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中情局正在巴基斯坦政府和軍方內物
色「特別」官員，以便「培養」成新「領
袖」，取代已經變得「不聽話」的現有政府。
拉登被美國「海豹」突擊隊擊斃後，巴美相

互間的信任蕩然無存，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冰點。巴國政府官員為了國
家利益，深刻檢討和美軍的合作，並責令美方必須大幅削減在巴國武裝
人員。華盛頓一直認為巴國接受了他們的援助，卻沒有全力服務美軍，
於是考慮策反巴國官員。加上印度虎視眈眈、基地組織連續襲擊和巴國
民眾對政府的強烈不滿，四路夾擊下的巴國，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考
驗。
據西方媒體報道，中情局駐巴基斯坦分部主管和巴基斯坦情報局局長

之間的關係已經變得非常不好，兩人甚至經常惡語相向，意味 兩國情
報機構之間出現了難以彌合的矛盾。令中情局特別不滿意的是：巴基斯
坦情報局近期故意向相關媒體暴露了中情局駐巴國分部主管的個人信
息。而巴基斯坦情報局則對美國批評「巴情報機構與拉登有暗中聯繫」
始終耿耿於懷，甚至聲稱要斷絕和美國中情局的關係。美國和巴國情報
部門的緊張矛盾，可能導致美國做出更多有害巴國安全的特別行動。

民眾質疑巴國軍隊無能
美國「海豹」突擊隊不僅沒經巴基斯坦的同意，甚至連知會一聲都沒

有，就私自乘直升機進入巴基斯坦腹地擊斃拉登，並將屍體運走，侵犯
了巴方主權，已經引發巴基斯坦民眾的強烈不滿，並導致反美情緒空前
高漲。與此同時，巴國民眾也質疑自己的軍隊如此無能，竟不知道拉登
藏身在首都眼皮之下。事件不但引起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同時埋下政府
和民眾之間的不信任禍根。近幾個月來，巴基斯坦不僅受到華盛頓的無
理指責，還受到本國民眾的憤怒聲討，天天有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美國
和辱罵巴國政府。
美國侵犯巴基斯坦主權的軍事行動，不僅使民眾的反美情緒越來越難

控制，也使巴基斯坦政府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民眾和媒體輿論的雙
重壓力下，巴政府很難再像以前那樣屈從於美國軍隊。巴基斯坦情報局
局長已經公開承認情報工作的極大失誤，並願意為此承擔下台的責任。
目前，巴國正在調查和檢討情報系統與邊境部族地區的武裝組織的關聯
情況，但美國卻放空氣準備拒付已經承諾支援給巴基斯坦的美金。對巴
基斯坦來說，需要檢討的工作實在太多，面臨的考驗也十分嚴峻。

為反恐付出了沉重代價
據《印度時報》報道，印度情報部門稱：「有確鑿證據表明，數百名中國軍事工程人

員正在巴控克什米爾地區工作」，「他們正在試圖證實這些中國工程人員，是否正從事
一項軍事設施建設這個令人感到震驚的事實」。雖然中國官方已經表示，中國軍事人員
並未出現在克什米爾巴方一側，但印度仍以中印雙方存在巨大的軍事實力差距，和巴國
近期有異常舉動為借口，在印巴邊境增加了大批駐軍，印度空軍還在相關地區增加部署
了蘇-30戰機，顯示巴基斯坦的邊境安全隨時可能出現來自印度方面的威脅。
拉登被擊斃後至今，巴基斯坦幾乎每個星期都受到基地組織的恐怖襲擊，頻率之大，

令人難以置信。5月13日的西北部軍事訓練中心的兩起大爆炸，造成至少80人死亡；5月
20日、5月23日的兩起爆炸，又造成至少50人死亡。目前，巴境內發生的大規模自殺性襲
擊連續不斷，塔利班武裝甚至威脅稱「這是為拉登復仇的初步行動，好戲還在後頭」。
爆炸對巴國民眾所產生的心理恐慌，已經嚴重影響到巴基斯坦的國家安全。說明巴基斯
坦正為配合美國反恐而付出沉重代價。

近日先後有不少學者及專業人士，紛紛刊登廣告反對遞補機制，當中有兩個律
師公會、有「年輕學人」、有教協及專業人士團體、也有一班在大專院校教書的學
者。遞補機制自去年「五區公投」時已經提出，政府提出的遞補方案也有一段時
間，但這些學者或專業人士一直沒有出聲，也沒有表達強烈不滿。直到反對派決
定總動員借遞補機制炒作，在七一遊行臨近之時發難，這些所謂學者及專業人士
才紛紛披掛上陣，「大律師公會」更儼然反對派代言人般接連發表聲明，舉行記
者會與政府對陣，言論明顯早有預設立場，難免令社會對他們的專業水平有所懷
疑，認為他們不過是借專業學術之名，行政治宣傳之實。

假學術之名 行政治之實
日前多名大專院校學者更聯袂到立法會門外示威，並舉起寫上「豈能沉默」的

紙牌請願，要求政府撤回遞補機制，如果不明底細，倒令外界為這班「家事國事
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學者表示敬意，但細看這些學者的背景，卻發覺他們都是一
班不折不扣的政治學者，關信基、陳家洛、李志喜、黎廣德，都是公民黨的核心
黨員，其中關信基和陳家洛更是公民黨的前任及現任主席，被業界批評為「偽專
業」的黎廣德是公民黨副主席，李志喜也是公民黨核心黨員，這樣的政治陣容，
如何令人相信他們的言論是中立持平，特別是黎廣德等「假扮專業，真搞政治」
的行為早已聲名狼藉，還敢自稱學者及專業人士，怎不令人失笑。
其他如成名之流，社會早已看清其政治立場如何，在「公投」期間他就不顧學

者身份對違法違憲「公投」塗脂抹粉，立場取向偏重激進反對派的立場，但每次
上電視接受訪問總是擺出一副中立學者的形象藉以蒙騙市民，早已為人詬病。這
次他連最後的面紗也乾脆除下來，赤膊上陣與公民黨一眾走出來反對遞補機制，
如此學者哪有一點學者的風範？論事論政總以政治行先，完全不講論據不講理
由。他們反對遞補制的理據，重重複複就是什麼「敗者替補」、剝奪市民選舉權。
但政府官員及評論早已指出遞補制在國際社會行之多年，從來沒有被說是什麼
「敗者替補」，這種標籤性的抹黑言論出自反對派之口並不出奇，但出自一班學者
口中卻令人驚訝。

學者政治掛帥 損自身公信力
遞補制固然可以討論，但前提是必須實事求是有理有據，黃仁龍司長已提出了有關制度的法理依

據，政府也提出了修訂是要堵塞現時補選制度的漏洞，並非什麼剝奪市民的選舉權。然而，這些所謂
的學者對於政府的理據卻顧左右而言他，說遞補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卻解釋不了為什麼全球有80多
個國家或地區採取類似的制度？對遞補制違法的指控，也回答不了黃仁龍的理據，余若薇指對黃仁龍
的說法感到失望，但既然她這樣失望，為什麼不能從法理上予以反駁呢？就算她水平有限，公民黨如
此多「大學者」總能提出一套反遞補的論述吧？但至今社會什麼也看不到。這些學者現在拿 紙牌去
立法會示威，高舉什麼「豈能沉默」的標語，大叫口號，一味訴諸感性，卻提不出反駁的道理，與反
對派的支持者及憤青表現有何分別？所謂學者實在令人失望。
他們不知道的是，社會已經對這些有政治聯繫，有預設立場的學者愈來愈不信任，特別是成名、黎

廣德之流與黃毓民、梁家傑、梁國雄這些反對派政客基本上已無分別，都是政治行前，道理行後。他
們以為憑 所謂的學者身份，可以在關鍵時候發揮引導輿論的作用，但市民受騙一次、兩次後，還會
繼續受騙，甘於成為這些政治學者的棋子嗎？就如前美國總統林肯的名言：「你可以騙人於一時；不
可能騙人於永遠。」學者不斷扭曲是非政治掛帥，不過是在削弱自身本已有限的公信力，也令他們成
為學界笑柄。而他們的學生為了投教授們所好，可能也要習非成是，接收反對派的這一套，才是真正
的誤人子弟，也是社會最擔心的地方。不過最冤枉的倒是香港市民，每年大批公帑浪費在這些政治學
者身上，市民才是最大的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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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偏激為手段的「人民力量」黃毓民，為了令遞補機制草
案無法在暑假通過，竟然夥拍黨友陳偉業作反，聲言就草案提出
超過1,000項修訂，包括原則性修訂、更改實施日期、或增刪草案
內容等，貫徹其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個性。與此同時，黃毓民
亦不斷唆擺威迫反對派議員辭職，向政府施壓，惟反應未如理
想，「刁民力量」曲雖低，但依然和寡，可謂自討沒趣，自取其
辱。
政府之所以提出遞補機制建議，正是防止立法會議員動不動辭

職，如今黃毓民卻偏毫不識趣，再以辭職為手段向政府施壓，可
謂不識時務，他愈是想故態復萌，愈是反映出政府的修訂合情合
理，議員動不動辭職，以後豈不是補選當吃飯？基於公眾利益為
考慮，避免公帑浪費於「無聊」，政府的修訂乃大勢所趨。
上年黃毓民所發動的所謂「五區公投」，其他政黨缺乏興趣參

與，投票率破了新低，結果令政府白白損失了1億多的公帑，惟
始作俑者的黃毓民，並不以此為恥，亦不以此為戒，還想再來一

次，可惜其他政黨已經「見過鬼怕黑」，紛紛與他劃清界線，
「太上皇」死牛一邊頸，可謂自討沒趣。

偏激到「無朋友」的黃毓民，自擲蕉一役偷襲「成功」後，便
自視為大英雄，在議會之內的言行，一次比一次激，惟只有發
洩，沒有見地，不是破口大罵，便是擲物掃 ，自他出現，立法
會議員的整體形象通通被拉低，惟黃毓民卻毫不慚愧，除了繼續
偏激之外，還不斷地想出「屎橋」。
他天真地以為，以「拉布」將遞補機制議決拖後兩個月，便可

以醞釀民意，做很多事，其實他是妙想天開。自上年所謂的「五
區公投」結果出現，民意已經清楚反映抗拒無聊「公投」，如今
「太上皇」想做馬騮戲將草案議決壓後，結果只會令更多人支持遞
補機制，因為一條發臭的紅衫魚，就算放多了兩個月都會依然發
臭。黃毓民上年辭職後再選，現在又不斷唆擺別人辭職，正好反
映有人濫用辭職，亦代表政府出師有名，這正好證明，丟去這條
發臭的紅衫魚是一件正確的事。

在數千年華夏
文明史上，「執
子之手，與子偕
老」這句古老而

堅定的誓言，見證了中國人天長地久的愛
情與婚姻觀念。隨 時移世易，時代變
遷，如今中國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已成過去式，西風東漸下戀愛進入多
姿多彩的新時代，「不在乎天長地久，只
在乎曾經擁有」的愛情觀也應運而生，尤
其是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思
想意識也翻天覆地，離婚率大幅飆升，數
十年間今非昔比，有專家甚至指出，中國
將迎來「新離婚時代」，對社會之影響非
同小可，值得各方關注。
有道是「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

全」，並非人人都能獲得天賜良緣，從人
性角度看，啞忍一段「錯誤婚姻」並不人
道，離婚率上升代表個人意識的獨立和覺
醒，對離婚的寬容，亦代表了社會自由、
開放及民主的進步。然而不可忽視的是：

家庭解體對孩子的傷害無可估量。在西方
社會簽署婚前協議甚為普遍，但華人社會
以信任為重並不流行，因此離婚時難免你
爭我奪、吵鬧不休，法律保障亦難以面面
俱全，令經濟困難的單親家庭更易陷入困
境，無論怎麼看，離婚注定是一場兩敗俱
傷、禍延子女的悲劇，當事人實應慎重三
思。
要避免離婚，俗話說得好：「結婚前要

睜大眼睛」，大千世界芸芸眾生，選擇何
其多也，在這物慾橫流、金錢美色互換的
時代，更需以理智的態度、清醒的頭腦選
擇志同道合的佳偶，美滿婚姻才能事半功
倍；年青人亦應避免早婚早育，心智成
熟、經濟穩定是構築穩健婚姻之基石。
有幸天賜良緣、共諧連理者，不要忘記

婚姻還需精心栽培，如何讓愛情之花永不
枯萎，夫妻相處確有高深學問，豈是一句
「互諒互讓」所能道盡？可惜無人天生深諳
婚姻成功之道，亦沒有學校教授「夫妻相
處之道」，當年青人帶 愛的憧憬邁入婚姻

的殿堂，迎接他們的是生活中的柴米油
鹽、住房壓力、婆媳齟齬、子女管教等現
實問題，浪漫很快幻滅、感情逐漸變淡，
再加上「喜新厭舊」乃人類天性，若有第
三者介入，婚姻更易亮起紅燈，故此當代
離婚大軍中以年輕夫妻為主。有些人在婚
姻歷練中悟出人生道理，但往往已是傷痕
纍纍或家庭破碎；亦有些人輕率離合，卻
從不反省吸取教訓，而事實上再婚比初婚
面臨更多難處，故許多人會離完再離，蹉
跎一生之幸福。因此務必提倡婚姻輔導，
有專家表示：「幸福的婚姻不是沒有問題
的婚姻，而是善於解決問題的婚姻。」
夫妻是家庭的核心，家庭是社會的細

胞，故此婚姻穩定亦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元
素，值得政府及社會學專家之重視。另據
媒體報道，近年來「假離婚」隨 拆遷補
償、買二套房、逃避債務、孩子上學等問
題而不斷湧現，雖比重不大，但危害不
小，需防微杜漸，在制定政策時杜絕漏
洞，確保家庭和睦、社會和諧。

美 恩

黃毓民「拉布」自取其辱

方潤華

營造美滿婚姻 構建社會和諧

國際社會重新認識中共
仲　妍

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中共正在舉行各種活動，隆重紀念走過的90年風雨歷

程。75年前，美國人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開始讓國際社會認識了解真正的中共。

新中國成立後，受冷戰影響，國際社會一度對中共的認識出現很大的偏差和偏見。近年來，隨

中國的和平發展，國際社會掀起了重新認識中共的熱潮。與此同時，中共也在不斷加強自身建

設、逐步完善自身執政機制，並加大「走出去」步伐，向國際社會展示嶄新的形象。

從否定中共到承認中共的作用
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長期以來一直對中共存在較強

的意識形態偏見甚至敵視。從新中國成立的那天起，西方
國家就沒有停止過對中共的敵視甚至遏制。冷戰結束後，
雖然嚴格意義上的東西方對抗不存在了，但西方對中共的
潛意識排斥和敵視仍然存在。很多西方社會仍然像看待前
蘇共一樣看待中共。
不過，西方社會也不得不面對現實，承認中國取得的巨

大成就。只是很多西方國家習慣於把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
與中共分開，不願承認這些巨大成就是在中共領導下取得
的。
近年來，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和西亞北非政局動盪中，

中國保持政局穩定和經濟發展，並且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的
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不得不正視現實，進而逐步認識
到，要研究中國的發展經驗，要承認中國的發展成就，就
不得不承認中共的作用。
一是承認中共在中國人民當中發揮的精神支柱作用。著

名的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坦承，中國的
發展歸功於富有遠見卓識的中國領導人和樂於奉獻的中國
人民，是他們讓中國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實現了如此迅速
的發展。中國共產黨試圖做的是要成為改革的精神推動
者，與此同時不斷擴充自己以容納中國社會的新元素，允
許新的社會力量加入。基辛格的話實際上道出了很多西方
社會人士的普遍心聲，那就是不得不承認中共在中國改革
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美國《芝加哥華語論
壇》6月1日刊登文章說，歷史無可爭辯地表明，中國共產
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核心領導力量，是中華民族達
到民族振興偉大目標的中流砥柱和根本保證。
二是承認中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維護國家團結和穩

定的政治基石。肯尼亞歷史與國際關係研究專家穆尼內．
馬查里亞說，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如既往地平穩發展已成為

維護國家團結的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有 高度的執政能
力和管理能力，是其強有力的生命力和執政力的很好體
現。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易慕龍認為，中國為什麼能夠發
展成這樣的國家，我認為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非常有
紀律性，並能團結各個民族。沙特阿拉伯駐華大使葉海亞
指出，中國在改善民生、發展民主、保障人權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這些都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正確的。
三是承認中共在領導中國發展經濟方面做出巨大成就。

俄羅斯駐華大使拉佐夫指出，你不能不承認，多虧了中國
共產黨，世界經濟體系才得以「上浮」，並克服了全球金
融危機。澳大利亞原駐華大使芮捷銳也承認，中國共產黨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行動非常快速、堅定。俄羅斯遠東研
究所第一副所長盧賈甯說，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中國出現了經濟奇跡。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發
表文章說，對外開放政策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人類歷史上最
大規模經濟革命的主角，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如此龐大的民
族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實現物質生活條件如此根本性的改
善。美國CNN前駐華首席記者齊邁克曾感慨地說，中國
只用了30年的時間就把英國和美國在工業革命時期需要
100年才能完成的使命完成了，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
生活，僅憑這一點就要「給中國共產黨打一個高分」。

中共從神秘轉向開放
近年來，中共注意加強國際交往，加大向國際社會宣傳

自己的力度。中共不僅首次召開了黨中央主要機構的新聞
發佈會，介紹了各部門的情況，而且還公佈了十一個黨中
央機構的新聞發言人聯繫電話。中共還主動組織國內外媒
體到培養黨的高級幹部的中央黨校和從事黨的對外工作的
中聯部等中央機關參加開放日活動。許多黨中央的職能部
門領導人紛紛帶隊到其他國家開展交流合作。2010年5
月，中共還首次與歐洲各政黨舉行高層論壇，進行多邊戰
略性對話。
日益活躍的政黨外交，使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認識也逐步

從神秘轉向開放，一個善於理論創新、與時俱進的現代開
明開放的政黨形象逐步樹立起來。墨西哥民主革命黨主席
加西亞表示，中國共產黨思想活躍，敢於理論創新，在實
踐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是中
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歐洲左翼黨主席比斯基認為，
「中國和中共都發生了巨大改變。如今的中共已成為一個
開放學習型的政黨，能直面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並加以解
決。」《世界報》認為，「我們今天再也不能把中共政府
描繪成另一個時代信條中過時的、已廢棄的、教條主義
的、僵化的老人政府」。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最
近指出，「中共是唯一一個向社會各群體開放的共產黨，
它吸引了更多的階層，也包括私營企業主的加入。」

(本文轉載自2011年7月號《紫荊》雜誌，內容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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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制固然可以討論，但前提是必須實事求是有理有據，黃仁龍

司長已提出了有關制度的法理依據，政府也提出了修訂是要堵塞現

時補選制度的漏洞，並非什麼剝奪市民的選舉權。然而，這些所謂

學者對於政府的理據卻顧左右而言他，說遞補制有這樣那樣的缺

陷，卻解釋不了為什麼全球有80多個國家或地區採取類似的制度？

對遞補制違法的指控，也回答不了黃仁龍的理據。這些學者現在拿

紙牌去立法會示威，高舉什麼「豈能沉默」的標語，大叫口號，

一味訴諸感性，卻提不出反駁的道理，與反對派的支持者及憤青表

現有何分別？所謂學者實在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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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日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在北
京隆重舉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