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長 視 野
陳繁昌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出身筲箕灣阿公岩。

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
留美四十年，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

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對教育、科技發展、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

1242013  09  04

我願意

學了！校園又熱鬧起來，看

見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踏入

人生另一個階段，自不然感到莫

名興奮；而新學年，我的日程同

樣擠得滿滿的，會議、講座、外

訪等等，然而我堅持早已訂下六

個重要約會，就是與同學茶敍。

不經不覺這個每次與二十多位同學談天敍話的約會已

經維持了三年，這個「長壽節目」一直是我在科大最享受

的時光，因為能夠與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談理想、講將

來、論學習、說生活，對我來說確是樂事。當中最熱門的

話題之一，就是不同國籍、背景、文化的同學如何融合，

問題包括舉辦活動時應該用廣東話或是普通話，還是英語

呢？同房宿友是同一族類，還是外國朋友？

如何促進同學的融合？我靈機一觸，心想與其由大學

安排活動，何不鼓勵同學自發組織合適活動，這種bottom 

up的方法相信更為有效。果然不能小看年輕人，一下子好

些有創意、有深度、有趣的活動建議就出來了，舉個例

子，「UST Great Minds」自二○一一年起至今已籌辦了三

屆，由同學選出十位科大教授，邀請他們各自發表十分鐘

具啟發性的演講，題目任擇。主辦同學一手包辦構思、邀

請講者、設計海報、拍攝宣傳短片、安排活動等。首次舉

辦已吸引了一千多位同學報名，名副其實的將本地與非本

地同學融合，並且大力促進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互動。我也

曾應邀以「HKUST in 2031」為題，寄語科大未來的發

展。

其實，同學茶敍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融合體驗，無論

是來自上水、或上海、印度或印尼，大家吃着同一款港式

蛋撻，分享不同的觀點。

不久之前，三位科大MBA學

生憑着研發創新太陽能板，在多項

國際創業大賽脫穎而出，最近更在

科大舉辦的一百萬元創業大賽勇奪

冠軍。他們的成功故事，正好啟發

今天的年輕人，這個三人組合包括

來 自 法 國 從 事 環 保 工 作 的

Clement、曾參與新加坡軍隊的Nicky及留學美國修讀金融的

中國同學Simon，他們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專業界別亦

各異，卻對創業同樣充滿熱情，組成實力強大的組合，發揮

各自的優勢，這正是全球化下，人力互動的寫照。

我相信融合是雙向的，只要大家都願意伸出雙手，踏出

第一步，自然能夠享受與不同國籍和文化背景的同學相處，

透過互相學習、互相尊重、互相欣賞，建立一種包容開闊的

生活態度，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問題，設身處地為別人着想，

這是大學教育重要的一環。年輕人不應築起框框，牢牢困着

自己，相反圍牆溶化了，世界便變得更廣闊。

回想我十八歲那年，隻身走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

讀本科課程。當年我一心認識與我成長截然不同的美國文

化，所以積極投入Caltech多元的校園生活，盡量參加不同

課外活動，結識不同國籍的朋友，偶然遇到不太友善的對

待，我也從不記在心頭。去年，我的學生在UCLA為我舉行

慶祝六十歲生日的學術會議，廣邀我的摯友、同僚、學生

出席。赫然發現過去四十年，與我在學術路上、生活上互

相扶持，互相切磋的朋友、老師、學生，恍如聯合國，這

個「網絡」是我一生珍重的。或許這種主動和積極的「我

願意」態度，一直推動我這個少不更事的留學生積極走出

去，而最終得益是自己。作為校長，我十分期望科大同學

在國際化的教研環境下，茁壯成長。

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