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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司徒華是前香港民主黨黨鞭及支聯會主席，被喻為香

港民主派元老及精神領袖。他畢生領導推動香港民主政制改革，

不少香港人普遍認同他是最早為香港爭取民主的人。 

2004年，華叔說過，願意和北京商討政制改革問題，不論結果

如何，至少可以緩和矛盾，營造祥和氣氛，為最終達成共識創造

條件。他又說過，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是「退一步、進兩步」的

策略運用。關鍵是能否堅持原則和前進的方向。 

2009年，泛民主派中的公民黨和社民連發起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五區辭職以進行五區公投，藉此向北京表達普選訴求，並把補選

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變相公投。司徒華反對五區總辭和五區公投，

並在補選當日杯葛投票。 

2010年，民主黨和中聯辦舉行自 1989年六四以來首次會面，稱

為破冰之旅。其後，針對香港功能組別産生辦法，因可以增加五

個民選議席，民主黨召開黨員大會表決通過政改立場。司徒華表

示支持區議會改良方案和政改方案，因此被部分泛民主派指罵為

民主罪人。同年 6月，民主黨和建制派在議會以多數票通過政改

方案，列明 2017年特首以普選形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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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面臨 97大限前路，民主回归论是當年政治

辩论的产品。当时主流传媒舆论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都是一面

倒支持形形式式的维持现状论，主张民主回归一派，与各種不同

觀點激辩，逐步形成主流。司徒华堅持民主回归论的立場最爲堅

定。1988年高山剧场誓师大联合，民促会成立。1989年六四后

政治形势剧变，促成民主派结成港同盟，其后发展成民主党。華

叔的一生，以民主回归派贯彻始终。 

華叔一生熱愛中華、熱愛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他為人剛直

不阿，一直堅持理想，從不言休；崢崢風骨，深受各界尊敬。當

年政改方案通過，華叔功不可沒。前香港總督彭定康說過，司徒

華是一個反殖民地主義者，是一個堅定、強硬及非常聰明的中國

愛國主義者。 

四年前，香港政局還相對穩定。從 2012年始，美國重返亞太，

日本安倍上台，美日聯手抗衡中國的態勢成型。香港政局在特首

選舉后亦遂逐步演成兩大陣營對壘。到如今，壁壘分明，勢成水

火。可惜香港再沒有像司徒華這樣的定海神針似的政治人物，可

以一言九鼎。此時此際，相信不少港人特別懷念華叔。 

華叔和我們訣別已四年了。這期間世界政治格局和香港政治生態

已然劇變。華叔泉下若有知，當驚世界殊。如果他還在世，以他

的政治道德和政治智慧，它對香港目前的困局會有甚麽看法？筆

者和華叔同屬皇仁書院舊生，近日和不少政圈内外的有關朋友談

及這個問題，思慮再三，形成以下看法，僅供參考。 

筆者認爲， 佔領中環變成佔領金鈡，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北

京取態無可無不可，政改方案通過與否，2017 年有否特首普選，

兩种結果都可以。上月英美已先後表示認同 8.31框架 – 這種

取態的基本原因是：承認佔領運動並未達到預期效果，下一步只

能在普選這個全港參與的運動裏另辟戰場，因此支持袋住先，

2107年有普選比沒普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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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民主回歸派，基本原則是尋找最適合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

不可以全盤肯定西方的一套。應該參考，移植，改良，把最好的

引進來，同時要適合中國的水土。甚麽是最重要的中國國情？中

國是只有 35年現代化經驗的年輕國家。不要喊打倒共產黨，要

喊反對一黨專政。全球有 10億中產階級，如今有 3億中產階級

就在中國。未來 35年，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在城鎮化的

過程中，中國還有 5億農民會升格為市民。中國將會超越美國為

全球最大的經濟和政治體系。要認清這個大勢所趨。民族主義不

應該是狹隘的，應可以和國際主義共存共榮，共融共生。歐美發

達國家強盛的歷史和現實，造成其強勢的價值觀和對其制度的信

賴和崇拜。這是事實要承認，但不能全盤否定任何其他的體系，

甚至否定中國本身。香港獨立絕對不可取。因爲是固步自封的思

維，沒有出路。香港不是星加坡。不可以唯政治批判主義，好像

什麽都是共產黨和特區政府的錯。要了解中國近現代的興衰，鑑

古才可以知今。要堅持平反六四，深信最終必會平反。看問題，

要上天落地，要時空結合。要有像鷹一樣的四維環球視野，也要

有像虎一樣的三維全局觀點。13學者方案有可取之処，儘管一

時形格勢禁用不著，但可立此存照。最後，最重要的一點，要細

讀外國人對中國的各類評價，可拓寬我們的眼界。一句話，要讀

書，要修養。真正的革命家，都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有深度的人

物。我們不要流氓政治。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策略要隨情勢改變。改變是常態，但基本

原則和理念要始終堅持。那就是民主回歸。如果說佔領運動帶來

民主運動轉折的時代，那麼現在是民主政團轉變體質的時候。所

有爭取民主的政團都應該好好思考。轉型是痛苦的，也可能在一

段時期拖慢了民主力量的匯集。泛民要面臨嚴峻選擇，要嘛堅持

民主回歸，要嘛轉型本土優先，而後者很容易變成分離主義或獨

立運動。民主回归论可以批判，但批判的意义，包含承传、掦弃



和超越，要有思想出路。历史有因有果，不能割裂；所谓承先启

后，正是此意。上一代不論成功失敗，都要交棒；下一代不管愿

不愿意，都要接棒。泛民應面对现实，为自己的生存目標和人民

的長期福祉，与泰山压顶，如日中天的中國共產黨周旋到底。但

這需要有理論和群衆，有策略和膽識，有理有利有節，長期奮鬥

互動，才有機會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