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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法學博士曾鈺成先生  

贊辭由王貴國教授撰寫及宣讀 

 

副監督： 

眼前的曾鈺成先生，正值耳順之年，面容清癯，風姿儒雅。與我們暢談人生之路，時

而娓娓道來，時而鏗鏘有力、慷慨激昂，猶如曾先生的政治人生，時有波瀾，處變不驚。 

曾鈺成先生出生於廣州，兩歲時隨家人定居香港。父親任職中華總商會文職人員，母

親賦閑在家，相夫教子。受家庭環境薰陶，曾先生自幼對中國古文產生濃厚的興趣，詩書

典故造就了他深厚的文學底蘊，先哲的智慧成為他人生的指路明燈。入讀聖保羅書院後，

受學校西方自由風氣之影響，曾先生與同窗創辦「木鐸」文社，取自《論語》 「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自主編輯、出版刊物，以表達年輕人的思想和觀點、針

砭時弊。 

六十年代的香港與中國內地較為隔絕，年輕人對中國現代史知之甚少。曾先生對國家

歷史如饑似渴，1966 年首次與家人回廣州訪親探友，深感當時廣州民風淳樸，年輕人對國

家有信心有理想。曾先生返港後用「我發現了我的祖國」欣喜地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內地的

所見所聞。也正是那一趟旅程，讓曾先生了解到內地科學家錢學森的事蹟，從此立志學好

科學，報效祖國。然而世事難料，內地十年浩劫使曾先生感到報國無門，卻也為他開啟了

另一條人生之路──以盡心竭力推動教育發展回報社會。 

1968 年以一級榮譽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曾先生便任教培僑中學，開始了他長達 

28 年的教育生涯，為香港培育英才，桃李滿天下。做一行、愛一行並做好一行是曾先生的

做事原則。執教鞭雖非其第一選擇，但職業選擇了他，從而便要做好它。育人之餘，曾先

生刻苦鑽研教育之學，並於 1983 年取得香港大學教育碩士學位。兩年後，他升任培僑中學

校長。曾先生醉心教育，在教學實踐中認識到教育的價值無可比擬，在領導學校團隊的過

程中領悟到好的領袖需要具備「包容」與「合作」的素質。 

培僑中學執教期間，曾先生還積極協助時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的吳康民校長收集

教育界的意見，反饋給起草委員會，幫助基本法的順利起草，並由此步上從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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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生政治履歷豐富，1992 年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士成立民主建港聯盟並擔任創盟主

席；香港回歸後曾任臨時立法會議員（1997 至 1998 年）、行政會議成員（2002 至 2008

年）、立法會議員（1998 至今），2008 年當選第四屆香港立法會主席。曾先生亦曾擔任多

項公職，包括：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香港機場管理局董事會成員、廉政公署投訴委員會

委員、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等。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先生的成功之路亦不例外。1995 年，他首次參加 

立法局選舉落敗；2003 年，民建聯於區議會選舉中失利，他主動承擔責任，辭去黨主席職

務。曾先生在動盪中練就臨危不亂、淡然處之的樂觀心態，將暫時的逆境視為機遇、將之

轉化成力量，繼續忘我地參與香港的政治發展。 

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下，香港和內地的交流勢不可擋，兩地的唇齒關係日益加深。面對

新形勢，曾先生與民建聯的黨友多次向政府獻計獻策，強調需要全方位發展與內地的合作

關係，並建議設立常設性、權威性、範圍更廣、層面更多的合作機制，就合作發展的重大

議題進行通盤規劃、協調及政策制訂。他還多次率領香港立法會議員赴內地參觀訪問，探

討社會熱點議題，加強雙方在各種問題的交流。曾先生始終堅信加強溝通才能找到雙贏的

合作模式，才能使一國兩制在求同存異中發展。 

待人謙和，大方無隅；淡泊名利，卻執著於自己的信念。這就是曾鈺成先生的風骨，

正如他鍾愛的顏體書法，溫潤雋永、蒼勁有力。 

副監督先生，我很榮幸能代表香港城市大學，提請 閣下向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

生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名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