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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美寶教授(1985/地理)是崇基學院七十二年來首位

女院長，自今年八月一日履新伊始，她便馬不停蹄會

見崇基各持份者，積極籌劃書院的發展和了解學生需

要，為未來四年任期擬定工作方向。《崇基校友》今

期專訪關院長，認識這位世界頂級學者的成長歷程，

同時了解她對崇基學院學生發展及校友事務的願景。

新任崇基學院院長 
關美寶教授專訪

以生命 
影響生命



相約關院長在崇基禮拜堂接受訪問，源於這裏
不但是崇基的標誌，更是她成長回憶的重要部
分。那天下午編委們未見其人，便先聞其輕鬆
爽朗的笑聲 — 關院長待人親切、毫無架子，
跟大家侃侃而談她的崇基情懷和院長抱負，盡
顯親和力。 

關院長的母親是虔誠基督徒，從小深受基督教
信仰薰陶。她說從沒刻意訂下座右銘，但她很
喜歡“Always be kinder than necessary”這句
話︰「對任何人包括學生千萬不要過於嚴厲，
時刻提醒自己要傳達善意，這是我的宗旨。」
她的父親就常鼓勵她唸古典詩詞，背誦無誤便
會有獎。「重賞之下」，八百多字的唐詩長篇
《長恨歌》，她小時候已能背誦如流。在雙親
悉心裁培下，品學兼優的她成功考上中大。

少時潛修苦讀  鍛鍊邏輯思維
大學時關院長成績十分優異，且極度專注學
業︰「我在崇基時住在神學樓，回想那段讀書
生涯真的頗為辛苦。每次放假，神學生均外出
到不同教會實習，全間宿舍剩下我一個，那種
在寂靜中苦讀的感覺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求學時潛修苦讀，初有獨上高樓之感。她有幸
得到朱劍如教授指點邏輯思維的重要性，為日
後治學奠定堅實的基礎︰「他是我的畢業論
文指導老師，要求很高。他比喻論文有如建築
物的樑柱，每句句子要環環緊扣；拿走任何一
句就如取走樑柱，會令整幢建築物倒塌。」正
因有朱教授的鞭策，關院長以一級榮譽成績畢
業，並取得獎學金負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UCLA)攻讀城市規劃碩士；其後她在當時地
理信息科學全美排名第一的加州大學聖巴巴拉
分校(UCSB)攻讀博士。畢業後關院長在美國全
職投入教研，一留就是三十年。

本科畢業後，關院長繼續深造並專注研究和教學，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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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挑戰並存  凡事皆有可能
關院長在二零一九年應邀回中大工作，現身兼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所長及未來城
市研究所所長兩項重任。在密密麻麻的工作日程中，她如何騰出時間擔起崇基學院院長
的重任？「兩個研究所所長的工作雖然繁重，但畢竟教學及研究屬於個人強項，不算太
難倒我；崇基學院院長卻不同，書院強調的是全人教育，是非學術性的。我覺得這是個
機會給我嘗試新事物，對向來喜愛挑戰的我十分吸引。」

她強調不是為了創造甚麼紀錄而出任院長，而是想告訴大家凡事皆有可能︰「不論背
景、性別或年齡，一個人只要努力，總有成功的一天。」她說無論做學問還是擔任院
長，均要先認清正確方向，抱緊信念，堅定不移，自能做出成績︰「在這個令人舒適放
鬆的校園環境之中，秉承崇基學院的理念作出貢獻，這就是我決定當院長的初心。」

二零一八年獲頒美國地理學家協會之「斯坦利布倫地
理創意獎」。

二零一六年獲美國地理學家協會頒發「米勒獎」。

二零二二年獲頒「詹姆斯 .安德森應用地理學榮譽勳章」。

儘管困難重重  堅持信念創新 
這三十年是關院長學術研究上的黃金時期，在地理研究領
域屢獲殊榮 — 包括二零一一年獲美國地理學家協會頒
發「傑出學術成就獎」，成為該會創會百多年來首位獲此
殊榮的亞裔女性學者；二零二二年再獲得該會頒發「詹姆
斯．安德森應用地理學榮譽勳章」，成為首位華裔學者獲
此最高榮譽。

回望躋身世界知名學者的歷程，她相信關鍵在於堅持與創
新︰「在修讀博士時有一位老師，雖然他的視力有問題，
但閱讀速度卻比我們這些視力正常的人更快！從他身上我
學懂不要害怕困難，只要努力堅持定能成功。」

天資聰穎，孜孜不倦，都是求學問的要素，但擁有這些條
件卻不保證學術路上會一帆風順。若要屢創高峰，還需在
困難時堅持信念︰「我喜歡破舊立新，不依傳統在學術上
創新，因此十分困難。有幾次我想發表地理學研究方法的
新學說，提出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級的理論，但是那
時不單沒人讚賞及承認，論文更屢次被拒刊登。幸好，這
些論文終於成功發表了，並且這些論文對多個學科產生了
範式轉移的影響。所以，只要你知道那是對的事情，抱緊
信念堅持下去，總會迎來曙光，甚至改變世界。」

關院長以今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中大榮譽理學博士
Katalin Karikó為例︰「她與Drew Weissman教授共同研究
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最初不被科學界接受，甚至令
她丟了工作，在職涯發展上處處碰壁，申請研究經費也屢
屢失敗；但她堅持不放棄，最後她的研究工作為mRNA疫
苗奠定了科學基礎，使mRNA疫苗的成功開發成為可能，
在新冠疫情爆發時挽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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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全球視野  解決重大問題
關院長謙稱她是邊學邊處理崇基院務，但在培
育崇基學生上，她很清楚兩個大方向：「我十
分認同校董會主席陳德霖博士(1976/社會)對
培育崇基人的十二字箴言 — 『文武雙全、德
才兼備、靈性修為』」。除此之外，她認為要
讓學生具備全球視野︰「這個時代要解決的，
大部分是全球性的問題，任何事情皆互相依存
(interdependent)。舉個例子，全球暖化似是
離我們很遠的議題，但香港早前遭遇數百年一
遇的暴雨，明顯關乎你我。所有事情似遠還
近，卻又層層緊扣，因此需要培養學生具備全
球視野，方能解決大時代下的大規模問題。」 關院長對培育崇基學生有很清楚的方向。

關院長曾在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當交流生。

能觀察到這個時代的要求，也是來自當年青蔥歲月的啟發。關
教授回想四年大學生涯，最深刻印象的是二年級時，她透過中
大交換生計劃到東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當交流生︰「對於一個
過往全程在香港讀書，沒有到過其他國家的學生來說，那一年
的生活可說是大開眼界。我參加了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學習
跟當地不同的人相處交流，增長了不少見識。」

事隔多年，關教授仍深刻記得留學日本時的趣事︰「那年暑
假我到牧場工作，每天要數點羊圈中的羊隻，檢查有否走
漏。牧場主人十分重視羊隻，我每次都要用心數清楚以防走
失，這個經驗相當有趣。」

她鼓勵學生多出外交流︰「我回港後最大的感覺，是大家都
有很強的意見。這本非壞事，但有時太堅持己見而又不肯容
納別人看法，往往會令觀點變得單一。多到世界不同地方走
走，學習包容不同文化及語言，對日後發展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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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年輕校友  以生命影響生命
至於校友事務，她希望年輕校友多點回來母校︰「現在書院通識規劃已經很完善，要再進一步優化全人教
育，主要是靠人與人的接觸。年輕校友作為榜樣，讓學生觀其言行來學習，就是最直接的方法。我特別強
調年輕校友，因為 network with similar people 較容易，他們面對的時代背景及困難類近，溝通起來也順
暢一點。」

關院長上任後，就把握機會跟不少崇基同學傾談：「我這幾個月接觸學生，發現他們的困難遠比我讀書
時多。當年入讀大學的都是尖子，畢業出來不難找到工作；但因為目前的經濟狀況，現在的大學生卻很
擔心就業，我覺得需要多點幫助他們。」如何號召年輕校友，她心裏已有初稿︰「我感覺他們並非不想
回來，而是沒時間回來。要吸引年輕校友，就要做些對他們自己也有用的事情，例如舉辦以行業分類的
職場分享會，邀請成功校友回來分享經驗，對於剛投身職場的年輕校友，這也是建立他們豐盛人際網絡
的絕佳機會。」

關院長希望年輕校友多回母校跟學生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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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工作逾十七小時  烹飪不愛看食譜
要應付繁重的工作，身兼多職的關院長精力亦非比常人︰「我每天凌晨三時半起床，晚上十一時就睡覺，一
年三百六十五日均如是，從未間斷。選擇三時半起床是因為日間太多事務纏身，很難專注研究；在凌晨最寧
靜的時候起床，正好讓我安靜思考及創作。」每天只睡四個半小時，眼前的關院長卻沒絲亳倦意︰「我也不
知是什麼原因，每天起床就很興奮，覺得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去解決。跟我工作的團隊因此也不敢怠懈，他
們知道我的作息和工作習慣，所以也會急起直追多做幾倍工作。」

長時間工作後要減壓，關院長的嗜好卻跟大家沒多大分別︰「我也喜愛『煲劇』，最喜歡是韓劇，劇中反映
的真善美價值令人嚮往。我對港劇那些爭奪家產，或是爾虞我詐的劇情真的吃不消。生活已夠艱苦，『煲
劇』娛樂就不用那麼苦吧！不過為了管理時間，我會等整套劇集上架才一次過觀看，免得分集追看而浪費時
間。我曾經一口氣看完《愛的迫降》，非常滿足！」

關院長另一個習慣是特快的用餐時間 — 如沒有聚餐飯局，她吃飯只花五分鐘，當中已包括在微波爐翻熱食
物的兩分鐘，亦即是她只花三分鐘進食，有時還會邊吃飯邊見學生。她到歐洲講學，朋友勸她不用這樣急，
就算到附近快餐店吃也很省時，但她就是不喜歡浪費時間去快餐店、選擇餐點和等待︰「我可以一星期吃同
一款食物也不怕悶，這樣就可以減省選擇食物的時間，身邊很多人對此也大惑不解。」

在工作上關院長喜愛接受挑戰，偶爾烹飪時也會追求高難度︰「我對烹飪頗有心得，不過如果單純炒菜煮飯
就提不起勁，反而愈難做的菜就愈有興趣。在美國教學期間，我會邀請剛抵美的本科生共晉晚餐。我試過烤
片皮鴨給他們吃，又在農曆新年炮製蘿蔔糕，以解他們的鄉愁。片皮鴨要先瀝乾水份，然後掛起風乾一天再
烤才會皮脆好吃。這道菜功夫多又難做得好，最合我心意。我不愛看食譜，要自己慢慢琢磨及反覆試驗才有
成功感。」

用心服務學院  感謝同工支持
關院長上任才寥寥數月，但已感受到崇基學院上
下不斷給她幫助︰「身為院長，應該由我幫大家
才對，但這幾個月不論教職員、學生、老師還是
校董，總是透過不同方法來支持我。就像十月中
的『送舊迎新 感恩有您』至善好歌聲籌款晚宴，
本來唱歌非我強項，但身為院長不親自帶頭又好
像說不通，於是我花了一段時間練歌。坦白說，
沒有太大進步，但獻唱當天所有觀眾都很熱情，
既支持我又向我獻花，我深深感受到崇基是一個
大家庭，學院上下所有家人對我的愛，這些崇基
的優良傳統，我都希望能傳承下去。」 關院長初上任已深深感受到崇基上下對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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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

1989年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城市規劃碩士

1994年 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地理學博士

2013年 美國伊利諾州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地理及地理信息科學系教授

2019年 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所長、卓敏地理與	
	 	 資源管理學教授

2023年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未來城市研究所所長

關美寶教授簡歷

關美寶教授獲頒榮譽	(摘錄)

2011年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傑出學術成就獎」，成為該會創會百多年來首位獲此殊榮的亞裔女性學者。

2016年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米勒獎」。

2018年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斯坦利布倫地理創意獎」。

2021年	 ‧Research.com	全球科學家在所屬領域的排名，關院長在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領域中	
	 			位列全國第三。

2022年	 ‧史丹福大學全球頂尖科學家名單，地理學領域位列全球第四。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詹姆斯．安德森應用地理學榮譽勳章」，成為首位華裔學者獲得此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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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和他們並肩同行嗎？
今年的校友尋夢計劃實在充滿驚喜。由運動項目的「我要做世一」、
音樂型人的「我要組樂團開音樂會」到文化策展的「我要細說香港情
懷」，無不讓人感動。當然，每個夢想要變為真實的背後，除了追夢
人的不斷堅持和努力，更需要一班認同他們理念，願意協助付出的同
行者。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希望他們的故事能夠打動你與你身邊的
人，受到啟發之餘更希望你能慷慨解囊，支持他們繼續追夢。為了答
謝你對他們追夢的認同，每個計劃均有回饋項目，讓你一同見證他們
的追夢之旅！

崇基校友尋夢計劃 2023

三個人，三個夢

「我要做世一」
四拍運動香港代表  陳子欣(2020/生物化學)
今年中大六十周年健康創新運動日，代表崇基出戰的陳子欣Joyce，球技令人印象深刻，更協
助崇基勇奪羽毛球與乒乓球團體賽三甲。今年尋夢計劃接受報名時，便見到Joyce的申請，才
發現她原來是四拍運動Racketlon單打世界排名十九*、亞洲第一的球員。她的夢想驟眼看似是
遙不可及，卻也並非全無可能：「我也能為港爭光」！

四拍運動顧名思義，就是將四款球拍類的運動分別比賽完成後，總分較高者勝出。四拍包括羽
毛球、乒乓球、壁球及網球，所以參加者都必須精於這四項運動才能逐鹿中原。

說起想成為世界第一，Joyce有感而發：「代表香港在國際體育場上爭勝，以前是一個遙遠的
夢，直到認識這項運動才發現自己在國際賽中具有相當競爭力，更深切體會到若不趁現在把握
時機，在未來或許會因為工作、人生規劃、身體狀況等而難以闖上高峰。」

Joyce與隊友今年在團體賽中奪冠，歷史性爭取到明年團體賽參加最高級別世界盃的入場券，
機會可遇不可求：「我希望透過此計劃可以得到助力，為尋夢克服限制，搏盡無悔！」

她目前希望能爭取單打世界排名進入前十位，亦因此需要不斷外出參加國際賽累積分數以提升
排名。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職場新鮮人，要負擔出外比賽每次約一萬五千元港幣的費用、四種
運動的裝備、還有聘專業教練指導等，資金緊絀的情況實在是追夢的一大阻力。

她深信：「就算平凡像我，只要找到興趣、找對地方，勇於把握機會，便可以發光發亮。」

你願意資助Joyce去追尋她為港爭光的夢嗎？

*2023年11月排名

「我要做世一」

贊助計劃回饋包括私人對打、
參加比賽錦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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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色士風手  劉梓杰(2016/音樂)
一切緣起，是十年前崇基學生圓夢計劃為劉梓杰舉辦了一場爵士音樂會，讓他找到
自己的音樂方向。成為全職薩克管(色士風)樂手和導師後，他更發現了喜歡音樂的
人背後總有故事：因為音樂，不少人過去未能圓的夢能再次起動；因為音樂，不少
人現在想把當初的故事透過音樂延續下去。

阿杰深受學生們背後的故事感動，因此他決定追夢：「我想聚集一班有音樂夢的崇
基校友，在忙碌的都市找到一個可以喘息的追夢空間，把他們的故事用音符拼湊起
來。」

他這個夢，實質為他人圓夢：成立一個專為成年人而設的薩克管團隊和學習網絡
(PCS Scheme)，讓同學、校友一起為夢想再出發，透過一年的學習、排練和演
奏，一起在台上演出。這計劃亦有分兩個組別，包括有一定演奏基礎的朋友和從未
學過薩克管的新手，成立合奏團。兩組均以演奏會為目標，讓所有學員都有機會站
在台上發光發亮。

首場薩克管的演奏會將由阿杰領軍，與其他專業色士風手和小組導師為樂團揭開序
幕，讓大家放鬆享受音樂之外，更可讓正在參與學習的校友揣摩，為接下來的崇基
校友薩克管樂團演奏會打下基礎。

阿杰的最終目標，是希望此崇基校友薩克管樂團能夠持續發展，每年都可以有新校
友樂手加入和舉辦演奏會，因此這計劃的目標是希望最終能夠自負盈虧。今年為起
動階段，希望能透過不同方式贊助此計劃順利進行。 

舉辦演奏會需要一定資金支持，同時樂團表演亦希望能添置樂器，所費不菲。你願
意支持阿杰以及學員們站在台上吹奏內心音符的夢想嗎？

「我要組樂團開音樂會」

贊助計劃回饋包括
演奏會門票等

「我要組樂團開音樂會」

文化策展人  鍾善昕(2016/中文)
崇基的生活或多或少影響並塑造一個人的成長。鍾善昕Cindy相信，不論崇基人身在
何方，這些成長經歷對自身的生活總會帶來影響：「當崇基人穿越不同地方、駕馭
不同環境時，就會累積各種經驗。這些經歷成為微觀敘事的一部分，都在貢獻崇基
人的歷史。」

目前在外國生活的香港人又抱着何種情懷去看曾經的這個「家」？Cindy目前居於海
外，卻心繫香港。這讓她反思：「我們個人與『地方』的關係和對『地方』的記憶是
如何產生？是否真的有集體回憶這一回事？」

藝術本身是一種普遍的語言。Cindy受到啟發，希望成為能秉承這個理念的策展人。

她希望能透過自己擅長的策劃展覽去反思，透過崇基跨越年代、香港及海外的龐大
網絡去舉辦一次展覽實驗，邀請知名校友藝術家設計參與藝術部分，與其他海外校
友共同思考、對話，了解甚麼是自己的香港情懷。

你願意資助Cindy實現並同時參與她這個展覽實驗的夢嗎？

「我要細說香港情懷」

贊助計劃回饋包括參與
開幕酒會和私人導賞等

「我要細說香港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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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羅富昌粵港澳大灣區訪學營
崇基學院聯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思廷書院及澳門大學蔡繼有書院於七月二日至十日合
辦首屆「羅富昌粵港澳大灣區訪學營」，獲香港永富容器集團有限公司主席羅富昌校友
(1970/地理)贊助，旨在促進大灣區高等院校及青年之間的交流，讓粵港澳師生透過專
題講座、考察參觀歷史文化景點等活動，深入認識大灣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訪學營開營儀式於七月三日在深圳市前海舉行。當天有四十五位來自三間院校的師生出
席，由中大(深圳)副校長(行政)阮健驄校友(1975/社會)、羅富昌校友、崇基學院時任院
長方永平教授、中大(深圳)思廷書院陳永勤院長及澳門大學蔡繼有書院梁美兒院長主持
啟動儀式。閉幕式暨晚宴於七月十日晚上，在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餐廳舉行，為
首屆訪學營畫上完美的句號。

 崇基E計劃動土典禮
學院於八月二十二日在E座教職員宿舍
原址舉行「E計劃動土典禮」，標誌着
「教職員宿舍E座重建計劃」(E計劃)正
式展開建築工程。當日接近一百位中大
和崇基成員、校友及友好等嘉賓出席，
共同見證學院的發展邁進新里程。

 崇基新生入學禮
「崇基新生入學禮」於八月二十八日在
禮拜堂舉行，崇基學院院長關美寶教授
(1985/地理)在入學禮上向新生介紹崇基
這個大家庭，並勉勵同學開放思維、積
極學習和探索，並祝願同學享受多姿多
采的大學生活。

及後，學院邀請了三位嘉賓校友參與
「 校 友 座 談 會 」 ， 包 括 洪 俊 宇 校 友
(2011/社會)、潘凱琳校友(2020/心理)和
鄧令禧校友(2021/歷史)分享在崇基的生
活點滴。入學禮後，關院長與一眾崇基
教職員和新生在眾志堂共晉午餐，為新
生們的大學生活展開愉快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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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學院員工嘉許日
崇基學院於七月三十一日在龔約翰學生中心活動室舉行「員工嘉許日」，全體崇基職員
共晉午餐，歡迎新入職職員並向升職員工致賀。午餐同時歡送卸任院長方永平教授(前排
左五)，以及歡迎新任院長關美寶教授(前排左四)、副院長黃念欣教授(1996/中文及翻譯)
(前排左三)、通識教育長任卓昇教授(前排左二)和學生輔導長吳碩南教授(2013/護理學)
(前排左一)。

 學長計劃 
新學長分享午宴」及「茶聚

學長計劃委員會於十月七日舉行「新學
長分享午宴」，邀請了二零二二及二零
二三年度的新學長分享與學弟妹的相處
經驗和感受。其後，在崇基校友室舉行
「學長計劃茶聚」，邀請本年度的學長
和學弟妹相聚，分享近況。

 「送舊迎新 感恩有您」至善好歌聲籌款晚宴
崇基學院於十月二十日在沙田萬怡酒店宴會廳舉行「送舊迎新 感恩有您」至善好歌聲
籌款晚宴，歡送卸任院長方永平教授及歡迎新任院長關美寶教授；同時介紹校園最新發
展，並設「至善好歌聲」籌款環節助興，支持「E計劃」。

學院邀請到四組重量級嘉賓上台獻唱，包括關美寶院長、崇基校董會主席陳德霖博士
(1976/社會)、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
炳強校友(1987/社會工作)及夫人，席間還有多位校董、教職員和校友上台展示歌喉，
為籌款不遺餘力，每位嘉賓都盡興而歸。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x 大華銀行青年領袖獎」頒獎
典禮
崇基學院與大華銀行於今年九月首次推出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x 大華銀行青年
領袖獎」，旨在獎勵符合崇基精神「文武
雙全、德才兼備、靈性修為」三項特質的
新生。

「青年領袖獎」為期三個學年，已於八月
選出第一屆獲獎的八位優異新生，獲獎學
生必需於學年間的三個學年內完成指派的
學習及領導訓練機會。崇基學院學長計劃
委員會邀請了八位校友擔任此「青年領袖
獎」獲獎生之學長，於未來三個學年與八
位優異生同行，指導他們的學習和訓練。

頒獎典禮於十月十七日舉行，邀得大華銀
行大中華區行政總裁兼集團策略傳訊及品
牌管理部主管葉楊詩明女士(前排左二)、
崇基校董暨學院獎學金及獎項專責小組
召集人伍燕儀女士(1990/工商管理)(前排
左一)、崇基校董會主席陳德霖博士(前排
中)、崇基學院關美寶院長(前排右二)以及
獎學金委員會主席何志明教授(前排右一)
主禮並頒發獎學金。多位崇基校董和教職
員、八位學長、獲獎生的中學校長和家人
等接近一百位嘉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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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創校七十二週年感恩崇拜暨關美寶院長就職典禮
崇基學院於十月二十七日在崇基禮拜堂舉行「慶祝創校七十二週年感恩崇拜暨關美寶院長就職典禮」。就職典禮由崇基學院校董會主
席陳德霖博士主禮，院長關美寶教授於典禮後致辭。

同場舉行崇基學院與中大(深圳)道揚書院締結姊妹書院簽約儀式，由關院長與道揚書院呂宗力院長主持，去年與崇基締結成姊妹書院
的中大(深圳)思廷書院陳永勤院長亦率領學生出席典禮支持。崇拜上陳德霖博士與關美寶院長頒發獎學金予成績優異的學生。

最後，崇基校友會會長廖健華校友(2004/經濟)代表校友會捐款予母校支持「E計劃」；崇基1971年畢業班「曄社」亦捐贈獎學金逾13
萬元，1973年畢業班「菁社」則捐出逾13萬元助學金及逾50萬元支持「E計劃」。

 明陣開幕典禮暨明陣靜觀步行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與崇基學院合作於龐萬倫學生中心四樓興建了全港首個在大學設立的明陣，為師生提供一個放鬆身心、增進靈性修
為的空間。「明陣開幕典禮暨明陣靜觀步行」於十月十日舉行，(左圖)邀得大學副校長汪寧笙教授(右二)、崇基學院院長關美寶教授(左三)、大
學輔導長高永雄教授(1989/生物)(右一)、崇基學院學生輔導長吳碩南教授(左二)、以及明陣設計師、建築學院韓曼博士(左一)蒞臨主禮。典禮
後，同學在香港明陣學會主席林子山校友(1998/內外全科醫學)帶領下率先體驗明陣，感受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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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學院第六十九屆畢業典禮
「崇基學院第六十九屆畢業典禮」於十一月九日在崇基禮拜堂舉行，典禮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校友(1994/工商管理)擔任主禮嘉賓，並由關美寶院長致歡
迎辭。崇基學院二零二三年度「柔社」畢業生共有六百八十八人。本屆優異畢業生張采瑭
(2023/歷史)代表畢業生致辭時回顧四年大學生活點滴，並感謝父母及師長的培育。

典 禮 後 ， 校 友 會 第
二十六年獲香港沙龍電
影有限公司贊助，安排
專業攝影師為加入校友
會的應屆畢業生拍攝畢
業照，以紀念這珍貴時
刻，校友會特此鳴謝其
多年來鼎力支持。今年
校友會繼續向每位新入
會的應屆畢業生贈送畢
業證書套，及提供入會
費優惠。

 崇基老師及校友獲頒香港
特區政府殊榮
今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勳名單中，
以下的崇基老師和校友獲授勳或嘉獎，
以表彰他們對社會作出的貢獻。

吳超覺校友(1998/經濟)獲頒「香港懲教
事務卓越獎章」。

張佩蓮校友(1987/英文)及黃令衡校友
(1978/市場學)獲頒「銅紫荊星章」。

何永昌校友(1986/社會工作)獲頒「榮譽
勳章」。

社會工作學系倪錫欽教授、戚寶瑩校友
(1989/中國語言及文學)、趙慧嫻校友
(1993/社會)及黃定康校友(1996/數學)均
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統計學系教授潘
偉賢教授及黃燕儀校友(1987/社會)獲頒
授「太平紳士」名銜。

 「自然之境：抽象視覺的
突破之美」曾陳桂梅視覺藝
術展
由崇基學院主辦之「自然之境：抽象視覺
的突破之美」曾陳桂梅視覺藝術展於十一
月二十七日至明年一月九日在龔約翰學生
中心LG4展覽廳舉行。是次展覽中，曾陳
桂梅校友(1980/社會工作)混合攝影、繪畫
和日式花道，以創新的藝術手法展現她對
大自然的感悟與生命的熱情；展覽同時為
崇基學院「E計劃」籌款。

 秋日郊遊樂
學長計劃委員會於十一月十八日舉辦「秋日郊遊樂」，由委員兼學長鍾啟然校友
(2000/翻譯)擔任義務領隊，帶領學長和學弟妹前往荃灣川龍龍門郊遊徑健步行。大
家出發前先到川龍著名的茶樓飲早茶，品嚐由山水泡的茶和「一盅兩件」。當天共有
二十多位學長、學弟妹及崇基職員一同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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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校友會

 崇基學院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
「崇基學院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於七月十三日在嶺南會所舉
行，崇基學院副院長黃念欣教授(右七)出席支持，當晚約四十
位校友參與。

 中大校友日
今年迎來香港中文大學六十年的華誕，大學於十二月二日舉行
「中大校友日」，歡迎校友回母校重聚。崇基在百萬大道設置
攤位遊戲，並安排校園遊及「院長晚宴」，讓校友重遊母校。

 何善衡夫人宿舍建舍四十五週年Happy Hour
「何善衡夫人宿舍建舍四十五週年Happy Hour」於十一月十七
日在銅鑼灣舉行，前任舍監張越華教授(1975/社會)(左四)及現
任舍監李駿康博士(2002/宗教研究)(左五)出席與約六十位何宿
校友聚舊。

 崇基校友日2023
為慶祝崇基老師和校友獲香港特區政府授勳及嘉獎，校友會
於十月二十八日「校友日」在崇基校友室舉辦了「校友與授
勳及嘉獎崇基人茶聚」，十位於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三年度獲
授勳和嘉許的崇基人出席茶聚，並與校友及學生分享服務社
會的經驗。

晚上，校友會於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餐廳舉行「校友日
聚餐」，學長們亦邀請學弟妹一同參加，近一百位參加者聚首
一堂，暢談甚歡，同時慶祝崇基學院七十二週年校慶，共度一
個愉快的周末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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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若 鄰
五月二十三日，左起：馮禮慈(1981/地理)、梁秀梅(1981/地理)、 
萬玉鳴(1981/地理)、蘇雯潔(1981/地理)、梁潮炳(1981/地理)和 
鄭良華(1981/經濟)六位現居美
國、加拿大和香港的校友在雨
下重聚香江。他們畢業四十二
年後細訴當年崇基情，感動不
已，約下次重回崇基校園。

崇基學院一九七七年畢業班「凱社」之「反感族」迎來從海外回港
的同窗，包括黃鈺漢(1977/社會)(後排左二)伉儷及鄺金鈴(1977/
社會工作)(後排左四)
夫 婦 ， 並 於 十 一 月
十六日回崇基歡聚。
當晚還在崇基教職員
聯 誼 會 會 所 餐 廳 共
晉晚餐，張越華教授
(1975/社會)(前排右
二)亦是座上客。

跨年代崇基史地畢業的本地和海外校友於十一月十七日重回母校，
[按畢業年份排序]包括謝福原(1965/地理)、盧廣鋒(1967/歷史)、
施傑琛(1971/地理)、鄧榮煜(1971/社會)、張恩源(1972/地理)、 
施露茜(1972/地理)、梁怡(1972/地理)、陳宏達(1972/地理)、黎邦
懷(1973/地理)、黎仲豪(1973/地理)、沈家蘊(1973/音樂)、文麗琼
(1973/社會)、廖淦標(1974/地
理)、林紹顏(1975/地理)、鄞細
屏(1975/地理)、鍾慧珍(1975/
地理)、蕭婉秋(1995/地理)、林
綺華(聯合/1971/中文)、曾浩翔
(聯合/1984/地理)及余淑菲(聯合
/1991/地理)等友好，趁著秋高
氣爽的天氣重遊崇基和中大校
園，與關美寶院長(1985/地理)
和高國雄牧師(1998/宗教研究)
於崇基禮拜堂前合影。

徐懷淑(1964/生物)(右二)與陳潔玉
(1972/生物)(左一)、李瑞麟(1973/
數學)(左二)和胡潔卿(1964/生物)
(右一)在二月前往澳洲坎培拉探訪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榮休教授、著
名真菌學家張樹庭教授(中)。

六月二十八日，左起：李晉鏗(1968/中文)、陳培倫(1964/歷史)、
梁健平(1968/物理)、龔錦媚(1971/會計及財務)與蘇月華(1973/

中文)(右一)相約在上環文娛
中心劇院欣賞麥錦珍(1978/
英文)(右二)參演的音樂會。
麥校友以女高音唱出「Deh 
Vieni, Non Tardar」，歌聲優
美，繞樑三日。

崇基學院一九七一年畢業班「曄社」今年補祝該社畢業五十週年，在
十月舉辦了一連串活動，包括分別在香港和加拿大多倫多兩地聚餐；
並在十月二十二日至
二十五日，前往山西
參觀平遙古城和港人
在當地開設的怡園酒
莊。「曄社」十多位
校友更於十月二十七
日回校參加「校慶感
恩崇拜暨關美寶院長
就職典禮」。

一九七三年畢業班「菁社」為慶祝畢業五十週年，十月二十六日在
紀利華木球會舉行「菁社畢業五十週年晚宴」，共六十五位校友出
席，細數當年校園生活。除晚宴外，「菁社」校友於十月二十七
日回校參加「校慶感恩崇拜暨關美寶院長就職典禮」、校園遊和 
「千人宴」，並在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一日舉辦廣州之旅。

九月十二日，李張綺蓮(1968/社會工作)偕夫婿李啟宇(聯合/1968/
社會工作)(圖中)從三藩市飛往溫哥華與闊別十多年的同窗及社工

界校友，包括謝恩萍(1968/
社會工作) (左一)、張少文
(1968/社會工作) (左二)、 
袁煥森(1973/社會工作)(右
二)及劉蘭芳(1968/社會工作)
(右一)重聚。

一九六八年畢業班「曦社」同學與幾位海外回港同學十一月廿八日
回崇基聚舊。前排左起：鄧若韶(1968/中文)及其丈夫Michael K. 
Ipson、鄺榮昌(1968/會計及財務)、鄺雷葆靈(1968/社會工作)、
黃穗(1968/社會工作)、林瑞馨(1968/動物)和其丈夫楊玉麟(1967/
物理)、鍾紫嫦(1968/社
會工作)。後排左起：李
晉鏗(1968/中文)、梁健
平(1968/物理)和楊懷曾
(1968/社會工作)。疫情
令大家闊別幾年，校友
份外珍惜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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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題字： 靳杰強(1966/物理)

崇基學院第一屆畢業生傅德燊(1955/外語)於六月二日辭世。
傅校友曾於五十年代服務學院註冊處，及後負笈海
外，與家人定居加拿大溫哥華。校友會深切哀悼傅
校友的離世，並衷心慰問他的家人。

袁煥森(圖中)與太太李潔心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多年，創辦博域中
學，深獲好評。日前到北京出席「國際教育展覽」，順道於十月
二十五日與姚沛滔(1971/工商管理)(右三)到訪北京西城外語學
校，與校長、書記及國家教育部總督學交流。

葉朗生(2016/物理)今年八月
在多倫多大學畢業，獲頒物理
學博士學位，結束長達六年寒
窗苦讀的日子。畢業後，葉校
友回歸香港中文大學，任職物
理系講師，昐能貢獻母校和香
港的物理教育。

魏敬國(2004/計量財務)(左)相
約學弟 — 第一屆「崇基學
院x大華銀行青年領袖獎」得
獎生高兆廷(數學/二年級)，一
同參加十月二十七日在嶺南運
動場舉行的崇基校慶環校跑。

學長計劃 相聚點滴

盧碧瑜博士(1991/音樂)(右)帶同學妹
顏凱晴(音樂/四年級)共晉午餐並暢談近
況，分享彼此的家庭生活、暑假計劃、
工作等。午餐後顏同學到訪盧博士的音
樂中心和舊居，加深彼此了解。

鍾啟然(2000/翻譯)(左)與學弟劉啟南(物
理/四年級)相約晚餐，暢談近況並鼓勵學
弟堅持追求自己的目標。

劉淑嫻(1995/哲學)(左二)相約學弟莊
孝馳(法學/三年級)(左一)、學妹陳君穎
(2023/法學)(右二)和許盈智(內外全科醫
學/五年級)(右一)午餐共聚，分享各自的
興趣和人生目標。

關幗玲博士(1994/工商管理)
獲《亞洲周刊》頒發第八屆
「全球傑出青年領袖」殊榮，
為今屆該獎項六位得獎者中唯
一一位女性。左為典禮主題演
講及頒獎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保安局鄧炳強局長(1987/
社會工作)。

莫耀華(1964/物理)獲邀擔任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客座教
授、以及史丹福大學應用物
理系訪問學者，並獲頒戴維
斯加利福尼亞大學之「傑出
學者」榮譽。

魏文富(1981/市場)
(右一)於六月二十五
日前往深圳參觀比亞
迪股份有限公司總
部，並試坐「雲巴」
和「無人駕駛車」。

崇基學院校牧高國雄牧師於六
月二十三日獲其母校迦密中學
頒發「榮譽校友」名銜，並獲
邀於畢業典禮上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