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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母校，傳承博雅精神

感激嶺南教育  為職場打好根基

當年人事管理學系的課程十分實用及多元

化，何鼎禮 Jimmy雖然畢業多年，仍能把

當年嶺南的課程娓娓道來。他指出課程的設

計是理論結合實踐，例如教授會邀請政黨領

袖講解談判技巧，又要求他們定期到法庭旁

聽以了解真實的勞資糾紛，而非只是死背法

例。這些實用和難得的學習體驗，使 Jimmy

在職場上有穩紮的基礎。同時，他指出在嶺

南博雅教育的方針下，使他必須涉獵本科以

外的學科，例如他曾修讀哲學系的邏輯與批

判思維，在緊密的思維訓練下令他慎思明

辨，在職場上可以避開思想謬誤而作明智的

決定。

回饋母校的使命感

正因為 Jimmy曾接受嶺南的教育，亦明白

不同的學習機會，對擴闊學生的視野非常重

要，所以即使畢業多年，他依然樂意抽出時

間和作出捐獻來回饋母校。由擔任不同委員

會的委員、出席嶺大不同類型的分享會，再

到資助學生參與活動及大學的籌款活動，

Jimmy都積極支持。在他眼中，回饋母校是

嶺大畢業生的使命。他亦被嶺大教職員的熱誠所感動，他們真心為教學付出和推動大學發展。

同時，他亦很欣賞嶺大學生具備踏實、淡定和平易近人的特質，這一點也成了他回饋母校的推

動力。

尋找自己方向  為理想打拼

Jimmy 指出時代和世界不斷在變，年輕人不應局限在自己的安舒區，應尋覓屬於自己的方向，

只要當前的工作是自己熱愛和對社會有貢獻的，就要持久地發展下去。他亦希望嶺大的學生能

熱愛學習，緊貼時代所需，方可適應和駕馭不同時代的轉變。

何鼎禮 1988 人事管理

修讀實踐哲學碩士  鐘愛嶺大獨有氛圍

李蓬生Mazy早年於加拿大修讀大眾傳播畢

業後，便一直從事傳媒工作，在 2007年她

決定重返校園，修讀嶺大的實踐哲學文學碩

士課程。在兩年的碩士課程中，最難忘的是

嶺大的校園氛圍，她特別喜歡嶺大的中式庭

院設計，加上隨處可見的草坪和樹木，使她

可以在輕鬆的環境下學習和思考，更勾起她

從前在外國讀書時期的美好回憶。

課程以實踐結合理論 
助反思人生重要課題

Mazy修讀碩士課程時已離開職場，重返校

園是希望學習一門新的學科及得到一些新的

思維。實踐哲學使她能應用哲學觀點來反思

人生，例如在「儒家與日常生活」一科中使

她深入認識儒家所提倡的孝道，更讓她反思

為何此美德可以經歷二千年的時間。因Mazy當時在醫院做義工，經常接觸生與死，而陶國璋

博士任教的「生死學」一科則讓她從不同的思考角度去看待生存、衰退以及死亡。

回饋嶺南  寄望嶺南發揚人文精神

Mazy 謙稱自己對嶺大的捐獻是十分微少，只是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略盡綿力。另一方面，她在

嶺大讀書時，真切地感受到嶺大的文化氣氛和親切感，使她更樂意付出來支持嶺大的發展。

Mazy對嶺大被《福布斯》評為「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而感到自豪，她希望嶺大未來

可以繼續壯大，開辦更多人文學科，使學生在工作、人生經驗等方面亦可深入反思，貢獻社會。

李蓬生 2010實踐哲學

博雅教育是嶺南人值得自豪的理念，很多關心母校的校友雖然已畢業多年，仍心繫母校，在不同方面支持及回饋嶺大，當中

有些校友自發成立校友會，亦有校友為母校發展作出無私的捐獻，或是參與母校舉辦的聚會，與學弟妹分享職場及人生經驗，

以行動把博雅精神傳承下去。今期訪問的校友有來自商界和教育界，他們受惠於嶺大的博雅教育，各自懷著對嶺大的一份情，

在不同方面回饋母校，延續紅灰情誼。

林文傑 :

曾任學生會編委會總編的林文傑 Jacky於 2003

年中文系畢業，完成教育文憑後，順利成章成

為一名中學老師。手執教鞭十多年亦不忘回饋

嶺南，自從畢業後便經常回校參與職場講座，

向有意投身教育界的師弟妹分享自身的教學

路。大抵因為曾經歷迷網，所以更希望師弟妹

先認清教育界這行業，更要在投身教育界前認

清自己性格是否合適，以免後悔。多年來為嶺

大師弟妹的付出，他說只因為這份傳承是值得

的，更樂見「嶺大出品」的畢業生比從前更有

自信。話音剛落，馬世豪笑言 : 「師兄的講座，

我應該出席過。」

馬世豪 :

他與嶺大有段不解情⋯⋯在讀中文系本科時，

他是中文系系會委員。本科畢業後在中文系攻

讀哲學碩士課程。畢業後投身大專教育，但他

也不忘母校，為嶺大賽馬會堂宿舍擔任宿舍導

師。2013年始攻讀嶺大的中文哲學博士，亦

參與嶺大的事業「嶺」航計劃，如 Jacky一樣

為師弟妹提供職場意見。馬世豪與嶺大的不解

關係，用「長情」二字來形容就最適合不過

了。至於是甚麼驅使他願意多年來在不同方面

回饋嶺南？ 他說是傳承的使命，他指出嶺大在

香港的歷史較其他院校短，其他院校可做到一

呼百應。正因如此嶺大畢業生人數不及其他院

校多，所以嶺南人更應團結和互相幫忙來回饋 

母校。

兩代嶺大中文人  不忘嶺大人情味

兩位中文人，不約而同指出嶺大的人情味是他

們銘記的回憶。對於 Jacky而言，因為嶺大的

面積不大加上師生人數不多，因此常常見面，

關係融洽。特別是劉燕萍教授對學生的關懷和

照顧，他到今天仍然難忘。同時他很感恩中文

系給他的教育，沈浸於一套扎實和全面的課程

中，大大開拓了他對中文世界的視野。

馬世豪亦表示很有共鳴，嶺大中文系的教授每

位都來頭不小，但亳無架子，願意真切地關懷

學生。例如梁秉鈞教授 (已故著名作家也斯 )

不論有多忙，也會很快回覆學生給他的電郵。

又如李雄溪教授在教學之外和學生打成一片。

他亦感謝嶺大的博雅特色教懂他海納百川，在

中文的世界不偏一門，反之融會各家才可見更

大的天地。

上莊始於友誼  回首方知可貴

兩位師兄都指出，一開始只是接受好友邀請上

莊，根本未有想過上莊的工作和真正的意義；

但當莊期過後，便會慢慢發覺上莊經驗的可

貴。Jacky笑言當時任總編輯一職本以為只是

主要負責文字編輯，但原來處理最多的是統籌

工作和處理人事，亦正因為上莊使他可以得到

書本以外難得的歷練。

馬世豪則指出當年的自己，跳出了熟識的安舒

區，選擇了上莊讓自己接受挑戰，在讀書以外

學會如何處理事情，上莊既沒有任何利益，也

沒有任何學分和考試，可是這是比擁有一張證

書還來得珍貴，例如在處理突發事件時學會解

難應變、在質詢大會“Conday”時學會面對難

題等。

寄語師弟妹建立信心  打破固有限制

Jacky相信嶺大的學生絕不較其他院校的學生

遜色，畢業生只要建立信心和一步一步努力，

不論是甚麼行業，成功的機會同樣會降臨。 

馬世豪認為現代人經常被不同的框框局限自

己，例如大多數只沉醉於智能手機內的社交媒

體和娛樂，所以他寄語嶺大的學生應打破固有

限制，多留意身邊的人和事，勇敢走出自己的

安舒區。

這兩位受訪校友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同是主修中文系、在大學時同樣「上莊」、同樣於畢業後投身教育界。有趣的是他們

於受訪前是互不相識，但在閒聊之際發現大家中學時期也居住在同一個地區，更就讀於同一間中學。就讓兩位「同門師兄弟」

細說對嶺大的情誼。

林文傑
2003 中文系

馬世豪
2007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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