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之錯？
學校到底是怎樣和學生講解這麼複雜的政治問題？是

教的時候有偏頗？還是小朋友根本理解不了？

何以為人？
做人要識得感恩，啲後生仔有冇諗過是邊個令佢享有現時嘅一切

？點解可以大條道理阻住人開工搵食？

教育之過？
香港嘅教育係咪有問題？點解大學生都可以咁唔理性？點解

你哋咁仇視政府？

被屈執導致年青人
李力持反駁被抹黑

【大公報訊
】近日香港社會
瀰漫緊張氣氛，
社會更為撕裂。
家庭是社會重要
根基之一，卻因社會氣氛感染而
面臨分裂局面，近日網絡瘋傳兩
段影片，顯示這現象有蔓延趨勢
。其中一段名為 「致年青人：你
們沒上街的父母根本沒有愛過你
」的影片惹起不少爭議，反對派
更利用該片段誣衊導演李力持。
李力持昨在Facebook公開發文反
駁，更指 「想抹黑我呀！好很驚
呀！」

近日流傳的其中一段影片，
片長約三分鐘，內容為一名青年
在酒樓與家人飲茶期間，就日前
政治事件爭拗，青年人稱家人錯
誤形容現時的年輕人為黑社會及
暴徒，惟家人堅持己見，最終片
段以各自憤然離場落幕。

另一條片長約七分鐘，一名
自稱90後青年批評父母若沒有陪
同子女上街就是 「根本無愛過你
」，又批評有部分父母要求子女
上繳家用，卻沒有提供足夠物質
予子女。影片內容掀起外界多番
討論，包括反思香港新一代與父
母的關係等等，然而有反對派卻
借此誣衊導演李力持，指他正是
拍攝影片的導演，又抹黑他故意
挑起事端。李力持透過Facebook
反駁， 「想抹黑我呀！好很驚呀
！廢（廢）青只有廢（廢）橋」
。他要求片中主角出來指證他，
「仲唔出嚟指證我！話我餵你食

藥，逼你拍！」又調侃片中主角
比香港眾志黃之鋒 「靚仔」。

▲李力持調侃片中主角比黃之
鋒 「靚仔」

媽媽小心願：盼兒懂明辨是非
驚聞兒子反修例跟隨同學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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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 老師同學都話修例唔啱啊！

Sharon與兒子的對話

媽媽 咁你覺得點解唔啱呢？

兒子 大家都話唔啱，唔通大家都錯咩？

媽媽
我們要就事論事，不可以盲目跟風
㗎嘛，人哋反對亦未必是啱㗎。

兒子 既然咁多人唔鍾意，咁點解要修例？

媽媽
你知道之前有個姐姐喺台灣被殺嘅
事㗎，修例就是想犯罪嘅人接受

應有懲罰。如果有人犯法就走咗，你覺
得應唔應該捉佢啊？如果有人喺外地殺

咗人，走返香港住喺你隔籬，你驚唔驚
吖？

兒子
如果修例是啱，咁點解咁多人上
街反對？

媽媽
發表意見係我們嘅自由，但自由唔
係無底線，表達訴求都唔應該影

響其他人或者用暴力。

來自媽媽的疑問

▲Sharon希望兒子明辨是非，會感恩、惜福
大公報記者攝

香港的秩序與安寧比鑽石更珍貴
《紫荊》社評提四建議修補社會撕裂

6月15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特區政府決定暫
緩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同日，外交部、國務院港澳
辦、香港中聯辦等發表談話，對林鄭月娥宣布的決定表示
支持、尊重和理解。

如果對香港的時政稍有了解，都知道今年二月，特區
政府為填補現有法律漏洞，彰顯社會公義，提出修訂《逃
犯條例》和相關法例，修例有明顯的正當必要性；六月中
旬，在原定立法會恢復二讀前，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
的實名聯署人數接近百萬，修例有廣泛的民意支持度；在
立法會70個議席中，明確表態支持修例的議員遠遠超過半
數，修例有現實的立法可行性。

為什麼對這一正當必要、市民支持、立法可行的修例
，特區政府要突然暫緩相關工作？

反對派夥外部勢力騎劫集會
毋庸諱言，香港部分市民包括商界對修例確實還存有

一些疑慮，有不少不同意見，特區政府也積極聽取意見，
對草案作了兩次較大修訂，支持修例的市民越來越多。但
是，在美西方勢力阻礙中國發展的大背景下，香港反對派
與外部勢力勾連密謀，欺騙誤導恐嚇香港市民，引發了 「
反修例」風波。在 「反修例」遊行集會中，大部分市民是
和平理性的，他們不願看到香港的繁榮穩定被破壞，但遊
行集會被外部勢力和反對派騎劫，將遊行引爆成激烈的衝
突，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穩定。這是由外部勢力公開支持、
反動派精心策劃的暴力行動，多名參與者涉嫌暴動，是將
香港的秩序、市民的安危作為政治籌碼。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元代雜劇中，包公為了判斷慈母
張海棠與惡婦馬大渾家爭子一案，命人在地上畫個灰闌，
讓兩個婦人用力拉孩子出闌外。 「若是他親養的孩兒，便
拽得出來；不是他親養的孩兒，便拽不出來。」可是親母
張海棠心懷母愛，不忍用力拽壞孩子。而馬大渾家則將孩
子用力扯出。包公最後判定張海棠為孩子生身之母，並為
之申冤平反。這故事和聖經中所羅門王智判兩婦人爭子案
，以及佛教《大正大藏經》中端正王用此妙計識別真假母
親，情節不同而道理一樣。

不是孩子的親母，對孩子沒有慈愛之心，用盡力氣，
也不怕拉壞孩子的手臂。是孩子的親母，對孩子慈愛心疼
，哪裏忍心拉壞孩子？

十幾天動盪旅遊人數降三成
在修例鬥爭中，真正關心香港秩序與安寧的，是特區

政府、愛國愛港團體和廣大市民，是忍辱負重的香港警隊
。西方敵對勢力和反對派亂港派政客唯恐天下不亂，香港
的穩定、港人的利益只是他們謀一己之私的籌碼，看到香
港亂象他們只會彈冠相慶，添火加油，哪裏會停下伸出的
黑手。特區政府在立法會有足夠支持仍中止修例工作後，

敵對勢力和反對派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起一次又一次抗爭
，並且特別鼓動包圍警察總部，鼓動在G20峰會前、在 「
七一」回歸紀念日搞對抗，更加暴露他們志不在阻止修例
，而是為了破壞香港，擾亂國家。

香港是一個地域狹小、人口密集的小型城市經濟體，
又是資金、貨物自由流動的高度開放國際都市，無論是
建設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還是旅遊中心，哪
一項都離不開秩序與安寧。十幾天動盪，香港的旅遊人
數就下降三成以上。可以講，香港沒有任何發生暴亂甚
至僅僅是混亂的資本。秩序和安寧是香港的生命線，對
於香港，秩序和安寧比鑽石更珍貴。林鄭月娥為使社會
盡快恢復平靜，從大局出發，宣布暫緩修例並向市民真
誠道歉，表示以開放態度全面聆聽社會意見，展示了一
個包容開明、從善如流的政府形象。對此，主流民意紛
紛給予支持和肯定，希望盡快恢復正常秩序，恢復社會
安寧。

踐踏法治如踐踏香港
維護秩序與安寧，一定要盡快回到法治軌道。那些搞

不通知警方的所謂 「游擊戰」、在遊行集會中隨意改變路
線地點堵塞交通要道和破壞交通秩序、公然破壞公私財物
甚至圍堵圍攻警隊的行為，最後必然違背港人的利益包括
和平遊行集會參加者的利益。踐踏法治就是踐踏香港，最
後無人能不受其害。 「反修例」亂象嚴重衝擊法治這個香
港核心價值，由此造成的破窗效應急待修補。一定要加強
法治教育，加強基本法宣傳教育，依法懲處違法行為，維
護社會公平正義。

維護秩序與安寧，一定要堅持理性務實商討。理性是
推動香港社會務實發展的積極力量，是所有善良的人們所
自然遵循的內心準則。但那種動不動就謾罵攻擊豎中指，
動不動就扔雞蛋扔玻璃杯，動不動就搶佔議會主席台麥克
風，甚至違法向警隊投磚頭擲鐵支，只會點燃仇恨、激化
矛盾，只會離解決問題越來越遠。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只要大家理性溝通，理性討論，沙漠可以開江河，曠
野可以開道路，香港一定能凝聚起求發展求穩定的最大共
識。

政治人物須維護港形象
維護秩序與安寧，一定要堅決抵制外部勢力干預。儘

管香港已經回歸22年，一些西方國家一直不願放棄他們在
港的殖民利益，西方敵對勢力把香港打造成反華橋頭堡的
圖謀一直未曾改變，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從未間斷。僅這次
特區政府修例一事，西方反華勢力相互呼應，組建新的 「
八國聯軍」，公然對修例表示 「關注」和 「反對」就達
70餘次，有證據表明一些敵對勢力還為此提供大筆地下
資金。

此次幾名反對派頭頭不顧政治倫理，公然投靠西方敵
對勢力，甚至 「乞求」外國 「制裁」香港，漢奸嘴臉暴露
無疑。任何一個香港政治人物在國際舞台上都有責任有義
務客觀公正地宣傳中國香港的良好國際形象，不能惡意詆
毀香港和國家，更不能 「賣港求榮」甘當 「洋奴」。那些
引狼入室、開門揖盜的政客是港人之恥、民族之恥，一定
會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維護秩序與安寧，一定要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近

年來特區政府施政積極有為，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成績
有目共睹，但貧富懸殊、土地住房、安老扶貧等問題仍然
嚴重，基層市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並未顯著提高。加上反
對派為反而反，屢屢將民生議題政治化，一大批民生議題
受阻，加劇了深層次矛盾，社會上始終存在一股怨氣。一
有風吹草動，反對派就煽風點火，將此怨氣放大，導致一
些人在遊行中趁機宣泄。2017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
時表示，聚焦發展是第一要務，發展是永恆的主題，是香
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今天重
溫習主席的講話，更能體會到一位政治家的高瞻遠矚。我
們一定要牢記習主席 「蘇州過後無艇搭」的諄諄教誨，珍
惜及抓住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建
設等重大機遇，破除這樣那樣的干擾，真真正正把精力集
中到搞建設、謀發展、惠民生上。

各界應關心支持青少年教育
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香港的希望。這一次圍繞修例

鬥爭，不少香港青少年因為愛護香港、關心社會，被反對
派騙上街頭，令人痛心，也引起不少家長對反對派的厭惡
。這再一次警醒我們，一定要全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引
導。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社會各界人士，都要關心、支
持青少年教育，為他們的成長成才積極創造條件，特別是
要加強對青少年的憲法基本法教育和國家歷史文化教育。
要相信青少年隨着成長，辨別是非對錯的獨立思考能力會
進一步提升，正確教育與人生實踐的結合，一定能培養出
「一國兩制」事業的合格接班人。

七月一日，我們迎來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紀念日。22
年來，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
尤其是2017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以來這兩年，香港形勢
發生根本性好轉，整體形勢持續穩中向好， 「一國兩制」
實踐更具活力。只要我們堅決尊重法治尊重理性，堅決守
護秩序守護安寧，香港必將再一次凝聚共識，把握機遇，
聚焦發展，以更加堅定的信心戮力前行，進一步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進一步譜寫繁榮穩定新的華章！

本文摘錄自《紫荊》雜誌2019年7月號
（小題為編輯所加）

◀◀SharonSharon不明白為不明白為
什麼現在香港的年輕什麼現在香港的年輕
人有這麼多不滿人有這麼多不滿，，衝衝
出馬路出馬路、、阻人搵食阻人搵食，，
還可以大條道理還可以大條道理

大公報記者

「那一晚，我真是好激氣！」 雙職媽媽Sharon雖然工作忙碌但
與兩個孩子感情親厚，她萬萬想不到，最近會因為《逃犯條例》修
例爭議，與就讀小五的兒子有不愉快爭辯。她聽到兒子 「反修例」
的原因，是老師和同學都覺得不應該修例，擔心兒子在根本不明白
何謂修例便人云亦云。Sharon坦言，大家都為口奔馳，但相信孩子
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就有更好的前途；而眼見修例事件爭議上，
有年輕人企圖癱瘓港鐵、圍堵政府機構等，她不禁憂心忡忡。 「我
不是要兒子唯命是從，但我希望他明辨是非，會感恩、惜福！」

八十後的Sharon育有兩個分別就讀小
五及小一的孩子，她另一個身份是上班族
，在室內設計及裝修公司任職設計師。儘
管生活工作忙碌，但Sharon依然很關注社
會時事，包括《逃犯條例》修訂的進展。

反對讓學生捲入政治糾紛
Sharon支持修訂，相信有助完善法制

、彰顯公義，但一直甚少與人就修例有爭
辯，更不曾想過爭辯的人會是兒子， 「本
來覺得他還小，未想過要跟他討論這麼複

雜的事，但那一晚，真是好激氣！」
Sharon憶述，當天聽到教協呼籲罷課

，她覺得很生氣，認為教育工作者不應該
鼓勵學生捲入政治糾紛，未料當當晚回到
家，兒子就跟她說，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
覺得不應該修例。她疑惑兒子為什麼有這
樣的結論，一問之下，發現兒子根本不明
白修例是怎麼回事，只是人云亦云，最後
她用了一整晚的時間，引導兒子獨立思考
， 「他臨睡前還嘟囔 『難道老師錯了？我
以後不應該聽老師的話』，那時候我真的

有點無奈」。
不過，Sharon說，要說服五年級的兒

子不難，難在理解年輕人參與示威衝擊的
心態，更擔心他們就是長大後的兒子， 「
我實在不明白點解現在香港的年輕人點
解咁多不滿，衝出馬路、阻人搵食，還
可以大條道理」。Sharon希望兒子是
一個感恩、惜福的人，不時會帶他
到一些落後的地方旅行，例如去年
兒子去越南回來後，認為自己能
在香港生活是很幸福。

冀盡快修補社會撕裂
Sharon表示，她雖然支

持修例，但更希望社會可
以修補撕裂，既然政府
已經因爭議叫停修例，
大家不應該繼續糾纏
在修例爭議。

Sharon質疑有
人得寸進尺， 「
係 咪 搞 亂 香 港
才安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