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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十二月七日）在恒生商學書院

第二十六屆畢業典禮上致辭全文： 
 
柯（清輝）校監、各位校董、崔（康常）院長、各位嘉賓、各位老師、各位家

長、各位同學︰ 
 
  今天我很高興來到恒生商學書院，出席第二十六屆畢業典禮，與大家分享

這個喜悅的時刻。 
 
  首先，我要衷心恭賀各位畢業同學。今天的畢業禮，標誌着你們多年努力

學習的成果，亦是你們人生路上一個重要的里程碑。相信你們的父母、家人和

朋友過去在精神上或學業上都給予你們不少支持和幫助。你們與他們分享這光

榮的時刻，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回報。 
 
  我也要特別多謝恒生商學書院的校董會和教學人員在過去二十多年為香港

培育了不少優秀的商業人才。你們不斷研究如何提升教學質素，引入更好的教

學方法，例如分組教學等等，令同學在香港高級程度會考中屢創佳績。除了注

重學業成績外，恒生商學書院亦著重學生各方面的均衡發展，切實地貫徹貴院

「博學篤行」的校訓。 
 
  今日，就讓我用「博學篤行」中的一些意義和大家一同思想。我並沒有資

格為你們校訓做註腳，只是「借題發揮」而非「司長釋法」。 
 
  「博學」如果換上「拼搏」的「搏」，我相信很多的香港學生也沒有問

題。早兩天在報章上看到國際評估機構 PISA 評定香港十五歲的中學生在閱

讀、科學和數學的能力都在世界首三名之內，很值得我們高興，亦反映香港學

生的拼搏能力及家長和學校的付出和努力。 
 
  但如果「博學」是「廣博學習」的話，香港的年青人就可能要突破傳統的

學習模式，不純追求考試成績而放眼世界和自己學科以外的知識。 
 
  常常聽到有些在香港的跨國公司批評本地學生的世界視野不足，有時也懷

疑他們是否有偏見，但當我看到調查，本地年青人十大偶像是誰（主要是本地

歌星明星），再和內地和世界其他年青人所推崇的比較一下，又不禁令我有點

擔心。 
 
  世界在不斷變化，隨着經濟的全球化，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都是一環

扣一環的。近月常提及的美國次按問題，困擾的不單是美國本土，而是全球所

有的金融市場。此外，還有全球的能源問題、資訊聯系、資金匯集，以至反恐

工作、法律上的合作等，都是對今日或者明日的你有深遠影響。 
 



  鼓勵大家真的要放遠眼光，如果有機會到外地深造的，要把握機會行萬里

路，但如選擇在本地升學或就業，也要留意世界發展趨勢，擴大自己的興趣，

廣闊地閱讀。除了可以更好裝備自己迎戰未來外，也能令自己成為一個更有內

涵的人，更能令你周圍的朋友有如沐春風之感。 
 
  「篤行」更有意思。「篤」有立志不變的意思，「行」可指實踐勵行，加

上來就是行事為人要有堅定的志向和不屈不撓的毅力。回歸十年，香港走過崎

嶇不平的路。不過，憑着香港人堅毅的精神，以及國家對香港的大力支持，我

們的經濟已經全面復甦，在過去十五個季度持續錄得強勁的增長。 
 
  今日社會和世界瞬息萬變，年青人要在環境不斷改變中仍能站穩腳，不輕

言放棄，往往這就是成功的關鍵。最近有從內地來港讀書的年青人因不適應香

港的環境和競爭，做出大家都不願見到的事情。我回想自己當年在英國留學時

也曾因環境改變面對沮喪挫敗，怎樣在逆境中仍能積極面對，可能是現代生活

相對安穩的年青人的一大挑戰。 
 
  但「篤行」也可以有其他的寓意。「篤」也有真誠、真摰的意思。「信

任」和「可靠」在商業社會中是十分重要的，你要得到別人信任，最少有兩個

層面，一是令別人對你的能力有信心，二是別人對你的品格、誠意和承諾毫無

懷疑。要在香港的商業社會發展，必須要從這些基本功做起。 
 
  最後，就算做到了「博學篤行」，事業有成，我深信要得到人生的真正豐

盛，也必須從純粹追求個人的利益中釋放出來。香港的社會節奏十分急促，很

多人從沒有機會放慢腳步，看看、想想和感受身邊的人的需要。其實，世界上

許多事物是不能以金錢或得失來衡量的，更何況社會責任與商業利益未必互相

抵觸。2006 年諾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創辦的鄉村銀行就是一個好例子。這間

銀行為孟加拉赤貧的婦女提供小額貸款，幫助她們創業脫貧，而這家銀行近年

一直錄得盈利。 
 
  希望大家都能夠用你所學的去為其他沒有你那麼幸運的人做些事，有人說

如果你在困難的時候得到別人的幫助，那是多麼幸運的事。但如果你能夠在別

人有困難時成為他的幫助，這豈不更加美好呢？ 
 
  今日世界經濟掛帥，在商業原則這個近乎宗教教條的統治之下，很多卓越

追求的背後都可惜沒有靈魂。哈佛大學有一位教授就以沒有靈魂的卓越追求為

題為美國大學教育敲響警鐘。重問一個很多人覺得很老土的問題：大學教育難

道不是培養人才造福社會嗎？數月前和清華大學一班學者晚宴，席間提到清華

在學術和商業機構合作上的成就，我問及學生都朝着賺大錢的方向走，怎樣找

人到不賺錢但又有極大需要的崗位工作呢？所有學者都嚴肅起來，異口同聲說

這是國家面臨很大的挑戰。 
 
  正如胡錦濤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十周年大會上指出，祖國內地和香港的發

展都處於一個新的歷史起點上。希望大家好好把握國家崛起帶來的新機遇，充

分運用你們學到的知識，推動時代的新發展。 
 



  就讓我說到這裡，祝願各位同學向理想和目標邁進。多謝大家。 
 
完 
 
二○○七年十二月七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