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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S

S h i i n g -s h e n  C H E R N , D.Sc .

D r  Shi i ng-shen C hern is one o f the  m ost ou ts tand ing  
m a them atic ians  o f the  w o r ld  today . H is  co n tr ib u tio n  to  the  s tudy 
of  m a them atics  is so s ig n ifica n t th a t i t  bears h is nam e: the  fam ous 
"C h e rn 's  ch a ra c te ris tic  classes".

• P ro fessor C hern 's academ ic b ackg roun d  and experience are 
indeed m ost im pressive. He began his academ ic p u rs u it b y  ta k in g  
the  degree o f B ache lo r o f Science fro m  N a n k a i U n ive rs ity , T ien ts in , 
C hina, in  1930, and subsequently  earned the degree o f M as te r o f 
Science a t T s ing  H ua  U n ive rs ity , P e ip ing , fo u r  years la te r. He then  
con tinued g radua te  w o rk  in  F rance  and G erm any, o b ta in in g  the  degree 
o f D o c to r o f Science a t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H a m b u rg  in  1936.

  He re tu rn e d  to  C hina to  teach  a t the  Southw est Associated 
U n ive rs ity , w here  he was a p ro fessor o f m a them atics  fro m  1937 to 
1943. Then, he conducted fu r th e r  research in  the  U .S .A . as a m em ber 
o f the  fam ous In s titu te  fo r  A dvanced  S tudy  a t P rince ton . In  1946, 
he was in v ite d  b y  the  A cadem ia  S in ica in  N a n k in g  to  assume the 
im p o rta n t post o f a c tin g  d ire c to r o f its  In s titu te  o f M a them atics  In  
1949’ D r. C hern le f t  fo r  the  U .S .A . to  become a pro fessor o f 
m a them atics  a t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Chicago, and since 1960 has been 
w ith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C a lifo rn ia , B e rke ley .

P ro fessor C hern has been elected to  num erous d is tingu ished  
pro fess iona l and academ ic bodies, espec ia lly  the  A cadem ia  S in ica o f 
China, the  N a tio n a l A cadem y o f Sciences o f the  U .S .A ., the  A m e rica n  
A cadem y o f A r ts  and Sciences, and the  A m e rica n  M a th e m a tica l 
Society, o f w h ic h  he served as V ice -P res iden t fro m  1962 to  1964. He 
has also been connected, in  va rious  capacities, w ith  p ro m in e n t 
m a th e m a tica l jo u rn a ls .

Once in  an in te rv ie w  b y  a new spaper re p o rte r, D r. Chern was 
asked w h y  he had s tud ied  m athem atics. H is  answ er was th a t " M y  
Chinese and E n g lish  w ere n o t good and I  cou ld  no t conduct 
experim ents ;  th e re fo re , I  cou ld  o n ly  s tudy  m a th e m a tics ." As a 
m a tte r o f fa c t, D r. C hern 's Chinese and E ng lish  have been ve ry  good 
ever since h is s tuden t days. As a fa s t w r ite r ,  he used to  he lp  his 
classmates b y  w r it in g  com positions fo r  them , a lth o u g h  he com pla ined  
th a t the  ones he w ro te  fo r  o thers sometimes earned h ig h e r m arks  
th a n  the  ones w r it te n  fo r  h im se lf.

F o r c u ltu ra l and academ ic reasons, D r. Chern has been ve ry  
dea r to The Chines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ng  K ong . He is ou r E x te rn a l 
E xa m in e r fo r  m athem atics  and a m em ber o f the  A d v is o ry  B oa rd  on 
N a tu ra l Sciences. The U n iv e rs ity  owes h im  a g re a t deb t o f g ra titu d e  
fo r  w h a t he has co n tr ib u te d  to  im prove  its  academ ic p rogram m e.

As a re co g n itio n  o f his re m a rka b le  achievem ents in  m odern 
m athem atics  and va lu a b le  co n tr ib u tio n  to the  w o rk  o f ou r U n ive rs ity , 
m ay I  p resent to  you, M r. C hance llo r, Shiing-shen C hern fo r  con fe rm en t 
o f the  degree o f D o c to r o f Laws, h o n o r i s  ca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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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u g l a s  Ja m e s  S m y t h  C R O Z IE R , C.M .G., b .a .， L L .d .

A nyone w ho has g iven  m ore th a n  th ree  decades o f h is life t im e  
to ou ts tand ing  p u b lic  service c e r ta in ly  deserves recogn ition . D r. 
C ro z ie r n o t o n ly  devoted 31 years o f h is va luab le  l i fe  to  the p u b lic  
service o f H ong  K ong , b u t w h o lly  ded ica ted  i t  to  the  cause o f education, 
w h ich  endears h im  to a ll o f us w ho have educa tion  a t ou r hearts.

D r. C roz ie r jo in e d  th e  D e p a rtm e n t o f E duca tion  o f the  Hong  
K ong  G overnm ent in  1931. H e soon d is tingu ish ed  h im se lf as a g ifte d  
teacher, respected b o th  by  co lleagues and pup ils . I t  was also c lea r 
in  h is e a r ly  years o f service here th a t he was no t o n ly  a ded ica ted  
teache r b u t s tr ive d  to  estab lish  a p ro p e r s tand ing  o f h is pro fession in  
the com m un ity . To th is  end, he was a p rim e  m over in  the  es tab lish
m en t o f the  H ong  K o n g  Teachers '  A ssocia tion .

A f te r  the  P ac ific  W a r, he was appo in ted  Senior Inspec to r o f 
Schools and became in c re a s in g ly  in vo lve d  in  educa tiona l a d m in is tra
tio n . He p layed  a s ig n ifica n t ro le  in  the  educa tiona l recons truc tion  
o f Hong K ong , in  the  face o f pressing dem ands on education  since 
the end o f the  w a r. H is o u ts tand ing  pe rfo rm ance  and sense o f 
ded ica tio n  made h im  the  obvious choice fo r  the  im p o rta n t and exac ting  
post o f D ire c to r  o f E d uca tion  in  1951. D u r in g  h is tenu re  o f office, 
phenom enal progress was m ade in  the  fie ld  o f educa tio n : an am b itious  
7 -year p r im a ry  school expansion p rog ram m e;  schemes to  p ro v id e  a id  
to num erous schools; the  in tro d u c tio n  o f th e  Chinese School C e rtifica te  
E xam ina tion ;  the  deve lopm ent o f post-secondary colleges to w a rd s  
u n ive rs ity  sta tus;  and the  es tab lishm en t o f the  G ran tham  T ra in in g  
College, the  Techn ica l C o llege ， and the  E ven ing  School o f H ig h e r 
Chinese Studies, ju s t  to  m en tion  a fe w . School en ro lm en t n e a rly  
qu a d ru p le d  d u r in g  h is te rm  o f office. Because o f his a b il i ty  and 
experience, he was subsequently  ca lle d  upon to  serve on the  Leg is la tive  
and E xecu tive  Councils and, in  re co g n itio n  o f h is w o rth y  c o n tr ib u tio n  
to  H ong  K ong 's  educa tiona l deve lopm ent, H e r M a je s ty  the Queen 
appo in ted  h im  to  be a C om panion o f the  O rd e r o f St. M ichae l and St. 
George in  1957.

The Chines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ng  Kong has a specia l a ffec tion  
and re g a rd  fo r  D r. C roz ie r since o u r U n ive rs ity , estab lished in  1963, 
is the  f r u i t  o f the  seed sown d u r in g  D r. C roz ie r's  incum bency as 
D ire c to r o f E duca tion . In  th a t  capac ity , he w o rke d  q u ie tly  b u t f irm ly  
beh ind  the  scenes to w a rd s  the  c re a tio n  o f th is  in s titu tio n . T h is  is a 
f i t t in g  occasion to  express o u r a p p re c ia tio n  to  D r. C roz ie r, w ho has 
g iven  so m uch to  the  deve lopm ent o f H ong  K ong 's  education, in c lu d in g  
the  b ir th  o f th is  U n ive rs ity .

I t  is th e re fo re  w ith  g ra titu d e  and a ffe c tio n  th a t  ou r U n iv e rs ity  
is p resen ting  to  you, M r. C hance llo r, D oug las James S m yth C roz ie r 
as a cand ida te  fo r  the  degree o f D o c to r o f Law s, h o n o r i s  ca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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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n n e t h  E r n e s t  R O B IN S O N , M .A., F.R.Hist s., J .P.

 K enne th  E rnest Robinson is an em inent au tho r, scho la r v ice- 
ch a n ce llo r and F e llo w  o f the  p res tig ious R oya l H is to r ic a l Society. 
A lth o u g h  a re la t iv e ly  new  com er to  H ong  K ong 's  educa tiona l scene, 
P ro fessor Robinson has a lre a d y  w on the  a d m ira tio n  o f m any  W este rn  
as w e ll as Chinese educationa lis ts . A s  V ice -C hance llo r o f H ong  K o n g 's  
o ldest in s t itu t io n  o f h ig h e r le a rn in g , he has m ade im p o rta n t con
tr ib u tio n s  n o t o n ly  to w a r ds its  scholastic excellence b u t also to w a rd s  
its  coopera tion  and c o lla b o ra tio n  w ith  The Chines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ng  K ong.

 P ro fessor Robinson rece ived his fo rm a l educa tion  in  E ng land . 
He to o k  h is u n iv e rs ity  degree, w ith  F irs t Class H onours, in  P.P.E. and 
in  M ode rn  H is to ry  a t H e r tfo rd  College, O x fo rd  U n ive rs ity , and sub
sequen tly  pursued g radua te  w o rk  a t the  London School o f Econom ics 
and P o lit ic a l Science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London.

B o th  sch o la s tica lly  and a d m in is tra tiv e ly , he devoted h is e a rlie r 
career to  co lo n ia l and C om m onw ea lth  a ffa irs . He jo in e d  the  C o lon ia l 
O ffice in  1936, became A ss is tan t S ecre ta ry  in  1946， and res igned tw o  
years la te r  to  em ba rk  on an educa tiona l career. F o r n ine years he 
was a F e llo w  o f N u ffie ld  College a t O x fo rd  and Reader in  Comm on
w e a lth  G overnm ent. D is tingu ishe d  by  h is scho la rsh ip  and achieve
m ents, he was in v ite d  to  occupy the  im p o rta n t pos ition  as D ire c to r o f 
the  In s titu te  o f C om m onw ea lth  S tudies a t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London, 
and co n cu rre n tly  P ro fessor o f C om m onw ea lth  A ffa irs , w h ich  posts he 
he ld  u n t il 1965.

P ro fessor Robinson 's services have been in  g re a t dem and 
in te rn a tio n a lly . A m ong  others, he was in v ite d  to  be a V is it in g  
L e c tu re r a t the  School o f A dvanced  In te rn a tio n a l Studies o f Johns 
H o p k in s  U n ive rs ity , a R e id  L e c tu re r a t A ca d ia  U n ive rs ity , and a 
V is itin g  P ro fessor a t D uke U n ive rs ity .

A m ong  his v a rie d  in terests, P ro fessor Robinson is also an 
a u th o r ity  on A fr ic a .  He tra v e lle d  w id e ly  in  East, C en tra l and South 
A fr ic a , and has w r it te n  ex tens ive ly  on A fr ic a n  a ffa irs . He has also 
served, a t d iffe re n t tim es fo r  v a ry in g  periods, on th e  C iv il Service 
Selection B oa rd  in  the  U n ite d  K ingdom , C o lon ia l Econom ic Research 
Com m ittee, C o lon ia 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 ouncil, C ouncil o f the  
Overseas D eve lopm en t In s titu te , and B oard  o f G overnors o f the  London 
School o f Econom ics and P o lit ic a l Science.

Since h is a r r iv a l in  H ong  K o n g  in  1965, P ro fessor Robinson 
has n o t o n ly  e ffe c tive ly  w o rke d  to w a rd s  the  progress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ng  K ong , b u t also g re a tly  he lped  in  the  deve lopm ent o f The 
Chines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ng  K ong . H e has served on its  C ouncil since 
a r r iv a l and s ig n if ic a n tly  co n tr ib u te d  to w a rd s  sm ooth co lla b o ra tio n  
between the  tw o  un ive rs ities .

 In  re co g n itio n  o f h is va luab le  services to w a rd s  h ig h e r education 
in  H ong  K o n g  and to w a rd s  the  advancem ent o f o u r U n ive rs ity , I  
have the  honou r and p leasure  in  p resen ting  to  you, M r. C hance llo r, 
K e nne th  E rnest Robinson fo r  the  con fe rm en t o f the  degree o f D oc to r 
o f Laws, h o n o r is  ca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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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e n - s h i u n g  W U , P H .D., D.Sc.

The ch a rm in g  la d y  w ho is be ing  honoured  on th is  occasion is 
repu ted  as the  w o rld 's  fo rem os t fem a le  expe rim en ta l phys ic is t. 
A m ong  m any o th e r sc ien tific  con tribu tion s , she has, th ro u g h  
e xpe rim en ta l dem onstra tion , d isproved the  la w  o f the  conservation 
o f p a r ity , w h ich  fo r  lo n g  had been accepted as a fu n d a m e n ta l la w  
o f na tu re . Thus, D r. W u  has m ade one o f the  grea test con trib u tio n s  
to the  know ledge  o f the  universe.

P ro fessor W u  was the  f irs t w om an to  be honoured w ith  a m a jo r  
a w a rd  b y  the N a tio n a l A cadem y o f Sciences o f the  U .S .A ., o f w h ic h  
she is a d is tingu ished  m em ber. Several p ro m in e n t academ ic in s t itu
tions, in c lu d in g  Y a le  and P rince ton , have co n fe rre d  h o n o ra ry  degrees 
upon her. She was also the  f irs t  w om an to  receive the  Research 
C o rp o ra tio n  A w a rd  o f the  U .S .A . and honoured  as the  W om an o f 
the  Y e a r (1962) b y  the  A m e rica n  A ssoc ia tion  o f U n ive rs ity  W om en.

D r. W u  rece ived h e r e a r ly  educa tion  in  China, and to o k  the  
degree o f B ache lo r o f Science a t the  N a tio n a l C en tra l U n iv e rs ity  in  
1936. She then  entered the  U n iv e rs ity  o f C a lifo rn ia  fo r  g radua te  
w o rk , w here  she ob ta ined  the  Ph.D . degree in  1940. She has a r ic h  
teach ing  career, and ta u g h t a t S m ith  College and P rince ton  U n ive rs ity . 
She jo in e d  the  sc ien tific  research s ta ff o f the  D iv is io n  o f W a r  Research 
a t C o lum b ia  U n iv e rs ity  in  1944, and became associate p ro fessor o f 
physics in  1952 and a f u l l  p ro fesso r in  1959. She has so fa r  p roduced 
abou t 100 research papers pub lishe d  in  lead ing  academ ic jo u rn a ls .

P ro fessor W u  has ded ica ted  h e r ca reer p r im a r ily  to  the  s tudy 
o f n u c le a r fo rces and s tru c tu re . F o r a lo n g  tim e , the  la w  o f the  con
serva tion  o f p a r ity  was accepted in  physics th a t  in  na tu re  the re  was 
no in tr in s ic  d iffe rence  betw een r ig h t  and le ft .  Th is  was cha llenged  by 
D r. W u 's  close associates, D r. Tsung-dao Lee and D r. C hen-n ing Y ang. 
T h ro u g h  the  e xpe rim en ta l p ro o f b y  P ro fessor W u , th is  la w  was dis
proved, thus  open ing  up new  ho rizons o f th in k in g  abou t the  basic 
p hys ica l s tru c tu re  o f the  un iverse and m a k in g  an unprecedented 
advance in  bo th  the  th e o re tica l and e xp e rim e n ta l s tudy  o f nuc lea r 
physics. B y  d isp ro v in g  the  la w  o f the  conservation  o f p a r ity , she 
also e ffe c tive ly  re a ffirm e d  in te lle c tu a l p a r ity  betw een wom en and men.

D r. W u  is a m em ber o f the  A d v is o ry  B oa rd  on N a tu ra l 
Sciences o f The Chinese U n iv e rs ity  o f H ong  K ong . She has been 
generous in  he r advice and services. In  th a t  capac ity , she has g re a tly  
co n tr ib u te d  to w a rd s  the  deve lopm ent o f the  academ ic p rog ram m e a t 
th is  U n ive rs ity .

In  re co g n itio n  o f h e r b r i l l ia n t  achievem ents in  science and 
la s tin g  c o n tr ib u tio n  to  o u r academ ic deve lopm ent, i t  is w ith  the  
g rea tes t p leasure th a t  I  p resent to  you, M r. C hance llo r, C h ien-sh iung 
W u  as the  f irs t  w om an scho la r fo r  co n fe rm e n t b y  ou r U n iv e rs ity  o f 
the  degree o f D o c to r o f Law s, h o n o r is  ca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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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 l l  T e x t  o f  D r . D . J. S. C r o z ie r 's  S p e e c h

  T h a t I  shou ld  have been in v ite d  to  address th is  d is tingu ished  
g a th e rin g  to d a y  on b e h a lf o f the  h o n o ra ry  graduands is, I  assume, a 
re co g n itio n  of  m y s e n io rity  in  years and n o t o f any o the r q u a lity  I  
possess. M y  fe llo w  g raduands have w on d is tin c tions  1 cannot c la im :  
h ig h  in te rn a tio n a l em inence in  th e ir  respective  fie lds o f le a rn in g  and 
in  the  case o f D r. Robinson, the  a d d itio n  o f a no tab le  career in  
u n ive rs ity  a d m in is tra tio n . They are a ll w o rth y  rec ip ien ts  o f academ ic 
acc la im ;  and I  w o u ld  lik e  to  stand aside fro m  them  fo r  a m om ent and 
app lau d  w ith  you th e ir  m e rits  fo r  the  honours w h ich  H is  E xce llency  
the  C hance llo r has ju s t  bestowed upon them .

B u t i f  the  acc iden t o f years has g iven  me th is  o p p o rtu n ity  to 
speak I  am  ve ry  g la d  to  ta ke  advantage o f  it .  F o r  to  me th is  occasion 
is m ore th a n  ju s t  a U n iv e rs ity  C ongrega tion  ； i t  is the  g lim pse o f a 
P rom ised Land  in to  w h ic h  I  had th o u g h t never to  set fo o t. W hen  the  
tim e  came fo r  me to  re tire  fro m  the  p u b lic  service in  H ong  K ong  one 
o f m y  c h ie f reg re ts  was th a t I  shou ld  n o t be here to  see the in a u g u ra
tio n  o f The Chinese U n ive rs ity . I  had the  p r iv ile g e  o f be ing  associated 
w ith  its  conception and e a r ly  p la n n in g ;  b u t I  was no longe r here 
w hen i t  came in to  being. The o p p o rtu n ity  to  see i t  now , in  fu l l  
existence, is to  me a s igna l bonus to  the  g ra tif ic a tio n  I  fe e l a t be ing  
g iven  the  U n ive rs ity 's  h ighes t academ ic aw ard , an a w a rd  th a t I  have 
rece ived w ith  a ll the  m ore p leasure because i t  has been con fe rred  
d u r in g  the  V ice -C hance llo rsh ip  o f D r. L i whose ra re  com b ina tion  o f 
ta len ts  have p la ye d  such a decisive p a r t  in  p la n tin g  the  U n ive rs ity  so 
f irm ly  on its  fee t.

I  rem em ber th a t  w hen  P ro fessor H e rb e rt B u tte rfie ld  was 
speaking  a t its  s is te r U n ive rs ity 's  G olden Jub ilee  ce lebra tions e ig h t 
years ago he said th a t  as one w ho p res ided  over a College w ith  over 
700 years o f h is to ry  beh ind  i t  he cou ld  see d is tin c t advantages in  being 
connected w ith  a young in s titu tio n , in  k n o w in g  ju s t how  i t  had begun 
ra th e r  th a n  be ing  dependent fo r  th is  know ledge  on the d o u b tfu l 
accuracy o f anc ien t records. There  is som ething in  th is . U n ive rs itie s  
are n o t b o rn  every  d a y ; and fu tu re  generations o f th is  U n iv e rs ity  w i l l  
envy us the  experience o f k n o w in g  i t  in  its  in fa n cy .

One o f m y  e a rlie s t contacts w ith  the  post-secondary colleges—  
as th e y  w ere th e n  ca lle d —was a v is it  I  pa id  in  1951 to  N ew  A s ia  
College in  the  prem ises i t  occupied a t th a t  tim e , a fe w  d rab  apa rtm en ts  
in  a no isy s tree t o ff N a th a n  Road. There, fo r  the  f irs t  tim e , I  m et 
M r. (n o w  D r.)  Chien M u  and his devoted band o f scholars in  ex ile . I t  
was a h u m b lin g  experience to  observe le a rn in g  be ing  pursued w ith  
such sing le-m indedness and in  su rround ings th a t cou ld  n o t have been 
m ore uncongen ia l. I t  s tru ck  me th e n  th a t the re , perhaps, in  ano the r 
con tinen t and d ra w in g  its  in s p ira tio n  fro m  o th e r in te lle c tu a l springs, 
w ere  the  s p ir itu a l he irs  o f the  colleges o f Europe in  the  tw e lf th  
c e n tu ry : Bo logna, Paris , O x fo rd . E ve ryw he re  i t  was the  teacher 
ra th e r  th a n  the  p lace th a t m a tte red . Those shoddy fla ts  o ff N a than  
Road som ehow had an atm osphere o f le a rn in g  and o f le a rn in g  being 
d irec ted  to  good purposes.

R ecently , an E n g lish  academ ic leade r w a rned  us th a t  scho la r
ship was b e g inn ing  to  encoun ter a new  k in d  o f p h ilis tin ism , the  
P h i l i s t i n i s m  o f  i n t e l l i g e n t  m e n .  O n e  s a w  t h i s  h a p p e n  w h e r e  h ig h e r  
education  was tre a te d  so le ly  as a know ledge  in d u s try  and w here  
know ledge , n o t w isdom , became the  f irs t  and fin a l o b je c t o f study. In  
th is  s itu a tio n  the re  is a dange r th a t  the  values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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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sed w ith  those o f the  la b o u r m a rk e t; th a t  th e y  should am oun t 
t o n o thi n g  m ore th a n  a su p e rio r k in d  o f “ kn o w -h o w ” . Th is  is n o t to 
deny the va lue o f " k n o w -h o w "  o r th a t  a p rope r, and indeed essentia l, 

purpose o f a u n iv e rs ity  is th a t  i t  shou ld  serve the  com m un ity  th a t 
m a in ta ins  i t  by  p ro v id in g  s k ille d  m anpow er in  a ll fie lds in  w h ic h  its  
teach ing  and research are c a rr ie d  on. B u t th is  can be done, and 
d one a ll the  be tte r, w hen i t  is re la te d  to  w isdom . A n d  th a t, as 
To ls toy  once rem inded  us, has b u t one science— the science th a t 
exp la ins the  w ho le  c rea tion  and m an's p lace in  it .  W e need to  be 
aw are  o f the  dange r o f tre a tin g  E duca tion  s im p ly  and so le ly  as a 
m a rke ta b le  com m od ity . In  its  d rive  to w a rd s  m a te r ia l p ro sp e rity  th is  
g re a t com m un ity  h as achieved a m ost im pressive  success, a success fo r  
w h ic h  c re d it m ust go to  a ll sections o f its  society, and no t least to 
those w ho have been tra in e d  a t its  un ive rs ities . B u t m a te ria l 
p ro sp e rity  alone, w ith o u t some know ledge  o f the  a r t  o f liv in g , some 
respect fo r  h is to ric  processes and some b e lie f in  h ig h e r values w i l l  
no t guaran tee  com m unal happiness and socia l jus tice .

I t  is in  p ro v id in g  fo r  socia l w e ll-b e in g  in  its  fu lle s t sense th a t 
The Chinese U n iv e rs ity  w i l l ,  I  be lieve, m ake one o f its  g rea test con
tr ib u tio n s . A l l  its  colleges have in h e r ite d  and, in  th e ir  ow n w a y  are 
h e lp in g  to  create, the  h ighes t tra d it io n s  o f le a rn in g  ad jus ted  to 
m odern  needs.

A l l  the  colleges had s im p le  and austere beg inn ings. B u t the  
dem ands o f m odern  tea ch in g  and research re q u ire  e labora te  and 
indeed expensive fa c ilit ie s . I  co n g ra tu la te  the  C ouncil on its  p lans 
fo r  the  phys ica l deve lopm ent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and the  Colleges—  
p lans m ade possible by  the  fin a n c ia l gene ros ity  o f G overnm ent and 
p riv a te  p h ila n th ro p y  in  H ong  K ong  as w e ll as b y  substan tia l g ifts  
fro m  p u b lic  and p riv a te  agencies in  B r ita in  and A m erica . B u t m ore 
im p o rta n t th a n  these p lans is the  w a y  in  w h ich  th e y  are re la te d  to  a 
sound and progressive academ ic p o licy , a p o lic y  w h ich , in  th is  case, 
m ust ta ke  account o f co lleg ia te  in te res ts  and weave th e ir  separate 
th reads in to  a s ingle u n iv e rs ity  p a tte rn . Th is  is no easy m a tte r and 
I  am d e lig h te d  th a t i t  appears to  have been successfu lly  accom plished.

In  these e a rly  years o f its  l i fe  the  U n iv e rs ity  has been im m ense ly 
fo r tu n a te  in  those w ho have in fluenced  its  g ro w th . N o t least its  
C hancello rs. W ith  them  I  w o u ld  in c lude  S ir A le x a n d e r G ran tham , one 
o f the  best and m ost sym pa the tic  fr ie n d s  the  post-secondary colleges 
cou ld  have w ished fo r . F in a n c ia l Secretaries have a h a b it— and 
a fte r  a ll th e y  are the  custodians o f the  p u b lic  purse— o f res is ting  
dem ands fo r  new  item s o f e xpend itu re , espec ia lly  expend itu re  in  fie lds 
th a t do n o t o ffe r q u ick  re tu rns . B u t S ir A le x a n d e r had a w ay  w ith  
h im , even w ith  F in a n c ia l Secretaries, and i t  was d u r in g  his a d m in is tra
tio n  th a t p u b lic  m oney was f irs t  m ade a va ila b le  to  the  colleges th a t 
now  fo rm  the U n ive rs ity . H is  successor, S ir R obe rt B la ck  and its  
f irs t  C hance llo r, was a constan t in s p ira tio n  in  those days when, h a lf-  
fe a r fu l ly ,  we faced  the  cha llenge o f tra n s fo rm in g  the g ran t-a ide d  
colleges in to  a fu lly - f le d g e d  and indepe nden t u n ive rs ity  and one 
whose status w o u ld  com m and in te rn a tio n a l recogn ition . He was an 
en thus iastic  and— I  am  g lad  to  say— an im p a tie n t suppo rte r o f th is  
p o lic y  and its  im p le m e n ta tio n  d u r in g  h is  p e rio d  o f office as G overnor 
gave h im  p a r t ic u la r  sa tis fac tion . A n d  you, S ir, have been an e q u a lly  
tru e  f r ie n d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and o f Chinese h ig h e r education. I  am 
sure the  U n iv e rs ity  is w e ll aw are  th a t  in  you i t  has a C hance llo r o f 
sym pathy , unde rs tan d ing  and im a g in a tio n .

M r. C hance llo r, on b e h a lf o f the  h o n o ra ry  g raduands w hom  you 
have honoured  th is  evening I  o ffe r you  th e ir  hum b le  thanks  and th e ir  
assurance th a t th e y  w i l l  a lw ays  ta ke  p r id e  in  the  m em bersh ip  o f the  
U n iv e rs ity  to  w h ich  you have a d m itte d  th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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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詩

雅

博

士

之

演

詞

今
天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邀
請
我
代
表
獲
得
榮
譽
學
位
各
人
致
詞
，
我
想
完
全
是
因
爲
我
比
較
年
高
，
而
不
是
因
爲
我
望
重
。
與
我
 

一
同
接
受
榮
譽
學
位
的
幾
位
學
者
，
早
已
有
卓
越
的
成
就
，
素
來
令
我
欽
仰
。

他
們
在
不
同
的
學
術
範
圍
內
早
已
馳
名
國
際
，
樂
品
淳
博
士
更
兼
長
大
學
行
政
，
得
到
學
術
界
的
表
揚
，
自
是
順
理
成
章
之
 

事
。
我
願
意
與
你
們
一
起
，
爲
他
們
獲
得
剛
才
監
督
閣
下
頒
贈
的
榮
譽
學
位
而
鼓
掌
。

我
叨
光
虛
長
幾
歲
能
在
這
裏
發
言
，
願
意
借
這
個
寶
貴
的
機
會
說
幾
句
話
。
對
我
來
說
，
這
不
止
是
一
個
頒
授
榮
譽
學
位
的
典
 

禮

，
也
是
一
個
使
我
看
到「
理
想
國」

實
現
的
機
會
，
而
這「

理
想
國」

我
還
以
爲
再
也
不
可
能
親
眼
目
睹
。
我
退
休
時
有
幾
件
令
 

我
感
到
遺
憾
的
事
，
其
中
之
一
就
是
不
能
看
見
中
文
大
學
的
成
立
。
中
文
大
學
孕
育
時
期
，
我
有
幸
能
參
與
初
步
的
籌
劃
，
可
是
在
 

成
立
時
卻
已
離
開
香
港
。
現
在
有
機
會
看
到
中
文
大
學
成
爲
一
所
完
備
的
學
府
，
而
且
本
人
並
獲
頒
最
高
榮
譽
學
位
，
眞
是
份
外
高
 

興
。
尤
其
高
興
的
是
能
在
李
卓
敏
博
士
任
內
獲
得
此
項
榮
譽
，
因
爲
李
博
士
罕
有
的
才
能
是
中
文
大
學
具
有
堅
固
基
礎
的
主
要
因
素
。

我
記
得
八
年
前
，
在
中
文
大
學
的
姊
妹
大
學——
香
港
大
學
的
金
禧
慶
典
中
，
畢
特
菲
爾
敎
授
說
：
他
雖
是
一
所
有
七
百
年
歷
 

史
的
大
學(

劍
橋
大
學)

的
校
長
，
卻
覺
得
與
一
所
成
立
沒
有
多
久
的
大
學
往
來
，
對
他
很
有
益
處
，
因
爲
他
可
以
知
道
這
所
大
學
 

的
來
龍
去
脈
，
勝
於
考
證
年
代
悠
久
的
紀
錄
。
這
句
話
很
有
意
思
，
一
所
大
學
的
成
立
不
是
尋
常
的
事
，
在
中
文
大
學
的「

草
創」

 

時
代
，
我
們
能
欣
逢
其
會
，
將
來
與
中
文
大
學
有
關
人
士
一
定
會
羡
慕
我
們
。

我
曾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造
訪
新
亞
書
院
，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與
專
上
學
院
接
觸

。
那
時
，
新
亞
書
院
的
校
舍
設
在
九
龍
彌
敦
道
附
近
 

的
一
條
嘈
雜
的
街
上
，
只
不
過
是
幾
層
簡
單
的
公
寓
。
在
那
裏
，
我
第
一
次
與
錢
穆
先
生(

現
在
的
錢
穆
博
士)

和
一
群
避
難
來
港
 

的
學
者
相
見
。
看
見
他
們
在
如
此
不
相
稱
的
環
境
中
，
專
心
致
力
於
學
問
，
不
禁
慚
愧
。
當
時
我
產
生
了
一
種
印
象
；
也
許
這
裏
有
 

來
自
另
一
大
陸
的
知
識
泉
源
，
也
許
他
們
是
十
二
世
紀
歐
洲
的
波
羅
尼
亞
、
巴
黎
、
牛
津
大
學
的
繼
承
者
。
師
長
實
在
比
校
舍
更
重
 

要
，
那
鄰
近
彌
敦
道
的
簡
陋
的
校
舍
非
但
充
滿
了
學
術
氣
氛
，
而
且
大
家
都
感
覺
到
負
有
一
種
崇
高
的
使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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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健

雄

教

授

吳
健
雄
敎
授
爲
近
代
最
卓
越
之
女
性
物
理
學
家
，
曾
以
多
年
之
硏
究
與
實
騐

，
否
定「

宇
稱
守
恒
定
律」

，
促
使
科
學
發
展
， 

引
導
人
類
進
一
步
認
識
宇
宙
。

吳
敎
授
偉
大
之
貢
獻
，
獲
得
國
際
科
學
家
之
一
致
欽
佩
。
美
國
國
家
科
學
院
因
贈
以
榮
譽
獎
狀
，
並
羅
致
爲
女
院
士
；
美
國
耶
 

魯
大
學
及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等
亦
授
以
榮
譽
博
士
學
位
；
一
九
六
二
年

，
美
國
大
學
女
子
學
會
且
推
舉
爲
當
年
最
傑
出
之
女
性
。

吳
敎
授
早
年
就
讀
於
中
國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
一
九
三
六
年
獲
學
士
位
，
繼
赴
美
深
造
，
一
九
四
零
年
得
博
士
學
位
，
先
後
在
斯
 

密
士
、
普
林
斯
頓
兩
大
學
執
敎
；
一
九
四
四
年
，
吳
敎
授
參
加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戰
事
硏
究
組
科
學
工
作
，
後
任
該
大
學
物
理
學
副
敎
 

授

，
再
任
正
敎
授
。
吳
敎
授
學
術
著
作
甚
豐
，
所
撰
論
文
經
世
界
著
名
學
報
發
表
者
，
不
下
百
篇
之
多
。

吳
敎
授
生
平
之
硏
究

，
主
在
探
討
「
核
力
及
核
結
構」
，
曾
與
物
理
學
家
李
政
道
、
楊
振
寧
兩
博
士
長
期
密
切
合
作
。
當
李
、 

楊
兩
博
士
以
理
論
推
翻
「
宇
稱
守
恒
定
律

」

時

，
係
經
吳
博
士
之
實
騐
而
證
實
者
。
自
此
，
人
類
對
宇
宙
基
本
物
質
之
結
構
，
遂
產
 

生
新
觀
念
，
物
理
學
理
論
與
實
騐
之
結
合
，
亦
於
此
邁
進
一
步
，
同
時
證
明
，
男
女
之
資
質
與
才
能
完
全
相
等
。

吳
敎
授
爲
本
大
學
學
術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
對
本
大
學
之
學
術
發
展
，
尤
多
協
助
。
茲
爲
讃
揚
吳
敎
授
在
科
學
上
傑
出
之
貢
 

獻

，
及
對
本
大
學
之
協
助
，
恭

請

 監
督
閣
下
頒
予
女
學
者
吳
健
雄
敎
授
以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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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品

淳

校

長

樂
品
淳
校
長
爲
著
名
學
者
，
因
具
有
豐
富
之
行
政
經
騐

，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被
聘
任
爲
香
港
大
學
校
長
，
迄
今
雖
祇
數
年
，
但
在
 

提
高
港
大
學
術
水
準
，
以
及
促
進
港
大
與
本
大
學
學
術
合
作
上
，
已
有
顯
著
之
貢
獻
，
深
得
中
西
學
者
之
讚
揚
。

樂
校
長
早
年
受
敎
育
於
英
國
，
先
獲
牛
津
大
學
哲
學
、
政
治
、
經
濟
及
近
代
史
最
高
榮
譽
學
士
學
位
，
再
赴
倫
敦
大
學
政
治
經
 

濟
學
院
從
事
硏
究
工
作
。
一
九
三
六
年
加
入
英
殖
民
部
服
務
，
及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
樂
先
生
辭
去
公
職
，
轉
從
敎
育
工
作
，
初
任
牛
 

津
大
學
納
菲
爾
學
院
院
士
，
及
聯
邦
政
府
學
副
敎
授
。
一
九
五
七
年
，
受
倫
敦
大
學
之
聘
，
任
聯
邦
問
題
硏
究
所
所
長
，
同
時
兼
任
 

聯
邦
事
務
學
敎
授
，
在
任
達
八
年
之
久
。

樂
校
長
之
學
術
成
就
，
負
有
國
際
聲
譽
，
嘗
應
美
加
等
國
著
名
學
府
之
請
，
從
事
講
學
；
對
非
洲
問
題
之
硏
究

，
特
有
心
得
， 

亦
曾
在
非
洲
各
地
作
學
術
訪
問
多
時
，
撰
就
專
書
極
夥
。

樂
校
長
生
平
，
至
熱
心
於
公
衆
事
務
，
先
後
受
任
爲
英
國
公
務
員
遴
選
委
員
會
，
英
國
殖
民
地
經
濟
硏
究
委
員
會
、
英
國
殖
民
 

地
社
會
科
學
硏
究
委
員
會
、
英
國
海
外
發
展
學
會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
以
及
倫
敦
大
學
政
治
經
濟
學
院
董
事
會
董
事
等
職
。

一
九
六
五
年
，
樂
校
長
接
長
港
大
，
同
時
受
聘
爲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董
，
協
助
本
大
學
發
展
，
尤
其
對
港
大
與
本
大
學
之
學
術
 

合
作
，
盡
力
最
大
。

爲
讚
揚
樂
校
長
對
香
港
高
等
敎
育
之
貢
獻
，
及
予
本
大
學
之
協
助
，
恭

請

 監
督
閣
下
以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頒
授
樂
品
淳
校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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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詩

雅

博

士

高
詩
雅
博
士
服
務
本
港
敎
育
界
，
非
但
時
間
最
久
且
亦
貢
獻
最
大
。

高
博
士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開
始
在
本
港
敎
育
界
工
作
，
直
至
一
九
六
一
年
榮
休
，
服
務
達
三
十
年
之
久
。
高
博
士
初
入
敎
育
司
署
 

時

，
不
祇
努
力
於
敎
學
，
且
積
極
爲
敎
育
事
業
爭
取
應
有
之
社
會
地
位
，
如
本
港
敎
師
協
會
之
組
織
，
卽
係
高
博
士
所
促
成
者
，
其
 

才
能
之
優
越
，
已
備
受
各
方
面
之
讚
揚
。

太
平
洋
戰
後
，
高
博
士
升
任
高
級
視
學
官
，
對
戰
後
本
港
敎
育
發
展
，
極
有
貢
獻
，
旋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被
聘
任
爲
敎
育
司
；
其
 

後

，
本
港
敎
育
在
其
領
導
下
，
進
展
更
速
，
如
小
學
敎
育
七
年
發
展
計
劃
及
補
助
私
立
學
校
計
劃
之
推
行
，
中
文
中
學
會
考
制
度
之
 

實
施
，
葛
量
洪
師
範
學
院
、
工
業
專
門
學
院
及
官
立
文
商
專
科
學
校
等
之
設
立
，
以
及
促
進
若
干
私
立
專
上
學
院
組
成
大
學
等
等
， 

遂
使
本
港
敎
育
蒸
蒸
日
上
，
學
生
人
數
之
增
加
，
較
前
幾
達
四
倍
之
多
。
本
港
當
局
鑒
於
高
博
士
之
卓
越
才
能
及
工
作
表
現
，
聘
任
 

爲
立
法
、
行
政
兩
局
官
守
議
員
，
英

女

皇

並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授

予

動

銜

。

高
博
士
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之
關
係
極
爲
密
切
。
本
大
學
能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順
利
成
立
，
乃
因
籌
備
期
間
獲
得
高
博
士
之
充
分
協
 

助
所
致
。

本
大
學
爲
表
示
對
高
詩
雅
博
士
之
讚
揚
與
感
謝
，
恭

請

 監
督
閣
下
頒
以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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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詞

陳

省

身

教

授

陳
省
身
敎
授
受
學
術
界
推
崇
爲
世
界
上
一
位
最
傑
出
之
數
學
家
。

陳
敎
授
在
學
術
上
，
具
有
深
厚
之
基
礎
及
硏
究
經
騐
，
曾
先
後
獲
得
中
國
南
開
大
學
學
士
與
清
華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
繼
留
學
歐
 

洲

，
再
獲
德
國
漢
堡
大
學
博
士
學
位
。
嗣
囘
國
執
敎
於
西
南
聯
大
；
一
九
四
三
年
，
赴
美
國
普
林
斯
頓
，
入

「

普
林
斯
頓
高
等
研
究
 

院

」

，
繼
續
硏
究
工
作
。
第
二
次
大
戰
後
，
應
中
央
研
究
院
之
聘
，
出
任
數
學
硏
究
所
代
理
所
長
；
一
九
四
九
年
，
受
美
國
芝
加
哥
 

大
學
之
請
，
擔
任
數
學
敎
授
；
一
九
六
零
年
轉
往
加
州
大
學
任
敎
，
以
迄
於
今
。

由
於
陳
敎
授
之
特
殊
成
就
及
聲
譽
，
甚
多
著
名
學
術
機
構
均
爭
聘
爲
院
士
或
委
員
，
先
後
受
任
，
中
國
中
央
硏
究
院
院
士
、
美
 

國
科
學
院
院
士
、
美
國
文
學
與
科
學
院
院
士
、
及
美
國
數
學
學
會
委
員
等
。
在
一
九
六
二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間
，
當
選
爲
美
國
數
學
會
 

副
會
長
，
平
日
所
撰
重
要
論
文
極
多
，
均
發
表
於
世
界
著
名
數
學
刊
物
。

陳
敎
授
之
爲
人
，
謙
虛
而
有
幽
默
感
。
曾
有
記
者
詢
其
選
擇
繁
難
數
學
作
硏
究
之
原
因
，
答
以
其
本
人
英
文
程
度
欠
佳
，
又
 

不
擅
於
實
驗
工
作
，
因
而
選
擇
數
學
。
其
實
陳
敎
授
中
英
文
造
詣
極
深
，
下
筆
神
速
，
昔
日
在
學
校
時
，
作
文
往
往
獲
得
最
高
之
評
 

分

。
陳
敎
授
爲
本
大
學
學
術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
及
數
學
課
程
校
外
考
試
委
員
，
對
本
大
學
學
術
發
展
協
助
甚
多
。

茲
爲
讚
揚
陳
敎
授
在
現
代
數
學
上
傑
出
之
成
就
，
及
對
本
大
學
之
貢
獻
，
恭

請

 監
督
閣
下
頒
以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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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頒

授

榮

譽

學

位

典

禮

秩

序

來

賓

請

於

典

禮

行

列

進

出

會

場

時

起

立

(

一

)

 

監

督

宣

佈

典

禮

開

始

(

二

)

 

校

長

請

監

督

頒

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與

下

列
 

人

士

：

陳

省

身

 

高

詩

雅

 

樂

品

淳

 

吳

健

雄

(

三

)

高

詩

雅

博

士

致

詞

(

四

)

監

督

宣

佈

禮

成

宣

讀

讚

詞

︰
薛

壽

生

教

授

本

校

荷

蒙

警

務

處

長

遣

派

銀

樂

隊

到

塲

奏

樂

特

此

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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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此於見亦鳳，徽 校 爲 「鳳 」以學大本。同相案圖面封表序秩禮典屆歷學大本與，案圖刊所面封刊特此 
。德美種各他其及嚴莊、耿 忠 、麗 美 、貴高爲者徵 象 所 其 ， 「鳥 之 方 南 」之稱所籍典國中爲鳳。中案



月 五 年 九 六 九 一 刊 特 刊 校 學 大 文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