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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捆綁起來，搞出所謂特首候選人初選機制的「街頭電腦初選」，

說要在全港十八區設六十個街頭投票站，為反對派「選」出一位代表角

逐特首云云。行政長官選舉已由《基本法》作出規定，由選舉委員會選

舉產生，反對派另搞一套，製造虛假的民意，挑戰《基本法》規定制

度，是另有居心。

製造政治議題 借機自抬身價
在這套「街頭電腦初選」的機制下，所謂不須事先作選民登記，「選

民」只須向反對派的義工出示身份證便可「投票」，「選民」將可以在不

同票站、不同時段任意重複投票，這種撒豆成兵的遊戲可信性不問可

知，其公信力很低。

反對派此舉是要記錄個人身份證資料，反對派掌握了市民的身份證資

料之後，怎樣使用，怎樣保證不會流失和轉移給別人，都沒有保障，隨

時成為反對派的選舉工程資料。市民更不能將個人資料隨手交予反對

派，表面作初選之用，實際卻成了反對派的另一個選民工程名冊，他掌

握你的身份證號碼，就可弄虛作假，搬遷你的地址，作為抹黑對手和選

舉制度之用。市民會不會這麼傻瓜，自動獻身交出自己的身份證，去進

行所謂「街頭初選」之用，實在是一個大疑問。所以，楊森也估計參加

「街頭初選」的人很少，大約只有一萬六千人而已。有何代表性呢？

就是從選民資料的保安角度考慮，不少騙徒都會利用他人的身份證號

碼去進行申請信用卡、貸款、作為擔保人、領取支票簿、或者洗黑錢的

犯罪勾當，層出不窮。所以身份證的號碼資料隨便給予陌生人，後果可

大可小。市民根本不會參加這麼危險的遊戲。注定這種「街頭初選」參

加者寥寥可數。

反對派作為「街頭初選」的設計者，其實低估香港市民的智慧，也漠

視民意調查指出何俊仁根本不可能當選的結果。何俊仁說，如果他參

選，就可以通過言論制衡兩個候選人云云，連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

何俊仁還沒有報名參選，他已經不斷抹黑其他候選人，無聊謾罵無日無

之，說明不用參選，他們也有謾罵之機會。他們的真正動機是製造一場

與行政長官一起競爭、電視辯論，製造話題，抬高自己，為參加明年九

月的立法會選舉製造宣傳攻勢，利用選舉特首的平台製造選舉議題，先

入為主，搶先賣廣告。特首的選舉經費高達千多萬元，比參選立法會議

員高得多，可以在運用經費上大佔便宜，製造不公平。

挑戰選舉制度 配合美國圍堵
既然民意認為何俊仁不可能當選特首，他們仍要煞有介事進行一系列

初選活動，究竟為了什麼？第一，為洗刷區議會選舉的失敗，轉移公眾

視線，製造新的熱點。第二，預先炒熱了所謂「爭取一人一票選舉」的

題目，為明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造勢，爭取曝光，搶先宣傳。第三，民主黨要做反對派的龍

頭大哥，民協也要出位，於是借參選自抬身價。第四，以「街頭初選」向美國駐港總領事

獻媚，證明他們敢於挑戰《基本法》和香港憲制。事實上，策動「初選」挑戰選舉制度，

是美國人分化中國的一大武器，美國人高度重視。雖然年初的「紫荊花革命」沒有搞成

功，但是可以使用「街頭電腦投票」作為補數。

美國在金融海嘯之後，實力大幅度衰落，為了填補十四萬三千億美元的債務「黑洞」，難

以再增加軍費，美國乃採取支援對手反對派的手法，大搞冷戰，大搞「反共恐共」宣傳，

從內部分化中國，遏制中國崛起。利用香港影響內地，抹黑「一國兩制」，再將有關選舉制

度變為美國人喜歡的模式，以利美國代理人上台，成為其奪權的一個策略，希拉里最近到

處發表談話，干預俄羅斯、敘利亞、緬甸的選舉，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公開談論干預行

政長官選舉，絕非偶然，反對派這個時候投懷送抱，以「街頭初選」挑戰選舉委員會制

度，就是配合美國向全球輸出「民主革命」的攻勢。

今年4月24日，胡錦濤主席在慶祝清華大學
建校100周年大會上，對清華大學同學和全國
青年學生提出三點希望：希望同學們把文化

知識學習和思想品德修養緊密結合起來，希望同學們把創新思維和
社會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希望同學們把全面發展和個性發展結合起
來。胡主席提出的三點希望，我認為在錢學森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
現。今年3月26日，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在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青年領
袖論壇上，寄語香港的年輕人要珍惜時光，珍惜祖國，在享受自由
的同時，要意識到應有的社會責任；要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勤奮
學習，關心社會，做個有「愛心、修養、本領、承擔」的人，抓緊
國家發展的機遇。彭清華對香港青年的寄望，我認為錢學森就是一
完美的典型。

曾遭受麥卡錫主義迫害
20世紀中葉美國最為恐怖的，不是黑手黨的猖獗與肆虐，而是來

自政府高層的兩股力量，一是胡佛統治的中央情報局，一是麥卡錫
倡導的反共主義。二者同流合污，把戰後的美國弄得人心惶惶、烏
煙瘴氣。來自中國的錢學森，用天才般的能耐和想像力，為美國高
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科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置疑的偉大貢
獻。然而，錢學森未能避免美國當局的猜忌、懷疑、監控，他的保
密許可證被移民局吊銷了，令他必須遠離最高科技機密中心，就連
行李、郵件、外出、家庭生活，也受到特工們嚴密的監控，甚至遭
到像犯人一樣的拘押和審判。錢學森的回國申請，驚動了美國高層
和身邊的人，特工們私自拆開他的信件，長期監控錢家寓所。美國
海軍次長丹．金博爾無限制地推遲聽證會，甚至揚言「寧願把錢學
森槍斃了，也不願讓他離開美國」，因為「不管在哪裡，他都值五個
師」。後來中國經過談判用美軍戰俘把錢學森及其他留美人員換了回
來。

帶領創造「兩彈一星」奇跡
回國後的錢學森對中國國防工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在一窮二白的

基礎上帶領創造了「兩彈一星」的科技奇跡。他始終站在世界科技
前沿，以淵博的知識和超凡的智慧，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特別是國
防科技發展提出富有前瞻性的重要學術思想和有重大價值的建議，
解決了一系列關鍵技術難題。他指導或參與了一系列中國航天領域
取得的重大成就，包括測試中國的首枚中短程導彈，以及1964年中
國成功進行了核武器爆炸試驗後，首枚核彈道導彈的研發。1970年
中國發射了自己的首顆衛星，將十年的成就推到了高潮，這對中國
來說是一個取得輝煌成就的時刻。錢學森的工作為2003年中國的首
次載人航天飛行奠定了基礎。

淡泊名利 獎金捐國家
1994年，錢學森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獎，獎金100萬港元；2001年，

他又獲得霍英東「科學成就終生獎」，獎金也是100萬港元。這兩筆

獎金的支票還沒拿到手，錢老就讓代他寫委託書，將錢捐給祖國西
部的治沙事業。獎金捐出時，錢學森調侃了一句：「我姓錢，但我
不愛錢。」錢學森也不愛名，他毅然揮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
理工學院教授、噴氣推進中心主任等職務回到祖國，他堅持不題
詞、不為人寫序、不參加鑒定會、不兼任任何顧問或名譽顧問；報
刊上頌揚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為止」，他反覆強調自己只是「滄
海一粟」，始終反對人家稱他為「導彈之父」。1985年，美國政府準
備授予他美國國家科學獎，錢學森拒絕了：「如果中國人民說我錢
學森為國家、為民族做了點事，那是最高的獎賞，我不稀罕那些外
國榮譽頭銜。」

映射出民族和時代精神
錢學森不僅是一位百年難遇的科學大師，更是將為國家、民族服

務放在首位的愛國者。在新中國的歷史上，錢學森赤誠忠貞、堅定
不移的愛國精神，淡泊名利、胸懷寬廣的奉獻精神，嚴謹求實、一
絲不苟的求真精神，勇於探索、敢於超越的創新精神，映射出民族
和時代精神，撥動 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弦。錢學森始終將個人前途
命運深深融入國家、民族發展之中，始終保持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
深情，是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當代中國青年的光輝榜樣。

藝術是錢學森科學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始終保持對真
善美的追求，並將學與藝術結合作為創新能力的重要源泉。在交大
讀書期間，錢學森不僅術業有專攻，而且興趣廣泛，注重科學、藝
術與人文的結合。錢學森年輕時就迷上了音樂，並顯露出非凡的音
樂才華。他對於繪畫和攝影也有濃厚的興趣。從錢學森科藝並舉、
全面發展的成長之路中，當代大學生應當感悟並努力做到文理兼
通、專博相濟，使自己得到更全面的發展。

對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重大
愛因斯坦1935年11月在紐約居里夫人悼念大會上的憑弔演講 中

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
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
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
和熱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
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同樣，錢學森具有德馨品高的大家
風範，他一生襟懷坦蕩、光明磊落，堅持原則、維護大局，嚴於律
己、一身正氣。他堅持真理、科學求實，治學嚴謹、精益求精，不
務虛名、不尚空談，學術作風民主。作為第一流人物，錢學森對於
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特別是對青年的啟迪和成長，影響是十分
深遠的。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國家的航船已駛入「十二五」的航
程，需要一批具有全面素質發展的優質人才。香港青年學生若能努
力學習錢學森愛國主義的政治品格、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開拓進
取的創新精神、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定將成為香港和國家可堪大
用、能負重任的棟樑之才。

在錢學森誕辰100周年之際，錢學森圖書館 12月11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建成開館。國家主席胡錦濤對錢學森圖書

館建成開館作出重要指示，胡主席強調，要進一步引導青年努力學習錢學森愛國主義的政治品格、嚴謹求實的科

學態度、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國家的航船已駛入「十二五」

的航程，需要一批具有全面素質發展的優質人才。香港青年學生若能努力學習錢學森的寶貴品格和精神，定將成

為香港和國家可堪大用、能負重任的棟樑之才。

錢學森對青年的啟迪影響深遠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今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現譯載如

下：

CEPA 的第八個補充協議13日順利簽署，內地與香港的經貿
關係朝 更緊密合作的方向又跨進了一大步。

值得關注的是，李克強副總理8月訪港時提出的36條挺港措
施，有15項在CEPA8中付諸落實。

其實，從8月至今不到4個月的時間裡，36條已經陸續有來。
最近的例子還有：

10月1日，中國證監會新修訂的證券投資基金銷售管理辦法開
始實施，允許內地港資法人銀行參與共同基金銷售業務。

11月16日，國家教育部公佈明年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
學生試行辦法，涉及11個省市的63所高校，學額超過3000個。
對於明年因「三改四」而加大了學額缺口的香港來說，這算得
上是一場及時雨。

11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續簽為期3年的貨
幣互換協議，規模翻番，擴大至4000億元人民幣。這對於保持
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穩定至關重要。

同樣在11月，首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在香港舉行，近千名兩地
學者、官員及企業家，圍繞落實李克強副總理提出的推動內地
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的戰略構思發表見解，研討措施。

其他如支持香港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合作，發揮香港在粵港
合作中的重要作用等，凡36條涵蓋的6大方面，均在不同程度推
進之中。

自03年CEPA簽署以來，本港企業透過CEPA享受的關稅優惠
已達26億元人民幣。現在，按照「十二五」規劃及36條明確的
路徑，香港金融及服務業通往內地的大門，正在以更快的速度
打開。李克強副總理承諾的到「十二五」末期，基本實現內地
對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離我們已越來越近。

中國日報：36條陸續有來
蕭　平

說起「韜光養晦」，這個古典辭彙向來受人關注。古往今來是

人生哲理予人以感悟的解讀。

這個辭典可以分別詮釋。所謂韜光是有歛藏的含義。例如魏

晉時代出現亂世，才俊之士多懷才自歛避禍保身，「竹林七賢」

如嵇康、阮籍、向秀、劉伶、王戎、阮咸之輩，就屬於韜光的

行藏。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以「美玉韜光」的詩作比喻。養

晦呢？卻是暫時隱居，待時而動了。如諸葛亮是懷管仲樂毅之

才養晦於隆中，「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他不是

不想有所作為，只是時機未到，躬耕南陽。直到劉備三顧相

邀，才如春雷之震撼，以《隆中對》而體現他的雄才大略，創

立魏、蜀、吳天下三分鼎立之勢。諸葛亮可說是養晦的典型人

物，他是深諳《老子》說的「知白守黑」之道的，先是以消極

的態度沉默自處，安於不與人爭，後來就如《三國志．蜀志諸

葛亮傳》所形容：「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雖

然鞠躬盡瘁，未能達成恢復漢室的志願，卻以「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令偉大詩人杜甫為他不勝崇敬和感傷。

可見韜光養晦不是消極遁世的。

宋代歷史記載王安石，說他很堅守韜光養晦之義。他曾為一

位很有治世之才的邢恕惋惜，因為《宋史．邢恕傳》提到有人

薦他入朝，只安排為崇文書院之職，王安石認為邢恕未能養晦

待時，令大才小用了。

說來王安石是有自知之明的，從他的政治生涯中就證明他曾歷

三起三落的命運。當他於慶曆年間考取進士時，就上書於宋仁

宗，請培養人才，變法革新，但不受理睬。他不氣餒，再於宋神

宗朝上書，列舉各種制度的弊端，要求改革，得到支持，熙寧二

年拜參知政事，從事一系列的變法改革，卻受到保守派的反對，

七年罷相，八年又恢復相位，九年又罷相，出判江寧府。文豐二

年復拜尚書左僕射，封荊國公，卻是最後離開朝廷，退休於金陵

了。當他赴金陵途中曾吟詩記其遭遇：「經世才難就，田園路欲

迷。殷勤將白髮，下馬照清溪。」已自傷白髮盈頭而歎老了。

這是一個傑出政治家從事改革失敗的經歷，但是王安石的生

平，已名標青史了。

再看發起戊戌維新運動的康有為，也經挫折而不悔，也曾悄

然養晦於西樵山故土，自承「先生歸去未應非」。他是堅持「治

安一策終難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後來「公車上書」，一逞

改革的獻策，可是後來「百日維新」失敗了。論功過，歷史仍

紀錄有促進改革的影響。

上面提到的韜光養晦的人物，已具於史料了。我們不會忘記

當代偉大的政治家鄧小平，他為了改變國家民族於「文革」十

年造成的不幸局面，不顧一切艱危險阻，肩負改革開放總設計

師的重任。他曾告誡幹部，要懂得韜光養晦的戰略決策，不與

人爭，沉 應對國際國內的嚴重局勢。他三十年來旴衡世局，

對外觀察利害得失，待有利而動；對內以柔克剛，循時而動。

南巡一舉化解了許多紛爭，在實踐中堅毅不拔，扭轉了乾坤，

為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獻出卓越的睿智和無私的革命精神，創

造了富國強兵威震世界的光輝歷史。

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體現韜光養晦的典範，不朽的戰

略家。

談「韜光養晦」
曾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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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壽大使近日到訪本報，舉行座談

會時表示，國際形勢進入新一輪大

調整，堅持和平發展理念是中國面

對挑戰的最佳之路。

中
國
資
深
外
交
官
、
前
駐
荷
蘭
、
匈
牙
利
大
使
朱
祖
壽
：

朱祖壽大使認
為，目前國際形
勢進入新一輪大
調整、大變革。
一年來的國際形
勢變化包括：

1. 國際形勢繼
續朝深刻化、複
雜化發展。目前西亞、北非持續動盪，從埃及、利比亞、
也門到敘利亞，現在矛頭又針對伊朗，動盪愈演愈烈。此
外，西方國家面臨困境，美國戰略重心東移。

2. 國際格局和國際力量的對比繼續朝 均衡化的方向演
變。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使得國際格局和力量的對比
發生均衡化。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宰世界的局面繼續發生大
改觀。「金磚國家」、G20的作用愈來愈重要。

3. 世界經濟復甦放緩，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陷入債務危
機。歐盟到了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面臨生死存亡的選
擇。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儘管好過發達國家，但增速亦
有所放緩。

中國面臨不少挑戰
他指變化給中國帶來了不少挑戰，包括：
1. 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引起美國等西方國

家猜忌，對中國的疑慮和擔憂不斷增加。如何處理好國際
關係，維護國際對中國的信任，是我們中國面臨的首要挑
戰。

2.  隨 中國國力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不斷增大，西方
國家對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期盼越來越大。這對於仍
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亦是挑戰。

3.  周邊問題複雜形成挑戰。包括南海、東海問題等。

堅持和平發展 共建和諧世界
在當前局勢下，他認為中國應採取如下措施應對挑戰：
1. 堅持和平發展理念，互利共贏原則。這是中國30多年

來發展的基礎。中國的發展走的是和平道路。中國只要堅
持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就可以化解衝突和挑戰。

2. 高舉共建和諧世界的旗幟。不干涉別國內政，堅持互
相尊重、平等、互利，以和平方式解決摩擦和衝突。我們
亦主張和平解決南海爭端。

3. 加強公共外交，加強人文溝通，加強和各國各領域的
溝通，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重
要作用。在這點上，《文匯報》在宣傳中國外交政策方面
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和貢獻，今後還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
用。（大使看世界系列文章之二）

■中國前
駐荷蘭、
匈牙利大
使朱祖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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