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陳方正博士讚辭 

學而優則治，治育有功而不敢稍忘學。這正是陳方正博士在中大工作四十年的寫照。陳
博士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一位優秀的大學行政領袖。中文大學今日能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聲
譽和地位，陳博士位居中央，運籌統理，功不可沒。

 陳博士早歲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取得物理學學士，普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
取得物理學博士。一九六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任教。十四年於茲，全力研究理論物
理，高分子物理學等專業，發表多篇學術論文，課堂教學，培育人才，數以百計。一九八零
年出任大學秘書長，前後長達六年。陳博士在大學行政制度上，大刀闊斧，作了多方改革。
在學務政策及校政管理等各方面，制訂新猷，對促進大學未來的發展，貢獻良多。其中尤以
設計並推行暫取生計劃，吸納優質青年學子，大力提升新生素質，對大學發展，影響深遠。
陳博士慧眼遠矚，匠心獨運，至今猶傳為香港大專學林佳話。

 一九八六年，陳博士出任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不遺餘力發揚「結合傳統與現
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精神。對有的人來說，所謂中國文化只是一個空洞，簡單的概念。
陳博士以為中國文化有如一個大口袋，裡面裝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相互影響，滋生變化，
重新創造，歷久常新。他曾經說過，「一個文化，如果只有過去流傳下來的東西，再精美
也好，也只會成為博物館裡的東西，只供欣賞，不可能再生長和創新。一個活的文化，一
定需要創新。」陳博士慧眼獨具，在同儕金觀濤，劉青峰教授協助之下，在一九九零年創
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旨在促進全球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交流，從人文及社會科學出
發，致力跨越東西兩個文化的鴻溝，以及學科間的界限，為中國文化的長期發展而努力。
《二十一世紀》發行以後，迅速贏得海內外學者的讚許和支持，至今十六年，依然是知識份
子必讀的文化刊物。其後又成立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邀請各地學人來訪，舉辦不同類型
的講座和研討會。傳統與現代的交接，民族文化與西方文明的互動等等，都是所裡經常討論
研究的課題。陳博士在此期間，也出版專文專書，討論現代化歷程的比較，科技與現代化的
關係，民族主義理論，科學哲學等等。

 電腦的出現，是近代西方文明最大的發明之一，電子文本為文化研究提供一個史無前
例的全面而又精確的搜索整理工具。陳博士先後與劉殿爵教授、饒宗頤教授以及其他年青同
事合作，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建立「中國古代文獻電子資料庫」，把古代文獻陸續輸入電
腦，建立龐大的數據庫。至今規模已逾六千萬字，上下三千年的文獻檢索，悉在網上，彈指
之間，鉅細靡遺。這些文獻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整理傳世文獻是從一九八八年開始，
其範圍包括先秦兩漢以及魏晉南北朝的所有典籍；出土文獻的整理工作則在一九九四年開
始，包括甲骨文、金文和簡帛文字等。以上各項性質不同的材料都經過細心校勘，和版本或
者文本、文字的比對、研究、整理，然後分別以索引、光碟和電子排版文本等方式出版，共
計一百多種；這些成果更在國際互聯網上發佈，供學者使用。陳博士結合傳統學術的研究和
新科技的工作，為學者提供快捷方便的古籍檢索服務，他的努力對今後漢學研究和中國文化
的探討，影響深遠悠長。



陳博士在中大四十年，擔當過課堂教學，大學行政，和文化研究三方面的工作。無論
他站在哪一個崗位，陳博士最關心的是自我學問的延伸和增長，是中文大學整體長遠發展的
目標和路向。他熱愛中大，二零零四年，為紀念創校校長李卓敏教授對大學和香港高等教育
的開創性貢獻，特別捐贈李校長銅像一尊，置中國文化研究所庭園之內，曲水盤旋，樹影婆
娑，供後來者景仰。

陳博士出身書香之家，夫人林雅尚女史是香港名中學校長。夫妻杏壇講學，桃李無數。
陳博士二零零二年榮休，但退而不休，現任中大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聯合書院資深
導師，物理系榮譽教授，二零零四年更獲頒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竺可楨講席教授。
現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陳方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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