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圖：本報美術部

A2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陳振傑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2月13日（星期五）

紀文鳳紀文鳳

沒有收到副校長沒有收到副校長

職位任何聘任人職位任何聘任人

選的消息選的消息，，亦從亦從

未 發 表 任 何 意未 發 表 任 何 意

見見。。

文灼非文灼非

沒 有 收 到 任 何沒 有 收 到 任 何

「「施壓電話施壓電話」，」，

亦不見有人這樣亦不見有人這樣

說說，，認為指控很認為指控很

嚴重嚴重，，應該要拿應該要拿

出證據出證據。。

張祺忠張祺忠

沒有收過沒有收過「「施壓施壓

電話電話」，」，該副校該副校

長職位的遴選程長職位的遴選程

序不見有特別慢序不見有特別慢

的情況的情況。。

石禮謙石禮謙

沒有人向我打電沒有人向我打電

話施壓話施壓，，在遴選在遴選

副校長一事上大副校長一事上大

家要按自己的智家要按自己的智

慧慧 、、 經 驗經 驗 ，， 公公

平平、、公正及負責公正及負責

任地做判斷任地做判斷。。

吳國恩吳國恩

事件的可信性不事件的可信性不

高高，，每個人每個人「「放放

風風」」都有他的用都有他的用

意意。。

港大部分校務委員回應

《蘋果日報》昨日引述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的說法，表示從在港大
任教的「法律界人士」口中得知，「梁振英同有行會成員直接游

說，叫佢哋（港大校務委員）唔好贊成陳文敏委任」。有關說法雖然只是「聽
上聽」，而且接受訪問的3位港大校務委員中，廖長江和張祺忠都表示沒有此
事，就連不肯出席梁振英宴請的港大學生會會長梁麗幗亦未有證實此事，但已
經被媒體以「梁振英阻陳文敏任副校」大肆報道。
在報道刊登後多名反對派議員昨日隨即以此為「切入點」啟動連串動作，包
括去信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要求調查，及提出由立法會設專責委員會作
調查，企圖直接以政治介入大學高層的遴選（見另稿）。

吳國恩：無人「認頭」可信性低
本報記者昨日再向四位港大校務委員（包括張祺忠）求證，得到的說法都是

「從未聽聞有此一事」，亦從來不見有人向他們施壓。港大校務委員、港大職工
會理事長吳國恩指出，從沒收到這樣的訊息，更直言「事件的可信性不高，校務
委員會只有20多人，要推倒一個決定，起碼要十張八張票，如果人數這麼多，媒
體怎會找不到有關（被游說的）委員？」
至於為何會有此消息，吳國恩坦言自己不便推測，但認為「每個人『放風』都有

他的用意」。對於現時不斷有人說陳文敏「獲推薦」，吳國恩表示校委會未有任何
消息，而他自己亦曾擔任另一副校長職位的遴選委員，程序十分嚴謹，不會隨便洩
漏消息。至於有人質疑副校長一職的遴選時間過長，他則表示︰「學校有很多東西
要跟進，之前我有份遴選的也選了16、17個月，這完全是看有沒有適合的人選。有

時即使認為候選人適合，對方也可能不滿意聘用條款，一切又要重來。」
港大校務委員、立法會議員石禮謙亦坦言，沒有政府人員向他打電話施壓，
而校務委員會亦從來未有討論有關事宜。至於不斷「放風」陳文敏「獲薦」訊
息，以及任何批評陳文敏的聲音都被說成「政治打壓」，會否為校方在人事任
命上構成壓力，石禮謙則指︰「別人喜歡如何說、如何寫，他們就如何說、如
何寫，但我認為大家（港大副校長遴選委員會及管理層）要按自己的智慧、經
驗，公平、公正及負責任地做判斷。」

文灼非：指控嚴重應示證據
港大校務委員、灼見名家傳媒社長兼行政總裁文灼非亦表示，自己沒有收到

任何「施壓電話」，而他所認識的委員中，亦不見有人這樣說，「昨天的飯局
（指前天特首宴請港大校務委員會）亦沒有人說過有這樣的事。」他坦言，不
知有關說法的真偽，「但指控很嚴重，應該要拿證據出來。」
曾被《蘋果》求證事件的港大校務委員、港大教師與職員協會副會長張祺忠亦繼

續堅持沒有收過「施壓電話」。對於有人指控校方拖慢遴選程序，他則表示︰「5
個副校長職位，現在選了2個，尚欠3個，不見該職位的遴選有特別慢的地方。」

另外，港大發言人回應事件時也表示：「大學對此未有聽聞任何消息。」行政長
官辦公室及教育局亦表示，對於《蘋果日報》有關報道的失實指控，深感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研究表現失色，原院長陳文敏與「佔中」搞手戴

耀廷又涉嫌協助處理「秘密捐款」，是非多多。有

人擔心陳文敏因而不能升任副校長，不斷經媒體

「放風」爆出各種「消息」。《蘋果日報》昨日頭

版報道聲稱「梁振英及行會成員游說港大校務委

員，阻陳文敏任副校」，惟來源卻只是「有人說

『聽到別人說』」。本報記者昨日接觸的四位港大

校務委員、昨日發表書面聲明的校務委員紀文鳳和

接受《蘋果》訪問的廖長江均表示從未聽聞施壓一

事，認為「放風」者自有其用意，更有委員直言報

道可信性低，如真有其事，不可能找不到被游說

者。港大發言人回應事件時也表示「大學對此未有

聽聞任何消息」。行政長官辦公室及教育局亦表

示，對於有關報道的失實指控，深感遺憾。

六校委證《蘋果》屈特首
踢爆誣港府阻陳文敏任副校 批放風者別有用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蘋果日報》昨日頭版大
字標題指「電話施壓 梁振英阻陳文敏任副校」，但同日又流
出不同版本的「消息」：有說根據「極可靠消息來源」，企
圖「阻陳文敏擔任副校長的」，「只涉及梁振英陣營」，其
實是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紀文鳳在「施壓」；另又有「消息
人士」聲稱，梁振英「曾致電港大校務委員，將陳文敏與
『佔中』拉上關係，並詢問『他是否適合當副校長』」。反
對派不停「搬龍門」，但說法之間又自相矛盾，唯一共通點
就是有一個從未露面的「消息人士」在不斷「放風」。

搬龍門：由「不委任」到「是否適任」
雖然從未有人證實陳文敏是否獲薦任副校長一職，但反對
派已不顧一切，直接跳到「政府施壓不讓陳文敏任副校」一
說。繼《蘋果日報》謂「梁振英及行會成員曾經直接游說校
務委員，叫他們不要贊成陳文敏委任」後，同日又再流出其
他版本各異的「可靠消息」說法。
網上電台節目《壹錘定音》主持李慧玲昨日揚言，根據

「極可靠消息來源」，近日企圖「阻陳文敏擔任副校長
的」，只涉及「梁營人士」，中聯辦並無介入。李又稱，
「施壓者」其實是港大校務委員紀文鳳。
不過，紀文鳳昨日已書面回覆反駁李慧玲，指自己「沒有收
到任何聘任人選的消息。大學校務委員會從未審議討論這個職
位的人選，當中亦有保密機制，故本人從未對這個議題發表任
何意見。」
另一說法則來自有線電視，報道指「消息人士」表示，梁

振英「曾致電港大校委會成員，將陳文敏與『佔中』拉上關
係，並詢問他是否適合當副校長」，似乎是有人有意將龍門
由「要求委員不要贊成陳文敏委任」，搬去「詢問陳文敏是
否適合」，說法鬼影幢幢，令事件的可信性又再大打折扣。

中策組：高靜芝無游說干預施壓
此外，又有「消息」矛頭指向中央政策組顧問高靜芝，指

她就陳文敏獲推薦副校長的事接觸港大人士。中策組發言人
昨日回應說，中策組包括全職顧問高靜芝，並沒有主動接觸
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就委任大學副校長一事作游說、干預
或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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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反對派指港
大負責學術人事資源的副校長遴選被干預之
指控，很大程度是基於個別媒體早前所引不
具名的「消息」指，遴選委員會「已經決
定」推薦陳文敏，而有關議程在提交校務委
員會後「被拖延」。不過，有關「消息」其
實已被證實是「流料」，剛在本星期二《南
華早報》的報道便直接「開名引述」遴選委
員會成員、港大心理學系講座教授區潔芳
指，遴選委員會仍未有最終決定，意味有超
過一名候選人仍在考慮之列。那說明反對派
的干預指控誤導公眾，且直接打壓陳文敏以

外的人士被選之機會。

目標是月底「推薦人選」
區潔芳在報道中表明，遴選委員會已經推薦

人選的說法並不正確，委員會仍在考慮中，希
望能有更多空間，而她自己也從未被游說。她
又提到，委員會的目標是在本月底將人選提交
校務委員會。據了解，校委會下一次會議將在
本月24日舉行，但由於當日為年初六，或會因
部分委員外出旅遊而影響會議。
其實，不但「獲推薦」消息子虛烏有，「被

拖延」一說亦是危言聳聽。多名港大校務委員

會委員均表示，不認為有關職位的遴選時間上
有任何異常，校務委員、曾任行政及財務副校
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的吳國恩昨回應本報查詢時
指出，有關職位的遴選亦經過了16、17個月的
時間，而港大校長一職的遴選亦不特別順利，
所以前校長徐立之才要延任，可見有關遴選時
間長久，主要看是否有適合人選。
事實上，同期招聘的另外兩個副校長職位，
包括副校長（全球）及副校長（研究）職位，
亦同樣於去年6月截止申請，至現時亦是未有
消息，反映個別副校長職位的人事任命「被拖
延」之說並無根據。

遴選會未敲定遴選會未敲定「「校務會拖延校務會拖延」」屬流料屬流料

郭榮鏗避記者追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散播「梁

振英阻陳文敏任副校」一說的公民黨立法會議
員郭榮鏗，昨日高調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出來
澄清，但自己面對記者就有關說法再作查問
時，卻匆匆掛線。
記者昨日致電郭榮鏗，表明身份後表示想

查問其消息的可靠程度，郭榮鏗隨即稱訊號
不清後掛線。記者再次致電，他則表示已經
說過，着記者自己翻聽訪問記錄，在記者多
番追問下，他才含糊其辭表示是有「兩三
位」法律相關的教授「聽到有」這個消息，
又指梁振英應該出來澄清。
被問到自己又有否嘗試查證「聽上聽」的消

息來源之真確性時，他則莫明其妙表示︰
「OK，唔該晒你，拜拜。」然後匆匆掛線，之
後記者兩度致電，亦不獲接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日前一
批法律界人士聯署撐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
文敏之後，《明報》前總編輯、法律學院校
友劉進圖也在報章上撰文，聲稱有特區政府
人員影響香港大學校務委員對副校長任命的
決定。文章發表後，一眾反對派議員隨即
「裡應外合」，要求利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法，調查有關事件云，企圖粗暴干涉大學的
校務安排。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聲稱，已經去信港

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促請他向公眾澄
清事件。而民主黨正考慮要求立法會成立獨
立委員會調查事件。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港
大校董涂謹申聲言，學術自由是香港成功的
基石，特首梁振英須公開澄清，和表明反對
有關做法云云。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港大舊生郭家麒更

稱，已去信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於本月27日，
討論是否以特權法調查事件進行討論，同
時，亦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出，在下月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成立專責委員會
徹查香港大學副校長遴選事件，並傳召行政
長官及其他涉事人士作供」。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揚言，陳文敏事

件比當年教院風波更嚴重，認為立法會必須
介入調查，否則就是失職。對於立法會未有
真憑實據便高調插手事件，是否另類干預學
術自由，葉建源並無正面回應。
此外，「香港2020」召集人、前政務司

長、與陳文敏關係密切的港大校友陳方安生
昨日亦加入戰圍，她在聲明中聲言，雖然特
首辦已否認事件，但未有直接回應劉進圖所
指，要求當局作進一步澄清，她還「開宗明
義」聲言陳文敏為大學副校長的勝任人選。

反對派傾巢撐陳文敏

特首辦教育局：《蘋果》失實

陳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