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A2

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

20192019年年55月月2424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責任編輯：曲 直

引外力亂港 反對派效忠誰？
接連「告洋狀」助攻擊國家 為撈政治油水忘履職誓言

在德國政府默許下，美
國、英國傳媒近日高調報道
「本土民主前線」前召集人
黃台仰（偉哥仰）、成員李
東昇原來已獲德國政府提供

「難民庇護」，仲順勢用佢嚟踩香港、抹
黑《逃犯條例》的修訂，但呢條橋似乎連
激進反對派自己友都唔受。呢兩日網上一
大批反對派支持者鬧爆偉哥仰「冇義
氣」、「懦夫」，丟低坐緊監嘅「獨琦
（梁天琦）」去德國嘆世界，仲要連「港
獨」都唔再鼓吹。睇嚟德國今鋪真係弄巧
反拙。
得知黃台仰喺德國做咗「難民」，唔知
點解有啲人好開心，但亦都有唔少人鬧爆
呢件事。激進派中人「陳大文」就連環發

文，一開始就鬧︰「黃台仰很無義氣。你
老友小琦（梁天琦）坐六年，你係咪判咁
多唔知，可能無乜事都唔奇，但你選擇潛
逃台灣，到依（）家得到德國所謂的政
治庇護，做你老友真賤，有事只會被你離
棄。」

鬧黃「冇義氣」「懦夫」
「陳大文」其後又再出post，話當年旺
暴其實偉哥仰「在背後是多多諗頭的」，
但結果所有罪名由「獨琦」孭晒，「好
啦，黃台仰大哥你依（）家就好型喇，
哎喲在文明德國呵。」佢仲質疑啲人話偉
哥仰贏係贏啲乜，直斥對方根本係「懦
夫」。
「Akimoto Atsushi」就話：「心痛梁天

琦俾黃台仰呢條×街賣×左（咗）！」
「Анд р е й Ов ич 」揶揄道：「（偉哥
仰）叫天崎（琦）衝，自已（己）唔衝，
呢D（啲）就係做指揮既（嘅）行為，好
野（嘢）喎！好有大將之風囉！」

受「大愛」感染無晒火
偉哥仰喺接受外媒訪問時仲賣小強，講

到自己思鄉時淚眼連連，「代價沉重」，
「Wailok Leung」就質問道︰「你代價有
幾沉重呀？身光頸靚，又有大學讀，又有
人照顧你。同埋你可以唔走架（㗎），俾
你掉（丟）低嗰個戰友梁天琦都無走啦，
自己口講就做『肉碎』，實質就做『瓦
全』。」「Wai Hoi Ying Cecilia」揶揄︰
「學德文要花好多腦力，仲唔係代價？但

點解係（喺）條街到（度）喊？偉哥食曬
（晒）乎？」
唔止鬧偉哥仰，德國都被怪罪搞到偉哥

仰連「『港獨』信念」都冇埋。「Andy
Tang」話︰「佢（偉哥仰）呢啲叫入鄉隨
俗，去得『左膠』德國，立場都要『左
膠』D（啲）。」「Judy Chow」亦揶
揄︰「果然醒目仔，去咗『大愛』德國，
成個Tone（語氣）即刻唔同晒，冇晒啲
hate speech（仇恨言論）。」「Angus
Yu」仲寸︰「佢自己去德國做『蝗蟲』，
仲要搶埋人哋大學學位，應該都唔好意思
再鬧大陸人係『蝗蟲』。」
「Mak Chun Fan」就覺得，無論「獨

琦」定偉哥仰都係嘥氣︰「梁天琦放棄武
力『抗爭』，主張『和理非』；黃台仰放
棄『香港獨立』，注重普世價值人權。搞
咗咁大壇野（嘢），兜咗咁大個圈，最後
都番（返）返去呢個咁傳統嘅立場……多
麼痛的領悟。」■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3
��

偉哥仰丟低「獨琦」激進派戥唔抵

■黃台仰被鬧「無義氣」。 fb截圖

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的管治權，惟香港反對派一直不肯
承認，更多次拒絕就香港多個重大議題與中央溝通的機

會。在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一事上，他們兵分多路、「不辭勞
苦」地越洋到美國、德國、加拿大等「告洋狀」，要求對方通過
實際行動向香港施壓，更自稱此舉「合情合理」，但在中央發聲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修例時，他們就聲稱這是「干預」。

梁志祥：為美國添「彈藥」
民建聯議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指出，香港反對派經常主動到
英美等國，要求他們插手香港事務，例如早前有關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一地兩檢」的安排。在是次《逃犯條例》修訂的問題上，
反對派變本加厲，老、中、青一批接一批到歐美等地，不斷抹黑
修例，令謠言滿天飛，令外國勢力可藉此大做文章，為美國及其
盟友增添攻擊中國的「彈藥」。
他批評，這些要求外國勢力向中國施壓的香港反對派中人，很
多都是現任或曾任立法會議員者，甚至有前高官。這些人在履職
時曾經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但他們出賣國家、出賣香港
的行為，實令人質疑他們效忠的目標到底是誰，「起碼不覺得是
效忠中國香港。」

葛珮帆：損港利益違倫理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表示，在中央表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修例
後，反對派就不斷聲稱中央是在「干預」香港，但香港是中國的
特別行政區，中央對香港本來就有權有責，「反對派是刻意完全
顛倒政治倫理，誤導公眾。」
反觀修例與美國或西方任何國家都沒有關係，外部勢力根本無
權置喙，但他們就多次到歐美等地，乞求外國勢力干涉香港事
務，要求他們向特區政府施壓，「這是什麼政治倫理？」她質疑
道。
葛珮帆強調，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
及效忠香港特區，但反對派在修例問題上，不顧基本政治倫理，
變本加厲要求外力干預。這些人口口聲聲愛香港，行動卻實實在
在損害香港利益，令人質疑他們效忠的對象到底是誰。

何啟明：讓人質疑假宣誓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指出，反對派口口聲聲「愛香港」，但他們
的所作所為卻實實在在地損害香港以至國家的利益，言行極無恥
虛偽。議員在就職時，都曾在會議廳內宣誓，要「擁護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但反對派就屢次邀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更在中央政府
發聲時大肆抹黑，令人不能不質疑他們當日的宣誓是真情還是假
意。
他並提到，有部分跑到歐美抹黑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香港
的議會內以至出席特區政府的官式活動時，都一副參加遊行、示
威的打扮，行為暴力，視「尊重」二字為無物，但到了美國與當
地官員見面時，態度就180度轉變，正裝打呔，一副戰戰兢兢、
聽候命令的嘴臉，令人失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拚命阻撓《逃犯條例》修訂，過程中不

斷引用外國勢力所謂的「憂慮」，和放大這些國家對內地司法制度的抹黑，為美國及

其盟友在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時刻提供攻擊中國的彈藥，更乞求這些國家向特區政府施

壓。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香港反對派無視公

義，更將「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誓言拋諸腦後，所言所行正如

「外國議員」一樣，以出賣香港以至國家的利益來撈取政治本錢，令人質疑其效忠

誰，可謂毫無政治倫理、道德可言，十分可恥。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關鍵時刻 密集抹黑

■■ 反對派的反對派的「「告狀團告狀團」」日前訪美日前訪美，，獲美國國務卿獲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蓬佩奧「「看重看重」，」，與他們會面與他們會面。。 羅冠聰羅冠聰fbfb圖片圖片

■ 李柱銘、
李卓人和羅冠
聰等 15日出
席美國國會及
行政當局中國
委員會（CE-
CC）「 聽 證
會」。
「美國之音」

網站圖片

■ 5月20日，黎智英出席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午餐會，
向外國媒體抹黑修例。 FCC網站圖片

■陳方安生、郭榮鏗及莫乃光到美國唱衰香港。 資料圖片

5月20日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出席香港外國

記者會（FCC）午餐會，向外國媒體
抹黑修例，聲言修例較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更嚴峻」，是次為「最後一次
抗爭」。他又謂，一旦通過修例，將會

是「新聞自由大屠殺」，期望有更多港
人上街「發聲」。

黎智英更抹黑內地的法制如「垃
圾」，商界將會「好驚」，又稱很多
名單上的人在修例後就會被移交內
地。

5月中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率團赴美國

和加拿大唱衰修例，團員包括工黨李卓
人、公民黨吳靄儀、「香港眾志」羅冠
聰等，每次都西裝筆挺地出現，非常重
視。在立法會《逃犯條例》相關法案委
員會中，屢次搞事的「山寨主席」、民
主黨涂謹申更緊急飛往美國「匯報」，
趕及被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見」。蓬

佩奧事後發聲明「關注」修例，有關人
等隨即奉若「聖旨」，聲稱修例「威脅
香港法治」、「引起美國憂慮」云云。

有關人等此行更與美國白宮官員、
美國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亞太事務高
級主管博明、副總統辦公室亞洲事務特
別顧問史拉德、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會
面，並一再要求美國方面就修例向特區
政府「施壓」。

5月中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與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郭榮鏗獲德國外交部邀請，赴
德國唱衰修例，並與德國國會、外交
部、總統辦公室及德國總理府的代表會
面。兩人亦一再引述德國方面的聲音去
干擾修例，例如稱德國總理府外交政策
辦公室總監拜格聲稱，總理府「非常擔
心」是次修例；德國聯邦議會副議長羅

特聲稱修例「必定會影響」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德國更有可能因此
取消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德國
聯邦外交部國務秘書米歇爾利斯揚言修
例是對「一國兩制」在港實施的「衝
擊」，並擔心德國商人在港的營商環境
會「急速轉壞」。郭榮鏗亦隨即附和，
要求特區政府撤回修例，以免影響「香
港營商環境」云云。

3月底
陳方安生、郭榮鏗及「專業議政」立

法會議員莫乃光赴美唱衰修例，獲美國
副總統彭斯接見，自詡「規格甚高」，
他們並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太資深
總監Matthew Pottinger等官員會面，並

聲稱美國感受到修例令美國人的人身安
全「直接受到威脅」。另外，他們又與
經常抹黑香港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
委員會（USCC）」、美國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會面，並一再附和稱修例會「威
脅」到美國在港的公司和人士云云。

3月18日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國會代表團

到訪立法會，並與立法會議員交流。反
對派議員隨即就修例等繼續唱衰香港。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主席麥考文
（後排站立者）與李柱銘（左四）等人會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