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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乡林珲老师的缘份 

刘志赵 

香港理工大学 

林珲老师是地理信息领域我们江西籍的杰出学者代表，在国际上地理信息领域享有崇

高声誉和地位，特别是在华人学者圈子彰显了杰出的领导能力。30 多年前林老师在美

国留学时就带领他的同行创立 CPGIS 协会，这就足够说明林老师的杰出领导力和对本

领域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力。CPGIS兴旺发展到如今，为国际上特别是中国GIS领域的

蓬勃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为中国与国际上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桥梁

和平台，为后辈同行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在这其中，林老

师的贡献是无法计量的。 

说起来非常巧，我跟林老师还是很有缘份的。林老师的大学就读于原武汉测绘科技大

学（现武汉大学），我硕士也就读于这个学校，我们是校友是同行。另外，我和林老师

都是江西人。还有就是，林老师在返回江西师范大学工作之前，也在香港的高校任职

教书。同为校友同行，同为江西同乡，又同在香港这个小小地方作为高校同行，还是

不多见的。还有一个缘份值得一提就是，我跟林老师的恩师、中国地理界的泰斗人物

陈述彭院士是萍乡同乡，我的老家和陈院士的老家相距大概就是 30-40 公里。 

我第一次听说林老师的大名，是从我的博士生导师高扬教授这里知道的。大概是 2001

年一次聊天的时候，高教授说起林老师的大名，谈到林老师对 CPGIS 的巨大贡献，那

个时候虽然不认识林老师，但是对林老师这种杰出的领导力、无私的奉献精神、执着

的敬业精神肃然起敬。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缘份亲眼目睹林老师行业领导大师风范。

古人说，有缘千里来相会。直到2009年，缘份来了。2009年 6月下旬我从加拿大工业

界辞职加入了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离林老师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学相隔很近，

两个大学都在名叫 “东铁线”的地铁线旁边，从香港理工大学去林老师的大学坐“东

铁线”只需半个小时。 

来到香港理工大学之后，与林老师见面的机会就逐渐多起来了。香港毕竟很小，几个

大学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经常是一个大学举办会议，其它大学的同行也积极

参加捧场。我和林老师就是这样逐渐熟络起来的，林老师在这一行业的影响力号召力

极大，经常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大型的国际会议，邀请国际、大陆的著名学者参加，

我参加也顺便认识了不少学者，这都是得益于林老师。 

随着去香港中文大学的次数多了，我才逐渐了解到，座落在香港中文大学地势制高点、

风景最漂亮的、可以鸟瞰整个吐露港海面的霍英东遥感科学馆就是林老师领导筹款创

建的。凡是去过霍英东遥感科学馆的人，肯定会对科学馆的选址、建筑、内部布局装

饰赞叹不已。我每次去科学馆，都忍不住拿出手机，对着俯瞰的周围美景一阵猛拍。

科学馆的屋顶上装了一个巨大的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天线，在离香港中文大学很远的地

方都可以看到。这个圆形的接收天线也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著名地标，很多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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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它的科学用途并不了解，但是一说起那个圆球，都知道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标志。

我听说甚至有的政府官员，一提起在香港做遥感研究，就说那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事，

因为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标志性的圆球，由此可见林老师创建的这个霍英东遥感科学

馆的影响力是多大。作为林老师的香港同行，我非常清楚，要以一己之力，筹集巨资

建立这样一个漂亮的独立成楼的遥感科学馆是何等的难事。以我个人的能力估计，这

就相当是登天的难事，但是林老师就做成了，而且做得非常漂亮，不得不佩服林老师

卓越的领导力！林老师作为一个书生教授，当年说服霍英东先生从他这里获得巨额资

助，是何等不容易啊！另外，还要说服大学将最好的地块划拨给林老师建这个遥感科

学馆，也是何等不容易啊！这体现了林老师的卓越领导力、高度的睿智，我对林老师

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由衷的敬佩！林老师对香港中文大学，对整个香港遥感、地理信

息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香港、内地、国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等

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我跟林老师的接触算是多的，特别是后来跟林老师熟悉之后，接触就更多了。林老师

有很多事迹值得记载宣传，限于这次纪念册出版的文字限制，我就留给下次出纪念册

的时候再写吧。祝林老师七十寿辰快乐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024 年 4月 5 日于香港，1629字） 

1、作者名字： 刘志赵 

2、作者单位： 香港理工大学 

3、作者个人头像照片（高清） 

 

 

 

 

 

 

 



 3 

4、回忆照片（含说明文字） 

 

 

 

 

 

 

 

刘志赵将林老师和他学生共同编写的《同行集》赠送给在香港理工大学工作的三位江

西老乡，左一：郭海教授，江西赣州人；左三：黎航欣研究助理教授，江西萍乡人；

右一：李恒教授，江西新余人。《同行集》通过学生的亲身经历，记录了林老师和他学

生的师生恩情，故事亲切感人，令人感受到了林老师作为导师、作为长辈的温暖。

2021 年 7月 23日摄于香港理工大学教工俱乐部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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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赵与林老师举杯庆贺江西省旅港同乡会一年一度的春茗晚会。2024 年 3月 3日摄

于香港荃湾西如心酒店。 

 

5、作者电子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码 

lszzliu@polyu.edu.hk 

(852)2766 5961 (办公室), 5178 3176 (香港手机) 

135 4326 5150（大陆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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