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伊始，一場人們始料未及的「中東波」迅速席捲整個阿拉伯世

界，這次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動的「中東波」，以骨牌效應在埃及、

也門、利比亞、約旦、巴林等國上演，這是繼「蘇東波」後另一場規模巨

大的「顏色革命」。「中東波」變局與「蘇東波」近似之處，肇因都是來自

於西方意識形態傳播和內部經濟危機。與「蘇東波」時一樣，西方某些政

客也煽動說「中東人民力量的崛起突出了中國的『專制主義危機』」。本港

《蘋果日報》上周六李怡撰寫的社評，亦借「中東波」攻擊說：「中共回應

西方國家對中國專權政治的質疑時，總是捧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不同國

家不應干預他國內政。」但是，無論是「蘇東波」還是「中東波」，在中國

都不可能重演。

反對派引喻失義 中國豈中東可比
首先，香港反對派藉「中東波」憧憬所謂「中港波」，根本就是昧於時

事，引喻失義：

第一，突尼斯、埃及等國的「茉莉花革命」又被外電稱為「飢餓革命」，

說明這些國家存在嚴重的貧困問題。突尼斯「星星之火」就是因為一位大

學生「畢業即失業」被迫做「無牌小販」遭取締憤而自焚，觸發民眾廣泛

抗議結果引起「燎原大火」；而埃及人口近四成即三千多萬人處於赤貧狀

態，這是「中東波」形成的最基本社會條件。

反觀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執政黨「以人

為本，執政為民」，國家擺脫貧困，解決溫飽，邁向小康社會。特別是佔人

口多數的農民，國家先是放開「包產到戶」，繼而允許勞動力流動，農民工

進城；再來取消農業稅，令農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生產力獲得釋放。糧

食和副食品供應之豐富比「階級鬥爭為綱」時期「憑票限量」狀況完全

「換了人間」；企業有了「最低工資」，城市有了「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且

不斷向上調整。民眾以前以擁有「手錶、單車、縫紉機」為夢想，現在是

以擁有房子、車子、票子為目標。以人民所得實惠而言，中國可以說是自

鴉片戰爭一百七十年來的首次盛世，豈是埃及等中東國家經濟凋敝、民生

困苦、通脹率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窘境可比！

第二，埃及、突尼斯等中東國家當權的最高領導人，都是動輒二、三十

年連續執政，長期獨裁統治導致政治體制的僵化腐朽，權力腐敗以及裙帶

政治的盛行。當政治極度腐敗時，利益分配也極度失衡，社會不滿和動亂

也就必然而至。

反觀中國，鑒於文革的教訓，早在1980年8月鄧小平就提出了黨和國家

領導制度的改革，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一道帶頭廢除了實際存在的任期終

身制。改革開放三十餘年黨的第一把手共歷五任。尤其是由江澤民時代

起，領導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式化的實現，保證了中央領導

集體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活力。而黨、政、軍各級、各部門領導班子，也

以年齡劃線，到限就退成為制度。這就從根本上剷除了個人專斷和家長制

產生的土壤，豈是埃及等中東國家領導人一當總統就是二十年、三十年甚

至四十年的個人獨裁可比！

中國政治制度適合中國基本國情
第三，埃及等中東國家長期強人政治下軍隊國家化，尤其是多年接受美

國「軍事援助」令軍方受華盛頓旨意影響。執政三十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

克，表面是被示威群眾轟走，實際是被軍方的「最後通牒」迫走。隨㠥強

人政治倒台，軍人干政的現象也開始出現，這是另一種強權獨裁政治怪

胎。

反觀中國，人民軍隊由中國共產黨一手創建，尤其是1929年「古田會議」

以來，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這一原則是由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

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人民軍隊忠於人民忠於黨的性質決定的。而且，解

放軍建軍84年來，經歷過抗日戰爭、抗美援朝、中蘇邊界衝突等反侵略戰

爭錘煉，與世界諸大國都交鋒過；且現今擁有的包括戰略武器在內的各種

裝備，絕大部分是自主研製，沒有一分錢軍費來自外援，豈是埃及等中東

國家軍方仰承外人鼻息的形格勢禁可

比！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成為第二大

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

國、美國第一債主，中國巨大的成就舉世公認。

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國際比較都表明，儘管中國的政治制度還有許多不盡

如人意之處，但是它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且不斷在改進中，也

適應越來越開放的國內外環境，能夠妥善回應來自內外部的各種挑戰，在

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充分顯示出了巨大的發展優勢和獨有的競爭優勢，形成

「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國模式」。

福山已否定「歷史的終結」 李怡孤陋寡聞
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發表文章稱讚：中國之所

以成功地應對金融危機，是基於中國的政治體制能力，能夠迅速作出重

大的、複雜的決策，並有效地實施決策。相比較而言，美國卻不具有應

對危機的體制能力。在事實面前，這是福山對20年前發表的《歷史的終

結》（即以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

但《蘋果日報》上周六李怡撰寫的社評，仍然孤陋寡聞，抱㠥20年前的老

皇曆，聲稱「『中東波』繼『蘇東波』後，再次印證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云云。

中國獨創的改革開放及成功，被世界總結為「北京模式」，其實就是中國

自己的顏色。就連美國的有識之士，也指出西方寄望中國「顏色革命」不

切實際。《紐約時報》去年12月6日發表埃里克．李題為《中國的顏色革

命？就讓它保持紅色吧》的文章指出：「一些西方人認為，中國如果爆發

一場顏色革命，就會走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之路。在這一點上，他們完全

忽視了中國的歷史和現代中國的特性⋯⋯只有繼續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道路，中國的發展才能進一步提高中國人的自由與繁榮，它的崛起

也才能給世界舞台帶來一支基本上和平而且負責任的力量⋯⋯像中國這樣

一個大國能夠基本上和平地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崛起，這是史無前例的。讓

這種勢頭繼續下去吧。」文章更指出：「中國的經濟成功確保了共產黨在

政治上的生存，也確保了社會的安定，並提高了十幾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

水平、個人自由以及人身尊嚴。」

《蘋果日報》意圖在反對派陣營中借「中東波」吹響所謂「中港波」的

「顏色革命」號角，整合反對派陣營，以推翻共產黨領導和改變內地社會主

義制度的叫囂為選舉造勢，完全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反對派借司徒華之死大造文章，
悼念會巡迴各區舉行，由過年前辦
到過年後，追思會還要一日多場，
全球直播。反對派更借喪事向特區
政府施壓，要求准許名為「民運分
子」實為台灣間諜的王丹來港，要
政府官員高調參與追思會，認同
「支聯會」綱領，否則就是不尊重

司徒華云云。這些都說明反對派由始至終將司徒華喪
禮當作一項政治行動，當中有人借題發揮、有人政治
抽水、有人分食資產、也有人貓哭老鼠。
《文匯報》揭露反對派將喪禮政治化的圖謀，點出

反對派「以死人壓生人」的伎倆，將一眾反對派頭面

人物的不堪面目揭露出來。反對派皇帝的新衣被脫下
來，自然感到羞愧無地，但又不敢公開反駁，於是反
對派的喉舌傳媒來「叫屈呼冤」。
先有電台主持人將《文匯報》報道上綱上線，說報

道是對司徒華不敬，翌日《蘋果日報》再接力在政情
版顯著位置刊出了題為《左報打手侮辱華叔》的報
道，說「噚日《文匯報》借批支聯會搞華叔悼念活
動，乘機侮辱華叔『不得安生』、『有排先可以真正
安息』，令唔少泛民同華叔支持者睇到眼火爆！」「成
篇文章主要指支聯會㝋維園搞悼念活動，係要『消費』
司徒華，就算寫到篇文最後一句，都仲好似驚對華叔
未夠刻薄、㜑薄，係要加多句話華叔『有排先可以真
正安息』。」報道說來說去都只是說《文匯報》刻

薄，但卻沒有觸及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反對派將喪禮
政治化，是否合乎道德？又是否對先人不敬？
中國人的傳統，始終對喪事有忌諱，有心者大可自

行弔唁，但卻少有如反對派般四處宣傳，到處呼籲市
民參與，每次都邀請傳媒報道電視轉播。如果是真心
悼念有必要如此嗎？一兩次大型追思會已經足夠，有
必要由年尾辦到過年，這不是「消費」司徒華是什
麼？反對派將司徒華四處展示，到處招搖，令死者難
安，外人側目，這又算是什麼？
說穿了，《蘋果》不過為配合反對派圖謀，將司徒

華的遺產分食乾淨，藉此整合「支聯會」、「教協」
及民主黨等勢力，加強攻擊內地、衝擊「一國兩制」
的力度，司徒華的喪禮愈搞愈大，時間愈拖愈長，結

合的政治力量就愈大，所以《蘋果》自然要大力鼓
吹，不要壞了大事。
《蘋果》還訪問了「支聯會」代理主席李卓人，報

道指他「好勞氣咁話原來好多人都睇到(《文匯報》文
章)，人人睇完都眼火爆，事關支聯會早已表明會舉辦
悼念活動，因為華叔告別儀式唔可以畀大量支持佢㝍
市民參加，再加上有個農曆新年假期，所以要推遲到
華叔生忌時舉行。」李卓人的說法邏輯混亂，「支聯
會」事先聲明會辦悼念活動不代表活動就沒有被政治
化，而將喪事延續至生忌更是聞所未聞。
當然，李卓人即將接任「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喪

禮是他接班的第一份功課，自然要「做到盡」，司徒
華要「真正安息」，看來還要多等一會。

喪禮騷「消費」司徒華《蘋果日報》作賊心虛 卓偉

歷史和現實已證明和將證明，無論是「蘇東波」還是「中

東波」，在中國都不可能重演。但美國極端反華的政治工具自

由亞洲電台卻竭力煽動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一觸即發」，

「民運人士」王丹則在網上作出配合，號召「中國茉莉花革

命」。自由亞洲電台與王丹再次作出醜惡的反華表演。在香

港，社民連昨天也作出鼓噪。反對派的喉舌《蘋果日報》借

「中東波」攻擊所謂「中國專權政治」，影射中國不能「維持

政權穩定以及經濟增長」，意圖在反對派陣營中借「中東波」

吹響「顏色革命」號角，以便整合反對派陣營，以推翻共產

黨領導和改變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叫囂為選舉造勢。反對派

和《蘋果日報》完全是昧於時事，引喻失義，悖逆歷史潮

流，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井水犯河水」，違反《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損害港人根本福祉，不得人心。

新民黨落腳新界西
田二少做地區龍頭

政壇自去年開始盛傳
民主黨及民協有意合併

企圖壯大政治勢力，惟結盟大事因時機未
成熟而急煞車。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相
信，雙方過往多次選舉鬥得「焦頭爛
額」，加上民生議題的價值觀有分歧，現
階段不宜就政改立場一致而輕言合併。對
原社民連「太上黃」黃毓民將狙擊槍頭對
準民協，馮檢基表示自己會開門迎戰，反
指倘黃毓民屆時落敗，應為錯誤判斷民意
而下台。
馮檢基昨日接受電台訪問，重申該黨與

民主黨的民主政治理念接近，但礙於價值
觀未有共識，認為現時並非討論合併的最
佳時機，相反應就地區活動磋商合作空

間，日後再視乎進度研究合併可能性，
「以男女由相識至結婚為例，一段關係磨
合是需要過程，不能因一次又傾又砌就結
婚。」
就去年在政改方案投下贊成票後惹來黃

毓民窮追猛打，馮檢基稱，民協支持政改
向前是無悔的決定，又指自己會以「四無」
應對狙擊，即無悔、無懼、無謂、無我，
深信自己過去30年的地區生涯更勝黃毓民
的知名度，「我在地區做了接近30年，雖
然他（黃毓民）是知名度高、爆炸性強，
但區議會㠥重的是地區工作，如果他贏我
抵退休。」馮檢基信心爆棚，甚至反向黃
毓民下戰書，實行隨時準備應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開門迎「太上黃」單挑 馮檢基：黃若敗要下台
信心爆棚

一眾新界鄉紳期待了
多年的鄉議局新大樓將

於今年中正式入伙，期間局方將會舉辦一
系列的慶祝活動，其中最「威水」的要數
昨日在沙田馬場的「2011鄉議局盃」。原
來，這場賽事是賽馬會特別批准冠以「鄉
議局盃」，更毋須局方任何贊助，只為祝
賀新大樓的落成。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於鄉
議局盃致辭時亦形容，昨日是鄉議局的歷
史性時刻，坦言這次的「鄉議局盃」代表
的是一份珍貴的情誼。鄉議局副主席張學
明透露，新大樓入伙儀式更會有百獅慶
賀，將會有一百隻麒麟和一百隻舞獅同
場，笑說相信到時場面會非常壯觀。

賽馬會辦「鄉議局盃」賽
香港賽馬會對鄉議局的新大樓工程可謂

出錢出力，早前已贊助了4千多萬元的新
大樓工程款項，此次又再將賽事命名為
「鄉議局盃」。發叔非常感謝賽馬會的大力
支持，特別是為慶祝新大樓的啟用，批准
將昨日的一場賽事命名為「鄉議局盃」。

他亦強調，隨㠥新大樓的落成和啟用，鄉
議局一定貫徹愛國愛港愛鄉的宗旨，全力
支持特區政府有效管治，及促進本港經濟
的繁榮，傳承新界傳統文化，促進社會和
諧發展。
對於新大樓的落成慶祝活動，鄉議局副

主席張學明透露，局方將會舉辦一連串慶
祝活動，最近的將是4月2日舉行的入伙儀
式，「將會有一百隻麒麟、一百隻舞獅和
3條舞龍，為新大樓入伙儀式助興」，相信
屆時場面將非常熱鬧。至於5月份，他們
便會正式入伙，開始在新大樓內辦公開
會。此外，他們亦會在8月份於紅館再舉
行一場大型活動，慶祝新大樓的啟用。
至於各鄉事委員會已開始準備主席選

舉，特別是上水鄉事委員會可能會比較有
「看頭」，坊間有傳前主席簡炳墀正考慮東
山復出，挑戰現任主席侯志強。簡Sir昨
日在「鄉議局盃」上被問到是否復出時不
置可否，但笑㠥反問：「佢（侯主席）以
前係跟我㝍，我之前做㜴18年主席，你話
我會唔會呀﹖」■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大樓年中入伙 鄉議局百獅慶賀
盛況可期

新民黨昨日的辦事處開幕禮可謂星光熠熠，多名地區人士亦有現
身撐場擔任主禮嘉賓，包括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張岱楨、荃灣區議會
主席周厚澄、鄉議局荃灣鄉事委員會主席鍾偉平、鄉議局馬灣鄉事
委員會主席陳崇業等，共同見證新民黨開拓地區黨務的重要時刻。
葉太在致辭時稱，新民黨稍後會陸續進佔其他地區，點與點逐步向
線性發展，繼而編織成串連的覆蓋面，實行全面服務各區市民。
剛完成馬拉松趕到的副主席史泰祖更以其皮膚科專業為例，將地

區辦事處借喻為黨的皮膚，強調政黨要滲入社區先能「憂民所憂，
急民所急」，「要切身體會社會冷、暖、痛、癢的真實感受，先能真
正為廣大市民發聲」。荃灣區議會主席周厚澄亦對新民黨進駐荃灣大
表歡迎，並讚揚該黨的中常委班底有不少社區領袖加盟，反映葉太
獨具慧眼，相信新民黨日後定會造福社區。

屯門區辦事處 3月底開幕
現場所見，二少不單親力親為做不停手，走到圍觀街坊面前大派

小食，更不時與在場市民分享早前基層體驗的得㠥，頗得民心；身
旁的葉太亦笑言，官員看完二少的節目，日後都不能舒舒服服做家
訪。活動上，二少又不忘大力推介其黨內生力軍，包括活躍荃灣事
務的該黨執委會成員趙公梃，及將於3月底開幕的屯門地區辦事處主
管鍾逸傑，更力讚他們有思維有幹勁，至於兩位「明日之星」會否
代表新民黨在年底區議會出戰搶位，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被問及新民黨瞄準新西是否與鄉議局關係密切有關時，二少回應

時重申，辦事處落腳新西與選票多少無關，反觀考慮到自己過去工
作基礎扎根新西，期望「好心做好事」，「我好少與人有牙齒印，平
時與鄉議局的關係都好好，不會特地去打招呼，反而自己經常在新
界西巡區，聽到該區的交通及住屋民生問題，看到該區有好多工作
可以做。」二少更承諾日後會定期駐紮辦事處，認真看待市民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有意積極備戰今明兩年區議會及

立法會選舉的新民黨，隨㠥首個荃

灣辦事處開幕，正式落腳新界西。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力撐副主席田北辰(田二少)在下屆立法會於新界西全力

「搶位」，席間更將新民黨地區旗幟頒到二少手上，寓意

新界西事務今後由他全權打理，期望黨務落地生根茁壯

成長。田二少就強調，早前的窮富翁經驗教他得㠥良

多，期望設立辦事處後可以繼續在不同崗位為民請命，

深入地區實幹。被問及新民黨是否在明年立法會新西議

席「數夠票」時，葉太則「耍手擰頭」強調現時言之尚

早。

全力「搶位」

■新民黨首個新界西地區辦事處正式開幕，主席葉劉淑儀及副主
席田北辰率眾切燒豬。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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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波」不可能在中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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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孟宜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