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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歪曲歷史說 ，香港人一直是過客的心態，他們

從沒想過植根香港，歸屬香港，以香港作永遠的家，

既不是永久的家，自然不會有「本土意識」，直到70年

代中期，香港市民逐漸滋生出對香港的歸屬感，但這

種歸屬感並未成為本土意識。

李怡的說法完全違背事實。不少人認同，香港的本

土意識源於上世紀70年代，並開始在各種流行文化中

具體展現。當時，《獅子山下》劇集與主題曲互相呼

應，站在香港普羅大眾的立場，細訴香港人在逆境中

團結奮鬥、和衷共濟、守望相助的生活。這種「本土

意識」是香港精神的重要內涵，是對「殖民意識」的

反彈，是港人主體意識覺醒的表現。

「本土意識」與國家民族意識融為一體

李怡又歪曲歷史說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收回

香港的意向顯露後，香港人拒共思潮湧現， 其主要根

源就是缺乏「本土意識」。這也完全違背事實。1982年

9月， 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香港問題進行

交鋒，戴卓爾夫人威脅說，英國要以非和平方式保留

對香港的治權。 鄧小平毫不示弱地說：「中國人窮是

窮一點，但打起仗來是不怕死的。」嚇得戴卓爾夫人

魂飛魄散，在人民大會堂台階摔了一跤。此時在香

港，黃霑、顧嘉煇、王福齡等愛國音樂人接連創作了

愛國歌曲，喚醒香港市民的國家民族意識。其中包括

《我的中國心》、《萬里長城永不倒》、《勇敢的中國

人》、《中國夢》等。 台灣音樂人羅大佑1991年來香

港開設「音樂工廠」唱片公司，唱出淺白的頌讚香港

的《東方之珠》，劉德華於97回歸前夕以香港巨星身份

唱出《中國人》，它們都將香港人的「本土意識」與國

家民族意識融為一體。

李怡為何迴避回歸後移民回流

李怡聲稱：「拒共思潮對中國收回香港的最大反

響，就是移民潮，香港人拒共思潮的主要根源，就是

缺乏本土意識。」但是，李怡故意迴避香港回歸後，

港人移民人數急跌。1994年有超過4.4萬香港人移民加

拿大，如今每年只有數百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

是，據早前《南華早報》一項調查發現，在1996年至

2011年期間，超過6.5萬名在香港出生的加拿大移民回

流香港，過去15年回流總人數則超過15.3萬人。

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背靠內地巨大市場，經

濟發展動力強勁，良好的創業營商環境，較低的稅

收，子女未來可享國際化高水準教育等優勢，以及港

人的桑梓情懷，都是吸引移民回流香港的重要原因。

此外，遙想1996年1月31日，有數十萬人到入境處排隊

申請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反映當時港人對回歸

感到不安。但隨㠥特區護照的認受性漸高，現時已有

145個國家給予特區護照免簽證安排，比BNO更多，持

特區護照出外旅行和營商更加方便。李怡故意迴避香

港回歸後港人移民大規模回流，是因為他所謂「香港

人拒共思潮」根本站不住腳。

「本土意識」與「分離意識」有根本區別

李怡歪曲歷史，抹殺香港人源於上世紀70年代的

「本土意識」，以及到80、90年代「本土意識」與國家

民族意識融為一體的事實。他別有用心地把香港人的

「本土意識」與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反「中港融

合」的所有政策聯繫起來，聲稱這些都基於抗拒大陸

的「本土意識」。這是蓄意混淆「本土意識」與「分離

意識」、「港獨意識」的根本區別。

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源於港人對於生於斯、長於

斯的土地的熱愛，是香港人

團結奮鬥、和衷共濟、守望相

助的香港精神的重要內涵，也是

融合了國家民族意識的公民精神。但是，李怡卻有意

混淆「本土意識」與「港獨意識」的根本區別，是要

將香港變為一個與國家分離的獨立政治實體。

李怡為「港獨」造勢手法拙劣

李怡聲稱：「近年凡有主張本土化、排斥大陸的文

章，包括如主張港獨的文章，網上點擊都超高，留言

也獲大幅度支持。」這是把網絡虛擬世界混淆於現實

世界。因為誰都知道，所謂「主張港獨的文章，網上

點擊都超高」，這些超高的點擊，往往是一兩個「港獨」

分子反反覆覆進行點擊而造成的，李怡為「港獨」營

造聲勢，也未免太拙劣。

事實上，香港的「港獨」組織，包括「香港自治

運動」、「香港人優先」、「調理農務蘭花系」、「熱

血公民」等，人數極少，而且以「憤青」為主。這

些組織層層疊疊、彼此交叉，掩飾真實背景，在香

港政壇翻雲覆雨，操作、製造一連串風波，打擊特

區政府施政，對抗中央政府，挑動兩地對立。但

「港獨」始終不被絕大多數香港人認同，李怡為「港

獨」營造聲勢，暴露他就是一個「港獨」分子。近

年來「港獨」組織有足夠的資源舉辦各種分裂行

動，暴露了其有來自外國和「台獨」勢力的金援。

李怡是否見財起意，為「港獨」營造聲勢，是想從

有關金援中分一杯羹？

全世界無論在哪個地方，或多或少，都會有其本土意識，這是一種地區意識或桑梓情懷，例

如台灣人對台灣有台灣意識，香港人也有「本土意識」。但是，正如「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

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一樣，港人的「本土意識」也不等於「分離意識」，更不等於

「港獨意識」。《蘋果日報》寫手李怡卻歪曲香港歷史，混淆本土意識與「分離意識」的根本區

別，企圖將香港說成是一個與國家分離的獨立政治實體，為反對派策動的「去中國化」行動和

「佔領中環」行動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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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英談判期間，戴卓爾夫人提

出了「三個條約有效」的立場，結

果和鄧小平在大會堂會談的時候，

碰得一鼻子灰，在階梯上滾了下

來。到了第二個階段，戴卓爾夫人

很擔心談判中斷，鄧小平會實現兩

年談判，如果沒有結果，中國就會

單方面宣布自己的方案。根據英國解密

文件，戴卓爾夫人改換了策略，採取

「願意交回主權，但在治權問題上繼續

討價還價」的策略，盡量不要讓談判中

斷。

在這個時候，一些親英的華人開始提

出了「行政長官應該是虛位的元首」，

負責禮節性工作，「政務司司長應該是

政府的實際領導人，統領公務員」的政

治制度構想。但是，主權換治權的策略

終於失敗了，英國人不得不簽署了《中

英聯合聲明》，然後在過渡期的13年

裡，玩弄把戲，大力扶植反對派參政，

佔領立法會席位，務求建立一個立法主

導的政治格局。到了最後5年，派出了

彭定康出任香港總督，全力推動政治改

革，不與基本法的政治制度銜接，英國

人總的調子是，實行立法會包圍行政，

架空行政長官的戰略部署。彭定康最後

的一個施政報告，就是提出了「主權換

治權」失敗之後，殖民舊勢力怎樣運用

的策略，進行復辟的一個政治綱領。

到了最近討論政改，有人提出了「國

際標準論」，就是按照英國人當年的立

法主導政制構想，建立一個西敏寺的議

會主權至上的政治體制，取消功能組別

和比例代表制。但是，外國勢力非常老

謀深算，這個偏離《基本法》的方案萬

一落空了怎麼辦？於是，他們仿效戴卓

爾夫人當年要避免談判破裂的策略，提

出了聯合執政論。這個布局的主導下，

搖鵝毛扇的軍師紛紛出來製造輿論，大

肆宣傳「舊的建制勢力不獲重用」，

「建制派已大分裂」，梁振英在「立法會

已經是孤家寡人」，「施政寸步難

行」；梁振英的政府是「少數派政

府」，唯一的出路是「建立聯盟政府，

聯合執政」。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愛國愛港力量

會不會變成少數派，會不會選舉大敗？

也有人提出來了。如果不想大敗，就要

放棄低風險方案，實現民主的執政黨體

制，即使陳水扁上台，也沒有所謂。台

灣不是把陳水扁趕下台了嗎？到了昨

天，有人終於提出了「特區政府應以少

數派政府定位 」，組「小聯合政府」，

行政長官與一些小黨結盟，在議會內擁

有多數議席以方便執政，或者實行「大

聯合政府」，就是和在選舉中得到大多

數選民支持的反對派聯合執政，管治策

略就是政府盡量採納反對派的政策主張

為己用，減少推行政策可能面對的阻力。反對派有

不少政策主張值得政府採用，所以決策者應該「改

變思維、探尋出路」。

有人聲稱，公民黨、民主黨、「人民力量」和社

民連，他們的政治路線，各種主張，應該成為行政

長官的施政綱領。這樣一來，香港就太平盛世了，

真的如此嗎？難道他們會放棄反對和內地經濟融

合、提升香港產業、擴大香港經濟體積嗎？難道他

們會放棄對抗中央政府，配合美國監控中國、壓制

中國崛起的政策嗎？看來都不會。到了反對派主導

大局的時候，行政長官這個虛君就不能不下台了。

好風駛盡，下一步，反對派就要求改制了，就要求

按照他們的本土主義與中央政府平起平坐，討價還

價，修憲廢基本法，讓他們建立一套「按國際標準」

的政治制度，由反對派奪權上台。

全民提名論、西敏寺議會執政黨論，配合了「佔

領中環」，放手一博。「少數派政府聯合執政黨」

論，則是一個後備方案，前者輸了，仍有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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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爭拗不出奇 挺CY連任

特首飯局第二擊
「幫港」「佔中」或同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消息指，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下月12日及17日舉行兩場晚

宴，邀請學者、專業人士、商界、政黨代表及非政府組織成員會面，就政改及社會關心的議

題交換意見。特首辦發言人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未有交代晚宴細節，只說特首不時與社

會各界人士會面。獲邀出席的「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中大教授陳健民，及被指在獲邀名

單之列的「幫港出聲」發起人之一、中大政治學者鄭赤琰，均表示願意出席，向特首反映他

們對政改的意見。

梁振英本月初在禮賓府宴請26名政界人士及學
者，晚宴長逾3小時，政改成為熱門議題。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晚宴後形容已進行「未
有諮詢文件的諮詢」，意味政改諮詢「已開始」。
有傳媒昨日報道，梁振英下月會再舉辦兩場類似的

晚宴，邀請學者、專業界、商界、政黨代表及非政府
組織成員，初步計劃在下月12日及17日舉行，地點則
有待確定。獲邀出席晚宴的，包括陳健民、鄭赤琰，
工黨成員兼浸大學者黃偉國，學者馬嶽，新力量網絡
成員葉健民及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等，而70名
立法會議員則不在邀請之列。

陳健民：傾向出席對話

陳健民昨日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證實，自己日前收到
有關晚宴的邀請，現階段「難以判斷當局舉動是釋出

善意，還是打壓的一部分」，但自己初步傾向出席，
希望爭取任何討論政改的對話機會。他屆時會向特首
反映社會殷切期待就政改進行諮詢，並會說明「佔中」
理念及行動內容，希望政府於晚宴後有具體行動。同
樣接獲邀請的李永達則稱，自己要先徵詢黨友和朋友
意見，才決定是否參與，並希望當局邀請更多反對派
人士出席發表意見。

鄭赤琰：如獲邀願交流

「幫港出聲」發起人之一、反對「佔中」的學者鄭

赤琰在接受查詢時稱，未正式收到邀請，但如獲邀願
意出席多作交流，但強調政改不能在一兩次會面就可
以有實質討論成果。

周融：對話好過對打

「幫港出聲」另一發起人、資深傳媒人周融表示，
自己未有獲邀，但認同政府主動建立平台讓不同人士
討論政改是好事，「香港要多點人樂意對話，而非對
打」，並希望反對派人士能放下政治姿態，少做政治
騷，共同凝聚政改共識。
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昨晚被問及是次特首晚宴時表

示，社會對政改議題有不同意見，政府永遠聽不完，
故他認同梁振英在準備方案時，多與包括反對派在內
的各界人士溝通交流，並支持梁振英在未來幾個月繼
續多聽不同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學民思潮」多次聲稱他們並非政
治組織，但在政改問題上就不斷
有「新搞作」，最近就拋出「公民
提名方案」約章，要求反對派政
團簽署。繼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後，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昨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不肯即時承諾簽
署，要待「學民思潮」與「真普
聯」本月28日會面討論後再作決
定。

硬銷「全民提名」向學生埋手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昨
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他們提
出的方案，以「全民提名」作最
優先考慮，「方案簡單、清晰、
易明」，並將於開學日在港島及九
龍向學生埋手，派傳單爭取學生
支持該方案。被問他們何以會認
定「公民提名」方案可取得成

功，他稱要等待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鍾庭
耀主理的「電子公投」選出「香港人最
想要方案」時，才能決定是否成功。他
又質疑民主黨早前指願意接受「讓步方
案」是「態度模糊」，在政改問題上
「太快露出底線」。

余若薇在同一節目上稱，該黨提議的
「雙軌制」方案，即「公民提名」及提
名委員會均可接受的方案，與「學民思
潮」的方案有「大部分相同」，但拒絕
即場承諾會簽署對方提出的約章，只稱
需要再作討論，到約5月希望討論一個
主流方案。不過，節目中黃之鋒就質疑
公民黨的方案，是變相支持「浪費公帑
的提名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施政屢受阻撓，社會亦越趨兩極
化。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陳智
思昨日認同，落實普選十分重要，「由
民意挑選的政府仍然會面對同樣施政困
局，但無認受性只會更慘，因為你不代
表我」，但環顧世界各地，香港的社會
爭拗絕非出奇事，只是港人未習慣及未
接受。他又表明，自己支持特首梁振英
競逐連任。
陳智思昨晚出席自由黨青年團「歡樂

時光」活動，與青年暢談香港管治困
局。他坦言，「其實香港正值個奇怪位
置。在外國人眼中，香港無民主，但如
果無民主，點解政府咩都做唔到？今日
社會只要有1,000人反對，政府就要不斷
做諮詢？香港管治問題並非在於何去何
從，而是如何落實」。和香港回歸初期
比較，他認為今日的社會變得「主
動」，對政府施政有更多的意見，部分
人甚至採取激烈手段，但環顧世界各地，香港的社會爭拗
絕非出奇事，只是港人尚未習慣及未接受。

普選非萬能 認受助優化

不過，他認同落實普選十分重要，「由民意挑選的政府
仍然會面對同樣施政困局，但無認受性只會更慘，因為你
不代表我」，而2017年的特首選舉方案，一定要具備民主成
分，包括容許建制以外的代表參選，「如果無建制以外的
代表參選，我好擔心仍然會延續今日的社會爭拗」。由普
選產生的政府，在處理類似堆填區問題時，均面對同樣困
局及挑戰；但無民意代表的政府只會更慘，因為會被批評

『你不代表我』。我相信，行政長官選舉擁有更多民主成
份，有助優化特區施政」。

當特首人選 熟政府運作最佳

已經多次表明不會考慮競逐新一屆特首的陳智思，在被
問到會否改變決定時坦言，香港從來都是營商的地方，加
上公務員體系外並無培訓政治人才的機制，而特首人選最
好要認識政府運作步驟，「未來10幾年是香港的『龐大接
班期』，上至政府，下至企業、非政府機構及政黨亦有接
班需求，我亦要處理我家族的接班。我當然支持梁振英能
夠成功連任，最重要的是他成功履行及落實競選承諾」。

■陳智思昨晚出席活動，與青年暢談香港管治困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鄭赤琰說，如獲邀願意

出席多作交流。資料圖片

■陳健民表示，初步傾向

出席晚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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