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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里村距威海市區約25公里，村口有兩排挺拔的水杉樹，一
條清澈見底的小溪從村裡穿過，幾個用來發電的風車掩映

在紅瓦黃牆的房子中間，給人一種世外桃源的感覺。而一場遠在
香港舉行的特首選舉，卻使這個安靜的小村莊熱鬧起來。從幾天
前，79歲的梁景新和77歲的梁蘭芬就聽說八十多年前離家闖蕩的
三叔梁澤元（族名：梁忠恩）的兒子梁振英，要參選香港第四任
特首。25號一大早，兩位老人帶 後輩十餘人聚集在梁景新長孫
家的電腦屏幕前，觀看現場直播。這也是七十多年來，兩位老人
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堂弟。

雖然對廣東話一句也聽不懂，但四個多小時的直播過程，他
們都聚精會神。屏幕上一出現梁振英的畫面，他們都會驚喜「這
就是振英」。選舉結果公布那一刻，熱烈的掌聲起了又落，落了
又起，梁景新的長子梁瑞凱乾脆放起鞭炮。到晚上，他們舉家一
起包餃子，慶祝家族有史以來最大的喜事。村民們自發聚在村
口，用秧歌、舞蹈慶賀從自己的村裡走出去一位香港特首。鞭
炮、鑼鼓聲在整個柴里村轟鳴起來。

CY父八十多年前離家闖蕩
梁景新是梁振英大伯梁啟元的兒子，素未謀面的堂弟當選了香

港第四任特首，他難掩激動心情，大冷天裡抱 暖手爐和記者聊
起了家事。梁景新說，自己的三叔（即梁振英父親）離開威海老
家時，自己尚在童蒙，對三叔的唯一印象就是三叔和全家人一起
拍的一張全家福。「爺爺臨終時囑咐我的父親和叔叔要保存好這
張照片，擔心小叔叔回來後無人認識。可惜這張照片因為歲月久
遠和搬家而丟掉了」。梁景新通過記者的手機網絡看到梁振英的
照片時，連說「像啊，和我三叔的照片真像」。而當看到梁振英
父親與一隊香港警署同事的合影時，老人一下子就在幾十個人中
認出了他，「這張照片和我家裡原來那張上的一模一樣」。

梁景新告訴記者，祖父梁葆珣育有三子，他的父親梁啟元，二叔
梁欽元和梁振英的父親梁澤元。此前二叔梁欽元及兒子均已去世，
他們這一代僅剩下自己和梁振英兩兄弟，以及妹妹梁蘭芬，希望在
有生之年能見振英一面，帶他一起去拜拜祖先。他還悄悄地告訴記
者，昨晚上夢見自己在吃魚，這在當地是個好兆頭，振英果然當選
了。

鄉親盼振英吃一口家鄉蘋果
據梁景新長子梁瑞凱介紹，梁家自2000年前後經過多方打聽，

知道梁振英就是梁澤元的後代後，曾經多次想和他取得聯繫，甚
至一度想派人去香港，後來因為諸多原因未能成行。如今柴里村
及梁瑞凱家都種植了馳名當地的「橋頭蘋果」，他很想讓這位和
自己同庚的堂叔能嘗一口家鄉的蘋果，更希望橋頭鎮的蘋果能和
堂叔一樣在香港闖出一片天。柴里村村委會主任林毅告訴記者，
全村有270多戶村民，當中有99%的人姓梁，他們的共同願望就
是希望梁振英空閒的時候能回柴里村看一看。「希望他多為香港
做實事，做好事，當個好官」。林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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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見親人當選 望「做實事當好官」

威海宗親感榮光
堂兄盼振英還鄉

學者：梁得票扎實 管治審慎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美國駐港領事館昨日在特首選舉
後，發出美國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
事務助理國務卿Kurt Campbell的聲
明，恭賀梁振英在選舉中獲勝，當

選為下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
聲明續指，美國期待與梁振英和

他的團隊進一步拓展雙方的緊密經
貿關係及人民之間的交往，「而這
也是美港長久以來的標杆。美國將

繼續支持『一國兩制』的原則」，
並「期盼香港在2017年特首選舉和
2020年立法會選舉能朝 實現普選
這一目標繼續取得進步以符合《基
本法》和香港市民的意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梁振英以689票
當選特首，有學者分析認為他在多人競逐下，有
此成績已顯示他的支持相當扎實，建制派也沒有
受反對派「流選論」動搖軍心，對他未來的管治
能力審慎樂觀，並建議他未來應以務實政策建立
市民信心。他們又指，梁振英任《基本法》諮詢
委員會秘書長時期，早已體驗複雜政治環境，今
次選舉期間也經歷過民意起伏，他上任後會有高
政治智慧處理政治難題，為特區管治帶來新氣
象。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王卓祺認為，

梁在多人競爭下，仍能取得近700票，絕不算低。
他指出，若連帶廢票和沒有投票者計算在內，加
上何俊仁所得76票，反對派得票不過200多票，餘
下梁唐約1,000票全屬建制派，說明建制派沒有被
動搖附和「流選論」，立場十分堅定。

他續說，梁振英能取走唐英年所失去的約100
票，反映梁振英得票很扎實，中下階層的票都流
到他身上。雖然社會因競選出現分化，但他對梁
振英能統合各方的能力仍審慎樂觀。

王卓祺：政綱方向適當務實得民心
王卓祺指，梁振英的政綱方向適當，過去高民

意支持度已可反映，只是他近期受累於連串負面
消息，才致民望滑落，不過梁振英個性沉得住
氣，能打「逆境波」，未來最重要是團結治港班子
和建制陣營，便可改善形勢。至於有關他在行政
會議內的指控，王卓祺認為梁振英可考慮公開相
關文件，盡快釋除公眾疑慮，早日「拆彈」。

他認為，梁振英當選後，首要關注社會和諧，
如何讓社會在選舉後感到和平是應及早處理的事
情。其中最關鍵的，是推出務實而爭議少的政
策，其中房屋和貧窮政策可率先推行，讓市民感

到他做實事，以盡快建立市民對他的信任。他相
信，如果梁振英能推行務實政策做實事，市民自
會看到，如此一來可改變香港的內耗困局，使朝
正面方向發展。

王卓祺又指出，新來港者上樓難和長者退休後
生活貧窮都是值得關注的基層問題，而梁振英提
出合併綜援和生果金的理念可取，因為此舉可減
免長者領取綜援時的標籤效應，取消「衰仔紙」
的行政措施也可讓更多長者受惠，而且受惠金額
最高可達4300元。

鄭赤琰：諮委秘書長歷練政治智慧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客席教授鄭赤琰

則指，梁振英的政治智慧比董建華和曾蔭權高。
他說，梁振英早於上世紀80年代，曾任《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當時的政治環境相當複雜，
中英左右雙方陣營相互角力，秘書長正要收集各
方意見撰寫文件，角色難做，各方不討好。他任
內更曾和李柱銘、司徒華等反對派元老交手，梁
振英身處其境，已為他帶來良好的政治體驗。

他續說，梁振英在競選期間也經歷過民意的高
低起伏，這都為他任特首後面對民望變化時做了
很好的心理準備。鄭赤琰認為，梁振英的政治經
歷比前任特首董建華多，即使行政經驗不及現任
特首曾蔭權，但他的政治智慧應比前兩任特首
高。

就有關梁振英和商界關係薄弱之說，鄭赤琰則
認為，梁振英也有郭炳湘、胡應湘和羅康瑞等大
地產商和大商家支持，不見得「孤掌難鳴」，況
且他上任後，因特首職位關係會有更多機會和地
產界及商界接觸，了解情況，故不擔心他會失去
這方面的支持，但上任後團結各界仍是首要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候選人
何俊仁在特首選舉中僅取得76票，即使加上

「白票」及無效票共82張，總數僅為158票，遠
低於其取得的188個提名，反映反對派推動的所
謂「白票」全面失敗。何俊仁昨日在低票落選
後辯稱，得票低於提名票是因為有反對派選委
響應他們的號召而沒有到場投票或離場投票，
故自己並無「流失」選票，又稱其所屬的民主
黨與新任特首當選人梁振英的理念，尤其是在
政治方面「南轅北轍」，故該黨會繼續在立法會
成為「最堅強和積極的在野反對黨派」，繼續

「有力監察和制衡」新特首人選梁振英及其政
府，希望市民和他們「並肩作戰」，確保香港的
核心價值不會「受到挑戰，受到威脅」。

「白票」陰謀失敗 反對派死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作為梁振英競選團隊的核心成員，
羅范椒芬及張震遠的「去與留」可
謂備受關注，羅范椒芬就笑指，競
選工作已經大部分完結，計劃月底
與家人外遊至6月返港，從無考慮加
盟梁振英的管治班子，更無與梁振
英討論相關問題。被追問倘梁振英
邀請加盟，她回應時坦言此乃後
話，但個人從無想過要重返政府。

張震遠更加直接，表明不是候任特
首辦主任，又笑指自己的「假期」
已經完結：「明天就要上班」，重回
市建局主席崗位。

對梁振英成功當選，羅范表示，
每一票都是努力爭取回來，符合過
半數的得票目標，對結果感到滿
意。張震遠昨陪同梁振英到候任特
首辦公室，與傳媒高層會面，被問
到會否加入政府，他耍手擰頭，笑

說自己的「競選工作期」已屆滿，
明天就要重回「老本行」，亦要到市
建局「返工」。

多名梁辦職員亦指，經過數月的
奔波勞碌，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預計競選辦只會運作到月底：「處
理完埋數工作就會結束運作。」又
透露，梁振英會有大型公眾謝票活
動，但對詳情先「賣關子」，有待通
知。

羅范月底外遊 張震遠要返工

美冀續拓緊密經貿關係

來自梁振英家鄉—山東威海的高祥傑目前在嶺大攻
讀翻譯哲學碩士學位，2007年時任香港嶺南大學校董
會主席的梁振英，個人出資在山東大學設立了威海獎
學金，資助兩名山大的威海學生大一畢業後轉學來嶺
南。高祥傑很幸運地成為第一批受益者。

據高祥傑介紹，到嶺大不久，梁振英就安排了和他
見面。第一次見到自己的資助者，高祥傑第一印象就
是CY親切隨和，「問了我很多關於生活、學習方面的
問題」。在高祥傑的個人主頁上，記者看到他寫道，

「昨晚竟夢到和梁振英討論幫他組織論壇作宣傳」。CY
顯然已經成為這個年輕人在香港的榜樣。他表示，CY
出身基層，靠自己的奮鬥走到今天，能為民眾考慮，
有決斷有魄力。他的當選是香港之福，也是威海的榮
耀。今次選舉剛結束，高祥傑就通過短信和郵件向CY
表達了祝賀。

鄉音不改 桑梓情深
去年10月，梁振英被山東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在該校110餘年歷史上，梁振英為第六位名譽博士。
梁振英與山大淵源頗深，他的另外一個身份是山東大

學校董會名譽主席，除了在山大設立獎學金，用於資
助優秀學子到香港和海外留學深造，梁振英還大力支
持包括山東大學在內的內地高校與香港高校開展交流
與合作。梁振英在該校做演講時，自稱為「在香港土
生土長的山東子弟」，他回憶說，小時候周圍的同學朋
友都說廣東話，在家裡，父母則都講威海話，他不會
講，就會挨罵。梁振英學父母的語氣，用威海話說
道：「山東人不講山東話，將來回家怎麼辦？」地道
的發音引來一陣熱烈掌聲。

梁振英父母都是威海人，家裡仍然保留 威海許多
生活習慣。從小聽威海話長大，梁振英對山東有極深
感情。1974年他遠赴英國留學，特別帶了一本書《山
東民間傳奇》在身邊。也是從這本書中，梁振英明白
了山東話中的「俺」字，他為此還專門寫信給姐姐探
討讀這本書時的新發現。2006年8月，梁振英夫婦攜帶
3個子女回到山東尋根，沿 「一山一水一聖人」的路
線，遍遊威海、曲阜、泰山等地。據悉，梁曾經3次回
到威海，還動員姐姐妹妹3家人一起回到威海，他覺得
聽到威海人講話特別親切，同時也希望下一代的人知
道自己的根在哪裡。

受資助家鄉學子 以CY為奮鬥榜樣

威海梁氏約於元末明初自蓬萊
遷入，初居文登溫泉都黑石山東
麓。現分居榮成、文登、牟平等
數十村。另外還有遷居遼寧、吉
林、黑龍江等地。

當地最早研究威海梁氏歷史和
族譜的梁超向記者展示了威海梁
氏於1924年編修的一套《梁氏家乘》

（族譜），共計12冊。記者在第六冊
上看到了梁振英祖父梁葆珣和父
親梁澤元（梁忠恩）的名字。

「梁振英為威海梁氏第十七世
孫，我是十八世，從輩分上來
說，我應該叫他叔叔」。梁超說。
他搜集大量資料，在多年前確定
梁振英的父親梁忠恩為族譜上的
梁澤元。他說：「上世紀30年代
起，威海有許多人到香港做警
察，但姓梁的只有兩個人，一個
是梁忠恩，一個是梁培忠。後者
是我岳父的親哥哥，1947年回來
探家的時候病故。」

忠厚家風 稱譽鄉里
據柴里村退休教師、對梁氏宗

譜有過深入研究的梁述民介紹，梁振英的叔
伯為人忠厚。他給記者講述了梁振英大伯梁
啟元的一個真實故事：有一年春天，梁啟元
正在田地種豆子，有個過路人向他討水喝。
梁啟元見他飢渴難耐，不但給他喝了水，還
把自己的飯給他吃。這年秋天豆子收成後，
梁啟元到集上賣完豆子，錢卻被人偷走。有
個人詢問後幫他找回了錢，而這個人正是梁
啟元春天幫助過的那個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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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超展示《梁氏家乘》。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殷江宏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于永傑）焦急

地守在電腦前4個小時，聽 一句也不懂的廣東

話，山東威海市環翠區橋頭鎮柴里村的梁景新

和梁蘭芬老人，今天終於看到自己素未謀面的

堂弟梁振英當選為第四任香港特首候任人，為

梁氏、為家鄉增添榮耀，帶來歡欣。梁家族人

的期望，就是「希望他多為香港做實事，做好

事，當個好官」，空閒的時候能回家鄉看一看。

■梁振英在山東大學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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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激示威者衝擊會展，與警方發生衝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