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欣逢今年嶺南大學在港復校五十周年，謹綴數言，衷心祝賀。

嶺南大學的歷史悠久，可追溯至 1888 年在廣州創立的格致書院，其後在 1967

年以嶺南書院之名在香港復校。1991 年，其時為專上學院的嶺南學院成為獲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即現時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並

在短短數年後，在 1999 年成功升格為嶺南大學，在香港高等教育界中擔當博

雅大學的獨特角色。

嶺南大學至今已躋身亞洲百大，更是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轄下質素保證局 2016 年的質素核證報告表揚嶺大致力推動博雅教

育，力臻至善，培育學生全人發展。在融合中西精粹的博雅教育中成長，學生

慎思明辨、關愛他人，為社會貢獻良多。

胡志偉博士記錄了嶺南大學由復校至正名大學的早年發展歷程，從書院走到大

學，讀者可感受到代代嶺南人本着創校先賢「奮前莫畏難」的精神，以堅毅和

熱誠與嶺大共同努力、成長，貢獻香港。

際此復校金禧，我謹向所有嶺大人致意。祝願嶺南大學繼往開來，更上一層樓！

2017 年 11 月

2017 年對嶺大確實饒具意義，相信所有嶺南人都

翹首以待慶賀嶺大的金禧校慶，並為能一同見證嶺

大半世紀以來的長足發展而感到無比雀躍。

由我成為嶺南人之初，已經深刻體會到嶺南人的團

結，以及一代又一代嶺南人的努力與付出。嶺南人

為延續紅灰精神，發揮不屈不撓的堅毅意志，於

1967 年在香港開辦了嶺南書院，讓 1888 年於廣州

成立的「格致書院」，後於 1927 年正式易名為「嶺

南大學」得以在香港復校。這全是憑藉眾學長全心

全力支持，克服各種困難始能成就此舉。在此期間，

嶺南教育機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為嶺南大學

在港復校奠立穩固基石。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與歐美傳統歷史悠久的

學府相比，雖然五十年並不算長，可是一路走來，

嶺大必須跨越各項艱鉅挑戰，經過無數磨練才得以

茁壯成長。短短十年間，嶺大從一所約有一百名新

生入讀的私立學校發展成為獲政府批准註冊為專

上學院，再經過十數年努力不懈，終於獲政府認可

成為本港頒授學位的大專院校之一，於 1998 年獲

得自我評審資格，並於 1999 年獲正名為「嶺南大

學」。歷經五十個寒暑，嶺大一步一足印，時至今

天已成功晉身亞洲首百間最頂尖大學之列，並朝着

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博雅大學而努力。

我深感榮幸能成為嶺大的一份子，作為校董會主席

與眾校董會成員及諮議會成員，聯同大學管理層以

至全體教職員一同為嶺大服務。在這個歷史時刻，

衷心感謝胡志偉學長為我們回顧嶺大從成立到正名

的種種，見證嶺南精神代代傳承。面對全球大環

境之急速變化，未來勢必為嶺大帶來各種挑戰及機

遇。我深信只要嶺南人同心同德，秉持校訓「作育

英才，服務社會」，遠瞻未來，定能為嶺大開創下

一個光輝五十年。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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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憑藉前輩學長發揮嶺南的「紅灰精神」，以紅色代表的無比熱情和

灰色代表的剛毅意志，在港開辦嶺南書院，以傳承和發揚廣州前嶺南大學的傳

統服務精神。這項同時包含「開創」與「傳承」雙重意義的壯舉，就是我們今

天說的「復校」。多年來，嶺南人以「奮前莫畏難」的精神推動嶺南書院、嶺

南學院的發展，最終成就其正名為大學。作為一家獨立的專上院校，嶺大的這

個香港故事，延續了前嶺大的廣州故事。

感謝胡志偉學長為我們追述了嶺大從成立到正名期間在香港發展的故事。其中

關於嶺南教育機構在嶺大成立和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嶺大取得虎地

校園的始末，更做了清晰說明，實屬難能可貴。

歷經半世紀，嶺大從一所私立學院發展成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2017 年嶺

大不僅慶祝在港復校的金禧校慶，更榮獲 2018 QS 亞洲大學排名第 100 位，

躋身亞洲區內首 1% 最頂尖的大學，可喜可賀。

祝願嶺大鵬程萬里，迎向下一個光輝的五十年！

2017 年 11 月

五十年前，嶺大的創辦人展開在香港復校的第一

步。翻閱此書時，我看到書中記錄這些年來嶺大經

歷過的里程碑，重溫嶺南人如何全心全意為大學付

出，以至嶺南教育機構所作出的種種貢獻，令我大

受感動。在港復校之前，嶺南在廣州已有超過六十

年歷史。嶺南教育機構的成員一直致力在香港提供

優秀的嶺南教育，充分地體現了「嶺南精神」。

嶺南校友在港籌備復校，絕對是一項極之艱巨的任

務。無論是校園選址，以至為購置設備及聘請教職

員尋找資金，都是巨大的挑戰。但再大的困難也不

能阻止他們向着目標前進。當年這些校友大多為嶺

南教育機構及其前身的成員。他們除了慷慨捐助母

校外，亦盡一切辦法為嶺南尋求所需的財政支持，

最終嶺南學院在 1991 年成功獲政府納入「大學及

理工資助委員會」體系。

九十年代，隨着嶺南的擴展，司徒拔道校舍不敷應

用，嶺南教育機構成員再一次展示他們對學院的無

私付出，決定放棄機構自資購入的司徒拔道校園土

地，與政府換取今天的屯門校舍。這重要的一步為

嶺南開創未來，日後得以從一家規模細小的學院轉

化成亞洲頂尖的博雅大學。

成功不會一蹴而就。從 1978 年成功向教育署註冊

為專上學院，至 1999 年正式獲升格為大學，每一

步都有賴嶺南人的熱情、忠誠和毅力；是「嶺南精

神」把大家聯繫和團結在一起。我們緊守使命走每

一步，致力提供優秀教育，培育有才能、知識和品

德的年輕人去服務社會。

慶祝嶺大復校五十周年之際，我們特別高興嶺南教

育機構出版這本精彩的書籍，以回憶及記錄大學的

歷史。配合大學出版的另一本書籍《嶺南精神五十

載》，它讓讀者得以從不同角度認識我們的歷史、

變化和發展，更深入了解和欣賞嶺南大學。

「群邱遠繞，恆為障護，奮前莫畏難」，這段大學

校歌的歌詞，反映過去與現在的嶺南人的勇氣和抱

負。當我們享受着前人努力的成果，我要向嶺南教

育機構表達衷心謝意，感激他們記下我們的精彩故

事，更要感謝所有曾為嶺大無私付出的成員。我深

信他們的榜樣將會啟發我們所有人，在未來五十年

推動嶺大發展成更強大和更具影響力的高等院校。

2017 年 11 月

獻
辭

獻
辭

陳斌博士
嶺 南 大 學 諮 議 會 主 席

鄭國漢教授
嶺 南 大 學 校 長

0
0
4

0
0
5

開
創
以
傳
承─

─

嶺
南
大
學
香
港
復
校

獻
辭



今日的嶺南大學是一個香港故事，當中還有一個雙

城故事。

1888 年在廣州成立的「格致書院」，其後改稱嶺

南大學的前嶺大，是一個廣州故事。直至 1952 年

停辦為止的短短六十四年間，前嶺大在多次戰亂和

政權更替的情況下，培養了眾多優秀的人才，名重

一時。前嶺大雖有不少港澳僑生，又在各地設有附

屬中小學，更曾因戰亂短暫在香港、韶關等地上課，

但基本上仍是一個廣州故事。

今日的嶺南大學，是一個香港故事。1967 年的香

港仍是英國殖民地，當時專上學位奇缺，只有極少

數中學生能在本地升讀大學。有見及此，一群居港

的前嶺大舊生，出於對前嶺大的深情懷念，並希望

回饋嶺南教育，決定秉承其傳統服務精神，開辦了

嶺南書院，為香港的學生提供專上教育。這所嶺

南書院就是今天的嶺南大學，是一所在香港成立，

以香港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專上院校。因此可以

說，今日的嶺南大學是一個香港故事。

今年是嶺南大學在香港復校的五十周年。我們說的

「復校」，並非指前嶺大在香港再度出現，而是指

五十年前這群嶺南人開創嶺南書院，亦即正名後的

嶺南大學，以傳承和發揚前嶺大的傳統服務精神。

因此「復校」一詞同時包含「開創」和「傳承」兩

方面的意義。今日嶺大這個香港故事，延續了前嶺

大的廣州故事，這就是嶺大的雙城故事。

感謝特區政府的支持，嶺大在回歸後繼續蓬勃發

展。今日嶺大早已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的資助大學，再不是私立專上院校；大部分校董會

成員也由特區政府直接委任，嶺大亦因而得到更廣

泛的社會各界人士支持。然而，有別於香港大部分

的教資會資助大學，嶺大具備民間創辦的背景，又

立足於民間團體提供的土壤上，因此大可以探索一

條與眾不同，屬於自己的道路。

非常感謝胡志偉學長義務為我們訴說今日嶺大從成

立到正名，即 1967 年至 1999 年期間在香港發展

的故事，亦感謝唐天燊學長就此提供寶貴意見。香

港的嶺南大學於 1967 年成立後，在一段相當長的

時間裏，以正名「大學」為重要目標，而 LEO 亦樂

見其成。然而，這畢竟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並非

大學創辦的宗旨，而嶺大亦已經正名了一段時間。

「五十而知天命」，我祝願嶺南大學在校董會、諮

議會和全體教職員的努力下，能夠為大學的長遠

發展方向，以及在香港、亞洲，以至世界高等教育

界的定位作出明智選擇，為嶺南大學開創更美好的

未來！

2017 年 11 月

嶺南教育機構（LEO）是今天嶺南大學的創辦機構

和原辦學團體，也是絕大部分校園土地的提供者，

由嶺南書院的辦學團體和嶺南中學的辦學團體在書

院成立後兩年，即 1969 年合併組成。機構的宗旨

是推動嶺南教育在港發展，尤其是嶺大的持續發

展。直到嶺大成功正名為大學為止，LEO 一直是主

辦機構，並負責其校董會大部分成員的委任。嶺大

正名後，根據《嶺南大學條例》的法定安排，LEO

仍然是大學的最高諮詢機構，即諮議會的最大持份

者，以及校董會的唯一民間團體持份者。除通過提

名校董會和諮議會的成員外，LEO 還致力以其他不

同的方式支持嶺大的發展。

除了是嶺大的民間持份者外，LEO 在香港還是多家

嶺南學校的辦學團體，其中嶺南中學更與嶺大的發

展有着深厚淵源。嶺南書院成立之初，就借用了嶺

南中學的校舍上課，其後才在司徒拔道不斷擴展，

最終再由 LEO 以司徒拔道的校園土地，向政府為嶺

大換取今天的虎地校園，嶺大因而得以發展成現時

的規模。

前嶺大的廣州故事雖然在 1952 年終結，但海內外

的嶺南人成立的眾多民間團體，至今依然活躍，其

中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和嶺南會所自始至終是 LEO

推動嶺南教育的夥伴，在醞釀成立嶺南書院的過程

中，更發揮了協調和推動作用。嶺大這五十年來一

直得到眾多嶺南人支持，實屬可喜！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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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在香港的重建和發展，是一個充滿勇氣與

奮鬥的傳奇故事，緣由可以溯源到 1922 年。

前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博士有感於嶺南校友留

港者頗多，其年幼子弟雖欲就讀嶺南，每因遠赴廣

州，路途跋涉而未果，所以認定為有在港設立小學

之必要。1922 年，鍾校長委派司徒衛先生聯同留

港同學及本港紳商組織校董會並着手籌募及負責一

切開辦事宜。1 後購得跑馬地布律活道第一號房屋

及租賃第二號房屋為校址，於同年 2 月 16 日正式

開課。香港嶺南分校原為小學，最初名叫廣州嶺南

分校，為嶺南教育在港發展之先聲。1923 年，遷

往跑馬地鳳輝台。1928 年，經校董林護及余仕榮

兩先生之協助，租得司徒拔道 15 號校址。該地位

於半山，遠離塵囂，樹木林立，環境幽雅，實為理

想之校園選址。經數年之苦心經營，日具規模。

1933 年獲得校董會及鍾校長之支持，購置為永久

校址，成為日後大、中、小學發展之基石。2

1941 年底，日本佔領香港，學校被迫停課。抗戰

勝利後，1946 年學校擴展及增設初中部；1955 增

辦高中部，從此成為一間完整的中學及附設小學，3

令嶺南教育在港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紀元，亦為日

後重新創辦嶺南書院奠下堅實的基礎。

前嶺南書院時期的司徒拔道校園（約 1960 年代）最早期的司徒拔道校舍，亦是嶺南書院的首座校舍。 鍾榮光校長親筆信，支持購置司徒拔道校園。

1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6。

2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56。

3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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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香港成立嶺南書院的目的
	 	 及辦學理念

嶺南大學自 1952 年停辦以來，各地嶺南人對母校

之懷念，無時或已，矢志以弘揚紅灰精神為己任，

以興復母校為職志。11961 年，一眾在港的校友聯合

嶺南會所、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及嶺南中學組成「嶺

南教育擴展會」、探討開展嶺南教育各種方向。2 其

後雖曾多番商討，但以所需工作過於瑣重，人力物

力未就，一直未有具體計劃。

直至 1966 年，適有兩件事情最能激發校友們對復

校之熱誠和信心，其一，主要由嶺南人創辦之崇基

書院終於能成功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成為成員書院

之一；其二，美國紐約嶺南基金會於 1966 年資助

香港中文大學設立嶺南商業管理研究院，開辦商業

管理碩士課程，3 並邀請陳德泰、彭國珍和唐天燊

等校友加入其諮議會為委員，因而激發起校友們萌

生在香港以嶺南之名正式重新創辦的意念。同年 9

月，美基會董事林逸民學長與在港校友座談，表示

在港同學應當仁不讓，負起興復嶺大的重任。4

因此在已故陳德泰學長與一群熱心校友牽頭下，本

着「奮前莫畏難」的精神，發起嶺南在港重新創辦

大專課程，肩負重建嶺大，復興嶺大的重擔。這一

方面當然為着對母校之懷念和回饋，希望繼承嶺南

大學優良的辦學傳統和發揚紅灰精神；另一方面，

亦由於當時六十年代香港專上教育學額甚為缺乏，

只有香港大學和剛成立之香港中文大學這兩所大

學，嶺南書院之重新創辦亦可以彌補專上教育之不

足，實踐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理想。5

二、	 籌備復辦嶺南書院的經過

1966 年 11 至 12 月，嶺南教育擴展會在嶺南會所

召開會議，同意立即籌辦大專課程，設立「嶺南書

院」。會上亦決定成立「提名委員會」6，邀請適合

之熱心校友出任校董；以及成立「嶺南書院籌備委

員會」7 承擔一切籌辦工作。8 其間邀請嶺南中學、

嶺南會所及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等單位參與相關籌

1967 年 4 月，嶺南書院在借用的嶺南中學地點正

式開始辦公。暑假期間，嶺南書院為借用的課室和

實驗室進行大型改建工程。17 其後得到二十多名熱

心校友之捐助，「益友堂」在 1969 年改裝完成，

書院之空間和設施獲得進一步的擴展。18

1967 年 9 月 9 日，嶺南書院正式開課，並舉行升

旗儀式。19 書院成立初期，提供四年制本科及先修

課程。書院設有三個學院，分別是文學院、商學院

及理學院，其中文學院又開辦社會學課程。首年合

共錄取了一百餘名大學先修班和三十名一年級新

生，其中部分為寄宿生。20

1	 《嶺南通訊》，第 77 期，頁 45。

2	 《嶺南通訊》，第 77 期，頁 45。

3	 《嶺南通訊》，第 49 期，頁 5－6。

4	 《嶺南通訊》，第 50 期，頁 4。

5	 《嶺南通訊》，第 57 期，頁 4。

6	 	「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下列學長：韋基球、林植宣、

黃炳禮、陳德泰、李炳超、李炳超和唐天燊等。詳見

《嶺南通訊》，第 50 期，頁 4。

7	 	「嶺南書院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下列學長：林逸民、

梁孟齊、李炳超、徐鏡波、曹耀、錢乃信、林植宣、

陸容章、余禮國、阮兆剛、陳德泰、李世能、黃浩

川、黃肇強、黃炳禮、李瑞明、郭文藻、唐天燊和韋

基球等。詳見《嶺南通訊》，第 51 期，頁 2。

8	 《嶺南通訊》，第 50 期，頁 4。

9	 《嶺南通訊》，第 50 期，頁 4。

10	 《嶺南通訊》，第 51 期，頁 2。

11	 	詳見嶺南書院有限公司註冊證書及組織章程（16	

Feb	1967），詳見附錄 1、2 和 3。

12	 	出席首次「嶺南書院有限公司」會員同人大會包括下

列學長：潘則乾	、周桂根、黃汝衡、曹耀、李炳超、

黃啟阜、李世能、劉仲謙、劉邦、徐鏡波、郭文藻、

鄭亞清、黃肇強、余禮國、黃玉銘、梁卓芹、關詒

蓀、林植宣、余郇民、劉有章、黃炳禮、李瑞明、黃

浩川、唐天燊、陳乃鼎、陳輝雄、余文倫、韋基球、

阮兆剛、黎耀球、歐陽德修、林瑞源、伍沾德、錢乃

信、陳德泰及鄔振森等。詳見《嶺南通訊》，第 51

期，頁 2。

13	 《嶺南通訊》，第 77 期，頁 47－8。

14	 《嶺南通訊》51 期，頁 3。

15	 		《嶺南通訊》147 期，頁 26。

	 	美基會當時捐助了港幣六萬元予籌辦期間的嶺南書

院，但與捐贈一百萬港元給香港中文大學開辦嶺南

商業管理研究院之數目相差甚遠。因此當時的理解，

這只是一種禮節上的姿態表示，而非實質的支持。詳

見“Memorandum,	Mr.	Allen	LAU	to	Mr.	Edward	

CHAN	T.T.”，附錄 8	及唐天燊博士訪問錄，未刊

稿。

16	 《嶺南通訊》51 期，頁 4－5。

17	 《嶺南通訊》51 期，頁 3。

18	 	「益友堂」捐贈者之芳名，俱刻石銘謝如下：孔憲紹、

阮康成、李炳超、利榮康、林植宣、韋基球、唐天

燊、陳德泰、陳銘山、郭琳弼、郭琳褒、郭琳珊、

黃炳禮、黃浩川、歐陽德修、鄔振森、劉邦、劉仲

謙、黎耀球、楊永庥、麥贊江、梁文勇、梁卓芹、林

植豪、黃篤修、關濟川、何國釗及李自重基金。詳見

《嶺南通訊》，第 61 期，頁 1、4；益友堂紀念碑石。

19	 《嶺南通訊》，第 53 期，頁 6。

20	 《嶺南通訊》，第 58 期，頁 13。

21	 《嶺南通訊》，第 54 期，頁 3－8。

備工作，待「嶺南書院有限公司」正式註冊成立

後成為會員，其後更成為法人董事。9

1967 年 2 月，唐天燊學長成功依據香港公司法

案第三十二章為書院辦理公司註冊，並按「教育

條例」獲准開辦大專課程。「嶺南書院籌備委員

會」主席韋基球學長在元宵花燈會宣佈「嶺南書

院有限公司」正式獲准成立的喜訊。10 首次申請

註冊時，第一批創校校董共九人，即︰曹耀、容

啟東、林植宣、郭琳褒、黃炳禮、陳德泰、韋基

球、阮兆剛和唐天燊等學長。11

1967 年 3 月 8 日，召開首次「嶺南書院有限公

司」會員同人大會，12 及於同日的首次「嶺南書

院」校董會，選任各組負責人，並決定在 1967

年 11 月 19 日舉行成立典禮。書院成立為法團

後，迅即透過「組織章程及條文」委任及遴選以

下各組負責人︰ 13

主席︰林植宣

副主席︰郭文藻

義務秘書︰阮兆剛

義務司庫︰徐鏡波

義務核數師︰龍定球

義務法律顧問︰唐天燊

籌款委員會︰陳德泰

校監︰韋基球

校長︰錢乃信

由於不少學長同時身兼嶺南書院和嶺南中學的董

事，書院得到嶺南中學同意借出部分校舍和課室

作辦公及上課之用。14

1967 年 3 至 4 月期間，美基會代表福特斯和施

摩先後到訪，詳詢嶺南書院的籌備工作、經費之

籌措和教授之選聘等，「嶺南書院籌備委員會」

代表皆一一詳為解答，但其時美基會對書院之發

展和可以取得的成就有所保留，並未作出任何承

諾。15「嶺南書院籌備委員會」始終秉持「先求

自立」的宗旨，表示並沒有把美基會的「經援」

列入預算，倘美基會認為嶺南書院是值得援助

的，無論任何形式，都很歡迎。但香港的嶺南人，

應該先表現自己的努力，以事實來表現自己，才

值得別人幫忙的。16 紅灰兒女百年樹人的決心，

「奮前莫畏難」的勇氣再一次展露無遺。

1967 年 11 月 19 日，書院舉行盛大成立典禮，

首先由校董會主席林植宣學長致歡迎辭；繼由聖

公會白約翰會督和美基會代表福特斯博士分別致

辭；再由校董會副主席郭文藻學長誦讀嶺南大學

香港同學會、嶺南會所及各海外同學會送贈之祝

辭。在錢乃信校長代表全體員生致答謝辭後，由

簡鑑清學長主持「繼往開來」石碑的揭幕禮。21

嶺南書院正式成立，紅灰兒女再上征途，邁開了

嶺南大學在港重新創立的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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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書院初時的籌款信件 招生廣告（星島日報，1967 年 7 月 14 日） 籌備成立過程的報道（星島日報，1967 年 6 月 28 日）嶺南書院外貌（19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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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書院（1967 年）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前，嘉賓座談。（1967 年 11 月 19 日）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1967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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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書院成立典禮（1967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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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書院成立典禮的揭碑禮（1967 年 11 月 19 日）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後，嘉賓茶話。（1967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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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學生會（1967 年）

益友堂外貌

益友堂紀念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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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成立不久，錢乃信校長於 1968 年初，因工作

過於繁忙及健康狀況而請辭，1 書院委任路考活博

士（Dr. Howard G. Rhoads）為代校長。2 路考活

博士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專長中國研究，早年曾

在廣州嶺南大學出任文學院院長，自接受書院委聘

後，着力協助書院奠定穩固的基礎，直至 1969 年

由阮康成博士接任。3

嶺南書院成立後一直沿着以下方向展：物色師資和

教育專才，推進書院的教務和校務；加強與海外著

名大學和美基會的聯繫，延攬學者至書院任教；優

化課程，開拓學生升學和就業的出路；營建校舍增

加設備。4 短短數年間，「益友堂」改裝完成；語

言實習室、科學實驗室和圖書館等亦相繼擴建啟

用。5 同時間，承認嶺南書院的海外大學數目亦不

斷增加。6

1969 年，嶺南中學與嶺南書院的辦學團體向高等

法院申請合併，成立「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Lingnan Education Organization Limited（簡稱「嶺

南教育機構」，LEO）。自此，嶺南教育機構一直

是嶺南書院（及其後的「嶺南學院」）的擁有者和

營運者。數十年間，積極培植和資助嶺南書院的發

展，直到 1999 年正名為嶺南大學為止。

嶺南書院初創時期，暫借嶺南中學之科學實驗室及

部分課室上課。1969 年，一眾學長仿康樂「十友

堂」之例，合資捐建，改「益友堂」作為書院教室、

辦公和藏書之用。捐贈者之芳名如下：孔憲紹、阮

康成、李炳超、利榮康、林植宣、韋基球、唐天燊、

陳德泰、陳銘山、郭琳弼、郭琳褒、郭琳珊、黃炳

禮、黃浩川、歐陽德修、鄔振森、劉邦、劉仲謙、

黎耀球、楊永庥、麥贊江、梁文勇、梁卓芹、林植

豪、黃篤修、關濟川、何國釗及李自重基金。7

1972 年阮康成博士因健康問題離職，由麥吳玉洲

女士為代校長，8 直至 1973 年由黃勵文校長接任。9

1975 年，在劉顯相學長的努力下，成功向美國政

府爭取透過「美國海外學校及醫院辦事處」撥款予

「中華教育、文化及醫療基金」，資助嶺南書院興

建一個可以容納九百人的大會堂（其後命名為「嶺

南大會堂」）及一個現代化圖書館。16 其後經過韋

基球學長聯絡，邀請到郭志舜則師負責設計及前麻

省理工學院（MIT）建築學院院長白魯齊教授（Prof. 

Pietro Belluschi）為建築顧問，17 負責營建事宜。

1976 年 12 月，書院校董會經開會後通過，認為嶺

南書院已具備相關條件，有申請註冊之必要，故於

1977 年 1 月，嶺南書院正式向政府申請註冊為專

上學院。18 時任教育司陶建及教育署官員分批到校，

視察書院的組織架構、教學設施、校董及教職人員

資歷、各學系課程和學生學習情況。19 經過嚴格的審

視，政府隨後於 1978 年 10 月 17 日批准書院依照

《專上學院條例》轉制及易名為「嶺南學院」，成

為本港第三所獲政府註冊認可的專上學院。20 嶺南

書院由申請註冊到獲得認可之過程不足兩年，所花

之時間與其他兩間已被承認之專上學院比較起來，

已經是最短的一間了。21 嶺南學院成功註冊為認可

的專上學院，令在港重新創辨嶺南大學的目標取得

了階段性的成果，這一切實在是仰賴全體嶺南人的

共同努力。

自 1979 年起，學院根據政府在 1978 年所公佈的

《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白皮書》，開辦「2-2-1」制

專上課程（即兩年高級程度，兩年高級文憑及一年

榮譽文憑課程）。自此，嶺南學院接受政府的資助，

並提供政府資助的課程。轉制以後，學院的學生人

數迅速增加，而課程設計、師資招聘、校園設施及

教學輔助的設備亦有較迅速的發展。22

其後，為延攬人才，增強師資，嶺南教育機構董事

黃浩川學長慷慨捐款，資助興建「銘衍堂」作為高

級海外教職員宿舍。大樓於 1980 年落成，由黃浩

川學長伉儷和陳德泰學長親自主持啟用儀式。23 自

此嶺南學院的校園建設日益完備。

1	 《嶺南通訊》，第 55 期，頁 13。

2	 《嶺南通訊》，第 77 期，頁 43。

3	 《嶺南通訊》，第 59 期，頁 9。

4	 《嶺南通訊》，第 58 期，頁 13。

5	 《嶺南通訊》，第 59 期，頁 3－4。

6	 《嶺南通訊》，第 56 期，頁 1。

7	 《嶺南通訊》，第 61 期，頁 1、4。

8	 《嶺南通訊》，第 68 期，封面內頁。

9	 《嶺南通訊》，第 73 期，頁 3。

10	 《嶺南通訊》，第 73 期，頁 3－4。

11	 同上註。

12	 	《嶺南書院校務報告 1974》；《嶺南書院校務報告

1976》；《嶺南通訊》，第 82 期，頁 57。

13	 《嶺南人》，第 36 期，頁 3。

14	 《嶺南通訊》，第 68 期，頁 5。

15	 《嶺南通訊》，第 76 期，頁 3－5。

16	 	《嶺南通訊》，第 83 期，頁 2－4，《嶺南通訊》，第

89 期，頁 7；《嶺南通訊》，第 90 期，頁 1。

17	 《嶺南通訊》，第 87 期，頁 1。

18	 	《嶺南書院校務報告 1978》；《嶺南通訊》，第 81

期，頁 46－47。

19	 《嶺南通訊》，第 83 期，頁 7。

20	 	《嶺南書院校務報告 1978》；《嶺南通訊》，第 86

期，頁 1。

21	 《嶺南通訊》，第 86 期，頁 1。

22	 	《嶺南學院校務報告 1979》；《嶺南通訊》，第 88

期，頁 2。

23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 34。

	 	建築期間因工程改動而衍生之差額則由陳德泰學長捐

助。

黃校長接任之始，即籌劃爭取成為政府註冊專

上學院，及擴大外國大學和專業團體承認學術

資歷的雙軌並行策略。10

自成立以來，書院積極爭取外國大學和「國際教

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的認可。1973 年，中華基督教會及其在美

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及英國有關的傳道

會，均表示就以往與嶺南大學的關係對書院表示

支持。截止 1976 年，世界各地超過八十間大學

承認嶺南的高等學府地位，並且接受嶺南學生入

學深造及承認轉移學分。11

嶺南書院於 1973 年獲倫敦大學認可，開辦倫大

校外學位課程，成績斐然。同一期間，書院亦先

後得到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學會、英國檢定

會計師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學會等專業組織承認書

院的學分和畢業同學的資歷。12 此外，書院中文

系由國學大師陳湛銓出任系主任，又敦聘名儒梁

簡能任教。二師學問淹博，四部兼通，言傳身

教，造就不少國學人才。梁老師更曾借蘇東坡句

而成「此去應為天下士，不辭長作嶺南人」一聯

以勉勵離校同學，13 日後成為了紅灰後學共勉之

金句。

書院的資格雖然已廣獲外國大學和專業組織的承

認，但礙於香港政府之大學及專上教育政策和教

育條例的規限，書院的法定地位仍有待提升。

隨着書院的發展，嶺南教育機構董事期望書院可

以擁有獨立建築物，而不再與嶺南中學共用校

舍。有見及此，陳德泰學長慨捐四百萬元，興建

樓高十二層的「愛華堂」，內設有大禮堂、課室、

行政辦公室、禮堂、學生活動中心、禮拜堂和師

生膳堂等。14 大樓於 1974 年落成啟用，自是嶺

南書院的設施更臻完善。15

嶺南書院第一屆畢業同學（1971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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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書院第一屆畢業典禮，阮康成院長致辭。(1971 年 7 月 2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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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書院第二屆畢業同學（1972 年 7 月）

陳德泰學長（中）、麥吳玉洲代校長（右）和黃勵文校長（左）攝於歡迎宴（1973 年 8 月 20 日）嶺南書院畢業證書（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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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 74 年度開學禮（1973 年 9 月 13 日）

黃勵文校長在履新宴首次提出爭取成為政府註冊專上學院，及擴大外國
大學和專業團體承認學術資歷的雙軌並行策略。（1973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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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的愛華堂（1974 年）

愛華堂奠基禮（1974 年 5 月 11 日）

陳德泰學長主持愛華堂奠基禮（1974 年 5 月 11 日）

剛落成的愛華堂
（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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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章（1979 年）

黃勵文校長（中）攝於為配合愛華堂而重建的校門，門上的大鐘設計寄寓了全體嶺南人的願望。

陳湛銓教授（前右一）、梁簡能教授（前右二）和胡詠超老師（前右三）與中文系同學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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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院在八十年代經歷了發展路上的高低起落。

1981 年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 CNAA）來港評審浸會

學院，政府順道邀請委員會到嶺南學院作評審，但

其時學院上下對委員會之評審要求不甚諳悉，對評

審工作之目的及如何準備亦無甚頭緒。加上，其時

學院礙於資源，師資仍然缺乏，圖書館之藏書、電

腦及其他設備尚未符合委員會之要求，故首次評審

之結果當然未如理想。1 尤幸學院同人本着「奮前

莫畏難」的嶺南精神，從失敗的經驗中汲取教訓，

以評審委員會對學院的批評為出發點，力求改善。2

黃勵文校長於 1981 年任滿退休，而董事會亦相繼

改選，校友唐天燊學長獲委任為校董會主席，校友

利榮康博士則出任為校務會主席。當時，依據學院

條例，嶺南教育機構（LEO）是學院的主辦團體；

校董會（Board of Governors）為最高權力及主要

政策與一切重要事項決策之平台，其權力包括學院

校董會之一切決策權；而校務會（Council）則負責

執行校董會所定之政策和決策，對校務之執行和運

作。3

在首次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評審失敗的背

景下，學院首要之任務為延聘新校長和高級教職

員，作出行政和課程調整，重訂發展方略。嶺南教

育機構決定誠邀校友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黃啟鐸教

授出任校長，並聘請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陳佐舜博

士為顧問。陳博士於翌年出任副校長；1983 年黃

啟鐸教授退休，陳博士晉升為校長。4 在新領導層

的共同努力下，希望逐步達成從學院升格到大學的

重新創校之願望。

陳佐舜博士出任校長後，銳意革新行政架構及更新

辦學宗旨，定下提高學院水平至與「大學及理工學

院資助委員會」轄下院校等齊的策略，並迅即推出

一連串的改革，包括：停辦學生日漸減少的音樂學

院；設立「商業電腦」與「人力資源管理」兩嶄新

科目以迎合香港商業社會；設立社會學院；推行通

其後為了配合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學院適時進行了

第二期的擴建工程。1985 年，由林護基金捐資改

建「嶺南大會堂」的四樓為「林護圖書館」用作參

考與期刊圖書館分館，及購置參考書籍的基金。9

1986 年 9 至 10 月期間，為增闢更多的教學及活動

地方，「銘衍堂」亦進行改建工程，增設一個可容

納一百二十人的禮拜堂和演奏廳，建築費用由嶺南

教育機構董事暨學院校董孔憲紹學長捐贈。閱覽室

的建築費用則由嶺南教育機構撥款支付。10

1987 年為學院二十週年誌慶，同時亦是發展史上

一個轉捩點。1986 年中，政府通知學院，英國「國

家學歷頒授委員會」將於 1987 年底到學院進行第

二次評審。為了充分準備此次評審，校務會主席利

榮康學長及利氏家族，自動捐款聘請資深及經驗豐

富之學者和教授組成顧問團，就學院改進和發展提

供寶貴意見。顧問團團長由校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經濟系鄒至莊教授擔任，團員包括英國兩名學術界

代表——倫敦大學經濟及政治事務學院狄芙教授及

倫敦大學漢學教授卜立德博士；本港兩名成員——

香港大學教授羅富思博士及譚惠珠議員；及美國福

特基金會副總裁賈邁博士等英美著名大學學者。11

經過一系列之巡訪和面見後，顧問團其後向學院提

交一份報告書，就學院現況作出評估，並提出多項

改善意見。顧問團的報告對師生的質素和治學風氣

有良好印象；對學院近年來的重大改革甚表讚賞；

對校長和教職員在校務方面的實質改善尤感欽佩。

顧問團認為由於學院當前情況良好，足以達成進入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範圍的願

望。12 報告獲得校董會及校務會接納，並按之全力

改進，以預備翌年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之

評審。

1987 年 12 月 1 至 3 日，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

會」到訪學院及進行全面評審工作。評審團與過百

名學院成員就廣泛論題進行官式及非官式會談，其

中包括校董、校務會成員、教職員、學生代表及校

友。此外，評審團詳細研究學院提交的文件，包括

當前及預計資源、職員編制、教學輔助設施及康樂

設備等，結果甚為滿意。13

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的評審報告高度評價

學院領導層、教學、行政、教職員及學生質素，尤

其推許當時校董會主席唐天燊學長和校務會主席利

榮康學長的領導，認為學院在他們領導下充滿動

力，富教育眼光及社會理想。評審報告盛讚嶺南學

院領導階層高瞻遠矚，有崇高的教育理想及辦學熱

忱，而學院的管理及運作，穩定而靈活，師資優良，

具教學熱誠，而學生質素亦高。更重要的是課程編

制適當，不但着重專業訓練，亦戮力推行均衡教育，

協助學生人格全面發展。評審報告同時指出校長為

上述改革之原動力，因為他推動了學術和管理過程

全面改革。學院在極度缺乏資源下，作出很大改善，

成績令人鼓舞。更重要的是評審認為嶺南學院之學

術水平足以媲美教資會轄下之其他院校！ 14 英國

「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之評審成功，標誌學院的

發展踏入新里程，令校友們及所有學院成員對學院

取得的成績感到極大鼓舞。

評審團對學院的高度褒獎，使香港政府對嶺南另眼

相看，由是揭開了學院發展的新一頁。可惜港府其

後通知學院，評審成功並非自動或保證可以被納入

「教資會」體系。隨後，校董會主席及校長會見教

育及人力統籌科及教育署官員，據理力陳，要求與

其他通過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之評審院校

一樣被納入教資會體系。學院指出，要嶺南學院

繼續維持現況和進一步改善，以符合英國「國家學

歷頒授委員會」之期望，需要大量資源，不能單單

依靠熱心校友長期經常性的捐助，因此政府必須增

加撥款以應付學院的發展需要。事實上，自從推行

2 － 2 － 1 制後，政府一直只是資助首四年的同學，

學院需要自行籌措和調撥資源以維持五年學制的營

運。以學生人均計算，資助額更是只有兩大同學的

七分一左右。雖然學院開辦的科系與兩大有別，但

這樣巨大的資源差距，無論是對同學的培養和對學

院的發展都是極不理想的。15

識教育課程以拓展學生的視野，培育學生慎思

明辨及提高他們的道德、社會、政治及文化的認

識。通識教育科目是所有學生的必修科目，目的

是協助他們面對香港當時在科技、社會、政治及

文化各方面劇變所帶來的挑戰。由於通識教育課

程備受學術評審機構及社會人士推崇，學院遂於

1987 年成立一個獨立的通識教育學部。1986

年，學院增設「翻譯」課程。以培養精通中英雙

語的專業人才。此外，為了保障教育質素，陳校

長在每一個學系設立「諮詢委員會」及「校外考

試委員會」制度，並由相關專業團體領袖及大學

院校資深學者出任委員，以便不斷改善課程設計

及提高學術水平。5

當時港府之專上教育及大學政策仍沿用英國制

度，所有大學及理工學院皆由政府全額資助，

而頒授學位之權力亦由「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

員會」認可及授予。1978 年學院獲得政府升格

註冊為專上學院（下稱「學院」），只可頒授高

級文憑及榮譽文憑，仍未能頒授學位。這與當年

嶺南在港復校之目標仍有遙不可及之距離。況

且，學院畢業生未能取得學位，對他們之升學或

就業亦有限制和不利，如要大量增聘師資，提高

學術水平，加強各方面之設備，重組學科部門等

等，更需要鉅額財政資源，而且以後每年預算之

經常開支，亦要大幅提升。當時唯一解決上述各

項問題之最佳辦法便是令嶺南學院納入「大學及

理工學院資助委員會」的資助體系，因為這樣既

可獲得政府授權頒授學位，又可獲得公帑的全面

資助。嶺南學院同人便在唐天燊學長、利榮康學

長及陳校長的領導下，肩負此極艱巨之任務和挑

戰，當時大家均抱着背水一戰，不成功便成仁之

心情來全力應付。6

同一期間，經過多年營建，嶺南大會堂於 1981

年平頂，71983 年落成啟用，並於 1984 年 6 月，

由美國駐港總領事李文先生主持正式揭幕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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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董事會多次向當局呈上未來之預算及說明所需

要之資源及其理由，據理力爭，敦促當局正視嶺南

學院的要求。16 經過多番反覆的討論，並經英國「國

家學歷頒授委員會」大力推薦及支持，政府決定於

1988 年 9 月增加撥款，並推行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學院亦自 1988 － 89 學年起停收預科生，開始提供

三年制榮譽文憑課程，並開始籌備榮譽學士學位課

程。17

政府增加的撥款部分舒緩了學院的經濟困難，使學

院得以聘任更多優秀的教職員、改善員工薪酬福利

及購置額外器材以符合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建議書

的要求。政府最後同意學院的要求，決定邀請「大

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學院升格及加入「教

資會」體系作出評核和建議。

1990 年 1 月 3 日，「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轄下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嶺南學院小組委員會」

訪問嶺南，與校長及高級職員商討學院日後升格之

可能、校園發展、校風、教育傳統、未來發展取向、

收生及科目安排等一系列問題。1990 年 9 月 8 日，

一個由「嶺南學院小組委員會」及「教資會」十二

名成員組成的小組，到校與校長、學院院長、高級

行政職員、教師及每一學院選派的學生代表進行多

輪會議，分別商討了學位課程發展、研究活動、教

學資源、招聘教職員、學生事務、學生活動及學院

條例等事項。1991 年 3 月學院順利通過「香港學

術評審局」的評審。評審團認為嶺南學院已創建優

良的學術環境，足以開設學位課程，結果批准學院

在 1991 － 92 學年開設「社會科學」及「翻譯」兩

項榮譽學士學位課程。18 最後「嶺南學院小組委員

會」建議政府從 1991 年 7 月起把嶺南升格及納入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體系。191992 年 7

月，香港總督簽署由立法局通過的《嶺南學院條例》

並刊登憲報，學院自此由港督出任監督（Visitor），

並成立新的校董會（Board of Governors）和校務

會（Council）。嶺南學院從此獲授權頒授學位及獲

得政府全面資助，正式成為頒授學位的專上院校。
20 嶺南在港重新創辦之期望和目的，終有所成。

為配合學院的發展，時任校董會主席唐天燊學長

在《嶺南學院條例》首次引入條文，由一位嶺南

大學香港同學會提名的嶺南學院畢業生出任學

院校董會成員。嶺南學院正名為大學之後，相

關提名權在嶺南大學諮議會成員的任命中繼續

體現。21

其後，教資會認為司徒拔道校園面積不大，提議

遷往更適合的環境，以應付學院未來發展的需

要。政府稍後提出屯門虎地為新校舍地段，但前

提是嶺南教育機構必須以司徒拔道校園之業權交

換，與其他大學由政府撥地興辦的情形，顯有不

同。嶺南教育機構董事會為了嶺南復校之大計，

以及肩擔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使命，同意交換。

有關協議在「陳德泰大會堂」內的碑石上，有明

確的記載。22 多年後，政府將司徒拔道校園開投

拍賣，獲得四十多億元的可觀之數。

從 1978 年嶺南學院獲政府註冊為認可的專上學

院起，至 1992 年學院被納入「大學及理工教育

資助委員會」體系，獲授權頒授學位及得到政府

全面資助，這十多年來，其間所經歷之種種困難

和挑戰，全靠熱心校友之勉勵和支持，全校師生

教職員，尤其是校董會主席、校務會主席及校長

等等之全心全力以赴，方能一一克服。23 至此，

唐天燊太平紳士以責任完成，功成身退，自動退

任校董會主席一職，由校友招顯洸醫生繼任。24

1	 《嶺南銀禧特刊》，頁 16。

2	 	“Improvements	at	Lingnan	College	since	1981”,	

p.2-11.

3	 唐天燊博士訪問錄，未刊稿。

4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 16。

5	 	“Improvements	at	Lingnan	College	since	1981”,	

p .2 -11	；《嶺南學院二十週年校慶特刊 1967－

1987》，頁 13－15；《嶺南學院開放日》特刊，頁

10－12。

6	 唐天燊博士訪問錄，未刊稿。

7	 《嶺南通訊》，第 90 期，頁 1。

8	 《嶺南通訊》，第 96 期，頁 4。

9	 	“Improvements	at	Lingnan	College	since	1981”,	

p.7-8;《嶺南通訊》，第 101 期，頁 9－10。

10	 	“Improvements	at	Lingnan	College	since	1981”,	

p.9-10;《嶺南通訊》，第 104 期，頁 6。

11	 	《嶺南學院二十週年校慶特刊 1967－1987》，頁

21；《嶺南通訊，第》104 期，頁 16。

12	 《嶺南通訊》，第 105 期，頁 14。

13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 17。

14	 同上註；《嶺南通訊》，第 119 期，頁 10。

15	 唐天燊博士訪問錄，未刊稿。

16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 17。

17	 《嶺南通訊》，第 119 期，頁 10。

18	 《嶺南銀禧特刊》，頁 54－55。

19	 	“President’s	Report	1990-1991”,	p.1-2;《嶺南

通訊》，第 119 期，頁 10－11。

20	 	“President’s	Report	1991-1992”,	p.1-2;《嶺南

通訊》，第 120 期，頁 14；《嶺南通訊》，第 122

期，頁 1－2。

21	 	唐天燊博士訪問錄，未刊稿；《嶺南學院條例》（1992

年）

22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 18－19。

23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 16－17。

24	 《嶺南通訊》，第 122 期，頁 1。

剛拆除了學生宿舍預備興建銘衍堂的地盤

0
4
6

0
4
7

開
創
以
傳
承─

─

嶺
南
大
學
香
港
復
校

第
四
章 

挑
戰
與
機
遇



興建中的銘衍堂

即將落成的銘衍堂

銘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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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泰學長（左）與黃浩川先生伉儷（右一、二）於銘衍堂揭幕儀式（1980 年）

銘衍堂紀念碑石

銘衍堂開幕典禮（1980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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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香港總領事舒史明先生（Mr. Shoesmith）主持學院大會堂動土儀式（1979 年 2 月 22 日）

銘衍堂和嶺南大會堂的地盤

興建中的嶺南大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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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oy Knutson 先生（右二）及劉顯相學長（左三）於嶺南大會堂平頂儀式（1981 年）

1984 年 6 月，由美國駐港總領事李文先生
主持正式揭幕禮。

嶺南大會堂紀念碑石
嶺南大禮堂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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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禮堂外貌

嶺南學院司徒拔道校址（1980 － 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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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的畢業典禮，陳佐舜院長致辭。

鄒至莊教授領導的顧問團訪校（1986 年） 1987 年 12 月，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到學院進行全面評審，
認為嶺南學院之學術水平足以媲美教資會轄下之其他院校。

嶺南學院畢業證書（1984 年）

嶺南大禮堂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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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禮堂外貌

黃傳經體育廣場（1991 年）

1990 年 1 月 3 日，
UPGC 轄下的「嶺南學院小組」訪問嶺南。

學院通過 CNAA 之評審，但政府拒絕一視同仁把嶺南納入教資會體系，師生集會抗議。

1991 年 3 月學院順利通過「香港學術評審局」的評審。

黃傳經體育廣塲紀念碑石（1991 年）

港督彭定康先生（右三）首次以學院監督身份出席畢業典禮（1993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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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嶺南教育機構與政府達成換地協議後，1 學院當

時面臨的挑戰便是建校和遷校。

嶺南學院的新校園位於屯門北部虎地 52 地段，佔

地約 8.72 公頃，距離屯門巿中心約二公里。2 新校

園的設計饒具特色，整個構思是利用一組只有少數

窗戶的建築物在 D9 公路旁邊作為一個交通噪音的

隔障。這一組建築物包括圖書館、演講廳、電腦中

心、體育館及行政大樓。校園東部興建教學大樓及

一座康樂大樓。教學樓內設置各學系辦公室、課室、

語言實習室、電腦實驗室等；康樂大樓則包括學生

飯堂、教職員餐廳、康樂中心及保健中心等。在東

南兩組建築物的中間是中央廣場、游泳池及寬廣的

亭園，站立其中可以眺望翠綠的山景。校園設計富

有學術氣氛及極具中國建築的風格，充分反映嶺南

教育的傳統精神和校園特色。3

學生寄宿是嶺南一直以來的傳統，而學院同人深信

宿舍生活是大學經驗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可以讓學

生有較多機會參與課外活動，另一方面可以陶冶學

生的群體精神，所以校方計劃興建二千多個學生宿

位，讓全部學生可以入住宿舍。在 1993 年 5 月的

立法局會議上，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五億港元給學

院興建新校舍，而校方需要自行籌募超過三億多元

的經費以興建額外學生宿舍、兩座教職員宿舍及一

座多用途大會堂。校友們鑒於嶺南精神之培育，很

大程度上有賴於校園寄宿生活，於是奮力籌募，將

學生宿位由政府資助的 25% 增至 75%，及其後

的 100%。目的是令到嶺南大學宿生比例，成為香

港各大專院校之冠，讓嶺南傳統的紅灰精神得以延

續及發揚。校董會為此特別成立了新校園籌款委員

會，負責策劃及推行籌款事宜，幸得到校友、慈善

團體（特別是賽馬會）及廣大巿民的慷慨支持，令

學院可以興建一座環境幽美及適宜學習的新校園。4

新校園建築美輪美奐，既遠祧康樂之藍本，復融合

現代之需要，特色與實用並重，其後更榮獲 1996

年香港建築師學會設計優異獎。5

新校園在 1993 年 9 月開始施工，6 同年 12 月由港

督彭定康先生親臨奠基。7 至 1995 年初，基本工程

完成，3 月 21 日由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舉行平頂

儀式；8 學院如期在 1995 年 10 月遷往新址開課。

1996 年 2 月 14 日，再由港督彭定康先生主持新校

園啟用典禮。9

1	 詳見招顯洸醫生訪問錄，未刊稿。

2	 《嶺南通訊》，第 119 期，頁 12。

3	 《嶺南通訊》，第 134 期，頁 1。

4	 《嶺南通訊》，第 134 期，頁 1－4。

5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 18－19；《嶺南通

訊》，第 134 期，頁 4。

6	 《嶺南通訊》，第 130 期，頁 1。

7	 《嶺南通訊》，第 126 期，頁 4。

8	 《嶺南通訊》，第 130 期，頁 1。

9	 《嶺南通訊》，第 134 期，頁 1－4。

嶺南學院新校園興建工程簽約儀式（1994 年 4 月 13 日）

0
6
4

0
6
5

開
創
以
傳
承─

─

嶺
南
大
學
香
港
復
校

第
五
章 

喬
遷
屯
門



興建中的嶺南學院（1995 年）

嶺南學院主樓平頂禮（1995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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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院屯門校園（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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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院新校園啟用典禮（1996 年 2 月 14 日）

香港總督暨學院校監彭定康先生（左二）為新校園建成主持啟用典禮（1996 年 2 月 14 日）

嶺南學院主樓平頂禮報章特刊（1995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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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院新校園啟用典禮紀念特刊（1996 年 2 月 14 日）

嶺南學院新校園啟用典禮紀念特刊中的港督賀辭（1996 年 2 月 14 日）

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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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 93 學年是學院成立二十五週年，適逢學院

取得多項重要發展，包括通過《嶺南學院條例》、

成立新校董會及校務會。新任校董會及校務會成員

除嶺南教育機構委任之成員外，更廣邀社會賢達出

任，而嶺南教育機構主席招顯洸醫生則被委任為校

董會暨校務會主席。在招學長和陳佐舜教授的帶領

下，在 1992 － 93 學年期間，先後通過「香港學術

評審局」的多項榮譽學位及補修課程的評審。學院

自 1993 － 94 學年起全部提供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且進而籌備各項碩士學位課程。1

1995 年陳佐舜教授榮休，校董會敦聘香港大學經

濟學系陳坤耀教授出任校長。2 陳校長自 1995 年起

把嶺南的發展定位為博雅大學。博雅教育的目標，

不是把學生訓練成某一行業的專才，而是希望啟發

學生的創意思考，教導他們靈活變通和待人處事的

正確態度，讓他們日後可以終身學習，適應新世紀

的挑戰。3

嶺南學院的博雅教育有五個重點︰（一）課程內專

業訓練與通識教育並重；（二）師生關係融洽，促

進學生的群體精神與智能發展；（三）校園生活充

實，學習與康體活動同樣豐富；（四）培養學生積

極參與社會服務的精神及使命感；（五）加強培訓

學生溝通能力，提高語言水平及資訊科技知識等。4

理想的博雅大學，規模精細，因此師生關係特別密

切，校園內充滿互相關懷的學習環境。在教學相長

的氛圍下，老師與學生有共同追求學問的目的，並

在互信的基礎上討論文化、社會、人生等問題。教

育目標不在於訓練技工或專業人士，而是訓練學生

具備慎思明辨、應變及溝通能力。學校鼓勵小組教

學法，設立學術導師制，提供大量學生宿位，讓學

生結合學習與校園生活。在導師的循循善誘下，學

生可深入探討學術及非學術問題，並在參與豐盛的

校園生活的同時促進均衡的全人發展。這與嶺南的

傳統和校園現況均十分契合。5

接受博雅教育薰陶的嶺南學院畢業生，具備以下四

項優良質素：（一）精通中英雙語；（二）充分掌

握資訊科技；（三）能適應未來社會的千變萬化；

（四）善於獨立思考及理智地判斷事物。6 這些質

素讓他們足以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不管他們在生

命中選擇甚麼方向，在嶺大的學習經歷將讓他們懂

得確立和有能力邁向自己的目標。

此外，學校更鼓勵學生踏出校園，認識社會，以擴

闊人生經驗，因此安排學生參與各項社區建設及服

務活動。同學認識自身社會之後，學校進一步要求

他們具備國際視野，因此，嶺南學院成立了國際交

流計劃，以對等交流方式與海外學府合作，派送學

生到海外進修；同時，相等數目的海外學生從合作

院校以交換生身份到嶺南就讀，使校園內的跨文化

氣息更形濃厚。計劃目標是讓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

在三年的大學期間，有機會到海外進修和浸潤一段

時間，培養他們「立足香港，放眼中國，懷抱天下」

的胸襟和使命。7 至 2015 年嶺大被《福布斯》評為

「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8 成果可見。至 2017

年，嶺南大學更晉身 QS 亞洲首百間最頂尖大學之

列，成就非凡。9

與此同時，學院亦銳意提高教師的博士比例和研究

質素，重整行政架構以期達至自我評審資格。10 學

院其後於 1996 年 9 月通過「教資會」的教與學質

素評審，11 以及在 1998 年 1 月的院校評審，成功

取得自我評審資格，為學院的升格和正名邁出重要

一步。12 嶺南學院接下來的最重要任務便是爭取正

名為嶺南大學。

嶺南學院在正名為嶺南大學前，嶺南教育機構一直

是其主辦機構，全權負責學院管治架構成員的任

命。在與政府商討嶺南大學的條例時，嶺南教育

機構成功爭取在新的校董會中由三個席位增加至七

個；而在諮議會則有十九個席位。這充分顯示當時

政府對嶺南教育機構歷年辦學成績的肯定，以及確

立了嶺南教育機構日後在嶺南大學的發展繼續擔當

重要持份者的地位。13

經過與政府多番商討後，14 終於在 1999 年 7 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嶺南大學條例》，學

院正式升格，正名為嶺南大學。15 自 1967 年 9 月

嶺南書院成立起，經過一代又一代紅灰兒女的努

力，重新創校的弘圖大業至此卒底於成！

1	 嶺南學院第二十三屆畢業典禮校長致辭。

2	 《嶺南通訊》132 期，頁 1。

3	 《嶺南教育在港八十週年》，頁 69－70。

4	 嶺南學院第二十七屆畢業典禮校長致辭。

5	 《嶺南通訊》，第 133 期，頁 4－5。

6	 嶺南學院第二十七屆畢業典禮校長致辭。

7	 《嶺南通訊》，第 133 期，頁 4－5。

8	 〈給嶺南人的信〉2015 年 9 月 25 日。

	 	《福布斯》的「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排名是參考

「2014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的九個指標而分析得

出的結果，該些指標包括：(1)	學術聲譽、(2)	僱主

聲譽、(3)	師生比例、(4)	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5)	

教員平均論文數量、(6)	國際教員比例、(7)	國際學

生比例、(8)	外來交流生比例；及	(9)	外出交流生比

例。詳見嶺南大學網頁。

9	 	〈嶺南大學新聞稿〉2017 年 10 月 17 日。

	 	嶺南大學於 10 月 16 日公布的 2018	QS 亞洲大學

排名中位列第 100 位。根據 QS 提供的報告，嶺大

的表現在獲得排名的亞洲大學中屬於最佳的 24%，

而由於亞洲共有約 11,900 所大學，故嶺大屬於亞洲

區內首 1% 最頂尖的大學。此外，嶺大在「教員具國

際背景」和「出訪交流生」兩項評分均取得 100 分

滿分的突出表現，「出訪交流生」更在整個亞洲地區

排第六位，反映嶺大的國際化努力獲得肯定。詳見嶺

南大學網頁。

10	 《明報》1995 年 9 月 25 日。

11	 “President’s	Report	1996-1997”,	p.1-3。

12	 	“President’s	Report	1997-1998”,	p.1-3	及《嶺

南校訊》，第 4 期，頁 7。

13	 詳見《嶺南大學條例》。

14	 詳見招顯洸醫生訪問錄，未刊稿。

15	 	《嶺南大學校訊》，第 8 期，頁 1；《嶺南通訊》，第

145 期，頁 1－2。

嶺南學院三十週年誌慶特刊（199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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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院三十週年校慶開幕典禮暨開放日星島日報特刊（1998 年 6 月 15 日）

嶺南大學正名慶典（1999 年 7 月 30 日）

嶺南大學正名慶典切蛋糕儀式（1999�年�7�月�30�日）
左起：陳坤耀校長、招顯洸學長、韋基球學長、陳子敏同學、黃志光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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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正名慶典（1999 年 7 月 30 日）

嶺南大學正名特輯（信報，1999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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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升格特輯（星島日報，1999 年 11 月 2 日）

嶺南大學正名特刊（經濟日報，1999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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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校園 嶺南大學正門外貌（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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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宿舍生活 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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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的畢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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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的設置

1967 年初，嶺南書院的辦學團體「嶺南書院有限

公司」（Lingnan College Limited）在香港成立，

鼓動了一眾嶺南人在港復辦嶺南大學的熱情。兩年

多後的 1969 年 7 月，董事人數已由最初的九人增

至二十三人（並未計入期間離任的錢乃信先生），

成員人數亦增至七十三人。當時嶺南人在港的另

一辦學團體，是自 1950 年起接辦嶺南中學和持有

其校產的「嶺南中學有限公司」（Lingnan Middle 

School Limited）。該法人團體在 1969 年 7 月有董

事十三人、成員四十一人。其中十三名董事全數加

入了「嶺南書院有限公司」的董事局，而其四十一

名成員中的二十七人亦已成為「嶺南書院有限公

司」的成員。換言之，「嶺南書院有限公司」在

1969 年 7 月已成為嶺南人在港的主要辦學團體。1

1969 年 7 月，為整合資源以推動嶺南的專上和

中學教育在港發展，嶺南書院有限公司與 Lingnan 

Middle School Limited 向高等法院申請按公司條例

中的「安排計劃」（scheme of arrangement）進

行合併。1950 年成立並事先在 1967 年 1 月變更

名稱的 Lingnan Middle School Limited 成為合併後

「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Lingnan Education 

Organization Limited）， 簡 稱「 嶺 南 教 育 機 構 」

（LEO）的法人載體。2 自此嶺南教育機構便成為香

港嶺南教育事業，包括嶺南書院和所有機構屬校的

辦學團體，而書院亦可以使用司徒拔道校園擴建和

發展。

第二，嶺南教育機構是嶺南大學校址土地的提供

者。學院時代，司徒拔道校園之土地固然是屬於嶺

南教育機構的。今天，嶺南大學位於屯門虎地的

校址雖然是由政府授予的，但是並不是無條件授予

的。作為政府授予嶺南學院（嶺南大學）虎地校園

的條件，嶺南教育機構當年需要把自置物業司徒拔

道校園的土地業權交給政府。後來政府將相關業權

出售，為庫房帶來了相當可觀的收入。因此實際上，

情況等同於嶺南教育機構以司徒拔道校園向政府換

取虎地校園，再送贈給今日的嶺南大學。3 這充分

體現嶺南教育機構對嶺大無私的支持。所以說嶺南

教育機構是是嶺南大學校園土地的提供者，並不為

過。當然，在嶺南學院遷往屯門和正名為大學之後，

政府另向嶺大提供了一些土地，但時至今日，嶺南

教育機構仍然是嶺南大學校園絕大部分土地的提供

者。

有關安排在「陳德泰大會堂」內的碑匾上，4 有如

下的記載：

本校園之建立承蒙嶺南教育機構讓出

司徒拔道校園土地並五座院舍以獲得

香港政府撥款及批予屯門現址復蒙社

會團體熱心人仕慷慨捐贈嶺南校友鼎

力推轂嶺南大學乃得復校於斯謹此銘

誌以垂永久時維一九九九年春月穀旦

原司徒拔道校園之土地則由政府在數年前以四十多

億元拍賣售出，為數不菲。

二、	 嶺南教育機構與
	 	 嶺南大學的關係

第一，嶺南教育機構是嶺南書院及其後之嶺南大學

的創辦機構和原辦學團體。於 1888 年在廣州創立

的嶺南大學（以下簡稱「前嶺大」），在新中國成

立後，已於 1952 年全面停辦，其康樂校園亦被中

山大學接收。今天的嶺南大學，最初名為嶺南書院，

是由一群熱心之嶺南人在 1967 年通過成立法人團

體「嶺南書院有限公司」所創辦的。如前所述，及

至 1969 年「嶺南書院有限公司」與「嶺南中學有

限公司」合併成立了的「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自此，嶺南教育機構繼續以「嶺南書院」（及其後

的「嶺南學院」）辦學團體的身份推動其發展。直

至 1999 年成功正名為嶺南大學為止，嶺南教育機

構一直是嶺南書院、嶺南學院的主辦機構，主導其

校董會之委任，並對其事務負最終責任。因此，嶺

南教育機構是今天嶺南大學之創辦機構和原辦學團

體。

這裏必須說明的是我們今天說嶺南大學在港「復

校」，意思就是指這群嶺南人於 1967 年在香港通

過成立法人團體「嶺南書院有限公司」，創辦嶺南

書院，提供專上教育，以繼承和發揚前嶺大的的優

良傳統與服務精神，而不是指前嶺大在香港再度出

現。「復校」並不是指把昔日的廣州嶺大原樣在港

複製一次。前嶺大有文、理、商、工、農、神、醫

等多個學院，在香港，礙於土地規模和當時教育政

策的種種規限，根本沒有可能原樣重設。《嶺南大

學條例》的引言已經有清楚的說明，今天的嶺南大

學，原名嶺南書院，成立的宗旨在於「以繼續和促

進於 1888 年在中國廣州創立的嶺南大學的傳統與

服務精神」。規模不同，地點有異，但傳統和服務

精神不變。今日嶺大仍然是以「作育英才，服務社

會」為校訓，以及嶺大首創的「服務學習課程」便

是這一宗旨的體現。

第三，嶺南教育機構是嶺南大學未來持續發展的支

持者。根據《嶺南大學條例》，嶺南教育機構在大

學校董會中擁有七個席位；而在諮議會則有十九個

席位。這充分顯示政府對嶺南教育機構歷年辦學成

績的肯定，以及確立了嶺南教育機構在嶺南大學的

發展繼續擔當重要持份者的地位。自嶺大正名，全

面成為政府資助的大學之後，雖然校董會的委任已

經改由政府主導，但嶺南教育機構仍然繼續是嶺南

大學的贊助者和支持者。除捐贈獎助學金、助宿金

等外，歷年以來之「嶺步同行」5 活動，嶺南教育

機構董事會及各間屬校均鼎力支持，積極參與。此

外，屯門校園內銘鑄在不同建築和設施的名字和題

記，例如陳德泰大會堂、黃氏行政樓、林炳炎樓、

愛禮信基金會會議廳、永安廣場、黃浩川堂、泰寧

堂、伍絜宜堂、林護堂、忠信堂、雨後軒……等等，

均是嶺南教育機構歷任主席、董事或其後人捐贈

的。命名不但是感恩和誌念，更是對嶺南同學的期

許和祝福。2015 年，嶺南教育機構修訂了組織章

程，明確定立以支持嶺南大學未來的持續發展為其

首要宗旨。

1	 詳見附錄 5、6。

2	 詳見附錄 4、6、7。

3	 	當時嶺南教育機構與港府有關交換土地業權的討論，

詳見附錄 13。

4	 詳見附錄 14。

5	 	「嶺步同行」是嶺南大學舉行的步行籌款活動，參加

者除嶺南大學和其他嶺南屬校的師生外，更包括嶺南

教育機構代表和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是項活動成為

嶺大與社會的一道重要橋樑，在社區中宣揚嶺南大學

的博雅教育理念。與此同時，透過該活動為大學籌募

發展經費，令嶺大學生受惠。詳見嶺南大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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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教育機構以司徒拔道校園向政府換取虎地校園，再送贈給嶺南大學的紀念碑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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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校園的黃氏行政大樓

屯門校園的南宿（包括忠信堂、逸民堂、林護堂等）

屯門校園的陳德泰大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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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校園的愛禮信基金會會議廳

屯門校園的泰寧堂韋基球伉儷視聽教學廳及林植豪視聽教學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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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校園的永安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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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嶺南書院有限公司成立時的九名首任董事名單（1967 年 2 月） 2.  嶺南書院有限公司註冊證書 （196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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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嶺南書院有限公司組織章程（196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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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ngnan Middle School Limited 1969 年 1 月變更名稱，成為其與嶺南書院有限公司合併後的法人載體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5.  合併前嶺南書院有限公司申報的年度報表（196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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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陳德泰學長簽署的嶺南書院有限公司決議，內容詳載合併組成 LEO 的過程（196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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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院批准合併組成現今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的頒令（1969 年 7 月）

（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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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備忘錄 , 由劉顯相學長致陳德泰學長（1967 年 1 月）

（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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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立嶺南書院籌募捐款信件 10.  “Improvements at Lingnan College since 1981”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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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嶺南學院條例》前言（199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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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嶺南大學條例》前言（1999 年 7 月） 13.  嶺南教育機構與香港政府商討以司徒拔道校園業權交換屯門虎地 52 地段業權的相關信件（1991 －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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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陳德泰大會堂」內記載嶺南教育機構以司徒拔道校園業權交換屯門校園業權事件的匾額

（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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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69 － 1999 年歷任嶺南教育機構主席年表

1969 － 1999 年歷任嶺南教育機構主席年表

年份 主席芳名

1969 － 73 陳德泰先生

1973 － 76 林秀樑先生

1976 － 78 郭琳珊先生

1978 － 80 陳德泰先生

1980 － 81 韋基球博士

1981 － 82 郭琳珊先生

1982 － 86 利榮康博士

1986 － 89 翁家灼先生

1989 － 92 伍步剛博士

1992 － 94 招顯洸醫生

1994 － 98 黃伯鏗博士

1998 － 99 李林建華博士

16.  1967 － 1999 年歷任嶺南書院、嶺南學院校董會主席、校務會主席及校長年表

1967 － 1999 年歷任嶺南書院、嶺南學院校董會主席、校務會主席及校長年表

年份 校董會主席 校務會主席 校監 1 監督 (Visitor) 2 校長

1967 － 68 林植宣 —— 韋基球 ——

錢乃信 /

路考活 ( 代 )

1968 － 69 林植宣 —— 韋基球 —— 路考活 ( 代 )

1969 － 70 陳德泰 —— 韋基球 —— 阮康成

1970 － 71 陳德泰 —— 韋基球 —— 阮康成

1971 － 72 陳德泰 —— 韋基球 —— 阮康成

1972 － 73 陳德泰 —— 韋基球 —— 麥吳玉洲 ( 代 )

1973 － 74 陳德泰 —— 韋基球 —— 黃勵文

1974 － 75 陳德泰 —— 林秀樑 —— 黃勵文

1975 － 76 林秀樑 —— 林秀樑 —— 黃勵文

1976 － 77 郭琳珊 —— 郭文藻 —— 黃勵文

1977 － 78 郭琳珊 黃勵文 郭文藻 —— 黃勵文

1978 － 79 陳德泰 陳德泰 —— —— 黃勵文

1979 － 80 陳德泰 陳德泰 —— —— 黃勵文

1980 － 81 韋基球 韋基球 —— —— 黃勵文

1981 － 82 韋基球 韋基球 —— —— 黃啟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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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校董會主席 校務會主席 校監 1 監督 (Visitor) 2 校長

1982 － 83 郭琳珊 利榮康 —— —— 黃啟鐸

1983 － 84 唐天燊 利榮康 —— —— 陳佐舜

1984 － 85 唐天燊 利榮康 —— —— 陳佐舜

1985 － 86 唐天燊 利榮康 —— —— 陳佐舜

1986 － 87 唐天燊 利榮康 —— —— 陳佐舜

1987 － 88 唐天燊 利榮康 —— —— 陳佐舜

1988 － 89 唐天燊 利榮康 —— —— 陳佐舜

1989 － 90 唐天燊 利榮康 —— —— 陳佐舜

1990 － 91 唐天燊 郭志仁 —— —— 陳佐舜

1991 － 92 唐天燊 郭志仁 —— —— 陳佐舜

1992 － 93 招顯洸 招顯洸 彭定康 陳佐舜

1993 － 94 招顯洸 招顯洸 彭定康 陳佐舜

1994 － 95 招顯洸 招顯洸 彭定康 陳佐舜

1995 － 96 招顯洸 招顯洸 彭定康 陳坤耀

1996 － 97 招顯洸 招顯洸 彭定康 陳坤耀

1997 － 98 招顯洸 招顯洸 董建華 陳坤耀

1998 － 99 招顯洸 招顯洸 董建華 陳坤耀

1	 	1978 年 10 月嶺南書院依照《專上學院條例》註冊

及易名為「嶺南學院」，改組管治架構，由校董會主

席取代原有校監的角色。另外，其時校監或稱院監。

2	 	1992 年 7 月《嶺南學院條例》通過，條例訂明由港

督 ( 及其後之行政長官 ) 出任學院監督 (Vis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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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嶺南大學在港復辦金禧之慶，嶺南教育機構諸

學長，期望紅灰後學對昔日前賢復辦嶺南書院至正

名大學期間的奮進經歷，以及嶺南教育機構與嶺南

大學的關係多一番深切的了解，故囑咐編者訪尋故

舊，檢校材料，撰述是篇。

1967 年，已故陳德泰學長與曹耀、容啟東、林植

宣、郭琳褒、黃炳禮、韋基球，阮兆剛和唐天燊等

一群熱心校友牽頭，本着對母校之懷念和回饋，抱

「奮前莫畏難」的精神，為彌補當時專上教育學額

之不足，實踐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理想，以遠大之

眼光，在港重新創辦了嶺南書院，邁出興復嶺南大

學的第一步。

嶺南大學在港的一切都是從無到有。由借來的校舍

開始到擁有自己的幽美校園；由未被承認到成為授

頒各級學位的高等學府；由細小的私立書院到晉身

2018 QS 亞洲百大之行列。這一切均是過去半世紀

全體嶺南人同心同德，戳力奮鬥，無私奉獻的成果。

是書之成，首要致謝的為唐天燊博士和黃志光主

席。兩位學長從提供材料到校閱文稿，皆躬親其事，

積極建議，並給予最大程度的信任和自由，這是首

要由衷致謝的。他們無所孜求而獎掖後進的氣度，

一直是作者在繁重的教務之餘堅持秉燭夜戰的最大

動力。

為表前賢，為存故事，早於嶺南學院銀禧大慶之際，

已故韋基球博士已着手構想其事。其後，承韋學長

慨贈相關材料，適足為本書發端之肇基，前輩無私

無言的貢獻，後學必須感謝和銘記。

承蒙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唐家成先生、嶺南大

學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嶺南大學諮議會主席

陳斌博士及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惠賜獻辭；黃

兆顯教授題署封面，令本書生色不少，特此申致

謝悃。

此外，一切人事聯絡、編務安排和居中統籌之重責

均由唐正馨學長和嚴康焯學長在百忙中鼎力承擔，

「同心同德同志力」的嶺南精神，信非虛語。

以下各位，或提供意見、或搜集材料、或過讀文稿、

或執疑問難，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謹在此一併致謝：

嶺南教育機構董事趙世傑學長、關志信學長、馬耀

添博士、羅世傑學長、韋晳然學長、黃伯鏗學長；

嶺南大學歷史系劉智鵬教授、鄺森活圖書館高級圖

書館主任張思蕾女士；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理事李

相發學長、梁延溢學長、吳桂華學長、吳承志學長、

岑展文學長、滕慕蓮學長、余鍵恆學長；嶺南中學

的蘇淑成老師、蕭婉婷老師、阮子杰老師、李桂華

女士；以及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的黎耀強先

生和吳黎純女士。

嶺南大學過往五十年的發展，可堪回憶和值得誌念

的人和事實在多不勝數。是書所載僅為部分片段之

掇拾，或詳或略為其間之經過存留概括的記錄。年

月不足、書厥有間、學殖荒落是撰述者的永恆困局，

課餘之作，疏漏不免，敬祈方家不吝賜正，容俟他

日補訂，以贖前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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