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得任亮憲在加入社民連之初受盡政界關注，以黃
毓民接班人自居不可一世，現在卻因貪色累事而四面
楚歌，即使這次不用受牢獄之災，政治前途恐怕已經
告一段落了。現在再討論任亮憲的案情其實意義不
大，因為案情早已在傳媒上知道得一清二楚，當中誰
是誰非有否犯法最終要由法庭宣判，外人難以置喙。
不過，事件已將任亮憲的品德操守表露無遺，就算法
庭沒有判罪，社會已經對他判了刑。
這次性醜聞事件不斷演化，固然與案情的嚴重性有

關，但更重要是，事件涉及社民連內鬥，於是大量的
爆料此起彼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為傳媒報道跟進
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彈藥。先有「倒閣派」及任亮憲為
求脫罪，不斷向外洩露受害人的資料，令她飽受壓
力；對於社運人士周澄等人的指責，「倒閣派」更不
斷網上狙擊，行徑之卑鄙與所謂濟弱扶傾不啻是天壤
之別。而「陶派」為借事件打擊任亮憲及黃毓民，也
放任支持者對任狙擊，多名行委向傳媒批評任的人
格，痛打落水狗。

性醜聞令社民連內鬥愈演愈烈

有人說傳媒及社會不應「未審先判」去狙擊任亮
憲，這種說法並不合理也是倒果為因，傳媒報道、評
論是責任所在，而造成這次性醜聞愈演愈烈的原因卻
是由於社民連兩派的互相攻擊，互揭隱私，而當中不
少人因有舊恨新仇也藉此一併爆發。黃毓民指任亮憲
事件是「美人計」，「九成是共產黨做」，是自欺欺人
的說法，侮辱市民的智慧，更是為任亮憲自抬身價，
如此荒謬的說法只有他的死忠支持者才會相信。
不過，這次醜聞對社會也不是沒有益處，至少讓我

們看清社民連道德敗壞、黨員聲色犬馬的一面，而他
們在事件上表現的醜劣眾生相，更令人嘆為觀止。首
先，事件始作俑者自然是貪歡好色、品行不端的任亮
憲，不管事件的內情為何，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他的

混帳情史及大話連篇的「往績」，不少社運界女士都對其人格嗤之以鼻，鄙
視不屑，「牛唔飲水唔 得牛頭低」，所有問題都源於他的好色大話，這本
來就是從政人士的大忌，今日受盡千夫所指不值得同情。

讓人看清社民連道德敗壞的本質

另外，黃毓民、陳偉業及「倒閣派」在事件仍在調查之時就斷言任亮憲
是清白，誣衊他人陷害，黃毓民更將強姦說成是政治迫害，其護短的行徑
令外界看穿這些人口中大義凜然，實質上卻是偏私縱容，罔顧事件對受害
人的影響，為了將人鬥垮鬥臭，四處張揚受害人的私隱資料，行為卑鄙。
而且黃毓民等人「保任」說穿了只是為了自身的權力㠥想，以免任亮憲倒
下來，黃毓民也坐不穩，於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死撐任亮憲，不理是非公正
只為一黨之私，正是黃毓民等人的真面目。
當然，黃毓民偏私，「陶派」也不見得公正，陶君行在初時本來是樂觀

其成，任由手下支持者狙擊任，更促使行委出手清除這名對手，及後在黃
毓民威嚇之下才急急鳴金收兵。先不論「陶派」借事件打擊異己是否符合
政黨的道德倫理，就是說陶君行身為主席一黨之首，在危機處理上一塌糊
塗，對兩派的內鬥無能為力，任由事件火上加油，導致今日不可收抬的局
面。事件將其無能、自私、缺乏聲望的低水平暴露於全港市民面前，不僅
黨員對這名主席不敢恭維，就是政界人士也在偷笑，這樣的水平還希望取
得立法會議席？難怪黃毓民直斥他缺乏領導才能，不適合做主席。「知陶
莫若黃。」這番評語倒是恰當。
都說任亮憲醜聞是照妖鏡，沒有任亮憲「以身試法」，怎看出社民連的眾

生相？

「天安事件」的46個韓軍
冤魂鳴聲未斷，延坪島上又
增添了幾座新墳。現代潛艇

是大洋底下的「游擊隊」，行動神出鬼沒，對方難
以捕捉，以致韓艦被擊沉還搞不清是誰幹的。
「天安」出事海域，是朝鮮、韓國、美國、日本和
俄羅斯潛艇都感興趣的「熱門點」，到底是誰的潛
艇發動攻擊還真的很難說。「天安事件」後，美
韓一口咬定是朝鮮所為，於是連續舉行大型軍
演、炮擊，企圖激怒朝鮮。由於龐大花費必須由
韓國負責，首爾因此撥出了50億美元的特別費
用。
愈演愈烈的軍演、炮擊，已經將韓國推入到戰爭

狀態，百姓得到的則是強烈的戰爭恐慌。韓、朝是
同一個民族，兩者之間的分歧是兄弟矛盾。李明博
棄兄弟而和自己有歷史舊恨和領土新仇的日本抱在
一起，已經被韓民戴上「韓奸」的帽子。韓國幾十
年來苦心經營的經濟成果，眼看就要化為烏有。死
了那麼多的人，還不知道是否找錯了冤家；破了那
麼多的財，又沒能夠讓韓國民眾消災。韓國民眾對

李明博聽不進國際主流意見，堅持延坪島炮擊，故
意製造事端十分不滿，紛紛憤怒指責李是「腦子入
水」。

選民後悔當年投錯了票

李明博在競選韓國總統時，正值經濟低迷，百姓
期望國家能有效改善經濟。李當時高呼，如果他當
選，將在任內實現「747目標」（年增長7%、10年內
人均收入4萬美元，韓國成世界第7大強國）。這些
口號被渴望改善經濟發展的市民接受，李也因此獲
得大量選票，順利當選。然而，李明博上任後，工
作尚未開始，就立即宣佈將「747」作「適當」調
整。時至今日，廣大民眾已經意識到，不要說
「747」，「638」都無法實現，許多選民紛紛後悔當
時投錯了票。
李明博08年上台後，根本沒有將經濟發展作為首

項任務，而是放棄前總統的「陽光」政策，加緊向
美國靠攏。近期達成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更
是不顧民眾的根本利益，大批進口美國的貨品，特
別是連美國人自己都不敢恭維的牛肉。協定生效

後，包括問題牛肉等美國商品將毫無顧忌地直入韓
國市場，衝擊韓國經濟。「協定」引發了大批群眾
走上街頭示威，指李明博是美國人的乾兒子，將韓
國引向看得見的災難。

韓瞄準朝鮮 美意在中俄

美韓軍事演習的名目繁多，但目標卻不同，韓
國瞄準的是朝鮮，而美國考慮的是中國和俄羅
斯，因為朝鮮根本不值得華盛頓動那麼大的干
戈。美韓今年進行的5次大型軍演，規模一次比一
次更大。每次參加軍演的人數都達到幾萬至10萬
人，連同其他後勤人員，韓國參加軍演的人數達
到至少40萬。據測算，每次軍演的飛機、戰艦、
炮車等耗油至少50萬噸。連同炮彈消耗、演習人
員的費用，每次演習至少花去10億美元。李明博
政府雖然撥出了50億美元，但仍然填不滿美國兵
的「大胃口」。
目前，李明博的敵視仍然在發酵，韓國在三八線

邊緣的高音喇叭天天向北半島進行「心理戰」。韓
國還製作、散發了大量鼓動性極強的傳單、向朝鮮
市民「贈送」幾百萬個收音機，以便朝鮮市民「接
受」首爾的「指導」。韓國希望「複製」美國當年
策反波蘭的做法，盼收奇效。然而，不管形勢發展
結果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朝韓關係惡化，
半島局勢緊張，韓國其實是最大的「輸家」。

日前翻閱報紙，看到一篇令人唏噓的報道，看
來，在量化寬鬆的環境下，貶值的不只是手上的銀
紙，還有人格。
該篇報道引述了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接獲救

助個案的數字，2010年侵吞長者財產的個案有605
宗，較2009年增加15%。表示現今香港有不少人
已經財迷心竅，甚至有人把父母的養育之恩拋諸
腦後，使不少長者成為了兒女手下的受害者。其
中有長者被變賣物業；有長者被騙盡積蓄，以致
露宿街頭；亦有人被私吞全部遺產，恐怖得令人

難以想像。
香港在這十年經歷不少難關，金融風暴、九一一

襲擊、沙士、禽流感及金融海嘯等等，有如兩年一
劫的感覺。上列眾多危難發生之時，筆者仍在校園
中，然而，我們一眾同學亦早已知道世界的殘酷，
特別是樓價急升的時候，大家都隱隱表露出唏噓之
意。
身為80後其中一員，筆者面對㠥和大家一樣的難

處，感同身受。然而，有朋友在還沒有投身工作之
時，已經斷言買樓需要父母相助！筆者對此感到失

望，慨嘆香港新一代的意志力竟是如此薄弱(我希望
他的例子只是少數)，在還沒有努力過的時候就已經
想㠥放棄，太可惜了吧？筆者明白不少年輕人感到
努力向上的路上難關重重，可是我亦看到身邊有不
少朋友都能抓緊機會向上，為什麼你不可以呢？努
力向上吧！眼中只盼望父母留下財產，你的將來可
以如何過？
無論前路有多難，也請你努力走下去。不要寄

望，更不要侵吞父母的財產！
大家是否記得，會考時讀過一篇《論仁．論君子》

當中，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
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謹此互相勉勵！

危機集中 反思契機

首先，今年是中國在周邊形勢上經歷嚴峻考驗的一年。雖然今年沒有如前
些年西藏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那樣的重大風浪，但周邊形勢給中國外交提出
的挑戰，實際上已經逼迫人們直面中國崛起期對外戰略的一些深層問題。
今年年初開始，從美台軍售導致中美軍事交流再次全面中斷，到三月朝韓

「天安艦」危機爆發後，美韓的黃海軍演導致中國高調反彈，再到南海主權
爭議升溫，夏天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表示願意在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間展開調
停，直到九月中日釣魚島撞船風波，最後到十一月朝韓炮戰導致朝鮮半島局
勢再度劍拔弩張，中國周邊形勢可謂風起雲湧；同時伴隨其中的，還有中美
就貿易、匯率問題和軍力競爭展開的持續角逐。
整整一年的周邊外交風波似乎有幾個特點：一、東亞地區安全結構中原有

的「火藥桶」（如朝鮮半島和中日關係）往往以突如其來的方式爆發，而且
看似孤立，實則互有關聯；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一些長期結構性矛盾（如
南海爭議）往往在危機迭起的情況下突然升溫，從而不但上升為與原有「火
藥桶」一樣的主要矛盾，而且還會擾亂了中國的主要戰略目標和視線；三、
幾乎所有危機的背後，都有另一個大國的清晰影子，那就是美國。
今年的一系列周邊危機看似偶然，其實帶有相當的必然性。它們均來源於

東亞戰略格局的深層結構；其爆發雖然偶然，但形成、演變卻為必然。而對
中國來說，既然問題突然集中爆發，在第一年應對尚顯被動之餘，倒不如索
性來個通盤、全面、徹底的戰略反思，以此為未來幾年乃至十年的戰略從容
奠定基礎。

戰略取向和議題重新排列

今天的東亞戰略格局有兩個清晰的特徵，一是中國崛起，二是美國戰略重
點重返亞洲。這一地區所有安全局勢的錯綜複雜和應對之道，都離不開對這
兩個因素的研判。上述危機，有些並非直接以中國為源頭，但卻會將中國深
深拖入其中（如朝韓危機），而有些則直接與中國有關（如中美、中日矛盾
和南海爭議）。
但跳出現象看本質，對中國的戰略取向來說，萬變不離其宗，需要直面和

思考的有三個問題：一、如何準確定位中國高速發展期的對外戰略取向？
二、如何系統梳理中國周邊眾多結構性矛盾，並按照中國的戰略取向重新排
列這些矛盾的輕重緩急？三、如何準確研判「美國因素」及其對中國的階段
性正負面作用？
以此眼光來看，中國未來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應繼續尋求與國際社會的良

性磨合，為中國未來爭取更大的戰略空間和發展機遇。當然，隨㠥中國的崛
起，國際間有些矛盾和壓力並不以中國的良好願望為轉移，但中國如何對此
進行研判、定位、應對和化解，卻十分考驗中國自身的底氣和戰略格局。
在這一框架下，梳理中國周邊的眾多矛盾，並按照中國的長遠戰略取向對

其進行輕重緩急的重新排列，就顯得尤其重要。今天中國周邊矛盾中的任何
一個，若孤立地看都可被放大為天大的事情；若所有的周邊矛盾都被同時放
大，則勢必使中國的外部形勢陷入四面樹敵、孤立無援的境地。進行輕重緩
急的重新戰略排列，並非放棄中國自身立場，而恰恰是在服從整體戰略格局
之下的伸縮有餘的策略之舉。
以此眼光來看，今年在美台軍售、美韓黃海軍演、南海爭議乃至中日釣魚

島撞船風波上的一些反應和相關處理，從整體戰略出發，似都有重新討論、
思考和協調的必要。

準確研判和利用「美國因素」

中國周邊戰略一個日益明顯的挑戰，是如何評估「美國因素」。過去，
「美國因素」對中國一直存在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如何利用其中的正面作用
來化解負面作用，既是中美雙邊關係的戰略課題，也已日益成為中國處理周
邊局勢時的戰略挑戰。
首先，從地區大的戰略格局上說，中國崛起和美國戰略重點重返亞洲是兩

個不爭的事實，也是雙方共同面臨的挑戰。狹義上看，兩者必然是衝突的；
但從人類大智慧的角度看，中美應當有信心和能力創造出兩者從必然衝突走
向基本相容的嶄新模式。坦率地講，近年中美所有的戰略防備和前沿衝突，
以及所有的衝突—妥協，再衝突—再妥協的周折，都是這一歷程上的「成
長的煩惱」。其間，雙方的教訓和經驗，需要雙方及時總結、梳理和提煉；
而中美關係在「後冷戰時代」衝突與合作兼有的特徵，以及雙方均以對方策
略來決定自身策略的種種特點，都為新模式的孕育和誕生至少提供了客觀土
壤。
其次，從現實層面上看，對「美國因素」的評估，也離不開對中國周邊戰

略議題的梳理和輕重緩急的重新排列。既然周邊所有衝突都離不開「美國因
素」，既然中美正在經歷探索雙方基本相容的「成長的煩惱」，那麼對周邊具
體衝突議題的具體研判，也就帶上了一定的戰略色彩。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中美關係不但雙邊議程各有主次側重的演變，主次混

淆往往會導致中美關係的停滯，而中美關係（包括軍事關係）的停滯則又會
導致中國周邊局勢的漸趨複雜；同時中美雙邊議程即便在未停滯期也時常與
周邊局勢有意無意地掛㢕。惟其如此，對具體議題上「美國因素」的研判和
應對，在策略層面也是一個極具挑戰的工作。
當然，一個民族在實力上升期，無論民間、輿論還是軍方和外交系統，似

都有其內核十分合理的自信心上升現象。然而，民族實力上升期的轉型過
程，往往也是內外矛盾頻生，因而尤其需要頭腦清醒，並強化戰略協調的時
期。今年中國周邊挑戰給明年中國對外戰略帶來的啟示是：一、中國的方方
面面（包括輿論和民間），似都需要有一個逐漸凝聚上升期戰略共識的過
程，其中尤其是培養一種自信與平和、進取與穩健兼有的心態；二、外交、
軍事、經濟等部門似應加強協調，以服從中國整體的宏觀對外戰略。

對歐外交：中美關係的重要平衡

今年中國外交的一個成功亮點，是取得了對歐外交的重大突破。中國領導
人的法德之旅，以及英國首相在20國峰會前的北京之行，尤其是其間雙方一
系列動作背後的戰略潛台詞，無不凸顯了中歐領導人已開始從戰略高度重新
審視雙邊關係。
對中國來說，中歐關係是中美關係之外另一根重要的全球性平衡槓桿。在

美中歐三足鼎立格局中，若中歐關係穩定了，那麼中美關係再有大浪，其對
中國的損害也將相對有限。同時，中歐由於不存在國家定位層面的戰略衝
突，因此更易在探索大國共榮模式上先行一步。在這一框架下，如何對中歐
之間同樣錯綜複雜的雙邊議題進行梳理和重新排列組合，中歐雙方今年已開
始了有益的探索，未來不但應持續下去，而且還應為中美關係樹立可資參考
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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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亮憲的性醜聞最終都要靠法庭判決，但

社民連的內鬥顯然已到了至死方休的地步。

由始至終，社民連各派不論是死撐任亮憲

者，或是落井下石者都並非要查出真相，維

護社民連的聲譽，而是要借醜聞來扳倒對手

保住權力，「陶派」放料狙擊如是，黃毓民

為任亮憲辯解而顛倒黑白的說「共產黨陷害」

也如是，目的都是為了私利。都說任亮憲醜

聞是照妖鏡，沒有任亮憲「以身試法」，怎看

出社民連的眾生相？

去年年底，筆者在撰寫2009年中國內政外交的年終專稿時認為，從2010年開始，中國的內政外交將進入一段為期兩、三年的

盤整期，其間中國在繼續前進的同時，一些前些年為人忽視的深層問題將逐漸浮上水面。筆者同時也認為，若中國能在這段盤

整期對內政外交的一些深層問題有所手，則這段盤整期將不啻為未來中國走上更為自信道路的準備、調整和漸趨成熟期。今

年中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似乎部分印證了這一點。本文僅就中國外交今年的際遇和未來挑戰，作一些整理和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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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民怒斥李明博「腦子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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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越南首都河內出席中日韓
領導人會議。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