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我们今天得以相聚，《思源》得以创办，乃甘尚武先生、李韶先生饮水思源，身在他乡

心系故乡，设立甘李奖学金，大力支持家乡教育事业之缘。1998 年 8 月在广州聚会时，同

学会正式成立。饮其水，当思其源。我们身受甘先生、李夫人的教诲，决心发扬同学会的宗

旨精神，创办为同学会服务的内部刊物《思源》以促进同学们的相互交流，加强与母校的联

系，不忘母校教育之恩。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使同学会活水长流，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甘李奖学金信宜同学会正式成立 

    为了祖国优秀人才的培养，帮助那些被贫困埋没的优秀学子，在甘尚武先生等的组织下，

甘李奖学金信宜同学会于 1998 年 8 月 5 日上午在广州花园酒店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甘尚武先生、李韶夫人、林顺忠先生、甘尚平先生，还有梁响华、王河

生、张志强、甘伟人、甘家荣、黄攻、林蓓等同学。会议的目的是大家互相认识，成立同学

会，推出会长，拟定同学会章程。会议还通过了同学会的宗旨、会员资格、组织机构、常设

会址等事项。甘尚武先生和李韶先生为同学会董事，林顺忠先生和甘尚平先生为顾问。梁响 

华被选为第一届会长，黄玫为副会长。 

    甘李奖学金成立了，会员们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将为中华的振兴去努力。甘李奖学

金同学会必将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抹上灿烂的一笔。 

 

 

 

 

中大之行简记 

甘家荣  张力铮 

  八月十三日，由尚武先生主持的第一届同学会会议结束之时，李太提议参观中山大学，大

家欣然同意。 

  经过短暂午休之后，大伙踏上了前往中山大学的路途。中山大学始创于 1924 年，是由民

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的，是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整个中山大学校区规划得比较

合理：分为东区、中区、西区三大部分。这三大部分依次为学生宿舍区、教学区、教工宿舍

区。中区是其核心部分。 

．  一进中山大学南门，扑面而来的是中山大学的绿色。在宽阔的二车道的两旁都种着参天

大树，它们心情地舒展着躯干，用它们的绿叶形成了一把把伞：一条名符其实的林荫大道。

汽车行驶了大约 200 多米，闯入眼中的是孙中山先生亲笔书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

明辩、笃行。这寄托了孙中山先生对青年一代的要求与希望。校训的后面则是著名的怀士堂。 

  汽车绕过怀士堂，沿着校道向北行驶，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坪。在草坪中

由南往北依次有国旗杆、孙中山铜像、惺亭、岭南堂。在校道的另一侧则有人类学系总部、

第二教学楼、第一教学楼等。中山大学的建筑有一个显著特点：多由红转砌成，与别的院校

相比，中大建筑少了几分现代气息，但多了一些古典气派，更显出中大的悠久历史与文化氛

围。岭南堂——中大最具现代气息的建筑则别是一番景象。岭南堂隶属岭南(大学)学院。岭

南(大学)学院的前身是创立于 1888 年的岭南大学，1952 年并入中山大学，1987 年 12 月岭



 

 

南(大学)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岭南堂是岭院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它共三层，四面深

绿色玻璃幕墙，奇特的是它的地基比上面的建筑小了一圈，乍一看去，整幢楼有一种悬空的

感觉。在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大家对它都十分欣赏，并在此处合影留念。 

    然后，我们便沿着另一边的校道返回，另边则有伍舜德先生捐建的伍舜德图书馆，伍沾

德先生捐建的伍沾德堂行政中心。在途中我们还顺道参观了中山大学图书馆。 

    不久，我们便来到这次参观的最后一站——永芳堂。永芳堂可以说是中大诸堂中气势最

为雄伟的堂。永芳堂前有一个广场，广场上矗立着十八尊铜像。它们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

要人物，如林则徐、邓世昌等。永芳，寓意这些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奋斗乃至献身的人物流

芳百世，永垂不朽。永芳堂大门上有一块横匾，上书，“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权天下事

为己任，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历来是中国人一直所提倡的为人之道，这不仅在过去，今

天，有重大意义，在明天也将有它的重大作用。 

    由于李太有要事当晚要赶回香港。因而我们的中大之行时间并不充裕车缓缓离开了永芳

堂，沿原路驶离这所南国名校。 

 

 

 

 

 

 

 

 

 

 

赤  子 

黄玫 

  星转斗移，300 多个日日夜夜转眼而逝。然而，在挑灯夜读或伏案沉思之时，去年广州会

议的盛况，诸位贤长的风姿神采、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如在昨日。虽然这只有短短的几天，

但其间的动人情景举难胜举，实在难以一一叙述。从中掬起一朵眩目的浪花，细细回味。 

    1998 年 8 月 5 日，领略完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的中山精神后，我们踏上了

归程。路上谈笑风生，李夫人提议合唱国歌，大家拍掌赞成。“起来!……”李夫人柔和而坚

定的声音率先而起，甘先生、林先生低沉泽厚的歌声随即加入，我们心潮澎湃，熟悉的歌词

脱口而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三股炯然不同的声音歌唱着一致深情的旋律，在车里

回荡。 

  我们在歌唱，我们的心也在歌唱，思绪渐渐飘远。中国的百年耻辱啊!鸦片战争爆发，八

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屈膝投降，军阀割据混战，祖国被瓜分得体无完肤，人们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是不会轻易屈服的，他们前赴后继，把血肉之躯“筑成我

们新的长城”。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 

  唱着唱着，鼻子酸酸的，往后一看，只见甘先生肃穆端坐，其后的李夫人林先生也神情激

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正是他们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投资创业，一生热心教育。无疑，

我们是其中的幸运儿。他们不但在物质上慷慨解囊，而且在精神上以身传教，记忆又不由自

主地回到昨天。 

  在掌声中，甘李奖学金信宜同学会宣告成立。甘先生的讲话可谓意味深长。“人不是只为

了吃饭，人不能等同于动物，应有更高的境界。人生的修养是很重要的。”甘先生在香港大

学读书时，民族自尊心极强，故意把 We 念成 They，先生喜欢读革命史的书，尤其是法国



 

 

大革命史，这对青年的他有很大的影响。人不在年高，贵在有志。少年奋发，胸怀祖国，先

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会议结束后用餐，大家侃侃而谈，论题转到古诗词。李夫人对此颇有研究，流利的背了一

首《木兰诗》，巾帼意气风发，举座叹服。背得精彩处，我们忍不住和声而发。木兰替父从

军后，李正康朗声背了几首古诗，其中李白之千古佳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别具

韵味。喝彩声中，但见李夫人微微一笑，颔首示意。是啊，如今青年香港中，会说国语的确

实不多。李正康能背诵古诗，可见其母之良苦用心啊。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歌声愈发响亮。在这邃变的改革年代，中国倍受

瞩目，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全球化的今天，东南亚金融风暴，日本经济复苏，对中国都有深

远的影响。我们不能闭关自守。将来的中国属于青年一代。赤子之心拳拳：甘先生推举“己

所欲，施于人”，多次回乡，因信宜交通闭塞，便把投资从工业转向人才，希望把更多的读

书机会留给信宜的优秀学生。同时，先生提出了殷切要求：“国者民之积，民者心之器”，我

们一定要做个帮助别人的有心人，众志成城，共同服务社会，建设祖国。李先生自小家庭富

裕，不需别人资助。但他最喜欢帮助中国的年轻一代。为此，他作了新的尝试，在大陆各大

学举行一个论文比赛，讨论二十世纪来最大的成就，讨论中国为何销声匿迹?此举志在激发

中国学生的思考和进取。此心赤诚宽广，日月可鉴。 

    我们是幸福的，有幸成长在发展和平的年代，有幸得到甘李基金会的无私资助。尽管前

途有艰险挫折，我们也昂首“前进，前进……”。歌声渐寂，但大家都沉浸在一种共鸣的激

情中。我紧紧的握住拳头，暗暗的自己说“前进 I”！ 

    时光飞逝，一年匆匆而过，感思无为以报。我们惟有努力学习，互勉互助，携手前进。

愿我们“相会于中华腾飞时”I 这是诸位长辈的期盼，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啊! 

 

 

 

 

 

 

 

 

听尚武先生与林顺忠先生一席话有感 

    张志强 

    虽然自己是念工商管理的，但三年了，现在感觉起来，总觉只学了点皮毛，没有一个有

条理的思路。去年夏同学会活动中，尚武先生和林先生的关于工商管理的一席话，给我们的

启发是很大的。 

    尚武先生讲了南顺集团的发展历史。他讲到了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机遇。他认为，

把握机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公司的战略决策应来自多方面的调查论证。决策中应

具有冒险的一面，这样的公司才不至于沉闷从而有活力。他回忆了马宋西亚创业的经历，鼓

励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 

    林顺忠先生则谈到了员工满意问题。员工满意与顾客满意是现代工商管理的两大重要方

面。但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大喊人才奇缺；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则在人才上“高消费”。 

    我们大学的教育往往专注于理论上的分析。其实，理论上的高深只是纸上谈兵，因为理

论得出的结论总是基于某种假设上的。实践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实际环境中的处理

问题能力只能在实际中培养。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班上的同学在课堂上的讨论是热烈的，分

析起问题来每人都有其能说服人的有力论据。但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在分析问题时总是事先查



 

 

阅有关资料，然后引用现成的观点，很少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个学期初，我们到北京蓝岛

商业集团去做调查(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调查之一)。事实上那并算不上什么调查，确切的说

应该是了解情况。我们只去了一个下午。整个下午的安排是这样的：先是到商厦去转转，然

后开会，听办公室主任谈集团公司的经营状况。事实上在座谈会上大家只是象征性的提了几

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自发组织的，没有老师的指导。关于这一点不少教授在上课时也谈到

过。但如何进行实证分析呢，这是一个难题。很多教师热衷于对外国的公司进行案例分析，

国内的也就只有那么几个。外国的公司案例分析是现成的。 

    因此，尚武先生与林顺忠先生的谈话就有其不同于一般的意义了。其中有很多是自己的

亲身经历的经验总结。 

    不少的教授也这样说：给 MBA 的学生上课与给本科的学生上课有着很大的区别。 

    不久前，学院党总支老师给我们班开就业形势座谈会。会中老师谈到了现在企业中的人

才“高消费’问题。他说：“我们的企业现在一说要招工，非硕士、博士不要，本科生只仅

仅在考虑范围之内。好象我们的企业有了硕士、博士，前途就一片光明，企业的发展就只剩

下时间问题了。”他认为，企业不仅需要几个硕士、博士，更需要一批具有本科学历的员工；

员工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公司才会有更强的企业文化。所以，他说：“这是在人才认识上的

严重失误(他没用‘错误’一词)。” 

有一个问题是：就在校本科学生来说，我们学习工商管理到底应从哪个角度去掌握呢?

是从当一个经理的角度多些，还是从当一名普通员工的角度多些?有人认为，学工商管理，

本来就是为了当一个好经理，这是无庸置疑的。而一位教授这样说：“当一个好经理的最基

本条件是他能知道下属在想些什么。” 

 

 

 

 

 

一次难忘的参观 

                                          ——小记参观新丰食品厂之行 

    林蓓 

    九八年八月六日，甘李奖学金信宜同学会成立的翌日，甘先生、Nancy 小姐、尚平老师

和同学会的成员们就应林顺忠先生的邀请来到了位于增城新塘的 新丰食品厂参观。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此言不虚。在 Ivory Tower 里生活的我吃方便食

品是常有的事，但参观食品的生产过程却是头一次，一踏进食品厂的大门，就对许多新奇的

事产生了兴趣，生出许多的疑问。“地板为什么涂成绿色啊”“进入车间头上为什么要戴个套

子呢”“为什么要用酒精洗手”等等使人应接不暇的问题，都得到了林先生和生产主管详尽

的回答，令我不禁喟叹自己眼福不浅，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我们沿着有条不紊地运作着的生产线，  目睹了方便面和方便粥的生产过程，而且在林

先生口中得悉了许多生产和市场的知识，获益良多，“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从一次面团到

包装运输，处处皆学问。而从成立当天的参观中大校园到购手中心买书、兰圃品茶，又何不

是处处有收获呢?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做个有心人罢了!我相信，参观了新丰食品厂以后，同学

们对实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学以致用了。 

    而另一点使我难以忘怀的是由始至终，甘尚武先生、李韶先生、林先生等长者的爱国热

忱。前两天广东省省长指出，要重视侨胞工作，积极支持华侨回国投资、扶持祖国的事业，

而且把重点放在争取第二代的华侨回国投资发展上。甘先生、李先生、林先生已经做了很好

的典范：小方面，“求贤若渴，”对栽培人付出财力心力，成立了信宜同学会；大方面“爱如



 

 

饥渴”，把促进祖国发展作为己任，倾注了一颗赤子之心。当然，中国的的未来还有一段很

长的路要走，争取更多华侨回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有幸获得奖学金资助完成学业的同学

会成员们，就应该持有“应知重理想，更为祖国谋”的抱负，树立社会的责任感，毋辜负老

一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简迅：甘尚武先生一行游广州购书中心 

    1998 年 8 月 6 日下午，在甘尚武先生的带领下，甘李奖学金同学会的全体会员游览了

广州购书中心。 

    广州购书中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座书城，它是一座梯形的建筑物，里面有着各种各种

的书籍。会员们都沉浸于其中。一个小时后，会员们都买到了自己喜爱的书籍。甘尚武先生

也买了两张唱碟。 

 

 

 

 

 

 

——记首届甘李同学会活动 

    王河生 

    二月七日，我们甘李同学会一行七人，到了甘尚平老师家中。 

    二月八日，在会址——兼万康乐中心召开了甘李同学会成立后的第一次聚 

    会，与会者有甘老师及甘李同学会会员共九人。 

    集会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内部刊物的举办。梁响华提出该提议，与会者一致 

    赞成。就举办刊物的细节事宜展开讨论时，众人各抒已见，于意识中努力描绘 

    着该刊物的未来。群策群力下，该刊物的轮廓便大致呈现。 

    刊物名为“思源”，取自“饮水思源”一词，有其深义。刊物的举办是为了 

    继承发扬甘李同学会的宗旨精神，让会员们从学习，生活、思想、情感多方面 

    开展深放交流，彼此间有所增益。 

    此外，关于刊物的期数、份量、交稿日期、各会员负责的版面也得以确定。 

    门内，集会的热烈气氛活跃了每个人的思绪。门外，“兼善天下，万古流芳”的 

    大字在阳光中熠熠闪光。 

    会后，摄影留念，第一次集会圆满结束。 

    有了好的开端，展望将来，以后的集会随着会员的增多，也必将日益热闹 

    丰富。 

    尽管都已毕业，但我们从末淡忘母校的教诲之恩。“饮水思源”，我们一行 

    九人回访了母校，也给我们的刊物作了最贴切的阐释。 

    母校每个熟悉的角落，牵动着我们近乎感动的思绪，而新建的“逸挥”教 

    学楼与宿舍楼的宏伟更令我们欣慰之余感慨万千：哦，母校，您的儿女回来看 

    您了! 

    陈校长在会议室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在对我们的回访表示欢迎后，陈校长 

    详细介绍了这两年里母校的变化发展。从中我们得知，母校在硬件建筑及软件 

    规模上均有了可喜的发展，前者表现在逸挥楼及宿舍楼的落成，后者则表现在 



 

 

    微机数量及班级规模的扩大。我们为母校的发展由衷感到欣喜。 

    接着，我们谈到了现今的教育。就中学与大学的教育体制，我们充分交流 

    了彼此间的感受及观点，在谈得投入之际获益良多。 

    末了，陈校长告诉我们，母校拟办一个“校友的来信”信箱，希望已经跨 

    出母校大门的我们能给母校多回信，介绍各大学的风貌及彼此在大学校园里的 

    学习生活，以使母校的学弟学妹们能从中受到启发与激励，促进母校教育事业。 

    为母校的教育事业尽自己的一分力，当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告别母校时，我们不禁再度回首：母校啊，愿您越办越好，桃李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