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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施展渾身解數，抑華捧日，到底圖的是什麼？就是大老闆的「茉莉花革命」「大柯打」，在中國內部推行分裂主

義，以利顛覆。「茉莉花革命」需要種子，中國的漢奸實在太少了，香港黃皮白心的人還有一些，現在就要在文化領域

播種，播下漢奸的種子，培養一大批靈魂好像作者那樣崇拜美國和日本的「順民」，或者願意用靈魂交換美鈔和日圓的

「世界精仔」。

既然民情轉變，民主黨理應配合收回激進抗爭路

線，理性地討論改善預算案內容，才是務實的做

法。但民主黨卻因為政治原因，一意孤行一錯再

錯，甚至要將派發6000元的預算案否決，這種與

民為敵的行為，在在顯示民主黨的反對派本質並沒

有改變，仍然是政治掛帥，逢政府必反，市民不滿

「見財化水」之餘，更反感民主黨這種不理性行

為，遭受市民唾棄也是意料中事。

「妖化中國 神化日本」為哪樁？

實事求是對待核電

蕭　何

徐　庶

黎智英的壹傳媒是美國的文化僱傭兵，全力妖魔化中國，全力神化
日本，是壹傳媒的中心任務。

對中國的核安全大做文章

最近，他們正圍繞「核恐慌」大做文章，中國的核電廠還沒有出
事，正在全面檢查安全問題，把正在準備上馬的核電廠全面叫停，重
新規劃和制訂新的安全標準。但壹傳媒就說了中國許多壞話，什麼
「獨裁」，「訊息不會透明」；什麼「腐敗」、「核電運作一定會出
事」。眼見這些自言自語所造的謠言，起不到恫嚇港人的作用，《蘋果
日報》就派出一個記者到深圳製造新聞，說《蘋果日報》的記者花了
一百元，就可以跟了解核安全運作的參觀團進入大亞灣核電廠，進入
距離反應堆幾百米的地方參觀，好像「冇掩雞籠」，假如恐怖分子乘機
發難，「大亞灣核電廠就非常危險」云云。反正，《蘋果日報》的拿
手好戲就是雞蛋裡面挑骨頭，一定要把中國醜化得好像妖魔鬼怪一
樣，才算解恨。
不過同一個核問題，壹傳媒卻有截然不同的觀點。日本隱瞞核電洩

漏的嚴重情況、選擇有9級地震危險的地方興建核廠、利用毒性最大的
鈽來發電、出事不撤退20-30公里半徑的居民、對核區人民暴露在核輻
射下的病人不安排送去醫院、對飢寒交迫食物不足的災民不伸援手、
拯救核災一再出錯，輕率在初期拒絕美、法等國的防核災援助，違反
國際法把核能污染的廢水排到太平洋⋯⋯壹傳媒不僅不加以批評，反

而肉麻大唱讚歌，美化得天上有地下無。《壹週刊》一篇題為《門外
說東瀛》的文章居然說：「地震海嘯核輻射，日本的災難，是文明世
界的至痛，日本一夜之間，成為國際寵兒。」「日本對香港恩重如山，
貢獻三天三夜說不完。」文章扯上了明治天皇的歷史，為日本天皇侵
略戰爭叫好，因為中國「沒有一個像明治天皇般洞見分明的君主，什
麼叫『現代』（Modernity），日本一跨越就鯉躍龍門，鄰國則折騰一個
半世紀，血流成河，今日還未見曙光，這一點就足見民族質素之高
下，還有什麼好上訴？」

美化天皇為侵華戰爭開脫

日本明治天皇維新之後，侵略朝鮮半島，把魔爪伸入東三省，在中
國土地上發動日俄戰爭，發動甲午戰爭，迫簽馬關條約，攫取台灣，
中國人也不應介懷，要對日感恩戴德。作者說：「菊花與劍，正是誠
信嚴謹加君子之邦」，「後來的侵略，是勝利的亢奮，就像白血球過
多，形成狂躁症，武士是最難適應變革的階級，關東軍政變，殺掉了
文相犬養毅，東條英機上了台，發動太平洋戰爭，是日本的癡狂和不
幸。」這是日本的不幸，而不是中國之災禍。何況，戰爭災難「這一
頁歷史，在美國出頭之下，早已了結」，中國人應多謝美國，美與日已
結盟邦，故「欣賞日本人的優秀，不等同忘卻歷史，這一點，頭腦簡
單的人，硬是無法走出陰影，他們自己選擇永遠活在痛苦和嫉妒的深
淵裡，是他們的自由。」
中國人應對日感恩，像作者那樣崇日媚日，理由是「香港未親炙日本

精神文化，先得嘗日本物質文明之超絕，香港人在戰後，說是吸食日本
人的奶水長大的，絕不為過。」有奶便是娘的人生哲學，理直氣壯，毫
不害羞。是非黑白不必計較，怎如美鈔日圓之令作者心悅臣服？

培養崇美崇日「順民」

壹傳媒施展渾身解數，抑華捧日，到底圖的是什麼？就是大老闆的
「茉莉花革命」「大柯打」，在中國內部推行分裂主義，以利顛覆。「茉
莉花革命」需要種子，中國的漢奸實在太少了，香港黃皮白心的人還
有一些，現在就要在文化領域播種，播下漢奸的種子，培養一大批靈
魂好像作者那樣崇拜美國和日本的「順民」，或者願意用靈魂交換美鈔
和日圓的「世界精仔」。故此，詆譭中華文化就成了文化打手的主題
曲，中國文化有什麼好，怎及英國文化？又怎比日本文化？崇外先有
奴態，有一副外國心肝，就可死心塌地為境外勢力效犬馬之勞了。美
國人圖華已久，故先有戰略部署，所以收編文化僱傭軍，先為殖民地
順民洗腦。民心回歸為何阻力如此之大，看一看壹傳媒的妙文就可知
大概。這是一篇絕妙的反面教材。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最新的民調顯示，民主黨的支持度跌
至9.4%，低於民建聯的10.7%，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民主黨的民
望一度升至15.8%，但之後卻一路走低，終於在近日預算案一
役跌至近年新低。另一個機構進行的民調也顯示，反對派議
員的最新得分全數下跌，民主黨更成為最大輸家。一般分析
認為民主黨民望大跌主要是因為罔顧民意，堅持要將一份
「派錢」的預算案否決所致，加上不顧大局令臨時撥款被否
決，受盡社會的口誅筆伐。不過，更重要是市民對於民主黨
的轉變深感不滿，特別是不少市民原來預期民主黨已轉變成
「溫和反對派」，能夠較客觀理性地討論政策，與社民連、公民
黨等有所區別，但從近日民主黨愈走偏鋒的路線來看，市民
終於發現民主黨的本質並沒有改變，這才是得分大跌的主
因。

路線愈走愈激　市民不滿急升

根據中大的民調，民主黨在政改通過後得分立即到達近年
新高，甚至一度拋離民建聯超過6%之多，原因是在政改方案
上，民主黨最終能夠頂住激進反對派的壓力，投下支持票，
讓本港的政改能夠再次啟航，受到社會的肯定。特別是主流
的中間市民認為民主黨能夠超脫「為反對而反對」的思維，
真正以本港利益出發，因而爭取了不少市民的支持。儘管受
到激進派的百般攻擊，但民望依然不跌反升。
可惜的是民主黨卻沒有看清市民的期望，看不到市民希望

見到有較理性務實的反對派政黨出現，在監察政府之餘，也
不要「為反對而反對」，有破壞無建設。然而，民主黨一眾領
導層卻因為民意的肯定而意氣風發，以為已經招攬大批中產
選票，可以安枕無憂，接下來就是要鞏固反對派的基本盤，
爭取激進選民的選票，同時也要應對激進派的攻擊，於是自
政改之後民主黨的路線已開始轉變，先是在政改具體立法上
出爾反爾，要求當局大幅降低「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參選門
檻，以便公民黨等盟友參與，將當日的承諾拋諸腦後。在財
政預算案一役，當局提出的不少建議其實都是由民主黨提出
的，不要「派糖」、審慎理財等理財原則都是民主黨所認同
的。但結果是預算案出台後引發社會不少爭議，民主黨立即
反轉豬肚，將自己提出的建議選擇性忘記，全力攻擊預算
案，顯示其投機的黨格。

進退失據　四面楚歌

而且，民主黨不但要反預算案，更會藉 民意的反彈，要發動一輪反政府行動，甚
至東施效顰的學習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要在香港發動一場「紫荊花革命」，其
言行的激烈甚至令社民連、黃毓民等人都自愧不如，及後當局大幅修訂預算案，聽從
民意大手派錢，民意立即轉變。但民主黨仍然不知進退，更要變本加厲發動每周一次
的馬拉松示威，向曾俊華提出「不信任動議」，將問責高官拉下台，製造本港的政治
動盪，以圖火中取栗。然而，民主黨此舉卻漠視了市民的意願，在預算案之初提出反
對，確實是回應了市民的聲音，但既然民情轉變，民主黨理應配合收回激進抗爭路
線，理性地討論改善預算案內容，才是務實的做法。但民主黨卻因為政治原因，一意
孤行一錯再錯，甚至要將派發6000元的預算案否決，這種與民為敵的行為，在在顯示
民主黨的反對派本質並沒有改變，仍然是政治掛帥，逢政府必反，市民不滿「見財化
水」之餘，更反感民主黨這種不理性行為，遭受市民唾棄也是意料中事。
更令民主黨始料不及的是，原以為激進抗爭會得到反對派的支持，重新奪回反對派

龍頭地位，但李卓人、吳靄儀等「鷹派」，千方百計鼓動民主黨企得最前，相反他們
卻躲在身後，結果在預算案中民主黨受盡千夫所指，誰最得利？自然是與民主黨票源
重疊的公民黨等政黨。同時，民主黨以為轉趨激進就可以重新向激進派示威，但結果
又是什麼，黃毓民的人民力量仍堅持全面狙擊民主黨。在何俊仁等領導下，民主黨近
日的表現給人進退失據、兩面不討好的感覺。其倒行逆施的行徑，已經將「溫和反對
派」的形象喪失殆盡。現在民意大幅反彈，黨友落井下石，中間選民失望，導致今日
四面楚歌的境地，只能說民主黨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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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反對派在反對財政預算案方面遇到慘敗之後，現在又開闢另
外一個新戰場，就是進行反核，要發動大遊行。矛頭直指內地，借題
發揮，說香港不應該增加核電比例。
反對派這個政策，存在巨大的盲點，第一點：目前的石油資源，已

經逐步枯竭，只能夠供應人類50年。由於地球儲存量越來越少，石油
的價格將會在一兩年之內升到200美元一桶，石油價格上升大大推高了
通貨膨脹，令民生非常困難，同時也使得各地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打
擊，高通脹低增長甚至停滯的前景正在迫人而來。
第二點：使用石油燃料或煤炭的燃料，都會大量製造二氧化碳，造

成溫室效應，對地球造成嚴重的損害。這個污染公害使人類的健康受
到嚴重威脅，癌病大量增加。至於造成水災和旱災，最後導致穀物失
收，每年有幾千萬人餓死，這是更大的公害。

如果為了反核，卻要讓市民接受前面兩大災難後果，既不科學，也
違反了公眾的利益。任何人提出反對措施的同時，也應該提出解決的
方案，讓公眾作出科學的冷靜的思考。只有無厘頭的反對，而沒有真
知卓見，這種為反對而反對的行為是不會得到公眾支持的。
全世界都在吸取日本核電廠洩漏的教訓，努力提高核電廠的技術，提

高安全性，新型的核電廠將會更加安全。正如《華爾街日報》文章所
言，每天都有人死於車禍，難道我們不乘搭汽車？每天都有摩天大廈火
警，難道我們就禁止興建摩天大廈？每天都會有海上災難或空難，難道
我們就不造輪船和飛機？事實上，核電工業不會停止，但是世界各國緊
密合作科技攻關，不久將會有更先進的堆型產生。反對派面對一個難
題，反核、反垃圾焚化爐、反二氧化碳污染，那麼，我們人類今後將怎
樣生活？我們的民生怎樣改善？他們好像是不食人間煙火一樣。

核輻射危機讓日本政府難堪
張敬偉

3．11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核子災難正從東瀛蔓延至全球，
幾乎全球各地都檢驗出核子輻射物。糟糕的是，日本第一
核電站的情況變得更加危險，尤其是第二機組，裂縫中流
出的核污染廢水正以每小時77噸的流量流入太平洋。日本
政府想盡了一切辦法，混凝土、特殊膠甚至塑料薄膜都無
法堵住那20厘米的裂縫。海洋中已經發現被污染的魚類，
人們擔憂海洋生物變異，更驚懼核子污染隨 洋流更快地
影響全球各地。尷尬的是，核子危機在日已經失控，日本
政府束手無策，只能向世人發出「別無選擇」（日官房長官
枝野幸男語）的無奈。種種跡象表明，日核子災難讓「強
大」的日本變得疲弱不堪，凸顯日本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
不足。
震災剛剛發生之時，幾乎全球媒體都為日本人的處變不

驚和秩序意識讚歎不已。3月15日，韓國《朝鮮日報》引述
美國媒體稱讚日本「這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進步」，對日本國
民在震災中克己本分的國民素質大聲讚歎。同時，該報也
對NHK對災難報道的紀律性和人道主義表示欽佩。中國媒
體和網民的反應也大抵如此，除了極少數網民，大多數中
國媒體和民眾不僅對日表達充分的同情，還為日媒日人的
表現讚賞甚至有些自慚形穢，尤其在中國一些省份發生碘
鹽搶購事件之後，中國媒體出現了集體主義的自我批評和
自我反省。在亞洲鄰國看來，日本政府應對災難的能力
強、日本國民的素質高。
無可否認，日本國民的素質確實高。他們的隱忍精神和

克制自律讓人感佩，但這也是他們的文化使然。在魯思．
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一書中，作者這樣描述：「日
本人非常介意別人怎麼看自己。」更重要的是，日本民眾
特別相信自己的政府，有時甚至有些盲從，而這種特別自
律的國民性，恰恰折射出日本政府的不堪來。
11日震災發生之後，日本首相菅直人第二天空中視察福

島災區。他的這一作為遭到了兩方面的猛批，一種聲音認
為他蒞臨災區干擾災區救災；另外一種聲音是他沒有親臨
災區現場，不體恤災民。面對兩種批評，菅直人事實上舉
足無措。直到4月2日，菅直人才現身災區視察，這次引發

的爭議更大。在東京，朝野政黨皆批評首相，有反對黨議
員要求其下台；在災區，既有災民埋怨他姍姍來遲，更有
災民指責他只關心核電站而不關注災民在安置點的生活。
現實是，第一核電站已經演化為重大的生態災難，情況糟
糕的安置點更有近20萬人處於飢寒交迫之中。對於災區慘
景，從福島縣南相馬市市長櫻井勝延新近拍攝的短片中可
見一斑：輻射隔離區內的生物出現同類相殘的恐怖行徑；
災民已經彈盡糧絕。櫻井勝延以此來控訴日本政府的非人
道做法，表示對政府絕望，向世界求助。
不能不提的是，日本政府對東京電力缺乏足夠的掌控

力。現在暴露出來的讓人驚訝的信息包括：東京電力沒有
在第一時間將一號機組爆炸的消息上報政府，更沒有採取
「停機、冷卻、封閉」的對策，耽誤了時間，延誤了戰機。
此外，東京電力還被爆出誤報數據，領導層震災期間喝花
酒等醜聞。雖然首相對其猛批，公司負責人一再謝罪道
歉，但東京電力已經無法拿出抗災良策。很諷刺的是，日
本政府對此也無可奈何，甚至在政府注資改造東京電力公
司的時候還擔憂其被「國有化」。這種尷尬，出現在日本並
不令人意外，因為日本有 悠久的財閥傳統，財閥資本控
制政府也就順理成章。東京電力曾經有過多次數據被篡改
和瞞報前科，但日本政府都對其「網開一面」，又何況相對
弱勢的菅直人政府？日本政府掌控不了東京電力公司，東
京電力公司一切以公司利益為重，不考慮民眾死活，是導
致核子災難蔓延全球的主因。這是東京電力的罪過，也是
日本政府的恥辱，更是資本主義的通病。
曾經是世界第二大強國的日本，曾經是津津樂道於技術

立國的日本，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核子災難就這樣莫名其妙
地擴大化了。這場災難既害了日本也害了鄰國和世界，更
搾出日本政府的無能。現在再看世界輿論，誰還會讚譽日
本的國民精神和其政府的公開透明？有的只是懷疑、指
責。韓國《朝鮮日報》中文網站4月5日頭條就批評日本向
海洋中排放輻射污水沒向鄰國通報。
一個缺乏突發事件處理能力和危機公關的政府，不僅愧

對大國稱號，而且也不能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

白宮「核中取栗」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日本3月11日發生強烈地
震，並引發海嘯、核危機
等災難，給日本帶去極大
的災難。包括中國在內的

多國分別派出訓練有素的救援隊前往救援，獲得日
本人民的高度讚揚。在日本地震發生的當天，美國
總統奧巴馬立即表示，美國派出「華盛頓」號和
「里根」號兩個航空母艦群前往日本救災，「一群已
經在日本」，另一群「正在前往日本的路上」。航母
的功能是攻擊別人，用載滿導彈、炸藥和只懂得攻
擊他人的士兵「救災」，猶如是用刺刀來給病人做手
術，沒有實質意義。
航母艦隊往日本「救災」，需要東京政府無條件為

20多艘艦隊的2萬名官兵，提供3個月至少2億美元除
炮彈以外的所有補給，這才是白宮從災區「核中取
栗」的真諦。
「一群已經在日本」，另一群「正在前往日本的

路上」，說明航母的初衷並不是救災，而是承擔
某種軍事行動，「救災」只是因為日本遭受地震臨
時更名而已。奧巴馬還表示，美國準備對日本提
出的任何請求提供「幫助」，並已經動員包括艦
船和空中力量準備全力協助日本救災。事實上，
奧巴馬上任以來，就一直在打日本的主意。地震
發生後，最緊急、最需要的是要迅速從倒塌的樓房
中救出倖存者，而非「海上和空中力量協助救
災」。

航母設計初衷為攻擊他國

美國現有11艘航母游弋在世界各地海域。駛往日
本的「里根」號航母是美國目前最先進的核動力航
母，具備強大的攻擊體系，包括導彈、火炮、電子
對抗系統、「海麻雀」導彈發射裝置，可攻擊飛機
和截擊敵方的巡航導彈。20毫米的近程火炮系統每
分鐘能發射3000發以上炮彈，能有效攻擊對方軍事目

標。兩台核反應堆為航空母艦提供幾乎是無限期的
30節以上續航能力。8台8000千瓦汽輪發電機提供的
電力可供10萬人口的城市使用。
「里根」號航母編隊由1艘航母、3艘防空型巡

洋艦或驅逐艦、3艘反潛驅護艦、2艘攻擊型核潛
艇、2艘後勤支援艦組成，共有11艘艦隻，航母
的最大威力來自艦載機，「里根」號航母設有F-
14戰機24架，F/A-18戰機24架，鷹眼預警機4
架，戰術電子戰機4架，反潛飛機6架，及反潛直
升機中隊等。飛機總數可達到百架，能夠24小時
不停頓地進行戰鬥巡邏。設計這種航母時，特別注
重其遠程搜索、警戒和打擊能力，但唯獨沒有抗震
救災的內容。

核事故讓「救災」艦改變航向

很明顯，航母參加「救災」，只會增加日本的負擔
和麻煩，根本不可能救災。事實上，美國的航母也
沒有救出一個災民，顯示奧巴馬將「救災」變成一
個術語。日本政府對美國提出援助請求，但沒想到
卻是要為龐大航母艦隊提供額外給養。據《星條旗
報》報道，「第七艦隊3艘驅逐艦亦已駛往日本方
向，協助日本當局進行海上搜救行動」。伊拉克、阿
富汗戰爭打響以來，華盛頓就多次要求日本為美國
軍艦免費加油，甚至要求東京政府支付美軍駐阿富
汗部隊的全部軍事費用。
福島核電站機組相繼發生爆炸、起火後，核電站

外偵測到兩種放射性同位素，顯示核反應堆核心發
生「熔化」，由於情況繼續惡化，福島核電站基本上
已經報廢。核電站周圍地區可能在未來數十年都不
適宜人類居住。面對如此局勢，計劃參加「救災」
活動的美國航母群已經在第一時間迅速駛往太平洋
外海。美軍第七艦隊的3艘艦船，在駛往災區途中也
悄悄地改變航向。顯示「航母救災」是「核中取栗」
來去無蹤。

走西方
廊

■圖為福島核電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