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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龍先生 

榮譽法學博士  

 

謝辭  

 

校監、主席、校長、校董會成員、各位嘉賓、老師和同學： 

 

本人謹代表所有榮譽博士學位領受人，向嶺南大學表達衷心謝意，感謝大學授

予我們的非凡榮耀以及溢美之辭。 

 

希望大家不要見怪我以一個童話開啟我的謝辭。對我來說，這個童話蘊藏著涉

及我過往律政工作的智慧瑰寶。  

 

「七隻瞎老鼠著手研究一種生物。開首的六隻各自都只審視了他們首先

碰到的部分。他們分別看見柱子、蛇、矛、懸崖、扇子和繩子。由於意

見相左，他們吵得面紅耳熱。然而，最後一隻老鼠綜合大家所見，從左

至右、由上而下地徹底研究那生物。最後，他宣佈那生物擁有其餘六鼠

描述的所有特徵，總括來說，那是隻大象。」 

 

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原則既成功實踐也同時為法律開闢了未知的領域。它

讓普通法得以在中國主權下採用，同時透過基本法落實國際人權公約，更有來

自不同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多個法則和案例在我們的法庭中匯聚。 

 

在我擔任律政司司長期間，複雜而富爭議性的議題不勝枚舉。當中不少涉及基

本法的恰當詮釋，而且議題涉及的範疇廣泛：政制發展、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

之間的關係、香港特區的通常居留權、國家豁免權與外交事務、社會治安與基

本自由、隱私與校園毒品測試等多不勝數。大部分議題均與重大公眾利益有著

千絲萬縷的關係，某些議題亦無可避免地政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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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訪英國上議院時，賀維爵士給我一個忠告：「不要負面地看待反對的意

見。你不可能永遠是對的。」的確，我們很容易讓自我凌駕於對真理的追求，

因此，處理工作時需要秉持謙和的態度，即對自己所知及所不知作出真實估計

從而產生的一種持平態度。  

 

當你拒絕或不能把任何事當成理所當然的時候，便會付出最大努力把事情做

對。你會展開深入的研究和分析，鑽研比較法學，並且為此不遺餘力。然而，

即使進行了盡職審查，灰色地帶卻依然存在時，便要像瞎老鼠般摸索。實話實

說的誠實態度、敏銳的常識、某些固有的公正原則，以及能夠接納嶄新未知事

物的開放心態等基本工夫會大派用場，如同老鼠的爪子一樣運作，並隨著時間

推移，在實踐中逐漸變得靈巧。 

 

不要懼怕和淡化別人所表達的不同和反對意見。儘管他們提出的意見令人不快

或有所缺漏，這些意見亦很可能是整個真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溝通是至關重要的，但必須真誠和彼此尊重。在瞎老鼠故事的某些版本中，老

鼠們能意識到要停止爭論，並開始聆聽大家的意見，最後通力合作，揭開了大

象的身分。  

  

我們應學懂持守，抵抗任何想贏得官司的虛榮慾望、來自任何政府機構或群眾

的任何實際或感知的壓力，以及任何選取不用費力方法或走捷徑的誘惑。更微

妙的是，我們要有意識地嘗試放下自己的成見和偏見。這就是誠信，放諸法官

就是眾所周知的司法獨立原則，對法治而言極為重要。  

 

內涵加上真誠，最終勝於一切。最後一隻老鼠如何說服他的兄弟甚有啓發性。

雖然其餘六隻老鼠各自抱持全然不同的看法，但他並未因此放棄。反之，雖然

他在完成自己的仔細查核後，確信自己是對的，但他選擇了不去爭論，而是帶

領兄弟們走遍大象身體的每一處，沿途向他們展示確鑿證據，從而讓他們明白

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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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今天畢業的同學來說，我希望這個瞎老鼠的故事亦有參考價值。不要滿

足於第一個印象，或者表面或傳聞。反之，我們應該透過自己探索去發現真

理；對論點進行試驗；更要行萬里路，走出去用自己的眼睛觀看世界。  

 

然而，你亦不應僅僅橫向地探討，亦要由上而下的去探索。嘗試了解你身為一

員的社會，不論高低貴賤。我在 1990 年代初開始接觸香港的無家可歸者和社會

上流離失所的人，這份參與有助我準備後來接受擔任律政司司長的挑戰。「要

做點事」背後最大的動力，源自對他人的需要有所接觸和體會。這種體會拉動

心弦，迫使我們走出自己的安逸領域。 

 

教宗保祿六世說過：「應該有人告訴我們，生命伊始之時就逐漸步向死亡。這

樣我們每一天、每分鐘，也許會將生命活至極限。我說，做吧！無論想做些甚

麼，現在就做吧！明天的數目是有限的。」 

 

這當然不是說因為你明天要死，就應該在當下放縱，吃喝玩樂。這是告誡我

們，要熱情而有目的地活出生命的每一分鐘。任何浪費都是罪行。 

 

謝謝各位，並祝各位在未來的事業上一切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