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是「九一八」事變86周年紀
念，筆者向當年曾頑強抵抗日寇而喪
命的中華民族軍民先烈送上最崇高的
敬意。80多年前，中華兒女軍民犧牲
性命拚死捍衛國土家園以及我們民族
尊嚴，這是中國人要永遠牢記的。
「九一八」事變又稱作瀋陽事變，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借軍事衝突挑起戰
火，以戰爭血洗中國東北全境，發起
屠殺和侵略，是中華民族抗日的其中
一段血淚史。當年事緣日本對我國遼
闊國土和豐富資源虎視眈眈，不惜藉
詞挑釁，更指派情報人員潛伏境內、
培植漢奸作收集情報，為攻佔當時的
中國作準備。日寇於1931年按捺不住
狼子野心，派遣關東軍炸毀由日本修
築的南滿鐵路路軌，再嫁禍中國軍
隊，賊喊捉賊，藉詞製造借口挑釁，
攻佔瀋陽、長春等多個東北城市，在
短短半年內，東北全境已告落入日寇
控制。
日寇的侵華戰爭罪行罄竹難書，滅
絕人性、反人道文明，體現獸性醜
惡。我國在多個省市設有博物館並以
文字、紀錄片和文物展展示日寇侵華
暴行，把戰爭慘痛歷歷在目的一幕呈
現給國內外參觀者。作為中國人，既
要牢記這段被魚肉的過去，也要呼籲
國內外尊重這段歷史。
近年，日本首相及其內閣仍罔顧二
戰為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傷痛，一意
孤行堅持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

社，未有正視侵華史實，損害中國人
的感情，並在受害人傷口灑鹽，日本
似乎並未有汲取二戰戰敗的教訓，屢
有小動作，包括篡改教科書意圖美化
和改寫二戰侵略歷史，無視史實，又
唆使左翼以民間運動之名佔領我國釣
魚島並推動所謂「國有化」，又以軍
艦驅逐我國在己方水域或公海的漁
船。這一切均反映日本軍國主義再次
復辟，對亞洲各鄰國和地區和平安全

響起警號。
戰爭是血和淚譜成的悲歌，造成
生靈塗炭，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
更應以史為鑑，不要重蹈覆轍，日
本更須承諾放棄軍國主義和侵略其
他國家的妄想，要認真汲取教訓及
反思，別再向周邊國家作出任何形
式的軍事挑釁。日本只有透過尊重
和正視歷史，承認過錯，亞洲才會
享受真正和平。

校園「遏獨」明是非 正本清源護學生

大學享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學術自
由，大學生關心社會、就社會問題積極
發聲，都是正常合理的現象。但大學和
學生享受自由的前提是必須合法，大學

不是法外之地，不能任由學生胡作非
為，學生亦要尊重最基本的社會倫理，
不能超越道德底線。「港獨」違反基本
法毫無疑義，不少法律界人士指出，鼓

吹「港獨」等同分裂國家，違反刑事條
例。「港獨」違憲違法，有什麼好討論
的？

鼓吹「港獨」等同教唆犯罪
如果要討論，也只能討論如何認識

「港獨」的危害，如何有效反「港
獨」。正如討論毒品、犯罪一樣，在正
常的社會中，只會引導討論者防止販毒
吸毒、防止罪行，若教唆他人販毒吸
毒、犯罪，本身已經違法。因此，鼓吹
「港獨」和教唆他人販毒吸毒、犯罪沒
有區別，也是違法行為，應受到法律制
裁。
其實，校園鼓吹「港獨」的只是一小

撮人，但是這些人騎劫了學生會、騎劫
了校園民主牆，仗着「學生自治、院校
自主」之名，打壓其他教師、同學反
「港獨」的聲音，造成學校、學生主流
支持「港獨」的假象。「港獨」言行違
法暴力、違反民主原則、不尊重他人的
自由，「佔領中環」、旺角暴亂、立法
會宣誓風波的教訓，足以證明「港獨」

衝擊「一國兩制」、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的嚴重後果。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重申，「我們絕

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
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
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今年7．
1，習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大會的講話中強調，「一國兩制」的提
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在
中英談判時期，我們旗幟鮮明提出主權
問題不容討論，香港回歸後，我們更要
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習主席明確劃出了不允許觸碰的三條底
線：一是不允許危害國家主權安全；二
是不允許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
三是不允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
壞的活動。習主席的講話擲地有聲，反
映「港獨」言行觸碰中央底線，絕不能
姑息縱容，遏止校園「港獨」歪風，沒
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反「港獨」理直氣壯名正言順
大學是培養社會精英、治港人才的地

方，防止校園淪為「港
獨」散播地、庇護所，
以免「港獨」思潮氾濫
成災，荼毒更多學生，
摧毀香港下一代，也摧
毀香港的未來，特區政
府和全港各界都責無旁
貸，校方的責任更首當其衝。所幸的
是，各間大學校長對如何處置「港獨」
態度一致，表明不容在校園「播獨」。
遏止校園「播獨」是保護學生，有力維
護「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是對
學生和香港負責，絕不是干預院校自
主、打壓言論自由。
校園反「港獨」理直氣壯、名正言
順。政府、社會各界必毫無保留地支持
校方依規嚴正處理「港獨」言行，顯示
有強大的輿論和民意為校方做後盾，反
「港獨」是主流聲音、正義之舉，校方
更一定要迎難而上，積極作為，盡快把
反「港獨」付諸行動，肅清校園「港
獨」歪風，還校園專注教學、科研的清
淨氛圍。

近日本港有幾間大學的民主牆出現鼓吹「港獨」標語，有激進學

生又用侮辱國家民族的字眼指駡內地學生，更有人用冷血涼薄的文

字奚落冒犯愛國愛港人士。當這些鼓吹「港獨」、冒犯他人的言行

受到強烈譴責時，有人又以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做「擋箭牌」，為

違憲違法、有違人倫的言論開脫辯護。香港是一個開放包容、崇尚

自由的社會，但是鼓吹「港獨」不是言論自由，即使在校園也沒有

討論的空間，全港十間大學的校長發表聯合聲明，表明「港獨」違

反基本法，不予支持；批評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強調「言論自由

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任」。學校管理層、社會各界在反「港獨」

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旗幟鮮明、立場一致，傳遞「港獨無得傾」的

明確信息，正本清源，令學生明辨是非，知道利害，更珍惜香港今

天的繁榮穩定，把聰明才智運用到建設香港和國家、創造個人美好

前途上，避免走上反中亂港的歪路。

建制派該如何應對補選

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前公佈，計劃於明年3月11
日舉行補選4個因宣誓違規遭DQ的立法會議席
空缺，包括港島、九龍西及新界東3個選區議
席，以及一個建築測量界功能組別議席。分兩次
補選勞民傷財，無端浪費政府大量人力、物力、
財力，真真是反對派存心「玩嘢」，卻要政府和
納稅人血汗錢「埋單」，引起廣大市民不滿和反
感。但為了大局，建制派必須全力以赴。
從3個選區的補選形勢來說，建制派在九龍西
的勝算最大，其次就是新界東。去年九龍西投向
建制派參選人的選票達11萬，造就兩個當區的票
后，一是蔣麗芸，一是梁美芬。假若建制派協調
得宜，只派一人參加補選，將在去年投向建制派
參選人的選票集中於一人身上，當選的機會就
高。無論反對派多少人參選甚至只派一人參選，
建制派都應有一定勝算。
至於新界東，建制派與反對派應是五五之爭，

關鍵在反對派能否協調得當，只派一人出選。去
年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同樣贏得票王票后，一個
是葛珮帆，一個是陳克勤，總得票達15萬之多，
僅比反對派總得票略少一兩萬票。明年補選的變
數在於兩大陣營的協調，為了勝算和整個大局考
慮，建制派必須服從協調，只派一人參選，力爭

贏回新界東的議席。
無論哪個陣營，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得票率勝過
對方多少都好，若然多出一個以上參選人參選，
就肯定分薄票源，嚴重影響勝選。在建制派陣營
中有兩大板塊，一是民建聯，一是工聯會，都各
有不少基本票。有關方面事前必須做好一切為大
局的思想工作，一切以最有勝算把握的對象參選
進行協調。一旦落實參選人，建制派所有力量都
必須誠心一致、齊心合力進行助選工作，不分彼
此以勝選的大局為目標。
還有一個因素對明年補選產生變數的，就是廣大

市民對「港獨」的態度。反對派尤其是那些激進派、
「本土派」的參選人，必定祭起「港獨」這支旗號
作為拉票手段，以此吸引某些青年人和誤導、欺騙
一些無知的中間選民。建制派要堅決反「港獨」，
佔據輿論主導權，爭取更多市民支持。
現在離補選還有不到半年時間，對於有關選舉工

程的工作來說，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由協調、選派
參選對象、部署助選工作及人手調配，溝通及宣傳
等等都要逐一進行，細緻分工到位。稍一做得不妥，
都直接影響選情和勝算機會。一句話，建制派不是
沒有選票，也不是沒有勝算機會，關鍵是拉動每一
票。

近日本港的大學院校內出現鼓
吹「港獨」風波，更出現泯滅人
性的人身攻擊，令人心痛。然
而，有學生會成員不以為恥，反
以為榮，對特區政府和各界的譴
責，更發起聯合聲明，抗議特區
政府「打壓言論自由」。

遏止「港獨」合憲合法，是特區政府責無旁
貸，並非「打壓言論自由」，鼓吹「港獨」本身
就是濫用、扭曲「言論自由」。基本法雖然保障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的自由，但自由並非沒有任何
界限。須知道，不受限制的自由，就是另類白色
恐怖。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則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
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
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由此
可見，分裂國家的言論明顯違反基本法。鼓吹
「港獨」還可能干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十

條有關的煽動罪。
在校園張貼「港獨」標語，根本不屬於言論自

由及學術探討的範疇；教育大學民主牆上針對個
別人士的冒犯，也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及社會價
值，理所當然應受到譴責。
大學本應是一方淨土，是探求學問、增益自我

之地。但縱觀近年校園的一系列事件，政治已高
度滲透入校園，騎劫了教育。「港獨」思潮在校
園滋長擴散，個別「政治學者」在學校宣揚煽動
違法「佔中」，令「港獨」的歪風變本加厲，到
今次校園「播獨」風波，不禁令人反思，過分強
調保持院校內的言論自由，是否已經成為對「港
獨」思潮的姑息縱容。
還校園清淨，校方應立場堅定、是非分明去處

理。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能夠頂住壓
力，以錢穆的精神批評個別學生不當言行，正是
為人師表的應有之義，十間大學的校長亦發表聯
署聲明，表明反「港獨」，希望校方講到做到，
以行動遏止「港獨」，真正讓政治遠離校園。

許榮茂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胡葆琳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大中華會主席 抗戰將領後人

堅決反對校園播「獨」

近來，香港多間大
學出現宣揚「港獨」
的標語和橫幅，一些
學生居然冷血到對往
生者「恭喜」，還有
學生大駡同校的內地
同學是「支那」人，

並咬牙切齒地狂叫「支那」人滾出香
港。對此，我感到無比憤慨。
對於個別香港大學生竟然使用日本
侵略者嘲笑和醜化我們先輩的骯髒語
言來貶稱自己的同學，我作為抗戰將
領的後人，不能容忍這種肆無忌憚侮
辱祖先，侮辱包括700萬港人和13億
內地同胞在內的全球華人，冒犯在抗
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300多萬中國將
士和3,000多萬死難同胞的在天之靈
的可耻行為。
另外，1997年7月1日，香港終於
一掃百年耻辱，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然而，一小部分港英時期的既得利益
者不甘心失去殖民統治的「天堂」和
曾經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僅對香港回
歸後取得的偉大成就視若無睹，並竭
盡貶低、抹黑、造謠攻擊之能事，甚
至聯合西方反華勢力侵入校園，用
「港獨」思想毒害學生，他們利用年
輕人不了解歷史的無知，唆使青年學
生為「港獨」衝鋒陷陣、搖旗吶喊，
成為鼓吹「港獨」和違法違憲的炮灰
和馬前卒。

斷章取義引用甘迺迪講話
看到這些大學生深陷泥潭而不自

知，堅持拒絕面對基本法明確規定香
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絕
不可能所謂「獨立」的現實，在校園
裡大肆播「獨」，並打壓敢於挺身而
出反對「港獨」的同學，這種打着言
論自由的幌子反對他人言論自由的可
笑之舉，令人不齒。
日前，香港10所大學校長發表聯署
聲明，表明「港獨」違反基本法，並
譴責有人在校園濫用言論自由的行
為。這一聲明獲得廣大市民的肯定和
支持，可是中文大學學生會卻自作聰
明地引用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的一段
關於捍衛自由之使命的講話，繼續鼓
動「港獨」。殊不知，在美國，搞地
方獨立也是違憲的，鼓吹分裂聯邦的
言論，可能觸犯法律而被判刑。本港
有人斷章取義為自己壯膽，挾學生會
少數人意志為全體大學生之代表，表
面上一副當仁不讓、抗爭到底的「勇
士」姿態，實際上已經惶惶不可終
日。因為，歷史的潮流浩浩蕩蕩，任
何人妄圖分裂國家，將香港從中國分
裂出去的舉動都是螳臂擋車，癡心妄
想！
去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

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發表
重要講話，他指出：決不允許任何
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以任何形式
將祖國的任何一塊土地分裂出去。講
話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是對「港
獨」分子、「台獨」分子等一切分離
主義勢力的嚴重警告。
為此，奉勸那些受「港獨」分子毒

害的同學迷途知返，無論之前曾經相
信了什麽，跟着說了什麽，只要敢於
承認錯誤，立即和「港獨」分子一刀
兩斷，就一定會得到學校和社會的原
諒。真心希望所有的大學生都能够靜
下心來，認真學習和了解國家的歷
史，找到自己的根。

國情教育不足釀嚴重後果
本人是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大中華

會主席、抗戰將領的後人，自2014年
以來，連續4年組織了18間香港中學
共 3,300 多名學生（包括教師和校
長），先後訪問北京、湖南、南京和
上海等地。我在上述活動中接觸到一
些香港學生、教師和校長，他們通過
走進內地進行參觀訪問等活動後，無
不驚嘆國家的高速發展，從而自然而
然地產生了民族自豪感，加強了國家
觀念。所以，我對香港的中學生包括
大學生充滿希望，我相信只要他們到
內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上一上學，
或者實習一段時間後，思想觀念一定
會發生變化。
古人云：子不教，父之過。我認
為，對於「獨」潮肆虐香港幾所大學
的現象，作為家長、長輩、老師、校
長、社會各界和特區政府都有不可推
卸的責任，我們必須深思並檢討由於
國情教育不足造成的嚴重後果，必須
立即行動起來，從幼兒園開始就向孩
子們傳授國家的知識，讓我們的下一
代從小培養濃厚的家國情懷和厚實的
中華文化底蘊！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勿忘國恥 紀念九一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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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遏止「港獨」讓政治遠離校園
王庭聰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

香港應積極搭上「一帶一路」的快車

9月11日，香港舉辦了第二屆「一帶一路」高
峰論壇，但似乎未引起香港傳媒的關注，比不上
5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情況反映
不少香港人對「一帶一路」了解不多，不知其重
要性。站在環球的角度，「一帶一路」的重要性
是什麼？其不單是中國的發展藍圖，對全球不少
國家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這意味着美國總
統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走逆全球化的道路
後，中國挑起領導新全球化運動的重任。
筆者認為，「一帶一路」最重要的一點是，在
全球各國經濟發展出現瓶頸時，「一帶一路」提
供了一個新的增長機遇和動力，由基建帶動、金
融輔助的經濟結構重組，讓「一帶一路」沿線國
共同發展。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在2013年已提出
「一帶一路」戰略，更有系統、鍥而不捨地推
動，經過多年的努力，如今逐漸見到成效，受到
國際社會的歡迎。
當本港有些人還質疑中國鐵路的路軌與俄羅

斯、哈薩克斯坦等國無法接軌，但事實是，如今

內地各主要城市都成功發展了通往歐洲的鐵路運
輸業務，「中歐班列」也通往歐洲各國，甚至還
發展出「中亞班列」、「南亞班列」等項目，就
連尼泊爾、伊朗和阿富汗均也開通連接中國的鐵
路班列。
至於金融合作方面，現時不少發展中國家苦於

資金不足，特別是外匯儲備短缺，無法發展基
建，未能享受到由基建帶動經濟增長的好處。中
國擁有雄厚外匯儲備、先進的基建技術和豐富經
驗，透過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銀行等金融機
構，可以向「一帶一路」國家輸出資金和技術，
幫助相關國家發展基建，帶動經濟增長，同時中
國可取得發展所需的天然資源。中國和老撾達成
的中老鐵路項目，已於2015年動工，預期在2020
年通車。相比之下，泰國和日本簽署合作的曼谷
到清邁的鐵路項目，至今仍停留在紙上。
「一帶一路」是未來10年至20年帶動世界經

濟增長的火車頭，香港怎能不積極參與，怎能不
把握機遇，乘上國家發展的快車。

梁準 網絡作家

■9月18日，勿忘「九一八」撞鐘鳴警儀式在遼寧省瀋陽市「九一八」歷史
博物館殘曆碑廣場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