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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工業學校的創校校長— 

劉國禎校長 
 

六十年代香港工業發展迅速，政府為了解決工業人材的大量需求，決定把工業中學的概

念從英國移植到這片南中國的殖民地上。經過政府和各辦學團體的努力，各所工業學校相繼

成立，尤其以九龍工業學校和維多利亞工業學校為其中龍頭。適逢我校四十五週年校慶之喜，

身為後輩的我們有幸能與我校首任校長及創校人——劉國禎校長細說當年，把九工創校的情

景重現於眼前，也藉此了解劉校長春風化雨的精神。 

 

劉國禎校長於 1915 年出生，於英皇書院畢

業後，獲政府獎學金到香港大學攻讀文學士。劉

校長畢業後長執教鞭達三十餘年，為本港工業教

育的發展和我校的建立作出良多的貢獻。劉校長

又怎樣投身工業教育呢？「我在一九三七年取得

港大文學士畢業。這學位雖然稱作文學士，可裡

頭學的盡是化學、物理和數學，更有英文、教育

和心理學。」談及約七十年前的大學生活，劉校 

長仍然記憶猶新：「那時候的大學生非常少，一班通常不多於十人。我讀的班叫 Group4A，四 

年課程，沒有中文課。」在大學的生活，

年青的劉校長可謂樂在其中。四年的光陰

為劉校長日後執教鞭打好了穩健的基

礎，他甫一畢業就加入了初級工業學校

(Junior Technical School)，肩負起三

十餘載春風化雨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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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試牛刀‧戰後再續 

劉國禎校長在初級工業學校的首年教授英文、工業

繪圖和幾何數學。憑着深厚的數理底子劉校長很快就掌

握工業繪圖的竅門，並且到香港官立高級工業學院

（Government Trade School）的夜校部實踐所學。「當

時的學生程度很參差，所以我教授工業繪圖時很重視清

晰的圖解，讓學生一看便明，因此他們都很留心學習。」 

正當劉校長沉醉在教學事業時，戰爭硝煙突然乘風

而來，擾亂了劉校長以及其餘百萬港人的生活。一九四

一年日本偷襲珍珠港後數小時越過深圳河入侵香港。十

二月二十五日的黑色聖誔節，香港總督楊慕琦宣佈投

降，開始了香港三年零八個月的日治時期。劉國禎校長 

與很多居港華人一樣為了逃避戰火而被迫遠走他方。數年後劉校長回到戰火洗禮過後的小島

再次投入教育事務，在上環文武廟旁的臨時書舍教了半年中小學課程。不久，劉校長被香港

工業專門學院（Technical College）的校長 George White 邀請回初級工業學校任教，後來

調至教育署視學署工作，直至一九五七年，他擢升為維多利亞工業學校（Victoria Technical 

School）創校校長。劉校長熟悉工業教育，又有豐富人事管理經驗，所以很快便帶領維多利

亞工業學校走上軌道，建立良好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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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掌九工‧創造佳績 

轉眼踏入六十年代，戰後的香港社會經濟急速發展，全城「工字出頭」的趨勢使林林總

總的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建立，彷彿為香港經濟造就另一個層次的「產業革命」。一九六一年十

月七日，政府在南華早報正式對外公佈要成立一所「深水埗工業學校」，劉校長建議把九龍半

島第一所工業學校命名為「九龍工業學校」。教育署最終接納劉校長的意見，「九龍工業學校」

正式於一九六一年九月十一日創校，由維多利亞工業學校副校長曹德泉先生借調至本校擔任

署理校長。 

「初期，本校的課程著重數理和工科，目的是為有

志向工業發展的同學培養良好的學術基礎，以銜接預科

及專上課程，很多同學畢業後到香港工業專門學院修讀

專業課程。」劉校長解釋道。創校初期的九龍工業學校

只是借用福華街實用中學（Fuk Wah Street Secondary 

Modern School）部分校舍上課，現在的高中部校舍是創

校翌年才建成啟用，合共開設六班全日制中一，有二百

一十三名學生。到了一九六二年，劉國禎校長正式從維

多利亞工業學校調任校長，本校校舍同期正式啟用。合 

共十二班中一和中二，在現時高中部校舍上課。翌年本校開設中三，又從福華街實用中學上、 

下午校挑選四班成績優異的學生到本校升讀中四，随後又把福華街實用中學校舍併入為本校 

一部分。一九六五年，本校學生首次參加香

港英文中學會考，成功通過的有七成考生。

隨着學生會的成立、大學預科課程的開辦、

本校舊生會註冊、出版校刊等，本校的架構

和運作開始上軌。為了使學生更適應社會的

變遷，課程亦變得多元化，文、理、工、商

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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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踏入七十年代初，九龍工業學校的發展已上軌道，劉國禎校長亦到退休之齡。劉校長笑

說他退休前的日子才是一生中精力最旺盛、魄力最好的時候：「我那時五十多歲，體重有一百

五十磅，玩銅圈(引體上升)也不當一回事呢！」回顧劉校長三十餘年對教育事業的貢獻，經

歷了香港工業教育由萌芽到蓬勃發展，對於工業學校培養工業人材的角色逐漸淡出，劉校長

不禁有一番感觸。「時代轉變了，香港現在不需要那麼多工業人材，這都是社會大勢所趨。」 

 

前排左起:杜國鎏、劉國禎校長、吳國和老師 

後排左起:黃河清博士、周志明、葉秋葵、許以國、劉偉華老師、林國成老師 

劉國禎校長於 1970 年退休後一直得到校友們的尊重和崇敬，最為校友們津津樂道的莫過

於他辦學鍥而不捨的認真態度以及創作本校的校歌。筆者在早前訪問校友們的時候他們亦對

劉校長處事嚴謹、對學生紀律嚴格的態度記憶猶新。香港理工大學工業總監黃河清博士就和

筆者分享過一件意義重大的「小事」：「記得初中時有次忘了參加課後羽毛球班，第二天劉國

禎校長就親自走來向我問個究竟。所謂見微知著，連一個當時不知名的學生缺席活動他也親

自查問，可見他對其他大小校務的關心和注意。」另外，本校校歌由劉校長作曲填詞。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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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除了歌詞押韻、旋律優美外，更重要者莫過於能否表達一校之精神與靈魂，而劉校長創

作此曲也有一段插曲：「記得在大學時候，一次我在碼頭旁聽到一首水手歌，內容大概是說水

手永不會放棄船，聽過這首歌後它的旋律深印在我的腦海內。後來在九工得到一位音樂老師

的幫助，最終完成整首歌的填寫。」筆者以親身經驗為例，七年來唱校歌從未強記過一句歌

詞，然而每當校歌奏起，口中就自然唱出整首歌而一字不誤。除了歌詞外，校歌的旋律亦非

常易記，只要聽過一次便忘不了，甚至會不其然啍起前奏來。其後訪問校友科技大學協理副

校長龐鼎全教授和著名填詞家向雪懷時，他們亦表示至今仍然清楚記得校歌的旋律。 

 

離開九工三十多年的劉校長今年出席創校四十五週校慶年晚宴時親自講解校歌的源起，

並且帶領六百多名校友一起唱校歌，悠揚歌聲響徹全場。劉國禎校長雖然年事已高，但對着

四十五年前一手培養、如今成材的孩子關心如昔。談論每一位校友都像談論自己的兒子一樣，

臉上總掛着慈父的微笑。現在引述劉校長在本校三十週年校慶所講的一席話共勉之： 

 

「身為九龍工業學生，唱校歌同時細想所唱為何物、並實踐之。如此，你

定必以本校為榮，本校亦定必以你為榮！」 

(原文：When you, as KTS students, are singing it, think of what you 

are singing. Do what you sing, and you will be proud of your school- 

and your school will be proud of you.) 

 

 

撰文：向禮樂（2006 中七畢業生） 

訪問、校訂: 劉偉華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