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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之前，李柱銘和黃之鋒特地趕去美國，李柱
銘說，美國有責任介入香港事務，更指奧巴馬應將香港問題列入「習奧
會」的討論事項之一。誰知，奧巴馬與習近平會談後，清晰表明美國不
介入香港事務，給了那些想借助美國等外國勢力搞亂香港的人當頭棒
喝。
不介入香港事務，這應該是首次出於美國總統之口。當時，習近平強
調，中華民族對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高度敏感。希望美方恪守
有關承諾，不支持任何旨在損害中國統一和穩定的行動。奧巴馬遂表
示，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這一立場不
會改變。美國不支持「台獨」、「藏獨」、「疆獨」，並強調美國不介
入香港事務。
事實上，相信香港不但是反對派就算是建制派也感到異常突然，美國
怎可能不介入香港事務？香港回歸以來，美國歷任駐港總領事常常高調
對港事務發表意見。自香港討論關於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方案
之後，美方人員的介入更是毫不忌諱，美駐港人員的公開言論都是記錄
在案的。
需要指出的是，外部勢力介入除了公開的，還有秘密的，而且非常高
明。至今，大家都知道黎智英給了數千萬，但是不知道黎智英的錢的真
實來源。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組織，一直以來公開對香港各種組織捐
款，提供各種財政支持。但是，香港還有許多地下政治資金不明來歷。
例如，「佔中」物資消耗數億港元，公開的捐獻只是零頭，數億資金不
知來自何方，相信不會是個別商人輸送這筆錢，很可能是政府或某國際
機構行為。這些秘密可能要等「斯諾登」式的人物出現，才可能浮出水
面。
本來，「佔中」一周年，應該是一個總結檢討的話題。現在，反對派
的「大人物」都在譴責當時的學生無知，與他們當時所說的「香港新力
量、新希望」換了另一副嘴臉。但是，可以看到，「佔中三丑」及其背
後勢力的組織力不容低估。沒有水，沒有帳篷，沒有糾察隊，怎可能堅
持79天呢？只不過，「錢從何來」的問題，恐怕要若干年後才會曝光。
美國對香港政改的介入老謀深算，有分析指，美方曾勸反對派接受在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老牌的民主國家非常清楚「民
主是一個過程，甚至是漫長的過程。「袋住先」好過一無所獲。但是，
反對派被激進反對派綑綁，意氣用事，逞一時之快，否決了政改方案。
那麼，美國今後真的不再介入香港事務？可能要套用那句老話，聽其
言觀其行。也許，真正明白美國利益所在的奧巴馬，看得更遠。他強調
堅持一個中國，不支持「台獨」、「藏獨」、「疆獨」，以及美國不介
入香港事務，事實上是基於中國日益強大，中美實力對比此消彼長的客
觀現實，認為和中國合作更能保障美國的現有利益，不值得因小失大。
不過，美國政治歷來是多元的，兩黨輪流執政，政策也因此是多變

的。對此，也要有清醒的頭腦。不過，中國發展的歷史大潮是無法阻擋
的，美國即使再想介入香港事務，也只會越來越力不從心，越來越是賠
本買賣。

章效北

香港確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區，社會對陳文敏的劣
評聲音未絕，陳文敏的道場──港大法律學院便罕有
發表聲明，力撐主持人陳文敏是「全港唯一獲名譽資
深大律師的優秀法律學者」，學術成就得到肯定，其
優秀領導與管理才能亦獲同僚認同。聲明又節錄了法
律學院榮休教授佳日思的信函，信中指校委會因陳文
敏沒有博士學位，而被指未能勝任副校長的說法荒
誕，批評「好人說」屬無稽之談，又稱陳任院長十多
年，「從來沒有辜負過我們的信任」。
這份聲明把筆者嚇壞了，如此優秀的「nice guy」，

若否定了他當副校長，豈不是錯過了人才。為避免冤
枉「好人」，筆者連忙參閱有關資料，以備亡羊補
牢。

「名譽資深大律師」深不可測高不可攀
首先不可不重視的，是陳文敏乃「全港唯一獲名譽

資深大律師的優秀法律學者」，這可不得了，其他不
必說，光是「唯一」二字，已足以震懾我等同樣沒有

博士學位，卻對副校長高位不敢仰望的小人物。至於
「名譽資深大律師」，更是令人感到深不可測，資深
大律師已非同小可，加上「名譽」二字，豈不是如虎
添翼？可惜深究下去，結果卻未免有些令人失望。原
來，所謂「名譽」二字，和榮譽並沒有什麼不同，比
如說某土豪雖然連中學也沒念完，只要你肯捐給大學
一筆錢，便可能被授予榮譽博士的銜頭，這是你情我
願的買賣。陳文敏可能錢不夠多，捐不來榮譽博士，
只能靠其nice臉孔在自己地盤上給自己戴上一頂「名譽
資深大律師」的高帽，終其究竟，「名譽資深大律
師」仍然頂不上一個博士銜頭，妨礙了他的升遷，看
來錢還是比「nice」更實際。陳文敏應悔不當初，咬咬
牙關捐個榮譽博士更為實用。
法律學院的聲明中又提到，「有幸得他掌舵」，任

內加強與內地及海外大學交流，令法律學院在QS世界
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筆者並非學術界中人，對加強
與內地及海外大學交流就可以令法律學院排名提高的
奧妙一無所知，不過查遍所有資料，也看不到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在QS世界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的資訊，唯
一看到的是，香港大學排名世界第35，在清華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之後。另外，在世界大學專業排名前20
內，香港總計有14個專業入圍，香港大學法律專業有
幸排在第19位，光榮奪得倒數第二，所以我們應為陳
文敏鼓掌，「有幸得他掌舵」，否則可能就是倒數第
一了！
不過無論如何，陳文敏「從來沒有辜負過我們的信

任」卻是無可置疑的，因為他在法律學院「人緣甚
佳」，只要是自己人，沒有做不到的事。所以，戴耀
廷以「無名氏」之名將「肥佬黎」的「黑金」捐給法
律學院，陳文敏欣然受之；戴耀廷將有關捐款用作
「佔中」用途，陳文敏視而不見；戴耀廷不務正業，
不授課而去搞「佔中」，陳文敏更是大力支持；當社
會質疑港大接受不明來歷捐款，陳文敏也為其一再掩
飾。如此「義薄雲天」的「nice guy」，又怎能不獲
「自己友」的力撐呢？

包庇縱容「自己友」怎不受擁戴
陳文敏「優秀領導與管理才能」，不但獲得法律學

院的同僚認同，而且足以和歷史名臣相比。五代十國
時期，曾出了一個著名的「nice guy」 馮道，他先後效
力於後唐莊宗、後唐明宗、後唐閔帝、後唐末帝、後
晉高祖、後晉出帝、後漢高祖、後漢隱帝、後周太
祖、後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間還向遼太宗稱臣，被譽

為「十朝元老不倒翁」。可
惜，後世史學家對他的評價比
港大校務委員會諸君不客氣得
多了，歐陽修罵他「不知廉
恥」，司馬光更斥其為「奸臣之尤」。其實，馮道和
陳文敏一樣「nice」。當年，割讓燕雲十六州予契丹的
「兒皇帝」石敬瑭派他去遼國出差，遼帝耶律德光想
挖「兒子」的牆角，利用馮道籠絡南朝士子，馮道的
拒絕方式則極為「nice」，他說「北邊是爹，南邊是
兒，都是給咱自個兒家打工，有啥區別呀！」耶律德
光聽了周身通泰無話可說，於是賜金賞銀讓他回家。
耶律德光滅晉之後，馮道爽利投降，遼太宗問：「你
幹啥來見我？」馮道答：「無城無兵，安敢不來。」
耶律德光又問：「你這老小子算是什麼東西？」馮道
答曰：「俺無才又缺德，我就是一個又二又傻的老雜
毛。」這一問一答遼帝就爽歪歪了，也沒有查究他有
沒有博士學位，便封他為太傅，位列三師，比副校長
地位還高呢！
「見過不要臉的，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一個人

只要不要臉，就什麼事情也辦得成。陳文敏的副校長
美夢不過只差一步而已，只要他向馮道老前輩學習，
繼續結黨營私，壯大實力，或許有一天能在反對派的
擁戴下實現自己的夢想，當然，能設法捐個名譽博士
銜頭更好，畢竟「名譽資深大律師」這頂烏紗太少人
認同了！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Nice guy」的最優秀才能是結黨營私
陳文敏在法律學院「人緣甚佳」，只要是自己人，沒有做不到的事。戴耀廷以「無名氏」

之名義將「肥佬黎」的「黑金」捐給法律學院，陳文敏欣然受之；戴耀廷將有關捐款用作

「佔中」用途，陳文敏視而不見；戴耀廷不務正業，不授課而去搞「佔中」，陳文敏更是大

力支持；當社會質疑港大接受不明來歷捐款，陳文敏也為其一再掩飾。如此「義薄雲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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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剛

不容黑手奪權 維護學術自由

按照香港大學的管理條例，校委會是港大校務的最高決策機
構，不必向任何機構作出交代其決定，亦不受任何機構監管或
調控。其負責學術及人力資源的副校長出缺，遴選委員會可以
提名，然後由校委會研究討論，決定接受與否。按規定，遴選
及校委會的會議情況都須保密以保證運作的合法、合情、合理
進行。

搶奪副校寶座 亂港重要部署
自從遴選開始，原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便抱着極大的和明

顯的政治野心希望登上此一席位。眾所周知，多年來反對派對
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攻擊，依靠的主力之一來自教育界和青少年
學生，統觀去年「佔中」一役，香港大學的一小撮教師和學生
扮演了重要角色。「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是港大法律學
院教師，在整個「雨傘革命」醞釀及進行期間，他可以完全不
用教書，全職全天候傾身投入「造反」活動，同時更可以無限
利用港大人力物力，在港大校內召開會議，密謀於室內或公開
舉辦暴力訓練活動，收取神秘捐款，隱藏不報。這種種活動都
在法律學院的大旗下包庇進行，而當時的學院院長陳文敏是幕
後大旗手。此人不以指使「佔中」滿足，更趁着港大副校長出
缺企圖更上一層樓，自行宣佈自己是唯一的候選人，以為可以
將生米煮成熟飯，把副校長的寶座端來。
反對派滿懷密圈打算，一方面通過葉建源控制的教協，組織

一批教師，帶壞一些學生；另方面就想通過周永康等變質大學
生，掌握學生會進而控制學聯，迷惑誤導大學生。如果港大上
層再有一個滿懷政治野心的副校長，他們就會如魚得水，更可
以把香港搞到天翻地覆。
於是，反對派就裡應外合，馮敬恩挾持的港大學生會在校內

發動進攻，大造輿論、衝擊校委會；葉建源等組織所謂關注組
發動簽名、示威衝擊及威脅等手段，企圖用高壓手段要脅校委
委員。他們不單止要捧陳文敏上位，而且盤根而上，要求改變

大學行政架構，要廢除由行政長官兼任校監的慣行條例。

斬斷黑手 維護院校自主
總之，這一場副校長爭奪戰實質上是反對派搶奪特區管治權

在大學裡的反映，是反對派要改變香港「顏色」的一部分。香
港大學校委會有正義的委員堅決地、不畏威逼地斬斷了伸進大
學的「黑手」，將反對派的政治陰謀拒諸門外，維護了大學的
自主和學術自由，是香港人繼反對「佔中」後的又一次勝利，
讓反對派的奪權野心又一次暴露在大眾面前，讓反對派在失敗
面前又一次悲泣顫抖。
事實上，市民清楚看到陳文敏不夠格當港大的副校長。除了

前面所提到的在「佔中」期間所作所為，接受「秘密捐款」違
反大學條例；他在任內自己的教學、研究成績了無建樹，論文
著述杳無蹤跡、學術地位每況愈下；學院的評級竟然被中文大
學後來居上。在受到各界批評認為他不合條件時便詭稱受到政
治打壓；又妄說有人向他「勸退」。他的同道中人更四出擂鼓
助威搖旗吶喊，葉建源這一夥不用說，又有校友劉進圖經常利
用其輿論陣地發表宣傳文稿替他吹噓。

須嚴懲違紀洩密者
港大校委會決定之後，校長被命重新啟動招聘工作。另一邊

廂葉建源等就擦掌磨刀說要「司法覆核」，糾纏到底。校內的
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大模斯樣召開記招，明火執仗公然破壞保
密條例，大爆校委會會議內容，指名道姓巨細無遺，最後還大
言不慚地說他並不後悔如此高調違反保密條例。反對派素來對
法規不顧，港大法律學院曾經是破壞法律的基地之一，馮敬恩
如此囂張罔顧法律，校委會必須嚴加處理，否則，大學更加禮
崩樂壞目無法紀，任惡霸橫行。反對派如果繼續借題鬧事，市
民一定不容反對派黑手闖進奪權，破壞院校自主、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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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丑」煽動與發起的違法亂港「佔中」行動已屆一年。一年
來，「佔中」遺禍仍在作祟，可說劣評如潮，人皆譴責。文匯報日前
綜合分析指出，「佔中」有十大遺禍，包括破壞法治、危害經濟、影
響統一、播灑戾氣、嚇走遊客等，其中特別是重創本港旅遊業，更受
到社會大眾的齊聲指責。
眾所周知，旅遊業歷來是本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每年都為本港財
政庫房賺取一筆數量可觀的外匯收入。然而，自去年發生79天「佔
中」禍港亂局之後，今年起訪港旅客人數卻出現持續下滑的局面。上
半年的訪港人數已明顯比去年同期遜色；而7月份訪港旅客數字比去
年同期下跌8.4%，其中，內地旅客跌9.8%，外地旅客跌3%；8月份
情況繼續不妙，內地客也跌1.4%，情況令人擔心。而據本港旅遊部門
預計，今年「十一」國慶黃金周內地訪港旅行團將比去年減少一成；
由此將影響本港零售業整體營業額下跌一成半。
與此同時，據內地有關部門的調查指出，今年國慶期間，內地客外
遊十大熱點排名，香港已跌落至第五位（去年則是首位），已被日
本、韓國和泰國超越，連三甲都保不住。
上述數字說明，香港已經不是內地客外遊的首選之地，而近年來內
地客一直是本港主要客源之一（約佔七成以上）。如此這般，對本港
旅遊業的損失可想而知。用今不如昔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本港主要客源為何銳減，究其原因，這顯然是由於「佔中」後遺症帶

來的禍害所造成的。正像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指出，受「佔中」及
反內地客行動的影響，使不少內地同胞覺得港人不歡迎內地遊客，並
留下港人不禮貌的印象。由此可見，「佔中」鼓吹街頭暴力抗爭以及
今年來上水一帶連續發生針對內地客的所謂「反水貨客」暴力行為，
一些「本土派」激進分子公開對內地客講粗口、踢行李箱的粗暴行
徑，這種趕客的做法，不嚇走內地客才怪！也因此，香港「好客之
都」、「購物天堂」的美譽，都被他們破壞得殆盡！實在令人慨嘆！
事實說明，「佔中」及其後遺症正在衝擊本港旅遊業，不但使酒
店、零售和餐飲業出現經營困難，好景不再，提前步入寒冬；而且，
也波及所屬逾50萬員工的生計。難怪中環和銅鑼灣的店舖員工日前在
電台節目中憤怒地說，不願見到「佔中」亂局在港再發生，否則市民

將苦不堪言。這顯然是對「佔中」遺禍的不滿與抨擊。
凡此種種，都有力地駁斥了戴耀廷近日散佈的「佔中不違法，不影響經貿旅遊」的
謬論，戴耀廷的狡辯抵賴，不外是妄圖逃避法律對他的嚴懲與制裁而已。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人們期待着司法部門早日將戴耀廷之流繩之以法，杜絕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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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存在的一些社會思潮，對青年選民影響最大的主要有以
下五種：
一、「公民抗命」。是反對派近年集中向青年灌輸的觀點。他們
向青年散佈香港的選舉制度等政治制度是不公義的，可以通過「公
民抗命」來反對。2014年發生的「佔中」事件，是這種觀點最典型
的反映。
二、「反政府、反建制、反官商勾結」。反對特區政府一直是反
對派的主打方向，主要的攻擊點是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認受
性」。由於香港存在某些大商家特別是地產巨頭鑽法律空子的現
象，有些官員與地產巨頭發生錢權交易，反官商勾結便成為反對派
攻擊特區政府的藉口，結果不僅吸引反叛青年，也得到一些草根階
層和中產階層的支持。
三、「本土主義」。這個思潮的要害是以保護、堅守香港本土文

化、本土利益為理由，抗拒國家、民族觀念，抗拒香港與內地融
合，要求脫離中央政府的管轄走「港獨」道路。
四、「反赤化、反內地化」。是反對派宣揚反中拒共意識的主要
口號之一，也是在「佔中」行動之後，香港派生出一些新的反對派
激進組織的重要理念，在這種理念影響下，香港屢屢發生針對內地
遊客的事件。
五、「城邦自治」、「香港自決」、「香港獨立」。是香港一些
本土主義組織對香港未來政治地位的主要主張，強調在「一國兩
制」政治制度下，香港利益優先，其實質也是追求「港獨」。
由於上述社會思潮的影響，一些青年選民最近所表現出來的言

行，實際上是已經預示了他們在即將開始的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中
的投票取向。有的反對派政黨對選舉能夠達到預期結果（擴大議
席）抱有幻想，其理由是一些青年選民站在他們一邊。有公民黨背
景的網站「立場新聞」在其「顛覆區議會」專欄中，以《2015選戰
顛覆區議會》為題撰文分析：在1998年至2012年的多次區議會、立
法會選舉中，18至40歲的青年選民的投票率是最低的，以2011年第
四屆區議會選舉為例，青年選民的投票率只有25.1%，但中年選民

（41至65歲）投票率是38%，老年選民（65歲以上）投票率是
40%，而是次選舉全港投票率為33.8%，青年選民的投票率遠遠低
於全港平均投票率，即青年選民參與選舉投票人數少，是導致「泛
民主派」政黨在區議會選舉中屢屢失敗的主要原因。
但是，青年選民在1998年和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率都高

於他們在區議會選舉中的表現，例如2012年立法會選舉，青年選民
投票率是48.5%，與2011年區議會選舉相比較，青年選民投票率多
出了23.4%。也就是說，青年選民在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應該存
有23.4%的上升空間。
「青年選民比較傾向支持『泛民主派』，長者選民傾向支持建制

派」是香港政界目前一種流行的講法。公民黨認為，如果青年選民
今年仍然躲在家中不出來投票，「顛覆區議會」的政治目標仍然只
是空談，如果青年選民多數都站出來參與選舉投票，那麼就有可能
逆襲區議會。為求在第五屆區議會選舉中取勝，公民黨決心盡最大
努力動員青年選民參與投票，甚至喊出了「得青年選民者得天下」
的口號。
有反對派陣營中人估計：61.7萬30歲以下的青年選民，如果他們
打破往常做法，積極參與新一輪選舉，以這個群體目前的政治傾
向，大約會有一半或以上的人投票支持「泛民主派」政黨。不過這
畢竟只是估計，究竟會不會成為最後的事實，尚待觀察。
香港現時青年已經不同於「獅子山下年代」的青年。那個年

代，主流青年守志惜法，努力工作，追求進步。但是近年來，青
年人在社會上很難獲得大幅度的進步機會，加上有些基層青年安
身立命之所條件差、空間狹窄，置業購房幾乎只是一種奢望，一
些人便從無奈、不滿逐步走上挑戰現實、反叛社會的道路，成為
激進青年。
爭取到青年選民的支持，不等於一定能夠打贏選戰；但不爭取青

年選民的支持，一定不會打贏選戰。很多外國的選舉經驗，已經證
明了這一點。
（本文轉載自10月份《紫荊》雜誌，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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