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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日前舉辦退修營，商討政改
否決後最新政治局勢、與中央及特區
政府的關係，以及今年區議會與明年
立法會選舉的部署。反對派內派系林
立，各懷鬼胎，所謂退修營根本不可
能有任何成果，而涉及政黨生命線的
選戰部署，各黨派更不可能向「盟

友」和盤托出。君不見，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中，公民
黨和新民主同盟是如何在民主黨背後插刀。不過，反
對派確實有需要反思其路線，近幾年反對派明顯走入
了死胡同，被激進派主導騎劫，由去年的「佔領」到
立法會「不合作運動」再到否決普選方案，反對派已

經走上了一條與民意對立的路，也意味反對派正式走
向了衰亡之路。
天造孽，猶可恕。自造孽，不可活。反對派之敗

在於近年逐步揚棄自身的優勢。他們的優勢是什
麼？就是以反對派的角色來監督政府，但監督、批
評不表示要拖政府後腿，市民心底裡始終是希望議
會能夠與政府合作推動施政。因此，只要反對派扮
演好監察者的角色，就可以一直掌握政治光譜的優
勢。當年司徒華在世時民主黨從來不會參與拉布，
不會高呼要癱瘓政府，並非是司徒華不懂，而是他
知道民主黨的最佳定位在哪裡？知道民主黨不能越
過雷池半步，不能與當年仍叫「雄仔」的梁國雄的

「四五行動」變成一類。
然而，近兩年民主黨卻在少壯派的掌權下不斷調整

定位，由建設性的反對派變成與激進派鬥癲鬥激，
「佔領」他們跟在後面走，立法會拉布他們大力配
合，否決政改他們更是企硬再企硬。對於黨內溫和聲
音更不惜大力打壓，動輒驅逐出黨。早前黃成智已經
被掃地出門，引發大批黨內溫和力量的反彈。據稱前
副主席狄志遠等溫和派正計劃與黃成智組織新黨，搶
攻未來兩個選舉，黃更是競逐新界東的不二人選。而
二人將於下月初赴台灣取經，並商討籌組新政黨細
節。黃成智、狄志遠等另起爐灶組黨，意義非同小
可，不但意味民主黨即將爆發大規模的分裂，輕則元
氣大傷，重則將會逐步邊緣化，失去了反對派龍頭的
地位；更預示反對派即將面臨板塊重組。
黃成智、狄志遠組成的新黨，顯然是要吸納反對派

理性、溫和支持者，當中主要來自民主黨，而公民

黨、民協、工黨等相信也會有不少持類似理念人士。
過去，由於反對派一致轉激，已經沒有定位中間的政
黨政團選擇，導致不少反對派支持者唯有按兵不動。
但現在打正旗號走中間路線的反對派政黨即將成立，
在本質上他們與反對派政黨無疑，但在策略上卻較重
視與中央、特區政府的聯繫，認同基本法，也較願意
通過協商解決問題。這種取向對於不少反對派支持者
相信有一定吸引力，如果造成聲勢，隨時成為反對派
內一股新勢力。
從政治光譜來說，反對派內的最大「藍海」就在於

中間理性路線，但一眾反對派政黨近年卻不斷向極端
激進的光譜「擠」，反而放棄了這片廣大「藍海」。
現在有新政黨搶佔有關領域，如果成功，必將改變反
對派內的板塊，其中民主黨更會陷入兩面不是人的境
地，成為這次變化的最大輸家。對於反對派未來的變
化，各界都應密切留意。

黃成智狄志遠組黨引發反對派板塊重組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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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港大副校長的遴選工作屬於港大內政，遴選委
員會選出候選人後，再交由校委會表決，通過就任命，
不通過就撤回，權力在於校委會，委員們根據自身的判
斷作出決定，外人無從置喙。然而，這次任命卻演變成
一場政治風波，原因很簡單，就是有人以為自己必定擔
此高職，有港大中人更曾私下承諾必定會全力支持，令
他以及其背後的政治勢力「坐定笠六」，等「黃袍加
身」。然而，「佔領」一役卻引發社會輿論擔心校園政
治化問題，其中「佔中」搞手戴耀廷以及不少核心都是
出自港大法律學院，而當時身為院長的陳文敏不但沒有
阻止違法抗爭的出現，反而大力支持給予方便，令人對
陳文敏的能力操守存疑，於是在傳出他有可能接任副校
長一職時，隨即引起輿論譁然。

陳文敏能力操守存疑

及後，傳媒再揭發戴耀廷違規捐款事件，當中負責接
受捐款，並且安排法律學院配合「佔中」的就是陳文
敏，鑑於事件涉及校規，港大校委會成立了調查委員會
調查，並發表報告明確陳文敏要負上責任。在連串醜聞
之下，如果按照正常的遴選程序，候選人被揭發種種違
規行為，肯定立即被拒之門外。況且，在陳文敏「英明
領導」下的港大法律學院，近年學術評分急跌，一個既
沒有能力，又沒有表現，加上違規受查的候選人，如果
都能雀屏中選，試問如何令人心服？於是，港大校委會
不少成員都不認同陳文敏的任命。

然而，有委員知悉陳文敏行情看淡，竟罔顧校委會
保密原則，將消息傳給劉進圖等反對派人士，打算與
反對派內外施壓，逼校委會必須任命陳文敏。於是就
有了早前劉進圖放料指陳文敏已內定擔任副校長的文
章。然而，劉由始至終卻提不出任何證據，原因很簡

單，陳文敏不獲支持接任副校長是真的，但所謂政府
施壓卻是劉進圖及反對派杜撰出來的。既是杜撰，又
何來人證物證呢？

發動「文攻武嚇」逼校委會就範
隨遴選的政治角力愈演愈烈，反對派開始發動「文

攻武嚇」，發起所謂聯署施壓校委會，更乾脆發動學生
包圍、狙擊校委會委員，再加上反對派喉舌及劉進圖之
流不斷放風為陳文敏造勢，確實令校委會感到壓力，於
是校委會近日提出等首席副校長就職後再討論副校長的
任命，當中既是由於副校長一職是從屬於首席副校長，
這種安排合情合理，但更重要的還是怯於反對派的政治
壓力，令校委會不敢據理否決陳文敏。對港大這所百年
名校來說，因為反對派的施壓而影響高層任命，確實是
大學的悲哀，也是香港的悲哀。

反對派在遴選事件中最令人不齒的地方，就是肆意
干預、破壞大學自主，更反過來賊喊捉賊。有反對派
指政府干預遴選意圖阻止陳文敏上任，這種說法並沒
道理。原因是陳文敏任命權在於校委會，如果校委會
認同任命，政府也難以置喙。然而，多名校委會委員
卻已表態對陳文敏任命有保留，如果是尊重院校自
主，各界理應停止討論事件，由校委會作出決定。但
最先干預校委會討論的是誰？就是不斷對外放風及造
謠的劉進圖，是不斷意圖介入任命的反對派。在事件
中政府什麼都沒有做過，卻成為了反對派的稻草人。

劉進圖不斷指政府干預，卻又從來提不出政府向誰人
施壓？說過些什麼？這不是含血噴人是什麼？劉進圖
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去杜撰故事，目的為何？很簡單，
就是要施壓校委會。難怪校委會主席梁智鴻還了他一
句「無中生有」。

赤裸裸破壞大學管治
近日反對派更已撕破了臉，乾脆率眾圍攻校委會，

堅持要在校委會會議中加上副校長任命，潛台辭就是
要任命陳文敏。然而，這種行為是赤裸裸地破壞大學
管治，校委會委員盧寵茂亦指出，輕易推翻會議決
定，會為學校管治帶來危機。事實上，如果讓反對派
圖謀得逞，校委會因為怯於政治施壓而調整議程配
合，甚至為求息事寧人任命陳文敏了事。這將開啟一
個極壞的先例，反對派變相擁有了大學的人事任命
權。只要大學管理層的人選不合反對派意，他們就可
以發動政治行動推翻結果，直到選出一個他們滿意的
人選為止。屆時，香港大學必將充斥陳文敏、戴耀
廷、鍾庭耀之流的政治教師，專心教學不靠向反對派
的教師將難有出頭天，這樣，港大就會變成名副其實
的反對派基地。但這是香港社會希望看到的嗎？港大
是香港人的港大，不是反對派的港大。港大的百年校
譽不容反對派損害。遴選工作絕對不容反對派沾手。
陳文敏如果還有一絲良知，也不應為了一己仕途而傷
害港大。

龔信之

為保陳文敏佔據港大副校長的寶座，反對派近日氣急敗壞，發動一連串侵犯大學自主的行

動，繼聯署施壓、狙擊校委會之後，最早「放風」指陳文敏會接任副校長的劉進圖，昨日又

大篇幅地「講故事」，繪聲繪影地指校委會如何阻止陳文敏任命，當中情節猶如親歷其境，

現場感十足。但可惜整篇文章卻沒有人證物證，沒有時間地點，完全是劉進圖一面之辭，他

以此對校委會作出嚴重指控，比《蘋果》的造謠報道更加不堪，說明反對派為陳文敏抬轎已

是不擇手段，毫無道理，毫無理性可言。然而，為了一個陳文敏毀壞港大百年聲譽，值得

嗎？

反對派侵犯港大自主賊喊捉賊 為陳文敏抬轎不擇手段

林鄭訪文萊推介CEPA優勢

行會放暑假 較往年多一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行政會議秘書處昨日公佈，行會於今
日、下月4日及11日暑假期間休會。今年行會暑假休會比前兩年多出一
周，行會秘書處解釋，基於行會在暑假休會前已處理政策局提交的議程，
未來3周也沒有新的議程，因此在徵得議員同意後才作出有關安排。

梁錦松盼港減政爭增寬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會見民建聯訪京團時指出，香港是經濟城市而非政治城
市，呼籲港人在「後政改」時期積極發展經濟。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昨日
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也同樣希望，香港社會少些關注政治，讓特區政府專
注改善民生的工作。他認為，倘香港未來數年可減少政治爭拗，少些對立
撕裂，多些愛心寬容，相信整體將會更好。
被問及早前有兩個問責局局長職位出現人事變動，梁錦松表示，自局長
離職後已有不少人就此表態，故他不欲評論，但認為特區政府「間中換
人」並無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前日和昨日訪問文
萊，是現屆特區政府首次有主要官員出訪文萊。林鄭月娥表示，兩地雙邊
貿易增長迅速，呼籲文萊商界善用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以香
港作跳板，拓展內地市場的商機，並感謝文萊為香港與東盟展開自由貿易
協定談判。
林鄭月娥前日抵達文萊斯里巴加灣市後，先後參觀了文萊皇家王權博物

館、拜會中國駐文萊大使楊健及出席文萊外交及貿易部第二部長林玉成的
晚宴。
她昨日先後與文萊商界人士舉行早餐會議、與文萊首相府高級部長及文

萊金融管理局主席皇儲穆赫塔迪．比拉會面、出席文萊外交和貿易部長穆
罕默德．博爾基亞親王所設的午宴，及與文萊國家元首、首相、財政部及
國防部部長蘇丹哈桑納爾．博爾基亞會面。
林鄭月娥鼓勵文萊商界善用CEPA及香港各個界別營商的經驗及專長，

以香港作跳板，拓展內地市場的商機，又提到香港與文萊雙邊貿易增長迅
速，過去5年每年增長16%，並感謝文萊在2013年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期
間，為香港與東盟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她昨晚已回港。

盲批特首不公
好政策例支持

李慧琼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中央官
員希望在「後政改」期間，民建聯作為香

港主要政黨能做好自己的角色，向特區政府積
極提出建議，監督其施政，當特區政府做得好
時就支持它依法施政。她續說，在與張委員長
的會見中，委員長肯定了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
政府的工作，特別在「佔領」行動期間，但若
外界演繹此話為「中央已堅定不移支持梁振英
連任」，就是過分演繹，又反問道：「中央領
導人怎會在這個場合談及兩年後的事？」
被問到民建聯是否支持梁振英在餘下任期的
工作，她強調該黨會一如既往，支持特區政府
做好有利於香港的事情，特別「後政改」時期
十分重要，該黨希望跟社會各界溝通，提出實
在而專業的意見，讓梁振英考慮，若特區政府
提出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事情，當然
會繼續支持。
對於該黨會否支持梁振英連任，李慧琼認為
現時談及特首選舉言之過早，而香港在政改過
後仍有很多事要做，如樓價高企、競爭力、如
何用好機遇及尋找定位，況且梁振英至今也沒
有公開表示尋求連任。

對抗源於反對派「不合作」
政改過後，社會仍舊對立，她認為各方面都
要檢討，並指梁振英有一些性格特質，說話有

時可能引起矛盾，但對抗源於反對派的「不合
作運動」，他們甚至連梁未上任已叫他下台，
質疑他們對人不對事。她又認為公眾要留意梁
振英推動了很多事，例如長者生活津貼，若完
全不看梁做的事，會對他不公道。
社會對特區政府的人事變動有不同意見，李

慧琼指出換人從來都是敏感、不容易的事，不
會做到面面俱圓，更會面對批評，最重要是作
為「隊長」的梁振英，現階段要聽各界意見及
穩定團隊的士氣，否則會對未來施政不利。身
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她表示，自己沒有參與換人
細節，但如果梁振英做多些事前溝通，估計可
將誤解減到最低，令團隊明白其決定，可令整
個過程更暢順。

官員有政黨背景不可避免
對於反對派聲稱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是民

建聯成員，可能會偏袒民建聯，她指民政事務
局局長是公開透明的職位，劉江華也不是首名
出任局長的民建聯成員，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蘇錦樑是該黨成員，也沒有推出偏向該黨
的政策。她認為，若港人要支持政黨政治、想
走普選路，就要明白官員有政黨背景是不可避
免的，希望社會不要因為局長屬於某個政黨，
就立即推論會令該黨得益，這無助於民主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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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報道稱，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
江會見民建聯訪京團時，「要求」
建制派在明年立法會選舉取得超過
三分之二議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昨日澄清，這只是有人在會見期間開玩笑
的說法，絕非張委員長的要求。
李慧琼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有份隨團上京的民建聯前主席、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早已表明不再連任，而會見期間
曾提到曾鈺成主持會議並不容易，當時有
人笑言如果建制派取得超過三分之二議
席，曾鈺成主持會議就會變得輕鬆，那麼
他就要回來議會。她說不記得此話出自何
人，但肯定這只是有講有笑之下的說法，
並非張委員長的要求。
對於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李慧琼接受

另一個電台訪問時指，民建聯要保留現
有議席並不易，因為該黨今屆共獲得
122個民選議席，是創黨以來的最高數
字，不過仍會全力以赴爭取每一個席
位。她又說，難以評估該黨在區選及立
法會選舉的勝算，因為香港在20個月來
經歷政改和「佔領」行動，並形容這兩
件事是回歸以來最大的政治事件，會影
響選民的取態。 ■記者 陳庭佳

■■張德江委員長日前會見民建聯訪京團張德江委員長日前會見民建聯訪京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訪問文萊，與文萊國家元首、首相、財政部及國
防部部長蘇丹哈桑納爾．博爾基亞會面。

：

有
講
有
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