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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四日，新民主女神像幾經波折，終在約二千人的

護送下落戶中大，置於大學鐵路站外的大學廣場，其後社

會各界對於女神像應否永久擺放在中大曾有一番激烈的討

論。回顧中大歷史，原來林立於中大校園的眾多人像和雕

塑，當年落戶之時亦曾掀起不少風波，每個雕像背後都有

一段故事，每個故事都反映那個時代的歷史和精神面貌，

是中大人的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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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群像聚首 
一代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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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有學生在孔子像背面寫上「打

倒孔家店」的字句。

相片來源：新亞書院網頁

崇基學院食堂眾志堂後面的草坪，有一塊

刻着「勞動光榮」的石碑。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建民:「擺放一

個人像在這裡，他就在教育學生，他在傳

遞一種價值給我們的學生。」

「新女神像」風波後續
「新民主女神像」（下稱「新女神

像」）是美籍華裔藝術家陳維明的作品，

今年五月由美國運抵本港。「新女神像」

高六點四米，以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為材

料，按照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廣場，象徵

學生運動的民主女神像製成。

以往在中大豎立雕塑或人像，多數由

校方決定，這次學生會主動要求將政治敏

感的「新女神像」永久擺放在中大，校方

的態度明顯較為緊張，中大行政及計劃委

員會在六月初發表聲明表示：「一致決定

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如有

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

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因

而拒絕學生會的要求。

永久擺放位置待定
中大新任校長沈祖堯承諾開學後會先

諮詢學生的意見，再決定如何處理「新女

神像」。而學生會則打算以「公投」的方

式，讓中大學生表達聲音。

九月十七日，沈祖堯校長首次就「新

女神像」的擺放問題，與學生會展開直接

對話。當晚，他即透過電郵向中大學生轉

述會面內容，提議學生會將「新女神像」

放於大學本部的文化廣場。當日與沈祖堯

會面的學生會會長黎恩灝認為，這顯示校

方默許「新女神像」永久擺放在中大。

然而，對於「新女神像」的擺放位

置，校方和學生會仍未達成共識。校方認

為文化廣場屬學生會管理範圍，方便學生

會管理女神像，但黎恩灝指這理由不能成

立，因為文化廣場是中大內唯一由學生會

管理的空間，幾乎每天都會進行各項活動

和展覽，現時校內團體要申請在文化廣場

舉辦活動，最早也要排期到翌年二月，而

且在一個如此細小的廣場上擺放女神像會

阻塞通道。他回應：「我們關心的不是哪

裡方便管理，而是哪裡更能突顯女神像的

意義。」他認為大學港鐵站外的大學廣場

（即現時「新女神像」擺放的位置），較

接近地鐵站，可讓更多師生、香港市民，

甚至內地來港旅客接觸到女神像。

學者盼增加學生自主空間 
為了令「新女神像」的管理更方便，

學生會曾向中大提出開放大學廣場，由學

生會管理。黎恩灝指出，大學應該開放更

多地方，讓大學廣場成為繼烽火台之後，

另一供中大學生舉辦研討會、講座、論壇

等活動的公共空間。

中文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是中大

八三年的畢業生，他支持將大學廣場的自

治權交給學生會，他認為：「把女神像放

在大學廣場是可行的，但問題在於那地方

是否學生自己管理。只要大學向外界清楚

說明該地方為學生管理的範圍，即使『新

女神像』永久落戶，學校亦可免卻對外界

交代政治立場的尷尬。」

就「新女神像」的安置問題，校方傾

向將女神像放在本部的文化廣場。本刊詢

問沈祖堯校長對於「新女神像」的擺放位

置有何看法時，他指自己一向尊重言論自

由，支持大學生有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

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回應，學生會須處

理雕像的安全、責任保險及人流管理等事

宜，而大學有關部門則會盡量提供協助，

以確保安排完善。

雕塑林立　記載點滴歷史
 一個「新女神像」已弄得中大甚至

社會滿城風雨，所以絕不可小看一座雕塑

的威力。其實，中大的人像和雕塑四處林

立，姑勿論這些雕塑、人像和石碑有沒有

政治意味，它們背後或多或少總記載着某

些歷史和精神意義。

立「勞動光榮」表揚學生
在崇基學院食堂眾志堂後面的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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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地點:新亞書院水塔旁

諾貝爾物理學家楊振寧

地點:邵逸夫夫人樓天台

商人包兆龍

地點:兆龍樓地下

意大利詩人但丁           

地點: 大學圖書館一樓

國學大師饒宗頤

地點: 大學圖書館一樓

有一個小型石階台，旁邊豎立一塊刻着

「勞動光榮」的石碑。石碑四字令人聯想

到六、七十年代學生運動的左翼思想。

崇基學院有「級社」傳統，「級社」

是由即將畢業的崇基學生組成的團社，

主要負責舉辦該年的畢業活動。一九七四

年的級社（「暉社」），欲於眾志堂外興

建一個露天劇場「暉社台」，作為送贈崇

基學院的畢業禮物。於該年畢業的暉社主

席趙仕鴻憶述：「七十年代，學生運動風

行，毛澤東主席的共產主義在校園內無人

不知，為表對勞動階級的敬意，我們二百

名級社社員決定一手一腳興建台階，那是

我非常享受的一個計劃。」

興建「暉社台」的建議獲得當年崇

基學生輔導處處長，現已退休的盧惠卿

博士的大力支持，她替「暉社」向崇基學

院申請資助，暉社學生則一手包辦計劃、

統籌、設計、採購、資料搜集、建築等工

序，用了三個月時間完成。一九七四年一

月，「暉社台」正式開幕。

在盧惠卿的建議下，當年的崇基學

生會送了一塊刻上「勞動光榮」石碑讚揚

「暉社」的工作，同時亦表揚勞動階級對

社會的貢獻。

反對「孔子像」含虛假精神
新亞書院崇尚儒家精神，孔子誕辰更

是新亞的校慶，新亞書院水塔旁就豎立了

一個孔子像，但原來一九九八年孔子像落

戶時，不少新亞學生均十分不滿。孔子像

是一九九八年新亞書院推行校園美化計劃

的其中一項，但當時的新亞學生認為新亞

精神仍盛，無需美化，突然空降孔子像，

又裝置假山假水，只是在假意宣傳新亞精

神，於是紛紛聯署和寫大字報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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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父孫中山像快將坐落中大

  孫中山先生的孫女孫穗芳，於今年一月向中大捐贈一座十呎高的孫中山銅像，並獲

答允在校園內擺放。銅像於五月送到校園，但在六月一日，中大指需等新校長上任後才

能擺放，銅像至今仍存放在中大的儲物室。

孫穗芳女士對校方的做法甚為不滿，批評中大准許學生會擺放女神像，卻遲遲未批

准擺放孫中山銅像。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在九月三十日的書面回應解釋道，由於銅像

體積龐大，有相當的重量，故大學在選址上必須顧及安全，及做好有關的配套安排。

即將改名為「孫逸仙樓」的逸夫書院第二學生宿舍宿生會主席陳裕景指出，書院曾

提出三個放置地點，分別為逸夫書院停車場外的魚池旁、第二學生宿舍平台及中藥園。

八月，校方最終決定將孫中山像擺放在中藥園，屆時孫中山像將會面向孫逸仙樓。校方

表示，方案已獲得孫穗芳女士的同意，不過因擺像位置本為燒烤場，所以要先搬遷燒烤

爐，及移走「中藥園」的石碑，最快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誕辰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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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之父高錕

地點:何善衡工程學大樓平台

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

地點:中國文化研究所

新亞書院創辦人唐君毅

地點:新亞書院草地

反對者中有部分為新亞藝術系的學

生，一九九八年於新亞藝術系碩士畢業，

現為藝術工作者的程展緯表示：「這（孔

子像）是我讀書時期最討厭的雕塑，孔子

像既然是一項屬於公眾的藝術品，就該經

過公眾的討論和認同。學校的做法好像

是，如果我有權，我喜歡擺放什麼就擺什

麼，如收集郵票般。」

雖然豎立孔子像時惹來學生的反感，

但在二零零三年，兩名學生會候選幹事塗

污孔子像，就受到新亞學生的大肆抨擊，

認為塗鴉者不尊重新亞精神，他們最後在

新亞週會上向全體同學致歉。今年六月，

孔子像再成塗鴉對象，有學生在其背面

寫上「打倒孔家店」的字句。書院即時清

理復原，新亞書院前院長黃乃正在六月

二十九日更發出嚴厲聲明，指斥學生所為

是「對熱愛中國文化的人的一種侮辱」。

缺乏立像準則 錢不應是首要
中大豎立雕像或立碑的原因很多，部

分為紀念偉人成就，例如在大學圖書館的

一樓就有意大利詩人但丁和本港漢學大師

饒宗頤的半身人像，沈祖堯校長稱：「中

大校園內豎立了多個不同的雕像，如李卓

敏像、楊振寧像、孔子像及唐君毅像，以

及高錕校長像。他們都是一代偉人，不但

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啟迪無數後進，對

中大也貢獻巨大，為師生的學習楷模。中

大在校園為他們立像，是我們的榮幸，我

平常走經這些銅像時，都會想到他們的偉

大貢獻，並以他們為自己奮鬥的目標，希

望為中大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但亦有部分人像是商人，由於他們有

捐錢給大學的，令人懷疑他們是因為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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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像，如兆龍樓裡就設有商人包兆龍的

頭像。陳健民副教授認為，中大在立像前

應確保立像者符合學校的立場和宗旨，且

不能對大學的學術自由有太多干預或不合

理的要求。他說：「錢不是最重要，要視

乎捐款人對社會有沒有負面的影響，因為

豎像代表學校肯定這個人的價值，要考慮

其反映的精神與大學的方向是否一致。擺

放一個人像在這裡，他就在教育學生，他

在傳遞一種價值給我們的學生。」

在中大豎立人像和石碑，除了表揚他

們的貢獻外，也希望為學生建立榜樣，達

致品德教育和鼓勵作用。代表着畢業生心

意的勞動光榮碑，背負著新亞精神的孔子

像，甚至象徵民主精神的新民主女神像，

都經過了不少波折，才可落戶於中大。

他們不只是一個景點，更是中大的歷史見

證，反映不同時代大學所堅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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