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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4月 5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會依法處理「港獨」問題。「港獨」問
題，除了是一個法律問題外，背後也是一個
文化問題，尤其是本土意識的問題。從文化
角度切入「港獨」問題也應該是非常重要
的。
一個地方的人民對於他們居住地的共同感

受及願景是歸屬感的重要部分。本土意識是
社會存在的反映，是社會物質生活及其條件
在觀念上的反映，是社會的精神生活過程和
精神現象的總和。本土意識是一個十分複雜
的體系，是包括人的一切意識要素和觀念形
態以及人類社會中全部精神現象及其演變過
程的哲學範疇。任何時代的本土意識，都是
特定的社會存在的反映，因而無不具有自己
的特點。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並不奇怪，歸
屬感本身也是中性的。正如北京人不會太理
會上海的本土意識一樣，我們的本土意識理
應對任何中國城市來說並不應該是一種威
脅。反而，應該鼓勵一種相互欣賞的態度，
一種包容的態度。
香港人之歸屬感是建立在對香港本土一些

價值上，例如香港精神拚搏、效率及相對的
言論自由等。在回歸前，我們發覺反殖民與
民族認同並存的情況。所謂本土意識在任何
一個城市或地方都會出現，在特定的文化、
社會及經濟條件下自然形成也是對一個地方
的歸屬感。對有些人來說，港人對香港不認
同就不算是香港人。
香港本土意識或情意結本身與愛國並沒有

矛盾，因為本土意識中的一些「養分」皆來
自傳統中華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的影響。
自古以來香港與中原文化、經濟及政治都有
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從在
興建中的高鐵線考古工作看到，香港自宋代
以來一直是重要的「商港」及「貿易埠」
（Trading Port），也應該是在海上絲綢之路
重要的商貿城市。可以說本地意識被別有用
心的「港獨分子」所利用，「港獨分子」利
用了本土意識的論述來強化他們的「港獨」
理論基礎。
奇怪的是，那些所謂「港獨分子」，在行動
前後總會去「拜祭」宋皇臺，向它稟告他們所
謂的「遺民」行為。他們更在祭告時身穿漢
服以示正統，他們的歷史觀中也脫離不了中
華文化。在中華歷史文化的長河中，香港的
本土意識也應該視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港
獨」利用香港本土意識來達至其政治目的，他
們經常「斷章取義」來誤導港人。
其實「一國兩制」本身也容許本土意識的

存在。在「兩制」之中的資本主義制度，即
香港現時的資本主義本身也有其本土性。這
個經濟制度本身必也會衍生具香港本土社會
制度及意識。因此「一國兩制」本身也將香
港的一些本土意識保存了下來成為香港社會
的基礎。在1997年之後，「一國兩制」的憲
法框架之下，本土意識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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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撥亂反正 才能根絕「港獨」癰患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到「港獨」問題時強調，「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

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關鍵在於是否實施了違反法律的行

為，會不會造成社會危害。在『港獨』這些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

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可養癰為患。」張曉明的話一點沒錯。「港獨」

之癰已存在，如何防止「港獨癰」繼續擴散，如何趁其尚未成大患之前將之根

除，這絕非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要根除「港獨」之癰，就要從根本改變人

心，惟有重整上層建築，將教育、言論的主導權奪回來，才可撥亂反正，讓香

港重上正途。

雖然大部分人都認為，「港獨」在香港沒有市場，
「港獨」不能成勢，但現實並非如此樂觀。其他不必
說，就像最近宣揚「港獨」的電影《十年》，一舉奪
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足證「港獨」在香港有
一定潛力。要建設美好家園需要大家同心合力，但要
搞破壞則容易得多，只要有一小撮人搞風搞雨，便足
以造成亂象，正如癌細胞也不必遍佈全身，只要在重
要部位出現便足以致命。如何面對「港獨」的蔓延和
侵蝕，我們絕對不能輕描淡寫，掉以輕心，而要全力
以赴，絕不留手，不但不能養癰，還要找出癰之源
頭，將之連根拔起，才能還香港社會一個健康的軀
體。
俗語云：「物先腐而後蟲生」，「港獨細胞」潛伏了

一百年，直至回歸之後才發作，可以說，香港的社會環
境本身已經出現問題，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分析。
一，先天不足。香港回歸以後，中央政府本着「五十
年不變，港人治港」的原則，在幾乎沒有作任何改變的
情況下，將香港原來整個上層建築完整過渡。這本是一
番好意，但這樣一來，卻令香港埋下了隱患。因為上層
建築除了行政管理之外，還包括立法、司法、保安、教
育、傳媒等多個層面，如果這些層面不是建在認同「一
國」的基礎上，政府的管理是非常困難的。

上層建築未回歸 香港亂象難絕
事實上，回歸以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不但沒有
出現良性的互動，而是各自為政，甚至有意不合作。回

歸19年來歷經三任特首，但沒有一個特首是可以全心
全意履行他的職務。董建華未能完成兩屆任期，曾蔭權
在罵聲中左支右絀，現任特首梁振英更成了「箭靶」。
難道三任特首都是如此不堪？非也。明眼人都可以看
出，很多批評都是對人不對事。反對派乃「項莊舞劍，
意在沛公」，攻擊特首，真正的目的是要奪權，若不將
香港的管治大權奉送給他們，就是堯舜再世，也會被視
作桀紂。若不重整上層建築，神仙也難改變香港當前的
亂象。
二，後天不調。很明顯，由於先天不足，造成後天不
調。由於政府施政屢遭干擾，多項政策未能到位；由於
立法與行政對立，反對派混水摸魚，以致行政主導名存
實亡；司法部門更是一家獨大，率性而為，造成不少對
社會有嚴重影響的後遺症。至於教育更乏善可陳，傳承
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的高等學府，用納稅人的金錢養了一
群「白眼狼」，這些人數典忘祖，賤視13億同胞，公
開提出「港獨」口號。此外，由於大部分中小學操控在
陳日君之流手上，這些學校成為愛國教育的禁地，國旗
不讓升起，國民教育不能推行，連中國歷史也受到抵
制，令人不禁扼腕興嘆，回歸以後的香港，究竟是誰家
天下？
三，正氣不張。雖然表面上，香港反對派的勢力足以
和建制派分庭抗禮，其實，香港人大部分是愛國的。其
他不必說，只要看香港每日過關到內地的數十萬甚至過
百萬的人流，便知道香港人和國家有多親，何況今日正

值民族振興，國家崛起，香港人又豈會
逆勢而為，背離強大的祖國呢？但是，
由於政府推行愛國教育不力，沒有好好
利用傳媒教育民眾，加強香港人的國家
意識，以致一小撮亂港分子撒豆成兵，
虛張聲勢，騎劫700萬人的意願，造成
香港人不肯認同祖國的假象。遂有「反
國教」、「佔中」、「港獨」等怪現狀
產生。這些陰謀雖難以改變大局，但長此以往，卻會給
香港發展帶來嚴重傷害。黃台之瓜，何堪再摘，若不及
時扭轉這種情況，港人對未來的信心會越來越弱，正邪
較量，此消彼長，縱然我們不願養癰，但也難阻癰患惡
化！

奪回教育言論主導權 讓香港重上正途
「港獨」之風並非幾個不知天高地厚年輕人的意氣之

爭，他們背後有強大的黑手在策劃籌謀，目前尚處於投
石問路階段，一旦時機成熟，便有可能演變成翻天覆地
的「顏色革命」。指望幾篇義正詞嚴的文章，去勸吃了
西方迷藥的年輕人回頭是不可能的，要根除「港獨」之
癰，就要從根本改變人心，惟有重整上層建築，將教
育、言論的主導權奪回來，才可撥亂反正，讓香港重上
正途。在這過程中，不能投鼠忌器，要保存「一國」的
完整，就算打破三兩件港英留下的「舊瓷器」也是值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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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息「港獨」對港百害而無一利

打正旗號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宣佈成立
後，中央及特區政府連日嚴正警告「港獨」玩火行
為。國務院港澳辦及香港特區律政司重申，會堅決反
對任何港獨言行並會依法處理；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也
表明，事件遠遠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亦超過了「一
國兩制」的底線，相信政府會依法處理，絕不能「養
癰為患」。
有人說「港獨」是毫無實現可能的偽命題，只要冷處

理，議題「炒不熱」，自然會消失殆盡，何必大費周章

高調駁斥。但筆者認為，在關乎國家民族統一的大是大
非問題上，姑息「香港民族黨」苟且存在，放之任之，
勢必觸發「破窗效應」，誘使社會湧現愈來愈多煽動
「港獨」的組織，手法亦會愈見赤裸猖獗，變本加厲。
事實上，從違法「佔中」、旺角暴亂，到港大學生

會新任會長及新任《學苑》總編輯宣稱「香港可以成
為獨立國家」，以至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提出未
來10年推動「公投」，由「港人自決」是否脫離中
國。當反對派仍以「言論自由」作為擋箭牌，辯稱

「唔通真係講下都唔畀咩」之際，香
港的「本土分離主義」已催化成有組
織、有綱領、有部署的「獨立運
動」。
如果對煽動「港獨」的滋事者留有餘地，任由他們

製造「港獨」噪音，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為免香港
社會崩潰衰敗，特區政府必須果敢依法處理將會發生
的違法行為，不容姑息養奸，全港市民也要凝聚民
意，嚴厲譴責破壞香港安定繁榮的「港獨」主張。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葉順興 全國政協委員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快樂其實距離港人不遠
「香港人，輕鬆啲啦！」不知從何時起，成為香港

人一句頗有共鳴的俗語。
香港人向來以拚搏著稱，由「獅子山下」年代開

始，前輩以堅忍勇毅的精神，創下經濟起飛的奇蹟。
然而，近年這種拚搏堅忍精神與港人漸行漸遠，取而
代之是由正面漸轉為負面。少數市民一味上街遊行挑
起紛爭，就連小孩子也可能受到政爭不休的社會氣氛
困惑，經受不住成長壓力，有個別學生選擇輕生了
事。
港人難道真的是「生亦何哀，死亦何苦」？在這種
迷思之中，我最近卻看了一段名為《爸爸版人肉4D
椅》的短片，影片中父親用雙手抱起坐在三輪車上的
4歲半女兒，並為她帶上頭盔，在播放着第一身視點
的越野單車練習片段前，其間因應路面情況不斷上下

左右移動三輪車，讓女兒猶如置身現場，父女們邊玩
邊大笑。
近年來，香港人可能因為子女的學業，因為一些政

治立場，導致紛爭不斷，負能量大增，但又有否發
現，原來只是回家與家人歡聚，與伴侶「行街、睇
戲、曬月光」，又或者吃飯、唱K，其實也可以不亦
樂乎。可能有讀者會問，我是否在勸人學習老莊、陶
淵明式的隱世態度，不問世事？事實上，現階段的
我，自問也未做到如此豁達灑脫。不過觀乎《遁齋閒
覽》所言之「一念之誤」，以及「半杯水」的比喻，
就明白很多矛盾其實不盡在客觀，而在主觀的心。
市民大眾其實應該明白，今時今日的社會撕裂，包

括政府、建制派及反對派，以及市民都有責任。問題
只是可能有些人多一些，還是少一些。既然你我有

責，我們又何苦事事企硬，事事抗
爭，放棄人與人之間必不可少的溝
通與理解呢？
歌仔也有得唱，退一步海闊天

空，就有如叔本華著名的「豪豬法則」，一群豪豬在
寒冬擠在一起取暖的話，刺毛便會互相擊刺，但是過
分分開，又根本無法取暖，最後牠們發現最好是彼此
保持相當距離，一人讓一步，站在一種黑與白中間的
灰色地帶。這比喻又有多難理解呢？不過，就算不要
說到政治層面，即使是日常生活，陌路人不經意的爭
吵碰撞，以至親朋間的日常磨擦，從面書以及
YouTube中所見，人與人之間的體諒實在越來越少。
反觀《爸爸版人肉4D椅》這套短片，其實快樂，距
離我們又有多遠呢？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何 俊 賢

香港能否再成為「東方荷里活」？

近日有內地電影公司與外國電影公司及香港電視
公司合組電影公司，並以香港為基地，計劃製作華
語及英語大片在全球發行。對於本港而言，能夠有
國際知名、資金雄厚的電影公司以香港為發展基地
故然是喜事一樁，至於香港電影業能否以此為發展
契機，重振「東方荷里活」的美譽，還需要多方面
的配合。

港產片曾是華語片龍頭
筆者雖然年紀尚輕，未有見證過香港電影的所有輝
煌時刻，但亦知道在七八十年代，香港有李小龍等動
作電影叫好叫座，八十年代則有英雄式電影膾炙人
口，九十年代初是周星馳無厘頭電影的天下，九十年
代中後期則有一系列江湖電影，2000年初有無人不
識的《無間道》電影系列。經歷過2003年沙士等低
潮，儘管港產片沉寂了一段時間，近年有重拾聲威的
勢頭，近期由周星馳監製的《美人魚》，創下全國華
語片最高收視紀錄，就是最佳的例子。

事實上，在本港電影業最輝煌的八十年代，港產片
總產值僅次於美國，排全球第二，產值甚至比印度、
日本還要高。論文化、根基以及人才，香港絕對有資
格再度稱王。不過今日之電影世界，已非主角武功高
就必定能成功，港產片要再次揚威，有一些根本問題
必須解決。
綜觀現時本港電影業而言，除了數間實力較雄厚的

電影公司，不少電影人連籌集足夠資金開拍電影也成
問題。電影業是文化創意產業，也是資本密集的行
業，近年在本港或內地賣座的電影，十之八九是較大
投資的電影，尤其是以億元美金計製作的荷里活電
影，香港電影若要走向世界，一間跨國電影公司還不
夠，香港需要的是一大群有實力、有熱誠的投資者，
令港產片在資源上更具競爭力。

人財創意缺一不可
有錢，也需要人才。筆者認為，本港不是沒有電影

業人才，但出現了兩個問題尚待解決。走過輝煌的八

十年代後，由於電影業萎縮、經濟不景氣等因素，不
少電影人才因為生計而流失；即便在港產片重拾聲勢
的今天，不少電影人依然是艱苦經營，能做到20多
歲就上車買樓的電影人，筆者相信是異數。
另一個關於人才的問題，就是香港需要更多專才，

特別是掌握國際先進攝影技術、後製技巧的人才。筆
者認為，香港不是沒有這些人才，而是擁有這些人才
的電影公司太少，或者基於預算有限而未能盡用人
才。如果跨國電影公司在港成立有助於引入更多專
才，筆者絕對樂見其成。
最後也是筆者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創意。如果

大家有看港產片，會發現某時期有某種電影熱潮，就
會有很多類似的電影出現。 筆者認為，電影人應該
多發揮創意拍攝不同題材，投資者亦要多多支持原創
意念。單單有錢，並不足以讓香港電影再次騰飛，論
資本，香港難以跟內地及美國競爭，筆者認為，香港
電影業能否再度成為東方荷里活，關鍵還在於創意，
這亦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

「港獨」氣焰囂張 不能再姑息縱容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徵詢一
些人士意見（包括香港政府）後，可對列於基本法附件
三（下稱「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加或減少，今天列
於附件三內的全國性法律，僅有六項（例如：國旗
法）。把全國性法律列於附件三，便可以令該項全國性
法律在香港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旦決定把某項全國
性法律列於附件三，香港政府在本港作出「公佈」後，
便可立刻實施。
什麼類別的全國性法律可以列入附件三呢？基本法規
定下列類別的法律可以：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不屬於
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法律。
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都危害國家的統一及領土完
整，此類行為十分嚴重，並非屬於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
情，而是涉及國家領土完整及國防的事務。故此，如果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把全國性的法律（例如針對「分裂
國家」行為的法律）列入附件三之中，是有道理及法理

基礎的。
全國性法律之中，涉及「分裂國家」行為的法例乃載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下稱「國安法」）
內，條文包括：「第二條：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第七條：維護國家安全，應
當遵守憲法和法律……；第十一條：中國的主權和領土
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
務……；第十五條：……國家防範、制止和依法懲治任
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的行為。」
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把《國安法》條文列入附件三，

香港便有法律可依據，對宣揚或實行「分裂國家」行為
作出制裁及懲處。
在目前仍然欠缺《國安法》條文去制裁「分裂國家」

行為的情況下，香港政府只能依據香港法律《刑事罪行
條例》第9和10條去執法。第10條規定，任何人作出

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或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發
佈、展示煽動刊物，即屬犯罪；第9條指出「煽動意
圖」是指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香港特區
或中國其他地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或慫使他
人不守法。
究竟鼓吹「分裂國家」的人士有否激起其他人對中國

「離叛」呢？「激起對中國離叛」（英文原文是「to
excite disaffection」）一詞的含意是激起其他人對中國
產生政治上的不滿、不忠、或背叛。
近期香港鼓吹「港獨」的意識很明顯，香港大學學
生會刊物《學苑》發表文章，要求香港在2047年「獨
立成國」；公民黨在創黨十周年提倡「本土」及「自
主」，認同「立國」可以是一個選項；前「學民思
潮」召集人黃之鋒提出要「公投自決」；今年3月28
日理工大學一位畢業生陳浩天召開記者會，公開宣佈
成立「香港民族黨」，宣稱該黨有30至50名黨員。陳

浩天認為「香港獨立」乃歷史進程，將來「必然會發
生」，又表明該黨將參與任何有效抗爭手段，包括議
會抗爭、街頭抗爭等，更表明該黨最終目標是「建立
獨立自主嘅香港共和國，脫離中國殖民暴政，令港人
重回正常生活」。
陳浩天涉嫌發表煽動文字，具煽動意圖去激起其他人

對中國產生政治上的不滿，對中國不忠、或對中國背
叛，符合《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10條的犯罪元素。
我建議，律政司從速對鼓吹「港獨」的人士提出刑事

檢控，讓法院有機會對犯事者作出公正審訊並作出裁
決。律政司於處理2014年「佔領」金鐘、銅鑼灣及旺
角事件上，對慫使他人不守法（英文原文：「to coun-
sel disobedience to law」） 的「佔領行動」策劃者戴耀
廷，至今仍不作檢控，乃失職行為。今次，陳浩天煽動
其他人離叛中國，如果律政司仍然不作檢控，是姑息縱
容，後果嚴重。

莊永燦 律師 油尖旺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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