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香港一小撮分離主義勢力為「港獨」披上本土意識外衣，刻意混淆本土意識與「港獨」言

行的根本分野，企圖以此將「港獨」合理化並尋求認同。但是，任何一個地方都存在的「本土意

識」，本是一種隨社會發展而萌發積澱的熱愛、珍惜家園的情懷，絕不等於「獨立分離意識」。分

清本土意識與「港獨」思潮的分野，才能升華「本土情懷」，自覺抵制「港獨分離」。本報從即日起

刊載分析香港本土意識和反對「港獨」的系列評論，敬希讀者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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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正籌組新政黨，日前他卻
在社交網絡專頁透露，他與周庭無法
就新政黨在匯豐銀行開設聯名賬戶，
銀行職員給予的原因是「行政原
因」、「商業安排」；及後他同時申
請一個新的個人戶口，亦同樣被拒。
黃之鋒即將事件上綱上線，稱被拒開
戶是基於所謂政治原因。黃之鋒鼓吹

「港獨」、「分裂」，其組黨的資金來歷不明，任何
銀行都會避之則吉，以免觸犯「洗黑錢」等法例。況
且，黃之鋒財政混亂早有前科，新政黨的資金更不知

從何而來，銀行自然不會自找麻煩，拒絕其開戶是合
情合理的做法。黃之鋒與其將事件扯上政治，不如先
反省自己，為什麼財政搞得如此混亂，為什麼對資金
來源諱莫如深，當中是否存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本地銀行完全有權拒絕任何認為不合適的人士或公

司開戶，原因是如果開戶之後發現問題，銀行隨時會
負上嚴重責任。自從金融海嘯之後，各國監管機構對
於銀行的「洗黑錢」行為重拳打擊。所以，銀行對於
可疑的戶口慎之又慎。現在黃之鋒要為新政黨開戶，
銀行在審批有關要求時，首要是看其公司有否違法，
再看其資金來源有否問題。黃之鋒籌組的政黨，是一

個主張「公投自治」、「分裂港獨」的政黨，本身已
經觸及了「一國兩制」的紅線。基本上，銀行對於這
些政黨的開戶都會加倍小心，就如倘若黃之鋒要在美
國創立一個「美國獨立黨」、「加州獨立連線」，幾
可肯定他們絕不能在美國的銀行開戶。
當然，相信這次黃之鋒被拒絕開戶，未必與政治有

關，但很大機會與其資金來源有關。眾所周知，黃之
鋒的「學民思潮」一向財來自有方，坐擁以百萬元計
的資產，但他們卻從來不肯（或不敢）對外交代財產
詳情。就是到「學民思潮」「收檔」之時，黃之鋒也
只是說出一個總資產數目就當了結，並隨即將資產轉
移。
現在他又要為新政黨開戶，但這個「港獨黨」在香

港社會卻沒有多少市場，很可能需要「有心人士」捐

贈。假如在開戶之後，有大筆來歷不明的資金從不同
渠道注入戶口，當中更可能涉及「黑錢」，銀行怎麼
辦？屆時戶口已經開設，銀行要阻止已經來不及，這
樣銀行隨時要承上有關責任。對一個商業銀行來說，
既要考慮盈利，更要顧及風險，為黃之鋒的「港獨
黨」開戶，明顯風險遠高於利益，隨時「一身蟻」。
最好的做法自然是拒絕開戶，這完全是商業考慮，相
信絕大多數銀行都會這樣做。
黃之鋒現在反咬一口，指責銀行因為政治原因不為
他開戶。其實，他故意將事件政治化，企圖利用政治
壓力，迫使銀行為其開戶，究竟誰人在操弄政治，相
信市民都看得清楚。黃之鋒繼被馬來西亞列為不受歡
迎人物之後，現在又成為本地金融界不受歡迎人物。
惡名遠播，人見人憎，這是他自找，怨不得人。

黃之鋒組黨資金不清不楚 被拒開戶合情合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真摯的愛港情懷是本土意識的靈魂

基於各自的傳統和歷史發展軌跡的不同，全世界任何
一個地方，或多或少都會存在獨特的本土意識。早在
6,000年前，中國的先民就在香港居住，香港的史前文
化屬於中國華南文化體系的一部分。據考古的發現，最
早的港人，應是從湖南北部南遷而來。之後，居住在五
嶺南北的古越人、傜人等也陸續遷入，成為香港地區最
早的原居民。從宋代開始，內地遷入香港落地生根的居
民不斷增多，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新界五大族」，即
鄧族、侯族、彭族、廖族、文族。
18世紀四十年代初，英國殖民者發動鴉片戰爭並強行
割佔了香港，推行西方式殖民統治，令香港暫時脫離了
祖國的母體，由此而產生了一種既源於內地，又融匯了
一些不同文化的獨特文化存在，其特徵是中西合璧、包
容並蓄、多元發展等等。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則萌發於

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有鮮明的時代烙印。

香港「本土意識」萌發於上世紀七十年代
一方面，香港已經由一個小漁港，初步發展成為以製

造業、轉口貿易、金融業為主的國際性都會城市，位居
亞洲「四小龍」之首。港英當局迫於世界潮流和香港時
勢的發展變化，為了進一步鞏固和維護其殖民統治，就
採用一種被稱為「新殖民主義」的政策，以緩和過去露
骨的殖民統治而造成與港人尖銳對立的矛盾；另方面，
香港面臨外圍經濟環境複雜多變的挑戰，經濟和社會
都在努力轉型的過程中，一種把香港看成是自己家園並
傾力為之而貢獻的本土意識及奮鬥精神，在港人心中油
然而生，成為一種與當時的「殖民意識」相抗衡的社會
思潮。現在上了年紀的港人，提起那段經歷，不少人都

激動流淚。的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包括新老
移民在內的許多香港人雖然住在寮屋和陋室，卻充滿希
望及鬥志，對香港都擁有一種認同及自豪感。
到香港回歸過渡期，祖國的改革開放，令香港作為內

地對外的窗口功能日益重要，港人也更有了用武之地，
發展空間更為廣闊。此時的本土意識也順理成章地與國
家民族意識融匯，使其內容更體現了香港精神中團結奮
鬥、和衷共濟、守望相助、愛國愛港的重要內涵。

粵語流行文化抒發香港精神
當時，以粵語為載體，有鮮明嶺南文化特色並融匯了
西方一些文化精粹的香港本土文化，呈現出百花齊放、欣
欣向榮的景象。電視是當時凝聚香港人意識的最重要載
體，電視劇與粵語流行曲共生共榮，安排了每晚百萬香港
觀眾的生活節奏。其中電視劇集《獅子山下》的主題曲，
至今仍然堪稱高揚香港本土意識的「港歌」，它生動再現
了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守望相助、奮發自強、共創明天的精
神，成為香港本土精神的讚歌。而《奮鬥》、《強人》、
《抉擇》、《網中人》等香港電視劇的粵語歌主題曲，也
唱響香港人的樸素本土情懷。
粵語流行曲最初由電影電視的主題曲開始慢慢發展，

到七八十年代是粵語流行曲的「黃金時期」。粵語
「歌神」許冠傑全身充滿港味，其歌曲淋漓盡致地歌
詠香港當時的社會面貌和港人心態。「鬼才」填詞人黃
霑也是本土意識的先驅，他就形容其詞作象徵那一代已
擺脫了過往的過客心態。而有華人的地方，便有作曲家
顧嘉煇的音樂，他的音樂代表香港情懷，影響了香港數
代人的生活直到現在。

當時香港的流行音樂亦隨香港資金、人才、文化湧
入內地，內地也掀起了聽唱粵語流行曲的風潮，成為內
地同胞認識香港的第一印象。內地改革開放後，香港
「本土意識」又加入了「大中華意識」的成分。當時香
港和內地都眾口傳唱的《我的中國心》、《萬里長城永
不倒》、《中國人》等香港歌曲，表達了港人對中國人
身分和中華民族的認同。

「分離意識」是對「本土意識」的反動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港產片」，被譽為「電影夢工

場」、「東方荷里活」的香港，最早成為大中華地區的
電影殿堂，香港孕育出植根傳統粵語文化、融合中西的
華人本土電影產業。「港產片」對香港人的靈活、機
智、堅韌不拔、樂觀向上等特性的歌頌，逐漸建立了一
個新的香港人自我形象。即使是《上海灘》這部「港產
片」，儘管故事是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但抒
發的仍然是「浪奔浪流，萬里濤濤江水永不休」的香港
精神。
從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及發展歷程，可以清晰地看

到，對香港的歸屬和熱愛是香港本土意識的靈魂及核
心，是香港獨特文化的體現，值得尊重、弘揚並賦予
新的時代精神。這與香港分離主義政客所講的本土，
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分離主義政客口中的所謂的本
土，抹殺香港人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本土意
識」，以及其後「本土意識」與國家民族意識融為一
體的事實。他們蓄意混淆「本土意識」與「分離意
識」、「港獨意識」的根本分野，藉「推動本土」為
名，行走向分離之實。

文平理

——論本土、反「港獨」系列評論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9月就是立法會選舉，面對
「本土派」步步進迫、既有票源勢被分薄，社民連及「人民
力量」昨日開始合作，在葵芳港鐵站外聯合舉行選民登記活
動。社民連外務副主席黃浩銘到場打點，不諱言考慮出選新
界西，並稱兩黨會在選舉時合作。雙方支持者對「人社合
作」態度不一，有人覺得不是壞事，也有「人力」支持者認
為，「人力」的「快咇」譚得志不顧反對放棄經營新西，導
致肥水將流別人田，「真係攞嚟衰」。
除有傳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合併外，更有指「人力」立

法會議員「大嚿」陳偉業將不會競逐連任，黃浩銘昨日接受
傳媒訪問時承認正積極考慮出選新西，至於兩黨合併則「十
劃都未有一撇」，但雙方會商議立法會參選人選，並會商討
「共同綱領」和政治理念，相信兩黨合作會獲大部分社民連
成員支持。他又謂，當年「人社分裂」是由於對是否在選舉
中狙擊民主黨意見分歧，但這已經不存在，因此雙方可再次
合作，更稱與「本土民主前線」沒有什麼合作基礎。

人社合併？ 黃浩銘：十劃未有一撇

陳方安生美演講硬撐「本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政務司司長兼「香港

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再次到外國「唱衰」香港。她昨日
到美國麻薩諸塞州塔夫茲大學的中美關係年會上發表主題演
講，稱「本土派」只是希望香港能夠繼續保留原有的價值、
自由和生活方式不變，但中央政府卻「破壞了『一國兩制』
承諾」，而香港特區政府卻「視若無睹」。
陳方安生於演講時講及前年的「佔領」行動，稱這是「香港

近年歷史的分水嶺」。雖然「佔領」行動被社會視為失敗，但
她反稱該行動成功「催生」新一代，且是「高教育程度、熱愛
香港、對香港將來充滿熱誠和敢於站出來的香港人」。
雖然認同大部分香港人均不支持「港獨」，但陳方安生又指，
2月底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一個沒有政績的激進「本土派」候
選人爭取了不少的支持，可見「本土主義」已在本港政壇冒起。

眼見「香港民族
黨」成為風頭躉，
同 樣 鼓 吹 「 港
獨」、成立逾2年

卻乏人問津的「香港獨立黨」，近日
頻頻撲水，既推出索價百元的頸巾，
又印製「唱衰」中央政府的小冊子，
希望公眾資助「印刷費」，換來的卻
是「高登仔」恥笑。「獨立黨」的
facebook專頁昨日也爆發罵戰，專頁
管理員以粗口「回敬」質疑組織立場
的網民，雙方你一言我一語，有如
「小朋友齊鬧交」。

「香港獨立黨」的facebook專頁於
2014年成立，但到翌年2月才在英國
註冊，提倡「港獨」、「重回英聯
邦」，只接受持英國國民（海外）
（BN（O））、英聯邦、歐盟、瑞士
及日本護照者加入，至今仍無甚動
靜。組織秘書長為馬駿朗，他本為
「國師」陳雲弟子，後被陳雲「逐出
師門」，也曾在「佔領」行動期間在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外紮營，要求英方
向中方施壓。
「獨立黨」近期動作多多，先推出

「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

不是中國）頸巾，又計劃製作小冊
子，內容提及中國如何「違反《中英
聯合聲明》」、特區政府於2003年至
今的問題等，並提到希望有人「支持
印刷費用」及做義工。

求英籍「鬼佬笑到你臉黃」
他們更在「高登討論區」公開宣
傳，並提到「BN（O）平權」問題，
卻被「高登仔」恥笑：「一邊自稱
『獨立』，一邊求入籍，鬼佬唔笑到
你臉黃就怪」、「好×心啦，改個名
叫『香港獨立黨』，但係仲要人哋畀
個英籍你」。
組織的facebook專頁昨日分享一篇文

章，文中妄將香港基本法形容為「基本

垃圾」，又以「本地糞土派」描述主張
修改香港基本法的「本土派」。有網
民質疑不滿文章用字粗鄙，質疑組
織到處樹敵，與專頁管理員爆發罵
戰，管理員竟爆粗大罵：「粗鄙文字？
和理非非死×開啦。」 ■記者 陳庭佳

50多名市民昨日自發組織到遮打花園集合，沿花園道遊行到禮
賓府，並向警方代表遞交請願信。
部分遊行人士穿上印有五星紅旗的
上衣，並高舉國旗及香港特區區
旗。他們不滿過去一段時間出現種
種鼓吹「港獨」、分裂國家的言論
和行動，認為「港獨」主張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及「一國兩制」，促請
政府對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
黨」召集人陳浩天以「煽動罪」提

出公訴，同時展開啟動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程序，以維護國家
安全和確保香港不被敵對勢力從中
國分裂出去。

「港獨」言論滲校園荼毒學生
發起遊行的李璧而表示，有政黨將

「港獨」、「反中」等言論滲入學
校，荼毒學生，令他們仇視國家及政
府，以華排華，若不馬上就二十三條
立法，這種現象將繼續蔓延。她補

充，過往有少數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
立法，認為二十三條會妨礙港人言論
自由，但此條法例有助維護國家安
全、維持香港長治久安，實際上是保
護香港。
另一發起人曹達明表示，雖然行政

長官梁振英早前已表明今屆政府不會
就二十三條立法，但現在有不少鼓吹
「港獨」的組織成立，且數目將會繼
續增加，因此認為政府有必要立即就
二十三條立法。

遊行人士批「港獨」無視上一代
參與遊行網民邱先生譴責帶頭鼓吹「港

獨」的學生，把上一代努力建造的香港
「一朝破壞」。他表示，真正的香港「本
土」是五、六十年代就在港打拚的一代，
香港有今日的繁榮全賴這一代人；然而
現時一些年輕人「連稅都未交過」，就
敢聲稱代表「本土」，是完全無視上一
代。他呼籲全港市民站出來，反對「港
獨」分子。

對香港的歸屬感和熱愛是香港本土意識的靈魂。香港人在長期的建設發展中，面對複雜多
變、挑戰重重的環境，逐漸生發出一種團結奮鬥、永不言敗，和衷共濟、守望相助的情懷，
這種本土意識是香港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融合了國家民族精神的公民意識。港人憑藉
這種樸素的情懷，創出一個又一個奇跡，寫下不朽的香港傳奇，這種融化於香港精神中的
「本土意識」，回歸前是對「殖民意識」的反彈和抗擊，回歸後則是港人當家作主的主人翁
意識的人文基礎。

市民遊行籲遏「獨毒」
促政府執法護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市民昨日在遮打花

園發起遊行，促請政府立即就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以遏制日漸猖獗的「港獨」言論和行動。他們指出，「港

獨」主張違反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性質嚴重，種種

「港獨」言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及「一國兩制」的實施，

甚至有政黨將「港獨」言論滲入學校，荼毒學生。他們

認為二十三條立法並不如謠傳般影響言論自由，反而能

保護香港，維持香港長治久安。

頸巾賣百元撲水「港獨黨」被恥笑
&1&1����

■「香港獨立黨」竟希望有人支持
「印刷費」。 fb截圖

■■市民遊行要求盡快為二十三條立法市民遊行要求盡快為二十三條立法。。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