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陳振傑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4年1月22日（星期三）

「進步教師同盟」由19名教育界人士
組成，包括召集人施安娜；核心成員韓
連山、吳美蘭、陳竟明、梁德賢、孔令
暉等，都屬於反對派激進勢力陣營。
召集人施安娜曾參與「反國教行
動」，在小學教師林慧思粗口辱警事件
上，多次為林辯護，並曾代表反對派參
選選舉委員會成員。韓連山是「教協」
現屆理事，激進組織「保衛香港自由聯
盟」發言人，去年曾與范國威、毛孟
靜、譚凱邦及多名社運人士發起所謂
「抗融合．拒赤化」行動，在本港及台
灣「深綠」報章《自由時報》上，刊登
鼓吹「去中國化」的廣告，引起輿論譁
然。陳竟明是民主黨前副主席，與鄭家
富、范國威等也是民主黨內的改革派核
心。陳當年曾與黃偉賢競逐民主黨正副
主席，與黃偉賢有協議，一旦其落選主
席，則與黃共同競選副主席。但陳落選
主席後，竟背信棄義，臨時出賣黃偉
賢，改為與何俊仁合作，終獲任副主席
一職，引起不少爭議。近年他又轉向激
進路線靠攏。至於「政治教師」吳美
蘭、梁德賢、孔令暉等在學界一向以激
進見稱。

不滿張文光「三軌可缺一」
一班激進教師結成同盟爭奪「教協」
的領導權，不諱言是要改變「教協」的
路線。韓連山更直指，近年教協理事會
內似是某些保守聲音獨大，認為張文光
曾表示「公民提名」並非必不可少的說
法「很危險」，指教協若認為真普選聯
盟的「三軌制」提名特首方案並非「缺
一不可」的做法不可取。這說明「進師
盟」意圖通過掌控「教協」領導權，將
「教協」的政改立場推向與激進反對派
一樣。
一直以來，「教協」與民主黨關係密
不可分，「教協」會員是民主黨的一大
票倉，主要原因是民主黨的「黨鞭」司
徒華是「教協」創會會長，多名民主黨
核心成員也進身「教協」領導層。2010
年公民黨與社民連聯手發動「五區公
投」，「教協」及民主黨聯手杯葛，令
激進反對派深惡痛絕。然而，在司徒華
逝世後，「教協」缺乏「強勢」人物，
引來一眾激進勢力大舉謀奪「教協」領
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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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教協」、「支聯會」和民主
黨都被稱為「三位一體」，三者不少核

心人員都互相重疊，在重大政治社會事件上
立場一致，是反對派中一股重要勢力。近幾
個月，「支聯會」和「教協」接連迎來了領
導層改選。過去由於這些團體的特殊性，改
選大多是預先協調安排，確保接班穩妥，鮮
有出現激烈爭奪。然而，去年12月的「支聯
會」改選，最終卻出現了互相「谷票」的現
象。現任「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派出多名親
信參選常委，意圖全面掌控「支聯會」，而
民主黨也全力催谷團體會員投票，令李卓人
派系鎩羽而歸。事後激進勢力更通過《壹週
刊》攻擊民主黨利用「殭屍團體」來保住手
上席位。

圖謀搶佔「教協」「支聯會」
現在激進勢力又利用「教協」改選而出擊，

由一班政治立場激進，與激進勢力關係千絲萬
縷的教育界人士，包括「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發言人韓連山、「范國威親密戰友」陳竟明、

「政治教師」施安娜、吳美蘭、梁德賢、孔令
暉等角逐「教協」領導層。這個同盟揚言參選
「教協」，是不滿其保守立場，特別是在政改
上沒有堅持「公民提名」是不可或缺。韓連山
更指要奪取「教協」領導權以改變其政治路
線。這說明激進勢力是有預謀、有計劃地佔取
「教協」領導層，以配合政改上綑綁「公民提
名」的立場。
事實上，激進勢力全面搶奪反對派領導權

自去年中已經逐步顯現。反對派傾整個陣營
之力發動的「佔領中環」，本應由「佔中三
子」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負責指揮，但
激進勢力一直不滿「三子」排拒激進勢力參
與，於是一方面由「人民力量」成立所謂
「佔中後援會」，意圖騎劫行動；另一方面
推出李卓人取代三子。激進勢力認為李卓人
具有組織大規模抗爭的經驗，是「佔中」總
指揮的理想人選。此後，李卓人在「佔中」
上的角色日漸吃重，代表「佔中」赴
台與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簽訂
合作協議；到泰國學習

反政府騷亂經驗等，顯示對「佔中」總指揮
一職志在必得。雖然「佔中三子」正全力保
住「佔中」的控制權，並打算由朱耀明擔當
總指揮，但激進勢力謀奪「佔中」控制權的
動作將陸續有來。

圖綑綁反對派與「公民提名」
激進勢力企圖搶奪反對派領導權，針對的

其實是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激進勢力一
直希望能夠將反對派陣營與「公民提名」綑
綁在一起，以迫使中央政府接納其方案，否
則寧願玉石俱焚，令特首普選胎死腹中。激
進勢力企圖通過掌控「教協」、「支聯
會」、「佔中運動」和「真普聯」，綁死反
對派中的溫和力量。2017年依法落實普選是
主流民意的期望，激進勢力千方百計阻撓破
壞，與市民的意願相違。如果激進反對派的
圖謀得逞，不僅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反對

派中的溫和力量也是受害者。

全全 奪奪面面搶搶
清剿溫和力量 圖綑綁否決政改 陷社會兩極對立

一班激進教師組成「進步教師同盟」，在「教協」換屆中爭奪領導

權，暴露了激進勢力全面搶奪反對派領導權圖謀。早前，李卓人就派

出了大批親信在「支聯會」常委會改選中謀奪大權；激進勢力近期力

主由李卓人擔任「佔中」總指揮，以奪取「佔中」主導權；反對派中

的激進政黨又力圖通過所謂「缺一不可」的「真普聯」、「三軌制」

方案綁架民主黨。這些事件所展現的全景圖，反映出激進勢力正全面

搶奪反對派領導權，意圖通過掌控「教協」、「支聯會」、「佔中」

行動和「真普聯」，將整個反對派陣營與「公民提名」綑綁在一起，

以迫使中央政府接納其方案，否則玉石俱焚，令特首普選胎死腹中。

眾所周知，激進派並不想普選成功。普選搞不成，社會越對立，激進

派的政治空間越大，從反對派溫和力量那裡挖走的選票越多。如果讓

激進勢力得逞，不但在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的機會將極為渺茫，本港

社會也將在兩極對立中陷入無日無之的政爭而不能自拔，全港市民都

將為此付上沉重的代價。

「支聯會」在上個月完成新一屆常委會的
改選，工黨主席李卓人繼續擔任主席；麥海
華及蔡耀昌任副主席；20名常委名單中，大
部分都能夠連任。選舉表面上波瀾不驚，但
實際上卻是一場你爭我奪的權鬥。
「支聯會」長時間由已故司徒華領導，不
少民主黨人士也是「支聯會」常委。李卓人
在司徒華去世後後來居上，壓過蔡耀昌成為
「支聯會」主席，在第一屆任期內不敢輕率
改變「支聯會」內的權力分布。在經過一屆
任期後，李卓人要全面掌控「支聯會」，於
是在換屆時派出大批親信參選常委，意圖排

除民主黨勢力。然而，最終民主黨發動了大
批團體會員投票，成功穩住在「支聯會」的
勢力，也令到激進勢力奪取「支聯會」的圖
謀落空。
事後激進勢力惱羞成怒，利用《壹週刊》
攻擊民主黨發動團體會員投票。《壹週刊》
在上月就以「常委選舉大蝦細 『支聯會』
殭屍選民名單曝光」為題，狠批民主黨發動
「殭屍團體」會員投票；李卓人更直指民主
黨要保住手上席位，「我估……有啲人想徐
漢光選到」，反映激進勢力對謀奪「支聯
會」控制權不遂而深深不忿。

李卓人親信圖控「支聯會」
「佔領中環」由發起籌備至今將近一年，一直由

「佔中三子」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負責指揮。然
而，近期「佔中」領導權卻出現了變化。在前一段時
間並沒有任何角色的李卓人，突然變成了「佔中」炙
手可熱人物，先是在去年11月以「佔中」代表身份與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等赴台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
德會面，並就「佔中」行動簽署了合作協議，被外界
批評為勾結「台獨」勢力。及後，李卓人又高調前往
泰國「觀摩」血腥暴亂經驗，直言為了將來發動「佔
中」作準備。
有分析認為，從戴耀廷的邊緣化，到李卓人的取而

代之，反映了激進勢力企圖奪取「佔中」主導權。事
實上，激進勢力雖然大力支持「佔中」行動，但卻對
戴耀廷等人的作風卻甚為不滿，尤其是他們一直排除
激進人士參與行動，更激起一眾激進勢力反彈。

「人力」成立「佔中後援會」
「人民力量」早前更成立所謂「佔中後援會」意圖

「夾實佔中」；及後推出李卓人圖奪過「佔中三子」
的權力，目的就是要將「佔中」推向更極端的境地，
演變成如泰國一般的大規模暴動。
對於李卓人等激進勢力的「奪權」行動，「佔中三

子」明顯已察覺到危機，陳健民早前在接受報章專訪
時，就斬釘截鐵表示：「（『佔中』）總指揮一定是
三子其中一個。」他還以「別人鍾意你這個運動，就
是因為沒有政黨」為由，否定了由李卓人擔任「佔
中」總指揮的傳言。現時傳聞「佔中」總指揮將由朱
耀明負責，但激進勢力已揚言不會放棄「佔中」的主
導權，兩派的鬥爭將會將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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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普聯」早前公布普選特首的「三軌制」
方案，該方案本來是民主黨最早提出來，並且
多次表明「公民提名」並非「不可或缺」。然
而，在記者會當日召集人鄭宇碩卻揚言「三軌
制」「缺一不可」。民主黨隨即發表聲明澄
清，遭到「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激進反對派
炮轟，要求民主黨離開「真普聯」，並揚言在
之後的選舉再狙擊民主黨。
「真普聯」在普選方案上出現重大分歧，其
實暴露了激進勢力意圖將「真普聯」綑綁的圖

謀。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事後重申：「（『真
普聯』）當日會議不同黨派亦提出，支持文件
後容許有較大空間各自表述。」

要脅不能各自表述
對於有關「共識」，激進勢力一直沒有

提出異議，但暗地裡卻不斷游說鄭宇碩，
要求他在記者會上不能說出各自表述的立
場，並且要脅會脫離「真普聯」。鄭宇碩
一直希望借「真普聯」平台作為自身的政

治籌碼，也是他力主邀請激進勢力加入令
「真普聯」能夠「更加完整」，最終接納
其建議。而激進勢力在記者會上突然表示
「真普聯」的立場就是「缺一不可」，並
指這次「夾實」民主黨是「階段性勝
利」，令民主黨極為不滿。
事件暴露激進反對派參與「真普聯」，並非

有心促成普選，而是希望利用「真普聯」這個
平台，將反對派綑綁在一起，打壓溫和理性聲
音，最終令政改方案再次破局。

「三軌不缺」欲綁架民主黨

戰場一：「教協」爭奪戰

戰場四：「真普聯」爭奪戰

戰場二：「支聯會」爭奪戰 戰場三：「佔中」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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