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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先生是特首楷模
還有一星期時間，便是特區成立

二十周年，不少人都在回憶二十年前
所發生的一切，心情和感受都是複雜
的，二十年風雨同路、期間有喜亦有
悲，誰又能不有所觸動？而在所有為
回歸觸動的人士中，有一位白髮長者
，他的感受可能比任何人都要來得更
深刻、也更為振奮，他就是特區首任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

二十年前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董先生在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的監
誓下宣誓成為特區首任行政長官，從
此香港掀開了歷史新一頁，有了一位
港人特首，一位熱愛香港這個地方，
更熱愛自己國家民族的領頭人。

今天，不少香港市民，都在大講
「董伯伯」 當年如何如何， 「八萬五

係金融風暴造成，唔關董生事」 ， 「
咁多個特首，都係董建華最好」 ；而
在內地，已經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多
年的董建華，在國人心目中更是一位
知名人士，對國家有貢獻，受到廣泛
尊重。

董先生的確是一位好特首，當年
他無私心、無雜念，一心只是想在外
國殖民統治者離開之後做一番工作，
不要讓外國人小看香港、小看中國人
，以為沒有了英國人的香港就會失色
。他確實就是全心全意為這一信念而
努力工作， 「SEVEN ELEVEN」 不
是虛言。而更令人不能忘懷的是，今
天，二十年過去， 「一國」 與 「兩制
」 、愛國不愛國，在一些人眼中仍然
是需要爭論的問題，而董建華在二十
年前已經公開講過： 「香港好，國家
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兩者的關
係、主從已盡在其中。

不止如此，今天，少數人仍在那
裏發 「本土」 、 「港獨」 的白日夢，
一些人則認為香港還是在英國人的管
治下更好，以為歷史可以改寫、時光
可以倒流，更不知自己身在何方。而
董先生在二十年前發表的第一份施政
報告中就已經提出： 「要有跳出殖民
地舊框框的
勇氣！」

井水集

行會新班子有力助林鄭施政
繼公布政府三司十三局問責官員

團隊陣容後，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昨日
公布新一屆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名單，
計為十六位主要官員及十六位非官守
成員共三十二人組成，共同協助特首
制定政策、依法施政。

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會議是協
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行政長官在
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
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
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行政長官如不採
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
體理由記錄在案。

從基本法相關條文已可以看出，
行政會議是特區管治架構中一個重要
的組成部分。其重要性之一，就是非
官守成員來自不同界別、階層和政黨
團體，而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響
力，如此也就如同特首的 「左臂右膀
」 和增添 「耳目」 ，在作出重大決策
前可以聽到更多意見和作出更周全的
考慮，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從昨日公布的名單可見，新一屆

林鄭政府的行會班子，是夠分量、有
代表性和不乏 「新血」 的，對林鄭施
政應該可以起到相當 「到位」 的輔助
作用。其中，如不少意見認為林鄭缺
乏經濟金融工作方面的經驗，如今成
員中來自金融財險界的召集人陳智思
，以及金融界 「女強人」 史美倫和前
金管局總裁任志剛，也就是林鄭參選
期間所說的 「三座靠山」 ，有此三員
大將助陣，擔心林鄭不諳金融經濟的
憂慮可以打消。

同樣，教育、扶貧安老是林鄭施
政重點，行會成員中有曾任教育局局
長及中大校長、現任港大校委會主席
的李國章，以及曾長期主持教育工作
的羅范椒芬，相信兩人都會就教育問
題對林鄭提供切實的意見，而且保證
「言無不盡」 。新增成員林正財則是

現任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其議政範
疇和作用也是明顯的。

新增成員中， 「大狀」 湯家驊以
其 「泛民」 背景而受到注目。 「湯狀
」 年前在政改爭議及其後的違法 「佔

中」 事件中都採取了明確的立場，堅
持依法辦事，毅然脫離 「公民黨」 ，
另立智庫 「民主思路」 ，繼續探索民
主和法治之路，其加入行會的可貴處
應在於就如何進一步推動民主、法治
提供意見，而不是什麼充當政府與反
對派之間的 「搭路人」 。

另一位受到注目的 「新」 成員是
重返行會的 「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
。眾所周知，葉太因參選特首而辭去
行會一職，其間亦傳出與林鄭 「不咬
弦」 的傳聞，今天，已經當選的林鄭
誠意邀請葉太重返行會，葉太昨日亦
大方的表示與林鄭曾共事三十年，而
參選 「對立」 只是七十多天的事，為
香港做事不會計較這些枝節，態度光
明磊落，而其一貫實幹和敢言的作風
今後在行會一定會繼續發揮作用。

三司十三局問責官員班子組成，
有心有力肯承擔，新的行會成員班子
則具廣闊視野和遠見卓識，同輔林鄭
施政，將可以為特區開創新局面、帶
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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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看《大公報》70年 憶父言傳身教培養家國情懷
董：學好中史自然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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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國民教育話題，全國政協
副主席董建華在接受《大公報》專
訪時格外感慨。他憶述，在成長的
過程中，父親的言傳身教培養了他
的家國情懷，強調國家和民族認同
要靠一代一代去傳承，家長和學校
的教育尤其重要，除了國民教育，
更要做好中國歷史的教育。

大公報記者 石璐杉 朱晉科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當日，董建
華在上海出世；同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
。民族危亡之際，國人同仇敵愾。幼年的
董建華所接受的國民教育，便是來自父親
董浩雲的言傳身教。那時外灘公園上立有
一塊牌，寫有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董
建華說，還記得當時父親告訴他： 「等你
長大了，你要記住，這塊牌不可以再在這
裏。」

港英「無國籍的人」常遭留難
七十年前，即1947年，亦是抗戰勝利

兩年之後，董氏舉家來港定居。在港英政
府治下的殖民地，董浩雲對董建華的家教
則是從讀報開始。

「我想告訴你們，我到香港之後，日
日都會看《大公報》，一直到今天。」原
來董家來港後就訂了兩份報紙，分別是《
大公報》和《星島日報》。董建華說，父
親每天會用筆在報上圈出一些新聞要他看
，又提出兩個問題一齊討論， 「他這樣教
我，使我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產生了很
大的興趣，在成長過程當中我就變成了這
樣一個人。」

中學畢業後，董建華負笈英倫。當時
對於沒有申請成英國屬土公民的香港永久
居民，殖民地政府會發放一張香港身份證
明書（Certificate of Identity）作為旅行證
件。 「它上面寫着，for stateless person
only，無國籍的人，我們那時喺英國是
stateless。」董建華拿着這張紙出國，但經
常遭到留難。儘管如此，董浩雲卻要求董
建華 「不要放棄這張紙」： 「因為你是中
國人，有一日你是會有中國護照的。」

國家民族認同要代代傳承
回歸後，董老先生的預言成真。擁有

中國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旅行時不再是拿
着一張紙，而是可以使用158個國家和地

區給予免簽證或落地簽待遇的香港特區護
照。

「我爸爸那一代，他飽受痛苦，將這
些東西灌輸給我，我也要同下一代灌輸。
」董建華強調，國家和民族認同要靠一代
一代去傳承，家長和學校的教育尤其重要
， 「學校一定要有國民教育，但我覺得更
加好的是歷史教育，為什麼呢？因為國民
教育教愛國，小朋友可能會問愛國是什麼
？而當你認識了國家的歷史之後，你自己
就會愛國。」

董建華又慨嘆，回歸之後最大的錯誤
，就是將歷史科 「搬來搬去」，做得不好
，他強調 「國民教育要教，但更重要是教
歷史。」

百年建築幾變幻 廿載回歸一樣情

猶記得上次到堅尼地道
28號採訪是2014年9月3日，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之後，董建華先生首次在前

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召開記者會談政改，當
時採訪通知列明 「溫馨提示」：由於前任
行政長官辦公室為一級歷史建築物，基於
建築物承重力有限，故需限制傳媒機構出
席人數。儘管如此，當日會客室內仍擠滿
了近百名中外記者。

每次到這座歷史建築總有所感觸，這
棟建於1905年的建築物見證了香港百年滄
桑。這裏曾經是私人住宅、學校，香港淪
陷時更曾被日軍佔領。在香港臨近回歸的

風雲歲月中，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會議場
地亦正是堅尼地道28號。

回歸前後的風雲際會，董先生是走在
最前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一如2014年當日
，他與我們侃侃而談，講述他 「香港好、
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的初心以及
「團結香港」的願景。

步出會客室，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內
正在裝修，迎接將於七月一日之後卸任的
行政長官梁振英。七月一日，回歸以來首
位女特首林鄭月娥將正式上任。二十年，
人事幾番新，無論在堅尼地道28號，還是
添馬艦，不變的是對 「一國兩制」的堅守
與承擔。

大公報記者 石璐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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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2014
年政改爭議期間，董建華曾兩度召開記者
會，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政改的決定，
以及呼籲 「佔中」人士結束違法佔領。時
過境遷，董建華再談政制發展，他寄語香
港的年輕人，民主永遠都是商量和妥協的
過程，不要過於相信外國的制度， 「要信
自己，信我們自己的方向。」

回歸後比殖民地時期更民主
回歸後香港民主循序漸進，但2015年

距離落實普選特首只是 「一步之遙」的時
候，無奈反對派否決方案，令普選落空。
談到此事，一向沉穩的董建華稍顯激動。
他表明，人大8．31決定是按照憲法作出來
的，香港應該依法執行， 「我們應該去問
那些反對派的人，為什麼要推翻（政改）
這件事呢？我們可以有（普選）機會。那

時候如果立法會通過了，那麼今年的（特
首）選舉就不是這樣子了。是你（反對派
）不做，自己推翻了，所以道理在我們這
邊，是不是？做事最重要是講道理，講法
律，凡事都應該為老百姓，為人民去做，
而不是為自己。」

董建華強調，香港回歸後比殖民地時
期更民主，將來會怎樣，要視乎大家如何
去做， 「我（政改）那時都出來講，拜託
你們，行了一步先啦，將來會有第二步、
第三步嘛，你們一步都不接受，那怎麼辦
呢？民主永遠都是商量、妥協的過程。」

對於香港至今仍有人不接受人大釋法
，董建華指出，釋法在基本法中寫得清清
楚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釋法，這亦是
香港終審法院接受的，他不覺得釋法有問
題， 「有這個法律在這裏，你用這個法律
，有什麼錯呢？」

普選落空應該去問反對派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回歸
之後，香港經歷了金融風暴和2003年沙士
疫情衝擊，最終在董建華的特首任內都迎
刃而解。回首往事，董建華說，最難忘的
是沙士後香港經濟嚴重萎縮，百業蕭條，
中央第一時間答應香港的要求，推出各項
政策，包括簽訂CEPA和開放個人遊，大
力支持香港恢復經濟。

「沙士這段時間很痛苦，除了人命的
犧牲，另外經濟很蕭條，樓市跌了差不多
一半，是非常難受的時候。」談起當時的
經歷，董建華語氣緩慢而沉重。為了挽救

經濟，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例如內
地開放個人遊來港，以及開放內地服務業
市場給香港專業人士，最終兩地政府簽訂
CEPA，為香港經濟的恢復打下一支強心
針， 「中央大力支持了我們，而且反應快
得不得了。」董建華欣慰地說。

對於 「一國兩制」和中央的權力，董
建華指，中央最近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研
討會所作的解釋已相當清楚， 「希望大家
千萬不要懷疑中央去做什麼，它也是按照
基本法做事。我們的問題是香港人對基本
法不夠了解，要更進一步了解。」

最難忘沙士後中央全方位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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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尼地道28號建於1905年，曾是中
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會議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