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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辞 

荣誉院士 

钟志光先生 

 

校董会主席先生： 

 

钟志光先生的名字，几乎与香港各大本地及国际体育赛事齐名，即凡是有

赛事，就有钟志光。钟先生纵横体坛三十多年，更涉足多个领域，包括：

采访及评述多项体坛活动、参与电视剧集演出、担任综艺及文化节目主持，

以及推动体育组织的发展等，活出无比精彩的人生故事。钟先生以其专业

的工作态度，赢得广泛的赞誉和尊重；不少人更尊称他为「钟 Sir」。 

 

钟先生来自草根家庭，父母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幼在外婆的照料下，

与哥哥在李郑屋村徙置区长大。在这段成长岁月中，他对体育产生浓厚兴

趣，对足球运动尤其情有独钟。中学时期，钟先生得到多位良师启发，对

他后来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在历史科的袁永强老师循循善诱下，

他除了改变学习态度，还激发起无比进取心。为表示对恩师的谢忱，钟先

生多年后更牵头在母校设立以袁永强老师名字命名的奖学金，鼓励成绩优

异的后辈积极求学。此外，他在体育科主任梁玉泉老师的指导下，对运动

的热情日益增长，高中开始更参与校内的体育行政工作。 

 

钟先生热爱体育，更肯定其中的正面价值观，因而立志成为体育教师。中

学毕业后，他考进葛量洪教育学院（香港教育大学前身之一），在一九八

五至一九八八年间主修体育教育文凭课程，在一众体育组的导师，包括班

主任廖玉光老师、简荣基老师、陈陈婉玲老师、刘锦新老师、郭忠贞老师

等的带领下，向自己的目标前进。他除了努力学习为人师表所需具备的各

项专业知识和道德情操，还深入研究了各种运动项目的技术、训练方法和

规则，积极丰富自己在体育领域的知识储备。这些知识为他后来作为体育

评述员的职业生涯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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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先生在葛量洪教育学院的学习，坚定了他投身体育事业的决心。取得教

学文凭后，他于屯门一所中学担任体育及中文科教师。同时，孜孜不倦的

学习热忱，促使他进一步报读了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的康乐及体育

管理高级文凭，并且曾短暂转职私人公司负责康乐管理工作；随后在电台

体育监制朱荣汉的引荐下，加入香港商业电台担任体育节目主持，与林尚

义、蔡文坚等著名评述员一同为本地足球联赛作现场评述，正式开始其足

球旁述生涯。 

 

稍后钟先生加入香港无线电视担任体育评述员，而从事媒体工作亦让他逐

渐广为大众熟知。他在葛量洪教育学院所获取的运动知识和专业经验正好

为他奠下坚实的根基，使他成为本地、亚洲、甚至国际体育盛事活动的主

要评述员之一。他的声音遍布奥运会、龙舟竞赛、澳门东望洋赛道、世界

杯及世界各地的顶级足球联赛等。每次评述工作，他都会认真对待，赛前

做足准备。例如：他首次在电台担任足球评述员，已预先花费大量时间熟

习参赛队伍和球员的数据，令他直播时的表述不仅信息准确、内容丰富，

也常常妙语连珠、机智风趣，谁知背后全是他勤奋学习、认真准备的成果

呢！ 

 

体育以外，钟先生也热爱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在职场稳定下来后，他

决定重拾书本、带职深造。他先后修毕香港公开大学（现今的香港都会大

学）中国人文学科荣誉学士、香港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硕士、以及香港中

文大学哲学文学硕士学位，展现了他对知识不懈追求及终身学习的决心。

在港大修读期间，幸遇陈耀南教授，使得他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都获益良

多。他的香港大学硕士论文更被展示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中，这不仅是对他

文化造诣的肯定，也是一份莫大的荣耀。 

 

自二零一五年起，他定期在香港电台主持「清晨爽利」节目，谈论中国文

化和诗歌，深化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欣赏，至今已持续主持该栏

目近十年之久，足见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钟先生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以及对体育解说工作的专业工作态度，使他

成为香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声名日隆之下，他事业拓展的空间不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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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体育节目，还因此得到很多电视剧的演出机会，事业由是蒸蒸日上，

并获封「万能钟」的称号，着实当之无愧。不过，他始终保持对教育的热

忱，更深信体育运动可以体现出团结、协作、责任、无私、谦逊和互相尊

重等精神价值。这些价值不仅适用于竞技场上，还应用于人生中各个方面。

他曾举例说，电视台或电台直播体育赛事时，整个制作团队必须全力以赴，

既要各司其职，也要互相配合，才能顺利完成工作。当然，过程中难免会

有一定的错漏，但只要大家谨记原则，坚守岗位，自会有所收获，从而成

长过来。 

 

近年，钟先生除了应邀到不同学校作分享外，更经常出席由香港教育大学

教职员或体育队伍举办的讲座、比赛和聚会，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和宝贵想

法，内容涵盖：中国文化、师生情谊、写作与阅读、诗词与朗诵，以及职

场经历等。在本年四月的香港全民阅读日，他更应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邀请，

以中华文化为主题进行网上讲座。钟先生最爱引用孟子这句名言：「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藉此劝勉年轻一代，对富贵名利等外在事物，须求之

有道，凡事正道直行已经足够，至于最终能否有所得？则归于天命，不必

强求，同时他也告诫青年人不应被一时的得失所左右，目光要放得更长远。 

 

二零二一年，他撰写了《体坛钟横 - 悟乐尘网中的钟志光》一书，谈及他

的成长历程、教学经验和工作点滴，并向不同人生阶段遇上的恩师表达感

激之情。虽然钟先生在书中笑指自己离开教育岗位三十多年，是教育界的

逃兵，但他仍坚信，教育的影响既深且鉅，因此对于教育工作依旧保持着

憧憬和热忱。 

 

主席先生，钟先生多年来以身作则，好学不倦，不仅在体育解说的专业领

域表现卓越，成就斐然，其热爱体育及终身学习的精神也值得嘉许。他更

将体育精神融入现实工作中，堪称香港教育大学学生的典范。在他身上，

我们获益良多。本人谨代表香港教育大学，恭请  阁下颁授荣誉院士衔予

钟志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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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辞 

荣誉院士 

颜宝铃女士，BBS，JP 

 

校董会主席先生： 

 

常言道：「施比受更有福。」飞达帽业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颜宝铃女士，凭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于工商界驰骋数十载，事业卓然

有成。不过，颜女士始终牢记回馈社会的使命，并矢志不渝地推动香港教

育发展，惠泽莘莘学子，实乃社会楷模。 

 

颜女士一九五九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历经文化大革命及上山下乡的洗礼，

培养出坚毅不屈的意志，却同时遗憾错失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幸而学习

永不嫌晚。八十年代初，颜女士随父母移居香港；父亲高瞻远瞩，深信

「知识改变命运」，坚决要求她来港后必须学习英文，并以半工读方式继

续学业，掌握知识。这段艰苦的求学历程，奠定了她后来推动教育发展的

坚定信念。 

 

婚后，颜女士与丈夫白手兴家，携手创建飞达工艺厂。在她带领下，公司

业务蓬勃发展，产品雄踞全球专利帽品市场。二零零零年，飞达帽业控股

有限公司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当时全球唯一上市的帽业制

造商，傲视同侪。 

 

「祖国培育我，香港成就我」是颜女士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格言。因此，

当事业步上轨道后，她便主动投身慈善事业，尽其所能奉献社会。她先后

加入仁爱堂和保良局两大慈善机构，服务超过十四年，更成为首位担任两

大机构主席一职之女性。鉴于成长及求学时期之艰苦经历，颜女士深知教

育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因此芸芸社福项目中，她最心系教育发展，冀为社

会培育优秀栋梁。 

 

二零零三年，她于保良局服务期间遇上「沙士」疫情，香港经济陷入困境；

但，颜女士认为教育发展决不可因而停摆。经深思熟虑后，她毅然捐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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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创立保良局辖下第一所直资中学 —— 保良局颜宝铃书院。该校

以学生五育均衡发展为教学宗旨，提供优质的全人教育。创立至今，该校

已成为孕育杰出人才的摇篮。 

 

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爆发，再次打亂香港经济步伐，百业萧条，教育界

所得的捐款也难免大为削减。时任保良局主席的颜女士再次砥砺前行，牵

头募集资金，最终成功募集逾一亿七千万元善款，用以捐建多所校舍，提

升本地教与学质素。此外，她更成立「颜氏家族慈善基金会」与「颜禧强

伉俪奖学金」，协助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改写无数家庭命运。颜

女士殚精竭力，推动香港教育事业发展，建树良多，功不可没。 

 

参与社会工作的同时，颜女士在事业上也毫不懈怠。二零一三年，她把发

展目光转向国际，率先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远赴孟加拉国投资设

厂。深耕十载，工厂昔日所在的百人贫瘠小村庄，现已发展成万人繁华市

镇。颜女士更为当地投入建设，捐建学校及孤儿院，并成立扶贫基金，协

助当地居民脱贫解困，充分展现她慷慨无私、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近年，

颜女士经常应邀到不同院校分享其创业经验，藉以勉励年轻一代敢于创新，

抓紧「一带一路」机遇。她更为大学生提供到孟加拉国实习的体验，拓阔

他们的国际视野。 

 

颜女士身兼多项公职，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促进政府与

公众的沟通。她曾任两届全国人大港区代表、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新界乡议局当然议员及当然执行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全国侨

联常务委员、全国妇联执委、香港侨界社团联会永远名誉会长兼常务副会

长，以及东区、西区、香港岛等多区妇联组织的常务委员和顾问。 

 

颜女士在多个领域的卓越贡献获得广泛赞誉。二零零九年，她获香港特区

政府颁授铜紫荆星章，并于二零一三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二零二零年，

她更荣获大湾区殿堂级杰出女企业家奬。贡献之深，可见一斑。 

 

主席先生，颜女士多年来不懈奋斗，推己及人，致力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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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杰出的慈善家和企业家。本人谨代表香港教育大学，恭请  阁下颁

授荣誉院士衔予颜宝铃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