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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麼
呢？就是要知道怎樣愛國。」這種精神在今天的香
港，已經被某些人視為一種不可言喻的「惡行」，一
種一旦提出便會被打壓的想法。愛國主義如今已經和
共產主義，甚至是邪惡掛鈎。我到美國唸書也是希望躲
避這種被扭曲的社會觀。可惜事與願違，每天我仍看見
有人忘本悖德，明明是同胞卻被視為「蝗蟲」；崇洋媚
外，明明是侵略者卻被當成了拯救者。心痛！

崇洋媚外數典忘祖可悲可歎
我本也是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分子，可今天我偶然讀

到一篇報道，令我勃然大怒。近日有一歌手於拉斯維
加斯演唱，只因開口說出普通話而被觀眾大罵。中國
什麼時候成為如斯不齒的地方，以至普通話已成不可
接受的禁忌了？難道中國13億人民都是惡人，都犯下
了不可饒恕的罪行？難道連我們自己的語言都是有罪
的，都不認了嗎？可笑！
我現身處美國，看無數金髮碧眼的人學習普通

話，看這些人吃力地練習漢字，我心頭湧起無盡自
豪，同時卻有悲涼。連在世界另一端的美國人都明
白中國的未來是無可限量的，有少數香港人卻仍傲氣
沖天地說：「香港不需要中國。」可悲！甚至有些人

認為香港應「回歸」英國，由他們的政府接管。數典
忘祖啊！你們已經忘記當年兩次鴉片戰爭了嗎？你們
已經遺忘香港是被英國奪去的嗎？你們已經忘卻自己
是炎黃子孫了嗎？可歎！

國歌普通話值得尊敬
沒錯，中國仍有無數需要解決的問題。可是與30年
前相比，如今的中國可謂是一飛衝天。當年任人魚肉
的「東亞病夫」已經恢復成泱泱大國。可歎的是，有
些香港人卻認為大陸配不上自己。中國的確不是像美
國般「民主」的國家，大陸的貪腐現象亦存在。可是
我們的祖國，無論有多少缺點，不論領導者是誰，不
管是何年代，仍是我們的祖國。你們不喜歡共產黨，
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
歌，我們的語言，都是值得尊敬的。數之不盡的先
人、前輩用血和淚守護的不就是這些嗎？你們數落解
放軍、香港警察、自己的國家，卻不自知這些正是守
護我們，讓我們能夠抬起頭，說自己是中國人的
人。

你們崇尚的美國，充斥痛恨政府的人，可他們仍
會挺起胸膛、驕傲地唱美國國歌，仍會獻給他們的
軍隊尊敬與謝意。在美國，每一場運動比賽前都會唱
國歌，難道這是洗腦嗎？沒有人強求你們喜歡中國政
府，可是愛國是作為中國人、炎黃子孫最基本的素
養。
東方那曾經無比璀璨的明珠啊！醒醒吧！

康 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生（中國香港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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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民意不可擋 綑綁崩堤成趨勢

反對派一直堅持把27個反對派議員綑綁起
來，共同進退，一起否決政改方案。但是近日
形勢已經有變化，是4個反對派議員表示要和
中央官員進行關於政改的對話，放棄要取消人
大決定的前提。馮檢基、梁繼昌、莫乃光都認
為，既然沒有辦法推翻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唯
一的出路就是和中央政府進行對話。李國麟的
態度更加清楚，拒絕了反對派的「否決人大決
定」聯署，表示要看主流民意對政改方案的取
態再作決定。這種情況反映，普選民意浩浩蕩
蕩不可擋，任何立法會議員都要尊重民意，不
可以逆民意而行，反對派議員綑綁起來否決政
改方案的「堤圍」，正搖搖欲墜，快要崩潰。

否決政改方案違逆民意
作為反對派喉舌的《蘋果日報》看到不妙的

情況，憂心忡忡，日前發表題目為「爭普選
慎防『三羊』效應」的社論說，「在爭取真普
選的路上必須慎防三種羊年效應」，「慎防做
羊牯、慎防放羊心態、慎防羊群效應」，要求
反對派在民意不利的時候，不要「聽任那些政
壇變色龍轉軚支持『袋住先』方案」。
即是說，《蘋果日報》大力主張反對派政黨

必須及時採取措施，別讓支持者追隨民意大
勢，接受政改方案。
這是癡心妄想。《蘋果日報》認為香港市民

支持普選，就是「做羊牯」，言下之意，繼續
實行1200人選委會的選舉，才是聰明人；看
別人投票選舉行政長官，竟然比運用自己的
民主權利選擇行政長官為好。這完全是違反智
慧的邏輯。香港700萬人充滿民間智慧，他們
清楚知道，香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唯一的
出路就是坐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快車」。
未來20年，亞洲是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

地區，美國和歐洲已經陷入經濟低增長的時
期，中國正是亞洲地區經濟的火車頭。香港只
要實行普選，結束政制爭拗，就可以專心一致
全力發展科技和經濟，香港的經濟民生就可以
大幅度改善。

落實普選符合普羅大眾利益
選出愛國愛港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最大好

處，就是能夠和中央進行對話，衷誠經濟合
作，把香港放到最有利的競爭位置上，繼續成
為亞洲地區的金融中心、商業中心、航運中
心。如果選出一個好像李柱銘、何俊仁那樣的
「凡中必反」政客，香港必然陷入政治對抗的
動盪狀態，把投資者都嚇跑，香港只能好像希
臘和台灣那樣，經濟上低增長，人民低收入
（台灣現在的平均工資中位數為八千港元），
打工仔高失業率。香港市民的智慧，遠比反對
派的政客為高。香港市民看到，任何的政治制
度設計、選舉制度安排，都要有利於經濟發
展、人民生活改善，絕對不能為了一個全世界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不會採用的「公民提名」

而意氣用事，否決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制定
的政改方案。究竟是誰讓香港市民「羊年做羊
牯」？香港市民心清眼亮。所以，未來的選
舉，香港選民一定會用選票，狠狠地懲罰那些
否決政改方案、阻礙普選的政治騙子。

反對普選侮辱港人智慧
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之後，如果市民希望行政

長官更多地照顧普羅大眾的利益，希望土地政
策和房屋政策向廣大市民傾斜，希望特區政府
搞好教育，不要讓父母們為子女找學校而頭痛
萬分，在普選的過程，廣大市民可以直接向行
政長官的候選人提出訴求，要求候選人在政綱
裡面，加入自己關注的元素。如果哪個候選人
拒絕選民的要求，選民就不會給他投票。所
以，普選行政長官是香港700萬人最大利益之
所在，當然要掌握這次政改的黃金機會。如果
聽任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香港的民主進程就
會拖慢10年以上，香港的混亂局面也會維持
10年以上。這種混亂的情況，正是反對派最
想看到的，因為只有繼續打「爭取普選」旗
號，他們才能渾水摸魚，撈取最大的政經利
益；同時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政策，行
「港獨」之實，把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的橋頭
堡，這也是反對派最大的目的所在。
正因為如此，反對派才明目張膽反對香港同

舟共濟，理性務實地爭取普選行政長官。反對
派在「佔中」一役，已失盡民心，現在主流民
意已經轉向支持普選。《蘋果日報》居然攻擊
這是「羊群心態」，把香港廣大市民看成都是
沒有頭腦的、沒有智慧的「羊群」，這是對香
港七百萬人的侮辱。

第二輪政改諮詢接近尾聲，香港民意超過6成支持2017年按照基本法和人

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進行普選行政長官。依法推進民主，這是維護香港安居

樂業和繁榮穩定的康莊大道。但是，反對派仍然想逆民意而行，繼續宣稱要

否決普選政改方案，並企圖搞所謂的「辭職公投」。香港市民應該大聲地告

訴反對派政客，綑綁起來阻撓政改方案通過是不得人心的，將來一定要用選

票把阻礙普選的政客趕下台。港人不做羊牯，反對派把香港市民當成羊群，

招搖撞騙，實在愚蠢，一定會遭到徹底的失敗。順應民意、轉變方向的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才是重視民意的聰明人！

我和絕大多數港人一樣，在
現行政制下，沒有特首選舉的
投票權。但是，倘若政改方案
通過，全港合資格選民便能夠
運用手中選票選出行政長官，
等於大部分港人的政治權利得
到了大大提升，卻沒有任何權
利被削減，這怎會不是民主的
重大進步？假設2017年有3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3位候選人均
須面向普羅大眾爭取支持，500萬選民成為主宰行政長
官人選的人，不是比現時完全由選舉委員會決定更民
主嗎？如果通過政改方案相當於政制走向民主化的一
次大躍進，為什麼要反對？
筆者理解一部分人想進一步追求更大的民主空間，我

亦不反對這一訴求。但先通過一個更民主的進步方案，
然後繼續推動民主化的程度，又有何不可？正如月薪只
有1萬元的打工仔，如果要求加薪至2萬元，但老闆實
際上只願意調升至1萬5千元，難道打工仔不能先享受
加薪5千元的成果，繼而再爭取更高的收入？政府官員
已多次強調，本次政改方案絕非政制發展的終點，未來
會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不斷變革政制。現階段社會各
界毋須不切實際地要求民主進程一步到位，甚至犧牲眼
前唾手可得的成果，寧願選擇原地踏步。
綜觀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歷史，政治制度往往是一個循
序漸進，持續發展的過程。過去，香港沒經過任何革
命，政制亦不斷向民主和開放前進，從所有立法局議
員都是由港督委任，到現時一半立法會議員是由地區直
選產生，這是民主的進步；從過去港督由英國直接委
派，到現在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同樣是民
主進步的表現。如政改通過，邁出行政長官普選的第一
步，站在更高的台階，我相信在提名權和被選權等其他
方面，將來還是會不斷革新的。相反，如果連第一步也
不能跨出，又如何拓展更大的進步空間呢？
所有議員都應該想清楚，通過此次政改方案，是否
有利於政府在下一次政制改革提出更民主的方案？
否決政改，是否距離所爭取的目標更接近？換一個
說法，就是先接受月薪1萬5千元的新合約，到下一
次調整薪酬時，會否更接近2萬元的理想薪酬？還是
寧願維持1萬元的原有水平，在下一次調整薪酬時，
再繼續爭取2萬元的目標？哪一個選擇更合理？這其
實是小學程度的常識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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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本港激進組織煽動反水貨的行動已經走火入
魔，繼在屯門反水貨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後，多個
「本土派」組織及近百名網民又到沙田新城市廣場聲
稱要「聲討水貨客」，結果引發人群衝撞、造成衝
突。其實早在2012年「反國教」運動，激進組織揚起
「龍獅旗」時，筆者已經大力反對這種「港獨」歪風。
不幸的是，由於一些別有用心的傳媒對此思想的吹捧，
以及反對派議員的推波助瀾，「港獨」思想在「佔領行
動」後演化為更實際的行動，將攻擊遊客、衝擊商舖作
為主要的手段。此舉不但令本地商戶和市民受到嚴重騷
擾，而且更令內地和外國遊客對香港卻步。

衝擊旅客是搞變相「港獨」
其實，一部分參與衝擊旅客行動的青少年，其仇中
情緒就是「港獨」思想的毒果子。雖然反對派聲稱香
港沒有搞「港獨」的能力，但最近幾個衝擊事件中，
搞事分子的口號、旗幟和行動已有明顯「港獨」意
味。一連兩周的衝擊行動，均見到黃巾人士身影，可
謂是小型的「佔領行動」，目的就是佔據商場，令遊
人無法進入商舖購物，造成經濟損失。口號似是針對
水貨客，行動卻是衝內地遊客而來，對香港形象造
成極惡劣的影響。這些組織以為靠不得人心的仇中
情緒可在將要舉行的地區選舉中獲得一點掌聲，繼而
大灑金錢，養兵練馬，煽動青年人以身試法。一旦受
到法律追究，組織者置身事外，那些青年人卻要受法
律制裁、牢獄之苦。這些以本土為名的激進組織素來
都是演戲高手，從來都是隨波逐流，並沒有宗旨，受
害的是市民和跟隨他們瘋癲的青年。

各界須主動遏止「港獨」歪風
激進組織以為還可以借「佔領行動」的餘波，打

「聲討水貨客」的幌子，將違法衝擊行動推至高
峰。可以肯定的是，這類由「港獨」歪風結下的惡
果行動在選舉前將陸續有來。警方和市民必須要果
敢應對，主動遏止這類非法行為，青年人亦必須要
清楚自己參加這種行為的後果。衝擊遊客，只會令
市民覺得組織者是過街老鼠，人人皆報以噓聲。衝
擊事件令國內外旅客對香港卻步，行動的目的和結
果完全令所有人都反感，全民聲討。各界應認清
「港獨」仇中禍害，應積極做好文宣教育等工作，
狠批激進行為，力抗仇中情緒，令「港獨」的污水
消失得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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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本來響噹噹，近年卻有點失色。「國
教風波」一個衝擊，難道從此式微？

「推行國民教育」很有必要
國教被視為「洗腦」，竟有不少信者。難道他

們忘記了國教乃是祖宗的傳家寶？民族英雄岳
飛，誰不敬仰？岳母在兒子脊背上刺上「精忠報
國」四個字，這個感人的故事傳誦千古，炎黃子
孫，深受教育。按「洗腦論」，岳母對兒子進行
愛國教育倒是不該，因為此乃「洗腦」。你同意
嗎？
社會上是非黑白顛倒到這種程度，使人驚訝！

現在人們連國民教育這四個字都幾乎不提，充其
量說國情教育，莫非要撇開「洗腦」之嫌？國情
教育當然重要，但只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推行
國教既然天經地義，便要堂堂正正，理直氣壯，
尤其是政府，更要高舉這面大旗。
為此需要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時下歪風邪氣

頗盛，一說國民教育，反者便駡「洗腦」。可不
要怕，那是謬論，應直斥其非，堅信邪不勝正。
針鋒相對，倒能伸張正氣，使公眾從迷惑中醒
悟。前一陣子，不少人受到反國教者的誤導，乃

因社會上的正能量不足，是非界線模糊。我們深
信，普羅大眾，其實並不反對國教。只要我們堅
持原則，多做艱苦深入的工作，局面是可以扭轉
的。

推「國民教育」意義重大
推行國民教育之於香港，無疑具有戰略意義。

「佔領行動」及其前後的抗中亂港行徑，從思想
根源上看，主要是人們的國家、民族觀念較為薄
弱，「人心回歸」問題仍未解決。只有在今後廣
泛推行國教，才可避免或減少上述弊端的出現。
特首的《施政報告》提倡香港與內地的學生交

流，得到內地的積極回應，這是推行國教重要的
一環，希望各有關方面能坐言起行。按照政府規
劃，在中學六年內，一個班級將會接受資助獲得
一次與內地學生交流的機會。這比過去是有改善
的，但仍嫌不足。香港中小學生一百多萬人，中
學生六年才有一次交流活動，仍然「供不應
求」。若要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打開局面，應
充分發揮民間力量，務求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鼎
力支持。筆者建議，成立「香港與內地學生交流
基金」，由政府和社會人士共同斥資，金額至少

六十億港元以上。用以策劃、組織和資助香港學
生到內地的參觀、訪問活動。過去的實踐證明，
那些目標明確又能適合學生需要而安排的參觀活
動，深受師生歡迎，效果很好。多由「基金會」
承擔這種任務，是再好不過的了。
設立國民教育的資料庫，為學校、社團提供豐

富的資料，有助於國教的廣泛推行。其中有關中
華文化、民俗以及國家發展最新的訊息都是重要
的素材，那些動態的視覺資料更具有吸引力，這
需要有心人士組織起來，不但搜集和整理有關資
料，還負責與學校和社團建立聯繫。「國民教育
中心」不僅要恢復，還要大發展。
香港學生多年沒有自己的刊物了。現在不是提

倡正能量嗎？如能創辦一份全港性的學生刊物，
以弘揚中華文化和道德傳統，報道祖國建設成就
為主旨，力求豐富多彩，生動活潑，圖文並茂，
這會有助於學生心智的健康成長。其實，本地不
乏關愛青少年的有心人士，他們可否接受這種挑
戰？辦刊物非易事，除了有心，還要有資源。政
府和青年委員會能否作出大膽的嘗試，為國教推
陳出新，作出更大的貢獻？只要政府重視國教，
教育局視之為工作要點，許多困難都可以解決。

國民教育必須打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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