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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主任、華裔數
學家丘成桐於1月訪港為其著作宣傳。丘教授向
在座聽眾演講，真情流露，席中表達了對時下
年輕人的看法。丘教授認為就學生而言，「沒
有事情比學習更重要。」他又指，若學生只為
爭取、申明自己擁有某種權利，而事事抗爭、
不斷提出反對，是相當可悲的。如果學生遊行
目的是為了社會好，就更應踏實地學好知識，
立定目標為社會做好事。

香港人近數年越來越注重自身「權利」，卻
未必想過在爭取「權利」時，是否已履行相應

「義務」。每年不同規模的大小遊行示威不下數
十次，香港已被稱為「遊行之都」，遊行主題
五花八門，正如丘教授在他刊於《明報月刊》
2013年2月號的一篇文章《我們豈能自甘人
後？》中，套用了已故美國甘迺迪總統的一句
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
為國家做什麼？」此名言同樣適合在香港現時
實況，部分青年對祖國觀念較為薄弱，甚至示
威遊行有青年揮舞前朝龍獅旗，傷透每一炎黃

子孫的中國心。

揮舞龍獅旗 傷透中國心

丘教授在文中亦提及在殖民時代，港人受盡
英國人歧視及壓迫，生活苦不堪言，殖民官僚
態度傲慢，中國人在自己土地受盡紅鬚綠眼的
蠻夷白眼及侮辱。丘教授舉例稱香港中文大學
被迫在英國人的鐵腕下無奈把學制由四年制改
為三年制，當時殖民地總督根本無視學生和教
授的反對，英國人的蠻橫惹來社會反感。

另外，丘教授又提及十數年前在大英倫敦大
橋博物館參觀時，竟發現那裡陳列㠥從中國虎
門奪得的16英尺大炮，這大炮及我們的先烈曾
守衛㠥中國的海疆，拋頭顱，灑熱血，以自己
的生命來捍衛中國，英國人卻把侵略別國的罪
證放在自家的博物館，簡直是把其戰爭罪行公
諸天下。

回歸前，英國欲粉飾其不公義的殖民臭史，
在中小學課程實行「洗腦」美化工程，適逢香
港的經濟在我們父輩的艱辛刻苦下起飛，英國

卻叨了勤奮香港人的光，實情是在殖民時期的
香港找不到現今的普世公平價值，中國人在自
己土地被洋人歧視，英國人只懂榨取我們辛勤
的成果，曾聽聞來自英國的流氓及低學歷拾球
童，來到香港竟荒唐地成了皇家香港警務督
察，這又是什麼道理？

部分青年可能因住屋、教育、就業等問題暫
時未能解決，把他們的怨氣投射到特區政府，
丘教授認為高舉港英龍獅旗的青年，是逃避歷
史，對殖民生活美化及充滿㠥錯誤的幻想，高
舉港英旗無助解決問題，卻是在侮辱了曾受過
港英政府欺壓的香港人。流㠥中國人的血卻高
唱「天佑女皇」，鼓吹不切實際的「港獨」，被
人利用作棋子而不自知。

丘成桐教授以自己的經歷情感勸導年輕人，
發人省思和有啟發性，充滿澎湃激情，也真正
刻劃描繪了港英殖民時期的欺壓侮辱，令年輕
人意識到真正的殖民悲痛歲月，我們的香港年
輕人必須理性認清歷史，不要高舉前朝龍獅旗
在香港的先輩傷口灑鹽。

港青豈能自甘人後？
特首梁振英日前趕在龍年歲末，前往廣州深圳給兄弟

省市領導拜個早年，呼應其倡導的「內交」。3月全國人
大政協兩會圓滿結束後，CY更要晉京會見中央領導，
為港人爭取CEPA在金蛇之年更大紅利。照理說，應該
向他說句祝福吉利話，什麼馬到成功，或者龍馬精神之
類。不過梁特首在上任之後儘管勤政幹實事，還是受到
某些人的批評中傷。首份施政報告出來，也是講風涼話
的多過鼓與呼的，似乎CY是「馬失前蹄」。但我卻以

「塞翁失馬」這個《淮南子．人間訓》典故，來期盼CY
當好公僕，在金蛇之年為700萬港人切實服務好，真正
帶來「一國兩制」的利是大福！

塞翁失馬這一古訓，原文言簡意賅，文抄於後：「近
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
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
歸，人皆賀之。」文翁巴金在十年文革後寫了《隨想
錄》，他沒有唉聲歎氣，而是寫道：「我國有句古語，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筆者以
巴金之「兩面」辯證觀來看本港，相信也是會有朝一日
變成「好得很」的。

巴金這筆名是由兩位國際知名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合
而為一的，他年輕時曾經是個雙料無政府主義者！可
是，廿年前當巴老看到鄧小平宣導改革開放了，率數以
億計的老百姓真正抓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了，令這位赤
子之心的老人深信不疑「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我們可
不可以巴金為「鑑」，照一照「一國兩制」香港特區！
照一照新特首及新一屆特區政府！照一照十八大之後的
新一屆中央人民政府！

一矢中的 大快人心

張曉明在《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中撰寫題為《豐
富「一國兩制」實踐》的解讀文章，深入闡釋和解讀
十八大報告中涉及港澳內容的表述。他參與起草十八
大報告涉及港澳內容，他的解讀文章是權威解讀版
本，他的文章在香港社會引起了高度重視，對香港深
入實踐「一國兩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張曉明

「『西環』不治港，但『西環』要盡職」這番光明正
大、擲地有聲的話語，其權威性在於一針見血打中了
反對派政客及其喉舌的要害，有助於香港市民進一步

認識中聯辦的角色和工作，了解中央對香港的有關方
針政策。

中聯辦是基於主權原則由中央政府派駐香港、根據
中央政府授權在香港合法行使職權的權威機構，肩負
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重要角色。中聯辦及其前身新
華社香港分社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不同歷史
時期，始終圍繞香港及國家發展的大局，扎實有效地
開展各項工作，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做出了不可
磨滅的貢獻。實踐證明，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駐港機
構，是廣泛聯繫香港各界的重要渠道，是促進兩地交
流與合作的重要橋樑，是促進香港繁榮穩定、推進

「一國兩制」事業的重要力量，是港人的好朋友。所
謂「西環治港」的奇談怪論，根本是歪曲事實，指桑
罵槐，矛頭對準中央。張曉明的話語，是近兩年來首
位權威人士公開回應這種違背現實的歪言怪理，一矢
中的，大快人心，當日遠隔重洋的我也深受感動。

表達了廣大愛國愛港人士心聲

眾所周知，近期香港確實滋生蔓延一股歪風濁流。
有人唯恐天下不亂，動輒包圍政總，衝擊「西環」；
立法會上，有人拉布擲物，粗言穢語，節外生枝，爭
拗雞毛蒜皮而耽擱經濟民生；國民教育被視為洪水猛
獸，「基本法廿三條」被污衊為剝奪自由；香港政治
生態變成鬥惡、鬥大聲、鬥發爛渣，甚至有人明目張
膽高舉港英旗幟，狂呼「中國人滾回去」，「港獨」
之心昭然若揭。凡此種種，廣大愛國愛港的市民、沉
默的大多數早已忍無可忍，我們也要上街，要撐政
府、挺中央，竭力維護香港安定繁榮。張曉明的話語

表達了廣大愛國愛港人士的心聲，令人如沐春風，拍
手稱快。

香港回歸祖國已15周年，可惜還有一小撮人仍懷戀
港英年代，為殖民獨裁統治塗脂抹粉，像阿Ｑ那樣沉
緬於昔日的「輝煌」，這種灰色心態嚴重歪曲了香港
回歸後的現實。一小撮人不妨捫心自問，港英年代港
人被剝奪民主權利，而回歸以來港人當家作主，為何
要為殖民獨裁統治歌功頌德？中央的關懷支持，祖國
的強大後盾，令香港平穩渡過無數次危機，讓周邊國
家和地區羨慕不已，難道我們能夠視若無睹，不感恩
思源反而要與國家、與中央對㠥幹嗎？

反中亂港者不得人心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體現了強大的生命
力，提供了促進中華民族和平統一偉大復興的可行途
徑，其主旨是以「一國」為前提，是在「一國」統領
下的「兩制」，如果脫離「一國」，脫離中央，香港根
本沒有出路。在香港，有人為了攫取政治資本和選
票，謀求一黨一派私利，喪心病狂詆譭、歪曲、謾罵

「廿三條」，把一黨一派私利置於國家民族核心利益之
上。在外部反華勢力的拉攏及反中亂港之徒的引誘
下，一小撮人經常上街鬧事，堵塞交通，圍堵政府及
中聯辦。他們尋隙取鬧，小題大做，譁眾取寵，混水
摸魚，志在擾亂和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一惡劣
政治生態，絕非港人之福，到頭來必將受到廣大市民
的唾棄。

梁振英當選第四任行政長官，甫上台就受到反對派
圍攻。他們吹毛求疵，無限上綱上線，大搞「文革式」

批鬥，「倒梁」噪
音刺耳。試問長此
下去，ＣＹ如何集
中精力為香港和市
民服務？如何推行
各項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的政綱？反對
派的惡作劇就是要
拖垮新一屆特區政府，而受害的是全體港人。

支持ＣＹ落實政綱

本人自1984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聯合聲
明以來，一直十分關心並積極參與香港回歸祖國的各
項重大活動，自1996年起連續擔任第一至第四屆特區
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一絲不苟地實踐「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的神聖使命。我早在1986年就認識
時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秘書長的梁振英，對這
位專業菁英具備的豐富知識、洞悉國情、言談謙卑、
做事幹練的特點留下深刻印象，深知這位年輕人前途
無量，必成大器。ＣＹ獲選行政長官，是其長期辛勤
耕耘、對祖國忠心耿耿、對香港貢獻良多的結果。我
深信他管治香港的能力，讚賞他穩中求變、做平民特
首、致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盡忠職守服務700萬港
人的承諾。我們要給ＣＹ時間和機會，讓他施展才
幹，實踐政綱。本人強烈希望香港各界包容團結，給
ＣＹ和特區政府多些時間和機會，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共同創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
天。

「『西環』不治港，但『西環』要盡職，要

把中央賦予的職責履行好，把我們該做的事

情做好。」—這是最近我在加國度假時，從

電視新聞看到新上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來港

後在首個公開活動上回應所謂「西環治港」

的一段話語。這段鏗鏘有力的話語，理直氣

壯批駁了近期那些危言聳聽、挑撥離間、詆

譭中央、宣揚「港獨」的奇談怪論，在維護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關的重大問題上

正本清源、激濁揚清，對香港正確實踐「一

國兩制」，校正扭曲的政治生態，鼓舞愛國愛

港陣營的士氣，都具有積極意義。

張曉明講話正本清源 鼓舞愛國愛港陣營士氣

「尖尖身細白如銀，論秤沒有半毫分。眼
睛長在屁股上，只認衣衫不認人。」用這首
打油詩來形容公民黨就最適合不過了。

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公民黨共取得
六個議席，在議會中與同樣取得六席的民主
黨平起平坐，氣勢如虹，氣焰也愈來愈囂
張。去年12月，該黨舉行第七屆周年黨員大
會，選出了新一屆領導層。本以為平日經常
佔盡民主、自由、法治等道德高地的大狀們
進行換屆選舉，理應體現民主精神，但令人
始料不及的是，選舉結果大部分是毫無競爭
下自動當選。黨主席余若薇和外務副主席陳
淑莊在無競爭下當選，而黨魁梁家傑同樣在
無競爭對手下自動當選。更令人側目的是，
6年前時任黨主席的梁家傑和黨魁余若薇，6
年後兩人只是互換了位置而已，這種新瓶換
舊藥的伎倆，豈能不令人聯想到是一早安排
好的選舉劇本？

「有破壞無建設」的政黨

據有關人士透露，以余若薇為首的公民黨
在換屆後，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撫平黨內鬥
爭傷痕。近年來，公民黨內部派系（大狀派
和學院派）鬥爭逐漸公開化和白熱化，黨員
人數波動不定，黨員退黨司空見慣。鬥得最
火熱的例子可算是2010年該黨進行換屆選舉
時，代表大狀派的陳家洛與代表學院派的鄭
宇碩為爭奪主席不惜互揭瘡疤，互相譏諷。
當時以輕微之差險勝的陳家洛在競選主席時

為爭取人心，揚言在「當選後絕不參加區議
會及立法會選舉」。結果一年後，陳家洛竟
高姿態空降參選立法會港島區議席，這無疑
為他當時的諾言打了重重的一拳。此等出爾
反爾的言行惹來其他派系的黨員強烈不滿，
紛紛群起指責陳家洛「工於心計、言行不
一」，迫使其最終退出了去年底的執委選
舉。其實，有關陳家洛誠信破產早已不是甚
麼新鮮事，在其參選立法會選舉期間，當時
只有副教授職稱的陳家洛，在其宣傳品上忽
然「升呢」為教授，企圖欺騙選民，後經媒
體揭露後，他才悻悻然把有關字眼刪除。

公民黨一直以精英黨自居，但市民稍稍擦
亮雙眼就知道，該黨自創黨以來，為香港社
會和普羅市民帶來的是「有破壞無建設」。
2010月5月，公民黨與社民連等激進反對派
罔顧市民福祉，聯合發動「五區總辭、變相
公投」，白白浪費了全港納稅市民1億5千萬
的公帑﹗惟公民黨似乎毫無悔意，就有關
2016年立法會以及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黨
主席余若薇公開聲稱，如果政改實施方案不
遂己願，陷入困局，則一名泛民超級區議員
應辭職，再次發動全港性「公投」。不僅如
此，某些公民黨大狀曾藉司法程序拖延有利
本港經濟發展的港珠澳大橋工程進度，並利
用一個無知婆婆策劃一宗港珠澳大橋環評，
後來該名婆婆向傳媒透露，官司有集團幕後
操控之嫌，更被懷疑有人利用婆婆申請法援
提出司法覆核與特區政府打官司，以賺取律

師費。最後政府為打這場官司，令所有無辜
的納稅人白白損失了85億元。在百物騰貴的
今天，大部分打工仔死慳死捱，賺的一分一
毫皆有血有汗，奈何這班長期養尊處優的大
狀們又怎會體會到呢？

公民黨為一黨之利而損害港人利益的鐵證
還有外傭居港權案，若公民黨成功為外傭爭
取居港權，就會有數10萬計的外傭及其家屬
可享有香港人的福利和資源，分薄港人本已
非常緊絀的房屋、醫療、社會保障、教育等
資源，令香港不勝負荷。日前，公民黨議員
毛孟靜還信誓旦旦成立甚麼新聯盟「香港本
土」，打正旗號捍衛本土特色，維護港人優
先等，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宣揚「香港獨立」是公民黨路線

嚴以律人，雙重標準是公民黨另一拿手好
戲，如最近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就廉政公署立
案調查特首梁振英涉嫌在特首選舉中賄選案
件時，指斥梁振英日前回應廉署立案調查是
向廉署施壓，但公民黨在此前卻要求梁振英
應公開向全港市民詳細交代事件，不應把廉
署調查作為擋箭牌云云。

眼下極少數人高舉龍獅旗、宣揚「香港獨
立」，與公民黨也很有關係。梁家傑2005年
就宣傳香港有所謂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民族
自決權」，鼓吹特首不要由中央政府任命。
公民黨余若薇去年表示，各學校院系的學生
會幹部，以及從海外回流香港的青年學者，
是公民黨發展的重點。像陳雲這樣的文人，
就是在公民黨教導下，假裝學術研究，鼓吹
香港獨立，欺騙一些不熟悉香港歷史的青年
人。前香港科大校長朱經武最近向記者表
示，感覺香港「有點亂」，香港中文大學教
授、世界著名數學家丘成桐說：「學生不為
學術興奮，搞政治就興奮，是不幸的事
情。」而造成香港「有點亂」、「不幸」的
主要根源就是公民黨。

(本文轉載自2013年2月7日《成報》)

誰鼓吹香港獨立 誰就不是好政黨

劉宇新 資深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外商公會總監

孟　樓

朱家健 清華大學中國法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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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朋友都在論證香港存
在深層次矛盾，從回歸後多
次大規模的集會遊行來看，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主要體現
在兩地文化、社會制度、政
治制度的不同，在融合過程
中出現的一些不協調甚至是
對抗的情緒。

香港由港英時期沿用的
一套制度，在回歸後繼續
保存下來，並且在「一國
兩制」下仍然如常運行並
發揮效能，回歸15年來香
港保持經濟增長足以證明這套制度對本港競爭力有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實行的是共產
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民主協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通過
嚴肅的民主協商方法，吸收西方民主法制智慧，通過明確法
律，逐步溶化千百年來僵化封閉思想的毒素，喚醒沉澱了
5000年的優秀文化。鄧小平說，中國需堅持學習和引進外國
先進技術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針，堅持科學
社會主義，並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亦在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成功經驗。美國總統奧巴馬、英國首相卡梅倫等西方領袖異
口同聲肯定今天中國政治制度的成功因素，中國崛起有利於
世界各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說，今天是進入多元化
的好時代。

兩套制度取長補短

這說明世界是多元的，香港或內地的制度都各有優勢。然
而，一些港人在享受好時代的成果時，卻不明白此成果是怎
麼來的；有學者甚至感歎說，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何其艱
難。他們都看不到兩大政治制度正在互補調和。

有人認為，港人向內地購買東江水，要感恩內地供應食
水，那麼，港人吃不上內地牛肉是否就要「反華」呢？少
數人鼓吹對抗主義，不接受連西方領袖都表揚的中國優
秀智慧，少數極端分子更揮舞龍獅旗向「幻想中的敵人」
宣戰，甚至淪落到靠造假誇大騙取信任，求得生計。不
過，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施既有資本主義制度，社會
發展成熟，港人仍能在和平地表達意見，百家爭鳴。去
年7月，反國教分子召集市民在政府總部前集會，最後
以政府讓步和平結束；不少西方政治運動則以雙方流
血 犧 牲 ， 延 續 對 抗 。 中 聯 辦 宣 傳 文 體 部 部 長 郝 鐵 川
說：「借鑒香港的資本主義經驗，有利於內地發展。」香
港實行資本主義的同時，亦有利於發展內地的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這種互補融合的目標只有一個：邁向共富社會。
在可見將來，隨㠥兩種制度互補調和，兩地發展仍會更上層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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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宇新

眼下極少數人高舉龍獅旗、宣揚「香港獨立」，與公民黨也很有關係。梁家

傑2005年就宣傳香港有所謂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民族自決權」，鼓吹特首不要

由中央政府任命。像陳雲這樣的文人，就是在公民黨教導下，假裝學術研

究，鼓吹香港獨立，欺騙一些不熟悉香港歷史的青年人。前香港科大校長朱

經武最近向記者表示，感覺香港「有點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世界著名數

學家丘成桐說：「學生不為學術興奮，搞政治就興奮，是不幸的事情。」而

造成香港「有點亂」、「不幸」的主要根源就是公民黨。

■單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