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讚辭 
榮譽教育學博士 
霍華德 •加德納教授 
 
主席先生： 
 
我感到莫大榮幸，能夠在這 向大家介紹，即將獲本校頒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的霍華

德˙加德納教授。加德納教授是飲譽國際的心理學家、德高望重的學者、具影響力的作

家及廣受尊崇的教育家。他逾四十年的事業，成就超卓，對促進教育新銳的發展，屢有

突破貢獻。 
 
加德納教授 1943 年生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的斯克蘭頓，當時他父母已逃離納粹德國五

年；一個一般家庭能作此遷徒，實是一大成就。加德納教授是家中首名大學生，入讀哈

佛大學屬下的哈佛學院。1965 年，他取得社會關係文學士學位，隨後於英國倫敦經濟

學院深造，再返回哈佛大學修畢社會心理學博士課程，專攻發展心理學。1971 至 1974
年間，加德納教授在哈佛醫學院及波士頓大學失語症研究中心完成博士後研究員工作。 
 
1972 年，加德納教授出任「零計劃」的聯席總監。「零計劃」由哲學家尼爾森˙古德曼

教授創辦於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研究如何通過藝術提升教育效能。1981 年，加德納

教授獲頒授新聞媒體慣稱為「天才獎」的麥克阿瑟獎。 
 
加德納教授最廣為人知並備受推崇的成就之一，就是他的多元智能理論。這個理論批判

了當時普遍觀念，認為人類只有一種智能，並可單憑標準的心理測量法就能評估；相反，

多元智能理論提出人類擁有多種相對獨立的智能，包括語言智能、邏輯數學智能、音樂

智能、身體運動智能、空間智能、人際智能、內省智能、自然觀察智能及其他類型的潛

能。 
 
加德納教授在三十五年前發展這個理論，並於 1983 年著書立說，出版獲獎著作：《心智

結構：多元智能理論》，隨即引起巨大迴響，尤以教育界為甚。該理論特別提倡教育個

人化，因材施教；理論又倡議以多種方法教授重要知識，從而令教育多元化。今天，多

元智能理論不單已為全球教育工作者信奉，亦深為學者、心理學家、家長、學生、傳媒，

以至普羅大眾接受，並予以討論。 
 
1986 年，加德納教授獲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聘為終身教授。據該研究院前院長帕特里

夏˙阿爾貝里˙格雷厄姆憶述：「儘管學術著作等身，又具超卓的籌款能力，他卻是本

教育研究院及哈佛大學最忠誠和最高效的教師與公民。成就非凡，尤其國內外均廣受認

同。」 
 



自 1995 年起，加德納教授一直出任「零計劃」督導委員會主席，與一眾同事開展多個

研究項目：以表現為本的評估工具設計、了解教育、運用多元智能理論發展更個人化課

程、教學及教學法，以及跨學科的教育素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加德納教授還夥拍心

理學家米哈賴˙契克森米哈賴教授及威兼˙達蒙教授，開展「美善工作計劃」，研究如

何令工作表現卓越、專注投入，並具有操守。現時，這項計劃已納入另一個更龐大的研

究計劃「美善計劃」內；「美善計劃」涵蓋多方面的研究，包括「美善娛樂」與「美善

公民」等。 
 
近期，加德納教授聯同「零計劃」的資深夥伴林恩˙布雷達與溫迪˙費奇曼作多次反思

會議，以期提升年輕人對良好工作的理解與表現。教授又與「零計劃」的嘉莉˙詹姆斯

和其他同事，一起探索當代社會的互信本質，以及使用新數碼媒體所涉及的倫理問題。 
 
加德納教授曾出版 29 本專著，給翻譯為 32 種語文，並發表過數百篇文章。他的著作大

部分是為普羅讀者而寫。除了刊載於學術期刊逾 450 篇論文，內容涉及發展心理學、神

經心理學、教育、美學、倫理學及社會科學外，他亦曾在普羅讀物中刊載過逾 350 篇不

同題材的文章、為專書撰寫序言和書評等。他的最新專書，與凱蒂˙戴維斯合著的《手

機世代：今天年輕人如何在數碼世界尋索身分、親密關係與想像》已於 2013 年 10 月出

版。   
 
在香港，教育局確認教育的目的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及培養其終身學習能力；過程中，

加德納教授的研究著實起了極大作用。2002 年，他應邀來港作一系列演講。他的專書

《霍華德˙加德納在香港》載述四個課題，均為他於上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研究心得。

他與「美善工作計劃」同僚合著的專書《美善工作：當卓越與道德相遇》於 2003 年獲

選為香港十大最重要書籍之一。而他迄今出版的 29 本著作中，17 本已翻譯成中文，充

份彰顯他在華語社會的知名度。 
 
加德納教授現為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約翰˙霍布斯及伊麗莎白˙霍布斯認知與教育學

教授，並兼任哈佛大學心理學系客座教授及「零計劃」高級總監。他在一篇自傳文章中，

描述自己為一名社會科學家及公共知識分子，從認知或發展心理學的視角研究社會問

題。 
 
加德納教授獲得來自保加利亞、智利、希臘、愛爾蘭、以色列、意大利、南韓及西班牙

等國共 29 所大學頒授無數的嘉許、獎項及榮譽學位。2005 及 2008 年，他更獲美國的

《外交政策》及英國的《展望》雜誌推選為 100 名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1989 年起，他均名列《美國名人錄》中，亦曾獲頒授意大利總統皮歐˙曼祖勳章，以

及在 2011 年榮獲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社會科學獎。 
 
主席先生，加德納教授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智能本質的理解，從而帶來教育界的變革。能



在這裡介紹加德納教授，我深感欣喜與榮幸，並懇請 閣下授予霍華德˙加德納教授榮

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讚辭 
榮譽人文學博士 
顧嘉煇先生, MBE, BBS 
 
顧嘉煇先生是本港著名作曲家與編曲家，被譽為香港粵語流行曲風潮始創人之一。他多

年來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傳遍世界各地華人社會，為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

人物。 
 
顧嘉煇先生 1931 年生於廣州，1948 年移居香港。由於受到加入歌壇的姐姐顧媚影響，

他開始跟隨樂師學習鋼琴，不久便於六國飯店擔任琴師，並組成小樂隊演出。期間，他

亦為各大唱片公司服務，包括為紅極一時的任劍輝、白雪仙錄製粵曲戲寶，因而熟悉中

式曲風，為日後創作風格奠下基礎。1961 年，美國波士頓克萊音樂學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校長於六國飯店聽過顧先生演奏後，主動邀請他往美國深造，並豁免其學費，

顧先生因而成為該校第一位外國學生。在校一年多，顧先生深入修習樂理及多種樂器，

尤其專心學習編曲技巧，期間以作品《夢》參加電影《不了情》作曲比賽，獲選為插曲。

回港後，顧先生為邵氏、嘉禾等電影公司服務，參與電影作曲、編曲及配樂等工作；1967
年，加入剛啟播的無電視。其時，香港樂壇仍以歐美及國語流行曲為主，粵語歌一直未

受重視，難登大雅之堂，但顧先生於 1974 年創作的電視劇主題曲《啼笑因緣》，風行全

港，掀起粵語流行曲熱潮；並被譽為粵語流行樂壇開山之作。1981 年，早已享負盛名

的顧先生再次前赴美國深造，研習電子音樂、十二音列等，務求進一步提升音樂造詣，

可見他對音樂事業的熱愛與執著。 
 
顧先生作品豐富，曲風廣泛，而且深入民心，多年來仍廣泛流傳於華人社區，歷久不衰。

他的創作以曲式簡潔優美見稱，其中又以中國小調作品備受讚賞，當中不乏如《京華春

夢》這類婉約柔美之作，但瀟灑鏗鏘的曲目亦可隨手拈來，《上海灘》、《小李飛刀》便

是其中佼佼者。不過，顧先生對西式曲風的掌握亦十分純熟，他於 1974 至 77 年間所創

作的多首電視劇主題曲，如《家變》、《大亨》、《奮鬥》等作品，充分顯示他在西式作曲

及編曲方面，同樣功力深厚。這些不同風格的作品，配上顧先生出眾的編曲技巧，令人

一聽難以忘懷，再聽更回味無窮。值得一提的是，在頻繁創作之中，顧先生仍嚴以律己，

要求每首作品均有其獨特之處；因此，他所創作逾 1,200 首歌曲，從無相互雷同之作，

實無負香港「樂壇教父」美譽。 
 
顧先生的創作生涯中，他與黃霑先生相知相惜的故事，最為人津津樂道。二人合作無間，

顧先生不同風格的作品，配上黃霑的文采，成就多首經典作品。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本地電視劇大行其道，這些悅耳的作品便隨著電視長劇每晚播放，由香港輾轉流入中國

大陸及海外華人聚居之地，風靡全球。顧先生與黃霑先生攜手創作的《獅子山下》更成

為了香港精神的代表，它的經典旋律與歌詞時刻提醒香港人在逆境中團結奮鬥，無畏更

無懼的精神。顧先生在香港文化的地位舉足輕重，本地大學的碩士課程內「香港史」一



科也以他為普及文化的代表人物；黃霑先生更在博士論文中形容顧先生所寫的主題曲從

旋律、結構、節奏至編曲皆有獨特的創新性，讓觀眾耳目一新，易記易唱，西化之中有

東方韻味，唯香港獨有。 
 
多年來，顧先生不但多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台灣金馬獎，以及亞洲電影節之最佳音

樂與歌曲獎，亦曾獲不少廣播及音樂機構頒發最高榮譽獎，當中包括香港電台與香港作

曲家及作詞家協會聯合頒發的「最高榮譽獎」、香港商業電台的「最有貢獻作曲人大獎」、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的「音樂成就大獎」、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以及百事音樂風雲榜「終身成就獎」等。他亦於 1982 年獲英聯邦政府頒發「大英帝國

員佐勳章」，並於 1998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銅紫荊勳章」。 
 
移居加拿大後，顧先生減少作曲，並在姐姐顧媚鼓勵下執起畫筆，重拾童年志趣。事實

上，顧先生父親顧澹明是一位業餘畫家與古董鑑賞家。顧媚、顧嘉煇及顧嘉鏘三姊弟均

深受父親及其書畫名家友儕影響，幼年已開始習畫。顧先生更曾師從著名畫家徐東白與

趙少昂。退休後，姊弟三人重拾畫筆，饒有成就，並於 2006 年舉行名為「萬水千山總

是情」的聯合畫展，收益用以支持有志從事音樂工作的年輕人繼續進修，可見顧先生對

音樂界的顧念和對文化承傳的重視。 
 
主席先生，鑒於顧嘉煇先生於音樂界的崇高地位及傑出貢獻，我謹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

人文學博士學位予顧嘉煇先生。 
 
  



讚辭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劉鳴煒先生, BBS, JP 
 
主席先生： 
 
劉鳴煒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慈善家、成功的商界領袖，為善最樂，不甘後人，惠澤本港、

祖國乃至海外廣大社群；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有口皆碑的，是他對香港及內地的教育

事業發展的貢獻。 
 
劉先生現執掌香港著名上市公司華人置業集團，出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劉先生先後取得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法律學士學位、倫敦經濟及政治科學學院法律碩士學位；2007
年，劉先生以 27 歲之齡，就取得國王學院法律哲學博士學位。 
 
劉先生的博士學位研究以「信託與信託法的經濟功能」為重點，其論文更於 2011 年獲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為《信託制度的經濟結構》，中譯本預期亦將於今年底付梓。

2013 年，劉先生更於著名的哈佛私法研討會中，發表題為《以歷史及經濟角度觀照受

益權之本質》的論文。 
 
劉先生現為美國紐約州註冊律師，並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回港發展前，他曾於倫

敦為國際金融機構高盛集團及 Longview Partners 工作。 
 
認識劉先生的人對他淵博的學識與卓爾不群的領導能力固然印象深刻，但他那謙謙士人

的性格和對人總是關懷備至的態度更教人折服。和他相交的人，無不讚佩他的樂善好施、

委身奉公。 
 
此外，劉先生主理其家族的劉鑾雄慈善基金。基金為推動教育事業不遺餘力，曾慷慨捐

助本港、內地及海外不少院校。其中犖犖大者，當為劉先生支持母校國王學院旗下中國

學院的發展；該學院其後更以劉先生家族名義重新命名。國王學院盛稱是項捐獻能「帶

來重要的改變」。劉先生表示，他期望是次捐獻能透過學院致力促進中西思想交流的目

標，並支持因應中國在世界擔綱角色日漸重要的實況，從經濟、政治及文化意識型態等

範疇開展研究；為香港及內地下一代的發展出一分力。 
 
劉先生的慈善基金對香港教育學院一直慷慨支持，包括 2010 年捐助亞太領導與變革研

究中心，並設立教育領導冠名講座教授席；基金亦支持本校的創意藝術及文化、大中華

研究項目，以及優化全日制學士課程學生海外體驗學習等計劃。基金對本校支持不斷，

包括 2013-14 年度對亞太領導與變革研究中心的捐助，以推動中心尖端研究及知識轉移

工作，由此提升本院的國際地位，使中心成為在教育領導及變革方面最具影響力的機構



之一。本人作為亞太領導與變革研究中心總監，以及劉鑾雄慈善基金「國際教育領導」

冠名講座教授，我很榮幸於過去數年與慈善基金合作；而劉先生及慈善基金對教育未來

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績斐然，實在令人欽佩。 
 
除了高等教育外，劉先生還熱心關注有需要兒童的福祉。在中國內地的農村因為許多家

長為謀生計，離鄉到城裡打工；出現了大量留守兒童，同時衍生了連串家庭及社會問題，

四川省即為其中一個備受影響的地區。劉先生透過躬身探訪與四川省及地區當局緊密交

流得悉有關情況，當即捐贈人民幣 500 萬元，成立 250 個「留守兒童之家」，為孩子們

提供安全環境及充足設施生活及學習。是項捐輸惠澤接近十萬名兒童。經濟援助外，劉

先生更親赴四川綿竹探訪當地留守兒童。2008 年汶川大地震之後，劉先生即以其公司

名義慷慨解囊，協助災民紓解燃眉之厄。 
 
劉先生現為四川省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榮譽校董，以及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董。他

同時出任香港智經研究中心副主席；該獨立智庫組織專注研究香港長遠競爭力及社經發

展。劉先生身兼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社會

參與專責小組之增補委員、外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金融基建委員會委員，以及城市大學

校董會成員等要職。劉先生極為關心「香港精神大使」計劃，更為該計劃創辦成員之一。

該計劃創立於 2010 年，旨在於香港社會提倡逆境自強、堅毅奮發的精神，並推廣積極

樂觀的文化精神面貌與正向的身份認同。 
 
主席先生，劉鳴煒先生無疑是卓越的公眾人物、年輕的商界翹楚，為善更不甘後人。我

很榮幸能在此為劉先生宣讀讚辭，也懇請 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劉鳴煒先

生。 
 
  



讚辭 
榮譽教育學博士 
沈金康先生, BBS, MH 
 
主席先生： 
 
沈金康先生即將獲本校頒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能夠在這向大家介紹沈先生，我感到

莫大的榮幸。沈先生是一位傑出的單車（自行車）運動員及教練，對中國和香港的單車

運動作出巨大貢獻，由他訓練出來的多位單車運動員更成為蜚聲國際的世界冠軍。基於

沈先生對體育貢獻良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先後頒予沈先生香港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

（1999 年）、榮譽勳章（2006 年）及銅紫荊星章（2011 年）。 
 
沈金康先生生於中國上海，自小熱愛單車運動。1973 年，入選上海市自行車隊，翌年

進入國家隊，先後取得國內多個自行車比賽冠軍；1970 年代末，更譽為中國最佳自行

車運動員。 
 
可惜，在運動生涯邁向高峰之際，沈先生竟遇上意外，導致殘疾。時為 1980 年，當時

沈先生與一群自行車隊友到鄰近上海的江蘇太倉市作公路練習，一輛卡車突然迎面而來。

沈先生首當其衝，但為了保護後面的隊員，他選擇急剎車，因而不幸給卡車撞倒，從此

失去一條小腿。不過，這次意外並沒有摧毀沈先生對單車運動的熱愛和鬥志。雖然不能

再當運動員，他決定進修體育知識，以期轉任自行車教練。 
 
他先於上海體育學院攻讀，畢業後再到北京體育學院研究所進修，並於 1995 年獲頒授

教育學碩士學位。在學期間，沈先生汲取各種先進的體育訓練方法及運動科學知識，作

為他日後教練生涯的寶貴養份。他在上海體育學院畢業後，曾出任上海自行車隊教練；

1985 年，更成為中國首位以票選方式產生的自行車國家隊男隊主教練，之後出任中國

國家自行車隊總教練近十年，並先後出任中國教練委員會委員及主任委員。任教練期間，

他率領國家隊在亞運會等國際賽事中，拿下多面金牌，大大提升中國自行車運動的實

力。 
 
1994 年，香港單車代表隊亟需優質培訓，以爭取廣島亞運會前六名成績。此時，中國

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委派沈先生前來香港，實踐使命。自此至今凡二十年，他一直擔任

香港體育學院單車總教練，以及香港單車隊總教練。當年香港隊資源極為匱乏，既欠缺

裝備和經費，更沒有職業運動員；但沈先生仍悉力以赴，在惡劣條件下與運動員一同奮

發。結果，現時已為單車名將的黃金寶當年即勇奪該次亞運會的第四名。沈先生完成是

次任務後，一直留港培育香港隊，多年來練就了多名屢獲世界冠軍及金牌的傑出運動

員—黃金寶以外，還有李慧詩、郭灝庭和黃蘊瑤等；而前三者更是香港教育學院學生。 
 



沈先生結合了精準的運動科研資料來訓練運動員，並因而於 1991 年獲得國家體育科學

技術進步一等獎。他經常以電腦分析數據，監測運動員訓練時的心跳、血液情況、身體

水份、乳酸值及帶氧量等，按著不同情況為運動員度身訂造訓練策略。曾有運動員於媒

體指出，沈先生率領隊員參加世界賽事前，先作過無數測試和科研才出賽；比賽期間，

沈先生更會每晚觀看對手參賽錄像和資料作分析，從而制定策略。 
 
沈先生誠為一位出色教練，多年來獲嘉許無數。1998 年，更被評選為中國 1997 年度十

佳教練；而在香港，他更曾七次奪得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頒發的優秀教練獎。 
 
沈先生的得意弟子、剛於今年秋天在仁川亞運會單車賽中勇奪金牌的女車神李慧詩，對

沈教練的艱苦投入和工作認真，表達了由衷的敬佩。她說：「很多人說，在香港做運動

員很難，但又有多少人會提到做教練更難？運動員在比賽場上，就像戰場上衝鋒陷陣的

將軍；而教練卻是整個戰事的元帥。從訓練比賽、行政財政，到運動員的起居飲食、交

通接送等，無一不是由教練管理。亞運會賽事期間，早上六時教練已開始準備；傍晚比

賽完結後，還須與團隊開會，分析數據，以制定翌日比賽的方案、安排工作人員崗位及

暫無賽事的運動員訓練計劃。教練每天只睡兩小時；開會時，看到他雙眼只剩下一條線，

卻仍撐著眼皮把一切交代清楚。有一次，他在工作室真的累得睡著了；看到他一臉倦容，

真不忍心把他喚醒。」 
 
李慧詩續讚嘆：「教練常說：『誰可以堅持到最後，誰就是英雄。』他從七十年代當運動

員，其後轉型為教練，到今天已四十多年了。他一手帶動香港單車運動，提倡系統性訓

練，成就亞洲單車在世界比賽中最高榮譽（彩虹戰衣）的夢想。我想，他才是那位堅持

不懈的英雄吧！」 
 
主席先生，能夠在此述沈金康先生的成就和他對運動教育的貢獻，我感到欣喜及光榮。

懇請 閣下頒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予沈金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