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渭衡兄的友誼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是通過我的大哥、華革
會前名譽會長黃祖芬認識他的。我從1984年起在香港工作，那段期間
跟渭衡兄接觸不多。與他真正密切的友誼始於1992年我回北京離休之
後，而電腦成了兩人友誼的重要紐帶。
我在香港開始用電腦工作，用的是黑底白字的王安文字處理系統，

連Windows都還沒有。我知道那時渭衡兄已經使用相當先進的電腦。
他常去銅鑼灣298商場或深水㝸電腦城淘寶，逐漸把他的電腦武裝到
了牙齒：攝像頭、麥克風、列印機、掃描儀⋯⋯許多東西我見都沒見
過，只能自歎不如。

電腦令我們相隔千里卻近似眼前

我們開始比較頻繁地通過電腦聯繫是在我返京之後。最初是通
email。我給他發去一些來自親友的照片和幻燈片，還有一些從網上下
載的文章等。他給我發這一類的資料以外，主要是從香港報紙上掃描
下來的消息和文章，其中包括報紙記者採訪他之後發表的通訊。
這裡面有2006年報上刊登關於摩星嶺「白屋」（集中營）的詳細記

述，那是1967年警方政治部扣押他以及我大哥黃祖芬等一些政治犯的
地方，標題是「政治黑獄首度曝光」。還有他在香港回歸時寫的關於
香港歷史與前途的文章；有他出國訪問遊覽時拍的許多照片以及同行
者寫的遊記和日記；每當香港發生舉世矚目的事件後，他都發給我香
港媒體的有關記述和評論，當然還有他的觀點。所有這些，飽含㠥他
對香港這片故土的深情，他對他那樣的愛國愛港者多年奮鬥史的珍
重，還有他對生命和人民的熾熱的愛。
後來，我們又接通了skype，即可聽可視的電腦通訊工具。在他的病

惡化之前，我們幾乎每個月都通上一兩次。有時不湊巧一方沒有上
網，呼叫一陣無人回答就只好作罷，後來我們採取約好通訊時間再接
通的辦法。由於香港與北京的氣候有時相差一個季度，我們這裡已是
要穿毛衣的深秋，他那裡連開㠥冷氣都熱得不行。接通時他只穿㠥汗
背心，他連忙說：「唔好意思，㠥番件shirt先」。我說：「喂，老友記
啦，就咁得啦，唔使客氣。」聊天的內容天南地北，遠在天邊，近在
眼前，主調是四個字：愛國愛港。他在銀行工作過，對香港金融狀況
的分析鞭辟入裡。有一次他講到香港被非典侵襲的情況，憂港憂民之

情形於儀表。聊㠥聊㠥，不知不覺幾個鐘頭過去了，兩人之一連忙說：「食飯啦，以後再
傾！」
我們倆的年齡加在一起超過160歲，兩人遠隔約2000公里，卻能使用現代化的通訊技術來

面談筆談，對此我深感快慰和親切。

期望能有溝通人間與天界的超級電腦

有一次我去香港，到北角他家裡拜訪。看到他熟練地操縱電腦，擺弄一些我見所未見的
軟件，調出一些我聞所未聞的網站，使我歎為觀止。他迅速地找到他存在硬碟裡的一些資
料，迅速地用nero軟件燒製出幾個副本光碟來。更使我佩服的是：他使用一種軟件，迅速
地列印出一些彩色的圓形標籤，貼到每個光碟上，然後送給我。這些光碟的內容是香港的
百年歷史和祖國的重大成就，我將永遠珍藏它們並反覆觀看。
這兩年，我知道他病得很厲害，一再進醫院。有一次他暫時出院了，我告訴他北京報紙

上刊登了關於他住院的報道。他很感興趣，讓我掃描下來發給他。這以後老是收不到他的
email或skype，就通過email呼叫他，結果收到他兒子給我的覆信。從中我才知道他儘管出院
了，但是心臟的狀況不好，妨礙了他的康復。他兒子說：「我擔心他在短期內不可能像過
去那樣使用電腦了。」他的反應差了，眼力也不如前，還有可能連電腦技術都忘記了。我
知道，對於一個曾經長期出色地使用電腦的老人，這意味㠥什麼。我和我夫人對此都很擔
心，默默等待他有朝一日重新坐到電腦前。然而，我等來的是華革會的訃告。
他的email地址還留在我的電腦裡。我腦子裡一度閃過是不是要刪掉它的念頭。但是，我

決定還是留下它。誰知道呢？人類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會不會有一天，人們發明能夠溝
通人間與天界的超級電腦呢？那時說不定用這個地址能接通渭衡兄⋯⋯唉，但願這不只是
個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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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數十位學者聯合於香港某報章刊登廣告，要求政府改革財政
政策；合理規劃香港社會長遠福利。當中亦要求政府承擔全民退休
保障。
獅子山學會再次強調，為了香港未來下一代的將來，我們堅決反

對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廣告中，學者建議政府徵收累進企業利得稅，以增加收入。然而

細心思考，不難發現向企業收取累進利得稅其實並不可行。筆者未
曾聽說過任何一個國家有如此的一個安排；原因其實十分簡單，因
為累進利得稅其實不可行。主要原因是公司可以分拆營運。可以預
見，如果香港政府實施向企業收取累進利得稅，只會引致不少大公
司分拆業務，以逃避這個累進稅率。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的網站上有一個「全民養老金方案簡

介」的檔案。聯席所提出的方案與學者的建議頗為相近；首先取消
向老人提供綜援金及生果金，之後抽取全港僱主與僱員所供強積金
款項各2.5%，另向盈利1000萬以上企業收取額外1.9%利得稅，最後
由政府成立種子基金，或是每年額外供款1%以支持整個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根據方案中的計算，政府到2056年將累積到超過3000億元
的儲備。
簡直不可思議！原來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之後，香港政府不單可以

從政策中獲利，更可累積大幅盈餘，還可改善老人家生活！驟眼看
來，不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確實是香港政府最大的敗筆，簡直是愧對
香港納稅人與全體市民！
筆者只有一個簡單問題：「為什麼他們不向歐盟毛遂自薦，幫助

深陷財政危機的歐洲國家解決問題？造福歐洲人民之餘，更可為香

港爭光！」還是，盈餘不過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財政儲備到頭來都
不過是一場虛幻，債台高築才是真正後果？

別重蹈歐盟國家財政爆煲的覆轍

事實上，相信歐洲各國的政客於帶領國家走上這條不歸路之前也
是雄心勃勃，痴心妄想可以獨力承擔起老人的開支，卻嚴重高估國
家的能力，當發現原來擔子比想像的重之時，要不削減老人福利，
提高退休年齡、減少養老金額；或是加供款、加稅。泡沫爆破之
時，痛苦可不是常人能想像。
筆者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硬要香港重蹈覆轍？希特勒忽略歷史教

訓，誓要完成拿破侖都不能完成的任務—攻陷俄羅斯，就此埋下
了覆亡的伏線。難道香港還要走上同樣的路？
另外，方案的背後是取消綜援金及生果金。說穿了就是把資源從

有迫切需要的人手上奪去，轉移到沒有迫切需要的人手中。試想一
下，如果將來連富有至李嘉誠先生程度的人都能夠領取，需要的人
卻不能獲得足夠的資源，那將是甚麼情形？早前，一位婆婆接受電
視訪問時表示沒有接受兒子的供養：「他賺8000，都不過僅夠他一
家四口餬口，怎敢接受他的金錢？」事實如此，子欲養而力不足；
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之後，這位兒子就更加不可能完成自己供養父母
的心願，甚至自己一家四口的生活都將更加拮据。
全民退休保障所帶來的風險實在不容忽視。他們一廂情願地相信

政府稅收不會下降，卻不知現實社會的運作；一旦所收稅項不如想
像的多，計劃卻已落實；責任要負，卻不知可找誰結帳。那時我們
真的可以倖免嗎？

停火對利比亞各方都有好處

顯然，目前如果能夠實現停火、談判，對卡扎菲而言，
他手中的幾張王牌將能夠起到保護作用。首先是確立了地
面戰優勢。決定戰爭勝負的往往是地面部隊。而西方聯軍
至少到目前為止無意在地面上捲入這場很有可能成為新的
「越戰泥潭」。但卡扎菲肯定也很清楚，北約絕對不會允許
他用武力消滅反對派。這樣，在肯定無法用戰爭手段解決
問題的情況下，談判對卡扎菲及其家族而言，肯定比被武
力趕下台要有利得多。其次，經過近三周的交戰，卡扎菲
的部隊奪回了部分主要產油區，這顯然將成為其談判的重
要籌碼。第三，無論是從反對派還是從部落立場的情況來
看，目前談判對卡扎菲似乎並不是一個最壞的選擇。第
四，一旦達成妥協，卡扎菲被凍結的儲存在歐美銀行內的
巨額資金才有希望被收回。而一旦這些資金被收回，卡扎
菲在利比亞的優勢地位，將仍然是無人可比的。
而對於反對派來說，現在停火則同樣有一定的好處。一

方面反對派正在從西方手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武器裝備援
助，這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另一方面，起義
民眾由於大多未曾接受過戰鬥訓練，因此有了武器（特別
是重武器）仍然無法打勝仗，因為他們不會使用這些武
器。因此必要的軍事培訓是必不可少的。而軍事培訓需要
時間。對於反對派來說，卡扎菲政權顯然正在產生裂痕，
連其最為信任的外長都「辭職」不幹，那麼通過談判等待
卡扎菲政權自動崩潰，亦不失為一條「以拖待變」之計。
但反對派的目標仍然是不變的：卡扎菲下台。

法國堅持要卡扎菲及其家族下台

這一目標顯然也得到巴黎的認同。接受一個卡扎菲仍然在台上的停火協議，
對於法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法國作為此次聯合國1973號決議的主要「執行
者」，作為第一個外交承認利比亞反對派的國家，如果卡扎菲不下台，那麼對於
法國來說將是一個重大挫折。這一挫折還不僅僅是利比亞一個國家的問題，而
是將牽涉整個法屬非洲的未來走向問題。這是法國絕對不會接受的。即使如某
些「謠傳」所稱，折衷方案是：卡扎菲「榮譽下台」，讓位於其子，並與反對派
組成聯合政府。這樣的方案，對於法國來說，也將是一個外交失敗。因此，法
國對於停火、談判的先決條件，顯然就是一個：卡扎菲及其家族必須下台。種
種跡象表明，美國和歐盟其他國家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之後，目前也傾向於
這樣一種解決方案。但問題是，沒有任何以「談判對手下台」為前提條件的和
平談判是能夠成功的，除了城下之盟。而現在顯然還不是這種局面。
法國和北約的唯一希望，是反對派軍事力量在其全力支持和援助下迅速變得

強大起來，強大到足以在地面戰中打敗卡扎菲。要達到這一目標，大量幕後的
運作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有可能違背聯合國有關針對利比亞實施武器禁運的決
議。好在，阿盟到目前為止仍然未站到法國和北約的對立面。如果這一估計與
事實相吻合的話，那麼利比亞平民百姓將仍然要在戰火中繼續煎熬一段相當長
的時期。

停火、談判、妥協，是一場進入敵對力量平

衡、僵持狀態下的戰爭的最佳出路，特別是對平

民百姓來說。然而問題在於目前利比亞戰爭是否

處於一種力量平衡狀態下，各方的戰爭目標是否

已經達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和談的前景

似乎並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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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中東戰略中的最大失誤是對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奉行雙重標準，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既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基

本原則，也有違國際社會普遍公認的公平、公正和道義。鑒此，美國人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給自己帶來了不願看到的

嚴重後果。

美國成為中東動盪的最大輸家
劉寶萊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副會長、前駐中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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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將中東地區視為其
「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美歷屆總統牢牢掌控
該地區事務，甚至在美蘇爭霸年代也當仁不
讓。上世紀90年代初，蘇東巨變，冷戰結束，
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在中東，更加
肆無忌憚，頤指氣使，為所欲為，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霸氣十足，到處皆為美國的影子，
可謂「無美難成事」。美國自以為得計，殊不知
自己已坐在火山口上。面對最近中東地區發生
的動盪局勢，美處境被動、尷尬，五味雜陳，
頗顯力不從心，似難再現昔日之霸氣。這充分
說明美國掌控地區事務的能力下降。究其因，
美國中東戰略出了大問題。對此，美國等西方
國家朝野和媒體均在反思。

美國橫行霸道成地區動盪誘因

中東地區廣大民眾反美、仇美情緒高漲，正
喪失對美的信任。當美國和歐洲人認為阿拉伯
國家表現出克制和合作時，阿拉伯人卻覺得喪
失了尊嚴和自主決策的能力。前不久，埃及開
羅街頭的抗議者曾高呼反對美、以的口號。2月
13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發表美國前總
統克林頓阿以事務特別助理羅伯特．馬利等2人
題為《阿拉伯世界復興與穆巴拉克下台後的埃
及》的文章稱，對美國來說，民眾起義暴露出
對西方國家亦步亦趨、充當西方應聲蟲的阿拉
伯領導人這一策略是錯誤的。這種策略只會令
這些政府喪失名譽，對華盛頓則毫無裨益。美
國給穆巴拉克政府的支持越多，損失的埃及民
心就越多。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已經領會到：
在危機時刻，與美國的良好關係以及與以色列

的和平協議通通挽救不了自己。目前種種跡象
表明，凡同美國關係密切的國家，其政局大都
較為動盪。正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3月
12日在一次會議上含蓄承認的那樣：「今天我
們在中東地區權力平衡的急劇變化，使有利於
美國和我們的地區夥伴的相對權力平衡倒向了
有利於伊朗及其盟友的一邊。」
值得提及的是，在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同

意了伊朗軍艦經由蘇伊士運河駛入地中海，前
往敘利亞，以示同美以拉開距離。3月5日，法
新社突尼斯報道埃及外長蓋特接受突媒體採訪
稱，埃美關係「從未穩定過」。他認為，未來的
兩國關係「將處於平等的地位」。

反恐擴大化 越反越恐

美國對以色列鎮壓巴勒斯坦示威民眾和武裝
力量熟視無睹，聽之任之，而視諸如巴勒斯坦
哈馬斯、黎巴嫩的真主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
會等伊斯蘭勢力為恐怖組織，急欲除之而後
快；美借反恐，分別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至
今仍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小布什政府曾一度
將反恐同伊斯蘭教掛㢕，激起了伊斯蘭世界的
公憤。奧巴馬執政後，雖一再表示美國不會同
伊斯蘭開戰，但當前美的反恐戰爭畢竟仍在伊
斯蘭土地上進行，天天都有穆斯林喪生，令人
髮指。甚至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向美國和北約
發出了要其撤軍的強烈要求。3月12日，他在阿
富汗東部的庫納爾省慰問死難兒童家屬時說：
「我滿懷敬意和謙遜地—而不是傲慢地—要求北
約和美國結束在我們國土上的軍事行動。我們
是一個非常寬容的民族，但如今，我們的寬容
已經到了極限。」3月19日，美國牧師特里．瓊
斯焚燒《古蘭經》，點燃了阿富汗人的怒火。從
4月1日起連續數日，阿富汗的一些城市爆發遊
行，示威者呼喊反美口號、焚燒輪胎和路邊車
輛，以示抗議，並引發大規模衝突，造成數百
人傷亡。

巴以爭端依舊 阿人心碎

巴勒斯坦問題乃中東問題之核心，已成為拖
的時間最長、涉及面最廣、情況最複雜的老大
難問題。巴以和談，幾經周折，反反覆覆，毫
無實質性進展。迄今，雙方和談已經擱淺。以
色列當局仍持強硬立場，拒不執行領土換和平
的協議。這主要有美國撐腰。美國人一味偏袒
以色列的立場助長了以的囂張氣焰。美視以為

天然盟友，予以全力支持。在聯合國，凡涉及
到以利益的多項反以議案中，美國基本上都投
反對票，甚至在安理會使用否決權；在巴以問
題上，美尚未向以充分施壓。最近，巴民族權
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同哈馬斯代表舉行了「積極
的會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竟警告法塔赫
勿接近哈馬斯。他說：「巴勒斯坦當局正考慮
實現和平，不是與以色列，而是與哈馬斯。那
麼我要告訴他們非常簡單的一點：你們不可能
與以色列和哈馬斯同時和平相處。只能二中擇
一，不能兩者兼得。」美國噤若寒蟬，未吭一
聲。對此，阿拉伯人怎能不恨美國人呢？！

催生伊朗「崛起」

美國打掉了伊朗的兩個宿敵伊拉克、阿富
汗，使伊朗贏得了較長時間的和平、穩定和發
展。現伊朗綜合國力大增，勢力坐大，敢於對
美說不，並同敘利亞、伊拉克什葉派、哈馬斯
和真主黨等結成反美統一陣線。在中東地區，
作為地區大國的伊朗，正發揮㠥日益重要的作
用。該地區動盪忙壞了美以，樂壞了伊朗，大
大減輕了來自美以的壓力，並有助於伊改善同
地區國家的關係。以色列欲對伊實施軍事打擊
的圖謀將化為泡影。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認
為，埃及、突尼斯和其他國家的人民運動是伊
斯蘭運動，必須得到鞏固。他敦促穆斯林世界
捍衛埃及的人民運動。難怪伊朗人對穆巴拉克
下台如此興高采烈。伊朗或許是這場動盪中的
最大贏家。

各國與美漸行漸遠

從此次動盪中，阿拉伯各國政府吸取了教
訓，正積極致力於政治、經濟改革，發展民族
經濟，改善民生，擴大民主，懲治腐敗，並適
當同美拉開距離，以保持相對獨立的形象，進
而緩解來自廣大民眾的反美壓力。據報道，在
突尼斯、埃及、黎巴嫩、巴林和也門，對美國
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這種不滿還滲透到
了想要維持現有權力機構的臨時政府的內部。
這些國家新上台的政府可能對美國的計劃不會
再有那麼高的熱情，比如，對伊朗的計劃。而
且，它們可能還會被迫採取一種更為獨立的外
交政策。
該地區局勢現仍在發展，尚存諸多變數。隨

㠥事態深化，將越來越證實美國中東戰略的失
利，或許美國將成為這場動盪中的最大輸家。

全民退休保障一廂情願
祝越山　獅子山學會

民主黨為首的反對派，在市民不贊成否決財政預算案的強大民意
下，仍然堅持不作悔改，在4月10號發動反預算案遊行示威。最初估
計有5萬人參加，實際上得300人參加，僅得千分之七的人數，落差
巨大，失敗慘重。連民主黨的基層骨幹、立法會的議員也紛紛缺
席，可見民主黨高層的決策不得人心，既喪失市民的支持，也失去
了黨內的擁護。為首者應承擔「走錯路」的責任，作出問責。
民主黨一直是反對派的旗艦，凡政府必反，這次民主黨領導了反

對派全面反對預算案，又否決臨時撥款，聲言要以「紫荊花革命」，
「教訓」一下特區政府。民主黨以為玩得越大，越有效果，一早租了
幾個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然而，公屋的基層群眾傳來反對聲音，
不會出席他們的遊行示威，中產階級也不滿意民主黨的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認為是犧牲他們的利益，也不參加。民主黨成為了豬八戒
照鏡，裡外不是人，示威變成了示弱。
今年的通脹特別嚴重，凍肉和蔬菜價格上升了50%，有一些地區

的菠蘿包價格上升到一個7元，酒樓食肆的價格每天都在變，有一些
茶餐廳根本就沒有價格表，在餐廳門外改掛出了光管托底的熒光價
格招牌，每日都可以用粉筆寫字改變，過去一個33元的午餐，現在

可以上升到48元，香港市民倍感吃力。
大家都認為，特區政府所派發的6000元是及時雨，在乾旱的時

候，普降甘霖，大家支持都來不及。但是民主黨譴責政府派錢是
「民粹主義」，決定投下否決的一票。這分明是和廣大市民打對台。
所以，公屋區的選民都說，區議會選舉，一定不會投民主黨的票，
讓他們知道，接受了選民的委託，卻反過來與選民為敵的後果是什
麼。
住在港島的中產階級，也對民主黨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怒火㜏

天，這是一個即收即付錢的計劃，等於是吃大鍋飯，要中產階級幫
助別人養老竇老母，過了幾十年之後，錢已經花光了，中產階級將
一無所得。中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絕對接受不了吃大鍋飯，所
以，他們認為民主黨太過「左」，不會投民主黨的票。
民主黨的基層議員，紛紛向中央報告民意支持情況危急，要中央

改變對預算案的立場，不要和選民作對。問題是，民主黨高層說話
太過狠，覆水難收，已經沒有轉圜餘地。他們的策略就是拖，認為
11月才是區議會選舉，這件事情拖下去，可以不了了之，時間可以
把事情弄淡，這個如意算盤，看來並不容易打響。

示威變成示弱 民主黨路錯誤
徐　庶

■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抱怨美國「始亂終
棄」。圖為2010年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
與穆巴拉克會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