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過後，剛接棒的「支聯會」
主席李卓人公開批評香港警隊。他言之
鑿鑿，指警方以「小動作」阻撓市民出
席燭光晚會、刻意製造混亂、存心壓低
參加人數。新的警務處處長被描繪成背
後操控一切的惡鷹，罪大惡極似的。

李卓人的言論未免過於牽強，實令人
質疑他的領導智慧。事實上，怎樣處理
示威遊行、大型集會是刑事司法學的重
要課題，也是警方重視的高難度工作。
警方既要顧及大眾安全，又要保障法律
賦予港人的集會權利。現實情況不容許
執法者猶疑、退縮，參與活動者有否越
軌只是一線之差。

警方顧全大局表現理想
李卓人專注領導球場內的活動，周邊

的人流管制、交通安排、秩序管理等重
任全卸在警員身上。市民或許眼見近銅
鑼灣的最後一個足球場仍未坐滿，暫時
無須改道往中央草坪。但，人流數目多
少、步伐快慢難以估計，鳥瞰下的宏觀
情況可以是另一回事。以小部分人主觀
的所謂「不便」——嫌這太早、怪那太
擠、怨天太熱，便斷定警方失策，實在
有欠公平。警方務必顧全大局，不容有
失，每個決定牽連甚廣。縱然仍有改善
空間，筆者慶幸這趟香港警方表現理
想，燭光晚會和平順利舉行。

無可否認，警方封鎖興發街入口，指
示參與者先到泳池，繞路入場，的確造
成不便，增長輪候時間。但，「警方刻
意引發混亂」一說乃天方夜譚。試問警
方為何要擾亂秩序？動機何在？縱觀中
西文獻，管理大型活動的手法有「以暴
易暴」模式(escalated force model)、「選擇
性斬首」(selective incapacitation)等，卻未
曾聽過甚麼「製造混亂」。混亂令群眾更

難管理，增加爭執、衝突、偷竊、受
傷，甚至是人踩人的機會。警方更要加
派人手、資源。不幸鬧出意外的話，揹
黑鍋的不只是控制場面的警員，而是整
個香港警隊。晚會後未經申請的示威則
是最佳例子，示威者不服警方安排的路
線，引致交通癱瘓。少女報稱非禮；警
棍又給盜去。誰陷誰不義，大眾自有定
奪。

李卓人將混亂責任諉過於人
再者，假設警方存心阻礙市民前往球

場，封鎖出口、收窄通路令他們繞圈子
是不是有效可行的方法？出席者會否純
粹因為多走了路便棄權離開？莫管此舉
能否降低出席人數，警方會不會冒險，
把大眾安全、警隊名聲押作賭注？倘若
市民多繞一個圈便放棄出席活動，我相
信李卓人也不稀罕這些沒誠意的出席
者。人數多寡理應與活動直接掛㢕，若
然李卓人認為晚會不夠矚目，定當反思
活動不足之處，而非諉過於人。試想
想：每年的書展，警方也在會展附近設
路障，讀者左繞右轉，汗流浹背，難道
這也是警方打壓出版、閱讀自由、阻嚇
出席者的伎倆？這些安排又是惡鷹的政
治任務？

警方在「六四」晚會的角色是「監控
者」，負責協調、促進活動和平進行，配
合支聯會和其他機構。若然活動安排不
周，出現問題，雙方皆有責任。為求改
善，李卓人理應客觀分析問題，提出有
建設性的建議，而非煽動劍拔弩張的警
民關係。主辦單位與警方的事前磋商足
不足夠？有否兼顧其他因素？執法者的
工作就是吃力不討好，為平衡社會各方
利益，面對陰謀論，警務人員只好一笑
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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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在補選替補機制的問題上將自己與「公社」綑綁在一起，必然流失大量中產選民的支

持，最終得不償失，令市民懷疑民主黨當初反「公投」不過是投機考量。對民主黨這樣的大黨

而言，如此「牆頭草」取態等如是政治自殺，兩面選民都得失了，兩面不是人。

民主黨反替補制兩面不是人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當局早前建議立法會補選採取替補機制，當有議員自
動辭職或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履行職務時，由當屆得票最
多的候選人自動頂替。替補機制的好處不僅是杜絕了議
員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斷辭職再補選的弊端，而且令本港
的補選機制更符合比例代表制的原意，保障了議會內的
多元聲音，也節省了以億元計的公帑，建議確實有其合
理性。同時，《基本法》並未有明確列明立法會議員的
辭職補選機制，現時補選採取的單議席單票制未必「存
在就是合理」，當局現時提出的替補制無疑是填補了制
度的空白。

替補制杜絕議員濫用補選
不必諱言，替補機制的建議是針對去年的「五區公投」

而來，「五區公投」的最大教訓，是哪管只有五名不負
責任的立法會議員，就可以隨時浪費億元計的公帑，對
本港政局造成極大衝擊，之後又可安然無恙的重返議
會，這是市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下屆立法會將選出五
名「超級區議會議席」，反對派至少可取得兩席，這樣

「公投」成本將更輕，兩名議員輪流辭職，整個香港就
會被兩人搞得永無寧日，而以反對派的思維行事，這樣
的情況是絕對有可能發生的。唯有採用在比例代表制的
國家或地區廣泛使用的替補制，才可一勞永逸的解決問
題，令「公社」兩黨不能再故伎重施。

從去年「五區公投」的投票率而言，可以判定絕大部
分市民是反感這樣的「公投」的，否則反對派不可能連
基本盤都催不出來，如果連這樣一個清楚的民意反對派
都說看不到，繼續說83%選民不出來投票不等如是反對

「公投」的傻話，這真是當全港市民都與他們同一水
平。不過，要始作俑者的「公社」兩黨甘受制裁肯定是
不可能的，這將令他們的政治空間大幅萎縮，所以黃毓
民、吳靄儀及一班反對派學者大力反對也是預料之內，
令人不解的是，同樣大力反對「五區公投」的民主黨及
終極普選聯盟，卻好像是忽然失憶，也跟㠥反對替補
制，就確實令人感到疑惑。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指替補制是內地人大代表的制度，
批評政府指參考外國例子，卻並非完全相符，因外國議
會出缺時，是以同一張名單的候選人補上云云。終極普
選聯盟召集人馮偉華更在報章上寫了一篇名為「團結民

主派　反對草率修法」文章，儼如反對派共主般要團結
反對派反對替補制。馮偉華是什麼人？不過是張文光扶
植的接班人，「普選聯」班底也大半是民主黨的人，這
篇文章反映的只是民主黨的心聲。不過，何俊仁的說法
不值一駁，替補制是外國常見的做法，並非人大代表獨
有，而外國多採用同一名單候選，原因是外國多以一黨
一名單參選，處理計算上都較容易。但香港政黨參選卻
是禾雀亂飛，一黨兩張、三張名單也屢見不鮮，加上

「公社」兩黨以辭職補選的行為也是全球獨有，作出對
症下藥的改制有其必要。

民主黨反替補如政治自殺
馮偉華文章的論點只有一個，就是說修例會「嚴重削

弱市民透過選票表達意見的權利」。替補制不過是杜絕
議員濫用補選的機會，市民通過正常選舉表達意見完全
不會受到影響，而且只要替補制正式推行，選民在投票
時自然會對所有參選人作出全盤考慮，又怎會扭曲了選
民的意願呢？事實上，「五區公投」才是真正的削弱市
民表達意見的權利，議題由他們設置、選項由他們決
定、開支由全民承擔，最終輸贏也由他們自行闡釋，幾
百萬市民全無置喙的餘地，正是源於現時補選的漏洞，
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被剝奪了，儘管主流民意反對「公
投」，但最終還是如期舉行，這樣的情況難道不應制止
嗎？

記得在「公社」發動「五區公投」時，民主黨反對
得最大力，認為此舉徒勞無功，勞民傷財，結果令到

「公投」慘淡收場，反映民主黨也認同以辭職作「公投」
是不合理的，現在當局提出改善建議，怎麼民主黨突
然換了臉，大力反對呢？如果這是民主黨用來籠絡

「公社」的伎倆，結果只是徒勞，反而會將自己與「公
社」綑綁在一起，流失大量中產選民的支持，最終得
不償失。如果這真是民主黨的心裡話，即是說民主黨
的立場從來是左轉右擺，朝令夕改，也令市民懷疑當
初反「公投」不過是投機考量，對民主黨這樣的大黨
而言，如此「牆頭草」取態等如是政治自殺，兩面選
民都得失了，兩面不是人。「公社」看到心中偷笑，
民主黨近期為什麼總是做錯事、做蠢事，是何俊仁腦
袋出了什麼問題嗎？

台灣「副總統」蕭萬長於5月31日傍晚以
記者茶會方式，閃電宣佈不再角逐2012年

「副總統」連任，其理由是「基於世代交替」
以及「只輔贊一任的君子協議」，蕭萬長的
動作雖然突兀，但也在政壇高層預料之
內。

早在今年二月春節期間，蕭萬長是否再
搭檔「馬蕭配」的說法就開始在政壇、媒
體流傳，先是蕭萬長向馬英九表態，無意
再搭檔連任，馬英九則回應「一動不如一
靜」，以當時形勢，在最有可能擔任副手人
選三人之中，蕭萬長是比「立法院長」王
金平、「行政院長」吳敦義更有出線可
能。

然而，三、四月間一連串政治風波，政
治形勢開始有了化學變化。先是大法官提
名風波，一位備受爭議的「恐龍法官」列
名其間，擔任審議召集人的蕭萬長成為箭
靶，在輿論嚴批之下，蕭萬長替馬英九

「擋子彈」，形象受損；反之，吳敦義趁勢
展現企圖心，「攻守形勢異也」，「馬吳一
體」出現，舉凡重大政策，比如國光石化
停建、公務員加薪3%、奢侈稅定案等，吳
敦義成為馬英九分身，兩人隨時保持密切
互動，「馬吳配」呼之欲出，蕭萬長逐漸
淡化。

「馬吳配」呼之欲出
五月中旬蕭萬長赴中南美洲訪問，5月19

日《中國時報》以頭版頭條方式，預告
「馬吳配」成型，上述超大動作既有吳敦義
造勢，也有媒體敲邊鼓味道，消息如此重
大，蕭萬長又在海外訪問，但「總統府」
卻未有任何回應，顯然馬英九「默認」上
述新聞；以常理論，蕭萬長不快是人心之
必然，但他以招牌微笑回應，未見任何情
緒表現。

美國文豪馬克吐溫說：「總統是閃電，副總統就成為螢火
蟲。」蕭萬長眼看形勢如此明顯，找出時間點宣佈不參與連
任就成為智慧抉擇。6月25日國民黨將召開全代會，正式由馬
英九口中宣佈「副總統」人選，蕭萬長在五月最後一天做出

「清場」動作，就是漂亮的「退場機制」，與其靜等別人掌握
主導權，或者任由媒體炒作消費，不如用主動宣佈贏得輿論
的喝彩，用退場替自己定位。蕭萬長退場獲得所有媒體一面
倒肯定，正是「上台靠機會，下台靠智慧」的展現。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出線以後，來勢洶洶，馬英
九、蔡英文民調對比在伯仲之間，如果以實際票數估算，濁
水溪以南「一片綠海」，民進黨如探囊取物，國民黨必須依
賴北部「票倉」，來沖銷民進黨的攻勢，而「決戰中台灣」
就是關鍵之戰。吳敦義敢言敢辯，具戰鬥性，適足以補馬英
九之不足，加上「行政院長」挾龐大資源，吳敦義「帶職參
選」就具有強大資源以為後盾，「吳上蕭下」是此時此刻形
勢使然，與蕭萬長的個人條件並無絕對關係。

吳敦義上場，仍要做利弊得失分析，比如他與黨內大老疏
離，性格孤傲好辯，除了少數媒體以外，人際關係並不佳，
媒體「友軍」有限，尤其是電視評論者，「惡聲至，必反
之」，對吳敦義不會客氣。根據TVBS六月初民調，「馬王(王
金平)配」是最有可能擊敗民進黨者，差距是7%，「馬吳(吳
敦義)配」只比民進黨候選人多出2%，王金平略勝一籌，說
穿了就是「人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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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育及國民教育」令人關注

5月5日，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推出諮詢文件，建
議2012年全港小學率先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列為必修科，計劃於翌年擴展至中學。頃刻坊間
出現了不少聲音，有政客稱之為「洗腦課程」，故
意歪曲教育的正常發展，企圖將教育議題政治
化；同時，也有不少支持聲音，認為課程的推出
有助提升下一代的品德修養和對國家的認識。為
了進一步了解新科目，本刊記者專訪了負責制定
課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教
授及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博士。記者還參與了
其中一場諮詢會，會上座無虛席，教育界對新科
目的熱烈關注可見一斑。

齊家治國識天下 從修身做起
諮詢文件首頁有孟子的話：「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章句上）。」明確地
闡述了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目的，此科涵蓋個人、
家庭、社群、國家、世界五大範疇，為學生灌輸正
確個人價值觀，提升國民素質。

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說：「整個教育應從修身
做起，培養人的素質、處理好家庭，國家的整體素
質自然會好，以現代話說就是：人的素質就是國家
的軟實力。例如在國家經濟困難時韓國人自動捐首
飾救國、日本人震後的秩序與禮讓物資、四川震災
後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都展現出人類高尚的情
操。」他指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有兩個重要支柱，
其一是人的素質培育，包括品德、家庭角色以及與
不同社群的關係；其二，是國民身份的確立，從認
知到承擔。

教育發展之必然趨勢
事實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出現是教育政策發

展之必然趨勢。張永雄說：「在殖民地時代，香港
教育的課程範圍鮮有觸及國家、民族，1997年回歸
之前香港的教育是Do the right thing（做正確的
事），回歸之後是Do the thing right（把事情做好），
而現在則是Do the right thing right（將正確的事情做
好）。」

自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一直大力推動國民教
育。早於2001年，課程發展議會就公佈了《學會學
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將「認識自己的國民
身份，致力貢獻社會、國家和世界」列為七個學習
宗旨之一，在各學習領域、學科以及其他相關學習
經歷，加入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

新科目的醞釀早在十年以前。張永雄說：「2001
年的改革從教育制度及內容兩大方面檢視，我們要
思考一下：社會需要什麼人才？是否只是灌輸知
識？於是，教育從知識主導轉變成以價值教育為中
心。」

「因應社會發展、青少年成長，我們每5年有一
次更新，2006年檢視科目原有框架，2008年推出新
框架。」2008年，課程發展議會推出《新修訂德育
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到了2010年10月，行政長官
發表的《2010-11施政報告》提出邀請課程發展議會
檢視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進一步

加強國民教育內容，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持續
並有系統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

香港中小學校一直非常重視德育及國民教育，除
於課堂講授，亦藉㠥交流考察、服務學習、專題探
究等其他學習經歷培養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專責
委員會主席李焯芬說：「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一
直在中小學的層次不斷努力，主要分散在不同的科
目之中，如班主任課、常識課、公民教育課、中史
科及成長課等等，教育界亦有聲音認為這種做法太
分散，反觀新科目則較能聚焦並有系統地在中小學
推行。」

「從跨學科、滲透式轉為學科模式主要原因有
幾個，其一是學習目標更清晰，其二是跨度較均
衡，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到世界，讓學生
對學校、家庭、社區、工作生活、國家發展、世
界議題都有更廣闊的視野和積極的態度，做到
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放眼全球，立足本地）。」
張永雄說：「學科的理念是讓人的整體質素提
升，目標是堅守多元、多角去思考問題，學習疏
理從身份引伸而來的價值衝突問題，而重點放在
voice and choice（聲音和選擇）上，即要尊重及聆
聽學生的聲音，並非由老師向學生灌輸觀念，而
是幫助學生釐清價值，由學生自己去判斷、立
論。」基於既有的課程優勢及實踐經驗，加上有
詳細的範疇，他相信學科模式比滲透式較易看到
教學成效。

非匆忙推出 早有大量準備
李焯芬表示，委員會早已做了大量諮詢，最近舉

行的8場教育界大型諮詢會亦獲得超額登記，大部
分教育同工都理解新科目之必要性，並對課程抱正
面態度，他們較關心資源配套、師資培訓、教案編
寫、如何與現有課程整合及優化等問題，委員會會
汲取各方意見，落實未來計劃。

張永雄指從2001年開始已經過多年課程檢視與諮
詢討論，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他表示：「學科出
現是課程的自然發展，不存在所謂的『急』或

『快』，文件集合了不同學者、校長、教師、課程專
家、家長及其他相關持份者參與討論和商議的結
果，網上的文件是經過40多次修正後的版本，幾乎
每個章節都曾有6至7次修改。此外，網站除有17頁
的撮要（提要）外，還上載了260多頁的全文，闡釋
本科目標、課程內容及學習策略，並提供56個橫跨
12年的學習目標，以及各類相關的課程資源和參考
資料。」

原來在舉行諮詢會前，張永雄已接觸了超過100位
校長、家長會代表及多個辦學團體等，了解他們的
意見，他說：「因應各校推行國民教育的起點不
同，網站已上載了364個相關教案供學校參考，校方
可按需要對教學內容進行參考調整，務求為中小學
提供清晰的方向和到位的支援。教育局扮演學習促
進者的角色，以尊重校本、生本原則推行。」據瀏
覽所得，網站資源相當豐富，包括：推行模式建
議、教學資源介紹、課程規劃及評估工具等，相信
有助學界靈活推行課程。

塑人之品德 育民之素質
張永雄表示新學科非單純通識、知識灌輸，是人

的品德素質的塑造，而且有兩大特點，一是具有結
構性，二是具有可持續性。此科重點是整合德育與
國情教育，藉有系統的學習，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
觀及態度，令學生具備良好的個人品德和國民素
質。李焯芬指類似的教育在世界早已實行，他說：

「我在北美洲生活了20多年，孩子都在當地出生成
長，當地的功課壓力小卻很重視培育人的成長，具
體如怎樣待人接物都會落實至課程之中，就如加拿
大設有Canadian Study一科，美國則有American
Study，這些科目都是他們教育系統中的基本課程，
讓學生了解國情、山川地理、歷史現狀、國家的政
黨、經濟體系等等，十足我們現在所說的國情教
育。其實這是學生成長及教育的一部分。」

張永雄指出因為這種教育一直存在於西方社會的
大系統之內，故爭議性不大，他強調這是一個有使
命的科目：「西方社會一直十分重視國情教育，而
我們的國情教育主要包含了四大方面：一，是自然
國情：讓學生了解國家如何運用、開發資源，如何
提升人民生活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情況，令人對國
家的大地山河有認識、了解、欣賞乃至運用；二，
是人文國情：個人的身份與中華文化有密切關係，
了解中國的傳統價值如何反映在文學、美術、音樂
等不同的生活範疇之中，培養學生的欣賞力；三，
是當代國情：尤見於國民身份之建構，我們活在當
下，應對今天的政策、民生有所認識，如『十二五』
規劃、再生能源、綠色生活等等；四，是歷史國
情：從大歷史觀去幫助學生理解中國歷史發展，認
識如何建立包容與秩序。」

德育及國民教育非洗腦
德育及國民教育被指是「洗腦」，很多教育工作

者有不同意見。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的譚秉源校
長表示：最初聽說新科目推出亦有此擔心，但認真
閱讀諮詢文件後則所有疑慮都消失了。張永雄笑言
看清楚課程內容設計與學科出現原因，這個誤會自
然不會存在。「首先，課程所包括的五大範疇以至
教學策略都是鼓勵voice and choice，是讓學生自由
判斷、立論，重視獨立與理性思考，目標是讓學生
清晰自己如何作出判斷，了解自己的價值取向，根
本不是洗腦；其次，是沒有洗腦的可能性。香港是
一個知識開放的社會，各式資訊與觀點並存，網上
或坊間都很容易找到不同的聲音與意見，根本不可
能洗腦；此外，是人們太高估1-2堂的影響力，同時
又低估師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事實上，《禮記》的《大學》篇早已提出「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點，新學科是要優
化教學成效，與時並進，精益求精，以張永雄的話
而言，就是「回首以前，立根現在，展望將來」。新
科目的推出是一種改革而非加重教育負擔，而且課
程並不屬於應試機制，而是屬於校本及生本的，專
責委員會有義務促進及視察實踐情況，相信推進這
項課程的目的不會落空。（本文轉載6月號《紫荊》）

陳韻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