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李和聲先生讚辭 

李和聲先生為本港金融界知名人士，現任大唐投資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大唐金融
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及上海總會理事長。李先生在黃金、證券、期金及外匯投資方面，迄今已
有超逾六十年豐富經驗，在金融界乃人所皆知的翹楚，不但業績驕人，成就輝煌，且是位智
勇雙全、宅心仁厚的傳奇人物。

李先生原籍浙江寧波，生於上海。十四歲時在上海協興元金號學做生意，開始接觸黃
金、公債、棉布、棉紗等業務，十六、七歲做買手，十九歲起則自立門戶，與友人合開「生
大永」金號。抗戰勝利後，李和聲繼續本行生意，當時年紀雖輕，卻已在大時代的洗禮下，
歷經老法幣、軍票、儲備券、關金券、金元券及人民幣等多種貨幣的衝擊，因而舉一反三，
對金融交易認識日多，了解日深。

一九五零年夏，李和聲自滬來港，任職順隆金號，負責黃金經營，自此與香港金融界結
下超越半個世紀的不解之緣。李和聲先生初臨香江時，人地生疏，但不久即憑藉以誠待人的
宗旨，在金融界廣結善緣，開展出一片昌盛興隆的新天地。一九五八年，李和聲與友人購入
順隆金號；一九六九年，順隆公司正式開始股票業務，李和聲先生加入遠東交易所，後獲選
為當屆理事。至一九七零年代，公司業務更發展迅速，不但獲得業內外人士一致讚譽，且對
本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貢獻良多。

一九八七年，一場前所未有的股災肆虐全球，席捲香江，來勢之猛，全港股市皆受波
及。當時疾風起波，摧木拔草，身為順隆公司主帥的李和聲先生，秉承「受人之托，忠人之
事」的信念，在驚浪駭濤中獨當一面，沉著應戰。他深信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命可拋而名不
可毀，為了維護順隆信譽及客戶利益，不惜將私人產業悉數抵押，挽狂瀾於不倒。他那氣吞
河山的勇氣，及豪氣干雲的膽識，與「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的老將，實在不
遑多讓。經此一役，李先生更深諳「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的真諦。凡事不愧於
人，不畏於天；為人光明磊落，心安理得，這就是他處世立命的人生哲學。

由於李和聲先生馳騁金融界六十載，對其中雷霆風雨的變幻，煙雲日月的景觀，瞭若指
掌，故能因時制宜，伺機而動。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不久面臨金融風暴，在環境良好及
經濟基本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股市波動，樓市急跌，這種反常的現象，其實李先生早已洞悉先
機。他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上曾經提問，若九七後股災重
臨，應如何謀求應對良策。其後，不但李和聲的預測一一應驗，他屬下的順隆亦在關鍵時刻
成為少數協助政府的證券公司之一，在金融風暴中，奮戰股場，擊退強敵，為穩定香港的經
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風平浪靜之時，李和聲先生好比安坐岸邊的漁翁，心平氣和，然
明察秋毫，故能「蓮搖見魚近，綸盡覺潭深」；在風高浪急之際，李先生恰似迎風滑浪的健
將，由於熟諳水性，身手矯捷，故能迎接巨浪，趁勢而起。



原名「悟聖」的李先生，於十四歲出道學做生意時由其先翁改名為「和聲」，取凡事應
「以和為貴」，與友誼「聲氣相投」之意。李先生自此謹記教誨，在社會上為人務實謙遜，
處事則寧居幕後，甘為綠葉，而從不爭強好勝，畢生遵守欲人善待己，必先善待人的原則，
故而知交滿天下。李和聲先生一生至愛為京劇，數十年來，對推廣國粹不遺餘力，不但出錢
出力，贊助內地藝術團體不論京、昆或地方戲劇來港演出，令本港市民受惠無窮，且不吝在
繁忙工作之餘與夫人京劇名票尤婉雲女士粉墨登場。李先生擅長京胡，夫人則工梅派青衣，
夫妻聯袂演出，唱隨諧樂，琴瑟和鳴，一再體現出「和聲」兩字的內涵與境界。一九九四
年，李和聲與夫人應邀到北京中南海演出，是第一位進入中南海懷仁堂演出的海外人士。李
先生現為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名譽會長及梅蘭芳京劇藝術基金會名譽會長。一九九五年，文
化部授予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之首屆金菊獎，以表彰其對振興京劇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李和聲先生熱心公益，對內地及本港的教育發展，尤鼎力支持，先後獲委為浙江大
學經濟學院及人文學院名譽教授、上海復旦大學校董、上海同濟大學榮譽常務校務委員。
一九九七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校董，通過其本人及總會已先後慷慨捐助書院多項活
動，除一九九三年資助中大成立上海總會科研技術中心之外，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又成立
《家在香江》計劃，照顧在中大修讀本科課程的內地學生，使其在離家外遊期間，飽嚐溫暖
與關懷。多年來，李和聲先生不論對金融、教育、及藝術方面皆悉心投入，全力推廣，有鑑
於其無私奉獻及傑出成就，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李和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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