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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河
內與越南總理阮晉勇舉行會
談，外界普遍關注，就深入

發展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雙方達成的重要共
識，及此舉對中越及美越關係的影響，和對美國重
返亞太戰略所帶來的衝擊。但需提點的是，中國對
於兩國合作充滿了誠意和善意，問題是越南能否把
握得住？

中方以誠意智慧改善關係

李克強在講話中真誠地表示，作為友好鄰邦，中方
願與越方沿 海上、陸上、金融三條主線統籌推進合
作，中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人民利益，這就
有了合作的情感基礎。李克強反覆強調，中越要走互
利共贏的合作道路。然而，中越關係當中雙方不可規
避的是南海問題，官方稱之為「兩國關係當中唯一的
歷史遺留問題」。李克強提出，以創新思維解決，通過
雙方合作解決，因為中越共識和共同利益遠大於分
歧。「互利」再次成為增進政治互信，保持高層往
來，擴大共同利益，管控縮小分歧，維護南海和平穩
定的前提與保障。可見中方的誠意與智慧，當下阮晉

勇表示完全贊成李克強的建議。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6月下旬，國家主席習近平與

訪華的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舉行會談。雙方一致認
為，除了保持高層交往，加強戰略溝通，經濟發展
戰略協調外，還要落實執行好《中越兩國政府落實
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行動計劃》，提升外交、
國防、執法等領域合作水準。對於敏感的南海問
題，雙方表態應以中越友好和兩國發展大局為重，
共同維護海上和平穩定，不使其影響兩國關係。會
談氣氛融洽，一派和樂融融，且政治高度的確利於
雙方發展形勢。

不得不提，轉眼7月下旬，張晉創的身影出現在白
宮，應邀和美國總統奧巴馬討論了包括南海問題在內
的一系列議題，是兩國自1995年關係正常化18年來，
第二位越南國家元首訪問華盛頓，被視為美越關係回
暖跡象。其間美國毫不遮掩地利用南海問題對越南進
行拉攏，說服越南投靠美國，多一分亞太盟友力量制
衡中國，力求達成南海行為準則，美其名曰和平公正
解決問題。張晉創對此不但讚賞，而且非常歡迎美國
的立場，和一個月前與習近平會面時所達成的一系列
共識，出入頗大。

美國插手亞太心有餘而力不足
美國國務卿克里說：「越南人從自己的歷史中認識

到，我們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還沒有結交的朋友。」
但是交朋友不能兩面倒，這種中國傳統文化怕是越南
還沒有學懂。一方面力求以合作的共同利益越過爭
議，另方面又另謀它伴勾肩搭背來挾持利益，這叫什
麼合作？有不少分析認為，越戰結束近40年之後，越
南越來越把美國看作是戰略保障，希望深化與美國在
經濟、政治以及軍事方面的聯繫，特別是希望在南海
問題上得到美方的支持，來抗衡中國。這怎麼能不令
中國心寒，能放心談合作？

不知道最近是不是奧巴馬忙於處理國事，冷落了亞太
盟友，或許說讓亞太盟友醒悟美國心有餘而力不足，紛
紛放下對美國重返亞太、再平衡抱有的期望，又笑臉相
迎找到中國合作，謀求合作雙贏。畢竟亞洲各國還是要
切身利益的發展，中國堅持用和平手段解決東海和南海
的紛爭，美國再派幾個航母戰鬥群也沒有發力點。

越南是和跛腳的美國大兵站在一起，共同制衡中
國？還是與中國合作，合力走得更遠？看看歷史，看
看日本當下的難堪局面，應該不難有答案吧。

越南必須把握好北京的善意

「真普選聯盟」學者顧問團公佈2016及2020
年立法會選舉方案，包括要求在2016年立會選
舉取消分組點票、減少功能界別議席至四分之
一，及不設「超級區議會」議席，到2020年則
全面取消立法會功能界別。緊接 ，劉慧卿針
對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要求改變選區劃分，
擴大選區改為比例代表制，並且攻擊現在的區
議會選舉產生的區議員視野非常狹窄。

這些動作是互相配套的。反對派其實做好了
兩手準備，最好的打算是繞過《基本法》，反
對派有人獲得提名進入普選，2017年奪取行政
長官的職位。即使達不到這個目標，最壞的打
算也要擴大他們在立法會的議會席位，牢牢地
控制 三分之一以上的選票，以便否決任何行
政機關提出的按照《基本法》運作的政改草
案。激進反對派一早已經提出「佔領中環」，
癱瘓香港，用不合法的方式進行鬥爭。溫和反
對派也提出了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實
行違憲的鬥爭，擺出一副不會妥協的樣子。反
對派的如意算盤是，如果2017年實現了行政長
官的普選，他們就失去「爭取普選」的旗幟，

「空口講民主」的美好年代就過去了，選票也
會失去。因為反對派一直都說，普選是萬應靈
丹，有了普選，所有的經濟、民生問題都可以
解決。

那些只會搞政治鬥爭，只會空喊口號的政
客，一直都沒有進行政策的研究，到普選行政
長官的時候，就會原形畢露，根本拿不出解決
問題的方案和政綱。他們估計，繞過《基本法》
的機會實在不大。所以，他們不會介意否決
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但是，他們在否
決的同時，卻希望能夠在區議會和立法會取得
更多的席位，做到立法主導，只要在立法會擁
有過半數的議席，行政長官就會變成「跛腳
鴨」，行政長官提出的任何行政措施，任何的
法案，任何配合經濟發展的改革，任何財政預
算案，都難以通過，就像現在美國的共和黨刁
難總統奧巴馬一樣。

所以，反對派要求立法會取消功能團體的議
席，要求立法會的議席增加到80個，要求實行
單議席單票制，目的都是為了向 奪取超過議
會的半數議席進軍。這個時候，建制派有人也
要求取消功能組別，實行政黨執政的制度，難
道只是與反對派「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嗎？

上述的想法，雖然很美麗，但是面對一個難
以逾越的障礙—《基本法》。若果違反憲制，
在程序上根本做不到。所以有人把責任歸咎於
中央政府，認為中央不接受政黨執政，可能排
除民望高的候選人，於是要求中央不按照憲制
辦事，要求中央政府「排除心魔」，退一步就
海闊天空，否則，香港就成難以管治的地方。
事實上，如果憲制都維持不了，中央權力都被

剝奪了，香港就會出現鄧小平所說的「動亂局面」。中央政
府一再強調按照提名委員會的規定辦事，不允許「海闊天
空」背離《基本法》。

反對派中有人認為前門走不進，走後門也可以。民主黨
劉慧卿立即動腦筋，要求改變區議會的遊戲規則。因為根
據《基本法》，區議會的變動不需要經過中央的批准，如果
能夠把選區選民擴大到7、8萬人，民主黨就有機會大大增
加區議員的數目。根據現行機制，區議員也可以進入提名
委員會。如果能夠突破這一個關卡，民主黨和反對派可以
取得二百個區議員的議席，他們就可以大大增加提名委員
會的成員和比例。不過，根據《基本法》附件和人大常委
會決定的規定，提名委員會將參照選舉委員會，由四部分
人組成，政治界別人士總額為三百人，這個界線是不可以
逾越的。

講道理 不打壓
聯席向來提倡，通識科可自由探討政治議題。

我們只是認為，「佔中」等具高度爭議性、行動
性的政治事件不應列入必答題。張銳輝羅列其友
好的文章以論證他們的觀點，我認為這種方法是
可取的。因此，我也在此嘗試羅列一些支持聯席
觀點的意見：

一、就在上月，香港通識教育會仿效教協的「佔
中」教材，以公民抗命及「佔領中環」為題，舉辦通
識科模擬考試，共六百七十三名同學參加，閱卷員
是在考評局當評分員的前線教師。是次考試結果：
第一，多達48%考生不及格，不少人說出「愛與和
平」等宣傳口號，但搞錯基本事實─有人以為「佔
中」是為了爭取最低工資，更有人誤會公民抗命合
法。第二，在問及考生對公民抗命的立場的題目
上，多達45%試卷經兩位老師評分後，出現兩次分
數差異大的情況。在另一道作為實驗對照(control)、
純粹資料分析不問立場的題目上，只有約10%試卷

出現上述情況。(2013年9月30日《文匯報》A21)
二、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侯傑泰指出，

「這些在社會上爭辯已久的題目，正反雙方均已提
出了大量討論角度、研究或理據，學生難以提出更
佳的觀點，於是學生只能鸚鵡學舌，背誦老師或政
黨的『標準答案』。」(2013年6月19日《明報》A28)

三、香港通識教育會副主席黃家樑認為，「依
筆者觀察，通識科極可能已踏上『政治審查』和

『政治宣傳』的方向，各方務必注意，否則自毀長
城。」 (2013年9月9日《文匯報》A47) 他又在另文

《憑誰來定通識卷優劣》指出，「評分準則難以掌
握」(2013年5月24日《大公報》A30)

四、香港通識教育會羅國潤老師亦同意，「通
識科是必修科，其成績影響學生的升讀大學以至
未來的前途。因此，有關評卷的問題引起教師、
家長和學生的疑慮是可以理解的。」(2011年9月16
日《大公報》A29)

一直以來，聯席與不同意見者都是筆戰，不會
大喊大罵，沒有進行什麼政治行動，遊行示威之

類。聯席亦沒有邀請其他政黨政團加入，為的是
讓這場討論可以更加理性，講道理，讓不同意見
者好好討論，縱使我們無法說服對方。

可是，教協的管理層卻容不下不同意見，以斷章
取義、以偏概全的打擊手段抹黑聯席是針對全港所
有老師，企圖大搞政治行動，利用自己的龐大資
源，抹黑我們一個小小的聯席對通識科的意見，教
協胸襟何在？《教協報》以文革式手段，扼殺與他
們不同的意見，是否要製造白色恐怖，讓不同意見
者寒慄？教育界不可能再有理性辯論嗎？

寧要打壓 不要討論？
考評局是公營機構，公眾對其進行監督是我們

的職責。筆者作為立法會議員，協助家長代表與
考評局代表見面，討論如何改善通識科的教學與
評核制度問題，理所當然。

其實，坊間一直有改善通識科的聲音。今年
初，「明愛關注新高中學制青年小組」訪問一千
四百多名同學，63%受訪者「不信服通識科的考核
準則」，擔心評核主觀 (2013年7月21日《公教
報》)。筆者自2009年起接獲的家長們的求助，乃
至最近過千名家長的聯署，亦是表達同樣憂慮。
筆者為民喉舌，個人榮辱事小，但受眾對通識科
的憂慮是實實在在的。日前，某大型收費補習社
的通識科模擬考試就出了「佔中」，教協領導們可
否知道家長、同學的徬徨？

聯席不像教協，有資源、有組織，更有自己的
報紙。一直以來，聯席主要靠寫文章，推動社會
對通識科存在的不足進行討論。儘管困難重重，
聯席總算在新學制中期檢討展開前，清楚表達了
廣大受眾的意見，為的是不負家長們、同學們的
託付。不少家長反問，為何只有我梁美芬聽到他
們的憂慮呢？

教育界還有理性辯論空間嗎？梁美芬
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召集人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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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張東

「中國夢」是全球華人的夢

現在，全球華人都在談論「中國夢」。「中國夢」

有四個層次：個人夢，國家夢，民族夢，世界夢。海

外華人的根在祖國，親人朋友在祖國。「人人都有人

生出彩機會」的個人夢想現實了，生活在國內的親人

朋友生活過得幸福了，海外華人才會少一份擔憂；國

家富強了，民族興旺了，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

獻大了，華人無論走到哪裡，才會受到人們更多的尊

重。

回顧改革開放之初出國的感受，與今天截然不同。

那時，老外經常把我們誤認為日本人或韓國人，當聽

說是中國人時，往往露出錯愕、甚至鄙夷的神情。那

時候，中國人到了歐洲、美國，要想找份好工作很不

容易，就算你是大學教授，也只能在餐館裡刷盤子、

送外賣，幹最髒最累的活。現在，中國人到了國外大

大不同了，我們是消費者，是投資者，是幫助他們發

展的建設者，受到了應有的尊重。不僅如此，越來越

多的老外，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的年輕人熱衷於學習漢

語，喜歡研究中華文化，希望了解中國、融入中國。

俞正聲語重心長地對中華海外聯誼會新一屆領導班

子說：「全體海內外中華兒女身處不同國家和地區，

具有不同背景和經歷，但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都

有民族復興的共同理想。」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讓

人深切感受到個人與國家民族的血肉聯繫，無論你承

認不承認，這種聯繫都無時不在，就算你入了外國國

籍，這種聯繫也無法割斷。因此，中國夢絕不僅僅是

中國大陸民眾的夢，也是全球華人的夢。

海外華人素有支持祖國建設的光榮傳統

根在祖國，愛在祖國。支持祖國建設是海外華人的

優良傳統。

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陳嘉庚先

生就是一例。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在家鄉集美陸續辦

起中小學、師範、商業、水產、航海、農業等許多學

校，1921年，他又創辦了廈門大學，僅1921年到1937

年這16年中，他就負擔了廈門大學的開辦費和經常費

達400萬元。他一生為教育事業捐獻的錢有相當一部

分是在他經濟困難的時候資助的，當他辦的公司已經

被迫停業的情況下，他仍向銀行借款，來維持學校的

生存。

被譽為「愛國資本家」的霍英東先生又是一例。他

參與興建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家大型合資酒店——

廣州白天鵝賓館，他不為賺錢，而是將其變成一個培

訓內地酒店業管理人才的基地。 1984年，他出資10億

港元成立「霍英東基金會」，致力於對內地的投資和

捐贈，到2005年，不算投資辦實業部分在內，霍英東

給內地的純捐款已超過20億港元，是對內地捐款最多

的華人資本家之一。

許多海外華人與陳嘉庚、霍英東一樣，以多種方式

支持祖國建設，特別是危難時刻總是伸出援手。汶川

地震、玉樹地震、雲南旱災、舟曲泥石流、雅安地震

等自然災害發生後，我們都不斷看到海外華人奔波在

災區的身影，不斷看到他們在海外爭 捐款捐物的情

景，都能感受到「血濃於水」的親情大愛。

俞正聲強調：「偉大的事業需要偉大的團結，偉大

的團結成就偉大的事業。」他的講話，高度肯定港澳

台同胞和海外華人愛國愛鄉光榮傳統和對中國改革開

放事業作出的突出貢獻；高度重視港澳台同胞和海外

華人在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高度讚揚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人在祖國抗擊各種自然災害戰役

中慷慨解囊、捐款捐物的義善之舉和骨肉深情；高度

評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人積極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

業，積極促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交往所

起的重要作用。

港澳同胞要堅持愛國愛港愛澳立場

香港、澳門回歸後，與內地的聯繫更加緊密。走得

越近，聯繫越緊，對內地的了解就越細緻，感受也就

越真實。

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政治體制不同，內地和港澳

存在很大差異，由此，港澳人士對內地的認識也就呈

現出多元化。但無論怎麼說，中共能夠帶領人民把一

個經濟落後、民族眾多、人口負擔沉重的國家建成世

界強國，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是一個奇

跡。這一點，連那些長期「以唱衰中國為己任」的西

方政客們也不否認。

經濟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

給民眾帶來了實惠，中共得到了廣泛的民意支持，執

政基礎更加牢固，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中央政府在處

理香港和澳門事務

中遵循「一國兩制」

原則，嚴格按照基

本法辦事，並無不

妥，但總有一些人

打 各種旗號，興

風作浪，其背後有各種圖謀和複雜的國際背景。對

此，港澳同胞要明辨是非，繼續堅持愛國愛港和愛國

愛澳立場，廣泛團結各界人士，維護香港、澳門的繁

榮穩定，不能讓這些人毀了港人、澳人的福祉，正像

俞正聲所要求的：「為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凝聚更多正

能量。」

當好「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和書寫者

俞正聲在會見中華海外聯誼會領導層時還強調：

「要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交往交流，更多更好地運

用對方便於理解、易於接受的方式方法，講述好中國

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塑造好中國形象，營造有利

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良好環境。」這是

希望，也是鞭策。

今天的中國處於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最好的時期，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儘管中

國政府一再表明，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

但「和平崛起」對世界來說還是一個新課題，總有一

些人對中國的和平誠意持懷疑態度，試圖抹黑中國、

唱衰中國，最終目的是遏制中國的崛起。在這種情況

下，在國際上營造有利於中國崛起的輿論環境就顯得

尤為重要。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影響力，

在所在的國家、地區和行業具有一定的話語權，應該

通過海聯會這個平台，讓每位海外華人都成為中國的

「形象大使」，積極開展民間外交，讓人們了解一個真

實的中國，減少世界對中國的誤讀、誤解、誤判。從

這個意義上來說，俞正聲勉勵廣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

華人既要當好「中國故事」的講述者，也要當好「中

國故事」的書寫者，任重而道遠。

10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中華海

外聯誼會四屆一次理事大會的全體理事並與新一屆領導班子進行座談。俞正聲說，中華海外

聯誼會已經成為致力國家發展統一的重要力量，成為聯繫海內外中華兒女的重要橋樑，成為

凝聚港澳台海外愛國人士的重要平台。希望中華海外聯誼會在支持祖國建設、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推進兩岸交流合作、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交往交流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俞正

聲的這番講話，言辭坦誠，熱情洋溢，傳遞出中央對中華海外聯誼會的厚望，對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華人的關切，對適應時代發展加強港澳台海外聯誼工作的重視。中華民族的榮辱興

衰，與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息息相關。海外華人應有擔當，心向祖國，當好

「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和書寫者。

俞正聲勉勵港澳同胞、海外華人：講述好「中國故事」
屠海鳴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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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10月14日《教協報》企圖以政治壓力，要求本人道歉，實在萬分無奈。其

實，筆者早在9月28日的《再談通識科》、10月12日《訴諸情緒無助通識科討論》講

清楚，但教協視而不見。聯席一再強調，我們憂慮的，「並不是泛指通識科老師，

更不是指其他科老師。」本人在文中清楚說明聯席「深信大部分通識科老師都是公

正、熱心的」，憂慮的是少部分通識科老師利用課堂向中學生鼓吹「佔中」—這一切

發言均在報章刊出，白紙黑字，公開查閱。儘管如此，教協仍舊訴諸情緒，不但將

聯席的意見上綱上線，抹黑本人的言論為針對所有通識老師，更誇大說聯席在針對

全港老師，藉此製造群眾壓力，試圖屈打成招。筆者過往曾就不同議題跟教協合

作，但現在教協管理層在「佔中」立場上與聯席意見相左，便將理性討論、言論自

由拋諸腦後，使出骯髒政治打壓手段，抹黑本人的觀點，聯席對此深表遺憾！

■屠海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