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

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A14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2年9月10日(星期一)

筆者上月在文匯報曾有兩篇文章談到，推廣

和接受「國民教育」不僅是國際慣例，而且是

每個國家人民綜合素質和國家意志不斷提升強

化的基礎。並提出了香港推廣國民教育需正視

和彌補的歷史斷層，及其緊迫性與相關優勢。

因此，從這個意義而言，「國民教育」也是一

個國家公民所應承擔的歷史責任、社會責任和

道德責任。香港已回歸祖國懷抱15年，作為祖

國大家庭的一員，這也是每一個港人應承擔的

歷史責任、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港人「愛國

愛港」義不容辭、天經地義。

反國民教育別有用心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香港推廣「國民教

育」本來是一件於法、於理、於情十分正常

和利國、利港、利民的大好事，卻被一些別

有用心的「反對者」或「破壞者」搞得混亂

不堪，導致民間非理性對抗愈演愈烈。他們

肆意歪曲國教內涵與社會現實，將積極、健

康的國民教育推展工程，強加以「政治論、

洗腦論、妖魔論」的罪名，不斷誤導民眾，

混淆視聽，拒絕與政府理性合作、務實溝

通。並煽動利用香港80後和90後青年學生，

以「反國民教育」為藉口，宣洩對社會、生

活和政府的不滿情緒，連續組織學生絕食和

圍守政府的「反對國民教育」行動。繼早前

「學民思潮」三學子結束「絕食抗爭」之後，

又煽動組織更大規模的「學生絕食抗爭反國

民教育」運動，企圖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

掀起青年一代與歷史潮流、與社會民生、與

香港政府的對抗，繼而製造香港社會的動

亂，破壞香港社會的和諧與繁榮發展的健康

氛圍，以達到其「反中亂港」和破壞「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方針的邪惡目的。這是一

個危險的信號，應引起各方高度警惕。

顯而易見，「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和「學民

思潮」已成為香港「破壞者」搖旗吶喊，衝鋒

陷陣的鼓手和旗手。「破壞者」害港亂港之心

不死，且早已處心積慮，其手段也無所不用其

極。他們打 所謂捍衛民主自由的旗號，將港

人深惡痛絕的「暴力民主」，逐步演化為近期以

絕食抗爭為手段的「悲情民主」，無視學生的健

康與生命，利用他們年幼無知和激情衝勁，將

反對國民教育的少數民意不斷推向非理性絕食

抗爭的極端邊沿，以達至其製造動亂的卑劣目

的。

港人應理性務實看待國民教育

香港是享譽全球的國際都會和文明社會，

「愛國愛港、自由民主、法制廉潔、和諧繁榮

與包容多元」是香港最大的核心價值。然而，

近期香港社會的種種非理性對抗畸態，卻與廣

大港人所追求的核心價值格格不入、背道而

馳。他們做 親痛仇快的抗爭，並破壞 香港

社會的和諧，如果不及時制止非理性的衝動，

可能將會釀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後果。因此，廣

大家長和教師們應擦亮你們的眼睛，認清「破

壞者」的本質，回歸理性、務實溝通的軌道，

展現港人包容與多元的情懷，同政府相關機構

展開理性對話、務實溝通，共同找到港人推

廣、學習國民教育的平衡點與共通點。特首梁

振英已宣布取消3年的開展期限，修訂現有

《課程指引》，交由學校全面自決是否獨立成科

甚至是否推行國民教育，這正是表達了政府的

誠懇與誠意，也是政府以理性和良知喚醒非理

性的社會衝動與展現港人包容多元胸懷的期

許。

曾記否，《萬里長城永不倒》、《我的中國

心》和《獅子山下》等經典名曲，被國人與

香港同胞傳唱經年而不衰。這些名曲不僅唱

出了港人不忘國恥的歷史記憶；唱出了凝聚

國人心魂的愛國情懷；更唱出了港人奮鬥拚

搏的創業精神，並激勵了一代代港人為之奮

鬥、為之自豪。多年來以港人為主力發起組

織的「中華兒女保釣行動」更是風起雲湧，

今年8月15日兩岸三地14名保釣勇士，成功搶

灘登島宣示主權的壯舉，更是震撼心魄、感

人肺腑。這些點點滴滴都是香港這塊豐潤土

壤養育滋長出來的愛國情懷，都是鮮活、生

動與親切的「國民教育」經典例子。因此，

筆者在這裡要大聲疾呼：港人應當記住，香

港不僅應該推展國民教育，而且香港擁有推

展國民教育的優良土壤，港人不能辜負了父

輩與祖輩的期望。

港人應理性認知和推展「國民教育」

黃之鋒小朋友：

你好，看到你和一群中學生穿了黑衣服，佩戴黑絲帶在政府
總部抗議，要求政府撤回推行「國民教育」，甚至還有師生絕
食向政府施壓、擺出一副不獲全勝決不罷休的姿態，令人感到
痛心與茫然。
痛心者，是你們這些充滿熱血的年輕人，誤將國民教育

視為洗腦，其實是被反中亂港傳媒洗了腦而不自知，誠為
可惜。古語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是出群拔萃
者。然而，它卻異常彪悍，會吃掉自己的同宗，希望這些
熱血青年，不要因自己的魯莽行為而損害了香港的利益，
不要傷害了十三億同胞兄弟的感情，這才無愧於自己的青
春熱血。
茫然者，乃香港歷經百載滄桑，由一個小漁港變成國際聞名

的大都市，回歸祖國之後，得到國家的支持仍能保有昔日繁
榮，但有小部分親西方人士，將香港泛政治化，以至無風起
浪，亂象四起，長此以往，香港如何能保有和諧穩定，社會繁
榮呢？
其實，國民教育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地區都是天經地義的事，

也是強國利民的基礎；反對國民教育，本是離經叛道的事。充
滿正義的衝動的熱血青年不妨冷靜下來想一想，國民教育中有
多少傳統的價值？有多少先賢的智慧？有多少民族的風骨？有
多少歷史的教訓？魯莽地反對國民教育，並決絕地棄之如履，
這和當年的紅衛兵提出破四舊，連祖宗的神主牌也一併燒毀又
有何區別呢？
雖然在下沒有劉夢熊先生的辯才，也沒有名流學者的淵博，

但本 一顆赤誠的心，也敢不自量力的提出和你們作一公開交
流，希望你們能說服我和其他與我有共同看法的香港人，為什
麼學校不可推行國民教育？為什麼國民教育和洗腦會混為一
談？為什麼可以接受西方的神，不可行中國之道？為什麼你尚
未接受過國民教育，就會對國民教育如此抗拒呢？
靜候你的回覆。

資深傳媒人梁立人敬上

近日，國民教育之爭論愈演愈烈，絕食、
罷課，甚或所謂佔領政府總部，反對者的舉
措，已完全乖離理性的討論，他們用威脅之
法要求政府「撤科」，別無他選，又拒絕對
話，他們的所為所言一點也不文明，他們的
邏輯委實教人費解。

反對者只懂喊口號
首先，幹嗎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或其骨

幹代表拒絕接受邀請，加入「開展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委員會」？他們的理據是特區政府
想藉委員會淡化國民教育之爭云云。拒絕溝
通然後猜想對方動機，這只是陰謀論作祟。
委員會連會議也未召開，便把它看成是「橡
皮圖章」，況且，特區政府已一再表明委員
會內甚麼也可以談，惟反對者似乎充耳不
聞，總之反對到底，他們的行徑和思維凸顯
了橫蠻的一面。

至於國民教育等於「洗腦」之論，這究竟
又是甚麼邏輯？筆者要問的是：究竟反對者
有否詳細披閱二百多頁的《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課程指引》？要知道，反對者開初反對的
是《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這本手
冊根本不是甚麼指定教材，若教師認為所論
偏頗，大可束之高閣，自擬教材。難道我們
信不過教育工作者的專業自主？還是連教師
也信不過自己呢？
眾所周知，公民教育科向來也是校本課

程，即是說前 教師具有選取教材的自主
權，筆者所知不少學校也是按學生的情況，
設定議題，予以施教，從來也看不見政府干
預。就算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同樣不
設公開考試及呈分制度，學生和教師有十分
大的空間進行相關的教學活動，何來「洗
腦」？反對者需要回答的是為何反對設科？
為何只可有公民教育，而不可有國民教育？

他們對《課程指引》有何疑慮？他們理想的
教與學模式是怎麼樣？觀乎近日反對者之
論，最明確的只是「撤科」之聲，他們似乎
未能說清為何國民教育等同「洗腦」。由此
觀之，反對者只流於口號的叫喊，並沒有提
出具建設性的建議或方案。

製造輿論壓力迫「撤科」
最後，大專界提出罷課之議，筆者不禁要

問：我們的未來社會棟樑幹嗎如此不理性？

罷課與國民教育之論有何關係？說到底就是

以此作為姿態上的宣示，甚至製造輿論壓

力，脅迫政府「撤科」。筆者再問：罷課有

助解決問題嗎？罷課有助釐清反對者就國民

教育科所提出的疑慮嗎？若否，幹嗎做一些

如此不負責任的行為？

筆者一直認為，文明社會當以理性解決問

題，要解決問題先要認清事理的本質。倘若

人云亦云，盲目附和，怎配高舉獨立思考的

旗幟？叫囂沒用，最實在的還是一讀《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並了解此科由倡

議至擬寫指引的背景和過程數以年計，便可

知當中非一年半載之事。又此科並非只是國

情之論，兼及陶養品格。近月無端把國民教

育科鬧得沸揚，反對者不問緣由，執一廢

百，誠教人痛心疾首。

反國民教育的無理與橫蠻彭智文 教育工作者

馬建波 百家戰略智庫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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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多時，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宣
布，對有關政策作出重大修改，包括交由學校全面自決是否獨
立成科甚至是否推行、取消3年「開展期」死線，以及將檢視
與修訂現有《課程指引》，更承諾在其5年任期內不會要求國民
教育獨立成科。國民教育引起一連串的政治風波，造成社會持
續內耗，更干擾學校正常運作。當局提出的修改建議，無疑是
回應了部分社會人士的顧慮，早日結束反國教大聯盟發動的種
種政治行動。然而，從大部分沉默的市民看來，推行國教天經
地義，沒有可質疑的道理，當局因為部分人的激烈抗爭而「讓
步」，確實令不少市民感到不解以致失望。
市民的失望可以理解，正如有市民就指出，所有國家及地區

都有推行國民教育科，讓市民了解國情，培養國民身份，從來
不見有政黨及團體反對。原因是政黨儘管政見不同，但都不可
能反對市民認識國家。就如奧巴馬提出要撥款加強國民教育，
共和黨也不能因為是奧巴馬提出就反對，這是基本的公民質
素。香港現在推行已經是遲了，怎可能再加以阻礙？有市民亦
坦言，香港於2005年已開始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內容
就包括了國民教育，現在開展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只是
將該科目名稱換了一個字，教材依舊，卻被攻擊至體無完膚，
原因是反對派將國民教育政治化，作為選舉炒作，才令到社會
對國民教育的討論變質，這些反對派是罪魁禍首。政府政策實
不應因這些別有用心的人攻擊而修改。
也有市民直指，反對國教者不單佔領政府總部，又煽動罷

課、圍攻在新學年開設國民教育科的學校等激烈行動，已非單
純表達意見，而是通過激進抗爭向政府施壓，以「紅衛兵」的
方式配合反對派進行選舉炒作，完全是非理性的政治行動。對
於這些政治炒作，當局應堅持立場，不應向激進行為妥協。現
在部分反國教人士仍要得寸進尺，甚至連一般的交流遊學團都
要抹黑，公然阻止兩地的交流。對於部分反國教人士變本加厲
的政治炒作，將支持國教科都描繪為「罪人」，當局絕不應因
少數人的抹黑而輕言退讓。
有市民直言，過去的事實說明，政策一旦撤回後，重推將會

遙遙無期，當局不能再退，要堅守原則擇善固執，確保國民教
育順利推行，否則特區未來的管治將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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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反國教事件來龍去脈
香港於2005年已開始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內

容就包括了國民教育，現在開展的「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只是將該科目名稱換了一個字，教材亦依舊。而

當局推行國民教育已經醞釀多年，並進行了廣泛詻詢，

但從來不見有任何團體出來抗議，更不要說張文光、余

若薇、何俊仁、陳淑莊等都曾對國民教育科表示支持。

直到在2011年6月初，一個名為學民思潮的組織悄然成

立，並由一班公民黨成員的子女或義工組成，由公民黨

資深黨員之子黃之鋒擔任召集人。及後公民黨更將兩個

衛星組織併入學民思潮，令其初具規模。當時，學民思

潮的營運都是由教協提供場地，而其營運經費、策劃、

文宣、地區支援、以至成員的培訓，都是由公民黨提

供，主要是為公民黨吸納學生票源。

令學民思潮一舉成名的事件，是2011年6月25日－29

日，其成員仿照反高鐵時「五區苦行」的模式由學生在

港九新界擺街站，煽動市民上街參與七一遊行，開始得

到傳媒注意。然而，公民黨其後由於被揭發幕後操縱港

珠澳大橋官司及為外傭取爭居港權，激發民意反彈，在

區議會選舉大敗而回。公民黨於是採取潛水策略，一眾

外圍組織包括學民思潮也一度沉寂。及至立法會選舉前

夕，公民黨高層將選舉主題定為「反赤化」後，挑動兩

地對立，煽動「恐共」情緒便成為公民黨主要工作。養

兵千日，用在一時。為此，這個一度被棄於一旁的學民

思潮就再度活躍起來，更被賦予狙擊國民教育的任務。

於是當梁振英率領一眾官員落區時，學民思潮成員借國

民教育議題四處狙擊官員，並且在街頭擺街站宣傳，而

當時其所有設備、橫額以至租場等費用都是由公民黨負

責及提供，這說明了兩者的關係。

學民思潮由公民黨一手創立
隨 國民教育議題愈燒愈旺，反對派眼見機不可失，

於是本來由一班學民思潮成員小打小鬧的行動，改為由

反對派中人幕後統籌。當時公民黨等反對派人士的盤算

是，必須在立法會選舉中搶佔議題，否則對手必定死咬

公民黨的禍港官司、激進反對派煽動暴力歪風等議題，

而反對派亦知地區工作乏善足陳，有需要製造一個全港

性議題，為選舉造勢，於是國民教育便成為了他們的主

要目標：第一步就是設立多個不同團體協助學民思潮，

於是由前《壹週刊》副總編輯陳惜姿、公民黨核心黨員

黃瑞紅等人為首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便應運而生，加

上教協等與學民思潮組成反國教大聯盟。第二步就是將

反國教大聯盟推出前台，表面負責指揮，而反對派則躲

在背後幕後操縱，既為了避免活動被計入選舉經費，也

是誤導市民以為是這些團體民間自發。

然而，反國教大聯盟很快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原因是

正常人都知道，幾個民間團體，不可能在一個星期內就

可舉辦一場數以萬計市民參選的反國教大遊行，而且在

遊行前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每日為其宣傳，反對派

政黨的地區樁腳也發動支持者參與，如此有組織的行動

背後不可能沒有統一指揮。及後反國教大聯盟更進一步

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辦了仿如演唱會級數的嘉年華會，並

連日包圍政府總部，當中所需要的成本每日高達一百萬

元，試問這些從來沒有籌款的團體錢從何來？而過程中

所需的人力物力及相關人材又從何而來？這些反國教大

聯盟至今都不能向公眾交代。顯然，這些龐大的人力物

力不可能是黃之鋒、陳惜姿幾個人就可以處理，背後是

一個龐大的組織去協調，能夠有這樣能力的，自然是反

對派政黨。

反對派幕後操縱反國教行動
況且，學民思潮本來就是公民黨的衛星組織，試問反

國教行動怎可能與反對派撇清關係？更露骨的是，在立

法會選舉前一個星期，陳惜姿、陳方安生以至學民思潮

成員多次向外表示，選民投票時應考慮候選人的國民教

育傾向，而反對派隨後就提出了所謂反國民教育的聯合

政綱。如此默契的表現，正是要將國民教育變成選舉唯

一議題。而反國教聯盟在選舉前夕採取激烈的包圍政

總、絕食行動，就是要將議題

不斷升溫，將社會的關注點聚

焦，繼而將其競選對手肆意抹黑

打擊。只要反國教行動愈大規模，愈多人參與，反對派

就可利用這些民意轉成自身選票，平白吸納數以萬計的

選票，這是整個反國教選舉操作的核心。當中不論學民

思潮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都是驢前馬後，全面配合。

以事實判斷，所謂反國教行動的出現，究竟誰最得

益？是反對派及其候選人。學民思潮不過是由反對派

政黨創立及操控的傀儡，在有政治鬥爭需要時，推出

前台博取市民同情。但市民如果能夠理性想想，一班

十多歲的學童有這樣的口才、政治、組織，以至指揮

反對派地區樁腳的能力嗎？幾個民間團體會有用之不

盡的資源去舉辦大型及豪華的嘉年華會嗎？政治中立

的團體其核心成員會與反對派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嗎？現時反國教大聯盟還要準備持久戰，繼續炒作國

教議題，政治目的已是昭然若揭，結果將無辜的學子

推向政治鬥爭之中，蒙在鼓裡的市民只能一次又一次

被無良的政客欺騙。

在立法會選舉前夕，以學民思潮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等為首的自稱政治中立團體，突然發

起了大規模的反國教行動，令國民教育彷彿成為了今屆立法會選舉的唯一議題，干擾了正常選

情。現在回頭看來，這次反國教行動確實有太多政治操作的痕跡。市民理性想想，一班十多歲

的學童及家長有這樣的政治組織能力，發動數以萬計市民參與遊行及集會嗎？幾個民間團體會

有用之不盡的資源去舉辦豪華的嘉年華會嗎？政治中立的團體其核心成員會與反對派有千絲萬

縷的關係嗎？現時反國教大聯盟還要準備持久戰，政治目的已是昭然若揭。將各種證據梳理，

不難發現這次反國教行動只是一場反對派策動的選舉操作。

揭露反國教幕後黑手的選舉操作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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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公民教育科向來也是校本課程，即是說前 教師具有選取教

材的自主權。筆者所知不少學校也是按學生的情況，設定議題，予以施

教，從來也看不見政府干預。就算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同樣不設公

開考試及呈分制度，學生和教師有十分大的空間進行相關的教學活動，

何來「洗腦」？但是反對者一於反對到底，他們的行徑和思維凸顯了橫

蠻的一面。

■2012年7月，黃之鋒(上左一)已積極參與公民黨發起

的反國民教育請願，包括陳家洛(上左二)、梁家傑(上

右二)在內的公民黨核心人物亦有出席。 網上圖片
■2011年6月，陳家洛(右二)和黃之鋒(左二)已共同參

與反國民教育的公開活動，聯繫密切。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