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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血會培靈學校「爆粗老師」林慧

思最新以「×你老母」辱罵執勤警員

的片段日前曝光，引起社會各界的激

烈反彈。原因是林慧思一直指自己是

路見不平而發洩不滿，李怡、練乙錚

之流更「考證」她當日的英文粗口其

實不算粗鄙，指外界不必小題大做云

云。但最新短片卻指證《蘋果日報》

吹捧的「香港人榜樣」，在眾目睽睽

之下對警員粗口罵娘，不但令她難以

抵賴，也令到一班為她辯護的反對派

人士灰頭土臉。

面對社會輿論譴責，特首梁振英昨

日更要求教育局局長就事件提交報

告，但林慧思竟然採取撒賴手段，指

該短片是造假，她從來沒有粗口罵

娘，並在面書上表示「不會向警方道

歉」。及後，在林慧思事件上連番出

醜的《蘋果日報》也為她護航，指

「新爆粗片造假」，教育人員操守議會

主席韓連山也走出來，質疑該片段是

否曾被人加工。看來，《蘋果日報》

和反對派都沒有汲取教訓，「盲撐」

林慧思已到了不問是非，不理事實的

地步。然而，林慧思在事件中不但操

守有虧，更加大話連篇，市民都已看

穿其本質，反對派為了政治原因繼續

「盲撐」，何以面對廣大市民？

林慧思說最新短片造假，但她必須

提出證據有哪個地方是造假，是什麼

人在造假？她又敢不敢出來與當日的

警員對質？說到在短片及新聞中造

假，《蘋果》是大行家，他們理應可

指出片段中的「破綻」。然而，他們

卻提不出任何證據，所謂造假說如何

令人信服？所有看過該片段的人相信

都會認同，粗口罵娘者的聲音、語

氣、手勢、身形、衣服都與林慧思一

模一樣，將早前條短片合併來看根本

沒有一點分別，如果這樣都能造假，

實在是匪夷所思。事實上，兩段片段

的當事人都是同一人，這點已無疑

義。林慧思厚 面皮的拒絕承認粗口

罵娘，但這種謊言又騙得了誰？這不

過是再一次暴露她大話連篇、毫無品

德誠信的本質而已。

一個教師粗言穢語已經不能接受，

何況還對公眾三番四次的說謊？林慧

思在事後指自己是剛巧買 路過，剛

巧見到「青關會」與法輪功爭執，才

不慎粗言辱警，但事後卻被揭發她家

住將軍澳，怎會山長水遠到旺角買

？而她與「調理農務蘭花系」戰友

早已準備多部攝錄機拍攝，並將片段

放上網，這說明事件是她們自編自導

自演出來，並非什麼碰巧見到。而現

在面對群情激憤，又再睜 眼說大

話，敢罵不敢認。這樣無公德、無私

德、無品德的教師，又有什麼資格繼

續在學校任教，特首責成教育局跟進

是合理的做法，學校也完全有理由懲

處這樣一位教師，否則只會醜化香港

教師的形象，誤了香港下一代。

儘管林慧思的惡行已無從抵賴，但

反對派繼續「盲撐」，《蘋果》與韓

連山的辯護完全是罔顧是非，政治掛帥。反對派

「盲撐」的做法，不斷以一個謊話掩飾一個謊話，不

斷拒絕對公眾道歉，一直支持她的反對派都要為其

行為「背書」。現在反對派是進退維谷，但這又能怪

誰？如果不是反對派開始時見林慧思「奇貨可居」，

以為可以成為一個激進派「人辦」，作為打擊警隊的

工具，怎會最後捅出了個馬蜂窩，最終自食其果也

是怨不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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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辱警挑釁不能積非成是

《明報》社評指出，「警員面對遊行集會群眾，有

必要盡量克制容忍，讓市民充分行使基本權利，就此

相信連警員也不會有異議；不過，近年一些遊行集會

場合，確有一些取態激進的人，故意挑釁警員，辱罵

警員，而警員在克制容忍的要求下，只有啞忍。這種

情況，久而久之，積非成是，警員偶爾在現場執法，

反而被指摘為打壓示威者，至於一些跟進執法行動，

更動輒被指為有政治考慮；辱罵警員合理化甚至『合

法化』，是過去幾年的執法『成果』，對整體法治也是

一種貶損。」

《晴報》社評指出，「用粗口辱罵警員的林慧思，

就故意多番以挑釁性語言，將香港警察稱作『公安』。

⋯⋯無論不同政治背景人士，有那種不同看法，都改

變不了香港警察，在處理各類遊行示威活動時，中

立、專業、克制的職業操守。」

《新報》社評認為，「客觀的事實是，我們有一支

優良的警務隊伍，以最斯文有禮的態度，創造出世界

名列前茅的低罪案率和高破案率，而且精益求精，這

數字還在持續改善中。示威者為了政治立場與警察衝

突，那是可以的，但如果粗言責罵，甚至是持續地把

他們妖魔化，這卻是不可接受的。」

警隊是香港治安的守護神

《頭條日報》署名文章表示，「渾水摸魚之輩意圖

利用社會怨氣，進一步衝擊社會秩序，令香港亂上加

亂已是有跡可尋。『佔領中環』式的抗爭活動會否在

短期內突現，無可預計。此時此刻，我們更加需要警

務人員秉公執法。市民有怨氣，政府要正視；執法人

員有怨氣，政府、議員、市民更要正視。⋯⋯沒有一

支有效的警隊，便沒有一個安全的香港，我們也不會

有一個安居樂業的家。今天，警務人員上街已不是警

隊的事，而是眾人的事，香港的沉默大多數不應再沉

默，要為維持一個安全的社會發聲！」

《am730》署名文章指出，「香港警察一向予市民的

印象普遍不錯。他們處事公正，不收小恩小惠，亦不

會濫用權力，比歐美國家的一般警察水平，過之而無

不及。香港有這麼好的治安，香港警隊功不可沒。因

此，當林慧思干擾警方處理法輪功與青關協會的對峙

時，市民普遍站在警方的一邊。一般人會覺得，既然

已有警察在維持秩序，其他人就不應憑一己的判斷，

去干擾警方的做法。」

《晴報》文章指出「那些無時無刻將公義掛在嘴邊

的所謂政治人物，及教師組織，竟然在林慧思講粗口

的問題上，大玩『語言偽術』。對教師講粗口輕描淡

寫，明責暗保。對仗義執言的退休前休假警司劉達

強，反過來口誅筆伐，借題發揮劍指警隊。事件讓人

從另一角度看清政治醜惡的一面，為達政治目的，不

擇手段，甚麼社會公義、社會道德標準都只是騙人的

包裝和伎倆。目前的政治生態，這類鬧劇仍會不斷重

複上演，這才是香港的悲歌。警隊的行動是迫不得

已，若不發聲明撐劉達強，勢打擊警員在政治夾縫中

維持治安的士氣。」

林慧思「罵娘」絕對不能接受

對於有短片揭露林慧思以「×你老母」辱罵執勤警

員，輿論認為，無論是基於甚麼理由，林慧思為人師

表，不應該以這類侮辱女性的粗口辱罵他人，並要求

她向被其辱罵的警員道歉。有教育界人士更直指，

「任何人都不能『高舉公義』就為所欲為，他身邊不少

校長都認為林的行為不能接受，更令家長難以安心讓

這樣的教師去教導小孩，津貼學校的資源同樣來自政

府屬於公帑，那麼津校老師是否也應以公職人員的要

求去看呢？」

《新報》社評指出，「當事件發生之後，網民對林

慧思進行了人肉搜索，指出她是政治狂熱分子，和父

親都是社民連的積極參與者。當她的學生和她的政見

不合時，她在臉書中公開侮辱其學生是『五毛』，如果

從這些行徑看來，說林慧思是一名好老師，似乎怎也

扯不過來。」

《成報》批評，林慧思「作為老師，在公眾地方

大罵香港警察，擾亂秩序的行為，未免已經有些踏

過界，偏離她的位置。除此以外，不但她在事件上

處理手法嚴重出錯，她甚至已有可能觸犯香港法

例。」

有報章評論更揭露「事件中的女主角林慧思事後被

反對派包裝成『仗義英雄』，但她除是激進組織社民連

的成員，亦是行為極度粗鄙組織『調理農務蘭花系」

的成員，這個以廣東粗言穢語諧音為名的組織，早前

曾在觀塘區議會選舉中協助社民連成員拉票，有指是

社民連支派；而林慧思亦是社民連核心成員林森成的

女兒。⋯⋯但更令人意外的是，辱警事件後有多條不

同角度拍攝的片段，被海外親邪教組織的電視台播

放，當中加插了許多『市民』舉起V字手指讚揚林，且

批評港警處理不公，稱打壓該邪教的畫面。顯然該邪

教有心安排該場鬧劇，並獲本港社民連成員的配合，

合演『大龍鳳』。」

文平理

輿論支持警方維護社會安寧 譴責「罵娘教師」衝擊道德底線

「民族自決權」共有
港無權獨立行使

香港文匯報訊 近年來，香港極少數人鼓吹「香港獨立」，這種聲音肇始於2002年12月梁家

傑擔任主席的香港大律師公會批評特區政府「沒有最低限度的確認一個推動分裂國家的運

動，有可能是一個民族正當地行使民族自決權，並因而構成一個正當的政治訴求」。雖然這種

聲音從來沒有成為香港主流民意，但極不利於香港社會正確理解《基本法》。近日致力於研究

和落區宣講《基本法》的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以樹仁大學客座教授身份在《明報》撰

文「香港無權獨立行使民族自決權」，從法理、法律的角度，對香港所謂「民族自決權」觀點

予以批評。

郝鐵川指出，國際社會主流觀點認為，有三類人
才可以行使民族自決權：一是處於殖民統治之

下、正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民族；二是處在
外國軍事侵略和佔領下的民族；三是主權國家的全體
人民。

無權拋開其他中國人民獨搞

郝鐵川說，根據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香港顯然不
具備獨立行使民族自決權的資格。第一，聯合國從未
承認回歸以前的香港是殖民地。早在1972年6月15日
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就通過決議，向聯大建
議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香港和澳門。1972年11月8
日，第二十七屆聯大通過決議，批准了特別委員會的
報告。第二，香港1997年7月1日回歸後，成為中國單
一制下一個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地方行政區域，根本不是「是處在外國軍事侵略
和佔領下的民族」，這更是國際社會的共識。第三，
香港回歸後，港人成為中國主權國家裡全體人民的一
部分，可以和其他中國人民共同擁有、行使自決權，
但卻無權拋開其他中國人民去單獨搞民族自決權。換
句話說，若想讓香港從祖國分裂出去，不僅要問問港
人，更要問問其他中國人民是否答應。

每個民族建國 全球或逾3,000國

郝鐵川詳細闡述了為什麼只有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
才能行使自決權，而部分人民不能獨立行使自決權的
道理。他指出，這是保障一個主權國家的完整性所必
須的，每個國家都是由不同的民族來組成的，如果每
個民族可隨時以自決的名義拋開國家而獨立，就意味
每個國家的主權不存在任何權威，就意味 國家領

土隨時可能被分裂。一般認為，全世界現有大小民族
3,000多個，如果讓每個民族都去建立一個國家，世界
就可能有3,000多個國家，這種徹底改變現有國家存在
格局或狀態的情形是不可想像的。
郝鐵川說，冷戰結束以後，西方國家曾一度把民族

自決權解釋為：任何國家的少數民族或種族都有從所
屬國分離出去、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種理論不僅
一開始就遭到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抵制，就是西方
國家現在也很少提及了。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指出，
如果任何種族、宗教和語言的群體都主張其國家資
格，分裂現象顯然就無法控制，所有人的和平、安全
及經濟福利也就很難實現。

聯國不主張藉「自決權」搞分裂

郝鐵川指出，聯合國從不主張藉「民族自決權」來
進行分裂主權國家的活動，因為它與聯合國的宗旨和
目的相違背，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相對立。《給
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規定「任何旨在部分

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
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
《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
法原則之宣言》規定「民族自決權」「不得解釋為授
權或鼓勵採取任何行動，局部或全部破壞或損害在行
為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及自決權原則並因之
具有代表領土內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之全體人民之
政府之自主獨立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

鼓吹「港獨」違法《基本法》明確規定

郝鐵川強調，一些聯邦制國家的憲法規定了聯邦的
成員單位經過法定程序和規定可以退出聯邦，但中國
是單一制國家，自古及今都不允許分裂祖國。《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條第三款規定：「各民族自治
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五十
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
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在中國憲法的指導和制約
下，香港《基本法》第一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因此，在
香港鼓吹獨立、分裂完全是違法行為。

新一屆立
法會第一年
會期完結派

發成績表，民建聯「新丁」議員葛珮帆
跑出，口頭和書面質詢總數名列榜首。
人稱EQ的葛珮帆一年前初登議事堂，
議會內外都不難找到她的身影，議會內
爭取發言表達意見，議會外帶領市民爭
取權益。向來談吐溫文的EQ堅定地
說，有很多議題都想爭取，即使要花十
數年也會堅持不懈。雖已熟悉議會規則
和文化，立法會工作令她面臨又一個難
題，如何更有效分配時間做更多事，是
仍需研究的學問。

追回拉布時間 一周做足七天

做了一年的立法會議員，EQ自言是
戰戰兢兢。不熟議事規則和議會運作的
她，一開始難免緊張，需要時間摸索，
如何才能更有效率。立法會和EQ想像
中的沒有太大分別，是個更好的平台，
推出利民措施，為市民爭取權益也更有

力。剛開始熟悉卻無奈遇上拉布，她好
多工作無辦法展開。其後，她追回被拖
延的會議和工作，令過去數月的工作相
當繁重，一個禮拜做足七天。
EQ是立法會七個委員會和工作小組

的成員，同時還是沙田區議員，民建聯
經濟事務、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發言
人，及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開會次數
多、時間長，要關注議題眾多，還要爭
取時間落區聽市民意見、與團體會面，
每日行程安排得密密麻麻。如何分配時
間做更多事，如何平衡生活和工作是她
面臨的新課題。「陪屋企人、做運動、
睇書、睇電影都無時間，連預留時間思
考問題都好難。」

家人支持體諒 全情投入工作

即使如此，她仍堅持就政策問題與更
多持份者接觸，聽市民、專家、學者的
意見，研究可行性，做得更深入。立法
會放暑假，她首要的工作也是落區，
「立法會工作繁重，而家見市民 時間

的確少 ，所以唔開會就要爭取時間多
接觸佢 。」其次還有做工作報告，

計劃來年如何分配時間，最後才是與家
人去一趟旅行。EQ慶幸家人不太需要
她照顧，丈夫也很支持和體諒她，可以
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
EQ一向予人溫和理智的形象，但做

事卻相當堅持。「力量唔係來自激烈、
大聲，平靜溫文一樣可以很有力量。」
她相信可以以柔制剛，即使面對他人謾
罵也會笑 回應，相信選民的支持也是
認同她處事方式。她形容自己扮演的是
建設者的角色，而非破壞者，為年輕一
代帶來另一個選擇。目前議會狀況令她
失望和憂慮，很多事都是為反對而反
對，有些議員三個堆填區都不支持，垃
圾要怎樣處理？動不動就拉布，無法深
入探討議題，令討論流於表面，這是粗
暴的議會文化，不成熟的議會表現。

關懷低收入婦 籲推乳癌普查

EQ說，有很多政策她已爭取十多
年，有些已初見成效，有些仍有很遠距
離「大 政策爭取唔到，細 都想推動
到一步，我唔會放棄」。如婦女事務方

面，她希望爭取乳癌普查、子宮頸癌疫
苗免費注射、公共醫院引入T21孕婦檢
查等，過程步步艱難，政府由不考慮到
考慮，已經是前進一小步；但資訊科技
方面，政府沒有投入資源做科研，她擔
憂令香港未來發展更滯後。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8月初與乳癌

基金會合作，為低收入婦女進行乳健檢
查。乳癌是本港女性頭號殺手之一，但
只有少數人會做X光造影檢查，EQ表
示，很多人誤以為體檢時醫生用手按不
出腫塊便無事，但通常用手按出來的個
案，確診時已經是第三、四期，X光造
影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在腫瘤形成初期
已能發現。她呼籲政府盡快推行乳癌普
查，給婦女一個選擇。

正在退休前休假的警司劉達強日前因參與「支持警方嚴正執

法」集會，被反對派人士指違反了《警察通例》。警務處發表聲

明反駁有關說法，特首梁振英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表示支持警方。輿論認為，警務處的聲

明和特首、政務司司長的表態，表達對前線警員的極大支持。警隊是本港法治和社會安寧的守

護神，絕對不容極端分子肆意衝擊警權，否則港人的利益將難以得到保障。《明報》社評指

出，「辱警挑釁不能積非成是」。最新網上短片揭露林慧思在大庭廣眾下對執勤警員「粗口罵

娘」，輿論譴責林慧思的言行不但枉為人師，更衝擊了社會的文明底線，將她的品行、人格、操

守都暴露出來，必須嚴肅追究其責任。

：
郝
鐵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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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鐵川表示，根據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香港顯然

不具備獨立行使民族自決權的資格。 資料圖片

■新屆立會第一年會期，葛珮帆的口頭

和書面質詢總數名列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