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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搞「思想壟斷」隨時「車毀人亡」 囑尊重他人意見

唐英年籲港青：民主路上添包容

前特首董建華辦公室 今首次開放

出席農莊開幕禮 克勤仔獲贈大蘿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近年越來越多年輕人在

請願示威中採取激烈行動，破壞社會秩序。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在「青年學術會議」上坦言，年輕人要有包容的胸

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而不是搞思想壟斷，剛愎自

用很容易「車毀人亡」，並舉政制發展為例，強調「妥協是

民主的產物」，「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

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學會如何折衷互讓，以各

退半步去尋求最終大家能夠共同進一步的結

果」。

青年智庫Roundtable研究所及其網絡昨日於香港兆基
創意書院舉行「Roundtable周年典禮：青年學術會議」，
會議以青年的角度出發，探討網絡政治文化、教育、西
九發展等問題，共吸引約300名參加者。

唐英年昨在會上發表主題演講，首先笑言自己是「50後
也是五十後」，希望不要因為年紀或所謂世代的差異，尊
稱他為「唐老」，更不要因他是「建制中人」，就先將他的
話自動打一個折扣，而應將他視為一個熱愛香港、並且
有幸能為社會做事的過來人，所說的一點肺腑之言。

激烈抗爭背後 非僅世代鴻溝
他歸納了近年所謂「80後」現象背後的成因、理念及

影響，認為有部分社會議題備受關注，甚至引發年輕人
較激烈的抗爭行為，背後原因值得反思，不應將之簡化
為年輕人或所謂「80後現象」，「否則就很容易陷入一
套世代鴻溝的簡單邏輯」。

唐英年認為，對社會不滿，積極參與各項社會運動，
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最起碼也是讓社會上一些怨
氣得以釋放的閥門」，但一個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在
重視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地承擔責任：有公權力的就
有責任確保權力不被濫用，有責任去妥善調和矛盾、分
配資源；企業獲產權保護，就有責任守法經營，要考慮
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個人的責任則要認識到權利並非
絕對，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複雜事簡單化 無助解決問題
他強調，大家應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

見，而不是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動輒口誅筆伐，「我一直
相信，人類重要的美德就是謙恭(humility)和自我反省
(self-reflection)。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
毀人亡」。

唐英年又慨嘆，越來越多人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最常
見的是「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
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結論，人物、
時間、地點只成為填充題。總之，零乘以任何數都是等
於零」，倘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
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借口，對真正解決問題幫助不
大。

港人和平理性 不願踏「不歸路」
就近年越見嚴重的所謂「抗爭」，唐英年坦言，有人

認為衝擊是吸引注意力、擴大影響力所必須的，但他強
調，香港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而近日美國一
宗槍擊事件所觸發的對於政治和暴力關係的反思，也很
值得香港人去深思。他深信香港人絕對不願意看到政治
或社運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
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

「交棒是歷史規律，你們很快就會『接棒 庄』。你
們期望接手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唐英年向在場的青
少年笑說：「跨世代的溝通是我們雙方的共同責任」，
又引用披頭四（The Beatles）《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中的歌詞說：「有人說，政客用得最少的
器官是耳朵。我一直引以為戒，也希望與大家彼此說一
句：Friends, lend me your ear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屹立中環堅
尼地道28號逾百載的歐陸式建築、特區前任
行政長官辦公室今日會首次開放，大家有機
會可以一睹這個在香港回歸前的中英聯合聯
絡小組重要會議場地，及前特首董建華的辦
公室的神秘面貌，重拾走過的重要歲月。

這幢現已成為香港前特首的建築物始建於
1905年，原為法國匯理銀行，其後一度被日
軍佔領。在二次大戰後，該幢建築物連同毗
鄰的建築物，曾先後用作皇仁書院、金文泰
中學和堅尼地道小學的校舍，直至93年被港
英政府收回用作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會議場
地，一度成為中外目光焦點，留下了不少過
渡期間重要人物的歷史足跡，包括時任小組
中方首席代表趙稷華、代表陳佐洱，及英方
首席代表戴維思等。香港回歸後，成為香港
的前特首辦公室。由於建築物與香港歷史發
展息息相關，故去年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物。

樓高兩層 總面積達5千呎
樓高兩層的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總面積

達5,000呎，大樓內設有總務室、會議室、會
客室及「一大兩小」的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目前，董建華選用的是面積最大的房間，而
餘下的2間「吉房」則預留作特首
曾蔭權及其繼任人卸任後使用。

走進裝設簡樸莊嚴的董建華辦公
室，就發現書架上擺放 多幅珍貴
歷史相片，包括董建華97年宣誓就
任照、與國家領導人的會談照、溫
馨洋溢的家庭照，當然少不得與董
太的甜蜜合照。

身任導賞員的地政署高級物業事
務經理林社鈴稱，整幢大樓以典型
意大利建築風格為主，並採用非對
稱設計，而當中的大門門鈴、羅馬
式拱形設計的支柱及陽台、天使形

窗框、木趟門等，更是自1905年沿用至今，
並期望市民以「捍衛回憶」的心態參觀，

「沿用百年的樓梯已經『內傷』，所以在承重
力有限下，大樓二樓只可同時容納最多20
人，但整幢大樓則可最多容納100人，屆時
市民或要輪候或分批參觀」。

現場播「百載風華」短片
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會由今晨10時開放至

下午5時，屆時現場會播放歷時10分鐘、名
為「百載風華」的短片介紹該建築物的歷
史，並有康文處古蹟辦的導賞員駐場講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西九
文化區行政總裁謝卓飛突然以健康理由
辭職，西九管理局最快於周內或農曆新
年前刊登廣告，再次全球招聘新任行政
總裁。西九管理局薪酬委員會主席單仲
偕估計，最快要6至9個月才能完成招聘
程序。

單仲偕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他
對謝卓飛突然辭職感到驚訝及惋惜，並
承認此事難免會對西九管理局及團隊造
成一定的衝擊，或帶來負面影響，管理
局會想辦法補救，並已再次啟動全球招
聘程序，希望盡快覓得合適人選。

就管理局運作不足2年就有25%人手
流失，他透露，流失的人手遍及高、
中、基層，主因是西九管理局員工的薪
酬架構，是在金融海嘯後訂立的，在經
濟復甦後薪酬難免會缺乏競爭力，如有
應徵者在獲聘後，未上班已轉投其他更
高薪的工作崗位，故管理局正檢討管理
局員工的薪酬架構，望增加該局在招聘
市場的競爭力，並挽留人才。他又指，
為配合西九發展，管理局會繼續擴充人
手，預計由目前的58人，增至明年底約
100人。

單仲偕：調整薪酬保競爭力
另外，西九民間評審聯席成員、「進

念二十面體」行政總裁胡恩威認為，重
新招聘的新行政總裁應具備雙語能力，
並理解香港及亞洲的情況，避免出現太
大的文化衝擊，並認為管理局的遴選委
員會在招聘新總裁時，應加入由香港文
化界推選的文化工作者。

所謂「物輕情意重」，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克勤仔)最近

出席馬鞍山一個環保農莊的開幕禮，並親嘗收割
蔬果的滿足感，並獲一位同鄉老伯送贈肥美大蘿
蔔，祝願他新一年事事順利。克勤仔有感而發，
嘆言現代人在互相送贈禮物時，已經忘記了背後
最重要的，是一份心意。

克勤仔在其最新網誌中說，身為立法會環境事
務委員會主席，他早前與「舊老闆」特首曾蔭權
主持了該環保農莊的開幕禮，並親身「落場」嘗
試耕種。他笑言，原來親身嘗試耕種一點都不輕
鬆，單是翻泥便已經是很吃力的事，故自己唯有
改做較輕鬆的功夫，例如收割和撒種等，又與

「農友」交流心得。

發音同「彩頭」 寓萬事大吉
期間，和他同屬「福建出品」的老伯伯，熱情

地說要為他送上大蘿蔔，祝願他新一年事事順
利。為什麼是蘿蔔呢？克勤仔解釋，原來閩南話
中「蘿蔔」的發音跟「彩頭」一樣，故在台灣選
舉時，支持者經常會向參選人送上大蘿蔔，寓意
萬事大吉。

克勤仔有感而發地說，其實不少農友也像這位
伯伯般，樂於將自己努力得來的成果送給親友和
鄰居品嚐，「可能只是一棵菜、一個瓜，並非甚
麼昂貴的禮物，但其中包含的心意，卻是更具意
義和價值，這也是現代都市人平日生活忽略的一
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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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2℃ -1℃ 天晴
長 春 -30℃-20℃ 天晴
長 沙 4℃ 6℃ 多雲
成 都 1℃ 6℃ 有雨
重 慶 4℃ 6℃ 密雲

福 州 2℃ 11℃ 多雲
廣 州 5℃ 14℃ 天晴
貴 陽 -2℃ 2℃ 密雲
海 口 7℃ 11℃ 密雲
杭 州 -3℃ 3℃ 天晴
哈 爾 濱 -30℃-19℃ 天晴
合 肥 -7℃ 2℃ 天晴

呼和浩特 -18℃ -9℃ 天晴
濟 南 -11℃ -1℃ 天晴
昆 明 1℃ 9℃ 驟雨
蘭 州 -13℃ -3℃ 天晴
拉 薩 -7℃ 6℃ 密雲
南 昌 -1℃ 6℃ 多雲
南 京 -7℃ 2℃ 天晴

南 寧 5℃ 13℃ 多雲
上 海 -3℃ 2℃ 多雲
瀋 陽 -30℃-16℃ 天晴
石 家 莊 -8℃ 1℃ 天晴
台 北 8℃ 13℃ 有雨
太 原 -15℃ -2℃ 天晴
天 津 -10℃ -1℃ 天晴

烏魯木齊 -21℃-12℃ 天晴
武 漢 -4℃ 5℃ 密雲
西 安 -6℃ 3℃ 密雲
廈 門 5℃ 11℃ 天晴
西 寧 -22℃ -5℃ 多雲
銀 川 -17℃ -6℃ 多雲
鄭 州 -8℃ 2℃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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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早上寒冷。天晴乾燥。

氣溫：9℃-14℃ 濕度：45%-65%
潮漲：07:14(1.2m) 17:32(2.0m)
潮退：01:16(1.0m) 08:50(1.2m)
日出：07:05 日落：18:00

17/1(星期一) 18/1(星期二) 19/1(星期三) 20/1(星期四)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50 - 8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100 - 140
空氣指數：偏高至甚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1℃ 31℃ 有雨
河 內 11℃ 16℃ 多雲
雅 加 達 24℃ 29℃ 明朗
吉 隆 坡 24℃ 33℃ 雷暴

馬 尼 拉 23℃ 28℃ 多雲
新 德 里 7℃ 17℃ 薄霧
首 爾 -16℃ -8℃ 天晴
新 加 坡 24℃ 31℃ 雷暴
東 京 1℃ 6℃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7℃ 28℃ 天晴

悉 尼 22℃ 28℃ 驟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6℃ 10℃ 密雲
雅 典 10℃ 17℃ 天晴
法蘭克福 7℃ 11℃ 多雲
日 內 瓦 4℃ 12℃ 天晴
里 斯 本 8℃ 14℃ 多雲

倫 敦 10℃ 11℃ 多雲
馬 德 里 4℃ 13℃ 多雲
莫 斯 科 -12℃-11℃ 有雪
巴 黎 9℃ 12℃ 密雲
羅 馬 8℃ 17℃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6℃ -4℃ 有雪

檀 香 山 20℃ 26℃ 多雲
洛 杉 磯 12℃ 28℃ 天晴
紐 約 -8℃ 1℃ 有雪
三 藩 市 8℃ 14℃ 多雲
多 倫 多 -8℃ 0℃ 有雪
溫 哥 華 7℃ 10℃ 有雨
華 盛 頓 -4℃ 6℃ 多雲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氣溫：12℃-15℃

濕度：70%-90%

寒冷多雲

有幾陣微雨

氣溫：12℃-16℃

濕度：60%-80%

早上寒冷

部分時間有陽光

氣溫：10℃-15℃

濕度：60%-80%

早上寒冷

大致天晴

氣溫：11℃-14℃

濕度：70%-90%

寒冷多雲

有幾陣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唐英年點評「80後」，引
起香港社會關注。行政會議
召集人梁振英表示，認同唐
英年指部分人批評政府官商
勾結，是無根據及言過其實
的，又認同對方「民主是妥
協的藝術」的說法。

指社會實事求是最重要
梁振英昨日在公開活動上

回應唐英年的言論時表示，
特區政府雖難以滿足700萬人
的所有訴求，但整體是一個
廉潔及向市民負責的政府，
在體制上亦有足夠的制衡，
故認同部分市民不應在未清
楚了解事實前，妄下定論，

「我相信小部分人看社會上的
現象，不一定清楚了解事實
全面，只根據部分傳媒報道
作結論，政府不是不會做錯
事，但最重要是社會可以實
事求是，有事實根據」。他又
相信，唐英年提出「剛愎自
用會導致車毀人亡」的說
法，並非針對任何人。

另外，就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否決申辦亞運的撥款，梁振英表示
失望，又不同意有指政府向行政會議
提交的申亞民意調查的資料不詳盡，
強調行會對每一個議題都會作出充分
討論，而討論資料亦足夠。他希望，
儘管申亞撥款被否決，香港市民不應
放棄在日常生活及競技場上對體育的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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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開放詳情
開放日期：2010年1月16日(今日)

開放時間：上午10:00至下午5:00

大樓容納人數：最多100人(參觀者將獲
安排入內)

注意事項：大樓未設置升降機，未能安
排輪椅使用者到場參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唐英年呼籲香港的年輕人要有包容的胸襟。

■董建華在現時的辦公室內放滿多幅珍貴歷史相片，既莊嚴又富
人情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位於建築物二樓的會議室，昔日曾用作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
會議地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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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年歷史的樓梯，
市 民 參 觀 時 要 放 輕 步
伐。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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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社鈴稱，大樓承重力有限，市
民要分批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大樓古董門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