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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日前舉行特別會員大會，以900票之差通過任
建峰、蔡家玲等人對律師會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
議。事後任建峰聲稱結果「出人意表」，並要求林新
強請辭。任建峰等人借林新強有關白皮書的言論大做
文章，並作出種種上綱上線的攻擊。林新強究竟說了
些什麼話而遭到這樣的對待呢？

林新強言論激濁揚清並無不妥
林新強希望社會以正面的態度看待白皮書。對於一
些人肆意歪曲白皮書內容，他從法律專業的角度釋
疑解惑，重申白皮書沒有改變香港現行的制度和地

位；法官愛國不會影響司法獨立。他並指出，維護國
家統一與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每一個香港
中國公民的責任，以及愛國愛港是每一個香港中國公
民的責任等。可以說，林新強的言論不但與基本法條
文一致，更明確指出中國公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有
理有據，激濁揚清。
任建峰、蔡家玲等人大力攻擊林新強的言論，但卻

未能指出他究竟有哪一句不符合基本法；有哪一句損
害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英國極具權威的智庫Chatham
House亦指出，白皮書並沒有改變香港的現有制度，並
認為—切對白皮書的攻擊基本上都是出於政治目的，

而律師會理事會及後也確認了林新強就白皮書的立
場，說明其言論並沒有可質疑之處。
身為中國人發表了支持白皮書的言論，竟然遭

到別有用心者的狙擊和打壓，實在令人匪夷所
思，也令人懷疑有些人是否因為政治立場而掩蓋了
專業和理智。林新強不但是律師會會長，也是香港
公民，他有權就白皮書發表自身的看法。但其言論
卻遭到某些政治勢力的打壓，這是對本港言論自
由的嚴重侵害，尤其是發生在律師會之內，更加
令人震驚。
必須指出的是，這次對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並非

單純針對其言論，更是公民黨策動的一次政治打壓行
動。策劃行動的任建峰和蔡家玲，與公民黨關係密
切，任建峰與公民黨的郭榮鏗相識多年，在2012年更
協助郭參選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並擔任其選舉代理
人。而蔡家玲的丈夫就是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公民
黨核心成員陳文敏。她在2007年更出任陳方安生補選
時的選舉代理人。余若薇和郭榮鏗更公開呼籲律師會
成員要質問林新強，高度介入事件。這些都說明在這
次行動中，任建峰和蔡家玲只是前台人物，真正在背
後發功的卻是公民黨。

圖將律師會變成公民黨衛星組織

公民黨一直不遺餘力地攻擊白皮書，認為中國特別
行政區的法官，不需要愛國，不需要擁護基本法；認
為港人沒有責任去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這些立場
不但違反基本法，更與香港市民利益相違。林新強並
沒有附和公民黨反白皮書的立場，甚至在公民黨發動
所謂「黑衣遊行」抗議白皮書時，林新強明確表示， 6
月27日抗議白皮書的黑衣遊行，是由政治人物發起，
他不會參與，此舉令公民黨煽動律師會反白皮書的圖
謀落空。自此之後，公民黨就將林新強視為眼中釘，
必欲除之而後快。
於是，一向名不見經傳的任建峰突然走了出來提出

不信任動議。公民黨繼而與《蘋果日報》不斷抹黑林
新強，並且在律師會內密密串連，收集了大量律師的
授權書，最後在大會上成功通過對林新強的不信任動
議。公民黨目的就是要在法律界製造寒蟬效應，威脅
其他律師如果不跟隨公民黨路線，就會被大力打壓，
令所有律師都不敢發表支持白皮書的言論。這不但是
公然損害香港的言論自由，更將律師會變成政治鬥爭
的角力場，打破律師會長久以來的政治中立，將之變
成公民黨的衛星組織。市民以及律師會成員都應看清
公民黨的圖謀，不要受其唆使鼓動，要維護香港的法
治傳統和核心價值。

卓偉

公民黨政治打壓林新強 製造寒蟬效應損言論自由
律師會會長林新強就「一國兩制」白皮書所發表的言論，強調應以正面態度看待白皮書，

重申愛國愛港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這些言論都是與基本法一致，沒有不妥之處。身為

中國人支持白皮書竟然遭到攻擊和抹黑，這本身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也是對言論自由的

損害。這次對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根本就是公民黨發動的一次政治狙擊。策劃行動的任建

峰和蔡家玲，與公民黨關係密切：任建峰是郭榮鏗立法會選舉的代理人；蔡家玲是公民黨核

心成員陳文敏的妻子，背後更有余若薇、郭榮鏗在大力推動。公民黨要打壓林新強，原因是

他沒有跟隨公民黨反白皮書的路線，沒有參與其「黑衣遊行」，結果成為了公民黨的眼中

釘，必除之而後快。事件讓市民看清楚，公民黨才是不斷損害香港言論自由的人。

■張學修

關於政改的討論在社會持續一年有餘，
隨着戴耀廷等人提出「佔中」行動以來，
政改討論氣氛愈趨激烈。好不容易到了7
月15日，由特首梁振英提交政改報告到全
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啓動政改五步曲。大
眾屏息靜待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更對政
府將會推出的方案萬分期待。
爭取民主是不少香港人的共同目標，踏
出普選第一步對香港尤其重要。考慮到香
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作為特別行政區，
民主化的步伐必須依照法律框架亦即基本
法的有關條文，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而行。「公民提名」之脫離法律框架，國
際標準之空泛及不適用於香港，已有不少法律學者和權威人士多番道出其不
可行。筆者不在此贅述。但關於「佔中」行動，筆者在這一年多以來，在不
同報章及媒介已多番指出其不妥之處。
「佔中」除了是犯法行為，會破壞香港的法治及社會治安以外，更會為

香港經濟及繁榮帶來不可逆轉的損害。筆者相信這是香港主流民意的立
場，而最近「保普選反佔中」行動的成功更證明筆者的看法。「沉默的大
多數」變成「不再沉默的大多數」，表達守護香港法治與繁榮安定的立
場。民意堅實如石，反對派及「佔中」支持者不能忽視，特區政府亦應予
以重視。
另一方面，「佔中」發起人發動「佔中」行動，鼓動市民參與犯法行
為，本來就令人擔憂。而筆者更擔心的是，隨着有學生組織聲言參與，甚
至在今年「七一」當晚預早「佔中」，所以，有大批青年參與「佔中」是
可以預料的事。青年表達訴求要用適當的方法。要青年付上犯法的代價，
影響日後的前途，這是本人對「佔中」行動最反感的地方。早前，筆者就
以嘉賓身份出席了城市論壇，戴耀廷亦在席上。在討論過程中，筆者就質
疑戴耀廷發動「佔中」會鼓動青年參與。當時戴耀廷頗為激動地否認有其
事，聲言「佔中」行動的參與者必須是40歲以上的市民。筆者從根本上反
對「佔中」，但對於戴耀廷清清楚楚在鏡頭面前再次就此事澄清，筆者還
是歡迎的，更希望戴教授可以言行一致。
2017年的政改，中央沒有說過是最後一次的政改，大家亦無必要視之為
終極改革。非一步到位的方案就寧願原地踏步，甚至要以「佔中」作抗
爭，年輕一輩尤甚。法律框架以外的討論，到了今天意義已不大。在法理
容許的空間和可能性中，政府推出的方案和公民社會能否對方案作出建設
性的互動，將決定我們踏出普選第一步。大多數香港人「保普選反佔中」
的聲音，「佔中」人士和反對派不能再置若罔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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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明日舉行「和平普選大遊行」，大遊行籌委會宣
布，至今已接獲1,170個團體報名參加，預計遊行人數超過12.6萬人。不過，最
終會有多少人參與大遊行，仍然是未知數。但筆者始終對香港人有信心，在香港
面臨重要關口，在本港的法治和民主面臨威脅的時候，沉默的大多數一定會出
來，表達民意的呼聲。明日的大遊行，已經超脫政黨之別，而是要反映市民最純
樸的心聲，反對「佔中」，保護普選，這是香港社會最大的公約數。不論是左中
右的市民，只要是為香港好，都有理由明日走出來參與遊行。
對於大遊行「保普選反佔中」的主題，就是反對派都不敢明確反對，原因很
簡單，大遊行目的是要保普選，如果反對派打正旗號反對，他們豈不站在民主的
反面，他們之後還可以高舉「爭取民主的大旗」嗎？所以，反對派以至《蘋果日
報》之流，對於大遊行一直只採取冷嘲熱諷的態度，對發起人發動人身攻擊甚至
人格謀殺，其實都是因為怯於民意，不敢與反「佔中」的民意對撼，才要以這些
下三流手段意圖打擊大遊行。
不過，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反對派不敢正面與強大民意為敵，但不代表會坐
視大遊行成功進行，他們將會使出三大陰招：一是自編自導自演所謂收錢遊行鬧
劇，這是本小利大的抹黑行動。記得早年《蘋果日報》就曾導演出所謂「金毛青
年」收錢參與支持梁振英集會的假新聞。但及後卻揭發該青年根本是《蘋果日
報》派入去，並且製造出這樣一套低成本鬧劇。現在看來，這套鬧劇在明日幾乎
肯定會再上演，只要找來幾個反對派支持者接受《蘋果日報》記者訪問，說收了
多少錢遊行，就可以肆意對大遊行進行抹黑。不過，大聯盟對此已經作出防範，
對於有關行為，所有糾察都會立即拍下他們的容貌，公之於眾。如果再要自導自
演的人，小心自己成為了主角。

明槍易擋 暗箭難防
二是慎防激進派會故意製造衝擊。「人民力量」已揚言會在維園門口開街站進
行所謂「消毒」及舉行圖片展。可以預期，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挑釁參與遊行的市
民，甚至故意激怒他們以製造肢體衝擊，屆時他們就會立即報警，並且高調接受
訪問，指被遊行市民攻擊，他們是「暴民」云云，意圖將遊行市民「污名化」。
這種行徑其實並不新鮮，記得上一次政改方案時，市民舉行支持政改的大遊行，
同樣遭到社民連等激進團體的衝擊，導致活動一片混亂。這種陰招漠視參與市民
的表達自由和安全，與所謂民主精神相差十萬八千里，參與市民根本不需理會他
們，讓「人民力量」之流在街站上自暴其醜，最後灰頭土臉地離開就可以了。
三是要小心反對派媒體的誤導。在遊行中，一些親反對派傳媒的記者，會隱藏

記者身份走入人群中，之後故意找一些獨自參與遊行的人士，不斷向他們提出種
種具誤導性的問題，繼而將市民的說話斷章取義，大力抹黑。這是反對派的一慣
伎倆，參與遊行的市民對此應有所警惕，以免意願被別有用心者扭曲。
當然，不論反對派花招再多，也不可能隻手遮天，掩蓋廣大市民的民意。明日
是香港前途的一個分水嶺，香港是向上騰飛還是向下沉淪的關鍵點。市民花一個
下午走出來，參與「保普選反佔中」大遊行，不為什麼，就是為了我們生活的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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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個月以來，社會各界都積極就着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表
達意見，因為我們即將有機會迎來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由全港市民
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社會各界自然關注當中的發展。然而，
有一些人卻以爭取「真普選」為由，提出發動「佔領中環」行
動。
另一方面，過去一個多月，香港有大批市民自發參與反「佔

中」簽名活動，紛紛對「佔領中環」行動表示反對。參與簽名的
市民有過百萬之多，他們不少都是流着汗水和冒着雨水走出來
的，他們的堅持和對香港前途的關切，實在值得我們肯定。
過百萬市民反「佔中」簽名，反映了廣大市民的心聲，這股民

意必須正視和聆聽。雖然未必人人認同，但這群市民的心聲都應
該值得尊重。

珍惜和平 反對「佔中」
較早前，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就指

出，「佔領中環」1日，香港或會損失16億元。16億元的估
計，只計算靜態生產力，未包括流失遊客等損失。而「佔領中
環」也未必是一日的事，屆時，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定必更嚴
重。前幾天，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就在網誌撰文，指出近期外圍
經濟不明朗，加上近月旅遊及零售業的經濟數據均出現倒退，
香港的經濟前景確是令人擔憂。假如在經濟不明朗的時期，再
出現「佔領中環」等行動，香港經濟勢必受到衝擊，屆時，受
苦的只會是香港人。
曾司長亦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香港是由700萬人一同組

成，無論你的意見是怎樣，對方也是700萬市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雖然他人的意見和自己不同，但仍需尊重並理性考慮他人的合理
性。未來的普選方案必須得到絕大多數市民的支持，抗爭、鬥爭恐
怕無助凝聚共識，只會影響普選的落實。縱使有不同意見，但都需
要互相尊重，有商有量，願大家齊心坐下來為香港的未來加油！
在此我呼籲大家，為和平，為普選，為下一代，8．17下午3時

約定您，維園見！

齊心保普選 為香港加油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保普選 反佔中」凝聚共識 推動政改

「保普選反佔中」簽名行動所反映的民意基礎，具有廣泛代
表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特首梁振英領導的政府管治團隊，以個人名義支持「保
普選反佔中」簽名，特首本人也簽名支持。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反「佔中」的立場不難理解，甚至是必要的。從另一個方面來
說，政府管治團隊帶頭參與簽名，給社會上的沉默大多數起到
重要示範作用。「佔中」違法違憲，得不到市民支持，也無法
收買人心。有些人提出政府官員應政治中立，參與簽名就會失
去政治中立云云。其實不然，在關係香港未來的大是大非問題
上，官員個人憑良知做出判斷的行為，應得到尊重和重視。如
特首梁振英所言，簽名雖然是個人行為，但同時也是政府官員
應有的態度，因為在守法和犯法之間沒有一個中間地帶，社會
應形成共同一致的共識。

簽名行動涵蓋社會各界的民意
二、立法會議員的簽名，尤其是建制派，在該問題上由始至
終都是一致的。普選方案要獲得通過，必須在立法會得到三分
之二議員支持，而建制派在立法會的議席有43席，雖然不足三
分之二，但卻是推動普選的中堅力量。普羅大眾支持2017普選
特首，反對「佔中」，建制派可連同其他黨派，進行新一輪的
合作。有了民意的支持，建制派或反對派議員，投票支持政改
方案，推動政改向前發展，自然有了底氣和民意支持。
三、五大商會表態支持反「佔中」，並發動簽名，是代表工

商界的立場發聲。在香港這樣一個具有特殊歷史的工商業主導
型社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香港幾大商會中，香港總商會
具有超過150年的歷史，是港英政府年代最早成立的商會組
織，會員以外國商人為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以本港大型地產
商為主，也包括英資企業，在香港以至國際上有非常重要的聲
譽。幾大商會組織，保守估計不少於二萬名會員，領導着超過
百萬名工商專業人員，他們的發聲是具有代表性的。工商業一
向側重於關注經濟民生政策，現在能夠站出來公開表態「保普

選 反佔中」，對於社會上的
沉默大多數，起到了帶領作
用。同時，商會的反「佔中」
行動，動用了一千部小巴，貼
上相關海報，穿梭香港各區的
鬧市窄巷，覆蓋率廣，規模宏
大，對於宣傳「保普選 反佔
中」行動，增加簽名投票率收
效甚高。
四、除了工商界人士，還有

來自勞工基層的聲音，為勞工
界的利益和立場發聲。擁有50
萬會員的工聯會，代表着香港
數十萬個基層家庭，囊括過百萬選民，在人數上具有絕對優
勢。工聯會每年均會組織大規模的集會慶祝活動，有較強的組
織能力。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就身兼大聯盟的發言人。工聯會
在全港設置上百個實體簽名站，發揮了吸納民意的巨大作用。

凝聚愛國愛港力量推動普選
五、除了建制派陣營以外，另一股有力的反「佔中」力量，
就是由同鄉社團組織發動的反「佔中」活動。以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帶領的同鄉會組織，也同樣動員了廣
泛群眾。因為背景關係，他們對兩地的交流往來有更加深刻的
認識和了解，站在個人發展和宏觀環境的角度上，他們更加期
望香港社會穩定，期望香港實現普選。「佔中」將破壞現有的
穩定環境，「保普選反佔中」是合理的行動，也是站在道德高
地。為此，簽名行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讓他們自發性地
走到一起，走向街頭，參加這個極具意義的簽名活動。這逐漸
形成了社會的主流力量，形成維護香港穩定繁榮；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愛國愛港力量。主流意見，就是反對破
壞香港的「佔中」行動；社會達成的共識，就是在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下如期實現特首普選。
六、部分法律界、學界、教育界、宗教界別的關聯人士，也
成為了「保普選反佔中」簽名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對於這樣的
情況，是組織、參與「佔中」人士不想也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其實大多數理性、務實、期望香港穩定繁榮的人士，都支持如
期實現普選，反對「佔中」，也走出街頭參與簽名。
為此，筆者認為，「保普選反佔中」簽名的成功，表達了香
港社會各階層大多數反「佔中」、反暴力的立場，是香港的主
流共識。希望中央和特區政府重視民意，以此為基礎，進一步
團結社會各界，凝聚愛國愛港力量，有商有量討論普選，達成
普選的最大共識。

「保普選 反佔中」行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用
一呼百應來形容也不為過，簽名人數已經突破140萬
大關。大聯盟本周日更會舉行「和平普選大遊行」，
至今已接獲1,170個團體報名參加，預計遊行人數超
過12.6萬人。「保普選反佔中」大簽名大遊行取得
巨大成功，這也是因為民心所向，得益於社會各界的
支持，主流民意因為這個平台得到充分表達，凝聚港
人的向心力，推動政改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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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右三）與市民齊簽名「保普選 反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