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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陸鴻基先生

科大衛

編者註：陸鴻基教授於 2016 年 3 月 23 日在加拿大病逝，終年 70 歲。香港紀念彌撒在 3 月 28 日

晚上於將軍澳聖安德肋堂舉行。這是科大衛教授在紀念彌撒中的悼念詞。本文按照科教

授的口語紀錄整理，盡量保留原來的口吻。

　　各位朋友，我們認識陸鴻基先生的，都知道

他很有正義感。我們也有正義感，但是，很多時

候，在處事時會暫時放下。陸鴻基與我們不同，他

是絕不妥協的。我們都知道，在幾年前的香港教育

學院風波中，他任副校長、代校長，面對著很大的

壓力。但是，他為了學術自由而堅守原則，頂住壓

力。我相信在這次事件中，他付出很大的代價。大

家都認識的陸鴻基就是這樣，他堅守自己的做人原

則。我認識他的時候，我們還是本科生，而他正在

參與學生運動。大家都明白他的性格，他年青的時

候就是這個樣子。我記得在他就讀印第安納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研究院的時候，我去找他，

他正在當校內的臨時工，那時候我看見他在抺地板

時，他對工作執著的程度，和寫博士論文一樣。

　　陸鴻基在生命中，有五項東西是特別重視的：

學生、歷史、香港、天主教會和他的家人，我相信

他很難為此排出先後的次序。他十分關心他的學

生。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作為一個老師，他知

道，只是照顧學生的學業是不足夠的。作為歷史學

者，他很明白他的學生所要面對的問題，是香港的

歷史環境裡所產生的。他有一篇文章談到其中一個

大問題，就是我們所處的基本上是一個說廣東話的

社會，但這社會卻被加插了一個以英語作主導的原

則。這使我們在教學上在多方面面對很大的問題。

他在另一篇文章裏談到教育私有化如何影響我們，

把我们改變成了精英主義的支持者。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在1980年代，我們很多時一起詳細討論中學

歷史科的課程，他的意見就是：現在教學的主要問

題在於仍是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民國時候的

教學課程，而我們沒有人，又夠膽量又有想像力去

想辦法如何改變這個課程。

　　他在印第安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於1977

年返回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職，這時候我們

是同事。他在教育學院教書，而我在歷史系，所

以他的學生和我的學生在很多方面有很大分別。

教育學院的工作時間，有很多方面和其他學系不

一樣。教育學院的老師，為了要到課室內觀察學

生的教學情況，須要在香港四處跑。教育學院有

一些專業課程，學生修讀後獲發教育文憑，所以

有些學生只是為了文憑而來。但是，陸鴻基做這

些事情都做得很好，不論是從學生或同事，我都

聽到很多人對他的讚賞。那時他剛剛結婚，有兩

個孩子，除了陪伴家人及教學外，餘下來的時間

他用來做研究。他的研究，不但談及中國歷史，

亦談及香港歷史。我記得在1980年代，他其中一

個研究的重點，就是識字率在香港的歷史。那個

時候，大家對這類問題仍在摸索，因此，我們某

年在亞洲學術年會組織了相關的專題小組報告。

　　1993年，陸鴻基離開香港，到了多倫多的約

克大學（York University）任教，在那裡工作直到

數天前逝世，當中只有在2003年到2007年回來在

香港教育學院出任副校長。但是，我們知道他的

心仍在香港。他在加拿大做的工作，包括編了好

幾本關於香港人的生平的書籍。他常常回來，亦

繼續一些關於華南地區的研究。我記得早幾年，

他尤其有興趣研究清未民初在澳門教書的陳子褒

的教育改革。在最近的兩三年，他非常積極的為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撰寫歷史，我知道有關書

稿已經寫好，可惜他看不到該書的出版。他在多

倫多大學裡，建立了一個關於香港研究的文庫，

收藏了很多關於香港的研究的圖書。他有教本科

生，亦要指導研究生，並常常參加很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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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陸鴻基常常為了他所相信的事情而

站出來。至於教會方面又如何呢？他對宗教是十

分虔誠的，因此，他對天主教會有很多的批評。

他很照顧他的家庭，因為他知道他太太對他十分

重要。

　　我們這些在香港1960年代過來的人，都在陸

鴻基身上見得到自己的過去。我們這代人能夠

經歷香港從殖民地到特區的變遷，我們這代人相

信，了解香港的歷史與文化，可以令香港成為一

個更好的地方。但我們亦知道，這事情不容易做

到。陸鴻基今天離開了，留給我們的是他的書、

他的文章、他的學生、他的家人，以及他做人的

很好榜樣。我希望他能安息，亦希望他的精神一

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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