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國聯邦儲備局狂
印鈔票的推動之下，美
國股市不斷上升，道瓊

斯指數首次升破14000點的五年新高，只要再升1%
就創歷史新高，高過2007年的高㞒。

熱錢橫流 全球股市造好

美國股市表現得這麼好，是因為美國經濟空前旺
盛嗎？不是的，美國的失業率依然很高。除了美國
股市創新水平外，全球各地的股市表現得也很好，
歐洲股市也不斷地創近幾年的新高。似乎，人人已
經忘記了歐債危機。歐債危機解決了沒有？沒有，
只是暫時被放到一邊。歐債危機的起源是部分歐元
區國家亂花錢，使到另一些富有國家如德國不滿，
反對由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出手救助。後來，經過
談判，南歐諸國、這些國債被拋售、無力還債的國
家，終於答應緊縮開支來換取歐盟及歐洲中央銀行
的支持。現在，正是緊縮開支落實的時候，政府緊
縮開支的結果一定造成經濟不景氣。

再看看內地股市，上海綜合指數在去年年底十
二月初才止跌回升，這場跌勢已連跌三年，跌到

內地股民信心全失。但是，就只憑一個所謂的
QFII、RQFII放寬的概念，使到上海綜合指數在不
足兩個月內上升20%以上。甚麼是QFII、RQFII？
簡單地說，是讓境外的資金流入中國股市買股
票。換言之，不是內地股民自己的力量來抬高股
市，不是中國的經濟突變，而是海外熱錢炒作的
結果。市場上大量的概念出現，如十八大概念、
城鎮化概念、前海概念⋯⋯但是這一切只是為了
炒股票而出現的。至今為止，內地政府依然很謹
慎地處理銀根。放寬的政策，依然在搞宏觀調
控，依然在打壓樓價⋯⋯內地經濟的調控依然是
適當從緊而不是放寬。

在全球股市造好的影響之下，香港股市也創近
兩年新高。但是香港經濟好嗎？不是的，香港的
GDP是近幾年較低的，目前是股市與實體經濟並
不吻合。

泡沫爆破 災難重臨

市場熱錢多，銀行利率低推高了股市令我們產
生錯覺，以為全球經濟一片大好，這是錯的。目
前歐洲仍處於不景氣中，美國的復甦似有似無，

日本要靠日圓大
貶值來救自己，
內地出口面對巨
大壓力正在設法
轉 型 、 推 動 內
銷。但是，轉型
談何容易，不一
定是主觀意願可
以成功的。

在超低利率及
其他因素的影響
之下，不但股市
造好，本地區樓
價也一樣創新高。香港樓價創新高，內地一線城
市樓價創新高，新加坡樓價亦創新高，泡沫正在
出現。有一天，泡沫爆破時，又是一場災難。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起源就是美國的房地產
泡沫爆破。

許多人都說，泡沫不會這麼快爆破，因為超低
利率還會維持好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泡沫始終
會爆破，泡沫越大，爆破後的影響、打擊越大。

最近，有極少數港人高舉英國旗遊行，這引起了丘先生
的高度關切，他在文中表示：「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
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
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
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
國家流的血。」他以自己在港的親身經歷訴說了對英國殖
民統治的感受：

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成長，當然希望中大和西方名
校並駕齊驅，中大也盡力去做。但香港回歸前幾年，香港
殖民政府一面喊㠥民主的口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
制改為三年制。1980年，我親眼看㠥麥理浩嚴辭拒絕中大
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1988年，在港督
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
學生和教授始終是反對的。

「我當時只能歎息英國人的蠻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
早以前，在60年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
帶㠥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度實在
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拜倫的一首
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
奴為隸便了。』」

「十五年前，我參觀英國倫敦大橋博物館，它陳列了從
中國虎門掠奪得來的十六英尺大炮，這大炮有守衛國土將
士的血㢌，關天培將軍為了這門大炮英勇犧牲了！新界元
朗曾孕育過鄧世昌，他為了守衛中國海疆，在威海與艦俱
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難道我們香
港人忘記了我們祖先為國家犧牲的英勇事㢌嗎？

「在美國極盛的時期，甘迺迪總統說：『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甚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甚麼。）美
國有很多年輕大學生參加救援全世界弱小民眾。

在香港搞動亂將遺臭萬年

「不少香港的大學生也很多從事類似的活動，我對他們致以無上的
敬意。對國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
無前，盡我們的責任，香港的未來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
其他中國大城市昂首並進，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為甚麼會有極少數人高舉英國旗遊行，更有甚者呼叫「香港獨
立」？丘先生說：「我最為驚訝的是香港學生對政府的失望，究竟是
媒體造成的，還是政府的無能？但有一點，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對中國
的歷史和認識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當年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教
育，誰之過也？實在值得反思。」我教書十餘年，深知「養不教，父
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做老師的對學生的言行有很大的引導作
用。在香港，確有像陳雲這樣的極少數無良「學者」，以學術自由為
名，鼓吹絕大多數港人根本不贊成的「香港獨立」。我們尊重捍衛學
術自由，科學雖然無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學術研究雖然無禁
區，但學者是有社會責任的。我們的言行不僅受法律的約束，還要受
道德良知的約束。極少數缺乏歷史知識的年輕人可能不懂得鼓吹「香
港獨立」的害處，難道陳雲之流的學者、老師也不明白香港是13億中
國人民的香港、13億中國人民誓死捍衛國家主權的堅強決心嗎？難道
陳雲之流的學者、老師也不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承擔㠥保衛
祖國領土完整的神聖使命嗎？難道陳雲之流的學者、老師也不懂「港
獨」意味㠥戰爭、意味㠥把港人推進戰火去受煎熬嗎？陳雲等人為了

「出名」，就非要這樣「出位」嗎？為了「出名」，就非要拿單純的年
輕人去做「炮灰」嗎？有人鼓吹、有人行動，這還是學術研究嗎？我
們知道陳雲很想讓更多的人來批評他，這樣他的「知名度」就更高，
因為他已經不是為了學術研究，而是為出名而出名，為在香港搞動亂
而亂動，遺臭萬年也在所不惜。天良泯滅，人復幾何？

（轉載自2013年2月4日《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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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股又創新高 警惕泡沫爆破

習近平在講話中從歷史規律、時代潮流、國際環
境、民族傳統、人民願望等多個層面，全方位闡述了
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抉擇，指出和平發展道路
來之不易，是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辛探索和不斷實踐逐
步形成的，必須始終不渝堅持下去，永遠不能動搖。
習近平的講話讓國內外都了解中共新一屆中央領導集
體的外交原則，彰顯了中國對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

高度自信和堅定決心。

「戰略定力」顯示高度自信和堅定決心

一些國家片面解讀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以為中國
為了韜光養晦，會不斷降低原則底線，會拿核心利益
作為交換，因此屢屢製造事端、進行挑釁，他們希望
中國的和平發展是為求和平什麼都不顧，他們怎麼挑
釁中國都可以；另一方面，在處理對外事務中，中國
一旦做出較為強硬的回應或應對，一些國家又渲染

「中國威脅論」。面對這種情況，正確的戰略思維必不
可少，這是習近平屢屢發出要加強戰略思維的大背
景。這次習近平首次加上「戰略定力」，這是一種在
複雜形勢下抵制誘惑、排除干擾、把注意力集中在主
要目標和首要挑戰上的能力，這是針對目前一些挑戰
和威脅而言，如南海問題和釣魚島問題。從長遠看，
一時一事不能改變總體戰略態勢，只要堅持走好自己
的路，一切都不怕，關鍵是中國要沉得住氣。

在過去30多年實力積累的基礎上，未來10年將是中
華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既需要準確的戰略評估，保
持清醒的戰略頭腦，也需要處理複雜局面的戰略定
力。隨㠥中國發展過程中外部形勢的進一步複雜化，
戰略定力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越是接近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時候，越需要中國冷靜認識和正確對待中
國的發展。近年來中日、中菲摩擦，挑釁者都不是中
方。如果日本不搞釣魚島「國有化」，菲律賓不派軍
艦驅趕停靠黃岩島的中國漁民，危機都不會爆發。一

些國家渲染「中國威脅論」，中國對它們早已不再敏
感，知道這當中有多少水分和泡沫，中國的「戰略定
力」越來越強勢。

中國再塑與世界關係

習近平指出，和平發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
度上要看我們能不能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
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這表明中國將
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與世界良性互動、互利共贏。法國

《歐洲時報》2月1日刊出評論稱，自中共新一屆領導
集體履職以來，更多把施政焦點放在中國國內，鮮有
關於外交事務的論述。縱觀習近平在日前集體學習上
的講話，可謂剛柔並濟、把握主動，表現出較好的國
際視野，也可能成為中國再塑與世界關係重要特徵。
英國《衛報》網站12月30日報道稱，正像1913年一
樣，2013年可能會是全球秩序另一個重大轉捩點的前
兆，中國正快速接近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的那個點，她
的軍力正穩步增長，她在主權和領土主張上的自信也
在隨之增長。2013年，中國毫無疑問將成為推動世界
經濟發展的馬達，同時一扇通往中國世紀的大門也將
打開。

「不謀全域者不足以謀一域」

習近平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
之則亡。縱觀世界歷史，依靠武力對外侵略擴張最終
都是要失敗的。這就是歷史規律。世界繁榮穩定是中

國的機遇，中國發展也是世界的機遇。的確，自古以
來，中國便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等戰略思維而聞名
於世，作為中國古代戰略實踐的理論結晶，《孫子兵
法》蘊含㠥相當豐富的戰略思維觀念，其客體觀、目
標觀、方法觀、決策觀、境界觀、品質觀等戰略思
維，在「習氏戰略思維」都有體現。「習氏戰略思維」
的切入點，一是從大看小，放眼世界，總攬全域，站
在全域的高度去處理全域與局部的關係；二是從長看
短就是面向未來看現在，用長遠的觀點、發展的觀點
來對待眼前和現實的問題。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兩個一百年」
的奮鬥目標，我們還明確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的奮鬥目標。實現我們的奮鬥目標，
必須有和平國際環境。沒有和平，中國和世界都不可
能順利發展；沒有發展，中國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
和平。我們一定要抓住機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
辦好，使國家更加富強，使人民更加富裕，依靠不斷
發展起來的力量更好走和平發展道路。所謂「不謀全
域者，不足以謀一域」，習近平在懷仁堂所展示的

「習氏戰略思維」，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戰略思維，
是一種全域性、系統性的思維，是一種具有前瞻性、
面向未來的思維，體現了總攬全域、駕馭全域、把握
全域的智慧。正是基於這種戰略思維，習近平主導的
十八大政治報告，將「兩個一百年」確定為中共長遠
的戰略總目標，這也成為他描繪的「中國夢」的主要
內容。

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

日前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第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

時強調，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要加

強戰略思維，增強戰略定力，中國絕不會拿

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別指望中國會吞下

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苦果。這

個講話「強勢不強硬」，展現了原則性和策略

性的高度統一。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首次全

面闡述外交原則思路和國際戰略，重申中國

和平發展的戰略抉擇長期不變，清晰劃定維

護正當權益、核心利益的原則底線。習近平

在懷仁堂所展示的「習氏戰略思維」，是實現

中華民族復興的戰略思維。

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戰略思維

新的一年要來了，《明報月刊》邀請我寫一
篇文章，本來不想動筆，工作實在太忙了。但
是在飛往香港的旅途中，有一點時間，就寫了
下面這篇隨想。

從無知到強大

二○一二年，中共剛好完成「十八大」會
議，選出了一批新的領袖。新政府執政的第一
步就提出反腐反貪，真是振奮人心。百多年
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逼使中國割讓香港，可
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恥辱。隨之而來的喪
權辱國，民不聊生，使人不堪回首。林則徐、
曾國藩和之後的滿清大臣，以至國民政府都想
改革維新，然而始終不能成功。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官商勾結，官員腐敗貪婪。

我常常想，中國當時不乏有識之士，都是社會
的領袖分子，為何沒有辦法將局面扭轉過來？我
想除了官員腐化問題之外，還有大部分老百姓和
官員的知識水平不夠，只看到眼前的利害關係，
沒有長遠的看法。一方面害怕外國的船堅炮利，
一方面無知，例如迷信風水、拆毀對國家經濟有
重要貢獻的新建鐵路、發起義和拳以為赤手空拳
可以對付洋槍洋炮等。這些老百姓不乏真心希望
復仇的，也不乏渾水摸魚的。當時很多學者還是
拒絕西洋文化，只願意接受中學為體，西學為
用，無視基本科學的重要性。不過，在長期的內
憂外患的環境中，雖然在科技方面仍然依靠外國
的幫助，經濟上卻與先進國家漸漸靠攏，這是我
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最為欣喜的事情。

強迫中大行三年制的歲月

我在香港長大，看㠥香港的親戚朋友們的打
拚奮鬥精神，使我極為佩服，香港居民來自五
湖四海，有農夫，有工人，有商人，也有名重
四方的學者，我們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二十多年
間培養出來的學者不遜於任何地方。香港經濟
的崛起，也成為東方的奇㢌。我們香港人以此
為傲，我們一方面倚靠祖國的供應，一方面也
是祖國的最主要的出口港。

直到九七年前，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香
港居民處處仰賴㠥殖民地官員的面色行事。我

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成長，當然希望中大和西
方名校並駕齊驅，中大也盡力去做。但香港回
歸前幾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㠥民主的口
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
一九八○年，我親眼看㠥港督麥理浩嚴辭拒絕
中大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
一九八八年，在港督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
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學生和教授
始終是反對的。我當時只能歎息英國人的蠻
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早以前，在六十年
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帶㠥
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
度實在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
翻譯拜倫的一首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
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

回歸後的失望

九七年回歸時看㠥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
上時，真是感動不已。兩百年來國家民族的恥辱
終於去除了，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親都期
望㠥的一天。我想中國人終於在自己的土地上當
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義者再
不能假借自由為名來欺負香港老百姓了。

香港回歸時，電台訪問我，問我期望什麼，我
說香港有一個獨特的位置，有一流的大學，有很
好的人才，可以成為一個引領中國進入現代化的
大城市。但是曾幾何時，我在媒體上看見的大都
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實在令人失望。有人問，
今日城中，是誰家天下？有人說是地產商，有人
說是金融界大亨。在商界則北望神州，希求中央
幫忙，在民間，老百姓示威遊行，抱怨中央干涉
太多。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
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
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
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
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事實上，我們經濟文化
處處祈求中央大力支持，無復當年殖民地時的打
拚精神。不求實業，但求地產，而大部分居民則
蝸居在三四百英尺的房間中居住，全港市民向地
產商奉獻。學界同仁也是北望神州，汲汲以做中
國院士為榮，科研目標變得次要，高科技產業更

無從談起。
我最為驚訝的是香港年輕學生對政府的失

望，究竟是媒體造成的，還是政府的無能？但
有一點，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對中國的歷史和認
識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當年殖民政府統
治下的教育，誰之過也？實在值得反思。

我們的孩子
無論做事、行軍、做研究，我們都講究士

氣，可是在今日媒體的宣傳下，我們可以說是
在消磨士氣。長此以往，不單是我們憧憬的偉
大城市不能實現，甚至會淪為第二流城市。

畢竟香港還是一個有活力的城市，香港人都希
望揚眉吐氣，我希望香港人能夠群策群力去創
業，即使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如理想，我們還是應
該給它一個機會，我也希望年輕學子踏踏實實地
學習，在世界學術上佔一席地位，沒有文化學術
的城市，絕對不配稱為偉大。現在香港的條件比
我們從前好得多，不應該灰心，記得六年前我介
紹霍金到香港訪問，由鄭紹遠兄在香港科技大學
主持，香港人反應熱烈，可謂盛況一時。這十年
來，陳啟宗先生和我發起恆隆數學獎，鼓勵中學
生參加一些有意義而又需要思考的創新活動，我
們的孩子們也真的不負所望，他們的成果並不遜
於全世界最好的中學生。他們好奇、肯學習、敢
創新。有這些能幹而有熱情的年輕人做基礎，我
希望香港能夠迅速重振當年的雄風。

十五年前，我參觀英國倫敦大橋博物館，它
陳列了從中國虎門掠奪得來的十六英尺大炮，
這大炮有㠥我們廣東人守衛國土將士的血㢌，
關天培將軍為了這門大炮英勇犧牲了！新界元
朗曾孕育過鄧世昌，他為了守衛中國海疆，在
威海與艦俱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
何時滅」，難道我們香港人忘記了我們祖先為國
家犧牲的英勇事㢌嗎？在美國極盛的時期，甘
迺迪總統說：「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
什麼。）美國有很多年輕大學生參加救援全世
界弱小民眾。不少香港的大學生也很多從事類
似的活動，我對他們致以無上的敬意。對國
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
胸膛，一往無前，盡我們的責任，香港的未來
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其他中國大
城市昂首並進，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本文轉載自《明報月刊》2013年2月號）

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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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點指

多面體經政

我和丘成桐先生並不相識，只知道他是世界著名

的數學家，哈佛大學終身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羅

斯科學院外籍院士，意大利科學院外籍院士，哈佛

大學名譽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數學科學

研究所所長。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得主，克拉

福德獎得主，獲得有數學家終身成就獎之稱的沃爾

夫數學獎。我過去沒看到他對時局發表過甚麼評

論，但最近讀了他刊於《明報月刊》（今年第2期）

的《我們豈能自甘人後？》一文，我不由對他那種

科學家特有的實事求是、坦誠直言、針砭時弊、絕

不媚俗的科學精神和高尚品格深表敬意。

對國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無前，盡我們的責

任，香港的未來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其他中國大城市昂首並進，我們

豈能自甘人後？

■曾淵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