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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領導 

歷任大學監督 

柏立基爵士 

首 任 監 督 

(一九六三年十月至 

六四年三月) 

戴麟趾爵士 

第 二 任 監 督 

(一九六四年四月至 

七一年十一月) 

麥理浩勳爵 

第 三 任 監 督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至 

八二年四月) 

尤德爵士 

第 四 任 監 督 

(一九八二年五月至 

八六年十二月） 

衞奕信勳爵 

第 五 任 監 督 

(一九八七年四月至 

九二年七月) 

彭定康先生 

現 任 監 督 

(一九九二年七月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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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校董會主席 

關祖堯爵士 

首 任 校 董 會 主 席 

(一九六三年十月至 

七一年十月) 

簡悅強爵士 

第 二 任 校 董 會 主 席 

(一九七一年十月至 

八二年十月) 

首 任 大 學 副 監 督 

(一九八二年二月迄今) 

利國偉爵士 

現 任 校 董 會 主 席 

(一九八二年十月迄今) 

歷任大學校長 

李卓敏博士 

首 任 校 長 

(一九六四年至 

七八年九月) 

馬臨敎授 

第 二 任 校 長 

(一九七八年十月至 

八七年九月) 

高錕敎授 

現 任 校 長 

(一九八七年十月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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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 

——中大發展簡史 

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標誌著香港 

社會爲年靑一代創造更多接受高等敎育 

機會的決心，也象徵香港不斷進取和創 

新的毅力與朝氣。中大的敎育理想，涵 

蓋了儒家人文傳統、西方基督敎文明， 

以及香港務實精神的精華。三十年來， 

大學秉持自強不息之原則，默默耕耘， 

爲本地靑年提供高質素之大學敎育，其 

間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現已成爲校 

園優美，設備完善的現代化綜合大學， 

在國際學術界中佔一席位，並以其內容 

豐富且與時代並進的本科及硏究院課程 

不斷爲社會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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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背景 

中文專上院校爭取大學地位 

早於一九五七年’三所私立專上院 

校：新亞、崇基及聯合組成香港中文專 

上學校協會’向港府爭取大學地位。一 

九五九年’政府宣佈發展專上學校的方 

案’並開始資助上述三院校；一九六零 

年’中文專上學校協會頒發統一文憑。 

第一個富爾敦報告書 

一 九 六 二 年 ， 政 府 任 命 一 個 委 員 

會 ， 專 責 考 慮 及 建 議 成 立 中 文 大 學 事 

宜。該委員會由英國塞撒斯大學校長富 

爾敦先生（後爲富爾敦勳爵）主持，翌 

年發表《富爾敦報告書》，肯定上述三 

院校可改組成爲大學。報告書並提出關 

於大學編制及組織規程等重要建議。 

大學成立 

香港政府以該報告書爲藍本，制定 

並通過「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一九六 

三年十月十七日，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 

立’關祖堯爵士獲委任爲校董會主席， 

李卓敏博士受聘爲大學首任校長。 

籌辦香港中文大學 

的三位重要人士 

(左起）李卓敏博 

士、富爾敦先生及 

凌道揚博士 (一九六 

二) 

關祖堯議員在大學 

成立典禮報告中大 

之籌備經過一九 

六三年十月十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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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發展階段 

(一)開辦的六年：一九六三至 

六九年 

聯邦制大學 

中文大學是聯合三所專上院校而成 

的「聯邦制」大學，既有大學之利，如 

資源之拓展和敎研設備之運用：又保存 

小型書院之長。而大學的地理位置得天 

獨厚，爲其達成創校理想提供了極有利 

的條件。 

文、理、社商學院課程之鞏固 

三 所 成 員 書 院 早 年 各 自 設 有 文 、 

理、社商學院，開設科目大致相同。大 

學成立後，隨即設立敎務會，由大學及 

三所成員書院的敎職員組成，負責督導 

訓育及學術硏究；敎務會下設文、理、 

社商學院院務會及十六個系務會，負責 

決定及維持課程內容與水準，改善敎學 

方法及統籌各成員書院的敎學工作，以 

減少重叠。大學一九六四年首次頒發學 

士學位。而音樂、新聞學、電子學課程 

亦於此期間增設。 

行政及敎研設施之籌建 

與三所學院工作相配合的，是中央 

行政及敎研輔助建設：大學辦公處、社 

會人文學科研究所、理工硏究所、中國 

文化研究所、研究院、敎育學院、大學 

圖 書 館 、 校 外 課 程 部 、 保 健 處 、 出 版 

部、就業輔導處，以及范克廉樓師生康 

樂中心，均在此期間成立及開始運作。 

這些設施，是提供德、智、體、群、美 

五育並重之全人敎育所必需者。 

校園建設 

創校初期也是大興土木的時期。大 

學校園俯瞰吐露港，遠眺馬鞍山；其整 

體設計獲世界知名建築師貝聿銘及大學 

建築師司徒惠協作。校園之雛形，於此 

期間逐漸呈現於面積約一百三十四公頃 

的土地上。而大學總部的辦公處，亦於 

一九六九年三月遷入沙田新校舍。 

李卓敏校長(左二)在創校初期與三所成員書院院長錢穆博士(左一),容啓東博士(左 

三)、鄭棟材先生(左四)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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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大學代表簽 

署撥地合約，在馬 

料水地段建立永久 

校園 

戴麟趾爵士與李卓敏校長審視大學發展藍圖 大學設計藍圖 

大學本部第一幢校 

舍——范克廉樓 

(一九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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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及新亞書院先 

後遷入沙田校園 

(一九七三) (二）漸具規模的大學：一九七 

零至七四年 

三院校舍歸一 

崇 基 學 院 在 中 大 成 立 前 已 位 於 現 

址，聯合及新亞書院先後於一九七二年 

及七三年遷往沙田校園。成員書院的集 

中，有利大學的多元發展。 

工商管理學院成立 

大學在此期間不斷擴展本科敎育， 

增設敎育學、政治與行政學、生物化學 

等課程。同時，大學硏究院的學部，亦 

由開辦時（一九六六年）的五個，增至 

一九七四年的十四個。工商管理學院於 

一九七四年成立，原屬各成員書院的商 

學課程得以統一開設；而一九六六年成 

立之嶺南商科研究所亦歸倂該學院，續 

爲該學科提供硏究院課程。 

學生會及師生諮詢委員會成立 

除形式敎育外，中大學生尙通過非 

形式敎育獲益良多。大學著重學生身心 

之均衡發展，提供學生輔導及就業輔導 

等服務。一九七一年，中文大學學生會 

成立，各種課外活動和學生會活動陸續 

開展。一九七二年，敎務會設立師生諮 

詢委員會，以加強學生與敎師及大學之 

溝通，並鼓勵學生參與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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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商科研究所成 

爲工商管理學院之 

一部分 

第一屆中大學生會 

就職(一九七一) 

中大學生在崇基校 

園響應保衛釣魚台 

運動(一九七一) 

照片轉載自《香港 

學生運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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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館開幕 

(一九七二) 

港督麥理浩爵士參 

觀新落成之祖堯會 

議廳(一九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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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紀元的開始：一九七五 

至七八年 

中文大學經歷了十分一個世紀的成 

長初階後，創校初期的組織形式及有關 

規條’已漸不能充分配合大學當時的運 

作，遂產生了改革現存制度的呼聲，務 

求 更 有 效 地 運 用 資 源 及 履 行 大 學 的 使 

命。 

學系整合　敎師治校 

一九七四年二月，大學校長任命了 

「敎育方針與大學組織工作小組」，就 

如何改革大學組織，以適應發展所需提 

出建議。小組於一九七五年七月發表總 

結報告書。主要建議包括學系整合及敎 

師治校。 

第二個富爾敦報告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大學監督委任 

由校外人士組成的「香港中文大學調查 

委 員 會 」 ， 並 再 度 委 任 富 爾 敦 勳 爵 出 

長，同年十二月，委員會到港實地調查 

研究，次年三月發表報告書，贊成工作 

小組有關加強敎師治校及學系整合兩個 

原則。香港政府接納第二個《富爾敦報 

告書》之建議，並於七六年十二月通過 

大學新條例與規程。 

大學改組 

新 條 例 通 過 後 ， 大 學 改 組 隨 即 開 

始。敎師出任大學校董，成員書院校董 

及各級行政委員會委員的人數增加；這 

些 新 規 定 ， 落 實 了 「 敎 師 治 校 」 的 原 

則。而「學系整合」則於七七年實施， 

各成員書院相同的學系合倂爲一，統一 

籌劃課程和分配敎師職務，使各種資源 

獲得充份利用。大學發展自此進入新紀 

元。 

第二個富爾敦委員 

會成員：(左起) 

麥仕維先生、夏利 

士爵士、富爾敦勳 

爵、楊慶堃敎授 

首次在大學廣場舉 

行畢業典禮（一九 

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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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規模的擴展：一九七 

八至八七年 

馬臨敎授出任校長 

七十年代末，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 

建設已頗具規模，而經過重組及整合階 

段 ， 亦 達 到 人 才 匯 聚 和 資 源 集 中 的 目 

標。一九七八年馬臨敎授接替李卓敏博 

士出任校長，竭力將大學發展成一所多 

元化，且能提供專業敎育的高等學府， 

以適應社會的需求。 

醫學院成立　研究院擴充 

八十年代初期，本科生已從建校時 

的一千四百名增至五千名，系務會亦由 

十六個增至四十多個。大學於一九七七 

年成立醫學院，經過四年之積極籌劃， 

自八一年起正式招收醫科生，首批醫科 

畢業生遂於八六年誕生。至八七年，醫 

學院之發展已甚具規模，下設學系共十 

八個。 

於此期間，大學不斷推展研究院敎 

育，在擴闊學科範圍之餘，更著重課程 

之深入發展。研究院於八零年首設博士 

學位課程，至八七年，其學部已增至廿 

八個，共開辦碩士課程卅八項、博士課 

程十五項，以及文憑課程兩項。 

兼讀課程 

除正規的日間課程外，大學更於一 

九八一年開設兼讀學士學位課程，供在 

職人士深造。當時開辦的課程有四項： 

音 樂 、 中 英 語 文 、 工 商 管 理 及 社 會 工 

作。 

暫取新生計劃 

爲減輕中學生的考試壓力，大學當 

局 又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通 過 「 暫 取 新 生 計 

劃」，中五學生可憑中學會考成績申請 

進入大學，如獲錄取爲本科暫取生，只 

需完成一年中六課程，並通過由大學制 

定 的 成 績 評 審 ， 可 正 式 升 讀 大 學 一 年 

級。一九八四年，首次收錄暫取生約七 

百名。 

課程檢討 

由創校至八十年代初，中大的課程 

結構結合學位試及學分制。至八三年， 

大學開始全面檢討本科課程結構，目的 

在設計一套均衡課程，使既能反映全人 

敎育的理想，又可確保畢業生的水準。 

結果，大學於八六至八七學年起，取消 

學位試，實施一套新的課程結構，採用 

純粹學分制，且著重通識敎育及語言能 

力的訓練。在此基礎上，大學之本科課 

程得以更健康及更多元化地發展，而學 

生在選修科目時亦享有更大的自由。 

卸任校長李卓敏博 

士與新任校長馬臨 

博士攝於一九七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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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監督麥理浩爵士爲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揭幕(一九八二) 

首屆醫科畢業生與醫學院敎師合照(一九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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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書院奠基典禮 

(左起)鍾逸傑爵 

士，邵逸夫爵士及 

利 國 偉 爵 士 ( 一 九 

八七) 

(五）邁向國際化，增加靈活性： 

一九八七至九三年 

高錕敎授出任校長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不但是 

國際金融中心及技術轉移的重點城市， 

更扮演著溝通中國與外國交往的橋樑角 

色。中文大學必須爲這急劇轉變的社會 

培育大批人才。一九八七年，高錕敎授 

繼馬臨敎授出任第三任校長，致力加強 

大學與世界各地學術機構的聯繫及文化 

交流，維持大學學術水平及提高學校的 

國際聲譽。 

逸夫書院成立 

自高錕敎授出掌校務後，大學的重 

要發展之一是成立第四所書院——逸夫 

書院。逸夫書院早於一九八六年開始籌 

建，八八年正式收生，校舍設施則於一 

九九零年三月正式揭幕。新書院無論在 

設備或是制度上，都極具規模。 

靈活學分制 

大學自八六至八七學年起，採用純 

粹學分制，並不斷加以改善。一九九一 

年起，爲加強學制之靈活性，不再規定 

學生按年晉級，使中六及中七入學的學 

生，均可按個人志願選擇修業年限。大 

學更於九三年調整主修、副修、通識及 

語文科目的學分要求，以配合各學系之 

課程重整；又同意讓入學前已具有認可 

大專學歷的學生取得部分科目及學分豁 

免。靈活學分制使大學得以提供更多跨 

學科的學位課程，開設更多學系，並增 

加 大 學 與 世 界 著 名 學 府 合 辦 課 程 的 機 

會。 

第三任校長高錕敎 

授來港履新(一九 

八七) 

14 



大專聯招 

一九九零年，中文大學與本地五所 

專上學院開始以「大學及理工聯合招生 

辦法」，招取全日制本科課程一年級新 

生，該辦法旨在簡化入學申請程序。經 

新計劃所錄取之新生，無論在質素或名 

額 方 面 皆 康 理 想 ， 大 學 遂 決 定 繼 續 以 

「聯招辦法」收生，並取消施行已久之 

暫取新生計劃。 

工程學院及敎育學院成立 

課程發展於此期間亦有重大突破， 

工程學院於一九九一年成立，而敎育學 

院亦於同年由原屬研究院的學部升格爲 

與文、理、社、商、醫學院同等地位之 

學院。大學之七所學院近年致力提供多 

項切合社會需要之本科課程，包括日本 

研 究 、 法 律 、 小 學 敎 育 、 體 育 、 建 築 

學、護理學、藥劑學、訊息及系統工程 

學等，又增設多項碩士、博士及兼讀學 

士學位課程。 

新研究所誕生 

爲使大學敎育及研究更專業化，自 

八七年起，新的研究所相繼成立：一九 

八八年六月本港第一所非牟利的生物科 

技研究院成立：一九九零年間，更先後 

成立了亞太工商研究所、香港亞太研究 

所及香港癌症硏究所；隨後又於九一年 

成立人文學科研究所。大學校董會並已 

通過於九三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敎 

育研究所及數理科學研究所。 

革新校政 

在校政方面，大學於一九八九年冬 

檢討及重新界定學院院長、系主任及系 

務會之職責、職權和統屬關係，又於九 

二年推行校政分權管理，把更多權責下 

放 至 各 學 院 ， 並 重 組 大 學 中 央 行 政 部 

門 ， 以 配 合 擴 展 所 需 。 在 人 事 政 策 方 

面，則精簡敎員招聘程序，靈活執行僱 

員服務條款，並實行新的長假安排。這 

些新措施均使大學行政更具朝氣。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開幕（一九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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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廿一世紀 

數年後，香港便成爲中國的特別行 

政區’人類亦將踏入廿一世紀。可預見 

太平洋圈的經濟正快速增長，尤以中國 

爲甚。香港在這發展過程中將擔當吃重 

的角色；而其最寶貴的資源，便是曾接 

受良好敎育的市民。 

香港中文大學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和 

條件，也有牢固的文化根源及國際學術 

界聯繫，加上積聚過往三十年的成就， 

極有潛能在這急劇變化的新環境中，作 

出重大貢獻。 

作爲一所與時共進的綜合性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將配合社會發展，不斷增 

設新學科，並透過靈活學分制，增加學 

生選課及修業進度的彈性。作爲一所學 

術機構，它將繼續強調學術自由和知識 

的創造，著重發展研究，提供以研究爲 

主的高級學位課程，致力成爲本地及亞 

太區的學習重鎭。它又會積極開拓與國 

際學術機構之聯繫，開展各類合作研究 

和交換計劃，以提高學術水平及國際聲 

譽。它匯集眾多敎師的專長和才幹，將 

可 發 揮 知 識 庫 的 作 用 ， 爲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展望下一世紀，我們期盼中大成爲 

享有追尋知識和學術研究自由的文化堡 

壘 ， 透 過 研 究 、 敎 學 ， 和 出 版 學 術 著 

作，繼續發掘和傳揚知識，與國際學術 

界同步共進，並在香港及亞太區的高等 

敎育發展中發揮領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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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日新 

校園拓建 

及 

新設施 

香港中文大學位於新界 

沙田新市鎮以此，東眺沙田 

海，北瞰吐露港，面積約一 

百卅四公頃。校園地勢由海 

拔四點四至一百四十米不 

等，原爲多石之山丘，六十 

年代起陸續闢成多個平台， 

供大學本部及四所成員書院 

興建校舍以及敎職員宿舍之 

用。 

大學本部之建築分布中 

部，崇基學院位處山麓，新 

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則聳立山 

巔。三所原屬書院均有行政 

及敎學大樓、圖書館、師生 

康樂活動中心、學生宿舍及 

職員宿舍。逸夫書院位於校 

園西北隅，校舍在一九八九 

年啓用，除因旣定政策不設 

本科敎學單位外，設備齊 

全，不遜其他書院。昔日爲 

荒蕪山丘之大學校園，在過 

去三十年，興建了大小建築 

物不下一百一十幢。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一九九三 



新設施及完成年份 

文娛康樂 富爾敦樓（一九八八) 

文物館新翼(一九八八） 

逸夫大講堂(一九九一) 

賓館及學人宿舍 

昆棟樓(一九九一） 曙光樓(一九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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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及敎職員宿舍 

逸夫書院 

學生宿舍(一九八九一九二） 

崇基學院第一學生宿舍(一九九三) 

敎學 邵逸夫夫人樓(一九八九) 
何添樓(一九八七） 

梁銶琚樓(一九九一) 

方潤華堂(一九九零) 

許讓成樓(一九九一) 何善衡工程學大樓(一九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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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行政 

逸夫書院文瀾堂(一九八九) 

田家炳樓(一九九二) 

體育 

大學體育館裝置冷氣(一九九一) 

大學運動場裝置泛光燈(一九九一） 

汾陽體育館 (一九九二 ) 

研究 

香港科技研究院綜合大樓(一九九一) 

基建 

校園基幹光纖網絡(一九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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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專精 

——七個學院之學系及學位課程 

學院/學系 提供之學位課程 [註 ] 

文學院(一九六三)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英文系、藝術 

系、歷史系、日本研究學系、音樂 

系、哲學系、宗敎系、翻譯系 

文學士、哲學碩士、文學碩士、神 

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 

工商管理學院(一九七四) 

會計學院、財務學系、國際企業學 

系、市場學系、決策科學與企業經 

濟學系、管理學系 

工商管理學士、工商管理碩士及哲 

學博士課程 

教育學院(一九九一) 

敎育行政與政策學系、課程與敎學 

學系、敎育心理學系、體育運動科 

學系 

敎育學士、文學碩士(敎育)、敎育 

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 

工程學院(一九九一) 

電子計算學系、電子工程學系、訊 

息工程學系、系統工程學系 

工程學士、理學士、哲學碩士、理 

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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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學系 提供之學位課程 

醫學院(一九八一)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病理解剖及 

細 胞 學 系 、 解 剖 學 系 、 生 物 化 學 

系、化學病理學系、腫瘤學系、臨 

牀藥理學系、社區及家庭醫學系、 

放射診斷學系、內科學系、微生物 

學系、護理學系、婦產科學系、矯 

形外科及創傷學系、兒科學系、藥 

理學系、藥劑學系、生理學系、精 

神科學系、外科學系 

內外全科醫學士、醫學科學學士、 

護理學學士、藥劑學學士、哲學碩 

士、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 

理學院(一九六三) 

生物化學系、生物系、化學系、數 

學系、物理系、統計學糸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 

社會科學院(一九六三) 

人類學系、建築學系、經濟學系、 

地理系、政治與行政學系、新聞與 

傳播學系、心理學系、社會工作學 

系、社會學系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社會工 

作碩士、哲學博士，以及哲學碩士 

及社會科學碩士學位聯合課程 

( 註 )：高級學位課程之開設由研究院卅五個學部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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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卓越 

——國際聯繫及學術硏究 

開展學術交流與研究，乃一所高等 

學府維持及提高其學術水平之根基，亦 

是改進其敎育質素所不可或缺者。 

本此信念，三十年來，中大一直努 

力不懈，提供一個有利學術交流的環境 

和一套促進國際聯繫的機制，且鼓勵敎 

師與學生從事研究，創造新知，追求卓 

越學術成就。 

學生交換 
自一九六五年開始，中大已與美國 

加州大學各分校開展交換計劃。時至今 

日，大學及四所成員書院與英、美、加 

拿大及日本等地逾廿九所大學及專上院 

校建立了學生交換計劃，其中包括紐約 

大學、洛杉磯加州大學、柏克萊加州大 

學、倫敦商學院、卑詩省大學、多倫多 

大學、創價大學、筑波大學等。 

透過交換活動，中大學生得以增廣 

見聞，擴闊眼界；不論是學業或生活方 

面，都獲得新的知識和體驗。 

敎師交換 
本校並透過英、法、德政府及交換 

計劃組織之協助，與該三國多所學府訂 

有敎師交換計劃。此外，本校更與國際 

學術組織如雅禮協會、威爾斯利燕京委 

員會及普林斯頓亞洲委員會保持密切聯 

繫。中大亦爲各地大學聯會會員，例如 

英聯邦大學協會、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 

及國際大學協會，該等團體均開設敎職 

員進修計劃及組織國際會議，以提供交 

流經驗之機會。 

敎師交換計劃讓更多的海外學者來 

到中大校園，他們帶來的學術熱忱與活 

力 ， 使 本 校 的 學 術 科 目 更 加 豐 富 與 充 

實。另一方面，這些交換計劃亦增加本 

校敎師到海外從事研究的機會，讓他們 

多接觸世界一流的學術環境，對比本身 

的工作，不斷更新各自領域的知識及專 

長。 

一九六五年與加州大學建立交換計劃 

中大交換生(右 

四)在德國與外國 

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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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錕校長率團訪問北京與上海敎研機構，並參 

觀淸華大學 

國際聯繫 
中大更是一所「國際大學」。校園 

內設有獨立的交流及資源中心如「大學 

服務中心」和「港美交流中心」；不同 

學院又與國際知名大學如耶魯大學、哥 

倫比亞大學、霍普金斯大學等訂有長期 

學術合作協議。中大更於一九七七年設 

立國際交換計劃學部，鼓勵外國學生到 

本校進修。自七七年迄今，經該學部安 

排來港的外國學生已超過一千人，其中 

包括來自三十多個不同國家及逾二百五 

十所院校的本科及研究學生。他們大都 

來港進修一年，除學習中文及選修其他 

學科外，更積極參與各種課外或義務活 

動。不少人漸漸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 

的興趣，畢業後重返香港定居及工作。 

中國聯繫 
隨著國內院校對外開放交流活動， 

近年本校與國內院校之學術交流及合作 

研究計劃日趨頻密，由各省市蒞校訪問 

之學者逐年有增，每年恆逾百人，交流 

範圍遍及各學術領域。現時，中大與國 

內二十多所重點大學保持聯繫及簽訂學 

術交流協議。國內學者除來港參加研究 

工作外，更主持演講及研討會，或修讀 

培訓課程，而本校敎師亦經常前往國內 

院校授課或從事研究。 

學術聯繫委員會及學術聯繫 

辦事處 
爲加強及發展對外之學術聯繋與合 

作研究活動，大學特於九一年設立學術 

聯繫委員會，就中大未來之交換計劃、 

對外學術聯繫及合作研究計劃提出政策 

指引。學術聯繫委員會下設學術聯繫辦 

事 處 ， 代 表 大 學 執 行 對 外 學 術 聯 繫 事 

宜，協助各部門籌劃及執行交流計劃， 

並爲該等計劃籌措資金。 

國際交換計劃學部學員與本地學生 

各類型學術會議經常在中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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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硏究活動 
本校一貫鼓勵師生從事研究，而歷來 

師生之研究計劃內容廣博，項目多不勝 

數，既有純學術性的，也有極具實用價値 

的，屢獲政府、工商界及慈善團體資助。 

一九七七年正式成立的大學出版社（前身 

爲出版部），更協助校內外學者發表研究 

成 果 。 大 學 亦 每 年 編 印 《 研 究 項 目 撮 

要》，介紹獲資助之新研究項目。 

硏究所及研究中心 
目前本校共設有七個研究所及眾多 

研究中心，推動跨系科際研究。各研究 

所並經常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和 

展覽，藉以促進學術交流。 

本地兒童生長標準調查 

環境研究中心主持的噪音量度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 

心的考古工作隊在大 

嶼山東灣開展田野發 

掘和測勘工作 

單位 成立年份 

理工研究所 一九六五 

中藥研究中心 一九七九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研究中心 一九八八 

環境研究中心 一九九零 

材料科技研究中心 一九九二 

中國文化硏究所 一九六七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一九六六 

文物館 一九七一 

翻譯硏究中心* 一九七一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一九七八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一九九三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一九八八 

亞太工商研究所 一九九零 

香港亞太研究所 一九九零 

人文學科研究所 一九九一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敎育硏究所 一九九三 

*重組後之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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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委員會及硏究事務處 
爲進一步推展校內之研究活動，大 

學於一九九一年重組研究委員會，定期 

檢討長遠研究政策，以及統籌敎師申請 

硏究資助事宜。委員會下設七個學科小 

組，協助各科敎研人員擬定研究計劃及 

預算，以及協調資源之運用。大學又成 

立研究事務處，爲硏究活動提供行政支 

援。 

研究委員會之七個學科小組 

文學及語言小組 醫學小組 

工商管理學小組 物理科學小組 

生物科學小組 社會科學及敎育小組 

工程學小組 

用冷藏庫之新鮮豬皮治療嚴重燒傷病人 

研究人員拍攝蕈菌生長情況 

利用遙感技術監測環境 

中藥研究中心 

研究人員利用寬頻帶網絡取得醫療圖像 

心理學研究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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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通才 

——書院生活與通識敎育 

中大一貫重視全人敎育，校內五十 

七個學系負責「學科爲本」敎學，提供 

嚴格的學術及專業訓練，而四所成員書 

院則負責「學生爲本」敎學，並推動通 

識敎育及文娛體育活動，以拓展學生視 

野，訓練其獨立思考能力，協助他們發 

揮個人潛能。 

大學的成員書院各有傳統和特色； 

學 生 加 入 中 大 這 大 家 庭 ， 首 先 感 受 到 

的，便是書院精神。 

崇基學院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基督敎會鑑於 

香 港 社 會 對 基 督 敎 中 文 高 等 敎 育 之 需 

要，一九五一年十月創辦崇基學院。 

崇基學院繼承及發揚過去國內十三 

所基督敎大學之敎育傳統，培育學生自 

由開放的精神，了解傳統中西文化，關 

注社會各種問題。崇基之校訓「止於至 

善」，一直是師生的共同理想。 

學院於一九五五年經香港政府立法 

而成法定敎育組織。創校初期借用本地 

崇基禮拜堂 

啓眞道博士主持馬料水校舍奠基儀式(一九五六) 

崇基學院歷任校董會主席 

(任期） 

彭紹賢博士 一九六一至六四 

簡悅強爵士 一九六四至六八 

林植豪先生 一九六八至七零 

李福和博士 一九七零至七六 

黃宣平先生 一九七六至八一 

李福慶先生 一九八一至八七 

孔祥勉博士 一九八七至九三 

熊翰章先生 一九九三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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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校舍授課。後來分別獲英美兩國敎 

會團體資助，以及本港敎會、工商各界 

之大力支持，得以順利發展，並於五六 

年遷至新界馬料水現址。學院更自五七 

年起，開辦宗敎與神學課程，訓練宗敎 

及神職人才。學院並設有校牧室，負責 

推 動 週 會 、 主 日 崇 拜 和 團 契 等 宗 敎 活 

動。 

崇基學院一向著重師生之文化學術 

及群育活動，除定期舉行研討會、午餐 

聚會、周年敎育研討會外，尙舉辦「黃 

林 秀 蓮 訪 問 學 人 講 座 」 ， 以 廣 師 生 視 

野；而各學生組織亦經常主辦學術文化 

與社交活動。 

新生輔導營 

周年敎育研討會 

崇基學院歷任校長/院長 

校長 (任期) 

容啓東博士 一九六零至七五 

雷 恩 先 生 一九七五至七六 

譚尙渭敎授 一九七六至七七 

院長 

譚尙渭敎授 一九七七至八一 

傅元國敎授 一九八一至八八 

譚尙渭敎授 一九八八至九零 

沈宣仁敎授 一九九零至今 

新亞書院 

一九四九年，已故錢穆博士及一群 

來自中國大陸之學者創辦新亞書院，目 

的在發揚中國文化，溝通中西學術。 

書院建校初期規模極小，但旋即贏 

得海外之公私援助，其中之至有力者， 

首推美國雅禮協會。新亞與雅禮合作發 

展校務，始於一九五四年，在以後之十 

年 時 間 ， 新 亞 在 校 舍 及 圖 書 方 面 之 擴 

充，有長足之進展。 

新亞校園 

新亞書院歷任校董會主席 

(任期） 

趙 冰 博 士 一九四九至六四 

董之英先生 一九六五至六七 

唐炳源博士 一九六七至七一 

李祖法先生 一九七一至七六 

陶學祁博士 一九七六至九一 

唐翔千先生 一九九一至今 

28 



新亞書院歷任校長 /院長 

校長 (任期) 
錢 穆 博 士 一九四九至六五 

吳俊升博士 一九六五至六九 

沈亦珍博士 一九六九至七零 

梅貽寶敎授 一九七零至七三 

余英時敎授 一九七三至七五 

全漢昇先生 一九七五至七七 

院長 

金耀基敎授 一九七七至八五 

林聰標敎授 一九八五至九二 

梁秉中敎授 一九九二至今 

新亞初期以文史哲著名，後來則均 

衡發展各種科系。在成員書院中，若干 

科系如藝術系及人類學系，乃新亞獨 

有。 

「八方雲集、莊諧兼之」二語，可 

用來形容新亞的學術活動。來自世界各 

地，專長文理各科的學者，經常在書院 

主持講座。每年舉辦的學術活動包括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新亞 

明裕基金講座敎授計劃」、「新亞龔雪 

因先生訪問學人計劃」、「林耀明先生 

經濟學人學術交流計劃」與「許讓成藝 

術交流計劃」。學生之課外活動，則由 

學生會及其屬會自由組織。 

「龔氏訪問學人」程 

十髮先生給藝術系學 

生示範 

新亞書院出版的書刊 

新生輔導營 

聯合書院 

聯合書院於一九五六年由廣僑、光 

夏、華僑、文化書院及平正會計專科學 

校五間專上院校合倂而成，旨在集中力 

量，冀對香港高等敎育有更大貢獻。 

書院是以本地學院姿態服務工商業 

社會爲鵠的，著重通識敎育與非形式敎 

育，以協助學生增廣知識，發揮自由、 

自覺、自愛，自律和自強的聯合精神。 

聯合書院歷任校董會主席 

(任期） 

馮秉芬爵士 一九六一至七二 

胡百全博士 一九七二至八三 

邵逸夫爵士 一九八三至九一 

何 添 博 士 一九九一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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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校舍 

周年研討會 

韓國江原大學萌芽學者到訪書院 

宿生會活動 

書院經常邀請國際傑出學者蒞臨訪 

問，藉以提高學術水平。此外，更設立 

萌芽學者學術交流計劃；曾分別與新加 

坡、台灣、韓國等大學合作，派遣年靑 

學子互訪，促進交流，增加了解。 

聯合書院亦與外地著名大學合辦學 

生交換計劃，包括美國威廉士大學、印 

第安納大學，及日本創價大學。 

聯合學生宿舍常舉辦高桌晚宴，使 

師生在輕鬆氣氛下聚餐暢談，加強對宿 

舍的歸屬感。 

聯合書院歷任校長 /院長 

校長 (任期） 

鄭棟材博士 一九六三至七七 

院長 

薛壽生敎授 一九七七至八零 

陳天機敎授 一九八零至八八 

李卓予敎授 一九八八至今 

逸夫書院 

逸夫書院之成立，端賴邵逸夫爵士 

慨捐鉅款一億一千萬元予大學，用以興 

建第四所成員書院。大學特將該書院命 

名爲逸夫書院’以誌創辦人興學之舉。 

逸夫書院位於大學校園西北部，俯 

瞰吐露港，佔地四公頃半。八八年度收 

錄第一批學生。八九年書院之學生宿 

舍、行政樓、訪問學人單位及敎職員宿 

舍亦相繼建成。可容納聽眾五百三十七 

人的大講堂及第二學生宿舍亦續於九一 

及九二年啓用。 

九零年三月二日，書院正式開幕， 

蒙港督兼大學監督衛奕信爵士與書院創 

辦人邵逸夫爵士親臨主持揭幕典禮。 

書院致力協助大學提高學術質素， 

其通識敎育課程、書院聚會及學術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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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動，爲學生提供廣泛的學習課題。 

書院亦提供一些非形式的通識課程，如 

英 語 班 、 法 文 班 、 普 通 話 班 、 國 畫 班 

等，以滿足學生的不同興趣。 

此外，書院設有「邵逸夫爵士訪問 

學人計劃」，鼓勵敎師安排海外學人到 

本校作短期訪間，與有關學系交流及作 

公開演講。 

逸夫書院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外活 

動，協助他們籌組各類團體及組織。除 

一般系會及學會外，其他如投資學會、 

氣功學會、心理健康學會等，都是校內 

嶄新的學生組織。書院尙有獨立的學生 

刊 物 ， 名 爲 《 節 拍 》 。 此 外 還 有 學 生 

會、宿生會及走讀生舍堂等。目前書院 

有學生團體廿餘個。 

大學監督衞奕信爵士 

及書院創辦人邵逸夫 

爵士主持逸夫書院開 

幕典禮(一九九零年 

三月) 

逸夫書院校園標記 

在籌辦書院第一屆迎 

新營的活動中，一群 

轉院生顯示他們的合 

作精神 

逸夫書院校董會主席 

(任期） 

馬 臨 敎 授 一九八七至今 

逸夫書院院長 

(任期） 

陳佳鼎敎授 一九八七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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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豐葉茂 

——中大學生及校友 

學生多來自中下階層　男女參半 

截至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本校學 

生總人數爲一萬零八百七十二人：包括 

全日制本科生七千六百九十四人，本科 

兼讀生一千二百六十二人及研究生一千 

九百一十六人。 

根據本校過去三年之新生狀況調査 

所得，過半之本科新生爲中六畢業生， 

平均入學年齡介乎十八至十九歲；而兼 

讀生則大多爲在職人士，其中又以敎育 

界 人 士 最 多 。 平 均 年 齡 爲 廿 八 至 廿 九 

歲。 

本科生與兼讀生之男女比例類似， 

都是男女生數目參半。可是，工程及理 

學院仍以男生爲大多數，文學院及社會 

科學院則以女生爲多。 

九二年的資料顯示，新生之每月家 

庭總收入中位數字僅爲一萬二千餘元。 

他們四成居住公共屋邨，父親多從事半 

技術工作，母親則多爲家庭主婦。由此 

可知，中大學生多來自中下階層。故超 

過五成的學生需要政府助學金及貸款， 

以維持學業。 

學生組織多元化　活動多采多姿 

本校在重視正規敎育之同時，亦強 

調學生的非形式敎育。學生課餘及團體 

活動無疑是非形式敎育的重要媒介。中 

文大學學生活動素以多姿多采見稱，活 

動類型亦多樣化。校內學生組織大致可 

分五類’各有特色。 

(一）學生會 

除 全 校 性 的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學 生 會 

外，四所成員書院各自有學生會。中大 

的 學 生 會 向 以 關 注 社 會 事 務 和 校 政 見 

稱，是訓練領袖人才的實驗室，培養富 

責任感公民的場所。 

(二）院會、系會及宿生會 

基於相同學院或學系而組成的院會 

或系會共有六十多個；十六間宿舍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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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宿生會。透過這些組織，學生可團 

結起來，謀求自己的福利，並籌辦各類 

型的文娛康樂活動，促進德育和智育的 

發展。 

(三）舍堂及級社 

級社爲崇基學院獨有，按學生所屬 

年級而組社。舍堂則是書院爲照顧暫時 

未能入宿的學生而設。目前聯合書院設 

有兩個走讀生舍堂，新亞及逸夫書院亦 

各有一個。舍堂內備有音響器材、報紙 

雜誌及各種棋類供走讀生享用，讓他們 

可以更充分享受大學生活。 

(四）學術圑體 

學生基於共同的學術興趣，組成各 

種學會，互相切磋交流。如國是學會、 

中國貿易學會、佛學會、靑年文學獎、 

日文學會、天文學會等。 

( 五 ） 興 趣 團 體 

興趣團體可分爲兩類，一爲服務社 

會 而 組 成 者 如 社 工 隊 、 扶 輪 靑 年 服 務 

團、新亞社會服務團、崇德社等；另一 

類則是旨在發展共同興趣的團體，如合 

唱 團 、 圍 棋 會 、 現 代 舞 學 會 、 攝 影 學 

會、空手道會、射藝會、划艇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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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施及學生服務 

學生除可享用各成員書院的學生活 

動設施，並可充分利用大學本部之師生 

中心、體育中心、田徑場、游泳池等。 

此外，各書院輔導處，以及大學學生事 

務處下設之不同單位，亦爲學生提供各 

類服務、福利及輔導，包括心理輔導、 

獎助學金及經濟援助、就業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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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業 生 逾 三 萬 　 服 務 社 會 各 行 各 業 

創校三十年，中大爲社會輸送之人才 

已超過三萬四千多。畢業生遍佈各行各 

業，在若干行業中的表現尤其特出，如商 

界、銀行及金融業、敎育學術界、電訊工 

程、市場服務、社會工作、大眾傳播、音 

樂藝術等。近年來，前往海外深造或發展 

事業的畢業生爲數亦不少。 

一九九二年度本科畢業生去向 

雜類3.8% 社會及公共服務機構2.4% 

繼續升學 

13.3% 其他行業 

1.5% 

政府部門 

4.1% 
敎育界 

19% 

工商界 

55.9% 

本科畢業生就業趨勢（一九八八—九二 ) 

% 

70 

60 

50 

40 

30 

20 

10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工商界 

敎育界 

政府部門 

社會及公共 

服務機構 

他們都是中大校友 

敎育學術　徐立之　新亞（七二） 

大眾傳播　張敏儀　崇基（六八） 

音樂藝術　曾葉發　崇基（七六） 

文化出版　陳萬雄　新亞（七三） 

工商經濟　張煊昌　聯合（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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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年 學 位 / 文 憑 頒 授 數 目 

學位／文憑 年 份 學位／文憑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８６ 87 ８８ ８９ ９０ 91 92 合共 

統一文憑 

文學院 6 8 5 19 

工商管理學院 6 3 1 10 

理學院 31 31 18 20 100 

社會科學院 2 4 3 I 10 

合共 45 46 26 22 139 

學士學位 

文學士 68 104 115 164 156 148 111 146 163 152 165 159 199 183 225 243 256 259 259 245 248 251 242 272 303 309 277 318 297 6,037 

工商管理學士* 9 20 35 79 79 55 60 68 87 81 90 84 111 141 195 174 235 250 241 200 212 207 220 224 255 271 271 327 327 4,608 

敎育學士 
39 39 

內外全科醫學士 
46 67 66 101 86 103 128 597 

醫學科學學士 3 4 4 11 

工程學士 
91 91 

理學士 31 47 67 102 117 119 108 122 141 143 154 159 184 194 229 230 267 268 293 271 254 267 330 329 349 315 341 351 336 6,118 

社會科學學士 27 80 83 129 129 124 117 127 166 181 172 191 234 238 271 302 318 295 313 307 325 309 328 321 381 349 375 381 396 6,969 

合共 135 251 300 474 481 446 396 463 557 557 581 593 728 756 920 949 1,076 1,072 1,106 1.023 1,039 1,0341 ,166 1,213 1 ,354 1, ,3451 ,353 1,484 1,618 24,470 

高級學位及文憑 

文學碩士** 13 13 22 18 16 13 95 

文學碩士 4 2 4 2 I 1 1 1 16 15 20 14 22 29 28 160 

神學碩士 4 2 2 2 2 1 1 3 4 2 2 1 2 28 

哲學碩士 21 36 46 38 52 50 47 57 43 39 68 69 66 78 77 85 87 101 88 108 1,256 

哲學博士 
1 4 6 1 10 3 9 10 11 12 67 

商學碩士*** 4 9 3 16 

工商管理碩士 8 16 17 25 24 24 20 28 32 57 70 77 71 73 85 89 83 104 100 106 84 93 1,286 

敎育文憑 19 21 17 25 24 43 68 73 104 119 142 138 253 288 323 320 358 295 317 344 385 428 355 426 393 386 434 6,098 

文學碩士(敎育） 5 5 2 1 2 5 4 8 16 25 13 7 19 17 25 26 8 14 21 223 

醫學博士 
1 1 3 2 1 8 

理學碩士** 1 9 10 

理學碩士 4 3 2 1 20 30 

社會工作文憑 
17 2 11 16 15 i 35 32 128 

社會工作碩士 
５ ２ 2 ２ 4 7 4 3 6 3 1 2 1 42 

社會科學碩士 2 3 5 

社會科學碩士 
4 2 6 

合共 19 34 34 58 45 68 109 111 174 ２０２ 210 21５ 33７ 38０ 44３ 44４ 49５ 463 485 514 612 1 642 612 680 666 652 754 9,458 

總共 
34,067 

* 一九七一年以前爲商學士學位 

** 一九七三年及以後改爲哲學碩士學位 

***一九七一年及以後改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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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日 

校友遍佈各地 關心母校發展 

不少畢業生投身社會之後，仍然關 

心母校發展，他們於各地組織校友會， 

保持與母校之聯繫，更彼此鼓勵服務當 

地社會。一九七八年成立的「香港中文 

大 學 校 友 會 聯 會 」 ， 集 合 了 新 亞 、 崇 

基、聯合、敎育學院及研究院五個校友 

會的力量 (新成立的逸夫書院校友會亦 

於最近加入聯會）。八二年，香港中文 

大學校友會聯會敎育發展有限公司宣告 

成立，致力推展敎育事業，已先後開辦 

小學、幼稚園及中學各一所。現時，經 

登記正式成立之校友會共三十四個，遍 

佈香港、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 

大學籌組評議會鼓勵校友參與 

校政 

三十載的努力耕耘，中大培育人才 

無數，成績令人鼓舞。本校亦有感歷年 

之畢業生已於各行各業凝聚成一股不可 

忽視的力量，正是適當時候加強校友與 

母校之聯繫，以促進大學之發展，遂於 

本年三月籌組評議會。評議會的作用爲 

協助大學加強公共關係，支持大學建立 

良好社會形象，並爲大學籌募經費。 

根 據 大 學 條 例 ， 大 學 歷 年 的 畢 業 

生，以及於六三年八月獲頒專上學院統 

一文憑者；或是於中大成立前，修讀崇 

基、新亞及聯合書院之四年制課程而獲 

該院頒發文憑者；又或是曾修讀大學審 

訂之研究院課程最少一年，並獲頒予文 

憑者，都具資格列名評議會名冊，享有 

出席會議及選舉權利。校友不但可透過 

評議會，提供關於大學發展的意見，更 

可推選代表，出任大學校董，直接參與 

校政。 

評議會籌委會及常務委員會成員 

評議會於本年九月九日舉行首次會 

員大會，選出主席及常務委員會選任委 

員（名單見附表）。委員會將於十月十 

六日之三十周年校慶晚宴中舉行就職典 

禮。 

大學評議會常務委員會1993 

主席 

李金鐘（新亞） 

選任委員 

香樹輝（新亞） 

葉漢秋（新亞） 

劉世鏞（崇基） 

李劍雄（聯合） 

汪長智（崇基） 

殷巧兒（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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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會 分 佈 圖 

加拿大 

1.中大兼讀程加拿大校友會 

2.崇基多倫多校友會 

3.新亞多倫多校友會 

4.聯合多倫多校友會 

5.香港中文大學卑斯省校友會 

6.崇基溫哥華校友會 

香港 

1.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2.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敎育發展有限公司 

3.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 

友會 

4.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 

友會 

5.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 

友會 

6.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校 

友會 

7.香港中文大學敎育學院校 

友會 

8.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舊生 

會 

9.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校友 

會 

10.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友 

會 

11.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校友會 

12.香港中文大學三年制工商 

管理碩士同學會有限公司 

13.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工 

商管理校友會 

14.中大生物化學系舊生會 

15.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 

(經濟）校友會 

16.新聞及傳播學系舊生會 

17.崇基至善會 

18.中大校友財經小組 

沙巴 

沙巴中大同學會 

澳洲 

香港中文大學澳洲校友會 

美國 

1.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美東校友會 

2.香港中文大學書院美東校友會 

3.香港中文大學美東校友會 

4.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美東校友會 

5.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 

6.德州中大校友會 

7.南加州崇基校友會 

8.新亞書院校友會（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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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約禮。繼往開來 

三十周年校慶活動 

一月 

籌款步行當天，二千五百名參加者冒著 

嚴寒齊舉善步，爲香港癌症研究所籌得 

二千一百多萬元。 

一月十七日舉行之校慶籌款步行揭開三十周年 

慶 祝 活 動 的 序 幕 。 

文化評論國際會議於九二年十二月廿九日至九三 

年一月十日舉行。由本校人文學科研究所主辦， 

會議涵蓋六大主題和三十多項專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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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紀念講座爲校慶重要學術活動 

之一，由偉倫基金會贊助，七個學院分 

別 邀 請 國 際 著 名 學 者 蒞 校 主 持 。 

第一講由醫學院於一月十九日舉辦，諾貝爾醫學獎得 

獎人卡爾頓•蓋傑塞克博士(Dr. D. Carleton Gajdusek) 
主講「衰老與癡呆症」，聽眾逾八百人。 

第三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一月十一及十二 

日)首度於非閩語區舉行，由中文系及中國文 

化 研 究 所 吳 多 泰 語 文 研 究 中 心 主 辦 。 儺是古時迎神賽會驅除疫癘的風俗，宋時加入歌舞和 

扮演。中國儺戲、儺文化國際研討會於一月廿七至廿 

九日舉行，集中討論原始資料搜集、整理、記錄和分 

析的問題。 

二 月 

三 十 周 年 紀 念 講 座 第 二 講 由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主 辦 ， 

於二月十八日舉行。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路管理學院霍禮達敎授 

(Prof. Lester C. Thurow)主講「經濟動態、克林 

頓政府及美國商業敎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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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三十周年紀念講座第三講由敎育學院主 

辦，於三月十日舉行。由牛津大學社會及 

行政學榮休敎授賀思敎授(Prof. Albert 

H a l s e y ) 主 講 「 書 院 的 黃 昏 — — 傳 統 敎 授 

權 威 的 沒 落 」 。 

四百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醫療界人 

士’參加三月十二至十五日舉行的 

「危重病學九三：第七屆太平洋危 

重 病 學 協 會 會 議 」 。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兼歷史系 

敎授周策縱敎授於十八日主持三十周年紀 

念 講 座 第 四 講 。 是 次 講 座 由 文 學 院 主 辦 ， 

講題爲「中外爲體，中外爲用——中國文 

化現代化芻議」。 

逾一百五十位國際專家於三月三十日至四 

月二日舉行之國際眼科會議，交流視網膜 

及 玻 璃 體 疾 病 的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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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展覽於三月廿六至廿九日 

於香港大會堂舉行，吸引了四 

千五百多人蒞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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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槪括地介紹大學的歷史、現況、成 

就及未來發展。 

展覽形式圖文並茂，輔以錄影 

帶及幻燈片介紹，並設電腦、 

醫 療 技 巧 、 素 描 及 書 法 示 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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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九日晚上的校慶音樂會，演出節 

目包括古今中西樂曲，聽眾逾七百人。 

音 樂 系 紀 大 衛 敎 授 及 瑪 莉 蓮 ‧ 

屈舜女士合作演出之雙鋼琴奏 

鳴曲，搏得全場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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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除大型校慶展覽外，大學亦於五至八月 

間，分別在太古、中環及觀塘地鐵站， 

置地廣場，太古廣場和海運大廈，舉辦 

小 型 巡 迴 展 覽 。 

太古廣場 

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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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於五月十三日主辦紀念講 

座 第 五 講 ， 邀 請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市 場 學 

及 管 理 行 爲 科 學 講 座 敎 授 白 高 斯 敎 授 

(Prof. Richard P. Bagozzi)主講。 

白敎授之講題爲「商學研究中理論與量 

度的互動關係——廣告、消費者行爲及 

社會市場學的應用範例」。 

五月廿六至廿八日於沙田麗豪酒店舉行 

的「大陸、香港、台灣管理敎育研討 

會」，探討管理敎育在中港台的發展情 

況和存在問題，促進三地管理敎育學者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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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研討會於 

六月八至十日假祖堯堂舉行。 

東南亞華人社會在下一世紀的 

課程取向，是「東南亞地區華 

人社會的課程改革：廿一世紀 

的挑戰」國際硏討會(六月廿 

一至廿三日）之議題。 

「當代中國研究之發展」國際 

研討會六月廿五日於富麗華酒 

店舉行，去年獲大學頒授榮譽 

社會科學博士學位的傅高義敎 

授(Prof. Ezra Vogel)亦爲主講嘉 

賓之一。研討會由大學服務中 

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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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 

第一屆國際蕈菌生物學及蕈菌產品會 

議 於 八 月 廿 三 至 廿 六 日 在 香 港 舉 行 ， 

由 生 物 系 主 辦 。 

卽將舉行 

下列三十周年校慶活動，將於本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 

舉行： 

十 月 

四日 紀念講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 

美 國 史 丹 福 大 學 P r o f . Kenneth J. 

A r r o w主講「經濟及政治轉變之規 

模與速度」（社會科學院主辦） 

十四日 第四十六屆頒授學位曁三十周年校 

慶典禮 

十六日 校慶晚宴——「珠圓月朗會群賢」 

廿六日 紀 念 講 座 ： 美 國 柏 克 萊 加 州 大 學 

Prof. Lotf i A. Zadeh 主講「模糊邏 

輯與軟電算科學：原理、應用及前 

景」（工程學院主辦） 

十 一 月 

二十至廿一日 開放日 

廿三日 紀念講座：英國薩撒斯大學 P r o f . 

Harold Walter Kroto 主講「從天而 

降的球體：碳6 0 」（理學院主辦） 

十 二 月 

一至五日 當代華文戲劇創作國際研討會（邵 

逸夫堂主辦） 

九日 第四十七屆頒授學位典禮 

三十周年校慶活動籌劃委員會 

主席：譚尙渭敎授 

小組委員會 召集人 

講座及會議小組委員會 金耀基敎授 

晚宴小組委員會 高黃美芸女士 

音樂會小組委員會 沈宣仁敎授 

展覽小組委員會 楊綱凱敎授 

紀念品小組委員會 陳佳鼐敎授 

籌款步行小組委員會 招大維先生 

校史撰寫小組委員會 吳倫霓霞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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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攝影比賽得獎作品 

大專黑白組 

冠軍：别有洞天 

蘇偉松 

李惠利工業學院 

亞軍：鏡中的圖書館 

蔡志鹏 

中文大學 

季軍：校巴站 

文家傑 

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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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彩色組 

冠軍：日出新亞 

文家傑 

中文大學 

亞軍：新舊之間 

羅家雯 

中文大學 

季軍：伯宿 

文家傑 

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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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黑白組 

冠軍：中大掠影（二） 

曾卓修 

香港基督敎服務處 

觀塘職業訓練中心 

亞軍：校園（六） 

王海龍 

北角蘇浙公學 

季軍：校園（四） 

王海龍 

北角蘇浙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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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彩色組 

冠軍：雨中 

李天佑 

北角蘇浙公學 

亞軍：守候 

李天佑 

北角蘇浙公學 

季軍：陌生人 

杜悠嬿 

北角蘇浙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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