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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y洩密」揭露了由黎智英一手
導演的政壇黑金風雲，獲逾2,000萬巨
額捐款的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
陳日君對巨款用途先是「絕口不

談」，繼而在輿論壓力下「選擇性披
露」，再忽然借「禁食」為由，企圖轉移
視線，但面對公眾疑問不斷，他之後卻
再度「封口」，明顯希望「用時間換取空
間」，「丟淡」醜聞，令巨款真相至今
依然掩藏在一團迷霧之中。「捐款門」
背後是否「別有內情」，相信陳日君一
天不詳細列證說明，都難以平息悠悠

眾人之疑。
作為「黑金風雲」的最佳男主角，陳日君確實

「落力演出」。被踢爆收受黎智英巨額獻金後，他現
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更上演「黑
面記」；離開座堂時，為避記者追訪，更急步「衝
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
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

突玩禁食 圖打「悲情牌」
翌日，他就特區終審法院對校本條例裁決召開記

者會，明知傳媒焦點勢必放在「獻金」風波上，他

「主動」承認接受捐款，但辯指有關款項是用於「適
合主教身份，但不宜動用教區金錢」之事，包括資
助內地的「地下教會」，及轉捐香港慈善團體、支付
自己到海外開會的費用等。

不過，陳日君的解釋並未取信於民。大批市民質
疑所謂「海外開會費用」以至捐款予慈善團體等，
教區都可以支付，加上其說法與教區回應多有相
悖，更令人相信捐款「別有用途」。但陳日君「懶理」
公眾質疑，卻突然宣布「禁食」3天，企圖以「悲情」
重奪「道德高地」。

屈主安排捐款 「影帝」挨批
禁食結束，陳日君再於柴灣慈幼會修院門外舉行

記者會，但只肯交代禁食期間的身體狀況，對所有
提問一律「黑面」迴避，更「爆響口」說接受捐款
是「上主的安排」，被教友及公眾批評「擺上主上
㟜」，意圖將該2,000萬元去向不明的捐款「合理
化」，明顯混淆政治與宗教之間的角色：「我是否可
以理解成一切腐敗縱慾行為，都是上主安排？」眼
見眾怒難平，陳日君唯有重歸「沙堆」，在出席香港
大學一教育論壇時對「國民教育」就侃侃而談，但
一聽獻金風波就立刻「封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黎智英「捐款門」風暴席捲政壇，作
為主要「受益人」的公民黨及民主黨
堪稱「難兄難弟」，「有鑊齊避」，均以

「保障捐款人私隱」為由「三言兩語」
搪塞了事，對「捐款人」身份諱莫如

深，更不肯承認黎智英就是兩黨的幕後
「最大金主」。縱使兩黨聲言政黨運作不會
受捐款人左右，捐款亦從無前設條件，但
綜觀以黎智英為首的「港版四人幫」多年

來操控反對派陣營的分合及政治議題的
創設，乃至幕後挑選反對派「共主」，又
借用壹傳媒旗下報章雜誌全力為反對派
政黨「開路、護航」，教人無法不懷疑黎

智英借巨額捐款掌握反對派政黨的命脈。公民黨、
民主黨與其迴避，越描越黑，倒不如「坦白從
寬」，解答公眾的真正疑問。

捲入黑金風暴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施展「扮懵」
絕學，聲言為保障捐款人私隱，不會回應是否收過
黎智英捐獻，又指公民黨不會接受任何附帶條件的
捐款。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的答案亦「同出一轍」，
聲稱未經捐款人同意不會公開身份，並說民主黨不
會受到其他人所左右，並聲言與黎智英的關係「一
路都是朋友」。

能夠獲得「最佳扮慒團體」金銀獎，公民黨與民
主黨的最大分別在於最近因被指幕後策動港珠澳大
橋環評案及外傭居港權官司的梁黨魁，正集中力量

「撲火」力指遭「政治抹黑」，對於身陷醜聞的同道
中人已無暇「兼顧」，實行「扮懵封口到底」，金獎

「實至名歸」；反而鐵頭仁就未知是否出於「同病
相憐」的緣故，在探訪「禁食樞機」時，七情上面
為陳日君「開脫」，聲稱陳日君接受的是私人捐
獻，「毋須交代帳目」，又斥責外界揣測是過份

「穿鑿附會」，結果引發公憤，被狠批「護短」，似
未能「扮懵」到底，卻又成功轉移公眾視線到陳日
君身上，勇奪「銀獎」。

陶君行前言不對後語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昨日就繼續「死撐」，聲

言不認為民主黨收受巨款「政治獻金」有問題，
「我覺得肥佬黎(黎智英)捐錢畀『民主派』，我真係諗
唔到有咩問題⋯⋯如果肥佬黎捐錢畀親共人士就奇
怪，如果親共人士捐錢畀民主黨就奇怪」。然當被
追問民主黨收受單一主要獻金，是否會有操縱問
題，他未有回應即急離開。

社民連雖只是黎智英「黑金」風暴中的大配角，
但所得的100萬獻金同樣因去向不明，兼有前主
席、人民力量黃毓民質疑社民連現主席陶君行涉嫌

「私吞」捐款，而受到公眾關注。黃毓民不但去廉
署舉報，還直言黎智英的款項是點名捐給陶君行，
而《蘋果日報》隨後「獨家」刊載了多項有關他的

「抹黑報道」，認為這是陶君行「毀黨」行動的其中
一環：「我一早在網台講了，陶君行『收㜴』黎智
英錢，當時未有真憑實據，現在事件很清楚了，黎
智英指定要捐款給陶君行，大家可以知道，這是一
種政治手段。一筆100萬元的捐款，若說是無條件
的，實令人難以相信⋯⋯誰欲置社民連及黃毓民於
死地，大家可以作出評論。」

但最搞笑的是陶君行先說黎智英不是社民連「大
戶」，暗示「收過錢」，但兩天後又否認收過黎智英
捐款，更反指當時只是向傳媒講「即使我收過」，
純屬假設，並沒有承認收過錢云，令百萬捐款去向
成為「羅生門」，但這筆秘密「指名」捐款究竟何
去何從，陶君行同樣欠公眾一個交代。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秘
密政治獻金數簿經「Foxy」
外洩，掀起一場「黑金風
暴」，作為「捐款門」醜聞的
始作俑者，黎智英不但出錢
出力導演了這場「政治大
戲」，連日來更粉墨登場上
演「避走台灣」、「潛水失

蹤」、「忽然現身探望主教」、「獨家漏
料給旗下報章」的「騎呢」戲碼，但就
是堅決迴避公眾質疑及傳媒追問，加上
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被踢爆是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主
席，而壹傳媒又發布盈警，更令事件

「峰迴路轉」，公眾紛紛質疑他「錢從何
來」，「黑金風暴」亦順理成章成為
2011年香港政壇的最大疑案。

避走台灣突開腔 連埸好戲

黎智英被披露在
過去數年提供逾半
億政治獻金給公
民黨、民主黨、
社民連，及天主

教香港教區樞機主
教陳日君、前政務司司

長陳方安生等，「數簿」曝
光後，早前高調出山宣傳《爽
報》的黎智英忽然「裝聾扮
啞」，更在「Foxy解密」見報
當天，一大早乘車離開其位
於何文田嘉道理道住所，為

擺脫在門口守候的記者，
其座駕不惜違反交通規
則衝紅燈逃走，完全
罔顧行人安全，在香
港 各 大 傳 媒 連 日 來

「Call爆機」的情況下，
仍拒絕回覆以至發表聲明，就

連他自己旗下的《蘋果日報》也吃「閉
門羹」。原來，黎智英以「三十六計，走
為上計」，去了台灣「避難」。

但在陳日君「禁食」第2天，「大慈善

家」黎智英又突然與「港版四人幫」另

一支柱李柱銘鬼祟、快閃地現身柴灣慈

幼會修院，探望在帳幕中休息的陳日

君，只不過當附近傳媒全屬「透明」，不

回應任何有關捐款的問題。正以為黎智

英徹底避談「黑金疑案」，哪知他卻又在

台灣「突然開腔」，透過其屬下報刊《蘋

果日報》的「獨家」報道，直言自己捐

予陳日君的巨款，是「想幫助內地的

『地下教會』」，又說「因為只有我肯捐，

才會捐這麼多」，與陳日君聲言有關的巨

款用於「向學校送贈聖像」、「捐款予慈

善機構」有出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設計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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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風雲」越爆越有，
劇情亦更見撲朔迷離。作
為今年政壇驚慄巨作的

「最佳女主角」，前政務司司
長陳方安生的表演可謂「到

位」。自被踢爆於2007年至
2009年期間共獲得黎智英捐出
130萬政治獻金，但大部分用途
不明後，陳方安生只透過公關
公司表示，不會就與捐款有關
的問題作出評論，與早前一
聽「維基解密」就「封口迴
避」，取態一致。其後又忽

然「使橫手」令公開講座變成閉門
進行，再加上為民主黨候選人助選卻對記者
提問「聽而不答」，僅人肉錄音機式重複「不
評論」，就更令人質疑「捐款門」黑幕重重。

被指為「港版四人幫」之一，陳方安生因
收受黎智英巨額「獻金」而被「拉下」道德
高地，尤其她對事件隻字不提，至今不作回
應，更激起民情反彈。有市民更到廉政公署報
案要求介入調查是次「陳百萬事件」，質疑作
為退休高官的陳方安生收受私人捐款，會否涉
及「延後利益」的問題。

以為「醜婦終須見家翁」，她日前到中華基
督教會基新中學與高中生對話，面對一眾傳媒

蜂擁而至，她卻大扮「聾耳陳」，對追問聽而不聞，拒
絕回應。結果被該中學校長翁港成踢爆原來講座一夜之
間由「公開」變「閉門」，只因陳方安生忽然致電說想
借活動與學生「單獨交談」，又借口指翌日她將到太古
城出席區議會候選人宣傳活動，屆時會有更多時間與傳
媒傾談，要求座談會閉門進行。陳太更提出「管接管
送」、「只准部分片段上載」等「非份要求」。

借口始終只是借口，陳方安生為民主黨候選人助選
當天，一樣當傳媒「無到」，繼續拒絕交代自己所獲百
萬捐款的去向，只多次重複稱「不評論」來回應質
疑。受其恩惠的趙家賢更「護主心切」，一再以「(陳方
安生)仲做緊㝚(派傳單)」為由，阻撓記者追問。趙家賢
更聲言「這(獻金事件)只是傳媒的炒作」。太古城西候
選人還有新民黨洪啟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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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政壇零舍熱鬧，先後上演多
場好戲，但論最盪氣迴腸、扣人心弦
者，卻非最近新鮮上畫的「黑金風雲」
莫屬。「黑金風雲」號稱年度政壇最

劇力萬鈞之驚慄巨作，由壹傳媒集團主
席黎智英親身導演，一手炮製，卻「封口」
避談箇中內幕，留下無數懸念，而原本藏
在幕後專門替黎智英處理捐款的壹傳媒動
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則因被

揭穿是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主席，晉身
「最佳編劇」。

作為「藏鏡人」背後的「操盤手」，
Mark Simon一登大屏幕就以「演技」震動政壇，在黎
智英秘密數簿中，Mark Simon的影子「無處不在」。其
中一份文件是黎智英、Mark Simon送捐款給公民黨前
黨魁余若薇的工作表格，而今年4月18日，黎智英向民
主黨捐款2萬，當時Mark Simon就「建議」，應以電腦
加密程序購買有關捐款的銀行本票，明顯是不想被人
知道黎智英向民主黨捐款。

但他的身份殊不簡單，表面上只是壹傳媒集團旗下
的一名高層，原來卻是美國政界在香港的「代理人」
之一，身為共和黨香港支部主席，多年來代表黎智英
向香港的反對派政黨，以至美國政治組織捐出持續的

「獻金」，反映黎智英與美國政界過從甚密：加上早前
「維基解密」披露的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外交機密電文
中，力證包括黎智英在內的反對派「四人幫」，挾洋勢
力在港掀風搞雨，顯示是次「黑金風雲」，背後大有來
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Mark Simon竟是「藏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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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演技捐款醜聞

影帝影后

「維基解密」早前公開的美國駐港總

領事館逾千份外交機密電文揭露了反對

派幕後黑手「港版四人幫」，即前政務

司司長陳方安生、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

銘、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

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由成型到合作無間

的過程。其後「Foxy洩密」披露了黎智

英近年逾半億政治獻金的「明細表」，

進一步勾勒出「四人幫」與反對派公民

黨、民主黨、社民連等多個政黨之間糾

纏不清的關聯。而醜聞的一眾主角，面

對輿論質疑或貫徹「鴕鳥政策」拒絕回

應事件，或被迫「解畫」卻語焉不詳。

所謂「真相比電影更離奇」，相信要選

出真實生活的影帝和影后，有關人等可

謂「當之無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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