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8日，立法會舉行「惜別立法會大樓」活動。

約150位歷任和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聚首一堂，依依不

捨地跟這幢已肩負立法任務逾25年、多達9屆議員曾議

事論政的大樓道別。但部分議員在18日晚告別昃臣道

的大樓，翌日早上睇完「新樓盤」之後，指要經過新

政府總部「門常開」個窿先至可以去到立法會，聲稱

不能接受胯下之辱，寧願唔搬。亦有部分議員指新大

樓的設計，包括外圍的交通安排以至新大樓與政府新

總部的通道等，均「不利」於議員以至示威者。新大

樓設計不足之處可以改善，但新大樓可能是世界上最

豪華的議會大樓，少數議員以無尚尊貴姿態進行過分

的挑剔，隱約透露出少數議員的某些積弊和陋習。廣

大市民希望，立法會搬遷後應除弊布新，更好地為市

民服務。

修訂《議事規則》制止議會暴力　
18日的惜別儀式中，一個重要項目就是「時光錦囊」

出土典禮，一眾議員把香港回歸前50多件埋藏在立法

會大樓外地底的紀念物品「開封」。有人感慨時光的魅

力，表示能參與這段歷史實屬有幸。因一句「臭罌出

臭草」而被當年的立法局主席黃宏發趕出議事廳的街

工梁耀忠，在時光錦囊擺放的「臭草」亦出土，他稱

當日只是說出事實，對被趕離會議廳感到不忿氣。黃

宏發回應說，當日只是負責維持秩序。有資深議員就

憶述，從前行政立法關係良好，官員和議員互相尊

重，「就算意見不同，大家都會心平氣和，不會有人

玩 和掟 」。的確，立法會積弊之一，就是議會文化

粗野化甚至演化為「議會暴力」。

社民連（現在分為社民連與「人民力量」）最先把台

灣民進黨的「議會暴力」和「暴民政治」引入香港，

先在議會內擲蕉、掃 、爆粗和襲擊官員，並且逐步

將暴力政治蔓延到社會，多次衝擊中聯辦，包圍立法

會。近來暴民政治更有惡化的趨勢，包括襲擊特首，

「反預算案遊行」演變為暴力衝突，以及示威者衝擊官

員，到超市和私人機構搗亂等。香港的主流價值，是

理性、持平、溫和、自由及進步，「議會暴力」和

「暴民政治」不為港人所接受，應該受到譴責。立法會

今年3月曾辯論針對行政長官及公職人員暴力行為事

件，多位議員認為，現時暴力行為已由立法會蔓延至

議會外，越演越烈，有需要遏止，否則歪風會影響整

個社會，需要修訂《議事規則》以制止議會內的暴力

行為。而反對派議員則為議會內的暴力行為護航，反

對修訂《議事規則》。廣大市民希望，立法會搬遷後首

要除弊布新的事情，就是修訂《議事規則》以制止議

會內的暴力行為。

反對派議員要改變只顧做政治騷陋習
廣大市民希望立法會搬遷後除弊布新的事情，是某

些議員要改變不為市民利益考慮、只顧做政治騷的陋

習。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調查發現，有51%受

訪香港市民不滿立法會議員最近3個月來的整體表現，

而滿意率更下跌至10%，為有關調查自1998年進行以

來的最低位。雖然民調顯示，市民對曾蔭權和政府施

政的不滿比率上升，但立法會議員整體表現比政府還

要不堪。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中無法不說出

一個事實：每當立法會的民望下跌時，政府的民望也

會受到拖累。

其實，政府

和立法會的關係

就像一個硬幣的正

反面，互相對立，但

又榮辱相連。反對派議

員錯誤地認為，只要擅長做政治

騷，狙擊政府施政，令政府民望插水，他們的民望就

會隨之上升，於是他們千方百計狙擊政府施政，製造

矛盾，分化社會，令香港產生泛政治化傾向，衍生數

不清的爭拗，政府動輒得咎，難以集中精力進行科學

有效的決策，社會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環境，這不

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亦令香港社會產生了可

能會被邊緣化的憂慮。反對派議員對於政府提出的政

策及大型基建工程總是百般刁難和阻撓，高鐵工程被

他們一再拖延、港珠澳大橋在即將動工之時突然被阻

停、財政預算案所引發的爭議以至交通津貼計劃一波

三折等，都反映反對派議員對於政府施政的阻撓，已

經嚴重影響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廣大市民希望

立法會搬遷後，立法會在政府餘下任期，應與政府建

立行政與立法互相制衡而又互相配合，特別更重於配

合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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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人說，反對派因為特區政府的遞補機制而恢復團結，筆
者認為這只是反對派苟合的一個方面，看過周日的一場鬧劇，更
加印證筆者看法不差。
在剛過去的周日下午，民主黨、公民黨等十多名議員在銅鑼灣

時代廣場外進行反對遞補機制抗議活動，他們設置一個鼓，讓市
民「擊鼓鳴冤」，以反對政府的議員出缺遞補機制。其後有大約
二十名「人民力量」及支持者到場，其中任亮憲更拉起「民主病

夫」橫額，諷刺民主黨沒有呼籲巿民在7月13日如期包圍立法
會。其後兩批人互相叫罵。從電視熒光幕所見，他們不單沒有一
絲團結的精神，還險些兒扭作一團，開其「大片」。
所謂「相嗌唔好口」，反對派之所以這樣出醜，針鋒相對，乃

意料中事，民主黨與「人民力量」早有牙齒印，後者不滿前者支
持政府的政改方案，早已聲明會在區議會選舉狙擊民主黨，但估
不到突然間又出現一個遞補機制爭議，給「人民力量」一個提早
狙擊的藉口，於是提早展開「預演」。
公、民兩黨在政府還未有展開諮詢便要求撤回遞補機制已經

夠惡，怎知道還殺出一個比他們更惡的「刁民力量」，真的惡

人自有惡人磨。公、民兩黨之「病」不在於沒有呼籲巿民在7
月13日如期包圍立法會，而是「病」在未真正了解政府的諮詢
內容便反對，他們仿如一隊足球隊，還未知道球例便決定罷踢
一樣。
相對於公、民兩黨的無理取鬧，「人民力量」「病」得更利

害，他們真正已經病入膏「盲」，他們對民主的「熱愛」程度已
經進入「盲目」程度，他們相信只有抗爭才算「冇病」，稍為溫
和一點都是「有病」，他們自以為是、走火入魔，他們不斷地自
我歸邊，玩 自殘遊戲，不斷地自我毀滅，化整為零再次分裂就
是他們的終極命運。

反對派狗咬狗骨 美　恩

廣大市民希望，立法會搬遷後首要除弊布新的事情，就是修訂《議事規則》以制止議會內

的暴力行為。其次是某些議員要改變不為市民利益考慮、只顧做政治騷的陋習。立法會在政

府餘下任期，應與政府建立行政與立法互相制衡而又互相配合，特別更重於配合的關係。

立法會搬遷後應除弊布新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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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楚基

最近梁振英（CY）積極就社會
議題發言，而由下周一開始，CY

更進一步，將於每日乘搭巴士上班下班的市民「日
夕相對」：CY昨日在其最新網誌中宣布，他和著名
導演張堅庭就香港社會現象的對談節目，將於25日
開始，在九巴的電視頻道Roadshow（路訊通）中播
出。
他在網誌中說，張堅庭雖然經常「飛上飛落」，

但對香港不僅十分關心，且對社會現象有透徹的見
解，而在個多月前，他就和「堅挺」錄影節目，大
家互動對談，產生了有別於一般時事節目的效果，
而經過個多月的精心製作，該節目亦正式在巴士亮
相。CY介紹說，這個對談節目將輯成10集，輕鬆生
動，深入淺出，每集時間不長，迎合巴士乘客的路
程時間，可說是「大題小做」，「希望大家喜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CY張堅庭Roadshow對談
曾與原前 召

集人、民主黨副
主席劉慧卿（惡女卿）以前 名義
參加立法會選舉的「民主動力」召
集人蔡耀昌（狗哥），自惡女卿蟬
過別枝，轉投民主黨懷抱後，就一
直「孤家寡人」，只試圖借自以為
是反對派「共主」的「民主動力」
的招牌爭議席。不過，選舉是殘酷
的，在各反對派政黨「自顧自」的
情況下，只得「虛名」的「狗哥」
在上屆區選連任失敗。所謂「痛定
思痛」，隨 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
將臨，「狗哥」終於告別多年「單
身」的政治生涯，靜悄悄地於今年

6月正式遞表過檔民主黨。

搵靠山欲收復區選失地
所謂「為利益而結合」，狗哥

「無聲無息」、鬼祟地過檔民主黨，
正是基於選舉當前的「現實」考
慮。他解釋稱，在政改討論過程
中，自己身為「終極普選聯盟」的
成員，「走得太前」，結果被社民
連以至「人民力量」猛烈攻擊，成
為「箭靶」，又稱近年反對派分裂
且互相攻擊，對「爭取民主」並沒
好處，故自己於去年6月已考慮加
入民主黨。
他稱，當時由於香港「支聯會」

主席司徒華病重，而自己身為該會
的副主席，故要分擔及兼顧該會的
事務，不想自己加入民主黨而引致
任何變動，直至職工盟議員李卓人
接任該會主席，會務穩定下來，再
加上反對派區選協調亦已「七七八
八」，遂將自己任「民主動力」召
集人、負責協調反對派各黨派選舉
的責任交棒予鄭宇碩，才正式向民
主黨遞交入黨申請表格。
儘管明眼人均知，他此舉實與年

底區選脫不了關係，但「狗哥」聲
稱，自己現階段的任務是先協助
「友好」打好區選這場「背水之
戰」，自己參選與否仍在考慮，而
會否在民主黨名單排隊參與明年立
法會選舉，他則聲稱言之尚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狗哥」靜雞雞埋白鴿堆

新一屆區議會將
於年底舉行，爭拗

多時的反對派協調機制終有初步定
案。負責牽頭的「民主動力」宣
布，6個參與協調的反對派政黨政
團，將共派出250人參加區選，再加
上50名「獨立」反對派友好，預計
總共會有300人參選。為爭取最多議
席，他們初步傾向聯手搞宣傳工
作，包括設立共同政綱以至宣傳單
張，並計劃舉行「聯合誓師大會」。
「民主動力」成員鄭宇碩昨日在

記者會上稱，經初步協調後的區選
名單共250人，分別來自民主黨、公
民黨、民協、街工、公民起動、職
工盟和50名反對派友好人士，包括
「新民主同盟」成員，人數較07年的
294人輕微增加。

擬聯合宣傳示「團結」
他續稱，上屆區議會選舉基於投

票率下降，令反對派的議席較03年
少，為求今屆取得更佳成績，故他
們經初步討論後，各反對派參選者
決定聯手搞宣傳工程，包括設立共
同政綱及推出宣傳單張，以至舉行
「聯合誓師大會」等，又會於稍後在
報章上刊登該300名參選者的姓名及

參選地區，令選民掌握反對派參選者的情況，
希望顯示出反對派的「團結」。

聲稱團結實各懷鬼胎
不過，反對派公開聲稱要團結，但實質各懷

鬼胎，故是次聯合宣傳成功與否仍是未知之
數，故鄭宇碩已「鋪定後路」，稱各黨派對此
暫時未有定案：「要待各黨派內部確認參選名
單後，才能夠落實有關宣傳工作，加上區議會
的選舉經費有限，不能過早公布。」

人民力量續狙擊白鴿黨
社民連以至其後從中分裂出來的「人民力

量」，堅拒參與反對派的協調，而後者已表明
會在今屆區選「狙擊民主黨」，為選舉增添變
數。鄭宇碩就趁機大打「告急牌」，聲言建制
派的「選舉機器龐大」，「資源又多」，稱反對
派倘能保住現有議席甚或有些微進帳，已算理
想云。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就說得更白，並借是次區

選協調，明捧社民連以踩「人民力量」，稱社
民連雖退出協調機制，但未有與其他反對派參
選者撞區，不像「人民力量」，「狙擊不是為
贏得議席，只是想令目標人物不能勝出」，並
揶揄道：「這不是一種嚴謹的選舉態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表面團結

利益掛帥

香港社會熱議新屆特首參選人，最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阿曾）亦「榜上有名」，被指為「黑馬」。阿曾坦言，的確有

市民問過他會否參選新一任特首，但自己是「三無一有」：無人脈、無班底、

無勇氣，但「有」少許自知之明，故自己從來無意「去馬」參選。

在昨日原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新書發布會
上，被指為「黑馬」的阿曾，以及據傳有意參
選新一任特首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CY）
均畀面出席，大家並就「政治多角論」展開對
談。
CY與會，令是次分享會變得特別敏感，為免

外界揣測背後隱含「玄機」，故在分享會甫開
始，康民叔就主動「澄清」，指自己有同時發
信邀請其餘兩名被指為「疑似參選者」，包括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全國人大代表范徐麗泰與
會，但礙於他們公務繁忙未能出席，並強調自
己對所有「疑似候選者」一視同仁，絕無偏幫
之嫌。

康民叔籲多諒解少責備
會上，康民叔又分享了自己對參選特首的有

心人的期望，指最重要是有承擔大時代的態
度，而非單為了獲得利益「抽水」，否則無法
獲取市民的支持，尤其出任特首是一項非常艱
巨的任務，致使他佩服有心參選的人，呼籲社
會給予更多厚道、愛護及諒解，不要經常太多
責備，「香港情況複雜，要掌舵香港這條船並
不容易，我即使年輕20年亦無勇氣參選，所以
凡有心出來競選都值得佩服和讚賞。不過，市
民眼睛是雪亮的，只希望有承擔不抽水的政治
人物當之」。

精英寧棄政從商免謾罵

康民叔又坦言，目前很多活躍於政壇者，無
論講話以至撰寫文章，內容均「不合邏輯」，
表現不合格，但他期望香港社會對「疑似參選
者」以至其他從政人士「多諒解少責備」，才
能吸引流向商界的社會精英棄商從政：「從政
的人好像站在火山口，經常遭謾罵；相反，從
商有豐厚回報，香港精明人才大多選擇從商，
致使商界有很多翹楚，但真正承擔政治責任的
人不多。」

阿曾當年被批恃才傲物
他隨後話鋒一轉，點名讚揚阿曾有承擔，並

指對方是他近年比較欣賞的人物。曾鈺成聞言
隨即笑言，康民叔多年前曾經批評他恃才傲
物，非常「招積」，但自己在接棒出任培僑中
學校長多年後，已經被康民叔成功馴服了。
既獲康民叔點名讚賞，自然挑起傳媒的神

經。被問到會否考慮參選特首時，曾鈺成在回
應時笑說，自己並不符合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提出的出任新任特首的條件，又強調自己
「三無一有」，故從來無意「去馬」參選：「雖
然政客永遠不應說不，又的確有人曾經游說我
參選，但我從來不是謙虛的人，如果我根本就
沒有信心，那為甚麼要冒險？」
被問及未來特首應具備甚麼條件，阿曾認為

這個重要議題並非三言兩語可以交代，而應留
待公眾嚴肅思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阿曾自稱三無一有
特首黑馬無意去馬

熱論特首

■反對派昨日公布新一屆參選人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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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巴士

香港政壇近年「人才荒」問題嚴峻，導致政
府及立法會均出現青黃不接。在原港區人大代

表吳康民新書分享會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引述行政會議召集
人梁振英20年前的說話：「一流人才從商，三流人才從政」，並
笑言對此「銘記在心」。同場的梁振英笑 解釋，自己當時言論
是源自當時的世界性趨勢，並以英國從政者的晉升階梯為例，
表明與今日政府的晉升大不同，曾鈺成聞言後幽默指，自己亦
期望立法會薪酬與局長相若，隨即引來哄堂大笑。
梁振英解釋說，自己當年在世界各地周圍跑，「識幾隻字」，

發現當時西方「人才荒」的現象比較普遍，並以30至40年前的
英國政治人才的晉升階梯為例，指大部分會由學生會領袖至參
加政黨，再做助理，及後出任國會議會候選人，幾經磨練後升
任部長，明顯與今日的香港社會大有不同。
他並以新加坡近年提倡部長薪酬與企業界領導掛 為例，指

出當地為留人才，將中級及高級部長薪酬提升至160萬坡元(即
1,000至2,000萬港元)，以培訓一流政治人才，似有期望特區政府
借鏡之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金石良言

振英哥一句話 曾鈺成銘記20年

■曾鈺成表
明自己從來
無 意 「 去
馬」。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