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丁 新 豹 教 授

校董會主席先生 :

香港著名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認為自己是一名傳教士，但他並不是傳播福音，而是宣揚歷

史。他是一位歷史學的傳教士，或者更具體地說，他是中國歷史學的傳教士。他以不同的

身份，如博物館館長、教授、作家和導遊，為振興香港的歷史教育殫精竭力。鑒於過去幾

年香港社會的變化和挑戰，丁教授認為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有迫切需要對國家的當

代歷史有全面和正確的瞭解。他願意擔承重任，帶領香港人認識歷史。

對丁教授來說，歷史是兒童教育中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學術範疇。他特別希望幫助香港人瞭

解自己過去的歷史、起源和文化，否則，我們就像一棵沒有根的樹。他認為，學習歷史

可以藉研究過去如何塑造並持續影響全球、國家和本土的社會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幫助

我們理解和處理複雜的問題和進退兩難的局面。學習歷史也促進文化和民族之間的理解。 

丁教授特別指出，如果我們能從歷史中學習，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轍，並找到出路。

丁教授說，歷史也是挑戰我們智慧的學科。學生必須廣泛閱讀，蒐集和分析一些沒有明確

解釋的資訊，然後提出一個不偏不倚的結論。許多行業都需要從批判角度解讀和評估資

訊，並做出正確的判斷，而歷史學科正正有助於激發和培養這些能力。丁教授試圖糾正只

有理科才着重分析能力的偏頗看法。

作為歷史愛好者，對丁教授來說，歷史教師或博物館館長都是理想的工作。事實上，這兩

個職位他都擔任過。他在香港大學主修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副修美術史，1974年取得文

學士學位，然後於 1979取得碩士學位。在取得碩士學位前，他首先進入一所中學任教歷

史，幾個月後，他決定加入香港藝術館，擔任助理館長，因為這個職位可以讓他更加親近

「歷史」。1995年，他被任命為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總館長，於 2007年退休。在博物館工作



的 28年裏，他對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海防博物館和孫中山紀念館的規劃和建設起了非常

重要的領導作用，並促進了香港與內地博物館的交流和合作。

丁教授在其任內策劃了無數展覽，最讓他滿意和自豪的是在 2001年開幕的「香港故事」常

設展覽。該展覽的籌備時間長達六年，帶領觀眾穿越 4億年的歷史時空，深入瞭解香港的

歷史和文化，以及當中的起伏變化。任何參觀過這個展覽的人都會更加尊重和熱愛香港。

丁教授於 1989 年在香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香港早期的華人社

會：1841−1870》，主要研究來自內地各省的華人如何在香港定居。通過研究，他得出了結

論—「尊重和擁抱多元性」是關鍵。差不多兩個世紀後，到 2020年代，這個結論對於選

擇在香港定居的人來說仍然擲地有聲。丁教授說，香港一直是個尊重和擁抱多元的地方，

這個特點正正促進了香港的成長和繁榮。

雖然沒有擔任過全職教師，但無論是在退休前還是退休後，丁教授都未曾停止「教書」的

工作。作為研究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歷史的知名學者，他曾擔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及名譽高級研究員、嶺南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歷史學

科委員會委員、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客席教授，以及香港理工大學文化推廣委員

會委員。

除了這些教學工作外，丁教授亦為本地大學、中學和政府部門舉辦了大量與歷史和文化有

關的講座。他還在香港、內地和海外組織和帶領了許多令人大開眼界的探索之旅，深受熱

烈歡迎。

2017年，丁教授帶領 20多所中學的學生到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訪問 8天，讓他們親身感

受中亞世界和伊斯蘭文明。旅程完結後，學生們表示現在對中亞的地方和人民有了截然不

同的觀感。對丁教授而言，他完成了使命。

丁教授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有關香港文化遺產的作品曾獲得多個獎項。在他撰寫的書籍

中，他最喜歡的一本是《香江有幸埋忠骨》，這本書記錄多位埋葬在香港不同墓地與辛亥革

命有關的人物的故事。他曾多次帶隊參觀這些墓地，並把墓地當作演講廳，分享收集到關

於這些人物的資料。



丁教授既有歷史的專業知識，又有服務社會的決心，自然成為許多政府委員會和公共機構

爭相委任的顧問。他曾擔任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博物館專家顧問、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受

託人委員會及理事會成員、香港地方志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古物諮詢委員會和非物質文

化遺產諮詢委員會成員，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局成員。此外，他還是多個本地博

物館和內地博物館的名譽顧問或委員會成員。

丁教授是香港大學、香港教育大學、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和香港理工大學的榮

譽院士。為表彰他在博物館管理的卓越成就，以及對歷史教育的畢生貢獻，香港特區政府

於 2019年授予他銅紫荊星章。

丁教授與香港都會大學結緣已久，他曾鼎力支持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開辦「社區博物館管

理專業文憑」課程，並擔任學校顧問。

校董會主席先生，本人在此恭請校長引介丁新豹教授接受本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英文贊辭由曾德源博士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