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灣區」構想與「一帶一路」倡議

事實上，當我們思考香港在「一帶一
路」未來定位與作用時，就不能脫離
「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反之亦然。
說到底，香港之所以為香港，我們的命
運，終究離不開南海，甚或更廣闊的
「 印 太 地 區 」 ﹙ Indo-Pacific Re-
gion﹚。有幸地，筆者十多年的教研經
歷，亦以香港如何連結「南中國海—南
中國」的大歷史為終極主題；在一本面
向亞太華人社會的時事雜誌上，多年前
開設的專欄，亦稱為「海洋中國」。

三大經濟帶各有所重和依托
無論是過去、當今還是未來，如何更
有效地讓中國這一「海陸複合大國」，
透過「南海—西太平洋—印度洋」與世
界相連，始終決定香港這座城市的興

衰。早在石器時代，香港就有人類遺
跡；然而，本地開化的人文始祖，卻在
唐宋以後、隨中原文化南下而顯得繁
榮。亦因此，香港主要的社會、商業遺
存，俱以宋、明等海外貿易昌盛期為大
宗。
這印證了香港與上海、蘇州等以內陸水

系為網絡的江、浙城市帶，截然不同的命
運。自唐至清以來，以廣州為代表的珠三
角出海口，從來是中國跨國、跨洲、跨海
區的文化及商貿中心。這本為南粵地區的
地形及氣候所造成—珠江口海面寬闊，未
如長三角般為大小島鏈所阻；進入深海以
後，又有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中南
半島所圍成的半封閉海面，風雨威脅遠比
暴露於西太平洋的東海為小。
進入21世紀，上述地貌、氣候條件

仍然對中國的新海洋戰略，作用舉足輕
重。南海及沿岸城市帶對中國對向發展
的不二作用，實在不言而喻。就此而
言，渤海灣、長三江，在經濟發展佈局
上，或可與珠三角鼎足而立。但在環球
戰略上，卻各有所重、亦各有依托。

香港可擔當更顯要角色
渤海灣扼守京、津咽喉，通達三北—
西北、華北、東北，幅射帶在北亞；長

三角居中國海岸線之中，經淮河、揚子
江往西延伸，與華東、華中、成都平原
等膏膄之地相連；往東出海，處台灣、
琉球、南日本、韓國之中，幅射帶在東
亞。而南海遠比東海、渤海廣闊，中國
管理的島礁又星散其中；除本身就是連
結「東北亞—東南亞」、「太平洋—印
度洋—大西洋」的要道外，南海南北兩
端，也是本地區最富裕的兩個城市帶。
數百年來，英人僅憑軍艦控制香港與

新加坡一線，含馬六甲、檳城，即主導
了整個東亞，乃至大洋洲的跨國貿易。
在新世紀，南海北端的「粵港澳大灣
區」，與其南邊的「吉隆坡—新加坡—
雅加達」一線，將繼續帶動「西太平
洋—東印度洋」廣闊腹地的高速發展。
在此過程中，兼善中西的香港與新加
坡，可堪擔當遠比殖民時代顯要的角
色。這一切，端賴我們如何把握機遇、
發揮所長而已。

本周初，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特首林鄭月娥表示，立會跨黨

派議員希望到「粵港澳大灣區」考察，並得到在席的廣東省省長馬

興瑞的積極回應。早前，立會有數個相關事務委員會，向議員徵詢

參訪大灣區意見，反應正面；當中有非建制議員擔任主席的委員

會。近日媒體亦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所推動的涉及「一帶一

路」、尤其是海上絲路發展的建議和工作。

中央宣講團助港融入國家發展洪流

十九大報告指
明了國家未來發
展方向，中央政
府首次應特區政
府 邀 請 派 員 來
港，向問責官員
和高級公務員講

解十九大精神，除了有助管治團隊
全面準確落實好「一國兩制」外，
亦可引領港人融入國家新時代發展
的洪流。惟消息一出，反對派又大
驚小怪，宣稱擔心中央向高官「洗
腦」、「施壓」云云，令人啼笑皆
非。
中央宣講團從來不是為香港度身

訂造，乃是行之已久的全國性活
動，現屆由參與十九大文件起草工
作人士組成的宣講團，自月初已到
全國各地宣講，至今走遍數十個省
市自治區。過往特區政府也有組織
國事系列講座，邀請內地專家來港
解說，如今當局主動邀請「專家中
的專家」剖析十九大的精神底蘊，
好讓特區官員履行好職責，根本是
為官者的應有之義、明智之舉。
十九大報告中，明確要求港澳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並明確提出謀發
展、促和諧、保民生、有序推進民
主、維護社會穩定，以及履行維護
國家主權等憲制責任共6項要求。

倘負責制定政策的特區官員，能第
一手掌握報告核心精神，不僅能避
免政策方向跑偏走歪，還可以充分
體現「一國」之利、「兩制」之
便，盡早握緊國家先機，近水樓台
先得月。
畢竟香港回歸20年，國家發展早已

為我們預留位置，部分港人總不能再
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宣講團絕非反
對派口中的「洗腦團」，相反是推動
香港融入新時代發展的補腦良方。正
如港澳辦張曉明主任所言，港人要有
全局觀，包括理解中共十九大報告提
出的國家發展方向和民族復興目標，
為此共同承擔，共享成果。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許楨博士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香港抗戰紀念聯席會議

建香港抗戰紀念館培育青少年家國情懷

清人龔自珍說「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就是說：了
解歷史，方知世間的大道理，要使一個國家滅亡，首要
方法就是要讓它的歷史觀消亡。今年8月15日，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在「投降紀念日」上說：「在過去那場極其
慘痛的戰爭中，心繫祖國和家庭，最終倒在戰場上、甚
至把性命留在了遙遠他鄉的靈魂，因諸位獻出的寶貴生
命，我們得以享受和平與繁榮。我們片刻都不會忘記，
衷心哀悼他們的奉獻，再次致以崇高的敬意。」侵略者
日本繼續拜「鬼」，但受過侵略軍百般蹂躪的中國人，
包括香港人，是否還記得那個極其慘痛的過去呢？
76年前，日軍攻佔香港後，香港落入三年零八個月
的苦難深淵，市民被掠奪，被虐殺，被捉去做苦工，
甚至拉到海島上活活餓死，亦有成千上萬的人被騙到
廣州，充當了8604部隊細菌戰的試驗品，在南石頭難
民營悲慘地死去。香港人口從180萬左右，減少到不
足60萬。倖存的家庭，幾乎家家都有一段血淚史。這
國破家亡的苦難，我們還有記憶嗎？
日軍攻港時，英軍付出了慘重犧牲，無奈投降。國
軍代表不願投降，突圍出走。東江抗日游擊隊營救來
港的文化人，在香港城鄉堅持游擊戰。盟國空軍轟炸
日軍機場軍艦，香港巿民合力拯救被日軍擊落的飛虎
隊機師和囚於集中營的英軍。英美和中國軍民在香港
的緊密合作，香港先人在重大歷史關頭，與全中國、
全世界正義人民同命運，共奮鬥，鑄造而成的萬眾一
心，同舟共濟的香港精神，今天還能傳承嗎？大家都
知道傳承的重要，但是年輕人對行禮如儀的抗戰紀念
沒有感覺，對只有黑鴉鴉歷史圖片的抗戰展覽不感興
趣，隨歲月和老人的逝去，歷史已經模糊。

有感情聯繫才能引起年輕人興趣
我們覺得，以身邊看得見摸得的人物、史料、遺
址作媒介，才有感情的聯繫，以能引起年輕人興趣的

方式入手，才會有成效。抗戰勝利70周年的時候，我
們做了一架曾經飛臨香港作戰的飛虎隊1：1模擬戰
機，用槍械射擊、軍事遊戲、互動電玩、老兵座談和
文物展示等方式，辦了一個半月的展覽，吸引了5萬
多人次參與，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反應熱烈。可
惜，展覽沒有場地繼續下去，更未能擴大影響，因
此，我們要求特區政府盡早考慮建立「香港抗日戰爭
歷史紀念館」展出以下內容：
(一)香港三年零八個月苦難生活的歷史資料和照片文物。
(二)香港巿民及在港各界參加中國抗戰的圖片、資

料、抗戰時期的武器、用品。
(三)當年在港共同抗戰的英軍和各國軍人，中共游擊

隊、國民黨力量、華僑、美國飛虎隊的事跡文物。
(四)反映當年日軍暴行的3D場景。
(五)其他各種抗戰電影及紀錄片。
紀念館應開展的活動：
(一)抗戰主題的電子遊戲，包括空戰、海戰、陸戰的
室內體驗。
(二)防暴、防災應急救生的技巧展示，把對戰爭的紀
念轉化為現實生活的知識。
(三)對香港抗戰史實、遺址的調查，保護綜合開發其
教育價值。
(四)開展多種形式的抗日學術研討交流、普及宣傳，

編制生動活潑的宣傳品、視像、互動遊戲。讓青少年
參與社會考察，開闢抗日遺址遊項目，在行山、觀
海、看民居、聽故事、飲食本地特產中陶冶歷史感。
(五)銷售軍事紀念品和軍事刋物。
香港需要有這個紀念館，才能有效保護文物，記憶
歷史，幫助香港人反省本土，凝聚歸屬感，培育核心
價值觀，養成和保育自己生生不息的本土文化。有了
這個紀念館，才彰顯香港的歷史人文傳統，襯得起香
港國際都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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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責無旁貸維護國家憲制秩序

上周，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主任李飛
來港出席一個研
討會時，以《在
國家憲法及基本

法下香港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的角
色和使命》為題發表講話。李飛主
任向香港提出了三條高層次又相互
關連的問題，並給予明確答案，有
助大家準確理解「一國兩制」，駁
斥「港獨」歪理，為香港保持長期
繁榮穩定提供指引。
這三條問題如下：一、香港從何

而來？即英文的「From where」問
題。二、香港在全國的體制之中具
何種地位？即英文的「Who」問
題。三、香港在將來應擔當什麼？
即英文的「To where」問題。
李飛主任提出這三條問題，其實

旨在闡述香港特區的由來、現在及

未來，清晰闡述了香港應當承擔的
憲制責任、參與中華民族復興的偉
大事業、作為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香港的定位和
未來等。
雖然香港已回歸祖國20年，但社

會上仍有人誤解、甚至曲解「一國
兩制」的精神，正如李飛主任說，
有人只講「兩制」，不理會「一
國」，蓄意將香港塑造成完全獨立
於祖國的個體。李飛主任在講解第
一條問題時便嚴正指出，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憲法就是香港特區的根和
源，而非《中英聯合聲明》，也非
基本法，基本法在香港的憲制地位
源自國家憲法，憲法具有最高的憲
制效力。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要求，
在今年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
中，要選出遵守和尊重憲法的港區
人大代表。
李飛主任又指出，香港是國家的

「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

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正
好反映香港在全國中的定位，即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
區，不是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個
體。」既然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
故應當通過制訂法律維護國家的主
權和安全，所以落實基本法第23條
立法以禁止任何叛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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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責無旁
貸。
李飛主任最後呼籲港人好好抓

緊國家急速空前發展的機遇，發
揮本身的優勢，參與中華民族復
興的偉大事業。他引述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的一段說
話，為香港發展指出方向。習近
平主席在報告這樣說：「讓香
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
族復興的歷史責任」。港人要放
遠眼光，把握機遇，積極參與到
國家發展中來。

朱鼎健 全國政協委員

你不知道的台灣印象

歷史在荒煙蔓
草中遺失。台北
的二二八紀念公
園有一個「大潛
亭」，偏居一隅
有一座不甚起眼
的半身雕像。雕

像的材質已無法辨認，雕像的髮
辮、額頭、眼簾和鬍子上落滿了暗
白的灰塵。他就是台灣的「現代化
之父」劉銘傳，但他的事跡如今已
鮮為人知，建台事跡早已塵封。
很少有人知道，全中國第一條由

國人主導修建的客運鐵路，是在台
灣完成。1889年，蒸汽機車「騰雲
一號」驕傲地奔馳於大稻埕與松山
之間。全中國最早架設電報的地區
就在台灣。1888年，台北街頭突放
光明——台北興建了第一個國人自
辦的電力公司。
筆者記得，內地小學的課本描

述寶島的美麗，有日月潭的「雙

潭印月」，有阿里山的「塔山奇
巖」。有人說，「台灣沒有大陸
人說的那麼好，也沒有台灣人說
的那麼壞。」台灣有很多社會問
題，比如，經濟發展的停滯，過
去20多年精力虛耗在政爭上，新
聞娛樂化，幾乎看不到國際新
聞，台灣人開始淡化國際觀。在
文化上，「小清新」的風格逐漸
取代了厚重的歷史文化。城市生
活壓力很大，年輕人開始發現，
很難像父輩一樣在職場上一直向
上流，機會不是那麼多。他們開
始思考，生活是不是有一個別的
可能，比如去農村過一種很自在
的生活，自耕自食。年輕人會去
開咖啡店，不會想發大財，能吃
飽、有個地方住就夠了，小日子
也成為台灣年輕人信奉的格調。
平心而論，台灣的基礎設施建設

已經落後。僅僅51.3公里的桃園機
場捷運，建了20年才通車；「大巨

蛋」棒球場建了20多年還未完工，
這個效率恰和台灣的民主化同步。
看慣摩天大樓的人，說不定還會覺
得台灣的城市有種破敗之感。當代
台灣青年一代，在中、小學階段就
接受所謂「同心圓史觀」的教育，
嚴重影響了台灣青少年對祖國大陸
的認同。
青年是兩岸未來，只有兩岸青年

盡可能多的相互交流，才能增強
「兩岸一家親」的認同感。誠如台
灣政壇人士許淑華所講，「隨這
幾年兩岸擴大交流與合作之後，青
年交流也成了最火紅的議題。兩岸
的青年知識精英是帶動社會整體成
長的中堅分子，如果能夠加強兩岸
青年專業交流的話，有助於奠定彼
此良性和互信的基礎。」港台青年
交流的一小步，也是兩岸關係交流
的一大步，如何走出屬於兩岸青年
的共同未來，答案相信在你我心
中。

陳曉鋒 法學博士 城市智庫「就是敢言」計劃召集人

黃熾華

擁護中國共產黨 擁抱國家新時代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題為《在國家憲法及
基本法下香港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的角色與使命》講
話中，要求香港社會「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
秩序，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要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
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要尊重人
民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
化，尊重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大多數
港人認同這個客觀事實，說法合情合理；而反對派政
客卻惶恐不安，竭力詆毁抗拒。香港一小撮人仍在做
「反共」「反中」「結束一黨專政」的夢囈，妄想
有朝一日推翻中國共產黨，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真是冥頑不靈、螳臂當車。
舉世有耳共聽：美國總統特朗普到中國進行國事訪
問，一見到習主席，首先祝賀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十九
大的成功和習近平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越南峴港
舉行的APEC峰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是一見習近
平就發出相同道賀。作為數十年處心積慮視中國共產
黨為敵人、並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於1951年撰寫的
顛覆新中國「十條誡令」、發動針對新中國的朝鮮戰
爭、越南戰爭、構築美日澳圍堵中國第一、第二島
鏈、發起旨在孤立中國經貿的TPP夥伴……都失敗
了。美日看到中國經40年改革開放的崛起和强大，從
失敗中不得不改弦易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存在、能
力，推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戰略家眼光和魄
力，看到今天的中國模式、中國製造、中國速度、中
國紅利、中國機會並引領世界構建命運共同體是大勢
所趨。美、日主子都爭先恐後尊崇中國共產黨及她領
導下的中國，香港一小撮反對派仍不識時務唱「結束
一黨專政」，豈非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的
天方夜譚？

歐美達官貴人均熱衷學習普通話
全球有目共睹：中共第十九次黨代會，總結了十八

大以來5年裡國家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發生的歷
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
大政治判斷，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的指導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和宏偉藍圖，產生不可估量的影
響。165個國家、454個主要政黨，向大會發來1340
件賀電賀函，其中有800多件是國家元首、政府首
腦、政黨和重要組織機構領導人發來的。全世界都聚
焦北京，都渴望從中得到啓迪和受益。香港的反對派
仍在盲目「反共」，豈非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
全港大、中、小學教師、學生豈可不知世界崇尚中國
文化，抗拒作為炎黃子孫的國民身份的認同？美國「第
一家庭」的總統特朗普女兒、女婿，早就崇尚中國文化，
外孫女阿拉貝拉以唱中國民歌《茉莉花》、背誦《三字
經》和唐詩為榮；英國皇室的喬治王子4歲上學選學中
文；西班牙兩位公主都選學中文、比利時王室接班人伊
莉莎白公主可用普通話交談；新加坡學校的教學正遵循
已故國父李光耀的遺訓加強中國語文教學改革……奈何
香港的「教協」及老師，卻還在抵制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反對加強中史教學和削弱普通話。
李飛在講話中準確演繹習近平十九大報告對香港特區

的政策和方略；具體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十八大
後的輝煌成就和今後前景。他要求香港特區負有尊重國
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負有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
完整、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負有維護國家發展利益、
努力實現國家富强、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三項責任。
他向香港人發問：面對這個偉大的時代，你能為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做些什麼？能够為國家的富強、民主、文
明、和諧、美麗做些什麼？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
些什麼？相信大家都有了答案，這就是：當回憶參與歷
程時我們會驕傲回答：我們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
擁抱國家新時代的崛起和富強，我們不但見證過、經歷
過而且參與過、擁有過！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戰略能為香港帶來全新的戰略能為香港帶來全新的
機遇機遇，，是香港再創輝煌的重要抓手是香港再創輝煌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