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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九天

：訴求已傳達「佔領」者應撤離
強調民主基石屬法治 理性表達普選意見尋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煽動示威者「佔領」金鐘、中
環、銅鑼灣及旺角等，令不少市民
忍無可忍，爆發了多次衝突。香港
政界、法律界和宗教界團體，包括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特區終審
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等， 都強調
民主的基石就是法治，「佔領」更
已對民生造成影響，而特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亦已聽到他們的訴求，
「佔中」參與者應考慮人身安全，
盡快撤離，理性表達普選意見，尋
求政改共識。

校長公開信「站出來」鬧政客躲後方「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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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中環、旺角、銅鑼灣已被
「佔領」一星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示，當局目前未
有足夠數據準確評估「佔中」行動引致的經濟損失，但各行
各業的確受影響，長此下去一定會衝擊香港經濟。他強調，
港人過去數十年築起了堅固的經濟、法律「城牆」，「城
牆」一旦守不住，難免動搖香港各方面，後果無人能夠承
受。現在是大家尋找合作空間，共同化解危機的時候。

餐飲旅遊會展運輸等已受影響
曾俊華昨日下午前往美國，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

銀行年會。他出發前向記者表示，未有足夠數據準確評估
「佔中」行動引致的經濟損失，但大家都看到包括餐飲、旅
遊、會展、運輸等行業已受影響，長此下去一定會衝擊香港
經濟。
曾俊華昨日發表名題為《祝福香港》的網誌時指出，「佔

中」行動過去七天發展速度之快，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難免會令人擔心會發生嚴重亂子，令他持續睡不安寧。他認
為，前日兩批支持和反對「佔中」的市民在旺角發生衝突，
「進一步加深了我們的憂慮，擔心繼續下去，更嚴重的事情
隨時一觸即發。」
他坦言，面對多條主要幹道被堵塞、逾萬名市民集會、政

府部門被包圍、商業活動受阻、多間學校被迫停課等問題
下，社會大部分環節，例如交通、公共服務、通訊網絡等仍
有效運作，實在有賴香港的「底子厚」，多年來建立了一套
恆之有效的城市管理系統，以及市民對基本制度的認同和配
合，作用就像一道堅固的「城牆」。
他又指，過去數天的金融系統和市場運作大致暢順，實有

賴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及過去一年多的準備工夫。
不過，曾俊華強調，沒有人知道香港這道建立多年的「城

牆」能抵受多猛烈的衝擊，當「城牆」守不住，香港的城市
秩序、管治根基和核心價值，難免會被動搖，「這個代價是
我們所有人都無法承受，亦是我最憂慮的地方。」
他指出，是次群眾運動演變前所未見，政府、政黨、民間

團體、傳媒和市民都沒有應對的經驗和心理準備，令眼前困
局更難處理，加上各群體對事件的理解與判斷全不相同，反
應南轅北轍，亦更難以預測事態發展。

倡尋合作空間 共同化解危機
曾俊華認為，社會分裂走向兩極，對任何一方以至香港的未來和下

一代都不是好事。他相信絕大部分市民都愛惜這個家，不想見到珍貴
的成果因是次危機而遭到傷害甚至被犧牲。「故此，現在絕不是討論
勝負，或者將責任推向對手的時候，而是我們尋找合作空間，共同化
解危機的時候。」
他坦言，發現最近無論是親人或朋友之間，都會因意見不合發生爭

執，甚至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unfriend」不同意見的朋友，令他感
到匪夷所思。曾俊華以自己為例，指他和大部分朋友的關係從不是建
築在共同的政治信仰上，而這種因一時頭腦發熱而作出的決定，到頭
來必然會發現是毫不值得的。
曾俊華認為，今次事件是對全香港人的一次重大考驗，必須依靠眾

人智慧和耐性處理，希望無論是支持或反對「佔中」的市民，決定每
一個行動前，都記着可能關係到所有香港人及這個城市的命運，「願
你們能夠一切以香港為念」，又相信「難過的日子總會過去，雨後必
會天晴。」
他直指，外地傳媒連日來對香港事態發展作出了鋪天蓋地的報道，

「世人都在注視我們，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誤解，這些印象難免影響香
港的國際形象，需要好好澄清。」自己是次出訪美國，是對外說明香
港目前情況的良機，藉此回應問題和誤解。
曾俊華續說，他在行程中將首次與聯儲局主席耶倫會面，亦會出席美

國傳統基金會晚宴，期望藉着是次機會向基金會陳述香港最新情況，維
護基金會和其他外資對香港的信心，並了解美國經濟最新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佔中」行動引
發的衝突導致多人受傷，危及學生人身安全，引起
教育界憂慮。多所大專院校校長陸續現身示威會場
探望學生，昨日各自發表公開信予師生，表示欣賞
學生理性表達訴求，但特區政府已願意就政改問題
對話，若「佔中」行動持續，將導致香港社會繼續
撕裂和內耗，呼籲師生盡快撤離示威區。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

港教育學院、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公
開大學、珠海學院、恒生管理學院等院校的校長
及學友社，昨日發出公開信或公開呼籲，要求師
生撤離危險區域。

中大憂港續撕裂內耗
中大校長沈祖堯表示，運動已有一定成果，令

社會對追求民主有更大關注和更深了解，特區政
府亦願意就政改問題對話，學生和巿民的安全是
追求民主最可持續的方法，若「佔中」行動持
續，「會令香港社會繼續撕裂和內耗，成果亦因

此而被大幅抵銷。」

教院痛心釀流血事件
教院校長張仁良表示，對於示威行動引發的衝

突並釀成流血事件，感到痛心難過，認為追求民
主、推動社會進步，不爭朝夕。

港大科大城大理大公大憂安危
港大校長馬斐森、科大校長陳繁昌、城大校長

郭位、理大校長唐偉章及公大校長黃玉山均認
為，有見過去數天各示威地點出現衝突和混亂，
事態發展可能進一步惡化，憂慮學生與教職員的
人身安全，呼籲師生立刻撤離示威範圍。
郭位補充說，早前因公務關係身在美國，現正

趕回香港，但最牽掛的是同學安全。

嶺大：盡力協助有需要同學
嶺大校長鄭國漢要求師生立刻撤離，他指該校

立場是警方若沒有搜查令或拘捕令，不會獲准進

入嶺大校園。大學會盡力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協
助，包括情緒輔導支援、法律諮詢等，並已尋求
友好律師義務陪同錄取口供及保釋，校方亦安排
具備法律背景的老師提供意見，並轉介律師協助
同學。

珠海：重啟對話 唯一辦法
珠海學院發言人表示，學生在過去一周表現克

制，相信社會已聽到訴求。校方認為，重啟對話
是唯一解決方法，並且極度關注學生學習情況，
不希望學生學業受嚴重影響，期望他們重返校
園，重回追求知識的正軌。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亦指，事態發展嚴重，
隨時「擦槍走火」。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則
指，撤離不等於行動失敗。兩人均勸學生盡快撤
離。
學友社強烈譴責公然傷害巿民的暴力行為，並

呼籲學生盡快返回課堂繼續學業。學校及青年團
體提供適切輔導，協助學生疏導情緒。

董建華昨晚發表聲明，「『佔領』行動
的學生和年輕朋友，你們對民主的訴

求，我們都清楚聽到了。你們對理想的執
着，我們是理解的。 街頭的抗爭活動，往
往會有預見不到的複雜變化，不但影響學生
的學業和前途，還可能危及你們的安全。」

已入第八日 情況愈複雜
他續說，「佔領」行動昨日已進入第八日，

情況愈來愈複雜，「我和香港很多父母和老師
一樣，整天憂心忡忡，擔心學生的安全。所以
我呼籲你們，盡快撤離示威區，以策安全。」
董建華指出，香港是多元社會。「你們拋
開一切，參加「佔領」行動，追求民主，作
出了很大的犧牲。但民主的基石，就是法
治，遵守法律。同時多元的文明社會，對
話、溝通是解決不同意見的方法。」

「今天學生，明天特首」
他表示，學生是香港的未來。「今天的學
生當中，會有香港明天的特首。我相信，你
們除了理想和執着之外，也有勇氣和智慧，
我呼籲你們拿出勇氣與智慧，積極平和地去
了解不同的意見，進行良性互動，以多元社
會的視野，謀取共識，並與全港市民一起，
盡最大的努力，建設香港的未來。」
李國能發出公開聲明，提到年輕人是香港

的未來， 透過他們近日的和平抗議活動，
學生對民主的理想和追求已經得到全面的理
解和尊重。他指出，抗議活動已經對社會民
生構成干擾，學生也必須明白和尊重社會各
方的利益，現在是時候離開抗議場地。他強
調，沒有人願意看見學生受傷，認為學生應
立即撤離，否則人身安全將面臨危險。

楊鐵樑：言語討論勝肢體表達
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楊鐵樑昨日亦就「佔

中」形勢發表聲明，指港九多處發生的示威
行動，已經對各方面造成傷害，認為大家應
以冷靜頭腦、包容態度和廣闊胸襟，前瞻性
地思考怎樣去說服對方，尋求解決方法。
他說，香港以至世界不少地方都已聽到示

威者的聲音，產生一定影響力，示威者現在若
能以言語和文字討論事件，進一步爭取訴求，
遠比以肢體來表達有效得多。他呼籲參與的年
輕人或居民必須保持克制，互相理解立場，不
要再讓激烈行動損害事業學業和自身安全。

唐英年：宜對話非對峙
政界人士也呼籲各方保持克制。全國政協

常委、前特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日的聲明
表示，社會民生及經濟至今已因連串衝突和
混亂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學生及其他示威
人士應立即撤離，確保個人安全。
他相信，特區政府已聽到示威者訴求，而

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是對話，不是對峙，並強
調政制改革應依循香港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循序漸進發展，各方持份者應保持冷
靜，先讓社會回復正常運作，再務實理性建立
溝通商討政制發展，避免不必要衝突。

梁美芬盼搞手為年輕人着想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發表公開信，指

「佔中」瀕臨失控、「佔領」發起人仍在鼓
動學生，學生被推到台前，罷課後受形勢所
迫沒法撤退，警察成為磨心。但總有些發起
人對示威者及學生說事態不是那樣嚴重云
云，叫學生留守不能撤退。
她指出，市民的對立情緒現已瀕臨失控，

隨時出事。她衷心呼籲巿民大眾原諒這些追
求理想，但不知道自己也剝奪了別人追求理
想的學生，他們更不知道已激起民憤。她懇
請各方促成對話，尤其希望「佔中」發起人
為年輕人着想，不要再叫學生站在風險的最
前線，一起叫同學們回家。

林大輝：勿累市民小商戶陪葬

立法會工業界（二）議員林大輝指，「佔
中」已引起全港市民和國際社會關注。組織
者和集會人士應知所進退，不能無了期挑戰
政府的底線和市民的容忍力，更不能令市
民、小商戶成為陪葬品，並要求所有「佔領
者」立刻撤離，又希望無論是支持或反對
「佔中」，各方都要保持克制和冷靜，盡快
回復社會秩序，讓市民和學生正常上班上
學。

佛教聯籲倡拋開小我放下成見
在宗教界方面，香港佛教聯合會指出，該

會非常擔憂暴力衝突持續惡化，故呼籲所有
參與集會人士應保持冷靜，立即和平離開。
「佔中」組織者亦應拋開小我，放下成見，
以香港社會穩定及市民生計大局為重，切實
保護集會人士。聯合會續指，香港的繁榮穩
定是港人的幸福之本，得來不易，港人應團
結一致，珍惜所有，縱有政治異見亦應互相
尊重，誠意商討，求同存異。

造成社會撕裂 大專校長籲速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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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行政會議全體非官守議員
昨日就「佔中」行動發表聲
明，譴責連日來在集會現場發
生的暴力行為，表示絕不容忍
任何暴力行為，呼籲各方保持
克制。聲明又指，警方維持公
眾秩序，秉公執法，行政會議
全體非官守議員表示支持。
行政會議全體非官守議員
在聲明中，呼籲所有參與
「佔中」行動及集會的人士
盡快離開集會現場，不要再
堵塞通往政府總部的出入口
和其他主要道路，讓公務員
正常上班，繼續為市民服
務；受影響的公共交通服務
亦能早日回復正常，讓市民
和學生今日如常上班上學。
聲明又促請學聯就討論政改
與政府展開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香港學校校長一向
甚少對政治議題表態，但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校長龔
廣培面對「大是大非」，昨日決定向全校學生發出公
開信。他批評有政客推學生去「佔中」，並讓學生
「打頭陣」，不但違反「佔中」不准未成年人士參加
的承諾，而且利用了市民對學生的尊重、愛護和信
任，先領「頭彩」，而自己則在大後方趁機「抽
水」，爭取未來的政治籌碼。
龔廣培昨日向全校學生發出公開信，明確表示不

支持一切導致「一拍兩散，玉石俱焚」的
政治行動，又認為支持民主也不一定要支
持「佔中」、全港罷教和罷課。

代價他人承擔 策動者陷誤區
他認為，「佔中」行動「忽略了所有生
活、甚至生計被他們（『佔中』者）影響
的市民，代價則由別人承擔，策動者已經
陷入第一個『誤區』。示威時間愈長，示

威者與受影響人士的衝突越大。」

妄想代表全港 反增仇恨戾氣
龔廣培續說，「佔中」示威者以為他們是「代表
全港民意」是第二個思想錯誤，「若大家依然採用這
種『敵我矛盾，非友即敵』的思維繼續下去，我看不
到民主會在明天的香港出現的可能性，反之仇恨與戾
氣則會與日俱增。」
他強調，若缺乏互相尊重、聆聽、包容、接納和

妥協的民主，只是「另類的專制」，不配稱
為民主。
身為教育工作者，龔廣培指，保護學生不
受傷害是其天職，但慨嘆「政治鬥爭不為人
知的一面並非一般市民所能解讀，更何況是
我們極力要保護的中學生？」他希望同學收
拾心情，檢視過去10天所學到的東西和對政
治的覺醒，讓它慢慢在內心沉澱，醞釀成為
明天要走得更高、更遠的行糧。

■教院校長張仁
良表示對衝突感
痛心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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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長沈祖
堯憂「佔中」行
動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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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長馬斐
森勸喻學生撤離
示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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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校長陳繁
昌憂慮學生與教
職員的人身安
全。 資料圖片

■城大校長郭位
最牽掛的是同學
安全。

資料圖片

■理大校長唐偉
章擔心事態發展
可能進一步惡
化。 資料圖片

■公大校長黃玉
山呼籲師生立刻
撤離示威範圍。

資料圖片

■嶺大校長鄭國
漢表示會盡力協
助有需要同學。

資料圖片

■■董建華表示董建華表示，，社會已清社會已清
楚聽到學生的訴求楚聽到學生的訴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國能指李國能指，，學生對民主學生對民主
的理想和追求已得到全面的理想和追求已得到全面
的理解和尊重的理解和尊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楊鐵樑表示楊鐵樑表示，，示威者若示威者若
以言語爭取訴求以言語爭取訴求，，遠勝肢遠勝肢
體表達體表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唐英年表示唐英年表示，，解決問題解決問題
的最好方法是對話的最好方法是對話，，不是不是
對峙對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大輝表示林大輝表示，，集會人士集會人士
應知進退應知進退，，勿讓市民勿讓市民、、小小
商戶成陪葬品商戶成陪葬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美芬盼梁美芬盼「「佔中佔中」」搞手搞手
為年輕人着想為年輕人着想，，叫同學回叫同學回
家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龔廣培
該校網頁圖片

董建華
李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