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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佔領」期間協
助潮聯公共小型巴士有限公司入稟，申請延長對
「佔領者」臨時禁制令的律師陳曼琪，當日冒着傾
盆大雨，露天在旺角「佔領區」宣讀禁制令，汗水
加雨水在臉上直流的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如今一
年過去，陳曼琪接受本報專訪時，細說昔日循法律
途徑「光復」被堵道路的心路歷程，並慨嘆「佔
中」帶來的「破窗效應」，令香港至今仍充斥着
「無須負責」的歪風。她期望法庭在審理涉及「佔
領」行動的案件時，能為社會帶出明確訊息，就是
所有人都應該守法，違法者將必受懲罰。

感慨「佔多一日結業近一步」
身為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的陳曼琪，
在「佔領」期間，憑着一顆正義之心，以「法治」
對抗「犯法行為」，打響結束「佔領」行動的第一
炮，更成為協助結束「佔領」鬧劇的「法律英
雌」。陳曼琪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潮聯公共小
型巴士商戶當日向她尋求法律意見，該名客戶是一
名長者，他在會面時呻道：「沒有馬路給小巴行
走，經營了幾十年的小巴線便會解散，一生的心血
便會付諸流水！」那位長者說話不多，但一字一句
重重敲打着陳曼琪的心扉，那無助的眼神，她至今
仍然歷歷在目。
這一幕，堅定了陳曼琪肩負「清場律師」的決
心。她坦言，道路每被佔多一天，老人家就向結業
命運行近一步，為了與時間競賽，她趕快展開法律
研究工作。身驅日漸消瘦，但她當時的精神和體力
均狀態奇佳，即使不吃不喝也毫無問題。但為了保
持最清醒的狀態，她堅持不通宵工作，「根據律師
的專業訓練及多年的上庭經驗，保持冷靜平和的心
理很重要，與處理一般案件無異，我為此個案做足
準備工夫，從客觀法理研究、分析，向客戶解釋進
展。」
話雖如此，陳曼琪承認今次的工作相當艱巨。訴
訟開始時，長者客戶因壓力太大患上嚴重感冒，而
她亦因為「佔領者」不斷提出上訴，連自己也數不
清到了法庭多少次。不過，冒着滂沱大雨在「佔旺
區」宣讀禁制令的一幕，她至今無法忘記。
她憶述，那一夜剛到「佔旺區」現場時尚未下
雨，但那場雨來得很快，而且越下越大。由於當時
已經很晚，不能再等，她唯有在滂沱大雨中宣讀禁
制令。這場雨彷彿是自己一生中遇到最大的一場
雨，而那道令文也是一生中最難讀的文章，「當時
雨越下越大，我的雙眼已載滿雨水，看稿時頓感吃
力，幸好當天自己眼倦，放棄帶隱形眼鏡，改帶普
通眼鏡，否則隱形眼鏡定必被沖走。」

雨中展讀令文 紙張濕透溶爛
陳曼琪續說，當時自己一邊讀，紙上的文字一邊
在雨中化開，紙張也因水濕而變得溶爛。有旁人看

到她全身濕透，曾遞了一把傘給她，但她想到自己
正在宣讀令文，不能有任何「雨傘運動」象徵，於
是一口拒絕了。終於，她在大雨中咬緊牙關，完成
重任。驀然回首，她慶幸這場雨保護了她，由於街
上聚集的人都留在有蓋地方避雨，才讓自己沒有被
「佔領者」圍堵。
為了執行禁制令，陳曼琪勇往直前，一直緊守案

件、緊守禁制令。即使在過程中曾被恐嚇，她也留
待完成執行禁制令工作後，才就此報警。可幸在家
人、朋友的支持下，她成功跨越難關，為結束「佔
領」鬧劇獻出一分力。
「佔領」行動慘淡收場，歷時79天的亂局總算告

一段落，但陳曼琪慨嘆，「佔領」初期已經產生了
「破窗效應」，激進示威者自以為「人多勢眾」，
便可以為所欲為，無須負上任何刑責，近期的多起
暴力衝突，更加反映「佔領」後遺症陸續浮現。她
重申，香港是法治社會，對於違法的人士，法庭應
該加以重判，藉以給社會一個強
烈的訊息，阻止法治再受到破
壞。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鄭 治
祖）「佔中三
丑」利用一批少
不更事的學生，
經年策動了一場
「佔領」鬧劇。
香港大律師、中
國政法大學憲法
學博士生蕭震然
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出，反對派發
起的「佔領」行
動，是一個政治
行動，藉侵犯市
民的切身權利，擾亂社會正常秩序和運
行，把政治凌駕於法律之上，完全違背了
政治本身的意義與價值，又批評「佔領」
以踐踏法律為手段、綁架其他市民利益為
代價來尋求所謂「政治認同」，完全是一
場荒謬絕倫的鬧劇。
蕭震然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一針

見血地指出，首先是整場「佔領」行動可
以分為兩個層次來看：首先，「佔領」實
際上是一個政治行動，違反了香港法例，
如破壞公物、非法集結、阻礙交通、傷人
等。律政司已就其中大部分個案提出檢
控，法庭也就部分案件作出了有罪判決，
「即使以『公民抗命』為理由，也掩蓋不
了其發起人、參與人違法行動的本質，就
是違反法律。」
他指出，政治的作用就是依據法律處理

社會事務，保障社會有序運行，維護市民
利益。無論是法律還是政治制度，都應以
市民利益為中心，反對意見的表達亦同此

理。事實上，無人反對市民
擁有參政議政的權利，他也
支持對特區政府的合理批
評，然而行為應以法律為
底線。

蕭震然批評，
「佔中」行
動以尋

求「政治目的」為由，侵犯廣大市民的切
身權利，擾亂社會正常秩序和運行，把政
治凌駕於法律之上，不僅明顯公然違反香
港法律，更違背了政治本身的意義與價
值，「以踐踏法律為手段、綁架其他市民
利益為代價來尋求所謂『政治認同』，這
本身就是荒謬絕倫。」
他強調，這些人不尊重法律，又怎能期

望得到尊重？知法、用法、守法、合法地
表達自己的訴求，與特區政府切實溝通，
才可能真正得到認可，並為市民帶來真正
的福祉。他表示，香港擁有完善的司法制
度、獨立的司法機構。然而，當「佔中
者」因為觸犯法律被起訴，則高呼是被
「政治檢控」，並有多人圍堵警署、法
院，更有人恐嚇法官，甚至有大律師、法
律教授、傳媒亦為「佔中者」辯護。「這
樣下去，香港的法治精神將一落千丈。」

斥反對派不尊重法律精神
第二，反對派完全不尊重香港基本法和

憲法的法律精神，踐踏法治。蕭震然指
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是
具有法律效力及約束力的，反對該決議，
不僅悖離國家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精
神，也是對中央政權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挑釁。
他解釋，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與中

央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香港雖
有高度自治權，但同時應尊重國家的憲法
和遵守香港基本法。全國人大對特區的權
力，包括決定特區的設立及其制度，也包
括制定、修改基本法。因此，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的「8．31」決定，也是中國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的行為；不尊重全
國人大的立法，即是不尊重國家主權的行
為。
展望「後佔中」時期，蕭震然表示，香
港社會應重建法治精神，開展普及法律的
行動；不僅要向香港市民宣傳普及法律條
文，更要普及法理學和法治理念。他建
議，特區政府應多與社會各界溝通交流和
合作，以多種形式使普法範圍更加廣泛和
深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策動者為了讓
自己的違法行為「開脫」，刻意歪曲法律理論，將破壞社
會秩序的行為套上「自由」二字，大玩偷換概念。大律
師、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恩國指出，「自
由」不等於沒有限制、任意妄為，而是必須依法、守法。
「佔領」策動者已涉嫌觸犯多項嚴重罪行，如何以「公民
抗命」等言詞來開脫，都不過是狡辯之辭，大家不應讓這
些人繼續蒙混過關。
馬恩國近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法治觀念分為「人
民守法」與「政府守法」，兩者均須依法而為。法治觀
念，包括了「防止犯法」及「懲罰犯法」。任何一套完整
的法律，不會單純是「懲罰式」的法律，動輒把所有人等
「打入大牢」，反之，很多法例只屬防禦性質，希望市民
不要觸犯。不過，在「佔中」期間及「後佔中期」出現的
「反水貨客」、「鳩嗚團」的暴力衝擊行為，明顯已經將
法治中的「防止犯法」的部分徹底侵蝕及破壞。

指「自由」「抗命」無法脫罪
他批評，「佔中三丑」以「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不合法、不公義」等口號引爆「佔領」，但事實上，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按照國家憲法及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就
特首普選方法作出清楚及明確的解釋。有人倘對有關決定
不滿，也應該循合法途徑爭取，絕不是去策動一場破壞社
會秩序、法治制度的鬧劇來「叫價」。
雖然「佔中三丑」一直把這場違法行動「神聖化」，不

斷拋出「自由」、「抗命」等「崇高」的字眼，圖以此作
為開脫罪責的藉口，馬恩國指出，「佔領」策動者已涉嫌
違反了香港法例第二四五章《公安條例》第十四條「警務
處處長反對舉行公眾遊行的權力」、第十八條「非法集
結」、第十九條「暴動」、第二十三條「強行進入」及
《民事法》中的「對公眾造成滋擾罪行」等規定，每一項
都是嚴重罪行，無論涉事者試圖以多麼「崇高道德」等言
詞來開脫，都不過是狡辯之辭。
馬恩國認為，香港的自由度較其他西方國家和地區為

高，根據近期發表的一項「人類自由指數」調查顯示，香
港的自由度指數排行榜首，高於瑞士、芬蘭等，而一直被
香港反對派奉若神明的美國更只排第二十位。
他又說，特區政府過去在宣傳香港基本法時，重點放在

基本法賦予香港人什麼權利，但「佔中」正正提醒現在正
是適當時機，讓大家了解港人須盡什麼義務，包括香港基
本法第四十二條，有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的義務等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違法「佔
領」行動蠶食香港的核
心價值，其禍患至今揮
之不去。法律界人士黃
國恩指出，煽動「佔
領」的倡議者巧妙利用
年輕人對社會的憧憬，
將違法「佔領」美化成
「時尚潮流」，目的是
配合美國「重返亞洲」
的策略，把東歐的「顏
色革命」搬到香港特
區，與中國抗衡。他認
為，要徹底解決問題，
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完成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的立法工作，阻止香港某些人勾結外國勢力，公然
破壞社會秩序。
黃國恩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佔領」行動損

害本港法治制度，更造成社群撕裂及網上欺凌等問
題。由於特區政府執法緩慢，「佔領」搞手仍未被
定罪，法庭又傾向輕判犯事者，令社會上漠視法紀
的風潮越演越烈，衝擊謾罵文化更恍如傳染疾病
般，在大學生等群體內蔓延，如近期「反水貨客」

示威、港大副校長任命示威抗議等，均出現暴力衝
擊，參與的年輕人「視激為時尚」，以為「沒有暴
力不夠酷」，是在破壞香港的法治和經濟，最終只
會毀了自己和香港的未來。

籲警方遇違法應果斷執法
為遏止暴力衝擊歪風，黃國恩建議警方，如有理

由相信有團體試圖借遊行示威「搞事」，就不應發
出「不反對通知書」，一旦遇到犯法行為要果斷執
法。律政司在認為法庭針對有關罪行的判刑過輕
時，也應該立即提出上訴，讓上級法院有機會因應
違反公法的罪行（如組織非法集會罪、煽動罪
等），對社會的影響嚴重程度定出量刑指引，如必
須判監及定出最低監禁刑期，以收阻嚇作用。
他表示，近年全球各地特別是東歐及中東掀起的

「顏色革命」，以西方國家倡議的所謂「人民力量」
推翻當地政權，卻換來一個個混亂的局面，人民生
活未見改善，國家經濟遭到破壞。自美國宣佈「重
返亞洲」後，不斷提出針對中國的舉措，去年香港
特區的違法「佔領」，明眼人都看得出是「顏色革命」
的翻版，背後都有美國人的影子及提供資源配合。
黃國恩強調， 香港的激進分子目前雖屬少數，

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香港社會各界須要時刻保持
警惕，特區政府也應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作出準
備，完成其憲制責任。

違法「佔領」行動發生已一年，至今仍為香港留下許多無法磨滅的傷痕，港

人珍而重之的法治基石更慘被動搖。在「佔領」一周年後，多名香港法律界人

士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發起的「佔領」，是以踐踏香港法律為手

段，通過擾亂社會正常秩序和運行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佔領」結束，影響未完，「破窗效應」令香港出現了越來越多無視法律的歪風，例如所謂「鳩

嗚」、「反水貨客」示威者滋擾居民和商舖，甚至動員包圍警署等。受訪的法律界人士指出，作為始作

俑者的「佔領」策動者，和所衍生的暴力事件的涉事者，公然侵蝕法治，香港法院在審理涉及「佔領」

者的罪行的案件時，必須嚴謹處理，向香港社會發出明確訊息，即違法者必受懲罰；同時通過加強香港

基本法教育，特別是港人須盡什麼義務的教育，以糾正歪風；又建議要積極防止香港某些人勾結外國勢

力，公然破壞香港社會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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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恩國：
策動者涉犯多項重罪

黃國黃國恩恩：：
廿三條立法是解決之道廿三條立法是解決之道

■去年10月22日，律師陳曼琪在滂沱大雨中宣讀
禁制令。 資料圖片

■黃國恩指出，煽動「佔
領」的目的是配合美國
「重返亞洲」的策略，把
東歐的「顏色革命」搬到
香港特區，與中國抗衡。

資料圖片

■蕭震然批評，「佔
中」行動以尋求「政治
目的」為由，侵犯市民
的權利。 資料圖片

■馬恩國指
出 ， 「 佔
領」策動者
已涉嫌犯下
多項罪名，
每一項都是
嚴重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