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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蘋果》畏罪倒閉 一個混亂時代的終結

凡是仔細觀察香港政治的人都
知道，特區成立初期，香港有部分人
是把 「愛港」 置於 「愛國」 之前的，
稱 「愛港愛國」 。他們眼中，香港重

於國家。
由於中央重申 「愛國愛港」 立場，所謂 「愛港愛

國」 的說法很快淡出。然而，從特區第三屆政府開始，
有人以 「建制派」 取代 「愛國愛港力量」 ，其動機和
目的是欲 「去 『愛國』 」 。把香港兩大對抗政治陣營
以「建制派」與 「非建制派」 來區別，不僅掩蓋 「拒中
抗共」 與 「愛國愛港」 之間根本分歧，而且，鈍化 「愛
國愛港」 陣營的政治意志，削弱後者對國家的忠誠。

須與國家站在同一陣線

6月12日的 「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制』 」 主題論
壇，是香港首次舉辦打正中國共產黨旗幟的高規格活
動。因此，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致辭中稱 「在黨的
領導下」 時，人們感覺， 「一國兩制」 在香港真的是
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承認 「一國」 之中國乃是中國
共產黨領導。

難道之前不知道嗎？不，知道，但不願意承認和
接受。於是，只稱國家主席而迴避稱中共中央總書記。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在香港開始
打正中國共產黨的旗幟？因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加快演變，因為香港必須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香港舉辦 「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制』 」 主題
論壇的前一天，七國集團（G7）峰會在英國的康沃爾
開幕。美國總統拜登竭力游說其他6國組成對抗所謂 「中
國專制」 的 「國際民主聯盟」 。這意味着香港特別行
政區作為中國不可分離一部分，必須同國家一道抗衡
和反擊美國的圖謀。

其實，了解西方國家情勢者都明白，西方民主正
陷於有史以來空前嚴重的危機。拜登欲組織 「國際民
主聯盟」 的目的，是遏制中國，也是為轉移美國民眾
對美國制度愈益高漲的不滿。美國主流媒體，不乏關
於拜登上台後美國民主制度所呈現的危機，甚於特朗
普主政時的評析。

頗為諷刺的，是美國媒體開始出現一個新名詞—
「拜登經濟學」 （Bidenomics），稱：拜登上任短短
一百多天推行一系列空前龐大的財政支出計劃，改變
了過去40年美國的自由主義經濟。有人更直言不諱，

拜登是在仿效中國。
在西方，越來越多人開始研究民主和良治的關係，

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結構性弊端。6月2日，澳洲律師、
政治評論員Mike Lyons在英文媒體 「PEARLS &
IRRITATIONS」 發表題為《美式或中式管治：誰對人
民最好？》（US or China style governance：
which is best for its people？）的文章，稱： 「有
效管治」 的宗旨是為人民提供福祉，包括自由、生活
水平、經濟福利、社會安全、教育、健康、和平相處
和國家利益。作者明確指出：非西方民主政制也能實
現 「有效管治」 。

面對美國發動所謂 「民主對專制的鬥爭」 ，香港
特別行政區不僅必須與國家一道，而且，必須總結 「一
國兩制」 在香港實踐24年的經驗。

堅定維護「一國」原則底線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 「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制』 」
主題論壇上指出： 「回歸以來，香港 『一國兩制』 實
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但在反中亂港勢力的煽惑
下，也出現了 『積非成是』 的觀念誤區和 『變形』 『走
樣』 的現實風險。特別是2019年爆發的 『修例風波』 ，
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嚴重挑戰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

駱主任明確表示： 「面向未來，在國家不斷推進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更加成熟定型的過程中，中央將繼續堅持和完善 『一
國兩制』 制度體系。香港與憲制秩序相關的制度機制，
有效的要堅持，缺失的要修補，跑偏的要糾正，過時
的要更新。」

駱主任的講話，闡明了愛國者治港的方向和目標。
必須注意的是，香港各界對6月12日主題論壇和駱主任
講話都有正面的反應，但一些具社會知名度的人卻迴
避正面評價中國共產黨。誠然，應當允許這部分人需
要時間來理解和接受。但是，香港必須加快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容不得在遵從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點上猶
豫或拖沓。

香港防抗新冠肺炎疫情固然已有進步，但仍落後
內地和澳門。香港經濟開始呈復甦跡象，卻缺乏動力。
原因在哪裏？一言以蔽之，過於強調香港與內地制度
差異而忽略 「一國」 、缺乏遵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
治覺悟。 資深評論員


































《蘋果日報》多行不義必自斃

毒蘋果落地砸中了誰的腳？
6月17日，警方

國安處搜查《蘋果日
報》，拘捕了5名壹
傳媒高層，指控他們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第29條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罪」 。在警方封鎖搜查壹傳媒大樓
的同時，《蘋果日報》相關的三間公司的
資產，也悉數被保安局依法凍結，涉款1800
萬港元。

禍港惡行罄竹難書

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因其荒謬偏
頗的立場，逢中必反的姿態，混淆是非的
惡行，早已在坊間得了 「毒蘋果」 的諷刺
罵名。國安處這次雷厲風行的行動，透露
出一個強烈的信息，這一個禍害香港、分
化民眾、撕裂社會的 「毒蘋果」 再也留不

得，要連根拔起清理掉。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4月出席 「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 活動時，就嚴厲指責和不點
名批評《蘋果日報》一直輸出 「誤導、炒
作、不盡不實的報道」 分化人心，挑起社
會的仇恨。並表示，警方在過去一年已向
該媒體發出約130封信，對其誤導、失實的
報道作出投訴、澄清，及直斥其非。又不
點名批評黎智英，指他所控制的媒體，不
停用誤導、炒作、不盡不實的報道，分化
人心、挑起對香港、對國家的仇恨。

鄧炳強亦曾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
「生安白造」 ，強調任何人犯法，不論是
用任何身份或背後有多強的勢力，只要有
證據，警方就會拘捕。

「毒蘋果」 的賣港惡行可謂罄竹難書，
而其領頭人黎智英更是十惡不赦。第一宗
罪便是與西方勢力勾結，建構香港黑金網
絡，為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危害國家

安全。自2019年起，《蘋果日報》先後刊
登過數十篇文章，呼籲境外勢力制裁中國
和香港特區。 「毒蘋果」 以 「新聞自由」
為擋箭牌和護身符，煽動一些市民的反中
央、反特區政府情緒，跪舔西方政治價值，
完全無視香港社會的現實，甘願為反華勢
力的 「發聲筒」 ，公然叫板分裂國家主權。

6月15日，《蘋果日報》副社長曾經發
了一封措辭曖昧的 「給讀者的信」 ，聲
稱該報的堅持正是香港人自身的堅持云
云。 「毒蘋果」 喜歡自作多情，自我加
戲，自我煽情，這早已是其報寫作的三大
筆法。

其第二宗罪便是製造假新聞，煽動青
年參與暴力活動，推動 「港獨」 進入校園。
「毒蘋果」 堪稱製造假新聞的 「軍工廠」 ，

在黑暴時，製造假新聞的手法發揮得淋漓
盡致，炮製了數篇抹黑警方的所謂 「報
道」 。2019年10月6日，藝人馬蹄露經過

旺角時遭到暴徒的襲擊，頭破血流，第二
天， 「毒蘋果」 恬不知恥地在視頻上做手
腳，製造馬蹄露先行傷人的假象。

在校園販賣 「港獨」 無異於在校園販
毒，一個是實質的毒品，一個是精神的毒
品，毒性發作都是一樣的後果。2020年8月
14日，即黎智英父子、多名壹傳媒高層及
周庭等人被拘捕後，香港大學學生會斥18
萬8千元的巨資，在《蘋果日報》上刊登了
一則家書式的廣告，以聲援被捕人士。由
此可見，不少大學學生會都是 「毒蘋果」
的合作夥伴，在反中亂港的道路上互為掩
護，彼此聲援，兩者皆是中毒已深。

反華賣國自取其辱

其第三宗罪便是 「毒蘋果」 昭示出的
「賣國心」 、 「反華心」 。《蘋果日報》
披着新聞機構的羊皮，實為外國勢力的馬

前卒，為了贏得主子讚賞而肆意妄為。6月
14日，美國 「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
授予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杜魯門─里根
自由獎章」 ，肯定其對 「香港自由和民主
價值的維護和貢獻」 云云。這份 「惺惺相
惜」 的 「認同」 恰恰暴露出，黎智英和 「毒
蘋果」 與歐美反華分子是同一條船上的螞
蚱。

當國安之劍亮起， 「毒蘋果」 落地時，
能否砸醒那些妄想以 「公民、自由、人權」
為藉口的 「黃色傳媒人」 ： 「文責自負」
不僅是要負責文字本身的真實性和合法性，
還要對由文字引起的事件負責。當 「毒蘋
果」 落地時，是否可以砸疼那些境外反華
分子，當他們以 「人權」 為藉口，抹黑、
攻擊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時，這棵被連根
拔起的 「毒蘋果」 ，可否砸穿他們的醜惡
嘴臉，讓他們自食惡果，自取其辱？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

壹傳媒及《蘋果日報》
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警
方國安處日前突擊搜查壹傳
媒總部蒐證，並拘捕五名壹
傳媒高層，其中兩人已被正

式起訴。同時，根據香港國安法，保安局凍結了
《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合共1800萬元資產。
這是《蘋果日報》多年來惡行纍纍的必然結果。

回歸前兩年，《蘋果日報》在港英當局匆匆
推動 「香港民主化」 後突然高調創辦。早年該報
是港人眼中販賣膻腥色的代表。特別是1998年那
起震驚香港的倫常案件 「陳健康事件」 中，《蘋
果日報》為搶獨家，竟然在陳健康因為 「包二奶」
導致妻及兩個兒子枉死、且屍骨未寒之時，向他
提供5000港元召妓，並拍照刊登。此舉踐踏了香
港所有人的道德底線，成為《蘋果日報》的驚天
醜聞，也成為香港傳媒專業操守負面教材。

挑戰社會基本道德底線

如果說，在 「陳健康事件」 中，《蘋果日報》
更多的是挑戰社會基本道德底線的話，那之後，
該報更是變成戕害香港政治及社會肌體的 「毒蘋
果」 ，挑戰 「一國兩制」 的政治底線和國家安全
的底線。

畢竟，《蘋果日報》當初創辦的目的就很明
確，衝着回歸後的香港成為 「攪局者」 。其多年
來的所作所為，已經遠遠超出了 「傳媒職能」 ，
更像一個利用傳媒作工具的政治組織，成為 「反
中亂港」 的政治推手，勾結外力， 「顏色革命」
的推手，對香港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造成極大破
壞。

《蘋果日報》在各大事件中扮演重要政治角
色，是香港敵對勢力政治動員、政治宣傳的機器，
在鼓動一些市民反政府、反中央，參與動亂上不
遺餘力。為了煽動一些市民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
法，2003年7月1日，《蘋果日報》頭版大字標題
寫着 「走上街頭、不見不散」 ，並隨報附送 「遊
行海報」 讓市民高舉。

此次開啟了《蘋果日報》政治大動員的先河。
之後的多次大型遊行，包括2019年黑色暴亂，《蘋
果》都在頭版刊登口號，煽動黑暴支持者上街遊

行。該報還刊登專為黑暴製作的 「抗爭手冊」 ，
教授暴徒之間如何以手語傳遞攻擊戰略。

《蘋果日報》是煽動仇恨、撕裂社會的工具，
善於以假新聞洗腦，以謊言煽動仇恨，以恐懼嚇
唬市民。《蘋果日報》曾大肆宣揚民主黨成員林
子健自編自導的在鬧市被所謂 「內地強力部門」
擄走、禁錮、施刑的虛假事件，引發市民恐懼。
這一虛假事件甚至被作為反對 「一地兩檢」 的 「典
型個例」 。黑暴期間，《蘋果》反覆刊登的假新
聞更是滿天飛， 「爆眼女」 、 「太子站死人」 、
「新屋嶺性侵」 等謊言，激發部分人對政府和警

隊的仇恨。此舉與西方國家搞 「顏色革命」 的手
段如出一轍。

港新聞自由絲毫無損

《蘋果日報》及壹傳媒還是反中亂港勢力的
輸血機器，是其背後金主。媒體披露，僅在2012
年至2014年間，黎智英及旗下基金向反對派政黨、
議員和政客捐出4000萬港元。2019年更捐助黑暴
分子 「抗爭」 ，並資助一些涉案人員潛逃海外。
有媒體查詢，壹傳媒集團過去10多年不斷虧損，
累計虧蝕超過27億港元，財政枯竭的危機早已迫
在眉睫，但《蘋果日報》不僅 「如常運作」 ，還
能持續發揮為暴力事件輸血的功能，其資金何來？
相信國安法下總有一天真相大白。

《蘋果日報》不僅勾結外部勢力亂港，還在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前後，以數十篇中英文文章，
呼籲外國制裁香港和中國內地。《蘋果日報》掙
着香港的錢，毀壞着香港的投資環境，幹的是與
香港市民利益為敵的事情。那些被洗腦20多年的
市民應該清醒了。

此次警方依法處理《蘋果日報》，西方政客
一如既往地聲稱行動 「破壞香港新聞自由」 云云。
但正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所說，行動與新聞工作
無關，只是針對有人利用新聞工作做工具和保護
傘，以作掩護。的確，《蘋果日報》的核心作為，
並非是正常傳媒的業務範疇， 「新聞自由」 這把
尺子與其無關。國安法下法網恢恢，多行不義的
「毒蘋果」 ，此次再不能讓其躲在 「新聞自由」

的大旗下蒙混過關了。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

葉建明

議
論
風
生

政情觀察

楊 堅

吳志斌

焦
點
評
論

認同一國即遵從中國共產黨

壹傳媒董事會昨
日開會並決定，將向
保 安 局 申 請 解 凍
1800萬資金，若無

果會在本周六停止運作。同一時間，
《蘋果日報》向員工發出知會，本周
五將是 「死線」 ，若資金未能解封，
周六將會是最後出版日。一系列情況
說明，亂港亂了26年之久的《蘋果日
報》，即將迎來倒閉的一天，也意味
着，一個被美英操縱的香港混亂傳媒
時代，宣告終結。像《蘋果日報》這
類以煽動蠱惑為任務、以造謠抹黑為
手段的西方反華工具，終於得到了應
有的下場。這是法治的勝利，也是全
體香港人的勝利，香港社會也將重回
應有的理性與務實。

為26年亂港惡行付出代價

《蘋果日報》走到今天這個地
步，完全是咎由自取。從1995年創辦

的那天開始，港英政府撤離香港之前
精心埋下一顆炸彈，《蘋果日報》一
直扮演着攻擊、抹黑、醜化特區和中
央政府，分化、撕裂、煽動香港社會
的醜陋角色。這根本不是一個正常的
「獨立」 媒體，而是聽命於美英當局

的 「煽動機器」 與 「造謠平台」 。在
自己國家土地上堂而皇之地進行分裂
國家的輿論宣傳，全世界大概只有香
港才找得到。

以往《蘋果日報》可以如此肆無
忌憚，原因在於香港缺少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也因香港內部的複雜形
勢，讓黎智英之流可以打着法治反法
治，公開勾連外力。其前助手Mark
Simon更是與美國情報機構過從甚
密。不論是2012年的 「反國教」 、
2014年非法 「佔中」 、2016年的 「旺
角暴亂」 ，還是2019年的黑色暴亂，
《蘋果》都扮演了極其惡劣的角色。
尤其是2019年，從造謠 「警察殺
人」 、 「爆眼女」 等事件，到充當了

煽動暴亂的角色，可以說，《蘋果》
是罪行纍纍。

多行不義必自斃，香港回歸已經
二十四年，以前管不了，不代表現在
管不了。香港國安法去年6月30日出台
後，堵住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漏洞，粉碎了外國勢力操縱港版 「顏
色革命」 的圖謀，遏阻了無法無天的
暴力活動，亂港頭目逃的逃、遁的
遁，入獄的入獄，《蘋果日報》以往呼
風喚雨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黎智英去年涉嫌觸犯國安法被
捕，並被法庭拒絕保釋申請，已經是
發出了強烈信號。但有人在監獄內，
仍然可以 「門庭若市」 ，繼續召見手
下，仍然不知悔改。警方國安處日前
拘捕壹傳媒5名高層，指出《蘋果》刊
出了數十篇文章，要求外國政府制裁
香港或國家，有強烈證據證明，相關
人等違反了法律。直至這一刻，《蘋
果》的管理層才突然醒悟，自己成為
黎智英的工具，也要為此付出沉重代

價。
法律是無情的，只要犯了法，就

要面臨法律的懲處。黎智英被捕入獄
後，仍然叫手下 「頂住」 ；《蘋果》
高層張劍虹被捕之後，也在叫員工
「頂住」 。但他們口中的 「頂住」 ，

到底要 「頂」 什麼呢？是明知可能違
法也要「頂住」，還是犧牲自己以成全
黎智英？諷刺的是，張劍虹卻是第一
個 「頂唔住」 的人。在法庭上為求得
到保釋，竟然承諾可以辭去所有壹傳
媒的職務，也可以不接受任何訪問。
前後言行如此矛盾，說明了什麼？

傳媒生態將重回理性務實

其實，從昨日傳媒報道的壹傳媒
董事會決定，就可以看到，《蘋果日
報》上上下下已是 「等死」 的階段。
其一，如果《蘋果》真的認為自己無
罪，就應該向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
禁止保安局的凍資。但《蘋果》只是

對保安局發信要求解凍，是否證明他
們有自知之明？其二，如果仍有 「鬥
志」 ，就應當真的 「頂住」 、不計後
果地堅持到底，結果卻是提前宣布若
無撤銷凍資就會在周六停止運營。

顯而易見，《蘋果日報》員工，
並不想做 「炮灰」 ，更不想做 「替死
鬼」 ，他們不願意成為黎智英個人風
光的 「消耗品」 。正所謂 「打份工」
而已，沒有必要隨着《蘋果日報》而
陪葬。這也說明，他們是 「畏罪」 而
求去。當年黎智英創立《蘋果日報》
時有句宣傳口號： 「每日一蘋果，無
人呃到我」 ，對於壹傳媒的員工來
說，到底被誰「呃」，已是一目了然。

《蘋果日報》亂了香港26年之
久，如今即將壽終正寢，這絕非亂港
勢力所謂的 「新聞自由」 受損，恰恰
相反，沒有了《蘋果》這樣的煽動造
謠機器的存在，香港傳媒生態將重回
理性務實，香港社會也將能更好地在
由亂及治的軌道上發展。

議事論事

熊子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