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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極易變質
這次台灣學運的發起人林飛帆表示，佔領「立法
院」的學生會維持和平與非暴力抗爭的原則繼續佔領
議場，攻佔「行政院」非其所策劃，是學生自發性的
行動。不管他的初衷如何，暴力事件終歸是發生了。
香港「佔中」組織者也宣稱行動是非暴力的，還美其
名曰「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但這並不意味着每個
參與者都能約束自己的行為。
作為一介書生，「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對於可能有
上萬人參加的大型集結活動，特別是在有多個激進團
體屆時將參加的情況下，根本無法控制局面。他們自
己也承認，該行動可能引發暴力衝突甚至流血事件。
從歷史上看，城市中的群體性非法集結，都難以避

免暴力事件的發生，最終將導致局面失控。2011年8月
6日，英國首都倫敦，一場抗議員警暴行、要求「伸張
正義」的示威，最後演變為打砸搶燒的暴力犯罪，並
從首都向全國蔓延，一直持續到8月10日才平息。騷
亂事件造成多人遇難，186名警員受傷。從騷亂爆發開
始到8月13日，有2275人被捕，其中超過1000人受到
指控。絕大部分都涉嫌搶劫和違反公共秩序，絕大多
數被告都是未成年人，其中最小的年僅11歲。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佔中」的組織者和參與者

無法保證行動不會升級，局面不會失控，他們是在拿
社會的繁榮穩定、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作賭注，他
們宣稱的「愛與和平」很可能以「恨與暴力」收場。
犯罪學上，有所謂「破窗效應」，一旦良好的秩序

或環境被打破，會誘使他人仿效，甚至變本加厲。作

為法律學者，戴耀廷自己也承認，「佔中」行動本身
不合法，但他仍要一意孤行。法治一直是港人引以為
傲的核心價值，「佔中」組織者知法犯法，要成為這
「第一扇破窗」，壞先例一開，後患無窮。若以後港
人有不同訴求，不問是否合法，均以佔領某地作威
脅，要脅政府，香港將永無寧日。

群眾運動極易被政治勢力利用
此次台灣抗議行動中的學生領袖聲稱代表人民，是
自發行動，不受政黨控制。實情並非如此。據台灣媒
體披露，學運領導人林飛帆、陳為廷、魏揚三人都曾
經擔任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的競選幹部，而蔡英文則
稱參與學生是「基於理想與自主」。聲援抗議學生最
力的若干教授的「政治色彩」不是民進黨籍就是親
綠。
抗議學生的訴求，從最開始的「反黑箱服貿」，到

「反服貿協議」，再到「逢中必反」、「逢馬必
反」，與民進黨主張若合符節。合理推斷綠營在幕後
策劃操縱此次學運，應當是八九不離十。國民黨前
「立委」邱毅在接受鳳凰網採訪時說，民進黨是活動
的操縱者和影響者，也是活動的受益者，反服貿學運
的實質是反中、反統一，可謂一語中的。
反觀香港「佔中」行動，雖然發起人是兩位學者和

一位牧師，看似沒有明顯的政黨背景，但從反對派各
黨派的反應來看，隱隱有奪權之勢。前段時間坊間一
直傳言「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有可能擔任「佔中」行
動總指揮，雖然目前尚無定論，但李卓人與「佔中」

的關係已不言而喻。
「佔中」另一發起人陳健民早前接受媒體專訪時，
曾「斬釘截鐵」地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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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了將由李卓人擔任「佔中」總指揮
的傳言。這番說法完全是自欺欺人，反對派各政黨深
度介入「佔中」行動，只要不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誰
都看得出來。至於他們背後是否還有其他後台老闆，
市民可以自行判斷。
「佔中」行動表面上由在香港社會普通民眾心目中
相對溫和、社會地位相對尊崇的學者發起和推動，實
際上由反對派各政黨操控。他們置法治於不顧，置香
港的繁榮穩定於不顧，置全體港人的福祉於不顧，嚴
重偏離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憲制軌道，與中央和特區政
府離心離德，骨子裡不認同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憲制地
位。他們不願也不會按照憲制規定協商政改，循序漸
進地推動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通過「佔領中環」整
合溫和與激進反對派，積聚能量，製造對抗，反中亂
港，才是他們的真正目的。
在目睹埃及的阿拉伯之春演變成慘烈的阿拉伯之

冬、烏克蘭的民主悲劇和泰國的民主鬧劇之後，台灣
相對平穩的民主化轉型一直被稱讚為是一個奇跡，然
而最近發生的事情卻被視為是「民主之恥」。台灣領
導人馬英九在記者會上批評學生以違反法律的方式佔
領「立法院」議場，進而強調法治是民主的基礎，沒
有法治就沒有民主。這些話也值得那些準備「佔中」
的人們思考。

潘偉強

台灣「佔院」行動對香港「佔中」的警示
3月18日，數百名台灣大學生衝破保安人員的防線，在民進黨「立委」的帶領下，強行闖

入台灣「立法院」，高喊「反服貿」口號，砸破玻璃進入議事廳。「立法院」至今仍處於癱

瘓狀態。23日晚，另一批激進學生突襲政府中樞「行政院」，企圖長期佔領，以癱瘓政府

運作，警方不得不以武力清場，爆發激烈衝突。據台灣「內政部」統計，至3月24日為止

共有174人受傷，其中有119名是警員。事件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香港媒體也有深度報

道。物傷其類，不少港人發出「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的感慨。香港「佔領中環」行動正在

緊鑼密鼓籌劃之中，一些人近日又到台灣「取經」，我們不禁要問，台灣的佔領行動帶給香

港的到底是「經驗」還是「教訓」？在筆者看來，此次事件至少有兩點警示：一是非暴力抗

爭極易變質，二是群眾運動極易被某些政治勢力利用。

社會對反對派策動的這場「絕食騷」反應冷淡，原因是中央
正在向反對派釋出溝通善意，邀請他們到上海討論政改事宜。
在這個情況下，反對派卻要搞什麼「絕食騷」，更強調因應身
體情況而終止云云，顯示他們不過是志在做騷，破壞政改溝
通，對於落實普選並沒有任何好處。市民眼睛是雪亮的，反對
派人士的把戲不過是自暴其醜。不過，正如筆者引述消息人士
透露，這次「絕食騷」的出現與李柱銘、陳日君等反對派大老
「逼宮」有關，加上民主黨內一眾少壯派的發難，最終迫使民
主黨同意參與行動，而多名少壯派的核心成員包括民主黨總幹
事林卓廷都參與其中，說明在這場「絕食騷」背後，是黨內領
導層與少壯派的一次角力。現在看來，少壯派與李柱銘的合作
小勝了一仗。

補選放軟手腳落井下石
事實上，少壯派近期動作頻頻，除了「絕食騷」之外，更包括
單仲偕在海怡補選上的鎩羽而歸。事後他將慘敗歸咎於民主黨路
線問題，其實不過是為了掩飾內部的矛盾。這次補選單仲偕出現
大量走票，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港島的少壯派樁腳故意放軟手腳，
甚至落井下石所致，令單仲偕的選舉團隊缺乏戰鬥力，也未能將
民主黨的基本盤都集中起來，而單仲偕又駕馭眾將不力，是慘敗
的主因。這次補選不但將民主黨內的少壯派與領導層之爭暴露於
人前，更反映了少壯派開始將矛頭指向領導層。
負責這次單仲偕選舉工程的，是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及中委
柴文瀚，兩人都是港島區議員，柴更是南區區議員，兩人既屬
「地膽」，選舉經驗又豐富，黨內領導層以為由他們輔助單仲
偕，就是保住議席不成也不至於大敗，但最終被「人民力量」
的袁彌明擊敗，當中固然與單仲偕不夠勤力、民主黨又遭到各
種醜聞纏身有關。但區議會選舉打的是陣地戰、組織戰、網絡
戰，能否將基本盤全數轉為得票，才是勝敗關鍵。然而，羅健
熙、柴文瀚顯然沒有做好輔選的角色，有地區人士指單仲偕團
隊連區內的地形、人流分布、人物網絡等都搞不清，又未能與
當區的地區人士合作。這些工作其實正正是羅、柴等人必須負
責的，但最終他們卻沒有做，究竟是大意還是故意，要他們自
己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兩人並沒有全力協助單仲偕，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甘
乃威因素。眾所周知，甘乃威在港島區經營多年，與一眾少壯派議員合作多
年，彼此更結成了攻守同盟，最終令甘乃威成功一圓立法會議員之夢，而港
島的少壯派也期望在甘乃威退下後能夠接班上位。然而，一宗怒炒女助理事
件令甘乃威身敗名裂，領導層借機將他逼退但卻沒有讓少壯派上位，改為由
副主席單仲偕「空降」，等於斷了少壯派的上位夢。是以他們對單仲偕一直
懷恨在心，在這次補選時自然出工不出力，巴不得單大敗，事後羅健熙更意
有所指的說不應由立法會議員參與補選，正是暴露對單以至領導層的不滿。

逼民主黨走對抗路線
二是少壯派要借此向領導層示威。一直以來，少壯派在政治立場上，其實
與領導層有不少分歧，相反他們更認同「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激進主張，
與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也是惺惺相惜。但為什麼他們不乾脆退黨？很簡單，
大樹底下好乘涼，有民主黨這個靠山，他們的議席才穩固，與其退黨明志不
如取而代之，正是他們的策略。於是他們死賴在民主黨，不斷競逐高位，逐
步取得黨內的權力，並且與李柱銘等大老聯成一氣，目的是要主導民主黨的
政改立場，逼他們與激進勢力走在同一陣線。所以，對於領導層象徵之一的
單仲偕落井下石，自然不難理解。
民主黨是一個很龐雜的政黨，黨內經常出現派系路線之爭，由第一代的少

壯派陶君行、陳偉業出走；到范國威、陳竟明、鄭家富的新東改革派另起爐
灶，當中既有權力之爭，也有路線之爭。現在少壯派又不斷步步進逼，意圖
逼民主黨走對抗的路線，這對於將來的政改也會造成影響。依筆者看來，民
主黨隨時在短期內再出現一場分裂。

特首梁振英在月中宣布中央接受全體立法會
議員到上海訪問之行，屆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
主任李飛將會到上海與一眾立法會議員會面，
就政改等問題展開討論。近日，特首亦已向立
法會主席提交行程大綱，包括參觀當地基建發
展和半天的討論會面等等。筆者認為全體立法
會議員應該積極參與，把握與中央官員會面的
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也創造實現普選的良
性互動契機。

創造良性互動契機
然而，正當大部分議員歡迎今次會面機會，

有個別議員卻對訪問目的和成效提出疑問，甚
至一早聲言不會參與訪問。有意見認為，今次
會面純粹是一場表演秀，目的只是讓香港人感
到中央有誠意溝通；亦有人抗拒到上海會面，
並質疑會面的成效等等。對此種種，筆者有不
同的意見。
首先，今次中央接受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

海訪問，絕對展示出善意及誠意，並非只是
做秀，這是顯而易見的。在和諧氣氛底下就
着政改有關的議題和中央官員會面討論，機

會難得，尤其對於有不同意見的議員，更應
該參與討論，實在沒有理由放棄。是次訪問
將會被各大傳媒廣泛報道，如果有反對派議
員想向中央提出政改意見，正好趁機會爭取
向中央官員表達。屆時與會官員會否不只王
光亞、李飛兩位，甚至有其地官員出現，也
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至於反對派提出分開
會面的要求，有關方面已表示會跟進，其實
分開會面，或者公開會面過程與否，都要視
乎雙方意願，最重要是會面雙方真誠溝通，
並以達至共識為目標。
其次，有關地點方面，筆者也同意有關政改
的會面不一定要在上海舉行，可以到深圳，也
可以到北京，但筆者同時也看不出為何不可以
在上海舉行。根據特首提交的行程大綱，除了
討論政改，議員們也可以同時參觀當地基建發
展。對於七十位立法會議員而言，今次絕對是
一個了解內地高速發展經驗的好機會。

議員應積極參與
尚有一點，就是關於會面與「佔中」的關

係。有意見指一次會面成效有限，背後只是中
央「害怕」發生「佔中」，才會假意對話，實

際是想緩和社會的一些聲音和情緒。其實只要
大家嚴肅認真商討，達至真正溝通，即使一次
對話也可以有理想的效果。假如對話氣氛良
好，有第一次機會，也可以有繼續溝通的可
能，但連第一次會面也缺席，持續對話自然機
會渺茫。另一方面，筆者絕不認為中央「害
怕」發生「佔中」，中央政府管理十四億人口
大國，從建國以來歷盡不少挑戰和考驗，也說
不上害怕二字。當然中央並不希望「佔中」發
生，但中央並不「害怕」「佔中」。「佔中」
是香港的問題，是香港人自己承受，把「佔
中」說成是中央需要害怕的大問題，則未免太
過自吹自擂，夜郎自大。
從今次梁振英特首宣布的上海之行，筆者看

得出中央願意與包括反對派在內的不同意見人
士溝通，也看得出中央為實現普選表露了更大
的誠意。姑勿論各黨派議員對政改有何看法或
意見，今次立法會訪滬機會難得，為了加強與
中央在政改方案上的溝通並縮窄分歧，為了香
港政制向前發展，也為了全港市民實現普選的
期望和意願，七十位立法會議員還是應該珍惜
今次機會，無論如何先坐下來溝通，向着實現
普選的大方向前進。

中央顯示誠意 溝通機遇需珍惜

文平理

港輿論：台「反服貿」災難警示香港「佔中」禍害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指出應警惕今日台灣將變明日香港，「台
灣的佔領行為，立刻讓香港人聯想到香港的『佔中』行動。香港的
『佔中』亦以『愛與和平』作為行動的口號，不過，一旦啟動，相
信亦難逃受傷，暴力地結束。泰國如是，台灣如是，香港能例外
嗎？再者，用『愛與和平』去『佔領』，在邏輯上亦有問題。所謂
『佔領』，即是未取得擁有人同意下，霸佔他人的物品或未得到別
人的同意通過某些行動，影響他人的正常工作，行為本身就與『愛
與和平』扯不上邊。『佔領』、『非法』、『暴力』、『受傷』，
這個連續劇的劇本，由『佔領』行動開始一刻，可以預見將以『受
傷』結束。不想今日台灣變成明日香港，請市民要向非法暴力說
不，讓香港可以回歸法治。」

防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新報》社評批評，「毫無疑問，『佔領立法院』是對民主和法

治的一次粗暴踐踏，如果反對者堅持要鬥爭至馬英九下台，民主制
度將會無可挽救地重創。可預期在未來的台灣民主政治，很可能會
『泰國化』，決定政策的，並不是在立法機關，而是出自群眾運
動，如果真如預期，台灣民主就是死在民粹的手裡。」
《經濟日報》分析文章則指，本港政界憂「佔中」代價大，「北

京一向對『台獨』高度敏感，中方今次也注意到，香港『民主派』
人士也有赴台參與，例如公民黨成員陳淑莊、『佔中』參加者之一

的徐少驊等，與示威學生一起坐在台灣立法院之內，亦有學民思潮
學生，在立法院之外示威。有親中人士直言，如果今次事件，引發
香港和台灣民主派人士有進一步串連活動，相信會再刺激中央神
經。有香港『泛民』中人坦言，台灣今次佔領立法院行動，相信會
刺激香港激進派『泛民』，尤其年輕學生，令溫和派有壓力。但也
有政圈中人指，台灣今次武力清場的亂局，反而可令香港人看清
楚，所謂和平『佔中』，其實很容易一發不可收拾，變成暴力收
場，台灣就是好例子，對社會、經濟造成的代價，可以十分沉
重。」
《信報》社評指出，「對香港一些政治團體而言，台灣學生反對

跟中國內地建立密切關係而佔領立法院，是一個刺激的示範，部分
人開始質疑和平『佔中』為何長期議而不決，也有人盤算仿效台灣
學生的做法佔領立法會。只是，香港的政治文化跟台灣明顯不一
樣，較早前有議員拉布，導致臨時財政預算未能通過及政府幾乎停
止服務，已令市民譁然及群起反對。假若有團體抄襲台灣學生佔領
立法會，並影響政府運作及公眾服務的話，他們得到的，可能是罵
聲噓聲而不是掌聲。」

「佔中」一旦起動斷難受控
《經濟日報》署名文章則指「反服貿」對香港的兩大啟示：「第

一，這類運動，一旦起動，就很難完全受控，大規模像文革如是，
小規模像佔立也如是。你不搞我搞，愈搞愈激。你佔立法院，我攻
行政院，誰也節制不了誰。所以現時『佔中』三子口中的和平理
性，根本是自欺欺人。第二，台灣在民主制度上，幾乎已經應有盡
有。政黨政治有、政黨輪替有、司法審訊有，不但三權分立有，另
再有考問和監察兩權。新聞自由有、公民提名有，甚至公投也有，
還有甚麼沒有？但最後還是要藍綠街頭相見、佔立攻行。民主選舉
是好價值，所以我們追求和擁抱，但選舉可以提高管治能力，則台
灣就是一個例外！」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指出「佔中」是普選的絕路，「香港的政

治應該更加注重『依法』和『協商』去解決真正的矛盾，而不是使
用激烈對抗的手法加劇矛盾，進一步損害互信。如果真心希望香港
向前進，實現良好的民主政治，與中央保持良好關係，那麼應該認
識到『佔中』決不是『出路』，而是『絕路』。我們更願意看到香
港各陣營、各黨派採取對話和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而不是對抗和
對罵。香港在一些問題上即使與中央有不同看法，也應該採用理性
和商量的態度。筆者看不到『佔中』會令中央『跪低』，但是已經
可以看到的是，『佔中』會進一步激化香港內部的矛盾，造成社會
嚴重撕裂。」

台灣「反服貿」風波仍在

持續。輿論指出，這場「反

服貿」災難對台灣的民主、

自由、法治造成巨大傷害，社會陷入嚴重撕裂，台灣

「反服貿」災難警示香港「佔中」的禍害。無論「佔

領中環」的發起者怎麼花言巧語，都無法掩飾其違法

的本質，更令人警惕的是有反對派人士揚言會發動

「兩獨」合作的「佔中」，屆時大批「台獨」暴亂分

子將會齊集香港發動大規模動亂，立法會、政府總部

以至中環都成為他們暴力佔領的對象，令香港重蹈台

灣的覆轍。港人須齊心守護中環、守護香港、守護法

治！全力阻止「佔中」災難的發生。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反對派發動的「接力絕食騷」正式上演，正如筆

者早前指出，李柱銘和陳日君隨即到場支持，再次

證明兩人是「絕食騷」的幕後搞手。不過，這次

「絕食騷」在社會上反應極差，不但主流民意大多

不予理會，一眾激進反對派更大肆攻擊嘲弄。可以

預期，這場「絕食騷」將會「爛尾」收場。但值得

留意的是，在這場「絕食騷」以至海怡區補選單仲

偕慘敗而回的背後，都有民主黨少壯派幕後操作的

影子。他們不但在政治立場上走激進對抗路線，更

與一眾激進反對派政黨組織多有合作，意圖內外夾

擊民主黨領導層。這次逼領導層參與絕食以及在補

選上故意「跣」單仲偕，不過是小試牛刀，下一步

他們將對領導層展開「逼宮」，令民主黨投向激

進。看來，民主黨之憂，實在蕭牆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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