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其實就是在外國勢力支持和煽動下，用暴力、動亂

方式推翻政權的革命。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都是放火、槍殺、劫

掠，烽火連天。外國的投資紛紛泡湯，外資撤走，外僑受到搶掠、被打被

辱、外國女記者被剝衫性侵犯、銀行關門、物價急升、遊客裹足不前、貨幣

急跌、石油大漲價，人民生活更加困難。美國用槍砲給伊拉克送來了「美式

民主」，但伊拉克卻出現嚴重水土不服，「美國強加的民主」給人民帶來了什

麼？依然是政黨互相傾軋、暴力和恐怖襲擊不斷、人民繼續窮困。北非的

「茉莉花革命」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惡毒的事物一宗一宗跑了出來，激進

穆斯林組織和阿蓋達組織正虎視眈眈。香港市民在電視上已經看到了激烈的

烽火場面，並非黎智英口中那麼平和和賞心悅目。

在中國推「茉莉花革命」已經沒戲
但《蘋果日報》這一周卻想把禍水引向中國，連續兩天頭條刊登中國爆發

「茉莉花革命」，鼓吹中國人按互聯網的指示到人流最多的地點聚集，製造動

亂，鼓吹上街流血，還無中生有製造「解放軍嚴陣以待」、「重兵出動」等刺

激挑動情緒的謠言，妄圖把北非血和火的場面在中國重演一次，讓中國再面

臨一次大動盪的災難，他們等 看熱鬧。但是《蘋果日報》這種惡毒圖謀終

於失敗了。響應互聯網煽動上街搞事者只得小貓三四隻，《蘋果》教唆別人

到互聯網所指地點「圍觀」也落空了。結果中國人民卻發現了「熱心」的外

國大使和使館人員到了北京、瀋陽的「圍觀點」有所企圖，洪博培還戴了黑

眼鏡，還是被北京市民認出來了，只好狼狽逃走，離開現場。美國人想在中

國栽茉莉花，成為了外交大笑柄。

在中國推「茉莉花革命」，已經沒戲了。黎智英在《壹週刊》撰寫文章，不

得不承認，中國今天的經濟進步，並不是貧窮和落後的非洲可以比較，「茉

莉花革命」不會在中國發生。他說：「中國的社會風氣比較開明，人民有較

多的自由，而不是像一些中東國家那樣封閉。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增長迅

速，人民生活質素蒸蒸日上，年輕人容易找到工作，失業率較低，人民憧憬

未來充滿希望。中國有這些相對優勢，故此不會馬上燃燒起中東的人民烽

火。」他如此寫，並不是說明他死心了，他的主子沒有放棄這種野心，只是

碰壁後改變策略，暫時在熱點問題有求於中國，不和中國撕破臉，在大陸現

時搞不起來，就留在後面，先在香港搞革命，亂中奪權，拿下了香港，再以

香港影響大陸，分階段革命。

《蘋果日報》如奉綸音，心領神會，茉莉花不成，就來一個「紫荊花革

命」，在香港發難，苦無缺口。但特區政府大派金錢，弄得全城胃口被吊得高

高的，於是，《蘋果》就煽動反對派上街，說要「教訓」特區政府。這一

回，倉猝臨陣磨槍，是否成功也是一種賭博，與其望天打卦，不如布下火

藥，把火勢煽旺。24日，《蘋果》第一版的頭條大標題是「全城喊打曾俊

華」，暴力味十足，火藥味爆棚，為未來激青上街定調，要製造北非街頭同樣

的火爆暴力場面。反正出手的是別人的孩子，弄出流血事件，冷血的幕後人

是不會心慈手軟的。25日，《蘋果》頭條新聞進一步升級，標題為「洋紫荊

革命 推翻預算案 全城上街」。「紫荊花革命」就是「茉莉花革命」，這回是對

準了《基本法》、對準了特區政府，使用「推翻」的激烈字眼，唯恐天不亂之

心昭然若揭。

在香港搞革命妄圖亂中奪權
這種野心，完全沒有考慮七百萬人的福祉，完全是一種賭博性的激進行

動。如果成功了，《蘋果日報》可以向美國主子邀功。如果不成功，黎智英

又可聳聳肩，又可以再寫一篇

文章，嘲諷「香港人流 中

國人的最壞基因，儒家流

毒，目光短淺，貪圖發財、

不顧正義良心，故香港人連利

比亞人也不如」。

從茉莉花到紫荊花，黎智英

其實明白，把中國蒸蒸日上的經

濟大好形勢攪亂了，香港的經濟立即

遭殃，香港的資金立即流走，香港的窮人

首先失去工作機會，這是損害香港人利益最陰毒的行為。但他仍是不計千夫

所指，壞事幹了再說，這同他自小的賭徒性格吻合，也是他僥倖心理的重

現。

煽動香港「革命」 損害港人福祉
沒有社會良心的人做傳媒老闆，就有把香港推向災劫的狠毒手段和心腸。

香港人已經看透了黎智英的心肝和性格，也深知香港根本沒有所謂「紫荊花

革命」的條件和土壤。今天世界不景氣，美國和英國的預算案是大幅加稅、

勒緊褲帶、削減福利、裁減公務員，世界上哪有政府好像特區政府一樣，通

縮派錢、通脹派錢，預算案公布前，議員叫嚷要撥款扶貧，公布了扶貧方

案，議員突然改口要接濟中產，公帑年年派，派得越多的年頭反而要策動搞

「紫荊花革命」，「推翻××」，「全城追打××」，香港人怎會追隨黎智英去

發花癲？比對美英的情況，對於這樣黃大仙心腸的弱勢政府，香港人是很有

分寸的，將會以平常心應對問題。

香港人是文明的、平和的，對預算案有意見，大家可以通過民主的渠道和

方式提出。沒有用協商的辦法解決不了的事情。有道理走遍天下，顧全大局

的政黨和議員將會很恰當地處理預算案問題。激進的黨派，如果想攪亂大

局，煽動革命，一定會受到選民的懲罰。

黎智英已把主要資產搬到台灣，又在台灣置了大屋，準備長

作台灣人了，但他不該在香港惡搞，企圖搞死香港而後快。他

的報紙和雜誌大登台灣電視唱衰、貶低香港的新聞，攻擊「一

國兩制已死」，仍未解恨，最近一周，黎智英及《蘋果日報》

拚命鼓吹「茉莉花革命」和「紫荊花革命」，務求把兩地搞到

陸沉、天下大亂才痛快。

「茉莉紫荊」亂革命《蘋果》喪心害港人 蕭何

郝鐵川：堅走中國自己的路
探索百年證不能照抄外國 寄語港人珍惜「兩制」

長毛掟硬物 唐英年考慮交「相關部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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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為中國強盛開拓

出康莊大道；百年後的今天，中國更躍升為全球經濟大國。香港各界

早前組成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動籌備委員會，與港人共同紀念辛亥

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昨日在回顧辛亥

革命的歷史時強調，「條條大路通羅馬」，「歷史要自己書寫，道路要

自己開創」，中國會按自己的走路方式，追求民主、人權、法治。他並

強調在風雨變化的時代，大家更要珍惜內地所走的社會主義道路，以

及香港所走的「一國兩制」道路。

香港作家聯會昨日舉行辛卯年會員大會
暨新春聯歡晚宴，席間，擔任主禮嘉賓的
郝鐵川發表「辛亥革命」的專題演講，回
顧辛亥革命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變化歷
程。

國家制度不能隨心所欲
郝鐵川表示，曾經追求西方民主、自

由、人權、法治的中國知識分子，最終走
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現象，是跟 社會
前進的選擇，「歷史現象為我們提出了發
人深省的問題，從孫中山及其夫人宋慶齡

的經歷，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制度，不是
隨心所欲可以選擇，是百多年來探索選擇
的結果，事實證明了一切」。
郝鐵川引述已故總理周恩來就辛亥革命

後中國思想變化概括的3大階段，寄語大
家要更堅定地走中國人自己的路。
他說，中日甲午戰爭激發知識分子的憤

怒，掀起以工業、文化、科技救國的熱
潮，但礙於當時的專制制度妨礙了科學研
究及文化事業，促使他們由民族主義走到
民主主義，建設民主中國，但真正的民主
共和最終在軍閥混戰下沒有實現，「中國

曾經以西方及蘇俄為師，但卻解決不了中
國的問題，最後發現中國不管搞甚麼，也
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

籲良心作家說良心話
郝鐵川相信，中國運用自己的雙手，

中國民族最終會變得更加強大，中國人
也會成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我們

可以借鑒外國經驗，但是不能照搬其他
國家的模式，要與中國形勢結合起來。
沒有誰可以救我們，只有中國人才能救
中國人」。
最後，他呼籲在場的作家作為「香港良

心」，要運用手上的筆真實地寫出知識分
子的心路歷史，讓年輕人知道「歷史要自
己書寫，道路要自己開創」。

黃英豪願返議會業界

■黃英豪表
明有興趣重
返立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特區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常任秘書長羅智光昨日出席「紫荊龍情在廣
西」文藝晚會。圖為羅智光在晚會前與廣西壯族
自治區副主席陳武會面。

紫荊龍情在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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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
梁國雄等暴力行為變本加厲，近期接二連三在會議舉行期
間向官員投擲硬物。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去函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指該情況已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坦言如果
立法會沒有採取任何有效行動，或有需要考慮把事件轉介
「相關部門」處理，期望屆時得到主席的合作。有議員猜
測，當局或有意將日後的類似事件交執法部門跟進。

致函曾鈺成 表明難容忍
針對長毛等日前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立法會上宣讀預

算案期間向官員投擲物件，唐英年再次致函曾鈺成，表達
對梁國雄的行為深切不滿，「完全不能接受」，又指倘沒
有護衛人員介入，部分物件將會擊中財政司司長和其他官
員：「梁（國雄）議員用了相當力度投擲部分物件，其中
一件物件在碰到 面後，甚至碎為數塊。而在上一次事件
中，他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投擲經扭曲的膠水樽。在這2
次事件中，如此具威嚇暴力的行為，均可以構成人身傷
害。」
唐英年又指，在前日舉行的立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上，包括梁國雄、陳偉業、黃毓民3名議員向財政司司長投
擲物件，「事件一再發生，實在令人深切關注出席立法會
會議的公職人員的人身安全和保障，亦令事情更須迫切處
理」，又強調當局或會考慮將事件轉介「相關部門」處理。

議員享特權 須遵守法例
曾鈺成於昨日在回信時指，自己已要求議事規則委員會

檢討多項涉及不檢點行為的問題，「除非議事規則得以修
訂，提供更有效的機制以阻止此種行為，否則立法會主席
或任何委員會主席目前無法就一些議員在會議中屢次作出
不檢點行為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不過，他強調，議會明白享有《基本法》及立法會權力

及特權條例所訂的特權及豁免權，但同樣須受適用於香港
法律的法律規限。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劉健儀亦坦言，《立法會（權力
及特權）條例》只保障議員可以在議會內暢所欲言，但並
不保障涉及刑事罪行的問題。

葉國謙重申 議會要秩序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重申，議會需要基本秩

序才可進行，「如果沒有秩序如何議事」，故相信議事規
則委員會一定會一併討論事件。
就政府表明或會將類似事件「轉介相關部門」，本身為

律師的旅遊界議員謝偉俊分析，基於「三權分立」的原
則，倘當局將事件轉介予執法部門處理，是「下下策」，
但亦認為這是一個「訊號」，說明政府對類似行為已經
「忍無可忍」，故各議員在處理有關問題時不應繼續拖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幣走
勢強勁，加上內地通脹升溫，令部分選擇
回鄉養老的港人回流香港。負責檢討人口
政策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表示，特區政府
會為該批長者提供適切的支援和服務，但
強調有關的短期現象或個別情況，不會影
響特區政府有關如何便利長者選擇回鄉養
老的研究。
唐英年昨日在出席人口政策檢討地區人

士諮詢會時表示，根據政府統計處於2007
年進行的統計調查，估計大約有121,800名
長者在內地居住或長期逗留，其中大多數
居於廣東省。由於粵港關係越來越密切，
社會上有建議，特區政府應研究如何便利
和支援希望退休後回鄉定居的長者。
他強調，每名香港長者的個人和家庭情

況都有所不同，退休後是否在內地定居絕
對是每個人自行決定和選擇的權利，「政
府可以做的，是研究這種情況的變化和可
能趨勢，一方面在規劃香港的長遠社會服
務需要時充分考慮這個因素；另一方面，
也要看看希望返回內地定居的長者現時面
對哪些問題，在政府的政策上是否應該作
一些相應調整，更貼合長者的實際需要」。
唐英年表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現正探

討設立長者退休生活津貼，以便利長者回
鄉養老的可行性。最近，由於人民幣升值
或個人積蓄耗盡，部分在內地生活的長者
要回流香港。不過，當局在擬定相關政策
時，是從比較長遠及體現發展大趨勢，包
括香港人口結構的變化、香港和內地交往
越來越便捷、港人對生活空間的訴求等多
角度去考慮。

下月諮詢會 研跨境童問題
當局將於下月初舉行第二次地區諮詢

會，研究內地女性每年在香港所生的兒童
何時返港就讀、生活和由此衍生的影響
等。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還有一年多時
間才舉行，但坊間已流傳多個功能

界別議席可能會有新舊交替的情況，其中包括已年
屆72歲、擔立法會議員近20年的黃宜弘（Philip）將
退下火線，而「新金王」金至尊老闆黃英豪
（Kennedy）則為其中一個熱門接任人。被問到是否
有意參選時，Kennedy強調要視Philip是否還有意繼
續參選，而若自己有機會重返議會，他願意在立法
會層面服務業界和市民。

參選與否 尊重黃宜弘決定
曾擔任臨時立法會議員的Kennedy昨日在與傳媒

聚會時坦言，目前討論這個問題尚言之過早，並強
調會尊重Philip的決定，若對方決定不再參選，自己
願意考慮重返議會，再次在立法會服務市民和業
界，而自己對議會工作有一定經驗，相信要應付重
返議會後的工作不會有難度。
另外，新任特首人選目前是政壇上的熱門話題，

Kennedy被記者問及他的心水人選是誰時，想也不
想就表明自己首推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我是
范太的粉絲」。他形容，范太在擔任立法會主席和其
他公職，處事都給人不偏不倚的感覺，當年捐腎救
女更是令人感動，相信范太會用一種較柔性的方
式，去處理香港各種複雜的問題，可能對解決社會
矛盾更加有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棠哥頸椎手術成功
「生猛」出院家中休養

工聯會會長鄭耀棠上周在瑪麗醫
院接受頸椎手術，經過一星期的留

院觀察後，康復進度快速，身體狀況良好，並於昨
日出院。據醫生表示，由於神經長期受壓，手術後
仍要進行跟進治療，故棠哥未來一段時間仍要在家
好好休養。棠哥則透過工聯會發表聲明，強調自己
會調養好身體，盡快重投工作。

手腳不再麻痺乏力
棠哥於去年10月出現頸椎移位的情況，神經受壓

而引致手腳麻痺。本月18日，他在瑪麗醫院接受了5
個多小時的手術。手術非常成功，原先手腳麻痺、
乏力的感覺已經消失。棠哥手術後留院一周，現在
精神奕奕，胃口轉好，手腳活動自如。
他透過工聯會發表聲明，感謝瑪麗醫院脊骨外科

權威、香港大學創傷及矯形外科學系主任陸瓞驥醫
生與其團隊的用心治療及照料，及各界人士和市民
的關心。他又預告未來一段日子仍需在家休養及接
受跟進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表明態度

康復良好

■梁國雄近期接二連三在議會內向官員投擲硬物。
資料圖片

■郝鐵川昨
在作家聯會
新春晚宴上
發表「辛亥
革命」的專
題演講，回
顧辛亥革命
與中國知識
分子的心路
變化歷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 唐 英 年
已 去 函 曾
鈺 成 ， 指
梁 國 雄 的
暴 力 行 為
已 到 了

「不能再容
忍 」 的 地
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