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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辭 

榮譽院士 

鍾志光先生 

 

校董會主席先生： 

 

鍾志光先生的名字，幾乎與香港各大本地及國際體育賽事齊名，即凡是有

賽事，就有鍾志光。鍾先生縱橫體壇三十多年，更涉足多個領域，包括：

採訪及評述多項體壇活動、參與電視劇集演出、擔任綜藝及文化節目主持，

以及推動體育組織的發展等，活出無比精彩的人生故事。鍾先生以其專業

的工作態度，贏得廣泛的讚譽和尊重；不少人更尊稱他為「鍾 Sir」。 

 

鍾先生來自草根家庭，父母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幼在外婆的照料下，

與哥哥在李鄭屋村徙置區長大。在這段成長歲月中，他對體育產生濃厚興

趣，對足球運動尤其情有獨鍾。中學時期，鍾先生得到多位良師啟發，對

他後來的人生產生深遠的影響。其中在歷史科的袁永強老師循循善誘下，

他除了改變學習態度，還激發起無比進取心。為表示對恩師的謝忱，鍾先

生多年後更牽頭在母校設立以袁永強老師名字命名的獎學金，鼓勵成績優

異的後輩積極求學。此外，他在體育科主任梁玉泉老師的指導下，對運動

的熱情日益增長，高中開始更參與校內的體育行政工作。 

 

鍾先生熱愛體育，更肯定其中的正面價值觀，因而立志成為體育教師。中

學畢業後，他考進葛量洪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大學前身之一），在一九八

五至一九八八年間主修體育教育文憑課程，在一眾體育組的導師，包括班

主任廖玉光老師、簡榮基老師、陳陳婉玲老師、劉錦新老師、郭忠貞老師

等的帶領下，向自己的目標前進。他除了努力學習為人師表所需具備的各

項專業知識和道德情操，還深入研究了各種運動項目的技術、訓練方法和

規則，積極豐富自己在體育領域的知識儲備。這些知識為他後來作為體育

評述員的職業生涯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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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先生在葛量洪教育學院的學習，堅定了他投身體育事業的決心。取得教

學文憑後，他於屯門一所中學擔任體育及中文科教師。同時，孜孜不倦的

學習熱忱，促使他進一步報讀了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康樂及體育

管理高級文憑，並且曾短暫轉職私人公司負責康樂管理工作；隨後在電台

體育監製朱榮漢的引薦下，加入香港商業電台擔任體育節目主持，與林尚

義、蔡文堅等著名評述員一同為本地足球聯賽作現場評述，正式開始其足

球旁述生涯。 

 

稍後鍾先生加入香港無綫電視擔任體育評述員，而從事媒體工作亦讓他逐

漸廣為大眾熟知。他在葛量洪教育學院所獲取的運動知識和專業經驗正好

為他奠下堅實的根基，使他成為本地、亞洲、甚至國際體育盛事活動的主

要評述員之一。他的聲音遍佈奧運會、龍舟競賽、澳門東望洋賽道、世界

盃及世界各地的頂級足球聯賽等。每次評述工作，他都會認真對待，賽前

做足準備。例如：他首次在電台擔任足球評述員，已預先花費大量時間熟

習參賽隊伍和球員的資料，令他直播時的表述不僅資訊準確、內容豐富，

也常常妙語連珠、機智風趣，誰知背後全是他勤奮學習、認真準備的成果

呢！ 

 

體育以外，鍾先生也熱愛中國文學、歷史和哲學。在職場穩定下來後，他

決定重拾書本、帶職深造。他先後修畢香港公開大學（現今的香港都會大

學）中國人文學科榮譽學士、香港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碩士、以及香港中

文大學哲學文學碩士學位，展現了他對知識不懈追求及終身學習的決心。

在港大修讀期間，幸遇陳耀南教授，使得他在做人和做學問方面都獲益良

多。他的香港大學碩士論文更被展示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中，這不僅是對他

文化造詣的肯定，也是一份莫大的榮耀。 

 

自二零一五年起，他定期在香港電台主持「清晨爽利」節目，談論中國文

化和詩歌，深化公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與欣賞，至今已持續主持該欄

目近十年之久，足見他對於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 

 

鍾先生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以及對體育解說工作的專業工作態度，使他

成為香港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聲名日隆之下，他事業拓展的空間不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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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體育節目，還因此得到很多電視劇的演出機會，事業由是蒸蒸日上，

並獲封「萬能鍾」的稱號，著實當之無愧。不過，他始終保持對教育的熱

忱，更深信體育運動可以體現出團結、協作、責任、無私、謙遜和互相尊

重等精神價值。這些價值不僅適用於競技場上，還應用於人生中各個方面。

他曾舉例說，電視台或電台直播體育賽事時，整個製作團隊必須全力以赴，

既要各司其職，也要互相配合，才能順利完成工作。當然，過程中難免會

有一定的錯漏，但只要大家謹記原則，堅守崗位，自會有所收穫，從而成

長過來。 

 

近年，鍾先生除了應邀到不同學校作分享外，更經常出席由香港教育大學

教職員或體育隊伍舉辦的講座、比賽和聚會，分享他的人生經歷和寶貴想

法，內容涵蓋：中國文化、師生情誼、寫作與閱讀、詩詞與朗誦，以及職

場經歷等。在本年四月的香港全民閱讀日，他更應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邀請，

以中華文化為主題進行網上講座。鍾先生最愛引用孟子這句名言：「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藉此勸勉年輕一代，對富貴名利等外在事物，須求之

有道，凡事正道直行已經足夠，至於最終能否有所得？則歸於天命，不必

強求，同時他也告誡青年人不應被一時的得失所左右，目光要放得更長遠。 

 

二零二一年，他撰寫了《體壇鍾橫 - 悟樂塵網中的鍾志光》一書，談及他

的成長歷程、教學經驗和工作點滴，並向不同人生階段遇上的恩師表達感

激之情。雖然鍾先生在書中笑指自己離開教育崗位三十多年，是教育界的

逃兵，但他仍堅信，教育的影響既深且钜，因此對於教育工作依舊保持著

憧憬和熱忱。 

 

主席先生，鍾先生多年來以身作則，好學不倦，不僅在體育解說的專業領

域表現卓越，成就斐然，其熱愛體育及終身學習的精神也值得嘉許。他更

將體育精神融入現實工作中，堪稱香港教育大學學生的典範。在他身上，

我們獲益良多。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

鍾志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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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辭 

榮譽院士 

顏寶鈴女士，BBS，JP 

 

校董會主席先生： 

 

常言道：「施比受更有福。」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顏寶鈴女士，憑藉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於工商界馳騁數十載，事業卓然

有成。不過，顏女士始終牢記回饋社會的使命，並矢志不渝地推動香港教

育發展，惠澤莘莘學子，實乃社會楷模。 

 

顏女士一九五九年出生於中國福建，歷經文化大革命及上山下鄉的洗禮，

培養出堅毅不屈的意志，卻同時遺憾錯失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幸而學習

永不嫌晚。八十年代初，顏女士隨父母移居香港；父親高瞻遠矚，深信

「知識改變命運」，堅決要求她來港後必須學習英文，並以半工讀方式繼

續學業，掌握知識。這段艱苦的求學歷程，奠定了她後來推動教育發展的

堅定信念。 

 

婚後，顏女士與丈夫白手興家，攜手創建飛達工藝廠。在她帶領下，公司

業務蓬勃發展，產品雄踞全球專利帽品市場。二零零零年，飛達帽業控股

有限公司更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機板上市，成為當時全球唯一上市的帽業

製造商，傲視同儕。 

 

「祖國培育我，香港成就我」是顏女士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格言。因此，

當事業步上軌道後，她便主動投身慈善事業，盡其所能奉獻社會。她先後

加入仁愛堂和保良局兩大慈善機構，服務超過十四年，更成為首位擔任兩

大機構主席一職之女性。鑑於成長及求學時期之艱苦經歷，顏女士深知教

育是改變命運的關鍵，因此芸芸社福項目中，她最心繫教育發展，冀為社

會培育優秀棟樑。 

 

二零零三年，她於保良局服務期間遇上「沙士」疫情，香港經濟陷入困境；

但，顏女士認為教育發展決不可因而停擺。經深思熟慮後，她毅然捐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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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創立保良局轄下第一所直資中學 ——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該校

以學生五育均衡發展為教學宗旨，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創立至今，該校

已成為孕育傑出人才的搖籃。 

 

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爆發，再次打亂香港經濟步伐，百業蕭條，教育界

所得的捐款也難免大為削減。時任保良局主席的顏女士再次砥礪前行，牽

頭募集資金，最終成功募集逾一億七千萬元善款，用以捐建多所校舍，提

升本地教與學質素。此外，她更成立「顏氏家族慈善基金會」與「顏禧強

伉儷獎學金」，協助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完成學業，改寫無數家庭命運。顏

女士殫精竭力，推動香港教育事業發展，建樹良多，功不可沒。 

 

參與社會工作的同時，顏女士在事業上也毫不懈怠。二零一三年，她把發

展目光轉向國際，率先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遠赴孟加拉投資設廠。

深耕十載，工廠昔日所在的百人貧瘠小村莊，現已發展成萬人繁華市鎮。

顏女士更為當地投入建設，捐建學校及孤兒院，並成立扶貧基金，協助當

地居民脫貧解困，充分展現她慷慨無私、大愛無疆的崇高精神。近年，顏

女士經常應邀到不同院校分享其創業經驗，藉以勉勵年輕一代敢於創新，

抓緊「一帶一路」機遇。她更為大學生提供到孟加拉實習的體驗，拓闊他

們的國際視野。 

 

顏女士身兼多項公職，積極參與國家重大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促進政府與

公眾的溝通。她曾任兩屆全國人大港區代表、現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新界鄉議局當然議員及當然執行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全國僑

聯常務委員、全國婦聯執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兼常務副會

長，以及東區、西區、香港島等多區婦聯組織的常務委員和顧問。 

 

顏女士在多個領域的卓越貢獻獲得廣泛讚譽。二零零九年，她獲香港特區

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並於二零一三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二零二零年，

她更榮獲大灣區殿堂級傑出女企業家奬。貢獻之深，可見一斑。 

 

主席先生，顏女士多年來不懈奮鬥，推己及人，致力推動教育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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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傑出的慈善家和企業家。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恭請  閣下頒

授榮譽院士銜予顏寶鈴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