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劉遵義教授歡迎辭 

 

董建華先生、楊文昌先生、趙廣廷先生、黃麗松博士、金董建平女士 －各位來賓： 

 

 我謹代表香港中文大學，歡迎各位蒞臨《董浩雲日記》和《董浩雲的世界》的出版酒

會。 

 

 董浩雲先生是世界知名的船王，人盡皆知。他一生的奮鬥史，可謂中國航運業發展的

真實寫照；他的經歷，更是第一手的珍貴史料。因此，出版《日記》和《世界》，在學術研究

上，是極具意義的。特別是從研究香港史的角度來看：就戰後以至整個五、六十年代的亞洲

原料供應及對外貿易而言，航運當時的角色和地位，比諸於資訊發達的今日更為重要。香港

從轉口港蛻變成一個輕工業中心，得助於航運業的發展和興旺。這兩套書的出版，對了解香

港戰後商業史十分重要。作為一個學術機構，中文大學得以參與這項有意義的出版計劃，我

為此而感到榮幸。 

 

 其實，中文大學無論在社會上或者在文化價值取向上，與董浩雲先生的基業有著一定

的連繫。這些連繫可追溯至一九六零年代，中文大學那時候還是一所新生的大學，致力培養

精通中西文化的人才，貢獻社會；當年董浩雲先生旗下的「金山船務」和「東方海外」，便聘

用了許多我們修讀會計和工商管理的畢業生，到七十年代中期，據悉人數最高達六、七十人。

所以，現時於「金山船務」和「東方海外」任職的高層當中，不少也是我們中大的畢業生。 

 

 董浩雲先生熱心教育，也是眾所周知的。他創辦的「宇宙學府」，一直也有中文大學的

學生在那裡遊學，跟來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交流切磋，藉此開拓國際視野。 

 

 航運是一項國際性的事業，董先生身為一位成就斐然的航運家，他的眼光、見識，自

然也是國際性的；但他的立足點卻是他的家、他的國，他的行事為人，充分表現了傳統中國

文化的優良傳統。中文大學則一直秉承中英雙語及跨文化的教育理想，並在此基礎上努力，

目標是要成為香港、全國及國際公認的研究型綜合大學。在資訊知識全球化的今天，大學的

國際化變得更加重要。董浩雲先生的基業，一直以來都是紮根傳統、面向世界的；這一點，

正正也是中文大學的精神，大家的理念，可謂不謀而合。 

 

 最後，我要特別多謝李國章局長，他在任中文大學校長時，一力促成這次合作；我更

感謝金董建平女士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以及大學同寅的努力，特別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鄭

會欣博士和大學出版社的陸國燊博士。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