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仁大學昨日（28日）公布，共同創辦人暨校監胡鴻烈
博士於7月27日在家人陪伴下安詳辭世，享壽105歲。

行政長官李家超對胡鴻烈博士辭世表示哀悼，並向他的
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稱讚胡鴻烈立德樹人，深受師生敬重及
愛戴，並一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貢獻卓著。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讚揚胡鴻烈博士惠澤世代學子，乃教育界典範。

大公報記者 郭如佳

責任編輯：莫思年 美術編輯：李慕之

一生敦仁博物 為港立德樹人
樹仁大學創辦人胡鴻烈離世 享年10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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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生打了四千多宗官司
紙盒藏屍案最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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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鴻烈德高望重，貢獻良多。

1920-2025
胡鴻烈胡鴻烈胡鴻烈胡鴻烈

胡鴻烈生平

•1920年出生於浙江紹興。

•1942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大學外
交系。

• 1945 年
與鍾期榮成
婚，同年遠
赴 海 外 深
造，攻讀法
律。

•1952年獲法國巴黎大學頒授法
學博士，之後回港執業，鑽研國
際法律問題之餘，並參與多種改
善民生的工作，努力推動中文為
官方語言。

•1971年與夫人鍾期榮博士創辦
樹仁學院，並於1976年獲政府承
認其專上學院資格。之後胡氏伉
儷積極拓展學院規模，覓地遷
校，耗其積蓄廣建校舍，提升教
學水平。學院於2006年獲政府宣
布為香港第一間私立大學。

•曾任公職包括：市政局議員
（1965至1981）；香港房屋協會
執行委員（1965至1982）；立法
局議員（1976至1983）。

•曾任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
委員，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
常委。

•1998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金
紫荊星章；2007年，胡鴻烈、鍾
期榮夫婦獲得 「感動中國」年度
人物；2008年獲頒大紫荊勳章。

▲

胡
鴻
烈
桃
李
滿
門
，
深
受
學
生
愛
戴
。

背節失義不可為 懸崖勒馬返正途

長和就港口交易公告：
擬邀內地策略投資者加入

【大公報訊】長和（00001）
昨日早上就涉及和記港口的交易發
公告指，集團與一財團之間的獨家
磋商期已經屆滿，但仍與財團成員
討論，並擬邀請內地主要策略投資
者加入為財團重要成員。

公告表示，該公司確認， 「於
2025年3月4日本公司發布之公告中
所述，本集團與一財團之間的獨家
磋商期已屆滿」 。儘管已屆滿，但

集團仍在與財團成員進行討論，擬
邀請來自中國內地的主要策略投資
者加入成為財團的重要成員。

公告指出，為使交易能夠獲得
所有相關監管機構和部門的批准，
財團成員以及交易架構將需要進行
變更，長和打算預留充分時間進行
相關討論，以達成新安排。長和重
申，在未獲得所有相關監管機構和
部門批准前，不會進行任何交易。

【大公報訊】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昨日主持例行記者會，
有記者就長江和記涉及港口交易有關問題提問。對此，郭嘉昆表

示，關注到有關公告，中國政府將依法進行監管，堅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市場公平公正。

外交部：依法進行監管

香港有關企業向美資牽頭
財團出售港口的交易在其協定
獨家磋商期屆滿後未能完成交

易，陷入 「流產」 狀態。這樣的結果，是應
然，也是必然。

該交易並非普通商業行為，而是關乎
重大國家利益。其交易內容甫一曝光，眾多
評論和分析即深刻地指出其危害之所在：在
當前中美激烈博弈背景下，若美資牽頭財團
藉此掌控全球百餘港口成為 「航運霸主」 ，
美國極可能挾持巴拿馬運河等全球航運咽喉
要道，以徵收高額 「過路費」 、限制泊位優
先權、攫取敏感物流資料等手段，威脅中國
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及資料安全，從而遏制中
國造船與航運業發展，打擊中國外貿根基，

削弱中國戰略能力。很顯然，該交易如達成
將嚴重損害國家利益。對此，包括香港同胞
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表達出強烈憤慨，譴責
該交易乃將戰略要塞和 「卡脖子」 武器拱手
送美，是 「向敵遞刀」 ， 「通敵資敵」 。

大節大義不能糊塗。古往今來，堪稱
偉大企業家的都是錚錚愛國者。被人們所景
仰的，從昔日的霍英東、曹光彪、包玉剛，
到今日的任正非，莫不如此。歷史也一再昭
示，那些真正成功的企業，無一不是與國家
民族同呼吸共命運、與國家民族相互成就才
得以基業長青。以香港來說，過去幾十年獲
得快速成長的企業，都是得益於國家改革開
放的巨大紅利，更應明曉 「大河有水小河
滿」 的道理。有關企業聲稱愛國愛港，卻昏

昏然與美資牽頭財團作那般交易，豈不讓人
質疑背節失義？一位參加該企業股東大會的
股東就說， 「大家中國人，唔應該用（個
人）利益去睇（交易）」 ，可謂質樸而深切
之規勸。

事實上，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論包裝
成什麼樣的商業行為，但凡觸犯國家利益都
必然是要碰壁的。沒有一個國家會對威脅國
家重大利益的行徑無動於衷、坐視不理。中
國當然也不例外。對有關交易，中國政府有
關部門明確宣示立場態度，依法行使管轄
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和保障國家經濟安
全，符合國際慣例和法治原則，受到國內外
普遍認同和支持。
轉載自《巴士的報》 博客文章 余曉晨

李家超表示，胡鴻烈博士與
妻子鍾期榮博士一同創辦樹仁書
院，增加香港青年接受專上教育的
機會，並始終堅持 「敦仁博物」 的
教育理念，不遺餘力推動樹仁成為
樹仁學院和香港首所私立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李家超說，胡鴻
烈博士為香港樹仁大學親力親
為，直至離世前一直擔任校監兼
校長，深受師生和校友敬重及愛
戴。

李家超致哀 讚貢獻卓著
胡鴻烈1920年浙江紹興出

生，1942年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
畢業，1944年考取了外交官第一
名，其後負笈海外，曾於前蘇聯烏
茲別克共和國首都塔什干總領事館
擔任副領事。1952年，胡鴻烈獲
法國巴黎大學頒授法學博士，2年
後考獲英國大律師資格，回港執
業。

胡鴻烈先後出任過市政局議
員、立法局議員等，協力落實九年
免費教育，努力推動中文為官方語
言，亦為徙置區居民爭取安居之
所。他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和特區
籌備委員會委員，他於2008年獲
頒授大紫荊勳章。

與妻耗積蓄創辦樹仁書院
胡鴻烈與妻子鍾期榮，在

1971年以積蓄創辦樹仁書院，由
鍾期榮出任校長，胡鴻烈出任校
監，書院在1976年獲政府承認為
註冊專上學院，改名樹仁學院。學
院多年來堅持4年學制，並於2006
年獲特區政府宣布為香港第一間私
立大學。

樹仁建校之初校舍簡陋，只
有8間教室，學生要分時段上課。
1978年，樹仁學院獲港英政府撥
出寶馬山斜坡以興建校舍，樹仁自
此扎根。據報道，從1978年獲批

土地，到1985年建起教學大樓、
1995年建起圖書館大樓、2005年
學生宿舍文康大樓落成，樹仁校舍
的修建延續了28年，胡鴻烈不惜
晚年重新執業打官司，為建大樓掙
工程費。

胡鴻烈夫婦後來用積蓄先後
在灣仔和北角寶馬山建立校舍。胡
鴻烈曾說： 「當時建這校本部的時
候，沒有人要的這塊地，我們打了
176個樁柱，在這個斜坡位置的校
本部。人家都笑我是傻瓜，你自己
花這麼多錢來辦學，你們知道我自
己很省，我在學校吃飯，我吃飯三
塊錢一頓。」

樹仁校訓為 「敦仁博物」 ，
「敦仁」 是指培養仁者精神，以嚴

律己，以寬厚誠信待人，做到 「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
「博物」 是指為學要博大又要濬

深，不可馬虎，為將來治學及服務
社會打好基礎。胡鴻烈堅持大學四
年制信念。70年代末，政府提出
大學三年制，胡鴻烈夫婦不認同，
多次拒絕當局資助，認為四年才可
達成全人教育。

來論

胡鴻烈本身是一名大律
師，在英國取得大律師資格
後，回港執業。他參與過數以

千計的案件，當中以七十年代的紙盒藏屍
案最為港人熟悉。案中被告歐陽炳強多次
上訴，胡鴻烈曾經擔任其代表律師。胡鴻
烈在上訴期間以至歐陽炳強出獄之後，始
終堅信被告沒有殺人，甚至以未能協助他
翻案而抱憾終生。

紙盒藏屍案發生於1974年，案情指當
時十六歲少女卞玉瑛的屍體被發現棄置於
跑馬地黃泥涌道一間獸醫診所門外的一個
紙盒內，警方利用紙盒內搜集到的纖維，
對比歐陽炳強工作地點的電器工場所搜集
到的纖維，認為脗合，遂指控歐陽炳強就
是殺人兇手，獲法庭接納，歐陽炳強被判
死刑，成為香港首宗單憑環境證據定罪的
案件。

歐陽炳強假釋出獄表謝意
胡鴻烈當年以大律師身份接受電視台

訪問時指案件疑點重重。胡鴻烈說， 「案
件兇手可能對於做這種事情很有經驗，把

死者的衣服和血漬都清洗得一點痕跡都沒
有，但歐陽炳強一方面不認識死者，一方
面剛結婚，又有小孩子，而且一天要做兩
份工作，才能養他的家庭，這種人當然沒
有可能是兇手。」 然而，案件最終在高院
重審後維持原判。

胡鴻烈對於此案未能助歐陽炳強脫罪
一直耿耿於懷。他在2003年一次專訪中曾
表示： 「當了半世紀律師、打了逾四千宗
官司，回首前塵，最放不下心的，是替跑
馬地紙盒藏屍案兇手歐陽炳強任辯護律
師，結果敗訴。」 雖然他未能為歐陽炳強
平反，但據稱歐陽炳強2002年假釋出獄
後，曾經探望過胡鴻烈，對他表示感恩。

大公報記者 郭如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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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鴻烈與鍾期榮夫
婦早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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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鴻烈2009年接受《大公報》
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