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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官員近日稱，釣魚島於
1972年作為沖繩縣的一部分被美方歸還
日本，並一直處於日方行政控制下，
所以是《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的適用
對象，引起中方強烈反彈。正在美國
訪問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蔡
英挺表示，中國堅決反對美國把釣魚
島列為《美日安保條約》適用對象，
他強調中國軍方有強烈主權意識，指
日本非法侵佔釣魚島的行為改變不了
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並敦促美國為
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維護中美友好關
係大局多做努力。
美國試圖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安保

條約》適用對象，完全是非法的、虛
偽的，是站不住腳的。第二次世界大
戰日本徹底戰敗，根據《開羅宣言》
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國際法文
件，本應立即無條件將釣魚島等宰割
領土歸還中國。但是，美國於1972年未

經任何授權的國際機構和國際法允
許，私自將釣魚島的「行政權」交給
日本。美國宣稱《美日安保條約》適
用於釣魚島，不僅顛覆了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勝利成果，違背了一系列國際
法文件，同時也違背了任何人無權以
他人主權私相授受的國際法常識，違
背了任何雙邊條約只對締約國有約束
力，不對第三方產生權利與義務，不
應損害第三方利益的國際法基本準
則。《美日安保條約》不是日本竊佔
釣魚島的保險單，更嚇不倒堅決捍衛
國家領土主權、視國家領土主權和國
家尊嚴為第一生命的中國人民。
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日本野心越

來越大，與美國走得越來越近。但
是，從歷史上看，只有別國為美國當
馬仔，而從來沒有美國為別國赤膊上
陣，火中取栗的先例。況且，《美日
安保條約》埋有伏筆，按照美國戰爭

權力法案規定，對外戰爭必須由總統
和國會共同決定，而非由《美日安保
條約》決定。這就為美國留下了依據
美國利益，靈活決定是否採取行動的
模糊空間。日本拉美國撐腰壯膽，美
國趁機部署軍力，一時得意的日本，
並非佔了便宜，而是吃了虧，日本已
進一步被美國捆綁在馬仔的位置上。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日前發表了

題為《島嶼爭端反映了日本懼怕中國
崛起》的文章，文章說，日本最近時
常動怒是因為，10年間，日本在亞洲的
經濟領先地位不再，與此同時，中國經
濟迅速崛起。文章還說，如果美國因履
行《美日安保條約》介入中國和日本的
戰爭，對於美國來說很麻煩。美國媒體
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政府會真心與
日本同盟嗎？借口支持日本，在全世界
部署軍事力量，進一步控制日本，才是
美國的真正目的。

釣魚島絕非美日安保條約適用對象

筆者上周發表了一篇題為《「學民思潮」

為社民連站台露出馬腳》的文章，在網

絡上引起了不少迴響。「學民思潮」日

前發表聲明，回應了報章論點，以一個

學生組織來說反應之快較不少政黨都不

遑多讓。言歸正傳，「學民思潮」的聲

明首先是承認了有為社民連副主席吳文

遠站台，「對於學民思潮成員為吳文遠

站台一事，學民思潮認為我們應包容不

同政見的人士，而且不限於社民連。」

這說明筆者的文章實事求是，「學民思

潮」的成員確實是為部分政黨人士站台

助選。

「學民思潮」在聲明中又指出「學民思

潮的行動一直保持政治中立—政治中立意

指在組織的行政上保持中立，但不代表要

限制組織成員的政見。對於成員而言，成

員仍可擁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或個人意

見。」這是承認「學民思潮」不少成員及

支持者都有政治立場及路線，尤其是支持

激進反對派如社民連等。由這些人組成的

「學民思潮」怎可能自稱為政治中立？況

且他們早上才代表「學民思潮」以政治中

立的學生組織名義向政府抗議，向政黨施

壓；晚上同一批人卻為社民連站台，高舉

橫額大叫口號。被外界批評後，又說自己

是政治中立，部分成員助選不代表「學民

思潮」，這種將成員與組織切割的狡辯與

梁家傑何其相似。

「學民思潮」指「我們認為學民思潮的

數百名成員和義工均可擁有自己的政治立

場和自由，參與各種社會公共事務。」但

又認為這些成員不代表他們。這顯然是偷

換概念的語言詭辯，難以相信這些說法竟

出於一班政治中立的學生之口。梁家傑在

之前的選舉論壇上，指公民黨核心成員參

與司法覆核、策動禍港官司，與公民黨無

關，因為他們不能代表公民黨，結果受到

外界狠批，其原因是有基本分析力的人都

不會相信，核心成員的行為竟然與所屬政

黨無關。如果這樣成立，將來梁家傑、余

若薇等再策動禍港的司法覆核，豈不都與

公民黨半點關係都沒有？套用一句時下學

生的「潮語」，這樣不是太「屈機」了

嗎？現在「學民思潮」竟然運用同一種詭

辯，指成員的行為與其組織無關，意思是

儘管成員全力為社民連助選，「學民思潮」

依然是政治中立，是純潔的。這種說法怎

可能令人信服？

有趣的是，日前又有傳媒揭發前「學民

思潮」成員陳展俊為民主黨黃成智助選，

黃成智還得意洋洋的介紹其來歷，再次暴

露 「學民思潮」是如何「政治中立」。結

果「學民思潮」在晚上即發出聲明，指

「陳展俊先生於七月中因個人操守問題，

被勒令退出「學民思潮」後，先後三次冒

認學民思潮成員」云云。陳展俊因為協助

其他政黨助選而被逐出「學民思潮」，那

為吳文遠站台的成員又是否應同等對待

呢？還是因應政治需要而雙重標準？「學

民思潮」應向外界交待，特別是對家長及

學生清楚解釋其政治立場，不要打出中立

的學生組織模樣，實際上卻為某些政黨當

選舉啦啦隊。

港島是今屆立法會選舉其中一個戰況最混亂，戰情
最詭異的選區之一，各黨派都派出黨內明星角逐，要
以一條名單在港島取得兩席是非常困難的事。不過，
公民黨近日卻打出了爭取兩席的口號，陳家洛及陳淑
莊不斷向外告急，目標是催谷到8萬票爭取兩人進入
議會。有「民主黨李登輝」之稱的李柱銘幾乎每日都
為公民黨站台；余若薇也頻頻返回港島助選。陳家洛
更聲稱「要力保陳淑莊，佢個位有風險。」

全力告急 故伎重施
公民黨現時的全方位告急伎倆似曾相識，2004年港

島區選舉，當時民主黨由楊森領軍夥拍李柱銘一張名
單參選，但楊森的政治魅力一般，加上余若薇的冒
起，令民主黨未必能取得兩席。在選舉中一直對余若
薇「讓賽」的李柱銘在最後時刻全力打告急牌，向外
表示「民主之父」隨時有落馬危險，而且其他反對派
團隊基本上已經夠票了，選民將自行分票予李柱銘云
云。最終李柱銘的團隊狂搶其他反對派名單的票，何
秀蘭更在選舉中大熱倒灶。這說明在港島區打悲情告
急牌是有一定市場。現在陳淑莊正是重施李柱銘的故
伎，為了爭第七席索性將名字改叫「陳七」，在宣傳
上賣弄悲情，目的就是要搶票。
不過，公民黨打告急牌其實是相當虛偽：第一、公

民黨要保住陳淑莊，但問題是她有什麼值得選民支
持，地區工作乏善足陳、中途辭職玩忽職守、議政論
政一無是處、民望長期低落，去年甚至連區議會議席

也丟失，這樣一個候選人有什麼非保不可的價值？第
二、既然要取港島兩席，為什麼不光明正大的分兩條
隊出選？在比例代表制下，分兩隊出選所需的票數比
集中一隊隨時少萬多兩萬票，公民黨既然雄心壯志，
何以不分兩隊，反而讓黨主席陳家洛「空降」排在頭
位，現任議員陳淑莊卻排在第二位，怎樣看也不是取
兩席的部署，公民黨打什麼算盤？
原來，公民黨在部署選舉時，黨主席陳家洛已表示

強烈的出選意慾，但他卻要求有必勝的選區，環顧五
區只有港島區最穩陣，上屆在余若薇又再告急之下，
成功取得兩席。因此，港島也順理成章成為陳家洛
「空降」的地區。然而，陳家洛不但缺乏全港性知名
度，而且議政能力、號召力及地區工作都是乏善足
陳。當年他擔任公民黨新界支部主席時，最為外界記
憶猶新的是他與陳琬琛等地區實力派關係長期緊張，
結果嚴重影響公民黨在新界的發展，上屆張超雄更加
大敗而回。經此一役，陳家洛的能力已經露了底，所
以在選舉主席時他受到的爭議最大，如果不是梁家
傑、余若薇等大力支持，他怎可能擔任主席？

選舉利益盟友也沒情講
正是由於有這種背景，以他的能力倘若與陳淑莊分

兩隊參選，結果將會如何？就是公民黨的票將會大部
分流至陳淑莊名單，而陳家洛又未能在強手雲集的港
島拉走其他人的票，極大機會落選。所以，公民黨一
班大佬最終決定犧牲陳淑莊，寧願浪費票數也要合成
一隊，並不合政治倫理地將陳淑莊排後，正是為了扶
陳家洛一把。這說明現在陳淑莊的所謂告急，是公民
黨一手造成，是大佬們因為私心而導致的，選民為什
麼要當公民黨的棋子，甘心受其愚弄，要如何投票就
如何投票呢？余若薇還要假惺惺的說「陳淑莊是很投
入的人，但選舉名單排第二，非常難得。」難怪陳淑
莊聽到後，立即當場落淚。
現在公民黨全力告急，要爭取港島第七席，搶票的

目標也是在反對派政黨中打主意，尤其是本身實力不
足，基本盤不穩的政黨，例如「人民力量」的劉嘉鴻
團隊（又稱為「蕭若元團隊」）、工黨的何秀蘭以及醜
聞纏身的民主黨單仲偕等，近日民望有下跌的趨勢，
是否因為公民黨告急牌所引致，各界自可分析。近日
「人民力量」的支持者也開始在網上醜化陳淑莊，攻
擊公民黨這個盟友。說穿了，在選舉利益上盟友也沒
情講。

公民黨大打告急 當選民是棋子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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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敦奧運上，中國隊共取得38金、27

銀、23銅的境外奧運最佳成績。倫敦奧運

閉幕後，國家隊金牌運動員代表團馬不停

蹄，於上周五來港訪問3天，與港人共同

分享勝利的喜悅。訪問期間，金牌健兒星

光耀香江，全城熱爆奧運風。金牌運動員

來港演繹的，已不僅僅是追求「更快更高

更強」的奧運精神，而且如同一面多稜

鏡，折射出豐富的內容，透過這面絢麗的

多稜鏡，港人不僅近距離一睹內地金牌運

動員的風采，而且體會到血脈相連的感情

共鳴，民胞物與的心靈感應。

「零距離接觸」產生心靈感應
國家隊金牌運動員來港訪問期間，出席

示範表演及金牌大匯演，與香港市民「零

距離接觸」，產生心靈感應。港人歡迎金

牌運動員載譽訪港，增進與港人接觸交

流，並希望運動員訪港留下美好回憶。同

時也讓港人一睹英雄風采，觀看運動員的

精彩表演。

金牌健兒訪港，立即掀起一片「追星」

熱潮，不少港人到運動員下榻酒店外等

候，冀一睹偶像風采，更盼望能與運動員

合照。有市民指金牌運動員來港增加歸屬

感，身為中國人而感到光榮。在記者會

上，訪港健兒表示希望運動員的奮鬥經

歷，能鼓勵香港年輕人追求夢想，全力以

赴，堅持不懈。訪港健兒還指出，奪得冠

軍的背後，付出很多努力，希望能與香港

市民分享這些努力拚搏的故事。

金牌健兒訪港翌日，出席了連串的「奧

運金牌精英顯風采」示範表演節目。當天

上午在九龍公園游泳池，新進跳水王后示

範，風采艷絕全場。孫楊、葉詩文等游泳

金牌選手也與市民和香港青少年運動員進

行了互動交流。而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內，激情四射，熱烈爆棚，13名羽毛球和

乒乓球國手「齊降」體育館，帶來精彩示

範表演，並與香港市民切磋互動。壓軸戲

羽毛球超級丹同乒乓男單冠軍張繼科玩

Crossover，扣人心弦，觀眾拍爛手掌。與

此同時，近千名香港青少年齊集小西灣體

育館，與前來訪港的部分倫敦奧運會中國

代表團金牌選手進行交流，度過了愉快的

時光。

當天傍晚，訪港健兒在香港大球場與眾

多明星一起參加了大匯演活動。奧運賽場

上的冠軍們在匯演中紛紛變身「演藝明

星」，為港人帶來別樣享受。在泳池中叱

㜿風雲的孫楊在舞台上，與古巨基合唱

《情歌王》有板有眼，惹得粉絲們尖叫不

停。體操隊為觀眾獻上了《我的好兄

弟》，羽毛球隊則和歌星葉蒨文合唱了一

首《瀟灑走一回》，林丹更與隊友和葉蒨

文一起打起了「3對2」的羽毛球比賽，乒

乓球隊則高歌一曲。受奧運金牌國手氣場

影響，香港藝人愈發「星光四射」，表現

比平常演出更勝一籌。

增強了港人的國家民族認同
訪港的國家奧運金牌運動員最後一日行

程兵分兩路，分別前往伊利沙伯體育館與

馬鞍山體育館，跟學生交流，分享感受。

泳手孫楊、跳水隊員吳敏霞與射擊運動員

易思玲等22人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跟2千

名學生交流。另外，羽毛球隊、乒乓球

隊、體操隊與舉重隊等20多人則在馬鞍山

體育館，跟近千名中學生見面。

時至今日，體育的社會功能已經引起了

人們的重視。西方學者的研究已經關注到

了體育在構建民族國家中的象徵意義以及

培育民族自豪感等議題。作為全人類水平

最高、規模最大的體育盛會，奧運會對於

增進國家、民族認同有㠥重大的、不可替

代的作用。由於各個民族、國家的高度參

與，以及在全球的巨大宣傳影響效應，奧

運會成為各個民族、國家進行展演、交流

的巨型舞台。從開幕式的進場、比賽、領

獎等一系列的過程中，國家和民族的象

徵、文化得到充分的展示，這些都構成了

國家與民族的認同的重要契機。

金牌星光耀香江，全城熱爆奧運風，不

僅濃墨重彩地為香港「盛事之都」增添光

彩，而且增近了兩同胞的互相交流和理

解，增強了港人的國家與民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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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大打告急牌其實是相當虛偽：第一、公

民黨要保住陳淑莊，但問題是她有什麼值得選民

支持，地區工作乏善足陳、中途辭職玩忽職守、

議政論政一無是處、民望長期低落，去年甚至連

區議會議席也丟失，這樣一個候選人有什麼非保

不可的價值？第二、公民黨既然要取港島兩席，

為什麼不光明正大的分兩條隊出選，就是因為陳

家洛政治能力、聲望不足，又要穩穩當當地當其

立法會議員，才「空降」排頭位。現在卻要選民

集中票源抬兩人轎，選民為什麼要受公民黨操

弄，像棋子一樣受其擺佈？

湖南省公安廳早前公布「李旺陽事件」調查結果，詳

細解釋法醫的醫學結論，鑒定李旺陽屬自縊死亡。眼見

事件逐步降溫，「支聯會」早前委託澳洲法醫專家

Stephen Cordner，重新檢視李旺陽的官方死亡報告，並召

開記者會公佈結果。不過，《文匯報》日前卻收到讀者

投訴，指李卓人在記者會前曾電郵Stephen Cordner教唆造

假，該電郵以指令的口吻提出「記者會開始後，你可先

簡要敘述報告，你要㠥重提出一些觀點，推翻內地官方

的結論。雖然你希望客觀公正，但堅信你提出一些證

據，反駁官方結論。感謝你的幫助，合作愉快！」

教唆脅迫專家造假 證據確鑿
根據Stephen Cordner的調查指，從網上3張相關照片而

言，確實與官方鑒定的自縊死亡相符。他續指，雖然頸

椎斷裂在自縊案例中實屬罕見，但若李旺陽患有骨質疏

鬆，確實較易出現骨折情況。這與公安廳的報告異曲同

工，反映Stephen Cordner並沒有屈服於李卓人的壓力。然

而，這樣的一份結果自然難令李卓人及「支聯會」滿

意，據稱李卓人會後譴責Stephen Cordner報告「不符合事

先雙方約定」，更不應該公開發表「單從網上3張相關照

片來看，與官方指李旺陽自殺是相符」的言論。這說明

李卓人委託專家調查，純粹是一場政治操作，藉此在社

會上再次掀起李旺陽事件爭議，為其選情造勢。為此，

他更不惜教唆專家造假，反映李卓人誠信已經破產。

事後，李卓人不敢回應《文匯報》的報道，說明他心

中有鬼。然而，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昨日卻刊出題

為《左報抹黑背後涉龐大力量　國家級黑客盜李卓人電

郵》的報道，意圖為李卓人開脫，指其電郵「原文意思

是希望Stephen Cordner在記者會上，突出報告內一些重

點，挑戰（challenge）中國官方的李旺陽死因報告，而

非《文匯報》所說要Stephen Cordner『推翻』官方結

論」，報道更誣指有「國家級黑客盜取李卓人電郵 」。

李卓人更表示「我㝉家好懷疑一樣㝚，根本由頭到尾我

個電郵都有國家政權㝍人㝋隔籬睇住，變成有乜㝚就㝯

發出去抹黑我，當然抹黑㝍目的一方面抹黑支聯會，另

一方面係想打擊我選情」。

不過，李卓人也承認事前有發出郵件要求Stephen

Cordner在記者會上「挑戰」官方的結果。然而，根據

Stephen Cordner的報告卻判斷李旺陽「可能死於自殺」。

李卓人要求專家「挑戰」官方報告，這明顯是利用委託

人的身份向專家施壓，迫他提出一些不利官方的言論，

讓李卓人及「支聯會」之流可以大做文章。這種做法是

公然干預學術，欺騙全港市民，事實俱在。《蘋果日報》

作為傳媒不但沒有批評李卓人的失德行徑，反而賊喊捉

賊的指有「國家級黑客盜取李卓人電郵 」。這種指控非

常嚴重，《蘋果日報》沒有提出絲毫證據，就作出這樣

的指控，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缺乏傳媒應有操守。

張達明其身不正無學者風範
《蘋果日報》在報道中又訪問了港大法律學院助理教

授張達明，他指「盜用電郵的人肯定觸犯了不誠實使用

電腦罪行，至於傳媒刊登從不法途徑得來的電郵，未必

要負刑事責任，但難免令人覺得有道德問題」。張達明

自稱學者，卻連一點求真求實的

精神也沒有，在未有查清事件之

前就大放厥辭，在沒有任何證據的

情況下竟然指責傳媒刊登的電郵是「從

不法途徑得來」，大造誅心之論，毫無學者操守。事實

上，張達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學者」。在上年區

議會選舉中，他就被揭發在搬離海怡東住宅後，竟然沒

有更改選民資料，更在區選中返回海怡投票，有「種票」

之嫌，而當時海怡東區選其中一名候選人，正是與張達

明關係密切的公民黨人士，有業界人士指出他已觸犯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並要求廉署徹查事

件，反映其人誠信操守早已蒙污。而公民黨吳靄儀在今

屆立法會決定退下來要找人接位時，張達明也是其中一

個人選，說明張達明與公民黨以至反對派的關係。由這

樣一個「政治學者」出來評論事件，試問有何中立性客

觀性可言？

事實上，由李卓人的教唆造假到《蘋果日報》賊喊捉

賊，都不過是為了拉抬李卓人的選情。近日多個民調

都顯示李卓人正面對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民連

等激進反對派的搶票，形勢極不明朗。為此，他才要

借通過炒作李旺陽事件來提振選情，結果反被揭發公

然造假。《蘋果日報》賊喊捉賊也不過是為了減輕事

件的殺傷力。然而，經此一役李卓人誠信已經破產，面

對反對派政黨的分票，難保不會重蹈去年區選鎩羽而歸

的覆轍。

李卓人教唆專家造假，要求他提出一些不利官方的言論，這種做法是公然干預學術，欺騙全

港市民。《蘋果日報》不但沒有批評李卓人的失德行徑，反而為其開脫，更賊喊捉賊的指有

「國家級黑客盜取李卓人電郵 」。這種指控非常嚴重，《蘋果日報》沒有提出絲毫證據就作出這

樣的指控，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而在去年區選中有「種票」之嫌的「政治學者」張達明對此

大放厥辭，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竟然指責傳媒刊登的電郵是「從不法途徑得來」，大造誅

心之論，更是毫無學者操守。其實，由李卓人的教唆造假到《蘋果日報》賊喊捉賊，都不過是

為了拉抬其選情。然而，經此一役李卓人誠信已經破產，面對反對派政黨的分票，李卓人難保

不會重蹈去年區選鎩羽而歸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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