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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戰敗
投降68周年，也是二戰反法西斯勝利68周年紀
念日。全球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際，日
本卻積極準備紀念二戰的甲級戰犯和被世界反
法西斯同盟消滅的侵略者。同一時刻，不同國
度，卻有㠥不同的紀念對象，二者形成巨大反
差。日本首相安倍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
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卻堅持有關紀
念活動，並獻上祭祀費。安倍的做法自欺欺
人，愚弄世人。日本為何多年不吸取歷史教
訓，違背世界和平潮流，法西斯夢魘不散，企
圖復辟軍國主義心魔，不斷傷害被日本軍國主
義鐵蹄踐踏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為何已步
入現代化的日本，在長達68年的時間沒有受到
絲毫文明的進化和自省精神的洗禮？為何日本
不正視歷史，沒有懺悔罪孽的胸懷和重新起步
出發的勇氣？日本究竟是怎樣一個民族？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大和」民族，真沒

有「和天下，睦四鄰」的胸懷和勇氣，只有臣

服強權、蔑視眾生的狹隘思維。因此，這是一
個自大、自負的民族，是一個不知反省悔過的
民族，是一個骨子裡和血液裡充斥㠥納粹思想
和軍國心魔的民族。日本政客至今仍罔顧歷史
事實，拒不承認當年的侵略罪行，企圖不斷篡
改歷史教科書，不斷參拜靖國神社，「奉鬼為
神」，不斷給子孫後代洗腦，只讓日本民眾及
子孫記住兩顆原子彈的慘烈，而不讓民眾知曉
埋下二戰災難禍根的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日本
政客就是要復辟法西斯軍國主義，日本軍國心
魔已跳出來了。其復辟的心魂一直夢想㠥復
仇，他們從不承認侵略亞洲各國的歷史和罪
行，他們不斷參拜靖國神社，就足以證明他們
只記住了那些被正義力量消滅的法西斯軍隊和
美國原子彈的仇恨，就是為了有朝一日為日本
軍國殉葬者復仇。
現在是該警醒和警惕的時候了，日本復辟軍

國主義的行動從未死心，且已經開始了。日本
當局加劇對中國釣魚島的不斷挑釁，企圖將自

衛隊修憲為國防軍，秘密發展軍備和研製核
武，及擴充海岸自衛隊力量等等，都是其全面
啟動復辟軍國主義計劃的信號。8月6日，日本
準航母「出雲號」下水，這艘以二戰戰艦命名
的超級戰艦投入服役，更標誌㠥日本復辟軍國
主義的行動已駛入快車道。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就仰仗美國的庇

護，圍堵中國。近年更積極配合美國重返亞洲
戰略，不斷聯合菲越挑釁中國在東海、南海的
領海島礁主權，企圖蠶食我領土，遏制中國崛
起。一旦日本政客完成修憲，軍國機器羽翼豐
滿，大和民族重拾軍國夢想，那將是世界災難
的又一次降臨，亞洲人民將再受其侵略欺凌，
而美國的「珍珠港事件」還將歷史重演。因
為，日本「拜鬼行動」不絕，就說明其「復仇
之心」不滅。這個復仇慾望極強的民族，一旦
時機成熟，必報當年廣島和長崎原爆之仇，真
正需要警惕和擔心的不僅是亞洲人民，更包括
美國人民。

警惕日本右翼勢力復辟軍國主義

林慧思粗口事件引起社會激烈
討論，更先後有兩段短片在網上
流傳，特首更表達對事件的關
注，並要求教育局局長提交報
告。觀乎事態的發展，筆者認
為，好些人士的論述有偏頗之
處，值得商榷。
首先，難道林慧思已道歉，事

件便應告一段落？相信沒有人認
為教師可以說粗言穢語，即使教
協也認同教師說粗話是不恰當
的。但竟然有論調認為她正在休
班，只不過是「義憤填膺」，衝
口而出，甚至以為林慧思此乃正
義之舉，奉為「楷模」云云。此
等歪理，不攻自破，身為教師，
社會對其有較高的期望，在街上
辱罵警員，家長和學生看了，有
何感受？這不光貽害下一代，更
違反教師的操守。假如「休班論」
成立，難道紀律部隊員工休班，
在公眾場合隨便高聲說粗話也
成？此外，難道一句「為公
義」，便說啥也行？再者，反對
派不斷說林氏已致歉，事件應
「降溫」。誠然，倘若林氏誠摯道
歉，大眾應接納和包容。
人誰無過，我們也會教導學生

面對過錯，勇於承擔責任。但請
細看林氏多次的「道歉」，她向
學校及學生道歉，但卻表示對事
件「無悔」，又「不會向警員道
歉」。筆者不禁要問：這是怎樣
的邏輯呢？「道歉」應表現出懊
悔之情，但她卻明言「無悔」，
令人費解。另外，「向學校及學
生道歉」理所當然，但卻堅決不
肯向給你辱罵的警員道歉，這簡

直本末倒置了，難道警員就要無
端的受你肆意的指斥、侮辱和挑
釁麼？由是觀之，有這麼多條件
的「道歉」，怎能說得上是誠摯
呢？假如有學生辱罵另一位同
學，他大可理直氣壯地說：「我
向老師道歉，但絕不向這位同學
道歉！」敢請教林慧思老師，你
會認為犯錯的同學沒問題，如此
便算？
再論，特首評論，就是施壓？

日前，特首明確要求教育局局長
就事件提交報告，不少人士立時
群起攻之，認為特首向教育局施
壓，又言他「火上加油」，甚至
說他干預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
會。眾所周知，事件至今已非單
純的辱罵警員，甚至因此成為
「導火線」，釀成日前旺角的衝
突。民生無小事，特首過問，有
何不妥呢？更值得注意的是操守
議會主席韓連山在8月2日曾聯同
兩位人士發表「支持林慧思老師
聲明」，認為「林老師仗義執
言」。試想想，他身為操守議會
主席，竟然不懂避嫌，以「個人
意見」為由高調支持林氏，這恰
當嗎？他可有尊重議會，乃至其
「主席」的身份嗎？這不得不教
人質疑他是否未審先判？又或者
能否公正地處理事件？
不難發現，是次事件的討論，

部分人士已到了指鹿為馬的地
步，甚至扭曲一些基本的價值
觀，這實在十分可悲！身為教
師，不光以林慧思為恥，更憂慮
在這種滿是歪理的氛圍下，我們
的下一代如何成長？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早前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首次邀請中央

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及其他

官員與立法會議員共晉午餐。此次破冰之宴，張曉明主任

主動提及香港普選和政改問題，再次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

政改發展的支持，以及表現中央政府對香港落實普選的誠

意。而在政改方案醞釀之際，特首梁振英亦在禮賓府宴請

各界人士共商政改議題，極具誠意就政改問題進行廣泛諮

詢。

顯示落實特首普選的誠意

特首梁振英正積極與各界人士真誠溝通，圍繞㠥政改問

題進行討論，希望與各界人士為香港順利實現普選而一起

努力。這無疑是凝聚共識的新開始和新局面。此次宴請人

士包括反對派、建制派和中立學者，涵蓋範圍包括政治、

經濟與社會領域。正是說明梁振英希望能和和氣氣地與社

會各方討論和分析政改普選內容，為今後落實普選的時間

表作準備。

但社會上有個別人士指梁振英只宴請特定反對派人士，

有分化反對派之嫌。在政改普選問題蓄勢待發之勢，社會

更應該㠥眼於大局。只要有利於各界人士凝聚政改共識，

就談不上分化。分化的反面是團結，團結應該是立足於整

個社會，而不是立足在某些政治黨派之中。為反對而反

對，不顧社會利益，最終只會對香港長遠的政治發展和社

會發展有害。此外，雖然諮詢安排、提名程序、立法行政

關係得到廣泛的關注，但在凝聚社會共識的過程中，更應

考量其帶來的政治風險和政治危機。特別是「佔中」行動

正醞釀中，普選過程中的政治風險和政治危機也應納入討

論，以免因普選而付出過重的政治代價。對於此前討論熱

烈的提名委員會機制，其實只要符合香港社會利益的，就

不應該否定提名委員會的價值。要順利實現普選目標，就

要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內向前走，不要再走

歪路。

反對派應放下成見共謀政改

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

在宴前指出，一頓飯局

不能馬上凝聚共識，但

是各界最終要在不同聲

音中作出妥協。誠然，

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

術，為了發展而進行政

治妥協是一件好事，有

助於緩解和消除社會緊張關係，令社會更為團結。在香港

面臨政制發展瓶頸之時，泛政治化只會徒添社會的矛盾和

壓力。如今香港政改正進入醞釀期，中央亦顯示對香港邁

向普選的支持和誠意，普選可謂無後顧之憂。在此關鍵時

刻，反對派更應該立足於香港長遠和整體利益，勿再立足

各自小圈子，要緊抓此次政改的機遇，為香港出力。香港

社會各方只有彼此放下成見，客觀冷靜地分析討論，以香

港未來福祉為依歸，上下同心，才能得出社會認可的政改

方案，衝破瓶頸，香港政制發展才能跨出一大步。

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在香港面臨

政制發展瓶頸之時，泛政治化只會徒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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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醞釀期，中央亦顯示對香港邁向普選

的支持和誠意，普選可謂無後顧之憂。

在此關鍵時刻，反對派更應該立足於香

港長遠和整體利益，勿再立足各自小圈

子，要緊抓此次政改的機遇，為香港出

力。香港社會各方只有彼此放下成見，

客觀冷靜地分析討論，以香港未來福祉

為依歸，上下同心，才能得出社會認可

的政改方案，衝破瓶頸，香港政制發展

才能跨出一大步。

尋求共識方案 落實特首普選蔡 毅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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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得以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
商業中心，是因為我們擁有靈活
彈性、勤奮拚搏和進取的企業精
神，而這些特質令全球稱羨。我
們不僅要把工作做好，更要做到
最好。
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的企業都

紛紛來港設立辦事處。今年首六
個月，已有352家非本地企業落
戶本港，每月平均近60家。當
然，香港的法治、新聞自由和低
稅率等一些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
的優勢，都是吸引企業決定選擇
香港，而非其他鄰近地區的重要
因素。然而，擁有良好教育、靈
活變通和積極拚搏的勞動力，亦
同樣重要。
不過，多個工會促請政府就標

準工時立法，以解決工時冗長的
問題，或會大大改變企業來港投
資的決定，長遠會影響就業前
景。然而，規管僱員的工時能否
解決問題？勞工處發表的《標準
工時政策研究報告》指出，標準
工時立法不應被視為萬靈丹，能
解決工時過長所引致的所有問
題。
報告亦提出，香港若決定推行

標準工時，可能會出現多個意料
之外的後果。支持立法的人士認
為，商界只運用恐嚇的戰略來反
對標準工時和最低工資立法。不
過，我們想強調，實行標準工
時，會推高生活成本，特別影響
較低收入的人士。如今，單是最
低工資已令企業加價來支付更高
的工資，其影響已滲透至經濟、
基本食品，甚至是在本地餐館或
茶餐廳簡單用膳，遠超預期。
我們認同，應該保障最低收入

的人士，法定最低工資應為他們
提供安全網，但與此同時，整個
社會都必須了解最低工資所帶來
的後果，並且作好準備。管理和
清潔公司就是簡單的例子，說明

了工資上升，直接令管理和清潔
費提高，影響全港市民。
標準工時將影響整體勞動人

口，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更為顯
著。當局必須仔細研究多個重要
議題，例如推行標準工時會否妨
礙業務發展、降低勞工靈活性，
以及削弱香港競爭力。假如企業
要限制員工的工作時數，那麼公
司業務以至本港經濟，都要面臨
萎縮的風險。
在個別層面方面，從其他經濟

體的經驗所見，標準工時會導致
僱主改聘兼職或散工，產生工作
零散和就業不足的問題。
企業亦可能會減少服務或縮

短營業時間。屆時我們還可以
在傍晚購物，又或與親友飯聚
嗎？這條問題看來匪夷所思，
但只要您到過一些嚴格執行工
時的國家就知道，您不能在放
工後隨意購物或外出吃飯，因
為很多商店和食肆都只會在
「朝九晚六」的辦公時間營業。
結果，企業的利潤減少，亦降
低政府的利得稅收入。
另外，勞工糾紛亦很可能隨之

增加。企業需根據法例追查僱員
的工時，這無疑會引起員工不滿
和爭議。
實施標準工時顯然會推高勞工

成本，而追查僱員的工時和紀錄
亦會為企業增加行政負擔。勞工
處的資料顯示，政府每推行任何
新法，都會令企業的薪金總額平
均增加6%。企業或會試圖吸納部
分額外成本，又或將之轉嫁給消
費者，從而影響本港的競爭力。
我們相信，上述意料之外的後

果只是冰山一角，假如香港繼續
㠥手推行標準工時，問題只會愈
來愈多。當然，員工不能無止境
地拉長工時，但標準工時只能解
決一小撮問題，最終卻可能適得
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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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毅

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節目，由於台灣
的電視台於黃金新聞時段全程實況轉播，
引發軒然大波。 深綠媒體《自由時報》首
先發難，指台灣歌手最終未能奪冠，又批
評台灣媒體的專業沉淪、自甘墮落云云。
繼之，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聲稱過去大陸以
商為政，《我是歌手》是「中共對台入
島、入戶、入腦」的統一戰線工作新形式
云云。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則回應，
希望民進黨能消除對大陸的敵意，不要阻
撓兩岸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不該把一些東
西，全部與政治畫上等號。

回歸節目本質 沒必要政治染色

針對蘇貞昌將《我是歌手》政治化，台
灣音樂人袁惟仁說，《我是歌手》讓兩岸
音樂互相交流，這是很好也是值得肯定的
事，對媒體大幅報道讓蘇貞昌認為該節目
「唱衰台灣」，他呼籲大家回歸節目本質，
別做過度渲染和解讀：「《我是歌手》喚起
很多人的美好回憶，這樣的音樂盛事，沒
必要被政治染色。」
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節目，令台灣、

香港、大陸，兩岸三地的歌迷陷入了一場
集體歡騰。正如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
所言：「台灣歌手參加大陸綜藝節目，展
示了才華，確實受到兩岸民眾的歡迎；在
歌迷的眼中是偶像，在媒體眼中是收視
率。」《我是歌手》的七強中就有來自台灣
的林志炫、楊宗緯、彭佳慧、辛曉琪，台
灣藝人儼然成為大陸歌唱節目不可或缺的
要角。

文化的互動真實又有人情味

台灣歌手林志炫在《我是歌手》中屈居
第二名，有許多大陸的「林粉」為了他而
懷疑評獎的不公平。這既反映大陸人從來
沒有把台灣人當做外人，也體現兩岸流行
音樂交流充溢中華文化情懷，林志炫歌詠
的中華文化情懷，深深感動了兩岸三地的
歌迷，因此歌迷們認為林志炫更應該奪
冠。

林志炫在《我是歌手》翻唱方文山作
詞、周杰倫作曲的《煙花易冷》，一出口
就獲得現場觀眾掌聲，他的優美歌聲不僅
讓現場觀眾聞之落淚，就連他自己唱完後
也熱淚盈眶。《煙花易冷》的靈感來自北
魏楊衒之著述的《洛陽伽藍記》，所描述
的是1,500年前，楊衒之筆下那個盛極繁
華後傾塌頹圮的千年古都洛陽城中，一名
皇家將領的愛情故事。《煙花易冷》中的
深情詞句，正是中華文化情懷的真摯表
達：「雨紛紛舊故裡草木深／我聽聞你始
終一個人／斑駁的城門盤踞㠥老樹根／石
板上回蕩的是再等⋯⋯伽藍寺聽雨聲盼永
恆⋯⋯」
林志炫歌詠的中華文化情懷，反映了在

兩岸三地的交流中，文化活動的互動真實
又有人情味。從《我是歌手》對鄧麗君、
齊豫、齊秦的尊崇，比賽選曲充盈㠥台灣
創作的旋律，可以知道台灣流行音樂對大
陸民間無遠弗屆的影響。從大中華文化圈
看，台灣流行音樂仍然影響㠥年輕一代。
周杰倫的音樂代表㠥音樂國際化的趨勢。
你會聽到他音樂中的「饒舌」曲風，同樣
會欣賞他音樂中「中國風」的歌詞韻律。
從流行音樂中，可以映襯出兩岸中華文化
的光彩。

中華文化情懷傳達愛國之情

實際上，兩岸三地流行音樂交流充溢中
華文化情懷，從上世紀80年代已經開始。
1984年開始在大陸巡迴演唱的香港歌手張
明敏，一遍遍地應觀眾要求重唱《我的中
國心》，歌聲一下子打動了無數炎黃子孫的
心，引起了中華同胞的強烈共鳴。《我的
中國心》的詞作者黃霑運用了「長江長
城，黃山黃河」這樣具有象徵性的中華文
化情懷來傳達愛國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
遊子直抒胸臆的語氣切入，征服了所有炎
黃子孫。80年代初，《龍的傳人》被台灣
歌手侯德健帶到了大陸，歌中濃鬱的中華
文化情懷和鮮明的民族意識，立刻在人們
的心中引起共鳴，而「龍的傳人」也成為

中國人的
民 族 別
稱。
羅大佑

為香港回歸而作的《東方之珠》也充溢中
華文化情懷：「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每
一滴淚珠／仿佛都說出你的尊嚴⋯⋯」此
歌折射了港人對祖國大陸從疑問到認可的
歷史過程，迅速傳遍兩岸三地。劉德華在
兩地歌壇多次演繹的《中國人》唱道：
「五千年的風和雨啊藏了多少夢／黃色的臉
黑色的眼不變是笑容⋯⋯」大氣磅礡，鏗
鏘有力，唱出了炎黃子孫對國家民族的認
同，對祖國五千年歷史和萬里山河的熱
愛，對中國人身份的自豪。

兩岸三地文化藝術交流愈加頻繁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台灣的劉家昌，鄧
麗君、劉文正、齊豫、蔡琴、齊秦等，成
為大陸歌迷心中的偶像。而羅大佑、李宗
盛等台灣歌壇的著名製作人、作曲家，以
及隨之誕生的一大批影響深遠的專輯和歌
曲，從台灣出發，成功進軍大陸。如今林
志炫、彭佳慧這些台灣非偶像派，靠㠥歌
聲實力再下一城，大陸選秀節目成了他們
「梅開二度」的舞台。

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歌星對內地影
響力達到高峰，張國榮、許冠傑、譚詠
麟、羅文、梅豔芳、甄妮、四大天王、徐
小鳳、林子祥、陳百強、王菲等巨星在內
地名噪一時，香港歌曲1984年在大陸中央
電視台春節晚會開始出現，香港變成海峽
兩岸最能自由表達的華人普及文化重鎮，
港產流行曲開始傳遍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
社區，連最不可想像的非粵語地區，也有
人學唱香港的粵語歌曲。
在大陸的選秀節目更能看到一個現象，

評審或是參賽者當中一定有來自台灣和香
港的藝人。兩岸三地文化藝術交流愈來愈
頻繁，在未來可預見的發展趨勢方面，兩
岸三地所具有的中華文化情懷，將要扮演
文化藝術交流共同核心價值的功能角色。

兩岸三地流行音樂交流充溢中華文化情懷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資深時事評論員

大陸多個音樂選秀節目，體現兩岸三地流行音樂交流充溢中

華文化情懷，深深感動了兩岸三地的歌迷，反映了在兩岸三地

的交流中，文化活動的互動真實又有人情味。實際上，兩岸三地流行音樂交流充溢中

華文化情懷，從上世紀80年代已經開始。兩岸三地文化藝術交流愈來愈頻繁，從歌藝

產業已漸漸成為兩岸三地創意產業的趨勢來看，兩岸三地所具有的中華文化情懷，在

未來可預見的歌藝市場與歌藝產業的發展方面，將要扮演共同核心價值的功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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