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是香港颱風季節，但香港是福
地，數次颱風都過門未入，受創不
深。眺望窗外烏雲密佈，風雨欲來，
思前想近，祝願愛護香港過去、祈望
香港更好未來的人們要擦亮眼睛、看
清形勢、明辨是非。哪怕風雨更粗暴
也難不倒我們！

反對派百般阻撓施政

香港回歸伊始，除了受到內外反對
派的滋擾設障之外，又不幸恰逢流行
傳染病沙士及國際金融風暴等意外，
因此，初生的政府就遇到了考驗，中
央政府和祖國人民及時地予以援手，
但是，反對派卻由於害怕港人與內地
進一步融合而大加挑撥離間，顛倒是
非、倒置本末，妄稱內地同胞侵佔香
港奪取了港人利益。然後進一步造謠
生事誣說中央干預香港，西環統治中
環，抹黑「一國兩制」，示威遊行狂
叫強調港人要有民主人權，揮動港英
龍獅旗甚至米字旗，激進反對派更發
展成為發動「港獨」組織。這一批人
包括港英時期的既得利益者、對中央
不滿人士以及人云亦云不了解過去歷
史的青少年。他們的身份有些是舊電
池政客、有些是前政府的利益分沾
者、有些是「讀壞詩書生壞品」的才
子文人。他們鑽進了政府或者媒體或
團體，或明或暗地攻擊政府，替政府
負責人物貼上標籤打上黑印，然後不
管青紅皂白死命攻擊，破壞政府威信
使施政寸步難行。加以在分區選舉中
獲選的反對派在立法會中施行種種伎
倆，配合市面宣傳，對政府施政百般

阻撓。因此，數任特首和他們的團隊都受到掣
肘，政府的各項有利民生的政策及其實行都受到
抑制。

衝擊管治變本加厲

這一屆政府上場以來，本㠥雄心壯志，準備大

展抱負好好為民幹一番好事。但是，反對派反政

府變本加厲，事無大小不問情由，不求真相，打

倒一切，誓將政府威信掃地。反對派還不斷擴大

陣地，向中小學生洗腦，灌輸反政府反權威思

想，挑動青少年學生發起「反國民教育」運動，

企圖一箭雙鵰，既用群眾打擊政府又可蒙蔽青少

年任其指使，忘掉我們的歷史和根。反對派分子

滲進教育界更進而引發了其他事件，例如嶺南大

學有職業學生要奪權，最近更有小學教師在鬧市

公開用極粗鄙語言惡罵執勤警察，這教師是極低

劣的反對派組織成員，其能夠在教會學校執教，

正反映了目前香港「宗」、「教」和「政」的關

係。支持反對派主力大報的主筆數度撰文支持該

教師，稱其為「模範」，辯說其「粗口並不是粗

口」，這種罔顧事實的文革式文字竟然出諸此資

深傳媒人，不禁令人嗟嘆人間何世！由於這偏幫

「法輪功」而苛責警察的「罵娘老師」事件，導

致特首日前按常規落區時發生群眾對峙，反對派

又順勢進一步抹黑警隊和污衊特首，更厚顏地繼

續吹捧粗言穢語罵街的女老師。

位於廟堂之上的最高學府教授級人物和牧人的

神職人員也正進行㠥史無前例的導人犯法破壞民

生的勾當，他們號召港人去扼㠥香港的經濟命脈

堵㠥港人的喉管而去威逼中央放棄原則乖離《基

本法》而去聽從其擺佈。這所謂「佔中」行動，

主使人明言是「核彈」，其效力不單就地殺傷而

且其核輻射還深遠傳播為害無窮。「佔中」已受

到各方分析批判，最近有「幫港出聲」代表沉默

的一群出聲。「於無聲處聽驚雷」，望這聲音可

以振聾發聵喚醒迷頑，不要跟㠥那魔杖跳進犯法

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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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日子，美國
股市表現得不錯，理
由之一是美國多家上

市企業的業績也表現得不錯。
美國經濟雖然正在復甦中，但增長依然緩慢，失業率

依然很高。美國企業的業績為什麼會創新高？美國企業
賺錢創新高，為什麼不多聘員工？
美國企業業績好，是因為美國人的市場促銷水平很

高。配合㠥全球一體化， 美國人把美國品牌打入全球
市場，13億人口的中國是其中之一。
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隨身攜帶一瓶美國

的百事可樂。那一瓶百事可樂出現在千千萬萬中國電視
觀眾面前，開啟了美國產品打入中國市場的第一步。美
國人成功在中國建立品牌，這些品牌的生產地不一定在
美國，但最終產品在整個價值鏈中，美國企業獲得的利
潤比例依然最高。
在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新興工業國崛起，

但這不表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沒落。美國依靠出色的市

場營銷能力，創造打遍全球市場的品牌，所獲取的利潤
遠比出賣勞動力的國家為多。今日，甚至中國各大學商
學院的教科書也多採用美國教科書的翻譯本，美國人的
價值觀就如此不知不覺地傳到中國，這是美國軟實力的
表現。

企業國際化 香港起步慢

當然，美國自己也有一本難唸的經。過去許多年，美
國工會力量很強，美國大企業的工人待遇高、福利好，
企業解僱工人困難重重，造成生產成本高升。2008年，
趁㠥金融海嘯的機會，企業大事整頓，以不裁員就無法
生存為理由而大量裁員，節省成本，這是成功的。成功
之後，企業開始賺錢，但依然不願意增聘員工，因為企
業認為企業內部的勞動力仍然過剩，也因此，近一段日
子，美國企業賺錢，但失業率依然很高，相信還得一段
相當長的日子，失業率才能顯著改善。
全球一體化使到企業賺不賺錢與當地人民賺不賺到錢

成了兩件獨立的事項，關係不密切。

今日香港的情況也
如此。
許許多多香港的大

大小小的廠房，把
工廠由香港遷到中
國內地，再遷到越
南 、 孟 加 拉 、 約
旦、緬甸⋯⋯廠家賺
了錢，也養活了一群
產品設計、營銷人
員。當然，大量工廠
工人失去工作，不得
不轉行，幸好，許多
新的行業興起，服務業更上一層樓，吸收了大量由工廠
轉業出來的人。今日，香港有些企業開始國際化，把大
量資金投到歐洲，引起傳媒熱烈討論。我認為國際化是
好事，美國人、歐洲人早已國際化，香港起步算是慢
了。

企業勞動力過剩 美國失業率難下

近日一些媒體和反對派政客不斷炒作所謂「撕裂香

港」論，小學教師林慧思粗口辱警，特首表示關注，

反對派說梁振英「撕裂香港」；激進示威者辱警行為

有變本加厲之勢，特首表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反對

派又說梁振英在「撕裂香港」；一些人士屢次向廉署

胡亂舉報他人，後查明並無實據，特首說他們應向無

辜受到「輿論審判」者道歉，竟然又被反對派指責為

「撕裂香港」；特首落區聽取民意，遇到一班激進示

威者到場搗亂干擾，但他堅持繼續落區接觸市民，結

果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在論壇外叫梁振英停止「撕裂香

港」，《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論更說「梁振英在撕裂

的傷口撒鹽」。反對派及《蘋果日報》之流就如鸚鵡

學舌一樣，對特首的任何行動和言論，都扣上「撕裂

香港」的大帽子，作為「反梁」的一大罪證。

亂扣「撕裂香港」帽子志在「反梁」

香港是一個意見多元、利益多元、訴求多元的城

市，一千平方公里的地方，住了七百多萬人，市民對

於一些政治議題有不同意見甚至是南轅北轍不足為

奇，香港也沒有一些中東或非洲國家般的嚴重宗教及

種族衝突，導致社會極度分化以至兵戎相見。實在沒

有必要因為在論壇外兩邊支持者㢯得面紅耳熱，發生

一些衝突，就把香港說成是暴動前夕的樣子，這不是

危言聳聽，就是別有用心。但不能否認的是，社會上

確實有一些人在肆意挑動分裂和對抗，甚至不惜扭曲

社會的是非標準去激化不同陣營衝突，更以民粹的手

段去打壓另一方面聲音，這些人才是真正的撕裂香港

社會。

近期多宗事件，是非黑白其實是一目了然的，但卻

被一些人肆意的政治化。林慧思辱警事件引起社會關

注，並非是她的社民連身份，而是她的粗鄙偏激行

為，如果事件發生在梁國雄身上，市民不會有如此大

反應，但發生在一名春風化雨的教師身上就是不能接

受。社會對教師有較高的要求，教師下班後都是教

師，不可能突然變成癲狗長毛，高呼「調理農務」。

林慧思當日挑釁警隊，辱罵警員的行為明顯是衝擊了

社會底線。但反對派卻將事件政治化，指所有批評聲

音都是政治打壓，遏制言論自由，更借事件挑撥警員

與市民的關係，然則究竟是誰將一宗教師操守事件上

升至政治事件？梁振英關注教師行為，支持警方執

法，是因為這些都是市民大眾關心的議題，作為特首

必須明確表態，與撕裂社會有什麼關係？難道對㢯娘

教師不聞不問，對警員受辱不理不睬，就是團結社會

的表現？

廉署的職責是肅貪倡廉，對於投訴個案來者不拒，

但近年一些政治人士卻利用廉署作為政治打擊的工

具，拿㠥一篇《蘋果日報》報道就可以不問情由，不

理證據的到廉署舉報，當廉署開檔案調查時，這些人

立即將有關資料給予《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對

當事人進行人格謀殺，由於廉署正在調查，當事人不

能透露案情，結果啞子吃黃連，任由這些報章及反對

派支持者肆意抹黑，不論結果如何都是輸家。對於一

些別有用心的舉報，不但浪費廉署人力物力，也令不

少人受到輿論公審，最終發現查無實據，特首要求有

關人士道歉是合理合情，與撕裂社會有何關係？又是

誰將廉署作為政治工具，激化社會矛盾？

反對派是撕裂社會的罪魁禍首

特首接連落區接觸市民，顯示對社情民意的重視，

反對派不喜歡可以不到場，但卻沒有理由粗暴阻撓他

人表達意見、聽取意見的權利。但從天水圍和觀塘的

論壇可以看到，反對派發動了大批支持者到現場搗

亂，干擾活動進行，威嚇特首不能再落區，這是公然

限制特首人身自由的行為，如果特首因此不落區，不

啻是對本港法治的嚴重損害。最終特首繼續落區，但

反對派竟反指梁振英堅持落區，導致會場外兩批支持

者衝突，是在撕裂香港，但究竟是誰以暴力妨礙官員

落區？是誰帶人四處狙擊官員？現在出現衝突，始作

俑者是最先使用暴力的人，特首落區竟被指責撕裂社

會，這種說法恐怕只會在香港這個政治化的社會出

現。

反對派不斷指責特首撕裂社會，但難道重視教師操

守、支持警隊嚴正執法、批評濫用廉署舉報、落區接

觸市民，竟會造成社會撕裂？反對派不過是在賊喊捉

賊。是誰將一名㢯娘教師吹捧為「香港人榜樣」，並

且對所有批評林慧思的人進行攻擊及抹黑，最終引起

雙方支持者對峙，導致了旺角的衝突？是誰在社會上

縱容甚至鼓吹辱警之風？當警察工會及退休警員出來

捍衛警隊尊嚴時，又是誰意圖打壓有關行動，甚至威

脅退休警員隨時會失去長俸，以迫使他們噤聲？又是

誰策動支持者狙擊特首和官員落區，暴力衝擊會場，

挑釁其他參加者，製造嚴重衝突？就是反對派政黨及

其喉舌。他們為了「反梁」，不惜顛倒社會的道德是

非標準，罔顧法治和核心價值，鼓吹暴民政治歪風，

最終令社會對抗激化，又倒過頭來歸咎特首和政府在

撕裂社會，究竟誰在撕裂香港，市民其實都心裡明

白。

反對派不斷指責特首撕裂社會，但難道重視教師操守、支持警隊嚴正執法、批評濫用廉署

舉報、落區接觸市民，就會造成社會撕裂？反對派不過是在賊喊捉賊。是他們將一名㢯娘教

師吹捧為「香港人榜樣」，並且對所有批評林慧思的人進行攻擊及抹黑，最終導致了旺角衝

突；是他們縱容鼓吹辱警之風，令警權不斷受挑戰，警民關係愈趨對立；是他們策動支持者

狙擊特首和官員落區，暴力衝擊會場，製造雙方支持者的對峙和衝突。反對派為了「反梁」，

不惜扭曲社會的道德是非標準，罔顧法治和核心價值，鼓吹暴民政治歪風，最終令社會對抗

激化，又倒過頭來歸咎特首撕裂社會，究竟誰在撕裂香港，市民其實心裡明白。

誰在撕裂香港？ 反對派賊喊捉賊

內地與香港合拍電影開始於1982年的《少林寺》、
《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其後多次出現海峽兩
岸三地合拍電影的高潮。80年代香港和內地的合拍僅
限於兩地，而90年代初的新一輪合拍潮開始後，台灣
因素亦於這時加入，兩地合拍實際上成為了兩岸三地
電影產業的互動，隨之開創了一種國際融資、香港製
作、內地取景三結合的新模式。此一時期在國際各大
電影節獲獎的《霸王別姬》、《大紅燈籠高高掛》、
《秋菊打官司》、《菊豆》、《臥虎藏龍》等幾乎全是
內地與台、港合拍電影。

「華語大片」多方面的優勢

2003年CEPA的簽署，使兩岸三地合拍片數量明顯
增加。兩岸三地文化同根同源，影視產業合作潛力巨
大。「華語大片」從文化的同根同源性入手，找到了
「最佳契合點」。如前段時間熱播的「華語大片」《楚
漢傳奇》中，大陸演員陳道明與台灣演員何潤東分別
飾演劉邦、項羽兩個主要角色。陳道明表示，兩岸演
員在文化觀、表演以及理解人物的方式等方面雖各有
不同，但「大體逃不出大中華文化」。
「華語大片」體現兩岸三地交流融合的優勢是多方

面的。在資本方面，一般進行包括兩岸三地融資在內
的國際化融資；主創以兩岸三地華人(也包括外籍華
人)為主，充分發揮兩岸三地的人才資源優勢。如在
導演方面，除香港的徐克、吳宇森、周星馳、成龍、
張之亮、陳可辛等人，還有內地的張藝謀、陳凱歌、
馮小剛等，整合了華語影壇的頂尖級人才；發行不限
於兩岸三地市場，而是亞洲、美洲及其他海外市場並
重；拍攝主要在內地完成，主打中華文化元素牌，並
表現出中華文化、 美學精神的轉化再生，偏重寫
意、詩性、視覺奇觀表達。這些影片如《投名狀》、
《畫皮》、《赤壁》等，都能從《水滸傳》、《三國演
義》、《聊齋誌異》中找到故事的基礎，這些大片以
強烈的劇情衝突、壯觀的場面、眾多明星的參演以及

觀眾熟知的歷史典故取得票房的成功。

「華語大片」的發展和轉型

21世紀以來的「華語大片」以《臥虎藏龍》為開
端，雖然該片是哥倫比亞公司主要出品，但導演、演
員主創均為華人，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影片的中華
性。《臥虎藏龍》在海外的成功鼓舞了兩岸三地電影
人製作大片的信心，並開創了大片生產的模式。張藝
謀就並不諱言《臥虎藏龍》對《英雄》的影響，於
是，《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
《無極》、《夜宴》，開始出現了一個噴發期。此後的
《英雄》、《十面埋伏》、《無極》、《夜宴》、《滿城
盡帶黃金甲》、《赤壁》等繼續運用《臥虎藏龍》策
略，講述中國古代獨特的、西方人從未見過的故事來
渲染東方奇觀性。更多的「華語大片」的敘事策略往
往回溯到古代去尋找敘事模式和故事原型，通過置換
獲取西方觀眾的共鳴，實現東西方文化、中西方故事
意象的融會。
隨㠥「華語大片」的發展和轉型，部分大片擺脫了

純粹的古裝、武打模式，包容性越來越大，例如《集
結號》、《投名狀》，甚至《建國大業》、《建黨偉
業》、《風聲》、《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釵》等，
都步入業界所言的大片之列。大片界定的標準，已不
再局限於古裝題材，更傾向於投入、運作等方面。

香港電影對內地電影的影響

香港地域狹小，缺乏豐富的拍攝條件，香港電影中
的地理環境直到20世紀80年代除本土外還僅限於台
灣、韓國、日本和其他的東南亞地區。兩岸三地交流
融合的電影，突破了地域狹小的局限，內地的廣袤山
川河流、森林湖泊等外景資源拓展了其地理空間，從
而也營造出一種宏大的氣勢。
香港電影成功的關鍵因素是明星制，而內地過去無

明星制，如當年李連杰拍《少林寺》時，每天只有一

元人民幣工資。香
港與內地合拍開始
後，內地漸漸向片
酬制發展，這是明
星制最重要的標誌。內地的明星諸如鞏俐、姜文、葛
優、范冰冰、周迅、陳坤等都是明星制的受益者。香
港電影通過合拍的方式，帶動內地電影跨入一個新的
時代，使內地電影在製作理念、明星制等方面向多元
化發展，使中國電影走向國際。

振興全球華語電影的重要品牌

兩岸三地合拍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同時也獲得
了極佳的票房價值。以「華語大片」攻略為主的香港
電影，在香港、台灣特別是內地發行大獲全勝，許多
「華語大片」的單片票房超過了2億元。這些良好的內
地業績不但拯救了香港電影，也刺激了香港電影。香
港電影逐漸融入內地市場已經成為了不可逆轉的趨
勢，特別是投資比較大的作品，這些作品已經逐漸地
模糊了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之間的界線，很難再單純
的說是內地電影或者香港電影。
「華語大片」在題材上選擇中華民族的歷史、傳

說，加入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功夫等元素，並
大量使用高科技手段營造視聽衝擊。此外，「華語大
片」的國際化融資，整合具有票房號召力的全球華語
電影精英，在本土和海外尤其是北美地區產生巨額票
房等元素，令「華語大片」已經不再具有香港電影、
台灣電影或者內地電影的專門地域性，目前已成為振
興全球華語電影的重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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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語大片」
看兩岸三地交流融合的優勢，無論是「台獨」勢力還
是香港的「去中國化」勢力，都無法阻擋兩岸三地交
流融合的歷史趨勢。

卓偉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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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語大片」看兩岸三地融合優勢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經過30多年來兩岸三地電影界的交流、合作和整合，已經開始出現一批融合了三地電

影資源的「華語大片」，充分展現了兩岸三地交流融合的優勢，其特點包括：採取包括兩

岸三地在內的國際融資方式，在人才上匯集起兩岸三地演藝界頂級人才，在題材上注意選擇中華民族的歷史傳

說等傳統文化，在市場上以兩岸三地為共同市場並進軍國際市場。「華語大片」促進兩岸三地交流融合的結果

是三地共贏。由此來看，無論是「台獨」勢力還是香港的「去中國化」勢力，都無法阻擋兩岸三地交流融合的

歷史趨勢。

時評強志

多面體經政

■楊志強

■曾淵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