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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愛國有三方面內涵
對於經歷了英國百多年殖民統治的港人來說，「愛
國」的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是種族認同，就是要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中國

人在長相上有什麼特點？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
無論香港被殖民統治了多少年，人種是變不了的。
其次是文化認同，就是要認同中華文化。如今的香

港雖然已是多元文化交匯之處，但中華文化依然是主
流，港人說的是漢語，書寫的是漢字，這是外在的文
化符號。港人信奉儒家、道家的價值觀，講究「禮、
義、廉、恥、信」，講求「天人合一」、「和諧共
生」，這是內在的文化基因。
再次是國家認同，就是要認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
區域，絕不是主權國家；認同「兩制」是指在「一
國」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等某些

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眼下，在「一個中國」的原
則下，中國形成了四種施政格局：一是內地的省和直
轄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二是內地的民族自治區
（州、縣），自治區有新疆、西藏、內蒙古、寧夏、
廣西，在一些省還有自治州和自治縣，比如：吉林省
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四川省的北川羌族自治縣等。
這些民族自治地區在接受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直接管
理的同時，享受民族區域自治的待遇，擁有部分立法
權。三是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
框架下，依據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四是台灣地區，
目前儘管與祖國大陸仍處於分離狀態，但雙方都認同
「一個中國」原則。

港人了解祖國具有更基本意義
對於反對派對國家的惡意攻擊，必須理直氣壯予以

反擊。但對於廣大香港市民來說，全面了解今日祖國
則具有更基本的意義。

首先，香港市民須理性地看待中國共產黨領導。內
地並非如某些人宣揚的那樣，沒有民主可言。實際
上，普通民眾、社會精英都有表達意願的暢通渠道。
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人大代表收集民意，通過這個平台進行表達。中
共治國理政的主張也須經人大審議後才能生效實施。
國家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通過各級政
協組織，廣泛聯繫各黨派、各民族、各界人士，定期
就重大問題進行民主協商，我本人就是上海市政協常
委，經常參與重大事項的議政、協商和決策。
其次，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的選擇。一

百多年前，中國結束2000多年的封建體制之後，也曾
實行了資本主義共和體制，結果是天下大亂，疆土分
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日本人趁機入侵，一時
間，狼煙四起，烽火連天，半壁江山落入敵手，中華
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什麼樣的國家才是一個好
國家？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要給國民一個安全的環
境，讓國民能活下去。正是順應了民眾的這一訴求，
中共統一了中國，在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時至今
日，在中共領導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國家實力、國際地位、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升。
歷史的選擇自有其道理，印證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
的合理性。
再次，西方的民主制度並非適用於所有地方。幾十

年來，西方不遺餘力地在全球推銷他們的民主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固然有其優點，但並非適用於所有地
區。中國有句古話：「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
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
也。」也就是說，事物能否在一個地方向好的方向發

展，還要看與當地的
環境是否適應。放眼
當今世界，從伊拉克
到阿富汗，從埃及到
利比亞，從敘利亞到
烏克蘭，西方的民主
制度給那裡的民眾帶
去幸福了嗎？沒有。所以，我們不能以西方的民主制
度為標準，來判別世界其他地區社會制度的優劣，並
得出荒謬的結論：凡是與西方民主制度不一樣的制
度，都不是好制度。

「反佔中」簽名是愛國愛港表現
反對派鼓吹違法「佔領中環」，其實質是反華力量

意圖篡奪香港管治權，讓香港成為在民主的幌子下顛
覆內地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地。本港超過80個工商政學
界團體發起的「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7月19日正
式啟動簽名大行動，就是愛國愛港的真實表現。這項
簽名大行動，已經得到了廣大市民的熱烈反響。市民
在投入簽名活動中，可以宣示維護香港社會繁榮穩定
的堅定意志，可以揭露反對派製造事端和渾水摸魚的
醜惡面目，可以表達加強香港法治秩序的良好願望，
在「愛國」的前提下，做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尊重國家實行的根本制度的「簽名」；在
「愛港」的框架內，做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維護廣
大港人福祉和利益的「簽名」。這樣的簽名大行動，
就是在香港現有法制的架構裡，大家有商有量，凝聚
共識，把握自己的民主權利，發出自己真實的心聲。
所以，這是愛國愛港的權利，更是愛國愛港的行為，
期待更多市民都來支持。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釐清港人愛國內涵 簽名維護港人福祉
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報告特別指出，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

「愛國愛港」。這是以法定程序表達了港人的意願，為2017年普選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作

為一個國家的地方行政長官，一要愛自己的國家，二要愛自己施政的地方，這本是天經地義

的事情，為何在香港鬧得沸沸揚揚，掀起軒然大波？這值得深思。這一方面當然是反對派敵

視「一個中國」，抗拒香港回歸祖國，刻意挑起特首可以不愛國的爭論；另一方面，對於經

歷了英國百多年殖民統治的港人來說，如何做到人心回歸，真正愛自己的祖國，也需要一個

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全面釐清港人愛國的內涵，並幫助港人全面了解今日祖國發展的真實

狀況，確有必要。

■屠海鳴

李柱銘、陳方安生跑到英國聽證會告洋狀，攻擊「一國兩
制」白皮書提出了「全面管治權」，要求法官「愛國愛港」會
使香港的獨立司法權受到損害云云。李柱銘說：「白皮書有很
多問題，提出『全面管治權』，要求司法人員愛國愛港，在過
去的傳統中，所有的司法人員只需要愛港，而愛國是愛社會主
義的中國，對司法人員來說不可能。」「但英國政府卻沒有表
態，不符合我們的期待，我們希望英國發聲。」結果，他們的
謬論遭到了英國議員的反擊，被批判得體無完膚。
他們所持的理據，認為普通法並不是中國的法律，是英國的法
律，所以香港的法官只需要承認普通法，不必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法官只可以愛香港，完全不應愛國家。

英議員斥「法官不愛國論」
這種說法，遭到了英國議員的有力反駁，指出為甚麼香港能
夠使用普通法？原因是基本法授權給香港法庭使用普通法。英
國議員還教訓李柱銘，蘇格蘭也有獨立的問題，蘇格蘭為甚麼
擁有自己的議會，是因為英國的國會立法，給予授權。這是一
個憲法制度的架構，權力的主次是清楚的。難道蘇格蘭的法官
就不能宣誓效忠英國？蘇格蘭的法官只能愛蘇格蘭，不能愛英
國？如果愛英國就會損害蘇格蘭司法獨立？這完全是狗屁不通
的。所以英國議員斥責李柱銘說：「所有的國家的法官都要愛
國，為甚麼你卻要香港的法官是效忠另外一制？」
李柱銘的說法根本就是隻手遮天，隱瞞了真正的事實。在英
國人管治的時候，香港的法官在就任的時候，要宣誓效忠英女
王，效忠英國。他這個英國御用的大律師，也要宣誓效忠英女
王。為甚麼那個時候，法官和大律師必須愛英國，卻不會影響
香港的司法獨立，不會影響判案？回歸到中國後，就會出現影
響司法獨立的問題？
大家都記得香港回歸祖國電視直播的場面：香港的第一任終審
法院大法官李國能，向着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中國的國旗宣誓，
擁護中國的基本法，效忠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李國能宣誓時
候的普通話，實在相當普通和「水皮」，因為這是他一生人第一
次用普通話宣誓。宣誓了，就是按照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法官
必須愛國愛港的表現。為甚麼李柱銘要攻擊白皮書所謂制定了新
的、要求法官愛國愛港的規定？這不是無中生有嗎？

不允愛國 漢奸心態
法官要不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
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
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
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
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
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的解釋為準。」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管理香港
特別行政區處理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都是涉及中央政
府行使的主權問題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問題。正因為如此，香港

的法官必須對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負責，嚴格按照上述條文辦事，不得逾
越，這就是愛國愛港的表現。
蘇格蘭的法院絕對不會在審訊有關英國主權和安全的案件時，作出出軌的判決，
因為蘇格蘭的法官在上任的時候已經宣誓效忠英女王，英女王就是英國主權和安
全的象徵。從來沒有人說，蘇格蘭法官宣誓效忠英女王，蘇格蘭的司法獨立就維
護不了。為甚麼回歸祖國了，李柱銘卻不允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維護國家的
安全和主權？這是出於一種漢奸的心態。他以前作為立法會議員時，曾經宣誓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法，基本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二十三條的內容正是
體現了國家主權和安全。但是，李柱銘在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造成
了中國人民嚴重死傷的時候，卻不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不捍衛中國人民的
生命安全，公然在立法會為美國轟炸和踐踏中國主權和安全的行為進行辯護，出
賣了國家利益和尊嚴，背叛了中國人民。現在向全世界公然說法官不必要維護國
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絕無僅有，李柱銘正是這樣的賣國樣板。

露出「公提」嘴臉 更須提防賣國
法律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手段，體現了國家和人民的意

志，全世界法院和法官都是如此。美國的法官就任時，要宣誓效忠國家。英
國的法官上任時，要宣誓效忠英女王，涉及到英國主權完整和國家統一的問
題，一定會維護國家的利益。惟獨李柱銘跑到了外國的國會說香港的法官不
應維護國家的利益。那麼，香港怎能說是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的特別行政區呢？李柱銘在英國聽證會那一番話的意圖是，香港法官不必
愛國，不必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還要英國政府保證干預中國
內政，那麼2017年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也就不必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了。所謂「公民提名」，正好背棄了基本法，好讓像李柱銘這樣賣國
的人，也可以大模大樣奪權坐上行政長官的位置。李柱銘在政改關鍵時刻的
表態，正正提醒了中央政府，在依法普選行政長官的問題上，絕對不能退讓
半步。李柱銘的講話注定了「公民提名」壽終正寢。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繼續舉行簽名
運動，在首日已經收集到逾20萬人簽名，設
在旺區的街站更是人流不絕，簽名人群都要
排長龍，成績遠超各界預期，顯示社會「反
佔中」的強大呼聲，也說明沉默的大多數已
經不再沉默，要積極發聲。不少市民更表示
是第一次參與簽名活動，這次因為「佔中」
禍害民生，所以才走出來表達民意；有外籍
人士更專程尋找簽名站簽名，表示不希望看
到生活工作的地方陷入動亂。面對社會各界
的響亮民意，「佔中」搞手以至反對派至今
卻埋首沙堆沒有正面回應，反而不斷抹黑潑
污。「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昨日竟指
「無法確認20萬人數的真實性」；有反對派
支持者更故意到簽名站搞事，意圖阻礙市民
簽名。這些行徑說明反對派心虛膽怯，而故
意矮化簽名市民更加是賊喊捉賊。
陳健民指無法確認20萬人數的真確性。可能

陳健民以為這次簽名行動與其發動的「佔中公
投」一樣，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評語。事實是，
這次簽名行動的安排和過程全部在陽光之下，

絕大多數簽名站都設在公眾地方，讓外界可以
全程監察。而且簽名時工作人員都會三令五申
不能重複投票，並且嚴格核實其身份，甚至連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也「無面畀」。她就因為
忘記帶身份證，想投票時被工作人員婉拒，只
能折返拿身份證再投票，這些都在在說明整個
投票過程嚴謹可信。陳健民如果連如此清晰響
亮的民意都不能確認，則他們那個主要靠網上
運作，在過程中不斷被揭發各種漏洞造假的
「佔中公投」，其所謂70多萬的投票倒不知如
何認？

投票過程嚴謹可信
事實上，現時所謂的網上投票不論在技術

上、安全上、可信性上都難令人有信心，始
終市民親身出來投票才是最確實可信。「佔
中公投」進行了9日，但到實體票站投票的只
有7萬人。比較而言，「反佔中」簽名首日已
有逾20萬人，是「佔中公投」的3倍，打破
了全港有史以來的紀錄，這個民意「佔中三
子」是否需要正視？反對派是否需要回應？

但他們現在卻不斷將有關民意矮化，其喉舌
《蘋果日報》又不斷散播各種毫無實據的流
言，意圖貶低民意，這是尊重市民的表現
嗎？反對派如果繼續將頭埋在沙堆，繼續活
在所謂70多萬人支持的幻想之中，為其違法
「佔中」製造各種虛假民意支持，結果只會
與民意愈走愈遠，令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處
境。
市民踴躍簽名「反佔中」，再次顯示市民對

「佔中」的憎惡，「佔中」直接衝擊香港金融
心臟地帶，癱瘓中環，破壞社會秩序，影響將
不限於中環，必然蔓延整個香港，市民都會成
為受害者，自然引起社會各界憤怒。香港沉默
的大多數都反對「佔中」，多個民調便顯示，
主流民意反對「佔中」，認為「佔中」違法，
耽誤普選，破壞法治。這次簽名行動再一次證
實有關民意，廣大市民應把握表達意見的機
會，參與「反佔中」簽名行動，進一步向「佔
中」搞手和反對派人士表達希望社會繁榮安定
的意願。他們儘管不斷掩耳盜鈴，但也掩不住
「反佔中」的民意呼聲。

「反佔中」民意響亮 反對派莫埋首沙堆

文平理

港輿論：凝聚普選共識「公提」絕無空間

《明報》社評希望社會聚焦討論縮窄分歧，「政府啟動政改五步
曲，就首階段諮詢報告和特首梁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
告，雖然未完全排除極具爭議的『公民提名』，但是報告表述各方
意見的鋪排，淡化『公民提名』訴求的傾向甚為明顯。梁振英和政
府把『公民提名』交由中央發落，相信是不想現在就攤牌，繼續與
『泛民』陣營溝通，爭取在下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之前，
縮窄分歧，凝聚共識，找到多數人可以接受的普選安排。若這個估
計符合事實，則未來約一個半月將十分關鍵，期望政府與各方爭取
時間，討論實質具體議題。」

聚焦討論縮窄分歧
《星島日報》社評則指，「政府總結公眾諮詢的報告，調子比較

溫和，避免為近日熾烈的政治對峙氣氛火上加油，保留了日後縮窄
各方分歧的迴旋空間，以便政府在中央和港人之間發揮溝通緩和的
橋樑作用。」
《信報》社評則指沒有「公民提名」不是世界末日，「即使『公

民提名』最終被否決，那也不是世界末日，反而原地踏步才是噩夢
的開始，屆時早已紛紛擾擾的香港不知將會更加撕裂到何種不堪的

程度。現在是時候糅合『泛民溫和派』與建制開明派，共同為政改
大局出謀獻策，化解一場類似鐵達尼號撞冰山的危機，畢竟新的特
首選舉辦法必須得到立法會三分二多數票通過方可成事，否則拉
倒。」
《經濟日報》社評認為，「現時香港對政改分歧雖大，惟最大公

約是持不同政見的港人以至中央，皆冀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選特
首。要達到此目的，固應按基本法依法推動政改。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則呼籲社會應務實處理政改，「原本市民

的意見大多希望政制可以向前行，不要原地踏步。現時社會有某些
人強烈提出『企硬』不退讓的信息，一旦未能得到想要的事，寧願
原地踏步，繼以激烈手法抗爭。在這些人當中，明顯有不少人希望
採取對抗手段，而且用了不同方法去刺激社會的對立情緒，如果這
種抗爭意識瀰漫，不但會出現政治僵局，甚至社會秩序也會受到威
脅，情況實難樂觀。究竟八月人大常委會回應報告後，香港會否爆
發亂局，就要視乎未來一段日子，各方如何打這場輿論戰，扭轉日
趨負面的走向。」

糾纏「公提」妨害普選
《信報》署名文章認為「公民提名」無爭取空間，「報告不僅表

達香港社會希望依法如期普選的主流民意，也涵蓋被認為違反基本
法的『公民提名』之類的建議，報告未明確指出『公民提名』違反
基本法，顯示持平包容的特點，為政改的進一步商討提供空間。梁
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之中，明確提到諮詢期內已有法
律專業團體和其他社會人士指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規定，
而林鄭月娥則呼籲不應再虛耗時間和精力在一些法律、政治和實際
操作上均難以落實的建議。林鄭指的法律、政治和實際操作上均難
以落實的建議，就包括『公民提名』。」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則指出，「雖然政府已向中央反映社會對

『公民提名』的意見，但香港落實普選的大前提，是符合基本法及
人大常委會規定。既然基本法已明確指出，特首候選人提名權力屬
於提名委員會，即使社會上有部分人堅持『公民提名』，亦不能改
變『公民提名』存在違反基本法的憂慮。……未來幾個月，各界應
在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下，聚焦討論，包括提名委員會
的組成、如何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特首候選人數目上下限等。
任何偏離基本法的討論，只會令普選遙遙無期。」

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認

為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有需要修改；特區政府同時公布政改諮詢報告。

輿論認為，兩份報告表達了香港社會希望依法如期

普選的主流民意，各界應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在法

制框架內凝聚共識。輿論也指出，普選必須依法辦

事，即使有些人認同「公民提名」，但無論有多少

人支持，都不能將違法的「公民提名」變成合法。

廣大市民不要被似是而非的言論所誤導，不應再虛

耗時間和精力在「公民提名」爭論之上，以免阻礙

普選順利落實。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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