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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革新
——中大規劃今昔與未來發展藍圖

‧梁雅婷

中大走過一甲子，誠如第五任校

長金耀基教授所言，由濯濯牛山闢建

出壯麗的大學城1。這背後有賴深圖

遠慮、未雨綢繆的校園發展規劃。中

大校園發展處於1998年成立，為大

學建築處重組後的獨立部門，對內策

劃大學校園發展，監察所有基建、改

建及修葺工程，對外與政府和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交涉校園發

展規劃事宜。適逢建校六十周年，經

《二十一世紀》 編輯部牽線，處長李

陞祥先生和助理處長張靜敏女士接受

筆者專訪，回顧創校以還的校園發展

脈絡、近年承先啟後的新功，以及詳

述未來藍圖。

一　開山闢地：校園發展的 
五大階段　　　　

中大於1963年正式成立，彼時

學生不足一千四百人，教職員三百

人，政府批出位於馬料水毗連崇基學

院約270英畝（等於約109公頃）土地

供建校之用。首任大學建築師司徒惠

博士於翌年3月撰就《香港中文大學

校園發展計劃初步報告》（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velopment 

Plan: Preliminary Report），涵蓋整體

規劃、不同高度地域的設計、中央校

園和書院的分布位置、道路系統、供

水模式、中央建築物的內部格局和工

程時間表等，奠定校園的雛型2。光

陰彈指，如今校園面積擴大至約137

公頃，足容納九個書院、近一百七十

幢建築物，師生合計近三萬人，堪稱

全港最寬廣、最綠意盎然的校園。中大校園發展處處長李陞祥先生、助理處長張靜敏女士（梁雅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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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這吐露港畔的學府如何 

蛻變成享譽國際的研究型綜合大學，

必先認識校園發展的嬗遞。中大往昔

的校園發展可分為五大階段，李先生

由1963至1969年的基礎期說起。當

時中大以馬料水火車站（1967年1月

更名「大學站」）附近的崇基學院為中

心，並開始安置本來分布於九龍旺角

的行政單位。首座建築物范克廉樓 

於1969年開幕，初期設施包括學生

及就業輔導中心、運動室、會議室、

音樂室及膳堂等，可見校方重視學 

生全人發展。據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

於校長報告書所述，中大開辦首六年

的要務為校園建設，劃定現代大學應

有之基本結構和正規大學應具的條

件；知名建築師貝聿銘早於1966年

應邀擔任校園設計顧問，在訪校期間

詳細勘察校址，提供寶貴意見，貢獻

殊多3。

至1970至1986年的成長期，港

島的聯合書院和九龍的新亞書院次第

遷到沙田，三所創校成員書院終匯聚

馬料水。除南面的大學站一帶外，校

方沿山腰陸續闢建三大平台區域，包

括於1972年建成的游泳池和周邊建

築群；林蔭大道（「百萬大道」）範圍， 

譬如流麗雅緻的文物館和俗稱「飯煲」

的科學館相繼啟用；以及山巔的新亞

和聯合書院。兩個書院的地標「君子

塔」和「淑女塔」形態簡約雋永，均出

自司徒惠博士之手。

1987至1996年為擴展期，標誌

大學「長大成人」。彼時校園面貌大

致成形，學生人數增至逾萬人，大學

本部加建教學和研究設施，諸如田家

炳樓及由著名建築師何弢博士設計的

何善衡工程學大樓等，同時於校園西

北面興建逸夫書院、重建崇基學院部

分設施，以及向校園東部的新填海土

地擴展。

1997至2007年為鞏固期，學生

人數增至約12,500人。此時校方早作

部署，着重增建教學設施和宿舍， 

以應付2012年隨大學四年制（即「三 

三四」新學制）推行而增加約三千名

本科學生的需求。在2006至2007年

短短兩年間，晨興書院、善衡書院、

敬文書院、伍宜孫書院及和聲書院接

踵成立，書院總數目增至九所。此

外，中大在2000年完成全港首個校園

環境審核，校園被評定為空氣清新， 

水質良好，草木環繞，校務的規劃和

運作周詳縝密。

2008至2017年為拓展期，校方

於2009年探討校園發展計劃，以配合

2021年及以後大學的發展方向。其間

曾舉辦四十場持份者交流活動，例如

簡介會、交流會、工作坊、論壇、網

上調查和展覽等，從逾千份意見中總

結出六項獲大學成員廣泛支持的規劃

原則，包括：（1）規劃教學及研究設

施；（2）提升書院文化；（3）倡導健步

文化；（4）保存具價值的地標；（5）優

化校園景色；（6）建構可持續校園。

2010年發表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發

展計劃報告》（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mpus Master Plan: 

Report，下稱《發展計劃》）按照此六

大綱領，縷述具體發展藍圖、預料可

供開發的潛在地段和劃策用途4。報

告重點之一，是將八個學院分成藝術

和人文、商業和社會研究、科學和科

技三大類，分別坐落校園的中西部、

中南部和中東部三個主要區域，方便

組織教研活動、師生往還，以及善用

c196-202303005.indd   107c196-202303005.indd   107 6/4/2023   下午4:036/4/2023   下午4:03



108　景觀

學術場地，而研究活動則集中在校園

北部和東部。2016年，校方擬就《中

大策略計劃2021-2025》，勾勒2021至

2025年的發展要策，涵蓋七個重點

範疇，包括教育、學生體驗、研究與

創新、全球視野、人才的吸納與培

育、凝聚校友及大學拓展、社會責任

與可持續發展5，讓日後的校園規劃

有所依憑。

二　規劃理念：連繫、 
永續、融和 　

《發展計劃》的六大原則擲地有

聲，但要確切落實絕非易事。校園發

展處團隊循序漸進，在多個範疇交出

眾目共睹的實績，於行人網絡、可持

續校園和學生交流三方面尤為碩果纍

纍，例如開闢新步行路線和增設快速

升降機，以減少車輛往來和對校巴的

依賴；既保育校園的鳥獸、水源及植

物，也制訂環保措施和原則；增設文

娛及學習設施，發展獨特的書院鄰里

區，同時保存饒富價值的地標。

（一）步行校園

中大校園看來廣袤，但當中約

60%面積為綠化地帶，且有約三百個

斜坡，難以平整和大興土木。《發展

計劃》亦指出，中大發展的難題之一

是為山勢所限，師生和訪客需依賴校

巴和私家車，沿蜿蜒起伏的坡道抵達

中央校園和各書院，故提議大學建構

更直接和台階式的行人網絡，貫通整

個校園，並在山坡位置輔以快速升降

機，縮短從山腳到山巔的步行距離。

李先生解說，新亞和聯合書院的

海拔高度約為150米，相等於五十層

樓，校園發展處團隊為落實《發展報

告》中倡議的健步文化、步行校園方

針，在康本國際學術園和伍何曼原樓

裝設七部扶手電梯，兩棟教學樓對 

面即為配合「三三四」新學制而增闢

的大學站D出口。師生經此進入校園

康本國際學術園和伍何曼原樓裝設七部扶手電梯，師生沿扶手電梯便能到達逾30米高的山腰。（圖片來源：	

中大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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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沿扶手電梯便能到達逾30米高

的山腰，相等於十層樓。從這例子可

見，校園發展處的策略是利用新建樓

宇的步道，引導學生暢行中大。他續

說，乘扶手電梯到達伍何曼原樓五樓

後，可以經苗圃徑到蒙民偉工程學大

樓，乘搭快速升降機至中央校園。若

要前往位置更高的新亞書院，只需再

乘搭蒙民偉樓的快速升降機，「如果

天氣好，其實沿此路線，約20至25分 

鐘，已能到達150米之高」。李先生介

紹，剛於2022年底開幕的崇基學生

發展綜合大樓是雙子樓建築（低座為

龔約翰學生中心，高座為梁鳳儀樓）， 

低座毗鄰龐萬倫學生中心和眾志堂，

為師生提供了另一條便捷的步行路

線。師生沿池旁路走到龐萬倫學生中

心後，可乘搭升降機接駁至綜合大樓

低座，再經天橋進入高座，然後通往

蒙民偉工程學大樓，抵達中央校園。

天橋是構築步行校園的要素，像

李兆基樓三樓通往聯合書院的天橋、

中央校園主要大樓（如何善衡工程學

大樓和蒙民偉工程學大樓）間的天

橋，都是師生必經之路。《發展計劃》 

的繪圖亦標示出二十多條新天橋的位

置，它們用以連接書院內部或校園不

同區域。筆者想到荃灣和將軍澳等新

市鎮，以天橋連接商場、屋苑和鐵路

站，地面則讓給行車路，毫無生氣。

問及中大會否依循此模式時，李先生

和張女士均有信心，認為中大將來不

會變成「天橋之城」，因為這些天橋

主要用於短程接駁，無意取代地面行

人路。張女士說中大勝在環境秀逸，

應多善用地面空間，例如加添台階式

露天廣場，「不需要如市區重建般完

全升高〔走道〕，下面是車、上面是

人。這裏尚有很多空間供人使用」，

而且天橋不一定都是突兀地橫亙空

中，有的建築物甚至呼應前人設計崇

基校舍時的意念：「分布在山坡上，

掩蔽在樹叢中，⋯⋯而不是那種奪

目的學術機構建築格局。」6上文提

到的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特意依

山而建，走在天橋上只覺林木鬱蔥，

惠風和暢；置身大樓內，如舞蹈室和

健身室窗前均有綠樹環抱。

《發展計劃》另提到考慮在校園東 

部和北部加設單車徑，連接大學路、

池旁路和車站路，並提供單車泊位、

儲物櫃和更衣區等配套。如今大學站

與校園北部的39區之間，已有長約

1.5公里的單車徑接通，李先生說由

於兩個地點的高度相約，地勢平坦，

故較易試行，但能否推廣到全校園則

有待汲取經驗。畢竟是高至150米的

陡峭山路，既要考慮路面物料、道路

闊度、指示牌，也要顧及道路使用者

的安全。張女士說：「我們甚至想過， 

會否可以像共享單車的形式？同學不

用坐校巴到大學站，而是騎單車。這

個模式似乎很難運作，例如怎樣將單

車搬回山上？是否要用貨車慢慢

搬？」而她觀察單車徑的使用情況，

亦發現師生多選擇步行，或許這實與

中大環境更為契合：「香港很少有這

樣一個媲美外國校園的大學。若能真

正做到步行無阻，大家更容易享受這

環境。」

（二）可持續發展

中大山明水秀，有逾 200種植 

物、逾130種雀鳥、逾70種蝴蝶和逾

20種蜻蜓。它的建築設計朝可持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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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邁進，按照建築環境評估法（HK- 

BEAM）及綠建環評（BEAM Plus）興

建，於2010年後有多項獲得綠色建

築獎項的佳作，如康本國際學術園及

伍何曼原樓、大學圖書館新翼和龐萬

倫學生中心等。在進行大學圖書館擴

建項目時，校園發展處考慮到會影響

在外牆築巢的小白腰雨燕，因此事前

安裝多個人工燕巢；又在新翼選用帶

圓點圖案的幕牆玻璃，讓燕子分辨障

礙物。剛落成並預計於2023年中正

式投入服務的新亞書院宿舍梅雲堂，

亦在落地玻璃加上防鳥撞貼紙，李 

先生說：「我們在玻璃上每隔四吋都

加了一些細細的白點，根據研究，雀

鳥見到這個間距的圓點，就覺得飛不

過去。」

《發展計劃》列明所有工程範圍

的樹木都應盡量保育，如規劃康本國

際學術園及龐萬倫學生活動中心時，

建築範圍內的刺竹及落羽松皆得以保

留。現在大學站旁、接近六十年歷史

的教職員宿舍E座即將拆卸，並在原

址重建兩幢大樓，高座為學生宿舍、

低座為教職員宿舍、校友活動中心等

（毗鄰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大樓，下詳）。 

E座前方的停車場有一棵聳立多年的

檸檬桉。張女士解釋它雖非「古樹名

木冊」一員，但鑒於它是該地的標

誌，故計劃將來在新建大樓設置中空

平台，讓此樹繼續生長。

節約能源方面，他們舉例說將來

各學系的新大樓，甚至每個學生宿舍

的房間，都會盡量安裝獨立電錶，配

合校方推廣的能源審核措施。以往宿

舍房間只按使用時間收取冷氣費，李

先生指出，「校方的目的不是想跟同

學計較電費，而是想增強他們的環保

意識。書院宿舍定期舉辦節能比賽，

所以獨立電錶可作為教育示範，希望

陸續在所有書院推行」。此外，部分

學生共享空間已安裝慢速靜音吊扇，

令空氣流通，減低冷氣需求或兩者互

補；又在高樓底空間裝設電動窗戶，

鼓勵同學開窗，節約用電。啟德新發

展區是本港區域供冷系統計劃的首個

試點，李先生說到中大面積雖不及啟

德，但已於大學圖書館和附近的實驗

室與教學大樓裝設區域供冷系統，將

中央冷源的冷量以冷凍水形式輸送分

大學圖書館新翼項目榮獲多個環保設計、綠色建築獎項，既善用地下空間，同時保留地面烽火台及惠園的風貌。

（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發展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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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給多個建築物，以滿足其冷卻需

求。使用者不需單獨安裝製冷機組，

節省的電量達15%，新建的39區將採

用同樣的系統。

（三）促進交流

宿舍是學生生活的重要一環，目

前書院宿舍、國際生宿舍和研究生宿

舍提供逾九千個宿位。李先生說，這

已較其他大學為多，但仍未能確保全

體學生「四年一宿」。2018年，政府

為應對教資會資助大學宿位不足，設

立宿舍發展基金。中大得到一筆過撥

款，可於十年內增加約一千八百個宿

位，選址為39區、崇基、新亞、聯合 

及伍宜孫書院。在加建宿舍的同時，

校園發展處致力保留各書院的原有地

標和特色。以新亞書院為例，剛落成

的梅雲堂選址水塔下方，曾有意見擔

心會阻擋水塔的巍峨景貌。最後建築

師沒有採單幢式設計，而是將四座建

築橫向接合，順應地勢之餘與水塔諧

協相和，成為中央校園一道低調的風

景。伍宜孫書院現址對面亦將有新宿

舍落成，兩邊隔着士林一巷，張女士

說校園發展處團隊想過以天橋連接，

但因預算所限，現計劃於地面和馬

路，利用景觀設計和圖案等提示加強

兩邊的聯繫和整體性，「引導大家感

覺在同一個書院」。值得一提的是，

伍宜孫書院中央的如日坊原為舊大學

賓館，因別具歷史意義，獲保留並改

建為海景健身室及多用途體育室等。

除了宿舍外觀，校方也着意凝聚

宿生情誼，促進交流。39區計劃興

建的新一幢研究生宿舍將與敬文書院

為鄰。團隊決定採用L型設計，中庭

留作綠化空間或露天廣場，藉此加強

學生之間的連繫，張女士說這種設計

「不再是以前一座單幢式的宿舍，同

學上課後便返回房間，至少能增加 

他們書院生活的體驗」。李先生補充

道，傳統宿舍每層中央位置多是浴

室、洗手間和小型茶水間，大堂主要

用作訪客登記，「似乎沒太多給同學

交流的空間」。在未來的宿舍項目規

劃中，他們會多考慮在茶水間旁劃出

休息區，地下大堂亦盡量加設聚會和

多用途空間，方便舉辦聯誼活動和邀

請來賓等。

新宿舍也是建築設計的試驗場， 

能為其他大樓提供參照。在校園向周

邊發展之際，將有更多設施與鐵路一

帶接壤，隔音成為一大挑戰。39區的 

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以實驗室為

主，因需恆溫和控制濕度，故窗戶長

期緊閉，這同時解決了噪音問題。但

旁邊的賽馬會研究生宿舍第2、3座， 

則有自然通風的必要，故團隊採用宿

舍側面面向鐵路的設計，「宿舍側面

是學生活動空間，所以房間不會直接

面向鐵路路軌」，加上房間窗戶裝有

雙層玻璃，「聲浪要經兩個90度角才

能進入，噪音由本來70多分貝減至

約50分貝。我們會將這個經驗帶到

新的宿舍和南面新大樓再優化」。

訪問過後，筆者沿着李先生建議

的新路線步行離開校園，途經崇基學

生發展綜合大樓，一路樹木扶疏，但

覺心曠神怡，連接高低兩座的行人天

橋則格外開闊，景致悅目。各層均有

聚腳、聯誼或學習的公共空間，只見

不少學生坐在木椅或吊籃藤椅稍歇，

暫且放下繁重課業，重拾喘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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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景觀

讀者若有機會徐步當車，用雙腳遊走

校園，由此回想上文談到的各項規劃

設計，定會對校園新貌有更深體會，

領略巧思處處。

三　擘劃未來：教研兼具， 
以人為本　　　　

放眼將來，校園將分為三大區域

發展，包括北陲的39區、南面的大

學站周邊，以及中央校園一帶。校園

發展處的藍圖將以教學、研究以及學

生體驗為本，短期內落成的有正在施

工的綜合科研實驗大樓（第2座）；中

期的包括預計於2027年第四季竣工

的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大樓、處於設計

階段的工程大樓、處於詳細設計階段

的39區教學科研綜合大樓等；長期

的則有中大醫院附近的2.5公頃土

地，前瞻中大在2030年後的機遇。

（一）39區

北面的39區面積約有5公頃，以

用於生物醫學和科研實驗的建築為

🅐

🅑

🅒

🅓

分布於中大校園的新建築物：🅐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大樓；🅑文物館羅桂祥閣；🅒39區教學科研綜合大樓；🅓綜合科研	

實驗大樓第3座。建築物設計圖參見彩頁。（圖片來源：改繪自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發展處提供的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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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革新——中大規劃今昔與未來發展藍圖　117

主。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早着先

鞭於2012年啟用，李先生憶述接管項 

目之初，此地皮從未開發，道路、電

力和供水皆缺，團隊要先處理基礎設

施，然後才動工蓋樓，這為建設整個

39區提供寶貴經驗，有助日後興建綜

合科研實驗大樓（第2、3座）和39區 

教學科研綜合大樓等項目。

交通方面，39區位於白石角，

《施政報告2022》提出東鐵線科學園／

白石角站有望在2033年或之前通車， 

李先生估計屆時團隊會研究白石角站

如何連通39區。再者，39區佔有地

理優勢，對面便是香港科學園，園內

設有六所中大研究中心，範疇涵蓋健

康、生物醫學、機械人工程和人工智

能領域；校園東面的香港生物科技研

究院，則配有全港首個符合生產質量

管理規範的實驗室設施。李先生相信

這些機構將與中大不同學術部門緊密

合作，互有裨益，有助中大躋身全球

最創新的大學之列。

（二）大學站一帶

中大一直不設校門，只有1974年 

在大埔道正門入口豎立的石闕四擎 

和刻有校名的石牌一座，象徵大學與

社會連繫無間。除這俗稱「四條柱」

的入口外，訪客亦可從大埔道崇基學

院入口（崇基門）進入校園，而多數師 

生則習慣使用大學站A出口。然而，

該出口周邊將在2027年底前改頭換

面，建成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大樓（下

稱「新大樓」），集合演講廳、展覽區

和教學實驗室等。張女士說：「我們

經常稱它〔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大樓〕為 

大學的新大門（gateway），它的地理

位置非常好，在大學站旁邊，一出來

就會見到。此大樓將展示大學的新研

究成果，它亦好像一個資訊中心。」

與創新和可持續性相關的部門或學

系，包括中大創博館和研究及知識轉

移服務處等預計將坐落於此。

新大樓亦將成為交通樞紐。現時

供校巴停泊以接載師生的車站路，不

時大排長龍。鑒於師生人數增加，新

大樓平台下將附設有蓋校巴站，提供

安全和空間充裕的候車環境。校園發

展處和保安處觀察到，有不少接載訪

客或師生的汽車，希望趕及在免費的

半小時泊車時間內駛離校園，衍生交

通安全隱患。為疏導池旁路的車流，

團隊計劃與政府交涉，爭取興建一條

接駁利黃瑤璧樓和新大樓的行車天

橋，方便從大埔公路進入崇基校園的

汽車於新大樓停泊，師生可乘坐快速

升降機抵達大學站。

為支持大學科研，《施政報告

2022》接納中大建議，在大學站B出

口中大醫院附近的2.5公頃土地，設

立研究設施和擴充中大醫院，同時改

善該出口附近的公共運輸交匯處的擁

擠和泊車設施不足情況。張女士說這

是預視2030年以後的長遠計劃，期

望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

發展定位，以及為馬料水填海後落成

的創科配套作相應準備。

（三）校園改建工程

至於眾師生和校友最熟悉的中央

校園，校園發展處一直進行定期的 

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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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田家炳樓一樓香港文學特藏

翻新後重新開放，展出更多當代香港

文學作品和相關文物。此外，團隊將

加強中央校園的學科定位，在未來增

建兩座主要建築物，包括屬文物館新

翼的羅桂祥閣，內設展廳、多用途展

廳、咖啡室及書店；以及位於崇基

路、內設工程實驗室和辦公室的工程

大樓，將與蒙民偉工程學大樓和何善

衡工程學大樓組成工程學院的基地。

此外，現有的教學樓會漸次重組

成互動課室，首批為邵逸夫夫人樓、

鄭裕彤樓、康本國際學術園等，例如

在課室中加設互動顯示屏幕、無線簡

報器、智能電視和天花式麥克風等；

布局方便小組討論，有需要時可變回

傳統課室。張女士說：「不再像數十

年前的教學模式，老師講，學生一排

排坐着聽。」設備進步令建築設計有

更多發揮空間，二人盼為課室引入更

多光線，如在演講廳採用落地玻璃。

李先生說：「因為現在的投影機技術

進步，就算外面陽光猛烈，都不會影

響投影的質素。如果老師不介意，同

學可以邊上課，邊看到周邊環境，我

們可嘗試一下。」

二人坦言未來項目主要以教

學、研究和宿舍為先，休閒設施和辦

公室空間則講求靈活變通。中大目前

約有八千個教職員，但所需的辦公室

面積與實際相差約30%，唯有先運用

室內設計填補不足。社會責任及可持

續發展處為「智能辦公室」試點，率

先實行放置乒乓球桌、不指定辦公桌

座位等措施，營造多元共融、切合同

事需要的工作環境。

逸夫科學大樓的設計靈感來自化學元素周期表，取得香港建築師學會的獎項肯定。（圖片來源：中大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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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大精神：「守與變」

李先生和張女士分別於2004和

2012年加入校園發展處，參與為「三 

三四」新學制建造的五所新書院及五

個新大樓項目，見證中大在二十一世

紀如何破舊立新、擁抱新的建築語

言，不再只用黑白灰色調和鋼筋水

泥。例如2000年代落成的逸夫科學

大樓，俗稱「彩色 lab」，李先生記得

最初有聲音批評玻璃外牆顏色與中大

自然環境格格不入，要求換成綠色遮

光玻璃，後來校方再三解釋顏色靈感

來自化學元素周期表，加上取得香港

建築師學會的獎項肯定，才漸為人接

納。「如果整天想回到七八十年代，

多牆身和用普通玻璃的建築，未必配

合到今日的用途。」

張女士提及2009至2012年間大

學圖書館擴建項目，能夠善用地下空

間，同時保留地面烽火台及惠園（仿

古羅馬風格的小噴泉廣場）的風貌。

惠園水池下的地庫天窗，能引進日光

和漣漪粼粼，並收降溫之效；「如果

沒有接受能力，很難發揮到〔這些設

計的用意〕，永遠就是死板的一幢建

築物」。二人展望未來的校園將更加

以人為本，例如研究員不再埋頭苦幹

得不知日夜，中央校園的工程大樓及

39區的綜合科研實驗大樓皆有開揚

景觀，可以看見周邊的山光水色。

二人在加入中大前，均曾參與商

業發展項目，張女士明言：「大學校

園發展的挑戰性更大。」辦公室或商

業樓宇每層布局如一，亦能帶來租金

收入；相反，大學項目既有預算限

制，也要考慮到不同用家的需要，

「它規模不大，但要配合所有環境、

使用者、政府等，不能夠倒模建造出

來」，足見難度更大。

眼下中大校園依舊綠茵滿目，高

山遠水、朝暉夕照長伴莘莘學子，不

負李卓敏博士在1960年代創校之初

的期許：「相信經過精心設計，在各

座建築物陸續落成後，〔中大〕會成

為亞洲地區最優美的校園之一。」7

同時，從二十世紀跨進二十一世紀，

中大始終固守初衷，與瞬息萬變的社

會齊頭並肩，師生砥節礪行，學研俱

備，足徵金耀基教授在2002年的校

長獻辭所說：中大有所守，也有所

變，刻刻在求新、求發展8。

註釋
18　參見《中文大學校刊》，2002年	

秋、冬，頁9；3。

2	 參見《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發展

計劃初步報告》，https://repository.

l ib.cuhk.edu.hk/tc/ i tem/cuhk-

1642703。

3	 參見李卓敏：《漸具規模的中文

大學：1970-1974》（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1975?]），頁3、51。

4	 參見《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發展

計劃報告》，https://repository.lib.

cuhk.edu.hk/tc/collection/archive/

cdp，下引不再另註。

5	 參見《中大策略計劃2021-2025》，	

www.cuhk.edu.hk/strategicplan/

cuhk2025/tc/。

6	 周俊熙、彭俊榮、梁凱瑋採訪：	

〈中大植物與校園規劃初探〉（2017年	

1月23日），https://grassrootconcern.	

wordpress.com/2017/01/23/中大

植物與校園規劃初探/。

7	 參見李卓敏：《開辦的六年：

1963-196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1969?]），頁16。

梁雅婷　中大新亞書院校友，傳媒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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