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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育豈只集體回憶 政治檢控怎可紓緩民怨 

 

  捍衛天星事件已發生近一個月，當日特區政府摧毀天星鐘樓，情境歷歷在目，學界無法

釋懷。更甚者，特區政府以武力驅散同學及市民，拘捕 13 名請願人士，包括 5 名大專同學，

作為壓制市民捍衛天星的手段。特區政府在同學及市民的反對聲中，不斷加速清拆天星的工

程，拒絕與同學及市民直接對話，足見特區政府漠視民意。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對於特區政府

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徑，表示強烈不滿。 

 

  近日，民政事務局發表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諮詢文件，建議加入「集體回憶」元素，表

面上是回應同學及市民的訴求，但實質上是扭曲訴求的本質，將涵攝深雋的「本土文化」簡

化成「集體回憶」，這正正反映特區政府缺乏文化視野。同時，特區政府公布的古蹟名單，企

圖分散市民對於捍衛天星及皇后碼頭的注意力，更因古蹟私有產權不受法律保護，亦令近五

百個古蹟將會面臨被馬上清拆的危機。 

 

  作為一個民主開放的政府，有責任讓市民參與制訂關乎自身權益的政策，而不是以藏頭

露尾的諮詢手段來矇騙市民。可是，現時特區政府的諮詢架構根本無法有效反映市民的聲音

及保障市民的權利，即使民政事務局重新諮詢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卻無法掩飾其假諮詢的面

紗。特區政府應參考其他地區（例如台灣）的做法，立法賦予民眾權力及資源，參與社區規

劃及管理，這將有效提升及凝聚市民的本土意識，為建構本土文化提供堅實的基礎。 

 

  天星事件中，不少同學及市民為了捍衛及建構本土文化，參與和平請願及集會，要求停

止清拆天星。雖然行政長官曾蔭權透過「香港家書」，表示深受請願人士感動，但換來的卻是

請願者被驅散；學生及市民被拘捕。及後，特區政府不但沒有撤銷 13 名請願人士「阻差辦

公」的控罪，相反還加控他們「行為不檢」，這無疑是政治檢控。 

 

  本會認為，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多元聲音是必須得到法律保障，我們強烈譴責特區政

府藉詞政治檢控，剝奪市民遊行集會的權利。經過捍衛天星事件，建構本土文化已成為本土

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領域，同學積極參與是責無旁貸的。事件中，不少同學及市民團結抗爭，

捍衛本土文化，這種「堅定不移，絕不妥協」的精神是值得我們肯定及支持的。因此，我們

將會繼續參與天星及皇后碼頭的抗爭行動，同時嚴正要求特區政府︰ 

 

1. 立即停止清拆工程及保存天星遺址； 

2. 停止清拆皇后碼頭； 

3. 撤銷 13 名同學及市民的所有控罪； 

4. 落實真正的文化保育政策； 

5. 改革諮詢架構，立法加入民眾參與，落實由下而上的民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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