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大榮休校長錢大康：
努力適應新常態
香港以至全世界剛剛經歷了一個不一樣的

年頭。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不安和痛苦，顛覆
了社會的運作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滿張力
的本地和國際局勢，亦為人們對未來的期許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令我們安慰的，是在艱難時刻中，香港人秉持自強不息的精神，
以驚人的毅力去適應新常態，回應各種挑戰。特別是年輕人不囿於
既有規範，勇於發揮創意，他們打破學習界限，在網上繼續研習，
與師友互相砥礪；他們重新定義工作生態，學會在任何時空之中發
揮所長；最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多變年代中成長，他們將懂得如
何駕馭不確定的未來，改變世界。

我深信若大家能夠緊守崗位，努力適應世界的新常態，在今年以
至未來，我們將迎來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2021年於今天正式拉開序幕，大學作

為匯聚精英、孕育知識、栽培人才的殿

堂，對社會的發展進步提供了很大助力。

香港文匯報邀請了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八大

校長，回首2020年，展望2021年。他們認

為，國際局勢的變化、疫情反覆、社會的

動盪，為香港這個城巿帶來種種挑戰，幸

好香港人習慣在挑戰中成長，而大學的科

研力量、科創企業蓬勃發展，本港與灣區

的連繫更加緊密，加上產學研的結合，有

利香港開創未來新方向。

校長們寄語年輕人，逆境是困難也是機

遇，希望他們能積極抓緊機會，憑着香港

獨有的優勢，在逆境中背靠祖國、面向全

球，創造自己的事業和成功階梯，為香港

和祖國作出貢獻。

逆境抓機遇 創新再出發
八大校長勉年輕人背靠祖國面向全球建成功階梯

港大校長張翔：
常抱懷開放的心
過去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為世

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卻也迅速催生了
社會新常態，各國彼此攜手合作應對疫情、
重新出發。2021年是重新思考、定位，重新
啟動的契機。

新年伊始，祝願年輕人常抱懷開放的心，克服種種挑戰，在逆境中自
強，在「一國兩制」下，勇於創新，把握各種發展機遇；亦祝願香港繼
往開來，創新機遇，邁步向前。

中大校長段崇智：
懷智慧愛心勇氣
新年伊始，我祝願香港市民身體健康，平安

喜樂。2020年，全球各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在重重挑戰之中探索前路。可幸現時疫苗
已陸續推出，期盼大家可早日走出疫情的陰
霾，2021年更進步豐盛。

中大的使命是創造及傳授知識，並將知識轉化為有益於社會大眾的概念
及方案。目前香港高等院校在多項研究領域處於領先位置，加上粵港澳
大灣區及創科發展帶來的機遇，我相信香港將吸引更多全球人才匯聚於
此。我在此勉勵年輕人，只要懷着智慧、愛心和勇氣，培養終身學習及
環球視野，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將來為人類福祉作出更大貢獻。

科大校長史維：
在崗位發揮力量
轉眼間，充滿不確定和挑戰的2020年來到

尾聲，我首先祝願大家在新的一年健康、平
安。2019冠狀病毒病為全球帶來前所未有的衝
擊，生活的各個層面都遭到遽變，考驗着人們的
靈活度、適應力和解難能力。

當各地的科研人員都在加緊研究抑制及治療這種病毒進一步蔓延，科
大的科研人員亦努力不懈，研發了便㩦式檢測儀、抗菌塗層、無人車、
體溫監控技術、能製透明口罩的納米薄膜等協助抗疫，為控制疫情作出
貢獻。雖然新冠病毒仍影響着全球各國，願我們能繼續在各自的崗位上
發揮力量，沉着應對，一起迎接戰勝病毒的一天。

理大校長滕錦光：
應更加關心社會
預期2021年仍將是充滿嚴峻考驗和挑戰的一

年。然而，香港人憑着其靈活應變和堅毅不屈
的精神，一定能夠排除萬難，走向更加美好的
明天。

國家的發展一日千里，為香港帶來許多機遇。
我希望香港各界團結一致，互相扶持，充分把握國家發展、尤其是大灣區
發展為香港帶來的獨特優勢，為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譜寫新的篇章。

年輕人除了努力追求學業和專業領域上的成就之外，亦應更加關心
社會，讓自己成為兼具家國情懷和國際視野的優秀人才，並積極為香
港、國家以至全世界的福祉作出貢獻。

嶺大校長鄭國漢：
灣區大量機遇
2020是困難重重的一年，我們不但要面對本

港社會的動盪，也必須努力控制肆虐全球的新
型冠狀病毒在本地傳播，齊心抗疫。

展望2021年，雖然疫苗為控制疫情迎來久盼
的曙光，然而預計世界各地大部分的經濟體系仍
然深陷困境。中國內地的經濟一枝獨秀，不但是世界上第一個從疫情中迅

速復原的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更超越疫情之前的水平。

儘管中國經濟正面對地緣政治風暴，但專家們預測它的增長
速度將持續遠高於美國，縮短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
時間。可以預期，中國經濟，尤其是高速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將
繼續提供大量機遇給區內各行各業。因此，我希望香港市民，尤其
是年輕人，積極抓緊機會，參與其中，憑着香港獨有的優勢，在逆境
中背靠祖國，面向全球，創造自己的事業和成功階梯，為香港和祖國
作出貢獻。

教大校長張仁良：
創新精神發揮所長
新年伊始，祝願香港早日走出「疫」境，

萬象更新。面對瞬息萬變的世代，年輕人要
努力裝備自己，以正面的態度和創新的精神
發揮所長，迎向未來。

城大校長郭位：
在乎一心
心件

心空教亦空

上心研乃心

【編按：「心件（Soulware）」是郭位近年提
出的新概念，其靈感源於「物件」一詞，涵義可概括為「教育工作者對待教
研工作的心態或理念」，反映出一間大學的辦學宗旨與治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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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太陽衝開地平線的微曦中，迎來
2021年的第一天。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因為
不管逝去的日子有多麼美好或者多麼不堪，
新的一天，一切都將不再是昨天的模樣。

經歷了2019的黑暴重創，走過了2020的
疫情糾纏，面對2021，一句感歎引發無數共
鳴：香港再也回不到過去。

百味交織，悵然若失，心有不甘，這是情
緒之表；但我們更需要理性之問：為什麼要
回到過去？過去到底有什麼值得珍視？那些
曾經的珍視是否凋零失落，是否應該重建？
那些摧毀珍視的魔障，是否應該掃除？回到
值得珍視的過去，需要的是去蕪存菁而不是
抱殘守缺，需要的是涅槃重生而不是走火入
魔。

說到底，要不要回到過去，能不能回到過
去，回到一個什麼樣子的過去，都是一個變
局之問。於香港如此，於全球亦然。變局早
已開啟，變局正在入肉，變局必有定局。逃
避變局，只會被洪流吞噬；擁抱變局，才能
站立潮頭。

擁抱變局，離不開對根的情懷。無論是在
流落於祖國母體之外的殖民歲月，還是在回
到祖國母親懷抱的特區年月，深愛自己的國
家民族，始終是港人情懷的底色。從抗日救
亡、支援新中國建設，到投身改革開放、援

助華東水災汶川地震，多數港人總有一份怦
然心動甚至熱淚盈眶的美好記憶。如果要回
到過去，那應該就是我們要回到的過去。家
國情懷，可以讓我們有根、有底氣，在百年
變局的滔天濁浪中不會茫然漂泊。

擁抱變局，離不開對安身立命基石的信
念。我們不會忘記，三十多年前，當「一國
兩制」方針提出、成型時，香港人既疑又
盼，盼越深疑越大；回歸之後「一國兩制」
如約而至，疑慮一掃而空，成為香港繼續保
持繁榮穩定的最大保障。我們不堅信「一國
兩制」，還能堅信什麼？偏離「一國兩制」
正軌會有什麼苦果，這些年的政治社會亂象
還不足以讓我們惕勵？

擁抱變局，離不開對過往的自我否定、自
我批判、自我揚棄、自我革新的勇氣和決
斷。變局之前正確的、有效的、甚至可以奉
為圭臬的，變局中可能已經失效；變局之前
可以忍受的、接受的、甚至無傷大雅的，變
局之中很大機會變成致命傷；變局之前已經
為患、為惡甚至為禍的，變局之中必定讓你
無力回天。

政治上腦，為禍久矣。背靠蒸蒸日上的祖
國、聯通變化萬千的世界，這香港令全世界
艷羨的獨一無二優勢，被政治化干擾、污
名、束縛，搭上國家發展快速列車的步伐躑

躅；制度特色、管治效率、良好法治環境，
因為政治掛帥的衝擊而大大失色；海納百
川、和而不同的包容力量，被出於政治利益
的人為撕裂而喪失殆盡。痛定思痛，政治掛
帥除了讓政棍上下其手漁利，對香港、對港
人可有半分助益？把凡事政治化拋進垃圾
桶，回歸純粹的事理人性，我們擁抱變局的
心智才不會蒙昧。

因循固步，變局前縱致內傷亦似無傷大
雅，變局當頭立刻兵敗如山。後世看歷史，
新冠疫情可不僅是百年變局的助推力，根本
上就是變局的有機組成。面對疫情，歐美
說，「我以前怎麼做，現在就怎麼做；沒辦
法，也只能這麼做。」疫魔給你的回答，就
是每天幾萬幾十萬人染疫、幾千人殞命——
全球已經超過8,200萬人染疫，180萬個生命
隕落。中國說，這是一場和兇惡敵人的生死
大戰，戰時狀態、戰時思維、戰時策略、戰
時動員，疫魔難攖其鋒，感染人數不足十
萬、殞命只有數千。勝敗之間，根本的差別
就在因循固步與果斷應變。

擁抱變局，最需要的是捨我其誰的精神。
抗疫「好學生」就在身邊，就是祖國內地，
坊間「抄功課」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毫無
疑問，香港的社會文化和管治模式不同內
地，「抄」足每一項抗疫措施很難，「抄」

不好就是東施效顰；但內地抗疫的神髓是完
全可以、完全應該「抄」的。這個神髓的核
心，是人命至上的政治擔當、想到最壞的底
線思維、進退合度的科學精神；具體到抗疫
形態，就是先不惜一切代價控疫、再後想盡
辦法復常；結果是抗疫第一名、恢復經濟第
一名。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要在同一時
間幾乎「停擺」抗疫，這是何等的氣概和擔
當。正是這種擔當氣概締造了中國的「雙第
一」。

擁抱變局，需要無分彼此的共情和同仇敵
愾的合力。十三年前，沙士突襲香港，全港
戒備，醫護與萬千市民聯手，在淘大、在
威院、在全港布下鐵陣，打了一場漂亮的疫
情圍殲戰。那一幕，我們歷歷在目。2020年
初，在武漢，千萬市民與疫魔殊死相搏，四
萬醫護精英、志願者千里馳援，有人為抗疫
寫下生死狀，有人為援漢推遲婚禮，短短兩
個月就讓「疫城」解封。共情，可以把物傷
其類的悲情，升華為命運與共的豪情；合
力，可以把微不足道的個體，塑造成無堅不
摧的巨人。

變局，既躲不過也逃不離。變局，既是危
也是機。只要你我和所有香港人，抱持情
懷、信念、理性、勇敢、仁善與美好，就能
擁抱變局，化危為機。

拿什麼擁抱你，變局中的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