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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時期，把陳方安生安排在布政司的位置上，
然後自己成為「離岸總督」，刻意讓陳方安生成為署
理港督，掌握了港英政府的大權，以為可以通過「政
改直通車」過渡到九七年之後，奪取香港的大權，架
空中國的主權，實現「以主權換治權」的春秋大夢，
結果失敗了。

美英借陳李插手香港普選
九七後，英國人採取「拉住美國衫尾」的策略，重

新組織在香港的奪權反撲。陳方安生開始成為李柱銘
的一隻棋子。2007年9月，李柱銘安排陳方安生上演一
幕「忽然民主」的鬧劇，競選立法會議員，爭奪民建
聯主席馬力逝世後懸空的立法會席位。從此，李陳二
人成為「孖公仔」，經常密商大計。陳方安生亦成為
反中亂港「四人幫」的重要成員。目前政改的一系列
衝突說明，李柱銘加上陳方安生，形成雙軌領導制
度，並成為香港「四人幫」的主心骨，然後控制香港
各反對派政黨，協調行動，更湊合成「真普聯」，爭

取違反基本法的所謂「真普選」。

李陳訪美後激進路線大抬頭
今年4月，李柱銘和陳方安生訪問華盛頓，得到美國

副總統拜登的接見，雙方商定後，美國更加出頭露面
地聯絡香港的反對派。美國的高級官員不僅在華盛頓
接見反對派，還定期來港接見香港的反對派領袖。美
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5月來港接見三個反對派的頭
頭，為奪權加油打氣。李陳訪美向主子匯報，商定
「佔領中環」、全力推動「622公投」、七一遊行等
一系列行動，製造假民意，以所謂「公民提名」架
空基本法，綁架溫和派，在特區政府諮詢民意之後
搶奪「民意高地」；同時，美英兩國的官員出面干
預香港的政改，強調美英政府支持「國際標準的選
舉」，要讓香港人有「真正的選擇」。在美英勢力
的支持下，反對派正向着「香港的政府，香港人自
己揀」的方向前進，企圖建立親英美的政權、從而
將香港變成一個完全自治的政治實體。

李柱銘和陳方安生訪美後，反對派激進的路線大抬
頭，提前「佔領中環」的口號響起了，立法會的暴力
行動升級了，拉布癱瘓立法會，叫嚷「打倒梁振英政
府」的口號也出來了。「佔中」組織的負責人戴耀廷
變得更為激進，煽動要佔領立法會。結果，6月6日和
13日，出現兩次反對派暴力圍攻立法會的惡性事件；
反對派議員更在立法會財委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的
場合，殺氣騰騰，衝擊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和行政長官
梁振英。反對派就是想製造威脅中央的氣氛，若中央
在「公民提名」的問題上不讓步，今後將有更多更激
進的暴力行動，香港將無法管治。

逼中央讓步的企圖注定失敗
李柱銘、陳方安生打完美國的「顏色革命牌」，

又轉入新的鬥爭階段，又和英國主子打出「中英聯
合聲明牌」，爭取在英國勢力的支持下，讓其代理
人同中央政府「談判」。英國外相夏偉林配合李柱
銘和陳方安生訪問英國，提早一天發表香港問題半
年報告書，大談「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
署國，香港的將來對英國非常重要」。接着話題就
轉向了政改諮詢。夏偉林稱，政改「由香港特區與
中國政府以及香港人作出決定。呼籲各方在這關鍵
時刻進行建設性的對話並努力達成共識，令香港的
政制發展得以前進」，「重點在於任何方案應予香

港人一個真正的選擇，讓他們能真正主導自己的未
來」。這番話，完全突出英國的簽署國身份，突出
自己馬仔主導對話的地位。陳李訪英是要爭取英國
支持「陳方安生方案」，要北京向「公民提名」方
案作出讓步。英國的如意算盤是，開天殺價落地還
錢，若果中方不接受「公民提名」，那麼，英國人
也可以接受基本法的提名委員會，不過要按照陳方
安生的方式進行改造，讓親美英的力量以香港人的
身份「主導自己的未來」。這一套「三腳凳」的格
局，「先恐嚇，後談判」，大打民意牌的策略，英
國早在1982、1983年已使用過，現在是舊招式新包
裝，萬變不離其宗。
英國人這一招很不高明，不打自招向全世界和香港

人證實了李陳就是英國的代理人，要重新奪回英國人
在上世紀中英談判中失去的權力，把「主權換治權」
借屍還魂。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列明中國按照憲法恢復
對香港行使主權和治權，行政長官由選舉或協商產
生。英國人簽了字，現在居然不算數，想推翻聯合聲
明，實在太蠢了。英國的利益就在聯合聲明之中，踢
翻聯合聲明，英國的利益也就隨風而逝。中國政府在
中英談判的時候不會做李鴻章，在政改問題上更加不
會退讓。如果英國人想一想，1984年他們是怎樣摔了
一大跤，被迫撤回「主權換治權」的方案，他們就知
道未來中英角力的結局是什麼。

徐 庶

陳方安生李柱銘訪英意在借外力奪權
李柱銘是美國的代理人，陳方安生是英國的傀儡。特區政府即將公佈政改諮詢報告之際，

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訪問英國，無非是想製造「民意」，為插手香港2017年普選，部署親英

勢力捲土重來。中國政府在中英談判的時候不會做李鴻章，在政改問題上更加不會退讓。英

國人在1984年已摔了一大跤，應該清楚未來中英角力的結局是什麼。

目前的世界，烽煙四起，伊拉克這個
國家已正式分裂，一分為三。遜尼派回
教徒以武力佔領了西北的土地，庫爾德

游擊隊也佔領了東北的土地，所謂政府軍只統治首都巴格達及南
部地區。除了伊拉克出現國土分裂的戰爭外，烏克蘭也同樣面對
國土分裂的戰爭。俄裔居民佔據東部地區，其中克里米亞這部分
已正式併入俄國。烏克蘭前總統、國防部長都稱會收復克里米
亞，這只是自己騙自己的話。還有，埃及前軍事強人下台後，通
過民主選舉選出的政府又被軍人推翻了。泰國「紅衫軍」、「黃
衫軍」兩派鬥爭多年，最後又是軍人發動政變，軍人當政。
過去，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世界各地不論發生什麼亂
事，美國都會插一手。但是，近來一段日子，世界亂糟糟，美軍
不再出動了。美國總統奧巴馬不止一次強調，不會再派軍隊到伊
拉克打仗。他明白那是不義之仗。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分裂，對
美國有百利無一害。美國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分裂成許多小
國，伊拉克如此，烏克蘭也如此，埃及軍人政府背後的支持者實
際上也是美國，理由是民選的埃及政府是反美的回教組織——穆
斯林兄弟會，泰國的軍人政府也是在美國的鼓勵之下發動政變
的，理由是前政府他信及他信的妹妹都是親中國的政府。
目前的美國，不想再當世界警察？今日的美國，全球戰略的焦
點在什麼地方？
答案是中國。今日美國的全球戰略已經聚焦在中國，圍堵中國
是最基本的國策。在外交上，美國以「重返亞洲」作為宣傳重
點，目的就是重返亞洲，更有效地圍堵中國。所以，伊拉克、烏
克蘭戰事美國不關心。圍堵中國需要有「馬前卒」，因此，日
本、越南、菲律賓政府甘做「馬前卒」，不停地挑起事端，挑戰
中國的底線。
除了國家政府外，香港反對派也成了美國政府利用的對象。美
國政府明白，中國政府堅守「一國兩制」的承諾，不會干預香港
日常事務。因此，美國就可以好好地利用香港的反對派，給中國
政府添煩添亂，利用香港反對派中一批極端分子挑戰中央政府，
挑戰特區政府。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更高調地曝光，也有某些傳媒
為他造勢。
近兩年，香港反對派的行為越來越極端，這與美國「重返亞
洲」圍堵中國的政策真的沒有關係？香港反對派已淪為美國的一
隻過河卒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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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發展的壞消息一浪接一浪，根據最新文件披露，西
九文化區的綜合地庫造價截至今年已經高達230億元，超越了興
建文化區主體所預算的216億元，而且還未計算因高鐵西九總站
工程大幅延誤所可能導致的工程費上漲。更令人憂慮的是，根據
估算，216億元一筆過撥款已經不再足夠興建整個文化區，只能在
2020年前集中興建一個稱為「藝術廣場發展區」的「小型西九」。
西九文化區規模大縮水，由「國際級地標建設」變成「迷你版」，
為其日後發展及定位蒙上一抹陰影。

減設施或削吸引力
西九文化區綜合地庫最初構思是具貫通性，設有車道可供汽車於
地底橫貫文化區東西兩邊，但受高鐵工程延誤影響，部分區段地庫
要待高鐵完工後才可交還動工；而音樂中心及大劇院地底的地庫，
又由於上蓋藝術設施未有興建時間表，故將「無限期」押後興建。
此外，按政府於2008年7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的文件，西九
文化區應該有多達15項第一階段藝術設施可於2015年啟用，但去
年6月，政府卻推出一個所謂「務實推展方案」，把首階段落成的
文化設施大幅削減至4項，時間更推遲至2017年；而2020年第二
階段設施則有3項，兩階段合併起來成為「藝術廣場發展區」，當
局宣稱是一個「小型西九」。至於剩下的第三階段的設施，包
括︰大劇院、音樂劇院、音樂中心、中型劇場等，由於未有資金
方案，故暫沒有計劃興建。
對於上述的新發展方案，筆者不敢苟同，且認為對本地文化界
並不公平。因為它把西九文化區由國際級大型文化藝術地標，變
成「斷橛禾蟲、不湯不水」的小型文化基建。削減了音樂中心和
大劇院等核心藝術設施，變相令西九發展不完整，可能會削弱其
吸引力和專業性。

檢討發展策略免定位變質
筆者認為，西九文化區問題癥結在於管理機制和推展策略出現缺
失，令計劃推出以來，不斷拖宕光陰。216億元撥款隨着通脹和工程
費飆升而不斷貶值，但西九管理局早年卻沒有做好開支管理，反而
豪花金錢去搞設計比賽、濫聘顧問公司、租用豪華辦公室及高薪指
定聘請外籍管理層。現在發現「錢唔夠用」，惟有縮減核心藝術設
施節流，此舉不但令西九定位變質，更猶如飲鴆止渴。
內地不少城市已經仿效香港去建設文化區，例如上海的濱江西
岸文化區就建設得如火如荼；若香港的西九文化區自我萎縮，削足
就履，將失去競爭力，變成聊備一格的藝術設施。西九文化區要成
功，就必須做到亞洲區內第一、爭取區內領導地位，以吸引國際的
藝術家到訪、留駐創作和演出。現時西九的總開支已高達500億
元，政府及西九管理局必須好好思考，如何在善用既有資源下，按
西九原定計劃繼續推展下去，不能讓文化區變成「廣場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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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日前刊出了題為〈佔中的想
像力〉的文章，談到了今後「佔領中環」的
最新策略，描繪了激進派今後的具體做法。
《蘋果》說「『佔中』行動不一定要由三子
來領導，所以拘捕三子亦阻止不了運動的發
生」。文章提出了化整為零的「佔中」方
式，說「佔中」「烽火處處，佔據點由中環
擴散至灣仔甚至銅鑼灣，恐怕動員全港三萬
二千警力亦無濟於事，『佔領中環』以至港
島，並非沒有可能」；「被捕者保釋後可以
重返現場，未被捕者一樣可以主動出擊，包
括自行到各警署自首或協助調查，連安坐家
中不到現場參戰的市民，亦可各師各法，參
與鬥爭」。
《蘋果》花了以億計的金錢，大搞手機報

紙，大搞互聯網，大搞網上軟件，建立群
組，以利最迅速地通過群組軟件，組織激進
青年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集合搞「佔領行
動」。這一種佔領行動，目標已經轉向了私
人商業機構和旅遊區。很明顯，這是利用手
機進行所謂「顏色民主革命」的翻版。
反對派搞違憲的「公民提名」，冒充為

「真普選」，可以欺騙群眾於一時，但不可
以持久，隨着越來越多群眾認識到美英等國
家從來都沒有以「公民提名」的方式產生政
府首腦，他們就知道這並不是「國際標
準」，反對派煽動「佔中」就搞不起來。

暴力行動不得人心
街頭民主所產生的政府，都是短命的，必

然被另一次街頭暴力所推翻。通過街頭暴力
所產生的政府，都是只懂奪權和貪污舞弊，
不懂得振興經濟的，結果弄得國家和地區更
加貧困，民不聊生。當地「顏色革命」已經
過去十年了，看一看東歐、阿拉伯，看一看
在烏克蘭、利比亞、埃及、泰國所導致的後
遺症是怎樣的，香港人就心知肚明了。
反對派煽動的「佔中」，現在激進派和

《蘋果》改變了說法，改為「佔領全港」、
「多路出擊」，說明了反對派的實力虛弱，
他們已經知道他們所謂「78萬人公投」、
「51萬人遊行」，都是吹牛出來的。今年
「七一」遊行僅得10多萬人上街，仍然是他
們的基本盤，「塘水滾塘魚」，沒有增長，
拉動不了中間群眾。所以，他們原來要搞一
次性的「佔領中環」，現在人數不足，氣勢
不足，自己露出「二仔底」，結果是「一招
了」，統統都完蛋了。
戴耀廷對於甚麼時候「佔中」，已經一再

延期了。2013年曾宣佈不排除當年「七一」
就「佔中」；今年初，又宣稱最早今年底
「佔中」；後來，又說最可能的日子是明年
初。不斷改期說明什麼？就是因為要積聚人
數，達不到他們所說的一萬人，變成了僅得

兩三千人，實在太難看了。按照戴耀廷的說
法，「佔中公投」是虛，「七一」遊行是實，
他們計算出7月1日的情況，頂多只能聚集三
千多人「佔領中環」。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為
了抵擋「人民力量」的狙擊，突然說要7月搶
先「佔中」，這可嚇得「佔中」搞手跳了起
來，若果這麼快就翻出了「二仔底」，豈不是
什麼籌碼都沒有了？怎樣下台？

屢改日期谷人「佔中」
最好的辦法就是從「佔領中環」改為「佔

領全港」，「各自行動」，「分頭出擊」，
似乎聲勢更大了，但其實是縮沙了。劉慧卿
也相當聰明，若果真的各自行動，豈不是民
主黨搞的，「人民力量」、社民連、學聯和
學民袖手旁觀，讓民主黨自己露出「二仔
底」？民主黨後來立即轉變說法，說民主黨
「不會自己組織佔領中環，要和其他的派別
商量」。即是說，拖得就拖，嘴上「佔
中」，不一定立即行動。如果人數夠了，戴
耀廷還會這樣拖拖拉拉嗎？還不趕快展示自
己的實力？
激進派今後如果分散在各區「佔領全

港」，也不過是騷擾性的。這些動作搞得多
了，影響到工商百業的生計，他們又成了過
街老鼠，人人喊打，這樣將會發動更多的香
港市民參加「反佔中」的簽名。

《蘋果》煽動「佔領全港」裝腔作勢

陳 勁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佔中」遺禍香港 必須堅決反對

造成金融動盪 香港財富蒸發
「佔領中環」必將衝擊香港的股市和樓
市。如果反對派佔領了中環，佔領了香港的
金融中心地段，香港的金融運作和監察立即
陷入了停頓狀態，國際大鱷就會像1998年那
樣，放手狙擊港元匯率和股票市場，讓香港
的投資者受到慘重的損失，這個損失可能達
到千億計算。金融的動盪，必然導致香港利
率的大幅度上升，造成巨大的房地產跌幅，
最後形成了銀行危機。美國政府一定會推波
助瀾，落井下石。香港市民不管左中右，不
管貧富，財產和就業機會都會受到嚴重的損
失。

毀掉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年青一代
「佔領中環」的暴力思想通過互聯網滲
透，不少年青學生受到了精神污染，認為可
以不尊重香港法律，用暴力衝擊政府、衝擊
公共秩序、佔領象徵公權力的立法會大樓，
在香港上演「太陽花革命」。某些政黨和激
進的學生組織，全力在校園招納參加「佔領
中環」的青年學生，讓他們作為鬥爭的炮
灰。動亂出現，其影響必然以十年計算，年
青人將會失去法治的核心價值和精神，不再
遵守社會秩序，不再遵守傳統道德，遇到與
自己意見相左的事情，就會訴諸暴力和非法

行動。沒有了法治精神，香港工商業的優勢
和競爭力不再，就會被邊緣化，導致經濟衰
落。因此，反對「佔中」，就要關心我們年
青一代，勸導他們不要受到暴力思想的污
染，向年青一代解釋法治精神的重要性，解
釋民主只有在法治精神基礎上才可以健康發
展。

造成民主大倒退
東歐國家的「顏色革命」、阿拉伯國家的
「阿拉伯之春」、台灣陳水扁上台都造成經
濟大倒退和貪污惡化，泰國的紅衫軍和黃衫
軍街頭暴力抗爭，烏克蘭的血腥暴力事件，
都是以街頭佔領開始流血收場，社會進入以
十年計的動盪和經濟衰退。街頭暴力不是一
種民主方式，而是一種反民主的歷史倒退。
有超級大國利用顏色革命、街頭暴力，分化
別國的社會，削弱別國的經濟實力，從中控
制有關國家。「佔中」提出的所謂「真普
選」，最後的結局是全面衝擊民主精神，製
造「輸打贏要」的社會習慣，以後即使實現
普選，在野的一方，都會不斷反對政府，形
成暴力鬥爭的惡性循環，推翻選舉產生的政
府。民主政制根本就喪失了生存的條件和土
壤。

損害香港的人權和經濟自由

「佔中」組織者說，他們破壞了經濟，
如果工商業者受到損失，也不會獲得民事
訴訟的賠償。他們荒謬地說，我們要佔領
中環，一早已經公開作出預告，任何工商
企業和病人，應該採取應變措施，不一定
要在中環上班，更加不一定要到中環的診
所治病。那些受到損失的工商機構和病人
不能怪責佔領行動。「佔中」分子的說
法，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商自由、人民生
活自由、醫療自由等人權的踐踏，對公義
踐踏。所有香港人的權利、工商界的利
益，都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保障，每
個人都有上班的自由，經商的自由，有急
病找尋醫生的自由，什麼時候要受到「佔
中」組織的支配和控制，任由他們非法行
動凌駕於香港的法律上，剝奪其他人的生
活自由和經濟自由？工商界認為，香港的
法律是公共的契約，任何人都要遵守，毀
壞了公共契約，香港資本主義經濟就會倒
退。所以，工商界應該組織起來，對「佔
領中環」造成的經濟損失，一定要對「佔
中」發起人追究。

損害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佔中」公開挑戰憲法和基本法，極可能
造成憲制危機，損害中央和香港的關係，這
種對立遺禍深遠。而國際社會認為香港是一
個動亂的中心，不再是資金的聚寶盆和避難
所，必然削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
勢。根據香港發展的經驗可知，香港和內地
的關係愈好，香港的競爭力和吸引力就大大
提升，香港愈能擔當作為外國資金進入中國
的跳板角色，香港就會百業興旺，居民就業
機會增加。如果香港和中國大陸處於對抗狀
態，香港的經濟就會衰退。「佔中」行動目
的就是要破壞香港和內地的關係，造成國際
負面效應，這必然影響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
心和旅遊中心的地位，香港的整體利益必然
受損。

香港是一個和平的金融中心和工商業城市，如果變成被外國所利用的顛覆

中國基地，製造動盪，製造憲制危機，必然使香港的投資環境出現極大的不

明朗因素，使香港的金融業、進出口貿易、工商百業受到慘重損失，七百萬

人的就業機會受到影響，香港的股票市場和地產市場出現激烈的波動，使香港

陷入災難。「佔領中環」配合外國勢力「搞搞震」，給香港帶來無窮的災禍，

損害所有香港人的福祉。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佔中」，維護香港的法治

精神和社會秩序。我們堅決支持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處理政改問題，堅決支持

特區政府按照香港的法律處理暴力事件。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4年7月1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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