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佘 逸

要聞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A5

前日放榜， 「黃媒」 《蘋果日報》圍攻
DSE 「狀元」 ，不問學業心得，卻一味追問
修例，逼使狀元們作政治表態；結果昨日見
報，《蘋果日報》於頭版整版刊出 「狀元」 回
應修例事件的言論，師弟師妹最想知道的學
習方法和成功之道卻半點未提及。被政治綁
架上頭版的喇沙書院 「超級狀元」 黃子峯回

應表示，自己未說過 「
林鄭離地」 這樣的話，
不明白為何自己要上頭
版， 「頭版不應該放更
重要的東西嗎？」

大公報記者

苑向芹 盧芷嵐

旺暴案被告又申押後審 官稱不理想

超級狀元呻被《蘋果》擺上枱
澄清未說過林鄭離地批報道誤導讀者

暴力衝擊困擾 港人抑鬱率飆至9.1%

希望媒體能將採
訪重點放在自己

的學業和讀書心
得上

「林鄭離地」 四個碩大的紅字印在《蘋

果日報》的封面，字體上面是各種狀元們的半

截身像，以及他們的名字、畢業院校和升學計

劃。面對這張怪異的大字報，喇沙書院 「超級

狀元」 黃子峯表示，這種版面語言的結合易誤

導讀者，好似標題是出自這些狀元之口。他隨

後馬上否認道： 「 『林鄭離地』 我沒講過！」

盼採訪重點放在讀書心得
在電話中，記者感覺到這位被擺上枱狀

元的無奈。好端端一個 「狀元」 記者會，狀元

們早早準備了自己的學習方法、備考心態調整

等話題，以冀分享給師弟師妹，沒想到記者會

被尖銳政治問題圍攻，不得不硬着頭皮回答不

想回答的問題。結果，狀元們發現自己被當做

政治人物，而非文憑試 「狀元」 ，擺在了報紙

最顯要的位置。 「這種事發生在你身上，你會

覺得舒服嗎？」 黃子峯不理解自己為何要上頭

版，認為頭版應該放更重要的事。

另一名 「超級狀元」 、聖馬可中學的陳

韋諾亦表示， 「黃媒」 將自己被迫回答的政治

言論擺在頭版不太合適， 「這些內容又不是主

題。」 被問及放榜日介不介意被要求對政治問

題表態，他說，其實更希望媒體能將採訪重點

放在自己的學業和讀書心得上。另有拔萃男書

院 「超級狀元」 早在放榜日的記者會上表示，

「黃媒」 記者問問題偏離重點，在場老師更忍

不住及時打斷問話解圍。

有見不少 「狀元」 被政治綁架，培正中

學副校長鄭景亮表示，不希望學生被一些媒體

捲入政治事件中，擔心會影響他們人身安全。

「你都知，而家網上打手好多。」 他亦承認，

現時社會有些言論過於偏激，希望學生可以理

性思考。

我想，何韻詩的演藝事業最巔峰應該在此刻

，站在瑞士日內瓦聯合國會議室內發言，促請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把中國除名。

一個藝人淪落到要用叛國來爭取鎂光燈聚焦

，對她個人來說，是可悲的；對國家民族來說，

是可恨的；對香港人來說，是可恥的。

11歲便隨家人移民加拿大，至今仍拿着加

籍的何韻詩，自從回港參加第15屆新秀歌唱大

賽奪冠後，便開始她在香港的演藝事業。同期的

陳奕迅，容祖兒，楊千嬅今日已是天王巨星了，

但何韻詩幾十年來卻仍在娛樂圈載浮載沉。

仍有人認得她，是因為何韻詩一直活在別人

的陰影下。唱歌時，大家會說這是梅艷芳的唯一

女徒弟；演戲時，人人都誤認她是盧巧音。叫你

隨口哼幾支何韻詩首本名曲，我相信問十個香港

人九個半連歌名都想不出來，42歲仍沒有代表

作，何韻詩的星途本來應該到此為止，直至那年

，她在金鐘 「佔領地」 撐起一把黃傘……

從此，何韻詩成了黃絲帶的偶像，從此，她

的舞台轉到了街頭，最近一次高峰更是在聯合國

。一個連香港娛樂圈都代表不了的落泊歌手，竟

然可以站在日內瓦代表香港人發表人權宣言，大

家終於見識到，原來聯合國這麼兒戲。

兒戲的，還有香港人。一個拿着加拿大護照

的藝人，大學讀了一半就回來唱歌，半紅不黑了

幾十年，終於找到一個政治位華麗轉身成為民主

女神，從此月旦國事家事天下事，竟然有人信還

有追隨者。然而，追隨者是否知道，他們追捧的

民主女神，又追隨了什麼人？

何韻詩的樂壇師傅，是已過世的梅艷芳，但

她的政壇師傅，卻是逃離中國的達賴喇嘛。

達賴是什麼人？香港教科書沒有教，九成九

香港人對他一無所知，以為他是一個投奔西方民

主自由社會的西藏喇嘛。

在西方國家四處演講的達賴我們見得多，但

未離開中國的達賴你們又見過未？幾年前聽過專

研中國歷史的退休總警司曾財安先生關於西藏的

演講，回去翻查史料，看到達賴的驚人過去。

距今不遠，只是68年前，因為政教合一，

達賴是當時西藏的最高統治者，在他掌權的九年

間，西藏仍有佔人口90%的農奴，是全世界唯

一僅存的奴隸社會，即是說，達賴是世上最大的

奴隸集團首領。

農奴除了受貴族及大喇嘛這些奴隸主勞役，

做錯事的懲罰也異常恐怖。斬手斬腳挖眼割舌是

常事，最重刑是活剝人皮。他們剝皮不用刀，而

是用水銀，在身體切開一個缺口，將水銀灌進皮

膚和肌肉之間，水銀有重量也有毒，慢慢皮肉會

分開，剝皮後奴隸不會立即死去，殘酷程度難以

想像。

當時中央政府一直要廢除農奴制，但達賴和

一班奴隸主卻諸多阻撓，結果1959年西藏發生

叛亂，達賴帶同六、七百隨從、官員及親屬逃亡

海外，當時他就帶走了67件人皮製品及人骨法

器，用來送給收容他的西方國家。史書記載，達

賴送給美國政府的，是兩塊全世界最美的人皮，

除了剝得精準，更因為人皮上繪了西藏佛像的唐

卡畫。

血腥的手，在西方包裝下，一轉身變成民主

的神。幾年前，何韻詩拜見達賴時握着這雙把玩

人皮的手說： 「我被你馴服了。」
讀過達賴的過去，看看今天站在聯合國演講

的達賴徒弟何韻詩，你還相信西方舞台上真的有

是非善惡？

何韻詩的師傅不是梅艷芳，是……
妍之有理 屈穎妍

【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港

人因社會矛盾而情緒受困的程度已響

起警號！香港大學醫學院昨公布調查

發現，過去一個月示威衝擊屢現，令

疑似患有抑鬱症發病率飆至9.1%，遠

超2014年違法 「佔中」 時的5.3%。

當中50歲以上中年組別的發病率高達

12%，情況較年輕人更為嚴重。港大

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形容，社會已出現

「精神健康疫症」 ，情況令人擔憂。

港大醫學院團隊於2009年三月至

2019年七月七日期間，分別在大型社

會活動發生前、發生期間及發生之後

，進行共八次調查。

結果發現，疑似患有抑鬱症人士

的發病率由2011至2014年的1.3%，

上升至2014年違法 「佔中」 期間的

5.3%，至今年六月至七月因為反對修

訂逃犯條例而爆發連串暴力示威期間

，更爆升至9.1%。

年紀愈大愈嚴重
隨後，團隊電話訪問又發現，50

至59歲組別疑似患有抑鬱症發病率高

達12%，60歲或以上組別達11.5%，

相反20至29歲及30至39歲組別分別為

5.7%及7.8%；反映年紀愈大，就愈

受困擾。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稱，年長

人士的疑似患有抑鬱症發病率上升，

估計與近日的示威衝擊場面有關，但

受訪者是否支持修例、有否參與過示

威，對情緒影響的區別不大。因此，

他認為社會不可忽略年長人士的聲音

。另外，4.6%受訪者稱有自殺想法，

醫學院已派臨床心理學家跟進68人。

【大公報訊】2016年農曆新年期

間旺角發生嚴重暴亂事件，其中分涉

暴動、刑事毀壞及縱火等罪而正待受

審的三名被告，其案原定昨在區院定

出審期，唯其中一名被告仍以需時向

控方索取文件為由，再次申請押後。

法官雖批准申請，但表明遲遲不開審

並不理想。至於其餘兩被告則表明不

會認罪。

本案三名被告依次為譚百熙（21

歲，報稱酒保）、陳舜堯（31歲，報

稱游泳教練）和王國斌（22歲，報稱學

生），其中陳、王二人透過代表律師

表明將會否認控罪，已準備好審訊。

不過譚百熙的代表律師稱，目前

仍有需要向控方索取警員記事冊等所

需資料，再給予譚 「準確」 法律意見

，讓他決定認罪與否，因此提議法庭

押後約三個月再訊，才定審期。

控方質疑譚在臨近排期審訊才索

取文件，指本案由事發距今已超過三

年，不希望審訊再延遲。最終法官決

定應譚的要求押後，但只准押後至下

月20日再訊，屆時將定審期，法官明言

希望今次是辯方最後一次申請押後。

譚百熙被控暴動罪，控罪指他於

2016年2月9日在旺角豉油街連同他人

參與暴動。陳舜堯被控一項縱火罪，

指他於同日用火損壞屬於中國香港體

操總會的一塊橫額。而王國斌則被控

兩項刑事損壞罪，其中一項與譚百熙

被控於2016年2月9日在山東街76號門

外連同其他人，損壞屬於政府的一塊

指示牌；王另被控損壞同一地點的行

人路。

▲譚百熙由律師申請押後再訊

▲過去一個月示威衝擊屢現，令疑
似患有抑鬱症發病率飆升

王志民講話啟示港人護法治、求安定、謀發展
今年十月一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迎

來70華誕。昨日，

在香港同胞慶祝國慶

70周年籌委會成立大會上，香港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發表講話。他深情回顧香港與祖

國同發展、共進步的歷程，深刻揭示香港

回歸以來保持繁榮穩定的真諦，深度聚焦

香港當前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全面、系統

、客觀地分析了香港長遠發展的條件。他

特別強調，法治和安定是香港的根本福祉

、最大福祉。

王志民主任的講話啟示港人：任何形

式的瞎折騰，造成的損失只能由全體港人

買單，唯有護法治、求安定、謀發展，港

人的福祉才能得到保障。

「三個22年」揭示發展真諦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 「歷史是最

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 回顧

歷史，是為了找到歷史進步的 「邏輯密碼

」 ，幫助我們在未來的路上走得更好。

王志民主任用 「三個22年」 概括回歸

以來香港與祖國的關係。22年來，在中央

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香港先後成功戰勝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非典疫情、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三次重大衝擊，成功

鞏固提升了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

位；22年來，香港經濟持續保持繁榮發展

，經濟總量較回歸時翻了一番，年均增長

速度在發達經濟體中居於前列，連續20多

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國際影響

力和競爭力大幅提升；22年來，中央堅定

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的方針，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法治水平全球排名從回歸前的第60多位

躍升至現在的第16位，香港同胞從受殖民

統治到真正當家做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

的民主權利和自由。

「三個22年」 全面揭示了香港發展的

真諦，這就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先生

的那句名言：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

，香港更好」 。

香港雖然有諸多優勢，也有不錯的底

子，但香港畢竟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經

濟總量不大且外向型特點明顯，地域狹小

，缺少實體經濟支撐，全球經濟 「打噴嚏

」 ，香港經濟就有可能 「感冒」 。22年來

，香港經濟之所以能闖難關、化風險，一

路向前，就是因為發揮好了 「一國兩制」
的優勢。深刻認識這一點，就找到了香港

繁榮穩定的 「邏輯密碼」 。

「三個不變」堅定發展信心
當今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

內地的發展也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但中

央對香港的支持一如既往。王志民主任講

話中深入闡述了「三個不變」。第一，中央

堅定貫徹「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不會變；

第二，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明天會更好的

大勢不會變；第三，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兩個建設好」的美好前景不會變。 「
三個不變」進一步堅定了香港的發展信心。

先看第一個 「不變」 ： 「一國」 之下

，香港擁有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的獨

特優勢。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生前多次

提及這個優勢，曾感嘆新加坡與香港同為

當年的 「亞洲四小龍」 ，香港比新加坡幸

運，羨慕之情，溢於言表。 「兩制」 之上

，香港回歸後仍然是世界公認、最自由的

經濟體之一，基本法充分保障香港市民的

基本權利和自由。也就是說， 「一國兩制

」 的制度安排，令香港增添了新的優勢，

而原有優勢的也沒有丟，左右逢源。 「一
國兩制」 的大政方針不會變，這是香港繁

榮穩定的基礎和前提。

再看第二個 「不變」 ：香港因貿易而

生、因商業而興，是一個經濟中心，不是

一個政治中心；城市的基因裏有濃厚的 「
重商」 成分，儘管現在有一些人想把香港

變成圍堵中國內地的一枚 「棋子」 ，但一

個城市的基因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新中

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香港

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愈來愈緊密，香港與內

地的經濟已經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各個領域的國際

地位大幅提升。這一切，這不是亂港分子

喊幾句 「拒中抗共」 的政治口號就能夠改

變的。因此，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明天會

更好的大勢不會變。

最後看第三個 「不變」 ：習近平總書

記曾指出： 「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

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

度的香港建設好」 。兩年來，這一重要指

示得到全面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明確了香港 「主角」 的身份和 「
主場」 的地位，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新政，

讓香港居民享受 「同等待遇」 ，科研基金

、藝術基金 「過河」 問題也在習近平總書

記的親自關心下得到解決……這一切表明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兩個建設好

」 的美好前景不會變。

香港不折騰發展才有希望

「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 ，不折

騰，發展才有希望；瞎折騰，什麼事情也

辦不成，時間都耗費掉了。王志民主任用

《獅子山下》那首著名的歌詞寄語香港：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

眼下的香港，正是到了必須 「放開彼

此心中矛盾」 的時候，因修例而引發的社

會混亂，固然有特區政府考慮不周、行事

不密的緣故，但亂港派趁機作亂、外部勢

力指手畫腳，都是重要的原因。特區政府

已經停止修例，呼籲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

經濟民生上來，重拾信心再出發。這個大

方向完全正確。五個多月來，我們已經浪

費了不少時間，再也不能這樣折騰下去了

，香港經不起折騰！

眼下，我們究竟是要一個法治的香港

，團結、安定、文明的香港，還是暴力的

香港，爭拗、撕裂、不文明的香港？值此

關鍵時刻，無論持什麼政見，都應放下成

見，理性溝通，消除心中的疙瘩，攜手向

前，讓我們 「理想一起去追」 ！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點擊香江
屠海鳴

頭版不應該放
更重要的東西

嗎？

黃子峯黃子峯

陳韋諾陳韋諾

超級狀元有話說

新聞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