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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院士陳勇先生
大學撰詞人何敏賢教授

校董會主席、校長：

陳勇先生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深註冊社
工。少年時的經歷令陳先生立志關心社會弱勢群體，磨礪出堅毅的意
志，這些個性特質對他的職業及至事業發展有深遠影響。

陳先生童年時一度與父母分隔兩地，獨個兒與外祖父母在內地生活。
至上世紀 80年代，年僅十多歲的陳先生從內地來港與父母家人團聚，
一家六口住在葵涌臨時房屋區內不到 80平方呎的居所。於此，陳先
生嘗過生活困苦的滋味，也學會了努力應對的方法，同時與同樣身處
困境的鄰居建立起守望相助的精神。也正是這段時間，讓他培養出自
助助人、助人自助，幫助弱勢群體等服務社會的理念。

陳先生是城大（前身為香港城市理工學院）1991年首屆全日制社會
工作榮譽學士學位學生。社會工作的專業訓練令陳先生領悟到社會工
作實為自我發現，以及磨練自力更生能力之過程。成功之道，離不開
堅持不懈的努力，陳先生把這種品質比作掘井。人們首先需要勘查環
境，確定最有可能產生水的位置才挖掘。一旦開始挖掘，即使沒有立
即出水，也要堅持下去始有所發現。在生活中，許多努力之所以一無
所獲，往往是因為我們放棄得太早，堅持到底定能功不唐捐。

陳先生將其「掘井理論」實踐：他對政治有濃厚興趣，不但跟從政界
領袖學習，而且攻讀法律與公共事務碩士課程，埋首鑽研知識理論。
而「掘井理論」亦與現今大學跨學科研究的要求不謀而合。學者往
往要經歷多年努力不懈，甚至一段時間沒有成果仍然堅持才可最後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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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以老子《道德經》中的名句「上善若水」作座右銘。水滋養萬
物卻不與萬物相爭。萬物至柔至堅者，皆莫過於水。對陳先生而言，
水的包容性富有多層含義。大海雖大，乃由無數水滴組成，一切都是
相互依存的，就像城大的老師、學生和校友，葵涌臨時房屋區的鄰居，
以至社會中的所有成員。陳先生的工作目標是幫助每一位發揮所長，
使每一位都能對社會作出貢獻。

陳先生身兼多項公職，積極參與社會政策諮詢工作，促進政府與公
眾，特別是與弱勢群體和基層的溝通。他現時亦擔任廉政公署貪污問
題諮詢委員會成員。他於 2011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2014年獲頒授
銅紫荊星章，以表彰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推動香港發展。

陳先生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母校、老師和同儕校友的支持，故多年來
積極回饋母校，曾擔任城大顧問委員會成員、應用社會科學系（現為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諮詢委員會委員、資深校友組織「城賢匯」
副主席，以及校友大使計劃諮詢委員會召集人。

校董會主席、校長，陳勇先生對城大感情深厚，為大學作出貢獻。另
一方面，他致力改善香港的生活環境，造福社會。我謹提請香港城市
大學授予陳勇先生榮譽院士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