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別行政區即將在香港中小學推行的國民教

育，應當是香港社會廣泛而持久地推行關於「中國人」

身份認同的文化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一項工作

作為一項重大文化工程，必須由特區政府負起領導和

指導的責任。

在當今世界上，各國（地）文化建設，如以一種產

業而言，具體項目（譬如文化設施）經營主要是由私

人機構來承擔；涉及社會核心價值建設和影響社會發

展方向的文化活動，則是在鼓勵私人機構和個人積極

參與的同時，由政府擔負起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一

些重大項目和活動甚至必須由政府組織實施。

國民教育有助擺脫「殖民管治」影響

香港特別行政區剛從英國長逾一個半世紀的「殖民

管治」平穩過渡而來，特區政府就更加負有義不容辭

的職責，必須帶領七百萬香港居民特別是佔其中絕大

多數的中國籍居民，擺脫「殖民管治」的影響。國民

教育的宗旨即在於此。這不是尋常意義的文化活動，

而是香港回歸祖國的神聖事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

分。

鑒於「殖民管治」的傳統影響和國際政治的現實影

響，特區政府顧及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香港社會相當

一部分人對於國民教育的抗拒，所以，在即將於中小

學推行的國民教育科中，擬由學校自行決定其教材和

教學方法，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正因此，特區政府必

須在全社會持續地舉辦各種類型的國民教育活動，配

合和促進中小學的國民教育。

換言之，即將在香港中小學推行的國民教育是香港

國民教育的一個途徑，香港社會的相關活動是香港國

民教育的另一個途徑，二者相輔相成，香港國民教育

才能夠取得應有成效。如果以為只要在香港中小學裡

做了「功課」便萬事大吉了，那麼，至少是一種幼稚

的念頭。

在香港中小學和全社會同時開展形式多樣的國民教

育，不能被污衊為「洗腦」。所謂「洗腦」是指以強制

方式灌輸片面的觀點和扭曲的事實。只要在香港中小

學和全社會都允許各種觀點展開討論和辯論，鼓勵和

幫助中小學生和香港社會大眾直面國家歷史全貌，那

麼，國民教育就是一項科學、健康和不可或缺的文化

事業。

相比較，香港某些政治團體在外部政治勢力的策動

和支持下，數十年來一直就國家現代史某一事件持續

地進行片面而扭曲的宣傳，那種偏離科學歷史觀的言

行，其實正是在對香港年輕一代「洗腦」。

樹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中國探索現代化的道路十分艱難和曲折。在數百年

或數千年之後我們的後人回首望20世紀中國歷史，應

該可以做比較概括而準確的描述，如同我們今天總結

數百年或數千

年之前的中國

歷史。然而，當

下，欲對最近數

十年中國歷史的某個

片段下一個簡單結論，

卻是十分困難，極具爭議性。

然而，歷史前進的步伐不容許創造歷史的人們糾纏於

歷史某一片段。糾纏於歷史某一片段，不啻欲歷史車

輪停留於某一時間。在香港，那些以中國現代史某一

事件大做文章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正是企圖將香

港回歸祖國的車輪滯留於某一時點上。

我在本欄已說過，推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中國籍居

民樹立關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不是要求香港居

民對國家已經、正在和將來發生的種種都持肯定的態

度，而是強調對於自己國家的態度必須是以自己作為

國家公民的一員為基本前提。

毋庸諱言，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籍和身份認同

是一幅色彩斑駁的圖畫。這是歷史形成的，給香港推

行國民教育造成難以估量的困難；決定了國民教育不

僅需要在香港中小學和全社會同時以文字、聲音和圖

像等多種方式來推行，而且需要結合香港經濟政治社

會發展的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活生生地來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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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原來從事運送雞苗的男子，因不滿政府在2008年
禽流感後收回活雞商販牌照，昨日在中環天橋頂張開大
幅橫額抗議，他在天橋徘徊，又不時站出天橋邊，導致
險象環生。一名警長在爬上天橋處理案件時，失足從天
橋頂墮下，送院搶救證實不治。
資深警長因公殉職，令人傷感。雖然事件源於意外，

有一定偶然性，但如果抗議人士不是採取如此危險的地
點、如此危險的方式去表達訴求，該警長根本不用冒險上去天橋處
理，也就不會因失足而喪命，這次慘劇完全是因為危險抗爭而引發
的。而且，該男子已經不是第一次，在今年五月也曾在汀九橋企圖跳
橋抗議，最終又是被警員制止。這次更導致警員喪生，警方必須依法
追究其罔顧他人安全的行為，以免其他激進人士有樣學樣。

實事求是的看，該男子因為政府收回活雞牌照而失去工作，固然值
得同情，但是否一定要政府發放賠償卻是值得商榷，否則政府要加煙
稅豈不要向香煙生產商、全港煙販賠償？推行室內禁煙食肆生意也可
能受到影響，政府豈不又要向所有受影響食肆賠償？政府收回活雞牌
照是為了市民健康 想，該男子卻以此為由，強要政府賠償損失，否
則就要跳橋示威。
令人憤怒的是，「人民力量」黃毓民、陳偉業一直在背後支持該男

子抗爭，黃陳兩人更在網上電台不斷鼓動他以激烈手法去迫使政府賠
償，陳偉業甚至說要追打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梁卓偉，這些都是有錄
音可查，兩人推諉不了，是否可構成教唆他人或恐嚇罪不得而知，但
肯定是由於兩人撐腰，煽動了該男子採取更激進的手法去抗爭，因而
導致了慘劇。黃毓民、陳偉業為危險抗爭煽風點火，然後以抗議者的

形象出來為市民「爭取公義」，而今抗爭玩出火，黃陳兩人也是幫兇，
虧陳偉業昨日還有面目出來做一場政治騷，他究竟有沒有良知？
黃毓民、社民連等不斷在社會上製造政治對抗，鼓動激烈抗爭，已

對社會風氣造成極惡劣的影響，幾乎每次示威都「動武」收場，大批
憤青被拘捕。市民都會問：究竟這樣的示威有什麼意思？除了是讓黃
毓民等人顯示所謂的政治實力外，對社會有什麼好處？而且，隨 黃
毓民被社民連掃地出門，兩批人馬更是各走極端，鬥癲鬥激。日前，
黃毓民更在網上電台稱，政府推出替補制度，香港遲早會出現「暴力
政治」，「汽油彈都就快出 ！唔係我嚇你，一定 ！」陳偉業也威
脅會「見血」，聯繫其御用網上電台近日奇怪地出現了教人製作炸彈的
帖子，顯示黃毓民等人的激進路線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而陳偉業
預告「第一滴血」也已經出現了，可惜卻是出現在盡忠職守的警員之
上。
黃毓民、陳偉業等要在社會上鼓動激進暴力風氣，破壞社會穩定以

撈取政治油水，最終只會自食其果，受到民意的唾棄。

最近七八年來，香港經濟轉型、政治轉變和社會演進是十分地艱難，不能夠排除這樣一

種可能性，即香港一些居民需要經歷曲折甚至挫折才會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融入國

家，而香港的中國籍居民必須認同中國人的新身份。請看：有人是如何自鳴得意地誇耀其

所屬政治團體為港珠澳大橋工程設置障礙是為七百萬香港居民「造福」；有人是如何千方

百計地為其服務的外國主子在香港政制發展和管治架構中謀取利益。特區政府和社會有識

之士如果看清風險，就應當行動起來，努力推行國民教育，避免香港多數居民一定要品嚐

了香港經濟遭受嚴重損失的苦果才醒覺。

國民教育的宗旨與途徑

CY在接受有線電視《我的父親母親》訪問時，和節目
主持陳啟泰重回自己成長的地方，包括中區舊警察宿舍
及西營盤朝光街一帶。他回憶道，兒時家庭經濟並不充
裕，連西環的住處都是靠穿膠花賺錢買回來：「媽媽全
職穿膠花，日做十幾小時⋯⋯那時全家總動員幫手穿膠
花，1個月賺300元；爸爸當警察，人工也是300元。」

日 幾十磅 右膊頭較闊
他坦言，自己的童年生活在讀書外，就是幫手做家

務，「我不會煮飯，惟有到街市買 ，買 會格價及講
價」，而取膠花回家及送貨，令他變成了「鴛鴦膊」：
「以前朝光街有間塑膠廠，我負責取及送膠花，當時只有
11歲，每天揹 幾十磅的白布袋，在屋企同塑膠廠穿
梭，但膠花太重，要行 停 。因為用右膊托膠花，日
子久了，右膊會較闊。」

警爸教做人 搵錢依正途
在父母的身教影響下，CY自小養成刻苦勤儉的性格：

「爸爸當警察時，是在廉政公署成立前。當時，警隊及社
會風氣貪污腐敗，雖然生活很辛苦，但爸爸從沒有貪
污，媽媽選擇靠自己的勞力賺錢；我以前住警察宿舍，
返警察小學，身邊的警察子弟多零用錢花，自己卻沒

有。不過，父母的身教，令我明白到錢人人都想有，但
要用正當方法賺，更重要是如何抵受引誘。」
他又難忘自己留學英國時家人給予的支持：「20歲時

我第一次出門赴英讀書。到外國留學是我自己所想，因
為香港地方小，我想到外面的世界見識，但當時最大的
困難是錢，因為當時的機票很貴，單程也要3,000多元，
父母用了『紅簿仔』的積蓄，家姐賣了嫁妝，為我預備
好第一年的學費及生活費。一家人到機場送機，回家後
第一個哭的竟然是爸爸。」

留學半工讀 使費靠自己
在留學英國的時間裡，CY亦寧願靠自己半工讀賺取零

用錢，也要省下父母及姐姐早已為他預備好的生活費：
「我留學英國期間半工讀，一星期有兩、三晚在中國餐館
做兼職，每日做6、7小時，基本上夠生活費，帶去的錢
就省了下來。」
種種經歷，令已為人父親的CY十分重視家庭生活，盡

責做個好爸爸：「以前放工就回家，很少在外應酬。每天
早上會駕車送子女返學，在車上聽收音機，以此作為話題
和子女傾談，就連囝囡都話『爸，你好多 講呢 。」
CY的訪問將於本周六（18日）晚上8時至9時，在有線

娛樂台（12頻道）播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度引發激烈爭議的增加汽車首次
登記稅條例草案，在運輸及房屋局

聽取議員意見作出修訂後，終於獲立法會「開綠
燈」，獲得39出席議員中以25票贊成，13票反對，0票
棄權三讀通過。

加車稅立會開綠燈
立法會昨日恢復二讀汽車首次登記稅條例草案，私

家車首次登記稅增加約1成半，並三讀通過草案。支
持草案的民建聯議員黃定光讚賞當局從善如流，參考
了民建聯的建議作出修訂，包括在預算案公布前已訂
購新車可獲豁免，以及增加環保車的寬免額等，並相

信政府可以順利安排退稅，鼓勵巿民使用環保車，紓
緩路道空氣污染。
公民黨、民主黨及自由黨都反對條例草案。自由黨

議員方剛質疑是次加稅並無對症下藥，無助解決塞
車，亦會打擊車主換新車的意慾，令路面舊車相對增
加，空氣污染將會更嚴重，並諷刺政府「弱勢」，推
行政策時遇到阻力，為求條例通過而作出修補。民主

黨甘乃威則批評，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是把塞車責任
推在新車車主身上，並不公道和不環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表示，有必要在交通情況

進一步惡化前果斷地遏止私家車增長，否則日後即使
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都不能紓緩交通擠塞，當局亦已回
應市民訴求，豁免財政預算案前已落訂的新車徵收新
稅以及提高環保車的稅務寬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環立法會大樓即將完成其歷史任
務。隨 添馬艦新大樓料可於今年新

一屆會期如期入伙，現大樓將變身為特區終審法院的
新址。不過，所謂「年紀大、機器壞」，在搬遷前夕，
現大樓昨晨發生石屎剝落事件，幸無人受傷，當局亦
即時安排維修人員到場檢驗。
近日有大廈簷蓬倒塌，幾乎釀成人命損失。立法會

大樓面向皇后像廣場一方的外牆頂部的石屎簷篷，於
昨晨11時許突然有10多塊小石屎墮下，大部分為碎
石，最大的約5厘米長。當時，有反加煙稅的團體正在
附近準備示威，幸未有人被石塊擊中。
事發後，立法會保安人員即時將現場圍封，避免有

人行近。隨後，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建築署派員到現場
檢查，經初步評估後，估計是因為物料老化而導致石
屎剝落，當局稍後會安排人員正式維修。
立法會秘書處發言人稱，立法會大樓為法定古蹟，

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建築署每年都會為大樓進行全面的
檢測工作，而對上一次的檢查在去年12月，當時並無
發現大樓有任何損毀情況。■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千呼萬喚始出來」。
香港社會各界翹首以待、

財爺曾俊華向合資格市民派發6,000元現金
的具體安排，今日會正式「揭盅」。據了
解，就有關「何時年滿18歲及成為香港永
久居民方符合 錢資格」的問題，當局傾
向將符合年滿18歲，及成為香港永久性居
民的界線定於明年3月31日，並計劃於8月
28日起按年齡分階段登記，長者優先。

料今年底陸續有錢收
合資格的受惠市民需要填寫個人資料及

指定銀行戶口的登記表格，再交給指定戶
口的銀行，而沒有銀行戶口的市民可透過
郵局，或於網上、或透過郵寄中央郵箱登
記；在海外合資格受惠的港人，可以透過
網上或郵遞登記。當局預計，在登記後約
3個月，市民就可獲注資6,000元進入其帳
戶。
據悉，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將於月底

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有關的派錢安排，特
區政府其後於7月8日本年度最後一次立法
會財委會上，提出撥款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會大樓石屎雨幸無傷人

派
錢
﹁
合
格
﹂
線
定
明
年
三
月
底

■立法會在25票贊成，13票反對下，通過增加汽
車首次登記稅。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成功非僥倖」恍似老生常談，但香港的政商界領導，無不是捱過這

種艱辛方有今日的成就。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CY）在接受電視訪問

時，憶述自幼家貧，靠穿膠花賺錢幫補家計，更因取貨及送貨而弄至自己「鴛鴦膊」的往事。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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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危險抗爭出人命 鼓動者難辭其咎 卓　偉

童年家貧穿膠花
振英捱到鴛鴦膊

刻苦成才

物料老化

為民爭利

今日定案

已訂車免加稅 民記成功爭取

■梁振英重回童年曾居住的中區舊警察宿
舍，細說當年的艱辛日子。 有線電視供圖

■立法會大樓外牆石屎突然剝落，當局緊急派員檢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