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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陳文敏「親泛民」難公正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李 自
明）在港大校務
委員會處理副校
長任命期間，法
律學院前院長陳
文敏一直高調發
聲，甚至洩露自
己「可能升職」
的訊息，更和由
反 對 派 主 導 的

「校友關注組」等「裡應外合」，企圖影
響校委會的決定。港大校友、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昨日批評，陳文敏的處理手法值得
商榷，即使有傳媒率先披露消息，陳文敏
及相關持份者都應以人事問題處理中為由
不作回應，「咁仲炒唔炒得起呢？」他並
坦言，當有關任命變得政治化，即使校委
會通過物色委員會的建議，陳文敏的「親
泛民」形象也較難維持工作的公正性。
香港文匯報去年率先報道陳文敏或升任港
大副校長的消息，其後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
敏升職，據指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身為獲薦人
自爆自己可能升職的消息，陳文敏及其支持

者就指稱香港文匯報也「洩露了機密」，試
圖將自己身為獲薦人不應披露遴選消息的道
德操守問題，與傳媒根據消息行使新聞自由
混為一談，以混淆視聽。

期待各方反省檢討免重演
曾鈺成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身

為校友，他當然對港大是次的副校風波感
到不開心，又期望各方反省檢討，避免事
件重演，「大家應該將事件『倒帶』，那
個階段可以走得更好？究竟是否如外界所
講的文匯報文章（報道）出問題？我沒有
參與事件，難以辨別雙方指控的實據，但
事件後期已經變得政治化，即使校委會通
過物色委員會建議，陳文敏日後也難以處
理人事問題。」
不過，他直指，陳文敏在事件中的處理手

法值得商榷，「坦白講，外界對陳文敏處理
事件的批評是不無道理的。外界質疑文匯報
率先披露，係唔係呢？香港有新聞及言論自
由，大家都禁不住口。假如是報章率先披露
他是唯一人選，無論支持或反對任命者都不
應該發聲，或以問題處理中不作回應，咁仲
炒唔炒得起呢？」

報章披露不回應「炒唔起」
他續說：「或許因為陳文敏在『佔中』的

言論，左派或文匯報不喜歡他，這是不令人
感到奇怪的。即使報章發表文章博命『鏟』
佢，So what？所謂：It takes two to tango.（要
兩個人才能跳探戈），若陳文敏及相關持份
者不回應，文章又能否起作用呢？」
被問到陳文敏是否港大副校長的合適人

選，他重申，他不熟悉對方故難以評論，但
客觀而言，當事件發展變得政治化後，即使
陳文敏出任管理人事的副校長，恐怕也難以
維持其公正性，「副校長的主要職責是處理
人事，目前陳文敏形象是傾向『泛民』、不
受中央歡迎，又與建制派有矛盾。今後若有
『愛國愛港者』無法升任更高職位，或會質
疑遭受（陳文敏）打壓。」

遵保密原則是基本操守
另外，就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破壞保密

協議披露委員發言，曾鈺成強調，無論如
何，遵守保密原則都是基本的操守，「現時
有同學透露會議內容，但委員不能出來解釋
立場，否則委員反駁亦會違反保密原則。是
次事件說明，人事任命未必適用公開諮詢及
透明度等原則。」

港大院長：支持校委會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甘瑜）
反對派一直將香
港大學前法律學
院院長陳文敏不
獲委任為副校長
（學術人力資
源）一事，刻意
與學術自由、院
校自主混為一
談，但港大建築

學院院長韋伯斯特（Chris Webster）近日
在回覆傳媒查詢時坦言，「港大學者仍
然、亦將繼續在最高度的學術自由下追求
學問」，並表示支持校委會的決定。

副校任命無關學術自由
韋伯斯特在回應《明報》查詢時指出，

「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是兩種不同
卻又有關係的概念。「學術自由」是大學
學術的基石。「我本人不認為任命主責內
部行政事務的副校長與學術自由有很大關
係（除非該副校長辦公室會因意識形態
（ideological）或政治上，去影響升遷和申

訴，但這絕不是港大的情况）。至今據我
所見，港大學者仍然、亦將繼續在最高度
的學術自由下追求學問。」
他續指，「世上的州立大學都是由國家
及州份政治家訂立的教育及其他政治議程
所管治，……歐洲大學的聘任及解僱等人
力資源程序，是由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員規
定。……英國的大學多年來一直有大量政
府干預，由勞動力規劃、學術人力規劃
（法國的大學仍是如此）、學生人數規
劃、學費架構、籌款投資的能力、對倒退
中的大學發校長任命指令等，故沒有完全
自主的大學這回事。」

無聽過院校自由曾妥協
韋伯斯特指出，自己經常留意一條相關
問題是，大學所擁有的院校自主，是否足
夠支持他將世界級的教育傳授予聰明的學
生及拓展知識，「我不認為我聽過有人明
確指控港大在這方面作出妥協，我希望現
在及將來都不會。」他坦承，自己對陳文
敏的資歷有「個人（贊成的）意見」，但
校委會的成員有着更廣闊的觀點去作出決
定，他全力支持。

葉建源逼盧寵茂「自證無罪」
煽「問候」粗言攻擊侮辱 教界批荒謬釀制度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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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校委會否決陳
文敏出任副校長，港大校長馬斐森在路透社的訪問中聲稱
「中央政府在背後操縱港大副校任命安排」，而反對陳文
敏升職的校委盧寵茂等近日都受到網民不斷惡意攻擊。香
港政界人士昨日均指，「中央在背後操縱港大副校任命安
排」的說法是政治抹黑，對此感到遺憾，又認為馬斐森如
有真憑實據，應拿出來，不應陷校委會於不義。他們並批
評，盧寵茂被人網上「問候」和惡意攻擊是「網上和政治
白色恐怖」，擔憂長遠會令一些對社會有承擔、持平的人
不敢公開說話或為社會做事。

葉國謙：歪論令人遺憾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批評，有關「中央

在背後操縱港大副校任命安排」的說法是政治抹黑，對此
感到遺憾。他指出，校委會制度已存在良久，一向在遴選
上有既定的基本運作方式，校委會決定候選人是否適合擔
任首席副校長時，是考慮其在學術上、能力上、社會關係
等事實層面上的條件，絕非如外間所說由「中央操縱」，
相信市民會清楚明白。
他又批評，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破壞保密協議，洩露

校委會會議內容，做法大有問題，「學生所言的內容是否
真正反映事件的情況，也是值得市民自行思考。」
對於有傳媒不斷把焦點放在陳文敏沒有探望盧寵茂一事

上，他不認為盧寵茂會因為跌倒後得不到關心，就不投票
給對方，並質疑為何會有傳媒會相信這個說法。

黃國健：亂「問候」可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指，盧寵茂被人網上「問

候」令人感到可怕，是「網上和政治白色恐怖」，「只要
你和我政治取態不同，我不理你是什麼人、本身有何貢獻
或人格受到公認，我只要合上眼便可以向你作出攻擊，總
之我不喜歡你便可以攻擊你。」
他又為盧寵茂感到可惜，因相信盧本身作為港大校委會

委員，僅為學校作出承擔，「講句公道話便弄得如此下
場。」他批評，今天的局面實為反對派及激進學生團體期
望看到的情景及作出的效果，並令社會再無人敢講中肯說
話，長遠更令一些對社會有承擔、持平的人不敢公開說話
或為社會做事。

梁志祥：陷校委會不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社會大眾應尊重港大校
委會所作的決定，並相信校委會委員都是經深思熟慮，充
分討論的情況下，才得出此結果。他又質疑馬斐森聲稱港
大副校長任命一事涉及中央干預的說法，或會引起社會恐
慌。馬斐森應該拿出真憑實據，不應將責任推卸至校委會
委員身上，陷校委會於不義。

■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早前接受外國通訊社訪問，聲稱港大副校長
任命事件經「精心策劃」，「不排除北京（中央政府）是幕後黑
手」。團體「珍惜群組」和「同心護港」約20名成員昨日在港大地
鐵站對出天橋示威。他們舉起橫額及以揚聲器高叫口號，批評馬斐
森「誣陷我們國家，做賊喊賊」，而「北京干預」的言論是在侮辱
港人智慧，又質疑真正「精心策劃」搞事、欲任命陳文敏做副校的
人正是馬斐森本人。 圖、文：溫仲綺

「珍惜」「同心」促馬斐森下台

程介明批洩密如「公審」校委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甘瑜）港
大學生會
會長馮敬
恩違反保
密協議，
選擇性公
開校委言
論，並辯

稱其行為是為了「保障師生的知情
權」，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則認
為，保密制度可保障每個人發表言
論的權利，而不受群眾壓力影響。
前港大副校長、港大教育學院講座
教授程介明在報章撰文中，也不點
名批評馮敬恩「違反保密守則，選
擇性公開披露委員言論，也等於對
委員進行政治公審」，令大學行之
有效的委任程序崩潰，又批評反對
者的行為「根本志不在程序，而是
旨在委任某人」。

馮死撐「犧牲誠信」為同學
連日因破壞校委會保密協議而受到

廣泛批評的馮敬恩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仍死撐稱，他公開校委會會議內
容「並非為個人利益」，而是為「保
障同學知情權」才「犧牲誠信」，並
聲言各校委如認為他們提出的理由合
理，就應「問心無愧」，「不怕直播
予他人知。」他又稱，有校友已主動
聯絡他並願意在此事上協助他面對校
委會的懲處。

反對派聲稱追究反對任命校委
港大法律學會主席蕭偉恒對副校任

命遭否決表示「十分遺憾」，並稱保
密制度不應凌駕公正公義，批評校委
會拒絕交代事件。多個在「佔領」前
後成立的、被指為以「專業」為名的
反對派「子組織」，包括「法政匯
思」等18個團體昨日也發表聲明，
聲稱馮敬恩「洩密有理」，稱「馮敬
恩本着公眾利益揭破校委們的荒謬理
由，值得人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又
稱「會繼續追究一眾反對任命（陳文
敏）的校委對大學自主的粗暴干
預」。

施永青：保密制可保障發言

施永青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
保密制度是必要的，令每個人都可以
在不受群眾壓力影響的情況下發表言
論，而選副校一事，「讓大家都可以
參與」是「看似民主」，但將所有事
情都公開，讓「全民決定」是不可行
的，有些問題相對複雜，並非人人有
能力去做判斷，故民主社會也會設立
不同的委員會，讓專業人士處理。
程介明昨日亦在《信報》撰文，不
點名批評馮敬恩「選擇性公開披露委
員言論，也等於對委員進行政治公

審」，反對者的行為「根本志不在程
序，而是旨在委任某人」。
他強調，保密制「並非什麼黑箱作

業，而是要尊重候選人的私隱」，又
反問道：「校委會的決定不符期望，
就算不正義？在港大委任副校這件事
上，顯然是有很多種不同意見的，並
非黑白分明。假如把異見通通當成不
正義，『逆我者亡』；而且成為政治
理由，把違規、抗命輕率地、無限地
擴展到社會每一個領域、每一個決
策，香港還有法治嗎？」

■曾鈺成 ■韋伯斯特

■程介明

馮敬恩本周二開記者會「大爆料」，公開了反
對陳文敏任副校的校委名字及批評，其中談

到盧寵茂時，引述盧寵茂指陳文敏學術水平不合
乎標準，批評陳的研究成績連助理教授亦不如，
但馮敬恩當時刻意把焦點放在「陳文敏沒有在盧
跌倒後致以慰問」之上，言語間似暗示盧寵茂是
因為陳文敏無表示問候而小器地投反對票。
有關說法僅為馮敬恩的片面之詞，校委陳坤
耀、李國章均指馮的說法不實，但網上已有不少
人相信，結果盧寵茂被「問候」電郵轟炸，內容
包含粗言穢語。

盧批馮敬恩手段不誠實勿縱容
盧寵茂沉默兩日後，終於前晚發表聲明，強調
誠信是人格的基石，不點名批評馮敬恩「以不誠
實手段以達到目的，絕不應被縱容」，希望他能
反省。他又指，自己被學術教職員選入校委會，

「對此任命，只有責任感，絕無權力感。過去幾
次校委會議亦感受到其他絕大部分委員的專業及
對港大的熱誠，對所有議題，均理性討論，客觀
分析。」
他續指，不記名學術或職效評審是「對事不對

人」，有助達至客觀而真誠評審，「若破壞此制
度，只會令一切變得虛偽，成為人情與權力的橡
皮圖章。」他於聲明最後期望香港能「多一點溝
通、理解、團結，少一點鬥爭、攻擊、分裂。」

稱洩密涉「公眾利益」難解釋
馮敬恩的舉動引起極大爭議，但「港大校友關

注組」召集人葉建源則繼續為他辯解開脫。他聲
稱，若違反保密制度是與「公眾利益」有關，則
事件的看法亦有不同，「馮敬恩做的應該屬於這
類。」但被問及為何本報報道副校遴選一事，同
樣涉及公眾利益，卻遭他批評時，葉建源則稱本
報報道「過於密集」，有些地方「有商榷餘
地」。
葉建源未有回應馮敬恩這樣做是否一種「政治

手段」，只稱馮肯承擔責任，且是公開爆料，是
「光明」的做法，又稱「保密制只是為了讓會議

順利進行，但校委會需要向公眾交代。」不過，
在本報記者兩次追問如何在交代的情況下做到保
密時，他都未有正面回應。
對於馮敬恩「片面爆料」的內容真確度成疑，

卻令盧寵茂等校委受到騷擾，葉建源則稱每個人
要為自己行為負責，他不贊成那些人騷擾校委，
但又莫名說到盧寵茂亦需要反省。

張民炳批葉不尊重大學自主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葉建源的說法

是對大學自主的不尊重，「不能因為說是公眾利
益，就無視其他程序和合法性的問題，如果要這
樣看，是否所有會議都可以搗亂？大學是否不需
要有內部運作？所有東西都攤到街頭處理就
可？」
至於葉建源認為校委應拿出證據來「自證清

白」，張民炳批評說法荒謬，「要拿什麼證據
呢？即使校委的說法『唔啱聽』，他們也有言
論自由，現在就是有人無視了其他人受到合理
保護的權利，令他們的言論自由受損。」他認
為港大校委會應嚴肅處理事件，否則會令制度
崩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身

兼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的學生會會長馮

敬恩，因為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不獲

委任為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本周

二於校委會會議後違反保密協議「選擇

性爆料」，聲稱另一校委盧寵茂不滿陳

文敏無在自己跌倒後致以問候，誤導外

界質疑盧寵茂只因小器而要令陳「墮

馬」，結果盧收到逾2,000封「問候」

電郵，遭人網上爆粗圍攻侮辱。盧寵茂

前晚發聲明強調，絕大部分校委均做到

理性討論、客觀分析，並不點名批評馮

敬恩「以不誠實手段以達到目的」，希

望對方能反省。一直盲撐陳文敏的「港

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稱，校委

應自己拿證據來自證清白，被教育界人

士批評說法荒謬，更可能令制度崩潰。

王晶籲全港勿聘用馮敬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

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破壞保密協
議備受非議。香港著名導演王晶昨
日指，校委會要處分馮敬恩是天公
地道的，又呼籲全港僱主永不錄用
馮敬恩，「免被他洩露你的公司機
密。」
王晶昨於微博發帖批評馮敬恩。

他說，「港大否決用陳文敏，是內

部決定，學生會長違反保密協議洩
露會議內容，處分他是天公地道，
但壹傳媒和『泛民」議員居然出來
撐他無罪。我非港大人，只知道加
入一個有保密協議的委員(會)就有
責任保密，違反了就是沒誠信。我
現在呼籲全港僱主，這人叫馮敬
恩，希望大家記住這名字永別僱
用，免被他洩露你的公司機密。」

■盧寵茂 資料圖片 ■葉建源 資料圖片■張民炳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