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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

英解密文件自暴其醜 殖民代理人對號入座
根據英國政府1月3日解封的外交部機密文件，稱英國政府曾於1984年1月5日向行政局

提出可全面直選方案，全體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港督都由直選產生，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則由

立法局議員選舉產生。英解密文件其實是自暴其醜，再次印證當年英國搞「香港獨立」的陰

謀。而英國在香港的殖民主義代理人立即對號入座行動起來，為當年英方方案大唱讚歌，余

若薇與陳方安生還舉行記者會大肆抹黑政改諮詢文件，排斥中央對香港落實普選的憲制主導

權，企圖繼承殖民主義「還政於民」衣缽，讓對抗中央的殖民主義代理人成為特首候選人。

對此廣大港人不得不察，勿讓其企圖得逞。

■蒯轍元

什麼叫愛國愛港力量治理香港？中英聯合聲明
和基本法都作出了規定，最核心的問題，香港不
是一個國家，也不是和中央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
實體。行政長官要對中央政府負責，也要負責執
行基本法，所以必定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
經濟發展。
特區政府過去推廣基本法，僅僅是講香港的權
力，從來沒有講香港的法律地位，沒有講基本法
裏面關於維護主權的條文。恰好這個時候，反對

派燃起了反對國家主權的浪潮，要將香港變成一
個與中央平起平坐的政治實體。最具體的方案就
是「公民提名」。
余若薇和陳方安生代表公民黨與「香港

2020」發表的政改立場文件，就明目張膽地提
出「公民提名符合基本法」。這是荒唐無比的
胡說八道。余若薇和陳方安生根本就找不到法
律根據和出處。這種說法完全違反中國憲法和
基本法。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整個憲制體

系都沒有「公民提名」或「公民投票」。所以
他們才搬出了所謂「國際標準」，把香港當成
一個西方國家。
「公民提名」來源在哪裡？看一看英國的解密
檔案，就非常清楚了。英國人曾經企圖安排英國
的代理人或傀儡管治香港，想到了「直選港督」
的鬼主意。解密文件顯示，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
平曾指，同意香港是「港人治港」，認為不需要
左派人士出任政府高層職位，但一定要愛國。那
個時候，鍾士元立即向當時的港督尤德獻計進行
「公民投票」直選港督。但英國首相並沒有接納
鍾士元的建議，英國首相認為這樣的方案一提出
來，就意味着中方會採取其他收回香港的方法，

談判也受到影響。
最後，中國政府堅持了中英聯合聲明載明了行
政長官由協商或選舉產生的字眼。中國在香港駐
軍，體現主權。到了今天，當年英國人扶植的勢
力，又再重提鍾士元的「公民投票」和「公民提
名」。這有點像天津的「青皮」，頑固糾結，堅
持到底，反覆吵鬧，三十年過去了，仍然停留在
英國殖民統治的夢裡。
愛國，有人說難定界限，但是，分辨站在外國
勢力一方，還是站在維護國家主權、反對把香港
變成獨立政治實體的一方，卻是非常清晰。到了
一定氣候，眷戀殖民主義的勢力舊話重提，不斷
翻案，正反映了維護主權和反主權的角力。

維護主權與反主權 徐 庶

英國「還政於民」的撤退部署
人所共知，大英帝國解體時，每當一個殖民地或附

屬國將要獨立時，英國都會推行一套所謂「非殖民
化」計劃，以便當後者宣布獨立時仍能保持英國在政
治上和經濟上的控制和影響。同樣，當前港督麥理浩
1979年訪問北京獲悉中國決心收回香港後，港英當局
便於1980年代初開始推行所謂「政制改革」，其意圖
是建立一套「權力植根於當地」和以立法為主導的所
謂「民主代議政制」。

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她的回憶錄《唐寧街歲
月》中，爆了一個公開的秘密，她說在1983年1月底，
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進展不順之時，「我自己對我們
的目標，作過一些根本性的考慮，我提議，鑒於談判
缺乏進展，我們一定要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以期在
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的目標，如像我們曾在新加坡
所做的那樣。」「我們應當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我
們的目的是在短期內讓香港獨立或實行自治」。

英直到最後一刻都不放棄殖民獨裁統治

英國政府解封 1984 年 6 月 25 日的外交部機密文件
稱，英方對港督產生詳列了四個方案：一是保留由倫
敦委任；二是由香港本地選出港督；三是保留由倫敦
委任的港督，另加一名本地選舉產生的首長（Chief
Minister）當副手；四是由本地選出港督，但國防、外
交由英國負責。文件中多番比較四個方案，認為方案
三最具吸引力，可令港府高層具民選成分，回歸時港
府便可有一位民選領袖，出任行政長官。文件聲稱，
若向中方硬推方案，會惹來中方公開反擊，不利談
判，故未有列入1984年7 月的《代議政制綠皮書》，
英方要再作計劃，才向中方提出。但真正的原因是，
英國直到香港回歸中國的最後一刻，都不肯放棄對香
港的殖民獨裁統治，因此直到英國「光榮撤退」時，
撤退者還是由英國不光榮委任的彭定康擔任。直到去
年彭定康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採訪時，仍然說
「英國對香港仍有責任和利益，我們不應該忘記」，
這暴露英國人是多麼留戀他們在香港的殖民統治。

回歸後陳方安生一度做「特首夢」

英國在香港回歸中國的最後幾年派出彭定康當末代
港督，另加並非選舉產生的陳方安生當副手，企圖完
成「還政於殖民主義代理人」、讓「香港獨立」的春
秋大夢。英國的企圖當然遭到可恥的失敗。但是，回
歸後陳方安生一度在做「特首夢」，根據劉兆佳教授
在其《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
中揭示：「更為嚴重的，是董建華和他的『宰輔』政
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無論在政治理念或做事作風方面都
有頗大差異，而陳方安生復有覬覦特首之位之志，導
致合作出現困難。幾乎所有觀察家都認為，陳方安生
一直以來都沒有竭力輔助董建華，甚至不時流露取其
位而代之之意。」

「公民提名」的「戲肉」是讓余若薇入閘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陳方安生

始終未能圓「特首夢」，在歲月消蝕下她亦向耄耋之
年邁進。於是英美勢力對余若薇的扶植進一步加強，
攤開余若薇過去十多年的發跡之路，很容易看到美英
勢力培植余若薇「上位」的良苦用心，也看到她不遺
餘力地大發「特首夢」。余若薇對此步步跟進，有計
劃有策略。如果說背後沒有英美勢力支持，光靠她一
人之力，想在短短數年內獲得如此成就，毫無可能。
實際上，包括公民黨核心人員的意見，以及一些美英
在港機構人員口中流露的看法，可以明顯感受到，余
若薇作為反對派唯一的特首候選人，已是無可遮掩之
事。

可以看出，反對派的「公民提名」繼承殖民主義
「還政於民」衣缽，與「佔領中環、還政於民」是一
脈相承的。這反映了香港特區當前政治鬥爭發展的新

形勢和新階段，也標
誌着反對派的新策略
和新意圖：「佔領中
環、公民提名、還政
於民」，已成為以國
際反華勢力為背景的
香港反對派妄圖篡政
奪權的綱領和口號，而這個篡政奪權的綱領和口號的
「戲肉」就是讓余若薇入閘，「還政於英美勢力的最
新代理人余若薇」。

陳方安生「造王」余若薇「做特首夢」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與陳方安生牽頭的「香港2020」

於6日召開記者會，不僅是配合英解密文件將本港民主
扭曲成是由英國賜予，而且是一場陳方安生「造
王」、余若薇「做特首夢」的鬧劇。余若薇和陳方安
生指政改諮詢文件不應引述中央官員的說法，又指責
政改諮詢文件刪除了所謂「特首普選要符合國際標
準」，二人言論的要害在於排斥中央對香港落實普選
的憲制主導權，將香港作為一個特區的普選視為一個
主權國家的普選。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余若薇
與陳方安生聲稱要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
選」，無非是要為余若薇「問鼎」特首、奪取香港管
治權度身定做一套方案。然而，余陳繼承英方「還政
於殖民主義代理人」衣缽的所謂「真普選」，違反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肯定是行不通的。排斥「一國」主
權的人「做特首夢」，不過是「一枕黃粱」，注定是
水中撈月一場空。

曾德成談區會訪京：
政府挺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本周會率領一眾區議
會正副主席上京。曾德成昨日表示，區
議會是香港的基層組織，特區政府十分
支持區議會對外開展交流，而上一屆及
前一屆的區議會都有外訪的經驗。
曾德成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表示，自

己上屆也曾率區議會訪問上海及台灣，
而今屆區議會展開後，有正、副主席提
到中央政府已換屆，是適當時候到北京
溝通。他們此行會拜訪民政部，亦會訪
問一些基層單位及組織，了解內地基層
施政結構及組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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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早前「預告」，
中聯辦將於本月中在中聯辦大樓回
請各議員，但部分反對派議員橫生
枝節，拒絕到中聯辦，令「宴請無
期」。曾鈺成昨日坦言，有不少黨
派都支持出席回請宴，但因為「客
觀環境及各種原因」，並對自己無
法令雙方以「舒服」的方式進行深
感可惜，但相信只要雙方有意願，
回請一事並未絕望。
曾鈺成昨日在一活動後，被問及

中聯辦原於本月中回請立法會議
員，但至今仍「無聲無氣」時表
示，自己只是「推舟」的角色，而
據他了解，中聯辦有積極籌備回請
議員的飯局，不少黨派也表示支
持，但後來因為「客觀環境及各種
原因」，自己未能令雙方有舒服方
式進行，對此他深感可惜，「這件
事非我能力可以做到，亦非我可以
搞得成的」。
不過，他指出，張曉明上次帶同

其他中聯辦官員到立法會參加午
宴，絕大部分議員都願意出席，反
映只要雙方有接觸和溝通的意願，
飯局就能促成，故回請一事並未絕
望，「事在人為吧，只是時間不
多。愈早坐下來傾傾，對各方都是
好事」。
被問及特首梁振英曾經表示，願

帶領全體立法會議員到內地訪問，
曾鈺成指，自去年3月以後，一直
未有聽到有進一步消息，而倘全體
立法會議員能夠到內地訪問及與內
地官員溝通接觸，他都會「樂見其
成」。

阿曾冀社會消火氣
「融」膺2014年度漢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了反映市民大眾對2014年的社會期

盼，由民建聯主辦、香港文匯報協辦的年度漢字選舉，昨日選出「融」

字為2014年度漢字。評審委員會指出，「融」字本義是光明的意思，亦

有「炊氣上升、消消火氣」的意義，若應用於現今社會，則希望可達致

「社會融洽，樂也融融」。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指出，香港前路許多

迷霧與冰雪，影響大眾合作與建設，期望大眾融洽相處，「熱力」能消

除冰雪，令香港的前景變得光明。

民建聯年度漢字評選由12月2日至25日
接受市民提名，市民可從爭、辣、

激、淨、穩、憂、信、融、廉、安10個候
選年度漢字中選出一個，或自由另選一個漢
字，評選結果於昨日公布。民建聯宣傳及公
關委員會主席葉傲冬表示，他們共接獲
7,385份提名表格，有效提名6,755份，包括
逾2,000名中學生參加，其中仁濟醫院王華
湘中學及聖嘉勒女書院等學校均積極參與，
表達了不少青年人對2014年的社會期盼。

承去年「和」風 嫌「憂」太消極
在經過投票後，合共281個漢字被市民選
出，當中21個獲得最多選票的漢字，再經
由曾鈺成、葉傲冬，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
及一眾學者、專家和知名人士等人組成的
評審委員會，選出「融」字為年度漢字，
曾鈺成昨日更即席揮毫，以毛筆寫下
「融」字。
曾鈺成解釋，「融」字是由「鬲」字與

「虫」字組成，「鬲」是一個象形字，就
像一個有3隻腳的鼎，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煮
食器具，「虫」則只是取其音，「融」字
本身有加熱及融化的意義。
他續說，「融」有正面、積極作用，亦

正好與去年選出的年度漢字「和」字組成
「融和」一詞，有延伸的意思，「我們曾
考慮過選出『憂』字，但憂慮並非積極態
度，故最終選了『融』字。」

「破冰工程」點滴凝聚共識
在眾多有「融」字的成語當中，曾鈺成

引用了「冰融霧釋」來闡釋「融」字。他
認為，未來一年對香港十分重要，但香港
的前路卻像有許多迷霧與冰雪，影響大眾

合作及建設，「期望我們的熱力、熱情可
令冰融化、迷霧消除，令我們的前景更加
光明」。
他坦言，無論是在經濟或政治上，香港

未來都有發展不清之處，例如能否成功走出
政改的第一步，及如何解決民生問題及社會
矛盾等，各人都有不同意見，「冰代表人際
關係比較冷漠的比喻，要解決現時矛盾，要
一點一滴凝聚共識，是破冰工程」。
曾鈺成直言，立法會爭拗多的現象「很

正常」，因為議員們均來自不同背景、代
表不同意見，「議會精神本就是表達自
由，相信社會亦有期望，議會能就市民重
視的問有決定及結果」，但遇上有分歧
時，各人只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願協調，
就永遠達不到共識。「成功不在於各方寸
土不讓地去爭，而是在於為香港利益及發
展，互諒互讓，繼續向前行。」

項明生祝願大家「樂也融融」
其他評審委員對於「融」字亦各有領

會。蔣麗芸認為「融」字予人溫暖之感，
希望社會能多融洽，大眾生活空間「樂也
融融」。浸大中文系副教授盧鳴東則取
《論語》內「君子和而不同」一句，認為
只要融洽相處，許多問題自然可迎刃而
解。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則希望年輕人，
特別是他的學生對知識可「融匯貫通」，
及盡快融入社會。專欄作家項明生則希望
香港可成為一個均富社會，彼此「樂也融
融」地生活。
參加2014年度漢字提名的市民，可參與

抽獎活動，有機會獲得豐富獎品。民建聯
將於1月 21日經由電腦抽籤得出抽獎結
果，15名得獎者將會獲專人通知領獎。

■ 曾 鈺 成 指
出，香港前路
許多迷霧與冰
雪，影響大眾
合作與建設，
期望大眾融洽
相 處 ， 「 熱
力」能消除冰
雪，令香港的
處 境 變 得 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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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建聯主
辦、香港文匯
報協辦的年度
漢字選舉，昨
日選出「融」
字為2014年度
漢字。

彭子文攝

民建聯嚴選的10大年度漢字及簡評
漢字 簡評
爭 嬰兒要爭奶粉、幼兒要爭學位、年輕人要爭單位、長者要爭床位……市民「爭來

爭去」，都是為了三餐一宿。
辣 這個世代，做人要潑辣、鬧人要辛辣，壓炒樓要「雙辣」，整個社會熱辣辣。
激 社會激化、言論激進、遊行示威激烈，到底何處可找到安寧？
淨 空氣愈來愈污濁，堆填區快爆滿，2014年市民渴望一個潔淨的環境，健康地生活。
穩 市民期望政府穩守「以民為先」的立場，不可隨便因為少數人極端的反對及批評

而軟化。
憂 香港競爭力下降，社會創新不足，種種深層次社會問題未解決，2014年難免令人憂慮。
信 社會太多爾虞我詐，對政府缺乏信任，對政黨缺乏信賴……期望2014年社會多些

互信，人與人彼此信賴。
融 融，調和、融洽之意，社會紛爭、矛盾漸多，甚至有分化社會的言論，大家要互

相包容，和睦共融。
廉 「公生明、廉生威」，政府要想得到管治威信，一要公，二要廉，必須挽回公眾

對廉潔守法的信心。
安 世事無常，天氣變幻不定，萬千市民冀望社會安定，生活平安。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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