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人從呱呱
落 地 到 長 大 成
人、事業有成、
功成名就⋯⋯必

然經過求學階段，期間離不開父母、師長
的教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受益於父母之
言傳身教，還有賴幼兒園、小學、中學、
大學老師的循循善誘，悉心教導，使學子
納之於正軌，培育成才。
古語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

也」。老師除了教授課本知識、學問外，
並不時提點立身處世之道，正如著名教育
學家陶行知先生所說：教師的職責是「千
教萬教教人求真」，學生的本份是「千學
萬學學做真人」。此「教」與「學」不光
是指書本上的理論知識，亦指各種做人的
道理，求知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融
會貫通，才能掌握真本領，故前人總結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培養人才，
家庭、學校責無旁貸，但國家、社會的重
視及親朋戚友之適當輔助也十分重要，如

此方能增加青少年快成長、出成就、能成
功的機會。
俗話說：「萬丈高樓平地起」，幼兒

園、中小學早期教育尤為重要，此階段是
青少年價值觀、道德觀形成之關鍵時期，
對他們一生的影響很大，良好的思想品德
需從小樹立，這好比建築高樓大廈，地基
打得穩固樓房才能拔地而起。有道是「善
之本在於教，教之本在於師」。名師出高
徒，優秀的老師培育出優秀的學生，故人
們把教師比喻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而師範大學則是造就這些工程師的搖籃。
品學兼優的教師多由師範大學、學院培養
出來，為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許多傑
出人物在回顧自己成長過程時無不感激恩
師的栽培，毛澤東之成就得益於湖南省第
一師範學校的培育，當時該校有一批像徐
特立那樣知識淵博、志向遠大的學者授
課，他們追求理想，教書育人，甘於奉
獻，在他們長期熏陶下，立下了「以天下
為己任」之雄心壯志，經受各種磨礪，終

於成就大業，將偉名永遠鐫刻在歷史的豐
碑上。
所以人稱「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

業」，中華民族歷來有興教助學的優良傳
統，尊師重教蔚然成風。最近，溫家寶總
理專程到北京師範大學出席首屆免費師範
生畢業典禮並頒發證書，勉勵學生走上神
聖的講台，立志投身光榮的教育事業，並
深情地說：「去年教師節，我答應一定參
加你們的畢業典禮，今天我是來履約
的，」「實際上，我一直惦記㠥你們⋯⋯」
真情流露令畢業生深受感動及鼓舞。
認識到培養人才的重要性，敝基金過往

把許多資源投放在教育發展方面，資助國
內教育項目近400個，遍佈全國31個省、
市、自治區。看到人才輩出，能把青少年
培育成為有用之人才，為香港、國家、社
會作了點事情，乃人生一樂也。
希望社會形成尊師重教的風氣，兩岸四

地的教育部重視師範大學、學院的工作。
香港或許不可能依照實行免費師範生計
劃，但可考慮現職中、小學教師帶職深造
計劃，在此呼籲各富有人家及慈善教育基
金，多捐款支持教育，促使教育做得更
好、更完善、更有成績。

脊骨、肩頸問題困擾不少市民，近年市
民對脊醫服務的需求極為殷切。可惜，最
近勞工處再次拒絕在勞工法例下承認脊醫
簽發的病假紙。早前，在立法會人力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勞工處代表出席並解釋未
獲承認的理由，唯答覆令人極之失望，甚
至對脊醫的認受性和其簽發病假紙的準則
等存有質疑，間接歧視脊醫的專業。
當局在會上指出本港只有少數市民曾向

脊醫求診，而社會對脊醫的認識亦不深，
故拒絕承認。這恐怕是與政府一直未承認
脊醫簽發病假紙有關，使市民即使有意求
診，但因無法取得病假紙，被迫放取自己
僅有的年假或須先向西醫求診，故只有無
奈放棄求診脊醫。當局更指，只有教育程
度相對較高及每月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人士

曾接受脊醫診治，這說法全因脊醫未有被
納入公營醫療機構內，只由私營市場提
供，當然較為昂貴，而且又無法取得病假
紙，故一般市民較少接受脊醫治療。正因
脊醫簽發病假紙遲遲未獲政府承認，間接
對市民向脊醫求診造成阻礙，但當局竟以
此來辯解，根本難成理由。
當然，除了僱員，僱主及保險業界的支

持亦十分重要，故當局必須積極地平衡各
方利益，盡力取得各持份者的支持，而非
因無法說服僱主及保險業界而輕言放棄。
其實，承認脊醫簽發病假紙並不一定等同
於保險費用會上升，亦不一定等於僱員會
申請更多病假。現時，僱員求診脊醫不能
取得病假紙，故只有先向西醫求診，有些
僱員甚至以西醫代替脊醫治療，由於西醫

並非相關專業，有可能延誤康復，甚至使
病情惡化，最終，不但醫療費用增加，而
且僱員的健康亦同樣受影響。反之，及早
向脊醫求診可作針對性治療，使僱員盡早
康復，同時亦減低醫療成本，對各方亦有
利，故當局必須認真、落力與各持份者痛
陳利弊，相信各持份者深明大義必會理解
及支持。
脊醫註冊制度推行已久，其執業資格及

專業守則均受法例及脊醫管理局嚴格監
管。而且，現時本港已有脊醫業界制定簽
發病假紙的指引，亦有不少脊醫會保存病
人醫療病歷，只是當局未有向其了解，故
藉以指本港脊醫仍未完善及普及，拒絕承
認脊醫簽發的病假紙。當局無視脊醫專業
的重要性，三番四次拒絕承認脊醫簽發病
假紙，不但增加病人醫療費用，更重要是
延誤市民的病情及康復。當局承諾將會繼
續研究承認脊醫簽發病假紙的可行性，希
望當局能認真深入研究，了解市民對脊醫
的需要，並盡早承認脊醫簽發病假紙。

由白宮發動的阿、伊「反恐戰爭」已分別
打了10年和8年，戰爭耗費了本應該用來發展
經濟的各種資源，吞噬了近萬名年輕官兵的
生命。對華盛頓來說，兩場戰爭就像是兩處

「戰爭癌」，殘酷地將美麗、富庶的美利堅變成負債纍纍、失業率高
居、金融業毫無底氣的軀殼。現在國會山議員經常對「可不可以再借
錢？」、「要不要繼續打下去？」、「應該不應該限制奧巴馬打利比
亞？」等連小學生都懂得下結論的簡單問題鬧得不可開交。由於「戰
爭癌」已經進入晚期，如何醫治已經成為美國最感頭痛的問題。
奧巴馬政府近期公佈了美國的最新反恐戰略，決定把防範本土恐怖

分子列為今後反恐的重點。白宮高級官員稱，「基地」已經利用網絡
煽動美國恐怖分子，準備從美利堅內部向相關目標發動襲擊。白宮至
今已無可選擇，如果仍然將主要精力放在小布什開創的「全球反恐戰
爭」上，美國勢必給國內恐怖分子提供了發展良機。10年「全球反恐」
已經衍生了美國和伊斯蘭國家嚴重對立。奧巴馬迫於無奈，希望調整
反恐戰略，借伊斯蘭力量打擊「基地」極端勢力，並修補因為反恐而
疏離的美歐關係。

寄望化解和伊斯蘭恩怨
奧巴馬希望的是一箭雙鵰，既可以順利從兩大戰爭泥潭順利脫身，

又可化解和伊斯蘭國家的恩怨，讓他們成為反恐先鋒隊。美國布朗大
學近期公佈了由20多名學者經數年努力而完成的《戰爭代價》一書，
指「9．11」恐怖襲擊後，美國花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上的開支
已經達到近4.4萬億美元，美國納稅人為兩場大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代
價。並狠狠批評阿、伊兩戰的開銷和持續時間，已經遠遠超過中情局
和五角大樓「至多500億美元、最長半年時間」就可以完成「反恐戰
爭」的荒唐預測。
時至今日，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及襲擊未遂事件不斷湧現，

極大地刺激了美國人對恐怖襲擊的脆弱神經。從2010年胡德堡美軍基
地的槍擊事件，到去年聖誕底特律發生的炸機未遂事件，再到今年5
月紐約時代廣場的汽車炸彈，可以看到一起又一起的恐怖事件正在美
國本土內進行。10年的反恐戰爭已經證明，「拒恐怖分子於國門之外」
的戰略已經成為空話。此外，美國國內的1400萬失業大軍，已經成為
奧巴馬連任的最大障礙。高失業率不僅導致經濟惡性循環，也已經成
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白宮嚴重低估戰爭代價
《戰爭代價》指出，奧巴馬的「美國反恐戰爭開支為1萬億美元」的數字完全是自欺

欺人，與財政部付出伊、阿和巴基斯坦戰爭實際開支相差巨大。事實上，伊、阿兩戰所
有開支所需要付出的利息就遠遠超過1萬億美元。《代價》還指出，美軍在兩大反恐戰
爭中的幾萬受傷人員，將繼續成為美國的巨大負擔。兩場戰爭已經讓伊、阿兩國的50萬
人直接死於戰爭，間接死亡的人數更加無法統計，因為戰爭已經導致伊、阿兩國千萬人
喪失家園，連清潔的飲用水都無法保證，有病也無法得到治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茲發表的《3萬億美元的戰爭》一書，認為需要支付的戰

爭開支應該包括被白宮忽略了而必須付出的各類開支。如因為戰爭所產生的龐大財政赤
字、財政赤字需要付出的利息、巨額退役軍人醫療費、退伍老兵福利和國土安全已經給
服役人員及其家庭支付的「社會開支」等其他相關開支。無論是小布什還是奧巴馬，都
是低估戰爭開支、相信戰爭可以很快結束、認為因戰爭死亡官兵會很少。但伊、阿兩戰
爭給出的事實卻完全相反，顯示政客的確是美國走向災難的禍首。

有報章在七月九日刊出一
篇題為《沒有民主，何來愛
國？》的文論。我在住家平
台的遊樂場招呼一名正在玩
耍的鄰居小三女生過來看
看，問：「妹妹，你說題目
對嗎？」她先是搖搖頭說
「唔知道」；過了一分鐘她
跑回來指㠥文論說：「不
對。」「點解呢？」她說：
「民主在先，就有人借民主
不愛國和反對愛國。」又
說：「應該愛國在先，不然
民主會亂七八糟。」我納悶
的心豁然開朗，而寫這篇駁
論。

沒有民主之前
難道無愛國者？
「沒有民主，何來愛國」

立論之錯，首先是不符合自
從「國家」出現以後的數千
年文明史和中外古今愛國仁
人志士的可歌可泣事蹟。古
希臘的先哲蘇格拉底、柏拉
圖、安提司泰尼、第歐根
尼、伊壁鳩魯等，無論是提
出以善治國或以法治國，他
們都是愛國者；中國的孔
子、孟軻、荀況、韓非等，
無論是仁義、民本、法治的
建議，也都是愛國者；至於
楚之屈原、漢之蘇武、唐之
杜甫、宋之岳飛、文天祥、
明之史可法也可稱為愛國
者。有人反駁：他們只是忠
君，何稱「愛國」？但我們
得反問：「前現代社會」，
有哪種愛國行為不與君主或
其統治階級（組成國家）相
聯繫？就今天現代最「民主」

國家，英首相上任要宣誓忠於憲法這個「君主立
憲國家」，要晉見英女皇；日本也號稱「民主」，
但首相要忠於日皇；泰國紅、黃衫軍鬥個你死我
活，但新任的總理英祿要向泰王發誓，可以說他
們只是忠君不愛國嗎？略舉上例，是表明沒有民
主之前，愛國早就存在，且壯懷激烈動人心魄！

近代史以「五四」愛國運動為眾所周知，是先
愛國，民主才付之實現。先是學生要求「內懲國
賊，外爭國權」的愛國行動，才出現學生、市
民、工人罷課、遊行、罷市、罷工的愛國民主運
動。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兩「先
生」還是「五四」運動之後才陸續傳入中國的。
香港回歸祖國賦予民主之前，愛國者如莊世平、
李嘉誠的偉大愛國情操和行動始終如一，鞠躬盡
瘁。「沒有民主，何來愛國」是無視歷史和顛倒
了主次先後的立論錯誤。
「民主在先，就有人借民主不愛國和反對愛

國。」小學生的話一語驚醒夢中人，讓人不用去
追尋亞里士多德和盧梭、孟德斯鳩的民主理論而
在今天的現實中得到答案和印證。今日香港有些
號稱「民主」的代表人物，不都借「民主」和
「人權」為口號，在香港回歸後鼓吹「分裂的合
法性」和「香港自決」，並鼓吹「五區公投」和
「全民起義」，妄圖把香港從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
中分離出去嗎？「愛國在先，不然民主會亂七八
糟」，更是香港今日高喊民主者的寫照：辱罵、
搶咪、掃台、包圍、衝擊、㠨街阻塞交通、公共
場所塗鴉，就是反愛國、崇西方、效台灣劣質民
主。一語剝掉「沒有民主，何來愛國」的外衣。

愛國在先 不然民主會亂七八糟
該文論說，人沒有任何「權力」，「就算國破

人亡」，「沒有話事權的匹夫，當然沒道理要負
政治責任的。」這既暴露了作者的權力慾，也以
權慾去度愛國者之心。愛國麼，請分給我「權
力」，人人如是，幾時才能立共同契約去建設國
家，抵禦外侮？「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杜甫無權愛國如一；「為國犧牲豈惜身」，秋瑾
無位而為國獻身不悔；「父母教兒打東洋，妻子
送郎上戰場」，在國破家亡的抗日烽火中，豈只
匹夫有責，婦孺皆慷慨赴死，有誰先要「權
力」、「民主」才會一致抗日？「沒權」就不負
愛國政治責任既褻瀆中國人民的崇高愛國情操，
自己豈不羞死愧對中華民族？這是甚麼「學者」
和知識分子的一派胡言？
愛國主義，指的是歷史形成的熱愛和忠誠自己

祖國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是對待祖國的一種政
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它的具體內容取決於一定的
歷史條件，故各歷史時期各國衡量愛國的準則也
有所不同。但愛國二字，卻是世界各國的共識和
民族的靈魂。「沒有民主，何來愛國」的論題犯
駁之極，不過為「洋奴」、「漢奸」蓋上一層掩
醜布而已。

方西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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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祿作為泰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理即將上台執政，這無論是對泰國還是對英祿本人而言，都有重

大的政治意義，將在泰國史上留下具有時代標誌性的記錄。然而，英祿上任面臨的政治、社會、

經濟難題及隨之而來的政局變化，都將是嚴峻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英祿執政及面對的政局都

存在嚴重的不確定性、可變性因素和不穩定性。所有這些對政壇新星英祿來說，都是嚴酷的挑戰

和考驗。正因為如此，對於這位泰國政壇新人領袖，不僅泰國國內，國際社會既抱有期待，也存

在擔憂。

愛國主義，指的是歷史形成的熱愛和忠誠自己祖國的思想、感

情和行為，是對待祖國的一種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它的具體內

容取決於一定的歷史條件，故各歷史時期各國衡量愛國的準則也

有所不同。但愛國二字，卻是世界各國的共識和民族的靈魂。沒

有民主之前，愛國早就存在，且壯懷激烈動人心魄！「沒有民

主，何來愛國」的論題犯駁之極，不過為「洋奴」、「漢奸」蓋

上一層掩醜布而已。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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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麟博士 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

承認脊醫簽發的病假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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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祿領導的為泰黨在泰國此次國會下議院大選中贏得壓
倒性的勝利，把英祿推上了總理大位。從本質上來說，英
祿作為他信的親妹妹、政治新秀所取得的勝利，是他信前
總理的勝利，其為泰黨的勝利也是他信派的勝利，亦即所
謂「他信黨」的勝利。正是英祿為泰黨繼承了他信的基本
盤，推出了他信執政時大力實施的「草根政策」，即惠民政
策，以及承諾赦免所有自2006年推翻他信的軍事政變以
來， 被以「政治罪名」控訴或定罪的人，並要繼續調查支
持他信的紅衫軍去年遭軍警武力清場的流血事件，因而獲
得了廣大底層民眾，尤其北部、中部地區底層民眾的歡迎
和擁護，從而贏得了大選的決定性勝利。

恢復政局穩定是首要任務
然而，英祿上台執政首先面臨本派系及底層群眾政治、

經濟訴求的巨大壓力，而且是很難解決的壓力。首先，英
祿提出十大項惠民政策承諾，是很難兌現的。英祿現在接
手下來的經濟原本就是衰退的爛攤子，而要復甦和振興經
濟談何容易；如果再遇政局不穩，社會動盪經濟更不可能
有起色，英祿的十大項惠民福利政策承諾勢將成為空頭的
政治支票。
其次，英祿為泰黨承諾赦免被以「政治罪名」控訴或定

罪的人，顯然，這也是為2006年被軍事政變趕下台，並遭
貪腐罪起訴的他信前總理恢復政治名譽，以使至今仍流亡
國外的他信能順利回國。英祿若要為他信回國鋪平道路，
首先必須和軍方達成妥協，不追究軍方2006年政變和去年
鎮壓紅衫軍的責任，否則軍方可能因擔心他信回國後被其
暗算而再次發動軍事政變。
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如果英祿為了他信回國放棄追究

軍方責任，必然激怒紅衫軍。紅衫軍主席已經為此提出警
告，如果「以赦免某人作為赦免流血事件幕後真兇的條
件」，紅衫軍會結束對為泰黨和政府的支持，甚至「與之決
裂」。顯然，這是在警告英祿，不能為了赦免他信而赦免鎮
壓紅衫軍的幕後真兇。

穩住軍方 推動社會和解
對於紅衫軍而言，現時為在流血事件中死亡的91人和受

傷的2000多人討公道，強烈要求清算幕後真兇的政治訴
求，已成為了高於「支持他信」的第一口號。無疑，對英
祿及其政府而言，紅衫軍的支持是「如根基般」的重要；
而軍方保證不插手政治、不干預她執政也事關英祿政府的
生存。兩者缺一不可，前者如水既可載舟，亦可覆舟；後
者則如颶風可瞬間覆舟。自1932年泰國引進君主立憲制以
來，泰國軍方頻頻出手干政，至今已發動共18次政變。可
以說，歷屆泰國政府及其總理都不敢得罪軍方。而被軍方
政變趕下台的他信的妹妹英祿上台執政，軍方既擔心其通

過法律手段為他信報仇，也擔心英祿為支持其兄的紅衫軍
流血事件討公道。英祿為穩住軍方，獲得其不政變的保
證，而赦免2006年政變及去年流血事件的各方既包括紅衫
軍，也包括黃衫軍，當然也包括軍警在內。此乃是政治和
解與社會和解的勢在必行的解決之道。這也是在為長期以
來的社會分裂和衝突，尋求和解和團結亟需的重要政治決
斷和政策。而對於紅衫軍因此而存在的不滿，也須給予必
要的安撫。英祿也多次表示不會為了他信回國做特別安
排，他信也表示他暫不考慮回國。當然，更重要的是，英
祿要請紅衫軍領導人進入內閣，分配給部長職位，既褒獎
紅衫軍的支持，也平息紅衫軍的不滿情緒。
英祿為泰黨勝選，既因政治動盪、社會分裂、經濟衰

退，廣大民眾要求改變現狀而受益上台，卻也因此面臨應
對這三大難題的嚴重挑戰，而且處理這三大難題時任何重
大的失誤都會引發泰國政局的不穩，甚至動盪。而政局的
不穩和動盪都可能導致軍方的大張旗鼓介入，甚至軍事政
變。這似乎已成泰國的歷史慣性，軍方干政慣例。為了穩
定政局，英祿亟須盡快結束政治動盪；結束政治動盪，急
需推行政治民主和民主復興。英祿組建五黨聯合政府，意
圖就是搞政治聯盟、政治穩定和政治復興。這是可圈可點
的，因為英祿為泰黨在大選中獲得了下議院超過半數的265
個席位，完全可以獨自組閣執政。再者，要結束政治動
盪，也急需結束社會分裂。這需要英祿推行社會和解、社
會團結的政策，尤其需要紅衫軍和黃衫軍結束對立，不再
衝突，實現和解和團結。

振興經濟改善民生
其三，結束社會分裂，實現社會和解團結，就急需推行

經濟復甦和經濟振興的政策。泰國社會的分裂、對立、衝
突，除政治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由經濟原因所導致的。
這些年泰國經濟因政局動亂而嚴重衰退，加之經濟發展的
不平衡，北貧南富的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都巨大，農民和
城市下層民眾窮困，失業率高企，與中上富裕階層的收入
差距懸殊，因而導致社會的嚴重分裂和對立。這便是英祿
承諾推行其兄「草根政策」贏得了社會底層（包括農民和
城市平民）的大力支持的原因所在，也是社會底層紅衫軍
同支持中上富裕階層的黃衫軍發生對立衝突的經濟、政
治、社會原因所在。當然，民主黨執政這幾年經濟衰退無
起色，也使一部分受損的中產階層轉而支持英祿為泰黨
了。因而，英祿大力發展經濟、振興經濟，既努力兌現對
底層廣大民眾的福利承諾，也要使中產階層的收入能穩定
增加。只有這樣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復甦、經濟發展，泰國
的社會、政治才能趨於穩定。就英祿為泰黨執政而言，是
否能如願以償，不使泰國人民失望，國際社會失望，泰人
和世人都拭目以待。

英祿的難題與泰國政局
蒯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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