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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社 會 科 學 博 士 夏 佳 理 先 生  

贊辭由陶黎寶華教授撰寫及宣讀  

 

副監督：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說過：「人塑造他自己；他並不是已

經被塑造好了的。（1946）」人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運用自由，創造人生意義。這正

好是夏佳理先生的個人信念，而他就是香港有史以來首個政黨的建黨元老之一，這個

政黨成立於香港根據「一國兩制」回歸祖國前四年。  

夏佳理先生說：「《基本法》賦予香港更高的自治權，我認為 1997 年以後的香港，

將要扮演一個特別的角色。而身為香港公民，我們有義務落實自我管治的責任，把社

會建設得更美好。」  

夏佳理先生最大的使命和他參政的主要動機，就是要履行自我管治的公民責任，

以便促使公共政策及立法工作更能反映民情，回應民意。由於當年港人對政治冷漠，

故此要組織政黨推動市民參與政治，非有堅強信念及領導才能不可。夏佳理先生選擇

了出任該政黨的首任副主席，決意運用《基本法》賦予的更高自治權推動香港的社會

經濟發展，維護個人的權益與自由。  

自由和自主是香港社會的首要價值原則，這一點夏佳理先生完全明白。然而，如

果缺乏了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先決條件，這些概念就會淪為空談。他認為，商界及專業

人士是既得利益者，擁有較多的資源，應當肩負公民責任，回饋社會。  

夏佳理先生的願景，是建立一個互助互愛、繁榮穩定、團結和諧的社會，保障每

一個人，包括弱勢社群，殘疾無助者，都可以享有基本權利、自尊自重。他堅持法律

制度應以公平公正為本；社會制度應以支持不同群體的長遠發展為原則，好讓人民體

驗自治生活，發揚團結精神。參政以來，夏佳理先生致力四個改革目標，就是務使政

府官員更盡責，公共政策更有效，法律制度更公正，社會服務更多關懷。他說：「我願

望為香港社會的多元和團結，作出畢生的貢獻。」  

英國詩人和軍人歐文（Wilfred Owen）曾寫道，戰爭最教人深感惋惜之處，在於

令憐憫同情之心，在人間無聲蒸發（1917）。同理，資本主義社會的過度競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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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戰爭一般殘酷，把人性磨滅，令人漸漸失去對他人同情關懷之心。 

雖然夏佳理先生在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取得卓越的成就，但是名利卻沒有令

他變得自私自利，他的正義感也沒有絲毫減弱。身為一位傑出律師、政治人物、商界

領袖和社會改革的推動者，他最傑出之處，在於他對不同社群的認同，以及他對不同

階層的關懷。  

不過，夏佳理先生並非含着銀匙出生的驕兒。他的家庭並不富有，他的種族背景，

也較為特別：母親來自內地，父親的祖先是百多年前來自南亞的印巴裔。三歲時父母

離異，當教師的母親挑起單親的重擔，撫養他與姊姊長大成人。他們當時住在北角一

間面積僅百呎的房間，與數家人共住同一單位。讀書環境惡劣如此，面對眾多不利因

素，夏佳理先生極有可能淪為一個偏離社會或被社會排斥的失敗者。然而，他卻能夠

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掌握自己的命運，擺脫環境的牽制，替自己譜寫了燦爛的人生。 

夏佳理先生的成就，部分是要感恩於母親。家境雖然困難，母親仍然教他要忠於

自己，要自強不息，要對別人公平友愛。母親的愛令他學會了自重；母親的奮鬥令他

學會了正直；母親的仁慈令他學會了謙恭。從母親身上學習到的價值觀，造就了今天

這位傑出的社會領袖。 

愛爾蘭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提醒世人：「縱使人人貧困，潦倒在陰溝裏，

仍然有人凝望着漫天的繁星。（1892）」夏佳理先生一直都仰望着星星，從沒有放棄過

理想。不過，他並不是一個光有空想的人，而是一個講實務、求實效的人。他明白，

人必須倚靠努力，才可令夢想成真，也必須不斷進步，才可適者生存，完成自我。  

環境的局限並沒有挫敗夏佳理先生的志氣。他努力不懈，也從不放棄。他在香港

一所中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後，透過親戚資助，前往英國攻讀法律。為了早日開始工作，

分擔家庭責任和投身服務社會，他以 18 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法律課程。1961 年，他取

得英國及香港的大律師資格，又在香港取得律師資格，而且更在澳洲維多利亞省取得

大律師和律師資格。  

1974 年他晉身金融界，從事投資銀行方面的業務，兩年後重返法律界。2000 年，

他成立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並與澳洲悉尼一家律師事務所聯盟，專門辦理亞太區內

的電訊、高科技、公平競爭和知識產權事務。2005 年 10 月，他的律師事務所與本地

一家律師事務所合併，同時又與內地一家權威律師事務所聯盟。目前，他兼任香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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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證券有限公司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的非執行董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管理委員會成

員，以及香港多間大型公共機構及私營上市公司的董事。  

夏佳理先生的公職分佈於為數眾多的本地及海外的政府委員會、法定機構及諮詢

團體，其中包括城市規劃委員會、司法人員敍用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香港學術評審局等，也擔任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國際獎勵計劃協會主席。  

1988 年至 2000 年 6 月期間，他曾出任前立法局議員，並擔任立法會 1997 至 2000

年度財務委員會主席。1996 至 1998 年出任臨時立法會成員，協助香港順利過渡，落

實「一國兩制」。2002 年，夏佳理先生成為香港賽馬會主席，目前也是北京奧運會組

織委員會的馬術委員會（香港）副主席，負責籌劃 2008 年奧運在香港舉行的馬術比

賽項目。夏佳理先生上月更獲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  

能當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主席，夏佳理先生引以為榮。信託基金迄今已向

數以百計的本地公益項目，捐贈超過 100 億港元，平均每年 10 億。這些公益項目以

改善全港市民的生活質素為目標，範圍遠遠超越一般慈善工作。以 2003 年為例，沙

士疫情爆發後，基金捐贈了五億港元設立衛生防護中心，以支援全球對抗傳染病的工

作。  

信託基金的另一重要項目，是提供資助將石硤尾區的一座舊工廠大廈，改建成一

個創意藝術中心。該中心將成為香港首個本地藝術家的重要創作基地，推動本地藝術，

發展民間創意。  

在夏佳理先生領導下，信託基金取態比以前更主動，着重面對日益緊迫而須予以

援手解決的社會問題，加強與本地的非政府機構合作，共同為社會謀求福祉。其中一

項創舉，是資助設立一個名為「賽馬會資助和諧一心」防止家庭暴力的綜合服務中心，

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及施虐者提供幫助，特別是照顧受害的兒童。  

夏佳理先生非常重視家庭價值，他相信家庭是一股無形的韌力，能維繫家人互愛

互助，同甘共苦。不過他也明白，家庭有些時候也需要一點外來的支援和幫助。  

他說：「我的家庭背景令我明白到，一個人如果要憑藉個人的努力，自強不息去取

得成果，那麼社會就必須具備一些先決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機會的落實、

公平競爭的環境、社會服務的支援，以及法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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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佳理先生身兼專業律師及政治人物的雙重身分，為了捍衛香港的法治、公民權

益和政治權利，他穩守不屈不移的原則，因而深受尊崇。作為商界領袖及社會改革先

驅者，他無私地投身公職，致力建造香港社會經濟繁榮，謀求社會進步。  

夏佳理先生雖然不是權貴出身，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具備了更受人敬佩的君子品

格和高尚情操。按照中國儒家的標準，僅僅做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大抵上仍然

不足夠。真正的君子應該是個「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的人（《論語》學而篇）。夏佳

理先生絕對是中國儒家「君子」的典範。  

立法會的同事稱他為「Bill 王」（議案王），原因有三，在他任內審議過的法案無

數，他的專業精神備受讚賞，還有他銳意完善立法過程和改革公共政策的決心，令人

敬佩。他的另一個別號「君子政客」，是表揚他擇善固執的精神以及正直無私的操守。 

副監督先生，為了表揚夏佳理先生對香港社會的卓越貢獻，本人謹恭請閣下頒授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夏佳理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