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校監先生：

我十分榮幸今天可以在此向大家介紹白綺娜博士（Dr Ela Ramesh Bhatt）的成就。白博士是深受國際

社會景仰的領袖之一，她畢生致力於推動基層發展，以協助印度貧民，及為該國和其它地區的婦女爭

取權益。在印度聖雄穆罕德斯．甘地的啟發下，白博士一直竭盡心力協助印度最貧困和最受壓迫的婦

女勞工改善生活。

白博士於1952年在印度蘇拉特的馬拉勒．達哥斯．巴墨克肯達斯文學院（the M.T.B. Ar ts College）

取得文學士學位，繼而入讀位於阿默特巴德的拉魯巴克．亞．沙爵士法學院（Sir  L . A .  Shah Law 

College），1954年取得法律學位，並因致力印度法律的工作而獲頒金獎章。其後，她曾短暫在孟買的

大學教授英語。1955年，她加入阿默特巴德的紡織勞工協會，任職於該會法律部。

1972年，白博士創立自僱婦女協會，這個由貧窮自僱婦女組成的獨立工會，是同類組織的先驅，迄今

已有120萬名會員。協會的宗旨是組織勞動婦女及其家庭，協助她們爭取全面就業及自力更生，並教

育她們自行發起社會運動，以爭取婦女經濟獨立及推動社會變革。博士亦是該協會屬下合作銀行的

創行主席，該銀行於1974年成立至今，已協助了300萬名婦女。

白博士是全印度小額融資機構協會的創辦人兼主席，亦是印度婦女小額融資學校的創校主席；她同

時創辦了多個基層組織並擔任主席，該等組織包括設於紐約的世界婦女銀行、家庭勞工網路國際聯

盟、國際街頭商販網絡，及「婦女非正規勞工：全球化及組織等」；她亦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信託人凡十

年，又是新德里的印度科學暨環境中心執行董事。

白博士於1986至1989為印度國會上議院議員，其後出任印度計劃委員會成員。

她曾獲獎無數，包括：印度政府為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人士而設的帕馬施連獎（Padmashree）；印度

總統表揚國內地位崇高人士傑出服務的帕馬．布山獎（Padma Bhushan）；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

授予在其界別內有卓越成就的亞洲個人或團體的那門．墨西西獎（Ramon Magsaysay Award）；被譽

為「另類諾貝爾獎」的「妥善生計獎」，該獎項頒予「對當今世界最迫切的挑戰，提供實際可行及模範

解決方案的人士」；由美國首要勞工組織 ﹣美國勞工聯合會暨產業工會聯合會頒發的喬治．米尼暨

萊恩．柯克蘭勞工權益獎；法國榮譽勳位傑出獎；馬德里創意獎；西班牙大律師公會理事會人權獎。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白綺娜博士辭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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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白博士獲頒日本庭野和平獎，該獎表揚畢生透過跨宗教合作來實現和平的人士，博士因獻身

於改善印度貧民及受壓迫婦女的生活而獲此殊榮。

2007年，前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匯集了一批全球的傑出領袖成立「長老會」，冀能集結他們的影

響力及經驗，支持世界和平，共同解決人類苦難，而白博士正是「長老會」的成員。「長老會」對博士

讚譽有加：「在基層發展方面，她是世界最傑出的先鋒之一，並且充滿創業家精神。她以甘地思想為

指引，委身於她廣為人道的『溫和革命』，協助印度最窮苦及最受壓迫的婦女勞工改善生活。」

白博士著有由牛津出版社出版的《我們貧窮，但勢眾：印度自僱婦女的故事》。博士成就非凡，曾獲

多所世界頂尖大學頒授榮譽博士銜，包括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南非納塔爾大學等。

今天，香港教育學院有幸能授予白博士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以表揚其對世界上最困乏人士所作的

貢獻。她終生為窮人努力，是本校同人，尤其是學生們的典範；頒授這個榮譽博士銜予白博士，正顯

示本校認同並願努力實踐博士的人生理想。

校監先生，我很高興能在此介紹白綺娜博士的成就，並懇請閣下授予白博士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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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
讚

校監先生：

許鞍華女士於1972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英文及比較文學，獲頒文學碩士學位，其後負笈英國進

修電影。回港後，許女士於1979年拍攝了她第一部電影《瘋劫》，這部電影被公認為揭開香港電影新

浪潮序幕的作品。

許女士於電影工作的成就卓越，獲獎多不勝數。她憑《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及《天水圍的日與

夜》分別於第二、第 十五及第二十八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三度獲選為最佳導演，成為三度獲得該

項殊榮的唯一女導演。其中《天水圍的日與夜》亦囊括了第十五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九屆華語電

影傳媒大獎及第一屆優質華語電影的最佳導演。另外，她亦獲得「第十九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大獎，

以表揚她對保存及創造亞洲文化所作出的貢獻，是首位香港導演兼首位女性獲得此項殊榮。

今天，許鞍華女士的電影事業成就非凡，但她的光影之路其實並不平坦。她曾試過拿著劇本尋找投

資卻四處碰壁，亦曾經為拍攝電影而傾盡家財。憑著「只是喜歡把故事拍出來」的熱誠及執著，她才

有今天的成就。

作為電影界的翹楚，許女士對電影發展的推動不遺餘力。她曾擔任第三十二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

副主席、第四十一屆金馬獎評審團主席及香港電影導演會第十一屆會長，為該會成立以來第一位女

會長。

參與電影工作超過三十年，許女士以鏡頭拍下無數膾炙人口的光影故事，被譽為華語圈最有影響力

的女導演之一。她敏銳大膽、細緻不凡的創作風格在呈現社會現實的同時，亦反映人情較深層的內

容，往往發人深省。她亦憑著所導演的作品展現她對人文的關懷、社會歷史的關注以及家國情懷。

校監先生，本人謹此引薦許鞍華女士，為香港教育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以表彰許女士長期致力於電

影工作及推動文化事業的貢獻。

榮譽人文學博士 辭
讚

許鞍華女士，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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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
讚

校監先生：

能夠在這 向大家介紹即將獲本校頒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的祈雪蓮教授 (Professor Sharon Lynn 

Kagan)，是我莫大的榮幸。祈教授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幼兒學者、研究專家及發言人，致力提升兒童及

其家庭權利；她具備獨特才能，積極推進有關幼兒議題的思維、學術、實踐方法和政策的發展，影響

了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兒童，因而享譽國際。祈教授曾與不同區域的國家攜手合作，不管是東南亞

或非洲貧窮地區、東歐及南美洲的新興國家，以至亞洲、歐洲及美洲等地區的已發展國家，她均能運

用個人和其他人的研究所得，改變兒童的教育、發展及生活環境；其工作備受各國元首、部長，以至

世界各地的教育界及工商界領袖一致認同和讚許。

祈教授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出任要職，包括為幼兒及家庭政策弗吉尼亞及倫納德．馬克思

冠名教授，和轄下的兒童及家庭國家研究中心聯席總監，以及耶魯大學兒童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在出

任這些職務之前的30年，她曾任職耶魯大學兒童發展及社會政策中心、州份及地區教育機構的行政

工作；也曾是一位成功的幼兒教師，及曾任紐約市長辦公室的幼兒教育總監。

此外，祈教授致力協助全球多個組織及政府，制訂及實施與幼兒有關的經濟策略、教學方法及行政

政策。她在多個全球組織擔任顧問，並定期提供意見，包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教育、科學及

文化組織、經濟合作開發組織、世界銀行及美洲開發銀行等。教授亦曾跟多個國家的教育及衛生部

門共事，包括亞美尼亞、澳洲、孟加拉、玻利維亞、巴西、柬埔寨、智利、中國、厄瓜多爾、埃及、法國、

格魯吉亞、加納、約旦、哈薩克、老撾、萊索托、馬拉維、摩爾多瓦、蒙古、巴拉圭、南非、瑞典、塔吉

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及越南等。教授早於20年前已開始與香港的幼兒機構及專上院校合作，並支援

香港的學前學校。

在其家鄉美國，祈教授出任白宮、國會、全國州長協會、美國教育部、衛生與人類服務部，以及多個

州政府、基金會、企業及專業協會的顧問。她目前為逾40個國家級的委員會和小組服務，亦是眾多

基金會及企業炙手可熱的顧問。祈教授亦獲同輩選舉為國家兒童教育協會會長，這是全球代表幼兒

權益的最大規模組織；她並獲美國總統委任為全國教育目標第一目標小組的聯任主席，為幼兒入學

準備度訂立準則。此外，她出任全國早期教育問責專責小組主席；也是美國支援家庭組織的董事會

主席，及為多個組織的成員，包括美國克林頓總統的教育交接團隊、先導計劃全國委員會第一分組

以及享譽昭著的美國科學院轄下的幼兒護理、早期數學及早期幼兒教學法多個專責小組等。

榮譽教育學博士 
祈雪蓮教授



8

祈教授憑其優秀學養，以及對實務和政策執行的透徹了解，為上述眾多組織、機構和多個國家帶來

巨大貢獻。作為一位教師、研究人員及學者，教授至今已完成寫作及編輯15冊書籍及逾250篇文章，

探討題材廣泛，包括家長及社區參與，早期發展的相互關係、兒童權益、公平服務分配、系統發展及

變革、部門整合、協作、雙語教育、融資、監管、專業發展、幼兒工作人力資源、社會項目評估、幼兒過

渡及教學法理論等。她亦是多個重要國家級及國際級研究團隊的成員，參與有關幼兒服務的性質、

質素及推行的研究工作。

祈教授曾獲世界先導的基金會及政府資助的研究多不勝數，她的研究極其嚴謹，水準超卓，更以具

創見著稱。她領導研究團隊重新定義入學準備度，為發展中的幼兒系統訂立要則，開創有關幼兒教

育領導的新願景，及重構幼童與家庭過渡期的理念。教授成功使一向備受忽視及缺乏資助的幼兒教

育地位提升，並且在全球廣受關注，成為多國的重要政策議程。

祈教授掌握幼兒教育前線的第一手資料，同時長期浸淫於幼教研究，令她成為知名的倡導者，持續

推進幼教概念及實踐。她的領導才能及敢於創新、突破傳統的作風，備受肯定，而且被廣泛認定為當

今獨具識見的學者，經常更新實踐方法和政策，使實務和政策能關顧到兒童及家庭服務的公平性及

質素。

祈教授屢次獲榮譽嘉許及頒授獎項，顯示其畢生的工作成就備受肯定。她曾獲惠萊克學院頒發榮譽

博士學位；最近被美國教育研究學會頒授院士銜；她亦是唯一一位女性獲頒美國三項最重要的教育

殊榮，分別於2004年獲全美州級首席教育官理事會頒發傑出服務獎、2005年美國國家教育統籌委員

會頒授雅各．布萊恩特．科南特終身教育服務獎，以及麥克葛羅教育獎。然而，令祈教授最感欣慰的，

乃其門生能學有所成，於各領域擔當要職；以及其家庭和樂，充滿關愛，對她支持有加。

校監先生，我十分榮幸能夠在此介紹祈教授的成就，並懇請閣下授予祈教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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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先生：

我以十分榮幸和敬重的心情，向大家介紹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梅維 教授 

(Professor Victor Henry Mair)。

梅維 教授是美國著名漢學家，在中國古代文學和文獻、敦煌學和中西交通史等研究領域享有世界

聲譽。他著作等身，發表的學術作品，除了上百篇論文和評論，還包括20餘種著作，如敦煌學方面的

《繪畫與表演》（1988）和《唐代變文》（1989），中國文學方面的《哥倫比亞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 》

（1994）和《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2001），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塔里木乾屍：古代中國與當地早期

來自西方的居民的秘密》（2000）和《古代社會的接觸與交流》（2006），哲學方面的帶有注釋和評

論之翻譯作品《老子》（1990）和《莊子》（1994）等等。他的許多論著被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

文字，在學術界廣為流傳，成為經典。這些傑出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梅教授在國際漢學研究領域的重

要地位。

梅維 教授之所以能在漢學研究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對中國古

代文化的真摯感情和對學術研究的長期不懈追求。第二、堅實的學術基礎和跨學科的研究視野。

1967年，已經獲得英國文學學士學位的他，接受了一個基金會的建議，轉向亞洲研究，並因此進入美

國華盛頓大學學習印度佛教、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學習漢語、藏語和梵語。從那時起，他就與中國

古代文化的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為了學術研究的需要，梅維 教授四處求學，得到了許多學術大師

的親炙，並先後獲得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研究榮譽學士學位（1972），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

言與文明系中國文學博士學位（1976），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文研究碩士學位（1984），為其日後成

為世界著名漢學研究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梅維 教授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更在後者 ﹣美國開國元勳弗蘭克林創建的著名

學府 ﹣工作了30年。在此期間，他頻繁地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學府和研究機構擔任客座，包括位於北

卡羅來那的美國全國人文研究中心、杜克大學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日本的京都大學、中國的北

京大學、瑞典高等人文研究院以及香港大學，彰顯出他作為世界級學者的尊崇地位。

榮譽人文學博士 
梅維 教授



12

梅維 教授將中國古代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中進行研究，尤其重視古代中國與西域諸國

的文化聯繫，重視中國資料和非中國資料的互證，重視書面材料與考古資料的互證，因此每每有重要

的發現。如他對變文這一盛行於唐宋時期的文學形式的研究，對唐代近體詩起源的研究，等等。尤其

是他對新疆吐魯番乾屍的開創性研究，更引起歐美學術界的轟動，並且為敦煌學增添了新的重要內

容。

梅維 教授長期致力於美中學術交流，從1980年代初開始，他幾乎每年都要訪問中國數次，到大學

和研究機構從事學術活動，到西部地區進行田野考古和考察，不但把海外最新的學術動態和資訊傳

遞進去，同時把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介紹出來。不惟如此，他還協助許多中國學者到美國訪問進修，

開闊他們的眼界。所有這些，在今天似乎平淡無奇；然而，任何一個瞭解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人並不

難明白，這在十幾二十年之前又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說到梅維 教授的學術成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夫人張立青教授。1969年，梅維 教授在華盛頓大學

與這位臺灣大學的高材生共結連理，後者成為他41年的生活伴侶和學術助手。兩位志同道合的學者

一道致力於美國中文教學改革和發展，一道推廣拼音文字，一道編寫ABC漢英詞典，一道在中國內地

開展掃盲工作，成就了一段中美感人的愛情佳話。

校監先生，梅維 教授對香港的教育亦有貢獻。十年前他曾在香港大學擔任傑出訪問教授，今年暑

期，他應邀來香港教育學院擔任中文學系訪問教授、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不但進行

系列專題演講，與同事合作研究，亦對語文學院新開設的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課程的發展提供了十

分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他對該課程的方向給予高度的評價，惠允會來承擔部分課程的教學工作。

校監先生，鑒於梅維 教授對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和教學，對中美兩國在人文科學領域學術交流所作

的傑出貢獻，本人謹向閣下建議授予他香港教育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