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逸夫走了，享年107歲。世上再無邵逸夫，但其在華人界乃至世界的影
響，不會因斯人逝去而消弭。作為華人界娛樂大亨，邵逸夫成就了百年傳
奇，成為過去一個多世紀裡，能夠充分代表香港和中國影視娛樂的象徵符
號。按照流行說法，就是軟實力—在中國致力於復興而軟實力不足的時代
裡，邵逸夫和他的娛樂事業讓中華文化流播全球。

以影視娛樂為基 以慈善公益為使命
1977年，邵逸夫被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冊封為下級勳位爵士，成為香港
娛樂業獲「爵士」銜頭的第一人。在港英時代，這一稱號也凸顯「六叔」
在英國乃至全球的影響力。此外，1991年，美國舊金山將每年的9月8日設
為「邵逸夫日」以表彰他的貢獻。
長壽的「六叔」有太多的故事，他的事業涵蓋電影、電視、慈善、教育

等多層面，他捧紅的港星不計其數。從娛樂大亨的角度言，他自己的傳
奇，事實上已經和他曾經拍過的電影和電視劇融會在一起；他的人生與追
求，可謂豐富多彩，就像跌宕起伏的影視傳奇。
有人盛讚他的慷慨，他在香港和內地無私捐資百億港元，而且有針對性
地支持教育、醫療衛生事業。他在耄耋之年，更是不吝出資，設立有東方
諾貝爾獎之稱的「邵逸夫獎」，以獎掖高科技人才。有輿論稱，內地高
校，幾乎個個都有「逸夫樓」。以影視娛樂為基，以教育科技為本，以慈
善公益為使命，凸顯邵逸夫卓然不群的宏大視野。
從文化中國的意義而言，邵逸夫以他的睿智，充當了兩岸四地的催化和
潤滑作用。因此，邵逸夫曾多次在兩岸四地被表彰，「六叔」以影視文化
彌合兩岸四地分歧的努力，可見一斑。可以說，「六叔」就像推展中華文
化的使者，用影視娛樂這劑良藥療治了兩岸四地民眾的傷痛，用慈善事業
贏得了所有中國人的尊重，以其娛樂大亨地位為全球華人增光添彩。
作為紅粉圈的資本大佬，他要支撐一個龐大的娛樂帝國，因而他的一生
從來都不缺紅粉知己，而且他也從來不掩飾其喜歡和女性跳舞吃飯的事
實。他更有一句坦率直白的名言：風流而不下流。中國傳統文化，向來把
大英雄視為「風流人物」，邵逸夫一生的傳奇，包括他的愛情，還有其一
生不斷的緋聞，都契合「風流人物」的行為方式。
邵逸夫的傳奇，也和其他的成功人士一樣，脫不了天時、地利和人和。

但更重要的一點，是他的勤奮。為了電影事業，據說他一天要看5部電
影，一年過眼的電影超過700部。業精於勤，也就不難理解，邵逸夫何以
成就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被評為香港娛樂圈「最具影響力」的人
物。

回饋社會值得內地娛樂大亨學習
作為娛樂大亨，邵氏影業曾經捧出一批超級影星，如林黛、凌波等。在

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演藝圈，紅得發紫的影星也有過氣的時候，但邵逸夫卻維持了終生事業
的「保鮮」。這與他與時俱進的事業深耕及把握住娛樂業的脈搏有直接關係。從方興未艾
的內地大眾娛樂業觀之，不少都能看到邵逸夫的影子。但不得不指出，內地娛樂大亨，或
許拿來了邵逸夫娛樂業操作的資本模式和浮華的明星製造方式，但還處於資本積累的初級
階段，並未昇華為文化產業集約發展的地步。而且，在社會公益事業上，六叔回饋社會的
熱心腸，還值得內地娛樂大亨學習。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中國不乏偉大的帝王將相和文人雅士，但卻稀少像

邵逸夫這樣的娛樂大亨。市場經濟和文化產業的勃興，給兩岸四地提供了以娛樂產業縱橫
四海，以文化產業影響世界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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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南非總統曼德拉早前辭世，舉世緬懷。鄺保羅在
聖誕文告中亦特別稱讚曼德拉是偉大和卓越的政治家
和民主鬥士，因為他並非只會對抗和批評，同時亦懂
得建立和造就。他為南非人民爭取平等自由，付出了
一生的代價，從年輕到白頭，從囚徒到總統，以和
解、寬容和團結精神，支持他走完了漫長的路。鄺保
羅指出，香港現在就落實2017年普選進行諮詢，香港
市民也應學習曼德拉的精神，以寬宏、對話、包容，
務實和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以寬宏、對話、包容處理政改
鄺保羅坦言，世上沒有任何一種制度或方法可以一

步到位，所有制度都是在不斷的虛心對話、磋商、揣
摩和運作中改進和得到成果。事實上，雖然上帝以七

日創世，但由混沌世界發展到今日卻足足經歷了一萬
三千年（據聖經所載），就是由帝王時代發展至民主
社會，也經歷了近二百年的歷史，而香港回歸不過十
六年多，已由殖民統治變為具有高度民主的社會，而
普選時代已迫近眉睫，我們又何必急在一時呢？
或許，2017年普選未必令所有人都滿意，但這已經
是劃時代的變化。事實上，中央政府推動香港民主進
程的誠意無須懷疑，不過，香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普
選未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正
如一個剛剛學行的嬰兒一樣，需要一定的保護和攙
扶。提名委員會制度，目的不是削弱民主，而是保證
普選的順利進行，防止有人借普選之名，謀一己之
私，在眾目睽睽之下，將身肩千斤重擔的香港特首，
變成一個西方強國的代理人；或藉普選之機，妖言惑

眾，挑戰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地位，這一切都
是不可不防，不可視為兒戲的事。正是由於有提名委
員會制度的保障，我們才能保證香港的管治權牢牢掌
握在愛國愛港的人手上，這一方面，我們不能不對當
年中央政府制定基本法時的高瞻遠矚表示敬意。
鄺保羅強調，「香港最寶貴的資產和優勢，就是要

有良好制度，更需要有一大群擁有高尚情操、胸襟廣
闊、寬宏大量，尊重不同意見、不同種族和不同信念
的香港人。一同攜手積極建設香港，讓我們生於斯、
長於斯和行於斯的香港，能夠更文明、更進步、更受
歡迎，為所有人帶來出路和機會。」
事實上，「香港社會近年來充斥一股只顧維護既

得利益的個人主義風氣，罔顧公共利益和其他人的需
要」。懷有各種不同政治目的的人，以各種不同的手
法謀取他們的政治利益，有目共睹。今日香港，已變
得泛政治化，有人以暴力行為在立法會譁眾取寵；有
人打殖民統治者的旗號衝擊解放軍軍營，喊「港
獨」口號，公然挑撥香港和內地關係；更有人知法犯
法，公開鼓吹「佔領中環」，不惜犧牲社會安定去達
成其政治目的。這反映以經濟及成本效益為主導的社
會，人的素質與核心價值已被嚴重扭曲及蠶食。
香港人和內地人一直血肉相連，我們喝的是東江

水，吃的是內地進口的菜蔬食品，崇尚和衷共濟、共
赴艱難的獅子山下精神。若事事「香港人優先」，那
東江水是否也應先用以灌溉珠三角的良田，內地的蔬
菜魚肉也是否要先滿足內地人的需要呢？若每個人都

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看問題，拔一毛以利
天下而不為，那香港
數十萬無殼蝸牛何時
才有機會上樓？香港
貧富差距何時才可縮
窄？我們這個社會還
可能有進步嗎？

「香港人優先」想法誤港
鄺保羅還強調，耶誕節的意義和精神，正正就是提

醒大家：人們不應停留於「我對你錯」、「非黑即
白」的思維模式，「毫不退讓、毫不妥協，我們便不
是真正明白人性，只會把社會推到非人性化的邊
緣。」
令人感動的，是鄺大主教雖然身份尊貴，受人景

仰，卻能目光如炬，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上存在的實
際問題。相對香港錦衣肉食的知識分子、無比尊貴的
立法會議員，卻仍興致勃勃地糾纏在一些毫無意義的
政治話題上，他們對香港面臨的危機熟視無睹，對住
在劏房、靠撿紙皮為生的貧民百姓不屑一顧，難道
「佔領中環」可以解決七百萬人的生計？難道反對派
掌權可保障香港的經濟繁榮嗎？「到底我們想生活在
一個怎麼樣的香港？除了為一些爭論性議題『傷口上
撒鹽』外，是否還有其他更有價值和意義的事要做
呢？」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鄺保羅一言驚醒夢中人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發表聖誕文告，他表示，香港正就2017年特首

普選進行諮詢，呼籲香港市民應抱已故前南非總統曼德拉的和解、寬容

和團結精神，藉此找出和建構一套適合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他提醒，世上沒有任何一

種制度或方法可以一步到位，而是不斷改進的。鄺保羅亦批評歧視、排外的言行及肢體和語

言暴力示威，希望各界能夠一同攜手積極建設香港。鄺大主教在聖誕發表這篇文告，可謂對

香港的世情觀察入微，他以充滿慈愛的心，坦誠的言語，對今日風雨連綿的香港作出最真實

的描畫，指出一條寬坦而充滿陽光的道路，對那些在爭取民主的路上迷失了方向的人來說，

可說是「雙手劃出陽關道，一言驚醒夢中人。」

為期五個月的政改諮詢經已在去年十二月初展開，社會對於普選特首相
關方案的討論將會愈來愈熱烈。如何普選產生特首，關係到香港政制發展
能否前進，「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體制將如何體現。如何在基本法及
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下，回應社會上不同聲音和意見，找出一個各方面均
能接受的方案，達到共識，是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但同時對於特區政府
及香港社會亦是個頗大的挑戰。
在政改諮詢展開前已有不少社會人士提出各種方案，除了個別偏離基本

法的方案外，其餘建議都值得討論。至於如何依照或不違反基本法第45條
以及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通過提名委員會選出若干名候選人，再以一
人一票普選產生特首，則需各界人士繼續集思廣益。
然而，有關愛國愛港的討論，則可謂早已達成共識，相信絕大多數港人

均同意特首一職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起初，仍有人批評這是政治審
查，但現在反對聲音已幾絕於耳。記得梁國雄議員曾在電視訪問節目提
到，他在某一年曾經公開唱國歌；梁家傑議員也強調自己比很多自稱愛國
愛港的人士更愛國愛港。筆者認為，反對派都會同意及接受愛國愛港這個
條件，理由十分簡單，試問不愛國愛港的人士又如何完成特首的工作，負
起特首的職務？
在討論是否愛國愛港的問題時，大家需要留意一點，就是一個人的言行
必須一致。如有人聲稱自己愛國愛港，但行為卻剛好相反，甚至到街上燒
基本法，大家又會如何判斷這個人呢？筆者相信市民「心中有把尺，有個
算盤」，知道該如何評價。其實要符合愛國愛港這條件，最重要是必須接
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則是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外交和軍事，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
高度自治。假如特首候選人不能接受以上事實，反而不時抗議中央政府的
管治，那又如何能有效執行職務為香港服務？
香港是個自由社會，市民可以持不同政見，並以合法途徑表達他們的聲
音，但要參選特首，則必須接受「一國兩制」以及中國由共產黨領導的事
實，否則要參選都只是徒然，更不用說執行特首的職務。新的一年裡，面
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機遇和挑戰，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繼續討論和努力，謀求
共識，讓香港政制發展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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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捧巨額「經
援」黑箱、舞動橄欖
枝宣佈，「為支持東

盟建立共同體，將提供兩萬億日圓（約合
200億美元）經濟援助，並向東南亞國家派
出3000名大學生協助日語教學，實現東亞
共同進步」。其神態和其二戰時老祖宗聲
稱的「大東亞共榮圈」如出一轍。派出日
語教師是為了俘虜東盟，拋出巨額「經
援」後立即要求東盟簽署「譴責北京」的
「準戰爭聯合聲明」。除菲律賓不顧一切
追隨東京外，其它東盟國家求的是經濟發
展，當然無情地向安倍「SAY NO」。
「反華聯合聲明」也就變成了「酸味投資
協議」。
上世紀30年代，安倍的祖先就致力鼓吹

「大東亞共榮圈」，隨後撕開軍國主義的
真面目，發動了對中國、東南亞等國家的
全面侵略，手段之殘忍、後果之嚴重，所
有東亞國家至今歷歷在目。日本與東盟首
腦峰會於2013年12月中在東京召開，安倍
希望通過經濟援助拉攏東盟，建立「準戰

爭同盟」，讓東南亞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取
態和日本一致。東南亞國家曾經是日本軍
國主義的受害者，吃過日本帶來的苦頭，
面對安倍的「經濟援助」，更多的是忐忑
不安，擔心是東京的「毒餌」，特別恐懼
可能重蹈二戰覆轍。

向東盟貸款卻附加苛刻要求
無論安倍如何努力將自己扮演成太上

皇，只要仔細看看安倍派發的「清單」，
就知道裡面附加了什麼。安倍向老撾提供
104億日圓（約合1億美元）、印度尼西亞
620億日圓（約合6億美元）、菲律賓約
690億日圓（約合6.5億美元）、緬甸630
億日圓（約合6.1億美元）、越南總計約
960億日圓（約合9億美元），所有這些都
是「貸款」，都需要東盟國家承付巨額利
息，和購買日本商品。即使是安倍向越南
提供960億日圓「緊急援助」，同樣是貸
款、還特別規定此款用來購買日本產巡邏
船以對抗中國。
再看看安倍拉攏東盟牽制中國的「準戰

爭聲明」吧：一、東京與東盟在「飛行自
由」上，對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不
能容忍」；二、中國的防空識別區是對東
亞國家的「嚴重威脅」；三、推測中國今
後要在南海劃設防空識別區，將嚴重傷害
「東盟國家利益」；四、日本和東盟堅決
反對「通過力量單方面改變現狀，不遵守
國際法」，讓東亞國家喪失「航行自由」
權利。如此荒唐的「準戰爭聲明」當然受
到東盟國家的抵制。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客
氣地對安倍說，「聲明」就不必了，還是
尋求外交途徑和北京談判吧。

罔顧侵略歷史催化東盟警覺
印尼總統蘇西洛向日本提出忠告，「應

該確保用理性手段，避免發生不測事
態」。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敷衍表示「對
日本的關切表示理解」。越南總理阮晉勇
則希望中日「和平對話」、而不是發表過激
聲明來解決問題；並稱越南與中國就南沙群
島爭議的問題，將通過雙邊對話謀求解決。
面對東盟的強烈反對，「日本與東盟首腦峰
會聲明」只好刪去所有「準戰爭」字眼，連
反對中國在南海設立防空識別區都無法寫
入。美國媒體認為，大肆渲染中國威脅，罔
顧自己的侵略歷史，只能催化東南亞國家對
軍國主義復甦提高警覺。
日本《朝日新聞》發表文章說，日本與

東盟特別首腦會議表明，雙方各懷心事，
目標完全不同，日本希望聯合對抗中國，
東盟興趣「無附加」的經濟合作，而非與
北京決裂。日方「發放」貸款後，亦大聲
要求東盟國家航空公司不要向中國提交飛
行計劃，立即受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反
駁，「日本敢這樣要求美國嗎？日本不敢
要求美國做的，就不應該要求東盟國家這
樣做。」而事實上，如今包括日本、美國
等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的航空公司，都向
北京提交了飛行計劃書，承認了中國東海
防空識別區的這個事實。

東盟求發展對「準戰爭同盟」說不

曾淵滄博士 社會和諧 元旦遊行人數大減

過去許多年，反對派在每年的元旦日及七月一日，都發動所
謂的大遊行。示威遊行，有訴求會遊行，無訴求也會遊行，遊
行人數多寡成為反對派經常談論的課題。
今年元旦遊行人數明顯地少，不論反對派如何誇張參與的人

數，也不得不承認今年的遊行人數是明顯少了，比去年少得
多，示威成了示弱。
遊行人數少了，如何解釋？如何向支持者交代？於是，反對

派提出了相當多的理由。

解釋人數減少的理由站不住腳
理由之一，是元旦並非傳統遊行日，七月一日才是。但是，

遊行人數明顯減少，為甚麼是以七月一日與元旦日比較，而不
是今年元旦日與去年元旦日比較呢？
理由之二，是缺乏特定課題。實際上，每年的七月一日及元

旦日的遊行，反對派提出來的課題多得不得了，真是百花齊
放，怎麼會變成缺乏課題？今年元旦遊行之前，不少反對派人
士更視元旦遊行為「佔領中環」的預演，以此作為元旦遊行的
主題，主題非常清晰。或許，正正是「佔領中環」這個主題使
到許多人不願意參加元旦日的遊行。
理由之三，是元旦日遊行當日，有愛國人士在遊行隊伍經過

的地方擺街站，使到一些打算參加遊行的人擔心會引起衝突而
放棄遊行。這也是莫名其妙的理由。香港享有高度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多少年來，立法
會外、政府總部外不同政治
傾向的人同時出現，對立、
爭吵的場面多得很。今年的
元旦遊行，愛國人士擺街站
的人數少得很，如何引起衝
突？實際上，當日遊行者與
擺街站者「河水不犯井
水」，沒有出現任何所謂的暴力衝突場面。
理由之四，是去年年底，香港終審法院判決，新來港人士不

必等候七年就可以申請綜援，有反對派人士認為這個判決使到
不少人因此而歸罪協助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的蔡耀昌，而蔡耀
昌是元旦遊行的主要搞手之一，因此有許多人因為反對蔡耀昌
而不參加遊行。這種說法更離譜。蔡耀昌是何許人？他只是反
對派中的二線人物，連立法會議員也不是，區議會選舉也失敗
了，哪有這麼大的能耐導致參加遊行的人大減？
理由之五，是認為參加遊行已經沒意義了。一年到尾都在遊

行，但卻是甚麼也爭不到，不如不遊行了，應該以更激進的行
動逼政府就範。
這是最危險的理由。提出這個理由的人是在煽動暴力，企圖

以暴力對抗特區政府、對抗中央政府。
遊行人數少了的真正原因是民怨少了，而不是上述的理由！

今年元旦遊行人數明顯較往年少，連反對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還舉出種

種理由企圖轉移視野，不禁讓人發覺反對派挑起紛爭、衝擊社會穩定越來越

不得人心。其實，遊行人數少了的真正原因是民怨少了，而不是反對派羅列

似是而非的藉口。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1月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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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14日，「二戰期間日軍暴行圖片展」在菲律賓國家歷史署開幕，深刻揭露日
本侵略者對中國、菲律賓等亞洲國家犯下的滔天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