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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反對國教的人如黃之鋒之流認為自己勝利了，

然而，筆者卻為他們感到難過，因為，若懷有政治目

的，為其西方主子衝鋒陷陣的漢奸洋奴，他們反對國教

乃是桀犬吠堯，各為其主。但黃之鋒這樣的年輕人，他

們對國家根本沒有深入正確的認識，這些人說國教是洗

腦，其實正是他們被反中亂港傳媒洗了腦，將西方的政

治文化奉為現代政治的「葵花寶典」，為求達至其最高

境界，不惜將愛國教育和對國家認同一刀切去。或許，

黎智英、陳日君等數典忘祖之徒會為他們叫好喝彩，然

而，真正愛護他們的有識之士卻會為此而傷心難過。因

為，這些人若背離了自己的國家，忘記了自己的根，除

了一個空虛的軀殼和受西方文化主宰的靈魂，還剩下什

麼呢？

不要被反中亂港傳媒洗腦
在反中亂港傳媒及部分中了西毒的文人學者的洗腦

之下，很多香港人對自己的國家存有極大的偏見，他

們只看到國家的缺點和負面消息，看不到國家的進步

和偉大光明的一面。元末的韓山童，散布「石人一隻

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傳言，發動了一場農民起

義；今日香港的反對派，同樣以一隻只看到內地黑暗

看不到其光明的眼，企圖挑動香港人脫離祖國，挑撥

兩地矛盾。不過，他們的陰謀是不會得逞的，因為，

事實擺在面前，只要我們放下偏見，到內地走一圈，

便可以發覺，今日中國如旭日初升，光芒萬丈，反對

派的詛咒、抹黑，有如蚍蜉撼樹，杯墨染海，根本是

十分可笑及毫無作用的。

要看清楚今日的中國，筆者建議有心人可以先坐獨步

天下的中國高鐵走一圈，當你坐在時速超過300公里，

卻穩定得如在家中客廳一般的車廂內，眼中閃過的盡是

新建的高樓大廈，規劃整齊的大小新市鎮，你會作為一

個中國人而自卑嗎？你可以在裝飾豪華，價錢公道的食

肆吃個午餐，你會認為內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比不上香港

嗎？當然，你也可以到生活最低層的城中村參觀一下，

雖然那裡環境較為髒亂，但其百味俱陳，喧嘩熱鬧，也

自有其生活樂趣；晚上，你可以安坐家中，觀看近百個

電視頻道不同的內容，既有精彩百出的娛樂節目，也有

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新聞報道，你可以看到當地政府的民

生大計，也可以聽到紀委半個月內便將「房叔」雙規的

新聞。晨光初現，公園內到處是作晨運的人群，公路上

擠滿了各種品牌的汽車，這就是今日自強不息，蒸蒸向

上的中國。除此之外，中國還充滿了令人精神為之一振

的新鮮事物：今日殲二十長空亮劍，明日遼寧號藍水破

浪，後日北斗衛星天罡報陣，稍後尚有太空船探月登

天；中國的強勁經濟發展令世界第一強國又妒又恨；中

國的強大軍事力量令環伺強敵膽戰心驚；今日，八國聯

軍再難以跨越雷池半步；今日，甲午海戰的結果將會顛

倒過來；這就是中國—令我們感到無限自豪的祖國！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有人仍然將中國視為

一個封閉、獨裁的國家，或將改革開放後出現的部分不

公平現象視作中國的全部，那這些人不是瞎子、聾子，

就是得了抑鬱症和恐懼症的人。作為一個香港長大的年

輕人，就更有必要深入正確的了解自己的國家，若被反

中亂港傳媒洗了腦而不自知，那是相當危險的事，若因

受恐共反共思潮影響而否定國民教育，那更是有如政治

思想上的引刀自宮，自以為無敵於天下，其實只是廢人

一個而已。

造成香港今日畸形的政治生態，除了反對派興風作

浪，蠱惑人心之外，特區政府也應該對現行政策作出檢

討，因為，香港並非世外桃源，而是中西方政治制度角

力的舞台，問責官員不但要對民生事務問責，對香港的

政治大局、內地與香港關係的和諧以及香港人對國家的

認同感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些問題上，其中有兩

個古代的典故，是值得我們借鑑的。

愛國愛港人士應有分清大是大非之能
第一個典故是「雍門刎首」。雍門子狄是戰國時齊國

的大夫，有一次，越國的軍隊接近齊國的邊境，雍門向

齊王求死。齊王說，軍隊進軍的號令還沒發出，兩國軍

隊仍未交戰，你何罪之有呢？雍門回答說，越國的軍隊

已兵臨城下，作為齊國的重要官員，卻未能及時發揮作

用，令戰事驚嚇了大王，難道我還有臉活下去嗎？雍門

於是拔劍自刎，當天，越國自動退兵70里，越王並說，

如果齊國的臣子都像雍門那樣盡責，那我們是不可能戰

勝他們的。今日，香港回歸15年，至今仍亂象頻生，為

什麼芸芸眾生中，就

沒有一個像雍門這樣

的人挺身而出，負起

應負的責任呢？

第二個典故是「丙

吉問牛」。丙吉是漢

宣帝時的宰相，有一

次他出巡，碰到一夥人在打架，死傷者橫七豎八的倒在

地上，但丙吉並不過問，徑往前去，但後來他看到一農

民趕牛經過，牛吐舌氣喘不已，丙吉馬上停車細詢牛喘

氣的原因，有人因此嘲笑丙吉，認為他死了人也不管，

對一隻牛喘氣卻十分關心。丙吉解釋道：「打架傷亡的

事自有負責治安的人處理，我是丞相，無須過問細則，

但時值春天，牛卻熱得吐舌，可見天氣反常，陰陽不

正，可能會有天災發生，這才是我應該關心的事。」聽

了這番話，嘲笑丙吉的人均佩服丙吉深謀遠慮，事分輕

重。最近，香港因水客問題引起政府的關注，六大部門

聯手打擊水客，這本是一件好事，但當日同時有人在上

水站舉㠥港英政府旗幟，大叫中國人滾回中國，政府高

官對此卻視而不見，事後也沒有對此事作出任何反應，

問題是，這兩件事何為輕何為重呢？水客問題大不了對

香港的社會環境造成影響，但後者所造成的影響更為深

遠，這是特區政府絕不能忽視的。香港今日的現狀，正

是有關人士長期以來缺乏政治敏感性，只重民生小事而

未能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堅持原則造成的後果。

「以人為鑑，可知得失，以史為鑑，可知興替」，作

為中央政府許以重任的有關人士，縱無雍門之義，丙吉

之能，但起碼也應該有憂國憂民之心，有分清大是大非

之能，惟有如此，他們才無愧於在國旗前的宣誓，香港

社會才能保有繁榮興盛，穩定和諧！

反國教運動來勢洶洶，不少人在其壓力之下妥協投降，但也有學校敢

頂住這股歪風，堅持在新學年開辦國民教育科。香港鮮魚行學校的校長

及教師們，在巨大的反對壓力下，仍然「責無旁貸」地履行教師的重任。他們擇善固執，勇者

無懼！將會在香港教育史上記下令人難忘的一頁。作為中央政府許以重任的有關人士，縱無雍

門之義，丙吉之能，但起碼也應該有憂國憂民之心，有分清大是大非之能，惟有如此，他們才

無愧於在國旗前的宣誓，香港社會才能保有繁榮興盛，穩定和諧！

立地天頂

起動九龍東搞農墟音樂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觀

塘區是傳統工業區，提供的公共休憩
空間有限。為凸顯觀塘特色及活用公
共空間，發展局屬下的起動九龍東辦
事處在駿業街遊樂場舉辦「星期四
—玩轉駿業街」活動，連續12個星
期四將在遊樂場內舉辦多場音樂會、
文化活動及有機農墟。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表示，當局將會繼續舉辦多個
活動，優化區內公共空間。
由發展局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及漁農

自然護理署主辦的「星期四—玩轉
駿業街」，活動由昨日起至明年1月10
日，將會連續12個星期四在駿業街遊
樂場舉行。
場內共有約30個由本地有機農戶、

有機商戶、慈善團體及社企經營的小

型農墟，分別售賣有機蔬果、食品和
環保用品等，同時亦會舉辦音樂表演
和藝術創作示範工作坊，以供市民休
閒玩樂。

林鄭300元買有機蔬果
出席活動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

致辭時稱，冀透過「地方營造」活動
改變公眾對這個公共空間的概念和使
用習慣，作為優化這個公共空間的起
動點，並將在觀塘繞道天橋底舉辦
「反轉天橋底行動」，改造成文化場
地，預計明年1月啟用。
她又呼籲社會多支持本地的有機農

戶、本土藝術家和社會企業。她其後
光顧農墟內的攤檔，花費逾300元購
入大量有機蔬果。

民情指數漲近正常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民情
指數」調查，稱以10月14日計算，最
新民情指數為85.7，較9月中上升了
7.5，而政評數值及社評數值分別為
89.7及90.6，分別上升5.8及5.3。計劃
負責人稱，香港的民間情緒在過去數
星期有所好轉，政評和社評數值都繼
續回升，大致回復到2012年8月中下
旬的水平。

調查機構指，所謂「民情指數」包
涵了「政通」和「人和」兩個概念，
分別以「政評數值（GA）」和「社評
數值（SA）」顯示；「政評數值
（GA）」泛指市民對整體政府管治的
表現評價，而「社評數值（SA）」則
泛指市民對整體社會狀況的評價，由
多項民意數字組合而成。指數本身及
兩項數值均以0至200顯示，100代表
正常。

立會議員加薪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

屆立法會會期正式開展，議員酬金、
醫療津貼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金額亦
向上調整。立法會秘書處昨日公布，
由今年10月1日起，議員酬金會由目
前每月73,150元調整至84,490元，加
幅15%；醫療津貼的金額會由每年
28,020元調整至29,420元；支付辦事
處營運開支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則由
每年不超過1,719,290元調整至不超過
2,166,310元。
同時，立法會議員可獲發還因履行

立法會職務而須付出的開支，包括聘
用職員、使用顧問服務、宣傳用品、
酬酢及交通、舉辦活動及辦公地方的
開支等。
議員酬金、醫療津貼及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的上限，會按丙類消費物價指
數的變動，在每年10月予以調整，議
員申領的償還款項須每年進行審計監
察，而進行實地審計時，議員亦須給
予協助，例如提供紀錄、解釋及理
據，建議議員需保留最少兩年紀錄以
便審計。

曾德成昨日與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
席馬逢國及副主席陳家洛會面。曾德

成在會後表示，在每一個立法年度開始時，
他都會與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商量
未來大半年會期內需要討論的事項，希望訂
出民政事務委員會的議程，而大家在是次會
面中確有提及啟德體育城的問題，但並非一
次專題的討論。

曾德成強調依計劃籌建
就坊間最近有傳言指特區政府或會擱置在

啟德新發展區興建體育城，以至縮減規模甚
至將體育城「搬」到欣澳等，曾德成昨日強
調，這些說法只是傳聞，負責體育城建設項
目的民政事務局會按照原定計劃去推進體育
城的籌備建設工作，而因應馬逢國昨日在會
面中反映了社會各界，尤其是體育界對啟德
體育城發展計劃的關注，他昨日決定將原訂

於明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報告
計劃的進展，提前到下月民政事務委員會上
作匯報，來回應大家的關注。
曾德成又強調，香港體育界人士一直出錢

出力，支持香港的發展，相信他們就體育城
提出的清晰意見，都是從香港社會的整體利
益出發的，特區政府一定會認真地聆聽他們
的意見並作出審慎的考慮。

馬逢國指政府無意改變
馬逢國在會後則表示，根據自己的理解，

曾德成在是次會面中已明確表明了特區政府
無計劃擱置啟德體育城的立場，並清楚交代
了有關該計劃目前仍由民政事務局全權負
責。他理解到政府並無推倒啟德體育城計
劃，自己會繼續監察政府。陳家洛則稱，曾
德成雖於昨日會面上表明計劃未變，但社會
近日流言四起，行政長官梁振英應該及早、
親自出來交代計劃，並預告自己會於下周四
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上繼續追問有關問題。
啟德體育園區計劃，是在啟德新發展區發

展一個集高質素公共體育設施、休憩用地、
公園設施，以及零售和餐飲店舖於一身的體

育園，每星期7天全日開放，供市民和訪港旅
客享用。除了提供主要給公眾使用的運動場
地及休憩用地外，啟德體育園區的高質素體
育設施亦可解決本港缺乏舉辦國際大型體育
賽事場地的問題。

擬建體育館可容5萬人
啟德體育園區建議設施包括一個設有5萬

個座位及可開合上蓋的體育館，以便全天候
舉辦各類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及文娛活動，以
及減少如舉行音樂會等大型活動可能造成的
聲浪影響；一個設有5,000個固定座位的公眾
運動場，可供市民緩步跑、進行田徑訓練和
賽事，以及舉辦足球和欖球比賽，並在體育
館舉行大型體育賽事期間，作為熱身場地；
一個室內運動場，場內除設有4,000個固定座
位的主場外，另備可容納400名觀眾的副
場，可進行籃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和
武術等運動；老幼咸宜的公園設施，如兒童
遊樂場、太極區和健身站；面積不少於1萬
平方米的辦公空間；及面積不少於3.15萬平
方米的商用空間，可容納多種零售及餐飲店
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最近掀起
國教爭議，有反對派中人更稱此舉是中央政府正
逐漸「收權」，損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北京當代
中國研究所外交史與港澳台史研究室副主任羅燕
明昨日在出席香港一學術講座時表示，中央加強
運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並不等同「收
權」，又強調國民教育在香港以何種形式推行，
需要「摸㠥石頭過河」，但絕不認同推行國教就
必定是「洗腦」：「難道殖民教育就不是洗腦
嗎？」
香港浸會大學昨日舉行講座，邀請羅燕明就中

央政府管理香港特區的法理根據、全國人大對香
港特區的憲政管理、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區的
行政管理、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區防務的管
理，及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區外交事務的管理

範疇發表演說。
羅燕明由《中英聯合聲明》至《基本法》的草

擬談起，強調中央政府一直希望維持香港的繁榮
穩定，並以《中英聯合聲明》的12條方針為例，
指這非但是中英兩國間互相之間的承諾，更是對
香港的承諾，又坦言香港有不同聲音，「有罵共
產黨的，有罵中央的都無問題」，不會影響香港
繁榮穩定，「只要不成為主流聲音便可」。

羅燕明：難道殖民教育不洗腦
有與會者提問時，談到香港近期出現的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的爭議，羅燕明在回應時表示，香港
推行國民教育，是在「摸㠥石頭過河」，但反駁
有人指稱「國民教育必定洗腦」的說法：「難道
（港英）殖民教育就不是洗腦？」就近日熱論
「雙非嬰」問題應否透過修改《基本法》去解
決，他坦言，「不能一有問題就修（改基本
法）」。　

啟德體育城無變
進展下月交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間

最近就啟德體育城發展有不同意見，

有人認為應將有關用地用於建屋，以

解決香港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有人

就認為體育城已規劃多年，且有助提

升香港全體市民的生活質素而反對擱

置。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與

立法會體育、文化及演藝界議員馬逢

國會面後指，坊間有關擱置啟德體育

城發展的說法只是傳聞，民政局會按

照原定計劃去推進體育城的籌備建設

工作，並計劃於下月9日向立法會民政

事務委員會匯報計劃的進展。

學者：國教「洗腦」不成立

■曾德成強調，擱置啟德體育城的說法只是

傳聞。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在農墟花逾300元購買大量有機蔬果。圖為她參觀其中一個攤

檔。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馬逢國表示，政府並無推倒啟德體育城計

劃。 資料圖片

■羅燕明表示，絕不認同推行國教就

必定是「洗腦」。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