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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
物《學苑》煽動「自決」的錯誤路線
後，《學苑》及一眾反對派中人立即
起哄，指這是「打壓言論自由」，
《學苑》並非支持「港獨」，難道討
論也不可以云云？但很快，這些為
《學苑》辯護的人就被摑了響亮的一
記耳光，《學苑》前副總編輯兼多篇

鼓吹「港獨」文章的作者王俊杰，日前接受網媒訪問
時，就直認「我贊成港獨」，他更指編制《香港民族
論》和《學苑》的「港獨」專題有兩個目的：一是
「加強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以對抗中國大陸的文化侵

略」，目的就是對抗「一國」；二是「建構『香港民
族自決』和『香港獨立』的理據基礎及正當性」，為
未來「獨立建國」提供所謂「理論依據」。這說明
《學苑》的文章是有動機、有圖謀、明火執仗的鼓吹
「港獨」，煽動「分離主義」，已經逾越了言論自由
的界線。
在任何國家包括「民主典範」的美國，如果有人在
校園內鼓動美國州份脫離聯邦政府、提供分裂美國的
「理論依據」、為各州將來「獨立建國」作準備，美
國特工都會立即將這些人以叛國罪拘捕，絕不會如香
港般批評幾句了事。從這個層面來看，香港不是沒有
言論自由，而是言論自由得太過分，連「分離主義」

的言論都可以肆無忌憚地廣傳，特首義正詞嚴的批評
竟被指「打壓言論自由」，實乃咄咄怪事。
《學苑》創刊於1952年，不少政商界猛人都曾經

參與《學苑》的編輯及撰稿，《學苑》的文章在上世
紀六七十年代曾領導社會輿論，在「火紅時代」大力
鼓勵青年學生「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懷社
會）、「反殖民」、「反貪污、捉葛柏」，並且發起
了波瀾壯闊的「保衛釣魚島運動」。當時，《學苑》
高舉「反殖」、「愛國」大旗，為香港與國家前途大
聲疾呼，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好評。曾任《學苑》
總編輯的馮可強，因為撰寫一系列「反殖民」文章，
令時任港督戴麟趾不得不回信解釋政府立場，及後有
關文章更全文刊登，令社會更全面地反思「殖民」議
題。
曾經，《學苑》文章領導社會潮流，不論是「反殖

保釣」、「認中關社」或是「反貪污」，都出於愛國
愛港的高尚情操，希望為國家與香港的發展出一分
力。但往事只能回味，近年《學苑》對於社會民生問
題不屑一顧，不但甘於作為反對派宣傳平台，更大力
鼓吹「香港自決」、杜撰「香港民族論」、提出「武
裝獨立建國」等荒謬主張。請問，這些主張對於香港
的進步、對於市民的利益有何好處？
「港獨」是極危險的主張，只會將香港引入死路，
但一些激進派中人如周永康、王俊杰之流，卻利用控
制《學苑》的機會，將其變成「港獨喉舌」，這是對
《學苑》傳統的背叛和侮辱。法國思想家拉伯雷（Ra-
belais）有一句名言：「學問無良知即是靈魂的毀滅，
政治無道德即是社會的毀滅。」正如現在的《學
苑》，已經失去了良知和靈魂，徹底淪為「港獨」分
子自言自語的夢囈。

《學苑》由「反殖保釣先鋒」墮落成「港獨喉舌」 卓 偉

■責任編輯：簡 旼 2015年1月19日（星期一）

外國勢力在背後撐腰的「佔中」行動已經失敗了，
失敗最大原因，是大多數香港人希望按照香港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框架實現普選，反對使用違法手段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鼓吹「香港獨立」，挑戰香港基本法，
連反對派也不得不承認，「佔中」大失民心。在這樣
的背景下，原來大力支持「佔中」的英國外交部國務
大臣施維爾，最近對香港政改也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軚
情況，表示立法會應通過政改方案，還親身來港，游
說反對派接納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

英國知道人大決定不可撼動
施維爾去年9月14日，曾經在報章發表題為《選舉、

民主和香港的未來》的文章，說：「英國有約1,000家
企業以香港為基地，是香港經濟的重要部分，英國期
望香港持續繁榮穩定。任何方案應給予香港人一個真

正的選擇，讓他們能真正主導自己的未來。」施維爾
還指 ：「英國也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援。」去年9月，
正是反對派密鑼緊鼓籌備「佔中」的時候，施維爾的
文章正是配合反對派向中央施加壓力。這個時候，英
國駐港總領事頻密約見「佔中」組織者，了解大規模
「佔領」行動的進展。與此同時，英國國會籌備香港
問題聽證會，還放出聲氣，以後要派出國會議員來香
港監督中英聯合聲明執行的情況云云。

對於英國人露骨的干預，中國政府採取了維護主權
和安全的堅定措施，在外交渠道進行堅決交涉，並且
高調宣布不會批准英國國會監察中英聯合聲明的議員
代表團進入中國國境，不會發給簽證。英國人經過多
渠道的試探後，知道「佔中」不可能動搖中國政府維
護香港基本法的決心，更加不能動搖中國在香港問題
上維護主權的鋼鐵意志。英國如果硬拚下去，在聯合

聲明中的所有利益，將會化為雲煙。
英國人是政治老手，懂得在甚麼時候進攻，也懂得

在甚麼時候撤退，更懂得怎樣妥協。所以，施維爾在
政改第二輪諮詢展開翌日，低調訪問香港，約見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會上施維爾呼籲反對派議員支持政改
方案，並指「有普選好過無」，公民黨梁家傑和民主
黨劉慧卿都參加了會見。梁家傑表明反對施維爾的妥
協，認為英國在道義上應為港人爭民主。施維爾卻回
應說：「英國政府希望你們讓有利於港人的政改方案
在立法會得到通過。」

英國認同政改方案有利民主
施維爾游說反對派議員支持政改，一方面是希望向中

方示好，下一步換取更多經貿利益；同時，英方相信香
港如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總比1,200人選舉特首更好，亦
可以增加香港選舉的民主成分。所以上星期，在英國國
會關於香港的聽證會上，氣氛轉變了，英國前首相戴卓
爾夫人顧問、現任上議院議員的鮑威爾勳爵，13日向英
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作證表示，「香港回歸至今的
情況未有太大改變，符合英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
的期望。」他證實了英國人管治時並沒有計劃在香港發

展民主，原因是「這不是我們當時統治香港的方法」，
「當時的信念是如果給予香港廣泛的民主，將來會有可
怕的倒退。」但他確信，現在「全世界還是沒有（比香
港）更適合做生意的地方」。

英國人如果一定要在香港問題上和中國對抗，在上
世紀80年代早已經對抗了。英國沒有採用這種方式，
正是知道自己沒有這種力量。今天，英國更現實了，
要繼續和中國做生意，取得更大利益。英國正在全力
安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商談兩國巨大的
經貿合作，簽署巨額合同。由於歐盟經濟不景氣，英
國出口已經下降了，北海石油是英國經濟命脈，石油
價格急速下滑，也使得英國外匯收入大減，英鎊兌美
元匯價下跌，但英國的情況要比法國好一些。英國認
為，只需要繼續發展中英金融合作和開拓中國市場，
英國經濟就有可能超越法國。

中國的京劇《沙家浜》中，阿慶嫂智鬥刁德一，有
一唱段：「他到底姓蔣還是姓汪？」反對派裡面是各
有山頭，各有背景，各有靠山。今後，反對派一定會
出現內訌和分化，堅持走「台獨」和「港獨」合流路
線的人，一定會露出底細，並不是在立法會遭到質問
時，丟下一句「我反對港獨」，就可以蒙混過關。

高天問

反對派去年收到了英國的示意和鼓勵，投入了彭定康預言的「熊熊烈火」中，大搞「雨傘

革命」，現在英國卻肯定政改方案，坦承方案有利民主，反對派應該支持。反對派面臨英國

的轉軚，需要作出調整，當然有一種「寒天飲雪水，冷暖在心頭」的滋味。但是，識時務者

為俊傑，總有一些政黨會跟上潮流。畢竟，作出妥協也是政治藝術。

英高官急轉軚撐政改 反對派應該識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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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反對
派為窒礙特首梁振英施政，一直為反
而反，惡意批評。一群基層義工昨日
打破沉默，自發在灣仔街頭擺設「撐
CY」街站，展示梁振英過去的工作和
面臨的挑戰，反駁反對派針對梁振英
施政的偏見，呼籲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的沉默大多數登記做選民，以選
票懲罰干擾民生、與民為敵的反對派
議員，以利香港未來發展。有市民響
應活動，認為以選票杯葛反對派議
員，可顯示市民不甘被反對派玩弄的
決心。
約10多名穿上印有「撐CY」衣服的

義工，昨午於灣仔港鐵站外設置電視，
簡介梁振英施政情況和最新施政報告，
向市民說明梁振英任內的工作和施政時
面對的挑戰，並放置選民登記表，供市
民即場登記做選民。

補習師：CY多人撐 只是低調
義工陳小姐指出，梁振英上任後先後

處理如個人遊、雙非、搶購奶粉等社會
問題，卻受到一些為反而反的人批評，
對梁振英不公道。本身為私人英語補習
教師的義工陳小姐明言，社會仍有不少
人認同梁振英施政，「很多人支持梁振
英，只是較為低調」。她認為，香港社
會環境越趨複雜，她更需要當義工宣揚
和諧訊息，維護社會安定，不能再沉默
下去。

禍港者曲解法律有報應
街站吸引不少「沉默」市民駐足交

流，登記做選民。從事法律工作的譚先
生指出，反對派曲解西方民主概念，鼓
吹市民參與違法活動，他對此極感不
滿，因此決定登記做選民，在往後的選

舉必定走出來投票，支持尊重法治的議
員。他說：「部分身為律師的反對派議
員將法律概念亂說一通。我不是傻的，
香港人也不是傻的，傻的似乎是他們。
我認為他們已輸得一敗塗地，他們將體
會到因果報應。」被問到所謂的「果」
是甚麼，譚先生說：「當然是法庭判決
和選舉結果。」
到街站登記做選民的張太，對反對派

在立法會的表現大感不滿，認為這些議
員不務正業，令議會大亂，現在又發起
所謂「不合作運動」窒礙施政，令人極
為失望。
另一位參與選民登記的市民黃小姐，

認同梁振英已為香港做了很多工作：
「在施政報告中，他在房屋內容很充
實，我很滿意。他亦勇於承擔，落實普
選。」

「「撐撐CYCY」」站出來站出來 籲做選民懲反對派籲做選民懲反對派

■■「「撐撐CYCY」」街站街站，，
義工無私奉獻義工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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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
英日前公布其
任內第三份施
政報告，在經

濟、民生方面提出了具體實質的新措施，並繼續
深化舊政策項目。民建聯認為，這份施政報告體
現了政府全面關顧、願意承擔以及逐步解決問題
的決心。
施政報告全面闡述了本港在政制、民生及經濟

發展的機遇和問題，並因應市民關切的問題和社
會潛在的深層次矛盾提出新建議、深化舊政策，
並作出財政承擔，例如為退休生活保障預留500
億元、推動創意及科技產業發展，協助青年創
業，以及增加安老宿位、托兒名額、全科醫院
等。

增置業階梯 市民加速上樓
對於市民最關心的房屋問題，施政報告提出增

設多層置業階梯，並增加公私營房屋供應，加快市
民上樓機會，這積極進取解決問題的態度，值得讚
許。不過，我們擔心在土地爭議日趨嚴重，當局難
以覓得足夠土地滿足建屋目標，期望當局汲取過去
教訓，做好政策的具體落實工作，包括盡早處理土
地爭議，解決覓地困難及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確保
房屋及其他民生經濟目標能夠實現。

喜見去年民生經濟建議獲接納
我們關顧民生和經濟，去年曾提出多項建議，
包括全方位增建資助房屋、協助青年創業、發展
「綜合農業村」、加強支援特殊需要學童、擴展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以及在啟德新區興建全科
醫院等。值得欣喜的是，這些建議都獲施政報告
接納，期望相關政策局盡快開展後續工作，包括
開展諮詢、公布政策細節以及落實時間表。
就民建聯提倡但未被接納的建議，我們將繼續

爭取，例如在落馬洲南設立「邊境商貿購物中
心」、將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特別優惠措
施」恆常化、擴展書簿津貼至幼兒教育、在其他
空氣污染嚴重的地區設立低排放區、設立「兒童
醫療券」、容許合資格的長者在福建省內領取
「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中史獨立成科
等。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盼蒐20萬簽名
挺「辱警罪」立法

上述多個團體昨午在大圍港鐵站外擺設街站，呼
籲市民支持就「辱警罪」立法。「正義聯盟」

召集人李偲嫣指出，「佔中」期間，香港法治受破
壞，社會出現亂局，幸好前線警察努力工作，為香港
社會維持治安，社會秩序才能穩定下來。李偲嫣表
示，希望收集到20萬個市民簽名，支持就「辱警
罪」立法，以保障警員面對挑釁時可以依法執行職
務，同時保障警員尊嚴。

籲「正義聯盟」成員向區選進發
李偲嫣續說，活動除了收集簽名外，亦希望宣傳警
察在維持香港繁榮安定的重要性，讓警察受到更多市
民的尊重，警察工作不要受干擾，使社會治安及秩序
維持良好狀態。
她又透露，自己今年首季較少露面，是因為要部署
「正義聯盟」第二季起推行更強勢的「辱警罪」立法

宣傳工作，同時就「2015-2016年踢走反對派議員，
重建香港」活動作更多推廣。對於她自己是否參選區
議會甚至立法會，她形容這是言之過早，但已積極呼
籲有心有力的「正義聯盟」成員向區議會選舉進發，
並強調他們不會只有「單一政治議題」，會真正為市
民、為香港社區服務。

市民：若無警察社會大亂
簽名支持「辱警罪」立法的鄭太對記者表示，警察
執法十分合理，如果沒有警察，社會便大亂，香港不
再是福地。「佔中」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讓人看到
「佔中」參與者的雙重標準及不合理性。就是他們自
己犯法，但不讓警察執法；同時又要將其他犯法者繩
之於法。「法律不是由他們寫、由他們自行定義
的。」
另一名簽名支持的李先生認為，「佔中」最終為社

會帶來的損害，大家都「有眼睇」，不少人受影響，
但亂局發生時，警察仍然表現克制，做好他們應做的
執法工作。他不希望警員執法時受挑釁，因此支持立
法。

中二生：有人不想港有普選
中二生蘇同學因為「佔中」破壞法治而前來簽名表
示支持。他認為，就算有人對政制發展有不滿，他們
可以透過現有渠道發表意見，例如向區議員及議員反
映。他表示，上述渠道已十分充足，而且這些手法不
會影響其他人。他又指，希望將來有普選，讓自己有
權可以投票選出特首，但對普選是否能夠落實感到悲
觀，因為「有人似乎不想見到香港有普選」。對於香
港警察的形象，他認為不論「佔中」發生之前或之
後，港警形象都是正面的，自己亦曾考慮投考警察，
協助香港維持治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早前的違法「佔領」

行動當中，不法分子多次向警察作出挑釁，引起香港

社會關注。「正義聯盟」、「撐警大聯盟」、「藍絲

帶活動」等多個團體，昨日到大圍設立簽名街站，呼

籲市民簽名支持就「辱警罪」立法，以保障警方在面

對挑釁時可以依法執行職務，維持社會治安。有參與

簽名的市民指出，若警察這個執法者的角色失效，社

會將大亂，香港將不再是福地。 ■李偲嫣 黃偉邦 攝 ■蘇同學 黃偉邦 攝■李先生 黃偉邦 攝■鄭太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