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法學博士宋健博士讚辭

一九九零年，中國科學家宋健先生應邀前往莫斯科包曼高等工業學院作學術報告。他用
流利的俄語，討論三個課題：最優控制、人口控制和偏微分方程控制。這原是三個不同範疇
的學問，但是宋先生從宏觀的角度，對各領域的課題作深入的探討，條分縷析，立論精闢，
贏得在座學者熱烈的掌聲和讚歎。會上主席以為憑宋先生的學問，原當抵得三個博士學位，
但當日只能頒發一個科學博士學位，以肯定宋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其實，這次頒發只是一
個遲來三十年的學位。宋先生早年留學蘇聯，一九六零年已經在包曼高等工學院完成博士論
文。但是因為當時中蘇關係日趨惡化，宋先生毅然放棄學位，整裝回國，投入國家科技建設
的行列。

中國的科技建設，在六十年代以後取得長足的發展。而對科技研究最具影響力的基層
理論架構就是所謂的控制論。今日一切系統工程、生命科學、人工智能等研究，無不從控制
論出發。人們利用信息的傳遞和回饋，對事或物進行控制或使用。但是，控制的方案可能很
多，在眾多的選擇中，如何定其優劣，發揮其最高性能，對科學家而言，這又是一種新的挑
戰。這一種新發展的學問，名之為最優控制論。宋健先生是最優控制論的權威，貢獻至鉅。
六十年代，他已經解決控制系統中各種有關穩定性、點觀測、點控制等難以處理的理論性問
題。七十年代，他修訂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一書，擴大並深化研究，進一步推動控制論
科學的發展。他的研究成果，成功應用到國防建設方面，建立中國第一代地對空導彈控制系
統的設計。一九八零年，他參與由核潛艇發射的固體潛地導彈的總設計工作。三十年來，他
一直是掌管全國科技研究的領導人。

控制論的研究對處理社會上許多問題也可以發揮潛力。宋健先生深切關心中國人口不斷
增長的現象。他認為任何一個社會的人口數目都會直接影響社會的發展，而人口增減都有一
定的歷史演變過程。於是他利用定量化的模式，對中國百年人口增長做出預測，引起社會各
界普遍的關注。國家也因而重新訂立人口政策和生育計劃。宋先生首創人口控制論新交叉學
科，建立人口控制模型。他一九八五年寫成的《人口控制論》，是該學科的第一部專著。世
界許多國家至今仍然奉為重要參考文獻。

隨著人口發展而來的是民生問題。中國一直以農立國，宋先生在一九八六年發起面向
農村的星火計劃，以先進適用的科技推動中國農業現代化，加快農村工業化，引導鄉鎮企業
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各地城鄉紛紛響應。一九八八年，宋先生更上層樓，推出火炬計
劃，創立高技術產業，在全國各地建立五十二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展開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積極貢獻。一九九二年，宋先生復又實施攀登計劃，重點支持前沿
性的研究，把科教興國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政策。科教興國是宋健先生提出的一個新
口號，在科技興國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教育的重要。



教育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認識歷史。宋先生說，愛國需要讀史。中國是古四大文
明之一，歷史上有所謂的夏商周三代。但是我們對商代以前的確切文明，所知極其有限。
一九九五年，宋先生組織全國精英，成立夏商周斷代工程，參與學者共二百多人，來自歷
史、考古、天文、科技等不同的專業範疇。在宋先生的統籌和指引之下，群策群力，先後完
成數十個專題研究。他們通過歷史文獻、文化遺址，以及天文記錄，取得鉅大的發現和研究
成果。二零零零年正式公佈《夏商周年表》，推定夏代始於公元前二零七零年，並明確劃出
商周各朝代的分界年代。中國歷史紀年因而向上延伸五百年，三千年的編年史從此證明是
四千年以上的文明。這一項多學科交叉科研工程再一次說明宋健先生的領導能力，和他對中
華民族歷史文明的熱切承擔。

宋健先生在科技學術多方面的成就，舉世公認。他前後出版專著十二種，發表論文
一百六十篇，獲獎無數。他曾經獲得世界多所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多國國家工程院聘
為院士。宋先生一九九五年首次訪問香港中文大學，許多年來一直關注中大的研究和發展項
目，積極鼓勵中大推廣科技的研發，貢獻良多。

古人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人生有涯指的是人所面對的時間和空間無情限制，不
容許我們做無窮盡的知識探討。宋健先生出生的年代，正是國家多難之秋。他在貧困的環境
中長大，但是他對自己充滿信心，對國家滿懷熱愛。他憑著自己不懈的努力，在學術研究上
從一個範疇橫跨到另一個領域，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都作出大膽的挑戰。他向前瞻，為未來
的中國社會定下許多發展的新路向，他回顧歷史，把古文明的上限前移一千多年。他的控制
論述，強調人如何利用智慧來對物加以一種有系統的管轄和利用。他的星火和火炬計劃，策
劃在整個黃土中國孕育新一代的青年，利用科教興國，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宋先生深
信知識能改變命運，他的成功正是他的信念的印證。他曾經說過，人生須臾，長江無窮，我
們都必須向大自然搶時間，活得久一些，多做點事。宋先生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生，今已
年近八十，老而彌堅，依然是縱橫開闔，揮灑自如。我們今天能為仁者壽，為智者言，這是
我中文大學之光。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法學博士銜予宋健先生。

此讚辭由張洪年教授撰寫



榮譽法學博士唐英年博士大紫荊勳賢讚辭 

《古文觀止》有〈子產論尹何為邑〉這一名篇，指出「學而後入政」如何重要。所謂
「學而後入政」，是指從政前必須有實幹經驗。這一從政道路，正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博士
大紫荊勳賢所走的道路。

唐博士父親唐翔千博士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經開風氣之先，在內地發展紡織企業；
八十年代初期，亦為香港電子工業之先軀，引進高新技術，培養科研人才。唐英年博士出身
企業世家，在密西根大學主修心理學，獲文學士學位後，在美國繼續進修；到一九七六年返
港，克紹箕裘，發展製衣業務，秉承父親一絲不茍的辦事作風，一切親力親為，充分掌握了
業務運作的各個環節，結果成為出色的企業家，在工業界成就超凡；一九八九年獲頒香港青
年工業家獎；一九九三年獲世界經濟論壇選為明日世界領袖；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一年連續三
屆擔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此外，唐博士也曾任香港總商會理事。從一系列的工商界要職，
我們可以看出，唐博士累積了極其豐富的實幹經驗，深知社會各階層的運作情形而為工商界
信任，出掌重要公共職務。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八年，唐博士出任立法局／會議員，成為社會
各階層與政府之間的橋樑，負起重要的溝通任務，並於一九九七年獲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參
與香港政府最高層的決策工作。

二零零二年，唐博士應邀加入特區政府出任首屆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管轄範圍包括國
際貿易、工商業支援、外來投資、信息科技、電訊、廣播、電影及創意媒體、知識產權。在
這期間，即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唐博士大力支援中小企業，包括提升基金信貸保證上
限，增加貸款項目，結果香港的中小企業獲得進一步發展，珠江三角洲的經濟也更趨蓬勃。
同時，由於唐博士長達一年的努力，促成《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使內地與香港優勢互補，兩地的經濟都獲益匪淺。

二零零三年八月，唐博士獲委任為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在這期間，非典型肺炎肆虐，
本港經濟大受影響。面對嚴峻的考驗，唐博士竭盡所能，與各界緊密合作，引領本港經濟走
上復蘇之途。當年，政府財政赤字龐大；唐博士在位四年，扭轉劣勢，財政轉虧為盈。

自二零零七年七月出任政務司司長後，唐博士負責協助行政長官施政，統籌協調跨部門
的重大決策。雖然日理萬機，在繁重的工作下，他始終和藹可親，處處展示了手揮目送的從
容。在決策過程中，唐博士虛懷若谷，穩重實幹，善於聆聽，善於集思廣益；在決策付諸實
行後，注重團隊精神，促進政府部門間的緊密配合。

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期間，香港協辦馬術比賽，唐博士兼任奧運馬術委員會主席，負
起統籌協辦工作，比賽得以順利舉行。二零零八年五月，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唐博士擔任
香港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督導委員會主席，與香港社會一齊同心協力，援助四川災區
同胞展開重建工作。二零零八年十月起，唐博士出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推動西
九文化區的發展。此外，在政務司司長崗位上，唐博士致力推動香港與廣東－特別是珠三角
地區－基建、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



多年來，唐英年博士曾參與多個政府委員會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其中包括香港貿易發
展局、城巿規劃委員會、勞工顧問委員會、建造業檢討委員會、公益金、香港城巿大學校董
會，表現傑出，對促進香港工商業發展尤其貢獻良多。唐博士於二零零零年獲頒授金紫荊星
章；二零零二年獲香港理工大學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學位；二零零三年獲香港城巿大學頒
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二零零八年獲香港公開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二零零九年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頒授大紫荊勳章。

唐博士對本港高等教育有卓越貢獻，曾出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在這期間，本港
高等教育有長足進展。唐博士的施政理念十分著重教育，強調香港的經濟要保持優勢，必須
培養並吸納最優秀人才；除加強培訓本地人才外，亦加強大專院校交換生計劃，為大專學生
提供額外宿位，以吸納各方人才，推動香港成為區內教育樞紐。

唐博士及其家族數十年來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及其成員書院均保持密切關係，貢獻
卓著。其父親唐翔千博士出任新亞書院校董會主席多年，亦曾任聯合書院校董和大學校董。
唐博士繼承父志，曾擔任新亞書院校董會副主席，為新亞書院學生設立「唐英年獎學金」，
並大力推動新亞書院發展，成立學長計劃，開展新亞書院與耶魯大學學生暑期社區服務交流
等多項活動，裨益同學。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七年，唐博士慨捐全費獎學金予工商管理學院及
工程學院成績卓越同學。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唐博士出席中大逸夫書院嘉賓講座致辭時說：「大學是研究學
問的殿堂，也是社會栽培人才的地方。中大人更是有理想、有遠見、有堅持的一群。二十年
前，政府要中大四改三。當時，中大師生堅持辦學理想，以和平的方式表達強烈的反對。今
天，我們三改四。時間證明，中大是對的。」充分肯定中大成立以來所堅持的教育理想和取
得的成果。

為了表揚唐英年博士對香港的卓越貢獻以及多年來對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力支持，本人謹
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法學博士銜予唐英年博士。

此讚辭由黃國彬教授撰寫



榮譽理學博士錢永健教授讚辭

近年生物科學領域最重大的進展之一，是科學家能即時追蹤活細胞內多種生物化學過
程。他們透過光學顯微鏡，得睹某些基因活化或蛋白表達的情形。藉著觀察這種細胞內的分
子互動過程，就能研究癌細胞的誕生和擴散，也可以一探人腦內電流傳導路徑的互動方式。
在座的一些科學家始習科學時，不曾夢想竟可窺探這些神秘旅程。這要從一九六零年代說
起，當時科學家發現有水母能在黑暗中發出光芒，因而開始抽取這些名為綠色熒光蛋白的發
光分子，用於追蹤上述種種生物化學過程。綠色熒光蛋白技術是研究利器，對其開發、改良
及應用貢獻至鉅者，正是今日出現在我們眼前的錢永健教授。錢教授研究及開發綠色熒光蛋
白的工作，發前人所未發，因而獲頒二零零八年諾貝爾化學獎。

錢永健教授生於紐約一個華人家庭，早歲肄業於哈佛學院，及後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
位，開始研究以染料追蹤神經傳遞時細胞內鈣的生成。他悉心鑽研，不斷改良染料，提供更
多選擇，並成功研發毋須靠注射而將染料導入活細胞的技術。在劍橋完成博士後研究之後，
他返回美國覓職，應聘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他在諾貝爾獎的得獎自述中，憶述一九八一
年出任柏克萊大學助理教授時，正值加州削減大學經費，該校陷於財困。儘管實驗室創設經
費緊絀，錢教授仍在其間完成了許多重要研究，同時也發表了不少精闢論文。然而，研究如
要更上層樓，非有較充裕的經費不可；而且他那種結合化學與生物學的研究，在當時的科研
界獨樹一幟，必須借助更靈活的聘任模式配合。終於他在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覓得合適的環
境，並獲該校霍華休斯醫學研究中心支持。自一九八九年移師聖迭戈工作至今，錢教授的諾
貝爾得獎項目，大都在該校完成。

錢教授從小熱愛科學，父母也樂於鼓勵，予以支持。兒時父母曾送他一套化學實驗用
具，到長大後不敷應用，任職工程師的父親為繼續培養他的興趣，又給他買來更危險的化學
原料，更容許兒子在家中地下室做實驗，當中有些可潛在不少風險。這些實驗不少也反映了
錢教授小時候的鴻鵠之志。錢教授的諾貝爾獎得獎自述中刊登了一張照片，可見一套以多個
塑膠容器、燒杯及燒瓶湊合而成的化學儀器，其作用是通過這些相連組件，產生連串化學反
應，試圖仿製阿司匹林！雖然最終未竟全功，但部分程序還是完成了，令他對科學的真諦深
有所悟。自此科學的探索精神就在他心中萌芽，攫住他的所思所想，盤據了他的想像。

錢教授參加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贊助的俄亥俄大學暑期研究計劃時，年僅十五歲。風趣
的他自嘲當年的研究製造出「許多成分不清不楚的無定形沉澱物」，還測量其紅外線光譜。
縱使該暑期研究的「數據不大可靠」，但同年年底，他還是憑此參加了全美西屋科學天才比
賽，並最終奪魁，獲頒一萬美元的獎項。他曾經寫道：「當年的那項研究漏洞百出，究竟因
何得獎，我至今仍大惑不解；並且對參加科學比賽，一直心生抗拒。」雖然錢教授對這種競
賽不以為然，但其科學生涯卻由此開展。

錢教授不僅於未冠之年嶄露頭角，歷年更因研究超卓而獲頒無數獎項及榮譽，包括
一九八三年塞爾傑出學者獎；一九九一年帕薩諾基金青年科學家獎；一九九五年亞圖瓦－巴



耶－拉圖爾健康獎、蓋爾德納基金國際獎；一九九八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銜；二零零二年
荷蘭皇家科學院海尼根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獎；二零零四年以色列沃爾夫獎醫學獎；二零
零六年倫敦皇家學會外籍會員榮銜，以及二零零八年美國細胞生物學會威爾遜獎。

錢教授追本溯源，為其華裔根源感到自豪，述及身為吳越王錢鏐第三十四世孫，說先祖
「立吳越國於杭州一帶，並大興土木，國為之昌」。近代錢氏族人也不乏顯赫之輩，錢父的
堂弟是素有「中國飛彈之父」美譽的航空工程師錢學森先生；錢教授之父錢學榘先生也是航
空工程師，曾獲獎學金負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錢教授以鬼斧神工的工程技術，利用綠色熒
光蛋白分子創造出斑爛的熒光蛋白，諸色俱備，媲美彩虹，這種工程天賦或許繼承自遠祖的
遺傳。

香港中文大學素來積極表彰成就昭著的傑出華裔人士，有鑑於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
教授的超卓貢獻，本人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理學博士銜予錢永健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