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胡秀英教授讚辭 

胡秀英教授為國際馳名的植物學家，原籍江蘇徐州，早歲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
其後於嶺南大學完成碩士課程。一九四六年，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為我國首位獲獎學金到
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女學生，一九四九年獲得博士學位，應聘留校進行植物學研究。
一九六八年應邀返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高級講師，其後，歷任中大生物系名譽高級研
究員及崇基學院資深導師。一九九九年擔任中文大學中醫學榮譽講座教授迄今。

胡教授為冬青科、金針屬、泡桐屬、菊科、蘭科等多種植物的權威，其中尤以冬青的
研究名馳學界，膾炙人口。據悉世上有四百多種冬青，其中多種皆由胡教授命名。胡教授畢
生致力於植物分類學研究，所發表的學術論文，超過一百六十篇，製成及鑑定的標本更多達
十八萬五千份，因而獲得「植物學活百科全書」的美譽。

一九四八年胡女士把古樹水杉的種子分贈於世界二百個植物園。半個世紀後，枝繁葉茂
的水杉矗立於波士頓市立公園，婆娑的樹影，綽約生姿，望之充滿智慧與生命力，因而觸動
了著名作曲家約翰．威廉士的心靈，一闋名曲《大樹之歌》為此而譜，既咏唱神州古樹在異
域衍生，亦禮讚知名學者為挽救瀕臨絕種的植物，而獻出的一片心血與一番情意。

胡秀英教授在哈佛畢業後，曾留校研究長達半個世紀，在世上三大植物標本館之一潛心
研究，館中一百多萬份中國植物標本，乃成為朝夕共處的對象，掘之不盡的寶藏。一九六八
年，胡秀英接受中大之邀，返港授課，任教崇基生物系，課餘之暇，乃踏遍香江，收集香港
特有標本十八萬五千多種，為中文大學成立全港唯一可供研究與教學兩用的植物標本館，館
內每一個標本均得到哈佛大學的檢定，乃研究香港植物不可或缺的資料庫。自六十年代迄
今，胡教授的研究，對本港學界及內地大學與科研機構，貢獻良多。

胡教授對中大的中藥研究與發展，亦大力推動，自七十年代已促成「中藥研究中心」的
建立，中大近年悉力籌建中醫學院，胡教授的積極參與，功不可沒。此外，胡教授推動中大
中醫學院教授的「三冬茶」研究計劃，獲香港工業署八百多萬港元資助，研究成果已發展為
產品出售，造福市民，惠及眾生。

胡秀英博士多年來悉心科研，努力不懈，如今雖年逾九旬，仍精神矍鑠，健步如飛。日
常工作依舊，著作不輟，經常為講學交流而跋涉往返於歐美之間。也許因長年累月，採芝擷
英，攝日月之精華、凝天地之靈氣，故能培養出不老的健魄、創建出不朽的偉業。胡教授畢
生涉他人未涉之林，尋前人未尋之寶，其治學之嚴謹，成就之卓越，堪稱典範。

胡秀英博士不但為受人愛戴的教師，名聞遐邇的學者，更是宅心仁厚的長者，經常慷慨
解囊，扶掖後進。二零零一年，胡教授應香港電台之邀，接受「傑出華人系列」訪問，其生
平事蹟，輯錄成集，公諸於世，足可成為後學表率。同年，胡教授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授銅紫
荊星章。有鑑於胡秀英教授畢生對植物學及中醫藥研究之傑出貢獻，本人謹恭請  主席先生
頒授榮譽院士銜予胡秀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