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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題字為香港人打氣

20歲成年人當與內地共謀發展

譚耀宗：居安思危迎下個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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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versaryth

譚耀宗的議員生涯，由1985年擔
任勞工界立法局議員開始，自2016年
放棄競逐連任新界西立法會議員結束
，橫跨逾30個年頭，是建制派中議會
資歷最深的老將。回想香港議會文化
的變遷，譚耀宗說，部分循地區直選
晉身立法會的議員為爭取表現，開始
變得激進。

他認為，香港需要實踐 「優質民
主」，若只懂反對政府，對社會並無
好處。

上屆立法會，梁國雄、黃毓民、
陳偉業和陳志全多次透過 「拉布」和

衝擊等手段擾亂議會秩序。譚耀宗說
，陳偉業回歸前擔任立法局議員時，
熟悉基建和地政議題， 「當時他還是
民主黨員，在議會表現斯文、講道理
」，但議會文化自梁國雄於2004年當
選立法會議員起有所改變，擲物、衝
擊、 「拉布」等伎倆相繼出現。

譚耀宗批評 「拉布」令香港錯失
很多發展機遇， 「以為這樣（ 「拉布
」）能夠突出自己、監察政府，有時

候我覺得是錯。」
到了新一屆立法會， 「拉布四人

組」雖然只餘下梁國雄和陳志全，取
而代之的是以 「自決派」自居的新議
員。對譚耀宗而言，這些新議員只是
走回 「前輩」的舊路，看不到議會文
化會有所轉變。

譚耀宗認為，香港社會在爭取民
主、要求普選的同時，亦需強調要實
踐 「優質民主」。 「我們希望大家能
夠有一條比較理性的道路，而不是一
天到晚反對政府，這對社會有什麼好
處？」

時空回溯至1997年6月30日晚，灣仔
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當
時以特區籌備委員會成員兼特區政府第一
屆行政會議成員身份出席典禮的譚耀宗，
親身見證着國家恢復對港行使主權的歷史
性一刻。譚耀宗回憶說，當日已故國家領
導人鄧小平之妻子卓琳亦有到場。 「我們
在後台看到她（卓琳），當時大家都很開
心，也很感懷，因為鄧小平生前也希望自
己能夠出席到（回歸大典），可惜他離開
了。」譚耀宗感慨地說，鄧小平提出 「一
國兩制」，亦一直關心基本法起草工作，
對他未能見證香港政權移交感到惋惜。

爭議難免 整體成功
1985年，譚耀宗以35歲之齡出任基本

法草委，是當年59名草委中最年輕的一員
。他說，香港在回歸前的過渡期間，整體
社會氣氛都是支持回歸、支持 「一國兩制
」的。如今香港已回歸20年，譚耀宗認為
，香港的發展歷程中出現一些爭議在所難
免，但這些年的發展說明 「一國兩制」對
國家和香港都好，總的來說是成功的。

譚耀宗認為，要做到國家領導人所言
，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不走
樣，不變形」，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
。他以去年部分反對派議員在宣誓時改變
誓詞內容，甚至有人宣揚 「港獨」一事為
例， 「搞成這樣太過分，已經偏離了基本
法，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作出（釋法
）決定，我覺得正確，將事情扭轉過來。
」他強調基本法23條立法能夠有效遏止 「
港獨」，立法亦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

要有全局及「一國」概念
「香港從來都是國家領土的一部分，

香港不只是（屬於）700萬香港市民，要
有全局、 『一國』的概念。」譚耀宗認為
，特區政府需要加強年輕人對國家和香港
歷史的認識，讓年輕人慢慢看到國家進步
和發展。講到自身的經歷，譚耀宗說，他
自幼受父母薰陶，因而培養出家國情懷。
「記得當時（內地）出第一隻手表─海

鷗牌手表，大家都爭着去買；（推出）春
雷收音機，大家又覺得很自豪，有那種愛
國情懷。對於國家每一個進步、發展都很
有感觸和認同。」對於香港這個已20歲的
「成年人」，譚耀宗認為港人應居安思危

，迎接下一個10年。他坦言，部分內地城
市的發展已經開始趕上香港，因此香港應
積極思考如何與內地共同發展，否則只會
當上《龜兔賽跑》中的兔子， 「以為自己
很厲害，結果停滯不前。」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0周
年紀念日，原基本法草委、民建聯
會務顧問譚耀宗見證了香港回歸進
程中的種種風波與挑戰。譚耀宗接
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要確保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 「不走

樣，不變形」 ，必須嚴格按照基本
法辦事。對於香港這個已20歲的
「成年人」 ，譚耀宗認為，港人應
居安思危，思考如何與內地共謀發
展機遇。

只懂反對政府 對社會無好處

今年是民建聯創黨25周年，25年
來，譚耀宗亦與民建聯一起走過了 「
擇善有為」之路。1992年，譚耀宗與
曾鈺成、程介南等56人創立民建聯。
經過多年來的高低起伏，民建聯今天
已發展成為擁有三萬多名成員的政黨
。展望未來，譚耀宗期望，民建聯能
夠為香港社會培育更多政治人才。

回想創黨時的期望，譚耀宗道出
12個字─ 「平穩過渡、繁榮創富、
安居樂業」。他說，當時適逢回歸前
的過渡期，港督由衛奕信換成彭定康
後，香港政權平穩過渡的工作出現爭
拗，民建聯不時要奔波於香港和內地
之間，向中央政府反映港人憂慮。 「
我們（民建聯）將港人的擔心帶上內
地，例如公務員怕（回歸後）沒有雙
糧，還有機場問題、國籍問題等，這

些中央後來都作出了安排。」
2003年，民建聯在區議會選舉中

大敗。譚耀宗坦言，這對民建聯的衝
擊很大， 「對方（反對派）一句 『踢
走保皇黨』，令我們很多議席都失去
了。當年派了200多人參選，只有60
席左右（當選）。」

那場選戰過後，民建聯痛定思痛
，更加重視地區工作；2005年，民建
聯與港進聯合併，加入很多專業界別
和工商界人士，實力逐漸壯大。默默
耕耘下，民建聯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
中取得13席，成為立法會第一大黨。
2016年，在港島直選減少一席、多區
競爭極為激烈的情況下，民建聯在立
會選舉中亦取得12席，維持立會第一
大黨的地位。

2008年，馬力因病去世，譚耀宗

臨危受命，擔任民建聯主席，至前年
卸任，由李慧琼接任。他認為，李慧
琼接棒當上黨主席，標誌着民建聯有
新一代發展， 「我們（歷任主席）原
來都是創黨成員和元老級人馬，她（
接任）有一種新的感覺：年輕、專業
、女性。」

民建聯需進一步提升
被問到對民建聯未來的發展有何

期望，譚耀宗表示，民建聯已成立四
分之一個世紀，需要有進一步提升。
「香港專業人才不少，懂得政策的官

員也很多，但是政治人才的培訓有一
定難度，所以我們（民建聯）會為整
個政治大局培訓政治人才，可能是參
政議政，可能是進入政府架構，我覺
得我們應該要着力多些。」

一起走過擇善有為之路

《東方之珠》繼續璀璨奪目

▲譚耀宗表示，部分內地城市的發展已經開始趕上香港，此時此刻，香港應該積極思考如何與內地
互相配合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專訪 大公報記者 許嘉信 李 淇

▲回歸大典當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
（左二）與譚耀宗（右一）握手

受訪者供圖

問：香港回歸20周年，讓你想到什麼歌
曲？

答：去年年底的民建聯籌款晚會，我和李
慧琼合唱了一曲《東方之珠》。這首
歌是我選的，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很能
夠代表香港。一講起 「東方之珠」，
大家就會想起香港，這是香港的美譽
。我們要像視自己的愛人般愛護香港
，希望它可以繼續光輝燦爛、璀璨奪
目，為國家和香港人可以有所貢獻。

問：假如有一個10年後才能打開的時間
囊，你會放什麼物品進去？

答：市民很緊張住屋問題。我會到房委會
拿份公屋輪候冊出來，放進去時間囊
，10年後看看輪候冊裏的人是否已經
「搞掂」（上樓）。我覺得這是個很

好的標誌，如果十年後還看到這班人
（輪候），那是很慘的事。

問：卸下立法會議員一職後，你的退休生
活如何？

答：我每個星期都會跟孫兒吃一次飯，長
假期時大家可以去旅行。我目前仍然
在民建聯幫忙，做做義工；亦會就政
策事宜給予意見，以及負責黨內的人
才培訓工作，舉辦內部培訓班。因為
議會工作忙碌，議員經常需要一整天
在開會，非常困身，所以有時候有些
團體舉辦活動就由我代表民建聯參加
。有時候有人邀請民建聯回內地的考
察團，也是由我去。

「優質民主」
香港真正需要

▲董建華（前排右一）擔任行政長官期間，譚耀宗（前排左三）獲
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負責安老事務政策

受訪者供圖

▲譚耀宗伉儷（左二及左三）與基本法草
委毛鈞年（左一）、許崇德（右二）和蕭
蔚雲（右一）合照 受訪者供圖

▲譚耀宗於2007年8月接任民建聯主席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