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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成立的港大，在隨後的1912年迎來首屆學生；至
2012年，則有「334」第一批學生。港大百周年，與香

港教育發展一同進入新里程。02年上任校長的徐立之將帶領港大跨
越百周年，作為這個關鍵時刻的掌舵人，他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稱，百周年正是去反省教學發展的時候，除要鞏固現有根基，如硬
件及軟實力包括經費，教員亦要加強培養。

廣聘年輕學者 增注活力朝氣
作為百年老校，根基已穩實，但最需要的仍是朝氣，「我們100年

了，是否一定要請好有名氣的(教授)坐鎮？反而我們更需要年輕的、
可以接棒的」。港大近年因應「334」新招聘的都是年輕學者，有活
力、有朝氣。徐立之認為，從他們身上看到學術發展的動力，也看
到大學的將來。他期望未來團結全校，集合力量，「每名教授都光
芒四射，只要集中、同心協力，可以成為更強更大的鐳射光」。
大學發展需要資金支持，徐立之笑言：「籌款成為我日常生活常

要思考的事情。」他形容，大學工作主要有「兩項半」，其中教學
研究及行政已有不同的部門負責，餘下「半項」的籌款，便是他的
重要任務。早前他翻閱港大校史，不忘從中「取經」，參考不同年代
的校長如何解決財政困難，「例如二戰後，港大復校需要資源，當
時政府卻未有表示，校長便要採取主動，直接向政府開口要錢」。

沙士緝兇壓力小 人事問題最苦惱
回想過去9年，徐立之認為，03年的SARS可算是最難捱及最難忘

的一役，當年港大協助追蹤疫症元兇及傳播途徑，徐立之均有直接
參與。他自言，覺得為世界做點事，並且為同袍感驕傲。不過他笑
言，處理大事件時總有好同伴與他一同努力解決，反而壓力不大，
「但一些小問題要我一個人處理，便最苦惱了」。他舉例說，考慮人
事問題如是否聘請一個人，有時便會令他難以入眠。
踏入第二個100年，徐立之表示，港大將來的發展以至香港教育

將來的發展，都要跟國家的發展結合，年輕人也需要有更闊的願
景，「香港大學的定位不單是香港一所國際知名大學，而是中國一
所知名的重點大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俗語有云「知識改變命運」，但「80
後」、「90後」的大學生成長於相對穩定富足的環境，對此感受未必深
刻。反之大學生的父母一輩，曾經歷貧窮、蝸居、物資短缺等艱苦歲
月，對於「向上流」有一股強烈的追求，推動其躋身大學「天之驕子」
的門檻。本報訪問兩個「兩代港大人」家庭，探討不同世代的港大生，
如何解讀「大學生」背後的意義。
03年沙士時臨危受命任醫管局署理行政總裁的高永文，是港大醫科81

年畢業生，其妻是同學，其子高偉琛現時亦為港大醫科三年級生，父子
同屬「港大醫學院出品」，見證過去30年的轉變。

至親患病輪街症 從醫望脫貧
生於草根家庭的高醫生有4兄弟姐妹，家中不時要借錢過活，他曾試

過清晨5時為父親排隊「輪街症」，其妹又患有哮喘，親身感受醫療體系
不足，啟發從醫志願。身為家中「第一代」大學生的他指出，求上進的
壓力並非來自父母，反而自感要擔起「脫貧」的使命，改善日後生活，
「父母經歷走難、日本侵華等艱難歲月，縱使有期望亦不會說出口，但
自己很希望改變家人的生活」。
30年後，其子阿偉重踏父親昔日的醫科舊路，會考獲30分考入劍

橋大學完成首個學位課程後，3年前再入讀港大醫學院。香港入讀醫
科的「大門」從來嚴格，但與父親相比，阿偉所獲的家庭支援明顯

更多，亦可與從醫多年的父親互相交流，加上興趣明確，讓他有堅
定的從醫目標。

子拒住宿上莊兼職 寧做「書蟲」
讀書、上莊、住Hall(宿舍)、兼職及拍拖，被新一代大學生視為「必

做五件事」，同時惹來「不務正業」的質疑。但阿偉卻似乎屬於「非典型」
的大學生，除在大一時曾任文學雜誌幹事及兼職補習外，其餘時間大多
專心學業，而為免令自己「分心」，他又拒絕住宿，向多姿多采的大學生
活說「不」。同為「讀書型」的高永文，當年也是將大多數時間專注在學
習上，鮮有參與大學活動；但他認為年輕人應盡情發揮潛質，只要學好
分配時間，便不會過分沉迷課餘活動。

父：新人能力更強
隨㠥大學教育普及，不少僱主批評大學生的語文能力每況愈下，動輒

轉工、練精學懶。面對多項「指控」，阿偉認為不應「一竹篙打一船
人」，自覺不少同輩仍非常「捱得」；高永文則指出，新一代大學生的能
力甚至較以前更強，只是時代轉變，「上一代那種捱法」已非社會所
願。他又笑言，自己當年做實習醫生時，半年獲批6日假期，但他只選擇
放兩日，「當時覺得放假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我驚上司覺得我很懶，
更希望藉以爭取表現畢業後順利獲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建校100年的香
港大學，見證㠥香港歷
史與社會變遷。上世紀
60年代入學、與港大結
緣40多年的教育學院講
座教授兼校長資深顧問
程介明，以第一身經歷
領略大學不同年代的景
況。他表示，港大由戰
前學生人數極少的「貴
族式」學院，發展至今
每年畢業生近3千人，與
香港整體發展息息相
關，特別是70年代開
始，大學更彷彿起㠥「科舉」的作用，讓草根階層有機
會透過知識向上流，出現首批中產階級，步向更成熟發
展的社會。
在60年代中文大學成立之前，港大一直是香港的「唯

一」。程介明指出，港大早年的畢業生寥寥可數，與香港
社會關係也較疏離，「特別是戰前的華人多抱有報國之
心，像孫中山的思路，畢業後也很少會選擇留港發展」。
直至後來內地經歷文革，香港意識到要發展高等教育，
才開始落實大學精英制，確立2%的大學入學率。

推動階層流動 造就政壇新星
程介明表示，至70年代香港人口急增，經濟起飛，政

府致力發展教育、醫療、福利及房屋4大經濟支柱，對
行政、醫療及城市規劃等人員的需求大增，大學教育成
為當中焦點，一些中下家庭的子女入讀大學的機會也增
多，後來更成為專業人士及社會領袖，推動階層流動，
他形容說：「那時能讀大學彷彿起了科舉作用，更造就
首批中產階級。」另外，當時社會經濟穩定向上，更多
人開始積極尋求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及對社會議題的關
心，造就一批「認中關社」的大學生，在80、90年代
起，他們開始成為政治領袖，不少人至今仍活躍政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大學住宿、上莊的
生活，胡詠琴(Olivia)與女兒李寶卿(Afra)同在港大經
歷過，但因時代及社會背景的差異，令她們對大學
有截然不同的體會。年幼時曾一家9口蝸居百呎房間
的Olivia直言，努力讀書考入大學是脫貧關鍵，而當
年她收到錄取通知書時，父母並未表現雀躍，卻特
意買了一隻雞回家慶祝，上一代的含蓄情感令她至
今記憶猶新；相隔近30年，其女兒Afra也踏上大學
路，她初嚐暫離父母庇蔭、照顧自己的宿舍生活，
對在大學中「被迫」成長、學習獨立處事的印象最深
刻。

爸媽買雞慶進大學 受寵若驚
上世紀80年代初，Olivia以高考3A佳績考入港大英

文系，她笑言全賴家中良好的學習氣氛，「家中很
少開電視，父母由朝到晚勤奮工作，我亦很自然變
得勤力」。當時她一家9口曾住在只得百多呎的房
子，但在7名兄弟姐妹中，卻有5人後來考上大學，
她認為努力是脫貧關鍵，當時進大學是就業保證，

生活可說「不用愁」，也是啟發思考、擴闊視野的良
機。當年，她的父母表現含蓄，甚少明言對子女的
期望，只叮嚀「如不努力將來要回鄉下拾牛糞」，
充滿草根階層特色；Olivia憶述說，在收到港大錄取
通知書時非常開心，惟父母即場卻無甚反應，「只
是他們當晚竟特意買了一隻雞回來慶祝，那真的令
我受寵若驚」。

住宿舍學獨立 被迫成長
至於女兒Afra的成績同樣優秀，去年高考獲2A

入讀港大工商管理(法學)雙學位，又與母親一樣加
入國事學會擔任幹事，組織交流團到內地考察認
識國情，母女兩代的港大生，有㠥不少共鳴。但
生於安穩富裕家庭的她，對大學的理解與母親當
年的「脫貧」截然不同。她認為，入住宿舍獨立
生活是其首要挑戰，衣食住行一手包辦，充分感
受到大學是「強迫成長」的地方；至於大學學
位，則由當年理想工作的「保證書」變成現在的
「入場券」，未來仍要不斷努力爭取出頭天。

掌舵老臣校友親述春秋變遷 盼配合國家發展

香港大學踏入一百周年，翻開這所名牌老校的歷史新

一頁，作為本港第一所大學，港大一直在本港的教育發

展擔任極重要的角色。在連串的慶祝活動舉行之際，本

報邀得港大校長徐立之概述如何帶領港大跨越百載再下

一城、與港大結緣40多年的校長資深顧問程介明述說該

校與社會間的變遷，以及兩代港大之子─高永文醫生

與兒子細說與大學之情。百年華誕，港大掌舵人、老臣

子及學生校友，一同細說與港大之道，回顧過去、展

望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高永文(右)是港大
內外全科學士的81年
畢業生，其子高偉琛
(左)同為港大醫學院學
生，父子兩代見證專
上教育轉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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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初體驗 母女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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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明說，政府在70年
代發展經濟四大支柱，知
識分子需求大增，令草根
階層有機會向上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攝

■徐立之表示：「香
港大學的定位不是香
港一所國際知名大
學，而是中國一所知
名的重點大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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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溫故展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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