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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港區
全國人大

代表吳康民早前忽然加入
「特首人選口水戰」，提出
由3名熱門的「疑似候選人」
組成「強勢領導鐵三角」
的「奇想」。「鐵三角」中
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昨
日齊齊現身「辛亥革命人
物真蹟大展」，引發一眾傳
媒的圍堵追訪，但3人昨日
一致封口，沒有再對參選特首作任何評論。唐唐和CY
昨日甫一見面，便大方地握手致意，並施展「四萬」
笑容，盡力滿足傳媒的拍攝要求，唯大家最終未能捕
捉「鐵三角」一起的大合照機會。
有關辛亥革命紀念活動尚未開始，已有逾50名傳媒

行家到場等候「鐵三角」的出現。CY和范太先後到
場，唐唐抵達會場，與幾位嘉賓打過招呼後，便直接
走到嘉賓席，好自然地與CY來一個長時間的友好握
手，引得傳媒的鎂光燈閃個不停。

傳媒追問參選特首 3人齊封口
活動結束後，「鐵三角」循3個方向離開會場，令一

眾記者得分頭追訪，場面一度混亂。不過，面對傳媒
有關參選特首的追問，唐唐沒有作任何回應，CY亦只
形容，昨日的活動很熱鬧，便沒有再作評論。至於范
太則重申，民望並非她唯一決定參選特首的考慮因
素，兩個月後先決定是否參選，現時不會再回應參選
特首的問題，避免引起別人誤會。
至於早前她提出《基本法》23條立法是下屆特首的

一項挑戰，范太強調，從來無說過即時要為23條立
法，「現屆政府仍然在任，應由他們決定」。她又指，
有關意見是4月份時接受珠海學生報訪問時提出，並非
近期才說，與是否參選特首無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鐵三角」同場現身
唐唐CY握手任影

陳佐洱：孫中山遺訓鞭策統一

在百幅展品中，孫中山的楷書格言
被放在展覽最顯要位置。該幅作品由

籌委會顧問黃景強收藏，格言內容為「夫天下之事，
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
避，乃能期於有成。孫文。」孫中山曾侄孫孫必達指
出，這幅楷書真屬難得一見，港人得以親近革命先行
者真蹟，必能心生深切的緬懷之情。
孫必達指出，港人常見的孫中山墨寶大都是「博愛」

或者「天下為公」，能見到他的楷書機會則不多。這次
黃景強將他的收藏與公眾欣賞，是非常珍貴和難得的
機會。孫必達亦透露，他的父親小時候曾經與孫中山
在廣州住過一段日子，印象最深的是，孫中山在離世
前幾年還一直非常忙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中山楷書墨寶
後人：難得一見

由香港各界紀
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活動籌委
會主辦的「辛亥革
命 人 物 真 蹟 大
展」，展品主要由
聯合出版集團總裁
陳萬雄和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藝術
統籌主任鄧偉雄收
藏。這批展品包括
「民國四大書家」
吳稚暉的篆書、譚延闓的楷書、胡漢民的隸書、于佑任
的草書，及近代具代表性的書法家如弘一大師（李叔同）
的北魏體四言聯、高劍父的「秋林野渡」、蔡元培的行書
自書詩兩首等。
籌委會執行主席、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在典

禮上致辭時說，這次展覽展出百位與辛亥革命有直接或
間接關係的人物，如孫中山、于佑任、胡漢民、吳稚
暉、蔡元培、章士釗等的書畫真蹟，其中不少是首次在
香港展出。

余國春盼凝聚中華兒女促統一大業
他指出，港人可從中欣賞辛亥革命時期百位重要人物

高雅的詩文書畫藝術成就，領略這個大時代的藝術發展
面貌，亦可透過人物的事跡介紹，增進對中國近代史的
興趣和認識，以緬懷辛亥先賢的功績，繼承和弘揚孫中
山團結各族同胞振興中華的革命遺志和偉大思想，凝聚
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致力於振興中華、民族復興、和
平統一的偉大事業。
該展覽一連6日假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一樓商場中庭舉

行，展覽日期至6月3日。籌委會配合展覽出版《辛亥革
命人物真蹟大展圖錄》，將贈予學校師生閱讀，以激勵青
年一代學習中國歷史文化，加深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弘
揚革命先賢的愛國主義精神。
昨日出席的重要嘉賓還有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任

啟亮，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樓志豪，外交部
駐港副特派員詹永新，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唐怡源、協調
部部長高級助理遲衛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局長
楊親華，國務院港澳辦副司長劉文達，教育局常任秘書
長謝凌潔貞，中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全國政協常委陳
永棋、楊孫西、劉漢銓，大紫荊勳賢梁智鴻，孫中山曾
侄孫孫必達，全國政協委員盧文端、王國強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辛亥革命人

物真蹟大展」昨日正式開幕，全國政協港澳台

僑委員會副主任陳佐洱，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

唐英年，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等政要出席主

禮。今次大展是香港首次集合對辛亥革命有巨

大影響的孫中山、胡漢民、蔡元培等百位有識

之士的百幅墨寶。其中最珍貴的展品乃是孫中

山水墨紙本楷書格言。為隆重其事，陳佐洱、

唐英年、殷曉靜與活動籌委會執行主席余國

春，一同為該大展主持揭幕儀式。

辛亥革命人物真蹟展開幕

深切體會

有緣相聚「香港各界紀念辛亥革命100
周年活動」的首項重要活動之

「香港各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學術講座」，昨
日中午假中環四季酒店舉行。是次講座以《辛亥
革命運動與近代中國的發展》為主題，邀請內
地、香港、澳門著名的權威學者擔任主講嘉賓，
吸引了300多名香港各界人士和青年學生出席。
籌委會同日還在全港舉辦「辛亥革命的人和事．
閱讀報告及徵文比賽」。

吸引逾300人參加
講座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史哲學

部副主任張海鵬教授以《對辛亥革命歷史一些基
本問題的認識》為題，㠥重介紹了辛亥革命的緣
起和意義，及辛亥革命遺留下來的歷史遺產。張
教授強調：「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是孫中山和辛
亥革命遺產的繼承人，所有中國人在此基礎上不
斷努力，實現孫中山振興中華的目標，為世界作
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暨歷史系講座教授

梁元生以《辛亥革命之百年回眸：是否近代中國
歷史的轉捩點？》為題，提出「辛亥革命是一個

『不轉的轉捩點』」的獨特觀點，認為「辛亥革命
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轉捩點，但是從社會、文
化、甚至對於國民心理，則不是一個轉捩點」。

澳門中西創新學院副院長霍啟昌教授以《為什
麼香港、香港人能夠對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重大
貢獻？》為題，指出整個革命運動能夠成功，是
與香港和香港愛國華人很有關係的。香港是辛亥
革命的基地，是策劃和準備工作中心或聯絡站，
革命起義的經費一大部分也是從香港愛國華人募
捐得來的。

「香港各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動」是全
國紀念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的活動還包括
於8月中舉行的「尋訪辛亥先賢足跡——兩岸三地
青年學生夏令營」，8月13日假紅館舉辦「紀念辛
亥革命100周年文藝晚會」，及9月初假灣仔會展
中心召開「香港各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學者：兩岸中國人 皆是辛亥繼承人
學術講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還需努力」，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會副主任陳佐洱昨日指出，昔日革命先驅的抱
負如今已經很多實現了，但祖國完成統一大
業、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目標還任重道
遠。在這個意義上，孫中山的這句遺訓仍然是
一種鞭策。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也期望，香港
繼續肩負起振興中華的歷史使命，共同實現中
華民族復興和祖國統一大業。
陳佐洱說，辛亥革命是革命先驅們用生命和

鮮血換來的勝利，也是全世界中華兒女在愛國

主義感召下同心協力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里程
碑。這其中香港發揮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沒。
陳佐洱續說，今天大家紀念辛亥革命，最重

要的就是要堅持民族復興的共同信念，銳意進
取、勇於創新、齊心協力，各盡所能。他期望
港人在一睹孫中山等革命先賢的書畫真蹟，從
中領略其思想光輝和精神世界，尋求啟發，探
求辛亥革命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更好地認
識今天的時代和國家的發展。
殷曉靜也表示，孫中山是傑出的愛國主義

者。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先驅們畢生為之奮鬥

的宗旨和革命思想的核心，就是振興中華、民
族復興。這是辛亥革命偉大精神之所在，也是
中華民族偉大精神之所在。

殷曉靜籲完成革命先驅未竟事業
她指出，香港舉辦這次大展，是傳承中華民

族優秀傳統和歷史文化的形象載體，目的是要
繼承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肩負起振興中華的歷
史使命，完成孫中山等辛亥革命先驅的未竟事
業，共同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祖國完
全統一的歷史進程。

■范徐麗泰出席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唐唐與CY齊齊現身展覽，甫見面即笑容十足地握
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市民仔細欣賞珍貴的書法展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辛亥革命人物真蹟大展」昨日開幕，主禮嘉賓
與活動籌委會成員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逾300名社會各界人士和青年學生出席講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陳佐洱獲贈《辛亥革
命 人 物 真 蹟 大 展 圖
錄》。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籌委會執行主席余國春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殷曉靜期望香港繼續肩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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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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