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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運動告一段落。平心而論，特區政府在處理清場的行動中並沒有犯什

麽大的錯誤，起碼沒有發生香港版的六四事件或二二八事件。對被拘捕的

人士大都從輕發落，表現克制，贏得了民心。畢竟年輕人和青年學生，不

僅不是老一輩的敵人，反而是他們的將來。對青年學生要有耐性，要關懷，

要愛護，要教育。現在逼切要做的，是從理論上反駁一小撮別有用心的閙

事分子以爭取民主為藉口，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鼓動學生和青年違法抗爭

的錯誤思想。 

那麽，鬧事分子的目的是什麽呢？是反對民心回歸，製造中港矛盾。中國

發展來勢洶洶，部分港人一時接受不了這種令人錯愕的，急劇的，顛覆性

的轉變，加上香港二元化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造成貧富懸殊，資源分配出

了問題），以及政治體制的某些缺陷造成反對派寄生性的長期存在，讓鬧

事分子鑽了空子。年輕人也著實嚮往選擇和自由，要海濶天空，要浪漫激

情，要我行我素，加上社群互聯媒體席捲全球，多年以來每天一個蘋果，

反復唱著《中國遠離我》的曲調，日子有功，於是先柴後火，政改爭議一

發不可收拾。 

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從 1839年到現在，已經過 175年。回首前塵，

中華民族屢戰屢敗，國土淪喪，人民被蹂躪摧殘，瀕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

頭。可中國人就是不屈不撓，在迷茫血色和滿目瘡痍中匍匐前進，終于取

得抗戰的勝利。鴉片戰爭爆發以來，歷盡艱辛 110年，才迎來共和國的誕

生。共產黨取得政權，是中國人在全球範圍内對列強挑戰的歷史回應，是



逶迤走過 110年滄桑之後的毅然抉擇。它涉及民族文化的深層原因。中華

民族在破壞與建設之間尋找出路，篳路藍縷，迂回曲折。共和國過去 65

年，取得光輝的成績，也犯過嚴重的錯誤。對共產黨的功與過，一言難盡，

應如何理性研判？一黨專政短期内是好是坏，以後應否請國民黨重返大陸，

兩黨良性競爭？這都是另外的話題，不在這裡說。反正時移勢易，中國現

在已擧足輕重，成爲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系，估計到 2049年，建國 100

周年，更會超越美國，GDP世界居首。五千年的中國夢，就是國家的繁榮

富強，就是民族的共和共榮。但吊詭的情況就在這裡。香港各個階層和年

齡段的部分市民，回歸都 17年了，出於各種不同原因，體驗和背景，中

國越是變好，中國人越是富有；就是越要反對，甚至越是忌恨。這是爲什

麽？ 

我們要正確理解民主，澄清被扭曲了的概念。民主好像理所當然，但其實

一直引起很大的誤解， 有意無意，讓人們以爲民主就等同選舉制度，就

是要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而且任何人都應有提名權；因此不要提名委員會，

而且要有公民提名。這才叫真普選，不然就是假普選。其實這是一個偽命

題。民主和法治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同樣，權利和責任，是另一個銅板的

兩面。這兩個銅板，一陰一陽，互相呼應，就像一張四方桌，缺一不可。

怎可以單提民主，不及其餘？單強調民主，以爲民主就是一切，可以淩駕

在其他核心的普世價值之上，本身就是誤導。一小撮鬧事分子明知故犯，

以單單倡導民主來遂其反對民心回歸，製造中港矛盾的政治目的，美其名

曰公民抗命，然後宣稱自首，以此來掩飾犯法的實質，爭取選票，做永遠

的反對黨，這行徑實在不堪。應該說，我們要真正的民主。而真正的民主

是與法治，權利和責任並存的，互補的，不可偏廢的。一小撮鬧事分子，

即當前佔領運動的倡導者，實質是假民主。他們和真正有理想的年輕人和

學生不一樣。 

筆者當年和其他同學們也曾熱血過。我想，真正有抱負的青年和學生們，

要努力學好理論，不要輕易受政客或疑似理論家的誤導。也許我們一時無

法改變世界，但如果我們都能堅持做好自己，不斷學習，不斷提升，將來

是屬於年輕的你們的。在歷練中成長，為了大多數市民的長遠的基本利益

而奮鬥，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心是甚麽？ 是理想，是追求，是視

野，是境界。是修養，文明，寬廣和包容。是勇敢地面對未知，踏上風雨

如晦的征途，是懷著一個熱血的，有執著和信念的心，爲了探索一個較爲



美好的世界。這個嶄新的制度，應該不是你民我主的西方政治制度，也不

應該是我共你產的制度。我們要認清什麽是歪理。譬如說，有人認爲内地

取消通行證，那就發起以後拒絕去中國的運動，視中國為敵對勢力。這種

想法極端危險，最終會把運動引向港獨的邪路上去。社會上呼籲學生有所

進退，光榮退場後應長期努力，或組政黨，或深入社區，默默耕耘，那纔

是為理想而參與政治的正確做法。甚至可考慮加入建制，在架構内進行改

良改革。如果有些青年學生最終的目標是爲了促成國内進行政治改革，要

求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相信不少香港市民都不會反對。是不是要香港獨

立？是不是要推翻中國共産黨？如果是這樣，要怎樣做呢？學習陳勝吳廣

揭竿而起？學習汪精衛刺殺醇親王？學習孫中山策劃武裝起義推翻滿清？

加入泛民的一些政黨？加入建制進行内部改革？只要把事情想清楚了，做

什麽都值得嘗試。但還是要理性清醒才好，因爲在大是大非面前，錯不得。

在爭取民主的同時，請不要觸犯法治，要明白我們對國家，對社會有承擔，

有責任。不能夠單講權利，伸手就要。還記得美國總統甘廼迪的名句麽？ 

當前特區政府在政治上的急務，還是要解決選舉安排的問題。第二輪咨詢

馬上就要開始。筆者期望雙學的同學們，在社區展開民主宣講的同時，考

慮成立一個和政府溝通對話的平臺，平心靜氣，好好地談如何盡量擴大提

名委員會的民主化。我們都愛香港。愛香港，就不要放棄每一個往前走的

機會。在政治體制的發展步伐上，我們和内地有分工，不能從這個分工鏈

掉隊。不能輕易和中國說分手，不要說《去中國化》的狠話 - 千山獨行，

不必相送。真如此，將來回望，會後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