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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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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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情

○○二年，在美國的我應

香港中文大學邀請回港作

訪問學人，到港時已是晚上，

剛好錯過了皇仁書院一百四十

周年的慶祝晚宴！幸好留港期

間與我同屆的皇仁舊生組織了

飯敍。雖然我在一九六八年才

入讀預科班，是「插班生」，

但我絕不感到自己是外人，與

一九六三年入皇仁讀中一的同學無分彼此。席間我們談到

四十年來的人與事，大家都是抱一顆赤子之心，盡訴過

去四十年自己的所思、所言、所做，一大班年紀不小的

「大男人」談到那些年，感受特別深刻。

皇仁老同學果然與時並進，當年的班代表竟然想到把

大家的電郵地址留下來，組成63-70的group email，這個聯

繫方法極為有效，因為我們可說是「世界公民」，遍布

美、加、澳洲、日本等地，大多數已「失散」了四十年，

逐一把同屆的一百多位皇仁仔「網回來」。科技塑造了人

類的生活方式、打破溝通的疆界、拉近人際之間的距離，

甚至可以「一網打盡」，每次有人發出電郵，都會一呼百

應。一班皇仁仔在這個網絡世界交流、分享，形成了十分

寶貴的「無形」支持，遠超任何物質上的回報。

由中學畢業到成家立業，不少人如我一般遠渡重洋，

走到另一個國度，或是留港建港，無論如何這四十年是人

生最寶貴的時光，於是有人提議廣邀大家把從踏出皇仁校

門之後的故事化為文字，結集成書，成為集體記憶，取名

《Memories》。此建議一出，得到九十一位老同學和應，

我當然百分百贊成，一時間彷彿回到時光隧道，少不更事

的大學生，為理想而打拼，在人生路上作出不同抉擇，也

得到不少機會，在漫長歲月的磨練下仍然堅持自己的 

目標。

《Memories》第一集終於

在二○○三年面世了，我細心

閱讀每個故事，九十一位投稿

的同學，各自精采，每一個故

事都是刻骨銘心，就如看見香

港在過去四十年所走過的路，

見證光輝的香港精神。而且

他們才情橫溢，文筆細膩，令

我佩服。我們大多數來自普通家庭，甚至是草根階層，其

中有幾位是由內地來港的新移民，說廣東話時帶點口音，

在校的學業成績卻名列前茅，然而我們從不計較同學的背

景，每人都堅守自己的信念，也是皇仁所推崇的精神，追

求卓越、勤奮上進、正直和盡責，以「擔得起」的男子氣

概，在自己的專業崗位上全力以赴，全心全意貢獻自己的

知識和才能。香港的大型基建，公共服務如港燈、煤氣公

司，金融財經、醫療、傳媒、表演藝術，以及教育等都有

皇仁仔的身影，他們在香港的發展史中扮演積極領導的

角色。二○一二年皇仁舉辦一百五十周年晚宴，我亦參與

其中，當中不少皇仁仔都是社會各界知名人士，但大家只

陶醉在分享回憶、細說當年事，並沒有意各人的身份 

地位。

皇仁最令我們自豪的不單是傑出的學業成就，而是一

份濃濃的兄弟情，《Memories》第二和第三集在二○○八

年和二○一三年相繼面世，延續這種無私的分享。而我們

相約每五年重聚，難得的是大家都鼎力支持，不少還特意

從海外回港，更攜同他們的另一半，讓這個大家庭更加溫

馨。今天大家都年過六十，仍然在足球場上奔跑，提背

囊攀山涉水，無所不談，我相信這份情只會隨時光變得

更堅實、更珍貴。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