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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方案在討論接近2年後，在上星
期被否決了。被否決的不單是政改方
案，更是將香港民主向前行都一同否
決，剩下的只是原地踏步！2017年特
首選舉繼續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
會選出，立法會選舉亦未能進一步民
主化。香港的政制發展再次停滯不
前。
社會亦因政改的討論，引發了接近3

個月的「佔領」行動，令社會嚴重撕
裂，香港變得兩極化，對立情況非常
明顯，更出現敵我分明的地步！政治
上如是，民生也如是！勞工市場早於
好幾年前已經是兩極化的市場，低學
歷、低技術的一群，高學歷、高技術
的也一群，兩者分離得嚴重。
香港社會在不同層面都出現兩極
化，亦會令矛盾加深。香港在過去幾
年，被兩極化帶來的內耗，令香港花
了不少精力去處理。同時，香港的競
爭力因內耗、反對派拉布而下降，令
香港在不進則退下，被其他國家及城
市追過了。
政改表決過後，香港仍是要走下
去，讓我們將智慧投放在民生和經濟
發展上，讓香港的未來有一條更康莊
的道路。這是社會各界在可見的未來
必須做的事，為了香港的未來、為了
香港的下一代，我們要追回我們過去
白花的時間，要急起直追，以免落後
於其他國家及城市太多。
希望，就在我們的手上！
香港正等待我們帶領
我們要修補社會嚴重撕裂
我們要讓香港重新出發
我們要透過理性的建設力量
贏回我們的香港！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就讓青年帶領
香港重新出發！

A14 文匯論壇

曾淵滄博士

政改被否決後，有反對派議員迫不及待地慶祝自己
的「勝利」，這充分暴露了他們反「一國兩制」及基
本法的本質。事實上，正是反對派的綑綁否決，令廣
大市民普選夢「落空」，這些人不僅沒有贏，相反在
民意上輸得徹底，必將在未來的區議會選舉中被選民
懲罰。一時的挫折並不能阻擋香港穩步向前的大潮，
只要市民們團結一致，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堅定推進
香港民主發展，香港的前景仍是光明的。
不少人認為，政改被否決之後，香港特區會面對管

治困難。
事實是，回歸十八年以來香港特區在哪一年沒有面

對管治困難？可幸特區政府及廣大熱愛香港的人迎難
而上，儘管問題多多，但都能逐一解決，沒有出過亂
子。

暴露反中央反民意本質
香港的管治困難，源頭來自一些誓要推翻中央對港

管治權，不願意接受香港回歸中國事實的人，不論政
改通過與否，這群人依然會千方百計使特區政府的管
治出現困難。如今，政改被否決，這批人說必須通過
更大型的「不合作運動」或社會運動，逼迫中央政府
及特區政府重啟政改，以達到他們奪權的目的。實際
上，就算政改通過，本土激進分子依然會居心叵測地
破壞2017年的普選。政改被否決，則說明反對派中
的溫和力量，並沒有大家預期的那樣與激進派劃清界
線，而是選擇靠攏激進分子，這無疑令激進路線獲得
更大的破壞力。
政改被否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是失望的，政改

表決前，不同機構的民意調查都顯示社會主流民意
支持政改通過。這說明多數香港人希望有普選能夠
「一人一票」選特首。現下普選無望，廣大市民會
對投票否決普選的議員及其政黨產生抗拒的心態。
這股心態將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更有機會令反對
派的所謂「奪權」運動無法得逞，消弭特區政府的
管治壓力。

民意早已背離反對派
特區政府的管治從來都不容易。眾所周知，困難的

源頭，就是始終有一批「反中亂港」分子，執意對抗
政府，生出事端。這群人千方百計想奪取管治香港特
區的權力，甚至鼓吹「港獨」，又主
動勾結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妄
圖推翻中國共產黨政權或將香港獨立
出去。
如今，政改被否決，這批人可能認

為自己「勝利」了。其實，全港市民
都是輸家，不僅政制原地踏步，社會
也將繼續在政爭泥潭中深陷。但是，
投票否決政改的人別開心得太早，他
們並沒有「勝利」，這些人剝奪了大
眾的投票權利，是輸了民意。政改一
役，民意轉向，反對政改的人不足半
數是鐵一般的事實。實際上，去年的
「佔中」行動發展至中期後，民意早
已背離反對派，相信政改被否決之
後，民意將對「普選殺手」的反對派

議員展開一系列的追討行動。
回歸十八年，特區政府之所以面對管治困難，就
是因為反對派有一定數量的選票支持。反對派針對
特區政府製造管治困難，就是憑選舉中的選票支
持。現在，作為「普選殺手」的反對派還能獲得民
意支持嗎？缺乏民意支持，反對派有什麼能量繼續
阻礙政府施政？香港一時的政制發展挫折，並不會
影響繁榮穩定的大方向。只要市民團結一致，推動
香港回到求發展求和諧的正軌，特區政府繼續按照
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推動民主發展，為香港長
遠發展打好基礎，香港的明天不會因為一時的陰霾
而失去光明和風采。

反對派否決政改必遭民意追討

反對派議員罔顧主流民意否決普選方案。毫無疑
問，他們是扼殺普選的罪人，這個罪名他們怎樣也
不可能推卸。建制派推動普選從來都是旗幟鮮明，
貫徹始終，全港市民都有目共睹。

反對派借題發揮表決事件志在卸責
希望實現普選的民意彰彰明甚，六成以上的民意呼

聲響徹雲際，反對派否決普選方案，意味他們要與主
流民意為敵，必須承受沉重的民意壓力。所以，他們
在否決普選之後，忙不迭的企圖推卸責任，不但炒作
表決事件，更侈言要重啟「政改五步曲」云云。然

而，「政改五步曲」是反對派親手拆掉的，令普選法
案未能通過立法會這一關，現在他們竟然又要重啟，
豈不自相矛盾，更視法律程序如兒戲？況且，既然普
選方案已被否決，在這一屆特區政府剩下的任期內，
也看不到有重啟的時間和空間。社會也期望能夠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反對派要重啟「政改五步
曲」不過是一廂情願，也是居心叵測，藉此繼續煽動
新一輪的政治抗爭。

扼殺普選「泛民主派」是「反民主派」
普選被否決令人失望，但在過程中至少讓外界看

清楚誰是真心推動普選的「民主派」；誰是高喊
「民主」口號但卻在破壞普選的「反民主派」。中
央一再強調，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按照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落實2017 年特首普選。去
年12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行政長官梁振
英時指出，香港政制發展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依
法有序進行；應該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
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人大「8．31」決定更為2017年特首普選「開
閘」，讓香港可以在回歸20年的時間實現普選。政
改諮詢階段和政改方案公布後，中央官員王光亞、
李飛、張曉明多次會見立法會議員，曉以大義爭取
他們支持普選方案。儘管在反對派多次揚言綑綁政
改的情況下，中央依然多番釋出善意，只要有百分
一希望，中央都盡百分百努力。普選被否決，相信
中央與廣大市民一樣失望。

釜底抽薪褫奪反對派政改否決權
特區政府為推動普選，勤勉盡責、夙夜在公、不屈

不撓，為實現市民的普選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勞苦
功高。儘管最後方案被否決，但特區政府的表現同樣
值得肯定，為推動普選櫛風沐雨，落區宣傳政改。至
於廣大愛國愛港群眾，舉辦撐政改大簽名；頂烈日

當空在表決前到立法會外撐政
改，為推動普選注入強大的正
能量；建制派議員一直旗幟鮮
明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推動普
選，在政改諮詢期間積極出謀獻策，有功有勞。可以
說，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以及廣大支持政改
的市民，都是香港真正的「民主派」。最終普選方案
被否決，責不在中央、特區政府以至愛國愛港陣營，
而在於28名在立法會否決普選的反對派議員，他們才
是扼殺普選的兇手。
好事多磨，普選方案不幸在立法會被否決，市民的

普選夢想功虧一簣。就算將來「政改五步曲」重啟，
普選方案也必將繼續依循人大「8．31」決定辦事，絕
對不會改變。即是說，如果反對派仍然掌握政改關鍵
否決權，而不改弦易轍，仍然要挑戰基本法、挑戰中
央的憲制權力，將來普選方案也將難逃被再次否決的
命運，普選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因此，要實現市民
的普選夢，必須釜底抽薪，藉選票對反對派議員
「票債票償」，褫奪其政改否決權，令他們不能再阻
撓普選的落實。今年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
舉，將直接關係市民的普選夢能否實現。唯有反對派
大敗，香港普選才有希望，市民應好好善用手上的一
票。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各界為推動政改盡心盡力 扼殺普選責在反對派
普選方案在立法會被反對派議員否決，全港市民唾手可得的普選權被反對派扼殺，市民的

普選夢被毀於一旦，暴露反對派議員根本視主流民意如無物，視港人福祉於無物，理應負

上全部責任。政改一役讓外界看清楚誰是香港的真正民主派：中央為推動普選付出了最大

的誠意和努力；特區政府上下一心，盡心盡力爭取議員支持方案；愛國愛港陣營全面動

員，為政改通過注入了巨大的正能量。最終普選方案被否決，責不在中央、特區政府以及

愛國愛港陣營，而是在於忤逆民意的反對派。市民應看清楚誰才是否決普選的罪魁禍首，

誰才是推動普選的中堅力量。市民對否決普選的反對派議員必須「票債票償」，這樣，香港

的普選才有希望。

馮丹藜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端午節父親節 說屈原談政改

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的結果，對大多數市民來
說，正應了魯迅先生那句話：「但願不如所料，
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卻每每恰如所料的起
來。」綜合各方面的反映，政改方案遭否決，大
多數市民的看法可以「痛心疾首」一言以蔽之。
普選遭扼殺，香港民主遇挫折，周六端午節、周
日父親節相繼而至，或許稍紓我輩善良百姓們心
中的鬱悶、失望和憤慨。

愛家邦愛人民流芳千古
端午節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最初是南方先民

在夏日裡祛病防疫活動。早在春秋時代（公元前
770—公元前453年）之前，東南吳越之地就在夏
曆五月五日以龍舟競渡形式，舉行部落圖騰祭祀
等活動。戰國末年，身為楚邦三閭大夫的屈原
（約公元前342—公元前278年），眼見自己的
家邦即將被強秦吞併，襄王昏庸無能，政壇奸臣
當道，於是在龍舟競渡的端午這一天，投汨羅江
自盡，以期喚起自己的同胞。從此，端午節成為
中華民族紀念屈原的節日，其最初的含義反而甚
少有人知道。
後來屈原以「偉大的愛國詩人」流芳千古。
其實那時中國這片土地就是「天下」。屈原深
深地愛自己的家鄉和人民，像橘樹那樣，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屈原的愛國，就是
愛家邦、愛楚邦的人民。上世紀初的著名學者
易培基，他是孫中山的顧問、毛澤東的恩師，
又是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對屈原及
《楚辭》有精彩論斷：「滅楚者，秦也；滅秦
者，《楚辭》也。」屈原把憂國憂民的赤誠投
入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並且以身殉
國，楚人感屈原之至。屈原的執、生死，為
的是家邦、為的是人民，而不是自己。正如屈
原在《離騷》裡說：「豈余身之殫殃兮，恐皇
輿之敗績！」（我哪裡怕自己遭殃，我怕的是
楚邦覆亡啊！）屈原為邦為民，「雖九死其猶
未悔」。
對照屈原為家邦、人民的大愛，看看香港的反

對派政客，不覺得汗顏嗎？各位政客常掛嘴邊的
是為香港、為市民，到頭來卻實實在在是為自
己！落實普選，讓民主向前，是香港市民的人心
所向，也應該是香港政治人物的不二之選。但結
果反對派連最基本的政治倫理都不講不理，夫復
何言？

撐起香港這片天吾輩有責
父親節為感恩父愛。如果說，母愛代表不求

回報的奉獻，那麼，父愛就代表義無反顧的擔

當。反對派的政治人物不
少已為人父母，今天的
「學字頭」搞手們明天也
將為人父母。成功為人父
母者，莫過於成為子孫楷
模，獲得子孫的愛戴和敬
佩。為人父母，給子女留
下什麼寶貴遺產？這是家
事也是天下事。現在香港
都在討論「如何保持競爭
力」。在我看來，一個社會的根本競爭力，在於
文化感召力，一個良好的文化傳承就是最寶貴的
財富。
過去內地一提到香港，人們馬上想到法治、

廉潔、高效、文明。不幸的是，如今內地同胞
一談到香港，很容易聯想到，民主是「佔
中」、「公民抗命」、「拉布」；自由是「鳩
嗚」，向無辜的遊客示威，連小童都被嚇得痛
哭，只因小童一時內急慌不擇路，就被連番示
眾，口誅筆伐。一小撮人的胡作非為損害了香
港形象，破壞了兩地人民的感情，最終受害
的，還是廣大香港市民，相信港人都不會容
忍、放任這些反中亂港行為。
政改方案醞釀近兩年，反對派的執意否決，

到頭來讓大家白忙一場，政制原地踏步，全港
皆輸。痛定思痛，我真心渴望老、中、青、少
同心協力，重建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文化和傳
統，這是香港的靈魂，千萬不可讓政治爭拗沒
完沒了，讓香港發展停滯、文明倒退、文化墮
落、精神沉淪，將香港這片綠洲變為沙漠，陷
入萬劫不復。為我們的家園，為我們的子孫，
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的從政者應回歸基
本法原點，推動經濟、民生和民主的發展，這
是天降之大任，要為港人作出擔當。

政改方案醞釀近兩年，最終因反對派的否決，令500萬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

的普選夢落空，各方兩年多的努力付之東流，白忙一場。對比屈原為國家、人民的

大愛，父親為子女的無私奉獻和擔當，反對派政客違逆民意、為了一己之私而否決

政改，陷香港於政爭不息的混亂，反對派政客不覺得汗顏？不是理所當然應受到各

界的譴責嗎？為我們的家園，為我們的子孫，為了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的從

政者應回歸基本法原點，推動經濟、民生和民主的發展，這是天降之大任，要為港

人作出擔當。 ■馮丹藜

蕭
平

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出現意外，33
名建制派議員為了「等埋發叔」錯過
投票，留下了難以挽回的遺憾。
這幾天，輿論聚焦「甩轆」的是是
非非。支持政改的市民抱怨嗟歎，批
評指責，闖禍的議員唯有多番致歉，
更有人禁不住流淚哽咽。市民的批評
完全有理，畢竟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
刻，一次歷史性的投票。所以，33名
議員誠懇接受批評，並召開發佈會，
發表聯署聲明，鄭重重申支持普選法
案的立場。他們是正人君子，承認錯
誤，吸取教訓，同時展示建制派陣營
的意志和團結。如果設身處地從他們
的角度看問題，「等埋發叔」無非是
想全體建制派議員整整齊齊投下贊成
票，讓立法會的表決器記錄下歷史的
真實。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動機
無可厚非。
至此，事情可以畫上句號了。其實
誰都明白，即使這33名議員投下贊成
票，政改方案也逃不脫被扼殺的命
運。阻礙拖延香港普選進程的是反對
派議員，他們才是阻擋民主車輪的罪
人，當受千夫所指！
一邊是考慮不周導致技術性失誤，
一邊是罔顧民意剝奪港人普選權，性
質截然不同，孰大孰小，孰輕孰重，
自是一目了然。善良的人們萬萬不可
因小失大，糾纏於細枝末節，讓反對
派金蟬脫殼，逃過輿論的譴責。
筆者或許是杞人憂天了，當投票否
決的那一刻，反對派已經把自己釘上
了歷史的恥辱柱。無論他們如何辯
解，這個罪責想甩也甩不掉。港人現
在要做的是兩件事：一是給反對派記
下這筆賬，到時候讓他們票債票償；
另一個就是放下政治爭拗，和特區政
府一起聚焦經濟民生。
（文章編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署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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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強

■主流民意支持政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