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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新任崇基學院 
校董會主席陳德霖
身高六呎且彬彬有禮的他甫進門，便成為會議
室內眾人的焦點。大家尚未就座，他就著緊地
與院務主任張美珍博士談起如何加快校友登記
進入校園的流程。此時負責接待的同事徐徐端
上一杯加了奶的咖啡，他先禮貌地請同事多泡
一杯黑咖啡，但特別補充說一定會先喝她那杯
加了奶的。互相介紹過後，正要開始拍攝封面
照，他著我們先等一等，原來為了配合訪問，
他要先繫上預先帶來的崇基領帶。

準備充足、清晰利落，他就是前金融管理局總
裁，新任崇基校董會主席陳德霖(1976/社會
學)。任期伊始，陳主席接受《崇基校友》訪
問，暢談他的學生歲月和職場心得，更分享他
對崇基氣質的體會和對崇基人的期盼。

訪問：鍾啟然(2000/翻譯)、陳樂瑤(2016/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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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偶然  引路到一片樂土
中學就讀皇仁書院，同學十之八九都選讀香港大學，陳主席
指自己入讀中大實屬偶然︰「中六時，一位來自中大地理系
的老師帶我們外出考察，大顆兒從九龍翻過獅子山，到達那
時還屬很遙遠的沙田，所以我對這一帶有很深刻的美好印
象。我們有時又會乘柴油火車到中大吃午餐，在火車上匆匆
經過不以為然，但當我們置身校園中，卻赫然發現這不甚起
眼的山頭竟是個世外桃源。從嶺南場、荷花池，到當時初落
成的圖書館，一切就如香格里拉般叫人神往，實在是我心目
中的理想校園。」剛巧那一年政府進行十年一度的大型人口
普查，教育司署考慮到協助進行統計的學生眾多，便特別給
予全港中六學生額外十天的假期︰「老師為了讓我們善用時
間，便要全班同學都報考中大入學試，當成是日後港大入學
試的模擬練習。兩所大學的考試語言及模式不同，中大入學
試以中文為主，難倒了不少同學；由於我平日有旁聽中文
科，加上認真準備，因而考上了。」對當時經歷過小學升中
試和中學會考等公開試的莘莘學子而言，考入大學就是捱過
那漫長而黑暗的山洞，千辛萬苦後終於迎來光明；而崇基校
園，正是隱藏於山後的那一片樂土。

沃土栽出
碩果

陳德霖(右一)與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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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ers by Malcolm Gladwell

這書從不同故事剖析名人成功的因由。很
多人認為天份最重要，但他們的故事卻說
明成功往往是靠背後為人不知的努力，以
及把握那一個時代的機遇。所以與其把明
天推給不能控制的所謂「天份」，倒不如
積極地憑自己努力創造未來。

推薦書目

點滴小事  累積成最美回憶
鄰近火車站的崇基校園是陳主席對中大的第一印象，當他
選書院時自然不作他想。至於選讀社會學系，則是因為該
系英語授課較多，對來自英文中學的他自然更吸引。從
中學進入大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陳主席感到十分興
奮︰「當時從高壓和考試主導的環境，一下子走進崇尚自
由、純粹追求學問的校園，讓我十分享受每一刻上學的時
間。加上終於擺脫了公開試的綑綁，課堂外有很多自由時
間，我就積極參與崇基大大小小的活動。」身型高大的陳
主席熱愛運動，每天排球籃球打個不亦樂乎︰「那時崇基
運動設施遠不及現在完善，我們排球隊在石屎硬地排球場
練習，地面十分粗糙。由於『落地必損』，我們都避免
『瞓身』救球，久而久之我們亦成為聞名於中大的『不落
地』排球隊。」

除了排球，宿舍生活亦在陳主席心中佔有重要位置︰「雖
然我住北角，但當年宿位十分有限，一年級時未能獲派宿
位，只能與幾位同學住在校園附近合租單位以節省交通時
間。幸好從三年級起我終於有機會入住明華堂，在宿舍與
同學們共度過美好的青春年華。」陳主席特別提到當年舍

監胡仲揚牧師每星期為宿生特別準備的大煲紅豆沙，以及
與同層宿生宵夜的快樂時光︰「按常理宵夜只吃一次，
但我們有些同學要一晚吃兩次，為什麼﹖因為他們要先陪
女朋友吃，然後撐着肚子回來明華堂再陪自己的宿友吃
呢﹗」陳主席回憶時，展現了平日較少見的一點佻皮。不
是每個人在不同階段都有很戲劇性的難忘事件，但是那些
美好日子的每道微小，就在不知不覺間累積成最叫人回味
的回憶。

陳德霖(後排中)在「不落地排球隊」留下不少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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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交流  親歷人外有人
大學四年，另一件讓陳主席一生受用的經歷就是代表崇基
到美國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Lee作交換生。回想七十
年代的香港，很多基建尚未落成，他甫抵美國便看見到處
都是四線行車的高速公路，印象已十分深刻。硬件建設上
的差距叫當年的陳主席眼界大開，但真正受用一生的，是
當地學生對求學的態度︰「當時我選修了一科『科學的哲
學』(Philosophy of Science)，全班人數不足十位。一天
教授吩咐我們先閱讀八本書的指定章節，然後到他家中作
客，大家一邊享用茶點一邊討論。」要在短短一星期消化
八份閱讀材料，自言勤力的陳主席都感到吃力。這時他又
想起赴美前，朋友曾指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Lee屬
私立大學，入讀的多為富家子弟，估計都以玩樂為主，不
會太用功學習，於是匆忙間他只閱讀了兩份半的材料便到
教授家中上課︰「教授就其中一份閱讀材料請我發表意
見，偏偏就不是我準備了的那兩篇半，我只好硬着頭皮承
認未有讀畢全部材料。當時教授也沒有怪責我，輕描淡寫
地就問下一位同學。豈料各人都能侃侃而談，這時我才發
現他們全都閱畢材料，準備充足才來上課。」這短短的一
課對陳主席有如當頭棒喝，教授和同學的溫和回應反而令
他更自責︰「當我自以為很勤力時，原來別人已做得比我
更好。其實就算下一課我依舊不去閱畢所有材料，相信也
不會有很嚴重的後果，但我是否滿足於得過且過﹖我又想
到自己是首名代表崇基到該校的交換生，豈能有失學校面
子﹖這尷尬的一幕帶給我的反省，成為了日後不斷自我鞭
策的動力。」

加入政府  解決問題還靠苦功
從大學四年級起，思考前途是每位準畢業生的最大挑戰。
陳主席本來最希望能再赴美國深造社會學或經濟學相關學
科。奈何外國升學所費不菲，而當時系內唯一全職導師的
空缺，已聘請了另一位成績較佳的同學，現實考慮下陳主
席只好打消繼續進修的念頭︰「面對七十年代因石油危機
而衰退的經濟，當時我寄了四十封致私人企業的求職信，
皆杳無音訊。」此途不通，唯有另覓路徑︰「我當時投考
了政府的廉政主任、行政主任等，幸運地所申請的幾個職
位均報佳音。」陳主席回想獲得政務主任(A O)的面試機

《清平調》(合唱版) — 曲︰曹俊鴻、詞︰李白、唱︰鄧麗君/王菲

《清平調》是唐代李白寫的詞，當時是寫楊貴妃的美，透露了李白對楊貴妃的
情意，也表達了他對楊貴妃受君王寵幸的恨。一代歌后鄧麗君於九零年代初，
邀請作曲人曹俊鴻為這首詞譜上旋律。鄧麗君曾進錄音室試唱過第一段作為樣
本，但後來未及完成整首歌便不幸離世。最後由王菲於二零一三年，亦即鄧
麗君六十歲冥誕那年完成餘下部份成為合唱版。這首歌跨越千山萬水，延綿萬
里，最後流傳於世；足證只要是好的作品，總有人願意承傳。

推薦歌曲

陳德霖除運動外，也十分喜愛閱讀，當年被同學笑稱有「買書狂
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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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時，也做了不少準備工夫︰「當年資訊相對匱乏，準備
工夫也不易做；我每早在宿舍熟讀《南華早報》，希望掌
握更多時事資訊。雖然這些資料未能在面試時直接大派用
場，但最後我仍僥倖獲聘。」當時政務主任才剛開始本地
化，陳主席以中大畢業生身份獲聘為政務主任也成為一時
佳話。

擔任政務主任最大的要求並非專業學科知識，而是思考分
析力，還有就是從查考檔案紀錄中，逐步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並掌握箇中考慮要素︰「即使你初步已看出方案A是某
問題的解決辦法，但仍要仔細地把解決方案B、C甚至D的
利弊列出，反覆比較，才能避免思考盲點。要經過這個過
程，我們才有充足理據得出方案A為最合適辦法的結論。」

公營私營  清晰決斷為關鍵
縱橫職場四十年，陳主席先後於政府、公營機構及私人企
業位居要職。回想起來，他覺得在公營機構的挑戰最大︰
「私人企業的持份者單一，而且利潤主導，所有工作主要
向上司、股東和董事局交待便可。政府不單看重結果，更
要顧及程序；即使在任時政績多好的官員，只要在其轄下
有一件事情出錯，就算該失誤不全屬其責，亦可能遭立法

會及公眾問責。公營機構則持份者眾多，著重決策過程
而同時不能得罪各方持份者，當中包括上司、股東、行政
會、立法會、媒體、民意等，但現實是沒有一個方案能討
好所有人。」

不論在公營或私營機構，陳主席認為要處理好工作，當中
有四個要訣︰「第一、先看清問題，不要急不及待便回
答；第二、不要先入為主，否則便可能會只看見對該決定
有利的資訊，而忽略其他選擇的可能性；第三、不要猶豫
不決，即使一個問題有很多解決方案，我們都總要選定其
中一個然後行動，原地踏步是最壞的決定；第四、做事要
決斷，世上沒有一個不影響任何持份者的解決方案。」這
四個要訣條理分明且理據充分，陳主席把清晰的思維歸功
於哲學系何秀煌教授的教導︰「雖然大學時我只上過半個
學期何教授的課，但他卻是我的啟蒙老師。何教授讓我學
懂思考方法，掌握如何正確命題，繼而如何處理問題，使
我畢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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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雙全  也要德才靈性兼備
陳德霖校友剛於八月接任崇基校董會主席，便積極思考如何
推動母校各方面的發展。回到最基本之處，陳主席指不少人
覺得崇基人與其他大學、甚至其他書院學生的氣質不同。那
麼何謂氣質﹖陳主席從崇基校訓出發，具體地以十二字概括
出「止於至善」的精神，就是「文武雙全」、「德才兼備」
和「靈性修為」︰「崇基的學術及體育風氣均盛行，是為
『文武雙全』；『德才兼備』則講求價值觀、服務社會精神
和待人接物的態度；而『靈性修為』則是對人生、人性的反
思，還有對哲學、音樂、藝術等的修為。」校董會期望從這
三方面，在不同設施及活動上積極推動崇基精神，讓同學在
校內校外的不同崗位上都展現出與別不同的「崇基氣質」︰
「所謂精神其實與人密不可分，崇基精神必須靠崇基人身體
力行去體現，並代代相傳。我很希望各界對崇基畢業生有良
好印象，而更多優秀學生亦會首選加入崇基，讓崇基繼續成
為有口皆碑的信心保證。」

願作沃土  栽出碩果累累
時代變遷很快，不同年代的同學均會面對不同的挑戰。在這
鴻流中，陳主席寄語同學和校友要明辨是非，核心價值不會
因時代而轉變，而是在順境逆境皆適用。他希望校友、教職
員、書院和同學通力合作，一起追求及體現崇基精神︰「大

學和各學院負責教學研究，而書院就像泥土一樣擔當傳授生
活、待人處事、培養價值觀的重要角色。怎樣的土壤，就會
種出怎樣的花果。作為校友，大家可憑經驗及能力貢獻母
校，積極支持母校活動，包括參與學長計劃，為師弟妹提
供寶貴意見，在學習、工作及人生各方面化作新一代成長所
需的養分，使崇基這片土地更為肥沃。」當校友願意化作養
分，滋潤泥土，這片土地就會長出豐碩的花果；今天的花果
日後又將化作更豐富的養分滋養新一代的幼苗，生生不息，
代代相傳，止於至善。 

陳德霖二零一四年在崇基畢業禮上致辭，勉勵師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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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小檔案
1976年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並加入政府	
	 	 任政務主任(AO)

1991年	：	外匯基金管理局副局長(貨幣管理)

1993年	：	金管局助理總裁

1996年	：	金管局副總裁

1998年	：	亞洲金融風暴，領導政府入市「打大鱷」，	
	 	 穩定香港金融體系

1999年	：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

2000	-	2005年：擔任崇基學院學長計劃學長

2003年	：	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院士

2005	-	2007年：渣打集團亞洲區副主席

2006年	：	籌組並出任「智經研究中心」主席

2007年	：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2009	-	2019年：金管局總裁

2011年	：	崇基學院六十周年校慶晚宴籌備委員會主席

2012年	：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

2020年	：	獲香港城市大學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學位

2021年：	八月一日起出任崇基學院校董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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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二零二一年新生入學禮暨
開學禮
崇基學院二零二一年新生入學禮暨開學
禮於九月十日上午在崇基禮拜堂舉行。
學院邀得三位校友回校分享，分別為郭
溢豐校友(2019/工商管理)、李廷烽校
友(2019/英文)及盧蓁宜校友(2019/心理
學)。另外，由崇基學生會籌辦的新生輔
導營亦於八月三十及三十一日以日營形
式於崇基校園舉行，期間有多項活動歡
迎新同學並協助他們適應大學生活。

 崇基校董會消息
崇基學院校董會委任新主席、司庫及另外四名新校董，同時亦有多名校董續任。除另有
註明外，任期由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開始。各新任及續任校董之任期為三年。

新任主席

陳德霖博士(1976/社會學)

新任司庫

陳鎮榮先生(任期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

新任校董

推選校董 ： 陳早標先生(1979/生物)、黃劍文先生(1983/會計)

香港各教會團體代表 ： 陳喜威少校、林津牧師

續任校董

推選校董 ： 熊翰章博士(1956/經濟及工商管理)

  郭志樑博士、李國星先生

香港各教會團體代表 ： 區志偉教授、朱永生牧師

  范晋豪座堂牧師、丘頌云長老

此外，當然成員亦有以下改動：

副院長

陳浩然教授(1995/生物化學)

 校友獲頒特區政府殊榮
香港特區政府宣布二零二一年授勳名
單，頒授典禮計劃於十一月在禮賓府舉
行。校友會仝人祝賀各獲授勳嘉許之崇
基校友：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陳天賜(1987/化學)

銅紫荊星章

李家駒(1988/歷史)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張佩蓮(1987/英文)

劉達光(1983/化學)

劉明輝(1990/醫學)

袁悅欣(1993/社會工作)

王智榮(1994/統計)

王肇佳(1999/環境科學)

林方達(2014/工商管理)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鄭志雄(1995/醫學)

太平紳士

陳細明(1983/經濟)

楊全盛(1999/計算機科學)

 CC Talk：「從香港走到國際、從傳統走到創新 ─ Fintech 
實戰經驗分享」
崇基校友會聯同學長計劃委員會於七月七日舉辦CC Talk：「從香港走到國際、從傳統
走到創新 — Fintech實戰經驗分享」，邀得富融銀行市場及流動性風險主管李景棠校
友(2004/計量財務)(右二)
及螞蟻銀行首席財務官何
傑鋒校友(2006/會計)(右
一)分享他們在金融科技
業打拼的歷程，和對金融
科技未來發展的展望。活
動以線上線下同步形式舉
行，由杜溢康校友(2005/
工商管理)(左一)擔任主
持，吸引近五十位校友及
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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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學院資深導師
崇基學院委任三位剛退休的崇基成員出任學院資深導師，分別為陳寶安博士、馮少文先
生及梁美儀教授(1979/歷史)。

 迷你花園工作坊
崇基校友會於七月一日在校友室舉辦「迷你花園工作坊」，邀得入圍「崇基校友尋夢計
劃2021」的郭倩晴校友(2019/音樂)(前排左三)擔任導師，指導十八位參加者親手創作
獨一無二的玻璃盆景，作為擺放家中或辦公室的小擺設。

 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
崇基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已
於七月十日順利舉行。本年
度會員大會以線上線下同步
方式進行，約有五十位不同
年代的崇基校友親臨或透過
線上參與支持。會上由會長
廖健華校友(2004/經濟)報告
過去一年校友會的工作，並
鳴謝校友對校友會的支持。

 「香江薪傳」校史考察團2021
由崇基學院校牧室主辦，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協辦的「『香江薪傳』校史考察團
2021」於七月二十六至三十一日期間順利舉行。本年考察團以「基督教大學在香港的
延續與承傳」為主題，考察崇基在港創校之歷史及基督教大學在香港的發展，活動共有
十四位校友及九位學生參加。

 應林夜話：陳早標師兄的
「大學五件事」
由中大校友事務處統籌的「2021傑出校
友訪問計劃」本年邀得三位不同年代、
從事媒體工作的中大校友於十月二十至
二十三日回校，與學生、校友及教職員
分享他們的行內睿智及真知灼見。其
中，經濟日報集團執行董事、社長及集
團編務內容總監陳早標先生(1979/生物)
為崇基校友，更是應林堂的宿友。陳校
友將於十月二十日晚上重返應林堂，
與崇基人深度對話，分享他在學時期的
「大學五件事」，歡迎崇基校友參加。

查詢：張小姐 
電郵：christinecheung@cuhk.edu.hk 
電話：3943 6015

活動詳情及報名：

 崇基學院週會
因應本地疫情漸趨穩定，加上感染率相對
較低，大學決定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上學
期的教學安排將以面授為基本教學模式。
而本學期第一部分之崇基週會仍將保持於
線上及線下同步進行，歡迎崇基校友報名
於網上觀看實時轉播或親臨崇基禮拜堂參
加週會，重溫週會的時光。

校友如欲報名參加週會，請最少於該週
會舉行一個工作天前的上午十時前於網
上預先登記。每場週會開放予校友的直
播觀看名額為五十人，成功報名之校友
將於該週會舉行前透過電郵收到週會直
播連結等資料。

另為控制禮拜堂的入座人數，親身出席
每場週會的校友名額為五人，先到先
得，成功報名之校友將收到電郵通知有
關當日入座禮拜堂安排等詳情。

本學期週會之講者、講題及報名等詳
情，請參閱報名表格。

查詢：麥小姐 
電郵：yvonnemak@cuhk.edu.hk 
電話：3943 6449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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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陳碧儀(1990/工商管理) 林金輝(2000/政治與行政)

比若 鄰

黃偉豪(1971/會計及財務) 
退而不休，目前除在路勁基建
有限公司和恆智控股有限公司
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在教育
方面擔任中華基金中學校董和
艾蒙特國際幼稚園主席外，近
日再與林明祥(1997/經濟)共
同創業，成立昇驛科技有限公
司，從事自動智能泊車系統業
務。此外，黃校友亦應邀協助
冰島著名乳酪公司在大灣區設
廠，預期明年完成，初期年產
七千噸。

中大醫學院生物醫
學 學 院 副 教 授 、
崇基學院副院長暨
學生輔導長高永雄 
( 1 9 8 9 / 生 物 ) ( 圖
左)，六月二十五日
獲其母校迦密中學
頒發「榮譽校友」
名銜，並獲邀於畢
業禮上致辭。

八月中旬，一九六六屆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在港七位校友相約
午敘，慶祝畢業五十五周年暨母校七十周年校慶。左起站立者 
黃麗娟(社會工作)、黃淑儀(社會工作)、吳白弢(社會學)及夫人、
馮淑芬(社會工作)、黃楚沙(社會工作)、呂羅中(社會學)及夫人，
前坐者李譽淦(社會學)及夫人。馮淑芬更親手製作「SOC 55 SW」
精緻手機繩贈與所有出席者，以作紀念。

孫尹婷(2001/音樂)以一級榮
譽畢業後負笈美國西北大學
主修豎琴演奏，獲得音樂碩
士及音樂博士。最近獲加拿
大安大略省桑德貝市的湖首
大學(Lakehead University) 
聘 任 為 豎 琴 導 師 ， 其 網 站
為：www.teresasuen.com

余翠怡(2008/地理與資源管理)(右圖)及黃君恒(2017/計算機科學)
(左圖)早前代表香港分別出戰「二零二零東京殘疾人奧運會」輪椅
劍擊及硬地滾球項目。余校友是第五次參加殘奧，過去一共取得
七金三銀一銅的佳績，是香港於殘奧累積奪金數目最多的選手。
今屆余校友雖與獎牌無緣，仍帶領港隊於女子花劍團體賽中以第
四名完成比賽。賽後她寄語港人：「無論多困難、多辛苦，知道
大家有想放棄的時候，但堅持下去，身邊一定會有人支持你。」

黃校友曾於二零一七年世界硬地滾球公開賽的個人賽奪金，是他
第二次踏上殘奧舞台便於今屆硬地滾球BC4級賽事中勇奪銀牌。賽
後黃校友勉勵中大同學和校友：「無論是運動比賽或讀書，『堅
持』都很重要，別因少許挫折就放棄。我自己一路以來面對過不
少挫折，有得有失，但堅持到最後，一定會有成果。」

校友會對他們在疫情下順利完成比賽表示祝賀，表揚他們為崇基
人在國際體育舞台上爭光發熱，弘揚「止於至善」的精神。

照片由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提供

梁祐誠(2007/化學)一家三口
剛於三月二十五日迎接小女兒
昕靜的誕生，哥哥恩浩尤為雀
躍。校友會祝願兩兄妹快高長
大，健康快樂。

國際知名數學家、香港中文大
學博文講座教授及數學科學研
究所所長丘成桐(1969/數學)
四月出版新書《我的幾何人
生：丘成桐自傳》，早前於北
京舉行發布會，書中亦有提及
丘校友在崇基校園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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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賽艇隊運動員吳詠希
(2015/政治與行政)於東京奧
運期間，首次為有線電視擔任
直播賽事節目主持。吳校友現
為商業電台主持，曾獲亞洲青
少年賽艇錦標賽銀牌的她自二
零一四年退出港隊後便轉任教
練，近年加入傳媒行列，擔任
節目主持、司儀等工作。

冼杞然(1975/社會學)(圖右) 
編 寫 劇 本 和 執 導 的 粵 劇  —
《鄭和情義篇》將於十一月在
沙田大會堂演出，由著名粵劇
女演員蓋鳴暉擔任主角，並由
陳永華(1979/音樂)參與主題
曲及插曲創作。

黃梓浩(2015/運動科學與健
康教育)(右一)散打及泰拳擂台
比賽經驗豐富，他創辦的拳館
「The G.O.A.T. Boxing Club 
HK」九月於中環正式開幕，
提供一對一度身訂造的拳擊和
健身訓練課程。鄺榮昌(1968/
會計及財務)(左一)及雷葆靈
(1968/社會工作)(左二)開幕前
親身到場參觀，以表支持。

疫情好轉，久未會面的校友終能聚首一堂。七月七日，大師兄
鄧榮煜(1971/社會學)與幾位濶別多時的師妹陳碧儀(1990/工商
管理)、湯穎殷(1998/工商管理)及陳雅儀(2002/音樂)相約在中
環星月樓午宴暢談近況。畢業最早的陳碧儀曾從事廣告、人力資
源和保險工作，現在主要做保費融資的業務。陳校友在《崇基
校友》擔任編委成員長達二十四年，實屬難能可貴。湯穎殷畢
業後多次華麗轉身，先後任職電腦軟件銷售員、投資銀行操盤
員，再自資經營股票公司，到近年潛心鑽研風水及紫微斗數，
現為專業風水師(取名唐榮)，有興趣跟她交流的校友們可電郵
tongwingwing@hotmail.com
聯 繫 。 最 年 輕 的 陳 雅 儀 鋼
琴 造 詣 非 凡 ， 在 私 人 宴 會
及 上 市 機 構 商 業 演 出 超 過
二千場。除商業演出，她亦
有私人教授鋼琴，其電郵為
tangofree1@yahoo.com.hk。

左起：湯穎殷、陳碧儀、鄧榮煜太太Diana、陳雅儀

譚嘉晴(2017/老年學)(圖左)參與創辦的二手衣物專門店「初壹．
義衫」以往主要透過社交媒體交易，在獲得「崇基校友尋夢計劃

2021」的資助後，七
月在觀塘開設工作室，
既讓客人可以親身到訪
購買二手衣物，亦有空
間可收集更多貨品。有
興趣的校友可瀏覽其
Facebook或Instagram
專頁。

幾位校友會幹事和活力充沛的年輕校友抓緊夏季的尾巴，在八
月中相約到西貢海下划獨木舟和浮潛。大家對這次難得的水上活
動都十分興奮，出發前一兩星期已經四處採購裝備；部分更把美
食、冰袋和爐具等通通帶上艇，大家一起來個尊貴野餐。一班合
作多年的幹事好友暫時放下會務，一起好好享受這個完美的海上
旅程，實在是難忘的回憶。

左起：會長廖健華(2004/經濟)、陳苑怡(2020/酒店及旅遊管理)、郭希
(2016/工商管理)、姚穎(1998/英文)、張芷蔚、鍾啟然(2000/翻譯)、葉詩
彤(2014/工商管理)、關皓揚(2015/工商管理-國際貿易與中國企業)、梁靄蔚
(2020/專業會計)、李逸朗(2019/計量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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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若 鄰

刊名題字：靳杰強(1966/物理)

聯絡統籌：梁頌茵、張芷蔚(崇基學院院務室)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行政樓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友會出版
電話：(852)3943 6449     

傳真：(852)2603 6210     

電郵：cccaa@cuhk.edu.hk     

設計承印：思捷概念 2897 6270
[來稿本編委會可作刪改]  版權所有  二零二一年

崇基校友網上版 
總編輯 ： 鍾啟然(2000/翻譯) 梁嘉麗(2004/社會學)

編輯委員 ： 陳以衎(1972/哲學) 陳碧儀(1990/工商管理)

  林金輝(2000/政治與行政) 陳樂瑤(2016/翻譯)

胡建為(1967/中文)旅居澳洲墨爾本，八月一日
安然離世，享年一百零二歲。校友會對胡校友
夫人梁美嫻(1967/中文)和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
慰問。

陳瑜(右)與學妹蕭諾希(左) 潘宏烽(左)與學弟周嘉琪(右)

鍾啟然(左)與學妹施慕澄(Moldir Shyngys)(中)劉淑嫻(左)與學妹許盈智(右)

學長計劃相聚點滴

中大校友會聯會於九月十一日
在康本國際學術園舉行了交職
典禮。崇基校友會代表魏文富
(1981/市場學)卸下主席一職
交棒予姚濬康(2000/計算機科
學/新亞)。校友會感謝魏校友
過去一年代表校友會在聯會作
出貢獻。

安省崇基校友會為慶祝創會四十周年，舉辦了一系列的網上講
座。其中，崇基院長方永平教授(1983/生物化學/聯合)(左圖)於八
月二十三日主講「舊貌新顏樂見成」，與一班海外校友分享校園
建築的變遷。九月十三日由白耀燦(1975/歷史)(右圖)主講「活水
長流 ─ 『崇基』意蘊與薪傳」，分享崇基承傳國內十三間基督教
大學的精神。

崇基至善一家親及中大
粵港澳大灣區校友會於
九月十日聯合舉辦《古
洞水塘北一天遊》，當
日行程豐富：包括暢遊
麒麟山丶古洞水塘、屯
門公園爬蟲館及南豐紗
廠活化項目等，一班校
友們度過愉快的一天。

左起：中大校友事務處處長鄭健文
(1987/歷史)、姚濬康、魏文富

學長計劃部分學長和學弟妹藉暑假相約會面，
增進感情。其中陳瑜(1991/社會工作)與學妹
蕭諾希(心理學/四年級)六月相約共享下午茶，
慶祝繁忙的學期終於結束，並互相分享近況；
潘宏烽(2006/風險管理)與學弟周嘉琪(2021/
計算機科學)七月相約觀看電影及晚餐，交流
了校園生活、求職就業等話題；劉淑嫻(1995/
哲學)與學妹許盈智(醫學/三年級)相約每兩個
月相聚一次，彼此關心工作和學業的近況； 
鍾啟然(2000/翻譯)則帶了來自哈薩克的學妹
施慕澄(Moldir Shyngys)(生物醫學工程/四年級)
往田間夜行，體驗在漆黑的大自然中尋找小生
物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