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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香港中聯辦駱惠寧主任向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發出公開信，用「信心」「愛心」

「齊心」分享了自己對香港戰勝疫情、為國家貢獻力量的看法和思
路，並鼓勵大家「同舟之情，攜手走過崎嶇」。字裡行間，情真意
切，讓人久久感動。作為一名扎根香港、打拚未來的青年人，逐字
逐句讀罷駱惠寧主任的這封公開信，不但對香港這座城市必將在國
家的關懷關愛下戰勝這次疫情充滿信心，更對香港這塊土地上寶貴
的獅子山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信心、愛心、齊心，就是新時
代獅子山精神的新內涵。

公開信的第一點就講了「信心」。駱惠寧用詳實的數字和具體的
事例，告訴我們：國家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戰勝這次疫
情。「信心，是戰勝疫情最好的疫苗」。作為香港青年，我始終認
為，信心不是無源之水，不是無根之木，每每遇到困難、遇到險境，
祖國永遠是香港最強大的後盾。「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更
好」，港人的信心，就應該是堅持「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下，熱
愛祖國、相信祖國、融入祖國，在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過程
中，依靠國家的強大力量和改革發展成果，戰勝困難、走出險境。
「三心」是家國情懷的前提。這並不是政治要求，也不是道統傳

承，而應該是一種人生自覺。「三心」是積極上進的心態。心向陽
光，任何時候都不會感到寒冷；手捧玫瑰，走到哪裡都能夠散播芬
芳。積極上進的心態，表現在外，就是「正能量」。香港經歷了
2019年的「修例風波」和此次疫情，民生問題、經濟問題等都更
加嚴峻。越是在這樣的時刻，香港青年越應該勇於擔當：講出來，
要帶着正氣講，對於任何執拗於紛爭、破壞生活環境、影響安居樂
業的行為，都要敢於發聲、主動發聲；站出來，要挺直腰桿，要在
大是大非面前，堅定地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人間正道上；做出
來，要踏踏實實做，要把握社會生活的主流和支流、現象和本質，
把正確的觀念認知、自覺的道德養成、積極的行為實踐緊密結合起
來，朝氣蓬勃、好學上進、開放自信。

香港青年應該把「三心」賦予給獅山精神的新內涵轉化為奮發有
為的實幹。「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擼起袖子加油幹」。香港青
年注定是香港實現再出發、再發展、長期繁榮穩定的見證者、親歷
者、實踐者、獲益者。奮發有為，要有開闊的視野、不服輸的闖
勁。我們放眼世界，縱觀大勢，不能把眼界拘囿於香港之一城。
「責重山嶽，能者方可當之」，青年既要有幹事的激情，也需要有
成事的智慧，要腳踏實地，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努力奮進，
善始善終，善作善成，特別是要用創新和智慧，為香港更好的明天
作出新貢獻。 （作者係香港青年時評協會成員）

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早
前到北京、廣東和四川考察。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
人米鋒透露，聯合考察組在會上讚賞中國採取的綜

合防控措施和取得的成效，並對中國醫務人員的忘我精神表示敬
佩。衛健委副主任李斌表示，防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疫情形勢出
現積極變化，中國將繼續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疫情挑戰，維護全球
衛生安全。事實上，中國盡力抗疫，維護的是全球衛生安全，為的
更是全球的利益。
病毒沒有疆界，更因為全球化的世界，很難畫地為牢、各自為戰

與疫災鬥爭。起源於中國武漢的疫情，傳播速度快，來勢兇猛，並
乘着頻密的國際交往向世界蔓延。不過，也有些國家對中國作出過
度反應，阻斷航空往來，限制人員入境等等。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
德國柏林接受路透社專訪時，就批評多國對中方實施旅遊限制「反
應過度」，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事實上，過度反應引發對中國的限
制，不利全球合作抗疫，也給全球利益帶來負面影響，甚至影響全
球供應鏈。《金融時報》援引印度最大製藥企業之一Cipla全球執
行長兼總經理Umang Vohra的話指，中國生產抗生素、治療糖尿
病藥物、鎮痛劑和抗HIV病毒藥物，是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成分，
失卻了中國的產業鏈，多數藥企的供應將在本月底耗盡。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釀成的全球經濟損失，已在各行各業發酵，
多國調低經濟增長預測。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指，全球經濟增長前景
不明。就拿中國留學生就讀的海外大學院校來說，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報道，趁學期結束返鄉的留學生，因新冠疫情回不了
學校，對美國和澳洲等仰賴陸生營收的國家，造成另類經濟損失。
這場疫情，對中國是一個災難，中國人民正在以極大的毅力，傾

力抗疫。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上發表演講
說，「嚴格徹底的防控措施正在顯現效果」，「正像習近平主席所
說，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戰勝這場疫情。黎明，正在
到來；曙光，就在前方」。毫無疑問，中國戰勝疫情，同時收益的
是全世界。

駱惠寧「三心」表達中央關心和期望
今天的香港，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衝擊和嚴峻挑

戰，香港社會都在為疫情能否受到控制感到揪心。大家都

在問：香港能否頂住？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致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政協委員的公開信，實際上也是致香港社會各界的

公開信。他在信中提出三個「心」，即「信心」、「愛

心」和「齊心」，既是為香港開出「抗疫」藥方，更是表

達了中央對香港抗疫的關心、支持和期望。中央不僅堅定

支持香港抗疫，從支援口罩、控制人流、確保日用消費品

供應等多方面給予支持，而且堅決反對將香港防疫政治

化，希望香港排除干擾，同心協力戰勝疫情。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駱主任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公開
信，是駱主任新春酒會致詞《共同珍惜香港這個
家》的姊妹篇，飽含了對香港真誠的關心和愛護之
情。

中央支持是港人「信心」最重要支撐
駱主任公開信傳達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中央對香

港的關心和支持。這是駱主任所講「信心」的最重
要的支撐。
駱主任講「信心」，首先當然是講對國家全面打

贏新冠肺炎大決戰的信心。香港社會都看到，面對
疫情，全國形成了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
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經過艱苦努力，疫情形勢出
現積極變化，防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除湖北之外
其他地區的確診患者數呈現下降態勢，痊癒患者數
正在不斷攀升。國家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也有把握
早日戰勝疫情。

駱主任講「信心」，也是講祖國是香港戰勝疫情
的堅強後盾。香港社會也看到，在香港口罩供應

最無助之時，中央在內地口罩同樣緊缺的情況下伸
出援手，向港輸出1,700萬個口罩；在控制人流方
面，特區政府根據疫情變化和內地往來港澳人流的
實際情况，提出多項加強口岸管控的防疫措施，國
家不同部門及時全面配合；在確保日常消費品供應
方面，疫潮肆虐下，內地開足馬力供銷，所有在港
中資企業員工士氣高昂，全力以赴奮戰疫情最前
線，不負中央所託，保證了果菜奶蛋糧油和活豬對
港供應正常，市民日常生活需要得到保障。駱主任
還親臨視察多家在港中資企業，調研物資供應情況
和金融風險防範工作，並對中資企業提出中央明確
要求，清晰傳達中央支持香港抗疫、心繫港人福祉
的重要信息。

中央希望香港排除干擾同心抗疫
駱主任公開信傳達的另一方面重要信息，就是反

對將防疫政治化，希望香港同心協力抗疫。駱主任
所講的「愛心」、「齊心」充分表達了中央這方面
的期望。

駱主任在信中高度肯定香港各界對於內地同胞的
關心關切，慷慨解囊支援內地抗疫一線。他特別談
到，一些社團和機構想盡辦法從世界各地採購防疫
物資和醫療設備，送往抗疫一線，半徑已經從亞洲
到了歐洲乃至南美洲。這條防疫物資半徑，反映的
是同胞血濃於水的親情。疫症無情，人間有愛；豈
曰無衣，與子同裳；丹心寸意，皆為有情。香港社
會各界、兩地同胞，以「愛心」互相支持、互相打
氣，產生了巨大的抗疫正能量。
對於「齊心」，內地的說法是「人心齊，泰山

移」，香港的表達是「拋開區分求共對」。駱主任
的公開信指出，靠着齊心、團結，中華民族雖屢經
大風大浪都化險為夷，香港經歷一次次危機考驗而
浴火重生。香港目前最需要的正是齊心。
不能不看到的是，今次新冠肺炎疫情與2003年

「沙士」有一點很大的不同，就是疫情被人政治
化，其代表就是「醫管局員工陣線」策動的醫護
罷工事件。策動罷工的主要搞手與「修例風波」
中的暴亂者關係密切。他們無視香港的經濟運行

和日常生活都不可能完全斷絕與內地往來的現
實，刻意將防疫政治化，以防控疫情為招牌，拿
市民健康安全作政治籌碼，以癱瘓醫療系統的極
端手段為要挾，要求特區政府關閉香港與內地所
有出入境通道，背後的目的就是製造香港與內地
的對抗，實質上與反修例的「五大訴求、缺一不
可」是一樣貨色。將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正是
反修例行動的延續。駱主任的公開信點名批評醫
護罷工，明確表達了中央堅決反對香港防疫政治
化的態度。

駱惠寧「三心」振奮信心鼓舞士氣
駱主任的三個「心」，為香港當前的「抗疫戰」

開出了藥方，表達了中央的關心、支持和期望，振
奮了信心，鼓舞了士氣。正如駱主任所說，疫情有
時，來日方長。只要香港社會保持信心、滿懷愛
心、協力齊心，就一定能夠早日迎來戰勝疫情的那
一天，香港這個家也一定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雨考
驗，再放光芒！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去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和政協委員，稱港人應以「信心」「愛心」
及「齊心」抗疫，表示當前疫情防控工作到
了最吃勁的關鍵階段，只有齊心協力，才能
共克時艱，他強調這是一個要科學應對、不
要政治操弄的時刻。

以「三心」抗疫 兩地「血濃於水」
疫情發生以來，從支援口罩、控制人流、

確保日用消費品供應等多方面，國家仍然像
當年對抗SARS一樣，堅定給予支持。香港
獲得中央大力支持，是香港戰勝疫情的有力
靠山和信心源泉。
港人與內地同胞血脈相連，血濃於水，過

去多年當內地有天災時，港人都伸出雙
手，充分展現同胞之情。這次面對疫情挑
戰，港人在積極支持特區政府防控疫情的
同時，高度關注內地疫情發展和抗疫工
作，「珞珈山與獅子山，千山一脈；漢江
水與香江水，萬水同源。」港人紛紛聯繫
中聯辦表達對內地同胞的關心關切，通過
各種方式和強調自發向內地捐款捐物，充
分展現了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守望相助、
攜手同心的骨肉深情。這種愛心，兩地
「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中華民族「患
難與共」的精神傳承，是任何時候也改變
不了、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

齊心協力 共克時艱
當前，無論對國家還是香港來說，疫情防

控工作都到了最吃勁的關鍵階段，只有齊心
協力，才能共克時艱。駱惠寧指出，只要
「醫無私、警無畏、民齊心，政者、醫者、
兵者，能者扛鼎逆行；商客、鄰家、百姓，
義者戮力同心」，我們就一定能夠早日迎來
戰勝疫情的那一天，香港這個家也一定能夠
經受住各種風雨考驗，再放光芒。
疫情發生後，前線抗疫的大多數醫護人員

仍堅守崗位，始終將病人福祉放在第一位，
還有一班熱血專科醫生及醫護人員甘做義
工，在有人罷工期間填補公立醫院的人手空
缺。全民抗疫之際，警隊一如既往緊守崗位
之餘，更加積極支援其他政府部門抗疫。社
團、商界實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
市民提供口罩、消毒用品等抗疫物資，紓解
市民憂慮的同時，展現出香港人同舟共濟、
關愛互助、戮力同心抗疫的精神。

散播政治「新冠病毒」不得人心
駱惠寧指出，那些趁機播散不滿、人為製

造區隔、刻意破壞兩地感情的人，終歸不得
人心。過去8個月的黑色暴亂，反對派不斷
製造謊話和謠言，煽動仇中仇警情緒，疫情
發生後，反對派落井下石，借疫宣「獨」，

散播政治上的「新冠病毒」。
疫情侵襲人心浮動之際，泛

暴派罔顧市民利益，不斷吃疫
情「人血饅頭」。一向以攻擊
政府為能事的港台，以及身為醫生的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又借疫情造謠、擾亂人
心，更趁機抹黑警方，煽動仇警，意圖打擊
社會共同抗疫的決心，引起社會公憤。

反對派還利用疫情與「台獨」勢力呼應，
針對內地，繼續煽動反中仇中。泛暴派立法
會議員朱凱廸、人民力量陳志全偕同幾位新
任泛暴派區議員，2月1日到台灣會晤民進
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鄭運鵬，鄭運鵬聲稱是
為未來港台互動鋪路，朱凱廸贈送鄭運鵬一
幅印有「光復香港」的旗幟，這是露骨為
「兩獨」再次合流鋪路。

泛暴派散播「新冠病毒」，藉疫情不斷抽
水，趁機煽動仇恨對立情緒，仇視內地人的
醜惡行為升級，企圖繼續毒化兩地關係，破
壞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感情。
這次面對疫情挑戰，兩地以「信心」

「愛心」及「齊心」，齊心協力抗疫，兩
地骨肉親情不可分割，充分彰顯中華民族
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反對派仇視內
地，逢內地必反，借疫宣「獨」，分化社
會，完全悖逆兩地同胞的血肉感情，顯得
更加不得人心。

港人胸懷「三心」抗疫 散播「政治病毒」不得人心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中
國
傾
力
抗
疫
關
乎
全
球
利
益

趙 陽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
*+

���
�0

沃爾特．羅素．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教授台鑒：
當中國人正在如火如荼抗擊新冠肺炎病毒

導致的疫情之時，你在《華爾街日報》以
「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為題撰寫的評論文
章，開篇就告訴讀者「宛如重型卡車一樣的
中國因為某種蝙蝠病毒終於消停下來」，言
語之間滿載幸災樂禍的優越感。
對於你使用「亞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這個充滿西方殖民色彩的粗鄙之語，讓
我想起去年3月底，貴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
主任、助理國務卿奇諾．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一個論壇上演講時，把中國形容
為美國首次遇上的「非高加索的野獸的入
侵」。

中華五千年大部分時間是世界大國
這種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言論屢次出現，甚

至堂而皇之登上貴國主流媒體的文章標題，
讓我覺得有必要向你，以及像你一樣的美國
學者和精英，談談歷史，以便諸位能在厚重
的歷史事實面前，用更完整寬大的視野，來
認識和理解中國和這個世界。
1620年，「五月花號」載着愛爾蘭清教

徒在波士頓登陸時，中國已從公元前2070
年的夏朝緩緩前行三千六百多年，歷經十八
個朝代更迭，進入明朝。1776年，美國剛
剛立國，那年，已是中國的清朝乾隆皇帝年
代，滿洲人自願漢化、統治中原。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在其著作《歷史研

究》寫道：「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
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
能繼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
會衰退，甚至消亡。」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

在歷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而中華民族，
你筆下的「亞洲病夫」，在世界上已存在將
近五千年，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唯一的。
我們的版圖，起始於五千年前小小的中原

地區。隨着外族不斷入侵，我們防禦、抵
抗、同化、融合、發展、壯大，如此循環往
復，才形成遼闊疆域和多元民族。「四海之
內皆兄弟」，只要對方願意接受和融入我們
的文化，彼此就是一家人。中國唐朝
(618-907)時期，中國疆域面積最大時有
1,237萬平方公里，東至朝鮮半島，西至今
天的阿富汗，南到越南順化，北包貝加爾
湖。

鄭和船隊入東非美洲沒殺害原住民
貴國自建國以來，在244年的歷史中，有

222年都在戰爭，從獨立戰爭到西進運動，
再到南北戰爭，此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
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半島戰爭、越南戰
爭、巴拿馬戰爭、格林納達戰爭、古巴戰
爭、伊拉克戰爭、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
敘利亞戰爭、利比亞戰爭……美國從一個偏
居一隅的東海岸小國，到現在橫貫太平洋、
大西洋、北冰洋，國土面積擴展了十幾倍，
還有眾多的海外領地。你大概也相信，戰爭
能給美國帶來「福音」，在別國的戰火中，
美國漁翁得利，成為世界大國。

說起世界大國，我們毫不謙虛地說，中國
大部分時間未曾缺席。你所稱之為的「東亞
病夫」，縱使國力強盛足以稱霸世界，並沒
有選擇侵略和殖民，反而，我們崇尚「相知
無遠近，萬里尚為鄰」的信念，將醫學、農
學、天文學、數學、文化、藝術，輸出全世
界。
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

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記載，十
六、十七世紀之交被認為最偉大的九項科學
發明和發現中，有六項直接由中國發明，包
括羅盤、火藥統炮、印刷術、機械鐘、蠶
絲、馬鐙，都是由中國經阿拉伯傳入歐洲。
另外兩項——發現美洲、愈瘡木，也是由中
國的技術傳入，間接促成歐洲發現的。中學
西傳，一定程度上啟蒙了歐洲文藝復興運
動，開啟西方現代工業革命。

1405年，在總兵太監鄭和的帶領下，三
百多艘巨型木船，加上28,000名隨船人
員，從中國出發，總共進行了七次遠航。前
英國皇家海軍潛水艇艦長加文．孟席斯
（Gavin Menzies）在《1421：中國發現世
界》一書中，認為鄭和船隊在1421年時即
航行到過美洲，早於哥倫布70年。他亦認
為，歐洲地理大發現所使用的美洲及南極洲
地圖來源於鄭和艦隊，後被隨船的意大利人
帶回歐洲。這支船隊具備當時最先進的環球
航海技術，將當時中國人所了解的世界延伸
到美洲、非洲甚至澳大利亞。
請注意，當我們領先世界，將腳步踏入

東非和美洲時，我們懷着「宣德化而柔遠
人」〔載於《天妃之神靈應記》。大明宣
德六年（公元1431年），正使太監鄭和、
王景弘等人立《天妃靈應之記》碑（俗稱
「鄭和碑」）於中國福建長樂南山天妃行
宮（現移置長樂市南山鄭和史跡陳列館
內）。「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
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齎幣往賚
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的美好
願望去探索世界，沒有殺害原住民，沒有
販賣黑奴，也沒有把任何一塊不屬於自己
的土地變為殖民地。

（未完，明日續）

致《華爾街日報》專欄作者的公開信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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