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浸會大學第 62屆畢業典禮 

校長講辭 

 

成為品格高尚的現代通才 

 

歡迎大家蒞臨香港浸會大學第 62屆畢業典禮。能夠和大家共聚一堂慶祝你們人生

的一個重要里程，我感到非常高興。在這重要的日子，我想向你和你的家人致以衷心

祝賀，你們在大學最後一年經歷了不尋常的波折，結果都能順利完成這個學習階段，

雖然過程有起有跌，但你們都能在最艱難的時刻展現不尋常的毅力，你們的父母和浸

大同寅都為你們的成就感到非常驕傲。 

 

今年有五位榮譽博士加入浸大的家庭，我們深感榮幸。他們是周潤發博士、朱棣

文教授、丁健教授、何子焯博士 及 Alan B Rickinson 教授。他們在各自的領域成就卓

越，備受尊崇。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贊辭知道只要不斷努力和積極投入，就可以盡己所

長，造福人類。這幾位傑出人士，就好像以前文藝復興年代的通才，不斷開疆闢土，

在不同領域進行探索，憑藉無窮盡的好奇心、廣闊的胸襟和高尚的情操，攀上了自己

專業範疇的巔峰，並且為促進人類福祉作出多方面的貢獻。他們的成功故事當可為我

們帶來啟發，讓我們知道如何可以在我們追求的理想中更上層樓，以及如何憑藉勇氣、

毅力和澄明的心思應對所有挑戰。 

                                                                                                                                                                                                                                                                                                                                                                                                                                                                                                                                                                                                                                                                                                                                                                                                                                                                                                                                                                                                                                                                                                                                                                                                                                                                                                                                                                                                                                                                                                                                                                                                                                                                                                                                                                                                                                                                                                                                                                                                                                                                                                                                                                                                                                                                                                                                                                                                                                                                                                                                                                                                                                                                                                                                                                                                                                                                                                                                                                                                                                                                                                                                                                                                                                                                                                                                                                                                                                                                                                                                                                                                                                                                                                                                                                                                                                                                                                                                                                                                                                                                                                                                                                                                                                                                                                                                                                                                                                                                                                                                                                                                               

過去兩年，我們都遇上了重重的困難。漫長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但給我們帶來考驗，

也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與你們初踏入浸大的時候比較，幾乎面目全非。幾年前當

你們以新鮮人身份參加大學開學禮時，必定會以為在大學的最後一年，你們應該正在

實驗室趕工以完成研究課題，或者在香港各個景點拍攝畢業作品，又或者正在參與實

習工作，卻不會想像到只可以在網上上課。然而，你們最終都能順利完成學業，而且

是超額完成，並因此而變得更加堅強和聰敏。事實上，我們一生都要不斷適應新的情

況，可幸在學習適應的過程中，你們並不孤單。你們的老師不斷尋求創新的方法讓大

家透過網上進行學習，全世界的政府也努力摸索如何處理新冠疫情為社會及經濟所帶

來的災難性後果。請大家謹記，當一扇門關了，另一扇門便會打開。有些工種消失了，

但新的工種又會出現。 

 

今次新冠疫情的蔓延速度快，卻又遲遲不消退，一直在考驗我們的毅力和耐性。

在疫情初期，我們對「新冠肺炎」、「封鎖」等概念感到陌生，因而激發起我們的求

生本能。我們這一代人和我們富裕的社會大概已經忘卻先祖為求存而經歷過的苦難，

而突然間為了保護自己和摯親，而變得手足無措。 



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只有在黑暗當中，我們才可以看得見閃爍明星。」情況愈

是艱難，愈能彰顯人類善良的心、高尚的情操和愛人如己的偉大。當新冠肺炎最初在

香港出現的時候，浸大社群致力運用所長，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並透過創意慰

藉人心。同理心和關愛情誼幫助我們走過了這個疫情時代，困境往往能將人最好的一

面展現出來，我們同心同行，亦學習了面對這個「新常態」。 

 

新冠疫情也是對人性的考驗，當疫苗、呼吸機或醫療物資不足以應付需求的時候，

應該先救治哪些人，或者物品該如何分配成為了重要的課題。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經

濟或社會結構問題，而要竭力與這致命的疫情搏鬥，因此世衛早前呼籲各國暫停為體

魄健康的人注射加強劑，讓各國仔細考量甚麼才是正確的決定。當下世界的情況已經

將道德上的矛盾從大家的哲學課堂帶到現實生活中，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已經不再是

書本上抽象的概念。我們都知道，只有通力合作才能解決疫情的問題，我們不能、也

不應該獨善其身，不管周邊地區的人拼命掙扎。浸大的教育首重人道關愛，而你們亦

一直耳濡目染，沉浸其中。 

 

現今面對的挑戰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啟發，讓我們反思我們的需要，以及生命中

最珍視的價值。這些挑戰也讓我們重新審視一直抱持的見解及偏見，鼓勵我們去反思

心中的優次，以及怎樣才可以過有尊嚴和有意義的生活。這次疫情猶如一位嚴師，卻

可以教導我們變得堅強，變得成熟。生命從來都是充滿艱難的抉擇：愛你的鄰居還是

愛你的家人；保護自己還是保護社群；當你擁有的物資連自己也不敷應用的時候，你

會選擇與誰分享口罩或者其他必需品。無論你面對如何嚴峻的考驗，你必須憑著跨越

逆境的智慧戰勝困境，並成為品格高尚的現代通才，在極具挑戰的現實世界綻放光芒。

這是我們永恆的期盼。 

 

現在你們已踏入人生另一新階段，希望你們不會忘記這過去一年的經歷，仔細思

量當面對這些困難和挑戰時，你想擔當怎樣的角色。畢業之後，你可能是一位企業家、

一位行政人員、一個發明家、一個文職人員或者是一個身兼多職的「斜槓青年」，但

在爭取一份好的工作之餘，也請記着不管疫情對你造成甚麼影響，成就今天的你的是

你應對疫情的態度和你所作的選擇。你之所以成為大學畢業生，不單是因為你完成了

學術課程，還因為大學畢業生對社會以至對整個世界應有所承擔。人之所以為人，是

因為我們擁有崇高的情操，而對人類關愛，會使我們成為值得尊敬的人。 

 

作為浸大的畢業生，你有足夠的裝備可以仿效從前才德兼備的文藝復興雅士，成

為未來的領袖，以信心、才能和承擔去塑造世界，就好像我們傑出的榮譽博士領受人

一樣。你將要面對很多轉變，但浸大全人教育的優良傳統已經為你配備你所需的能力

和知識，我們亦相信全人教育最能幫助你去面對疫後不可預測的世界，浸大的跨領域

博雅教育不但為你提供所需的事實和知識，更讓你培養所需的素養，如堅毅、靈活和

創新思維，使你無論在新世代遇到任何情況，你都可以從容面對，茁壯成長。 



 

你們將要踏出新的一步，請謹記你們的潛能是無窮無盡的，盡量涉獵新知識，盡

量發揮所長，最終你們都會在新世界佔有重要席位，但希望你們都能保持善良的心性

和聰敏的頭腦，用熱情去探索新的領域，並包容及接受你面對的一切。你的知識、智

慧和技能一定能夠為新世代的人類帶來曙光和希望。就如電影未來戰士 3 約翰康納所

說:「未來的劇本仍未擬就，沒有命運這回事，一切得靠我們自己創造」。祝大家一切

順遂，我亦熱切期待能在往後的年月分享你們的成就。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