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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他？

“我出生在普通家庭，是家里面第一个大
学生，通过个人奋斗走到今天。”

10月4日上午，在港大，54岁的校长候选人马
斐森打起温情牌。他的脸上挂着英国人擅长的微
笑，面对港大的多位老师，讲述其个人经历。

港大助理教授李纪对此印象深刻。他说，
马斐森在讲述个人经历时，魅力很足，坦率、不
端架子。不过仅凭这些，这位英国布里斯托大
学医学院院长并不能打动港大的老师。

在这场校长候选人与教职员的见面会上，
老教授们对眼前这位微胖的英国人并不客气，
不断将问题抛给他。

“你将如何发展人文社科？”马斐森回答，
人文社科很重要，是社会所离不开的。

“他的回答很空泛，可能是不了解这边，也
可能是一种策略，即作为候选人不能讲得太具
体。但教授们肯定期望他回答更具体，想法更
真实。”李纪说。

一个小时的见面会结束，李纪感觉到，对
于英国人的表现，很多人都不满意，觉得空泛，
回答模棱两可，不够诚恳。

在接下来的校友见面会上，几十位校友开
始了对马斐森“轮番轰炸”。

有人提问，“你如何看待港大的远景？”
港大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何式凝在场，虽

然她认为这个问题是港大人追求名利远景的
一个充分体现，却是校长所绕不开的。

在今年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
排名中，港大名列43，这所曾经亚洲排名第一
的大学较2010年的排名下降了22个名次，在另
外两个知名度较高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港大
的排名也出现了下滑。

面对这个问题，马斐森想了想，反问大家，
“你们想让我回答的，是不是港大以后的排名
问题？”

“其实每个排名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不
应该跟从这些标准，如果我们做得好，他们可
以改标准。我不认为学校的远景，应该从第几
名升到第几名。”马斐森说。

提问的校友不满意，说这个回答太宽泛
了，有校友问马斐森，最起码你告诉我们，港大
将来要和哪个大学齐名？

马斐森想了想说，伯克利大学吧，因为港
大还有很多潜力可以发挥。

有校友质疑他不了解内地与香港社会的运
作，此前与香港发生的关系，仅是几次短暂的访
问。马斐森承认如此，但他将之视为一个“优势”。

“我接手这一职位时没有任何包袱，我喜欢学习，
这也是这份工作吸引我的一个主要原因。”

随后他又诚恳地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
在与华人社会打交道的时候会征求别人的意
见。”他说，自己上任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
他还举例子，“我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也没有加
入过任何政党，在英国过去三届的选举中，我
三次都投给了不同的政党。”

当晚6时30分，港大主楼临时新闻发布厅
几乎被记者占满，他们不少人从上午便一直在
此守候，经过了三场饱受争议的见面会，对于
眼前这位面带微笑的候选人，他们并不看好。
原定的新闻发布会已被推迟了一个小时，因为
要抢新闻时效，多数记者根据经验，甚至拟好
了“英国学者落选港大校长”的新闻稿。

这时，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梁智鸿同马斐
森一起出现，梁智鸿宣布，“校务委员会一致同
意任命马斐森为下任校长，任期五年。”

现场有人感到失望，马斐森展现了他的
幽默，希望记者“能不能把我拍得瘦一点，年
轻一点”？

至今，很多港大的师生还有疑问：为什么
三场见面会上，不满意的声音那么多，马斐森
还是可以当选？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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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炼制制””港港大大校校长长
经过两年遴选，名不见经传的英国人马斐森成为香港大学41年来的第二位非华人校

长，舆论哗然。
在香港，校长难当。一年前，港大原本属意的华人数学家丘成桐一口回绝当港大校长。

他认为，香港的大学生议论政治太多，忘却学术本分。
在作为港校翘楚的香港大学，港大校长的身份仅次于特首及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意味

着地位和优渥的福利，但它同时意味着承担巨大的民意压力，既要保护学术自由，还要维持
言论自由。

这让校长一职近年来如履薄冰，其吸引力也逊色不少，甚至有人不愿来趟浑水。

香港大学东门

深
度
决
定
高
度

新
闻
影
响
生
活


	B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