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葉錦明：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要教授語言哲學、思考方法學、道家與道教

哲學。著作包括《禪宗教引方法析論 － 評鈴木大拙的分類架構》、《圖靈機功能主義與道

教全真派的心靈觀》，以及《邏輯方法與名辯哲學》等。

 

〈202〉鄒嘉彥：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參與編撰的《社會

語言學教程》獲國家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補充選題》，供全國大學

選用。《社會語言學教程》由鄒教授與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游汝傑教授聯合編寫，是少數

從華人角度研究語言和社會文化變遷的華文教材，亦是首次有香港學者編撰的社會語言學教

材被納入國家級教材。

〈203〉熊永達、葉保強：熊永達：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葉保強：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

授。合著有《生態危機與環保策略》。

〈204A〉葉玉如：香港科技大學神經生物學教授，、理學院副院長、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系暨生物技

術研究所所長及分子神經科學中心主任等職務， 2001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因葉玉如在分子生

長控制、鑒別和神經系統樹突形成中的重要發現，獲 2004 年度「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出

女科學家成就獎」獎殊榮——是目前全球範圍專門獎勵科學女性的最高獎項，有「女性諾貝爾獎」之

稱。葉教授是國際知名的神經生物學家，從事神經營養因子及神經訊號轉導等範疇的研究。她的研究

領域為神經生物學，主要從事神經營養因子及神經信號傳導等領域的研究，發現了一系列新型神經營

養因子，並闡明瞭它們如何作用於神經細胞上的受體。這些成果有助於理解神經營養因子如何參與神

經細胞的分化及維持，並揭示其應用於治療神經退行性疾病如老年癡呆症、帕金森氏症的可能性。她

的研究還大大提高了人類對神經肌肉突觸形成過程的瞭解。神經突觸是神經細胞與其它細胞的信息傳

遞點。她在神經肌肉接點發現了新的信息傳遞機理，為治療不同類型的肌肉神經疾病提供了新的重要

線索。她在國際學術刊物發表論文與綜述共 130多篇，文獻被引總次數逾 9,000 次。此外獲頒 12 項國

際科技發明專利。又獲選為星島新聞集團「2008 年傑出領袖選舉」科研組別得獎者。

〈204B〉蒙美玲：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環繞智能研究室主任，同時也兼任北京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講習教授。她在 1998 年加入中文

大學後，隨即創立了『人機通訊實驗室』，擔任實驗室主任；在 2005 年負責籌建了『微軟-香港中文

大學利群計算及界面科技聯合實驗室』並擔任主任。蒙美玲教授目前領導著兩個大型研發項目，其中

之一為香港大研究資助局核心項目，研究課題是『多模式生統認證技術』；另外一項是由香港政府創

新科技署資助，開發『萬向存取的中文電子商貿訊息的軟件平台』。研究領域：基於語音的人機交互

界面技術、結合多模態生物特徵的說話人鑒真技術進行音頻檔案檢索技術的研究開發。

〈205〉劉 誠、鄧如玉、馮德華：劉誠等三位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師生，在 1984 年合編了《在師言

師》一冊，收納文章 14篇，都是作者的自然坦白的真情流露。

〈206A〉劉兆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暨系主任，並同時兼任該校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

所長。他致力研究工作，範圍涵蓋社會及政治發展、政治制度等領域，2002年 7月起被委任為中央政

策組首席顧問。著有《過渡期香港政治》、《香港二十一世紀藍圖》（劉兆佳主編，多位合作撰寫）、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1982）、《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1988) （與

關信基合著）。等書。

〈206B〉劉秀成：香港大學建築系名譽教授，1996 年至 2000 年任香港大學建築系系主任。香港立法會

議員， 香港建築師，從事建築設計及研究古建築。完成的建築物包括澳門東亞大學、培英中學、賽

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沙田麥當勞叔叔之家等。其中法國國際學校、大潭香港國際學校及西港島中學

均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 1984 年、1989 年及 1996 年週年獎項；香港國際學校 1990 年亦在美國獲得學校

設計優異獎；賽馬會盲人中心 1989 年獲選香港無障礙建築設計獎；三棟屋博物館於 1990 年更獲得太

平洋區保存文化及古蹟之專業獎項。曾多次參與世界各地建築設計比賽，1976 年獲加拿大文化中心比

賽優異獎；1987 年香港科技大學建築比賽冠軍；又於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競賽中獲獎。建築設計

及研究著作亦均有在各地發表，1984 年獲十大傑出青年獎，91 年榮獲香港傑出建築師獎，1999 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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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年獎，2000 年獲特區頒授銀紫荊星章。

〈207A〉劉其中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學教授、曾任新聞與傳播學系主任，教授課程包括高級英語新聞

寫作、新聞翻譯、新聞編輯、世界新聞史等課程。著有：《新聞學翻譯教程》，《諍語良言: 與青年記

者談新聞寫作》。

〈207B〉劉佩瓊：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最早創辦有關中國經濟研究生的中國商貿碩士課

程，是中國商貿及管理碩士學位/深造文憑開設課程原主任，香港經濟學會副會長，是研究中國政經的

知名經濟學者。過去曾為國內幹部及管理人員舉辦大量經濟管理培訓課程。出版著作包括《中國經濟

大趨勢》，1994至 1997 年共四冊，《廣東經濟投資總覽》、《中國改革開放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 

》、《The Fifth Dragon》及主編《入世後的中國經濟》，《當代中國解讀》等。並參加有關中國大陸

及香港的顧問研究。她表示，中國是一本複雜的大書，對於浸淫於其中的人來說，有一種使人感到永

不厭倦的魅力。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她的足跡也踏遍了 31個省市自治區，她看到的不但是『江山如

此多嬌』，更感動的是很多為國家的發展走在前線的改革者。儘管也有很多涉及腐敗的人與事，但大

多數人都是無私的，以大局為重，支持改革。《當代中國解讀》一書全面介紹當代中國的整個面貌，

在地理、人口、政制、法律等基礎知識之外，重點介紹開放改革後的經濟發展情況，包括宏觀調控、

公共財政、工農業、銀行體制、金融市場、國際貿易及投資等各環節的改革進程，並剖析各環節的未

來發展趨勢，有助我們對當代中國有通盤的認識。旋即成為中學通識讀物，也吸引了普羅讀者，正正

回應了政府提倡的國情教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08 年出版。

〈208〉劉述先：劉述先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至 1993 年止），東吳大學第一

任端木愷凱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席，主編《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論文

集》。他一生筆耕不輟，著作有《文學欣賞的靈魂》、《語意學與真理》、《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

法》、《文化哲學的試探》、《生命情調的抉擇》、《中國哲學與現代化》、《馬爾勞與中國》、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文化與哲學的探索》、《黃宗羲心學的定位》、《中西哲學論文

集》、《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編有《熊十力與劉靜窗論學書

簡》、《儒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等書。

〈209〉劉湛華：香港理工大學工業系統工程學系副教授。他研發的 PickPackerTM智能倉庫容積管理系

統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五十六屆世界創新科技博覽會(Brussels Eureka 2007)中勇奪金獎。在物流

業界，第三方物流業（3PL）的服務供應商負責提供與供應鏈管理及有關的外判服務。第三方物流業

服務供應主要提供倉存及運輸服務，然而它們現正面對強大的競爭，並須準確計算於倉庫容量，處理

貨物速度及利潤空間等因素。現今第三方物流業，大多靠員工經驗，猜測出貨時需要貨箱的數量和大

小，但出現大量貨物和貨箱的時候，往往便不能有效地分配資源，他們通常會使用「過大」的貨箱來

解決問題。這項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發明利用模擬基因進化的方法，為第三方物流業在短時間內進行

優化貨箱大小，使倉庫容量大大提高。

〈210〉劉雲輝：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教授。近年，他致力研究多指靈巧機械

手的抓取技術，發展了一套演算方法，能即時分析機械手如何抓取不同形狀的物件，大大減少在抓取

分析上所耗的時間，並提升抓取的穩定性。此研究成果可應用到義手的領域上，提升義手的靈活性。

另外，他亦研究了一套視覺伺服控制系統，能透過鏡頭自動追蹤指定的靜態或動態物件，並作出相應

動作。他將此技術應用到小型直升機及顯微鏡上，令直升機能自動跟蹤地面的指定目標；而顯微鏡則

能自動搜尋病菌如肺結核菌，並作快速自動對焦，大大提升化驗的效率。

〈210A〉劉興漢：前珠海書院院長，台灣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曾主持編著多本書刊：《蘇聯解體對中

國大陸文教影響之研究》、《台北縣成人教育現況越需求及可行模式專題研究》、《國內外教育學術

交流發展現況與評估之研究》等。

〈210A〉劉錫賢：香港大學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教授，主攻兒科學、傳染病及免疫學，共發表過

逾 80篇論文，出版了包括《實用兒科學》等多部書籍。他在主持香港大學醫學院與加拿大卑詩省基因

科學中心合作期間，與研究人員利用計算分子對接技術程式，篩選 23萬個化合物，並從中找到 2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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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抑制流感病毒的化合物。在這 20個化合物中發現「化合物－1」具有對抗 H5N1禽流感病毒和

H1N1流感病毒的功效；「化合物－1」能吸附在流感病毒的氨酸酶（neuraminidase）上，有效抑制病

毒複製，因而推論能抑制已出現抗藥性的病毒。研究人員還將改良「化合物－1」的分子結構，以降低

其產生抗藥性的機會，預計 5至 8 年後能研製出新藥。

〈211〉劉殿爵：1979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晉升為文學院院長。從事漢學、語文研究和翻譯工作多年，著

作有論文集《語言與思想之間》，譯作有《道德經》和《孟子》等多種。

〈212〉劉遵義：自 2004 年 7月起，劉教授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專研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以及包

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最早之中國計量經濟模型由他於 1966 年建立，自此他更不斷將之加以改良。

劉教授著有專書五種，曾於學術期刊發表論文逾一百六十篇。

〈213〉潘宗光：香港大學化學系講座教授兼理學院院長，自 1991 年出任香港理工學院校長，潘宗光最

自豪的是理大轉應用型，2008 年為西安交通大學名譽教授和南洋書院院長。他主要在無機化學進行研

究工作，包括研究維他命 B12。曾在 1985 年及 1991 年為瑞典皇家科學院提名諾貝爾化學獎候選人。

著作包括《心經與現代管理》，《心經與生活智慧》，《佛教與人生》、《十二因緣》等多本著作，

潘宗光教授採用客觀辯證的科學態度，去印證佛教的思想。又由於帶領理工大學的傑出成就，獲選為

星島新聞集團「2008 年傑出領袖選舉」教育組別得獎者，2002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荆星章。

〈214〉潘祖堯：香港中文大學内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教授。 獲中國教育部頒授 2005年「長江學者成就

獎」，是當年唯一獲獎的香港學者。

〈215〉蔡亞從：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研究及拓展），統領研究和制訂推廣大學的發展計劃，包括促

進大學國際化以及統籌籌款工作。前任澳洲蒙納什大學網上研究中心總監，並曾任澳洲研究局的執行

總監（數學、資訊和訊息科學）和臥龍崗大學學院院長和副校長。蔡在香港工業專門學院畢業，並在

英國索爾福德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他又擁有新西蘭奧塔戈大學的神學學士學位。在教學、研究和

服務各方面均表現出色，兼具出眾的領導才能和豐富的高等教育行政經驗。

〈216〉蔡寶瓊：由高中擔任夜校教師開始，後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從事教育工作逾三十年。

著作有《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晚晚 6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她們以夜

校生活、倫理關係、工廠生活及筲箕灣社區這四個主題為軸心，用座談會、問卷、訪談、寫自傳等方

式搜集資料，刻畫可能被人遺忘的一小段女性歷史──堅持和忍耐之後，是片片溫暖甜蜜的回憶），

《我很蠢，但我教書》（見本書詞條 14-36）、合編《姨媽姑爹論盡教改》（見本書詞條 14-43）等。

〈217〉鄭家偉、黃元華：鄭家偉是香港理工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黃元華是應用物理系助理教授，

由他們的研究小組所發明的聚合物粘合的磁性裝置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五十六屆世界創新科技

博覽會(Brussels Eureka 2007)中勇奪金獎。裝置乃使用最新技術製成的磁性材料裝置。新技術容許磁芯

製成不同大小、尺寸及可變化的形狀，且具有不易破碎的特質。聚合物粘合的磁性裝置的應用範圍非

常廣泛，包括變壓器和電感器零件、直流電源轉換器、高頻率電源供應器、電磁波濾罩等。此研究成

果也曾獲得了 2006 年第十六屆中國全國發明展銀獎。

〈218〉鄭振耀：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副校長。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及矯形外科及創傷學講座教授。

他的主要研究範疇包括骨科外科、小兒骨科、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彎、先天性肌性斜頸、肢體延長的

應用及骨密度研究、生物材料的基礎研究及應用等。他曾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二百多篇論文及參與撰

寫十五個書本篇章，多次獲頒最佳論文獎。 

〈219〉鄭培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及教授。鄭氏著重研究中國文化意識史，並主責多

項研究計劃。曾合編《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文化超現代》、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並擔任《九州學林》季刊主編。著作包括：《真理愈辯愈昏》、《高尚的快

樂》、《戴望舒文錄》、《湯顯祖與晚明文化》等，又以筆名程步奎出版詩集、譯詩集及翻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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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鄭宇碩：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及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總編輯。研究範圍包括香港政治發展、中國政治、中國外交和南中國的發展模式。

著有《參政路上》、《八十年代的香港—轉型期的中國》（合著）等書。

〈221〉鄭艾倫：過去的課程，以學術為取向，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最後能夠進入大學就讀，只是少

數能夠以英語就讀學術性科目的優秀學生。20 世紀 70 年代四位年青學者（鄭艾倫、石鏡泉、謝家駒、

黃紹倫），當年都只是助教或大學學生，對 170位大學生的語文能力進行調查，將這種情況總結作了

一份報告：「英文何價？教學媒介與香港教育」，即《關於學校教育以非母語為教育媒介的研

究報告》，影響力頗大；後來又編著了《教學語文媒介問題資料匯編》。

〈222〉鄭國漢：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他的研究領域為應用博弈論、市場結構分析、科技

創新與模仿、貨幣危機、國際貿易與投資、對華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國科技企業等。鄭

教授於學術研究領域非常活躍，他於多份主要經濟學術期刊發表大量學術論文，並曾擔任《國際經濟

學報》（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副編輯及《太平洋經濟評論》（Pacific Economic Review）
副編輯。

〈223〉鄭紹遠：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主任，科大理學院院長。研究有關的特徵值及特徵函數等問題。

他和丘成桐合作研究 Monge-Amp`ere 方程、仿射幾何、極大曲面、調和影照、極小曲面等相關問題，

在與幾何有關的非線性分析研究方面，碩果累累。他認為數學經常被人們誤解為一門枯燥、單一的學

科，致力扭轉考試為本的學習文化，變為以興趣作主導，他強調，新課程並非數學史，而是一門關於

數學如何塑造歷史發展，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中，留下烙印。教育界有需要嘗試新穎和視野廣闊

的教學方法，因此，推出一個名為「數學與人類文明」的課程。他曾經連續五年，獲學生推選為十大

傑出講師之一，創下紀錄。鄭紹遠因為其對數學研究和在推動數學發展的公職服務方面的卓越貢獻獲

得陳省身獎。

〈224〉鄭愁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曾於台灣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聯合文學》

總編輯等。曾獲贈終生成就詩魂獎、臺北中華文藝榮譽獎章、海外華人文藝貢獻獎，及國際藝術學院

授予文學博士學位等多種獎項。詩集在臺北、香港、北京等地出版十六種，《鄭愁予詩集Ⅰ》被選為

二十世紀新文學經典之一，在詩類中得票最高。作品被多個地區選為官定中文教科書教材。

〈225〉鄭煒明：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研究主任，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文系名譽講師。常用筆

名葦鳴。已出版《非有意的詮釋》、《澳門文學史初稿》等多種學術著作，並在兩岸四地的學術刊物

上發表了論文數十篇。1994 年曾獲台灣創世紀詩刊／社四十週年紀念詩獎；已出版有文學創作個人專

集或合集共九種。

〈226〉鄭樹森：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並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長

期以來對於中外文學關注甚深，著作有：《奧菲爾斯的變奏》、《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文學因

緣》、《從現代到當代》等，並編有《現代中國小說選》及《現象學與文學批評》等數十種。

〈227〉鄭燕祥：亞太教育研究學會會長、教育學院副校長。有多達 18本著作如《教育範式轉變︰效能

保證》、《學校效能與校本管理：一種發展的機制》、《學校效能及校本管理：發展的機制》等。部

份著作除英文外，還曾被翻譯為中文、希伯來文、韓文等文字。

〈228〉鄭耀宗：是香港的微電子學專家，香港大學的前任校長。他在 1999 年當選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尤其專長於 MOS 系統，曾發明摻氯化氫硅氧化技術，解決了當時MOS器件和集成電路閾值電壓漂移、

不能穩定工作的難題，使MOS器件和電路的性能、可靠性和成品率大大提高。在國際上首先提出了

MOS反型層載流子表面粗糙度散射理論，在 MOS集成電路進入深亞微米階段後，這一機理已成為決

定MOS反型層載流子遷移率的主要因素，這是對MOS器件物理的一大發展，是較早開展氮化硅技術

的研究者之一。在深亞微米器件模型研究工作中取得重要成果。著有《自覺承擔責任、貢獻香港內地

—港大肩負培訓領袖人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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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雷金慶：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是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之前也曾在南京大學及奧克蘭大學任教。

7歲移民澳洲，在外國生活期間體會到人類的不同文化，令他不斷思想「我是誰？」，遂對中國及哲

學問題產生興趣。他發現內地存在不少政策問題，令他很想參與解決。他深信港大文學院能令他一展

抱負，並對學院將來的發展非常樂觀。著作包括中國文學、文化、哲學及教育等領域，他翻譯的

「Letter to His Excellency Li Hongzhang」、「Three Stories by Wan Zhi」(與杜博妮合譯)、「The Golden 
Cangue：Iron Boudoirs and Symbols of Oppressed Confucian Women」、和「The Clock」(與杜博妮合譯)
均刊登在「譯叢」。他經常與人合作翻譯，最常合作的譯者為杜博妮 (Bonnie McDougall)和 Louise 
Edwards。

〈230〉雷競旋：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著作包括《香港政治與

政制初探》、《窮風流》等。

〈231〉鄧立真：1991 年－1995 年任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院長。香港、馬來西亞及世界著名的遙距教育

家；英聯邦進修組織院長暨行政總裁。他長期致力發展亞洲遙距教育，建立遙距教育系統及教育研究

網路。現為馬來西亞宏願開放大學校長兼行政總裁，曾被馬來西亞檳城州政府授予騎士勳章

（Dato），並於 1997 年被亞洲開放大學協會授予傑出成就獎。

〈231A〉鄧昭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著有《元遺山論詩絕句箋證》、《詞語診所》，譯著有

《陶朱公商訓十二則》，並曾編輯《香港八十年代文學現象》、《李白杜甫詩的開端結尾研究》、

《中國文學的開端結尾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三十六計──開啟古代智慧、縱橫

今日環球商場》等書，現為《文學論衡》、《東方文化》等雜誌編輯。

〈232〉鄧樹雄：香港浸會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及系主任。著有《香港公共財政史》、《香港稅制檢討與

改革的回顧與展望》（2006 年）、《後過渡期香港公共經濟》（1992 年）等。

〈233〉操太聖：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教育政策研究、教師教育與教師

專業發展、學校變革與教育領導等。著有《香港教育制度史研究（1840-1997）》、《高等教育管理

學》（第 11-12章）等著作。

〈234〉盧乃桂：盧教授是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

長、研究院教育學部主任、香港教育領導發展中心主任等職。對學術界及教育專業發展的貢獻良多。

他先後獲選為香港比較教育學會會長，曾領導及參與多項旨在促進中國內地及香港教育發展的工作，

在香港參與策劃、推動及領導「躍進學校計劃」、「優質學校計劃」、「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等項目。

自 1995 年起，盧教授還協助香港著名企業家捐助各地的師範大學及中學，成立教育行政學院、教育書

院及重點中學。學術研究成果豐碩，著有《保庇觀念與中國高校的知識分子》、《亞洲知識基礎再建

構與教育發展》、《訊息社會的人才需求》、《論教師的內在改變與外在支持》等著作曾在國際學術

界引起廣泛討論。

〈234A〉盧景文：自 1993至 2004 年，他出任香港演藝學院校長。致力於當地的藝術發展、教育行政及

音樂和劇場工作。他曾編著、設計和導演多部舞台劇作，包括五十餘齣西洋歌劇和當代中國歌劇，亦

曾協助成立香港管絃樂團和小交響樂團，籌建藝術中心和文化中心，並為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創局成員。

卸任演藝學院校長後，除投身中國廣東國際音樂夏令營的工作外，也擔任多項國際文化發展計劃及教

育演藝機構的藝術顧問，是亞洲地區最傑出的歌劇導演之一。  

〈234B〉盧煜明：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李嘉誠醫學講座教授、化學病理學講座教授、醫學院副院長（研

究）及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分子生物學的臨床應用專家。尤其致力於研究人體內血漿的 DNA
和 RNA。他最重大的研究成果為 1997 年 發表的《母親血漿中胎兒核酸的探索與應用》。在血漿DNA
這科研領域上發表過 107篇 SCI收錄論文，多篇論文刊載於世界頂尖的期刊。他獲選為星島新聞集團

「2000 年傑出領袖選舉」教育/科研組別得獎者。

〈235A〉穆樂思（Prof Ross Murch）：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在無線通訊領域的複合天線系統上作出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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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貢獻，他是複合天線系統的其中一位國際先驅；他的研究大大提高天線系統的資料傳輸率。2008 年

在無線通訊領域及智能計劃方面作出重要貢獻，而獲國際的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選為院士。

〈235B〉鮑紹霖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及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中西關係研究計劃」主任。任教科目主要為中西關係史。著作有：《香港學者論回歸》、《台灣問

題與中美關係：紛爭與怨恨的根》、《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台獨幕

後：美國人的倡議與政策》，《有志競成 : 孫中山, 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合著《西方史學的東方迴

響》及專題學術論文數十篇。

〈236〉蕭文強：1975 年返港，一直任教於香港大學數學系，2000 年獲委為香港大學數學系主任至 2005
年退休，現為香港大學數學系榮譽教授。蕭教授從事研究代數、組合數學、應用概率、數學發展史及

其在數學教育上的作用。又積極參與數學專業發展工作 , 曽出任香港數學學會秘書、香港學者協會創

會秘書等。他也長期致力數學普及工作，對數學教育工作者有極大影響。他的著作有《為什麼要學習

數學？ 》（學生時代出版社，1978 年：再版，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1992 年），《概率萬花筒》

（與林建合著，廣角鏡出版社，1982），《數學證明》（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 年），《1，2，3，
…… 以外》（廣東教育出版社，1990 年；港版，三聯書店，1993 年；臺灣版，書林，臺北市，1994
年），《波利亞計數定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杵臼關節．阿基米德．多面體》（香港

大學數學系，2004 年），及學術論文逾百篇。編有《抖擻文選 : 數學教育論叢》（商務印書館，1981
年），《香港數學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梁鑑添博士榮休文集》（香港大學出版社，l995 年）。

〈237〉蕭文鸞：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教學部主任、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榮譽）

學位課程主任，腫瘤分子生物學、治癌防癌、抗炎及抗血脂中草藥專家，主要研究範疇包括癌變的基

因調控及資訊傳遞，防癌及抗癌中藥篩選及基理。此外，蕭教授還參與一項有關空氣浮懸粒子對健康

影響的研究課題。蕭教授所發表的論文有七十餘篇，刊登於國際享譽的科學期刊。其著作內容涵包腫

瘤分子生物學，臨床病理學，中草藥及環境污染等。與此同時，蕭教授並為數項專利申請的發明者。

〈238〉蕭旭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光伏太陽能實驗室主任。1994 年至 2006 年期間受聘於香港科技大

學，現就職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教授。同時蕭教授自 2004 年起一直是中國科技大學客座教授。蕭教授

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從事金屬、半導體等表面 /界面物理、以及薄膜物理的研究，已發表論文 80多
篇，其中包括 Science 兩篇，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九篇。其工作已被同行引用達 1800多次。蕭教授

獲得多項榮譽，其中包括海外傑出青年學者和中國科學院的"海外知名學者"。他還擁有兩項美國的技

術專利。他的研究涉及表面結構、表面吸附、表面薄膜生長、以及表面、界面的電子性質和機械性質

等。近年來，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半導體/金屬界面的工作，  解決了一系列 Schottky結的基礎科學問

題， 為其在光伏太陽能電池方面的應用， 例如，半導體薄膜上的金屬電極的制備，打下了良好的基

礎。

〈239〉蕭國健：香港珠海學院文史系副教授。近十多年來，蕭教授常往新界各地作實地考察，紀錄鄉

村之發展。他著有或合著《香港古代史》、《香港新界之歷史與鄉情》、《香港市區文化之旅》、

《香港之海防歷史與軍事遺跡》等多種書刊。書中所載內容隨著近年香港各區之發展及不少古蹟

文物或已湮沒，書中照片更具歷史參考價值。

〈240〉賴恬昌：文人、教育家、翻譯家，香港大學英文系導師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主任，學海

書樓主席。著作包括《江山臥遊》、《山水皴法》、《印章藝術》、《書法藝術》、《食談》、《國

畫》、《中國書法》、《中國篆刻》、《賴恬昌書畫選》等多種，而更多的是以英文方式撰寫，是一

位創作豐盛的老前輩教育家。

〈241〉錢  穆：1949 年創辦了香港新亞書院，任院長，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著作包括《錢賓四

先生全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

精神》、《論語新解》、《湖上閒思錄》、《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繫年》、《劉向歆父子年譜》

等書，其中《人生智慧讀本——人生十論》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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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錢大康：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學術），負責大學的學術與教務工作，並輔助朱經武校長

推動科大進一步發展。

〈243A〉霍泰輝：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醫學院院長，兒科講座教授，在醫學界享負盛名，為享譽國際的

新生兒科專家，曾於國際醫學期刊發表研究論文 350餘篇，為國內外多份學術期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

他並獲選為英國皇家內科學院（倫敦及愛丁堡）及英國皇家兒科學院榮授院士，以及香港醫學專科學

院及香港兒科學院院士。

 〈243B〉霍啟昌：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後任澳門中西創新學院副院長。著有：《從澳門史認識試

評鴉片戰爭成因》，《香港與近代中國》，Estudos Sobre A Instalaca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香港史教學參考資料》， Hong Kong and the Asian Pacific (1840-1900)，《香港與近代中國》，

Lectures in Hong Kong History，主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合著書刊有：《六祖慧能思想研究》

（林有能、霍啟昌編），《香港史新篇》（王賡武、霍啟昌等合著），《澳門；孫中山的外向門戶和

社會舞台》（張磊，霍啟昌，盛永華合著），《十九世紀的香港》（余繩武，劉存寬，霍啟昌等合

著），《二十世紀的香港》（余繩武，劉蜀永，霍啟昌等合著）等書。

〈244〉繆錦安：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母語教學支援中心首席研究員、深港澳語言研究所副所長、中山大

學客座教授。著作包括《醫學英語》，繆錦安與謝錫金、岑紹基合著《擬題語誤和語意表達》；梁

雅玲、劉泰和、繆錦安合著《大學普通話》，本書是香港大學學生及教職員普通話課程的指定用

書。

〈245〉薛鳳旋：香港大學地理學教授。著作包括《1997 中國區域發展報告》、《港珠澳都會經濟區的

經濟轉型對策》、《都會經濟區：香港與廣東共同發展的基礎》、《香港和廣東跨境發展的理論與政

策》，《中國鄉村—城市轉型與協調發展》等專著。

〈246〉謝志偉：澳門長大的傑出學者，香港浸大前校長，1985 年後任香港政府立法局，行政局議員，

現任澳門大學（原稱東亞大學）校董會主席及澳門特區政府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主任。在浸大期

間發展跨系課程、國際合作、學生交流、「一條龍」計劃、中醫藥發展等。著作包括《中學教學語言

的問題》，流暢真確翻譯：《從您身上見耶穌──John Stott》等。

〈247〉謝錫金：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著作包括主編：《大專閱讀理解課程》、《綜合高效

識字教學法》、《高效漢字教與學》、《綜合高效識字》、《綜合高效識字法小學一年級教材》等，

合著論述甚多，如：與李學銘（理大）、張雙慶（中大）及范國（浸大）共同設計大專閱讀理解課程。

〈248〉鍾  玲：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小說家、詩人。曾獲台灣國家文藝獎。創作包括《大地

春雨》、《生死寃家》等。評論有《現代中國謬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美國詩與中國夢：美

國現代詩中的中國文化模式》等。

〈249〉鍾志傑：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教授，計算機視覺實驗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

計算機視覺，尤其是三維視覺信息重構，以及計算機視覺在機器人、物體識別、安防、廣角成像、圖

形學、智能交通系統等方面的應用。在上述領域發表論文 100餘篇。

〈250A〉鍾景輝：資深的香港舞台劇演員和導演，戲劇教育家，電視製作人，電視劇演員及電視節目主

持。1983 年受聘為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創院院長，2000 年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戲劇成就獎，

2001 年獲頒發香港演藝學院榮譽院士。2000 年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戲劇成就獎，2001 年獲頒發香

港演藝學院榮譽院士。著名的導演作品包括《夢斷城西》、《蝦碌戲班》、《劍雪浮生》、《天之驕

子》、《劍雪浮生》等。主演作品包括《瘋癲皇帝》、《推銷員之死》、《莫扎特之死》、《金池

塘》、《風雨守衣箱》、《瘋狂夜宴搞偷情》、《承受清風》、《謀殺遊戲》等。

〈250B〉鍾期榮 ：她創建香港樹仁大學並擔任校長。她是教育家、法律學者，2007 年，獲美籍業餘天

文學家楊光宇將一顆於 2001 年首次被發現的小行星「34779」命名為「鍾期榮」。2000 年獲頒授金紫

荊星章，2007 年獲選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著有：《經濟全球化與跨地區文化傳播》等。她對法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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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8%A1%8C%E6%98%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96%87%E5%AD%B8%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96%87%E5%AD%B8%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A8%B9%E4%BB%81%E5%A4%A7%E5%AD%B8


學，特別法國詩歌也很有研究，早年留學法國修讀法律，也同時涉獵文學，從事文學翻譯，翻譯出版

過都德的法文小說《小東西》，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她在香港《大學生活》雜誌發表了一些法

國文學評論，包括《論當代法國小說》、《法國詩壇演進的我見》和《論象徵派的詩》等。


	〈237〉蕭文鸞：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教學部主任、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榮譽）學位課程主任，腫瘤分子生物學、治癌防癌、抗炎及抗血脂中草藥專家，主要研究範疇包括癌變的基因調控及資訊傳遞，防癌及抗癌中藥篩選及基理。此外，蕭教授還參與一項有關空氣浮懸粒子對健康影響的研究課題。蕭教授所發表的論文有七十餘篇，刊登於國際享譽的科學期刊。其著作內容涵包腫瘤分子生物學，臨床病理學，中草藥及環境污染等。與此同時，蕭教授並為數項專利申請的發明者。
	〈239〉蕭國健：香港珠海學院文史系副教授。近十多年來，蕭教授常往新界各地作實地考察，紀錄鄉村之發展。他著有或合著《香港古代史》、《香港新界之歷史與鄉情》、《香港市區文化之旅》、《香港之海防歷史與軍事遺跡》等多種書刊。書中所載內容隨著近年香港各區之發展及不少古蹟文物或已湮沒，書中照片更具歷史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