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獨」言論在香港喧囂塵上，「港獨」勢力浮出水面，反「港獨」必須釐清一個道理：

香港不是「沒有條件獨立」，而是沒有資格獨立、沒有理由獨立、沒有可能獨立—根本不

能夠獨立。從法理的角度看，「港獨」言行是嚴重違法行為；從民族的角度看，所謂「香港

民族」純屬無稽之談；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從文化的角度看，香

港的根在中國，文化傳承從未割斷。香港社會各界從各方面堅決否定「港獨」，是遏制「港

獨」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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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突然被「停止運
作」，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
「學民思潮」向來都是黃之鋒的「私
人王國」，一切路線方針都是他說了
算，但近年「學民」內部卻出現了嚴
重的路線之爭，不少成員對於黃之鋒
愈來愈激進、「學民」政治色彩愈來
愈濃厚感到不滿，希望「學民」能夠

重返學生組織路線。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剛過去
的新界東補選，黃之鋒本來全力支持公民黨楊岳橋，
但內部卻認為「學民」不應參與選舉，最終黃之鋒無
奈之下唯有要親信黎汶洛「退黨助選」，而黎更因此
遭到網民群起而攻之。經此一役，黃之鋒開始發覺難

以再全盤控制「學民」，既然這個他創立的組織不再
受其控制，不如將其毀掉重新組織，以便更好控制。
二是黃之鋒要為自身的出路打算。黃之鋒早已打算

投身政治，但他現在已是大專學生，繼續擔任以中學
生為主的「學民」召集人根本名不正言不順，繼續以
學生領袖身份獲取社會同情，也愈來愈力不從心。但
他也知道，如果他退任「學民」召集人而讓新人接
棒，他的政治力量必將急速衰落，新人也將取代舊
人。所以，他才一直戀棧不去，但他也知道不可能永
遠霸着位置，但要「讓賢」又不甘心。這樣，乾脆毀
掉「學民」不啻是對他最有利的方案。一方面可以名
正言順地「繼承」「學民」的光環，並將之帶到新的
政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新的學生組織招攬一班

「學民」成員，並且繼續在校園「招兵」。最妙的
是，如果「學民」繼續運作，他新的學生組織將難有
吸引力，於是他就直接結束「學民」，為的不過是方
便其操控，借屍還魂。
因此，「學民」突然壽終正寢，本身就是一次「不

正常的死亡」，以「學民」的財力、人力以及對學生
的影響力，原本還有不少發展空間。但由於黃之鋒要
尋找政治出路，由於黃之鋒覺得「學民」已經開始不
受控制，於是就一手將其摧毀，這樣「生殺在我」的
霸道，試問何來一點民主精神？又何來尊重過「學
民」成員以及曾支持「學民」的人士？黃之鋒的表現
充分暴露其反民主的本質，表面是「民主英雄」，實
際滿腦子政治私慾、「封建思想」，總是認為「學
民」是他個人私產，要生要滅只是他一念之間。如果
香港要靠這些人爭取民主，其實就是對民主的最大諷
刺。

現在黃之鋒終於如願結束了「學民」，下一步就是
組成新政黨，並且在港島及九龍東出選，如果成功勝
出，將可打響新政黨的頭炮。黃之鋒機關算盡，但要
取得兩席恐怕並不容易，首先其新政黨定位為主張
「自治」的「港獨黨」，但論激進他們又不及「激進
本土派」，而近日「激進本土派」支持者已經全力向
黃之鋒開火，意味黃之鋒要爭取激進票並不容易。但
要爭取溫和反對派票，其「港獨」的立場又是「趕
客」。更重要的是，黃之鋒的最大政治資產是學生形
象，令外界認為他們沒有政治算計、沒有考慮個人私
利，但經過「學民」被「停止運作」事件，已暴露了
黃之鋒的政治野心及反民主的思維，假面具盡毀，形
象一鋪清袋，對青年學生也失去號召力，兩面不是
人。黃之鋒的鬧劇正應驗了一句名言：「潮水退了，
就知道誰沒穿褲子。」廣大市民終於看清楚，原來一
直「沒有穿褲子的」，就是黃之鋒。

潮水退了，就知道黃之鋒「沒穿褲子」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從法理、民族、歷史、文化各方面堅決否定「港獨」

今日之香港，「港獨」言論正在擴散蔓延，「港獨」
勢力已經揭去面紗，分離主義者把2047年定義為「分水
嶺」，預言到那個時候，香港可以「脫離」中國。對
此，中央政府和內地民眾高度關注，香港的有識之士也
紛紛譴責。毫無疑問，反分裂是主流民意。但是，必須
釐清一個道理，香港不是「沒有條件獨立」，而是沒有
資格獨立、沒有理由獨立、沒有可能獨立—不能夠獨
立。從法理、民族、歷史、文化等方面認清香港與祖國
的關係，才能從根本上堅決否定「港獨」的謬論。

「港獨」言行是嚴重違法行為
從法理的角度看，「一國兩制」寫進了基本法，基本
法在香港具有憲制地位，它明確了「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三句話中，「一國兩制」
是核心。「一國兩制」中，「一國」在前，「兩制」在
後，也就是說「一國」是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香
港實行什麼社會制度？由什麼人來治理？採取什麼治理
方式？這些問題都失去了意義。因為，根基不存，其他
都無從談起。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就意味着香港沒有回
歸中國。所以，「一個中國」的底線，任何時候都不能
動搖和跨越。
考慮到香港社會的特殊性，當年，鄧小平先生以寬闊

的胸懷和務實的態度，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的構想，最終形成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得到了包括
英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普遍認同，這個原則寫進了基本
法。
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

也是一個國際大都會，精英階層最喜歡講「國際慣
例」。然而，那些自詡為「社會精英」的「港獨」分子
卻宣揚所謂「香港建國」，公然挑戰基本法的權威，公
然蔑視國際社會認可的「一國兩制」原則，已經超出了
言論自由和正常學術討論的範疇，觸犯了香港法律，也
觸犯眾怒，應該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香港與內地同種同宗「香港民族」乃無稽之談
「港獨」勢力提出了一個荒誕的概念：「香港民

族」。他們的理論是：香港人是有別於中國人的特殊群
體。那麼，什麼是「民族」？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所
謂「民族」是以血緣、文化、共同的歷史記憶、民族語
言和文字，以及強烈的身份認同為紐帶形成的共同體。
香港人是黃皮膚、黑眼睛、黑頭髮，所有生理特徵完

全符合中國漢族的特點；香港人用的是漢字、說的是中
國方言之一的粵語，生活中處處都呈現出中國漢文化的
印記。再觀察中國的少數民族，在語言、文字、信仰、

生活習俗等方面都與漢族有所不同，民族特徵明顯。香
港人與漢人完全相同，何以能成為一個民族？
「香港民族論」一出籠，就受到有識之士的鞭撻。

「港獨」分子自己也覺得底氣不足，又拋出了「真·香
港人」的概念，提出所謂「身份認同」。這其實是「香
港民族論」的變種，他們千方百計要把「香港人」從
「中國人」中割裂出來，為「港獨」理論提供支撐。但
是，無論「港獨」分子多麼善變，事實終究是事實，不
容修改，也修改不了。
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誰也

無法否認，除了回歸後成長起來的一些年輕人對香港的
歷史可能不太明白，大多數市民很清楚香港的歷史。香
港的教育剝奪了年輕人了解歷史的權利，這個責任也不
在年輕人。
香港島本是廣東的一個小漁村，鴉片戰爭之後割讓給
英國，後來英國與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又分別強佔
和租用九龍、新界，期限為99年，這就是今天香港1,000
多平方公里的版圖。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中
國中央政府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體現在外交上，香港
只能以「中國香港」的身份參與國際活動；體現在國防
上，中央派遣駐港部隊，維護領土完整。同時，按照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中央將大部分治權移
交給香港，不干預香港內部的具體事務，這些治權通過
基本法已經明確，還有一部分治權基本法中並未明確授
予香港，則仍由中央掌握。
毋庸置疑，香港在被英國人殖民統治的百餘年間，從

一個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市，「東方之珠」令世界矚
目、讓世人青睞，但這絲毫不能改變香港屬於中國的事
實。這就如同一個窮家養了許多孩子，其中的一個孩子
被人家連哄帶騙抱走了，多少年後，這個家富裕了，把
孩子要了回來。這個孩子比以前長高了、長壯了，也比

以前聰明伶俐了，但這絲毫不能改變他
與這個家庭的血緣關係。聞一多先生曾
寫過一首《七子之歌》，廣為流傳，香
港就是中國曾經丟失的七個孩子之一。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誰也無法否認這
個事實。
語言和文字是文化的表象，信仰和價

值觀是文化的內涵。香港人寫漢字、說
漢語，這個表象是顯而易見的，更重要
的是中華文化基因也在港人身上一直延續。

香港根在中國 文化傳承從未割斷
兩千多年來，儒家文化在中國佔據主導地位。儒家的

世界觀是天人一體、家國同構，人生觀是公大於私，價
值觀是義大於利。儒家還倡導「和」的理念，「和為
貴」、「君子和而不同」、「和則兩利，鬥則俱敗」。
細細分析，這些文化基因在香港人身上並沒有消失。香
港地域狹小，資源匱乏，卻能在全球經濟中佔據一席之
地，說明香港人善於把握天下大勢，順應發展潮流，有
「天人一體」的理念；香港城市擁擠，但管理科學，和
諧有序，說明香港人注重維護公眾利益，有「公大於
私」理念；香港被英國統治一百多年，脫離祖國，但每
到為難時刻，香港人總能與內地人攜手共赴國難，比如
抗戰時期，香港支援內地的物資源源不斷，說明港人有
「義大於利」的理念。今天的香港呈現文化多元的景
象，也說明香港是一個包容的城市，「和」的理念深植
於港人心中。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從文化的角

度看，香港的根在中國，文化傳承從未割斷。所以，香
港廣大民眾否定、抵制、揭露「港獨」，迫在眉睫、義
不容辭！

屠 海 鳴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
多名元老級立法會議員早已決定在本屆任
期完畢後退下火線，一眾「乳鴿」正蠢蠢
欲動「博上位」。民主黨中常委、中西區
區議員許智峯（圖）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稱，民主黨需要可持續發展，「換血」
只是自然發生的世代更替，「難道一個議
員選到70歲，都仍要繼續選下去嗎？」

許智峯稱輸都要選
許智峯聲稱，今次立法會選舉不應太計

較民主黨議席得失，「就算輸今屆議席，
下屆再試。」
被問到會否擔憂激進派將在今次立法會

選舉中「鎅走他們的票」，他則稱，激進
派的支持者數目是增加了不少，但民主黨
在反對派中的「光譜」最闊，加上過去立
法會選舉中，不少選民均是「認黨不認
人」，故「溫和反對派」未必會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辭任行政會
議成員後，引來她是否計劃參選特首的猜測。接替李慧琼行會
一職、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昨日表示，民建聯會朝執政黨
方向發展，但暫未聽到有成員有意參選下年特首選舉。他又指
民建聯臥虎藏龍，有很多符合特首條件的成員。
葉國謙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民建聯會朝執政黨方向

發展，是否派人參選特首要視乎成員是否願意及有能力，但暫
時未聽到有成員有意參選下年特首選舉。雖然有人指創黨主席
曾鈺成適合選特首，但對方不願意參選，而李慧琼將來會否選
特首是言之過早，世事發展難以預料。

符特首條件者多 未必願「下廚」
他形容，民建聯臥虎藏龍，相信有很多符合特首條件的人，
但未必人人都願意進入「熱廚房」，或有其他因素覺得自己不
合適。被問到民建聯是否有必勝把握才「去馬」，他直言選舉

從來沒有必勝，但個人認為如果民建聯派員選特首是陪跑，就
不應派人出選。
他又說該黨是否派員選特首，沒有「中央指示」，只以該黨

本身作考慮。
被問及特首梁振英如果競逐連任，葉國謙認為梁振英在團結

社會各方和聆聽意見方面有改善空間，如果要競逐連任，就需
要考慮向反對自己者釋出更多善意，以免令社會更撕裂，又同
意當權者應有胸襟接納不同意見。
對於自己接替李慧琼當行會成員，他說李慧琼去年當上民建

聯主席後，已向梁振英辭任行會成員，但梁勸她再作考慮，所
以一直在商量中，又強調並無特定事件成為轉捩點，包括去年
政改方案被否決。
他又笑言前日出席首次行政會議後，覺得頗具挑戰性，作為

新丁需要學習，但不會拿行會保密原則來做避開採訪的擋箭
牌，「行會嘅嘢唔答，其他我乜都答。」

「老鴿」雖言退
「乳鴿」寸換血

葉國謙：民建聯朝執政黨發展

劉炳章近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今年及明年土
地供應會達標，當局現時覓得的土地，可滿

足長策會定下的10年內興建46萬個單位的目標。
他又指，差餉物業估價署早前預測今年私人住宅新
單位落成量增加逾六成，有1.82萬個，創2004年
後12年新高，個人預期下年落成量與今年相若。

發展郊野公園謀長遠 不應否定
早前提倡開發部分郊野公園用地建屋的他續指，
雖然現屆特區政府表明不會發展郊野公園，但應
「never say never」，因香港郊野公園用地比例較
新加坡、日本、韓國甚至美國為高，佔全港土地達
四成，而且郊野公園沒有客觀及科學化的定義。
他又指，郊野公園用地屬於特區政府，沒有業權
問題，工程可以盡快「上馬」，雖然要花長時間討
論是否開發郊野公園，但處理新界東北發展業權問
題的時間也不短。
劉炳章以鄰近大欖隧道錦田出口的郊野公園用地

為例，指當局將會發展鄰近的錦田南，約170公頃
土地完成發展後，將有3萬多伙、容納近10萬人
居所，並設有學校、診所及商場等社區設施，加上
鄰近港鐵站，兩處同時發展可產生協同效應。
他續指，該塊郊野公園用地約150公頃，其中60

公頃可作開發，估計與錦田南發展區一樣有3萬多
個單位。
同時是港鐵非執行董事的他又慨嘆，當局建屋計
劃往往遭地區反對。
他說，早前視察青衣港鐵站，而港鐵站外的巴士
總站本可興建上蓋，再在上蓋興建兩幢住宅，但在
區議會反對下，計劃只好變成港鐵站上蓋商場的延
伸部分。
被視為「梁粉」的劉炳章指，特首選舉臨近，一
些人已開始跟梁振英「算賬」，逐點檢視他的施
政，但公眾應該公正評價他，個人認為他在增加房
屋供應方面「交到功課」，也「夠膽同發展商say
no。」

覓地夠10年建屋
特首房策做到足

劉
炳
章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房屋及土地問

題是現屆特區政府施政

的「重中之重」。長遠

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

員劉炳章表示，當局覓

得的土地，可滿足10年

內興建46萬個單位的目

標。他又說，特首梁振

英在這4年間，於增加房

屋供應方面「交到功

課」，公眾應該公正評

價。

■葉國謙表示，民建聯內符特首條件成員
不少，但他們未必願意參選。

■劉炳章認為特首在增加房屋
供應方面「交到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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