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港聞 責任編輯：唐偉雄 美術編輯：梁國明 2016年6月28日 星期二

李明逵自2007年退休後已將近十年，但
他仍不忘回饋社會。有感香港青年人及市民
大眾需要更多了解中國歷史，認識國家發展
，加強陸港兩地溝通，他於今年三月，應邀
出任勵進教育中心國情教育委員會召集人，
推動香港國民教育的發展。

李明逵表示，勵進教育中心有幾個的項
目都是以這個理念去推動， 「我們會安排一
些中學的老師，拜訪內地不同的省市，認識

內地發展中的項目，內地的民情，內地的社
會情況，中國的傳統文化，令他們多點了解
國家的情況。」

他說，由1993年開始有第一團國情班，
到現在都只是20多年的事，認為在認識國家
這方面不能太過急進。他強調必須起步， 「
如果93年我無行出第一步，就可能沒有今天
，所以勵進教育中心推動的項目就是讓大家
開始行出第一步。」

李明逵從小喜愛歷史，在偶然的情況下
與警員接觸，開啟了他的警察生涯。 「我在
中學時期已喜愛歷史，1968年到新亞書院歷
史系參加入學面試，當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系主任孫國棟問我有沒有興趣打籃球，其後
便過着一邊打籃球、一邊讀歷史的大學生活
。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中大籃球教練潘克
廉在警察球隊執教，我不時被他叫去和警員
一同練習，結果1972年畢業後，便名正言順
成為警察。」

近年中國歷史成了公開試的夕陽科目，

有人更認為讀歷史沒有用處，但李明逵不以
為然。

他認為歷史教育對他的人生幫助很大，
「警隊查案的偵緝技巧和史學方法接近，同

樣需要講求搜集證據，證明每個持份者是否
可信。另外，除了醫療這類型的專科，大部
分人文教育都是訓練思維，又能擴闊眼界，
對就業謀生很有幫助。」他指出，警隊中都
有不少學生從工程、法律、醫療、藝術等專
科而來，認為大學主要是培養知識、擴闊視
野的地方，來自何種專業都問題不大。

回歸對香港和祖國來說都是一件歷史盛
事，李明逵表示，香港被英國管治了過百年
，不少英國管治過的地方都脫離英國而獨
立，但香港卻可以順利回歸祖國的懷抱。 「
我認為對香港人和中國人來說，更是一件喜
事。」

19年過去了，當年的貝多芬音樂事件至
今仍為港人津津樂道。記者也提問了，李明
逵終於露出了笑容。這位當年的香港回歸保
安總指揮說： 「回歸時，有很多人希望表
達另類意見，我們都抱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歡迎他們表達意見，但須依法安全遵守秩序
。」

不過，有外國組織及異見組織當晚希望
警方劃地讓他們表達意見，李明逵等商量後
，便開放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對開的鷹君
中心的巴士站位置予示威者表達意見。 「如
果有經驗的人士都知道，那個位置是非常開
放、最接近會場、最寬鬆的地方，當時與示

威者有協議，要求他們不要挑釁，因為回歸
是一件喜事，如果因為挑釁甚至因而製造衝
突，不是大家想見到，很多組織接受了。」

但是，1997年6月30日當晚有組織不按要
求在場挑釁，又抬坦克車模型、又抬棺材模
型，又播一些很難聽的宣傳口號，李明逵說
警方亦接到會展及附近居民的投訴。 「當時
同事問到有何方法處理。我們可以考慮搶咪
或拔電線，但是我們不想製造這些衝突場面
。最後選擇 『各自表述』，以音樂將氣氛緩
和。」

他說，當時警方手頭上只有兩隻光碟，
分別是卡門和貝多芬，最後選擇了貝多芬。
澎湃的貝多芬音樂，成了香港回歸會場外
的主旋律。也成了李明逵化解衝突的一記高
招。

憶述當年，對對今朝，李明逵重申，警
察要以依法辦事為原則，但手法要靈活應變
。這，也許就是歷史教育給予他的智慧。

1993年參加國情研習班 眼界大開

李明逵矢志推動國民教育

教育訪談＞＞＞ 唐曉明 呂少群（文） 蔡文豪（圖）

前警務處 「一哥」 李明逵退休將近十年。過去有傳聞稱，很多機構向他
拋出橄欖枝，但均被他拒諸門外。這位昂藏七呎的大丈夫，退休後成立香港
公共行政學院，教內地公務員危機處理，去年應邀擔任香港青少年軍顧問，
今年更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的邀請，成為勵進教育中心理事，
推動國民教育發展。他向《大公報》記者剖白，自從1993年首次踏足內地交
流，加深對祖國的認識，推動他退休後立志為國家及香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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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國情班令老師認識內地

查案似治史 同樣講搜證

播貝多芬音樂化解衝突

李明逵在1993年才第一次和內地接觸，
為他帶來很深的體會。 「我當時43歲，做了
警察20多年，當時在灣仔做到灣仔警區的指
揮官，是總警司階級，但我在1993年以前從
未踏足大陸，當年得警區推薦才得以參加首
次舉辦的國情研習班。」他補充，課程並非
單為警隊而設，對象主要是中、高級的公務
員，特別是政務官，亦有一些是部門裏頭較
為高級的人士。他說，課程內容相當豐富，
令他大開眼界， 「為我們講學的是清華大學
的教授，亦有一些內地高級官員為我們講解
國家情況，在當時來說，國情研習班是政府
的一個有膽識、有遠見的新嘗試。」

爭取機會參與國家發展
上過清華大學為期兩個多月課程培訓以

後，令李明逵加深認識國家歷史文化，了解
國家發展情況，並有意爭取機會參與國家發
展， 「我現在的工作就是培訓內地的公務員
，特別是處長級以上的內地公務員，對我來
說，是對國家的一些輕微的貢獻，亦是回饋
內地很多政府官員，過往對香港的治安的一
些幫助。」

李明逵透露，在他的30多年警察工作所
見，兩地一直有正面的溝通接觸。他指出，
內地公安系統人員，對香港治安、香港社會
的穩定有很大的幫助， 「70至80年代省港旗
兵、AK47、手榴彈橫行，社會震動，後來情
況能夠改善，有賴內地公安部門協助。凡此
種種，令我退休後決定將自己過往在政府的
工作經驗，和內地的公務員分享，尤其是公
安系統的同事，所以後來加入香港公共行政
學院，又在勵進教育中心推動國情教育。」

最難忘任回歸保安總指揮
在李明逵幾十年的警察生涯當中，最難

忘是擔任回歸時保安工作的總指揮。 「那亦
是香港警隊第一次正式和內地公安部門聯手
辦事。在97年以前，兩地在警務交流上已經
非常頻繁，都是以個案查辦、情報互換等為
主。回歸成功有目共睹，之後雙方在一些合
作經驗當中，慢慢推展一些培訓的計劃，如
香港的警務人員回內地接受內地的國情培訓
，內地的公安亦來香港接受一些警務培訓，
加強兩地的交流，我認為是很正面積極的事

。」
李明逵表示，過去很多人擔心香港回歸

以後，警政會受內地影響，實際情況卻恰恰
相反，是香港間接影響內地的警政發展。 「
我以過來人的身份講，香港的警政反而影響
了內地警務的發展，這才是真實情況。現在
，你到內地，看看警察工作，無論是所穿着
的制服、運作模式、服務態度等，都和香港
非常接近，大家捫心自問，是誰影響誰？」

內地推崇香港制度完善
李明逵指出，投入公共行政學院九年多

，發現受訓的內地人員質素不斷改善。由初
時多是上了年紀、快要退休的老幹部，到現
在參與幹部的平均年紀只有30多歲，不少更
是受過大學教育、有豐富的工作經驗，甚至
在外國工作過，回到內地政府部門工作的朋
友都有，他們對香港的認識，遠比很多香港
人對內地的認識為深。 「他們更表示對香港
社會的狀況和成就都好羨慕，好想學習。」

他指出，香港制度完善，現時香港的公
務員體系、香港的社會管理和治安，內地人
仍然非常推崇，香港人應該自豪， 「現在不
是有很多香港人讚香港公務員，反而很多內
地人好欣賞香港的公務員，這是我一直和香
港政府部門的同事提到的，我叫他們不要灰
心，可能有人不欣賞你，但仍有很多內地人
懂得欣賞，不要氣餒。」

李明逵鼓勵香港青年認識國家的歷史文
化，促進兩地關係健康發展，對於近年有激
進組織煽動 「港獨」，企圖 「去中國化」，
他直言 「去中國化」非常可悲， 「做人要知
道自己源頭，從何而來，正如知道父母來自
何處。如果連自己父母都不了解，等於不認
父母，究竟不認祖先是否社會接受？這種 『
去中國化』發展不會長久，認識國家歷史發

展，對自身的人文素質非常重要。」
他指出，未必所有香港人都不認識國情

， 「有很多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得很好，有些
回內地接受教育，並留在內地發展，亦有很
多青年人從外國讀書後回內地發展，當然有
些人對內地認識不深。」他鼓勵對國家認識
不深的人像他93年的時候一樣，願意踏出認
識國家的第一步，了解內地的真實情況。

去中國化猶如不認父母

▲李明逵出席由勵進教育中心舉辦的 「青心直說」 講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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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逵鼓勵香港青年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