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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基本法

頒佈 30 年，但仍

不時有人刻意發放

具誤導性的訊息以

至歪論，企圖扭曲普羅市民對基本法的理解。全

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表示，目前關鍵在重奪話語權，每當有背離基

本法的言行出現時，特區政府管治團隊不能只作

一般性回應，而應在公眾注意有關議題時，即針

鋒相對、及時駁斥，及採取相應行動，「這很考

驗官員的管治意志。」

駁斥誤導歪論 重奪話語權
劉兆佳：政府應針鋒相對及時駁斥 考驗官員管治意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特殊的時日，心靈之河靜靜地湧淌
廣東聯絡部 鄭丹

2020年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我
們平常生活的步伐，出其不意地給我們熟悉的節
奏按下了暫停鍵。在這一個多月的非常態日子
裡，我們的心靈經歷了跌宕和起伏，情感體驗與
感悟比往常更敏感和豐富。

我們焦慮。少出門、勤洗手、戴口罩，卻依然
面臨未知和不確定。病毒彷彿無處不在，卻又不
知它藏在何處。現代性的流動性以這樣一種方
式讓我們切身感知到「顯性的焦慮」。薩特說
過，「焦慮是自由存在着的意識的存在方式，正
是 在 焦 慮 中自 由 在 其 存 在 裡 對 自 身提 出 問
題。」

我們恐懼。「人類最原始、最強烈的情緒就是
恐懼。」特別是在後真相時代，信息難以分辨，
真相的缺席更是製造了恐慌。或許如加繆在《鼠
疫》中所言，「同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是誠
摯」，也讓我們記住了約翰．米爾頓的話：「一
個人如果能控制自己情緒、慾望和恐懼，那他就
勝過國王。」

我們悲傷。「時代的一顆塵，落在每一個人頭
上，就是一座山。」那些每天出現在屏幕上的數
字，讓我們難過、悲傷。死亡變得那麼遠又那麼

近。每一個數字的背後，是一個個具體鮮活的生
命，是一個個家庭的生離死別。哲學家蘇珊．桑
塔格說，「遠方的不幸」常會讓人產生無能為力
的沮喪和愧疚。

我們感動。在未知和死亡面前，醫護人員義無
反顧勇敢逆行，用他們的使命與專業，竭盡全力
搶救病患者，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他們也是孩
子的父母、父母的孩子與別人的愛人，但他們更
是生命的守護者，「用醫術和仁愛，在混沌的暗
夜裡，為病患點亮澄明的星光。」還有許多普通
人，警察、巴士司機、社區工作人員、快遞員、
環衛工人……他們守好了各自的崗位，默默無聞
撐起了我們平安的日常。正如近代護理學奠基人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所言：「最偉大的英雄是那些
在日常工作中盡職盡責的人。」

我們記憶。我們隔離但並不分離，網絡讓我們
超越了空間的阻隔。疫情中個體生命的敘事讓我
們感同身受，這些個體記憶承載着生命的悲歡離
合，也激發着共同體的共同情感。倫理學家馬各
利特一語中的：「記憶是維持（人際）濃關係的
黏合劑，有共同記憶的群體，才有濃關係，也才
有倫理。」此外，個體記憶還意在抵抗時代的遺
忘，讓我們從大事件中反省與審思。

我們敬畏。其實，病毒一直以來與人類共
存，是自然的一部分，當我們對大自然缺乏敬畏
時，它就會在某個時間以某種形式出現。我們

要保持對良知的堅持，對科學的追求，對專業
的尊重，對生命的敬畏。正如康德提出的：
「有兩樣東西，越是經常而持久地對它們進行反
覆思考，它們就越是使心靈充滿常新而日益增長
的驚讚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
則。」

我們珍惜。疫情讓我們回到了生活世界，柴米
油鹽醬醋茶，每日三餐變成每天必須面對的重要
事情。世間煙火味，最撫凡人心。蒸炒燉炸烤，
每一道工序都是與時間的溫柔廝磨，漸漸消解焦
慮與不安的情緒，也懂得了平常生活的珍貴，
「從今天開始，好好吃飯，做想做的事，努力愛
身邊的人。」「永遠太遙遠，不如珍惜每一
天。」

我們關愛。每個人都不是一個孤島，我們需要
連接，渴望被溫柔相待，需要觸手可及的溫暖。
身邊好友分享存量有限的口罩和酒精，香港的友
人想方設法雪中送炭，接到快遞的那一刻，戴着
口罩交接的那一刻，是沉默不語的感恩，是惺惺
相惜的守望相助。愛，讓我們有了連接。尼釆
說：「我們愛生命，並不是因為我們習慣於生
命，而是因為我們習慣於愛。」

我們慎獨。以前我們的日程塞得很滿，要做很
多事，要見很多人，突然閒下來，卻發現無聊與
空虛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輕。如何把每天的日子
如常安排，需要我們慎獨自律，學會靜處，和書

籍、音樂、電影做朋友，把獨處當作自我的一場
修行。正如法國詩人加斯東．巴什拉說的：「靈
魂具有一種內部光線」，透過它，讓你看到希望
與未來。

……
這個春天，雖然因疫情顯得格外凌冽，但自然

界並未停止它四季輪迴的步伐。春日遲遲，卉木
萋萋。南方的初春最讓人動容。上班路上，我看
到老樹抽出了新芽，滿眼都是嫩綠；微風含暖，
拂過臉龐；陽光灑在身上溫柔又暖和。記得《肖
申克的救贖》中有一句經典台詞：「不要忘了，
這個世界穿透一切高牆的東西，它就在我們的內
心深處，那就是希望。」的確，「萬物之中，希
望最美」，而「生是當下的希望」和「人是人的
未來」！

■醫護人員勇敢逆行。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反對派每次搬出基本法，只講權利，不
講責任，例如他們講普選，但不理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他們強調
各項自由權利，但就輕視國家完整和國家安
全的重大原則。
劉兆佳在訪問中指出，駁斥歪理相當重
要，否則日積月累，市民的誤解只會愈來愈
深，故政府官員必須積極、主動地反擊偏頗
講法，「特首及主要官員都應奪回話語
權。」
目前特區政府其實也有駁斥反對派歪理，
但主要重申香港是國家一部分、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一直成功落實等一般性的原
則，缺乏針對性。劉兆佳強調，政府官員應

採取針鋒相對的態度，而非只作一般性、整
體的解釋。他說，針鋒相對更能引起公眾注
意，效果可能比一般教育宣傳為好。

新屆區會選出後亂象頻生
社會上確有集非成是的趨勢。在新一屆區

議會選出後，亂象頻生，甚至有人作出挑戰
國家主權的「港獨」行為、違反基本法的言
行，社會卻逐漸麻木，這些可能都要數到去
年區議會的「入閘」問題。
被問到是否公務員對基本法的理解不足，

劉兆佳直言，對公務員推廣基本法固然重
要，但這只是「次要問題」，「因為公務員
重點在於忠實執行領導層的指示，所以特區

政府管治意志是否強大、能否貫徹『一國兩
制』、是嚴謹或寬鬆，都會有很大影響。」
劉兆佳質疑︰「單是拉隊離場（政府在
區議會背離職能時的做法）是否足夠呢？這
就考驗官員的管治意志。這些事不是無法可
依，只是做或不做。」以目前的議會亂局
而言，他認為應檢視有關人等的言行是否符
合參選聲明，由民政專員、局長、司長、到
特首，都不應容許區議會背離原有職能，甚
至挑戰國家主權、危害國家安全，不能讓區
議會成為與政府對抗的架構。他並提出，執
法部門及官員的決心和意志，在面對挑戰國
家主權問題時政府是否採取行動，亦很關
鍵。

愛國愛港陣營須向社會講解
除了官員要重奪話語權，愛國愛港陣營亦
負有重大使命，就是要深入了解基本法，並
向社會講解。他坦言，港人未必了解內地用
語，故愛國愛港陣營應透過主流媒體和不同
渠道，深入淺出地講解當中的核心課題，尤
其是關於中央及特區關係、憲法和基本法、
政制設計要配合「一國兩制」等。他說︰
「 特首官員及愛國愛港力量各方面都要投
入戰鬥，不只是一兩個人負責。」
在學校教育方面，劉兆佳認為重點是要全

面準確向學生介紹基本法內容，「當中是否
有錯誤理解？有無把關？教材是否準確無

誤？考試答案是否準確無誤？」
至於具體執行，他認為基本法應成為某些

課程的重要部分，凸出「一國兩制」背後的
中央對港政策，解釋當中的原則和內容等，
並應該找出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當年對
「一國兩制」的「原裝講法」，「這些應該
在通識、在中國歷史課都有相關內容。」

要撥亂反正 必面對反抗
不過，有國教事件的前科，要推動這些教
育，恐怕並不容易，但劉兆佳強調說︰「要
撥亂反正，肯定要面對反對派的反抗，但這
些『另類詮釋』對國家不利，如果不及時糾
正，更只會落得無以為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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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近了，策略都要改
變。今時今日「愛與和平」
再冇市場，一度高舉呢個口
號、「佔中三丑」之一嘅戴
耀廷都好醒目改口話唔再反

對暴力抗爭，連「武裝革命」都接受喎。
唔少「獨人」見佢終於「悔改」，都大讚
佢「進化」，「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
表團」前發言人張崑陽甚至吹奏話「有一
種法治叫戴耀廷」，真係令人打冷震。有
網民就睇得好透徹，覺得一切都係為選
舉︰「×噏完，最後咪又返反（返）去
『雷動2.0』。」
壹傳媒創辦人肥佬黎（黎智英）當年已

經俾人揭發佢話戴耀廷「書生做事，唔幫
唔掂」，而佢旗下嘅《蘋果日報》亦一再
配合戴耀廷鼓吹違法「佔中」，日前該報
又有助攻，幫戴耀廷做咗篇撐「勇武」訪
問，一再推倒2014年嘅自己，由當年聲稱
要非暴力地「公民抗命」，到（）家變
成「非暴力其實是暴力的支持基礎」喎，
仲話唔再反對暴力抗爭，連「武裝革命」
都接受。

「的士梁」「讚」戴進步神速
呢番深得「勇武分子」心嘅言論，引起

唔少「獨人」讚不絕口，例如「港獨」組
織「香港民族陣綫」就話佢「呢幾年真係

有進步」；曾經被DQ立法會議員資格嘅
「獨人」「的士梁」（梁頌恆）亦「讚」
佢「進步神速，值得致敬」。

嘲最後咪又返去「雷動2.0」
有人就留言問「的士梁」係咪會參加

「雷動2.0」，「的士梁」就自嘲「『香港
獨立』前都入唔到閘」。其實咪係囉，討
完啲激進選票歡心，「獨人」又冇得選
嘅，有咩所謂啫。所以「Alan Kong」都
話︰「×噏完，最後咪又返反（返）去
『雷動2.0』。」
佢就冇得選啫，有啲人就有「大好前

程」，例如日前喺facebook起勢吹奏戴耀
廷嘅張崑陽。張崑陽突然同戴耀廷攀關
係，話自己中學讀過佢嘅「『法治四層
次』理論」，令佢第一次知道有「以法達
義」呢個終極目標，仲以標題同結語話
「香港，有一種法治，叫戴耀廷」，簡直
就係民主黨鄺俊宇上身咁令人打冷震。
肉酸都唔緊要，好過未表態嘅開始俾人

逼宮，分分鐘下屆立法會都見唔到佢。當
戴耀廷都講得出「法治已死」呢啲口號，
唔少人就追問「over my dead body」，即
係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睇佢幾時先會「悔
改」。係囉，唔知幾時呢？今鋪真係「香
港，有一種悔改，叫『法治已死』」嘞。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郭家好

香港法治本身好崇高，
但當「香港大專學界國際
事務代表團」前發言人張
崑陽講出「有一種法治叫
戴耀廷」嗰陣，就好似有

少少變咗味，眼前彷彿出現一幅張崑陽
跪舔戴耀廷嘅畫面。其實如果張崑陽想
拉吓關係，都唔使去到咁盡，將法治變
成違法「佔中」、支持暴力嘅戴耀廷
吧？
張崑陽日前喺 facebook個人專頁以
「有一種法治 叫戴耀廷」為題發文，
詳細地「歌頌」同「吹捧」戴耀廷。張
崑陽指第一次認識戴耀廷，係喺通識科
讀佢嘅「法治四層次」理論，又話知道
原來法治唔係要求人民守法咁簡單，而
係更加要以法限權限制公權力嘅擴張，
並且最終以法達義喎。
佢繼續憶述，2018年佢同一位台灣太
陽花學運嘅前學生領袖到港大法學院拜
訪戴耀廷，其間討論到香港是否法治已
死同「勇武抗爭」嘅問題，指戴耀廷嗰
時立場其實已經同2014年雨傘運動相比
唔同咗好多，亦對司法制度有好多批
評，例如話唔好神化法律制度同埋聲稱

有人大嘅一日，真係唔好期望「有險可
守」。
然後張崑陽開啟跪舔模式，稱戴耀廷

公開為「勇武抗爭」去污名其實好值得
大家尊重，又舉例韓國、台灣民主化歷
史、甚至上世紀英國人爭取女人投票權
嘅時候，所採取嘅抗爭都係以武力為
主。甚至指好少人知道南非前總統曼德
拉曾擺放炸彈去炸毀公共設施對政權施
加壓力，「只係佢會針對死物來避免無
差別嘅傷人攻擊」，以此為佢哋暴力表
達訴求增添借口。不過，原來佢都知道
人哋係針對死物，而唔會傷人嘅咩？又
唔見佢學吓？
最後，佢又「歌頌」戴耀廷作為一位
學者肯走出象牙塔，到街頭牽動「社會
抗爭」，已經非常偉大，指兜兜轉轉，
「法治死去又活來，原來我哋嘅公共討
論都係離不開戴教授。」同時繼續強
調，「香港，有一種法治，叫戴耀
廷。」所以「香港法治」已改名為「香
港戴耀廷」？
最可怕嘅係，網民完全無視張崑陽嘅
盲目吹捧，反而參與其中，例如
「Elaine Li 」就話「謝謝戴教授，張崑

陽，見到現今香港情況，真的好灰，但
睇到你們的文章，見解、行動、心情又
鬆開些。再次感謝，你們為香港『出心
出力』。」心諗係咪真係被「法治戴耀
廷」洗咗腦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網
民
批
戴
為
選
舉
改
口
挺
暴

�&1
��

有種法治叫戴耀廷？ 張崑陽跪舔去到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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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崑陽日前以「有一種法治 叫戴耀
廷」為題發文，詳細地「歌頌」同「吹
捧」戴耀廷。 fb圖片

■劉兆佳表示，目前關鍵在重奪話語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逾千團體2016年舉行集會，發出了市民反「港獨」撐釋法的的主流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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