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李棐先生讚辭 

李棐(啟民)先生為本港傑出企業家，早年於上海復旦大學工學院就讀，取得土木工程學士
學位後，即參加鐵道部京贛鐵路宣歙段新路工程工作，自測量、收方，至沿路橋墩，涵洞，土
方等工序，皆積極參與，悉心投入。後經李國偉先生力邀，加入漢口申新第四紡織廠工作，並
遠赴英國蘭開夏之特威代爾及斯莫利廠學習新型紡織機械之製造及運轉工程兩年，至一九三九
年返國。當時日軍已佔據漢口市，申四廠亦已將機器遷往重慶及寶雞市，李棐先生遂前往陝西
寶雞市分廠協助建廠，並建成當時國內唯一的萬餘錠地下紡織廠。該廠曾兩次受十餘架日軍飛
機集中投下逾百枚150至300磅炸彈轟炸，但機器及員工均未有損失，足見在抗戰時期建設地下
紡織廠之舉，極有遠見。

一九四八年申四廠南來香港發展，在深井設立九龍紡織工業有限公司。歷年來紡織業在香
港由播種，茁長，壯強而飛躍，李先生也因而見證了香港經濟由萌芽時期進入欣欣向榮的嶄新
紀元，並對促進香港成為真正的國際紡織中心，發揮了關鍵作用，功不可沒。

一九九七年，紡織工業隨着時代的轉移而有所變遷，九龍紡織工業有限公司乃決定結業，
將股本及盈餘全數發還予股東，此外，為紀念已故創辦人李忠樞(國偉)先生及李楙(冀曜)先生，
擬用「李世綸堂」名義捐贈一筆款項作為支持教育發展之用，李棐先生乃代表「李世綸堂」，
與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馬臨教授商洽，在馬教授建議下，遂慨捐鉅款及工廠樓宇一層予逸夫書
院。

逸夫書院自一九八六年成立迄今，一向以「修德講學」為書院院訓。孔子在《論語．述
而篇》中曾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逸夫書院院
訓闡發孔子要言的精義，深知德育之培養，須藉潛移默化，方能成事，而年輕學子，在課餘共
處，彼此切磋，互相影響，其好學不倦風氣之盛行，自強不息精神之煥發，莫不有賴於書院提
供的良好學習環境與完善校園設備。「李世綸堂」的捐贈，不但使眾多學子享有多姿多采的校
園生活，更使其能在融洽安適的氣氛中，溫故知新，學思並進。

誠如逸夫書院院長楊汝萬教授在一九九九年開學典禮上所言，香港要維持甚至增強競爭
力，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是優秀的人力。人材的培養有賴健全的教育制度，從學前至大學階
段按部就班順利培養人材。李棐先生一向重才愛才，對支持教育發展，不遺餘力，所謂：「一
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李先生雖身負紗廠重任，
但對培訓工業人材一向不甘後人。李先生曾任香港政府早期職業訓練局之主席，其悉力以赴的
正是作育英才的百年大計。

書院有感李棐先生的碩德鴻猷，乃命名第一學生宿舍為「國楙樓」，不但向國偉、冀曜兩
位先生深表謝忱，更向「李世綸堂」對中大的傑出貢獻，誠予表揚。



李棐先生才猷卓著，信譽咸孚，平日為人則虛懷若谷，重義輕財；處事則言忠信，行篤
敬。「李世綸堂」慷慨捐贈，對逸夫書院今後的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而莘莘學子蒙受
「李世綸堂」的恩澤，以及其對國家社會及教育所作出的貢獻，亦必銘感在心，永誌難忘。本
人謹恭請校長先生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李棐先生。

此讚辭由金聖華教授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