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新聞A5 ■責任編輯：汪 洋 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

科大校長陳繁昌昨日談及對旺角暴亂的感受，他
表示對事件感到震驚和傷心，香港的核心價值是非
暴力，社會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但暴力一定不可以
解決問題，只會是惡性循環。學者的肺腑之言，用
心良苦。只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希望反對派不
要再將表達意見與違法暴力扯上因果關係，以此將
暴力行為合法化、合理化，繼續荼毒年輕人，為達
一己之私目的不惜訴諸暴力「革命」，令香港法治
核心價值盪然無存，令香港文明理性、和衷共濟的
傳統毀於一旦。

香港是一個高度文明、開放、包容的社會，存在
多元化的聲音很正常。市民享有言論、集會、遊行
示威的自由，而且這些自由受到基本法和本港法律
的保障。市民對政府施政有意見甚至不滿，可以透
過各種諮詢組織、立法會、傳媒乃至遊行示威等不
同渠道，表達自己的訴求。但是，即使對政府有再
大的不滿，也絕不能成為訴諸暴力的理由，兩者之
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更不可將政治訴求凌
駕於法治之上，這是全世界任何一個法治社會所必
須遵守的底線。

可是，一向把尊重法治掛在嘴邊的反對派，在對
待旺角暴亂的問題上，完全將法治拋諸腦後，反而
祭出「暴亂有理」的奇談怪論，竟然將旺角暴亂的
原因全盤歸咎於特區政府漠視民意、施政不得民
心。這不過是轉移視線、合理化暴力的拙劣伎倆，
是偷換概念的強盜邏輯。試想一下，如果任何人都
可以借口不滿政府而訴諸暴力，香港豈不要天下大
亂？推而廣之，如果子女對父母不滿，是否可以對
父母動粗，放火焚燒自己的家？學生對老師、對學

校不滿，是否可以批鬥師長，破壞學校？如果一個
人覺得社會對自己不公平，是否可以濫殺無辜宣洩
不滿？事實上，這種「暴亂有理」的歪理，在反對
派政客和所謂學者的宣揚下，已經侵蝕大學校園和
社會，從違法「佔中」，到港大等大專院校一再發
生少數學生衝擊圍堵校委的事件，再到旺角暴亂，
反映少數年輕人長期受歪理誤導薰陶，是非不分、
黑白混淆，對違法暴力如吸毒上癮一樣，不僅習以
為常，更積非成是，從而對香港法治構成極大的隱
患和危害。

香港的成功基石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都不能因為
生活困難，或對社會的不滿，乃至受到不公平、不
公正的對待，就濫用暴力手段宣洩不滿、爭取訴
求。2013年，時任署理首席終審法院法官陳兆愷，
就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被「搶咪」一案作
終審判決時，在判詞中提到：「在一個自由和民主
的社會裡，一定會存在衝突和不同的意見。那些行
使言論自由權利的人也必須尊重他人的權利，不得
濫用這種權利是非常重要的。矛盾和分歧將通過對
話和妥協解決。訴諸暴力或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不
能解決問題。相反，這將會弄巧成拙，失去別人的
同情和支持。表達自由不僅要以和平，還要以合法
的方式進行。暴力或非法手段無法自圓其說，還可
能需負上刑事法律責任。」

學者、法官等有識之士冷靜客觀的話語提示，值
得廣大市民警惕重視，社會必須義無反顧地向暴力
惡行說不，防止暴力行為氾濫，更要譴責「暴亂有
理」的歪論，揭穿表達訴求與訴諸暴力存在因果關
係的荒謬論調。

表達訴求與暴力違法沒有因果關係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陳鑑林昨

日邀請版權持有人、網民、議員和政府，
召開四方會談，希望就爭議的問題進行討
論協商。就爭議問題展開討論及協商，正
是回歸議會討論精神的表現，更是議會正
途和職責所在。因為不同持份者間存在分
歧，只有提供理據推動深入討論，才有機
會縮窄分歧，達成共識。任何情緒發洩式
的表達，或者拉布行為，不僅於事無補，
更與議會所要承擔的責任背道而馳。期望
此次參與協商的各方，顯示捍衛對話空間
的理性，向社會展示以對話換取多方共贏
的力量。

社會各界對於版權條例的豁免條件和具
體範疇一直紛爭不斷，代表版權持有人的
版權大聯盟和部分網民之間更是各持己
見，立場觀點存在着較大的分歧。這種分
歧延伸至立法會，反對派議員藉機大肆拉
布，甚至導致審議三度流會，令爭議懸而
不決，更白白虛耗納稅人公帑及各方時
間。

昨日的會談，是版權條例的不同持份者
首次面對面地進行探討和協商，目標十分
清晰，就是突破各方僵持不下、封閉對立
的困局，儘可能地縮窄分歧，達成共識。
在爭議走入「死胡同」的關鍵時刻，四方
會談給各方提供了一個平等對話，理性探
討，各抒己見的機會，既避免了大家自說
自話，隔空喊話，更將問題從「企硬」的

對抗氛圍中解救出來，令其能夠回歸「有
商有量」的理性議事精神，對於事態發展
可視為一個爭取轉折的良好開端，相信全
社會會樂見其成。

事實上，無論面對怎樣複雜的爭議，解
決問題從來都是依靠「對話」而不是「對
抗」。通過協商方式解決分歧，既是各持
份者由「一拍兩散」走向「共贏」的前提
和關鍵，也是文明社會處理爭端的成熟態
度。立法會作為議事場所，需要的是輸入
多元利益與意見並形成公共理性與公共利
益 的 文 明 程 序 。 「 論 證 」 和 「 理 性 思
慮」，是立法會議事精神的根本，也是社
會對於議會功能的認知所在。拉布及任何
形式的所謂「不合作運動」，其「不問對
錯只問立場」、「拒絕溝通一味杯葛」的
實質，明顯與議事精神和議會根本職責背
道而馳。拉布或者流會的每一次「成功實
踐」，都是對立法會代表性與合法性，乃
至這一民主體制的一次重擊。

版權條例修訂爭議一日不解決，香港版
權制度就不能向前邁進、與世界接軌，香
港就會繼續錯失發展機遇，青少年「向上
流」就繼續缺少一份希望。希望參與四方
會談的各方，珍惜並共同維護當下這得之
不易的交流探討機會，以開放、包容、求
同存異的態度將對話之路走得更寬，走得
更遠，以期有一日能夠凝聚共識，同享共
贏。

堅持理性對話 鄙棄宣洩拉布

建制批暴力合理化荼毒青年
指反對派對暴亂難卸其責 狂拉布損港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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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送羊迎猴，不少人都
趁着新一年許下願望，希望香港社會有新的景象，但
議會拉布無日無之，新春佳節又發生暴亂。有婦女團
體成員昨日希望新一年社會上少數窒礙社會發展者
「應收斂就收斂」，大家實事求是，緊守自己的崗
位，又譴責本土激烈分離分子的暴力行為，及拉布議
員顛倒是非黑白。
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委員會昨舉行新春團拜，該會

主席周莉莉表示，希望新一年，社會上少數窒礙社會
發展的人「應收斂就收斂」，做多些對事情有正面幫
助的事，不要事事投訴，為反對而反對。拉布議員的
行為背後有自己的理由，但她認為不可能為自己的理
由而阻礙社會前進、損害經濟發展。

周莉莉：不標籤所有青年
周莉莉又提及近期社會發生的風波都與年輕人拉上

關係。她不想標籤所有年輕人，因為搞事的只涉少數
人，並希望大家實事求是，緊守自己的崗位，「讀書
嘅讀書，做嘢嘅做嘢。」

委員會顧問、總商會副會長袁武在活動上致辭時也
表示，一定要譴責旺角暴亂事件，特別是本土激烈分
離分子的行動有組織及有預謀，行為暴力，導致九十
多個警員受傷，「分分鐘掟死人，所以一定要譴
責。」他又批評拉布議員，指他們顛倒是非黑白，
「成日話政府唔掂、特首唔掂，但政府嘅嘢無一樣通
過，想做又唔畀做，之後又批評政府做唔到嘢。」他
呼籲委員會的姊妹們「多啲出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議員拉布遺害不
斷。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日通過下年度的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撥款申請，項目涵蓋防止山泥傾瀉、渠務等涉
及超過128億元，稍後將會提交財委會審議。特區政府
表示，若未能如期獲財委會撥款，數千項工程將會受
阻，就連現正進行的7,000多個項目亦不能按時支付，
將會嚴重影響公共服務。
撥款申請包括新圍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渠務署表
示，污水處理廠現時每日可處理16.4萬立方米的污
水，預料將在2020年飽和，需要增加每日20萬立方
米的處理量，以應付新界西北日益增加的人口。
工務小組昨日以22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128億元
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申請，以支付2016至2017年
度的土木工程、水務、市區發展等開支。其中一個是新
圍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第一期，約25.7億多萬元的撥款
申請。
渠務署署長唐嘉鴻解釋，計劃除了增加廠內每日20

萬立方米的處理量外，亦會加強化學處理及消毒設施，
減少排放入西北水域的污染物。
另一個工程是觀塘秀明道興建接駁行人天橋，撥款申

請約1億多元，包括建造1條長約30米的有蓋行人天橋
及3部升降機。
運輸及房屋局預料，行人天橋的使用流量為每小時

1,000多人次，每部升降機可載24人，上落時間需兩分
鐘，要等升降機的時間只需45秒。若獲財委會批准撥
款，將於今年年中展開工程，2018年年中完工。

撥款涉數千工程7000項目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蔡雪蓉表示，特區
政府必須在今個財政年度屆滿前，即是2016年4月1日
前，獲得財委會批准下年度的整體撥款，否則數千項工
程將會受阻，亦無法履行合約，按時支付進行中的
7,000多個整體撥款項目。這樣將會嚴重影響公共服
務、承辦項目的公司及大部分中小企的員工。

港府憂128億工程儲備金遇阻 中總婦委會批拉布暴亂礙發展

反對派多名議員多年懷疑收受壹傳媒集團
創辦人黎智英的鉅額捐款，被指是「收人錢
辦事」，他們則矢口否認。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昨日在施政報告致謝動議辯論時，
譴責反對派涉嫌收受「黑金」，令香港陷入
困境，他希望「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消除
「毒瘤」，又拿起「金鉸剪」說：「要將
『保金黨』、『黑金黨』剪除，令（香港）
經濟起死回生。」

王國興昨日致謝動議「經濟發展」環節上發
言時，談到香港經濟發展面對的困局。他激動
地指，造成香港困局，實因懷疑收受「黑金」
的議員所黑，反對派「由2012年至2014年
度，個個反對派收「黑金」共幾千萬。」

質疑「李卓人收千幾萬」
他點名質疑「（工黨主席）李卓人歷年收

千幾萬」，又建議議員看看《泛民收錢實
錄》及《佔中反思錄》兩書，又以「孫悟空
三打白骨精」來形容立法會必須清除這些
「毒瘤」，又舉起「金鉸剪」道：「要將
『保金黨』、『黑金黨』剪除，令經濟起死
回生。」

李卓人其後稱，說他「收咗千幾萬完全係
誹謗」，「希望王國興議員在出面照重複返
佢講嘅嘢，等我可以告佢誹謗，因為佢喺會
議廳講乜都得。」他稱，自己所屬的職工盟
與美國一個工會在項目上有資助，「這是事
實，但絕對與我個人無關。這是工會與工會
之間的合作，若他說每年幾廿萬是個資助當
做我個人 （收受），這完全是誹謗。」

反對派議員一直被指收受外國勢力及壹傳媒
集團前主席黎智英的「捐款」。立法會個人利

益監察委員會於去年調查李卓人及社民連主席梁國雄懷
疑收受黎智英的捐款後並無作出申報的投訴。在事件被
揭發後，李卓人聲稱是代工黨收取黎智英50萬元的捐
款，但他就將有關款項「私袋」近九個月，在傳媒報道

後才將款項轉予工黨。事件雖疑團重
重，但在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
會調查後，由於會內的反對派議員包
庇，最終令投訴不成立，但諸般疑團仍
然未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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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一連3日辯論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提出
的施政報告致謝動議。

李慧琼：暴力思潮在發酵蔓延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會上再次強烈譴責旺角暴亂，認

為激進暴力思潮由反對派議員「擲蕉」到「佔領」時
已在社會發酵蔓延，有人甚至將暴力合理化，如毒藥
一般荼毒社會及年輕人，嚴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
執法當局應制裁有關人等，以儆效尤。

譚耀宗批反對派扭曲事實
民建聯議員譚耀宗也強烈譴責暴徒策動旺角暴亂，
更向為暴徒提供免費法律支援、企圖為暴徒洗脫罪
責，及在前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就譴責暴
力的動議投反對票的反對派議員作出譴責。他批評，
有反對派議員將暴亂罪責推在特區政府上，稱特區政
府與民建聯以「看到旺角暴亂為樂」及認為「議會暴
力引致社會暴力」等講法是在扭曲事實，「一派胡
言，含血噴人！」

譚耀宗批評，過去3年來，反對派為了自身的政治利
益，無視民生苦困，在議會進行不合作運動，大搞拉
布、流會和不斷點人數，全面癱瘓立法會的運作，並
在議會外發動「佔領行動」，包庇暴力衝擊內地旅客
的行為，又打擊警方執法，香港現在需要重返正軌、
行正路。
譚耀宗又批評，有反對派議員不斷批評特區政府提出

配合「一帶一路」的政策，是「反共反上腦」。他強
調，國家今天的經濟發展可以帶動世界經濟發展，連歐
洲國家也搭上中國發展的列車，施政報告大篇幅提及如
何把握機遇是有必要性，特區政府不提才是失職。

鍾樹根：反對派養大本土「怪獸」
民建聯議員鍾樹根亦批評，反對派姑息養奸，在社

會種下暴力種子，養虎為患，養大本土激進派這「怪
獸」，釀成今次旺角暴亂，但特區政府、司法機構和
大學並無嚴懲滋事分子，令他們愈來愈大膽。他估計
未來的暴力事件將會升級，故要求當局增加執法人
手。

王國興：拉布是立會「毒瘤」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指出，香港近年的經濟下滑，開

始進入「經濟寒冬」、「黑暗歲月」。國家提出「一
帶一路」，香港本應「近水樓台先得月」，惟香港近
年的內患人禍不斷，令市民非常憂心，反映了立法會
不但無發揮自身作用，更拉布、濫點人數、濫用權力
阻延政府，拖政府後腿，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是立
法會中的「毒瘤」。

梁君彥促判暴徒阻嚇性刑罰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強調，社會安定才能發展經濟和
改善民生，大家應譴責暴徒的行為，又要求警方嚴厲
執法，法庭對暴徒判以阻嚇性刑罰。

林健鋒：破壞法治 損安定繁榮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則指，香港近年發生了不少破

壞法治的事件，嚴重打擊旅遊業、金融業等，旺角暴
亂更令一直被視為安定繁榮的香港蒙上陰影，長遠只
會影響外來投資和經濟發展，各界應向暴徒予以最嚴
厲的譴責。

姚思榮：「本土派」累港蒙羞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由「本土派」發起的所謂
「驅蝗行動」開始，至「反水客」、「鳩嗚」、「佔
領」以至日前的旺角暴亂，令內地旅客杯弓蛇影，令
香港的安全、文明形象蒙羞，已嚴重影響香港的交
通、零售、旅遊等行業。
會議討論到昨晚近十時結束，今日再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一連3日辯論施政報告致謝動議，昨日第一節首先
討論經濟發展。針對旺角暴亂事件，各建制派議員認為，以暴力表達意見的思潮，由「擲
蕉」到「佔領」，反對派將暴力合理化，這種歪曲的思潮已在社會發酵蔓延，如毒藥一般
荼毒社會及年輕人，反對派在暴亂事件中實責無旁貸，而事件令一直安定繁榮的香港蒙上
陰影，嚴重打擊旅遊業、金融業等，長遠只會影響外來投資和經濟發展。他們促請執法當
局嚴懲暴徒，以儆效尤。有議員則批評，反對派於近年通過拉布、不斷點人數，阻撓特區
政府施政，長遠將影響香港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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