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赞辞 

荣誉教育学博士 

河田悌一教授 

主席先生： 

 

日本关西大学前校长、大学资产共同运用机构理事长河田悌一教

授，钻研近代中国思想史逾半世纪，师承史学泰斗余英时教授及

日本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先驱、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乃东亚

研究领域之领军人物。河田教授注重学问思辨，虽从事历史考

究，其研究成果却切合现代社会需求，自成一家之言，更著书立

说，以知识回馈世人。 

 

日本儒学自中国儒学汲取养分，且发展出自身传统与特色，历史

悠久，积累深厚，如日本汉学研究即在中国干嘉考据学的基础上

益转精深，别具造境。河田教授毕生探究哲学思想家戴震、章太

炎及李大钊所思所想，著作等身，先后发表七十五篇学术论文，

以及出版逾三十五本书籍及刊物；主要著作包括《中国近现代思

想近况》、《注目中国》和《定点观测――中国哲学思想界的动

向》等，备受学术同侪推重。 

 

河田教授生于书香之家，祖父乃经济学者，为京都大学教授，热

衷水墨画及汉诗，并与同好结成翰墨会。耳濡目染下，河田教授

自幼便接触行云流水的画作、婉约优雅的诗词歌赋，从而对中国

学术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升读高中后，河田教授已立志专攻历

史，其时获老师上田正昭先生指点，推荐他专研悠长壮阔的中国

历史，加上童年家学的熏陶，引领他一步一步踏上埋首中国思想

史研究的学术之旅。 



 

升读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后，河田教授潜心学习汉语，以期可

与中国学者直接交流。一九六六年，他以日本大学生友好访问团

成员身分，首次踏足中国；后来考进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细阅

《礼记》、《诗经》、《春秋公羊传》等古籍。他有感于古籍每

句话语皆历经千锤百炼，耐人寻味，而通过注释更可衍生不同意

思，便下定决心，学习古代中国学术及其研究方法。与此同时，

他加入当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岛田虔次教授组织的「辛亥

革命研究班」，成为岛田教授的及门弟子。当时，河田教授辅助

恩师撰写书信，笔录文思，焚膏继晷，锐意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研

究学者，随后即以一篇书评崭露头角。 

 

在担任和歌山大学副教授期间，河田教授荣获文部省（现为文部

科学省）给予国外研究机会，成为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一

九八零年始，他到该校旁听课堂，并协助进行研究，与史学大师

余英时教授结缘，为他日后的漫漫学术道路奠定坚实基础。河田

教授论学清晰，以实证为本，公允持平地评价源自古代中国的哲

学思想。 

 

一九八六年，他加入关西大学文学部，出任教授；五年后再访美

国，于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当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

究系汇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东亚研究者，河田教授徜徉于浓厚的

学术氛围中，学问更上层楼。二零零三年，他获推举为关西大学

校长，在该校百年纪念会馆宣誓就任，直至二零零九年卸任。关

西大学的东亚研究闻名遐迩，云集众多亚洲文化研究领域的杰出

学者，学研成果丰硕，河田校长功不可没。 

 



河田教授一直主张中日友好，一九八一年访问华中师范大学（华

中师大），与该校校长、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章

开沅教授惺惺相惜，结下深厚友谊。升任关西大学校长后，河田

教授更积极推动中日学术交流与友好合作，并与华中师大缔结交

流协议，结为姊妹学校，共同建构东亚文化研究的国际学术网

络。 

 

卸任校长要职后，河田教授与华中师大的关系依然密切。二零一

三年，他联同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向该校慷慨捐赠逾万册图

书；其中不乏学术研究领域不可多得之孤本和善本，内容广泛，

涵盖历史、文学、社会、哲学等多个领域。 

 

而在日本国内，河田教授担任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理事

长多年，旨在提高私立学校教育水平、稳定私立学校经营状况及

维护相关教职员利益等，藉以鼓励当地人才深造，培养面向世界

的新一代高教人才。为表彰河田教授长年热心公共事务，日本政

府于二零二一年向他授以瑞宝重光章。 

 

主席先生，河田教授不忘良师谆谆教诲，终生以精深的汉学研究

与宏观的教育理念回馈社会，谦恭仁厚，令人敬服。本人很高兴

有此荣幸介绍河田教授，并谨代表香港教育大学，恭请  阁下

颁授荣誉教育学博士予河田悌一教授。 

 

 

 

 

 

 



赞辞 

荣誉教育学博士 

Stephen W.Raudenbush教授 

主席先生： 

  

本人十分荣幸能为各位介绍即将获颁授荣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

Stephen W.Raudenbush教授。Raudenbush教授乃教室、学校与城

市小区等社会环境中儿童与青少年发展统计模型方面的权威。他

现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Lewis-Sebring 杰出服务教授，兼任教

育委员会主席，致力教育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为实现教育平等竭

尽所能，指引前路。 

 

Raudenbush教授年轻时已对社会学充满好奇，尤其教育及解决社

会不平等方法方面，为日后的学术发展埋下种子。这颗种子，在

他入读哈佛学院后终于萌芽。一九六八年，Raudenbush教授完成

跨学科社会理论课程（主修工业社会衍生问题），取得社会学文

学士学位。 

 

服过两年兵役后，他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工作，以期累积更丰富的

社会学经验。他先在波士顿内城区担任小区就业顾问，协助完成

戒毒疗程的年轻人就业。这份工作，令 Raudenbush 教授对社会

学的兴趣，延展至教育领域，从而启发他报读教师教育课程，并

在挑战重重的内城区学校取得前线教学经验。后来，Raudenbush

教授终于成为合资格教师，并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教师教育课程，

与同事就学校教育与社会范畴共同讲学。 

 



Raudenbush教授矢志以教育积极影响社会，深深意识到要为此增

进相关知识。因此，他重返哈佛修读教育硕士课程，专攻政策、

分析和评估；他随后更完成教育博士课程，主修政策分析，以及

统计学与研究设计的评估。 

 

一九八四年，Raudenbush教授加入密歇根州立大学，开展其学术

研究之路。他于该校的辅导、教育心理及特殊教育学系辛勤耕耘

达十四年，努力不懈，硕果累累，更获晋升为教授。其后，他转

职至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担任教授，兼任社会学系及统计学系教

职。 

 

自二零零五年起，Raudenbush教授一直任职于芝加哥大学，孜孜

不倦地研究数学教育教学法、语言发展，以及变异和认知心理学。

他的创新研究，弥合了各学科间的鸿沟，建立全新关系，并从中

发展出改善学生学习与减少教育不平等的方法。为此，四十多年

来他一直为结合多层次模型、社会心理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

及发展心理学等方式进行研究，涉及的关键领域包括幼儿读写及

数学技能发展对教学的影响、评估学校及课堂质素的方法，以及

介入手法对不同人士产生不同影响的研究方法等。 

 

Raudenbush教授为教育界带来深远影响，先后发表逾一百七十篇

文章及书籍章节，获引用次数超过十万次，涵盖范畴相当广泛，

由本科生数学技巧到家长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由教师评估手

法到减少教育不平等等。他并曾出任十八个国家委员会和十七个

编审委员会成员。目前他是《皇家统计学会期刊》副编辑，并与

其他学者合着了五本关于分层线性模型和学校体系的书籍。 

 



其中，由 Raudenbush教授与 Elizabeth McGhee Hassrick博士及

Lisa Rosen博士于二零一七年联合出版的著作《雄心勃勃的小学》

（译名），就如何改善学校与儿童教育成果的研究，提供崭新理

念。该书指出，借着教师分享教学法，以及由教师同侪、家长及

学者组成的校本网络来检视学生进度，可以为教育机构及其实践

评估教学法，以及完善教学模式。该书备受《美国社会学期刊》

好评，推许其深具「实践理论性」，以及「展示了最优秀的应用

社会学，对社会生活构成实质影响」。 

 

凭借其独特的专业知识，Raudenbush教授分别于二零零六及二零

零八年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颁发杰出贡献奖，并于二零零九年获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二零一二年，他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学术界其中一个

最高的荣誉。 

 

Raudenbush教授亦乐意于不同演讲与讲座中分享他的真知灼见。

二零一九年，他到访香港，于香港赛马会芝加哥大学教育综合大

楼，即芝加哥大学袁天凡、慧敏校园，就避免认知技能不平等发

表演讲。二零二一年，他亦于上海举办的国际华人社会学会年会

上，就小区集体效能发表主题演讲。 

 

其实，Raudenbush教授所获得的种种荣誉，远不及他对社会学和

教育的深情挚诚。他乐于以其卓越智慧，不断为社会播种，极力

寻求建立一个不分社经背景、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公义社会。

他更视教育为消除不平等的重要手段，希望从根本改变人们对教

学的看法，令整个学校教学团队，对每名学生的发展和学习成果，

均负上责任。他相信，优质教学始于动机，但必须借着知识，方



可瓜熟蒂落，而大学自是任重道远的一环。Raudenbush教授指出，

大学就像水库，汇聚了培育儿童的最佳方法和知识，让社会中的

弱势学童也能沐浴其中，得到充分滋养。 

 

主席先生，Raudenbush教授致力改善教育和社会，为年轻人创造

更美好世界，因而享誉全球。本人谨代表香港教育大学，恭请 

阁下颁授荣誉教育学博士学位予 Stephen W.Raudenbush教授。 

 

 

 

 

 

 

 

 

 

 

 

 

 

 

 

 

 



赞辞 

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唐家成先生，GBS，JP 

主席先生： 

 

本人十分荣幸为各位介绍即将获本校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的唐

家成先生。唐先生于金融会计界赫赫有名，荣休后更热心公共和

社会服务，历任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与大学教

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主席，在巩固本港金融中心地位及推动

本地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均不遗余力，建树良多。 

 

卸任证监会主席重任时，他引用老子《道德经》中一句名言：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可见唐先生为人严谨，处事认真，一

丝不茍，其作风堪作表率。 

 

唐先生一九七一年毕业于圣保罗男女中学，其后负笈英国升学，

取得执业会计师资格，自此投身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孜孜矻矻，

辛勤耕耘逾三十载。一九八九年，唐先生成为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香港办事处合伙人；二零零七年，他获推选为毕马威中国及香

港特别行政区主席，并于二零零九年晋升为毕马威亚太区主席，

直至二零一一年荣休。 

 

唐先生对会计界及亚太金融市场的贡献，备受称颂。二零一九年，

金融学院向他授予院士荣衔；二零二二年，英格兰及韦尔斯特许

会计师公会亦向他授予「年度杰出成就奖」，乃香江第一人。 

 



唐先生运筹帷幄，见识卓越，屡获委以重任。退休后翌年，他果

敢接受挑战，担承证监会主席一职，六年内雷厉风行，重塑规管

监督的强硬形象。任内，他审时度势，紧贴国情，率领证监会开

通中港证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完成上市规则改革，致力巩固

香港作为内地联系人的角色。二零二零年，他还代表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出任国泰航空有限公司观察员。唐先生现为香港交易

所、渣打集团有限公司及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

身兼薪津委员会主席，就与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及问责官

员薪津安排相关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他亦是司法人员推荐委

员会委员。 

 

坚守本业以外，唐先生对教育念兹在兹，只因青年时深受良师熏

陶，一生铭记于心。 

 

二零一一年荣休后，唐先生获邀加入英基学校协会（英基）董事

局，接任主席要职，凭借其丰富财经专业知识，化解英基与教育

局的谈判僵局。二零一六年，唐先生获委任为教资会主席，全方

位推动大学发展，带领教资会完成两轮三年期规划工作，更首度

引入「全人教育」一环，尤其着重大学于价值观教育、提升守法

和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的工作。同时，教资会拨款支持各大学在不

同层面推动国际化，并加强与内地的连系，协助本地学生和教研

人员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唐先生一贯积极推动多元共融，对有特殊教育（特教）需要的学

童和家长尤能将心比心。一九八五年回港后，唐先生与夫人领养

了一名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孤儿，视如己出。早于就任英基主席时，

他已大力推动增加特教学生学额；后来担任教资会主席，更致力



协助有特教需要的大学生适应校园生活，借着多次拨款，协助各

大学加强支持、安排培训及举办共融活动。 

 

唐先生亦特别关注杰出运动员的教育需要及其长远事业发展。二

零一二年，唐先生获委任为香港体育学院（体院）主席，游说香

港赛马会提供逾亿元资金，使体院得以建造无障碍多用途运动中

心，方便残疾运动员使用。二零一四年，唐先生促成体院与香港

教育大学（教大）前身，即香港教育学院，签订合作备忘录，落

实设立特别收生机制，为退役及准备退役的运动员提供进修机会。

而在担任教资会主席期间，唐先生亦推出「学生运动员学习支持

及入学计划」，于二零二二至二五年期间预留一亿元拨款予八所

公帑资助大学，支持有意作双轨发展的杰出运动员。 

 

为表彰唐先生对社会及教育的贡献，他于二零一九年获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授予金紫荆星章，并分别于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五年，

获岭南大学及教大颁授荣誉院士。 

 

主席先生，香港作为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的

高等教育体系。此等优势，在在是无数财金界和教育界菁英共同

努力促成的结果；唐先生正是其中贡献殊伟的一位，他对香港的

至诚服务着实值得大大表扬。在此，我很荣幸代表香港教育大

学，恭请  阁下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予唐家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