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共」交流有益探索嘗試
謝長廷近年為打破民進黨與大陸交流的僵局，努力在

兩岸奔走。此次赴港促成「紅綠會」，被視為具有重要

的政治意涵，是民進黨就「民共」交流進行的一種探索

和嘗試。正如謝長廷自己所說：「替民進黨爭取到另一

條路、另一個可能性」，象徵㠥「民共」交流破冰的美

好願景。雖然民進黨內部仍有人以「有色眼鏡」看待謝

長廷的香港之行，認為與大陸改善關係是一廂情願，但

是台灣大多數社會人士、學者及傳媒輿論均給予相當高

的評價。

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王高成指

出，謝長廷到香港與大陸智庫合辦研討會，在兩岸紅藍

綠三黨互動上，新的意義是民共交流的提升。《中央日

報》網絡版發表文章指出，謝的說法十分正確，他也做

了應該要做的事。固然他的行動能對民進黨產生多少影

響，仍是未知數，但是台灣主流民意應會樂見他率民進

黨之先，熱心投入兩岸交流；大陸方面也應會持續給予

正面回應。《中國時報》社論指出，在這次會談中，謝

長廷再度提出「憲法」一中及「和」的概念，表示兩岸

之間今後不要再談「統獨」問題，「我們可以沒有共同

的過去，可以有相同的未來」，兩岸雙方都要創造利益

而非對立，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感覺。《聯合報》一

篇分析文章認為，在民進黨缺乏兩岸務實論述及戰略縱

深現況下，謝長廷隱然已成「紅綠對話」的代言人。謝

長廷在兩岸扮演「民共對話」的角色越來愈吃重。民進

黨發言人王閔生也對謝長廷訪港之行給予正面評價，民

進黨要積極自信面對大陸，與大陸有更多的交流與互

動，都是好事情，黨也尊重謝長廷個人的想法跟意見。

的確，謝長廷訪港促成「紅綠會」具有「摸㠥石頭過河」

的現實意義。「紅綠」人士對談，各自把意見與主張提

出來，哪怕是各說各話，總比不交流、不接觸、不正常

化要好得多。　

策動民進黨兩岸政策轉型契機

近年隨㠥兩岸關係迅速融合，兩岸三通、大陸旅客赴

台個人遊及EFCA等互惠政策不斷落實，兩岸同胞分享到

越來越多兩岸關係改善的紅利，「台獨」聲音在台灣島

內日益失去空間。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指，「台獨」已

是「不能再走的回頭路」。民進黨連續輸掉兩次「總統」

大選，外界大都認為輸在兩岸關係無法贏得民眾的信

賴。學者、政界人士均指出，民進黨如果在兩岸政策不

轉型，難免被邊緣化，重新執政是不可能的。因此，謝

長廷訪港所展開的「紅綠對話」交流行動，不僅影響台

灣兩岸關係發展政治脈動的改變，也策動了民進黨兩岸

政策轉型的發展契機，促進民進黨兩岸政策繼續向和平

兩岸的方向走。

兩岸關係互動，如果只是中國國民黨以執政黨地位與

大陸交往，民進黨身為台灣最大的「在野黨」，假若把

機會拱手讓人，自己永遠只有當看客的份；而且，台灣

社會一直因為「統獨」意識形態撕裂而內耗，民進黨的

形象在民眾心目中只會變得更低。綠營若能與紅藍尋求

最大公約數，對於台灣內部團結及兩岸和平發展，都有

正面作用。謝長廷為民進黨爭取有別於以往頑守「台獨」

的另一條路。對中間選民而言，民進黨如果願意踏上這

條路，可以甩掉不少

過去「台獨」形象的

疑慮。但如果仍隨㠥

「台獨」教義而起

舞，甚至連謝長廷與

大陸的交流都被曲解

為「賣台媚共」，這

樣的民進黨不可能有

出路。何去何從？民進黨是時候為自己的兩岸政策作出

明智的定位。

綠營應接受橄欖枝承認「九二共識」

大陸新一代領導人全面接班後，對台政策更積極進

取。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兩岸一家人」的理

念，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表示，歡迎從事過「台

獨」、現有改善兩岸關係意願的台灣人到大陸，再到中

台辦主任張志軍與謝長廷會面時強調，歡迎和鼓勵台灣

各黨派、各團體、各界人士積極參與促進兩岸交流合作

的和平發展的進程，可以清楚看到，大陸為發展兩岸關

係釋出更大的誠意和善意。大陸已主動向綠營伸出橄欖

枝，民進黨應把握謝長廷訪港、訪陸營造的機遇，認真

審視如何在承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與大陸雙向而

行，以「存異求同」帶來新政治曙光，為兩岸關係帶來

新氣象。

在七一遊行前，反對派喉舌除了全力催
谷市民上街之外，也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
一些旗幟鮮明的愛國愛港團體，其中近期
知名度急升的愛護香港力量和愛港之聲，
更成為其重點打壓的對象。

反對派喉舌重點打擊原因何在？

《壹週刊》為此竟然派出最「精銳」的
狗仔隊，沒日沒夜地跟蹤幾名愛港團體的
負責人，在報道中肆意抹黑，甚至將有關
人士的圖片故意用電腦修改醜化，罔顧傳
媒的操守道德；《蘋果日報》更不斷造謠
攻擊，將一些衝突的照片張冠李戴，損害
其聲譽。在遊行前夕，有反對派支持者更
向facebook投訴愛護香港力量的群組，最終
與美國政府關係千絲萬縷的facebook以一些
莫須有的「罪名」刪除「愛港力」群組，
在時間上的配合可說極有默契。還有《蘋
果日報》每日大批攻擊、謾罵愛港團體的
文章，這些都說明反對派喉舌及其支持
者，是有組織地去打擊這些愛國愛港的民
間團體，力度甚至較對付建制派政黨還要
猛烈。
反對派喉舌何以如此瘋狂攻擊這些團

體，甚至以跟蹤滋擾，網上改圖等方式，
對相關人士盡情醜化羞辱，人格抹黑？市
民不禁要問，犯得㠥如此嗎？他們只是一
班民間自發的人士，大部分都是一些基層
市民，他們未必懂得很高深的民主理論，
但都是懷㠥一股愛國愛港之情站出來，希
望社會能夠止息政爭，讓政府集中精力解
決各種經濟民生問題。他們來自基層，未
必有很高的學歷和社會地位，所以言辭不
免直率甚至帶點市井，未必如一班反對派
政客、大狀般出口成文，一副道貌岸然的
樣子，但都是發乎真心，是真正的愛國愛
港者。絕非一些口中說愛港，卻做盡禍港
的事的反對派政客可比。對於這些基層市
民，儘管其言論未必合耳，但《蘋果日
報》、《壹週刊》有必要花這麼多人力物力
去抹黑他們，蓄意製造寒蟬效應，令人連
話都不敢說嗎？

揭露反對派禍港真面目

說穿了，反對派支持者及其喉舌對於愛
港團體反應甚大，主因是自身壟斷多年的
話語權被衝擊所致。一直以來，所謂民間
政治團體清一色都是反政府，與反對派立
場一致，近年這些團體更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由反規劃、反發展、要香港回歸務農

社會的土地正義聯盟，到反國教的學民思潮、反國教
關注組等，基本上在任何政策範疇上都有這些所謂民
間團體出現，與反對派一唱一和共同進退，總之民間
團體的政治立場只有偏向反對派一邊，導致反對派長
期在輿論上的強勢以至霸權。然而，當「愛港力」、愛
港之聲等支持政府，批評反對派的民間團體誕生以
來，反對派的話語權被打破了，在民間不獨只有反政
府一種聲音，也有支持政府的聲音，更有批評政客禍
港的聲音。傳媒在報道時也不能只採訪一家之言，在
報道反對派聲音的同時，也要報道愛港團體的聲音，
令反對派難以再如以往般壟斷輿論，這是反對派痛恨
愛港團體的原因之一。
而且，這些愛港團體在立場上黑白分明、敢愛敢

恨，敢於揭穿反對派的虛假面目。令人記憶猶新的
是，在上屆區議會選舉中，公民黨策動的外傭居港權
案成為當時最熱的一個議題，當時一班「愛港力」成
員鍥而不捨地追㠥余若薇等始作俑者，直接質問她們
何以協助外傭取得居港權，令平時口若懸河、巧言令
色的余大狀落荒而逃。就如在近日的「佔領中環」，也
是這些愛港團體最積極去質問反對派的行徑，令他們
醜態畢露。這些主動向反對派進攻的方式都是以往鮮
見，過去主攻的都是反對派，建制派往往處於守勢，
但現在攻守之勢易也，反對派不斷被質疑、追問，被
直接揭穿禍港行徑，「真普選聯盟」兩次政改論壇被
愛港團體抨擊之後，至今一直不敢再辦類似論壇，正
是理屈心虛所致。撕破反對派的面具之後，他們不過
是一班禍港政客，而愛港團體敢於幹這個工作，難怪
反對派喉舌不惜一切要將這些團體消滅於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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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本港舉行了《家在香港，伴你啟航》活動，旨
在鼓勵青年們去創業，頗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把青年
心儀的創業成績顯赫的「阿里巴巴」馬雲、「ＰＯ朝霆」
謝霆鋒兩位請來為「啟航」作伴給力！據說「參航者」
原定一千，竟大大超額到了八倍之多，「鋒雲際會」如
此火爆，用得上一句「出乎意料，情理之中」矣。

加入抱怨行列永遠沒有機會

這般火爆，該打一套少林拳吧？馬雲偏偏上場來了
個太極拳！他邊打太極拳邊言太極「陰陽文化」，何時
該收，何時該放，收放自然天成。這種馬氏認為無處
不在的陰陽文化曾為其「阿里巴巴」提供了創業思
路，叫做「人的心態影響形態，形態又影響生態」。馬
雲平心靜氣地說，有太極心態即可令其「阿里人」有
㠥良好文化管理體系，亦會產生良好的生態體系。所

以，阿里巴巴「生」淘寶，淘寶再「生」支付寶⋯⋯
乃至「生生不息」。他似乎把脈把準了港青乃至當今世
界青年的較為典型的一種「脈象」，爐火純青地「對症
開方」，言道：世界機會太多，只要有抱怨、投訴的地
方，都有創業機會；但加入抱怨行列，永遠沒有機
會。儘管創業艱難，但只要堅持總會有機會走出來！
霆鋒曾經是所謂「憤青」吧，可是如今上來與青年一

代對話時表現出的是文化素質相當的高，自謙地說只有
坐在台下聽人家高談闊論份兒呢。更讓人「丈二和尚摸
不㠥頭腦」的是他竟然秀起了廚藝，讓大家來評頭品足
一番。最終如姜昆說相聲那般抖出了「包襖底」。他
說，過去老是批評別人做的菜，其實自己未必比別人做
得好。開始自己做菜了，方才懂得去欣賞別人！他還現
身說法，自己創業的「ＰＯ朝霆」做電影後期製作，發
展得相當快速，於是乎買台昂貴菲林機企求加速發展。

但是瞬間菲林被時代淘汰了，那台機無可奈何死睡一
旁，倒也好，可以不時提醒霆鋒切勿再去「激進、倉
卒」！

為青年一代提供正能量

從馬雲規勸「加入抱怨行列永沒機會」到霆鋒提醒
「激進、倉卒難以創業成功」，筆者以為對於香港乃至
內地「憤青一族」應該說都是大有教益的。青年人易
發牢騷、盛氣凌人，其實不足為怪。因為他們由於閱
歷不足、幼稚天真，看問題欠辯證難免片面極端，做
事情忽熱忽冷自然成不了氣候。且看鋒、雲這哥倆是
過來之人，從兩位成功人士的親身實踐中所得出自正
反兩方面寶貴經驗，對於ＣＨＩＮＡ青年一代來說，
不論是自己創新創業也好，還是甘為祖國圓復興之夢
也好，都是會增添難以估量的「正能量」，不是嗎？

馬雲太極拳與霆鋒廚藝秀

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率團赴香港展開與大陸智庫的聚會，促成備受關注的「紅綠會」，並赴

深圳與中台辦主任張志軍會面，島內予以高度評價，稱讚謝長廷為民進黨的「先行者」，為民

進黨與大陸交流作出突破性的嘗試，創出有利民共增進了解互動的新路。謝長廷之行反映台

灣主流民意對促進兩岸關係穩步向前的訴求，客觀上對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調整產生不小的壓

力，促進民進黨兩岸政策趨向和平兩岸的方向。民進黨應順應歷史潮流，接受大陸伸出的橄

欖枝，承認「九二共識」，既為自己爭取新的發展空間，也為兩岸關係帶來新氣象。

謝長廷訪港之行獲肯定 民進黨兩岸政策須調整

反對派過去幾年一系列「去中國化」的行動，
如「反國教」、舉龍獅旗、搞「香港獨立」、呼籲
建設「香港城邦」、「光復上水」、否認「香港人
是中國人」、形容內地同胞為「蝗蟲」、叫嚷「中
國人滾回中國去」、反高鐵、抗拒港深「融合」、
反新界東北發展、「光復香港」、「港人自決，藍
色起義」等等，這些排斥中華文化、妖魔化內
地、「去中國化」的口號和行動，與今年以來反
對派策動的「佔領中環」一脈相承。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

去年反對派掀起的「反國教」風波，實質上是
一場惡劣的「文化港獨」運動，與「文化台獨」
一脈相承。「反國教」是要一刀切斷中國歷史文
化臍帶，一刀切斷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聯繫，
一刀切斷香港的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要從
香港青少年的頭腦裡徹底抹掉中國、中華民族、
中華文化的印記。清朝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
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
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
先去其史。」
從香港電影百年夢工廠的歷史來看，中國傳統

文化對香港電影的影響是最深刻的、一以貫之
的。百年的香港電影在多種文化的夾擊中，依然
保持㠥鮮明的中華文化脈絡。香港電影始終高揚
中國文化的旗幟，富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
蘊。從香港電影百年夢工廠的歷史，可以看出
「文化港獨」的虛妄。

香港電影中國傳統文化的脈絡

表現抗擊外來侵略和謳歌中華民族氣節，這一
主題在抗戰時期的香港電影中表現得最為顯著。
1937年上海淪陷後，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上海影
人第一次南下香港，推進了香港電影界的抗日浪
潮，他們拍攝了一批優秀的抗日題材影片。1941
年12月香港淪陷後，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誘面前，
香港影人表現出了高貴的民族氣節，沒有一個從

業人員淪為漢奸，這使日本侵略者妄圖利用香港
的有利條件建立敵偽電影基地的陰謀，遭到了徹
底的破滅。
香港電影中中國傳統文化的脈絡，體現在恪守

中國傳統的人倫觀、道德觀和家庭觀方面。這一
主題貫穿了香港各個時期的影片，在五六十年代
表現得尤為突出，這時期的粵語名片大力宣揚了
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助，相濡以沫，具有鮮明的
中華文化傳統特色。

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氣節

中華傳統文化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正直勇
敢、匡扶正義、英勇頑強、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
以及威武不屈的民族氣節，香港電影一直延續㠥
這樣的傳統，在銀幕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謳歌
中華民族氣節。香港電影貫穿了揚善懲惡的主
題，它包括忠勇仁義、鋤強扶弱、行俠仗義、嫉
惡如仇、匡扶正義等內容。這一主題涵蓋武俠
片、功夫片、槍戰片等類型的動作片，分佈在香
港電影的各個時期。
轉型之後的香港電影雖然注重了娛樂化和商業

化，但在充斥㠥商業氛圍的製片環境中，中國傳
統文化的脈絡並未消失，而且被香港影人賦予了
適合年輕一代觀眾的新時代內涵。比如六七十年
代張徹和李小龍的武俠片中的主人公，再也不是
五六十年代黃飛鴻式的老成持重及行俠仗義的儒
家君子，代之而起的是年輕氣盛、快意恩仇的現
代青年。

兩地電影文化不斷融合

隨㠥時代的發展，香港社會進入了一個越來越
趨於多元化的時代。多元化的時代需要多元化的
電影，但在多元化的格局中始終保持中華傳統文
化，保持自己的優勢和活力，不至被荷里活電影
所吞沒。香港電影在經歷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
輝煌之後，進入21世紀前10年的低谷。但在香港
電影市場急劇萎縮的同時，內地市場卻在迅速崛
起。據統計，中國內地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

第二大電影
市場。2004年
初 ， 隨 㠥
CEPA正式生
效，香港電
影開始以合
拍方式大規模進軍廣闊的內地市場。兩地電影文
化不斷融合，新的電影文化面貌也隨之逐漸形
成。
由於兩地最容易溝通與形成共識的文化集中於中

國傳統文化，故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詮釋或重新演
繹，成為兩地文化交流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這
一主題的開拓，使得香港文化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得
到增強，提升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這突出表現在
合拍電影的題材選擇上，如《赤壁》、《關雲長》、
《白蛇傳說》等。由於香港文化中外來文化對傳統
文化的觀照，使得這些傳統題材呈現出新的內涵，
不僅具有時代感，同時具備國際性，提升了國際影
響力。近幾年內地票房排行中，兩地合拍片佔有重
要份量，這說明合拍片的質量得到了觀眾的認可。
中國每年向外輸出的影片中大部分票房也來源於合
拍片。

兩地電影文化互相取長補短

經過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30多年來兩地電影
界的交流、合作和整合，已經開始出現一批融合
兩地電影資源的「華語大片」，融合了內地、香港
的資金、技術、人才、經驗，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這批「華語大片」在題材上，多數選擇
中華民族的歷史、傳說，注意加入中國傳統文
化；在美學觀念上，試圖綜合內地和香港的經
驗，如內地的文化反思、香港的商業理念等；在
技術上，站在世界電影前沿，大量運用高科技、
電腦特技製作，以製造視聽奇觀；在市場上，以
海峽兩岸三地為共同市場，在內地創造出票房奇
跡，並且進軍國外市場。兩地電影文化的融合，
表現為互相取長補短。由此，香港電影文化多了
幾分厚重，內地電影文化變得更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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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志勝

■楊志強

中華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一直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源泉，

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是中華兒女共同的寶貴財富，也是香港落實「一國

兩制」的重要基礎。「文化港獨」片面強調所謂文化「本土化」，虛化中國文化在香港文化中的地位，從

而企圖達到其實行政治「港獨」、實質「港獨」的目的。但是，從香港電影百年夢工廠的歷史，可以看出

「文化港獨」的虛妄。

時評強志

從香港電影看「文化港獨」的虛妄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