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文匯論壇

認
賊
作
父
的
斯
德
哥
爾
摩
症
候
群

資
深
傳
媒
人

梁
立
人

資深傳媒人及作家屈穎妍與《明報》決裂，
其後在「女人心」專欄，以《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題，聲言恥與《明報》為伍引起全城熱議，
《明報》方面亦「不甘示弱」，上周五於其「編
輯室手記」刊登文章，對屈穎妍冷嘲熱諷。
明報向來自命是中立持平的報紙，一向受一
些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捧場，該評論一出，不
但公信力蕩然無存，更引來社會各界不滿和抗
議。其實，屈穎妍因理念不同，和明報割席是
平常不過的事，明報對此小題大作，對屈穎妍
反唇相稽，已有失度量，最令人不解的是，文
章指，原本以為「出身左派家庭讀左校」的屈
穎妍「尚算出淤泥而不染」，但後來「終於明
瞭，洗腦的極致是，被洗腦者渾然不知」。明
報將傳統的左派愛國學校視作污泥，很明顯已
經失去了中立持平，站到右派那一邊去了。可
憐明報自誇是知識分子的報紙，卻連最基本的
歷史常識也不懂。
香港的歷史，可以說是中華民族難以忘懷的

恥辱記載，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强迫清政
府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
1856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清
政府於1860年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
島，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地區。1894年中日甲午
戰爭之後，英國逼迫清政府於1898年簽訂《展
拓香港界址專條》，强租新界，租期99年，讓
當時香港的面積擴大了十倍之多。直至1997年
6月30日，歷盡滄桑，香港最後才回歸祖國懷
抱。雖然說，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讓香港
人安居樂業，然而，明報的言論將傳統愛國學
校視為污泥，將當年的殖民管治政府視為正
統，那和當年汪精衛甘當兒皇帝，將日本視為
母國又有什麼不同呢？其實，被洗腦而渾然不
知的並非屈穎妍，而是明報諸君，他們已被殖
民教育洗了腦，「西風吹得明君醉，直把香港
當倫敦」！
令人痛心的是，風骨盡失，認賊作父的並非
只是明報諸君，香港知識分子中大有人在。最
近，教協舉辦的第二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
榜」，把《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這「港獨」
魔經列入60本「中學生好書」的候選書目之
一。眾所周知，城邦派的教主陳雲以邪教組織手
法，分封追隨者「將軍」、「元帥」頭銜，吸納
青少年成為他的信徒，進行反社會、反人類、反

國家的暴力活動。教協
有一些人為了反對中央
政府，大力推薦「港獨
魔經」，煽動青年人為
他們火中取栗，說明教
協已經淪為偏激的政治
組織了。
中國人一向提倡尊師

重道，教師的社會地位
超然，作為一個教師專
業團體，應有「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和承
擔，但教協不但沒有引導青年走正路，還將導人
向邪的魔經推薦給思想尚未成熟的中學生，以教
協成員的認知，難道不明白香港城邦的意義，難
道不知光復本土的性質？他們這樣做，難道不是
把香港學生往邪路上帶，將香港往死路上推嗎？
其用心之惡毒，令人毛骨悚然，這樣的一群人，
好意思將萬世師表的光環頂在頭上嗎？
在風起雲湧的國際形勢中，有熱血的中國人

每天都難以掩飾內心激動，中國人在南海自己
的領土上動工，美國勾結日本肆無忌憚地指手
畫腳，美國國防部長聲言會將六成的海軍力量
進駐南海，喝令中國立即停止在自己的領土上
填海建島，惡言厲色，如同主家喝罵家奴，幸
而今日中國已非吳下阿蒙，否則當年甲午海戰
的悲劇又將重現。作為一個已晉身世界強國的
的中國人，對美國的狂妄無禮，無不感到氣
憤。明報諸君難道還會將自己強大的祖國視作
污泥，將游弋南海的美國戰艦當作吉祥的蓮
花？教協眾小難道還想藉機在香港建立城邦，
和美日一同對付久經憂患才站起來的十三億人
民？
西方社會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之說，是指犯

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
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當被劫持者的生死操控在
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
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
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
危。卻把解救者當成了自己的敵人。這種情況中
國人另有一種說法，叫為虎作倀，反中亂港者就
是被西方猛虎吃掉的人化身的倀鬼，他們將自己
的祖國當敵國，把自己的同胞叫蝗蟲，反過來幫
老虎迫害善良的同胞，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其
實不過是一隻沒有靈魂的倀鬼。

■梁立人

陳志豪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會長

三主任講話揭開撥亂反正的序幕

王光亞主任、李飛主任、張曉
明主任近日在深圳的講話很清楚
了，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完
全符合「一國兩制」精神、《基
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符
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兼顧了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一個
民主、開放、公平、公正的普選
制度，並不存在修改空間。說實
話，既然政府提出的是一個好方
案，也獲得了廣泛的民意支持，
為何還要修改呢？
依據《基本法》第104條，本
港立法會議員於就職時必須依
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如議員們誠心實意履行其誓言，
當特區政府提出一個符合《基本
法》的民主進步方案，為何又要
反對？筆者一直關注反對派主張
否決方案的理由，留意到很多觀

點也是違反《基本法》的，例如
要求廢除提名委員會和反對人大
常委會的政改決定等，這又怎會
是擁護《基本法》的表現？《基
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體現了
「一國兩制」精神，若議員們
連《基本法》也不尊重，固然
是違背誓言的表現，更談不上
愛國愛港。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愛國愛
港」是擔任特首的基本政治條件，
而提名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排除
「不愛國不愛港」的人擔任特首，
是合理的。依據《基本法》，香港
特首由中央任命，需要向中央負
責，一個不愛國不愛港、不遵循
《基本法》、不承認中央對香港主
權的人，為何又要爭取中央任命，
甚至參與體制內的立法會？這豈非
政治立場上的自相矛盾？既承認中
央對香港的主權及《基本法》，則

更不會要求推翻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了。可見，反對派的論述根本站不
住腳。
香港已回歸祖國18年了，《基

本法》亦已在香港實行18年。至
今，仍有部分政客不斷提出一些背
離「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政
治倡議，甚至以一些抵觸《基本
法》的理由來否決政改方案，絕對
不利本港的繁榮穩定。沒有政治穩
定，又如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王光亞主任的表態很強
硬，也很直白，對於反對派中的
「死硬派」和「頑固派」，中央會
「堅決鬥爭，決不含糊」。雖然
筆者不清楚中央會採取怎樣的形
式和手段來展開對「死硬派」的
鬥爭，但港人已耗費了太多精力
和時間來處理政治問題，波及社
會經濟民生等各方面，誰都感覺
到香港正走下坡，撥亂反正的時
機不能再拖了！

徐莉 九龍城工商業聯會主席

順大勢保普選 香港再創輝煌

古語云：「不謀大勢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
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香港民主的目的是什
麼？香港的未來在哪裡？這是香港民主發展不能
不思考的問題，唯有看清香港與國家發展的大勢
和前景，香港民主之路才能少走彎路邪路。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指出，所謂觀大勢，就是看
世界潮流、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趨勢、看香港的
發展前途。伴隨信息革命的突飛猛進，當今世
界正在發生巨變。祖國內地的發展更是一日千
里，正進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的歷史時期。這就是香港民主發展的
大勢所趨。

普選要與國家發展順勢而行
香港普選要與國家發展的大方向順勢而行。這意

味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決定的框架下進行，普選必須顧及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必須是
愛國愛港人士，普選制度設計必須符合香港的實際
情況和法律地位，並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只有
處理好「一國」與「兩制」、民主與法治、中央與
特區之間的關係，香港找到兼顧香港與國家利益的
共識和方向，讓港人重新團結、重新飛躍、重拾希
望，一同為香港創造新的奇蹟，創造社會發展、經
濟向前、民生改善的大時代。
如今，距離普選只有一步之遙，每一位真心為

香港、為國家好的人，沒有理由不去珍惜這一來之
不易的民主發展機會。面對國家發展與歷史前進的
大勢，是選擇與國家漸行漸遠，一步步滑向激進，
執意否決政改，走向民意的對立面，把自己逼進
「死胡同」還是順應大勢支持政改，成為中央和廣
大市民所期望的建設性力量，給自己和香港創造海
闊天空的新局面，立法會議員需要深入思考，仔細
權衡，明智抉擇。

眾所周知，香港近年事事政治化，社會撕
裂、內耗不止，導致發展停滯、創新乏力。中國
社科院5月15日於北京發布的最新《中國城市競
爭力藍皮書》中，香港綜合經濟競爭力13年來首
次桂冠旁落，被深圳超越。藍皮書預計，到2015
年，香港的經濟規模將落後於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等內地城市。香港曾經是「亞洲四小
龍」之首，人均GDP數倍於韓台，2002年，新
加坡的GDP是905.8億美元，香港的則是1663億
美元。但到了2012年，新加坡的GDP達到2747
億美元，而香港為2633億美元。只用了10年時
間，新加坡的GDP已趕超香港。2013年香港人
均GDP為3.8萬美元，更較新加坡的6萬美元，
低約三分之一。

通過政改重建與中央互信關係
香港已到「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時候。內

地和亞洲的大城市都在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取得
成績超越香港。居安思危，難道我們還能將這個
落後於人的警號視而不見嗎？若反對派議員堅持
綑綁否決政改方案，香港繼續糾纏在沒完沒了的
政改爭拗中，只會進入一個全港皆輸的局面，港
人對此能無動於衷嗎？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此次會面時指出，長期

以來，有關政制發展問題的爭拗一直沒有間
斷，耗費了特區政府太多的時間、精力和太多
的社會資源。可以說，政制之爭「累港久
矣」。希望所有真心誠意為香港好的立法會議
員，應冷靜反思香港存在的問題，在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背景下，調整自身的政治定位和立
場，拿出勇氣支持通過政改方案，重新建立與
中央政府互信互動的良性關係，打破香港政制
發展的困局，令香港有機會把握國家發展的東
風，重拾競爭力。

中央3位官員與本港立法會議員在深圳會面，為通過香港特

首普選方案盡最大努力。特區政府已向立法會發出正式通知，

港府將於6月17日的立法會大會上動議辯論政改立法草案。落

實普選關乎香港的整體利益，要走穩、走好香港民主發展路，

掌握政改方案通過關鍵票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必須觀大勢、順

民意、擔道義。國家穩步崛起、民族復興是不可逆轉的大勢，

廣大市民渴望普選意向清晰。應該通過政改、實現普選，讓香

港走出政治爭拗的慣性怪圈，集中精力拚經濟、拚發展，營造和諧安樂的社會環

境，再創新輝煌。

儘管反對派議員仍然矢言要否決按照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所設計的政改方案，但中央仍秉持開放
態度，釋出充分誠意與之溝通，希望推動政改方案落
實。無奈一部分反對派議員仍「冥頑不靈」，聲稱將
否決政改方案。事實上，反對派罔顧民情民意，拒絕
溝通協商的做法並非首次。這種嚴重與議員職責不
符、挑釁香港憲政法律的行為，在不久後的選舉中必
定受到選民的懲罰。

落實普選符合社會整體利益

不同派別人士，對於政改議題意見不一，本屬正常
現象。但隨政改推進，現階段絕大部分市民更希望
先落實目前的政改方案，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然後才
逐步謀求改進。普選是香港長期等待的機會，包含了
不少前人的努力及貢獻，市民們對民主進步的期盼轉
化為強大的民意，成為現下推動政改的最大動力。若
能實現普選，將是民主進程的大飛躍，不僅對政制發
展有益，也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和支持。政治必
須於社會民生做到互惠互利，才是香港所需要的真正
的民主。

香港如今在政制發展上取得的成就，在港英管治
的156年間是無法想像的。香港開埠以來，共有28
名港督，但他們在任上的權責，是由英女王任命，
由英國政府授權管治，主要負責社會經濟、民生等
事宜。港人所享有的民主權利是極其有限的，香港
人參政議政的自由度非常有限，更不用說什麼「港
人治港」了。這樣的前提背景下，香港不可能會有
普選，「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更是天方夜譚。
現在普選機會幾乎是「唾手可得」，香港應抓住機
遇邁出民主政制的關鍵一步，擺脫政爭內耗，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惠益民生，這符合香港社會的整體
利益。

通過政改是最好的下台階
中央一直依照《基本法》規定，在「一國兩制」方

針下，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人之前無
法享有的權利，在回歸後得以兌現，社會的核心價值
得到了有效保護。但社會上卻有人打「民主」的幌
子，肆意擾亂香港管治，對抗中央，不顧國家安全與

整體利益，罔顧香港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一部分的事實，妄圖
將香港變作獨立的政治實體。
反對派議員以子虛烏有的「國
際標準」，衝擊香港憲制，抹黑衝擊中央管治權，這
種做法缺乏法理和情理，得不到社會的認同，更對社
會造成破壞性影響。香港因為持續的政爭內耗已經付
出沉重的代價，經濟發展速度減慢。政改如無法順利
通過，將產生嚴重後果。反對派如一再堅持反對立
場，拒絕接受現實而阻礙普選方案的通過，不僅有違
議員職責，更將辜負選民的信任和選擇，缺乏政治人
士應有的風度、胸襟和遠見。
唱反調是意氣用事之舉，對政治及社會進步沒有

建設性幫助。希望反對派議員能夠審時度勢，腳踏實
地，為市民和社會做有益的、有用的事情。尤其在政
制發展之路上，不要辜負中央政府的一片苦心和努
力，以求大同、存大異的精神，拋開一黨一己私利的
束縛，投下神聖的一票，共同構建一個更好的將
來。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中央全力以赴推普選 反對派不可阻民主發展
在政改方案即將表決之際，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與本港立法會議員在深圳就政改會面，坦誠交換意見。王光亞主任重申中央堅定不移地支

持香港依法如期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中央仍會盡百分之百

的努力，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社會上希望政改通過的主流民意不容違逆，立法會議員應

尊重順應民意，勇於承擔，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為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無愧

於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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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家都在熱議民主，在我們英國，民主的
實踐已經持續很久了。作為一個英國公民，我必
須告訴諸位讀者：不論你如何評價民主的優劣，
都無法否認它不是一個一蹴而就、令人暢快的過
程。
我國不久前剛剛舉行議會、政府換屆選舉，大
家直到結果揭曉前最後一刻都認為執政權將會易
主，不料大多數選民在投票時決定支持現任執政
黨，而非選擇改變。選舉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
料，大熱倒灶的工黨多日之後仍然在療傷(不消
說，本人也有同感）；甚至某些保守黨人士對自
己「爆冷」大勝也大感錯愕。如今舉國上下仍未
回過魂來，大概至少要數月之後才能回過神來。
如果你認為民主意味人人都有選舉權就能事
事如願，那純屬幻想。有人贏就必然有人輸。更
重要的是，民主永遠無法做到心想事成，因為它
總會受到現實中的這樣或那樣的限制。作為一個
成熟、教育程度較高的文明社會，香港如今正在
討論完善民主的方方面面，這是香港有史以來第
一次，沒有現成的樣板可以照搬。
經過多年的商討和準備，特區政府終於拿出依
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擬就的政改
方案，這是一個旨在合憲合法普選特首的大膽計
劃。目前圍繞這一方案的爭論焦點是：在此安排
之下，選舉權完全沒有限制，即合法選民有充分
的投票自由；但被選舉權即參選人的資格卻會受
到一定的限制。有些港人因此認為這是「假普
選」，這樣的民主有瑕疵；但也有人指出無限制
的選舉權更為重要，不該因為一點不盡人意就盲
目否決。餓肚子怎樣算都不會比半飽好。
首先，平心而論大家都明白，現實沒有任何事
能做到十全十美，聰明人不會因為不完美就否決
好事。其次，我們可以看看世界上其他民主社
會。英國和美國都為自己的民主傳統自豪，兩國
選民都享有充分的投票權，但被選舉權又如何
呢？請問全世界範圍內誰能舉出一個參選人享有
完全的被選舉自由的實例？作為英國公民，我不
久前剛剛行使了充分的投票權，但是這種自由選
舉也無法擺脫世界政經形勢的制約，就是說我們

在選擇投誰一票時不得不有所權衡，作出妥協。
感情不能代替現實。有分析人士指出，工黨之所
以在選舉投票階段遭保守黨「逆轉」，是因為其
政綱雖然很有喜感但脫離現實，並涉及到重大的
社會成本，大多數選民擔心那些政策會使英國經
濟難以承受，競爭力受到損傷，所以決定為現實
「割愛」。我認為這種分析很有道理。
在美國，公民的被選舉權受到經濟現實的制約

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僅僅競選開支這一項就能
讓絕大多數人望而卻步。在某些國家政界強人憑
權力致富（通常是通過腐敗），而現今在美國你
不是千萬富翁就別想從政，更不要說成為政界強
人了。請問這是名副其實的被選舉自由嗎？不
是。那麼這是否意味美國是「假民主」呢？當然
不是。
我們都知道香港受到的現實制約是什麼：在政

權回歸中國之後，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
權是不爭的事實，就像世界經濟影響香港經濟一
樣。在這個現實之下我們都是受制約的，只是受
到的制約性質不同而已。
我希望香港能克服對「有瑕民主」的恐懼，好
好把握普選帶來的充分投票權。世上沒有完美的
民主制度，民主不可能避免磕磕碰碰、勞心費
力，但作為過來人我們真心不希望港人因此放棄
現行的民主進程。
（文章編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作者

Tim Collard是精通中國事務的前英國外交官，
曾被派駐北京任研究員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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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修

■英國的民主歷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圖為英國國
會大廈。

■徐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