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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報紙社論，絕大部分都肯定
上海之行打開了溝通的大門，今後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將會繼續和反對派議
員圍繞政改問題對話，希望縮小分
歧，尋求共識，努力推動2017年的行
政長官普選，以實現廣大香港市民普
選特首的願望。
只有《蘋果日報》，對於雙方改善
關係，在政改問題上繼續交流，感到
惶恐不安。《蘋果日報》昨日更發表
了名為「警惕京官政改騷再出陰招」
的社論，攻擊參與交流的議員，說他
們「為所謂的自由搏擊而喝采」，
「不能不令人擔心」云云。《蘋果日
報》居然要發動白色恐怖攻勢，煽動
「傳媒要緊盯那些私會京官的議員
們，不要讓他們一失足成千古恨」。
這不過是下三濫的手段，企圖威脅反
對派必須和最激進的社民連、人民力
量、工黨捆綁起來，向激進反對派拒
絕溝通的立場靠近，不允許他們繼續
和中聯辦官員對話和交流。
究竟是誰對普選行政長官落下了鐵
幕？一天到晚都攻擊提名委員會就是
「篩選」？結果，中央官員澄清了激
進反對派散佈的謊言，不是所有的
「民主派」都會被排擠，一些理性對
話的，願意做實事的，承認中國的主
權的，尊重基本法的，都可以算是愛
國愛港，千萬不要一竹篙打沉一船
人。拆穿謠言，這對於激進反對派拒
絕溝通的路線，當然是最有力的反
擊。目前的現狀就是，反對派內部對
於政改，都有不同的期盼，不同的訴
求，希望有不同的進程。總的來說，
都認同民主應逐步向前推進，而不是
一步登天；作出彈性的處理，而不是
一刀切，定於一尊，以利於不同的派
別逐步形成共識，尋求最大的公約
數。本來這是最民主的方法，既然上
海之行中央官員已經與反對派議員見
了面，為什麼《蘋果日報》卻要大力
攻擊？
有人說，政、宗、媒合流，控制
激進反對派。現在的情況又有新發
展，是黎智英的《蘋果日報》不允許
立法會議員分批地繼續談論政改，害
怕再談下去，就可能推動2017年的普
選。《蘋果日報》演出了「媒控
政」，「媒體扼普選」的鬧劇，讓港
人看清楚了：《蘋果日報》不過是美
國人的傳聲筒而已。

楊志強
資深評論員

紫棋的不同評價孰是孰非？

能進軍內地已是為港爭光
香港新生代歌手鄧紫棋（G.E.M）因為參加湖南衛視的《我是歌手2》節目，一
夜之間大半個中國的人都認識她。她在香港奮鬥了六年，在內地寂寂無聞，但僅僅
三個月時間，她個人和團隊的綜合實力，讓她的微博粉絲從一百五十萬秒速增加到
超過一千萬。該節目4月初舉行總決賽，G.E.M最後雖然未能奪冠，但輸了給韓磊
這位足以當她父親的前輩歌手，她表示輸得心服口服。撇開天時地利人和，G.E.M
入到三甲更名列亞席，亦無愧無憾矣。鄧紫棋的香港粉絲並未因比賽結果失望，更
大讚偶像表現好，認為「能進軍內地已是為港爭光」。
《我是歌手2》首期播出時，「不認識，但感覺不錯」是大多數內地觀眾對鄧紫

棋當晚表現的評價，評論和轉發量也瞬間高達3萬，粉絲數目也從播出前的156萬
增至180萬。節目播出兩期後，她成功位列百度風雲榜女歌手、美女兩個榜第一
名，還獲得汪峰、那英、譚詠麟等多位樂壇宿將力讚。鄧紫棋自己都被驚到了：
「真的嚇壞了，《我是歌手》好厲害。」她成了最大的贏家。
但是在香港，所謂「本土派」人士對鄧紫棋的評價卻南轅北轍。他們認為，鄧紫

棋竟敢走進中國內地闖天下，無論有多少成就，都是「媚共」。鄧紫棋在內地愈受
歡迎，香港激進「本土派」攻擊她的聲音便愈難聽。香港有一些激進輿論認為「她
的香港符號在崩塌」，高登論壇上的一些網民對她冷嘲熱諷，用「北上撈金」和
「向內地獻媚」形容她。「港獨」勢力更毒罵她為「賣港」、「港奸」，因為她在
比賽中唱少了廣東歌，也因她曾經撰文為特首梁振英打氣。
上月底，鄧紫棋在Facebook公告得了人生第一個國際獎項，又因為一句「作為

第一個代表中國入圍這個獎的香港歌手，能得獎真的很榮幸！」網上有文章攻擊鄧
紫棋「出賣香港」、「背離成長及發跡地的藝人」、「成為輿論機器的傀儡」，
「企圖矮化香港成中國普通城市」。
《亞洲週刊》近日「鄧紫棋衝破『港獨』毒罵揚威中國」的專題報道認為，內地

與香港之間，不可否認無論是文化還是制度都有很多差異。近年來，香港民粹情緒
氾濫，鄧紫棋的內地之行也意味她進入一個輿論雷區，「但其後發生的事情證
明，她去對了」。
對於鄧紫棋被罵為「港奸」，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近日撰文挺鄧指出：「今天的本

土意識走到極端處，常常會跑出一些奇怪的邏輯。例如一個香港人在大陸走紅，那
就叫做對不起香港了。」梁文道又以反諷語氣指出：「秉持這套邏輯，我們還可以
寫一部『演藝界港奸小史』。開頭第一章一定是葉麗儀，誰叫她那首《上海灘》唱
遍大江南北。接下來還有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張學友、黃耀明，以及演員中
的張曼玉、梁朝偉以及周星馳……香港演藝圈真是奸人輩出，賣港無窮。鄧紫棋只
不過又一生力軍罷了。」

春晚為許多香港藝人打開內地市場
八十年代，香港電視劇《霍元甲》、《上海

灘》等相繼在內地熱播，主題歌亦隨即火遍大
江南北。香港女作家林燕妮撰文形容《上海
灘》在內地播放時的狂熱，形象地說「《上海
灘》一播，整個上海癱掉了」。春晚則捧紅了
明星無數，也有許多的香港藝人通過春晚打開
了內地市場。1984年張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國
心》一炮而紅，此後，羅文、汪明荃、徐小
鳳、甄妮、譚詠麟、潘美辰、鄺美雲、梅艷
芳、劉德華、郭富城、張栢芝、林憶蓮、阿
杜、莫文蔚、容祖兒、蔡依林、陳奕迅、謝霆
鋒……等等都曾是春晚的座上賓。例如1989
年，徐小鳳在春晚上唱紅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和《心戀》兩首歌，並以一裳華服
驚艷了國人。1991年的春晚香港藝人的分量很重，甄妮、譚詠麟、潘美辰、鄺美
雲等都是當年的當紅歌手，《魯冰花》、《水中花》、《我想有個家》等歌曲傳唱
至今。
吸引幾代香港當紅歌手進軍大陸的，當然不是春晚的演出報酬，而是這個舞台對

推動大陸市場帶來的機遇。隨內地和香港兩地社會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越來越
多的香港藝人通過參加內地的節目被內地觀衆了解熟知。
近些年來，受到互聯網影響和數字化媒體帶來的盜版衝擊，唱片業普遍不景氣，

1990年代港台流行音樂一派繁榮的景象估計已經是絕唱了。如今，聽眾不再買唱
片，而是選擇從網絡收聽或下載歌曲。唱片業萎靡的直接影響就是歌手群體的萎
縮。另—方面，大眾對高品質音樂的渴望其實並沒有消失，這種渴望的集中爆發點
就是近年來出現的幾檔異常火爆的歌唱類真人秀比賽。其中的代表就是浙江衛視的
《中國好聲音》、湖南衛視的《我是歌手》以及今年央視的《中國好歌曲》。這幾
個節目的共同特點是，忠於音樂、製作精良，不惜大手筆投入，力圖挖掘真正優秀
的歌手，使音樂回歸本質。

用粵語歌作為「港獨」幌子捉錯用神
近年來，香港興起了所謂「本土派」，祭出了「抗拒赤化」、「拒絕內地化」的

旗號，聲稱普通話歌是「大陸歌」和「共匪歌」，表面上是追求港人的本土利益，
骨子裡只是在「抗中」和推行「文化港獨」而已。實際上，粵語歌並不能被「本土
派」用來作為「去中國化」和「文化港獨」的幌子。與普通話歌有4個聲調不同，
粵語有8個聲調，其實來自於中國古音的8個聲調。宋詞就是當時的流行歌曲，香
港的許多粵語歌透露出宋詞韻味，加上粵語的8個聲調，儼然就是當代的宋詞流行
歌曲，這是中華文化最正宗的衍流，「本土派」用粵語歌來作為「去中國化」和
「文化港獨」的幌子，根本是捉錯用神。
對於鄧紫棋來說，唱歌時不同語言的使用，她認為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廣

東話和國語都是我熟悉的語言。廣東話很硬朗，有節奏感的歌，廣東話表達比較
好。但我寫抒情歌，則要寫英文要寫國語。比較淒美的情緒，廣東話唱出來，好像
沒有那麽貼切。」其實，無論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都是中國話。鄧紫棋少唱粵語
歌被罵「賣港」，這是「港獨」思維的悖謬邏輯。鄧紫棋內地爆紅不僅說明「文化
港獨」行不通，也說明文化磨合需要的是理性探討、族群團結，需要的是真誠包
容。

香港新生代歌手鄧紫棋，正在變成一個具有號

召力的流行文化當紅偶像，被兩岸三地熱烈地討

論。香港激進「本土派」勢力攻擊她為「賣港」、「港奸」，因

為她在比賽中唱少了廣東歌。但是，香港「本土派」用粵語歌來作

為「去中國化」和「文化港獨」的幌子，根本是捉錯用神。無論是

普通話還是廣東話，都是中國話。鄧紫棋少唱粵語歌被罵「賣

港」，是「港獨」思維的悖謬邏輯。

志強時評

高天問 一場自導自演的鬧劇

一、貫徹習總書記要求 江蘇改革成績可喜

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江蘇省代
表團審議時，殷切希望江蘇「始終把已經取得的成績
看作是事業新的起跑線，按照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不斷開創工作新局
面」，並對江蘇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穩妥推進城
鎮化、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
過去一年，江蘇省把貫徹落實習總書記的要求作為
工作的重點，扎實做好穩增長、調結構、抓創新、促
改革、惠民生各項工作，經濟社會發展穩中有進、穩
中向好。江蘇省2013年地區生產總值達5.9萬億元，增
長9.6％，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公共財政預算收入達
6,568.5 億元，城鄉居民收入分別達到 32,500 元和
13,550元，增長9.6％和11％。
去年，為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江蘇省大力實

施工業強省「六大行動、十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推進
方案，加快傳統產業向產業鏈高端攀升，江蘇省把轉

型升級工程與科技創新工程結合起來，全社會研發投
入超過1400億元，人才綜合競爭力和知識產權綜合發
展指數位居全國前列；在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方面，
江蘇省2013年實施了新一輪農村實事工程，區域供水
通水鄉鎮、污水處理設施建制鎮覆蓋率分別達到
83％、70％，新解決310萬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行
政村客運班車基本全覆蓋，鎮村公交開通率達到
48％；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江蘇省提出率先建成全
國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持之以恆地推進生態省和綠
色江蘇建設，林木覆蓋率達到21.9％。
「如果不加大改革的力度，是不可能取得這個成績

的。」羅志軍書記強調，江蘇省取得的成績，既是發
展的結果，也是改革的結果。這些成績的取得與持續
不斷推進改革密不可分。

二、咬定改革不放鬆 明確江蘇改革目標
在持續快速發展的進程中，江蘇省也面臨不少矛盾

和問題，主要是產業結構不夠合理、資源環境加劇、

自主創新能力不夠強、城鄉居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
社會管理面臨諸多難題等。羅志軍書記直言，「江蘇
省發展還有很多的困難和挑戰，需要我們堅定不移，
咬定發展的目標。」羅志軍書記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
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法學碩士，自1995年起到江蘇
省工作至今已19年，從出任南京市副市長開始，一步
一個腳印，踏踏實實，開拓進取，一直走到中共江蘇
省委書記的崗位，素以原則性強、作風扎實、謙虛謹
慎、廉潔奉公、真抓實幹、不尚空談而著稱。羅志軍
書記和精通科技、熟悉經濟、求真務實、生活樸素的
李學勇省長對江蘇省情況了如指掌，對於下一步如何
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突破改革過程中的「深水
區」，江蘇省委、省政府運籌帷幄、胸有成竹。在羅
志軍書記、李學勇省長和省委、省政府率領下，江蘇
省正處在政通人和、社會和諧的大好局面。
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所作的政

府工作報告，貫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彰顯了以
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為改革發展進一步指明了
方向。根據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部署和習近平
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江蘇省結合實際明確提
出，按照中央「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積極
推進在江蘇省的率先探索和創新實踐，走出一條具有
時代特徵、中國特色、江蘇特點的改革開放之路，在
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羅志軍書記強調：「力
抓好中央改革決策的貫徹落實，保持中央改革決策的
統一性、嚴肅性，確保中央改革部署在江蘇省不偏
向、不走樣。」

三、打造江蘇特色改革品牌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在深化改革的同時，對實

施新一輪對外開放作出了重大部署與佈局，提出建
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
濟帶等戰略。這為江蘇省提供了改革和開放的雙重
機遇。
為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增強國際競爭力

和綜合實力，江蘇省將重點圍繞企業國際化、城市國
際化、人才國際化「三個國際化」，積極探索改革外
商投資模式、外經貿體制、高層次人才引進方式，促
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
深度融合。
江蘇省一方面將努力學習借鑒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

驗區建設的經驗，另一方面加大改革創新力度，支持
各級各類開發園區、海關特殊監管區、出口加工區結
合自身特點，在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為企業創
造符合國際慣例的市場環境等方面先行先試、率先突
破。羅志軍書記對江蘇與香港的合作十分重視，希望
在江蘇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中與香港進行更深度合作，
努力拓展蘇港兩地合作共贏新局面。
目前，江蘇省13個省轄市都明確了改革試點的平台

和先行探索的任務。江蘇將抓住用好這些改革載體和
平台，做大改革文章，疊加創新功能，形成更多制度
性成果，打造具有江蘇特色的改革品牌。
羅志軍書記指出，2014年是江蘇省全面小康和現代
化建設進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
為「關鍵一招」，推進全省生態文明規劃、建立長三
角區域聯動機制、促進科技進步、保護知識產權。人
們有理由相信，江蘇省將繼續以敢為人先的勇氣和覺
悟，積極響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號召，不斷開拓創
新，走在全國深化改革的最前列。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與內地投資商務促進會會長

鄒燦基 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名譽會長

張 茵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

緊緊把握機遇率先突破 開創江蘇全面深化改革新境界

2014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作為改革前沿的江蘇省銳意改革，奮發向前，

在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均取得可喜成績。隨

改革進入「深水區」，面對的挑戰更趨複雜艱巨，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羅

志軍意志堅定地表示：「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咬住發展目標，按照習總書記的要求，認真貫徹

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和這次全國兩會精神，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機遇，堅持穩中求進，

把改革創新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努力使江蘇發展行穩致遠、健康持

久。」江蘇省正在走出一條具有時代特徵、中國特色、江蘇特點的改革開放之路，保持在全

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全國前列。目前，江蘇全省經濟蒸蒸日上，社會和諧發展，形勢十分喜

人。面對全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發展，江蘇省非常有信心！

這一次上海之行，社民連和工黨上演「有交流無溝
通」的鬧劇，說明他們以參加「上海之行」為名，實際
上是想綁架其他反對派議員，脅迫他們也要向工黨看
齊，集體中途離開上海，使上海的對話無疾而終。結
果，他們騎劫「上海之行」的計劃徹底失敗了，成為政
治小丑。
香港七百萬人看到的是，大多數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
留了下來，和中央官員進行了很好的對話，大家起碼開
誠布公地談了自己對政改的期望，即使分歧沒有化解，
但是改善了關係，增加了解，建立了今後繼續對話的機
制，有利於逐步拉近距離。無論如何，這都是為推動

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作出了努力。
香港社會公眾心明眼亮，看得出什麼人從開始就言行

不一，欺騙公眾，說要參加上海的對談，「為爭取落實
普選而努力」，原來是虛晃一槍，到了上海，就蓄意製
造事端，變成了抗拒交流的政治秀。
上海之行還未有成行，何秀蘭就向中央政府出了許

多難題，「要單獨會見中央官員」，「不希望建制派
參加」，彷彿他們高人一等，可以製造貶低建制派的
安排。他們以為難題一出，就可以獲得一個借口，既
不參加上海交流，也把責任推給中央政府，可以取得
阿Ｑ式的宣傳勝利。但是，中央政府棋高一，先來

一個集體開會，到了半場，建制派有另外的活動先行
離開，由中央官員和反對派議員繼續討論政改。既然
何秀蘭如此重視要和中央官員就政改問題對話，為什
麼前言不對後語，沒有見到中央官員，就先行返港
呢？這分明是要製造「有出發，無交流」的局面。當
初他們要求單獨會晤中央官員的表態，都是假情假
意。
梁國雄、何秀蘭之流，根本就沒有誠意和中央討論政

改。 梁國雄一早就準備了道具做大騷，這些違反內地
法律的宣傳品，當然不可能經過海關進入內地。製造反
共題目才是社民連和工黨派人到上海的真正目的。選民

委託他們到上海交流，是為了推動行政長官普選，他們
卻陽奉陰違。何秀蘭居然還要把離團的責任推給中央政
府，更是混淆視聽、欺騙市民。工黨渲染所謂「對抗氣
氛」，目的就是要扼殺中央官員和反對派交流的氣氛，
擴大矛盾。
工黨上演的鬧劇，暴露激進反對派根本不想和中央官

員溝通，而要拉倒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要搞「佔領
中環」。所以，他們不會支持溫和反對派繼續交流溝
通。他們要主導政改，迫使溫和派追隨他們的杯葛行
動。但是，民意再次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大家都支持
繼續交流，使激進反對派變得空前孤立。有分析指出，
這一次反對派陷入了最大的被動，他們反對交流，反對
解決分歧，反而失去了民心。
大家都看到，破壞溝通交流的，正是玩弄陰謀詭計的

社民連和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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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觀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