 

得
王
書
林
先
生
(
前
專
上
學
校
協
會
執
行
秘
 

書
，
現
大
學
考
試
秘
書
)
指
正
尤
多
，
文
稿
 

並
經
多
位
參
加
大
學
成
立
人
士
閱
讀
及
參
加
 

意
見
，
謹
此
致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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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間
敎
育
機
構
任
圖
書
館
長
職
，
並
兼
任
敎
授
圖
書
館
管
理
 

學
，
其
中
包
括
其
母
校
「
文
華
圖
書
館
學
專
科
學
校
」
。
陸
 

氏
曾
任
南
開
大
學
及
國
立
北
平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長
。
 

一
九
三
七
至
三
八
年
，
陸
氏
應
邀
赴
德
國
任
萊
比
錫
爲
交
 

換
圖
書
館
長
及
柏
林
普
魯
士
邦
立
圖
書
館
訪
問
館
長
。
 

戰
時
，
陸
氏
回
國
任
職
重
慶
中
央
圖
書
館
，
並
爲
文
華
圖
 

書
館
學
專
科
學
校
與
蘇
州
社
會
敎
育
學
院
兼
任
圖
書
館
學
敎
 

授
。
 

戰
後
，
陸
氏
獲
敎
育
部
任
命
爲
國
立
西
安
圖
書
館
籌
委
會
 

執
行
秘
書
及
會
員
。
一
九
四
八
至
六
二
年
間
，
陸
氏
服
務
嶺
 

南
與
中
山
兩
大
學
圖
書
館
。
 

一
九
六
二
年
，
陸
氏
南
下
香
港
任
職
聯
合
書
院
爲
圖
書
館
 

長
。
一
九
六
四
年
初
，
陸
氏
成
爲
美
國
圖
書
館
協
會
會
員
。
 

書

院

訓

導

主

任

簡

介
 

鄭
寶
照
先
生
 
聯
合
 

鄭
寶
照
先
生
字
揚
生
，
信
奉
基
督
敎
，
隸
中
華
聖
公
會
，
 

已
婚
，
有
二
子
一
女
。
 

鄭
先
生
早
歳
留
學
美
國
，
一
九
二
六
年
得
美
國
印
第
安
那
 

州
佛
蘭
克
林
大
學
文
學
士
，
一
九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任
國
立
暨
 

南
大
學
商
學
院
講
師
，
一
九
二
七
至
一
九
三
六
年
任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講
師
，
一
九
五
三
至
五
七
年
任
崇
基
學
院
 

兼
任
講
師
，
一
九
五
五
至
五
七
年
任
崇
基
學
院
訓
導
主
任
。
 

一
九
五
七
至
六
三
年
任
香
港
孟
氏
敎
育
基
金
會
主
任
。
自
一
 

九
六
三
年
九
月
任
聯
合
書
院
訓
導
長
迄
今
。
 

鄭
先
生
除
專
志
於
敎
育
外
，
早
年
曾
服
務
於
中
國
鐵
路
機
 

構
，
對
中
國
鐡
路
問
題
，
發
表
論
文
多
篇
。
兩
年
前
曾
再
度
 

赴
美
考
察
大
學
學
生
輔
導
及
敎
育
基
金
會
工
作
。
 

陶
振
譽
先
生
 
新
亞
 

新
亞
書
院
訓
導
長
陶
振
譽
先
生
，
安
徽
天
長
人
，
生
於
公
 

元
一
九
一
二
年
。
一
九
三
三
年
卒
業
於
北
平
國
立
淸
華
大
學
 

歷
史
系
。
旋
赴
日
本
攷
入
東
京
帝
國
大
學
研
究
院
。
 

陶
先
生
爲
中
國
敎
育
部
審
定
敎
授
；
歷
任
國
立
武
漢
大
 

學
、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敎
授
；
並
擔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專
任
研
究
員
多
年
。
現
爲
新
亞
歷
史
系
兼
任
講
師
。
 

陶
先
生
之
著
述
多
爲
有
關
中
日
外
交
史
學
研
究
。
「
甲
午
 

戰
爭
期
間
列
强
之
外
交
」
；
「
評
矢
野
博
士
所
著
日
淸
役
後
 

支
那
外
交
史
」
；
「
日
本
學
人
對
中
國
史
的
硏
究
」
；
及
「
 

日
本
史
網
」
等
。
 

學

人

行

蹤
 

聯
合
書
院
副
院
長
方
心
謹
先
生
，
應
美
國
國
務
院
邀
請
於
 

五
月
一
日
赴
美
訪
問
該
國
之
理
工
高
等
敎
育
機
構
，
並
參
加
 

六
月
廿
二
日
至
廿
五
日
在
支
加
哥
舉
行
之
世
界
工
科
敎
育
會
 

議
。
是
項
會
議
係
由
多
個
世
界
工
科
學
團
體
會
同
主
辦
。
本
 

屆
會
議
將
討
論
工
藝
敎
育
之
各
項
問
題
，
包
括
兩
年
制
技
術
 

人
員
訓
練
、
專
業
工
程
師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研
究
院
及
博
士
 

學
位
課
程
等
。
 

方
先
生
在
美
訪
問
完
畢
後
，
將
應
英
國
文
化
委
員
會
之
邀
 

請
，
於
七
月
一
日
赴
英
國
各
大
學
訪
問
，
在
英
逗
留
約
一
個
 

月
後
，
將
於
本
年
八
月
上
旬
返
港
。
 

在
方
副
院
長
離
港
期
內
，
副
院
長
職
務
，
由
該
院
學
務
長
 

楊
乃
舜
先
生
兼
代
。
 

大

學

成

立

歷

史

溯

引
 

香
港
早
就
應
該
有
一
所
以
中
文
爲
主
要
敎
學
語
文
之
大
 

學
。
正
如
迦
塞
高
等
敎
育
報
告
中
所
云
：
「
香
港
在
地
理
上
 

及
政
治
上
均
有
其
獨
特
及
卓
越
之
處
，
且
其
居
民
文
化
水
準
 

之
高
，
亦
爲
英
國
其
他
殖
民
地
所
望
塵
莫
及
。
其
居
民
中
，
 

中
國
人
民
尤
愛
好
學
術
、
文
學
、
並
富
藝
術
氣
息
。
基
於
 

此
，
香
港
之
發
展
實
不
應
只
限
於
貿
易
；
於
文
化
溝
通
方
 

面
，
實
亦
可
成
爲
一
中
心
。
」
故
設
立
一
所
以
中
文
講
授
之
 

大
學
正
如
一
所
以
英
語
講
授
者
一
樣
重
要
，
兩
者
亦
可
互
相
 

勉
勵
。
 

自
香
港
大
學
成
立
後
，
各
界
人
士
包
括
英
籍
者
在
内
都
有
 

同
感
設
立
一
所
以
中
文
爲
主
或
中
英
文
並
重
之
大
學
，
實
十
 

分
需
要
。
迦
塞
報
告
書
中
亦
提
到
此
點
。
但
基
於
多
種
因
 

素
，
多
年
來
未
有
任
何
具
體
性
的
結
果
；
惟
其
需
要
則
仍
然
 

在
在
的
。
 

一
九
四
九
年
來
，
由
於
中
國
政
之
改
變
，
許
多
適
齡
 

男
女
靑
年
不
能
依
往
例
返
大
陸
受
大
學
敎
育
，
且
有
數
以
千
 

計
之
靑
年
從
内
地
遷
居
香
港
。
香
港
在
一
九
四
九
至
五
九
年
 

間
，
人
口
從
不
及
一
百
萬
濯
至
三
百
萬
有
餘
，
人
數
之
激
增
 

使
設
立
另
一
所
大
學
之
需
要
更
形
迫
切
。
 

每
年
參
加
中
文
中
學
會
考
者
達
數
千
人
，
仍
畢
業
後
除
少
 

數
升
入
港
大
及
家
庭
富
有
力
足
赴
外
國
留
學
者
外
，
十
之
八
 

九
不
能
升
學
。
靑
年
才
能
之
荒
廢
，
莫
此
爲
甚
！
 

南
下
難
民
中
，
有
若
干
受
過
高
等
敎
育
人
士
，
以
前
曾
在
 

國
內
任
敎
於
公
私
及
敎
會
大
學
者
，
在
極
艱
辛
拮
据
之
境
況
 

下
，
開
始
創
立
專
上
學
院
。
新
亞
書
院
就
是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
由
一
羣
南
下
逃
難
之
敎
授
學
生
在
九
龍
租
賃
一
小
地
方
 

而
成
立
者
。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月
，
敎
會
人
仕
與
本
港
敎
育
界
 

開
創
崇
基
書
院
，
起
初
只
有
六
十
三
名
學
生
，
擠
於
幾
間
租
 

來
的
敎
室
中
。
聯
合
書
院
是
由
五
間
流
亡
人
士
創
立
之
學
院
 

合
併
而
成
。
此
三
學
院
抱
着
忠
於
學
術
硏
究
精
神
辦
學
，
並
 

逐
漸
在
各
界
友
好
熱
心
人
士
輔
助
之
下
，
漸
進
佳
境
。
 

一
九
五
六
年
初
，
駐
新
亞
書
院
中
國
耶
魯
大
學
友
好
協
舍
 

代
表
朗
家
恆
等
，
集
議
於
香
港
聖
公
會
會
督
何
明
華
氏
辦
公
 

室
中
，
商
討
如
何
改
進
三
院
事
宜
。
决
議
徵
求
三
院
意
見
，
 

成
立
協
會
，
並
推
蔣
法
賢
先
生
爲
臨
時
主
席
。
以
後
數
次
聚
 

會
中
决
定
，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二
月
廿
五
日
，
成
立
中
文
專
上
 

學
校
協
會
，
每
院
派
三
代
表
出
席
。
何
明
華
會
督
與
香
港
 

敎
育
司
署
錢
淸
廉
氏
同
爲
顧
問
，
蔣
法
賢
醫
生
爲
第
一
屆
主
 

席
。
此
協
會
目
的
乃
欲
提
高
專
上
學
校
水
準
，
共
同
議
策
，
 

促
使
政
府
予
以
援
助
。
 

當
時
敎
育
司
高
詩
雅
氏
頗
贊
成
此
舉
，
並
表
示
其
關
懷
。
協
 

會
與
高
氏
及
英
國
殖
民
部
大
臣
敎
育
顧
問
 S
i
r

 C
h
r
i
s
t
o
p
h
e
r
 

C
o
x
爵
士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初
會
商
。
此
次
會
談
使
協
合
覺
得
 

要
求
政
府
協
助
創
設
一
中
文
大
學
賞
頗
有
希
望
。
故
於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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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校
長
審
定
所
受
捐
贈
之
多
寡
，
如
附
有
條
件
者
，
 

及
其
所
附
之
條
件
。
 

 校
長
得
經
校
董
會
核
准
後
，
接
受
各
項
捐
贈
，
惟
該
捐
 

贈
須
與
大
學
之
宗
者
無
抵
觸
及
與
大
學
之
常
年
費
用
不
 

相
牽
涉
者
。
 

 如
捐
贈
牽
涉
及
大
學
之
經
常
費
用
者
，
則
須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考
慮
。
 

 關
於
所
有
捐
贈
之
欵
投
資
問
題
，
財
務
委
員
會
須
加
考
 

慮
，
並
向
校
董
會
提
供
建
議
。
 

(
三
)
捐
贈
規
則
：
 

 捐
贈
人
如
欲
以
捐
贈
金
爲
紀
念
之
用
，
得
贊
同
之
。
 

 任
何
建
築
物
或
硏
究
院
之
定
名
，
須
經
校
董
會
批
准
之
。
 

 捐
贈
建
築
物
者
，
如
捐
贈
人
欲
知
大
學
所
擬
定
之
建
築
 

圖
則
及
建
築
之
進
展
情
形
，
應
供
給
之
。
 

(
四
)
助
學
金
，
獎
學
金
及
研
究
金
規
則
：
 

 助
學
金
、
獎
學
金
及
團
體
獎
學
金
經
接
受
後
由
校
長
交
 

由
大
學
敎
務
會
中
之
大
學
獎
學
金
委
員
齊
依
照
規
程
第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第
八
節
辦
理
。
 

 大
學
獎
學
金
委
員
會
經
照
規
程
第
十
二
條
第
三
現
第
八
 

節
辦
理
後
，
校
長
應
將
全
案
交
由
財
務
委
員
會
考
慮
最
 

佳
之
投
資
辦
法
。
 

(
五
)
資
助
特
别
研
究
計
劃
規
則
：
 

此
項
捐
助
欵
項
中
百
分
之
十
至
十
五
，
通
常
用
以
支
付
大
 

學
因
實
施
該
計
劃
所
發
生
之
附
加
費
用
。
此
數
全
部
將
撥
入
 

特
別
費
用
內
，
歸
由
校
長
支
配
。
 

聘
請
兼
任
講
師
的
方
針
 

大
學
校
董
會
在
其
最
近
會
議
中
，
通
過
關
於
聘
用
兼
任
敎
 

師
議
案
，
將
於
下
一
學
年
內
實
施
。
 

以
下
爲
該
新
方
針
之
詳
細
內
容
︰
 

(
一
)
兼
任
敎
師
乃
受
大
學
或
成
員
學
院
之
聘
作
兼
任
講
學
者
，
 

行
政
人
員
兼
任
敎
學
者
不
視
爲
兼
任
敎
師
。
 

(
二
)
兼
任
敎
師
每
學
期
(
五
個
月
)
敎
授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六
學
 

分
。
 

(
三
)
聘
用
兼
任
教
師
一
般
由
於
以
下
原
因
：
學
生
專
修
科
目
中
 

無
適
當
之
專
任
敎
師
可
以
任
敎
者
；
或
專
任
敎
師
在
正
式
 

聘
用
之
先
，
使
其
擔
任
兼
任
，
以
考
驗
其
是
否
果
能
勝
任
 

愉
快
者
。
 

(
四
)
兼
任
敎
師
在
聘
任
之
前
須
經
敎
務
籌
劃
委
員
會
予
以
審
 

核
。
 

(
五
)
所
有
兼
任
敎
師
須
出
席
系
務
會
議
及
參
加
擬
定
命
題
及
評
 

分
工
作
。
 

(
六
)
凡
每
學
期
講
授
課
程
爲
二
學
分
時
，
其
酬
金
爲
二
千
元
，
 

三
學
分
時
爲
三
千
元
，
四
學
分
時
爲
四
千
元
。
上
項
規
定
 

之
酬
金
係
包
括
上
述
全
部
工
作
。
 

(
七
)
兼
任
敎
師
酬
金
應
就
所
缺
專
任
敎
師
之
薪
給
中
支
付
，
故
 

無
須
另
外
追
加
預
算
。
 

(
八
)
本
辦
法
將
於
一
九
六
五
—
—
六
六
學
年
起
實
施
。
 

書

院

總

務

長

簡

介
 

艾
詩
伯
先
生
 
崇
基
 

艾
詩
伯
先
生
生
於
美
國
喬
治
亞
州
。
一
九
四
四
年
畢
業
於
 

喬
治
亞
工
專
，
得
理
學
士
銜
。
後
服
務
於
海
軍
部
爲
電
子
學
 

工
程
師
數
年
，
嗣
又
進
入
麻
省
工
專
，
得
化
學
工
程
碩
士
銜
。
 

一
九
四
七
至
五
三
年
間
，
艾
氏
任
敎
土
耳
其
伊
士
坦
丁
堡
 

工
業
學
院
。
此
數
年
中
，
艾
氏
遍
遊
中
東
各
國
，
考
察
此
等
 

國
家
工
業
落
後
之
因
素
。
 

一
九
五
三
年
，
艾
氏
返
美
任
職
於
紐
約
柯
達
廠
負
責
訓
練
 

工
程
人
員
，
指
導
化
學
試
驗
程
序
等
工
作
。
 

一
九
六
三
年
來
港
任
敎
崇
基
書
院
化
學
系
，
敎
授
工
業
化
 

學
。
今
年
初
，
兼
任
崇
基
書
院
司
庫
。
 

艾
夫
人
現
任
職
崇
基
書
院
圖
書
館
；
其
二
子
女
就
讀
男
拔
 

萃
書
院
。
 馬

達
人
先
生
 
新
亞
 

新
亞
書
院
總
務
長
馬
達
人
先
生
，
一
九
一
七
年
生
於
美
國
 

紐
約
史
特
頓
島
。
一
九
三
九
年
畢
業
於
耶
魯
大
學
，
獲
文
學
 

士
學
位
。
旋
在
中
國
湖
南
長
沙
湘
雅
中
學
任
英
語
敎
員
。
 

一
九
四
二
年
，
馬
達
人
先
生
返
美
加
入
海
軍
，
翌
年
畢
 

業
於
哥
侖
大
學
美
國
海
軍
軍
官
學
校
，
其
後
卽
在
海
軍
中
服
 

務
，
積
功
陞
至
海
軍
中
校
；
直
至
一
九
六
三
年
始
退
休
。
 

馬
達
人
先
生
於
一
九
四
五
至
四
六
年
間
曾
在
美
國
科
羅
拉
 

多
大
學
東
方
語
言
學
校
進
修
日
文
，
今
年
七
月
應
聘
爲
新
亞
 

書
院
總
務
長
之
前
，
曾
進
美
國
華
盛
頓
大
學
攻
讀
碩
士
學
 

位
，
專
門
硏
究
遠
東
問
題
。
 

馬
達
人
先
生
已
婚
多
年
，
其
夫
人
羅
珊
達
女
士
爲
一
白
衣
 

天
使
。
 

吳
觀
溎
先
生
 
聯
合
 

吳
觀
溎
先
生
一
九
〇
二
年
生
於
香
港
，
一
九
二
三
年
畢
業
 

於
皇
仁
書
院
，
自
一
九
二
四
年
起
，
一
貫
任
職
於
香
港
政
府
 

核
數
署
，
直
至
一
九
六
〇
年
退
休
，
計
逾
三
十
六
年
，
其
最
 

後
職
位
爲
高
級
稽
核
師
及
署
理
核
數
官
。
 

在
任
職
期
間
，
負
責
審
核
庫
務
司
署
稅
收
及
支
出
總
賬
及
 

政
府
各
機
關
賬
目
；
於
第
二
次
大
戰
復
員
後
，
兼
處
理
該
署
 

事
務
，
且
於
多
年
來
，
協
助
該
署
訓
練
新
進
人
員
工
作
。
 

一
九
五
九
—
六
〇
年
度
，
聯
合
書
院
開
始
接
受
政
府
經
費
 

補
助
，
成
爲
補
助
專
上
學
院
之
一
，
吳
先
生
乃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四
月
接
任
總
務
長
之
職
，
以
迄
至
今
。
 

書

院

圖

書

館

長

簡

介
 

李
榮
檢
先
生
 
(

代

理

)

崇

基
 

李
榮
檢
先
生
粤
之
南
海
人
，
幼
年
在
本
港
受
敎
育
，
曾
就
讀
 

於
九
龍
華
仁
及
喇
沙
書
院
，
繼
入
香
港
大
學
醫
學
院
攻
讀
，
戰
 

事
期
間
轉
徙
内
地
，
返
港
後
曾
在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供
職
。
 

李
氏
初
入
圖
書
館
界
卽
在
香
港
大
學
圖
書
館
工
作
，
一
九
 

五
三
年
晉
升
爲
編
目
貨
，
並
一
度
主
理
馮
平
山
圖
書
館
館
 

務
，
隨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辭
職
赴
英
攻
讀
圖
書
館
學
，
曾
在
該
 

地
各
類
圖
書
館
作
實
習
考
察
，
一
九
六
三
年
註
冊
爲
英
國
圖
 

書
館
協
會
合
格
館
員
。
 

李
氏
自
一
九
六
一
年
以
來
卽
被
選
爲
香
港
圖
書
館
協
會
委
 

員
會
委
員
，
並
曾
任
該
會
義
務
司
庫
兩
年
。
 

陸
華
深
先
生
 聯
合
 

陸
華
深
先
生
畢
業
於
華
中
大
學
，
得
文
學
士
學
位
、
續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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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大
學
校
刊
 

第

一

卷

第

十

一

期
 

一

九

六

五

年

五

月
 

校

刊

目

錄
 

頁
數
 

敎
職
員
退
休
問
題
 一
 

大
學
接
受
捐
贈
規
則
 一
 

聘
請
兼
任
講
師
的
方
針
 二
 

書
院
總
務
長
簡
介
 二
 

書
院
圖
書
館
長
簡
介
 二
 

書
院
訓
導
主
任
簡
介
 三
 

學
人
行
縱
 三
 

大
學
成
立
歴
史
溯
引
 三
 

敎
職
員
退
休
問
題
 

李
卓
敏
校
長
於
其
致
校
董
會
報
告
中
，
提
出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
敎
職
員
退
休
實
施
辦
法
。
其
建
議
業
經
校
董
會
通
過
。
 

李
校
長
之
報
告
如
下
：
 

敎
務
籌
劃
委
員
會
當
憶
及
大
學
臨
時
董
事
會
曾
訂
定
退
休
 

年
齡
爲
六
十
五
歳
，
但
此
建
議
因
牽
涉
津
貼
及
補
助
種
種
問
 

題
，
未
被
接
納
。
 

近
經
徵
得
政
府
同
意
，
决
定
是
項
退
休
辦
法
在
一
九
六
四
 

至
一
九
六
五
年
度
內
暫
不
執
行
，
將
其
時
間
延
長
一
年
。
但
 

吾
人
須
提
一
對
策
，
爲
政
府
所
能
接
納
，
而
同
時
兼
顧
及
大
 

學
各
敎
職
員
之
利
益
。
 

規
定
六
十
歲
爲
退
休
年
齡
乃
見
於
大
學
規
程
第
十
八
條
，
 

若
有
任
何
更
易
，
勢
須
涉
及
修
改
該
規
程
。
故
敎
務
籌
劃
委
 

員
會
建
議
各
學
院
之
董
事
會
應
考
慮
將
有
關
敎
職
員
劃
分
爲
 

下
列
三
類
：
(
一
)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退
休
者
；
 

(
二
)
若
有
相
當
之
新
人
補
充
(
此
包
括
登
報
招
聘
新
敎
職
 

員
)
則
該
敎
職
員
可
予
在
其
規
定
期
間
內
退
休
者
；
(
三
)
 

學
院
建
議
其
退
休
期
間
擬
予
展
延
一
年
者
。
學
院
董
事
會
已
 

同
意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一
月
底
以
前
將
第
一
類
之
報
告
及
第
二
 

第
三
類
之
推
荐
書
，
送
交
大
學
校
長
，
經
酌
定
後
，
連
同
其
 

意
見
呈
送
校
董
會
核
准
。
凡
敎
職
員
受
聘
期
間
如
經
校
董
會
 

准
予
展
延
，
在
其
展
延
期
間
內
，
仍
可
享
公
積
金
利
益
。
 

教
務
籌
劃
委
員
會
同
意
祗
有
在
十
分
特
殊
情
形
之
下
，
大
 

學
始
考
慮
及
六
十
五
歲
以
後
續
約
問
題
，
例
如
，
該
員
乃
在
 

國
際
間
饗
有
盛
名
之
學
者
，
或
爲
對
大
學
及
學
院
行
政
上
有
 

極
重
要
影
響
之
敎
師
。
在
此
等
情
形
下
，
凡
續
受
聘
者
均
得
 

繼
續
享
受
公
積
金
利
益
。
 

敎
務
籌
劃
委
員
會
聲
明
稱
，
滿
六
十
歲
之
敎
職
員
，
其
應
 

延
期
退
休
與
否
並
視
該
員
之
健
康
而
定
。
 

關
於
海
外
所
聘
超
齡
之
敎
職
員
其
旅
費
問
題
，
敎
務
籌
劃
 

委
員
會
認
爲
大
學
或
學
院
應
按
其
情
形
担
負
自
海
外
地
區
前
 

來
香
港
之
旅
費
，
但
如
任
滿
一
年
卽
行
離
職
者
，
則
應
自
 

費
返
國
。
旋
經
同
意
原
則
上
雙
方
應
有
默
契
於
期
滿
展
續
一
 

年
，
如
是
，
則
該
員
可
得
全
部
來
囘
旅
費
。
 

敎
務
籌
劃
委
員
會
並
同
意
敎
職
員
退
休
前
所
累
積
之
長
假
 

得
根
據
甲
級
聘
約
第
五
條
處
理
，
該
條
之
規
定
如
下
：
 

「
受
聘
人
於
其
任
滿
離
職
時
，
而
有
累
積
長
假
未
曾
領
用
 

者
，
得
以
金
額
作
爲
補
償
。
此
金
額
之
計
算
等
於
其
應
得
薪
 

金
及
其
公
積
金
，
但
其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十
一
個
月
之
薪
金
及
 

公
積
金
之
總
額
。
」
 

大
學
接
受
捐
贈
規
則
 

關
於
大
學
接
受
捐
助
金
，
補
助
金
，
及
各
種
財
政
上
資
助
 

規
則
，
業
經
大
學
校
董
會
核
准
如
下
：
 

(
一
)
接
受
捐
贈
種
類
：
 

 
建
築
物
或
一
部
，
各
項
設
備
，
書
籍
，
印
刷
品
或
傢
 

具
等
。
 

 肄
業
生
及
研
究
生
之
助
學
金
，
獎
學
金
及
硏
究
金
與
講
 

座
敎
授
及
敎
授
之
講
席
捐
助
金
。
 

 各
項
獎
學
金
，
助
學
金
，
助
學
貸
金
，
獎
金
及
客
座
敎
 

授
講
席
捐
助
金
。
 

 各
硏
究
院
，
研
究
計
劃
及
對
各
學
系
之
財
政
上
捐
助
•
 

(

二

)

接

受

捐

贈

辦

法

︰
 

 各
項
捐
贈
須
由
校
長
受
領
。
校
長
缺
席
時
，
則
由
副
校
 

長
受
領
。
校
長
及
副
校
長
均
缺
席
時
，
得
由
校
務
主
任
 


	20120820165633056-1
	20120820165633056-2
	Copy of 20120820165633056-2
	20120820165633056-3
	Copy of 20120820165633056-3
	Copy of 20120820165633056-4
	20120820165633056-4
	20120820165633056-5
	Copy of 20120820165633056-5
	Copy of 20120820165633056-6
	20120820165633056-6
	Copy of 201208201656330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