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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主要的三個板塊，日本、朝鮮半島和中國，從去年的

天安號事件和今年日本的國難，以及中國在經濟總量與國際

影響力方面來看，中國都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東亞之首，這

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這一態勢對於天下大亂的世界格局

有何影響，更值得研究。

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的海嘯、核洩漏危
機，重創了日本，日本首相菅直人稱之為國難。
日本當時是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大和民族

以30多萬平方公里的列島國土和幾千萬人口，在
明治維新以來的一百多年時間裡，先後締造了驕人的紀錄：打敗沙俄和
大清，武力擴張佔領亞洲大陸部分地區、以美國為對手縱橫太平洋遼闊
海域；二戰戰敗後僅僅20年的時間就以和平的方式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在這百年裡，大和民族顯示了堅韌的意志和紀律、善於借鑒先進
文明為己所用，日本的軟實力在亞洲首屈一指，日本人的教養也為人稱
道。

領導救災 日本精英無能

這次日本遭受了巨大災難，日本民眾面臨災難沒有慌亂，社會秩序井
然，使國際社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日本百年來社會建設的良好
一面。
然而，與人們的期望相反，日本的社會精英在災難面前，卻是驚慌失

措、反應遲鈍，不僅無力為災民及時提供援助，在核洩漏危機的處理中
更是既錯失良機，沒有在第一時間採取有力措施堵塞核洩漏，又沒有及
時向外國要求提供援助。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不給別人添麻煩，這在正
常的生活中是美德，在大難當頭的時候，民眾卻必須依靠政府的援助，
這是政府的職責。而日本首相卻在災後兩個星期才前往災區視察。日本
災民和其他國家的災民一樣，在痛失家園、失去親人之際，需要領導人
前來安慰和幫助，但是日本領導人卻遲遲沒有出現在災區。日本是高度
發達的社會，各種物資充裕，災後日本各界和企業以及外國都捐獻了大
量救災物資，但是運送這些物資卻十分緩慢，以至於以忍耐力著稱的日
本人也對政府發出了怒吼。日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救災中沒有充
分協調和合作，也阻礙了救災，反映出日本行政體制的弊端。
20多年來日本政壇風雲多變，幾乎每年換一個首相，08年又首次出現

了民主黨政府，執政超過半個世紀的自民黨下台。民主黨高層沒有行政
經驗，菅直人呼籲在野的自民黨加入「救國內閣」，共赴國難，但是被自
民黨所拒。即使是民主黨內高層的同志，也沒有人出來與菅直人共渡時
艱。可見日本的政治精英完全沒有凝聚力，完全沒有「救國」意識。

核洩漏 自衛隊無力應付

日本自衛隊，雖然被譽為亞洲裝備最精良、素質最好的軍隊，在這次
救災中雖然也有不錯的表現，按照軍事專家的評價，日本自衛隊雖然出

動太晚（並非自衛隊本身的原因），如果將救災視為作戰，則自衛隊應付常規戰尚合格，如
果是應付超限戰就完全不合格。也就是說，如果面臨非常規的作戰，日本自衛隊能否承擔衛
國的重任、能否戰勝敵方，是一個大問號。有人說如果中日開戰，日本能夠迅速擊敗中國，
這當然是一個偽命題，然而從中日軍隊救災的效率而言，也可看出高下。《漢和防務評論》
總編輯平可夫從當年蘇聯軍隊在切爾諾貝爾救災的勇於犧牲反襯今日日本自衛隊的貪生怕
死，也不無道理。今日的日本軍隊，已經不具備「神風隊」的犧牲精神。
從媒體報道來看，日本社會首先是政府系統，或者是執政精英缺乏危機意識和堅強的意

志，缺乏高效的行政能力，用紐約前市長朱利亞尼的話來說，日本需要一個振臂一呼、安定
各方的領袖，但是日本沒有這樣的領袖。這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日本社會、大和
民族的問題，這就是由於長期處於美國的保護之下，日本社會已經習慣於安逸的生活，執政
精英只有政客沒有政治家，遇到重大的危機，這一致命弱點就暴露無遺。日本人歷來有強烈
的憂患意識，近年來一些日本評論都發出了「日本崩壞」的慨歎，這一慨歎在這次國難中成
為現實。

中國領先東亞 大局已定

其實所謂日本崩壞，就是日本在走下坡路，日本並非從此一蹶不振，但是日本的黃金時代
已成為過去，大和民族作為單一民族而又人口持續減少，年輕一代不思進取，日本不僅無法
保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災後的重建也比阪神地震之後的重建更困難、費時更久，因
為核危機的處理猶如望不到盡頭的隧道，既使日本社會惶惶不可終日，也使周邊國家必須隨
時應付可能的核輻射危險。
從19世紀後期開始，日本一直在東亞雄稱第一。二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始打

破這一局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中日雙峰的格局，朝鮮半島作為整體雖然無法與中
日抗衡，但韓國的經濟發展實力與朝鮮的核武器，卻都顯示出朝鮮（韓）民族的爆發力。東
亞主要的三個板塊，日本、朝鮮半島和中國，從去年的天安號事件和今年日本的國難，以及
中國在經濟總量與國際影響力方面來看，中國都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東亞之首，這是一個顯
而易見的趨勢。這一態勢對於天下大亂的世界格局有何影響，更值得研究。

「忙到死、做到癲」已經不只是香港上班一族的工作寫
照，還演變為香港這個24小時永不休息的國際大都會的主
要病徵。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休閒」早已成為打工
仔女的原罪，「忙碌」才是在職人士應有的工作生活。面

對繁重的工作壓力，抑鬱症不知不覺間成為香港最常見的情緒病。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預測，十年後抑鬱症將會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疾病。故此香港人還能夠對「忙
到癲」的工作生活掉以輕心嗎？
回望我們的上一代，就如任達華及吳君如在電影《歲月神偷》中飾演的一對鞋

匠夫婦。面對問題叢生、百廢待興的香港社會，為了生存，就是通宵達旦、不眠
不休地工作也視作等閒；就是十級颱風來襲險毀家園，也是無怨無尤，始終刻苦
耐勞、默默耕耘。因此當80後埋怨工時長，多OT時，上一代很容易就會斷言現今
的年輕人實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好食懶飛。對於部分上班一族因為抵受不住工
作壓力而產生抑鬱等情緒病，部分長輩更會嗤之以鼻，責之為「唔夠硬淨」。然而
問題在於，香港人到底追求一個怎麼樣的生活？
滄海桑田，斗轉星移。今天香港的成就已媲美英、美等先進國家及地區。香港

人均GDP超過三萬美元，居於世界富裕經濟體的前列，是世界公認的富裕社會。
香港的實質人均GDP從1996至2006年的十年間增長了34%。現今政府財政儲備更高
達5,916億港元。在堆積如山的財富底下，諷刺的是香港也擁抱世界級的長工時。
2010年香港接近280萬的上班一族中約150萬名每周工時超過44小時，當中超過35

萬名每周工時更至少56小時。以一周工作6天計算，即平均每天工作逾9小時。
無可否認，香港工時之長早已舉世聞名，毫無爭議。香港上一代基於物質缺

乏，「今日唔知聽日事」，故此縱使犧牲個人健康及與家人相聚時間也堅持全年無
休，有得做打死都要做。
然而這是香港七十年代工業起飛極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時代，香港還有一條《婦

女及青年（工業）規例》規管全港女性及16歲以下青年的工作時間不可過長，以
保障他們的身體健康。但今天的香港僱員為甚麼又要如此這般的被迫搏殺工作
呢？標準工時又要到何時才能立法？特區政府又會有甚麼措施政策保障全港打工
仔女的身心健康呢？
時代在進步，生活要改善。特區政府高喊經濟轉型十多年，近年強調變身為國

際金融中心及發展六大優勢產業。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食腦」、不再「食力」。
因此，過去及現今「忙到死、做到癲」的工作生活形態應該放進香港的歷史博物
館裡收藏，取而代之的是推廣一種顧及家庭與生活的健康工時，讓打工仔女不需
再被長工時所束縛，個個抑鬱成狂，淪為有錢但不快樂的香港人。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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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忙到死、做到癲」放進博物館吧
彭兆威 職業新文化召集人

悼蔡渭衡兄
吳康民

以1991年香港立法機關引入地區直選以來
兩大對立政治陣營所得選票比率之穩定性而
言，香港政治形勢是一直不利於愛國愛港陣
營而有利於反對派。

然而，以香港社會關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為主線，結合
香港回歸祖國的漸進過程來分析，則看得清：近20年來，兩大對立
政治陣營所獲選票大體穩定的比例背後是香港政治態勢已然展開並
正在進一步展開的深刻變遷。
不少人以為當前香港政情頗相似於2003年上半年，其實，有明顯

差別。
2003年6月30日CEPA簽署緊接七一遊行，十分弔詭的現象所折射

的是，香港社會關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開始由第一階段
（只強調「兩制」差異而無視「一國」）向第二階段（經濟講「一
國」，政治依舊強調「兩制」差異）轉變。

香港正處於重要的轉折期

從香港回歸祖國是「承前」向「啟後」轉變看，1984年12月19日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至2002年6月30日特區第一屆政府任期屆滿是
「承前」，亦即盡可能保留九七前的一切；而2002年7月1日特區第二
屆政府開始推行主要官員政治問責制，緊接㠥開展《基本法》第23
條規定的本地立法，則是由「承前」開始向「啟後」轉變。
香港回歸祖國由「承前」開始向「啟後」轉變，與香港社會關於

「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由第一階段開始向第二階段轉變在同一
時點揭開帷幕，不是巧合而是歷史必然。在歷史重大轉變時期，代
表傳統和習慣的勢力往往強過代表前進方向的勢力，2003年11月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取勝便是反映這一點。
儘管過去7年，無論「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還是「承前」向

「啟後」轉變，香港都走了頗曲折的路。而今，二者卻都處於具里
程碑意義的轉折點。
目前，香港社會關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大體仍處於第二

階段。但是，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一體化大趨
勢正愈益猛烈地動搖㠥仍強調「兩制」政治差異、企圖將香港政制
與西方接軌的勢力。
雖然多年來盡可能平穩地推動「承前」向「啟後」轉變的艱苦努

力遭遇了嚴重挫折，但是，種種「蕭規曹隨」的舉措或失敗或失
效，加之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融合滾滾向前，使香港越來越多居民
明白—既不可能回到過去，也不可能再走老路。

競選的話語權更難掌握

誠然，眼下，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步履維艱；香港社會既普遍歡
迎國家「十二五」規劃支持香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措施，又開始
滋長所謂「被規劃」情緒，並且，在新移民是否應該分享特區政府
向18歲及以上永久居民每人派發6000港元上形成社會分化。無論是
由經濟講「一國」政治仍強調「兩制」差異轉變為認同和接受「一
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還是由「承前」轉變為「啟後」，
即開啟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紀元，香港都正處於十分
關鍵也十分艱巨的關頭。
在如斯政治環境迎接2011年11月特區第四屆區議會競選和12月特

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競選，愛國愛港陣營所處位置既較之
2003年有利—「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和香港全面回歸祖國較之7年
前是顯然推進了，又較之2003年不利—政治上敵友分際十分複
雜，競選的話語權和公共議題的設定權很難掌握。

政府務必提高管治能力和施政水平

政治形勢越複雜越艱巨，政治頭腦越要冷靜。
對於2011年4月至12月的香港政情演變必須建立客觀全面清醒的

判斷。當前香港政治的中心問題是特區政府務必明顯增強管治意
志、明顯提高管治能力和施政水平。為爭取選票，反對派政治團體
必定千方百計向特區政府發難，這是無法改變也無法迴避的。能夠
改變也必須改變的是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施政。香港未來3個月至9個
月的政治形勢是否向㠥有利於愛國愛港陣營選情的方向演變，取決
於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施政。
2003年上半年，反對派直接把矛頭指向了中央。7年後的今天，反

對派依舊存對抗或反對中央之心，也依舊企圖煽起香港一部分居民
（選民）對國家執政黨的敵意或不滿。對此，必須有足夠的警惕。

在香港經濟和民生的議題上，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必須較之反對派
政治團體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既不與反對派政治團體競爭政策主
張更「民粹」，又不簡單地否定對方政策主張中的合理成分，而是
提出全面切實可行的政策主張來爭取香港居民（選民）認同。

在香港經濟和民生的議題上，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必須較之反對派政治團體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既不與反對派

政治團體競爭政策主張更「民粹」，又不簡單地否定對方政策主張中的合理成分，而是提出全面切實可行的政策

主張來爭取香港居民（選民）認同。

■今年將進行特區第4屆區議會競選和特區第4任行政長官選委會
競選。圖為行政長官曾蔭權會見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聽取他們
對施政報告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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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的《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首次明確提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
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
筆者家族布國共兩黨，跨海峽兩岸，自少年時
起親嚐兩岸分裂、對立之苦，也經歷爭取兩岸
和平統一，消除政治思想隔閡、敵對之時代大
幸。作為億萬歷史見證人之一，筆者深感國防
白皮書首提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是極為
適時、極為必要的。
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中，兩岸政治對立，

軍事對抗。1979年至今30多年中，兩岸各自內
部政策有重大調整，其中1979年大陸提出「和
平統一」對台方針，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返大
陸探親，1991年台灣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
期」，自此以武力消滅對方以實現對全中國統治
已不是兩岸雙方的目標，但兩岸戰爭狀態仍未
結束。
自1988年以後20年中，由於李登輝、陳水扁

的「台獨」政策，兩岸由爭奪對中國的統治權
向破壞與維護中國統一之性質轉化，雙方軍事
關係一度劍拔弩張。2008年馬英九的國民黨重
新執政，執行「不統、不獨、不戰」政策，兩
岸關係改善，但分裂與反分裂鬥爭仍繼續，兩
岸戰爭狀態依然。

兩岸軍事互信提出適時

現在提出兩岸軍事互信何以適時？
首先，兩岸平等協商，兩岸加強互利合作，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成為兩岸民眾的民意主
流。2006年4月26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見中國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指出，求和平、促發
展、謀合作是時代潮流，應是兩岸關係發展的
主題，這已為4年多來的歷史發展所證實，成為

兩岸黨、政、軍、民之主流共識。自2008年3月
台灣實現了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國共兩黨領導
人所簽署的「五項共同願景」得到落實，兩岸
關係取得歷史性突破和成就，台灣社會形成了
反對「台獨」、承認「九二共識」、推動和平發
展的重要共識。這成為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重要因素，成為推動和平發展不可逆轉、防
止兩岸關係倒退的重要動力。
筆者在多個場合聆聽國民黨元老梁肅戎等人

和台灣不少社團領袖呼籲國人為統一國家、振
興民族而努力。去年4月新同盟會會長、前總政
戰部主任、前退輔會主委許歷農將軍曾率領18
位退役將領訪問大陸，會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這反映了台灣軍
人愛和平、要統一，願與大陸軍人、同胞共同
振興中華民族的心聲。
其次，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把握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主題，深化兩岸交流合作，推動
兩岸經濟長遠發展，節省軍費，改善民生，長
治久安，安居樂業，展開兩岸功能性合作，共
同禦外，是一種實際發生的趨向，並引向兩岸
軍事互信成為可能。

兩岸已成為利益共同體

國共兩黨早已認同汪辜所達成的「一個中國」
的「九二共識」。這是兩岸和平合作的政治基
礎。兩岸關係現階段的主題是和平發展、交流
合作，目標是推動兩岸經濟共同發展，改善民
生，謀求雙贏。
改革開放31年來，大量的台資企業來大陸安

家落戶。僅2000年至2009年十年間，台商在大
陸的項目超過36,000件，實際使用台資超過250
億美元。

自2009年6月起，台灣經濟部門宣布開放陸資
入台，兩岸投資關係出現由單向到雙向的重大
轉折。
2010年9月《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

式生效。這標誌㠥兩岸經濟關係進入制度化合
作的歷史新階段，意義深遠。兩岸經濟相互依
賴程度進一步加深，雙方在資源優化配置和產
業結構整合方面廣泛合作，兩岸已成為密不可
分的利益共同體。
兩岸各界交流廣泛開展，基層民眾直接交

流，奠下堅實的民意基礎。僅2009年，兩岸人
員往來達到540萬人次，創歷史新高。大陸居民
赴台交流參訪和旅遊突破93萬人次，首次來大
陸的台灣民眾達33萬人。

軍事互信可務實推動

台灣傳媒、軍民各界高度關注北京發放的國
防白皮書。
台灣軍事發言人當天回應表示，台灣軍方將

以穩健務實及循序漸進方式推動兩岸建立軍事
互信機制。
這是國共兩黨、兩岸人民都歡迎的台灣軍方

態度。雖然「先經後政」，但也應不失時機地開
始兩岸政治協商而不能「只經不政」，老是「維
持現狀」。看來政治協商的可行路徑似乎是：以
兩岸建立軍事互信為開端，繼而協商終止敵對
狀態，然後簽訂和平協定，結束中國內戰。這
是否就是通過和平談判結束內戰的順理成章的
合適步驟？此有教於兩岸政治家、軍方及同胞
們。
筆者家族兩岸親友也和兩岸所有同胞一樣，

期盼㠥兩岸軍事互信早日建立，兩岸和平發
展，中華民族早日實現偉大復興。

兩岸軍事互信有利和平發展
謝緯武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　香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首屆副會長

準確判斷政情 冷靜應對競選

蔡渭衡兄走了，作為老朋友，作為陸羽茶室每周相聚並肩而坐的
老朋友，感到非常難過。
蔡兄雖然長我幾歲，但我們都是「八十」後。我曾公開表示過，

人生年到八十，「成績」應屬甲等，即A級。但八十只是A-，八十
五是A，到達九十，便是A﹢。
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天該是「人生八十不稀奇」，蔡兄

早逾八十，已接近A﹢，也算高壽了。
蔡兄與我，均有旅遊興趣。上世紀90年代，曾攜手同遊美加、古

巴數十天，又曾同遊波羅的海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
宛、白俄羅斯諸國。進入新世紀，大家年事已高，遠遊不再，但也
去過韶關、湛江等短距離景點。到了近年，他行動不便，只能赴長
洲作一日遊了。前年徐展堂兄，曾約同我們幾位老朋友作歐洲壯

遊，我說大家都已是「八十」後，歐洲太遠，不如遊一趟日本算
了。想不到徐兄正當壯年，去歲先我們而去。往後蔡兄頻頻出入醫
院，出院之際，還勉強參加我們聚會，今年終於仙遊，能不令人浩
嘆。
蔡兄長年服務英資機構，但愛國之情不減。67年曾遭港英當局囚

禁，原因便是他長期主持歷史悠久的愛國社團華人革新會。第八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蔡兄當選代表，與我共事。蔡兄與我，同心
（愛國之心）、同事（全國人大代表）、同遊（攜手遠遊）、同敘（陸
羽茶友），這個四同，難得幾人有！
蔡兄哲嗣，孝順有加。當世以兒子而常陪老父左右者較少，想必

他日常身教親於言教。願蔡兄兒孫們繼承愛國愛港事業，並加發揚
光大，蔡兄諒必含笑九泉，我輩也讚曰：孺子可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