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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有報紙編輯約我談談中國人的國際觀，由此觸發我思考中國作為一個集體，在
這一問題上的漫長而艱難的心路歷程。所謂漫長，乃因為自有中國以及中國與世界交往的
經歷，就有了中國的國際觀，其歷程從過去延伸到現在，並走向未來；而所謂艱難，則是
指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國和中國人的國際觀一直處於艱難的調適之中，以至於在二十
一世紀初中國崛起的今天，這個問題會被再次提到我們的面前。

無論是過去的中國人國際觀調適的艱難，還是今天這個問題再次被提出，其實都折射了
我們實際上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甚至成熟的國際觀，更遑論為其增添自由、平衡和思辨的元
素。這一論斷似乎有些武斷，也一定會引起反駁和爭議。惟其如此，您才需要靜下心來讀
一讀筆者下面的闡述。

「高貴下的愚昧」和「不自覺的清醒」

任何一個國家的國際觀，都與這個國家的階段性自身處境有關。以這一觀點來看，中國
人的國際觀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漢唐盛世後國力鼎盛時期的國際觀；二、從清末
衰敗到二十一世紀初重新崛起期的國際觀；三、二十一世紀初重新崛起及之後的國際觀。

這樣的劃分不是任意的，而是以建基於國力之上的民眾和知識界的集體心理為基本依
據。以這樣的眼光來看，漢唐盛世後國力鼎盛期的中國人的國際觀，基本是「泱泱大國，
四方來朝」。作為世界經濟和文化中心的中國，既自信又盲目，甚至還帶有一絲「高貴下的
愚昧」。其實，無論是自信還是盲目，甚至是「高貴下的愚昧」，其間只有一步之遙，但其
本質卻是缺乏民眾集體的精神洗禮和思想啟蒙。

因此，雖然漢唐盛世間，中國人對外族的心理、態度和做法有 許多平等的成分，但那
或出於偶然，或源於「不自覺的清醒」，其本質仍是「未經雕琢的玉器」，亦即未經精神洗
禮和思想啟蒙的開化過程。這種未經開化的精神世界，導致我們的先輩無論在國力鼎盛還
是衰敗期，都無法表現出一種真正的從容，並與世界（無論它是比我們弱還是強）產生一
種真正的心理平視。

我之所以強調真正的心理平視，是因為物理平視相對比較容易，它可見之於人的身高，
也可見之於物質水平的高低。而只要一個人稍有修養，那麼高個子可以在矮個子面前彎
腰，有錢人可以為窮人做許多施捨，但如果沒有內心真正的修煉，那未見得是一種真正的
平視；而矮個子和窮人若沒有真正的自信，不但面對高個子和富人時會有所不爽，而且一
旦處境改變，也會「人一闊，臉就變」。

浮躁與騷動背後的悲情與盲點

上述第二階段，亦即從清末衰敗到二十一世紀初重新崛起期中國人的國際觀，集中折射
了由於中國處境變化而產生的心理變化。如果說，鼎盛期的國人對外部世界的心態是「泱
泱大國，四方來朝」，那麼衰敗期的國人（尤其是其中的知識界）則呈現出集體的焦慮、浮
躁和騷動，其背後的本質依然是未經思想啟蒙進程的盲目，一如漢唐鼎盛時期的「高貴下
的愚昧」。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科技與政治的拿來主義，還是因不同意識形態的救國之道而導致
的同室操戈，抑或是「超英趕美」心態之下的盲動，直到改革開放後三十年間對西方的學
習、追趕，都有許多「剪不清，理還亂」的複雜心理。

這種複雜心理中，無疑有 許多正面、合理的因素，但也正因未經系統的梳理，所以有
許多就連主事者自己也不能完全理清的情緒和盲點。從洋務運動開始就貫穿中國現代化

進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全盤西化」的爭論，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
依然折射出中國現代化進程和中國人精神世界裡一些非常深刻的盲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和中國人依然未能與世界產生真正的心理平視。這裡的世界，既
包括比中國發達的西方國家，也包括許多比中國落後的國家。有一位作家曾經說（大
意）：「部分中國人是跪 仰視白人，而卻站起來俯視黑人」。這句話以辛辣的手法和高度
的概括，揭示了中國在現代化過程的複雜心理，以及在中國人精神世界裡似乎從未真正觸
及過的種族主義問題。

更重要的是，如果說鼎盛期的中國人國際觀是「高貴下的愚昧」，那麼衰敗期和追趕期的
國人則有 一種強烈的悲情，兩者表現形式大相逕庭，但精神實質卻一脈相承。

真正的心理平視到底是什麼？

無論是「高貴下的愚昧」還是追趕期的悲情，都延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重新崛起
期，以至於今天的中國人的國際觀呈現出一種極其錯綜複雜的形態。用仰視和俯視的比
喻，已不足以描繪或概括今天國人的國際觀及其複雜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崛起期的國
人依然不能與世界產生真正的心理平視。

3年前當奧運火炬風波產生時，筆者曾用「當東方尚存的悲情遭遇西方殘留的傲慢」來比
喻風波背後東西方人們心態的複雜。值得注意的是，崛起期的國人看似自信，實則內心不但
尚存悲情，而且在希冀重返「漢唐盛世」的背後，依然未能完成精神世界的啟蒙和洗禮。

今天和未來的中國，需要與世界產生真正的心理平視；而心理平視的基礎，則是準確定
位自己之下的自信與從容。這份從容不會張揚，也不會走向傲慢；這份從容源於對人類物
質和精神文明成果的謙虛，也建基於對自身現代化目標和途徑的基本研判；這份從容不但
應擺脫了悲情，而且還應包含自由、平衡和思辨的元素，無論對世界還是對自己，都有一
種「保持距離的審視和批判」。

這一切自然離不開民族精神世界的集體啟蒙和洗禮。當然，幾千年都未能完成的事情，
不可能期待短期內就能實現。但提出這一命題則恐怕是時候了。

在美國，每當電視台報道有關拉登的消息，民
眾總是特別瞪大眼睛收看，希望能夠聽到捕捉到
惡魔的信息。10年來，年青的父母經常用「拉登
來了」來恐嚇不聽話的幼童，致使拉登的名字和

美國總統一樣為廣大民眾所熟悉。反恐10年來，民眾曾為美軍快速推翻
塔利班和薩達姆政權而歡欣鼓舞，並曾為下令入侵阿、伊的前總統布什
創下了75%支持率。但時至今日，為反恐投入的數萬億美元卻付之東
流，民眾不僅沒有看到反恐帶來的安全和幸福，反而更擔驚受怕可能隨
時出現的更多襲擊。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近日在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上，對白宮政府和
民眾作出以下警告：「美國目前所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達到自『9．11』
以來的最嚴重程度。除了基地組織外，來自美國本土的日益嚴峻的恐怖
威脅令人非常擔憂」。「一些和基地組織有關的本土極端組織，已經把
重點放在吸收本土人士來實施比『9．11』更加恐怖、可怕和形式多樣
的襲擊」。警告發出後，在美利堅引發軒然大波，百姓惶惶不可終日，
搞不清點解越反越恐，顯示華盛頓的10年反恐已經進入了死胡同。

失業青年變恐襲生力軍

據披露，反恐部門在追蹤製造得克薩斯州特大槍擊案的美國陸軍心理
醫生哈桑的電子郵件中發現，哈桑和恐怖組織頭目奧拉基有不同尋常的
密切關係。情報部門還掌握到相當充足的證據，證明基地組織已經改變
對美實施恐怖襲擊的策略和方式，正利用失業率高居不下和民眾感到經
濟復甦無望的不滿，依靠秘密組織來訓練本土恐怖分子。並計劃頻繁發
動游擊戰式的小規模、影響大的恐怖襲擊，以取得最佳恐嚇效果。

越來越多的恐怖組織動向和襲擊徵兆，顯示他們正加緊在美利堅大地
招募對現狀不滿的失業青年，通過各種渠道籌集大量資金，對準恐怖人
員進行現代化手段培訓，隨時可以對他們認為有價值的目標，發動全新
的恐怖襲擊。由於經濟遲遲無法復甦，一些涉世不深、不滿現狀的激進
青年，在極端危險思潮的鼓動下，已經演化成危害美國安全的恐怖組織
生力軍。他們講流利的美國英語，熟悉美國的地理狀況，給疲於奔命的

反恐部門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難題。

耗費大量資源徒勞無功

布什當選總統的2000年，美國的債務為5.7萬億美元，到2008年離任時
則增加到11.5萬億美元，8年執政，國債增加了5.8萬億美元，平均每年增
7000億美元。國債快速增加的原因之一是，華盛頓政府忙於反恐，快速
增加的情報部門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幾十萬美
軍陷入困境而無法自拔，亦需要天文數字的軍事費用。奧巴馬上任僅兩
年，不得不繼續為反恐作更多投入，令國債急增至14萬億美元。預料到
奧巴馬2012年任滿，美國國債將增至17萬億美元。

據美國媒體披露，美國現在從事包括情報、軍事行動等方面的反恐人
員超過120萬。耗費了那麼多的財力、人力和科技資源，花了那麼長的
時間，卻得不到滿意的結果。換句話說，10年的反恐，不但毫無建樹，
而且出現「負增長」，面臨比「9．11」更加危險的襲擊。這樣的投入和
如此低下的回報，任何國家都無法接受，更何況是被稱為「投資天堂」
的美國。難怪國土安全部長的警告發出後，老百姓紛紛質疑反恐機構的
工作，傳媒和議員甚至提出應該追究有關官員的責任。

2011年1月27日，英國《每日郵報》、澳大利亞《悉尼先驅論壇
報》、《悉尼先驅晨報》、美國有線新聞網CNN以及印度的《經濟時
報》等眾多國外媒體都在顯要位置刊出了一個同樣報道。究竟是怎
樣一則消息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呢？

「中國將建設世界上最大的『巨型城市』，將珠江三角洲附近的9
個城市合併為一。」

外國媒體說得有板有眼，說這個計劃「將在6年內完成」，合併之
後的地區將覆蓋「1600平方英里的生活區域」，「是英國大倫敦區
域的26倍」，「人口超過4000萬」，甚至到具體的城市都有了，這九
個城市是廣州、深圳、中山、珠海、惠州、肇慶、佛山、東莞和江
門。那我們中國的官員怎麼說呢？外國媒體沒有說，中國媒體從外
國媒體那邊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採訪了一位相關的官員，他的回答
很有中國式的智慧——9市合併這個問題「並非不可能」。

我們且不說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但是我們從這件事中有幾個
點反倒是很確定的：首先，我們中國已經成為整個世界關注的焦
點。隨 21世紀的到來，整個世界都密切關注 我們中國的發展，
從這件事最先由國外媒體報道，並大規模轉載可以看到。

再者，合併不合併，尚無定論，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九個城市之間
的經濟、交通聯繫日益緊密；再往大的方面看，隨 高速公路網
絡，高鐵網絡的不斷建設，祖國大陸上各個城市的距離不斷拉近。
2009年，武廣高鐵開通，3個小時就可以從武漢到達廣州。2012年
之前，京滬高鐵亦將通車，北京到上海的時間將會縮減到5個小時
之內。

此外，我們香港面臨 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祖國是我們香港
的堅強後盾，在「十二．五」即將推行之際，中國將會繼續高速發
展，祖國的崛起，一方面成為香港發展的動力，另一個方面也成為
了我們香港的挑戰。

正值整個世界都關注 中國的時候，我們身為中國人，又處在香
港這個得天獨厚的環境之中，當然應該更加主動、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國，我們的祖國。在祖國的「十二．五」規劃之中，香港與珠三
角的關係將會更加緊密，香港學生將會有機會親身前往祖國大陸交
流學習，又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結合祖國近一百年來的近代
史，在今昔對比之間，親身體驗祖國的長足發展，進一步了解國
情。希望各位同學把握機會，增強對祖國的了解，提升國民身份的
認同。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華盛頓反恐進入死胡同

預算案應援助「三無」人士

「長毛」與阿Q

「長毛」梁國雄議員：
你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提出的優化市民交

通津貼方案時，批評是「小修小補」，先後向勞工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掟出四個膠樽，至少有一個碰到張局長胸前。
此間一些急待交通津貼街坊說：「長毛」你聽準張局長的
優化方案未？你的「大修大補」要如何個「補」法？未見
長毛有具體、詳細、可行方案就以樽掟人，張局長譴責你
是暴力行為，暴力絕不可取，我們大家同意作出譴責。因
為你並非真心實意要幫窮人將「交津」快快落實通過，而
是使事情拖延和複雜化。你以暴力代替說理，以為這樣

「侮辱」局長就能吸引傳媒和大眾眼球而曝光就是「勝
利」，你錯了。你這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在21世紀的
今天，你作為中國人還保留、發揚清末民初的阿Q精神和
行為，悲哀！真是天大的悲哀！

要深知阿Q的可悲處

記得去年5月25日第二場立法會政改小組委員會的公聽
會嗎？我們約60名各團體代表在立法會上發言，90%的代
表都慷慨陳辭支持政府2012年政改方案。你聽後不滿，問
我們讀過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嗎？譏諷支持政改方案
的大家是「阿Q」。我舉手回駁你說：「長毛」，你社民連
和公民黨搞「五區公投」和「全民起義」，最初自定港人
有50%投票就贏，後見反應冷清，又修改為25%也贏了；
但「公投」「起義」不得人心，最後投票只得17.1%也宣佈

「贏」了，你們這不是「阿Q」嗎？你當場無言以對，只
有傻笑。在場林局長和其他人等，都開心地笑了。大家笑
你盲目驕傲，以為讀一二本書就來拋書包「窒人」；二是
笑你並未領會魯迅筆下阿Q的實質；三也笑你自己「阿Q
來說別人阿Q」，撞板觸了個大霉頭。

魯迅寫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阿Q的特點是欺
善怕惡，精神麻木，死到臨頭還未醒悟為何會死，要把死
刑畫押畫得「圓」些。「長毛」你的所作所為十分和阿Q
一樣：例如，阿Q欺負弱小，在末莊和小D打架，兩人扭
成一座小拱橋，阿Q佔了便宜，揚揚得意，但卻對「趙老
太爺」和洋人誠惶誠恐。你「長毛」深知特區政府官員講
理，君子動口不動手，你沒理講就動粗，變成小人動手不
動口，用掟蕉、掟樽來獲得「勝利」的滿足，這不是阿Q
精神勝利法嗎？又例如，阿Q流氓習氣和粗魯欺人，竟調
戲小尼姑，動手擰小尼姑臉蛋，覺得「又嫩又滑」，小尼
姑不停啜泣；而你長毛，也曾當面辱罵女記者超過一句

鐘，欺她女流之輩不能武力回擊而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滿
足。這真是港人的悲哀！

請吸取阿Q的教訓

你應知道，《阿Q正傳》的後半部，寫了辛亥革命後阿
Q從反對革命走到嚮往辛亥革命的心路歷程以及被誣告殺
害的悲慘結局，揭示出中國農民階級中蘊藏的革命因素和
消極因素，總結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的沉痛教訓。而你

「長毛」和社民連，正好表現此種魯莽。你們雖然打
「替天行道」旗號，凡是官員，逢官必反，但並無革命的
理論綱領，只一味地不分青紅皂白以暴力反反反，罵罵
罵。你們「革命」的目的只是為個人的私利，一旦選入為
立法會議員，就完全背棄先前的承諾，在立法會提不出任
何合理化建議，反將暴力帶入議會，博出位曝光，完全是
草寇式的短視和落後；社民連的窩裡反又在重蹈江湖幫派
內訌而最後滅亡的覆轍，故你們表現的都是自私、殘暴、
愚笨的劣根性，比阿Q還要阿Q。

「長毛」的所作所為，是阿Q和流氓式的混合體，是早
應拋棄的人物。「交津」計劃經優化後獲得大多數立法會
議員和社會主流意見支持，說明你掟樽是違背民意，一無
可取。

一位普通市民：黃熾華
2011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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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未來的中國，需要與世界產生真正的心理平視；而心理平視的基

礎，則是準確定位自己之下的自信與從容。這份從容不會張揚，也不會走

向傲慢；這份從容源於對人類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的謙虛，也建基於對自

身現代化目標和途徑的基本研判；這份從容不但應擺脫了悲情，而且還應

包含自由、平衡和思辨的元素，無論對世界還是對自己，都有一種「保持

距離的審視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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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出席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會議，期間被梁國雄掟樽。 中通社

——給長毛的公開信

備受社會關注的財政預算案將於本月二十三日發表。對
於近日坊間所傳的有關「派糖」的消息滿天飛，聽得令人
頭昏目眩。只有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從收聽到的「派糖」消息所言，據云都說出自有關部門
的所謂「內部」消息云云。如所傳之，一，在新的財政預
算案會為全港公屋住戶免租兩個月或三個月；二，為全港
每戶市民津貼電費三千六百元，以每月三百元為限；三，
減免差餉一季；四，減免薪俸稅，亦有傳提高薪俸稅稅
額；五，提高子女及父母的免稅額；六，增加老人醫療券
金額。還有新增教育券等等。

但縱觀以上所列，似乎與早兩三年前「派糖」方案沒有
多大分別。或許在程度上金額上有些調整而已。若然屬
實，那麼這份財政預算案只是平平無奇，毫無所為之「行
貨」。對社會各界的訴求，對廣大市民尤其是百多萬基層
勞工面對百物騰貴、通貨膨脹樣樣都加唯獨人工無加的環
境底下，急需政府出手紓困解難的情況下，是否有點「貨
不對辦」，交差就算的預算案？

我們希望所傳的「派糖」消息，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
全部。例如一向被當局忽視的「三無」人士及家庭究竟在
新的財政預算案中有沒有得到關顧，為這十多二十萬人士

提供切實的紓緩措施。讓他們在新的預算案中得到受惠，
不要再出現以往幾次政府「派糖」令這批「三無」人士家
庭未能受惠，得個「恨」字。他們才是真正需要幫助的對
象。

在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進行廣泛的
諮詢工作，不但走訪政黨社團，還花巨款在電子傳媒大賣
廣告。想必收到的訴求肯定不少。問題就是財爺究竟肯不
肯接納。若不，搞這樣那樣的諮詢就毫無意義了。

當下社會百物騰貴，市民大眾的訴求越來越多，對政府
對預算案的期望也越高越大。財爺所受的壓力和挑戰肯定
比過去多次的預算案更艱巨更複雜。但好在政府有大量儲
備。只要調撥得宜，用得其所，金錢就能發揮效應，真能
紓解民困，是會得到市民大眾的歡迎和認同。

現在離財政預算案發表的日子還有不足一星期，曾司長
的預算案如還須增添一些紓困措施，筆者建議最好不要忘
記那十多二十萬的「三無」人士家庭，假若今次的「派糖」
方案依然沒他們份，隨時成為社會不穩的「藥引」。正如
有句俗語所言：「唔望大家閉翳只望大家富貴。」「派糖」
不勻，次次無份，情何以堪！「三無」人士的心境不知政
府和財爺知道否？

■得州槍擊
案兇手、陸
軍心理醫生
哈桑和恐怖
組織有密切
關係。圖為
陸軍基地士
兵悼念死難
同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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