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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文化今昔』 
 
一百年歷史的香港大學，  
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  
經歷不同時代的校園文化變遷。  
 
中西區也見證著學生愛流連的 "蒲點 "，今昔有別。  
 
今日，呂大樂教授將會帶大家遊走這些今昔的 "蒲點 "，為你講述不同時
代的故事。呂教授畢業於香港大學及牛津大學，現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

系主任。  
 
 

 

圖為University Union Building (同學會大樓 , 即現時的孔慶熒樓 )開幕
典禮的盛況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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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本部校園地圖：  
 
 
 
 
 
 
 
 
 
 
 
 
 
 
 
 
 
 
 
 
行程：   
1. 月明泉  
2. 列堤頓道至般咸道  (近英皇書院 ) 
3. 太古橋  
4. 孔慶熒樓及本部大樓  
5. 嘉道理生物科學大樓  
6. 圖書館大樓  
7. 中山廣場  / 開心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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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會  
歷史  
香港大學學生會歷史悠久，其歷史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學聯合
會 (Hong Kong University Union)。當時，此聯合會由學生、教師和大
學職員所組成，主要舉辦康樂活動，包括足球、板球、網球等比賽、辯

論學會和自然歷史學會。此後，學生會逐漸專注關心社會和國事。  
 
1923年，學生會邀得孫中山先生於2月20日蒞臨香港大學大禮堂 (現稱陸
佑堂 )演講。1937年，中日戰事爆發，中國大陸物資匱乏，有見及此，
香港大學學生籌組「香港學生賑濟會」，在港勸捐物資，以支援大陸同

胞。  
 
1945年，香港戰後重光，香港大學得以復校，學生會亦重組，並以香港
大學學生聯會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ety)為名。此時，
學生會獲得更多的自主權，更於1949年以香港大學學生會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之名註冊為獨立社團組織。  
 
學生會現時共有125個屬會，包括校園傳媒、院會及學術會、舍堂學生
會、體育屬會 (組成體育聯會 )、文化屬會 (組成文化聯會 )及學社屬會 (組
成學社聯會 )。  

 
1923年，學生會邀得孫中山先生於 2月20日重臨香港大學，  

坐在孫先生右邊的是港大學生會會長何世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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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慶熒樓：第一代學生會大樓  
學生會的雛形是一個由教師與學生所組成的組織，最早期的會址位於本

部大樓。後來得到遮打爵士、大學時任署理校長佐敦教授及其他社會賢

達捐助，於1919年建成了University Union Building (中文名為同學會大
樓，即現時的孔慶熒樓 )，由時任港督司徒拔揭幕。教職員聯誼會會所其
後遷入此大樓，成為教師與學生聚會點。1986年，大樓命名為「孔慶熒
樓」，以表揚孔氏對大學的捐助。此建築於1995年被香港政府列為法定
古蹟。現為音樂系的所在地。  

 
 
 
 
 
 
 
 
 
 
 
 
 
 
 
 

50年代教師與學生在同學會大樓內的教職員聯誼會聚會  

早期的同學會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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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學生會大樓  
在政府資助下，大學拆卸原有的余東璇體育館，以興建新的學生會大

樓。1952年，雅麗珊郡主為此樓揭幕，學生會遷進新樓。此樓座落於圖
書館舊翼與本部大樓之間，即圖書館新翼現址。  

 
70年代初的學生會大樓，圖右上方為紐魯詩樓  

 

第三代學生會大樓  

  
1986年，學生會會址遷至綜合大樓，大樓內設有徐朗星文娛中心及學生會總部。
大樓地面一層設有一條樓梯，接通黃克兢平台廣場和由學生會管理的大樓二樓，

並在面向街道的外牆上，設有「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字樣。為興建百周年校園，

大樓將被改建成一棟新的建築，為學生會及學生文娛活動提供用地，屆時，新大

樓將位於本部校園和百周年校園之間的中心地帶。 
(通識導賞﹕走進港大學運史

http://news.hk.msn.com/sunday/article .aspx?cp-documentid=549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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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樓前園(Chemistry Building Lawn) 

 

昔日的化學樓位於本部大樓側，即現時嘉道理生物科學大樓的所在地。

化學樓前的草地，簡稱 ‘Chem Lawn’，是昔日的學生熱點，也是過往學
生會和各學會拍攝上莊照 (見 ’上莊 ’，第16頁 )的「必然選址」。  
 

 

昔日的學生常常於化學樓前的草地聚首。  
 
值得一提的是現時的化學系位於莊月明化學樓，前面的空地 (月明泉 )也
同樣是近年學生拍攝上莊照的熱門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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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運動 

學生運動  
 

自1960年代以後，隨著政府助學金和貸
款的增加，來自基層的學生也能入讀香

港大學。  
 
這些來自基層的學生，不少以「認識祖

國」和「關心社會」為己任，因此他們

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1966-76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1968年
所發生的「布拉格之春」事件、 1969
年的港大校政改革，以至於歐美等地的

學生運動及香港的中文運動等，都掀起

了一連串的香港學生運動。  
 
 

 
而此等運動使年青知識份子對政治醒

覺，而以上述基層學生為首之港大生

亦積極開始參與學生運動。  

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 

 

60年代美國的學生運動 

 

70年代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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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原堂的舍堂生活  
 
明原堂是香港大學學生運動的搖籃。

其中明原堂更有港大學運搖籃之稱，

其宿生有不少為學運領袖。  
 
有別於其他舍堂，其宿生大多注重「認

中  (認識中國 ) 關社  (關心社會 )」。  
原因在於自1968年馮以浤擔任舍監以
來，大多取錄家境貧困或關心社會的

學生入住。  
 
明原堂所舉辦的活動使學生更了解及投入社會運動。  
例如：  
 迎新營 (以介紹新中國為主 ) 
 研習班 (如歷史班 )促進各宿生的學術交流  
 社訪活動  (如1987年曾組團訪問台灣 ) 
 出版報刊 (雙週刋 ) 
 統籌學運 (60、70年代的中文運動、反殖民地運動，
反貪污捉葛柏以至保釣運動等，都可見到明原堂宿

生的足跡。 ) 
 
另外，當年明原堂亦凝聚了不同院校的學運要員前來商討運動細節。75
年畢業生洪清田謂當年除港大學生外，其他院校的學生如中文大學的也

來「掛單」。  
 
然而，70年代末新中國的變化、學
運派系的分化、香港的前途問題以

及專業團體的增加，令到大學生對

社會政治之影響力日減，明原堂的

學運色彩亦見減退。  
 
1992年「盧迦堂」拆卸，「儀禮堂」
及「梅堂」亦於2000年後改為通識
教育部及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辦

公室。  
 

昔日明原堂的宿生包括：陳婉瑩、宋恩榮、 

黃紹倫、黃醒華、陸文強、馮可強、李明、劉迺

強、馮紹波、石鐘泉、程翔、陳毓祥、王卓祺、

崔綺雲、鍾瑞明、關品方、呂炳強、陳裘德、楊

佰成、何俊仁、楊歲前、麥海華、劉敏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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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動的派別  
 
昔日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論政風氣甚盛 (例如吳仲賢與劉山青，為着「香
港社會運動往何處去」之類的宏觀政治題目，針鋒相對，激烈辯論 )。
箇中原因在於宿生間政見迴異。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學生運動分

為不同的派別，大致上可分為「國粹派」、「民主自由派」、「社會派」、「鴛

鴦蝴蝶派」。  
 

「國粹派」  

「國粹派」是指大專學界中的親中份子。思想上他們認為要認識中國，

先定下大方向，才處理周遭問題，以免旁生枝節。這些人不僅會為弱勢

社群爭取權益，更會為偏遠地區的居民修橋築路，效法內地「進步青年」

的做法。亦有不少人響應中國的號召，為了與殖民地政府對抗，拒絕加

入政府機構做事，轉而「紓尊降貴」，為中國公司效力，包括到中國公

司擔任搬運工人。  
 

「民主自由派」  

此派的學生相信民主、個體自由和基本人權等價值觀。他們不單追求中

國和香港的發展、相信人類善良本性、以及擁護個人自治權，亦主張放

寬及免除專制政權對個人的控制。此外，他們也嚮往尊重個人思想自由

的社會，並主張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  
 

「社會派」  

「社會派」是指一些善於社會批評理論的學生。他們認同社會主義，愛

採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並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學生。與「國

粹派」不同的是他們敢批判中國政體中的『官僚層』。  
 

「鴛鴦蝴蝶派」  

「鴛鴦蝴蝶派」則與上述派別完全不同。本指中國現代文學一個流派  -  
哀情小說流派。引伸至港大，則指一些不愛政治，不群不黨，愛談情說

愛、風花說月的學生。此群學生不愛論政，只愛活在當下，談笑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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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曾參與的運動 (部分 ) 
 
布拉格之春  

1968年是港大學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國內開始了
一場名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民主化運動，運動因8月20日蘇聯及華沙公
約成員國武裝入侵告終。世界各國大學生群起譴責入侵行為，港大學生

亦參與其中，自此港大的學生運動亦開始走出本土，面向世界。  
 

保釣運動  

1971年5月，美國擅自將琉
球及釣魚台移交日本。此事

令各地華人譁然，喚醒眾人

的愛國情緒，認為是喪權辱

國、掠奪土地之舉，遂發起

保釣運動。此運動先在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及威斯康辛

大學醞釀起來，而迅速蔓延

到全美各大學。然後，香港

亦受美國影響，興起保釣運動。香港學生於2月成立「香港保衛釣魚台
行動委員會」。更先後舉行多次示威 (包括二一八、二二零、四一零、四
一七港大荷花池的示威、四一八論壇、五四抵制日貨大會 )，及後7月港
大聯同中大在維園發起大規模示威，集會有近3000人參加，終以暴力清
場結束。翌年5月，在釣魚台移交前兩天，學聯更組織了一次近5000人
參加的遊行；惜無功而還。  
 
金禧事件  

金禧事件是 1977年因寶血會
金禧中學財政混亂而引發的

香港學潮事件。此事件惹起

了一連串的集會、請願、絕

食，包括 5月 28日在維園舉
行、有萬人參與的民眾大

會，而香港大學的師生亦組

織了中學生支援活動和誓爭

金禧師生正義行動等。《學

苑》亦為事件作出詳盡報

道，令校內外人士更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事後也出版了金禧事件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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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 
 
《學苑》（Undergrad），有「學術薈萃的地方」之意，為香港大學學生
會官方編輯委員會，亦為校內文字傳媒，出版刊物《學苑》。現時出版

的《學苑》內容主要分為校園版、評論版、文藝版及專題版。  
 

《學苑》定位  

《學苑》屬學生會架構中第四權的監察者，獨立於掌理行政權的幹事

會，但同屬擁有司法及立法權的評議會管轄。《學苑》總編輯及2名副總
編輯均由全民普選產生，其他編委則由3位總編輯任命，而學生會中央
幹事會出版秘書則為當然編委。  
 
《學苑》致力推動同學關心校園、放眼社會、省思自我。透過報導校園

及社會議題，我們鼓勵同學從關心身邊的校園議題出發，將關注推展至

社會議題，並一再思考身為大學生，於校園及社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所背負的責任、所抱有的堅持，從而一步步的改善校園以至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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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大事概述  

50年代  

1952年，《Undergrad》以英文報章形式作不定期出版，由學生會出版
秘書為首的4至5位編委負責，是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央幹事會的唯一官方
刊物。內容主要報導學生生活及校園軼事，夾雜學術性文章。至1959年，
《學苑》開始有中文版，譯名《大學生》，後改名為《學苑》，取其「學

術薈萃的地方」之意。此時，《學苑》已具一定規模，在社會運動和學

生運動中具影響力，其出版也受到大眾重視。  
 

60年代  

當時殖民地政府仍以英文作唯一的官方語言，《學苑》首度提倡中文應

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言，此為香港當代史上首次維護中文的運動。  

《學苑》於1968年脫離學生會幹事會架構，成為擁有出版自由的獨立編
輯委員會，實權則落入由編委推舉再經評議會委任的總編輯身上。  
 

70年代  

70年代可謂香港學生運動最興盛
的「火紅年代」，《學苑》在保衛

釣魚台運動、金禧事件、反貪污捉

葛柏及校政等事件上皆有參與。

《學苑》也成為了學生運動的一股

推動力。  

與此同時，《學苑》亦因報導手法

問題引起多番爭議，包括1971年
「學風事件」、1973年「火燒《學
苑》事件」等，促使《學苑》於1973
年修憲，3位總編輯改由全民投票
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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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www0.hku.hk/undgrad/index.html) 

80年代   

80年代開始，《學苑》的編採路線有了新的方向，自
80年「呂大樂閣」後，內容多集中於文化及道德意識
評論，但《學苑》依然活躍於社運與學運，曾與港大

醫學會發起「血書運動」、關心回歸後香港民主出路、

為同性戀者爭取平等權利等，都引來社會不少迴響。 
 
 
 
 

 

90年代  

《學苑》的視線重新集中於大學生的層面，讓同學在學習的

本質、舍堂發展和兼職問題上作出反思。而令人印象最深刻

的，則是1996年出版的六四特刊《五彩石》和《森林裡的願
望》，前者詳實報導八九民運的始末，後者則以寓言形式從

另一角度窺探八九民運。  
 
千禧年代 -現在  
 
自2004年，由幹事會出版的校報《校園雙週》缺
莊，《學苑》擴充架構，出版校報《港大報》，

又出版專題雜誌《學苑》（初名《果籽》），兩

者均採用全彩印刷，打破以往雙色印刷的悶局。 

至2008年，《學苑》檢討兩份刊物的出版方針後，
決定將《港大報》及《學苑》重新合拼，出版革

新版《學苑》，行雙封面，內容包括校園版、專

題版、評論版及文藝版，而英文版則獨立出版為

《Undergrad》。《學苑》又於2008年再度出版
六四特刊《悼亡書》，於校園報架及維園燭光晚

會上派發。2009年，《學苑》出版《國殤廿載：
香港大學六四二十周紀念特刊》。《學苑》成立

已屆60年，但由於同學參與度日低，出版情況已由定期月刊轉至不定期刊。  

 

左圖為《學苑》於80年代初出版的刊物，特別以考試簿作封

面，主題為An Age of  Intel lect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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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蒲點  

香港大學位處西區，所以學生經常光顧鄰近的店鋪，例如昔日的港大學

生常常於西環水街、石塘咀流連，以品嚐糖水和宵夜。  
以下是一些港大學生的食肆蒲點或昔日自辦舍堂的位置，有些已完成其

「歷史任務」，光榮結業。  

 
1. 新興食家  
2. 源記  
3. 可可店  
4. 森記 (剛結業 )  
5. 宜加  
6. 宜記  
7. Czarina 莎厘娜餐廳 
8. 士美非路市政大廈街市熟食中心 

 
  
[*] 1971年於港大畢業的許冠傑先生，在2012年2月8日重臨母校時稱，
他從前經常到Copper Chimney獻唱民歌以賺取零用。  
 
 
 
 
 
 
 
 
 
 
 
 
 
 
 
 
 

9. 石塘咀市政街市熟食中心 
10. 加記 
11. 德記 
12. Copper Chimney [*] (昔日學
生熱點，現為租住式住宅 )  

13. 星火堂舊址 (昔日的自辦舍堂，
或稱”Mini-Hall”) 

14. 烈友堂舊址 (昔日的自辦舍堂，
或稱”Mini-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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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潮語錄  
不同年代大學生的用語和代號均具不同特色，數量之多，實難以盡錄。 
 
SU唔 SU呀？  
即Are you sure? (你肯唔肯定呀?) 
民主牆、大字報  
大字報讓學生可自由抒發自己的意見，並張貼在民主牆上。 

告地狀  
從前表達訴求的方法，學生將自己的意見或大字報貼在地上。 

搏盡  
形容做事全力以赴，態度積極。 

撻皮  
形容做事馬馬虎虎，態度散漫不積極。 

哈薯  
即Harsh，形容很辛苦的事情；有時帶攻擊意味，形容為難他人的言行。 
Chur 
形容事情很辛苦很困難，令人喘不過氣來。 

勁過  / 過三  
GPA (Grade Point Average) 是衡量學生學業成績的標準。  
GPA 高過三，簡稱過三，即代表學生成績好。 
勁過飯  
在大考前，同學們一起吃飯，彼此激勵，期望大家考試勁過。勁過飯的

菜餚各有深意。例如「腰果肉丁」是「要過欲 tinc」的諧音，寓意「要
勁過，要取得Distinction」；用匙羹吃蔬菜代表「畢業」；腸粉則是「搶
分」，進食時要你爭我奪，才有搶分的氣氛。 

潛  
潛即潛水，形容非常離群、經常在一個團體裡不見蹤影的人。 

浮  
和上述的潛相對，形容活躍分子。 

Hea 
作動詞：意即在敷衍、慵懶。  
作形容詞：形容馬虎，不認真的作業或態度。 

千猜  
「千猜」為馬拉話，意即「求其」、無所謂。70、80年代大學生常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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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 lib / 潛 lib 
留在圖書館而不參與任何活動； lib 是  library 的縮寫。 
騰雞花  
昔日的潮語，3、4月時港大校園杜鵑花開，正臨近考試，因此學生看到
花開便緊張起來 (騰雞即緊張之意 )，亦把杜鵑花叫作騰雞花。 
屈機  
屈機指程度高的學生修讀程度簡單的科目 (例如在校內選修早前已在校
外修讀過的科目 )，因此容易奪得好成績，而令其他同學較難得到佳績。
現在此詞彙已擴展至形容質數高的作業。 

Ꝇ 
意即拼命尋找。由於其讀音與英文字“R”相似，很多學生索性以”R”代
替此字。 

Day-off 
休息日。  
上課日而不用上堂。  
自製  Day-off 
用曠課的方法使本該上課的日子變成不用上堂。 

Dem Cheers 
Cheers 分兩種，一種是唱一種是嗌，但不論唱的還是嗌的  cheers 都
配有一套動作；有的可以坐著dem (demonstrate的縮寫 )，有些是又唱
又跳的。  
其本意是希望透過一大班人一起dem cheers來建立組內的氣氛、加強團
結精神。 

Re-u 
Re-union的簡稱，通常於Ocamp後舉行。  
以前叫Tea-gath (Tea-gathering的簡稱 )。  
Soc 
Society（學會）的縮寫。  
上莊  
成為學會幹事。  
三蛇  
即社科學院的社會科學學會Social Sciences Society，縮寫為SSS，由於
SSS看似三條蛇，故此也被稱為三蛇。  
蛇蛇豬  
即社會服務團Social Service Group，縮寫為SSG，蛇蛇豬是SSG的諧
音。某一年的「蛇蛇豬」工作紙上更印有兩條蛇及一隻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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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amp/O 
即Orientation Camp迎新營，每年都會為新生所舉辦的營會。目的是讓
他們對大學有初步認識，開始建立人際網絡，為未來的大學生活作好準

備。   
Hall O 
即Hall Orientation Camp舍堂迎新營，是港大眾多迎新營中時間最
長，且具規模的一類迎新營。  
組爸、組媽  
在迎新營中帶領每組的學長學姐。  
仙制  
舍堂的一種「制度」。舍堂的宿生如果沒有參加Ocamp (見 ’Ocamp’)，
將不被公認為那宿舍的一份子，甚至在舍堂事務上沒有投票權利。而「小

鬼」 (見 ’小鬼 ’)和「大仙」 (見 ’大仙 ’)兩詞亦突顯舍堂的階級制度。  
小鬼  
即沒有參加過Hall Orientation Camp的宿生。  
雖居於舍堂中的某樓層某房間，但卻不被接納為舍堂的一份子，因為沒

有身份，身負的責任和使命也較少。  
大仙  
大仙 (見 ’仙制 ’)是指舍堂內的高年資學生，其命名已突顯出身份地位的
超然。仙，除了是英語Senior一詞的縮寫，更意味著其「超凡出世」的
地位，在舍堂內，宿生會的大仙可參與取錄新宿生及決定宿生去留。  
Latecome 
Latecomers 的簡稱。  
錯過第一輪收生後才入住宿舍的宿生，跟小鬼一樣，身負的使命和責任

都較少。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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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建築‧歷史‧人文之旅] 由杜鵑 (1972) 基金贊助，並由香港大學百周年校

慶秘書處 (發展及校友事務部) 負責統籌。 
 
 

 

中山廣場  - 學生文化和回憶的一個重要景點。圖為 70、80 年代的中山

廣場，可惜中央的石栗樹已於 2009 年因染真菌而被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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