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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佔中」已是民心所向
非法「佔中」已近兩個月，反「佔中」的聲音一次

高過一次。港大最新民調顯示，超過8成的受訪者認為
應該停止「佔中」，近7成的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應該
清場。除港大外，由全國「港澳研究會」公佈的首份
於香港進行的民調顯示，逾9成受訪者認為「佔中」不
能改變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的決定。香港中小型企
業大聯盟、香港西醫工會、香港新民黨等社團和政黨
都公佈民調或專業人士調查報告，「停佔」、「撤
佔」的呼聲都超過8成。
自作孽者必遭天譴，犯眾怒者必被唾棄。越來越多

的香港市民看清了「佔中」搞手的本來面目，感受到
了「佔中」對經濟民生帶來的切膚之痛，認識到了港
版的「顏色革命」並非空穴來風。反「佔中」已是民
心所向，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清場已是眾望所歸，所剩
無幾的「佔中」分子已是「困獸之鬥」。一場打着
「民意」旗號、試圖掀起滔天巨浪的違法行動，將不
得不在強大的民意面前慘淡收場。這是一次民意的勝
利。民意不可違，「困獸」要住手。

民意的勝利是最大的勝利
「佔中」搞手們從一開始打的就是「民意牌」，他

們先後拋出了「真普選」、「公民提名」、「公民抗
命」等概念，似乎他們才是民意的真實代表，「佔
中」才是表達民意的唯一渠道，所謂的「國際標準」
才是解決問題的法律依據。他們利用青年學生易於衝
動的弱點，煽動少數人對社會不滿的情緒，抄襲「顏
色革命」的做法，玩起了「雨傘革命」。即使如此費
盡心機，今年8月份搞的所謂「佔中公投」也僅有78
萬人簽名，且數字包括大量水分而備受質疑。而隨後
的反「佔中」簽名人數卻多達150萬人，「8．17」 和
平普選大遊行更是「沉默大多數」的一次集體發聲，
約20萬市民用雙腳表達了反「佔中」的意願。香港的
主流民意是什麼？早已明明白白。
儘管在民意較量的第一個回合敗北，「佔中」搞手

們仍一意孤行，他們以「極少數」意志綁架「大多
數」。9月下旬以來，違法「佔中」導致交通阻塞、商
舖關門、股市下挫、客商撤離、就業受損，並釀成多
起衝突，險致局勢失控。雖然「佔中」初期聚集了一

些「人氣」，但為時不久，市民便對「佔中」行動忍
無可忍，自發地走上街頭拆除障礙物。隨着時間的延
續，「佔中」搞手們本來面目越來越清晰，包括許多
反對派的支持者以及初期支持「佔中」的市民也已覺
醒，轉而支持警方盡快清場。從183萬市民第二次簽名
反「佔中」，到逾8成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停止「佔
中」、近7成的受訪者認為應盡快清場，第二個回合的
民意較量，反「佔中」聲音持續高漲。真實的主流民
意，讓那些打「民意牌」的「佔中」搞手們已無牌可
打，無話可說，無路可走。
民主的本質是「讓民作主」，而不是「為民作
主」。這個「民」當然是指「大多數」，而不是「極
少數」。「極少數」綁架「大多數」的意志，這絕不
是什麼民主，是另有圖謀的假民主。在過去幾個月的
較量中，反「佔中」聲音一次次蓋過「佔中」，這無
疑是民意的勝利，民意的勝利是最大的勝利，讓那些
假借民意圖謀不軌的人美夢落空，徹底失敗。

衝擊立法會是對民意的踐踏
民意不可違，眾怒不可犯。「佔中」激進分子仍不

甘心草草收場，他們不斷製造事件。11月19日凌晨一
時許，筆者在港親眼目睹，「佔中」激進分子暴力衝
擊立法會，導致多人受傷。幸虧警方處置及時，才沒
有釀成大事。
暴力衝擊立法會是對民意的公然踐踏。「佔中」者

已到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境地，於是惱羞成
怒，以暴力手段作「困獸之鬥」，他們曾經標榜的

「愛與和平」、「非暴力」
早已蕩然無存。
事態發展到今天這一步，

並沒有超乎人們預料。「佔
中」搞手們早有預謀，「佔
中三丑」 及反對派議員進行思想發動，「學聯」、
「學民思潮」組織學生上街，「熱血公民」等激進組
織趁機鬧事，三方各司其職，配合默契。他們希望警
方執法的分寸拿捏不好，趁機把事情鬧大，給外部勢
力插手香港事務的理由。然而，港府處置冷靜，警方
執法有度，市民群起而攻之，「佔中三丑」及反對派
議員、「學聯」和「學民思潮」不得不後退一步，劃
清界線，撇清關係，拒擔責任，暫且保全自己，他日
東山再起。
儘管「佔中」搞手們計劃得十分周密，他們卻忽略

了一個基本常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佔中」缺
乏民意支持。一個缺乏民意支持的行動，無論理由怎
樣冠冕堂皇，最終都會一敗塗地。他們也漠視了一個
現實：香港是法治社會。一個以違法手段、特別是以
暴力行為表達訴求的行動，無論氣焰如何囂張，最終
都會受到法律制裁。
警方清場已到最後期限，「佔中」末日即將到來，

「困獸之鬥」已發出最後的哀鳴，強大的民意戰勝了
貌似強大的假民意，這是一次民意的勝利。風雨之後
是彩虹，民意的勝利預示着香港的明天更加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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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大民意不可違「佔中困獸」要收手
一個缺乏民意支持的行動，無論理由如何冠冕堂皇，最終都會一敗塗地；一個以違法手

段、特別是以暴力行為表達訴求的行動，無論氣焰如何囂張，最終都會受到法律制裁。違法

「佔中」打「民意」旗號試圖掀起滔天巨浪，如今不得不在強大的民意面前慘淡冷場。這

是一次民意的勝利，民意的勝利是最大的勝利，這個勝利讓那些假借民意圖謀不軌的人美夢

落空、無話可說。「佔中」末日即將到來，「困獸之鬥」已發出最後的哀鳴。

■屠海鳴

「佔中」核心李卓人所屬的職工盟，日前召開記者會宣稱「佔領」行
動對本港經濟無大影響，並且「獅子開大口」要求僱主企業明年加薪百
分之七，並指勿將「幾條街道發生嘅事，放大去全港各行各業」云云，
又計劃下月七日到各大財團總部遊行示威，爭取合理加薪幅度及恢復集
體談判權。李卓人顯然是患有人格分裂症，一邊策動「佔中」打擊工商
百業，倒香港米；一邊又化身「勞工鬥士」，提出不切實際的加薪幅
度。廣大僱主和打工仔不似李卓人般財來自有方，有源源不絕「黑金」
的資助，「佔中」令商舖門可羅雀，僱主拿什麼來加薪？打工仔的飯碗
又有何保障？李卓人策動「佔中」根本沒有顧及過打工仔利益，現在又
假惺惺要僱主加薪，是貓哭老鼠假慈悲，厚顏無恥。如果要在香港政界
選出最無恥的人物，李卓人肯定名列三甲。
港府早前因應「佔領」行動將全年經濟增長下調至百分之二點二，顯

示「佔領」行動對各行各業的影響陸續浮現，當中還未計及「佔中」對
實體經濟的種種延後影響。有多間食肆已經因為「佔領」行動令生意銳
減，最終被迫結業遣散僱員；有商舖要求僱員放無薪假甚至九折支薪，
共渡時艱；有商會表示不少商戶會員的承受力已到了極限，「佔領」持
續隨時會引發結業及失業潮。現在李卓人和職工盟竟然說「佔領」行動
只是幾條街道的事，對各行各業沒有影響。這種說法完全是罔顧事實，
瞪大眼睛說瞎話。「佔中」對經濟有多大影響，對商戶有多大衝擊、對
運輸業有多大損害，只要到「佔領區」看看就會知道，李卓人意圖誤導
公眾，是當市民都是傻瓜嗎？

李卓人貓哭老鼠假慈悲
僱主和僱員是共生的關係，僱主沒有生意沒有錢賺，還如何為僱員加
薪？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李卓人如果真正為打工仔着想，就不應策動
「佔中」，更不應不斷煽風點火，令「佔領」無止境持續下去。但李卓
人至今都沒有收手之意，還要落區「播毒」，向市民宣傳「雨傘革命」
理念云云，結果被市民一頓臭駡，說明公道自在人心。最可笑的是，李
卓人倒香港米之後，又要求僱主大幅加薪，否則就攻擊他們是「無良僱
主」，這是要將廣大中小企僱主往懸崖上推，最終僱主被迫結業，誰得
益？不過就是李卓人之流唯恐天下不亂的「工賊」而已。打工仔在他們
眼中只是棋子，就如其愛將郭紹傑利用救生員一樣。
在「佔中」行動上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輸家，但李卓人之流卻發大

財。早前揭密文件就指出，職工盟每年都會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Ｎ
ＥＤ）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索取大筆捐贈，過去廿年接受共達
一千三百萬港元捐款，更在一次捐款計劃書提及「佔中」行動。而美國
國家民主基金會正是華府「金援」香港「佔中」的主要渠道。另一方
面，反對派金主黎智英自2012年至今，向反對派各黨派或人士捐款高達
4,000多萬元，其中李卓人獲贈150萬元。事情曝光後，李卓人更被揭發
將其中的50萬一直「袋住先」超過9個月，直到捐款事件被揭發，數天
後才過戶至工黨賬戶。李卓人「受人錢財」也賣力表現，不但借出其立
法會辦公室作「佔中」指揮部，更積極參與「佔中」決策，為外國勢力
監控整場行動。說穿了，就是錢作怪。
李卓人及職工盟策動「佔中」賺得盤滿缽滿，可憐廣大打工仔卻因為「佔
中」惶惶不可終日，擔心臨近年關卻飯碗不保。現在李卓人更要落井下石，
要求僱主大幅加薪，裝出一副為打工仔爭取權益的樣子，實際上最損害打
工仔利益的就是李卓人之流。難道他們就沒有一點羞恥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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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都很欣賞林夕的才華，喜歡他填的詞富於詩意。可是，若是
為政治服務，忽略事實真相，詩意浪漫的結果或許會令聽者成為堂
吉訶德，恐怕不是好事。
近來林夕為高調支持「雨傘運動」，寫了一首《撐起雨傘》的

歌，當中說「雨傘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景象不可謂不
美。試想想，在金鐘高樓疊起的背景下，年輕人在大馬路上撐起無
數繽紛的雨傘，唱着「靜坐人海，你我非不怕」，「一起舉傘，一
起的撐，一起儘管不安卻不孤單」，「一起舉傘，舉起手撐，一起
為應得的放膽爭取」，的確充滿浪漫情懷，覺得青春無悔。
可是，林夕自己也說過，「比喻是一種手段，下手時不能不考慮
到有沒有傷及無辜。」若是為了凸顯傘的美麗，而忽略了有多少市
民為這片不散的「傘花」所傷，這樣的詞大可不填。
聽着《撐起雨傘》時，我不能忘記喜記老闆如何細數上有父母、

下有妻兒，跪求「撐傘者」給他一條生路；我不能忘記雨傘陣的周
邊商舖生意額下跌了五成，損失慘重。我也深知雨傘不只像花，有
藝術的美感；傘骨和傘尖還可作為攻擊性武器，刺傷刮傷維持治安
的警察。
「撐傘者」堵塞馬路，逾月不散，視法律如無物，的確膽大包

天，但他們「放膽爭取」的又是否必然應得的呢？沒錯，他們爭取
民主，全港大部分人都是支持民主的，但民主也有很多形式，是否
一定要照他們構想的那樣呢？沒錯，他們爭取民主，全港大部分人
都是支持民主的，但爭取也有很多方法，是否一定要霸佔街道呢？
他們一開始「撐傘」，就有人提議他們不如移師維園，但他們卻不
聽，一意以市民大眾的生計為籌碼，脅迫政府。現在全港市民都成
了他們的人質，還能跟他們詩意浪漫嗎？
當我想到這些，再看看街道上撐起的雨傘，不管多繽紛多美麗，

也浪漫不起來了。而當失去民心時，雨傘也只有破敗折斷，垃圾一
樣地倒在角落裡，等待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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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彭定康如何「有責任」對違法「佔
中」煽風、點火、作證、獻策，都改變不了
香港徹底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後，在《基本

法》保證下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事實。彭先生如果腹中確實「有
料」，就不是將自己當作「救世主」，作毫無價值的指手畫腳，而
是應該為唐寧街出謀獻策，拯救百孔千瘡、即將被德、法踢出歐盟
的英國。倫敦由於樂於充當「世界第二警察」，跟隨美國接連發動
多場戰爭，出現巨額財政虧損，不得不對外拒絕支付歐盟預付款，
對內實施「緊縮」政策，結果引發英國包括公務員、警察、學生等
民眾的強烈不滿，面臨前所未有的災難。
只要回憶一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時，彭定康在原總督
府低着頭極不情願地接過從樓頂卸下的英國米字旗，就知道彭某心
中如何的無奈，也注定這個人每逢風吹草動，就會將自己扮演成
「上帝」，對香港指手畫腳。眾所周知，香港人回歸後享受着超過
英、美等西方國家的高度自由和民主。西方媒體甚至認為，如果香
港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全球第一的新聞自由。在香港，媒體、記
者就像是天之驕子，可以隨時出入香港所有場合，對上至特首、巨
富，下至黑社會等作最快、最新的各種報道。

「世界第二警察」力不從心
英國極力跟隨美國在本世紀先後發動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

亞等戰爭，充當「世界第二警察」，但由於倫敦沒有像華盛頓那
樣的美元印刷機，結果出現巨額財政虧損，導致唐寧街不得不將
老祖宗留下的國庫黃金以每盎斯250美元的低價拋出。此舉不僅
震撼西方世界，也讓唐寧街背上「敗家子」的罪名。然而，與大
量軍事人員入侵他國需要的費用相比，幾百噸黃金低價拋出顯然
是杯水車薪，為了應付越來越糟糕的財政赤字，倫敦不得不全面
實施前所未有的「緊縮」政策，結果引發包括警察、公務員等群

體極度不滿。
「緊縮」政策說明倫敦已經不是昔日的大英帝國，而是力不從心

的「世界第二警察」。倫敦政府對面臨的巨大困難不作務實的檢
討，而是將責任歸咎於歐盟，稱由於歐盟的經濟政策錯誤，影響了
英國的經濟發展，顯示倫敦已經對英國的未來束手無策，甚至不惜
搞壞和歐盟的關係而作繭自縛，從此走向「不歸路」。卡梅倫在經
濟預算、財政赤字、移民等內政問題上，根本拿不出有效辦法，面
對目前的巨大內外部挑戰力不從心，不得不承認「英國的未來已經
變得岌岌可危」。

鼠目寸光倫敦今非昔比
世貿組織的報告顯示，中國在全球的貨物貿易額已經超越美國排

名世界第一。北京的龐大對外貿易額已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強勁
動力。北京領導人已經連續兩年分別會見了超過100個國家的政府
首腦，許多期望訪問北京的各國政要甚至需要「排隊」靜候「安
排」。然而，對外貿易在英國經濟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在處理與
北京的許多問題上，總是進退失據。倫敦既想加大與中國的貿易，
吸引龐大中資，協助英國企業產品打入中國市場，又在西藏、新
疆、香港等問題上做「世界第二警察」，和北京鬧彆扭，以致英中
的年貿易額始終無法突破千億美元。
和德國、法國相比，英國在北京的位置顯然不如歐洲兩強國，也

無法盡享北京這個世界經濟發展大引擎。近年來，唐寧街在商界的
壓力下，多次向北京發出渴望與北京更緊密的信息，以獲得更多來
自中國的商業合同。在這樣的背景下，包括彭定康這樣的政客仍然
鼠目寸光、興風作浪，其結果必然為英國經濟的未來帶來負面影
響。「緊縮」政策也挽救不了「大英帝國」，倫敦不僅喪失了在歐
盟的發言權，在世界的話事權也急轉直下，彭定康大腹中如果真的
「有料」，是時候為拯救倫敦出力了。

彭定康若「有料」應出謀救英國

高天問

「佔中」搞手已經「六輸」

《蘋果日報》昨日發表社論「學生、市民都該聽聽肥彭的忠
言」，發出陣陣哀鳴，表示彭定康都認為「佔中」不可能達到
效果，「任何民主運動都不能脫離市民，脫離群眾。繼續守住
幾個佔領區但失掉民心的話，『雨傘運動』便有可能從盛轉
衰，失卻凝聚力及感染力」。黎智英的左右手葉一堅文章更加
說，「兵疲馬困，人不在良好精神狀態下，想到的一定不會是
甚麼絕世好橋，而是一些如五區公投，闖京見李克強之類的死
橋」。這說明「佔領」陣營已經毫無鬥志，一盤散沙，陷入了
末日前的愁雲慘霧。

陷入了末日前的愁雲慘霧
「佔中」在爭奪民意戰中，已經遭受慘重的失敗，敗局無可
挽回。任何「佔領」行動，其實都是民意的戰爭。失去了民
心，即使外國勢力的後台多麼雄厚，投入的「黑金」多麼巨
大，都不能避免失敗。因為「佔領者」的打擊目標，就是香港
七百萬人的利益。反對派的民意是什麼？他們只在一、二千個
「佔領者」中間，搞什麼民意調查，說百分之八十五的「佔領
者」不贊成撤退，不贊成自首，說明他們根本不重視民意戰，
所以遭到了徹底的慘敗。
「佔中」的發起人輸掉了誠信，他們一早就說「佔領」行動是

和平的，如果遇到了失控的局面，立即宣佈結束。現在香港人都

清楚看到三個「佔領區」都是靠衝擊行動而奪取的。到了後來
失控的情況不斷升級，在11月19日更發生暴力衝擊立法會、撞
玻璃門事件，但發起者卻沒有信守諾言宣佈結束「佔中」。
「佔中」輸光了道德，一開始，發起人宣稱「佔中」絕對不
讓學生參加，如果被捕，不會作反抗，願意接受法律懲罰。原
來，這是一個大騙局。他們臨時改變策略，全力發動學生參加
「佔中」，犧牲學生，讓學生做炮灰。他們對自己子女卻珍如
瑰寶，不讓參加，對別人的子女們卻視作螻蟻，這是道德的最
大墮落。

輸光籌碼 咎由自取
「佔中」輸掉了信奉法治的幌子。反對派的頭頭和發起人，
戴上了法律工作者的桂冠，結果，他們發表了許多歪論，公開
煽動不要遵守法庭禁制令，公開說法治並不是遵守法律，只要
公開宣布自己會自首，就是法治的最高境界。他們甚至不承認
法庭的公權力，居然說法院頒布民事訴訟禁制令，就是「被擺
上了枱」。七百萬人看到了「佔中」發起人，根本不信奉法
治，而是明目張膽踐踏法治。
「佔中」輸掉了內部的凝聚力，他們每日都在內訌，為了議
員辭職「公投」，爭論不休。他們在互聯網上，互相篤背脊，
借刀殺人，欲把對手除掉而後快。為了是否退場的問題，每日
都進行互相攻擊。
「佔中」輸掉了選票。反對派癱瘓了香港經濟，癱瘓了民

生，他們的激進行為損害了香港和中央的互相信任，踐踏了
「一國兩制」。他們得罪了香港的工商界、香港的中小企業經
營者、損害了專業人士信仰的法治精神和核心價值，摧毀了他
們的業務發展機會。反對派各個政黨的民意調查，都說大量中
間選民不會投他們的票。他們根本就不敢發表這些民意調查報
告，害怕黨員人心崩潰。反對派這次輸光了自己選舉的本錢，
完全是咎由自取。

現在「雙學」拖拖拉拉，堅持不撤退，其實是將

自己放在火上烤，最後是烤乾了自己的所有本錢。

時間根本就不在「佔領者」的一邊。「佔中」已經

呈現出失敗的局面，輸掉了民意，輸掉了誠信，輸

掉了道德，輸掉了信奉法治的幌子，輸掉了內部凝

聚力，輸掉了選票。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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