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壇由⽥家�基⾦會副主席戴希⽴校⻑��主
��由⼤學校⻑會召�⼈��南⼤學�國�校⻑�

�主禮嘉賓��校⻑在�辭�表��基⾦會上下⼀

⼼�「中國的希�在��」為使命��⼒推動��

慈�事��不只是⽀��定學校�⽽是促�海�兩

岸�港���的��發展�成績�⽬共睹��⼜�

出�基⾦會�助⼤學培訓⼼繫社會的國家棟��為

社會問題提出��⽅法���在座嘉賓�⼗��激

基⾦會的⼤⼒⽀��希�未來可�繼續�基⾦會�

⼿成就更��的未來��祝願基⾦會繼續成為國家

的建設⼒量�為國家的��繼續作出貢��

     ⽥家�基⾦會是 1982年由⽥家�先⽣在�港�⽴的�牟利慈��構��會��為
「興學�才�推�⽂��回�社會�貢�國家」��光���四⼗年來�秉��⽥家�

先⽣對國家��事�關⼼不斷發展壯⼤的�切期��基⾦會積�回應國家��政��密

切�合�域發展�求�並�步拓⼤⽀援的�域��疇��建更�交�合作平台�項⽬推

展�式亦⽇趨�元�惠�海�兩岸�港������構�百間�師⽣�⼗��為紀�成

⽴四⼗�年的�⼀重�⾥�碑�並��各⽅友�的⻑期⽀��基⾦會於2022年 12⽉ 13
⽇在�港會議展�中⼼�辦了「四⼗�年誌���論壇」�當⽇現場⾼朋�座�來⾃�

港各⼤院校�中⼩幼學校�其���⽂��構�約三百�嘉賓出席了�⼀盛會�

四十周年論壇誌慶   教育賢達共謀良策

開�典禮 

      ����部副部⻑⽥學軍�視頻⽅式�辭�⽥
部⻑讚揚⽥家�先⽣是�國�港的慈�家�⼼繫祖

國���奉� ;  �定⽥家�基⾦會是港�基⾦會�
�代表之⼀�在改⾰開放初期就開�為國家��事

�「�中��」�在學校軟硬�建設��師隊�建

設�學⽣培��學�交��⽅⾯�續開展���

贈�投��⼤��現出家國�懷和社會�當�⽥部

⻑希�基⾦會�成⽴40�年為���主動融�國
家發展⼤局��結成功經驗�科學�劃未來���

厚植����破�為建設現代���強國作出�的

貢��



      論壇���港科技⼤學�休校⻑��國休⼠頓⼤學天普科學講座�授朱經武��
��港⼤學��頤學���⻑��港⼤學�副校⻑����⾏兩場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

     在�⼀場主題演講中�朱經武�授�「科學�技��
社會」為題�闡�了科學�技�和⼈��和�共存才�

��⼀個��的世界��表��科學發展源⾃對⾃�界

真理�⽌境的�求�並��壞之��在於⼈��何應

⽤�即發展技��「科學�乎��但�盡�」���

出�希�可�繼�⽥家�基⾦會的使命��⼿��⼀個

科學�技��⼈和�共存的世界�

      在�⼆場主題演講中�����授�「從經學�到科
學�到當代��」為題展開講���表�����⽂��

異�定了中西⽅的�史��⽅向�中國古代雖�不少科學

發明�但���重�⼈�物�⽽西⽅經�科學⾰命�物質

⽂明得�⾶�發展��代的變�⼤⼤提升了社會的整�⽂

���⽔準�改�了物質⽣活的⽔準�但��來了不少�

⼒�問題���科學�法��所�問題�展�未來�⼈�

社會��在物質和�神⽂明之間平衡發展�「除了�重知

識的���我們����重⼈的���包括⽥�先⽣⼗�

重視的家國�懷��是⼀個�私的�⼈�其⾼���值得

我們學��我們��培��⽥家�先⽣⼀樣�對社會��

當的�⼀代�」



      主題演講��由基⾦會�議局主席��港研��助局主席�⽟⼭�授主�了「�港九
⼤院校校⻑專題討論�互動交�」環���港中⽂⼤學�理⼯⼤學��南⼤學�九所⼤學

的校⻑或副校⻑��專題討論嘉賓��享其真知�⾒�

 
�⼀個議題是「學校�何提升德��價值��⼯作�引�學⽣注重品德����培��為

未來⼈⽣路�基」�

專題討論

  
     �⼤校⻑張仁良�授�為�價值��應從⼩開��
�中國��「�⼈為本」為基礎��⾄⼤學課�豐富整

合價值��的不同元素�品德�倫理��⺠�國⺠�

��法律�⽣命���可�續發展�����⼤設⽴了

相關的本科⽣必�課��並在師�培訓上�加��師專

�倫理�守；設計⽣命��課��使�所�港中⼩學受

惠��⼜�出�家庭�學校��訊傳�對學⽣的�⼈發

展是同�重�的��三⼤⽅⾯�何協作��何改�值得

共同思考�

 
     理⼤校⻑滕錦光�授表��價值���對社會來
�都⼗�重��⼤學責�旁貸��港學⽣擁�國�視

野之��仍��增加對國家的�識�理⼤關注學⽣的

家國�懷��球視野和社會責���中國�史⽂�作

為本科⽣必�科⽬之⼀；�辦⼤型活動激發學⽣對國

家的�識和��；���培�本校學⽣�識�法�國

�法和基本法；⼤⼒推⾏服�學��提升學⽣的社會

責���培�學⽣的家國�懷�

     都⼤校⻑林群��授�出應�⽅位推⾏品德�
��都⼤�學校的核⼼價值「誠信��平�堅毅」於

滲�所��學活動中；同����俱��利⽤�科技

推動傳�⽂��提升�少年的學�動⼒；���培�

��師�����陶學⽣�成為學⽣的�榜樣�



�⼆個議題是「��中西⽂�交匯�⼀國兩制的�港作為國�都會�在�趨��的國

�政治環境下��何培�學⽣兼具國家⽂�⺠��懷和�球視野���國家並放眼世

界�」

專題討論

     �⼤校⻑�國��授�為�學校應給予學⽣瞭��
�驗祖國�國�⽂�的�會��助於學⽣�思��⼤借

助本科⽣必�學�課�和�合活動�實踐�⺠����

袖發展和智��課��活動培�學⽣慎思明���析�

論證�⼒�關注本⼟問題構建�港和從�史瞭�中國�

世界關��期�培����家國�懷和國�視野的�

袖�未來�加強⼤灣�合作��關��辦�根活動�引

�學⽣思考本⼟��域發展關��

     城⼤副校⻑�國��授�為�學⽣���中國⽂
�的基本�知和���繼⽽可在國��的校�環境

���不同國�的同學溝�之間建⽴正確的�德�⽂

����城⼤�增相關課��幫助學⽣提升國家⽂�

⺠�基本�識����學校撥出�源���不同平臺

拓�學⽣國�視野；成⽴⽂�中⼼�推出�元⽂��

賞���駐港�事作演講；�辦��⽂�展����

于不同國家⽂��圍�提⾼學⽣欣賞⼒�城⼤�信在

⾃�中國⽂���下作�較和判斷�助⼒學⽣�悟�

    �⼤副校⻑��國�授�為�學⽣����國��
學⽣溝��才�瞭�國�和國�的�況��介紹了⼤

學推⾏不同活動項⽬和課���助學⽣往���海�

交��幫助學⽣⽴⾜祖國�⾯向世界��⼤���31
間⼤學合作�辦學⽣交�團�考�團��鄉�⽅可�

續服�或社會服�；開展由⽥家�基⾦會�助的「學

⽣�袖品格培�計畫」 ;學⽣可�在珠海�校學�並在
⼤灣�實��助⼒學⽣瞭�國���⼤學�會�辦學

⽣海�交��⽂�交�項⽬�



     中⼤校⻑段�智�授�為�平台是兩者結合的先�
�件��合國提出的可�續發展⽬��「���⿑家�

治國�平天下」的中國傳�思想可�不�⽽合�是⼀個

讓經學和科學可�同��⾏的平台��⼜�為�我們�

�加強學⽣的思��⼒��應對社交��中真假�訊�

�的�況�

      科⼤副校⻑郭毅可�授坦⾔�⼈⽂�科學不可
���都是⼈�⽂明的⼀部��⼈⼯智����仿

⼈��⾏價值判斷��果研�⼈⼯智�的科學家不

研�⼈⽂�就�路可⾛�

      港⼤副校⻑宮鵬�授�出�沒�科技�我們的社
會只會�步�但科技�是把雙�劍���⼩⼼�理�

�⼜引⽤�恩斯坦的�話��出學校��不�只是傳

�知識����培�獨⽴思考�願意⾏動的⼈�我們

��培�孩⼦�求知識的動⼒��便是⽂��步的核

⼼�

專題討論

�三個議題是「��科技�動世界⽂明向���發展的同�⼈⽂關懷不可或��⼤學

���何�動科技發展�⼈⽂關懷素�之結合�使兩者平衡圓融發展�」



專題討論

      在互動問�環���會�眾積�提問�並�台上
的校⻑們互動�亦產⽣了許�引⼈�思的�點��

���港⼤學�副校⻑�介明�授提出�國家�同�

�可�從⼤學⽣的⽣活上做��不⽌參����更須

�⽣活�驗�亦�為��的��留學⽣可成為⼀��

源�讓學⽣更瞭�國家�����授����制度�

絕對完��現�普���雖���⽔準提升�改�物

質⽔準�但亦�向上�動�間縮��儘����亦�

做�⾼�����為必先平衡物質⽂明��神⽂明�

��亦�兼�科學�⼈⽂��中國��哲學家唐君毅

強�的⼼�物的平衡�

      �⽟⼭�授�結����港各⼤院校正積��改
���素質�校⻑們提出的意⾒����驗���都

是⼗�重��由⽣活切��學⽣的家國�懷便會油�

⽽⽣�其��⼈�⽂明的⽅�式便是科技加⼈⽂�兩

者密不可��相信對於未來���⼀定的���希�

⼤家可�秉�⽥家�先⽣的使命�繼續為��盡⼀�

⼒�

未來展�

      ⼗年樹⽊�百年樹⼈���各�政府�社會各界友�的��⽀��四⼗年
來基⾦會�幸�為我國基礎��事�略盡綿���結�去�我們⼼懷�激；展

�未來�我們不�初⼼��的�代�來�的挑戰和���但我們為國家��服

�的���終�⼀�我們�秉�⽥家��⼠「中國的希�在��」的宏志�繼

續�所�關⼼國家��事�的朋友同⾏�並�⼿年輕⼀代譜寫��的嶄��

章�為國家為⺠�盡⼀⼰之⼒�

 
      本�論壇�匯卓⾒�碩果豐收��得�港�����的�泛關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