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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哲學，通常來說，就是為人類提供認識世界包括
認識社會的方法的一門科學。因此，有人將哲學稱之為
「是一門給人智慧、使人聰明的學問」。從哲學上看，
時間和空間是物質運動的存在形式，任何一項事物總要
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存在，都處在歷史發展過程的一
定階段。這就要求了解和認識人大決定，需要有時空觀
念。我們討論本港的普選問題，必須有世界歷史和香港
歷史的時空觀念，才能追本溯源，認清問題。

從世界和香港歷史的時間角度看問題
從世界歷史的時間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是經歷了

幾百年的發展才達到今日這樣的水準的。19世紀30年
代至40年代的英國大憲章運動就提出實現選舉區平
等，但直到1970年才實行18歲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
享有選舉權，可見英國單是普及選舉權就經歷了一個半
世紀之久。法國是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國家，但從

1789年法國大革命頒布《人權宣言》，直到1974年才
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18歲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選
舉權，法國普及選舉權經歷了185年。美國儘管在1787
年頒布憲法時就規定了公民的選舉權，但直到1971年
才實現了普選權，美國普及選舉權經歷了184年。

從香港歷史的時間角度看，香港在150多年的殖民統
治時代，歷屆港督由倫敦欽點，港人根本沒有選舉政
府首長和組織政府的民主權利。在長期殖民統治期
間，香港是「英人治港」，華人被嚴格排拒於決策層
之外。直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當時的
立法局議員仍然由官守議員和委任議員組成，沒有任
何民主可言。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在擬定對港基本
方針時，就提出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必須明確的
是，本港的普選並非源自中英聯合聲明，該聲明中只
是提到「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
央人民政府任命。」這也說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

並非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談判的產物。

真正明確香港普選之路的是基本法
在香港實行普選，是中央政府首先提出，並在基本

法中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達至由普
選產生的目標。回歸後，中央採取務實舉措，穩步推
進香港民主發展。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
有關解釋，明確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程序，香港民
主循序漸進向前發展邁向普選的法律路徑更加明晰。
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更加明確了香
港普選的時間表。2004年和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兩次決定，確保了香港政制發展
在基本法軌道上進行，維護了香港大局穩定，為落實
普選創造了必要條件。

人大決定堪稱大好事
張曉明指出，這次人大決定進一步敲定了香港2017

年可以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的時間表，它意味着在香港
回歸祖國剛滿20周年的時候，普選這一在港督管治香
港的一百多年時間裡難以想像的願景就可望變成現
實；意味着在香港基本法裡用「最終達至」一詞描述
的不確定的時間概念，可望定格在一個明確的時間節
點上，也就是在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
的中期還不到的時候，香港市民就可以一人一票選特
首。所以，張曉明強調，單從時間角度來說，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這一決定就是一個堪稱積極的決定。如果
不受任何先入為主的言論影響的話，正本清源地講，

這是一件大好事。
人大決定是當前時空條件下最

合適的方案。正如張曉明指出，人
大決定是中央政府在廣泛聽取香港各界人士意見的基礎
上，經過認真研究、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後審慎提出來
的，是按照法定程序確定的，是一個合情、合理、合法
的方案。它不是一個權宜之計，而是一個「精品」。它
也是一個「靚女」，頂多是之前「鎖在深閨人未識」而
已。

170名常委全部投贊成票帶出的信息
人大決定是當前時空條件下最合適的方案，還有一

個事實可以證明，即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決定的表
決情況。據張曉明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共
有172人，他們當中有長期擔任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
自治區領導職務的負責同志，有眾多領域的知名專家
學者，還有多位院士、科學家，他們具有豐富的管理
經驗、廣闊的國際視野、高水準的參政議政能力，在
表決關於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決定草案時，出席
會議的170名常委無一例外地全部投了贊成票。這個現
象說明了甚麼呢？張曉明指出，這說明常委們都看清
了香港現在面臨的政改問題的實質，都理解香港社會
對普選的熱切期望，都認同為香港的普選制度立好規
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個投票結果不僅代表一種民
意、一種決心、一種意志，而且代表人大決定是當前
時空條件下最合適的方案，因此才獲得出席會議的170
名常委全部投下贊成票。

當前「時空條件下」人大決定是最合適的方案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香港青年聯會會董會就職典禮上的演講指出，套用一句哲學語言，人

大常委會決定的方案是在當前的「時空條件下」最合適的方案。的確，從哲學上看，任何一

項事物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存在。這就要求我們看待人大決定，需要有一個時空

觀念。在當前的「時空條件下」，正如張曉明指出的那樣，這次人大決定有兩個「意味

着」：一是意味着在香港回歸祖國剛滿20周年的時候普選可望變成現實；二是意味着普選

的時間概念可望定格在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的時候。所以，

張曉明指出，單從時間角度來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一決定就是一個堪稱積極的決定，是

一件大好事！

戴耀廷在人大常委會就政改作出決
定後，隨即宣布「佔中」的目標失
敗。他又對公眾說，如果現在就公布
「佔中」的時間和地點，他就會被
捕，所以不能宣布具體的行動計劃云
云。
但當公民黨大力支持學聯的罷課行

動，頭頭傾巢而出做騷之後，戴耀廷立即改變調門，
大力煽動年輕學生參加罷課，唯恐他們不去做炮灰，
不去送死。戴耀廷向學生大派迷幻藥，昨日出席《城

市論壇》後表示：「學生罷課是他們自己的決定，他
們有獨立思考」，「欣賞年輕人不是只顧自己，亦會
關注社會發展」。他甚至教唆學生不要聽家長勸告，
要敢於忤逆父母，猛講「成年人也不能左右其決定」
的謬論，要把學生往懸崖推下去。為人師表，戴耀廷
的心理是非常陰毒黑暗的，也是非常缺德的。
他從來沒有考慮到教師一定要保障學生安全，保障

學生不要走上犯罪的邪路，這是教師的天職。現在，
反對派政客和戴耀廷自己不去「佔中」，不把自己的
子女送上前線，不要自己的子女坐監。甚至連公民黨

在大學裡的教師職員，也不敢宣布自己罷教一個星
期。因為如果這樣做，按照合約，大學可以解除這些
人的教席。為了飯碗，反對派在大學搞搞震的政客，
也不敢站出來說自己罷課，而是宣稱自己「支持學生
罷課」。
由於「佔中」已經動員失敗，十個死士已經有三個

逃脫，戴耀廷也公開說，擔心自己會被捕。現在的形
勢是，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數去「佔領中環」，他們臨
急抱佛腳，竟然想到通過罷課引導學生走向「佔中」
的鬼主意。
學民思潮已經宣布「倡議中學生罷課一日，齊齊到
廣場上學習」。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香港電台節

目說，呼籲中學生響應罷課，並有意再次「圍佔」政
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學民思潮從來舉行集會和遊行，
都沒有按照法例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在這樣的情況下，戴耀廷向青年學生大灌迷湯，推
動他們罷課，就是和公民黨站在同一條陣線，靠害別
人的子女，明知非法集會和「圍佔」政府總部，必然
會有人被捕，仍然說學生做得好、「有獨立思考」。
這即是說，把幕後策劃的政客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了。若將來學生被捕了，也被政客們解釋是他們咎由
自取，是他們獨立的思考和決定。戴耀廷實在是太不
負責任，太卑鄙狡猾了。

戴耀廷推學生去死 徐 庶

■責任編輯：簡 旼 2014年9月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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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補選 曾秀好勝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離島區議會坪洲及喜靈洲選

區昨日舉行補選，由任職保安經理的曾秀好勝出。
由於原區區議員安慶英於本年4月病逝，離島區議會坪洲

及喜靈洲選區昨日舉行補選，以填補議席空缺。選區內3,722
名已登記選民中，截至晚上10時30分，有2,269名選民投
票，投票率為60.96%(人數只供臨時參考)。補選由曾秀好以
1,249票勝出，擊敗獲得296票、以獨立身份出選的民主黨成
員陳智連，以及獲得697票的商人黃志林。
有地區人士表示，曾秀好獲坪洲鄉事委員會主席黃漢權支

持，與已故的安慶英屬於同一陣營。黃志林則是坪洲商會人
士，獲鄉議局副主席、前坪洲鄉事委員會主席林偉強支持。
該人士又指，陳智連曾經為「街工」成員，由於陳在同區過
去兩次區選中，得票均不足兩成，民主黨中委會認為，若陳
今次代表民主黨出選而大敗，則讓大眾認為民主黨以至反對
派不得人心，挫敗「佔領中環」士氣，所以權衡勝算及現時
政治形勢後，拒絕讓陳代表民主黨出選。因此，陳是次以獨
立身份出選，是區內一名賣菜戶，形象較大眾化。

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8月 31日，通過
香港行政長官普選

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的決定。民建聯認
為，決定穩健、合理，全面體現香港基本法精
神，讓全港500多萬名合資格選民，可於2017
年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踏出香港憲政改革
的重要一步。

盼速有具體方案討論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有些關於落實普選的

具體細則，例如參選人「入閘」門檻及普選是
否採用兩輪制等，相信會於第二階段的政改諮
詢中處理。因此，民建聯希望政府盡快提出具
體方案，讓社會各界進一步討論。
香港必須循序漸進、堅固穩妥地發展選舉制

度，才有利於香港的長遠發展及國家利益。民
建聯堅持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以體現行政長官必須對特區及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的精神。人大常委會是次通過的決定，能夠
為有關規定提供恰當的制度保障。

激烈行動無助推動普選
人大常委會決定公布後，26位「泛民」議員

表明，會在立法會否決政府提交的政改方案。
「佔中」行動發起人表示，「佔領中環」勢在
必行，學界亦聲稱會發起罷課。民建聯不認同
任何破壞與中央關係、損害本港利益的行為，
任何激烈的行動均無助推動普選。早前有150
萬市民簽名、25萬市民參與8月17日的「為和
平、保普選、反佔中」活動，表示希望落實
2017普選及反對「佔中」，民意相當清晰。如
果政府方案未能獲得三分二立法會議員支持，
政制發展只會原地踏步，逾500萬名合資格選
民便會失去投票選特首的機會。
民建聯相信，在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政府提

出的普選方案，仍有不少討論空間。民記期望
市民繼續表達意見，「泛民」議員能順應民
意，投票通過普選方案，讓政制向前邁步。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一向甚有「諗頭」的民建聯年輕議員陳恒鑌，今
年中秋節嘗試以科學方法與街坊近距離賞月。大學
時代曾選修天文科的陳恒鑌，日前安排了3部天文
望遠鏡，在荃灣、東亞、富麗花園舉行一年一度的
中秋「Party」。四場中秋晚會共有2,000名街坊參

與，透過天文望遠鏡近距離賞月，感到很新鮮，晚會氣氛
相當熱鬧。
陳恒鑌向記者表示，自己一直對天文學懷有濃厚興趣，

大學時期曾經選修天文學科，對宇宙略有認識。當選立法
會議員後，他希望透過這些活動，引起市民對宇宙、天文

學的興趣。適逢中秋佳節，月亮最圓，他透過天文望遠
鏡，讓街坊、小朋友有機會更清晰地一睹月亮全貌，希望
大家玩得開心。除了賞月外，在場亦設有很多攤位遊戲。

望抽空一家三口郊外觀星
陳恒鑌又透露，當年剛認識太太時，拿着天文望遠鏡與

她一起賞月、看星，成為主要的拍拖節目。但現時工作繁
忙，難以再有這「閒情逸致」，「囡囡出世至今，都未帶
過囡囡看星星」，期望今年可以盡量騰出時間，一家三口
到郊外觀星。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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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鑌與街坊近距離賞月。

寄養家庭慶中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婷）今日是中秋節，香港中華總

商會昨日招待逾300位寄養家庭

成員享用自助午餐，提前共慶中

秋。有已提供寄養服務十多年的

家長表示，雖然是照顧別人的子

女，但過程中「只有甜、沒有

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表示，衷心感謝自願提供寄養服

務的家長，「他們的關愛精神是

社會上不可或缺的。」

中總「愛心行動」與「築福香港」在中秋節前夕，
於會議展覽中心合辦「家家同樂賀中秋」活動。

來自100多個家庭、逾300位寄養家庭成員，一起享
用豐富的自助午餐，欣賞舞蹈和魔術表演。

林鄭：11機構服務 943童受惠
扶貧委員會主席兼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因各
種家庭問題而得不到家人適當照顧的兒童，可安排入
住寄養家庭，直到他們與家人團聚為止。目前全港共
有11間非政府機構提供寄養服務，截至今年7月底，
已登記的寄養家庭共有934個，943名兒童正接受服
務。

張建宗：未達低資 完全「捱義氣」
張建宗表示，要成為寄養家長必須有愛心、非常喜

歡小朋友、具義務工作的關愛精神，獲得的資金亦不
多，「連最低工資都達不到，完全是『捱義氣』」，
對願意作出無私奉獻的寄養家長表達衷心感謝，形容
「如果沒有他們，社會福利署會不知怎算好」。
本身沒有子女的楊生楊太，15年間照顧過14位寄養

兒童。楊生表示，一向喜歡小朋友，十多年來「只有
甜、沒有苦」，亦會與很多已與家人團聚的「子女」
保持聯絡，「有些已經是中六生，聽到他們叫我一聲
『叔叔』，就令我感到好甜、好欣慰。」
現時照顧一名患有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已經接近7年

的陳生陳太表示，小朋友自7個月大開始已由他們照
顧，但亦曾經有過束手無策的感覺，需要找社工商量，
再付出愛心和耐性。被問到會否捨不得小朋友將來返回
原有家庭，陳太直言：「最希望小朋友與家人團圓，始
終他們對自己的父母有特殊感情。」

天文望遠鏡派對 恒鑌與街坊賞月

中總招待自助餐

■台上有精彩的歌舞表演，與寄養家庭成員共慶中
秋。

莫雪芝攝

■香港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與「築福香港」在中秋節前夕，合辦「家家同樂賀中秋」活動。 莫雪芝 攝

──人大常委會決定系列解讀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