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大選將於9月7日
拉開帷幕，剛在6月份回
鍋再任總理的陸克文將

與在野反對黨派自由黨的艾波特決戰，但據民意調查顯
示，總理陸克文所屬的工黨的民調一直落後於對手數個百
分點，不少評論均認為工黨的陸克文由於早前與前總理吉
拉德內鬥損耗，以及吉拉德上任期間，工黨面對㠥多項政
策失利、部長辭職，議員醜聞及財政能力受質疑等因素，
致民調持續低迷。雖然陸克文重掌工黨及總理後，民調已
馬上回升，但是始終難以挽回積弱的劣勢，至今選戰前，
仍落後對手超過五個百分點。

工黨醜聞纏身拖累陸克文民望

這次大選看點是在150席眾議院中，哪一個黨能奪過半
數席位。上屆執政的工黨(即前總理吉拉德領導)只得71席，
與反對黨派自由黨—國家黨聯盟所得72席，皆不過半數，
但依目前形勢來看，據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調查，反對
派領袖艾波特以53%支持率領先總理陸克文所屬工黨的
47%，相信兩黨要爭奪超過半數席位始終比較困難。因此
兩黨在最後大選倒數中，各出其謀搶游離選民的票。

據澳洲統計局數字，全國有近90萬人是華裔，對於陸克
文來說可是不能忽視的力量，因此精通中文的他日前開通
了微博，甚至在微博上用中文呼籲，希望澳洲的選民會投
票支持工黨，並將署名改為「老陸」，至今他的粉絲人數
已超過五十萬人。

總理陸克文日前突然拋出要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
協定》（TPP）談判大門向中國開放的建議令外界感到意
外。TPP是旨在亞太地區建立大規模自由貿易區的國際協
定，目前成員已經達到了12個，不少評論指TPP是奧巴馬
為了要鞏固美國在世界霸權的位置，不讓中國及俄羅斯等
金磚國家領先扒頭，所以藉用TPP來對付中國。這個TPP
的遊戲一直都把中國拒之門外，如今，陸克文竟有意讓中
國加入，拉攏中國關係意圖實在明顯。

而且中國是否能加入TPP不是陸克文說了就算，背後最
大的操手仍然是美國，但筆者認為，就算TPP大門打開，
中國是否加入遊戲內，也是未知之數，因為繞過TPP，中
國也可與其他國家訂立自由貿易協定以弱化TPP的衝擊，
陸克文這只是姿態上向中國示好而已。

親華行徑只是他的選舉偽術

但筆者認為這位「老陸」近日的親華行徑，全是他的選
舉偽術而已，想當年，他的第一任期時，中澳關係經歷了
不少的波折，有評論更指他是笑面虎，對中國「暗藏黑
手」。2009年7月，中澳鐵礦石價格談判的關鍵時刻發生了

「力拓案」，澳方採取不正當手段刺探中國國家機密。案件
牽出了鐵礦石賄賂鏈，涉及多方利益，給中澳關係蒙上陰

影。
如今，中國資源繁榮期已結束，澳洲經濟正處在十字路口，陸克文也曾

呼籲出台新的生產合約以提高國家競爭力，更特別提到印度尼西亞是未來
合作的核心，這將是改變澳洲長期以來對中國出口礦產的依賴度。2012年
澳洲從中國的進口額為460億澳元(約419億美元)，對華出口額達800億澳元
(約729億美元)。陸克文在7月時曾表示要採取行動推進中澳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其實，中澳通過自由貿易區等雙邊合作機制，可彌補中國礦石需求
數量或增速下降給澳洲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對澳洲經濟轉型有極大幫
助。

外界一直認為陸克文是現實主義者，他在人權問題及會見達賴上一直對
中國立場態度強硬，但另一方面又主張中國有效融入國際社會擔負重大責
任，更建議讓中國加入TPP，又促進中澳貿易協定談判，對中國的態度搖
擺不定，看來這位「知華派」總理，若真的連任成功的話，如何與中國打
交道，將是最大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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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日前在公署會見了美
國新任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宋哲對夏千福指
出，政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
和官員不應干涉，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
無視《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插手
和干預香港事務，並提醒美國駐港機構和人員
不應做任何有損香港繁榮穩定和中美關係大局
的事。

宋哲這一段話，義正辭嚴，大快人心。輿論
界視宋哲的談話是對美方的一次警告，是香港
回歸以來發出的「最強硬訊號」。宋哲對夏千福
有此態度，堪稱其來有自，不難理解。事關夏
千福來港履新一個月內，頻頻約見香港政壇各
政黨，其重點無疑是份屬反對派的多個政黨及
其頭頭，也就是來來去去那一幫反對派的政
客。夏千福雖然也會見了一些建制派的著名人
士，但相信這是策略上的平衡和點綴而已。況

且，夏千福主要是鼓吹政界人士參與及諮詢未
來的政制發展，包括要求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
舉和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是「真普選」。夏千福
如此「關心」香港政制發展，實際上已是逾越
了其外交官身份，顯示美方有意攪渾香港的選
舉，在香港也來一次「顏色革命」。這是「夏千
福之心路人皆知」也。

要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攪亂檔」，美方肯定要
找反對派的政黨、政客、政棍及一些激進派人
士。對此，夏千福是「身負重任」，所以「不恥
下問」，頻頻落區，會見各政黨人士，以便在履
新之初便盡快建立「人脈」關係。但根據《維
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中美領事條約》有關
規定，夏千福顯然是「撈過界」了。換言之，
如此公然高調地「關心」別國別地的內部事
務，並不符合其外交官身份。

夏千福當然不會赤膊上陣「攪亂檔」。再說，

他作為美國駐港總領事，原本就有一批份屬反
對派的鷹犬、馬仔、馬前卒，包括工黨、公民
黨等的政客和政棍，也就是大家熟口熟面的那
幾個反對派政客。夏千福上任之初就迫不及待
地約見這些人，可能預兆行將展開的2017年行
政長官選舉公眾諮詢，將不會是一帆風順。夏
千福會見反對派多名頭目，估計是或明示、或
暗示地向這些人發出「備戰」的動員令。

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和之前的公眾諮詢，
是香港的大事。對此，希望有三：其一，希望
諮詢及選舉都能順順利利，繼續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其二，希望多數市民仍然愛港護港，希
望「沉默大多數」不再沉默，並以和平理性的
方式幫港出聲；其三，希望各方對夏千福所代
表的「山姆大叔」及其反對派「馬仔」提高警
惕，慎防這些人無所不用其極地亂港禍港。香
港是我家，大家應愛港護港，保衛香港！

慎防夏千福指揮亂港

一、說明了喬曉陽先生早前提出不能允許與中央對

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非常正確的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先生今年3月在與香

港立法會部分議員座談時表示：「香港回歸以來，中

央一直強調行政長官人選要符合三個標準，也可以說

是三個基本條件：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港人擁護。

其中，愛國愛港、中央信任這兩項標準，講得直白一

點，就是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

喬曉陽先生此言一出，反對派人士紛紛自我「增值」，

一再強調歷史和現實皆可證明他們亦是「愛國愛港」

的一分子。但是，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夏千福履

任之後，頻頻約見各政黨代表，密謀策劃「倒梁」及

「佔中」，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網站更發表了「九成港

人希望香港獨立」的所謂「調查結果」。面對這些公然

違反國際法、《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法律條約規

定，插手和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種種事實，在維護國

家主權、維護香港利益這一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這

些自稱「愛國愛港」的反對派人士不僅沒有大義凜然

地直斥其非，反而為其吶喊、辯護和開脫。其行為又

如何能讓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放心？其所謂的「愛國

愛港」又如何能夠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香港社會利

益？事實證明，喬曉陽先生所言確有必要。

二、說明了反對派已經成為美國反華勢力重返亞太

的馬前卒

2011年11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在《外交政

策》發表了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文章，認為

未來的世界政治將決定於亞洲，在這個地區獲得穩固

的領導地位，攸關美國在整個世界的領導地位，因

此，今後十年美國外交的最重要使命之一，是把外

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鎖定在亞

太地區。其後，美國領導人和政府部門一再強調其

「重返亞太」戰略。2012年12月美國情報委員會發佈

題為《全球趨勢2030：可能的世界》的報告，直指中

國將成為最大的「規則改變者」，若然東亞領海爭端

升級，亞洲國家勢必站到美國一邊，中國將成為美國

「最大的敵人」。再加上近年來屢次發生的南海爭端，

這些情況表明，美國的「重返亞太」正在為中國可能

成為其「最大的敵人」做準備，因而將香港視為其重

返亞太、制約中國的一個戰略支點也就順理成章。反

對派人士事實上就成為美國和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

卒，為美國戰略牽制和長遠影響中國的目的服務。

2011年維基解密披露的密電資料已經證明，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和反對派頭面人物經常密談的內容之一，就

是內地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情報。而反對派現在公然

罔顧事實為夏千福開脫，不正是「馬前卒」所為嗎？

三、說明了反對派和美國試圖把香港問題國際化

眾所周知，香港的政制發展屬於中國內政和香港事

務，必須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經過「五步曲」予以落實。聯合國出版的《人權與法

律：選舉的法律、技術和人權手冊》第1章明確寫

道：「聯合國認為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制度或選舉辦法

能夠普遍適用於所有國家和人民。雖然比較案例能夠

為民主體制建設在應對國內問題和遵守國際人權規範

方面提供有益指導，但就每個司法管轄區而言，最佳

的選舉方案還終究取決於當地的特殊需要、人民的願

望和歷史現實，並應當在國際標準框架內制定實

施。」白紙黑字清楚說明，人權公約並不要求各國和

地區實行某一特定選舉模式，可因應各自情況而決

定，亦即是說，並

不存在「放之四海

而皆準」的所謂人

權公約的標準。但

是，在美國駐港總

領事館的鼓動之

下，一些人士以並

不存在的「國際標

準」為理由，發起「佔領中環」行動，試圖用香港人

作賭注來脅迫中央政府。一些反對派頭面人物頻頻發

表言論，一時鼓勵美國駐港總領事多就支持香港民主

發展發表意見，一時又肯定美國有責任說明香港政改

應跟隨人權公約。於是乎，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順應

民意」，前任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在卸任前就公開聲稱

2017年特首選舉必須符合人權公約，並且公開支持

「佔中」。夏千福到任後亦在facebook急急表態支持「真

普選」。從「佔中」到反對派的種種言論，其目的無

非是試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進而為美國等西方國家

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提供藉口，其言行一言以蔽之，

就是「反中亂港」。

然而，「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反對

派和美國反華勢力實在低估了中國政府捍衛國家核心

利益的決心和實力。我們可以直接了當地告訴香港反

對派，我們對包括「佔中」在內的一切破壞活動早已

做好了一切準備，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

至滅亡，這就是包括你們在內的一切反對派的下場！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先生日前與美國新任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先生會面時，強調政制發展

是香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和官員不應干涉，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無視《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這番義正辭嚴的外交表態得到絕大多數

香港市民的支持，但是民主黨劉慧卿、工黨李卓人、公民黨梁家傑等反對派人士卻急急腳出

來為夏千福開脫，聲稱「任何國家都有責任，就其他國家有否跟隨《國際人權公約》給予意

見」，甚至認為宋哲的反應「無必要，不需要太緊張」。這些與香港民意相背離的言行背後，

說明了什麼？

「文以載道、匯則興邦」刊於本報電子版報頭，是《文匯報》
的箴言金句。數十年如一日，篤信這珍貴的標的，堅持這辦報宗
旨為香港市民服務。65年前，我是小學生，每晚等㠥父親回家從
他手上接過《文匯報》，腦裡的字庫已足夠讓我看懂新聞和副刊。
那時，最感興趣的是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的討論，而最振奮的是報
上頭版頭條刊出某一大戰役捷報。家裡沒有收音機，因此父親帶
回來的報紙就是我們與外界溝通的唯一渠道。某晚，父親剛踏上
樓梯便高舉「文匯」，頭版頭條斗大的字是「解放海南」。到了中
學階段，上世紀50年代，已經懂得自己買報紙了，仍舊選上「文
匯」，除了新聞還讀副刊，很喜歡其中的「生活信箱」，作者黎於
群像是良師益友。1953年5月同學們已經在研究討論升學，「信箱」
刊出了好幾篇針對性文章：「努力學習下去，堅強地克服困
難。」、「人民的大學向你招手、高中畢業同學回國去吧！」、

「勇敢地擺脫一切顧慮、奔向祖國、奔向光明！」、「升學呢還是
就業？回內地還是留港？」⋯⋯這些都是擺在眼前困擾㠥青年學
生的問題，黎於群的諄諄語句就像摯友的心底話，作者便是知
交。誰知，30多年之後，閒談中才知道同是廣東省港區人大代表
的黃永剛校監（勞工子弟學校）是「生活信箱」創作小組成員之
一。我十分感謝「文匯」給我帶來這位好老師和年高德劭的益
友，也十分感謝「文匯」每時每刻為香港青少年和市民大眾提供
貼心的關懷和指導。

承古人義理為民喉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部分時間我不在港，但往往找尋機會接近
「文匯」，從各種媒介聽取她的聲音。現在，有了網頁，更加方便，
不但可以聞其聲而又可以見其形了。八十年代我參加了廣東省政協
和人大，往內地參觀和工作、機會多了，很有感觸，寫了不少「特
稿」刊於「文匯」，由讀者變為作者；後來又在「評論版」闢了一
掌之地，成了評論員，有機會在這正氣凜然的報章上一抒己見。

「文以載道」最早見諸北宋周敦頤：「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

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通書．文辭》）周以愛蓮著
稱，所作《愛蓮說》膾炙人口，他主張的就是文章必須要有正確
內容，陳言之務去，要針砭時弊；「載道」就是要闡明解釋

「道」，至於「道」是什麼，就各有說法了。古代大思想家老聃的
《道德經》開宗明義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他說的「道」
是哲學範疇，分為「常道」和「非常道」，亦即事物發展的一般規
律和非一般規律，是唯物辯證矛盾對立與統一的雛形，較為玄妙
的哲學理論。周敦頤的「道」較實際具體，而且針對當時的社會
現實。在他之前，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宣揚儒道，攘斥佛、老，

「破駢為散」，反對六朝以來的文風及敗壞的宗教迷信歪風，所著
《師說》、《原道》、《諫迎佛骨》等錚然有聲的文章振發朝野，其
弟子為《韓昌黎集序》已將他標榜為「文以貫道」，義與「載」
同。周敦頤承先啟後，二程與朱熹繼其主張發展宋明理學，在我
國哲學思想上樹立旗幟，是理學發展成各流派的濫觴。儘管古今
中外對「道」有不同演繹，也不必詳為探討，《文匯報》一貫堅
持的為民喉舌、為民耳目、發出正義聲音、喚起民眾是為行之有
道，60多年來就是民眾的知心友同道人。今天，在香港回歸祖國
後，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斷往前推進政制改革的艱巨事業中，

《文匯報》不懈地貫徹㠥她的使命。

旗幟鮮明 堅守正道

環顧香港當前的政局和媒體，離經叛道的比比皆是。面對不少

群眾的大報甚至政府辦的電台、電視台，時刻在挖苦攻擊政府和

正義的民眾；宗教首長和教育界有地位人士背棄了崇高的職業和

責任，其身不正宣揚歪念教人犯法；身處廟堂之上的議員們為了

選票挑撥、蒙蔽市民，妖言惑眾；甚至建制派中人本應支持政府

以及《基本法》者，也跟㠥反對派的輿論尾巴去附和，乖離了原

則和模糊了應有的尺度。

獨有英雄驅虎豹，《文匯報》旗正飄飄高揚鮮明，和愛國愛港

民眾一起，不嘩眾取寵，不招降納叛，不指鹿為馬，不顛倒黑

白，不製造是非，實事求是一步一腳印地做好每天的版面和內

容，認真負責地辦好這神聖而又光榮的傳播事業。現在，不但在

香港，全世界各地每一天求知求真求正義的人們都可以聽到她的

聲音和讀到她的報道和評論。
65年來，我讀㠥「文匯」也在這方塊的園地上耕耘爬梳㠥自己

知道的道理。生也有涯，我的筆耕有盡時，但「文匯」將永遠是
真善美的載體，向大眾闡述透析每天發生的本地和國內外大事，
堅定地穩健地走㠥正道，不論那是老莊程朱或者是石鼓七賢，當
前的人間正道就是要揚清激濁、揭露弊端、掌握正確方向、反對
國際新的霸權主義、排除外國勢力干擾。不管那是塗脂抹粉的惡
鬼或是青面獠牙的霸王，都毫不讓其半分，堅定不移地舉起正義
大旗掃走害人蟲，讓香港政通人和大步走上繁榮穩定的道路。

「文以載道」的當代要義
——讀香港《文匯報》65年有感之一

蒯轍元

韋剛

李幼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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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在

即，她在香港長久以來旗正飄飄鮮

明高揚，和愛國愛港民眾一起，不嘩眾取寵，不指鹿為

馬，實事求是一步一腳印地做好每天的版面和內容，認

真負責地辦好這神聖又光榮的傳播事業。今天，環顧香

港當前政局和媒體，離經叛道者比比皆是，香港《文匯

報》仍不懈堅持自己的使命為民喉舌，貫徹「文以載道」

的箴言，在一片喧囂聲中成為港人的知心清泉。

地留自

■蒯轍元

■「中國通」陸克文重任澳洲總理，未來中澳關係發展有待觀望。

反對派為夏千福辯護說明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