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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婷嘆黑暴：內地生遭滅聲
政治漩渦中卑微願望：靜心唸書享受校園生活

今天的香港正被濃濃的「黑色恐怖」籠

罩，愛國、撐警這般正當的理由，竟叫人

無法宣之於口。更沒想到連寶貴的「言論

自由」，在黑衣魔的暴力破壞中，一點一滴地消

逝……10月上旬，中大校長與學生會面，內地博士

生張婷無懼現場一片黑壓壓的語言暴力，淡定說出

「民主和自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她當天的

演說有如穿透黑霧的一束光，道出了大部分香港人和

內地生不敢說的心底話。當天的視頻在網絡上廣傳，

被網民大力點讚。為了進一步探討內地生的心路歷

程，香港文匯報專訪張婷以及兩位內地碩士生，讓他

們述說在政治漩渦中的生活。他們不約而同表示，來

港只是希望靜靜地唸書和享受校園生活，但沒想到接

二連三的政治活動，令靜心唸書居然成為了卑微的願

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是個講求自由的國
際化都市，每個來港的人
均抱着不同的理想和願
望。張婷表示，「香港是
在國家版圖中，我能走到

最遠的地方。你讓我到外國，其實
我是待不下去的，因為我是個念家
的人。」她在香港已經踏入第三個
年頭，未來會繼續在港修畢博士課
程，其後回到內地的大學工作。
張婷指，來港就學自然有學術方
面的考量，「香港的角色有如橋樑
般，一方面面向世界，能迅速接觸
國際上最前沿的技術；另一方面又
連接祖國大地，內地消息也能瞬時
掌握。」訊息的流通，對於科研人
員來說可謂非常重要。
來自廣東省的小丁說，香港距離
老家近，自然會有親切感，她打算
來年碩士畢業後繼續在港修讀博士
課程，「香港學位的認受性還是非
常高的。」
然而，近月香港政治事件不僅在

校內蔓延，「沒想到，光講學術的
學術會議都備受影響。」小丁表
示，她與另一位同學獲邀代表中大
到內地參與學術會議，「由於香港
近來發生的風波，連我們上台演講
的環節都被取消。」她續指，因為
各種政治因素，其所屬學院亦取消
了前往內地的交流活動，結果至今

一個地方也沒去成，「內地生到港升學，只因
為香港部分人掀起的動盪，影響了與內地的交
流」，面對這種諷刺，小丁只能黯然神傷。

指有朋友來港不久已想走
小丁又擔心，持續的動亂對香港的破壞很

大，甚至無法挽留已經來港的內地人才，
「例如近日大學曾因港鐵停駛等各種原因停
課，當中一些金融、法律的課程，每一節課
都非常昂貴，校方卻不一定會補課，惹來許
多人不滿。」她提到，特別是修課式碩士
生，一般只計劃來港唸一年書，對香港其實
沒什麼歸屬感，她認識一些朋友到港後不久
已有離開念頭，掙扎是否應該堅持完成課
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在多場暴力
衝突中，中資
銀行、中資機
構成為暴徒攻
擊的目標。張

婷指，「逢中必反」反映出
部分港人對於內地有成見、
甚至是恐懼。她認為，香港
的獨特之處是可以與內地互
為借鏡、取長補短，港人應
思考如何在「一國兩制」框
架下建立適合香港的一套做
法，而非自我封閉排斥內
地，更不應曲解民主與自由、為達政治目的訴諸
極端暴力行為。
在中大唸碩士二年級的韓同學打算透過來港唸

書為自己增值，將來再到歐美升讀博士。縱然來
港只有一年多，但已深刻感受到，香港是處於中
華文化圈子裡的國際化都市，對於他思考文化、
自身等均有啟發。他認為，內地與香港可以互相
學習，而非互相排斥。

「來港學習，不想天天鬥爭」
「建設高鐵、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經濟
有積極促進作用。香港着重服務業，與內地融合是
大趨勢。」張婷坦言，內地的發展有其挑戰，並非
十全十美，但內地和香港可以互為借鏡、取長補
短，對雙方經濟發展均有好處。「香港人總說找不

到出路，正是這種故步
自封的思維，把自己的
路給堵死。」
張婷表示，「我們內

地生來港是想學習的，
不想、也沒可能天天去
鬥爭；但香港現時的情
況是，誰鬥贏了，誰就
有話語權。」她承認，
香港和內地學生接受的
教育不完全相同，「我
們講求實事求是，用辯
證發展的眼光看待問

題；而香港學生過於強調『言論自由』、『集會
自由』等口號，卻流於狹隘與片面。」
韓同學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香港人可以

在和平、合法的情況下示威、遊行，他們沒有必要
去做違法的事，但部分人卻認為暴力是『抗爭方
式』。」張婷補充說，他們以極端的手段追求民
主、自由和法治，卻沒有完整理解背後的內涵，
「他們沒有按正確的方式去爭取，香港的下一代看
到暴力的情況，他們會知道什麼是真正民主、自由
和法治嗎？」
張婷強調，全球各地都在謀發展，世界格局隨

時都在變化，西方的一套理論不一定適用於香港。
香港處於中華文化圈，大家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建立適合香港的一套做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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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婷表示，「我們內地生來港是想學習的，不想、也沒可能天天去鬥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小丁慨嘆沒想到表達愛國的情感，也需要
偷偷摸摸。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韓同學認為，港人可和平、合法示威、遊
行，沒有必要去違法，但部分人將暴力視為
「抗爭方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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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大學學術水平受國際肯定，加上資訊流通與多元包容
的文化背景，成功吸引世界各地頂尖人才，包括不少從內

地來港的年輕研究生。然而反修例暴亂如海嘯般席捲全港，連校
園淨土也受衝擊，部分激進分子將個人政見凌駕一切，對立場不
同的同學肆意打壓欺凌令其噤聲，又鼓動「逢中必反」，煽動港
生與內地生的對立，甚至讓他們終日活在「愛不得、說不得」的
氛圍中，連情緒也無法宣洩……

宿舍掛國旗被灌污水
「愛不得」，是不能展示自身的愛國情懷。中大碩士二年級女
生小丁提到，近日內地生在港受到不同程度的欺凌，曾有內地女
生為慶祝國慶而在宿舍內掛國旗，隨即被涉暴學生強行摘下，其
宿舍窗戶被激光燈照射、女生被粗言穢語問候不在話下，「本地
生更破壞她房間的門鎖、從門縫裡灌污水」。
由於女生所屬的宿舍門禁寬鬆，幾乎誰都能偷偷進去；加上宿
舍走廊沒有閉路電視，捉到疑犯的機會幾乎是沒可能，「我們縱
使感到憤怒，也只能無奈接受……」

「連賀國慶都只能偷偷摸摸……」
內地生受部分激進港生的排斥、欺壓，小丁形容「縱使身邊發
生那麼多事，我們亦沒地方宣洩情緒」，她慨嘆指，沒想到表達
愛國的情感，也需要偷偷摸摸。「為了慶祝國慶，我們約百名內
地生只能私下組織唱國歌、唱愛國歌曲。我們事前事後都沒有公
開，連拍照也只敢拍背面……」
「說不得」，則是在惡言嗆聲與後續欺凌「黑色恐怖」之下，
表達自己想法的空間愈收愈細。張婷無奈說：「我們內地生在校
園內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她提到，除了自己於見面會的經歷，早前中大校內所謂「罷課」集

會上，亦有內地生於集會上表達其他觀點，卻遭本地生包圍、謾罵、
事後被起底，「網上言論甚至將他扭曲成『支持』罷課的內地生；也
有人仿冒內地生口吻在網上留言，反過來抹黑內地生。」

單對單有得傾 一群人變欺凌
不過，張婷亦特別提到，即使意見未必一樣，港生於「正常相處」時
仍多能維持理性討論，「其實我們和本地生在平日亦可以心平氣和地交
流；然而當一班人聚集起來，就會出現集體攻擊你的狀態！」
她認為，這些政治動員式的群體效應，對彼此溝通不是好事，
「一群人幹同一件事，就會有『法不責眾』的概念，以為法律、規
矩管不了這麼多人，所以就會產生過激的行為。」

■■張婷當日的發言振聾發聵張婷當日的發言振聾發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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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4個多月的暴力運動中，本港傳媒的採訪報道
出現眾多亂象、怪象，受到公眾高度關注和詬病。昨
日警方記者會上，有在場自稱記者人士變身抗議者，
向警方代表照射強光，喧嘩鼓譟，令記者會被迫暫停
半小時。報道真相是傳媒天職，社會對秉持專業的傳
媒及記者抱持敬意，政府及警隊當然要維護、支持專
業記者的採訪報道工作。但記者採訪暴力現場時妨礙
執法的怪象，以及部分以記者之名行「阻差辦公」之
實的亂象，顯示濫用新聞自由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
視。因此，當局亟需制定暴亂和大型公眾活動的現場
採訪規範，傳媒機構也應該切實負起約束記者遵守傳
媒操守的責任。

在昨日警方記者會上，有多名在場記者突然變身抗
議者，打斷警方代表發言，並以強光照射警方代表，
令記者會被迫暫停。以記者身份進入警方記者會，應
為社會大眾客觀報道新聞，這是記者的職責。但昨天
有聲稱記者的人士不是在提問環節向警方提問，而是
濫用記者身份，把記者會變身抗議會，自己成為了新
聞主角，根本上混淆了記者與抗議者的身份，也無視
記者會的規矩和起碼的禮貌和尊重，未能表現出記者
的基本專業素養，也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傷害。

事實上，由於缺乏對傳媒在暴亂或大型公眾活動現
場的採訪規範，本港記者在暴亂現場採訪的怪象、亂
象不斷。在暴亂現場，經常出現大批記者站在暴徒與
警察中間，客觀上阻擋了警察的執法推進行動，也對
記者的人身安全造成極大威脅，有記者曾被暴徒的燃
燒彈擲中、被暴徒投擲的磚頭所傷。有記者在暴亂現
場隨意奔跑，不聽現場執法者的警告衝擊警方防線，
或過分逼近警方拘捕現場妨礙警方拘捕行動。還有各

種涉嫌違法的亂象，如有人打著
新聞採訪的旗號，卻為

暴徒通風報信，在暴亂現場指罵警察，甚至有人扔完
磚頭、汽油彈後又穿上記者黃色衣，混在記者隊伍中
逃避法律責任。

面對暴亂現場的傳媒亂象、怪象，警隊一直盡力支
持記者採訪工作，並安排了身穿藍色背心的警察傳媒
聯絡隊，遊走於警察與記者之間，為兩者協調各自的
工作空間，避免衝突和摩擦。警方高層多次在記者會
上呼籲，當警方採取行動時，任何人都必須離開，在
場採訪記者也需要遠離警方防線，否則不但阻礙警務
人員執法，也危及記者本身安全。但暴亂現場記者與
前線警員推撞、指罵的衝突摩擦不斷且有升級趨勢。

必須指出，記者報道真相是天職，但新聞自由並非
沒有界限。正如昨日警方所言，有記者在衝突現場被
強行扯下面罩，情況不理想，但在禁蒙面法之下，記
者並非有特權或獲豁免，而是有免責辯護，警方仍有
權截查記者。記者遵守暴亂現場採訪規範，與新聞自
由根本是兩回事，絕對不應該以新聞自由為名干擾警
方執法工作。

以記者在暴亂現場的站位為例，保護記者委員會記
者安全資深顧問史密斯在《CPJ 記者安全指南》中
指，記者應該尋找既可以觀察抗議者，又可以觀察防
暴警察或當局的有利地點，但絕不要停留在兩方中
間；在報道抗議或暴亂之際，避免陷入衝突團體之間
或困在任何民眾中間；記者應服從執法官員的命令，
重要的是，現場記者不是參與者，而是一個觀察家。

香港經歷了較長時間的和平社會環境，又高度尊重
新聞自由，警隊的專業克制更是全球知名，因此長期
缺乏暴亂和大型公眾活動現場的採訪報道規範，這既
不利於警方的執法行動，也不利於記者人身安全和新
聞報道工作。要遏制香港傳媒採訪的亂象、怪象，政
府、警隊和傳媒應一起充分探討，努力達成平衡執法
和報道需要的共識，形成有約束力的規範。

傳媒操守必須堅持 採訪規範必須完善
自6月以來，連串違法暴力活動重創

本港經濟，特區政府前後推出三輪紓困
措施支援市民和企業共渡難關。但有立
法會議員形容這些措施只是治標不治
本、「有好過無」，亦有議員建議直接
推出消費券刺激市場需求。毋庸諱言，
現時的紓困措施只是起到幫補受影響企
業的作用，不能從需求端有效激活市
場，因此被形容為「吊鹽水」。特區政
府有必要進一步與業界研究有針對性的
紓困措施刺激市場需求，盡力為企業提
供動力、保住員工飯碗，避免對經濟的
負面影響進一步蔓延。但治本之道，仍
是必須以止暴制亂為首務。

本港旅遊和零售業自6月以來遭受重
挫，7月和8月旅客數字跌了3至4成，
及至10月首半個月更劇跌一半，不少從
業員「手停口停」。觀乎特區政府推出
的紓困措施，基本分為針對市民和企業
兩方面。對市民的措施，包括豁免部分
政府收費、代公屋居民繳一個月租金、
電費補貼等；對企業的措施，包括的士
燃料補貼、豁免商用船隻檢驗費、豁免
政府產業租金等；針對重災區旅遊業，對
入境旅客和出境旅客均有一定補助，直接
向旅行社發放。應該說，政府一系列「撐
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力度
之大為近年罕見，而且範圍較廣。

政府措施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減少業
界經營壓力，避免大規模倒閉而造成大
量失業。但必須認識到，旅遊及相關行
業當前面對的根本問題，是暴

力衝突嚇退旅客。在這種情況下，特區
政府即使向旅客提供優惠，亦難以提高
旅客來港意慾。旅行社、酒店缺的是客
源，以人頭計的補貼額，只能減少業界
的虧損壓力，卻對於刺激市場需求沒有
作用。

因此，即使紓困措施令政府出現財政
赤字的機會增加，但政府財政實力穩
健，仍然有必要善用財政儲備，進一步
推出逆周期的措施刺激經濟。而且措施
需要更積極和更有針對性，不能僅僅以
防守姿態保飯碗，亦需要以積極措施激
活市場活力。有議員提出由政府牽頭組
織商界搞大型促銷活動，甚或由政府發
放「消費券」等措施，的確可以從需求
端刺激市場氣氛，為當前疲弱的消費市
場提供增量，值得政府部門和業界進一
步研究。

長遠而言，香港經濟的復原，需要政
府、立法會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尤其
要警惕的是，煽暴派議員當前在立法會
肆意搗亂拉布，阻礙會議議程。如果立
法會財委會遲遲未能批出紓困撥款和工
程撥款，勢必令如建造業等更多行業受
到衝擊，情況愈見嚴峻。而拯救經濟、
維持社會安定繁榮的治本之道，就是盡
快制止一切違法活動，止暴制亂，回歸
法治，凝聚人心。為了社會的真正福
祉，各界市民都必須放下政爭包袱，攜
手推動香港渡過難關、重
新出發。

救經濟措施須有效激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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