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諾登事件自個多月前爆發以來，對美國國際國內的

聲望影響仍沒停頓，而且有更惡化的現象。首先事件暴

露了美政府對中國與香港的網訊大量盜劫，在剛結束的

中美首腦習近平與奧巴馬兩人會談中，奧巴馬還振振有

辭，指中國「黑客」頻頻盜取美國軍民的網上資訊，雖

沒證據認定這是中國政府官方所為，但也要中國政府負

起責任，杜絕此事。不料奧氏言猶在耳，斯諾登現身說

法，揭發美國過去幾年來在國內外鋪天蓋地盜取網上、

電話、個人資訊，其數量之大、涵蓋面之廣，已到了無

孔不入的程度，其中內地甚至香港中文大學的數據庫、

清華大學六大網絡等都被盜劫。這一揭發，顯然奧巴馬

這下由原告轉為被告，他指中國偷，但無實據，但美國

卻被前中情局職員揭發偷盜資料。如此一幕，奧巴馬對

習近平的說話有多大信譽，肯定大打折扣。

美國輕率要人方寸大亂

其次，斯諾登離港飛往莫斯科，美國跟㠥向俄羅斯

政府要人，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出來說話，指斯諾登

抵㝸後並無出境，仍逗留在候機大堂，他去向如何？

俄羅斯移民局無資料，無法奉告，更談不上提供政治

庇護的問題。這一下，美政府又碰了一鼻子灰，連同

向港府要人不果，又多了一次挫敗。說明美國在處理

斯諾登事件上法理失當，不好好研判斯諾登行為到底

是政治犯或是刑事犯。如是政治犯的話，要港府履行

港美引渡斯諾登返美，就絕不是那麼單純的事了。何

況當事人可以用「政治犯」身份向港方法庭抗辯，司

法程序可就漫長了，可以打上三、五年官司，叫港府

自己不顧自己的法律，不是強人之難嗎？普京的反

駁，也叫美方無言以對，人沒經移民局一關，也就等

於法無紀錄，無入境，叫俄羅斯逕自入候機大堂抓人

送回華盛頓，豈不把俄羅斯降格為美國的老二嗎？以

俄羅斯近百年來和美國交惡的程度，美政府如此輕率

向對方要人，簡直是方寸大亂了。

再其次，說到厄瓜多爾，美國竟由副總統拜登向厄

政府寫了信，要厄總統不要給斯諾登頒發庇護令。美

國得到的答覆又落了空，厄政府沒明言會不會向斯諾

登發庇護令，但看在拜登的信算禮貌，也會禮尚往

來，說明會先知會美政府。但如果斯諾登真的向厄政

府提出請求的話，知會之說不等於會從命，也可以是

知會美國，告知考慮結果不能拒絕所請。何況厄瓜多

爾外長也早已明言，如果發出庇護令，也不在乎受到

美國貿易制裁，就厄瓜多爾早前已給予維基解密的阿

桑奇庇護的做法來看，厄瓜多爾不理會美國壓力的機

會很高。若然，美國又會再一次受挫。目前來看，如

此與厄政府交涉，人家還未有行動，正式交涉已開

始，很有向對方施壓的觀感，這不會是光彩之舉！

更不妙的是，美政府如此到處伸手要人，對斯諾登

來說，其危難的感覺肯定會不斷升高，一旦到了沒回

頭的程度，斯諾登會做出更大的自保行動，當可預

料。就現已看到的動作來估計，他在港停留期間，針

對內地和香港作出網訊偷盜的揭發，究其此舉動機，

不外是向兩地人民告發美國，正告兩地不要無視於美

國侵犯人權的犯法行為，要和他一起伸張正義。這一

來，兩地便不能不顧自己人民的感受而將斯諾登引渡

返美，這是他高明的一招。

亂抓人逼斯諾登爆料自保

同樣，斯諾登到了莫斯科機場後，接㠥也在當地揭

發美政府偷盜俄羅斯情報的事，好讓俄政府下更大決

心去頂住美國的外交壓力。接㠥他還揭發德國、歐盟

總部及眾多成員國同樣受到網絡監控的事。這一下，

德國及歐盟代表都紛紛發言，要奧巴馬作出交待。這

一下，歐洲的注意力已由斯諾登身上轉到美政府身

上，斯諾登此一㠥，也是自保高明的一招，在千夫所

指的形勢下，是非爭論已不再是美國內部情報人員叛

變的問題，而是美國犯上了向他國侵權的嚴重行為，

如果美政府不理會國際要求釋疑，國際便會形成一股

壓力，非要向斯諾登身上所有的盜證尋找答案不可。

一旦形勢發展到這種程度，斯諾登作為一個極關鍵的

證人，他的人身安全也就不再是生死自理的事，而是

會變成國際爭相保護的證人了。也正是出於自保而不

斷到處爆料的考量，已有新聞報道說斯諾登留港30來

天期間，他的密友已來港協助他保管複製密件版，據

說已收藏在銀行的保險箱內。這新聞是否屬實，已不

重要，重要的是很有可能會如此，美政府也不能不作

如此估計。一旦有此估計，也勢必會迫使美政府不得

不檢討如此到處要人的行為，這不但欲蓋彌彰，弄巧

反拙，而且最後抓不到人，反而是自己的罪行搞到天

下無人不知了。

然則不抓人之外，又會有什麼高招可以將壞事變成

好事呢？

美國行政濫權須靠立法司法糾正

就以美國一貫的做法去考究，通常遇上行政部門官

員有什麼不法行為時，哪怕是涉及總統犯罪，根據行

政、立法與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先由立法的國會成

立特別的「聽證委員會」作出對事件的調查。在七十

年代初，尼克松任總統期間，發生了「水門事件」的

偷聽行為，涉案者晚間偷進「水門酒店」的客房，偷

裝偷聽器，事發被保安員活捉，發覺犯人與總統府人

員有關，最後經國會設立「聽證會」百般查證，發現

事件涉及總統參與其事，向總統要文件，尼克松卻以

三權各自獨立，國會無權向行政部門索要任何文件為

由拒絕。但經憲法法院裁決指明，當最高行政人員涉

嫌犯罪時，尼克松不能以總統身份逃避調查，此時尼

克松命令其秘書瑪麗抽出有關錄音帶，洗掉其中20分

鐘的錄音，估計這正是尼克松涉案的錄音證據。當技

術人員向憲法法庭表明可以恢復被洗掉的錄音後，不

到1小時，尼克松自己請辭，由副總統接任其職位，

並向尼克松發出「赦令」，依令審訊必須終止。雖然

尼克松罪行沒結案，但立法與司法可制約行政人員的

案例已建立。

因此，美國要為今次的歷史資訊大案化壞事為好事，

最可行的辦法便是效法「水門事件」的案例，由國會成

立「聽證會」調查「斯諾登門」（Snowdengate）事件，

向斯諾登發出證人保護令，保證他安全回國，提供國安

人員侵犯人權的不法偷盜公民網訊的證據，如發現奧巴

馬與前總統布什參與偷盜罪行，接㠥成立特別法庭進行

審訊有關人員。甚至可效法「水門事件」一案，將總統

繩之以法，只有這樣才能糾正行政官員濫權違法的罪

行，同時公告世界各國，美國依法不再聽任官員偷盜私

人或公安的網訊。否則，美國作為舉世獨一無二的超級

強國，官員在大國權力無人監管情況下，美國的罪行更

是一發不可收拾矣！只有美國的立法與司法兩大部分能

自我糾正其行政濫權的行為！

做或不做，就看美國自己了！

美國在處理斯諾登事件上法理失當，不好好研判斯諾登行為到底是政治犯或是刑事犯，以

及具體入境情況，近期多番向香港和俄羅斯輕率要人，碰了一鼻子灰。但美國如此到處伸手

要人，斯諾登以爆料做出更大的自保行動，當可預料。美國要為今次的歷史資訊大案化壞事

為好事，最可行的辦法便是效法「水門事件」的案例，由國會成立「聽證會」調查「斯諾登

門」（Snowdengate）事件，只有美國的立法與司法兩大部分能自我糾正行政濫權的行為。做

或不做，就看美國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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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以「手牽手、慶回歸、獻愛心」為主題紀念七一，

於回歸紀念日在金鐘添馬公園旁舉行慶回歸16周年啟動禮，全港18區亦同步

舉行嘉年華；全港各區工商聯也發動近千商戶，於啟動禮期間向全港市民

提供低至半價的購物或飲食優惠。地區社團亦會探訪弱勢基層市民，派發

禮物包，宣揚互助互愛的和平訊息。事實上，多個反對派激進組織積極為

「佔中」做準備，令為口奔馳的市民近期為社會大亂憂心忡忡，慶委會今年

活動更盛大，不但可與市民同享回歸喜悅，為港人減壓，更可為香港引入

強大正能量，為香港長遠發展充充電，持續應對長遠的區域競爭，穩住香

港優勢。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自今年1月開始發出「佔中」的號召後，香港開始陷

入深沉的氣氛之中，社會各界紛紛譴責違法暴力的行動，抽緊了港人的神經。

雖然反對派最終因主流民意強烈反對，七一遊行後的「佔中」預演泡湯，但此

前市民已為「佔中」預演憂心不已。廣大市民在最近幾個月，都為「佔中」變

得精神緊張，擔心中環公共秩序受到干擾，正常生活受到影響，加上近日一些

機構均指香港於全球或國內的競爭力排名下跌，這不能不引起市民警惕，感到

不進則退的壓力。

重溫回歸歷程 抖擻港人精神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七一回歸紀念日表示，香港需要祥和、需要理性、需要

正能量。的確，在香港一片憂心之際，香港需要正能量。慶委會提出的大會主

題，點出團結友愛、歡樂互助的重要性。香港回歸16年，經歷過金融風暴、沙

士疫潮、金融海嘯等多次經濟大逆流，但最終憑藉同舟共濟的精神，一一渡過

了難關。在七一回歸當日，讓港人重溫這些經歷，激發起鬥志，藉㠥各種文娛

優惠活動，與民同樂，鬆弛神經，這樣才能抖擻精神，重新振作，發揮香港人

勤奮創新的本色。如果社會終日只講暴力抗爭，港人的力量只會消耗更快，香

港要持久面對未來的挑戰將更困難。

民陣召集人孔令瑜早前認為，慶委會只是向市民派發「小恩小惠」，說：

「香港人邊會咁cheap、咁膚淺，因為少少㠥數就放棄原則？」又謂「送罐豆豉

鯪魚收買唔到港人」。事實上，豆豉鯪魚的意義，在於它能向每個香港家庭傳

達正能量，這份能量的價值，遠遠大於食物的表面價值。孔令瑜嘲弄這些禮物

「小恩小惠」，顯示她沒有看到這些活動和禮物的價值，也沒有看到市民熱愛穩

定、安貧樂道的生活態度。市民願意參與這些慶回歸的活動、接受這些禮品

包，因為他們可從中感受到人際間的溫暖和喜悅，不用捲進混濁的政治漩渦

中，這份溫暖和喜悅，是遊行和「佔中」所不能給予市民的。慶委會今年擴大

慶回歸活動規模，正滿足了市民希望在繁囂爭拗中尋求和諧的深層需要，感受

到社會的正能量。

斯諾登事件要如何善後？

文化交流是文化發展的生命
文化隔絕（cultural isolated）窒礙文化發展生命，文化交流

（cultural interflow）則是文化發展的生命。多元文化的發展和
交流是歷史的事實。三千餘年來，不是一種文化，而是希臘
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傳統、希伯萊文化傳統以及阿拉伯伊斯
蘭文化傳統和非洲文化傳統等多種文化，始終互相交流滲
透，深深地影響㠥當今的人類社會。恰如英國哲學家羅素

（Russell）所說：「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
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
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藝復興
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

歐洲文化發展到今天之所以還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因它
能不斷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斷得到豐富和更新。
中國文化也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而得到發展的。眾所周知，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大促進中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的
發展。可以說中國文化受惠於印度佛教，同時，印度佛教又
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其在中國的成就遠遠甚於印度本土。
同樣，香港文化也是在與西方文化和中國內地文化交流中發
展的。

兩地文化交流豐富香港文化

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無須多言，而香港文化與內地文
化的交流，也是無法抹殺的事實。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香港曾經雲集過中國內地最優秀的文化人士，郭沫若、茅
盾、柳亞子、夏衍、翦伯贊、馮乃超、胡繩、邵荃麟、侯外
廬、聶紺弩、吳祖光等等，家家抱荊山之玉，人人握靈蛇之
珠，群賢畢至，人文薈萃，盛極一時。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
佔有一席之地的「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也
在香港開出學術之花。香港也產生過一代嶺南派畫師大家，
如高劍父等。

在介紹外國現代文學、文化，與國際文化交流方面，香港
都曾走在前面。例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就譯介法國
存在主義文學家、哲學家薩特、英國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
希臘現代主義詩派奠基者沙伐利斯、墨西哥現代化詩人渥大
維奧．帕斯、美國戲劇家亞瑟．米勒等等；法國的卡繆和鼎
鼎大名的薩特在1955年就來過香港作文化交流。可以說，香
港大張旗鼓地在做這方面的中西文化交流工作之時，台灣和
大陸還處在封閉狀態。台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而大陸遲至
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有這方面的交流。這種文化交流，直接豐
富了香港文化，令香港跟上世界現代文化潮流，起到重要作
用。

香港「俗」文化是現代化的特徵

北京作家王朔曾借評論金庸武俠小說，抨擊港台文化的
「俗」，認為「成龍的電影」、「金庸的小說」、「四大天王的
歌」、「瓊瑤的電視」是「四大俗」。如果僅從對港台文化的
流行性、大眾化、普及程度、輻射影響層面等方面來說，這

「俗」的概括，還是很有見地的。但是，王朔不僅忽略了「四
大俗」中具有豐富的高雅文化的成分，而且忽略了「俗」恰
恰是現代化的特徵。所謂現代化，從精神形態而言，按照馬
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經典論述，是一個世俗化的時
代，是一個除魅（Entzaeuberung，意即消除了神秘感和神聖
感）的時代，是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世俗時代文化的基本
特徵就是多元化。

世界上所有的國際大都會，都是文化名城。諸如紐約、倫
敦、巴黎、羅馬、北京等大城市，其獨特而濃郁的文化積
澱、文化設施、文化風氣和文化活動等，不僅塑造了它們泱
泱大度的文明風貌，而且吸引和聚集了高質素的各類人才，
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香港要躋身國際大
都會的行列，只顧發展經濟顯然是不夠的，必須文化與經濟
兩翼共同發揮作用，才能達到目標。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
應當有自己的文化定位和發展方向，香港要再造曾經飲譽亞
洲的文化藝術，就必須重視文化交流，避免極端本土主義的
文化隔絕論令香港文化陷入封閉境地。過分強調一成不變地
保存香港本土的固有文化，結果會演變為危險的「文化孤立
主義」，或稱「文化部落主義」。

提升香港文化應重視兩地文化交流合作

但也要看到，今天香港低劣文化過於泛濫，高雅文化明顯
不足。現在不少學生寧看漫畫也不讀用文字寫成的書，美術
和戲劇中「性」就是享受、黑社會就是英雄，流行音樂中噪
音最受歡迎，新聞媒體中對負面全力追捧才能賺錢，這就嚴
重阻礙了香港文化的進步和成長。

提升香港文化，發展香港文化創意產業，應重視香港文化
與內地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促進文化產業合
作。內地缺乏豐富的文化創意產業人才，香港則擁有這方面
優秀的創作人才，兩者正好互相配合。香港的電視劇、電影
背後是一條完整的劇本生產線，當中不乏根底深厚的編劇人
才，香港與內地新一代創作人交流切磋，可培養一批既了解
國情，又具備國際視野的創作人。

香港有條件成為世界級的大都會，但必須先注入更多的文
化思維，要賺錢，就要搞創意；要有創意，來源就在文化
裡。香港與內地加強文化學術交流，將學術成果轉化成商
品。香港的大學可舉辦有關影視、廣告、動漫的比賽，邀請
內地創意者參與，企業可從中物色投資機會，將創意與投資
者連接起來。總之，香港文化要在交流中豐盈生命，而非在
極端本土主義的束縛下窒礙自己的發展生命。

近年來香港冒起一股極端本土主義思潮，有民意調查在

調查問卷中，堅持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分開，有本

土主義者排拒內地，不喜歡內地的13億同胞，稱之為「強國人」或「蝗蟲」。極

端「本土主義」主張香港與內地隔絕、主張去中國化、主張香港文化不要與內地

文化交流。香港本土主義離開內地母體，失去本身的歷史文化背景，已變成赤裸

裸的政治操作，例如極端本土主義思潮已滲入「佔領中環」的政治運動。香港與

內地的經濟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融合，香港若搞極端的本土主義，將走進「死胡

同」，失去經濟發展的動力。香港冒起的極端本土主義思潮，不僅在政治上頗有

危害性，在經濟上窒礙香港發展動力，而且也會閹割香港文化的生命力。

鄭赤琰
香港中文大學前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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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封給年輕人的信。近年有年輕
人參與激進的抗議行動，初時是剛中學
畢業和投身社會的青年人，後來風氣逐
漸蔓延至中三、四的少年人。這是我給
這群年輕人的勸勉信，希望他們不要捲
入「佔領中環」這政治漩渦。

新高中課程和新文憑試尚在調整期，
公開試需要花大量心力去應付，中學生
已感到十分吃力。專上學生亦需要裝備
自己，準備投身社會。教育是特區政府
最龐大的開支，市民寄望學生盡本份，
珍惜學習的機會，最終能貢獻社會，學
生何故要參與有機會破壞香港的所謂佔
領行動呢？「佔中」並不是一次簡單的
遊行集會，而是一場虛耗戰。以癱瘓中環為目標的行為，當然會導致難以預
計的損失，只會衝擊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何況「佔中」倡議者施展拖延策
略，若果年輕人身陷其中，恐怕會影響學業。盼望年輕人多加三思，無謂浪
費時間捲入無意義的政治爭論。

「佔領中環」以公民抗命為幌子，公然鼓動集體違法。年輕人絕對不可以
身試法。年輕人須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違法行為可能換來刑責和刑事犯
罪紀錄，前途因魯莽衝動而盡毀，浪費了青春，辜負家人和師長的期望，知
其不應為而為之，何苦呢？

香港的民主發展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中央政府亦同意最早可於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在有充足時間和自由表達下，何必動用癱瘓中環如此極端的
手段？公民抗命只應出現在人民喪失自由的情況下，被迫挑戰法治。根據

《經濟學人》去年發表有關世界各地民主發展報告，香港在公民自由的評分
高達9.41分，自由度高於9.12分的英國，以及美國的8.53分。《基本法》亦確
保市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傳媒百花齊放，提供足夠的表達渠道。市民具備
高度自由去表達民主發展的訴求，凸顯「佔中」完全沒有存在必要。

各位年輕人，若想參與「佔中」，請先回答自己：何故、何苦、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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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要在交流中豐盈生命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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