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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續拒交代「佔中」混賬
改口擺核數師上枱 被追問收「黎水」玩「語言偽術」

陳健民昨日出席一研討會後，被本報記者追問「和平佔中」何時公開財
政報告和內部賬目問題。他早前被傳媒質問時，聲稱待香港大學副校

長任命事件平息後再作打算，如今港大畢業生議會已通過相關議案，他便
把視線再轉移至委託的核數師：「呢個我哋會等核數師完成晒核數之後，
我哋會向社會公佈。」他曾稱「和平佔中」的賬目「好簡單」，但被問到
為何久未公開報告時，則謂「最簡單嘅數都要交畀核數師處理，因為我哋
自己講係無公信力」。

死撐名下戶口無接受黎智英捐款
曾在「佔領」期間協助處理財務的「小人物」向本報披露，「佔中三丑」之
一朱耀明捐予港大的錢是來自「黎先生」。被問到有否收受黎智英捐款時，陳
健民僅稱「我哋無接受黎智英嘅捐款進入我哋……我管理嘅『佔中』戶口裡
面，我只能夠咁樣講法」，又估計黎智英可能是捐款支持「佔領」的宣傳、廣
告。至於可否肯定沒有收過黎智英捐款，他又搬核數師來護駕：「進入我哋而
家核數師管理嘅戶口裡面呢，以我嘅記憶係無黎智英嘅錢，就係咁嘞。」
陳健民聲稱沒有收受黎智英捐款，那麼黎的助手、壹傳媒動畫商務總監
Mark Simon有否捐款予「和平佔中」？他回答：「我哋無見到任何咁樣嘅
錢，但係可以話畀你聽，我哋其實係唔會披露（捐款人姓名）嘅，我唔會
詳細答你，因為你可以再列多100個名問我㗎。」

反口指不受大額捐款是記者說法
「和平佔中」曾明言不接受大額捐款，但陳健民「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
我」，聲言「呢個係你（本報記者）嘅講法啦」，而自己最後公佈那700多
萬元的捐款中，以小額捐款較多，「咁亦都有啲專業人士呀、做生意等等
嘅人，佢哋當然會捐比較多嘅錢，但係呢個並無（導致）任何人可以主導
到個運動。」他又稱若有盈餘，會捐予「進一步的民主運動工作」。
對於接連有知情者揭發「和平佔中」賬目混亂，他一邊趕緊離開一邊聲
稱：「其實我無睇呢啲嘢（相關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領」行動結束大半年，

所謂「和平佔中」在行動前承諾公開的財政報告，至今仍然

無影無蹤，更相繼有知情者向本報踢爆「佔中」賬目混亂，

包括「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曾收取以「外國神秘人」為金

主的「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約78萬元，「佔中三丑」另一人

陳健民則多次公開扮窮，隱瞞多筆違背初衷的大額捐款。陳

健民昨日被本報記者追問時，多次擺委託的核數師上枱，聲

稱待核數工作完成後才公佈財政報告。對於有否收受「禍港

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捐款，他則大玩

「語言偽術」，僅稱黎的捐款沒有進入自己管理的戶口，又

反口稱不接受大額捐款只是記者的說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行動以失敗告
終，但有反對派激進分子昨日總結「佔領」行動時死不心息，
繼續散播暴力言論，揚言「佔領」首星期不夠「勇武」錯失時
機，最終失敗告終，鼓吹反對派支持者應把握時機暴力到底。
反對派昨日舉行「佔領」行動總結研討會。在第三場有關「民
粹主義下的公民社會」的討論中，講者之一的序言書室、實現會
社創辦人李達寧向在場約200名反對派支持者聲稱，「佔領」行
動沒有效，不能達致發起人和「佔領」者的目的，原因是不夠
「勇武」。他稱，在去年9月28日發動「佔領」後頭一個星期，
內部存在不少勸喻指不要太「勇武」，謂國際傳媒正密切注視行
動、應該等候中央反應等等。他揚言自己支持暴力抗爭，但這些
勸喻令暴力效果很快消失，認為不能捕足暴力時機最終導致「佔
領」無果云云。不過，他稱現在「時機」未到，不會貿然衝擊，
暗指時機一到，隨時暴力到底。
他又稱，搞行動要採取有效方式打動群眾，要尋找最能觸動

群眾的說辭，理性討論只是推動政治行動的其中一種方式，又
謂應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查找社會的「真正矛盾」云云。

激進分子論「佔」鼓吹暴力到底

■李達寧向反對派支持者鼓
吹暴力到底。 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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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一場
「佔領」行動，除了撕裂香港社會，反對
派各勢力也對當日做法各懷鬼胎，互相指
責。在昨日一研討會上，「學民思潮」及
學聯就質疑包含傳統反對派的「五方平
台」的作用，其中「學民思潮」召集人黃
之鋒更暗諷傳統反對派在會議中「為講嘢
而講嘢」。「佔中三丑」之一陳健民則稱
「和平佔中」較關心「大社會」，與學生
不同，疑似暗踩「雙學」「圍威喂」。學
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因言論「離地」，而被
觀眾駁斥：「返去選你個業主立案法團
啦，唔使講咁多虛泛嘅嘢！」
昨日有親反對派組織舉行「佔領」研討
會，首節講者黃之鋒、周永康、陳健民及
民陣副召集人陳樹暉。黃之鋒承認「佔
領」無功而回，又憶述自己在「佔領」前
問到反對派各黨派、議員及「佔中三丑」
何謂「真普選」，「佢同我講『無篩
選』；問佢乜嘢係『無篩選』，佢同我講
係一個『國際標準』選舉；問佢乜嘢叫
『國際標準』選舉，佢同我講『真普
選』。即係乜呢？」
他稱「五方平台」政治力量上有落差，

「每晚平台開會開到夜晚10點幾，外面有
廿幾個記者喺度等」，但「學民思潮」及
學聯沒有意慾主動退場，傳統反對派及
「三丑」則沒有意慾將行動升級，造成政
治角力，「五方平台」流於各自表述、
「鬥磨」。他又暗諷傳統反對派，稱「五
方平台」有人「為講嘢而講嘢」，「唔係
坐喺台上面嗰4位。」
周永康就將矛頭指向「三丑」，質疑他

們將何時舉行「商討日」、「公投」都交
由「和平佔中」秘書處處理，在民間引起
爭議，最後在「佔領」不斷發酵，形成不

信任。他又謂，若某個團體認為自己的決策能讓運
動更加好，就是個人的傲慢，繼續這種上層決策模
式只會令群眾不理解，覺得太「離地」、
「戇×」。

難忍周「離地」觀眾狠批
不過「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當他回應提

問，講到在社區宣傳理念如何重要時，有觀眾難忍
其言論「離地」：「周同學，我覺得夠喇。好簡單
啫，你返去選你個業主立案法團，你真係要社區就
返你嘅社區，唔使講咁多虛泛嘅嘢！」
陳健民則酸溜溜地稱，「五方平台」未能做到

各方都有相同決策力，因當時大部分「佔領」者
都認同學生是領袖，認同「三丑」僅有一成多，
「林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對話都係搵學
生」，學生自然成為「佔領」的決策中心。不
過，他謂這做法引起很多問題，因「和平佔中」
較關心「大社會」，「可能學生睇緊嘅群眾唔係
好一樣」。

■被問到何時公開「佔中」內部賬目問題時，陳健民即搬出核數師來護駕。 彭子文 攝

「老馬家」微信群近日熱鬧異常。一大早，來
自成都的馬家就在群裡曬出「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繼已經過世的哥哥馬
明獲頒紀念章後，馬明的妹妹馬俊之和洪玲(馬登蘭)
也獲頒紀念章，一家三人都獲得了抗戰勝利70周年
紀念章。

老人感慨萬千
臨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日子，94歲的馬俊之

心生感慨，老人親筆寫了一段話：「這些天來不由
自主地想起好多為這個勝利日流過血拚過命而今已
離我們遠去的人們……抗戰八年我老馬家共15人前
仆後繼投身抗日，算是滿門忠烈。」老人昨日把這
段話貼到微信群裡，以教育子孫。馬俊之的女兒米
瑞蓉也驕傲地把母親的照片曬在了微博上。「對於
他們來講(紀念章)不單單是榮譽，更是一份記憶和懷
念，懷念他們的戰友，懷念那些犧牲的親人，記住
那些艱難的歲月和勝利的日子。」米瑞蓉動情地寫
下她的感觸。

老馬家「滿門忠烈」15人投身抗戰
馬俊之介紹，父親馬鴻勳兄弟三人，三家共有15

人投身抗戰。馬鴻勳的
八個子女中，六個投身
抗戰。1938年 4月，17
歲的馬俊之走上抗日道
路。同年，14歲的妹妹
洪玲(馬登蘭)與她一起參
加了八路軍的隊伍。因
年齡小，洪玲被編入115
師學兵隊，後來去了延
安。在延安時期，馬登
蘭與鄭奕成婚，之後隨
丈夫轉戰南北。馬俊之
的哥哥馬明，1936年參
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
共產黨，後在新華社工
作。今年5月19日，馬

明病逝於山西太原。按政策，他雖已逝世，但同樣獲
頒了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因此家中共三人獲得
紀念章。

小巧的
木屋、復
古 的 郵
筒、木質
的 招
牌……近
日，河南
省 首 家
「愛情郵
局」在洛

陽一景區落戶，多種與愛情有關的產品都吸引着情侶去
體驗。
這家「愛情郵局」設在洛陽市薰衣草莊園中心廣場

上，屋內的展示架上有愛情紀念冊、愛情明信片、愛情
護照、愛情郵戳等多種特色產品，其中郵戳與普通郵戳
不同，是由心形、「LOVE」、丘比特等與愛情有關的
符號組成，愛情護照也跟普通護照有異，內文為「請月
老、丘比特等對持照人的愛之路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
的協助」。「郵局裡發行的明信片，也是以象徵等待愛
情的薰衣草為主題，有的遊客還將自己拍攝的圖片打印
出來，製成明信片，或郵寄或蓋戳留念。」該郵局工作
人員介紹道。

「時光慢遞」對未來寄語
此外，該局還設有「時光慢遞」的特色服務，遊客可
將未來寄語、願望等內容寫入信函，投進相對應年限的
郵箱，郵寄「給未來的一封信」。「自郵局試營業10天
來，已吸引了不少遊客購買體驗。」該工作人員說道。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李藝佳洛陽綜合報道

成都一家三人
齊獲抗戰紀念章齊獲抗戰紀念章

豫首家豫首家「「愛情郵局愛情郵局」」開張開張

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保護開發有限公司昨日向媒體介紹，「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2015年度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9月1日在泰國曼谷揭曉，
三坊七巷榮膺2015年度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之榮譽獎。

中國古街區保護的代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價：福州三坊七巷歷史文化街區煥然一新的保護改造，使

得這片古街區免於被城市現代化建設蠶食和破壞。街區的重生同時也促進了社會
對三坊七巷歷史價值的全面梳理和認可。十年以來的持續保護修復和文化挖掘工
程，使三坊七巷成為了中國古街區保護的代表。
三坊七巷是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批准的「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之一，也是

福建人氣最旺的國家5A級風景名勝區。這處位於福州市中心的歷史街區，是閩
都文化的發祥地，自晉、唐形成，一直綿延繁榮，有「中國城市里坊制度活化
石」和「中國明清建築博物館」的美稱。現存沈葆楨故居、林覺民故居、嚴復故
居等9處典型建築為代表的三
坊七巷古建築群，被國務院公
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悉，本屆亞太區文化遺產
保護獎共有來自亞太各國家及
地區的36個項目參與申報評
選，其中有來自印度、中國、
老撾、澳大利亞、泰國五個國
家的12個項目獲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建忠福建報道

今日的垂垂老者，昔日的沙場英

雄。在成都，許多當年血灑戰場的抗

戰老兵，前日親手接過抗戰勝利70

周年紀念章。接過的瞬間，不少老人

淚流滿面，表示「國家和人民，沒有

忘記我們」。而在老馬家，也有三人

獲此殊榮。 ■《成都商報》

■■米瑞蓉米瑞蓉((左一左一))與母親馬俊之與母親馬俊之((左三左三))、、
姨媽洪玲姨媽洪玲((左二左二，，原名馬登蘭原名馬登蘭))以及米以及米
麗蓉麗蓉((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閩三坊七巷獲聯國頒亞太遺產獎

■■三坊七巷景區全景三坊七巷景區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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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翁信封繪陪都舊景渝翁信封繪陪都舊景

家住重慶北碚區的八旬老人商希楷，兩年來在家潛心
作畫，在白信封上畫出了數十張抗戰時期陪都重慶的景
色。共30幅，每張畫都用毛筆手繪在信封上。
這些畫包括「滑翔站」、「國立復旦大學重慶舊
址」、「重慶大轟炸遺址群」、「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舊址」、「國民政府行政法院舊址」等。目前，商希楷
已經將30幅手繪信封的作品全部完成，商希楷表示，他
希望自己的手繪信封作品能夠印製出去製作成信封，讓
更多的人能夠了解重慶，了解抗戰期間重慶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情侶從愛情郵局出來情侶從愛情郵局出來，，
表現興奮表現興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商希楷手繪的信封畫商希楷手繪的信封畫。。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三坊七巷景色三坊七巷景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