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林榮德先生讚辭 

《禮記》強調「報本反始」、「不忘其初」，主張受恩思報，飲水思源，那正是儒家道
統孝義精神的思想根源。新亞書院以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畢業生從「艱險」中揚帆奮進，
於「困乏」中懷抱溫情，然後思源反始，憶念母校恩德，立志培育後進。大地厚德載物，智
者利澤群生，他們所體現的，正是「地博厚，天高明」的新亞精神。

林榮德先生於一九七五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獲頒工商管理學士學位，隨
後獲澳門大學頒授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林先生於一九九二至九八年間出任聯交所主板上市公
司福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其後加入另一上市公司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出
任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負責銷售及市場推廣工作，制定集團企業發展方向及業務策略，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互太紡織廠房集合針織、染色、印花及整理之綜合生產線，年產量達
八千七百萬公斤，聘用員工超過六千五百名，與全球知名服裝品牌建立緊密合作關係，設計
布料，成品暢銷世界各地。

林先生營商之道與時並進，既關注行業所需的嶄新科技，同時又能營造企業和諧發展的
有利環境，俾使工業建設與自然環境可以和洽共融。眾所周知，工業生產與環保議題經常出
現矛盾，尤以紡織、漂染行業為甚，紡織工業需要大量用水，於自然環境和潔淨水源構成威
脅。互太紡織從事上游紡織業務，於一九九七年開業時，環保課題尚未熾熱，集團即決定在
番禺廠房投入超過一億元建構環保設備，包括污水排放系統及環保發電廠等。林先生與管理
階層早具卓識，及時部署，將環保觀念應用於工業生產，成為紡織工業的環保先導。互太紡
織在環保方面的投資，成效顯然，客戶對公司環保效能一致認同，與及政府為此而提供的種
種補助等，均對集團業務有所裨益。林先生曾說：「紡織行業與水源息息相關，故公司當年
選址在河流附近，減低相關的成本。公司利用嶄新污水回收系統，可以將約四成的污水回收
再用，節省用水。」互太紡織在番禺廠房的環保系統設施，及後亦應用於越南的新廠房，同
樣取得顯著效益，業界一致推許，社會多所稱道。工業發展與自然水源因能同時並存，相看
不厭，並行不悖。

飲水思源，思源反始。林先生事業卓然有成，常思如何回饋母校。他多年來一直關心
及支持中大及新亞書院的發展，由二零零八年開始，林先生出任新亞書院校董，歷年來，林
先生多次捐貲成立各項獎學金，資助學生負笈海外，交流學習，練就國際視野，培養廣闊胸
襟。二零零七年，林先生聯繫校友慷慨捐款設立「一九七五新亞工管校友獎學金」基金，以
基金每年收益支付獎學金，並希望藉此鼓勵同屆畢業的新亞工管校友共襄善舉，群策群力，
壯大基金，為新亞同學開拓更多獎學金資源，造福後進。二零一二年，林先生鼎力匡助書院
籌設新亞書院發展資料館，及建立網上校史資料庫。新亞校史館以文字、圖片、珍貴文物及
多媒體裝置展示新亞書院不同時期的發展歷程。館內更展出桂林街舊校的桌椅，呈現當年樸
實的學習環境，讓書院的師生及校友、新亞人及社會人士認識新亞的起源、發展與教育目
標。林先生在學時為新亞書院知行樓宿生，深感舍堂生活對非形式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慷慨
捐助巨額款項，支持新亞書院籌建第五所學生宿舍，德澤廣被。



林先生積極參與書院及校友事務，身體力行，為書院發展提供真知灼見。二零一三年，
為籌備慶祝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周年，林先生擔任中大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校友活動統籌委
員會成員，並憑藉卓越音樂才華，領導「新亞書院1973樂隊」於五十周年校慶嘉年華上演
出，並於「『盈』聚金禧校友日」中，統籌「校友重聚流行音樂會」，弦歌不息，感人至
深。歷屆校友從音樂中共慶母校金禧，憶念師生恩情，團結一致，林先生多所貢獻，彌足稱
道。

主席閣下，林榮德先生對香港紡織工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亦為本校傑出校友，樂善
好施，思源反始，多年來對母校作出無私奉獻，培育後進，達己達人，體現新亞精神。本人
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林榮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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