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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嘉賓： 

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

前院長馮國培教授

前院長余濟美教授

院長王香生教授

校友會會長李國忠先生

校友會副會長何萬森先生

校友會理事吳麗嫻博士

前院務主任李雷寶玲女士

撰文︰
吳家怡（05/中文）

中大聯合書院校董會前主席、聯合書院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張煊昌博士，於2023年8

月30日與世長辭，享年94歲。張博士是香港知名企業家及慈善家，多年來致力推動大

學及書院發展，垂範人間。這期《聯合校友》訪問了八位與張博士各有淵源的嘉賓，謹

此為念。

貢獻母校  勛勞卓著
張博士是聯合1958年經濟系校友，於1964年至2008年間出任聯合書院校友會會長，

歷44年之久。張博士積極推動校友事務，榮休後獲推選為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半個

世紀以來一直團結不同年代的校友，擔當了校友與母校溝通的橋樑。最初邀請他加入

校友會的，正是校友會副會長何萬森先生。何先生可說是聯合的大師兄，認識張煊昌

博士已近70年。「起初我們在華僑工商學院讀書，但他在學時曾到加拿大深造保險知

識，我又比他大一屆，所以並未認識。1956年，華僑等校合併成聯合書院，我四年級時

 碩德貽徽
—悼念聯合書院校友會

   永遠榮譽會長張煊昌博士

後排左起：院務主任陳文軒先生、吳麗嫻博士、李雷寶玲女士、李國忠先生。

右排左起：馮國培教授、王香生教授、殷巧兒女士、何萬森先生、余濟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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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年級，都修讀了陳天機教授的父親陳炳權系主任講

授的經濟循環及經濟統計兩門課。我覺得他很特別，第

一他是開跑車上學的，第二他上課會帶計算機，是那種

古董手搖式計算機！人人埋頭算算算時，他只要搖搖計

算機就成！」

畢業後，何師兄有見聯合由五校合併，同學間不太熟悉，

就想創辦校友會加強聯繫。「當時主要組織起年紀較大

的外省同學。我是適齡兒童，畢業時仍未滿22歲，那年

代很少我這樣的。例如有位蔣國忠校友，他是1906年

出生的，官拜中將參謀。那時很多人沒書讀，我很幸運，

經歷過日治時期仍有機會讀書。當時校友會就我一個

是廣東這邊人且較年輕，就想請位有名望有魄力有能力

的人加入，我就想到張博士。」何師兄在經濟系的好友

羅啟東先生因與張博士有工作往來，較為熟絡，於是聯

同羅校友一起去見張博士，大家一拍即合。張博士覺得

校友會很有意思，何師兄遂邀請他出任會長，二人始成 

深交。

張博士對校友會非常熱心，工作不遺餘力。何師兄知道

他加入校友會前也有在扶輪社、獅子會等機構服務，但

加入校友會後就集中心力，專注發展校友事務，關心學

校發展。「我們合作無間，當時還有張景文牧師、常宗豪

教授等成員一起，經常商議如何將校友會做得更好。」

何師兄續說：「中大成立後，李卓敏校長想成立單一校

友會，不包括書院校友會，時任助理教務長溫漢璋則

認為不應割離舊校友，多番商議後最終於1976年成立

籌備中大校友會聯會的委員會。」1978年聯會正式成

立，張博士出任第二副會長，及後又三度擔任聯會會長 

（1980-81，1985-86，1990-91），他出心出力，樂此不

疲。現任校友會會長李國忠先生謂：「後來聯會有製作

徽章，往後張博士出席聯會活動都會戴著，最多徽章的

就是他了，像個五星上將般登場。這些點點滴滴我們都

記憶猶新，令人懷念。」

何師兄指張博士對評議會的幫助也很大：「當時根據中

大條例，評議會的入會資格必需是中大畢業生，或1963

年中大成立前的統一文憑合格的畢業生。我們二者皆

非，就想著也不要緊，成立後再慢慢處理也可。但聯合

的年輕一代不接受，他們堅持寧願不做，也要為我們這

些舊石器時代的校友爭取權益。所以中大校友評議會是

中大創校30年後，於1993年才成立的。1992年時張博士

給中大捐了一千萬，他再就評議會的問題跟高錕校長溝

通，後來高校長修改條例，容許我們每次開會時登記就

可加入。」

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也記得成立評議會的艱難。她

早在學生時代就認識張博士了，聯合十周年院慶時，何

師兄與張博士籌辦餐舞會，找到了還是學生的殷師姐當

餐舞會主席：「在這項目中我學到了很多，也認識了張

博士，他是個很有才能又很有感染力的師兄。他喜歡叫

人全名，會『殷巧兒~』這樣叫我，很率直，同時又很暖

心。校友間很有親情，就像兄弟姐妹。畢業後各奔前程，

我較少回來書院，直至評議會成立，我才較深入地認識

他。評議會的爭議很大，很多人認為有校友會就行，為何

要有評議會？就反對成立。加上評議會是所有中大畢業

生都能自動成為會員的，沒任何關卡，而主席及兩位成

員卻可入校董會。是以評議會第一屆選舉引發了很多風

波，大家都爭著要加入。到第二屆有了選舉程序，才跟程

序進行。每年的周年會議都是盛事，很多斯文的口角，見

慣那場面的人將來到任何議會都能勝任！自此無論是校

友會或評議會，我都跟張博士有很多合作。」

張博士對中大及書院貢獻良多，他自1976年起擔任聯合

書院校董、1995年起成為書院校董會副主席、1998年起

出任基金會主席，並於2012年至2018年間成為校董會

主席，一直帶領大學和書院邁步向前。前院務主任李雷

寶玲女士對張博士關心母校的心意感受深刻：「2012年

要選新院長，校董會代表是遴選委員之一，當時就是張

博士。他本身有行程要離港，但遴選委員會要開會，他

八十年代的張博士（最右）。

張博士（右二）於2008年10月自校友會榮休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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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改了行程出席，之後有任何會議他都遷就我們的時

間，開票那天也親身過來了。他辦公室的茶几全是中大

的刊物，你可看到他很愛中大，更愛聯合。例如我們有人

事交接，他都很上心，而且他對工作承傳有詳盡的規劃，

早早就開始考慮自己退任基金會主席、校董會主席時，

由誰接任較好，他也會與資深的成員傾談商議。」

保守進取  理財有道
前院長余濟美教授說張博士「目光如炬，一針見血」，有

超強的觀察力及驚人的分析力。其中他的理財之道就廣

受稱頌，殷師姐很佩服他的理財方針：「他進取得來又

很保守！書院基金會這麼多年來花費不菲，但財政仍如

此穩健，全靠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跟著他的理財

策略去做，不會甚麼都投資，因為投資自有盈虧，或有可

能倒蝕很多，所以我們很遵守他的策略。」

前院長馮國培教授讀書時張博士已是校友會會長，故早

已知道張博士的大名。畢業後馮教授留校任教，到1982-

1985年當上輔導主任，日漸熟悉校友會。「那時陳天機

院長也很著重校友事務，他最近也過身了，我也很懷念

他。我記得森哥鼓勵學生與師兄師姐多點溝通，書院就

與校友會合辦校友日，張博士和森哥分別是主席與副主

席。森哥叫我不如加入校友會做幹事，我就開始做幹事

工作，大家就開始熟悉了。」張博士於1998-2012年共當

了14年基金會主席，其中2002-2012年，馮教授當院長

期間是基金會當然委員，故一起共事了10年。「他理財很

審慎，說基金是書院財產也是公帑，乃籌募而得，切忌冒

進，也要量入為出。曾經有個投資要決定，他很謹慎，特

意在基金會中找到商界知名人士，籌建小組細細斟酌考

慮，最後決定如何皆有理有據，不會跟風。」

馮教授認同張博士理財確然保守又進取：「他是經濟學

出身，與此同時他很愛學生，他很清楚地說基金會一定

要盡一切努力支持大學及書院發展，若資金不足，我們

身為基金會主席及委員就要努力籌集。當日他特意成立

收入與支出委員會，我們要有好的籌款策略，努力籌款，

籌到就盡全力支持書院發展；但如果收入有困難，我們

不能讓書院負債，就要開誠布公，取個很好的平衡。我

做院長那10年做基金會的過程，至今難忘。」

馮教授坦言現在自己當基金會主席，審慎理財等很多

理念及做法乃沿襲張博士：「還有簡易基金。外國或很

多大型機構都會邀請贊助人簽署每月捐款轉帳，可多可

少，只望集腋成裘，卻又持久。他有各種各樣的資料給

我們參考，不會因為自己是主席就指指點點高高在上，

他從不會，他很投入思考不同方法籌款。現時簡易基金

仍有穩定的收入由不同校友捐贈而來，我們也繼續向校

友推廣這計劃，希望每年每月書院都能有穩定收入。」

李國忠會長對張博士一直心繫校友會發展銘感甚深： 

「我們有個岑才生學長計劃，有段時間因為息率沒現時

高，有時甚至會負利率，漸漸就不夠錢了。張博士當時已

退任，但仍為校友會籌謀如何可以將計劃延續下去。他

提議不如每年加一位贊助人，做一個學年。他並非退任

了就不再理會，反而仍一直關顧我們。認識他就會知道，

其實他一點不兇，反而經常笑。」

熱心辦學  低調行善
校友會聯會成立後何師兄也是成員之一，他有意辦學，

張博士原沒興趣，認為校友會工作重在聯繫校友，不在

辦學。「但我們說服他，說辦學可凝聚力量，殷巧兒師妹

也跟他說教育是她的生命與心血，也可藉以發揚中大精

神，他漸漸接受了。辦學阻礙很多，我們本想做中大校

友教育基金會，但校方不批，最後我們用中文大學校友

會聯會教育發展公司，即現在的中大校友會聯會教育

基金會才成。當時政府還要求我們要有辦學經驗，但我

們沒有，凡事總有第一次，幸得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利

國偉爵士幫忙，我們才終於在1987年辦了第一間張煊昌

張博士（右二）非常支持學長計劃。

張博士（左三）出席聯合書院五十周年金禧生日會。 3



學校。叫學校因為我們想辦中學，但當時只給我們辦小

學，我們希望日後可轉回中學。辦了第一間，張博士就對

此生出了濃厚興趣，陸續再辦幼稚園和中學，他都全力

支持。」

現任院長王香生教授是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對

辦學也特別有興趣：「張博士很用心辦學，他由幼稚園

辦到小學中學，然後大學書院也有參與。我曾在張煊昌

中學參與校董會工作，有次我去不了開會，就去會後的

聚餐。「張中」在天水圍，有點遠，我打算預早約20分鐘

等他們會後過來見面食飯，誰知我去到張博士已安坐品

茶。他不只守時，他定會早到。有好幾次知道他會去的

場合我也會早點到，因此有好幾次與他單對單坐那20分

鐘的機會。就如那次在天水圍，他說他較少去，但那晚

因為「張中」老師也會一起來，他就很高興，問我學校的

現況。他對教育工作很上心，對書院同學也是，會問書

院及同學的情況、升學如何、可有甚麼困難等，並非為了

找話題，而是他真的感興趣。有困難他甚至會幫忙，這很

難得。我十分真誠佩服他，他行事為人都有很多值得我

學習的地方。」 

馮教授亦言張博士確實很關愛學生：「當年大學有個金

額很大的獎學金，用以支持國內學生來中大讀書的，每

年10個名額。香港正在說要擴收內地生，他10多20年前

就說大學有此宏願，該大力支持。他不單出錢，還會跟

學生談天、關心他們的進度等。」

李太也記得這事：「當年是每名學生50萬，10名就500

萬。有次我問他這麼大額的獎學金為何他會願意捐，他

說教育是影響人生的，能幫多少就幫多少，有時不單能

幫那學生，可能還能幫助到他的家庭或他身邊的人。他

行事低調，以前曾有個同學是張煊昌獎學金的受惠人，

他在中大畢業後想再升學但不夠錢，張博士知道後，二

話不說捐了錢給他，但他從來沒跟人說，他真的很有心，

為善不求名。」

何師兄也說：「張博士很鼓勵大家到海外留學。梁伯華

教授是聯合校友，在美國任教，他推薦一位叫李森的內

地生，說他成績很好，在中大畢業後想到外國深造，但

沒錢。張博士也全力支持他，供他讀到畢業，很難得。

李同學現在於美國工作，得悉張博士過世，他寫了篇悼

辭，交給梁教授送回來。張博士也很喜歡捐錢給醫院，

本地及外國的都有捐。」

提到捐款海外，校友會理事吳麗嫻博士補充：「有次張

博士組團去斯里蘭卡，原來他在那邊捐錢建了條村，叫

張村，邀請我們校友去探訪。他不單關心在香港的學

子，對其他有需要的人也不吝行善。那年代我們只知錫

蘭有紅茶，不太認識這地方，但他竟然已有跨地域跨文

化的慈善行動，令我印象深刻。」張博士對斯里蘭卡的

貢獻備受肯定，是該地駐香港及澳門名譽領事，並於

1991年獲斯里蘭卡總統授予國家榮譽勳銜。

何師兄謂張博士單是對中大及書院已功若丘山，估算他

大概捐了三千萬給大學：「對學校特別是聯合，他向來視

為家一樣大力支持。他離世，我思及他的點點滴滴，也

忍不住流淚，很傷感。他對大學對書院貢獻之鉅，大家

永遠都不會忘記他。」

待人至誠  親切細心
張博士社會地位崇高，然他最受愛戴與敬重的卻是其為

人。何師兄謂他從沒架子，所有會議都會準時出席，即

使身在外地也會特地坐飛機回港開會。馮教授也笑言： 

「當校友會會長44年來，除了必到，他更可說是從沒遲

到。我們每兩月開一次會，除唯一一次因飛機誤點外，

他從沒遲到。44乘6，264次啊！這記錄多難破！我們校

友一定要學習他這麼努力去為校友服務、與書院聯繫

的心，他退任時我在歡送會上也是這麼說的，一定要學

習，這是由衷之言。」

張博士（中）主持校友千人宴祝酒儀式。

張博士（中）及兒子一同出席校友日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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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院長余濟美教授加入中大後參加院慶及畢業典禮等

大型書院活動，看到很有領導風範的張博士，覺得他很

有威嚴，令人尊敬。「相處久了才知道他為人很風趣。我

2012-2022年接任院長，那時他是校董會主席。我上任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一起吃頓飯唄』，我受寵若驚！

這麼多年的觀察我知道他是個很守時的人，那天我特

意早二十多分鐘到，誰知竟與他同時出現！他真的逢到

必早，我們如同孩童般鬥早到，明知你早我就想比你更

早，見面就會心微笑，很開心。他很客氣，我從未吃過那

麼大的魚翅，他很喜歡吃魚翅，香港現在還容許吃魚

翅，現在因環保就不鼓勵了。」

何師兄笑言：「他的確很喜歡吃魚翅。他很有人情味。我

去台灣，他找他太太招呼我，他請我食翅；我去新加坡，

他找車接我，又找人請我食翅！」

李太說他不單客氣，也很細心。「我們經常借用他太平洋

保險公司的會議室開會。五十周年院慶時我們排戲，戲

名是《水塔下的五星戰隊》，也是借他地方排的。每次

我們去到，除了有吃有喝，還會有位員工全程在那裡幫

忙。他心細如塵，對員工也有訓練，會優先服務女士，你

會看到他很有規矩很氣派。我2006年考入聯合做院務

主任，張博士是面試官之一，他威嚴得來極親切。他待人

一貫如此，甚至我們借他地方開完會，他還會把我們送

到大堂，等電梯到了他才回辦公室。他也觀察入微，有次

開會時我電話後有個扣，用起來有點不便，他就叫同事

找了個小架子給我用。有次更笨手笨腳，我不小心把電

話掉水裏壞了。當時他在開會，但發現了就叫同事送了

部手提電話來，借我用到我手機修好，他說沒電話不行

的啊！我很感動，他觀人細緻，關顧入微，但永遠都是默

默的照顧，不會高調地大說特說，我很尊敬他。」

提到張博士招呼周到，會預備茶水點心，大家都很認

同。馮院長強調：「不單有咖啡茶水西餅，他還會記得有

人患糖尿，不能吃甜的，所以點心例必鹹甜兼備，他對

人的關懷總讓人賓至如歸。他真的很大方很為書院大

學，50周年時我們各種慶祝活動都很多會要開，排《五

星戰隊》的戲也全用他的場地，他出錢出心出力，毫不

吝嗇，是校友的絕佳典範。」

殷師姐也感慨：「他在商界及社會有很高地位，但待人接

物一直平易近人。待人以誠，誨人以德，磊落胸懷，高風

亮節，正適合描述他。」

余教授尤念他對晚輩的關懷：「我太太有腳痛問題，他

知道後就打電話給我，說『呀嫂腳痛不如去看某某醫生

呀！我同事都是看他的。』他說了個很實際的例子，推薦

我太太也去看看，我很感謝他。」

李會長也提到與張博士的相處：「張博士肯定是我們學

習的榜樣。在座最年輕的應是我了，我1986年畢業，畢業

後何師兄叫我加入校友會，不過我之前就認識張博士了。

每次周年聚會他都會來跟我們說說話，他外表很威嚴，

當時覺得他遙不可及，但加入校友會後就發現他其實很

和藹可親，很快他就大聲叫我『李國忠~李國忠~』，會視

大家為平輩相處。我有幾件事特別印象深刻。有位師妹，

是陳可欣中醫師，她開醫館時張博士親自去恭賀她。所

有事情他都身體力行，不會只說不做，很提攜後輩。畢業

數年後我準備結婚，跟張博士聊天時就跟他說我要成家

立室了，他就說：『李國忠！有好東西介紹你，我有輛車

可以給你當花車用！』他這車的車牌是3663，與『生完又

生』諧音，彩頭好。有位師兄說他就是用了這花車，後來

就生了兩孩子了！我結婚那天他車連司機借我，還不肯收

我錢。那是一台英國古董車，英國計程車那種，入滿油開

過來，結果我也確是生完又生呢！他很照顧後進，全無架

子。」李太兒子結婚時，張博士也是借車借司機，後來她

兒子同樣生了兩孩子！這花車似乎很靈驗呢！

文振球校友、殷巧兒校友、張煊昌博士及李國忠校友。

張博士（右四）出席聯合書院金禧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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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博士初見張博士時以為他身份尊貴會盛氣凌人，但認

識了才知完全不然。「當年馮教授說我是校友，要幫幫

校友會，請我回206辦公室幫手當秘書，我就認識了張

博士。當他秘書有個職責，有典禮或演講時，我會幫他

寫講稿。他很客氣，會跟我說『吳麗嫻~這次又謝謝你

喇！』我寫了他就用，不會擺大老闆架子，說這不對、那

不好要改改改的。他對任何年紀的人無論是否下屬都很

好，很有親和力，的確毫無架子。可說是『親和領導，至

誠至真』。另外有次我跟他說起自己年紀漸大，膽固醇

愈來愈高了，過了兩天，他叫秘書給我寄了點藥，說是不

用醫生處方也能吃的，看看有沒有幫助。我兒子跟他兒

子在同一所學校讀書，有時見面他就問我兒子在學校好

嗎，說他兒子DAVID讀得很快樂。我有個兒子離世，雖與

校友會無關，但他也親自來我兒子的安息禮拜了。我很

感動，可見他與開心的人開心，與悲哀的人悲哀。」

李太也謂：「他胸襟很廣闊，會盡他所能幫助每個人，甚

至遇到不太認同的人，他仍會很客氣。他事業上的成就

大家都知道，但他對人很關懷。我認識有聯合校友曾是

他的下屬，他的下屬都不用加班，放工就是放工。而且他

宅心仁厚，為人忠厚。有時有活動會請校友會聯會學校

的老師校長一起，說起活動的著裝守則（dress code）

時，他就說不要black tie，black tie會嚇怕老師。這些

年都是如此，他很關愛別人。從小事也可看到他與眾不

同，例如他的太平洋保險每年都會印派年曆，他永遠都

是11月給你，12月已可開始用，又如記事日程簿，可從今

年9月用到明年12月，無須拘泥於一年12個月。」

馮教授說他照顧學生也是無微不至：「有次他身在多倫

多度假，有學生剛畢業請他幫忙寫推薦信，那邊正下大

雪，但他為了及時給學生推薦，竟冒雪開車去很遠的郵

局寄特快回來。他當然很權威，是很資深的校董及校

友，但他很重情，待人以誠，愛學生如子侄，令人感動與

懷念。」

余教授有次與他吃飯，發現他對服務生也是同樣的態

度：「有次去個很高級的會所，張博士一下就能喊出招待

員的名字，並問他：『你女兒讀書的問題處理好了嗎？』

明顯他曾經幫過這位招待員，並很明白他女兒的需要。

這令我很佩服。如果一個有如此地位的人都可這麼細微

地對人表示關懷，他確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

李會長指出他對馬匹也一樣同情愛護：「他喜歡騎馬，以

前有養競賽馬匹，但後來就沒再養了。我問他怎麼不養

了，他說看到馬匹賽後回來身上有很多鞭痕，自己騎可以

控制，不會傷害牠，但比賽時騎師會鞭打馬匹，他心疼就

沒再養賽馬了。可見他行事自有其標準。」李太曾聽他說

過，外國馬匹退役仍可終老，但在香港馬匹退役或受傷，

卻要人道毀滅，很不人道。張博士待人忠厚至誠，無分貴

賤，是以王香生院長謂他為人處世，真是高山仰止。

為人風趣  生活多采
或許大家沒想到，張博士除受人敬重，原來還是大家的

開心果！每次開會後張博士最喜歡請大家吃飯，何師兄

笑說因為他當老闆時不一定能暢所欲言，就在飯聚時與

大家說，趣事很多。「有次他在台灣開了一家只有一架

飛機的大華航空公司，那其實是一架直昇機。當時台灣

的交通法規定飛機上一定要有廁所，直昇機也要有，張

博士就帶個尿壺上去說『這不就是了嗎』，竟也給他通 

過了！

李太說他很愛家庭：「開完會我們都會聯誼吃飯，他會

給我們看兒女的成績表。他女兒取得博士學位、兒子在

美國找到好工作時，都會跟我們分享。對兒女的成就他

引以為傲，他的快樂從心而發。如此我覺得他很立體，

不單在他的工作上，不單在他對中大的感情上，對家庭

他也是很好的丈夫與父親。」

張博士興趣廣泛，他曾組樂隊、做過輔警，李太說他還

做過掌板，粵劇有弦樂師傅及敲擊師傅，掌板就是敲擊

的。「有次他兒子買了個飛行模擬器給他，他試飛試降落

很興奮，都會跟我們分享。」

殷師姐也透露：「我們做慶典，很多時都會做餐舞會，對

邀請表演嘉賓，他很執著。我們會提議不同人選，大家

討論了很多人，但他誰也不要就要請葉麗儀，就喜歡她。

我們說葉麗儀很貴啊，他就說『我付我付不要緊！』」何

師兄也笑說：「是啊，他卸任聯會會長時，那時我們請了

麥理浩港督來，那時聯會很本事，請來的嘉賓都是司長

級官員，他就說請葉麗儀，貴也不要緊。」

殷師姐認為他對一些他覺得應該做的事、應該找的人，

攝於1991年斯里蘭卡六天觀光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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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著意很堅持的。李會長自言身為後輩，希望能學到

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的風格：「他掌握時間、做決

定都很精準，開會不會長篇大論，須討論就討論，該做

就做，應停則停，從不拖沓。很難每事評價，但與他共事

過的人都明白，他沈穩也進取，時間掌握得很好，在我

心中他真正是光輝聯合人。」

馮院長很認同：「我做院長時，他已是斯里蘭卡領事，那

時尚未有一帶一路的概念，他已說應找機會讓學生去見

識見識，說他可安排。他很細緻，與那邊國家教育部長

合辦，但快出發時有消息說那邊可能快打仗了，他就立

刻叫停，確然時止則止。他一直出錢出力，也動用自己的

人脈幫助大學，甚至首要幫書院，他對學生對校友的愛

最令人感念。我剛重看《聯合校友》創刊號，這是我上

任院長時提出要做的，我見新亞有《新亞生活》辦得很

成功，能作為聯繫校友的好橋樑，也很希望能聯繫校友

支持校友事務，同時也很希望校友可指導及協助書院發

展，就同校友會合作。張博士是校友會會長，第一時間

讚好，他說校友會一定全力支持。由2002年至今一年四

期，20多年共80多期，從沒脫稿，全在校友會一直大力

支持才能做到。他在創刊號序言中提到校友會作為學校

一部分，一定會全力支持母校發展，我很感動。《聯合校

友》至今21年了，這期用來紀念他非常適合。」

張煊昌博士是香港保險業的翹楚，成就卓越，獲頒香港

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及榮譽院士、香港公開大學榮譽

大學院士，以及英國特許保險學院榮譽資深院士榮銜。

多年來他向書院及大學慷慨捐贈，包括設立獎學金、推

行醫學研究、舉辦員生活動、添置體育設備等，造福無

數學子。縱然榮耀非凡，他卻自願收斂鋒芒，待人至真至

善、可親可敬，讓人畢生銘記、學習。張博士雖已故去，但

其恩澤已遍澆大地，定能繼續孕育世代繁花，德望永昭。

近期校友捐款鳴謝
由2023年8月1日截至2023年10月31日，書院收到以下校友的

慷慨捐款，支持書院各項發展項目，謹此致以衷心謝意！

捐款校友姓名 畢業年份 學系 捐款金額
（港幣）

捐款項目

何萬森先生 1957 經濟 $1,000 何萬森書院服務優異獎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吳自豪博士 1972 物理 $10,000 信佳國際集團獎學金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何裕光先生 1980 地理 $10,000 何裕光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梁冠鏗先生 1981 會計 $1,500 198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1,5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2,000 一般用途捐款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胡慧翹女士 1989 企管 $1,000
聯合書院第一代大學生 
入學獎學金

魏濤教授 1999 化學 $1,5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陳子蔚博士 2001 分子生物技術學 $10,000
聯合書院醫學院第一代大學生 
入學獎學金

總額 $45,400

訃告

楊智深（86/中文）
楊智深校友（穆如）於2022年6月8日因病辭世，

楊校友一生鍾愛中國文化，對劇曲、演藝及中國

茶文化都作出不少貢獻。楊智深早於1987年開始

在法住文化中心開辦全港首個茶學課程，並邀請

海外茶人拜訪雲南古樹，一直熱心推動茶文化，

至今已超過三十年。楊智深不斷推動京劇粵劇交

流，從而提升大家對不同地方戲曲文化的認知，

同現代舞臺的概念融入傳統文化。楊智深靜俏俏

地離開我們，是中國茶學、文化藝術及電影界一

個重大損失，願志同道合者弘毅承傳。

校友會會員招募
為鼓勵應屆畢業同學加入聯合書院校友會，凡應屆畢業同學於

2023年12月31日前加入聯合書院校友會，即可享終身會籍半

價優惠（即$250）。校友會更於11月9日畢業典禮當天，特別為

當日成功加入校友會的畢業同學提供拍攝專業畢業相優惠，

校友會即送專業8R畢業個人相兩張，當日畢業同學反應熱烈。

為令更多應屆同學有機會享有迎新禮物，12月31日前入會的

應屆畢業同學仍可享校友會送出由I Do攝影公司提供拍攝專

業8R畢業個人相兩張。機會難逢，入會從速。詳情請瀏覽聯合

書院校友會網頁：http://www.ucaa.org.hk/。查詢請致電本

院學生輔導處吳寶珊女士（3943 7582）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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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懷念陳天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前院長陳天機教授於2023年10月6日

與世長辭，享年95歲。本院同仁對陳院長的離去深感難過，謹

向陳院長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陳天機教授於1979年應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學系邀請，從美國

來港出任該系客座教授，1980年獲委為計算機及電子學講座

教授，1988年出任計算機科學系系主任。在他的帶領下，研究

發展一日千里。陳教授於1992年榮休，1997年獲頒計算機科

學與工程學榮休講座教授銜，2003年獲頒授香港中文大學榮

譽院士銜。

陳天機教授於1980年至1988年擔任聯合書院第五任院長。陳

院長在任內致力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並奠定了

聯合書院「非形式教育」的宏觀視野，令學生的發展不再局限

於傳統課堂授課模式，而是透過求知欲，培養在學習上積極進

取、獨立主動的能力。

陳院長一直對中大通識教育的發展提出指導方向，更親自教

授多個通識科目，並建立一門以系統概念為出發點的通識教

育新課：「宇宙、學術與人生」，竭力為中大同學開拓廣闊的胸

襟和視野。

陳院長不只在計算機科學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他學貫中西、

博古通今，深受廣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他的崇高品德，以及

對書院和大學多方面的貢獻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陳天機院長的下葬儀式已於美國西岸時間2023年11月17日下

午於美國加州聖荷西舉行，家屬懇辭花圈花籃，請折帛金撥捐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

院，以成立「陳天機教

授紀念基金」，支持書

院天機電算室的發展

及提供獎助學金。

為悼念陳天機院長，

聯合書院於2023年11
月13至18日假鄭棟材

樓地下岑才生聯合書

院校史文物館設立了弔唁閣，讓各師生、校友及公眾人士向陳

院長送上最後的敬意。各方友好也可在家屬設立的社交媒體

專頁，分享及抒發對陳院長的思念：https://facebook.com/
groups/rememberingtienchichen 。

書院67周年院慶活動
聯合書院67周年院慶典禮於10月20日於大學邵逸夫堂圓滿舉

行，書院邀請了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和本院校友香港

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任景信先生（85/市場）擔任當

天的主禮人，並在典禮上致辭。院慶典禮完結後，睽違超過三

年的院慶生日會隨即於鄭棟材樓天井舉行。生日會先由聯合

國術學會表演醒獅，隨後一眾嘉賓主持切蛋糕儀式，與同學一

起享用生日蛋糕，分享書院生日的喜悅。

校友日2023
聯合書院校友日於2023年10月28日舉行，逾120位校友及家

人一同參與。在歡迎會上，院長王香生教授致歡迎辭，並向校

友報告了書院最新發展情況，接着由校友會會長李國忠先生

致辭，感謝校友與家人支持。隨後，全體校友參與院慶生日會

及下午茶，同賀書院67周年院慶。當日，書院為校友安排了三

項活動，包括：親子朱古力布朗尼工作坊、壓花小畫工作坊及

體育活動同樂日。校友們都樂在其中，在聯合校園歡度了一個

愉快的下午。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24年3月15日出版。歡迎各校友提供最新升學、就業、喜訊等動態。稿件請於2024年1月31日或以前傳真至2603 
5412或電郵至：alumni.uc@cuhk.edu.hk。來稿請以中文撰寫。查詢請致電3943 8654與本院高級書院發展主任陸敏兒女士聯絡。另《聯
合校友》同時上載於書院網頁以供書院校友瀏覽。書院校友如不欲收取印刷版本。請電郵至alumni.uc@cuhk.edu.hk。

下期《聯合校友》截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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