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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雖然前財政司
司長梁錦松善意忠告 「今天香港的情況是否壞到了
民不聊生，揭竿起義的時候？」但激進學生組織 「
學聯」依然發起罷課，又以通牒方式要求特首參加
對話否則將 「抗命」行動升級。對此，香港公開大
學二年級學生李佳斌提出四點質疑，其中之一是罷
課的中大生是否代表中文大學近五萬學生對政改的
看法？他批評，政改關注組鼓動學生抵抗所謂 「中
國殖民者的入侵」，完全不合情理。

騎劫民意不能代表全部學生
李佳斌接受專訪時，對學聯發動的罷課提出四

點質疑。首先，聲稱代表學生的學聯，以及最近成
立的政改關注組，究竟是代表民意還是騎劫民意？
「中大的罷課學生，是否就能代表中大近五萬名學

生對政改的看法，政改關注組提及罷課學生的數字
，又能否代表整間學校的罷課學生。」

李佳斌又問，學聯要求香港選舉制度一步到位
，由沒有 「普選」一下跳到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到底是否合乎香港現時政制的發展情況？ 「現時
有部分偏激的學生團體要進行公民抗爭，到底今次
罷課是為了什麼，有何意義？」他說，偏激團體又
明言，現在不實行普選就等於放棄香港，香港將會
前途盡毀。 「香港是否有需要全民去參與政治，放
下工作和學業去上街？抑或是回歸現實，先搞好香
港的民生、就業和升學。現時大家都將香港前途與
普選掛鈎：無普選，香港前途盡毀，有普選，香港
前途光明，這樣的掛鈎又是否公平？」

李佳斌指出，作為理性大學生，要麼繼續理性
推動社會，將社會矛盾繼續升溫，火上加油，還是
要 「停一停，諗一諗」，是否要 「搏盡」衝擊社會
秩序？他批評，一些香港人對普選存在錯誤觀念，
「誤以為香港是一個政治實體，香港變成一個國家

，香港應該和中國政府一樣擁有自治權利、政治地

位，香港人有權為香港事務作完全的決定。政改關
注組用煽動性詞語，鼓動學生要抵抗中國殖民者的
入侵，保護香港人的利益。我們是香港的一部分，
何來中國的殖民者？」

有步驟磋商不要「一步到位」
李佳斌表示，作為大專生，他不反對學生罷課

，但亦不贊成學生罷課。他解釋： 「大家活於不同
年代，大家有着不同的經驗，不同經歷就會作出不
同的決定，大專生應體諒人大常委的決定」。大家
要有步驟地磋商普選方案，而不是硬要 「一步到位
」。他又反駁泛民所謂 「選委會」都是由中央任命
組成，殊不知民主黨和泛民都有代表參加選委會選
舉，只是得不到選民的青睞給予一張入場券， 「為
何泛民一方面不認同選委會，但他們又要去玩1200
人呢？」他表示，大專生建議對政改方案不要 「一
刀切」，宜對提委會組成部分作出修改。

大專生四問質疑 學聯

授權大公報獨家刊登共同聲明

罷課前罷課前想清楚想清楚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會長 蔡加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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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重要時刻，我們一班長期參與青年事務的朋友，本
着愛國家、愛香港、愛青年之心，發表如下共同聲明。

（一）我們對時局的看法
圍繞香港普選制度的爭論曠日持久，如果任由紛爭和分歧持續，香港社會

將無法達成共識，普選更將變成遙遙無期的 「鏡中花，水中月」。佔中、罷課
、公民抗命，如成為社會的常態，香港的繁榮、穩定、和諧，甚至香港的民主
、自由、法治都會受到損害。

民主和自由從來都是有前提的。眼下香港的情況，似乎朝這一目標越走越
遠。政治從來都是需要反覆協商以達至妥協的藝術，政制發展更需要循序漸進
，不能一蹴即就。因時易勢，推陳出新，民主政制才會有持續的進步。走上街
頭，佔領中環，民主政制發展恐怕只會不進反退，值得三思。

我們尊重學生們表達意見的權利，亦理解他們追求民主的激情。但我們認
為學校是一個學習和授課的地方，不贊成將政治矛盾帶入校園，更不贊成用罷
課來達致某種政治目的，以免影響日常教師的授課和學生的學習。

（二）我們堅持的價值
堅持愛國愛港：香港人是背靠祖國的。香港與祖國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從

來都是不可分割、緊密相連、榮辱與共。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愛香港，愛中國，應該是每位香港青年的情感 「底蘊」。

堅持法治與社會和諧：尊重傳統，維護法治，弘揚公義，發揚愛心，是構
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元素。我們承傳尊重法治、社會和諧的價值，希望香港市民
和衷共濟，事事以守法為先，為他人設想，追求雙贏，而不追求一己利益或理
想之獨大。這樣，社會才會和諧，整體社會質素才會改善。

（三）我們的期望
我們希望青年人要跳出香港思考問題、看世界。我們絕對應該追求民主和

法治，但民主的根本就在於集體理性的存在，而集體理性的思維與行為更是法
治的力量源泉，是人類構建社會和諧，攜手共進的基礎。在一個法治社會，青
年人應該理性考慮如何在現有的框架上，在合情、合法、合憲、合理的情況下
，逐漸地去增加民主成分。

青年創造未來，香港的明天掌握在青年人手中。從前，我們的先輩靠着獅
子山下的 「香港精神」，創造了繁榮、自由之香港。 「香港精神」歸根結底是
一種自強不息和腳踏實地的奮鬥精神。建議今日的香港青年人，繼續堅守和弘
揚 「香港精神」，承傳上一代的成功根基和原則，親手創建繁榮、自由、民主
、法治之香港，繼續編寫獅子山下的精彩傳奇。

一個紛爭四起、內耗不息的社會，只會對香港青年徒添貽害。一個包容和
諧、共創發展機會的社會，才能迎來香港更美好的明天。

我們愛香港，因為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願意承擔，為香港整體利益付出
。我們要做社會的引領者和 「正能量」的創造者，共同使我們的家園變得更加
美好！

【大公報訊】在政改的關鍵時刻，反對派以罷課、 「佔中」
頻頻為普選設下路障。十五位香港青年領袖昨日授權大公報獨
家發布《香港青年領袖共同聲明》。聲明中，他們憂慮 「佔中」
、罷課、公民抗命若成為社會的常態，將有損香港的繁榮、穩定
、和諧，甚至民主、自由、法治。青年領袖表示，尊重學生們表
達意見的權利，亦理解他們追求民主的激情，但他們不贊成將政
治矛盾帶入校園，更不贊成用罷課來達致某種政治目的。他們希
望青年人要跳出香港思考問題、看世界，繼續堅守和弘揚 「香港
精神」 ，親手創建繁榮、自由、民主、法治之香港，續寫獅子山
下的精彩傳奇。

香港青年領袖共同聲明內容如下：

本港的大學生甚至中學生，最近在反對派的慫慂下，決定於本
周進行罷課，以反對人大關於政改的決定。作為學生，關心社會是
成熟的表現，值得鼓勵。但罷課的學生中有多少人完全理解人大的
決定和香港當前的政治局勢，恐怕是個大大的問號。陳寅恪先生提
出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被視為教育的靈魂，值得所
有學生細細咀嚼，切勿人云亦云。在罷課前，先想想清楚，罷課的
意義何在？最後亦有可能為此負上高昂代價。

就中學生參與罷課、 「佔中」等活動，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早前
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72.6%被訪者認為這會對其未來前途發展有負
面影響，61.3%被訪者認為社團及組織不應發動中學生參與；近六成
被訪者反對中學生參與。另外，調查結果顯示，有70.5%的被訪者認
為教師應該明確告知中學生，參加佔中可能會涉及違法，會有嚴重
後果。

由此可見，社會的主流意見均反對罷課、 「佔中」，尤其反對
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學生參與，因為這會影響他們的正常學業及未來
前途。社會的主流意見也認為，教育界及家長應該明確的表明反對
中學生參與罷課、 「佔中」等政治性活動，並要告之其涉及違法等
嚴重後果。毋庸置疑，全社會都應關心愛護青年學生，讓學生能專
心完成學業，有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

現在，罷課的時間訂於9月底， 「佔中」的時間雖未公布但極有
可能是10月1號。從時間上來看，兩者可謂 「無縫對接」，顯而易見
，罷課是 「佔中」的熱身，目的是利用罷課來為 「佔中」造勢。罷
課組織者已經揚言不排除將行動升級，包括佔領行動。罷課期間，
反對派安排大批教師 「講課」，目的就是向學生 「洗腦」，鼓動他
們不計後果地參與 「佔中」。學生經過一個星期的 「洗腦」後情緒
高漲， 「佔中」啟動時自然會全情投入並成為主力。

反對派一邊說不鼓勵學生參與 「佔中」，但為何一邊又暗中誘
使學生 「佔中」？只要稍加分析便可明了。反對派天天將 「佔中」
掛在嘴邊，但遲遲未見行動，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這種並非香港
主流民意的行為，但口號已經叫了超過一年，再不行動便會失去支
持者的信任。為了壯大 「佔中」聲勢，反對派便不惜利用學生，因
為學生年紀輕又是社會的希望，當他們有一些出格言行的時候，社
會往往會較為寬容，處罰也會輕一些。

但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違法的 「佔中」者必然會受到法律的
制裁，學生一旦被拘捕檢控、留下案底，將前途盡毀。為什麼反對
派以 「去飲」來代替 「佔中」？就是為了在事後逃避教唆犯法的檢
控。當反對派成功唆使學生衝上前線後，必然躲在幕後，通過操縱
學生來逃避刑責，由此可見，罷課純粹是反對派以犧牲學生的利益
為代價來撈取自己的政治資本。最顯而易見的證據就是，為什麼反
對派從來不鼓勵自己的子女罷課和 「佔中」？

我們相信計劃參與罷課的學生是因為愛香港，是有理想有熱情
、純正衝動的年輕人，但表達意見的方式必須合法，不能損害他人
的合法自由和利益。 「佔中」偏偏以違法的手段表達政治訴求，以
犧牲其他市民利益作為威脅籌碼，這顯然與香港的核心價值背道而
馳。老師和家長們應該為學生撥開迷霧，協助學生走上一條正確的
康莊大道，而不是將青春貢獻給馬路。事實上，中央對於政改的討
論一直是開放透明的，學生大可以通過合理合法的渠道表達意見。

因此，準備罷課的學生，不妨想一想，自己的行為是否合理合
法呢？是否對得起父母的殷切期望，社會所投入的資源？我認為，

身為學生不是應該以努力認真學習為大
前提嗎？期望將來事業有成，以報答父
母亦不辜負社會。

本港絕大部分學校接受政府資助，
並由納稅人負擔。學生一旦罷課，將白
白浪費資源。看着一腔熱誠的學生被利
用，在以身試法下，身心可能受到傷害
。社會各界和家長們應合力保護學生，
讓學生以專注學業為主、身心健康為重
，遠離不負責任的政治團體，因為莘莘
學子都是香港的未來。政青的調查也顯
示，有70.1%的被訪者認為罷課、 「佔中
」對政改沒有太大影響。可以預見，罷
課不但最終一無所獲，更會浪費了自己
的寶貴時間，錯過了學習機會，甚至傷
害了自己和愛自己的人。

▲李佳斌質疑學聯和政改關注組聲稱代表
學生其實是騎劫民意 本報記者黃穎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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