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日報》14日刊登
題為《與和平背道而馳的諾貝爾和平獎》
的文章，文章指出，孔夫子言，「名不
正，則言不順」。諾貝爾獎委員會把今年
的和平獎授予中國的罪犯劉曉波，則可謂
地地道道的「名不正，言也不順」。

已淪為意識形態工具
名實相符的世界和平大獎，理應歸於那

些對推動世界和平做出傑出貢獻的人物。
可諾獎委員會的成員們在和平獎項的評選
上，離這個獎項的初衷，可謂越走越遠。
十一年前，這個獎項曾經頒給了另一個

中國人達賴。達賴何其人也？達賴是一個
一直試圖把西藏從自己的祖國分裂出去的
分裂分子。由其分裂行徑和其唆使而引發
的數次西藏暴亂，使許多無辜的人死於非
命。達賴非但沒有對西藏的經濟建設和社
會發展作任何貢獻，反而製造流血和暴

亂。諾獎委員會的先生們把這樣的人與和
平聯繫起來，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諾貝爾和平獎的新得主劉曉波也不例

外。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試圖推翻現中國政
權和支解這個國家。不難想像劉曉波所鼓
吹的一切如果成為現實，中國將會發生什
麼。中國將會出現動亂，甚至內戰，這個
國家和人民在過去幾十年中努力奮鬥得來
的一切將付諸東流。
難道這些就是諾獎委員會成員們所想像

的這些和平獎獲得者能夠給這個國家和人
民帶來的和平嗎？如果他們真認為這些和
平獎得主的所作所為能夠給這個國家和人
民帶來和平，那他們未免太天真，太遠離
中國的現實。他們真應該到中國來看看，
問問中國的老百姓他們究竟需要什麼。
我不認為諾獎委員會的成員們會如此的

天真。在我看來，諾貝爾和平獎已經淪為
意識形態的工具。和平這個詞對於這個獎

項確實名不正。諾獎委員會只不過拿和平
作為招牌，掩蓋其顛覆中國的陰謀而已。
這樣的把戲足以說明諾獎委員會委員們的
虛偽。

對中國巨大發展視而不見
這些人抱 冷戰思維不放，對世界和平

與發展的大趨勢視而不見，對中國領導人
在多次場合下重申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和諧
世界的觀念充耳不聞。
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知之甚少。雖

然，諾獎委員會中的一些委員在他們的文
章中，也聲稱中國在過去的數十年取得了
驕人的成就，但他們其實不知道中國的進
步有多大，不知道這些進步對中國人民意
味 什麼，更不知道中國人內心深處多麼
渴望所取得的成就能夠轉化為創造更輝煌
未來的基礎。
中國的變化絕不僅僅是經濟的高速增

長。中國在社會民主方面同樣取得
了長足的進步，這進步之大是任何
中國人在三十年前都不可想像的。
三十年前有誰可以想像三十年後的
今天個人可以把政府告上法庭？三
十年前有誰會想到三十年後的今天
中國人可以暢所欲言？三十年前有
誰可以想像到今天公眾輿論可以導
致國家政策發生根本的變化？
諾獎委員會委員們也許會問：劉

曉波為什麼會因言獲罪？他們應該
知道，劉曉波的情況不僅僅止於表
達他的想法。他號召民眾起來顛覆
政府，難道別的國家會允許顛覆國
家政權的活動嗎？
毫無疑問，中國有自己的問題，

中國政府也有自身的問題。中國政
府在民主和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仍然
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西方的民主也
有自身的問題，西方的政治體制也

不是十全十美。難道我們能夠僅僅因為一
個政府存在一些問題，就將其推翻嗎？如
果這樣，世界沒有哪一個政府是不應該被
推翻的。

劉曉波言行威脅國家安全
欲速則不達，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中

國一定要進行政治改革，但有一個大前
提：政治改革決不能引發政治動亂，決不
能干擾經濟的正常發展。
在中國村民是可以直接選舉村民委員主

任的。但就是這樣一個已經實行了十幾年
的最基層的民主試驗，也依然存在諸多的
問題。賄選、黑幫操縱選舉等問題一直影
響 這項民主試驗。也許這項試驗真正成
功還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更不要說這樣一
個人口眾多國家的政治改革會有多麼艱
難。
劉曉波的政治理想無疑會將中國拋入無

休止的政治動亂，會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
和社會發展，甚至會使中國元氣大傷，從
而使其發展無以為繼，國家最終解體。這
是每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中國人都最不願看
到的。
正因如此，他的所做所為對中國和中國

人民的福祉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把諾貝爾
和平獎頒給劉曉波，諾獎委員會不僅玷污
了自己的名聲，暴露了委員的虛偽，同時
也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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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諾和獎賞給東方叛徒
西方恐中國發展模式被其他發展中國家仿效

中國日報：和平獎授予罪犯名不正

香港文匯報訊 《環球時報》英文版13日刊登

的署名文章《諾貝爾和平獎—賞給西方的英

雄、東方的叛徒》，文章指出，2010年10月8

日，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將諾貝爾和平獎

授予一個正在服刑的中國「異見人士」—劉曉

波，自此，諾貝爾獎背後的政治

動機已昭然若揭。

北京未來5年
將建百萬套保障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昕 北京報道）北京市住房

城鄉建設委員會新聞發言人徐志軍在京表示，按照
「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和要求，在未來5年內，北京
將進一步擴大公共租賃房的規模，提高保障性住房
的供應比例，並有計劃地建設各類政策性住房100萬
套，解決一部分住房的剛性需求。據介紹，北京的
保障性住房將實現兩個60%的目標：一是保障性住
房要佔整體住房的60%；二是公共租廉住房佔保障
性住房的60%。
徐志軍表示，北京市作為全國的公共租廉房試點

城市，2010年已超額完成建設一萬套公共租賃房的
目標，總建築面積達172萬平方米，建成後可提供房
源2.6萬套。徐志軍介紹，今年北京市用於保障性住
房建設資金約為180多億元人民幣，中央政府下撥給
北京市棚戶區改造、公租房建設資金約為9,000萬元
人民幣。
據介紹，未來5年，北京將建設、收購各類政策性

住房100萬套。其中包括公共租賃住房30萬套，舊城
人口疏解安置和棚戶區改造定向安置房10萬套，城
鄉接合部政治、土地儲備和重點工程拆遷定向安置
房40萬套，發放租金補貼10萬戶。

滬高樓開裂傾斜
業主急忙撤離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馮之乾 上海報道）近

日，上海一高層住宅因臨近河道拓寬造成內牆與底
樓外牆開裂，殘疾人通道幾乎塌陷，地下車庫滲
水，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生活，不少業主擔心樓房倒
塌已經提早撤離。

恐「樓跪跪」悲劇重演
上海宜嘉苑位於浦東高行鎮，北側緊貼 趙家

溝。該小區有1幢多層住宅及2幢小高層住宅，位於
趙家溝河道的南岸。據了解，趙家溝河道正實施河
道拓寬施工，開挖到距離小區圍牆約25米處時，住
宅樓開始出現裂痕，甚至有的鋼筋也暴露在牆外。
「我們真怕再演『樓跪跪』悲劇，每天住在裡面都感
覺提心吊膽，有的居民索性搬離」，一位業主對記者
說。
據小區居民反映，與牆體開裂同時存在的還有大

樓傾斜。據他們提供的數據，22至24號樓體向北傾
斜0.42度至1.17度，27至29號樓無規律地不均沉降，
30至32號樓向南傾斜2.54度至4.14度。一位業主曹先
生稱，開裂及傾斜導致27號樓附近的天然氣總管道
扭曲變形，並且發生漏氣，一個月內由煤氣公司維
修了3次。據了解，上述3幢樓共涉及168戶500多位
居民。
小區物業李經理承認3幢住宅樓在河道拓寬開挖後

出現開裂等問題。他表示，河道施工方 手修補，
但被小區居民拒絕，居民提出首先調查清楚開裂及
傾斜的原因。據悉，經過宜嘉苑小區居民與河道施
工方的交涉，目前施工處於暫停狀態。

穗女被殺移屍外地
兇手廣西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女

子陳周佳離奇失蹤，引發「廣州多名女子失蹤內臟
被掏」的傳言。14日，廣州警方通報，發生在廣州
市海珠區曉園東一名叫陳周佳的婦女「失蹤」案件
已經告破，警方經過連日偵查，將殺害陳周佳後潛
逃至廣西南寧的犯罪嫌疑人鍾某（男，31歲，廣東
高州人）抓獲，現已押回廣州。
11月下旬，廣州29歲女子陳周佳於11月17日晚下

班回家途中在海珠區失蹤後，坊間有傳言稱廣州出
現專抓女性販賣器官犯罪團伙，該傳言在網上廣泛
轉載，一度引起群眾恐慌。此後，廣州警方隨即通
過官方微博聲明稱此純屬謠言。之後，警方先後將
散佈謠言的三名涉事人員帶回調查，並對其給予行
政拘留處理。
14日，警方正式通報這起案件的偵破情況。據通

報，11月17日晚，海珠警方接到事主陳某報警，稱
其妻子陳周佳在下班回家途中失蹤。接報後，廣州
警方高度重視，組成專案組，對案件開展縝密的偵
查工作。通過連日的走訪調查，發現居住在陳周佳
樓下的男子鍾某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即組織警力
兵分多路，輾轉廣東高州、廣西南寧等地開展追捕
工作。12月10日晚，辦案民警在廣西南寧將犯罪嫌
疑人鍾某抓獲。
犯罪嫌疑人鍾某初步交代：11月17日晚，他在其

家門口與下班回家途中的陳周佳發生爭執，期間鍾
某擊打陳周佳的頭部致其昏迷，並將其拖進屋內控
制。隨後，在謀財未遂的情況下，鍾某將陳周佳殺
害，並藏匿在家中。次日，鍾某將陳周佳的屍體移
往外地藏匿。目前，鍾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正全面搜集證據及作進一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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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國內三所高等學術機構的學者分別就此事發表了
各自看法，並對時局進行了分析。賈慶國說：「諾貝爾
和平獎是賞賜給西方的英雄和東方的叛徒的」；黃紀蘇
回顧了諾貝爾獎極富爭議的歷史並對其公信度提出了質
疑；周永生則揭示了諾貝爾獎背後的政治鬥爭。

涉中國內政背離諾貝爾遺囑
雖然西方各國政府強烈要求釋放劉曉波，西方媒體鋪

天蓋地地質疑中國人權記錄，依然有一些來自發達國家
和新興國家的獨立聲音表達了不同的見解。
挪威法學家及作家弗雷德里克．赫夫邁爾說：「我無

意冒犯劉曉波，但他得到的和平獎再次證明和平獎不是
出於諾貝爾本意設立的，而是挪威議會的和平獎。」
印度卡納塔克邦一份廣受歡迎的英文日報《德干先驅

報》評論道，「今年的諾貝爾獎是人權獎，涉及到中國
的內政事務，這是完全背離諾貝爾遺囑的行為。而中國
被美國視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在對此事作出回應的西方各國政府聲明中，我們發現

了其共同之處是對民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強調。
美國總統奧巴馬稱劉曉波是「一個雄辯且勇敢的發言

人，他通過支持民主、人權及法制等和平非暴力手段推
動普世價值的傳播。」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說：「這
些價值（自由及人權）是歐盟的核心價值。」法國外交
部長庫什內稱將諾貝爾獎授予劉曉波的決定「向所有和
平的擁護人權進步及保障的人士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
號。」
西方認為，只有中國的發展遵循這些普世價值，才能

帶來世界和平；而這種假設本身就是毫無根據的。
在此事件背後，真正令西方世界不安的是「一旦中國

的發展模式被確認為是成功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將紛紛
效仿中國，而不再跟隨在西方世界之後。」聖保羅大學
的國際關係客座教授、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會員奧
利佛．司徒恩科在12月7日《環球時報》英文版刊登的
一篇文章中評論道。

五人評選難代表全人類看法
因劉曉波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而引發激烈的國際

爭論並非偶然。自1901年首次頒發諾貝爾獎以來，圍繞
獎項提名及得主的爭議就從未停止，尤其在文學獎及和
平獎方面。而這些批評及爭議早已動搖了諾貝爾獎本身
的信譽。
「確定誰為推動和平作出最大貢獻是一件高度政治化

的事情，不可能是客觀冷靜的學術評判。」諾貝爾和平
獎的官方網站編輯奧伊文德．通尼森寫道。
通尼森也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標準進行了質疑：

「僅僅由五個來自歐洲北部邊緣小國的人所做出的決
定，有可能會基於全人類對和平的普遍看法嗎？」
「他們的決定會不會更有可能遵循本國利益或某一挪

威政黨的意識形態？」

得主資格常遭質疑損公信力
諾貝爾獎結果公佈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指

出，「諾貝爾和平獎應授予『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
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擁護和促進和平進程而努力的
人』，這才是諾貝爾的遺願。」
馬朝旭也表明了中國政府對此事的立場：劉曉波是因

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其所
作所為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背道而馳。諾委會把和平
獎授予這樣一個人，完全違背了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
和平獎的褻瀆。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十四世達賴喇嘛，1990年

授予了戈爾巴喬夫；相反，此獎授予過四任美國總統
（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1919年伍德羅．威爾遜，2002
年吉米．卡特，2009年巴拉克．奧巴馬）。這顯示了諾
貝爾獎委員會的在價值體系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傾向性。
「之前曾有人說過，諾貝爾和平獎是賞賜給西方的英

雄、東方的叛徒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賈
慶國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紀蘇說：「諾貝爾和平獎並

不是一項有影響力和公信度的獎項。」「因此，並不能
說獲得此獎是一件好事。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中，每次都
會引發爭議。例如去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巴拉克．奧
巴馬，對此國際社會就有很多質疑和反對的聲音。」
「因為奧巴馬並未作出什麼突出貢獻，可仍然獲獎。這
無疑反映了諾貝爾和平獎本身的公信度問題。」

美國政府介入授予決策過程
在西方世界廣為承認的觀點是，和平與民主之間的聯

繫在於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之間不會爆發戰爭。
「中國擁有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政治體制，當中國越來

越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時，西方國家不可避免地會擔憂
一個崛起的中國或許會對世界和平帶來威脅。我們應當
將劉曉波事件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中去解讀。」賈慶國
說。
「除了諾貝爾獎委員會外，美國政府在此次諾貝爾和

平獎授予的決策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外
交學院的國際關係教授周永生說。

「劉曉波事件已經演變成了大國間的外交之爭，更是
成為了中美對抗中的政治籌碼。」「儘管近年來中國的
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在美國的介入下，諾貝爾獎委員會
還是選擇站在美國一邊。」
周永生認為，國際社會的輿論主要由發達國家的媒體

控制著。西方主要的通訊社和電視網已經成為國際傳播
的主體。
在外交部10月12日的例行記者招待會中，發言人馬朝

旭呼籲國際社會認清事實真相：「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
和平獎授予中國一個正在服刑的罪犯，是對中國司法制
度的不尊重。」「一些國家政客藉機對中國進行攻擊。」
但是，中國真的是威脅嗎？12月2日版的《經濟學人》

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崛起中國之威脅》對此問題作出
回答，並給出一個較為中立的分析，「沒有必要把中國
看作敵人。與蘇聯不同，中國並不忙於輸出意識形
態。」此篇文章同時警告道：「將中國變成對手的最佳
方法就是將中國作為對手來對待。」

中國根據自己國情進行改革
「即使劉曉波獲獎，中國也不會改變自己的政治理念

和方向。」賈慶國說。「中國將會根據自己國情進行改
革。隨 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中國已經越來越開
放。」「中國也會更加關注民主政治的改進。這個趨勢
是不會改變的。」
他還提到，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始終堅持一個

原則，即意識形態的差別不應當制約中國與外部世界的
交往。而諾貝爾獎委員會仍舊將意識形態與國際關係混
淆在一起。
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

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在人權領域也不斷取得進步，這已
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
黃紀蘇同時指出，「我們對政府是有批評的，雖然我

個人並不贊同劉曉波的絕大部分政見。但是，我們對政
府的批評不應當依附於西方社會的評判標準。」「我們
對政府的批評應當是從廣大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出發，而
不是從挪威、美國或日本的角度進行評判。而我們對待
劉曉波的態度也不應該受到諾貝爾獎事件的影響，支持
或反對劉曉波也不會因為他是否獲獎而改變。」

■《中國
日報》的
文 章 認
為，諾貝
爾和平獎
與和平背
道而馳。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授予劉曉
波，背後有政治動機。圖為挪威當
地華人華僑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當
天打出標語，反對諾委會的決定。

近日，南京寶慶銀樓店堂內出
現一輛「黃金跑車」，這輛用5公斤千足金打造的

「黃金跑車」由4名金匠歷時4個多月時間手工打
造完工，價值300多萬元人民幣。圖為「黃金跑
車」吸引了一位女士的目光。 中新社

黃金跑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