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月15日荣休

上诉庭法官潘文龙 
享有仁慈谦卑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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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善良与谦卑——这是
在上诉庭法官潘文龙的荣休典礼
上，多名新加坡公共服务与司法
界成员向这位法律界泰斗致敬时
所反复提及的。
　　在司法与法律学术界贡献超
过40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潘文
龙法官将在12月15日年满65岁，
并在当天正式荣休。包括大法官
梅达顺、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
和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与
总检察长黄鲁胜在内的七名典礼
嘉宾，星期一（11月28日）傍晚
在高等法院大厦礼堂举行的荣休
典礼上轮流致辞，向潘文龙道谢
与道别。
　　在致辞的嘉宾当中，有的
多年来在法庭上与潘文龙并肩
审案、有的曾与他同窗学习，
还有曾接受他悉心教导的学生
与下属等。他们口中的潘文龙
不仅是对新加坡法律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的法官与学者，他更
是一名处处展现善良与谦卑的
“ 慈 父 ” 、 “ 良 师 ” 与 “ 天
才”等。
　　这是新加坡司法界第三次为
法官举行荣休典礼，首个荣休典
礼是在1990年为已故黄宗仁大法
官举办；上一次的荣休礼则是在
2017年，致敬当时荣休的上诉庭
法官赵锡燊。自认“最习惯在幕
后贡献”的潘文龙，原本拒绝大
法官为他举行荣休典礼的提议，
但最终在妻子的劝说下，答应接
受这番好意。
　　先在法律学术界驰骋约23年
的潘文龙，是在2005年初在已故
大法官杨邦孝的推荐下，受委为
最高法院司法委员，同年12月出
任高庭法官。隔年2月，他升任上
诉庭法官，当时48岁的他是历来
最年轻出任上诉庭法官的司法界
成员。潘文龙也在今年8月获哈莉
玛总统颁发功绩奖章。
　　大法官在典礼上透露，他早

在去年年中就找潘文龙讨论，让
后者延迟至68岁才退休；潘文龙
仔细考虑后，今年初正式决定在
年满65岁就退休。大法官花了数
周的时间尝试劝潘文龙改变主意
但都不成功。
　　在大法官看来，潘文龙无疑
是新加坡司法界历史上最具影响
力的法律思想家之一。他不仅是
一名出色的法官，同时是一名优
秀的学者与法律学教授，撰写与
发表超过260篇学术文章与400个
法庭判词，展现他对法律全面且
精辟的思考。
　　大法官与英兰妮都曾是潘文
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学院的
学生。英兰妮认为，潘文龙在新
加坡法律的发展上扮演了举足轻
重的角色，他所撰写的有关新加
坡如何接纳英国法律，以及刑事
法的历史与发展等的文章都具有
影响力，让他成为新加坡最优秀
的法律学者之一。曾与潘文龙同
窗的高级律师文达星也在向他致
敬时，形容潘文龙为一个“公认
的天才”。
　　潘文龙对同事、学生、下
属，甚至是案件当事人所体现的
同理心与善良，也是荣休典礼上
频频出现的一个主题。总检察长
黄鲁胜举例说，在一起涉及子女

与父亲反目的离婚上诉案中，潘
文龙发表裁决时苦口婆心劝女方
让子女与父亲修复关系，因为他
认为，来自双亲的爱与关怀对孩
子极为重要。法律秘书（Justices' 
Law Clerk）陈俊文则代表曾与潘
文龙共事的多名法律秘书，忆述
潘文龙关怀与开导下属的各种

表现与举止，包括在与他们讨论
工作时，潘文龙从没忘记关心他
们。
　　在听了嘉宾们对他的致敬
后，在典礼上最后致辞的潘文龙
一时情绪激动、不能自已。他与
出席者们分享，自己向来所秉持
的原则是，不管处于任何岗位，

无论是担任教授、法官，或是在
军营里当书记，他都致力于做到
最好，并且从中寻得意义。
　　有将近400人出席荣休典礼，
活动上也推介一本为潘文龙所著
作的新书。潘文龙在退休后将担
任高级法官，不定时回到法院审
理案件。

在司法与法律学术界贡献超过40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潘文龙法官将在下月15日年满65岁，并在当天正式荣
休。各界向潘文龙致敬时，称赞他不仅是法官与学者，
更是一名处处展现善良与谦卑的“慈父”、“良师”与
“天才”等。

上诉庭法官潘文龙星期一傍晚在荣休典礼结束后，与妻子一同离开高等法院大厦。他将在12月15日正式荣休。
（卓祾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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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加入医疗社工行业的
柯淑芬经历沙斯和冠病疫情带来
的严峻考验，但仍坚守岗位，尽
心尽力为病患提供社会心理方面
的支持，也积极把相关的专业知
识传授给其他社工。
　　担任陈笃生医院关怀与辅导
部主任的高级首席医疗社工柯淑
芬（44岁）凭借对医疗社会工作
的贡献，今年获颁新加坡杰出社

工奖。
　　柯淑芬曾在2009年参与制定
居家机械通气和呼吸辅助服务计
划，让须要使用呼吸机的病患能
在家接受治疗。在疫情暴发初
期，她也为因染疫住院的客工发
起为期一周的活动，通过教导他
们运动和健康饮食等，帮助他们
缓解心理压力，掌握更健康的生
活方式。
　　作为卫生部医疗社工小组的
联合主席，柯淑芬负责定期检

讨社工的护理模式，并为社工
策划培训课程。她也在本地医
院和国内外学府任教，同年轻
社工分享专业知识，协助他们
提升技能。
　　即使担任医疗社工已近20
年，柯淑芬坦言，要陪伴病患家
属面对亲人的离世仍是相当艰难
的。“看到他们承受生离死别带
来的悲痛，还是会让我感到揪
心......不过，担任医疗社工让我
意识到，我虽然无法改变世界，
但我有能力为需要帮助的人带来
改变，只要能有机会改善病患的
健康和生活，就是我从事这份行
业最大的满足感。”
　　由新加坡社工协会颁发的
新加坡杰出社工奖今年迈入第23
个年头，颁奖礼星期五（11月18
日）在总统府举行。今年共有三
位社工从哈莉玛总统，以及社会
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部第二部
长马善高手中接过奖项。
　　新加坡社工协会自2008年起
也颁发新加坡具潜力社工奖，
触爱社会服务高级社工林佩绮

不惧沙斯冠病坚守岗位
陈笃生医院医疗社工获杰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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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体能的运动员未必健康，
身体里或许潜伏着心脏代谢疾病
征兆，随时可能因病发而“突然
倒下”。为了更准确和及时地找
出这些疾病征兆，新加坡国立大
学将对数万名长跑运动员展开长
期调查，以改善相关检测机制。
　　负责这项研究的国大杨潞龄
医学院心脏科转化研究项目主
管符策贤教授说，人们所熟悉
的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仅是
心脏代谢疾病（Cardio-metabolic 
disease）的冰山一角，另外还
包 括 脂 肪 肝 、 颈 动 脉 硬 化 斑
（Carotid plaque）和高血压等可
造成严重疾病的导引。尽管如
此，目前医学界对这些病情的研
究并不深入。
　　为了加强检测心脏代谢疾病
的及时和准确性，研究团队计划
邀请不同体能背景的人参与问卷
调查、临床检测和测试三阶段的
长期调查。
　　来临的渣打银行马拉松策划
方经理桑托斯（Santoz Kumar）
说，早前耐力活动中曾发生运动

发表的部分重要裁决
　　潘文龙法官发表过的重要
裁决包括：
●城市丰收失信案上诉裁决
　　以潘文龙法官为首的上诉
庭五司发表了具标志性意义的
裁 决 ， 阐 明 应 如 何 诠 释 严 重
失信罪条文中的“代理”，包
括慈善机构的董事在法律上不
算是专业代理。潘文龙也在审
理此案时强调他向来所主张的

原则——“不应让疑难案件败
坏法律”（hard cases should 
not  be  a l lowed to  make bad 
law）。
●外科医生的丈夫申请检讨律
师公会的裁决
　　知名外科医生林美丽数年
前 与 新 加 坡 医 药 理 事 会 打 官
司，被判败诉后不满得支付医
理会代表律师的律师费，她的

丈夫夏尔马为此向律师公会提
出投诉，失败后也向法院申请
进行司法检讨。
　　潘文龙法官代表上诉庭发
表裁决时，阐明总检察署可介
入这类申请，以维护公众的利
益，之后也可以要求申请人支
付总检察署的讼费。律政部长
尚穆根后来也在国会上提到这
项重要裁决。

担任陈笃生医院关怀与辅导部主
任的高级首席医疗社工柯淑芬（左
一）从哈莉玛总统（中）和社会及
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部第二部长马
善高手中接过新加坡杰出社工奖的
奖杯。（海峡时报）

员突然心脏代谢疾病发作的个别
案例，所以这项研究重点十分重
要。有兴趣参与研究的运动员可
在活动上和研究团队报名。
　　医学院内科部门及国大心脏
中心心脏病康复部主任杨智榆助
理教授希望，团队能够进一步了

解运动和心脏代谢疾病之间的关
联，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
法。
　　通过这项研究，医学院的马
亚克医生（Dr Mayank Dalakoti）
也 希 望 能 够 提 醒 公 众 ， 体 能
（fitness）和健康（health）并不
相同。“人们都处在患病风险的
不同阶段，但只要及时诊断，就
可通过调整生活习惯或治疗来缓
解病情。”

国大对长跑运动员展开长期调查 
以改善心脏代谢疾病检测

（30岁）是这个奖项本届的得主
之一。林佩绮关注孩童与青年的
心理健康问题，也善于使用科技
等创新方式，来协助面对心理健
康问题者调节情绪和培养社交能
力。她认为，一些家长对心理健
康问题的了解有限，因此她希望
继 续 提 高 他 们 对 心 理 健 康 的 意
识，拉近他们与孩子的关系。
　　“我想要为那些因面对心理

健康问题，而遭受歧视的边缘青
年发声。身为社工，我有责任维
护每一个人的尊严，我也相信无
论年龄大小，每个人都应该有表
达自己和接受治疗的权利。”
　　另一名新加坡具潜力社工奖
得主是飞跃社区服务资深助理社
工连慧慧（35岁）。连慧慧致力
于通过为囚犯，包括正在服刑的
孕妇、释囚，以及他们的家人提

供援助，改善他们的生活。
　　哈莉玛致辞时说，社工是本
地社区的核心，他们在扶持有需
要的个人和家庭方面，也将继续
扮演重要角色。“社会工作不只
意味着做好事，社工也需要有系
统化和批判思维，并制定具有创
意的解决方案。社工必须适应不
断变化的环境，具备创新意识将
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