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李金鐘先生讚辭 

香港中文大學在一九六三年成立，李金鐘先生是一九六四年中大第一屆的畢業生，畢業
後就投身教育工作。同樣的四十年耕耘，中大栽培了不計其數的人才俊秀，李先生也教導了
無數的莘莘學子。百年樹人，四十年的工作對一個大學來說，其實只是一個開始，但是對一
個憑著個人努力墾荒辦學的人來說，四十年是自己生命中最寶貴的一段，而李先生這四十年
來的辦學成果，卻是異常輝煌，值得大書特書。

李金鐘先生甫出大學校門，即在中學執教鞭。其後有鑑於香港中學學位嚴重不足，於
是一九六九年在灣仔創辦一所私立中學，命名思明英文中學。明思而辨理，先從思想知識入
手，從而培養立足社會的能力。思明二字總括李先生辦學的理念。其後在荃灣購買校舍，擴
大收生，全校共二十四班。思明中學開辦前後十餘年，備嘗艱辛，不足為外人道，但是李先
生在艱險之間越發奮進，贏得教育界同儕深深的讚許。一九八四年李先生應聘為香港孔聖堂
中學校長，在任期間，以儒家思想治校，夙夜匪懈，上下一心，共同為提高學生學習情緒和
成績而努力。數年之間，校風大轉，李校長以身示範，凡事親力親為，功不可沒。

一九七八年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成立，李先生出任第二屆會長，倡議校友會聯會籌
辦一所中學，直接服務社會，加強與中大之間的教育聯繫。一九八零年代初成立香港中文大
學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李先生一直擔任基金會主席。基金會以「興學育才」為宗
旨，從一九八七到二零零四年，在李先生的全力策劃下，基金會一共創立兩所中學，一所小
學，兩所幼稚園，五所學校，分布沙田、天水圍、馬鞍山等地，就讀學生每年逾三千人。中
大校友辦學回饋社會的計劃，遂得以逐步實現。籌辦期間，李先生先四出籌款募捐，後擔任
校監工作，千斤擔子兩肩挑，任勞任怨，出錢出力。校友會辦學有今天的成績，李先生居功
至鉅。

李先生辦學計劃，除在香港落實以外，更向國內發展。他關心國內教育，從一九九一年
開始推行小扁擔勵學行動，籌款為粵北、雲南、貴州、湖南、四川等地山區興建學校，資助
貧窮學生讀書。一九九七年在深圳開辦廣東香港人子弟學校，是一所從幼稚園、小學到中學
的全寄宿學校，採用香港教材，按照香港教育模式教學。李先生為創校校長，為內地教育開
出一個新的嘗試路向。

李先生二十多年來積極推動香港地區事務，參與多項社區服務工作，對高齡教育工作者
和青少年活動，尤表關注。

李先生一九六四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學位，一九八零年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學位。
李先生早年在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修讀歷史，隨錢穆，牟潤孫等名師學習。以校訓誠明銘
記於心。新亞校歌詞云：「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
勞我筋。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李先生一生
多情，為教育奮進。在艱險困乏的路途上，和夫人並友輩攜手結隊，努力向前。多年來，李



氏伉儷捐款超過二百萬，但鮮為人知。今日桃李盈蹊，薪火相傳，這是李金鐘先生默默耕耘
的成果。

多年來，李先生一直熱心支持母校的發展。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四年間出任新亞書院校
董，一九九四年出任大學校董。並曾先後擔任中大校友會聯會主席、中大評議會主席、新亞
書院校友會主席，積極參與大學及書院事務。有鑑於李先生對大學的承擔，對社會的關懷，
特別是在推廣教育上作出的貢獻，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李金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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