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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895年日本迫使
清朝政府簽署《馬關條
約》割讓台灣及澎湖列

島以來，中日之間就諸島的主權爭議從未停
息。祖國大好河山被割裂，當時生於台灣的
愛國詩人丘逢甲寫下《春愁》一詩，表達了
悲憤之情：「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
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
(離台一年而作)。

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割地賠款之後，
日本野心不止，1931年9月18日策劃軍事衝突
繼而侵佔東北三省；1937年發動「七．七盧
溝橋事變」，打算吞併全中國成為其殖民地。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成為戰敗國，根據《開
羅宣言》及《雅爾達會議》協定，日本必須
歸還以前佔據的中國土地(包括台灣及澎湖列
島)。1945年後，美國把原琉球群島現稱為沖
繩島交予日本管治，令釣魚島主權再起爭
議。從另一角度看，德國戰敗後，政府分別
向歐洲各國人民真心誠意地道歉及表示悔
改，日本為何不借鑒？

日軍侵華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日本政
府非但不向中國人民道歉、思過悔改，最近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變本加厲，更為放肆，公
開說釣魚島主權沒得談判；大阪巿長近期又
發表侮辱慰安婦的言論，令人憤慨。日本修

訂教科書抹去侵華歷史，一些右翼分子否定
侵略行為，推說是保護中國，簡直是謬論。
最近部分內閣成員還前往神社拜祭侵華戰
犯，又以受到朝鮮軍事威脅為藉口，提出修
改憲法，欲重新建立軍隊，意圖復活軍國主
義。如果修憲成功，可借機向美國購買武器
擴張軍備，待兩、三年軍力強大之後，藉口
挑釁，「擦槍出火」，拖美國落水，或有可能
出現地區範圍戰爭，進而侵略、掠奪，這就
是日本的陰謀。

日本多次挑釁 試探中國底線

為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最近日本首相派
員前往朝鮮邦交，也曾親往印度、越南、俄
羅斯訪問(游說越南抵華陰謀不得逞後，又夢
想拉攏印度、緬甸進行圍堵中國)。種種手段
就是遠交近攻、軟硬兼施，包括離間兩岸，
與台灣簽署協議，准許台漁船在釣魚島附近
水域捕魚，進行利誘、分化；並與美國聯合
軍事演習，起震懾作用；把日圓大幅度貶
值，刺激出口，增強競爭力⋯⋯

日本多次作出挑釁行徑，試探中國的底
線，錯誤判斷中國目前採取「韜光養晦」發
展經濟，不想打仗，故步步進逼，迫使中國
還擊。面對日本的挑戰，中國應通過外交途
徑，揭露日本的野心及猙獰面目，揭開其軍

國主義的面具。加強與台灣共同保衛釣魚島
的愛國、愛民族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是
愛好和平的國家。萬一日本開了第一槍，中
國軍隊也不怕還擊。從兵法論事，有備而戰
就可以止戰。為了保衛釣魚島主權和民族尊
嚴，中國人民不能不發出吼聲。提請外交、
戰略專家撰文向日本提出警告，冀透過世界
輿論的譴責，使安倍晉三知難而退，收斂辱
華言論、行動。中國的崛起，憑藉13億人民
的力量，相信日本也不敢輕舉妄動。預測
2015至2016年是戰或和的關鍵的年份。和平
是世人的共同願望，大家都不願見到有地區
戰爭影響經濟、民生。日本的種種行動、計
劃為深受日本戰禍傷害的中國人民敲響了警
鐘，告誡國人提防日本軍國主義再次抬頭，
尤其是藉㠥《美日安保條約》向中國挑戰。

筆者曾受日軍的欺凌，認為「九．一八事
變」、「七七事變」是國恥、國難。由於「兩
岸四地」1945年後出生的經已對日軍侵華這
段歷史淡忘或一知半解，為此筆者提議祖國
應於7月7日或9月18日鳴響警報，廟宇、教堂
敲響警鐘，以警醒所有的中國人同心同德反
抗日本的挑戰，讓日本政府知錯能改，重返
談判桌上，雙方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案
去解決分歧，使中日真正友好和平地相處，
同時使亞洲乃至世界繼續得到和平、穩定。

提防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曾幾何時，中國人重視史學，編了
一部專供皇帝用的歷史教科書，叫

《資治通鑑》。今時今日，我們中國有
個地方叫香港，人人怕讀中史科，文
憑試中史科考生只有數千人，如果以
每年銳減1,100人計算，有人說它會

「亡科」。
我年少時已負笈英國讀書，可能因

此產生了一點半點「鄉愁」，所以閒
時也會讀點中史書，越讀越愛，越愛
越讀，這除了因為「行軍打仗」劇情
緊湊，帝皇之爭「撲朔迷離」之外，
中史說的是人生道理、社會科學和國
家大事，無論做人處世，還是議論大事，也大有用武之地。所謂「以人
為鏡，可以明得失」，對任何地方的領導人，歷史更像一面鏡子，能讓
人「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避免重複犯錯；除此之外，由於我國自
古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著書立說方式，這也是了解我國數千年文化的
不二之門。這一科「經世致用」，非比尋常，絕不可能是一科「閒科」。

回到香港，卻不時聽到不少家長勸子女不要修讀中史科，說這科沒有
前途，問問就讀中學的年青人，也說這科詰屈聱牙難懂難讀。雖則如今
封建帝皇不再，但中史的本質也一起跟封建帝皇一起消聲匿跡了嗎？原
來一切也是現今考評制度之誤。

我並不是中學教師，也不是教育學者，我並無教育學的證據論證中史
科之成敗，但當我眼看這邊廂不少教師促請教育局廢除中史科繁複的校
本評核，那邊廂又耳聽有曾經的考生高呼中史科重背誦的考試制度根本
無助於學習歷史。如果我們的用家所言非虛，這科又有何用於品嘗我國
歷史文化？資於治道？招來「滅頂」又何罪之有？值得慶幸的是，我們
的中史未死，它直到今天依然「經世致用」，但作為重要教學載體兼具
傳承歷史重責的中史科，居然敗在香港教育家所設的考評制度上，這不
是叫注重歷史的萬世師表孔夫子也激得死去活來嗎？

即使「亡科」，我們能亡的只有中史科，卻不能沒有歷史。但當然，
作為歷史文化大國的一個大都會，我們經不起「亡科」之後的「亡
史」。中史科錯的只是定位，而不是本質，我希望當局能從本源㠥手，
將中史科重新定為初中的必修科，並將中史科的考評與「經世致用」的
本質合二為一，給予我們學生一本真正的「帝皇之書」。

只有這樣，我們的國人才有靈魂；只有這樣，我們的家，才是香港。

近期關於「佔領中環」的爭論在香港可謂鋪天蓋地，

每天各大媒體關於「佔中」的報道加起來至少有三四十

篇。戴耀廷一再強調他的「佔中」是「非暴力」的。

上月26日，幾十位遊行示威的學生執意躺在馬路上，

造成了嚴重交通堵塞，最後不得不由警方強行抬走。

戴耀廷卻將此舉形容為scholarism，並以此為「效仿榜

樣」！再看看特首梁振英日前輕車簡從出席活動，二

十幾個頭綁紅頭巾的年輕人，不由分說地就將現場鬧得

人仰馬翻，最後不得不由警方將他們強行帶走。若讓數

以萬計的市民在中環馬路中間躺臥，藉以癱瘓中環交通

及警力，又有誰敢擔保不會有衝突、意外發生？

年輕人的單純、熱血及激情，我十分明白，作為成年

人，我們應該對他們予以保護，令其向正確的方向發

展。年輕人激情無過，但大是大非面前不要讓激情衝昏

了頭腦，因為有些社會底線，如恪守法律、尊重別人自

由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等，都是不可以越界的。年輕原

是資本，本錢花光無非跌回「零」，但若是借下債款，

那就是負資產了。年輕時的過激行為，在成年之後或許

會有不同的看法，卻仍算是一種經歷，但若觸犯了法

律，刑事記錄終身相伴，我擔心對絕大多數未想清楚的

年輕人來說，日後必定會後悔，猶如一生前途的「負資

產」，希望一味鼓吹年輕人以身試法的成年人也好好想

清楚。

上月22日，黃毓民、陳偉業兩人被判2011年七一遊行

非法集結罪成，分別判監6個星期和5個星期。庭審法官

的判詞言必有中，指出「任何破壞法治的做法是絕不可

取的，以激烈的行為不和平、不合法的示威，都會對法

治造成危機」。法官續稱：「無論任何法律，即使你有

強烈意見，除非被法院頒令有違《基本法》或《人權

法》，否則都要遵守⋯⋯無論政治理念是甚麼，沒有人

可凌駕法律，否則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精神就無從

說起。」

破壞容易建設難

我十分讚賞法官對香港法治精神的維護，他的判詞對

全港市民都有很大的啟示。香港之所以享有國際聲譽、

成為東方的經濟文化中心，與全港社會克己守法、嚴明

執法、公正公開的法治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全民守法的

社會氛圍是保障社會各行業穩定發展的前提和關鍵。

美國學者Philippe Nonet和Philip Selzenick在《Law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一書中指出：公民的義務是由無條件

遵守國家的強制性規則所構成。這些規則究竟是否與公

民自己的正義觀一致並不重要，所謂守法，就是要服從

法律。

即使在西方民主社會，有些法律也不盡完美，一個公

民可以無拘無束地批評某些法律，但在通過政治過程尋

求對它的變更之前，人們還應遵守它。因為違反法律的

歪風一開，好的法律也會面臨被肆意冒犯的危機。任何

超越於法律之外的個人和團體，對整個法律秩序是一種

威脅，是對守法本質的背離。

不應以身試法

在美國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戈爾雖然贏得了普選的

絕對多數票，但在選舉人票上卻以5票之差落敗。基於

美國的選舉制度是以選舉人票的多寡定勝負，即便戈爾

一方進行了司法覆核，最高法院仍裁定戈爾敗選。面對

群情洶湧，戈爾呼籲民眾：他會尊重這個制度，縱使這

個制度不完美。戈爾、布什的選舉令人了解到美國政治

民主制度不公的一面，同時也展現了戈爾的民主胸襟及

政治風度。他絕對是有承擔的政治領袖。

前些天和一位警官聊天，他無奈地向我講，由於「佔

中」言論的影響，他們在執法中竟也遇到了不曾預料的

尷尬，一次在盤問一

位疑犯時，對方不以

為然的向他喊：「大

學教授都鼓勵人犯法

啦 ， 法 律 ， s o

what？」

香港現時並不是民

不聊生，需要推翻整

個社會體制從頭再來

的情況。相反，香港

無論在政治、經濟還

是文化上都是非常自

由的社會。香港雖有

貧富懸殊，民主制度有待完善，但比不少民主國家及地

區，如印度、菲律賓等要好得多。在黃毓民等非法集會

的庭審中，法官直接用數據駁斥了黃關於《公安條例》

打壓言論自由的說法，指出本港每年公眾集會和遊行的

數字從1997年的1,190次上升到目前的7,520次。香港是

個非常自由的社會，甚至被形容為示威之都，但與「佔

中」不同，這些都是守法的示威。

我們討論政改，落實普選，都是為了香港的政治環

境明天會更好，那就讓我們將方案的分歧、意見的相

左都留在政治的領域去爭執、去解決，絕不能以犧牲

香港的法治為代價！我呼籲大家在「佔中」的言論面

前，請保持清醒的頭腦，讓我們一起捍衛克己守法的

香港精神！

由「佔領中環」論「守法精神」

兩地把握珠三角發展機遇

CEPA自2003年簽署實施，其後陸續簽署了九個補充協
議，當年這場CEPA的「及時雨」，打救了因沙士及金融危
機後，經濟陷入低迷的香港。十年間，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增長56%，年複合增長率為5.1%，超過了美國、日本、德
國、英國等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同期的經濟增速。另一方
面，CEPA的簽署和實施對內地進一步開放、優化經濟結構
起到積極作用。2012年，內地與香港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415
億美元，為2003年的四倍。多年來，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投
資來源地。可見內地與香港都因CEPA的落實達到互補及雙
贏的局面。

但是「大門開、小門未開」一直是CEPA簽訂後所存在的
問題，本港不少中小企和專業服務界別人士均認為，內地
市場實際仍存在「大門開，小門未開」的情況，使他們在
內地拓展業務時面對一定困難。早前，特首梁振英訪問上
海時表示，國家發改委早前亦已同意將在廣東「先行先試」

的做法和所得到的優惠，擴展到泛珠的九省區，今後「泛
珠三角城市圈」的經濟發展規模會是前所未有的，香港應
思考如何把握機遇。

其實，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仍然佔㠥重要的角色和
定位，香港的定位應該是中國的國際城市，一個能夠連接
內地和世界的大都會，並維持香港的獨特性，及自由市場
的優勢，為內地的改革開放發展作出貢獻，對內地香港可
做好「引進來」和「走出去」的工作。香港稅率低，加上
背靠近內地，最能吸引不少外國企業希望透過香港進入內
地市場，這反映出香港競爭力仍有優勢，加上港珠澳大橋
和廣深港高速鐵路會在未來3年內相繼落成，內地與香港的
交通聯繫將更便利，只要香港把握珠三角的發展機遇，必
定能夠再次將經濟推上新的軌道向前走。

別太理想化 免被人利用

亦有分析人士認為，香港經濟停滯不前，競爭力滑落，
另外的原因在於香港的政治爭拗太多。的確近年部分香港
人對內地人的怨氣加深，如雙非、水貨客、自由行問題
等，突顯了兩地的矛盾和文化差異造成的衝突。港大民意
調查發現，香港市民對內地人民及政府的反感度，在過去
半年急劇上升。有36%受訪者對內地人反感，比半年前上
升一成，反映兩地生活文化矛盾，深層次矛盾加劇，這是
兩地政府需正視的問題。立法會政黨間內耗不斷，事事泛
政治化，連民生問題也泛政治化，對政治制度及各類政策
都政治化，甚至理想化。理想化對某些人來說是核心問題
及價值觀，但不是凡事也能做到十全十美，所有的領導者
也非「完人」，若凡事過分理想化、政治化，只會弄巧成
拙，因為無論如何努力，也難以達到大家所認同十全十美
的目標，因為總會有人讚揚，也總會有人責罵。反對派就
是持㠥及消費㠥大眾對理想化的目標，對未來的願景，把
事情政治化，更將之成為了政治爭拗的手段，最後將大眾
利益拋諸腦後，這實非港人之福。其實，香港作為多元化
的國際大都會，多年來，不同國籍的人，也能共融和平地
相處生活，各取所需；何況，大家都是中國人，同是黃皮
膚、黑頭髮的炎黃子孫，何必非要斤斤計較，拚得你死我
活？只要大家放下成見，用接納包容的態度，「家和萬事
興」，香港可與內地共同成長，互補不足，為未來一起努
力。

敲響經濟警鐘 善用CEPA果實

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 城大法學院副教授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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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捏造所謂「B計劃」之後，《蘋果日報》繼續製
造謠言，醜化和攻擊特首。昨日，《蘋果》以「首次
外訪即吃悶棍 紐約市長取消見梁振英」為題，又再

製造了離奇的謠言。《蘋果》說，「首次外訪的特首梁振英出師不利，
慘食美方大檸檬」、「紐約市長彭博突在他抵埠前，取消原定在當地時
間周一的會面」、「彭博『當梁振英冇到』、『一盆冷水照頭淋』，不排
除是要替奧巴馬出氣」云云。香港的電視觀眾，昨日都看到紐約市長彭
博會見梁振英的新聞，兩人會見的時間長達40分鐘。《蘋果》謠言，出
籠不夠幾個鐘頭，立即不攻自破。

特區政府新聞署已經回答了《蘋果日報》的詢問，指出兩人會面時間
原本安排在紐約時間星期一（即香港時間昨天上午）舉行，及後香港駐
紐約經濟及貿易辦事處於當地時間周日深夜接獲紐約巿長通知，會面時
間將會更改，但暫未有具體時間。《蘋果》的記者在知道了會面時間更
改後，仍然無中生有，說成是取消會面，並且加油加醋說「不排除是要
替奧巴馬出氣」。這種行為，說明了《蘋果》根本不遵守新聞專業守
則，而是按照自己的政治的意向，胡編亂造，以虛假新聞欺騙讀者。與
此同時，《蘋果》還為出賣中國人的尊嚴和利益，向美國卑恭屈膝邀請
外國人干涉香港內部事務的反對派政客大力宣傳，利用謠言一踩一托，
烘托反中政客在美國的活動。

《蘋果日報》造謠的目標是什麼？就是為了打擊香港的經濟和民生。
梁振英訪問美國，為的是推動香港和美國的金融貿易旅遊聯繫，介紹香
港計劃同內地加強金融和現代服務業的合作，外國資金可以利用香港進
入內地，吸引更多外國公司來香港設立總部。梁振英還抓住了中美加強
合作拍電影，開拓市場的機遇，宣傳香港的電影業和創意工業，增加香
港青年人和專業人士的就業機會。這種努力，理應得到所有香港人的支
持和配合，但是《蘋果》心理陰暗，認為香港經濟民生搞好了，反對派
的活動空間就減少，所以，不擇手段破壞特區政府推動經濟和民生的施
政，不惜製造謠言，破壞梁振英訪美之行。

《蘋果日報》和反對派現在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要千方百計拉攏外國
勢力干預香港內政，引狼入室，支持反對派的「去中國化」仇中亂港活
動，奪取權力。反對派已經定出了一個具體目標，通過「佔領中環」、
癱瘓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損害香港繁榮穩定，製造動亂要脅中央政府答
應他們的主權實體計劃，逐步走向「香港主體意識」的分離主義，最後
完成「去中國化」的政治目標。

在這樣的政治路線圖指引之下，他們一定要投靠外國勢力，一定要取
得外國的金錢和策略支持。《蘋果日報》藉梁振英訪美製造謠言，不可
能得到什麼好處，只會讓更多香港市民認識到，他們造謠的目標是什
麼，他們怎樣損害香港人的利益，他們怎樣墮落到經過採訪，也可以編
造出與事實恰恰相反的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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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西方民主社會，有些法律也不盡完美，一個公民可以無拘無束地批評某些法律，但在通

過政治過程尋求對它的變更之前，人們還應遵守它。因為違反法律的歪風一開，好的法律也會面

臨被肆意冒犯的危機。任何超越於法律之外的個人和團體，對整個法律秩序是一種威脅，是對守

法本質的背離。我們討論政改，落實普選，都是為了香港的政治環境明天會更好，絕不能以犧牲

香港的法治為代價！我呼籲大家在「佔中」的言論面前，請保持清醒的頭腦，讓我們一起捍衛克

己守法的香港精神！

■梁美芬

■何俊賢

今年是CEPA簽署十周年，

到底這十年間，是誰在享受了

CEPA的豐碩果實？十年過去，內地與香港的經

濟環境已不能與十年前同日而論，中國近年的經

濟增速，世界有目共睹。反觀，香港的經濟環境

及模式，也與十年前大有不同，有人說，過去是

香港領㠥內地走，也有人說是香港一直背靠㠥國

家，誰靠誰重要嗎？現實的情況是，香港近十年

經濟不進則退，不論在國內、甚至是國際的競爭

力也已不復當年之勇，亞洲四小龍地位早已排在

「龍尾」。不敵韓國、新加坡及台灣。早前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指香港競爭優勢開始弱

化，以至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佈2013年全球

競爭力排行榜，香港的排位由第一位跌落至第三

位，引來各方的關注，這無疑敲響了香港經濟警

鐘。

西望張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