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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來 題 目 想 用
「Condom」這字眼，

但這對於被同路人出賣的林子健來說，
或者太無情。偶然在網上找到這位民主
黨成員2日在被判即時入獄五個月後，
發給傳媒的一封信，他仍高喊「我本無
罪！」、「謝同路人！」，但當天為他
站台的李柱銘、林卓廷、何俊仁、李永
達、李卓人等「同路人」都已齊齊噤
聲，筆者能想到給林子健最貼切的形容
詞就是：「一次性烈士」！

廁紙定底褲？心中要有數
「就算係一張廁紙、一條底褲都有

它本身的用處。」這是《國產凌凌漆》
內的經典對白，這句話對民主黨的人來
說都應該記在心中，因為他們在黨內掌
權者心目中，到底是「一張廁紙」？還
是「一條底褲」？這直如瞎子吃湯圓，
自己心中要有數！
李柱銘曾經是香港最著名的大律

師，林卓廷、何俊仁、李永達、李卓人
等人也與政治、法律打了大半輩子的交
道，上述哪一位不知道向警察做虛假陳
述需要承擔法律後果？但他們在2017
年8月11日上午11時以民主黨的名義
召開緊急記者會，而「主角」卻是一個
在黨內無足輕重的林子健，然後經由林
的嘴巴說出他在8月10日被疑似「中
國強力部門」擄走禁錮的故事。
若對當年那場記者會仍存有印象的

話，應不難肯定這只是一次「用完即
棄」的安排，因為「用釘書機逼供」、
「被迷昏後自己醒來，吃了個魚柳包再
去報警」等橋段的荒誕程度實在不亞於
電影情節。林子健多番未能自圓其說，
這顯然不是一個親歷其境的人應有的表

現。
但現實畢竟不是夢

工場，並不是你把荒
誕橋段說一說，轟鬧
一番就了事，在警方
介入調查後，林子健
需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起法律責任。雖然
上訴至高等法院，但高院法官李運騰2
日頒下判詞，駁回林子健的上訴，認為
原審裁判官信納以閉路電視片段認出林
子健的做法合情合理，林子健須即時入
獄服刑。判詞中提到，綜合辯方所有上
訴理據，無論是分開考慮還是整體而
言，都未能使定罪不安全或不穩妥，故
此駁回被告的上訴，須即時入獄服刑。

現實非電影需為言行負法責
法庭與警方對所有證據做了一次長

達四個月的檢閱，如果林子健真如其所
言是「冤獄」、「政治迫害」，那他當
可提出有力證據，若欠缺法律支援，李
柱銘大律師當出山義務相助，但是，一
切止於此，說明林子健在黨內的價值止
於2017年的那一場記者會，完了就是
完了。至於「烈士」與否，只要林子健
自我感覺良好便無礙，你何曾見過人對
用過的廁紙說一聲「不好意思」？
高等法院一紙判詞下來，這場戲已

經收官，林子健已經成為「一次性的烈
士」，在未來的五個月，甚至更遠的以
後都不會再有他的戲份了。林子健在這
種結局下仍要發出自白信公告天下，為
送他入獄的同路人說一聲謝謝，仍要相
信自己是一場政治陰謀的犧牲品。他寫
這封信的動機值得玩味！

筆者想起曾在網上看過一句金句：
「陰謀論讓簡單人自認為不簡單！」

微 軟 創 辦 人 比 爾 ． 蓋 茨 （Bill
Gates）日前提出警告，新冠病毒遠比
其他病毒更具致命性及傳染力，恐成
「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對世界構成
嚴重威脅。比爾．蓋茨呼籲全球領導人
要做好長期作戰的準備，刻不容緩展開
相關行動，建議富國必須幫助窮國，建
立更好且更大的疫苗開發系統，各國企
業共享訊息，大家攜手抗擊疫情；並捐
出1億美元援助疫情治療的相關工作，
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中外企業家也有
響應捐款或捐贈有關醫療裝備、藥物
等，證明人間有情、各界有義。

要對抗這百年一遇的疫情，就要和
時間賽跑，全世界的醫學專家都在爭分
奪秒研發新藥和疫苗。據悉，美國一家
企業的治療藥物已開始進行臨床人體試
驗。中國日前首批志願者已接受疫苗注
射，醫學團隊會定期追蹤監察，望能早

日取得療效，率先創新發明醫治COV-
ID-19病毒的疫苗，捷足先登為國爭
光。相信在醫學專家的努力下，再過多
些日子疫情便可以受控甚至消失，大家
恢復正常生活。但一部分醫學專家預
測，此病毒也有可能成為風土病，於今
年冬至或明年春季會再行爆發。
事實上中國具有天時、地利、人和

的條件，國土遼闊，氣候、土地適宜種
植各種藥材及香料（包括八角、良薑、
麻黃等）；人才方面，中醫已有幾千年
的歷史，且留存了不少中醫藥治病救人
秘訣的書籍，加上西醫學術治病有如錦
上添花，可利用中西醫學結合的方法對
付瘟疫，比其他國家略佔優勢。舉國上
下對於醫學、科學、生物的專家的才智
充滿信心，預料以一年的時間當會聽到
佳音。預祝新冠肺炎疫苗早日研發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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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洗牌能否重塑香港共識
世局變遷從來不都是線性

的，往往可能產生意外突

變，病毒就不止一次扮演着

巨人殺手，成為改寫人類歷

史的狠角色。這一次，新冠

病毒很可能加速西方世界的

縮小和美國霸權的衰敗。一

旦世局劇變，香港尚能沿着

舊的政治路徑，延續舊的政

治話語嗎？

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新冠疫情對世局的影響仍在深化之中，國際關係
學界眾說紛紜，難有定論。筆者認為，新冠疫情對
地緣政治的首要衝擊可能是國際公共品（Public
Goods）的短缺，也就是很可能跌入約瑟夫．奈伊
（Joseph Nye）所提出的「金德伯格陷阱」
（Kindleberger trap）。

美無暇無力提供國際公共品
進入新世紀，美國連中三擊重拳：2001年遭受

「911恐怖襲擊」，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引爆
全球金融海嘯，2020年陷入新冠疫情危機。前兩者
都令美國元氣大傷，而後者的影響還在不斷惡化之
中。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更須重整國內治理，很可
能無暇甚至無力提供國際公共品，也不願意承擔應
對全球危機的召集者。前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
（Kurt M Campbell）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倡議
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冠狀病毒可能重塑
全球秩序》一文中論斷：「到目前為止，華盛頓未
能通過（新冠病毒大流行對美國的）考驗。」這篇
長文發表在美國最具分量的政治期刊《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首次將對美國的考驗與標誌着
大英帝國全球大國地位衰落的「蘇伊士時刻」相提
並論。

問題在於，當世界失序而美國缺位之際，「金德
伯格陷阱」的風險可控嗎？中國能夠在多大程度
上、多大範圍內成為國際公共品的替代供應者？中
國目前似乎並沒有急於去填補這個真空。2008年金
融海嘯之下，美國自身難保，G20領袖峰會方應運
而生，成為新的國際協調機制，而中國此後一直致
力依託這一機構和平台來發揮自己的國際影響

力。近期的G20領袖網絡視頻會議，體現的也是這
一思路。
地緣政治畢竟是國家實力的比拚。瘟疫蔓延、經

濟蕭條之下，能夠屹立不倒的唯有少數幾個大國。
憑藉着完整的產業體系和足夠的戰略縱深，中國不
單單能夠獨善其身，而且也具備提供更多國際公共
品的實力。
疫情全球蔓延下，中國目前已基本上成為全球

少有的安全淨土，並在探索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
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在當前世界抗疫格
局中這種較為超然的地位與角色，無疑令人聯想
到美國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角色。事
實上，中國對歐洲中小國家的支援、支撐，已令
帶着有色眼鏡的政治觀察家驚呼：北京要重構歐
洲。

大政府強政府可能重新回歸
比全球地緣政治大洗牌影響更為深遠的當然是話

語的重塑。面對激烈尖銳的地緣政治衝突和難以調
和的社會深層矛盾，原有的政治學、社會學等理論
已經無法提供具說服力的論述，恐怕更難以提出有
效的解決之道。舊話語逐一消融，新冠病毒很可能
意外地為新自由主義蓋上棺木，「華盛頓共識」也
一同陪葬。大災大難面前，蕭條重臨之際，不論是
東方還是西方，大政府、強政府都可能重新回歸，
公共治理或許嘗試擺脫資本之手的控制，而在秩序
與自由之間的舊有平衡也會被擊穿。不過，新話語
未必能夠登上舞台，話語的真空將會導致更大的混
亂和不確定。
香港經濟在黑暴與疫情的雙重打擊下已經步入冰

封級衰退，政治危機自「修例風暴」延燒至今，愈
演愈烈，反對陣營揚言要在立會過半後會使用「大
殺傷性憲制武器」。形勢無疑分外嚴峻，只不過當
我們抬起頭來，把目光從香港自身投向全球，或許
一個大詰問會在心中慢慢浮現：香港真的尚能孤懸
國際格局之外而不為所動？
香港今日之地位，來自冷戰與後冷戰的雙重塑

造。冷戰年代特別是1949年至1972年期間，香港
身處西方陣營，是美國對華禁運、反共情報戰、心
理戰的前沿。1972年之後，受惠於中美共同對抗蘇
聯的戰略共識，香港成為中美之間的重要貨物、資
金和信息通道，享受着獨步天下的左右逢源優勢，
更在1979年中美建交、內地實施改革開放之後，貿
易、航運、金融和地產業加速發展，成就香港優勢
支柱產業的輝煌。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次年
制訂《香港政策法》，作為後冷戰時代對港的總策
略，推動香港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方面示範
中國內地。香港的經濟繁榮受惠於斯，而近三十年
的政治博弈也不脫這一框架，飽受美国政治勢力的
干預。

「一國兩制」制度框架方能庇護港人
歷史敘事的另一條脈絡也一直沒有中斷。二戰之

後從內地湧入的大批難民以及半個多世紀受歷次政
治運動影響而逃至香港的移民包括他們的後代，由
個人與家族的際遇和記憶、見聞構成了恐共、拒
共、反共集體潛意識。這是香港人口結構的獨特歷
史因素。「六七暴動」固然迫使港英當局不得不改
弦易轍，推動社會治理改革，也同時深化、加固了
懼共、拒共的民心結構，更是香港本土思潮的肇

端。香港主流社會對內地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不認
同，沒有因為回歸而改變，也沒有因為新世紀大國
崛起、民族再興而出現結構性變化，人心疏離甚至
在這個進程中反而進一步強化。
兩大脈絡的疊加形成香港政治困境的底色。毋庸

諱言，中環的精英階層甚至包括不少身居高位要位
之人，內心也擺脫不了上述兩大脈絡的束縛，一方
面仰歐美之鼻息，另一方面並不真心認同國家恢復
對香港行使主權，對於中國再度復興更是抱持深深
的質疑。
地緣政治洗牌正在改變世界力量對比，未來的世

界可能出現多極世界政治體系而難以繼續由美國一
強獨霸，而香港在冷戰和後冷戰中所形成的舊有地
位必然被改寫。第一條脈絡——形塑香港的國際政
治框架業已裂解，反對陣營還能指望美國的「長臂
管轄」繼續發威嗎？
值得期待的是，在大動盪、大變局的當下，「一

國兩制」制度框架方能為港人提供健康、財富和安
全的避風港，體現「一國」對港人的庇護，進而鬆
動持續長達逾七十載的拒共、懼共民心結構。在新
冠紀元之下，港式自由主義的話語內核，已經難逃
被抽空的命運。試問，香港人的愛與怕尚能一成不
變嗎？香港人是否需要凝聚新的共識，重建信任政
治？！
「我們不能想當然地看待任何事物——一百年

前，英國海軍還是戰無不勝的隊伍。」地緣政治大
師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17年前已經如
是警示美國霸權。俱往矣！
一切皆無定數，且讓我們銘記所有的可能性。

（《新冠元年港人的怕與愛》系列三之三）

2019冠狀病毒(COVID-19)病疫極其猖獗，讓全世界陷入
了無底深淵。美國的病例在上周五突破10萬，短短幾天又增
加了一倍多，美國成為了「全球病例第一」，讓美國人和特
朗普總統倍感沮喪。
因為防控力度不夠，疫情不僅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相反不

斷惡化，讓美國陷入了比2001年「911」恐襲事件和2008
年金融危機更恐怖的危機。特朗普雖一直在追求和吹噓其領
導下的「美國第一」，但「全球COVID-19病例第一」這個
名頭是美國人乃至全球人無論如何都不想要的，但現在看，
特朗普要甩掉這頂致命的帽子可沒那麼容易。
美國為何深陷疫情危機且危機愈演愈烈？美國政界、社會

各界和媒體輿論都在反思深思。從各方面的輿情反應看，主
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重救市救企救經濟輕救人救命
一是對病毒的漠視、對疫情的輕視。在美國發現病例後，

當局先是否認，接着輕描淡寫，繼而在社會輿論的追問下反
覆表示美國有強大的實力，有足夠的能力防控疫情，甚至信
誓旦旦地表示疫情「完全在控制之下」。美國領導人的這種
輕視、傲慢、盲目樂觀和過於自信，誤導了很多人對疫情的
判斷，也造成了疫情爆發後從上到下的驚慌失措。真正對白
宮造成疫情驚慌的並不是病例的增加，而是華爾街股市的接
連狂跌。
二是偏重救市救企保經濟。客觀講，在疫情加劇後，美國

政府是採取了一系列舉措的，但從特朗普總統本人及其政府
高官的言行看，美國至今的抗疫重點仍偏重於救市救企救經
濟，而不是首先立足於抗擊疫情，救人救命。

特朗普本人就公開宣稱，疫情衝擊下拯救美國經濟和金融
市場更重要，只有力保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才能確保美國的
強大偉大，美國不能因為要防控疫情，解決病毒問題，而把
解決方案搞得比問題本身還複雜。美國一年因為交通事故就
死去不少人，但並沒有因此而宣佈禁止交通，言下之意大規
模封城沒必要。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美國當局及其抗疫的態度、重點和政
策舉措出現了不應有的偏差。與世界其他國家宣佈的硬性隔

離等強力措施相比，美國要寬鬆得多。當局主要是告誡人們
保持社交距離，甚至連口罩都不要求人們戴。美國前期對病
毒檢測不重視，至今受檢者按人口比例也遠遠不如韓國、德
國和新加坡等國，檢測不夠不力導致了病毒的快速傳播和交
叉感染，隔離鬆垮導致了防疫漏洞百出，救助政策的重點偏
向救市救企造成了美國防疫醫療物資和設備用品的嚴重不
足。
三是站位自私，內外混亂。美國作為世界大國，抗疫涉及

到內內外外、上上下下、各行各業和政府民間等各個方面，
必須集中統一，周密部署，才能形成合力。

各自為政各自為戰各自為策
但直至目前，美國50個州、哥倫比亞特區和海外領地仍是

各自為政、各自為戰，各自為策，各州埋怨聯邦政府缺乏及
時必要的支持，聯邦政府把責任推給各州，各州之間互相爭
奪抗疫應急物資和防護用品，特朗普的態度是誰聽他的話就
給誰下撥物資，結果是民主黨人擔任州長的那些州紛紛抱怨
吃虧。

而處在美國大選年關鍵時刻並發誓要連任的特朗普，更是
被認為時時處處不忘利用抗疫為其競選連任服務。特朗普之
所以在救經濟還是救人命之間左右搖擺，根本原因不是他不
明白疫情的嚴重性，而是在根據其利益需要進行取捨。

美國與世界各國關聯最大，特朗普一貫的獨來獨往、變化
多端的另類執政風格在國內有很多部門和很多人不適應，在
國際層面更是造成了很多矛盾和問題，如歐洲國家對美國事
先一聲不吭就突然宣佈對歐洲國家實行旅遊禁令很是不滿，
而美國內部又因政策規定不明導致很多事情的具體安排落實
出現混亂。
疫情下的美國，除了恐懼、焦慮和悲慘，更有亂象叢生。

只要這種狀況繼續下去，美國的疫情短時間內很難得到遏
制，由此造成的各種次生災害也將不可避免。美國因企業大
批虧損和關閉，失業人數出現了3,000%的暴增，申請失業
救濟金者排起了長龍。美國的醫院已經人滿為患，呼吸機、
口罩和手套等嚴重緊缺。美國何時能擺脫疫情危機，目前是
個未知數。

美國為何深陷病毒危機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吳志隆 就是敢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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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建議建制派，應盡快草擬「守護『一國兩制』承諾
書」，提交特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參
詳，促請其以是否簽署此承諾書作為政治人物參加香港各類
公職選舉資格認定的首要標準，有效杜絕「港獨」分子參選
之路，予反對派囂張氣焰沉重一擊。

香港有關各類公職選舉條款均規定：參選人須按照法定的提
名程序在提名表格內簽署聲明，示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
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參選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

承諾書須明確「一國兩制」行為規範
承諾書應清晰列舉「一國兩制」下特區各方政治團體及人

物必須遵守的基本行為規範，不給「港獨」分子可趁之機。
主要有以下八條：
第一，政治歧見不影響對民族、對國家的感情和認可，以

「和而不同」為取態，堅持中國人身份認同，尊重國家主體
的社會制度，不發表顛覆言論，不從事顛覆行動；第二，就
國家發展有關事宜建言獻策應予鼓勵，基於理性客觀的批評

也屬積極行為，但不應毫無根據地橫加指責甚至造謠污衊；
第三，香港前景與國家發展緊密相連，各方應大力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促進香港和內地各方面深入合作，刻意保持
距離實屬不智；第四，任何煽動「港獨」、「自決」之行為
均屬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悖逆，應予堅決禁止；
第五，特區事務屬於「一國」框架下的內政，任何政治勢力
均不應尋求引入西方等外部勢力進行干預，以免踏入「叛
國」泥沼；第六，唯有堅守法治才能有效維護「一國兩
制」、確保特區穩定繁榮，以暴力乃至恐怖行徑追求政治目
的應依法嚴懲；第七，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特區民主
政治進程只能依據《基本法》相關規定理性協商、循序漸
進，不可以「攬炒」之激進偏執心態蠱惑民眾、撕裂社會、
製造動盪；第八，任何政治人物但凡有違反「一國兩制」之
言行或涉及煽暴、施暴，特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即可立即取消
其參選資格及經選舉獲得的公職。
一言以蔽之，是否願意簽署並踐行「守護『一國兩制』承

諾書」就是判定「港獨」與否最客觀、最明晰的標準。

阻擊「港獨」分子參選奪權須有實招
白冬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