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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學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現任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客

席講師。

摘   要 中國現代教育家李應林年少時在澳門求學，同時奠定新學和國學基礎，
並養成愛國心。他曾任嶺南大學校長，為國育才，離任後退居澳門；1951年

 復出到香港創立崇基學院，並在院長任內病逝。李氏曾計劃在澳門開設
嶺大分教處，戰後又為嶺大向澳葡當局申請補貼。執掌嶺大和崇基兩校
時，他把家人安置在澳門，常赴澳聚天倫之樂。李應林一生與穗港澳三
地密不可分，現時有關著述卻鳳毛麟角，錯誤不少，且內容重廣州而輕
香港，關於澳門方面更只有片言隻語。本文主要參考嶺大、崇基和相關
組織的資料，加上李氏撰述及其同學和親人的憶述，論述李氏與穗港澳
三地的關係，並增補關於澳門的內容，以補目前研究之不足。

關鍵詞 李應林；教育家；澳門教育；廣州嶺南大學；香港崇基學院

引言

李 應 林（1892―1954）出 生 於 清 末，民
國 時 期 主 要 從 事 高 等 教 育 事 業，一 生 與 廣 州、
香 港、澳 門 三 地 密 不 可 分，可 謂“粵 港 澳 大 灣
區教育家”。

李 應 林 一 生 經 歷 起 自 澳 門，其 年 少 時 在 澳
生 活、求 學，同 時 奠 定 新 學 和 國 學 基 礎；繼 而
到 廣 州 就 讀 於 嶺 南 學 堂 中 學 部，後 負 笈 美 國；
回 國 後 的 主 要 事 業 在 廣 州，包 括 擔 任 嶺 南 大 學
校 長。抗 戰 時 期，李 應 林 領 導 該 校 遷 至 香 港，
再 遷 粵 北，毅 力 非 凡；戰 後，李 氏 致 力 復 元 嶺
南 大 學，曾 為 該 校 向 澳 葡 當 局 申 請 補 貼，後 退
居 澳 門。李 應 林 於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初 復 出，他
先在澳門謀劃，其後在香港創立崇基學院（1963
年起 為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成 員 學 院），為 教 育 事 業
鞠 躬 盡 瘁，並 在 任 內 病 逝。李 氏 一 生 與 穗 港 澳
社 會 同 休 共 戚，本 文 將 分 五 個 階 段 剖 析 他 與 三
地的關係。

圖 1.　1914 年在廣州嶺南學堂中學部學習時的李應林（圖片來
源：《嶺南通訊》，第 17 期，1958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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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生及求學（1892—1920）：
澳門、廣州、美國

李 應 林，號 笑 庵，出 生 於 1892 年 12 月
12 日，廣東南海縣石灣鄉（今屬佛山市）人，
家 中 主 要 靠 父 親 和 三 名 兄 長 到 澳 門 販 酒，以 維
持 家 計。李 應 林 三 歲 喪 父，幼 年 賴 母 兄 養 育，
家 境 清 貧。李 在 故 鄉 就 讀 私 塾 七 年，長 兄 希 望
他 有 更 好 的 前 途，決 定 送 他 到 澳 門 學 習。李 應
林 考 進 剛 開 辦 的 澳 門 華 商 學 堂，這 是 他 接 受 新
式教育之始，他對該校的看法是：

入了華商學校可不同了，所讀的課程

全是新的，還有軍事體操等功課，使我對

於學問上得到一個新印象。1

在 華 商 學 堂 就 讀 一 年 後，適 逢 名 譽 校 長 陳 子 褒
主 持 年 終 大 考，特 選 一 名 學 生 減 費 入 讀 他 創 辦
的 蒙 學 書 塾。李 應 林 即 請 求 陳 子 褒 增 加 名 額，
准其減費入讀。他曾回憶道：

我聞說陳先生的學校辦得好，很想轉

到那裡去讀書。可是他的學校收費太昂，

超過華商幾倍。我於是向陳先生請求多選

我一名，減費入學，終於得到他的答允，

我便轉學。2

李應林在蒙學書塾就讀三年，首兩年專攻國文，
最 後 一 年“入 英 文 專 修 科，預 備 投 考 嶺 南 中
學”。在蒙學書塾學習時，他“對於各種功課，
漸 覺 有 趣，求 知 的 心 情 也 漸 見 濃 厚”。李 未 畢
業，兄 長 便 要 求 他 到 廣 州 投 考 工 業 學 堂，但 抵
穗 時 已 過 了 考 期，於 是 返 回 澳 門 繼 續 在 蒙 學 書
塾學習，直至修畢英文專修科課程。3 後來，兄
長 要 他 到 香 港 繼 續 學 習 英 文，但 他 不 再 聽 從，
而是按己意投考嶺南學堂（1900 至 1912 年間
的 嶺 南 大 學 名 稱）中 學 部。在 澳 門 的 四 年 求 學
生 涯，對 李 應 林 的 影 響 很 大：一 是 奠 定 新 學 基
礎，掌 握 了 英 文 的 基 本 知 識；二 是 隨 名 儒 陳 子
褒學習，奠定國學根底，能作小詩；4 三是結識
了 書 塾 同 學 簡 又 文、冼 玉 清、陳 汝 銳 等 人，他
們日後均為廣州嶺南大學的重要人物。

另 一 方 面，在 澳 求 學 時 期 對 他 的 民 族 意 識
產 生 一 定 的 影 響。李 氏 四 子 小 文、五 子 小 林 曾
述及父親在澳門受洋人欺凌的經歷：

這就是我們的父親，他是在列強踐踏

下的中國土地長大的，少年時代在澳門，

他曾經被“西洋仔”打得頭破血流，傷了

眼睛，在美國留學時受僱於洋人家做雜

務，過的是下層生活，經歷了從第一次世

界大戰喪權外交，直至日軍侵華的顛沛流

離生活，他自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任何榮

辱都不能左右，任何時候都不會忘記。5

李 應 林 在 澳 門 和 後 來 的 經 歷 使 其 感 受 到 國 家 和
人 民 的 不 幸，一 生 投 身 於 教 育 救 國，嶺 南 大 學
校友稱他為“愛國教育家”。6

離 開 澳 門 後，李 應 林 到 廣 州 嶺 南 學 堂 中 學
部 學 習，憑 工 讀 自 給，課 餘 負 責 上 下 課 依 時 按
鈴 之 職。在 學 期 間，李 應 林 曾 擔 任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會 長，並 兼 任 學 生 自 治 會 會 長、治 食 會 會 長
和體育會總幹事，7 身兼四大學生生活組織首長
之 職，可 見 李 氏 領 導 能 力 之 強，早 在 中 學 時 代
已 露 其 端。其 嶺 南 學 堂 同 學、史 學 家 簡 又 文 對
他 的 評 價 是：“他 具 有 過 人 的 才 識、智 計、能
幹、精 神，但 卻 不 用 作 圖 謀 私 人 名 利 權 勢 的 工
具。”8 李應林還擅長運動，為嶺南學堂足球、
籃 球 健 將。日 後 他 執 掌 廣 州 嶺 南 大 學 和 香 港 崇
基學院，均重視體育的發展。9

1914 年 中 學 畢 業 後，李 應 林 任 廣 州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學 生 部 幹 事； 10 1916 年，他 得 該 會
及 舊 同 學 簡 又 文 資 助 旅 費，赴 美 國 奧 柏 林 大 學
（Oberl in Col lege）11 留學，主修經濟，也選
修 國 際 政 治 和 社 會 科 學。李 應 林 在 美 國 時 同 樣
工 讀 自 給，從 事 清 洗 碗 碟、發 火 爐 等 工 作 賺 取
生 活 費。他 在 課 餘 依 然 熱 愛 體 育 和 公 益 服 務，
曾 獲 推 為 奧 柏 林 大 學 學 生 青 年 會 候 選 會 長，在
中 國 留 學 生 中 實 屬 首 次。此 外，李 應 林 留 學 期
間 正 值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他 因 不 滿 巴 黎 和
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同意日本繼
承 德 國 在 中 國 山 東 的 利 益，遂 以 英 語 刊 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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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 州 問 題》小 冊，澄 清 事 實，糾 正 各 國 的 錯 誤
觀 念。 12 1920 年，李 應 林 大 學 畢 業，獲 授 文
學士學位。

二、早期工作及愛國行動（1920—1927）：
廣州

李 應 林 大 學 畢 業 後 返 回 廣 州，先 後 擔 任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學 生 部 主 任 幹 事、副 總 幹 事、青 年
會中學校長、代理總幹事等職。

投 入 工 作 後，他 積 極 參 與 反 列 強 侵 華 的 愛
國 行 動。雖 然 他 是 基 督 教 徒，又 在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工 作，但 他 認 為 信 教 與 愛 國 並 不 矛 盾。他 曾
說：“中 國 的 教 會，要 多 贊 助 愛 國 運 動，扶 助
我們的國家，在世界上佔個平等的地位。” 13

1925 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李應林
在 6 月 發 動 廣 州 教 會 學 校 學 生 抵 制 日 貨；6 月
23 日，廣州發生“沙基慘案”，李應林積極搜
集 證 據，編 成《六 月 廿 三》小 冊，並 翻 譯 成 英
文，遍 寄 各 國，揭 露 西 方 列 強 屠 殺 中 國 平 民 的
罪行。胡漢民曾為英文本題詞：

不有犧牲者，誰識虎狼暴，

婦孺死枕藉，尚復言人道。14

另 一 件 有 傳 與 李 應 林 有 關 的 愛 國 事 跡，是
他 披 露 了 著 名 的 日 本 侵 華 陰 謀 文 件⸺《田 中
奏 摺》。目 前 學 界 有 關 此 奏 摺 的 研 究 都 沒 提 到
它 是 由 李 應 林 率 先 向 大 眾 公 佈 的，也 有 學 者 認
為 該 奏 摺 是 偽 造 的。可 是，李 應 林 揭 露《田 中
奏 摺》一 說 卻 被 廣 泛 記 載 於 他 曾 擔 任 校 長、院
長 的 廣 州 嶺 南 大 學 和 香 港 崇 基 學 院 刊 物 中。嶺
南 大 學 同 學 會 香 港 分 會 和 崇 基 學 院 於 李 應 林 逝
世 後 曾 共 同 刊 登〈李 博 士 應 林 事 略〉一 文 於 己
方刊物中，文中寫道：

一九二七年，［李應林］代表中國出

席在美國舉行之太平洋學會［會議］，從

余日章博士處，獲得日本田中內閣對滿蒙

積極政策的奏摺印本，內容大意為“……

日本欲征服世界，須先征服亞洲；欲征服

亞洲，須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須先

奪取滿蒙……”歸國後，首先將此奏摺印

行，公開向國人揭發日本侵略的陰謀。15

對 於 此 事，1948 年 出 版 的《小 廣 州 人 雜 誌》
記 載 得 較 為 詳 細，大 意 為：李 應 林 曾 代 表 中
國 出 席 第 三 次 太 平 洋 學 會（The Inst i tute of  
the Paci f ic  Relat ions）會 議，歸 國 時 途 經
東 京，秘 密 得 知 田 中 義 一 的 侵 華 計 劃。其 後 李
氏 在 東 北 遇 張 學 良，與 之 密 談，張 早 已 得 知，
但 不 敢 公 佈。李 應 林 返 粵 後 得 省 主 席 陳 銘 樞 同
意，用 中 英 文 印 製《田 中 奏 摺》十 餘 萬 份，分
寄 世 界 各 地，揭 露 了 日 本 的 侵 略 計 劃。 16《廣
東 省 志：人 物 志》則 指 李 應 林 出 席 太 平 洋 學 會
會 議 時 途 經 瀋 陽，獲 張 學 良 贈 予 一 冊《田 中 奏
摺》；九 一 八 事 變 後，李 大 量 翻 印 該 奏 摺，揭
露 日 本 侵 華 陰 謀。 17 這 一 說 法 雖 異 於 前 兩 份 刊
物，但 應 更 接 近 事 實。根 據 有 關《田 中 奏 摺》
的 研 究，奏 摺 即 使 並 不 出 自 田 中 義 一 之 手，但
也 與 1927 年 日 本 東 方 會 議 制 定 的 從 中 國 分 離
滿 蒙 的 政 策 一 致，可 見 其 並 非 憑 空 捏 造。至 於
奏 摺 的 傳 播，應 先 由 東 北 張 學 良 一 方 自 東 京 取
得，本 為 秘 密 文 件，1929 年 翻 印 了 200 本，
分 送 東 北 軍 政 人 員，也 送 交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九 一 八 事 變 後，國 民 政 府 廣 為 印 刷，使 之 在 全
國 傳 播。 18 筆 者 推 測，李 應 林 是 從 張 學 良 處 取
得《田 中 奏 摺》文 本，但 他 並 非 首 先 公 佈 者，
而 是 九 一 八 事 變 後 在 廣 東 地 區 大 量 翻 印 傳 播
之。概 之，無 論 是 為 沙 基 慘 案 發 聲 或 翻 印《田
中 奏 摺》，李 應 林 的 愛 國 行 動 都 實 踐 了 其 子 所
言 的“任 何 時 候 都 不 會 忘 記”和 他 自 述 的“多
贊助愛國運動”。

三、領導嶺大（1927—1948）：
輾轉粵滬美港澳

李 應 林 一 生 最 重 要 的 成 就 當 數 擔 任 廣 州 嶺
南大學校長十年（1938 至 1948 年間）。他先
是 擔 任 該 校 副 校 長，後 於 抗 戰 時 期 接 任 校 長 一
職，領 導 該 校 經 澳 門 遷 往 香 港，再 遷 粵 北；嶺
南 大 學（以 下 簡 稱 嶺 大）在 香 港 復 課 期 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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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把 家 室 安 置 在 澳 門，免 去 後 顧 之 憂 和 節 省 家
庭開支；戰後又積極為大學解決財政困難。

（一）擔任副校長、暫時離任（1927—1937）：

廣州、上海、美國

1925 年 夏，嶺 大 校 友 選 出 一 個 九 人 委 員
會（李 應 林 為 其 中 之 一），致 函 位 於 美 國 紐 約
的 嶺 大 董 事 局，提 出 增 加 董 事 會 中 的 中 國 人 成
員。19 此事最終促成嶺大於 1927 年改由中國人
自 辦，另 立 以 中 國 人 為 主 的 校 董 會，並 向 國 民
政 府 教 育 行 政 委 員 會 立 案，鍾 榮 光 成 為 首 名 華
人 校 長，李 應 林 任 副 校 長，負 責 行 政 工 作，此
間促成工學院之開辦。

1930 年，李應林獲校董會給假，前赴美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Columbia University）進 修
半 年；翌 年 返 國，辭 嶺 大 副 校 長 職，隨 考 察 團
赴蘇聯考察，後從西伯利亞回國；回到廣州後，
李 應 林 再 任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總 幹 事。九 一 八 事 變
爆 發 後，李 應 林 首 先 發 表“對 日 研 究，反 日 侵
略”的 公 開 演 講，帶 動 青 年 會 展 開 有 關 工 作。
1933 年，應上海市長吳鐵城之邀，告假兩年前
往 該 市 出 任 平 民 福 利 會 總 幹 事，負 責 興 建 平 民
新村工作。1936 年，李氏假滿後返回廣州續任
青 年 會 總 幹 事，兼 任 三 一 中 學 校 長。從 這 段 時
期的經歷，可見李應林從未停止參與社會服務，
以及反對列強侵略中國的行動。

（二）戰時擔任校長（1938—1945）：

香港、澳門

1937 年 6 月，嶺 大 校 董 會 基 於 校 長 鍾 榮
光年事已高，准其退休；12 月，議決聘請前副
校長李應林代理校長職務至次年 8 月。1938 年
9 月，李 應 林 正 式 就 任 校 長，成 為 該 校 第 二 任
華人校長。20 他上任後，正值艱難的抗戰時期，
急需解決教職員欠薪和大學的生存問題。為此，
李 應 林 籌 集 經 費，清 發 欠 薪，解 決 嶺 大 的 經 濟
困 難；在 顧 及 本 校 安 危 的 同 時，也 對 外 伸 出

援 手。值 得 一 提 的 是，1938 年 2 月，由 北 京
大 學、清 華 大 學、南 開 大 學 三 校 合 組 的 長 沙 聯
合 臨 時 大 學 決 定 遷 往 昆 明，途 經 廣 州 時，李 氏
以 嶺 大 承 擔 接 待 三 校 師 生 的 重 擔，得 到 眾 人 尊
重。此 事 甚 少 見 載，乃 由 北 京 大 學 畢 業 生 程 綏
楚記於《崇基校刊》。21

1938 年 10 月 13 日，日 軍 登 陸 廣 東 大 鵬
灣，廣州危在旦夕；15 日，校方宣佈停課疏散；
18 日，即廣州淪陷前三天，李親率大學重要人
員 經 中 山 石 岐 到 澳 門，再 到 達 香 港。22 香 港 大
學 校 長 史 樂 詩（Duncan John Sloss）同 意
嶺大借用該校校舍在每天下午 5 時至晚上 9 時
30 分 上 課，大 部 分 學 生 和 部 分 教 職 員 陸 續 在
10 月 到 達 香 港。同 年 11 月 12 日，嶺 大 召 集 學
生註冊；14 日，嶺大正式在香港復課。1939 年
5 月，李 應 林 在 香 港 乘 郵 船 出 發，前 往 美 國 接
受 其 母 校 奧 柏 林 大 學 頒 發 的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23 李 氏 此 行 留 美 三 個 月，考 察 美 國 教 育 之
餘，又 與 嶺 大 美 國 基 金 委 員 會（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 ty）24 商議大學發展計劃，
並以國民身份為中國抗戰宣傳。25

1941 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同年 12 月
25 日佔領香港。日軍有意利用李應林等文化界
人 士，當 李 應 林 獲 悉 有 日 本 特 務 要 搜 捕 他，即
於 次 年 初 喬 裝 難 民 沿 九 廣 鐵 路 向 深 圳 進 發，最
後 成 功 逃 出 日 軍 佔 領 下 的 香 港。26 他 到 達 東 莞
後，賦〈落難東坑有感〉一詩：

盧氏村旁李謝家，村南村北荔枝花。

落難親朋同一念，莫教胡馬亂中華。27

這 是 罕 見 的 李 氏 詩 作，愛 國 心 表 露 無 遺，也 印
證 了 他 在 澳 門 奠 定 的 國 學 根 底。李 氏 離 開 香 港
後，日 佔 香 港 當 局 冒 李 之 名 廣 播，痛 詆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蔣 介 石，後 得 孫 科、孔 祥 熙 和 吳 鐵
城力保，才釋除蔣之誤會。28 李從東莞到韶關，
經 桂 林 飛 往 重 慶，向 國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報 告 嶺 大
遭 遇，得 到 復 校 支 持。李 接 受 第 七 戰 區 司 令 長
官 余 漢 謀 的 建 議，復 校 於 粵 北 曲 江 縣（時 為 臨
時省會）仙人廟大村，該地本為軍隊訓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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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7 月，復 課，師 生 陸 續 從 香 港 前 來 報
到，部分香港大學學生也前來借讀。

1945 年，日 軍 迫 近 曲 江，李 氏 安 排 大 學
遷至梅縣。正當嶺大積極籌備復課、招生之際，
日 本 於 8 月 15 日 無 條 件 投 降，於 是 嶺 大 遷 回
廣州康樂校園，並於 10 月開課。李應林在抗戰
時 期 領 導 嶺 大 三 遷 校 園，表 現 了 過 人 的 毅 力 和
才幹，他把復興嶺大作為救國手段，為國儲才，
不使大學教育因戰火而中斷。

嶺 大 在 香 港 期 間，李 應 林 的 家 人 並 未 隨 他
遷 港，而 是 在 澳 門 居 住，藉 此 減 輕 經 濟 負 擔，
李 則 抽 空 從 香 港 到 澳 門 與 妻 兒 短 聚。其 四 子 小
文、五子小林曾回憶當時在澳門的生活：

母校遷港時，因為澳門生活水平較

低，母親帶領我們居住澳門。香港淪陷

後的一段時期，我們和母親還住在澳門，

記得小文三歲生日，母親尷尬地給了三條

紅皮番茨，代替三隻紅雞蛋作為生日的禮

物。那時經濟困難，別說買不起雞蛋，就

連一天兩餐的白米，也成了問題。29

可 見 澳 門 當 時 雖 然 未 被 日 軍 佔 領，但 人 民 生 活
依 然 困 苦。儘 管 如 此，李 應 林 赴 澳 門 時 仍 為 子
女帶來不少歡樂，其三子李小流回憶道：

每當他由港回澳門時，他總帶我們去

松山等地郊遊。他也喜歡帶我們去金門餐

室吃早餐，我們吃火腿煎蛋，他吃煙熗

魚。30

可 以 說，澳 門 既 是 李 應 林 享 天 倫 之 樂 之 地，也
減 輕 其 經 濟 負 擔，讓 他 安 心 在 香 港 主 持 校 務。
後 來 日 軍 逼 近 曲 江，李 氏 安 排 嶺 大 撤 至 梅 縣，
李 妻 為 使 他“無 後 顧 之 憂”，率 年 紀 較 小 的 五
名 子 女 返 回 家 鄉 連 縣。直 到 抗 戰 勝 利 後，全 家
才重聚於廣州康樂園。

（三）戰後續任校長（1945—1948）：

廣州、澳門

戰 後，嶺 大 於 1945 年 8 月 在 澳 門 招 生 和
舉行入學考試，報名日期由 8 月 15 至 26 日，
考 試 則 在 29 和 30 日 兩 天 舉 行，錄 取 的 新 生

圖 2.　圖為李應林 1942 年在曲江所寫信函，由學生自治總會會長李毓宏（1919—2013）帶到香港和澳門，交給嶺大高級教職員，告知曲
江復課消息。為防日軍搜到信件走漏消息，信中內容多用暗語。下款署名“笑广”，“广”是“庵”的簡寫，並非今之簡化字，“笑庵”
是李應林的別號。（圖片來源：《嶺南通訊》，第 120 期，1992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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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擔任廣州嶺南大學校長時的李應林（右）及其妻曾一貫（左）
合影（圖片來源：《嶺南通訊》，第 70 期，1972 年，頁 29。）

將 到 廣 州 嶺 大 校 園 上 課。31 此 安 排 緣 於 嶺 大 曾
擬 在 澳 門 開 設 分 教 處 的 計 劃。此 前 由 於 日 軍 迫
近 曲 江，不 少 學 生 疏 散 到 連 縣 或 返 回 澳 門，但
兩 地 均 無 大 學，因 此 李 應 林 計 劃 在 連 縣 和 澳 門
開 設 分 教 處。32 1945 年 7 月，校 董 會 主 席 劉
敘 堂 等 往 謁 澳 督 戴 思 樂（Gabriel  Maur ício 
Teixeira），提出在澳門開設分教處，澳督“讚
許 備 至”，認 為 能 裨 益 澳 門 高 中 畢 業 生，更 表
示“願 多 方 予 以 協 助，以 利 工 作”。33 嶺 大 本
欲 借 位 處 南 環 的 總 理 紀 念 中 學 作 校 舍 在 夜 間 上
課，該 校 校 長 戴 恩 賽 亦 表 示 同 意；後 來 認 為 該
校 教 室 不 適 合 大 學 使 用，於 是 改 借 協 和 中 學 作
臨 時 校 舍。原 定 的 招 生 報 名 期 分 兩 階 段（8 月
中和 9 月初），入學考試則在 8 月底和 9 月初
分 兩 次 舉 行。最 後 由 於 抗 戰 勝 利，嶺 大 決 定 遷
回 廣 州 康 樂 園，不 再 開 設 澳 門 分 教 處，兩 次 招
生合為一次，錄取新生全部送往廣州上課。34

另 一 方 面，抗 戰 結 束 後，各 處 百 廢 待 興。
行 政 院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廣 東 分 署 在 戰 後 成 立，
負 責 分 發 聯 合 國 的 救 濟 物 資。該 署 由 凌 道 揚
出 任 署 長，李 應 林 為 副 署 長。35 此 間，李 應 林
於 1946 年 8 月因公事前往澳門，11 日順道前
往 鏡 湖 醫 院 參 觀，對 該 院 之 救 濟 事 業“極 感 滿
意”，答 應 日 後 盡 力 幫 忙，並 通 告 紅 十 字 會 救
濟 總 署 給 予 援 助，又 勉 勵 該 院 人 員 為 澳 門 同 胞
“謀更大之幸福”。36

後 來 署 長 凌 道 揚 離 職，孫 科 力 邀 李 應 林
繼 任 署 長，李 答 應 任 職 至 該 年 度 結 束 為 止。37 
1947 年，嶺大附屬中學教務主任蔡輝甫（戰時
任 澳 門 嶺 南 中 學 化 學 教 師 兼 舍 監）38 被 學 生 踢
傷 致 死，轟 動 社 會，輿 論 指 責。廣 州 市 參 議 會
副 議 長 沈 家 傑 要 求 教 育 部 撤 辦 李 氏，加 上 嶺 大
校 內 有 心 掌 權 者 推 波 助 瀾，李 氏 有 意 辭 職，但
獲校董會和美國基金委員會慰留。39 1948 年，
他 向 校 董 會 請 假 一 年，表 明 次 年 將 正 式 辭 校 長
職；同 年，李 氏 也 辭 去 了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廣 東 分
署 署 長 職。關 於 李 應 林 辭 職 的 真 正 原 因，其 長
子李小洛曾說：

由於戰時遷校地點、戰後教職員的任

用，和應否在善後救濟署兼職問題等，他

和校董會中幾位校董意見不合，難過而遺

憾地離開他一生大半時光的嶺南。40

李 氏 畢 業 於 嶺 南 學 堂，又 長 時 間 服 務 於 嶺 大，
可以想見其離職之時並不好受。

據《華 僑 報》記 載，李 應 林 在 離 職 前 曾
為 嶺 大 向 澳 葡 當 局 爭 取 補 助 費。1948 年 3 月
15 日，李 氏 由 澳 門 華 人 代 表 盧 榮 錫 等 人 陪 同
往 謁 澳 督 柯 維 納（Albano Rodrigues de 
Ol iveira），報載雙方主要談及教育問題，41 筆
者 據 後 來 發 生 之 事 推 測，李 氏 或 許 曾 在 會 面 中
提 出 補 助 嶺 大 的 請 求。其 後，嶺 大 致 函 澳 葡 當
局 申 請 補 助 費 以 重 建 及 維 持 該 校，經 澳 督 上 呈
葡 萄 牙 屬 務 部 後，於 同 年 4 月 24 日 獲 該 部 批
覆 同 意 每 年 撥 給 補 助 費 12,000 元。澳 門 政 務
會 議 於 9 月 通 過 1949 年 預 算 費，在“扶 助 教
育”項 下 列 明 12,000 元 的 補 助 額。澳 督 在 會
上 發 言，謂 嶺 大 因 戰 爭 而 遭 毀 壞，他 基 於 中 葡
之 良 好 友 情，對 嶺 大 的 補 助 請 求 予 以 考 慮。42

報 載 新 中 國 成 立 後，澳 葡 當 局 直 至 1950 年 仍
然 繼 續 支 付 該 項 補 助。43 也 就 是 說，李 應 林 離
職後，嶺大依然受惠於他爭取得來的資金。

李 小 文 和 李 小 林 曾 追 述 一 段 和 父 親 在 澳 門
度 假 的 往 事，正 是 發 生 在 李 應 林 正 式 辭 職 前 的
休假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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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 1948年夏天在澳門度假時，父

親帶我們到中央酒店二樓的賭場參觀，

那時他一點也不提賭博的害處。我們倆

回到酒店房間，便立刻開始大玩其“番

扌太”，玩了整個下午，一整夜。第二天，

我們到金門餐室吃早餐，他吃的是煙熗

魚，我們吃的是火腿蛋，早餐過後，他慢

慢地喝咖啡時，才心平氣和地給我們分

析，指出賭博不僅傷財，而且費時失事。

此後我們一生從未進過賭場，即使在 Las 
Vagas時也不例外。他也教我們玩“麻
將”“天九”“十五胡”“橋牌”，教我

們認識娛樂與賭博的區別，而顯示同一事

物在不同環境，不同時候，可以是“壞”，

也可以是“好”，而且是與非之間還有一

個陰暗不明的地帶，不要把事物簡單地絕

對化。44

可 見，李 應 林 對 子 女 的 教 育 是 因 勢 利 導，客 觀
分 析，看 待 事 物 的 方 式 也 不 會 絕 對 化。這 次 度
假 是 他 卸 下 嶺 大 工 作 後 一 次 舒 緩 壓 力 的 旅 程，
藉此暫時忘卻煩惱，身心得以鬆弛。

四、辭別嶺大（1948—1951）：
蟄居澳門，穿梭穗港

1948 年 夏，李 應 林 離 開 嶺 大。一 名 嶺 南
舊 同 學 前 來 辭 別，送 了 他 一 筆 錢，讓 他 回 澳 門
休 息。李 氏 在 澳 門 開 了 一 間 書 店，名 為 小 小 書
店。45 他在澳門曾計劃籌組華南青年會，46 但未
成 事。他 退 休 後 居 於 澳 門，一 方 面 是 妻 兒 長 居
於 此，開 支 較 少；另 一 方 面 是 地 點 適 中，從 陸
路 到 廣 州 或 從 海 路 到 香 港 都 很 便 利。休 息 一 段
時 間 後，他 便 在 1949 至 1950 年 間 頻 繁 往 來
澳門、廣州、香港三地，主要從事青年會活動。

1949 年，李 應 林 應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之
聘，任 全 國 協 會 華 南 區 幹 事，其 後 兼 任 廣 州 青
年會會長。同年 6、7 月間，廣東東、西、北三
江 洪 水 成 災，內 政 部 長 李 漢 魂 要 求 教 會 協 助 救
濟 工 作，李 應 林 等 教 會 領 袖 接 受“委 託”辦 理
“水 災 救 濟”。李 氏 因“在 社 會 上 有 一 定 的 地

位，交遊甚廣”，“對發動港澳兩地教會參加，
可 以 號 召 得 來”，獲 選 為 粵 港 澳 水 災 救 濟 委 員
會 主 席。47 在 7 月 底 的 第 一 次 會 議 上，眾 人 推
舉 李 應 林、王 以 敦 等 四 人 到 香 港 和 澳 門 組 織 分
會，並 接 洽 賑 款。李 應 林 和 王 以 敦 在 澳 門 會 見
教 會 領 袖 陸 鏡 輝 和 蕭 維 元，由 陸 擔 任 水 災 救 濟
委 員 會 副 主 席，48 各 人 召 集 澳 門 各 教 會 負 責 人
開 會，決 定 用 澳 門 教 會 名 義 參 加 賑 災，在 教 徒
中 展 開“一 人 一 斤 米 運 動”；49 香 港 方 面 由 王
以 敦 負 責，同 樣 召 集 會 議 和 呼 籲 捐 款。水 災 救
濟委員會只運作了一個多月，籌得的賑款不多，
款 項 主 要 來 自 美 國 經 濟 合 作 總 署（Economic 
Cooperat ion Administrat ion），後 來 王 以
敦 把 水 災 救 濟 委 員 會 評 為“美 經 合 署 在 廣 州 散
賑的一個代理機構”。50

新 中 國 成 立 後，李 應 林 在 1950 年 1 月 到
廣 州 主 持 青 年 會 基 本 會 員 年 會，副 市 長 朱 光 到
會 講 話，鼓 勵 青 年 會 要 在 新 社 會 好 好 工 作；51

2 月，青年會在香港舉行會議，商談今後發展。
當 時 粵 港 兩 地 雖 然 出 入 境 暢 通，但 陪 同 美 籍 幹
事 的 廣 州 成 員 選 擇 從 中 山 經 澳 門 乘 船 往 香 港，
因為“可以較少露面，不致被人注目”。52 會議
歷 時 四 天，有 李 應 林、王 以 敦 等 九 人 參 加，李
在 會 議 中 說 青 年 會 將 面 臨 困 難，用 款 方 面 應 節
約，最好是“一年錢，三年用”。53 會議決定日
後要多做非政治性的工作，包括娛樂健康教育、
勞 工 技 能 訓 練 和 舉 辦 生 產 事 業。54 觀 乎 李 氏 一
生，只 要 不 在 嶺 大 任 內，多 從 事 青 年 會 工 作，
因 此 他 除 了 是 教 育 家，還 是 社 會 服 務 者。他 自
言 求 學 時 期 曾 得 到 很 多 人 的 幫 助，因 此 在 學 生
時代已“立志一生為社會服務以作酬謝”。55

1951 年的一天，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何明
華（Ronald Owen Hal l）正和前聖約翰大學
校 董 會 主 席 歐 偉 國 等 人 討 論 在 香 港 創 立 一 所 專
上 學 院，李 應 林 剛 巧 因 私 事 從 澳 門 赴 港 訪 何。
何 明 華 事 先 不 知 道 李 應 林 會 來，兩 人 一 見 面，
李 未 說 話，何 便 欣 然 道：“子 之 來 也，似 有 神
意 存 乎 其 間，因 余 正 有 事，待 子 而 決。”56 所
謂“有 事”，乃 指 何、歐 等 人 正 在 籌 辦 一 所 基
督 教 專 上 學 院，期 待 富 經 驗 者 領 導 之。眾 人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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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李後，認為他擔任嶺大校長十年，說他是“識
途 老 馬”，於 是“硬 要 拉”他 參 加 籌 備 建 校 工
作。李 應 林 自 從 辭 去 嶺 大 校 長 職 後，本 欲 過 悠
閒 生 活，不 願 再 過 一 種 責 任 重 大 的 生 活。由 於
眾 人“太 懇 切，並 且 責 以 大 義”，因 此 他“再
無 法 推 辭，就 答 應 了 跟 隨 他 們 幾 位”。57 何 明
華 邀 請 李 氏 參 加 創 校 工 作，除 了 是 基 於 他 的 經
驗，還 由 於 兩 人 彼 此 熟 絡，因 為 何 明 華 亦 曾 擔
任嶺大特約講師和校董。

其 後，眾 人 到 李 應 林 在 澳 門 開 設 的 小 小 書
店 籌 劃 創 校 事 宜，促 成 了 崇 基 學 院 的 成 立。因
此，崇 基 學 院 視 澳 門 小 小 書 店 為 該 校“孕 育 之
地點”。58

五、任崇基院長（1951—1954）：
香港、澳門

1951 年，李應林加入崇基學院（以下簡稱
崇 基）臨 時 校 董 會，並 獲 推 選 為 首 任 院 長。一
些 李 之 嶺 大 舊 同 事 也 加 入 崇 基 並 參 與 建 校，包
括 註 冊 主 任 謝 昭 杰（嶺 大 總 務 長）、經 濟 學 系
主 任 麥 健 增（原 名 麥 健 曾，康 有 為 外 孫，嶺 大
經 濟 學 教 授）、顧 問 容 啟 東（嶺 大 理 工 學 院 院
長）等，其 後 亦 有 其 他 舊 嶺 大 人 相 繼 加 入，因
此 崇 基 有“嶺 南 大 學 縮 影”之 稱。59 經 過 兩 個
月的籌備，崇基學院於 1951 年 10 月開課，發
展順利。校方論道：

雖曰識途老馬，然萬事起頭難，在短

短兩個月之籌備，竟能於一九五一年十月

二日在聖約翰禮拜堂舉行崇基學院之成

立感恩崇拜典禮，倘非具有特殊經驗，駕

輕道熟，又焉能有此成就？崇基學院，現

僅踏入第三年階段，而成績斐然，奠定其

為本港高級學府之基礎，博士［李應林］

之心血付出，蓋其代價也。60

李應林在香港擔任崇基院長時，同樣基於經
濟原因把妻兒安置在澳門。李小文、李小林說道：

父親晚年因工作關係居住香港，母親

和我們則居住在我們出生之地的澳門，因

為那裡的房租比較便宜。每逢周末，父親

才來澳門和我們相聚。這段日子，最使我

們留戀的便是和父母晚飯後一同在南灣

散步……由於糖尿病的發展，父親再也

不能和我們一起散步了。因此周末後晚飯

的散步，也就改為僱乘三輪車環行澳門一

周。有一次七、八歲的小林和父母親同坐

一輛三輪車，由於車夫不小心，下三輪車

時沒有把車扶好，三輪車失去重心，前輕

後重，便向後翻，車夫有點驚慌，警察也

趕來查問，父母雖然受了驚，但對車夫毫

無怪責之意。61

七 子 李 小 林 同 樣 敘 述 過 這 段 經 歷，另 加 入 了 對
父 親 性 格 的 讚 賞，以 及 補 述 父 親 對 澳 門 食 物 的
喜愛：

父親很少訓責人。記得有一次在澳門

坐三輪車，車夫不小心，車向後翻，父親

雖然受了驚，但起來後也只是笑笑而已。

他對人和靄可親，心存忠厚；做事任勞任

怨，以身示範。他很樸素，衣着很隨便，

但對吃很有興趣，最喜歡澳門龍記的煙熗

魚和佛笑樓的燒乳鴿。62

從兩人的論述可見李應林待人寬容，也可知他的
子 女 是 在 澳 門 出 生 的。澳 門 此 時 再 一 次 成 為 李
應林與家人聚天倫之樂和享用美食之地，澳門的
煙熗魚、燒乳鴿是他最喜愛的食物。1952 年，
為 照 顧 糖 尿 病 惡 化 的 李 應 林，其 妻 才 攜 子 女 到
香港與他同住。

李 應 林 長 期 患 糖 尿 病，其 妻 要 求 長 子 李 小
洛 辭 去 政 府 的 工 作 到 崇 基 擔 任 出 納 一 職，以 便
照顧父親。李應林自 1952 年起病情益趨嚴重，
次 年 視 力 退 化，雙 足 行 動 不 便，常 以 電 話 指 揮
校 務，遇 重 要 會 議 則 由 妻 子 扶 伴 出 席。李 小 洛
回 憶 道：“父 親 當 時 患 嚴 重 糖 尿 病，身 體 很 不
好，但 仍 盡 力 堅 持 工 作。”63 1954 年 8 月，
李 應 林 病 情 惡 化，送 養 和 醫 院，經 胡 啟 勳 和 馬
汝莊醫生會診，確定為糖尿中毒；後於 22 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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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 時 55 分病逝，享年 63 歲。10 月 29 日，
崇 基 學 院、嶺 南 大 學 同 學 會 香 港 分 會、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東 方 體 育 會、孟 氏 助 學 委 員
會 在 香 港 銅 鑼 灣 中 華 基 督 教 公 理 堂 舉 行“李 應
林 博 士 追 思 會”。各 組 織 均 有 代 表 致 詞，最 後
由 澳 門 嶺 南 中 學 校 長 司 徒 衛 報 告 在 崇 基 設 立 助
學基金詳情。64

李 應 林 與 夫 人 曾 一 貫 育 有 五 子 二 女，長 子
李 小 洛 1949 年 畢 業 於 嶺 大，長 期 任 崇 基 體 育
主 任；四 子 李 小 文 1960 年 畢 業 於 崇 基 神 學 及
宗 教 教 育 學 系；五 子 李 小 林 1962 年 畢 業 於 崇
基 生 物 學 系。李 氏 三 子 均 就 讀 於 父 親 曾 執 掌 之
校，兩 子 在 父 親 逝 世 後 入 讀 崇 基，可 謂 對 父 親
的 信 任 和 懷 念。目 前 香 港 有 兩 座 紀 念 李 應 林 的

建築物：崇基學院男生宿舍應林堂（1958 年建
成）、嶺南大學李應林演講廳（1995 年建成）。

事 有 巧 合，曾 先 後 擔 任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廣 東
分 署 署 長 的 凌 道 揚 和 李 應 林 後 來 均 遷 居 香 港；
李 應 林 病 逝 後，改 由 凌 道 揚 繼 任 崇 基 院 長。善
後 救 濟 總 署 的 首 兩 任 署 長，恰 巧 就 是 崇 基 的 首
兩任院長。

結語

教 育 家 李 應 林 的 一 生 與 穗 港 澳 三 地 息 息 相
關，其 個 人 教 育 始 於 澳 門，事 業 成 就 在 於 高 等
教 育，大 半 生 服 務 於 廣 州 嶺 南 大 學，晚 年 復 出
創 辦 香 港 崇 基 學 院，為 國 育 才。崇 基 學 院 李 貞

圖 4.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男生宿舍應林堂（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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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應林堂外的李應林塑像（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明所撰輓聯頗能反映這一點：

明月大村寒，不廢弦歌，搶救人才即報國；

絳幃香海冷，空遺桃李，未完志願為崇基。65

上 聯 述 李 應 林 在 抗 戰 時 領 導 嶺 大 遷 校 至 仙 人 廟
大 村，為 國 搶 救 人 才；下 聯 歎 他 在 崇 基 志 未 酬
而 身 先 逝。澳 門 是 他 教 育 啟 蒙、子 女 出 生 和 妻
兒 安 居 地，讓 他 免 去 後 顧 之 憂，安 心 工 作；此
處 既 是 他 享 天 倫 之 樂 之 地，也 是 他 退 休 蟄 居 之
地，讓 他 為 下 一 階 段 的 事 業 作 好 準 備。李 應 林
一 生 的 貢 獻 還 包 括 社 會 服 務 和 救 國 事 業：他 不
在 教 育 崗 位 時 總 是 投 身 於 青 年 會，從 事 社 會 服
務 工 作，無 論 在 何 崗 位，他 都 積 極 參 與 愛 國 行
動。嶺南大學同學會和崇基學院給他的評價是：

圖 6.　香港嶺南大學李應林演講廳內的李應林塑像（圖片來源：
筆者攝製提供）

博士一生平易近人，做事不辭勞怨，

畢生致力教育事業，老成謀國，戮力國民

外交，成功不居，不求聞達，但求心之所

安，誠罕覯之完人也。66

此可謂李應林一生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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