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過去兩年香港政

壇經歷了多場選戰，香港

政治生態環境產生了急劇

變化，亦有新的政治板塊

出現。為迎接未來的挑

戰，民建聯將於本月30日

至5月 1日，一連兩天舉

行集思會，讓數代領導層

進行一次「腦震盪」，尋

找未來發展路向、最新的

政治定位，以及如何利用

新的宣傳平台，結合傳統

智慧，協助民建聯繼續茁

壯成長。

民記閉關腦震盪
集思會覓新路向

「教主」爆粗開名鬧「熱城」當佢「打飛機」
「教主」黃毓民分裂

組織嘅能力真係唔到你
唔服，先有社民連，再

有「人民力量」，家仲有「熱普城」（「熱
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同「城邦派」嘅
混合體）正式分裂成「熱城」。「熱狗」同
「城邦派」寸「教主」要靠黐「獨派」嘅「本
土民主前線」同「青年新政」搵食，另一個說
法係「教主」想培養「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呢個「再世靈童」嚟延續影響力。「教
主」繼日前開名鬧「熱血公民」過氣頭目黃洋
達同「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搞清
算後，前晚再喺自己網台MyRadio度表現得老
馬有火，起勢咁爆粗鬧「熱狗」同「城邦
派」，話有年輕人想喺佢個網台度開咪，但俾

人恐嚇，仲開名批評兩個親「熱城」嘅網民
「藍鳳凰」同「葉政淳」煽風點火。不過「藍
鳳凰」同「葉政淳」就無「教主」咁好氣，認
為佢山草藥噏得就噏！
「教主」前晚喺佢個網台嘅節目度，對住

「熱狗」同「城邦派」起勢咁發炮，成個節目
佢係咁重複「十六字真言」：「我不負人，人
若負我，我必×人，×完就算。」佢仲口口聲
聲話自己唔會報復，「嗰兩個組織啲人點樣搞
我哋，我又無話『你個×樣打巴你都好』，因
為我信耶穌，我唔會做呢啲嘢，我有能力做而
唔做。」

被指靠黐「獨派」續命發火
佢又反駁「熱狗」同「城邦派」寸佢要靠黐

嘅「本民前」同「青政」搵食：「家啲人屈
我，話我要投靠『本民前』、『青政』，笑×
到人哋個口都……我投靠佢哋？佢哋已經滅亡
咗啦，滅亡咗×你老味我投靠佢哋靈魂呀？係
咪傻×咗呀？」叫佢哋唔好再浪費時間講呢啲
嘢咁話。

「藍鳳凰」「葉政淳」齊中槍
同「教主」一齊做節目嘅「台長」梁錦祥就

話，有個年輕人諗住喺MyRadio做節目，但有
人喺網上咁樣恐嚇這個年輕人：「警告你唔好
喺MyRadio度開新節目，唔係連你都清算埋，
識時務者為俊傑，細路仔！唔好以為去得多國
家，識少少扮代表，你黐黃毓民同太監（My-
Radio 節目總監Marco）班人無好下場。」
「教主」呢個時候就話：「呼之欲出啦×你老
味，《熱血時報》都叫過Marco做宦官，我唔
會屈人嘅，×你老味你班冚×剷全部都身痕

嘅，你恐嚇我啲細路，真係大×膽。」
雖然「教主」話唔會理「網上遊魂」，對呢

啲人不以為然，理佢哋盞浪費時間，但佢最後
都姣婆守唔到寡，開名鬧「藍鳳凰」同「葉政
淳」。佢一口咬定「藍鳳凰」就係恐嚇MyRa-
dio主持嘅人，「我×你老母你開真名吖，你開
真名講我報差館拉你老味，呢個係恐嚇嚟
嘅。」佢仲話知道「藍鳳凰」遠在加拿大多倫
多，叫加東嘅支持者刮「藍鳳凰」出嚟。
另外，曾經寸MyRadio係「燶×台（意指窮

鬼）」嘅「葉政淳」亦都中招，「證明我黃毓
民×親嘅人都唔會×錯……你繼續吖，蒙面
仔，你走到去天腳底我都搵到你。」
「藍鳳凰」同「葉政淳」俾「教主」開名鬧

咁「與有榮焉」，自然喺facebook打打卡先，
佢哋都話「教主」無真憑實據，「藍鳳凰」仲
寸佢「使鬼縮埋喺個節目用個咪打飛機咩」。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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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民改圖寸黃毓民係「拆顆
（夥）專家」。 網上圖片

河童自戴光環 網友批唔要面
一般人俾人盛讚

都會覺得有啲唔好
意思，但「中箭」

（「香港眾志」）秘書長「河童」黃
之鋒好明顯唔係一般人，人哋唔知頭
唔知路咁讚佢，佢真係堂而皇之擺喺
自己fb「貼堂」。黃之鋒前日喺fb出
文，話美國網絡電視Netflix買咗佢套
紀錄片，名為《黃之鋒：「熱血青
年」 vs. 「超級強權」》，仲講影片
簡介話「青少年黃之鋒為了拯救家
園，奮力號召群眾，凝聚人心」，形
容影片「啟發人心，充滿遠見」。咁
樣幫自己戴光環，真係人唔笑，狗都
吠。唔少網民都質疑黃之鋒「憑乜
嘢」，有網民直情服咗佢話︰「人不
要臉，天下無敵。」

Netflix亂吹捧 被嘲等睇笑片
黃之鋒嘅「政治力量」大不如前，

索性自己光環自己戴，前日喺fb轉貼
Netflix將佢吹噓成「聖人」嘅簡介。
雖然下低都有支持者留言讚好，但亦
有唔少留言挑機。「Dick Liu」直言︰
「很老土的劇情介紹。」「莫海生」
亦話︰「咁中（鍾）意吹自己。」
「何童」就揶揄︰「我哋香港人等緊
你挑戰共產黨呀？你幾時去挑戰呀？
我哋香港人都捐咗唔少錢俾（畀）你
做安家費，但係點解你仲日日係FB×
噏唔出動，你唔係攞晒錢去周遊列國
呀？」「Jimmy Leung」更抵死謂︰
「咁要睇下係紀錄片定喜劇喇！」

另有唔少網民慨嘆外國對香港真係
誤解好深。「Vincent Wai Kit Man」
就話︰「外國人對『佔領』嘅理解，
好似『東方主義』一樣只係一個偏
見，一個（讓）人模糊印象。」
「Sandy Mei Fong Chan」就問︰
「『熱血青年』？有幾熱血呀？佢有流
過血咩？拯救家園？！明顯係有人想捧
佢做『民主英雄』！」「Leung Yat
Long」就話︰「『熱血青年』？係咪
楊千嬅首歌？『今天不夠電/別來加一
劍/以為我還是個『熱血青年』~」

吃「人血杯麵」上位惹眾怒
唔少人都唔忿氣食「人血杯麵」嘅

黃之鋒，竟然可以俾人講到變「英
雄」。「Kais CyRus Jr.」就揶揄
道︰「黃之峰（鋒）：『熱血青年』
食杯麵以抗『暴政』。」「單打獨鬥
花木蘭」更怒斥︰「監就『熱狗』
坐，光環就gphone（之鋒）攞。做
『自決派』真舒服，幾邊光環隨
（唾）手可得！唔該大家盡力用有限
嘅英文同外國人解釋：呢條×街仔呃
晒全世界，佢唔可以代表香港人，更
唔代表熱血，佢只係個政治騙子。」
「Arthur Chin」就細心分析《黃之

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
權」》個名道︰「諗落其實無錯，當
時『 vs. 超級強權』的，確實係班
『熱血青年』，黃之鋒做嘅嘢，就係
個『：』，即係得個講字。」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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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民建聯經評估後，認為經歷了區議會及立
法會兩場大型選舉，加上下一屆管治班子正在

組班，目前可稱得上是「休整期」。
民建聯指，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期間，政治形

勢風起雲湧，根本沒有多餘時間靜下來調整策略，
而作為一個進取及具前瞻性的政黨，必須要有「檢
討過去、展望將來」的氣魄。況且，今年是民建聯
成立25周年，一路走來，民建聯經歷了很多風風雨
雨，黨員亦增加不少，應藉今次機會總結經驗，展
望未來的發展路向。

善用新科技增支持
今次集思會的討論範圍相當廣泛，包括如何培養

參政、議政及執政等人才，及商討如何善用新科技
平台，為民建聯開拓支持者等。同時會就新的政治
板塊、與下屆特區政府合作、重啟政改，及民建聯
未來定位等議題展開討論。30多名中常委及立法會
議員將出席集思會，並將會邀請民建聯「四大元
老」，即譚耀宗、陳鑑林、葉國謙及曾鈺成，出席
分享經驗。

兼顧落區又呃Like

消息指，由於網上世界與親身落區接觸選民有很
大分別，說直一點就是較為虛無縹緲，就算獲得很
多「Like」，是否代表真正的支持，實在難以掌
握。但很多年輕一代較喜歡在網上世界表達意見，
如何作出平衡，對政黨是一件很高難度的事情，民
建聯須詳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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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早前在
其 facebook 撰
文，表示會退出

政壇，不會參與補選、不會再組政黨，並對
一些「同路人」在他背後放箭感到痛心，雖
然他沒有指名道姓，但可以稱得上是他「同
路人」的十隻手指數得出，他含沙射影的就
是其「愛徒」黃洋達及「國師」陳雲。及後
更爆出黃洋達與黃毓民反面，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黃毓民本來承諾每月為黃洋達網台提供
3萬元資助，但隨立會連任失敗，「銀根
短缺」，於是撤回資助，因而令黃洋達不滿

最終觸發了這次師徒情斷。
筆者及後撰文指黃毓民退出政壇原因是黃

洋達「欺師滅祖」所導致，文章頗引起一些
激進人士的討論，有人更將此文張貼於黃毓
民的 facebook，但不旋踵，隨即被其 face-
book管理員刪走。這不是說文章有何獨到之
處，而是因為激進派人士往往生活在「皇帝
的新衣」的虛幻之中，平日稱兄道弟、「父
慈子孝」，估不到裡面卻是血雨腥風。黃毓
民自然不希望見到有人揭破他們的「皇帝的
新衣」。
其實，激進派本身就存在內鬥的基因。激

進派某程度是一個帶宗教性的政治組織，支持
者對領袖奉若神明，甚至可以為領袖擔當違法
抗爭爛頭卒。所以，各個激進派政黨組織的
領袖，都是帶有「宗教領袖」性質的人物，
就如黃毓民自封「教主」、黃洋達自封「皇
上」、陳雲以「國師」自居，另外如梁國雄
等人在支持者心中也有「最高領袖」的地
位。相反，如果不能顯示自身的領袖魅力，
就很難領導激進派的政黨，看看陶君行、劉
嘉鴻之流很快就被趕落台就可以看出。
然而，由於激進派領袖需要支持者百分百

服從指揮，這樣就出現一個問題，就是一山

不能藏二虎，支持者不可能侍奉兩個主子，
每有新領袖興起，必定會與原來的領袖發生衝
突，這是激進派不可改變的規律。所以，黃毓
民與黃洋達的火併或遲或早總會出現，這兩人
都熱衷在組織內搞「造神」運動，否則就不會
有什麼「教主」、「皇上」的稱號。但請問
一個政黨組織，又怎可能「教主」、「皇
上」並存呢？在一些決策問題上、在人事問
題上，又或是金錢問題上，「信徒」究竟聽
「教主」的還是「皇上」的？加上兩人又是
目空一切、錢字行先之徒，現在黃毓民勢
弱，連每月3萬元資助也要取消，黃洋達自
然要落井下石，送他一程。
黃毓民的失敗既是個人的失敗，其實也是

激進路線的失敗，這不但由於激進派內鬥內
行、自私自毀的基因，更在於激進路線在香
港已經沒有市場。早前一些激進派人士搞了

一場港鐵「除背囊」行動，最終只有兩人參
與，而特首選舉後激進派曾經想搞出連串動
作，結果一件都做不成，原因就是主流民意
不希望再看到社會對立撕裂，不想再走前幾
年內耗的舊路。同時，法庭對違法行動的判
決，更向社會發出了強大的警號，多名參與
者因此前途盡毀，當中不少更是大學生，令
人惋惜。但始作俑者如黃毓民、黃洋達、戴
耀廷等人呢？至今還生活得好好的，繼續遊
山玩水，享受自由。參與者至此才知道，自
己只是這些人撈取政治油水的棋子，又怎不
令人心淡呢？
激進路線不但得不到民意支持，更會遭受

法律的制裁，再也不是「零成本」的遊戲，
黃毓民的退出，正是知道激進路線已經玩
完，不想「臨老過唔到世」，及早抽身才是
正路。

錢字行先師徒情斷 「教主」「皇上」豈能共存？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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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解」不能出讓底線 反對派也應作積極回應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提出「特赦論」，
建議特赦「佔中」參與者及「七警」等
人，藉此達至社會「大和解」，建議並
得到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的認同。然而，
「特赦論」一石激起千重浪，楊岳橋隨
即改稱特赦需要社會深思熟慮，不能讓
人有「政治交換的感覺」。而胡志偉在
當晚更正式收回有關言論，並對「特赦
論」表示道歉。

「特赦論」須批評 「大和解」要肯定
這場「特赦論」風波，暴露了反對派

人士的法治觀，他們竟然企圖將台灣蔡
英文當局，為了政治目的而「特赦」

「太陽花學運」搞手的做法，在香港
「照辦煮碗」。然而，法治是香港的核
心價值，也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絕
不能以法治去換取所謂「大和解」。
「特赦論」成為眾矢之的，正是由於其
逾越了法治的底線，觸犯了香港的核心
價值，自然引起社會各界的反彈。在事
件中，胡志偉固然是思慮不周，但楊岳
橋則更加不堪，在報章上明確表示認同
有關建議，但在輿論批評之後，即時
180度轉變，毫無政治擔當，令人失
望。
應該看到，香港市民對於近年的政治

對立已感到十分厭倦，希望社會能夠修

補裂痕，重現團結包容，所以坊間一直
有呼聲希望「朝野」能「大和解」。而
林鄭月娥在當選後隨即表示團結社會是
她的首要工作，正是回應了市民的訴
求。
「大和解」不應是一場政治交易，而

是一個良性互動，彼此各自釋出善意，
修補對立，重啟合作。因此，胡志偉以
「特赦」作為「大和解」的條件並不恰
當。事實上，特區政府絕不能因為要
「大和解」而出讓底線，當中包括法律
底線，更包括政治底線。例如有人曾經
提出特區政府要與反對派和解，就應該
立即重啟政改，並且要求中央撤回人大

「8．31」決定；又有人說特區政府要釋
出善意就應長期擱置基本法23條立法；
更有人指特區政府要對違法的示威者，
甚至「港獨」人士多多包容云云。

出讓政治底線不可能達至真正和解
這些奇談怪論不但罔顧法律，更是罔

顧香港的政治底線。「大和解」絕不能
出讓政治底線法律底線，恰恰相反，
「大和解」更應該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上
進行，香港的政治底線就是國家憲法、
基本法、「一國兩制」。「大和解」必
須在這些政治底線上討論。如果為了
「大和解」而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作
出妥協，對於挑戰「一國兩制」、鼓吹
「港獨」人士「姑息包容」，不但達不
到真正的和解，反而會引發更大的爭
議，造成更深的傷害。因此，特區政府
應推動「大和解」，固然應該向反對派
釋出善意，但前提是必須堅守底線，尤
其是在關係「一國兩制」、關係香港政
制以及問責官員任用等問題，更不能有
絲毫的妥協。
一個巴掌拍不響，「大和解」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中央和特區政府已經表現出

誠意。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在北京會見林
鄭月娥時，明確提出「團結包容、戮力同
心」的要求，反映中央對團結香港社會的
重視和關注。為落實中央「團結包容」的
要求，林鄭月娥已經從兩方面伸出橄欖
枝：一是在當選後隨即安排與不同的黨派
會面，聽取各方面的聲音，並建議成立
一個恒常的溝通平台；二是表示籌組班
子時用人唯才，不分派別。這兩方面工
作正正體現林鄭的誠意。

反對派應放下意識形態桎梏 尋求與政府合作
反對派應該知道，再延續過去幾年的

對抗路線，不但禍害香港，而且在政治
上也是一條死路，令反對派的政治生存
空間不斷收窄。中央已經明確肯定絕大
多數反對派人士是愛國愛港的，希望反
對派政黨成為建設性力量。所以才有
「團結包容、戮力同心」的要求，當中
亦包括反對派人士。對於中央的誠意、
林鄭的橄欖枝、廣大市民的訴求，反對
派絕不能視而不見，現時理應放下意識
形態桎梏，與新一屆政府進行合作，共
同推動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才是反對
派的最好出路。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日前拋出「特赦論」，引發社會廣泛爭議，最終胡志偉匆匆收回言論。「特赦

論」成為眾矢之的，原因是此舉公然以政治干預司法，逾越了法治的底線，理所當然受到批評。社

會各界都希望朝野能夠達至和解，團結一致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但「大和解」絕不能以出讓底線來

達到，當中既包括法律底線，也包括政治底線，如果為了與反對派和解而接受一些違反「一國兩

制」、逾越基本法的要求，最終不但達不到真正和解，反而會引發更大的爭議。其實，習近平主席

早前接見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時，已明確提出「團結包容、戮力同心」的要求，林鄭亦已向反對派人

士伸出橄欖枝，反映中央與特區政府都有誠意與反對派改善關係。對此，反對派也應作積極回應。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民建聯本月底舉行集思會，適逢該黨成立25周
年。圖為該黨20周年時舉行路向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