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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香港還不知文革在搞
這場反修例風波已

經持續差不多一個月，

遊行遊完了，示威示完了，警總也包圍了

，甚至立法會也被極端分子破壞了，而特

首宣布修例已經 「壽終正寢」 ，這是一個

沉重的決定， 「撤回」 可以在三個月後重

新推出，但人死就不能復生，特首宣布一

條初心完全沒有問題、志在伸張法理公義

的修例 「壽終正寢」 ，當中的難受不足為

外人道。

挑動風波撕裂香港

然而，反對派至今對於香港連場衝突

，對於多名示威者因此被捕，依然無動於

衷；對於特首的回應裝作聽不見，還在提

出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原因不過

是要繼續挑動風波，繼續撕裂社會，製造

更多政治對立，令香港風波不斷，從而渾

水摸魚。

反對派及幕後勢力挑動這場修例風波

，已對香港造成很大傷害，警權被無理打

壓，律政司檢控權被不斷干預，社會更加

出現嚴重撕裂對立，家庭、人倫、親情、

友誼都在這場政治風波中被傷。一班極端

分子更儼然如 「紅衛兵」 般到處批鬥，誰

人發表不合他們的意見、誰人批評他們的

行動、誰人阻止他們破壞，這些 「紅衛兵

」 就動輒批鬥，對師長、同事，以至家人

肆意攻擊羞辱、文鬥武鬥、起底欺凌，令

香港儼然處於 「白色恐怖」 之中。內地有

句順口溜： 「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不

到上海不知自己錢少。」 現在可以加上一

句：不到香港不知 「文革」 在搞！

自暴力 「攻佔」 立法會引發輿論猛烈

批評之後，一班極端分子開始轉移目標，

在社會上大掀批鬥之風，由初時糾集示威

者圍堵警總、律政司辦公室，大搞批鬥官

員之風；轉為指責家人不認同其抗爭，鼓

吹批鬥政見不同的家人，大搞批鬥家人之

風。

近日批鬥之風更向社會蔓延，政見不

合本是常事，不同政黨儘管政見不同，但

至少可以保持基本尊重。然而，一些極端

分子卻因為民建聯支持修例，在網上發動

極端分子衝擊民建聯會慶酒會，最終令酒

會被迫取消；對於報道不合心水的傳媒，

這些極端分子甚至在網上煽動衝擊傳媒，

要遊行到傳媒機構抗議，甚至向商戶施壓

抽廣告，將批鬥之風燒至傳媒。有人近日

更在地區非法霸佔公用地方作所謂 「連儂

牆」 ，貼上各種政治訴求，甚至有大量公

然 「起底」 侵犯他人私隱、煽動仇恨的言

論，這也是一種變相的批鬥。

在這股批鬥歪風之下，大學校園也不

能幸免。有自稱港大學生及職員因不滿校

長張翔譴責學生 「佔領」 立法會，日前向

他遞交聯署信，要求他收回聲明，張翔校

長亦有接信。但其實，張校長在接信前也

應該先核實一下這些人的身份，因為這些

學生全部都是口罩蒙面，在校園之內，向

自己校長提交請願信，竟然還要蒙面，這

究竟是作賊心虛，還是習慣成自然，實在

令人費解。這些人連真面目都不敢示人，

是否他們也認為自己的訴求毫無理據，丟

人現眼呢？

至於要求校長收回聲明，更是沒有道

理。張校長的聲明不過是譴責破壞性的行

動，並呼籲各界積極對話，請問有什麼錯

？難道大學校長要支持破壞性行動不成？

政見可以不同，但底線都必須遵守，當中

包括法治底線、道德底線，如果譴責破壞

行動的聲明都要收回，香港社會還有是非

嗎？

打着「民主」旗號反民主

最諷刺的是，一班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藏頭露尾的所謂港大學生，不但要求校

長收回聲明，更威脅如果他不在12日前回

覆他們三大訴求，包括收回有關聲明、承

諾保障港大學生和教職員的言論自由，以

及承諾不會處分參與社運的學生及教職員

，不排除將行動升級。這些學生的恐嚇威

脅，囂張氣焰，與反對派如出一轍，不同

的是反對派針對的是政府，而這些學生針

對的卻是師長，而且師長在事件中根本沒

有做錯，就是因為言論不合這些學生心水

，就要糾眾施壓，製作宣傳品去批鬥校長

，這些難道就是香港的未來棟樑嗎？這些

所謂孩子，年紀不大政治立場卻偏頗如此

，這些人有什麼資格講民主？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本來不同人對

政治議題有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事，但

這場修例風波已經不只是普通的政治行動

，而是一場政治狂飆。一些人打着 「民主

」 的旗號，卻不斷做着反民主的事，自稱

「民主派」 議員如胡志偉之流，每日一個

主要工作就是在個人Facebook專頁上刪除

不中聽的意見，而一些極端分子更化身 「
紅衛兵」 ，對於不喜歡的人、不喜歡的言

論、不喜歡的政黨、不喜歡的傳媒，動輒

威嚇衝擊，令社會瀰漫 「白色恐怖」 ，這

不就是 「文革」 翻版嗎？內地當年吃過 「
文革」 的苦，都不再搞鬥爭的一套，反而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一些人卻樂此不

疲的搞鬥爭，做 「紅衛兵」 ，這些人是為

香港好，還是要破壞香港法治，不是很清

楚嗎？香港市民希望見到 「文革」 在香港

上演嗎？ 資深評論員

香港社會正處於史無前

例的政治風暴，由衝擊立法

會、包圍警總，到各社區接

連出現暴力事件，使剛由非

法 「佔中」 、 「旺暴」 創傷

中平復的社會再次撕裂，實

在令人痛心。但更令人痛心

的，是在這場風暴中，大批年輕人被 「
有心人」 利用走上前面，賠上了自己的

前程。筆者唯有幾句肺腑之言，希望對

各位未來的社會棟樑一說。

若問對年輕人而言，最重要是什麼

？筆者認為，對年輕人最重要的，是必

須有正能量！當然，世事總沒有完美，

社會上一些負面因素也是進步的營養劑

。但所謂物極必反，太多的抱怨，結果

只會嚴重影響自身的發展前途。

如果一個人負能量爆棚，他便會失

去冷靜分析的能力，很容易受到外界影

響，覺得只有自己是對，其他人都是錯

，這樣只會令自己的視野變得狹窄，最

終賠上的，也會是自己的前程。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或外部勢力，

便利用了如今青少年的這種心理，以蒙

騙他們。如今香港不少年輕人對國家抱

持一種拒絕的態度，但他們當中一大部

分只是道聽途說，甚至把一些假新聞以

訛傳訛，缺少獨立思考能力。久而久之

，他們已習慣拾人唾餘，一方面對祖國

的一切吹毛求疵，不管好的壞的都要批

判，否定一切、懷疑一切；但另一方面

，他們對西方卻畢恭畢敬、頂禮膜拜，

人家說什麼都是對的。試想，難道不荒

唐至極，而且顯得自己愚昧可笑嗎？

也許有意見會認為，筆者這樣是 「
站着說話不腰疼」 ，不理解現時年輕人

的疾苦。但筆者想強調，當年我們也生

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日子

過得比現在的年輕人還要苦。

現在的年輕人即使對社會諸多

不滿，但尚且還有三餐溫飽。

但我們年輕時，面對的卻是饑

荒，每日都是食不果腹、衣不

蔽體，甚至不知有多少人家破

人亡。

筆者也曾年輕過，當時也對各種各

樣的東西充滿好奇、期盼，幻想一個完

美的新世界，人們可以在那裏毫無顧忌

的說話，以及做各種天馬行空的事。但

幻想總要回到現實，儘管離家出走的想

法時時伴隨，但實際卻是筆者當時連出

走所需的盤纏也沒有。如今年月經過數

十載，筆者的想法已大不如前，至少不

會處處埋怨，也不會把身邊的一切視作

理所當然，並且明白到當年國家苦難的

最大原因，實出於內訌之故。試問 「自
己搞自己」 ，哪會不給人家欺負？

各位年輕人，你們出生在一個安穩

的時代，也許有很多人被寵壞了，把一

切都視作理所當然，對於身邊珍貴的事

物，不懂得珍惜和感恩。家長也必須對

孩子有個態度，給子女做個榜樣，作為

家庭教育。其實年輕人需要的不是抱怨

一切，而是應該先直面自己的弱點。

各位年輕人，你們正處於青春年華

，是生命中最美麗的一刻，填補這一刻

的不應該是野蠻髒話、消極的生活態度

，或反社會的暴力行為。社會上一些幹

了偉大成就的人，他們在讀書時，也未

必一定愛出風頭，或跑在前面 「搞運動

」 。如果你們不改變自己，將來必會後

悔莫及！青春是有限的，剎那的放縱，

換來的卻是一生的卑微，這絕不划算。

全國政協委員

民主是英國用來干涉香港事務的藉口
英國是典型的

老牌殖民國家。眾

所周知，舊殖民地

國家的貧窮落後與

殖民國家的發達繁

榮成正比。殖民國家對殖民地的統治，無

一不是殘酷鎮壓、文化殖民和經濟掠奪（

包括人口）三部曲。英國在1841年第一次

鴉片戰爭後逐步強佔香港，先後通過《南

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

址專條》等不平等條約把持香港至1997年6

月30日。英國派駐香港的總督由政府提名

女王任命，總督只對女王負責。1987年4月

9日，第27任港督衛奕信舉行就職典禮，面

對聖經宣誓： 「我，戴維．克萊夫．衛奕

信，宣誓效忠和敬仰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

下，及其合法繼嗣人。願主佑我。」 英國

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香港被稱為 「會下

金蛋的鵝」 ，但在香港總督就職誓詞中既

不提香港，也不提港人，只提女王及其繼

承人。

英國是典型的西方民主政體國家。英

國有西方 「代議制民主之母」 的稱謂，但

在港英管治下的香港卻毫無民主可言。

1843年4月，英國先後向香港總督頒發了《

英王制誥》和《王室訓令》：香港總督是

英女王派駐香港的代表，是香港的首長，

下設行政局、立法局。總督分別擔任立法

局主席和行政局主席，兩局委員由總督委

任，但最終權力在倫敦。香港法律不能違

反英國政府的訓令，英王對香港制定的法

律有否決權。《英王制誥》是香港政治體

制最早的重要法律文件，當時被英國人稱

為 「香港憲法」 ，沒有任何民主表述。

港英推「民主」埋亂港禍根

香港立法局起初稱為定例局，雖是當

時的立法機關，但直到1984年中英正式簽

署香港回歸中國的《中英聯合聲明》以前

，立法局都沒有發揮過獨立立法的作用，

僅是一個給總督提供立法諮詢的機構。立

法局議員沒有一個是香港百姓提名的，更

沒有一個是通過民主程序當選的。

香港回歸祖國被正式提上日程後，百

多年來一直獨斷專行的英國突然提出要實

行民主了。1982年，港英政府成立了18個

有民選議席及具備諮詢功能的區議會，

1985年將各區議會民選議員人數增加至整

體的三分之二，主席也是由選舉產生，並

於1991年進行部分直選。1992年，香港末

任總督彭定康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不

顧中方的強烈反對，悍然單方面宣布所謂

的 「政改方案」 。 「政改方案」 改變了《

基本法》規定的公民團體選舉的間接選舉

性質，取消法團投票，變相擴大直選名額

，超出了《基本法》的規定。為使香港平

穩過渡，中國因之提出了 「另起爐灶」 的

對策。

英國在不得不歸還香港的前夕良心發

現，何也？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回

憶錄中談到：鑒於1982年9月與鄧小平的會

談沒有進展，現在應該發展香港的民主建

制，使香港實現獨立或自治，就像我們在

新加坡那樣。英國在香港的 「民主」 就是

在臨走前的這點所為，英國的目的是要把

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 「民主」 這步棋為

香港留下了無窮的禍患，這與英國在世界

其他地區留下的歷史禍患如出一轍。香港

回歸前後和回歸後20多年來，香港歷次發

生動亂，都有英國和西方的參與，都是拿

所謂的 「民主」 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

英國對香港絕無監督權

香港回歸祖國22年來，中央政府始終

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定不

移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

。香港持續保持繁榮穩定，經濟總量較回

歸時翻了一番，連續20多年被評為全球最

自由的經濟體。香港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

大幅提升。香港的法治水平全球排名從

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躍升到2018年的第16

位。香港民眾從港英時期的 「二等公民」
到真正實現當家作主，依法享有港英時期

根本沒有的民主權利與自由。

香港發生惡性暴力騷亂後，英國、美

國和歐盟又祭出 「民主」 大旗，要求中方

「克制」 ，再次暴露出西方在對待恐怖主

義和暴力行徑問題上的雙重標準。英國外

相侯俊偉和末代港督彭定康先後跳出來指

手畫腳。侯俊偉重申英方對《中英聯合聲

明》的所謂承諾，甚至 「警告中國不要鎮

壓抗議者」 ，不自量力地說中國將面臨 「
嚴重後果」 ，英國 「保留各種選項」 。末

代港督彭定康在《金融時報》發表謬論，

批評香港回歸後缺乏民主與自由，繼續欺

世盜名。

所謂的 「民主自由」 再加上人權，是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付不合心意國家

政權及其領導人的萬應靈藥。美西方以 「
民主自由」 為幌子而策動 「顏色革命」 的

國家和地區，無一不成為貧窮動盪民生凋

敝之地。美國以大炮推動 「民主自由」 的

對外侵略，英國都會扮演高度參與和積極

追隨者角色。

港英管治下的香港何曾有過民主？民

主只是英國用來干涉香港事務的工具。侯

俊偉和彭定康之流沒有任何資格侈談香港

民主。英國對回歸後的香港既無主權也無

治權，更無監督權。我們要求英方立即停

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歐洲中心主任、
前駐外大使

拒絕負能量建設新未來
中國象棋很有意思，首先是定下了對弈的雙方都

有對等的資源，即將對帥、士對仕、象對相、車對車

、馬對馬、炮對炮、卒對兵，每種棋子都有自己走動

的規則，雙方都是實力均等，規則一視同仁、不偏不

倚，例如馬可吃馬、車可吃車、炮可吃炮。行得對路

，馬也可吃掉炮、象等，同樣車馬炮可吃任何棋子，

也可被任何棋子吃掉，誰勝誰敗則要靠棋技分高下，

每一步棋都要顧全大局，否則一步之差便要全盤落索

。但也非沒有翻盤轉敗為勝的機會，因為貪吃棋子的

結果會一時疏忽，被對方抓住要害置將帥於死地，勝

敗立判。

須令反對派沒法佔上風

香港的政局也如象棋，正反雙方 「楚河漢界」 清

清楚楚。回歸22年以來，香港不斷碰到反對派發動大

遊行這一步棋，人數之多可達五十萬、百萬，甚至最

近還更創新高，被誇大為兩百萬呢！這一步棋就算是

一隻 「炮」 ，也非無應對的辦法，應對得法，其殺傷

力可化解於無形，反之便可能讓這 「炮」 直打中宮，

「將」 住帥，而變成死棋！

如果用象棋的戰略，反對派22年來慣用的一步棋

便是發動 「大遊行」 ，這一步棋發揮出來的巨大資源

便是群眾力量，當其 「將」 住特首（帥）時，看來已

似走到死棋的地步，尤其是遊行人多遠非警力能勝任

時，立法會與司法機關這些 「棋子」 一時也派不上用

場，唯一的戰略出路也唯有採用 「車對車」 、 「炮對

炮」 的棋路，採用同樣的資源，對方使出 「大遊行」
（大炮），也只有用 「大遊行」 與其對弈，只有這樣

才能發揮自己的政治資源，使到對方沒法佔上風，感

受到這一步棋行不通時，才會回到顧全全局的棋路。

說到這裏，大家應會記得在 「保普選反佔中」 的

一役，對方又一貫地採用群眾運動的伎倆，號稱手上

掌握了數十萬群眾支持所謂的 「真普選」 與 「公民抗

命」 。這時面對佔據金鐘、銅鑼灣、旺角街道的不法

行為，政府安排與學生代表公開對話，無濟於事，警

方動用催淚彈與警棍也阻止不了。最後由 「幫港出聲

」 等近四十個團體、個人成立的 「保普選反佔中」 大

聯盟發起 「保普選反佔中」 全港簽名運動，在短短一

個月內收集了過150萬名市民簽名，比對方發起、僅有

約數十萬人參與的所謂 「公投」 ，人數多近兩倍。接

着大聯盟還舉行了 「保普選反佔中大遊行」 ，人數之

多佔滿了維多利亞公園五個球場，沒法再容納的情況

下，遊行隊伍提前至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出發，打頭陣

的人用了逾兩個小時由維園行到終點中環遮打道，整

個遊行從中午行到下午六時多才告結束，參與人數之

眾，絕不下於反對派歷次遊行，若將簽名運動收集得

來的逾150萬個簽名，也不下於今次反對派的 「6．12

大遊行」 的百多萬人。自那次過後，反對派在民意棋

敗下陣來後，其佔領街道也失去了 「道德高地」 ，因

此令到反對派的遊行也沉寂了好一陣。

暴力行為已令民意逆轉

有過2014年的反 「佔中」 經驗，在當前反對派 「
大遊行」 的聲勢下，立法會被攻入遭到大肆破壞，估

計要復原需時三至四個月，其間立法會無法舉行會議

。社會在 「大遊行」 壓力下也自亂了陣腳，互相推卸

責任者有之，主張重組行會者也有之。所幸的是特首

能夠頂住壓力堅拒辭職，並且明言特區政府會專注於

經濟民生工作。

唯一不辱命而傾力反制街頭暴力的是香港警察，

但他們也只能做到一次又一次的清場行動，並不能阻

止遊行持續舉行，反對派近日更將遊行由港島向九龍

、新界擴張，要實行所謂的 「遍地開花」 ，聲言要用

遊行向所有被他們視為敵人的團體示威云云，其中沙

田、上水、土瓜灣的內地遊客熱點，都被鎖定為示威

目標！

面對如此的群眾運動，當其他對策都失效的局勢

下，現有管治機制都無法有效應對時，若用已故國家

領導人鄧小平當年預想到的辦法，便是由中央出手 「
干預」 ，怎麼樣的 「干預」 ？他沒明言，但也說到出

動解放軍是最後一道防線。作為港人，大家堅信 「一
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可處理特區內

部事務，不必靠中央出手 「干預」 。現在已面對反對

派使用 「大遊行」 大鬧港九新界，港人現有可用而又

可有效動用的反制方法，便是用象棋的對弈戰略， 「
車對車」 ！用同樣的群眾資源去反制對方的 「大遊行

」 ，當對方全面進入立法會大搞破壞的一刻，他們的

「大遊行」已開始自我污名化，民怨對他們反感也日益

高漲，因此要發動 「保港愛港」 的群眾運動也正是到

了火喉十足的時機，何況2014年反 「佔中」 的人力班

子已是現成。由他們發動可一呼百應！不信且試試！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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