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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碼上看

摩根：美聯儲11月若加息
將加大衰退風險

掃碼睇文

球星拱照香港網球公開賽
6大女球手加入戰陣

掃碼睇文

金秋嶺南，春華秋實。蓬勃灣區，大潮雲湧。
2023年是嶺南大學建校135周年暨在香港復辦56周年，

學校輾轉多地，鍥而不捨，始終堅忍不拔、文脈賡續、英才輩出。今年9月，來自
數據科學領域的世界頂級科學家秦泗釗教授正式就任嶺南大學校長，他將為這所

百年名校帶來怎樣的變化？時值秦校長履新之際，香港商報記者來到青山
疊翠的屯門虎地，專訪了秦泗釗校長。

香港商報記者 王軍 徐艷瓊 楊琪

本報專訪嶺南大學校長秦泗釗本報專訪嶺南大學校長秦泗釗

百年名校 弦歌不輟
人文薈萃 弦歌錚鳴

嶺南大學始自於公元1888年清光緒年
間建立的廣州格致書院，因時局動蕩，
學校輾轉多地，數度遷徙。中間雖曾一
度中斷辦校，但在嶺南人鍥而不捨的努
力下，1967年在香港成功復校。這些曲
折經歷為嶺南大學更增添了厚重氣息，
秦泗釗校長就在社交媒體發文感嘆：
「來嶺大近兩個月，越發感覺這是一所

默默耕耘的優秀大學，有輝煌的辦學
歷史和厚積薄發的校風。」

雖然是數據科學家，秦校長卻對歷史
特別是嶺南大學的歷史有濃厚的興趣
和細緻的研究，他在專訪一開場，就向
記者詳細講述了嶺大淵源久遠的人文歷
史，對歷史上的嶺南娓娓道來，如數家
珍。回溯嶺大百年風雲，其間大家雲
集，星光璀璨。最為稱道的是1948年陳
序經校長任內，憑藉其個人魅力，邀請
來陳寅恪、王力、梁方仲、容庚等幾位
國寶級教授加盟嶺大，其盛況可謂一時
無兩，奠定了嶺南大學在中國文史界中
舉足輕重的地位。談及著名的鍾榮光校
長、李應林校長等前輩嶺大人，秦校長
更是充滿景仰之情。

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嶺南大
學桃李天下，英才輩出。世界著名華人
僑領、社會活動家陳香梅女士於抗戰期
間入讀嶺南大學，畢業後成為中央社第
一位女記者，並與抗日飛虎隊指揮官陳
納德將軍成婚，後移居美國成為首位入
職白宮的華裔，為中美友好交流作出了
突出貢獻。香港美心集團創辦人伍舜
德、伍沾德兩兄弟都曾在嶺南大學接受
教育。後為躲避戰亂，兩兄弟一起隨嶺
南大學從廣州遷到香港，完成學業後便
留在香港發展。伍沾德先生說過，他人
生中極有意義的三件事都與 「嶺南」有
關：與他同甘共苦57載的妻子李玉珍是
他嶺南大學的同班同學；與數名嶺南同
學、好友創辦美心集團；在中山大學內
開辦嶺南（大學）學院。

守正創新 博雅教育
作為一間百年大學，秦校長認為嶺大

的最大特色是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模

式非常獨特，內地也有學校在踐行，例
如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已經做了22年。博
雅教育是融匯人文與科學的育人模式，
特別最近10年，科技迅猛發展，人文和
科技相互交融，使得我們對博雅教育的
內涵又多了一些新的認識和理解，人文
教育也必須走向數字化，也就是 『數字
人文』。同時，美國的純教學型大學遇
到困難，我們要做創新的研究型博雅大
學，否則很難跟上時代的發展，這是數
字化時代博雅教育的兩個新維度。汲取
135 年來的辦學精神和傳統，嶺大今後
要加強四個融合，第一是加強文理融
合，第二是加強與數字化融合，第三是
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第四是加強
與嶺大歷史的融合。」

目前嶺大的在校本科生約3000人，研
究生約2400人，今後5年研究生數量可
能會超過本科生。嶺大正在建設一座樞
紐大樓，用於教學科研與生活，下一步
希望建設一所現代化的文理融合大樓，
寓意數字時代的到來。

廣州是嶺南大學發源地，嶺大在廣州
有64年的輝煌歷史。秦校長表示，希望
有機會與大灣區合作辦學，發展新興學
科，將博雅教育模式推廣到更廣闊的空
間。 「高校發展要有前瞻性，要看國家
需要什麼。內地不太缺一座科技大學，
但博雅教育是世界幾百年歷史驗證過的
育人模式，我們期盼再次走上一個高
峰。」

教育根本 立德樹人
大學教育的第一要義是培養人才，如

何評說一間大學教育實踐成功與否？秦
校長認為： 「中國100多年來的高等教
育實踐，做得好不好，對社會貢獻大
小，不能用幾年時間來衡量，要過幾十
年來看這些大學培養的人才的建樹，能
否在社會上頂天立地。所有成功的大師
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做人非常好。中
國幾百年來的教育都講 『立德樹人』，
博雅教育就是強調先立德，然後是技能
培養、因材施教，根據個人需求去培養
技能，這是我們的特色，這在粵港澳大
灣區也是非常需要的。」

「現在內地的大學越來越強調創新，

我的觀點是大學要育人，這個人有創新
性思維，不僅僅是說發明了什麼技術，
上市了什麼公司，要考慮對社會的影
響，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我認為這是創
新教育的引導方向，僅僅講技術創新和
商業化是有困難的。在這一點上，嶺大
是經得起考驗的。嶺大100多年歷史驗
證了前六十多年培養的人，還出了大師
級的英才，這些人對中國包括香港的發
展起到了棟樑作用。」

自立自信 服務社會
對於青年大學生的人生發展，秦校長

認為博雅教育鼓勵學生在社會上自立自
信，建立服務社會的意識。為此，嶺大
不斷為學生創造回內地及到國外學習和
交流的機會，幫助認知多元社會。比如
去美國，既要體驗優越的大學環境，也
要去較貧困的社區，住在當地人家裏，
全方位體驗學習。嶺大目前已與內地幾
十所大學有交換協議，同時也不斷為交
換學生提供獎學金支持。

秦校長說： 「當然，學生教育也不僅
是大學的責任，大學教育就是4年，18
歲以前的教育，尤其早期的家庭、中小
學教育非常重要。所以大學不僅要立
德，教技能，還要注意學生的心理健康
和性格培養。」

對於大學生就業，秦校長認為，香港
大學生傳統的就業方向比較清晰，比如
金融、旅遊、醫療、教育、政府公務員
領域等。香港大學生在內地具有獨特的
優勢，因為內地發展需要懂國際化的人

才，這是個很大的機會，例如大灣區國
際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在貿易、法律等
方面的人才需求。

港深合作 更上層樓
在港深雙城工作生活多年，秦校長對

這兩座城市有切身的感受。 「港深合
作早期主要是單方向的，由香港提供資
源，包括人才、技術，甚至製造商，現
在深圳各方面已然成型，有自己的優勢
產業和企業家，雙方關係變成互補。原
先主要是深圳向香港學習，現在深圳發
展得比香港還大，人口、面積和GDP都
高很多，香港的特點我覺得深圳學到了
很多。」

「港深雙城如何優勢互補，我覺得高
等教育、人才合作是一條路。香港對國
際化人才的吸引具有很大優勢，深圳正
在追趕，甚至有些地方做得比香港還
好。」作為國際著名數據科學家，秦校
長建言港深數據試行融通。 「香港與國
外數據相互使用比較簡單，但內地數據
到香港有嚴格管理。數據管理是雙刃
劍，涉及安全問題，但從人工智能的發
展情況看，國際上的OpenAI、微軟等公
司訓練出來的數據大模型是世界領先的
龍頭。中國的數據不在學習庫裏面，就
無法訓練出具有中國價值理念的大模
型，使得交流融合就有問題。我們的文
字、法律及各類文件等不在其中，就難
要求 AI 給出符合我們價值體系的回
答。」

「數據安全問題很複雜，港深能否先

行先試，為全國趟出一條路。大致來
講，實現港深數據共融共享要考慮兩件
事：一是香港對外做一個防護牆，二是
深圳對內做一個防護牆，這有點像40年
前到深圳需要辦理邊防通行證。這個問
題很大很重要，相信國家、大灣區會有
辦法解決，成為改革示範。」

香港引才 優勢明顯
最近香港推出引才政策，秦校長認

為，這些政策非常適合吸引海外人才。
「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和基礎，對人才具

有獨特的吸引力。香港的大學培養的是
國際人才，嶺大就有很多來自西方的學
者，他們都很願意在香港工作和學習。
嶺大最近又新引進很多美國人才。」

當下香港正處由治及興的階段，秦校
長認為，香港在各個方面都已重新找到
定位，未來可能還會有調整，但不會是
衝突式的調整。

「中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必然與世
界領先者相碰撞，這是無法避免的。在
國際化競爭發生時，香港的作用是獨特
的。簡單說兩點：一是要充分利用其國
際化優勢，二是要保護好這些優勢。這
個方面相信國家層面會有通盤考慮。」

「現時中美關係遇到一些問題，但民
間交流的影響相對較小，海外普通民眾
認為香港還是香港。近期港府提出要免
費發放幾萬張國際機票，促進文旅發
展，我覺得應該多發一些給國外大學教
授，讓他們帶家屬來香港看看，有時候
家屬對教授的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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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校
長秦泗釗接受
本報記者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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