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宗旨是「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致力貢獻社
會、國家和世界」，對時下青少年確是一劑良藥，既可使他們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篤行，又可給他們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不至惘然若失。
近數月以來靜心聽到和讀到不少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的意見

和看法。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只因戰亂曾離開過小島幾年，戰後重回接受初中及高
中教育。全程是在政府辦（即官立）的英中度過。課程只有一門公民（Civics），沒有正式的
「國民教育」課，但是校門內外到處都是米字旗，課室、禮堂處處是英女皇像，英籍校長
和教師趾高氣揚，典禮嘉賓往往是英籍高官甚至是港督伉儷；唱的是《天佑女皇》，讀的
是專為殖民地學生編寫的課本。中學畢業了，成績和家庭經濟許可的便升入港大，要趕㠥
出身工作的便去打洋行工或者投考「幫辦」；成績較差僅合格的便去做公務員，月薪275
元，也算是一門鐵飯碗差事。在這種環境氛圍下，耳聞目染潛移默化，大多是安安分分地做
個守法和用功的學生；好在那時社會不良分子還未大事侵入學校，中國人傳統美德在學校中
還存㠥一定影響，因此，青年學子多數抱㠥「不怕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的想法，
只求平平穩穩讀完那幾年，能夠踏進港大唸醫當然是上上籤，不然，入政府做公務員也不
差。學校裡的課程內容和活動無不以英國馬首是瞻，教育的目的亦是希望培養青年人做殖民
統治的順民。

幫助青年人淨化心靈除舊納新
青年人的心靈像一扇剛打開的窗，無論是薰風或烈風，無論是陽春白雪或下里巴人之音都

可以飄進去，當然有些年青人有認知和選擇的能力，但是也有些是不辨香花毒草，尤其是往
往會先入為主，入了鮑魚之肆卻還沾沾自喜。德育和國民教育不單止要由學校傳授解惑，整
個社會的風氣和道德水平也對青少年有㠥重要影響。不過，由於學校是青少年主要受教育的
地方，責任應由學校負責，要具體地設立有關的課程和活動。
上年紀五十年代香港處於一個很獨特的環境，本身還在篳路藍縷地進行㠥戰後恢復，百廢

待興，民生艱難，另一面北望神州正進行㠥熱火朝天的新中國建設。青年人感觸到殖民地和
祖國兩地現實的差異和前途的不同，他們那打開了的靈魂之窗就會試圖吸收新的空氣和音
響。容許我以個人的實例來解說一下：那時在那皇家庠序正穩當地朝㠥港大進發本來對前路
不必籌謀，但不滿足於現實和追求至善是青年人的特點，打開了的心窗接觸到愛國學校的年
青人的聲音；讀到了《文匯報》黎於群等作者的文字和《新晚報》那輕鬆引人入勝的雜文小
品；記得我還參加過《大家談》的「捉雞」，拿了十元八塊稿費興高采烈地往「三聯」買書。
就這樣，自我地接受了這些無形的「國民教育」，其中心內容就是能更好更全面地認識祖國。
萌芽的思想經過並非朝夕可就的充實和提高，終於我和幾位同學放棄了香港大學的獎學金回
到祖國大陸升學。由於每年這最負盛名的百年老店都有幾名「叛徒」出走，英籍校長當然盛
怒，華籍副校長就把我的獎學金也吊銷了。
所以說，德育和國民教育不能只是空談，而必須實事求是地讓年青人有所接觸有所體會，

要讓他們心靈自由吐納除舊更新。這不是洗腦而是心靈的淨化歸真。

關注國家發展 明確人生方向
無論是半世紀前或者是現在，認識祖國的下一步並不一定是要回到祖國讀書或服務。當然

今時不同往日，年青人認識了祖國而投身到那大家庭大環境，其道路較我們那時寬暢得多。
李克強副總理早些時在港大百年校慶的講話中鼓勵青年學生要「關注和了解祖國的過去、現
在和未來」，這點確是十分重要。不要僅看現在，要看過去；不僅要橫向比較，還要縱向比較
我國過去的底子。再請容許我談談個人經歷：由於考慮到我們是以農為主的大國，農產一貫
不足供國人溫飽，所以我決定回國讀農。甫進校門不久便開始了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整個
反右三面紅旗教育改革上山下鄉，然後是惡名昭著的文革，走過這段坎坷崎嶇的路並不容
易，在淒風苦雨中我揣在懷中的一掬春泥化作一方自留地，在它上面孕育㠥幾株支持活命的
稻粱和一簇注向靈台的神矢，它們使我堅定地相信祖國，無論從珠江三角洲的稻田走向海南
五指山麓的楓樹林，從維多利亞港遠航泰晤士河畔都沒有失去方向。
幾天前在報上讀到一篇中六學生的文章，他有感當代青年人的表現，引用《孟子》的「四

端」。他說：現在青年有「智」，但是缺少了「禮」和「義」。「四端」出自《孟子．公孫丑
上》，原文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這位年青學生難得有這些看法，我讀了

很高興和欣賞。不過，他評論道：「大學生缺乏的正是『禮』、『義』。以為恃『智』而狂妄自大，輕視規則、
法治⋯⋯」愚意以為如果以孟夫子所指的「智」似乎並非等同於「智識」，而是能分辨是非的能力智慧，這樣看
來，有些年青學子自以為具「智」是否也高估了自己？
可見，德育和國民教育對時下青少年確是一劑良藥，既可使他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又可給他們指出一

條正確的道路，不至惘然若失。今天《文匯報》剛報道了本港有37%初中生抑鬱，他們也許正是因為惶惑而找不
到前進的路標和指引。
「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宗旨是「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致力貢獻社會、國家和世界」，這個大原則怎樣說也不

能反對，而在進行這教育時無可避免地要認識和認同祖國，因此，只有企圖疏離和隔絕青年與祖國的血肉關係
的人才會發出反對聲音。其中有人或以課程負擔重、不夠課時安排或缺乏師資等等原因作擋箭牌。其實，這些
都可以通過課程的組合精簡、師資和教材的培訓組織等方法解決。當然，師資不能濫竽充數，教授「德育及國
民教育」的老師首先要具有良好的德行和對祖國有正確的認識。
限於水平，對此教育大問題我應不能置喙，但此事有關青少年和香港前途，所以本㠥「位卑未敢忘憂國」之

旨，謹表寸見。

上周本欄文章談到，現階段
中國的最大問題，依然是政府
職能轉型的不徹底。正是這一
問題，導致了中國的「非典型

市場經濟」狀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經濟、社
會矛盾和衝突。

警惕計劃經濟思維死灰復燃
現階段中國的奇特現象是：一方面是經濟形態已勉

強披上市場經濟的外衣，而另一方面行政體制從機制
到官員的思維和行為模式，都依然帶有嚴重的計劃經
濟的烙印或基因。雖然其表現方式已不再是政府直接
決定生產規模、產品價格和銷售渠道，但政府卻擁有
對經濟項目審批的生殺大權。
問題是：如果是純粹的計劃經濟，那麼經濟活動雖

如一潭死水，但畢竟沒有尋租和腐敗的土壤；相反，
在經濟一潭死水，人民毫無私有財產和權利的情況
下，執政黨的理想色彩和精神氣質反而可以對人民構
成吸引力。而「非典型市場經濟」卻既帶有市場經濟
的外殼，又帶有計劃經濟遺留的政府職能精髓。
這種情況的必然結果是：一方面，由於政府無法退

出市場而滋生了腐敗的土壤和機會；另一方面，當經
濟危機或風險發生的時候，傳統的計劃經濟烙印又會
十分自然地跑出來，以凱恩斯主義調控或社會市場經
濟的名義，實際上帶來的是計劃經濟形態的死灰復
燃。
人們只要看一下這幾年的一些現象，就可以明白這

一點。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四萬億投資、基建款
項，最後大部分都流向了國有企業；為抑制房價瘋
長，各地紛紛出台強制性行政命令，有些甚至直接與
戶籍制度掛㢕。
眾所周知，現階段的中國，正面臨工業化二、三十

年後必然的城市化進程和難題；為拉動內需，城鎮化
建設將是未來中國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其關鍵就是徹
底取消戶籍制度。但在抑制房價的過程中，人們卻明
顯看到了戶籍制度的死灰復燃。
一個本身荒唐的問題（如房價飛漲），不等於可以用

另一個同樣荒唐的手段（如行政命令和戶籍制度）去
解決。這種做法在本質上與凱恩斯主義或歐洲的社會
市場經濟大相逕庭，其背後的原因則是多層面的。

「國進民退」背後的文化基因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實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

時，許多國有企業和資產被大量賤賣，當時的「民進
國退」曾引起人們的憂慮。但這幾年，「國進民退」
則同樣引起人們憂慮，甚至是更大的憂慮。
如果說，「民進國退」是市場經濟早期雖不健康，

但卻難以迴避的歷程，那麼「國進民退」則折射了從
體制到文化的雙重問題。從經濟體制上看，如上所
述，中國的政府職能還帶有相當程度的計劃經濟基
因，因此「國進民退」對許多政府官員而言似乎天經
地義。
從文化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其實蘊藏㠥相當

多與市場經濟不相匹配的基因。在中國百年現代化的
歷程上，「國富民強」、「富國強兵」被認為是天經地
義的真理，但「富」的主體永遠是「國」，而非
「民」；市場經濟重視個人權利和契約精神，這一點在
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中完全沒有基礎；儒家哲學的「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衍生出小家永遠服從於國
家的觀念，要確立「民富」思想以及私權與公權的博
弈，其難度可想而知。
體制的原因加上文化基因，導致中國雖歷經三十多

年改革和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但一有風吹草動，計
劃經濟和「國富」的觀念立即死灰復燃。
因此，中國現階段有兩個亟待理清和重視的問題：

一、不能將政府職能轉型不徹底而帶來的政府強勢，
與成熟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干預功能混為一談—若不能
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中國可能會沾沾自喜於所謂的
「政府干預」或「中國體制模式」，而延誤了中國進一
步改革的進程；二、須重視中國改革進程中計劃經濟
思維死灰復燃的情況 – 這一體制上的痼疾，加上中國
傳統文化基因中一系列與市場經濟不相匹配的成分，
可能將使中國現階段的改革在表面前進的背後，陷入
實質上的停滯乃至倒退。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今日發表署

名評論文章，現譯載如下：

最新一期《中國評論》刊登劉迺強先
生的文章，題為《不能讓「十二五」規
劃失諸交臂》，讀畢心生共鳴。掩卷而
思，不禁為香港添幾分焦慮。
文章介紹了過往幾年，特區政府及社

會各界為爭取香港納入國家「十二五」
規劃所做的努力，描繪了「十二五」與
香港的未來。作者指出，香港未來的經
濟發展，已經是整個大中華經濟體系的
一個部分，「經濟一國」是「鐵一般的
事實」， 香港應當「看準這不可阻擋的
勢頭」，抓住「十二五」規劃的有利商
機，分享國家發展的紅利。
令作者憂慮的是，特區政府雖然為香

港在「十二五」規劃中爭得一席之地，
卻沒有系統政策措施的跟進，只怕會平
白錯過歷史的機遇。
而令我憂慮的是，香港漸漸瀰漫的泛

政治化傾向，以及愈演愈烈的激進傾
向，牽制㠥整個社會的注意力，甚至成
為社會穩定的不確定因素，縱然「十二
五」商機再多，也會無暇顧及而失之交
臂。
「十二五」規劃將港澳單列專章，從

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支持香港
培育新興產業、深化內地與香港經濟合
作三個層面，給出了明確路向。不久
前，李克強副總理訪港，代表中央政府
推出36項經濟挺港與兩地合作的政策措
施，把「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進一
步具體化。
李克強㠥力支持的金融及服務業兩大

領域，既是內地發展的亟需，又是香港
的優勢所在。沿㠥這一路向邁進，香港
大有用武之地，不僅在「十二五」而且
會在更長的時間裡，保持擴張和增長，
極有可能迎來類似當年製造業大舉北
上、經濟全面提升的繁榮局面。
這是歷史給予香港的機遇，但願香港

不會留下歷史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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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立法會議員出缺遞補機制落區諮詢民意，日
前在尖東科學館舉行的新一場論壇，因額滿而未能進
入會場的激進人士，撬門強闖會場，最危險是一名戴V
煞面具者手叉保安人員的頸項，這些人再在會場內外
搗亂，與會眾推撞，霸佔講台，令論壇一度中斷。
這些激進示威人士，大概覺得言論自由是他們的專

利，因此他們可以任意侵犯別人發表意見的權利，他
們這樣做是絕對錯誤的。他們不但違反香港尊重不同
意見、尊重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還加上違反和平原
則的肢體攻擊和搗毀財物的行動。對於這類粗暴行
徑，香港特區政府除了發表對此行為的譴責聲明外，
還應展開刑事調查，把犯事者繩之以法，保障其他市
民的人身及財物安全。
香港的和平、理性示威文化，正受到這些小部分激

進示威者的破壞，他們正在不斷地得寸進尺，由立法
會會場內擲物到會場外霸佔馬路，到肢體攻擊和搗毀
財物。香港社會因為尊重不同意見表達自由而一直對
他們容忍，然而這種容忍不斷被他們濫用，他們不斷

地加劇行動，行為愈來愈難以預測及控制。如今發展
成叉頸的暴力傷人行為，如果再縱容，其他市民的基
本人權將受到愈來愈大的損害，令香港的核心價值嚴
重受損，令本港蒙上愈來愈大的污點。
這次叉頸、與人產生肢體衝突、搗毀會場內物品的

人士，對其他人身體構成危險和傷害，這與表達政治
立場和意見無關，也與言論自由無關，有關人士不應
躲在V煞面具後面當自己是正義的化身，因為他們的暴
力傷人行為不被香港市民所接受，是涉嫌犯法的行
為。
因此，對於他們這些侵犯別人身體和財物的行為，

單是譴責是不夠的，特區政府需要加緊調查，依法辦
事，令犯法者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警方須秉公辦
理，不考慮任何人士的政治立場，既不先入為主針對
「搞事分子」，亦不因避忌「政治檢控」的帽子而網開
一面，因為他們這種亂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掩飾不了他
們的暴力傷人行為，絕大部分香港市民不會認同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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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身為立法會議員竟然在議事堂上公然襲警，完全是視法治如無物，對社會造成極惡劣的影響，如果不予追究，難保本港將變成

無法無天的九反之地。社會是時候想想坐視這股歪風蔓延的危害性，認真思考是否還要投票給那些禍害香港的政客，反對派表面不支

持、實際縱容暴力行為，也要受到社會各界的批評。

黃毓民議事堂上公然襲警必須追究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暴力示威損害香港核心價值
利　和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日前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突
然將一件「六四」T恤擲向警務處處長曾偉雄面上，曾偉雄立即向事務委員會主席
涂謹申抗議，但涂謹申竟然說事發時未有看到事件經過，所以沒有在會議上作出
跟進云云。涂謹申身為主席主持會議，竟然說看不到黃毓民的暴行，究竟事發時
他是睡㠥了，還是對這些暴力行為視而不見，姑息養奸，他自己心裡明白。當
然，相比起反對派的包庇縱容，黃毓民才是始作俑者。雖然他有立法會議員的免
責條款保護，但公然在議事堂上向警務處處長擲物，本身已構成嚴重的襲警罪，
他的行為完全是視法治如無物，對社會造成極惡劣的影響，如果不予追究，將來
一班「憤青」隨意羞辱警務人員，襲擊警員，本港社會將變成無法無天的九反之
地，而黃毓民等激進派將是罪魁禍首。

公然侮辱警隊須依法追究
黃毓民的囂張暴戾行徑立即引發社會的反彈，警方員方組織立即予以譴責，並

批評黃毓民的「過激」行為是公然在議事堂內侮辱處長及整個警隊，要求黃公開
道歉，否則不排除有進一步跟進行動。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指社會不容立法會

議員在議會內以粗暴行為宣洩。即使大家對事實有不同理解、記憶及觀點，或對
警方處理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有意見，但社會應以「講事實、講道理」
的方式溝通。事實上，曾偉雄到立法會是為了解答港大保安事件上的各種爭議，
讓社會了解警方當日的部署及考慮，並非是來成為黃毓民等激進派的「出氣袋」，
也沒有義務去忍受其情緒性的指㢯。固然社會對於港大保安事件有不同看法，彼
此意見可以互相溝通，令將來安排更為妥善。但黃毓民及其一班憤青由曾偉雄到
立法會的一刻，就擺出一副狙擊的姿態，並非是要講道理，只是一味人身攻擊，
對社會了解事件一點好處也沒有。
官員出席立法會會議，同樣是受到法律的保護，黃毓民將T恤擲向曾偉雄，表面

上不算嚴重，但本質上卻與襲警無異，假如他擲的是水杯、紙牌，隨時會對曾偉
雄造成傷害，是名副其實的襲警行為，而公然挑釁執法人員之首，也是向警隊的
侮辱，社會不能輕視事件的嚴重性。黃毓民、梁國雄等人過去已屢次在議事堂內
擲蕉掃㟜，多次擊中官員，更曾令一名保安員受傷，但有關人士過去都沒有追
究，結果令他們更加有恃無恐；這次更變本加厲，公然襲擊曾偉雄，人證物證俱
全，執法部門應該依法追究，不要令黃毓民等以為暴力違法「零成本」。

暴力文化誤導青年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很偏頗的思維，以為是打㠥所謂「人權」、「自由」的旗號就

可以為所欲為，違法行為視作家常便飯，衝擊警方襲擊官員視作理所當然，而犯
事者更絲毫不以為恥，繼續大言不慚的說是要爭取公義。這種偏頗思維在社民
連、「人民力量」以至公民黨不斷灌輸之下，令不少入世未深的青年人大受影
響，成為激進派橫衝直撞的棋子。在示威途中，動輒衝入車水馬龍的車道，癱瘓
交通；動輒糾眾包圍立法會及政府部門，令政府機構難以運作；動輒粗言穢語辱
㢯官員及異議人士，甚至是襲擊官員。這些行為已經超出了表達意見的界線，是
徹頭徹尾的搗亂社會秩序，侵害他人身體，不管有多麼漂亮的言辭包裝，違法行
為就是違法的，執法部門都要嚴肅追究，不要令香港變成無法無天之地。
歸根究底，這股暴力歪風正是由激進派煽動出來，為了政治目的不斷在社會上

製造衝突，加劇政治對立，鼓動青年破壞法治，漠視法紀和法治精神，這不僅損害
市民的正常生活，而且更在不斷蠶食本港和平理性守法的核心價值。今日黃毓民身
為立法會議員可以在議事堂上公然襲警，難以估計他下次會做出哪些行為。社會是
時候要想想坐視這股歪風蔓延的危害性，是否還要投票給那些禍害香港的政客，而
反對派表面不支持、實際縱容推動暴力行為，也要受到社會各界的批評。

中國改革兩個亟待釐清和重視的問題
邱震海博士鳳凰衛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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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中間站者)離開座位掃走林瑞麟等人的名牌，最後成為事務委員會首名
被驅離場的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