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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期　一九九一年七月 

大學消息 
大學多項新行政安排 

學 術 聯 繫 活 動 新 架 構 

大學為加強與國際重要學術 

機構之聯繫，於九一年六月成立 

學術聯繫委員會（委員名單載於 

第八頁），代替原屬於教務會之國 

際交換計劃委員會。學術聯繫委 

員會向行政與計劃委員會負責並 

由副校長金耀基教授任主席。金 

教授將統籌學術聯繫活動之發展。 

此外，大學於九月一日成立 

學術聯繫辦事處，由秘書處及國 

際交換計劃學部調配人員參加該 

辦事處工作，對參與發展學術聯 

繫活動之學系提供更妥善及更髙 

效益之行政支援服務。大學現正 

徵聘該辦事處主任，新主任在行 

政上向金耀基副校長負責。 

學術聯繫辦事處 

主任：待聘 

副主任： 

倫熾標博士 內線7298 

(兼理與國內交流計劃） 

羅汝飛博士 內線7588 

(兼理國際交換計劃學部及其 

他國際聯繫計劃） 

研 究 與 發 展 事 工 之 統 籌 

大學現由副校長譚尚渭教授 

統籌研究與發展事工以及與工商 

界聯絡計劃。譚教授將接任原由 

校長兼任之大學研究委員會主席 

。自九一年八月一日起，原屬於 

秘書處之大學發展組將予解散， 

惟該組屬下之工商界聯絡與發展 

處及研究合約事務處將照常運 

作，在行政上則改向譚尚渭副校 

長負責。 

工商界聯絡與發展處 

主任：伍慶基先生　內線7865 

項目主任：孫靜女士　內線7867 

硏究合約事務處 

硏究合約事務主任（兼任硏究委員會 

秘書）：葉顏文慧女士　內線7869 

交 通 組 及 校 本 部 庶 務 組 之 新 行 政 安 排 

自九一年五月十三日起，交 

通組主任及庶務組組長改向高級 

總務主任姚啓昭先生負責。惟該 

兩部門主管之職責不變，繼續對 

各該部門之運作負全責。 

交通組主任：周劍雲先生 

內線7990 

庶務組組長：曹忠岳先生 

內線7276 

本校與耶魯大學聯合敬謝 

鄭裕彤及李兆基博士 

本校與耶魯大學於上月二十 

日假灣仔君悅酒店聯合舉辦典禮 

，敬謝鄭裕彤博士及李兆基博士 

慷慨捐贈六百萬美元，資助兩校 

合作開展對華南地區、香港及台 

灣的研究計劃。該項研究計劃由 

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及本校 

香港亞太研究所統籌。 

儀式由耶魯大學校長President 
Benno C . Schmidt , J r . 及 

高錕校長主持。兩位校長先後致 

辭，隨後分別代表兩校以獎章及 

感謝狀頒予鄭裕彤博士及李兆基 

博士。席上耶魯大學校長更邀請 

鄭、李兩位博士，利國偉爵士及冼 

為堅先生出任該校國際及地區研 

究中心的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 

典禮之前，高錕校長聯同 

President Schmid t 舉行記者招 

待會，介紹兩校的學術合作計劃， 

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楊汝萬教授 

及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 

Prof . Wil l ia m Kel l y 亦陪同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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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皇壽辰授勳 

本年度英女皇壽辰授勳名單於 

上月公布，大學三位成員獲授勳章： 

校董王賡武博士獲頒英帝國司令勳 

章（CBE)；校董鍾沛林議員及政治與 

行政學系講師黃宏發議員獲授英帝 

國官佐勲章（OBE)。 

三八六人考獲敎育文憑 

教育學院本年度教育文憑課程 

於月前結束，學業成績亦已評核完 

畢。今年考獲教育文憑者共三百八 

十六名；計為一年制日班一百二十 

一名，二年制夜班一百三十七名及 

二年制日班一百二十八名。 

生理學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生理學講座教授黃宜定 

教授於上月卅一日主持就職 

演講，講題為「男性避孕的 

新路向」。 

黃教授指出，現時人口 

爆炸性增長的危害性，更甚 

於癌症及愛滋病，故研究節 

育及避孕刻不容緩。黃教授 

概述早期的男性避孕方法後 

，著重介紹當前世界各地採 

用的方法及研究方向。目前 

研究的具發展潛質的方法， 

包括肌肉注射及皮下植入睪丸素， 

以抑制精子的生成；皮膚切開及非 

皮膚切開結紮輸精管手術；藥物直 

接注入輸精管製成栓子；以及從植 

物提煉男性避孕有效藥物。黃教授 

並解釋香港從副睪角度著手研究男 

性避孕方法的情況。他更期望，在 

科學家和研究機構的努力及世界衛 

生組織的支持下，男性避孕丸將在 

不久的將來面世。 

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硏討會 

本校香港亞太研究所屬下 

之日本與亞太發展研究計劃， 

於上月廿五及廿六日舉辦國際 

研討會，探討亞太地區的國際 

關係。 

硏討會分五節進行，主題 

分別為中國與亞太國際關係、 

日本與亞太國際關係、台灣與 

亞太國際關係、亞太地區經濟 

合作、亞太經濟合作與國 

際關係的展望。參與研討 

會之人士包括美國前駐華 

大使恆安石（M r . A r thu r 
W. Hummel) 、美國前駐緬 

甸大使李文（ M r . Ber t 
L e v i n ) , 以及其他來自美 

國、日本、韓國、中國、 

台灣及本地之學者專家。 

香港中醫藥公開講座 

中醫藥在中國人社會一向扮 

演重要角色，但它的發展，備受 

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本校中藥 

研究中心於上月一日及八日，假 

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辦「香港中醫 

藥現狀與前瞻」公開講座，探討 

本港中醫藥的現狀。 

此乃本港首次從教育、科研 

、貿易、立法等層面，全面地檢 

討本地中醫藥發展狀況的講座。 

公開講座的第一部分，著重討論 

本港中醫藥現況與發展前景；第 

二部分的研討，則環繞中醫的立 

法、貿易及中西醫學比較等方面。 

十四位講者包括中醫學院院長、 

中醫師、西醫、藥劑師及中醫藥 

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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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結搆及電算語言代數會議 

由東南亞數學學會主辦，香港 

數學學會及本校協辦之「序結搆及 

電算語言代數會議」，於上月廿六 

至廿九日，在邵逸夫堂舉行。 

會議之開幕儀式由髙錫校長 

主持。大會更邀請一九九零年菲 

爾玆數學大獎得主，日本京都大 

學森重文教授主持首個學術報告 

，介紹其得獎課題一「代數箱 

上的有理曲線」。菲爾兹數學大 

獎由國際數學聯盟頒發，是從事 

數學研究者的 髙榮譽。此外， 

尚有多位國際箸名學者出席及作 

專題演講。 

東南亞數學學會於一九 t 二 

年成立， _屬國際數學聯盟。本 

校數學系髙級講師每嘉評博士為 

學會之現任會長。每博士於會議 

上宣佈，香港將於一九九四年主 

辦第三 +五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競賽。 

成員書院畢業禮 

大學四所成員書院分别於六月 

初舉行畢業禮。除崇基學院外，其 

餘三所書院之典禮均假邵逸夫堂舉 

行。 

聯合書院於六月一日上午舉行 

畢業典禮，邀請標準渣打亞洲有限 

公司行政總裁韋傑時先生及書院校 

友會會長張煊昌先生為主禮嘉賓， 

向應屆畢業生致訓辭，並頒發各項 

學業優異獎0本年度共有畢業生四 

百六十五名。 

逸夫書院亦於同日下午舉行書 

院之第二屆畢業禮，敦請書院資深 

導師劉殿爵教授向本屆一百三+六 

名畢業生致訓辭。劉教授並皆同院 

長陳佳靡教授及書院之院務委員頒 

發各項優異獎予書院學生。 

崇基學院於六月二日假學院之 

禮拜堂舉行第三十 t屆結業崇拜’ 

主禮嘉賓為香港嶺南學院校長陳佐 

舜博士。禮畢，應屆畢業生於校園 

舉行植樹禮；及後來賓家長並於禮 

拜堂及教職員聯誼會享用茶點與拍 

照留念。學院本屆畢業生共四百二 

十七人。 

新亞書院於六月九日舉行第四 

十屆畢業禮。本屆畢業生共四百一 

十四名0典禮由院長林聰標教授主 

持，香港料技大學校長吳家瑋教授 

應邀為主禮嘉賓，致辭敦勉畢業生 

。書院校友會主席李金鐘先生亦向 

畢業生致賀。其後畢業生代表與母 

校互換紀念品。典禮後並舉行畢業 

生植樹儀式及茶會。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逸夫書院院長、精神科學系陳佳靡教授搜港督委任為長期 

囚禁復檢委員會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 

起生效0 

學生事務處主任周陳文琬女士擭港督委任為政府助學金聯 

合委員會成員，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起生效。 

周女士又擭選為該委員會轄下之復審委員會主席0 

綺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梁秉中教授擭港督再度委任為市政局 

委任議員，任期由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0 

丨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何文匯博士及心理學系高級講師張 

妙清博士分别擭港督委任為區域市政局委任議員，任期均 

由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0 

I 新 亞 書 院 院 長 、 經 濟 學 系 林 聰 標 教 授 應 邀 出 任 嶺 南 學 院 社 

會科學系顧問委員會主席，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一年九月 

一日起生效0 

丨外科學系何志平教授獲選連任亞太區眼科醫學院副會長， 

任期由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 

丨音樂系講師陳永華博士於五月廿二日在香港演藝學院音樂 

廳為該院交響樂圍演出學生新作品擔任指揮。陳博士又獲 

選連任香港作曲家聯會副主席，任期由一九九一年六月至 

一九九三年五月。 

(此櫚資料由新間聯絡處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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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服務中心 
爲誰服務 

、 ： ； 服 務 中 ‘ 么 由 亞 皆 老 街 遷 進 中 大 校 困 ’ 

:’'/.. •";：；". 、由本校接管三旱。三旱期滿，該中‘么的 

七 月 一 日 起 ， 正 式 移 交 中 文 大 學 。 

世界一流的中國硏究基地 

大學圖書館側門牆上，有一塊 

不起眼的銅牌，上面寫箸「大學服 

務中心」。不知底細的人，顧名思 

義地以為這是提供辦公室輔助性服 

務的部門；而對研究中國大陸的學 

者 ,尤其是西方學者而言 ,這一個 

香港的研究基地，曾是四分之一世 

紀以來當代中國研究者的綠洲。圏 

內人少有不聞其名的。如果記錄曾 

到中心從事研究學者的資料，整理 

出版，大概就是一本西方中國研究 

名人錄了。 

西方中國硏究的遠東大本營 

中心於一九六三年在香港 

設立，標誌箸西方當代中國研 

究的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五十年代，中美關係 

因韓戰而嚴重惡化；加上 

美國國內麥卡錫的肅共活動 

，致使對研究「紅色中國」感興 

趣的人，也可能犯同情共産黨或 

與其串謀之嫌，遭聯邦調查局調 

查；因此，學術界的中國研究一 

直處於低潮。直至五 +年代末，一 

批有遠見的學者，認為不應漠視這 

一泱泱大國的存在而將之排斥於國 

際家庭之外。於是決心衝破禁令， 

開創中國研究的新局面。 

當時，進入中國境內開展研究 

絶無可能，故而在香港設立一個原 

野站便是 佳選擇。經學者的多番 

努力，終於得到私人基金會贊助， 

在香港設立這個大學服務中心 0直 

到七十年代大陸開放之前，中心通 

常都有來自世界各國數十名學者同 

時在從事研究工作。每天中午的聚 

餐，幾乎都是一次輕鬆的中國問題 

討論會。趣味相投的學者朝夕共處， 

切礎爭論，引發的靈感不亞於讀書 

所得。另一方面，由於五湖四海的 

中國學者會聚於此，彼此結識，漸 

漸形成了一個中國研究的國際學術 

圏 ,許多人的密切聯系一直維繁至 

今。 

學者利用這個設於中國大卩5 口 

的研究基地’透過分析從pg鏠中傳 

出的消息，依賴大量細鐵的移民訪 

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學術成果， 

並於 i :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相繼發 

表，大大增進了外界對中國真相的 

了解，大學服務中心功不可没。 

加深對中國的了解，除了具有 

學術層面的意義，自然亦有助於世 

界各國決定其對華政策。曾在中心 

從事研究工作的年輕學者中，不乏 

繼而從政者，有的當上該國的中國 

事務顧問，有的做了外交官。像澳 

大利亞駐北京首任大使Stephen 
F i t zgera ld、本港總督衛突信爵士 

,都曾為當年到訪中心的學者。 

當代中國硏究資料的寶庫 

七十年代末期，中國的大門漸 

漸打開。學者急不及待地湧進去， 

想親眼看看這個研究已久的對象。 

到八十年代初，甚至連到大陸去開 

展田野調査，與當地學者合作研究 

等夢想都可半真半假地實現。因而 

，大學服務中心已不再是中國研究 

者必到之地。當時的中心主任鐸華 

(John D o l f i n ) 先生頗有遠見地箸 

力加強中心的另一項優勢——資料 

收集。以中心有限的經费，靠工作 

人員的熱誠與努力，中心終於成為 

世界上收藏 豐富的當代中國研究 

資料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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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學者前往中國從事研究， 

為了收集資料，常常得耐心地適應 

內地的辦事方式和忍受種種不便與 

限制。有 f f i學者在歸國途中順道來 

中心看看，往往驚訪地發現：「踏破 

鐵鞋無寛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殊不知在香港竟有如此完整齊全又 

十分便於査閲的收藏。就四九年後 

中國資料的分析研究而言，海內外 

恐怕不容易找到比大學服務中心更 

理想的地方了。以報紙為例，中心 

藏有一套完整的大陸中央及地方報 

紙，人民日報從一九四六年五月十 

五日創刊號始，其他各省大報的收 

藏都自五十年代初起。目前訂有的 

三百來份大陸報紙中，來自廣東省 

的便有廿八份，上海廿七份、四川 

十份。這些都是從事地區研究者不 

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此外，中心 

訂有社會及人文料學各種期刊一千 

二百多種。各國的中國研究學術期 

刊，英、美編譯的大陸報刊，廣播 

英譯日刊，以及中英文的研究論箸， 

自然都在中心收藏範圍之內。中心 

現有英文藏書五千多冊，中文藏書 

兩萬多冊。 

在中文大學找到歸宿 

在租金日益昂貴的香港，依靠 

私人基金資助，維持一個不謀利的 

學術機構，實在不容易。中心的國 

際顧問委員會及自 t +年代初便負 

責經營中心的機搆一美國學者聯 

合會委員會，每年都為赛錢而傷透 

腦筋。雖然，多年來中心曾獲 

不少基金會慷慨解囊資助， 

例如卡耐基、福特、米蘭、 

魯斯、全國人文基金等；但 

到了中心的角色轉變，不再 

充當中國研究唯一的遠東大 

本營之後，要說服基金會捐 

款的理由，顯然已不再足夠。 

一九八八年春，美國學者聯 

合會委員會終於痛下泱心, 

將中心移交給一所在美國或 

香港的學術機搆管理。 

香港中文大學的建校宗 

旨之一，是促進中西文化交 

流，對中國研究向來很支持。 

校內不少有識之士皆認為爭 

取接管中心，對大學及香港 

均有稗益。一九八八年,中 

大與美國學者聯合會委員會逹成協 

議，中心遷進大學校園。經過一年 

的緊張赛備，於八九年六月中重新 

開放。其時，正好趕上迎接當時因 

天安門事件而紛紛離開大陸的海外 

學者。 

今年二月中，中心的國際顧問 

委員會在中大舉行管理經營權移交 

後的第三次年會。會上各人對中心 

遷入大學後的發展表示由衷的滿意 

，一致通過將中心的所有權也移交 

香港中文大學。中心將在香港永久 

安頓下來。 

新環境中更添活力 

香港快將回歸中國，實有必要 

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如果在這裡連 

一個像樣的中國資料圖書館也没有 

，就很可悲了。香港的學術機構和 

政府都不曾刻意地去建立一個中國 

研究的基地，現在卻得到一個現成 

的中心，彷彿是天意。 

中心處於中文大學這樣一個學 

術環境之中，顯然可以發揮更充分 

的作用。由於得到大學其他部門的 

支持，中心的運作和管理也得以改 

善。中大接過大學服務中心後，有 

關人士立下宏願，要將之建成世界 

一流的中國研究基地。就四九年後 

的中國研究資料而言，特別是報紙 

、雜誌、統計資料等第一手資料, 

中心的現狀已相當優越。然而要更 

進一歩完善其收藏，則非易事；因 

為大陸種種行政限制及發行渠道的 

阻梗，加上許多好書出版後即成絶 

5 



6 

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中大通訊- •一九九一年七月 

版，令資料搜集者如收羅古董。例 

如貴州印江縣曾集多人之努力，花 

七年之久，出版了一本縣誌，因經 

費有限，一共只印了二+冊；待中 

心托人寫信去該縣詢問時’僅餘四 

冊。這總算是中心的運氣。各地發 

行的出版物，很多都頗有研究參者 

價值，但須靠中心自己建立渠道去 

採購。 

中心進入大學以來，受惠 多 

的自然是本校從事中國研究的教師 

和研究生，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也 

漸漸發現了這塊賨地。準備以現代 

中國為題材寫論文的學生，往往為 

有如此就手的資料感到驚喜，有時 

反而因書刊之豐富而弄得無從下手 

。中心本來只對教師和研究生開放 

，自去年起，持有教師推薦信的本 

枓生也可到中心使用資料。去年一 

年，便有十六個國家和地區的八十 

多位學者，到中心査閲資料，開展 

研究。來此從事研究的海外學人， 

不須交納任何費用，也不用特別申 

請，中心更可協助他們辦理簽証、 

安排住宿及解决其他的一些問題。 

中心的服務精神已成為傳統，和顔 

悅色的工作人員，令來自遠方的學 

者感到賓至如歸；與中大同人的交 

流，令雙方獲益匪淺。中心還不時 

組織郊遊。遊乎景色優美的山水之 

間，大陸中國仍是衆人百談不厭的 

話題。有人開玩笑說，應製一面小 

旗子，在中心稱號下面,用+八種 

文字印上「中國研究」，譲通常擔 

任旅遊園圍長的關信基教授舉箸。 

中心平均每月舉辦兩次午餐研 

討會，由中心的客座學者主講。講 

者大部分是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也 

有年輕的博士候選人。因為與會者 

也多是行內人，故往往能引發有趣 

的討論。去年，中心得到美國學者 

聯合會委員會的資助，開始有計劃 

地邀請知名學者專程來此作學術演 

講。這些卓有成就的教授，大多曾 

在中心孜孜耕転，如今追憶往事， 

難免一番早生華髮的感慨；同時， 

也都為中心找到理想的歸宿而感到 

肷慰。連當年反對把中心交給中文 

大學的一些學者，如今看到中心日 

愈增強的活力，也深信中心已找到 

佳的出路。 

- 熊 景 明 -

人事動態 
姓 名 職 位 生效日期 

名謇職務 

饒宗顔教授 中國文化硏究所及藝術系榮譽 

講座教授 

1.8.91-

31.7.92 

宋洪先生 中國文化硏究所龃譯硏究中心 

名譽顧問 

1.8.91-

31.7.92 

嚴耕望先生 中國文化硏究所名譽高級 

硏究員 

1.8.91-

31.7.92 

兼任 

譚少蔽女士 
人類學系副講師 

國際交換計劃學部副主任 1.7.91-
30.6.92 

王建元博士 
英文系講師 

國際交換計劃學部主任 1.7.91-
30.6.92 

王宏志博士 
翻譯系講師 

國際交換計劃學部副主任 1.7.91-
30.6.92 

張樹庭教授 

生物系講座教授 

理工硏究所所長 1.8.91-

31.7.92 

周天和牧師 

宗教系高級講師 

宗教系神學組主任 1.8.91-

31.7.92 

何秀煌教授 
哲學系教授 

通識教育主任 1.8.91-

3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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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校董會委任 
大學副校長 

大學校董會再度委任金耀基教授為大學副校長，任期兩年， 

由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一日起生效0 

硏究院院長 

大學校董會再度委任譚尚渭教授為硏究院院長，任期一年， 

由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起生效0 

新任院長 
敎育學院院長 

盧乃桂博士擭選為教育學院院長，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一 

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工程學院院長 

Prof. Omar Wing獲大學校長委任，於一九九一年八月一 

工程學院成立時起，暫時執行工程學院院長職責，直至學院 

選出之新院長履任為止,任期將不逾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0 

研究委員會 
下列同人擭委或再度擭委為大學硏究委員會成員，任期一 

年，由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主席：譚尚渭教授 

委員：張榭庭教授 劉殿爵教授 李沛良教授 

梁秉中教授 •述先教授 Prof. Omar Wing 

聞建蜀教授楊綱凱教授 

秘書：葉顏文慧女士 

學術聯繫委員會 
大學於行政與計劃委員會轄下設學術聯繋委員會，組織如 

下： 

主席：金耀基教授 

委員：譚尚渭教授陳佳靡教授何秀煌教授 

李 金 漢 教 授 楊 綱 凱 教 授 關 信 基 教 授 

當然委員：教務長 

香港亞太硏究所所長 

國際交换計劃學部主任 

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所長 

增選委員：由委員會增選一至兩名 

秘書：學術聯繁辦事處主任 

除當然委員外，所有委員之任期由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 

日起﹐至一九九三年七月册一日止。 

一九九一學年度敎職員子女本地敎育津貼 
符合資格申請「教職員子女本地教育津貼J之同人，請盡 

早填寫有關申請表，連同學費收據寄回大學秘書處人事組0如 

有任何査詢，請致電內線二二二四或直線六零九七二九二 0 

邵逸夫夫人樓室內停車場使用規則 
邵逸夫夫人樓室內停車場自一九九一年六月十日起由大學 

保安組負责管理。使用該停車場之車稱,須於擋風玻璃上貼有 

大學發出之有效教職員車辋登記證。該停車場禁止車輛停放過 

夜，凌晨三至四時間停放於場內之車輛，作過夜停放處理0 

凡不遵守停車場規則之車桶，將被扣留，並須繳忖罰款： 

開鎖費為一百四十元；若被扣留超過一天者,須於廿四小時後 

每天另繳存放費五十元。因公務而需停放車輛過夜者，請預先 

與保安組聯絡（電話六九五二六六六或六零九七九九九）。祈 

請同人合作。 

傷健一家 
本港即將舉行第三屆國際展能節，其時將有約七百位傷殘 

人士，於八月八日至十六日期間分別入住本校大學賓館、雅禮 

賓館,以及聯合與逸夫書院之學生宿舍。該等人士包括盲/弱 

視、聾/弱聽及需坐輪椅者。屆時請大學同人多加關心及提供 

協助，更務請駕車人士倍加小心0 

中大出版社新書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購買下列書籍，可擭八折 

優待。 

•李弘祺編：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英文本），三百六十 

四頁，精装本，港幣一百六十元。 

•徐滇慶、雷鼎鳴、張欣合編：《中國經濟改革：分析、反省、 

前瞻》（中文本）’ 二百七十二頁，平装本，港幣四十八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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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七月廿七日。 

2.來函或投稿請寄沙田香港中文大學秘書處出版事務處《中大通訊》編輯部（內線7297)0 

3.投稿者須附真實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文章則可用筆名發表。中文稿件如無另附英文翻譯者，只在中文版刊登， 

恕不代譯。 

4.本刊編輯有權刪改及決定是否刊登來稿，不欲稿件被刪者請預先聲明。 

5.本刊內容未經編者書面准許，不得轉載。 

6.本刊每期發行二千三百份，免費供校內教職員索閲，部分郵寄本地教育機構及與大學有關人士。私人索閲，請致函 

本刊査詢。_ 

歡-迎-投-稿•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事務處出版 

編輯：梁其汝 助理編輯：溫李琪陳偉珠 製作：黎寳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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