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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4日對於香港的大學生運動是一
個重要日子，當天上午，香港大學學生會宣布，
有關要求退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 「學聯」
）的議案以2522票贊成、2278票反對、1293票棄
權獲得通過。

這一被稱為 「退聯」的行動，源自去年 「佔
中」期間，港大有學生批評學聯決策失誤，批評
學聯代表選舉制度模糊，扼殺院校自主權。於是
，4名港大學生成立 「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
組」，發起關於 「退聯」的 「公投」。港大學生
會在2015年2月9日至13日舉行投票，投票率約為
39%。按照港大學生會章程，獲10%基本會員投
票， 「公投」結果有效。

「退聯」 可能是一個序曲
就這樣，成立於1958年5月的香港專上學生

聯會，發生了57年來第一次分裂。
從1958年成立學聯以來，香港的大學生運動

有起有伏。活躍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也在一
定程度上推進香港歷史。上世紀70年代，被稱為
香港大學生運動的 「火紅年代」，曾經風雲一時
的所謂 「國粹派」和與之爭論的 「社會派」等等
，主要是觀點分歧，也有一些行為差異，卻始終
沒有形成不同的大學生組織的 「山頭」，遑論動
搖學聯的完整性。

港大學生會 「退聯」很可能是一個序曲。儘
管仍然屬於學聯的中大、理大、嶺南、樹仁、浸
大、城大和科大等7所大學學生會在2月18日發表
聲明，對港大學生會 「退聯」表示遺憾和尊重，
期望今後能夠保持緊密聯繫和合作。但是，截至
本文執筆時止，除科大和樹仁外，其餘5所大學
都先後出現要求 「退聯」的學生群組。

學聯第一次出現分裂，對於香港的大學生運
動和香港，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上世紀70年代至2014年 「佔中」的40多年裡
，香港的大學生運動基本同學生的切身利益不相
關，而是專注於國家和香港，側重於社會、民生
和政治。但是，在2014年持續79天的 「佔中」行
動中，參與的大學生儘管仍表現得以香港和政治
為關懷，骨子裡卻同他們對於自身前途的憂慮相
聯繫——就學不易，就業不易，升職困難，置業
成家困難。這一切，以往何曾深深地困擾過香港
的莘莘學子⁈

上世紀70年代至2014年 「佔中」的40多年裡
，香港或者尚無政治團體或者已經成立的政治團
體能夠站在政治鬥爭第一線，學聯和各大學的學
生會作為大學生的組織未曾有機會也毋須擔當政
治領袖角色。然而，持續79天的 「佔中」是以大
學生罷課所營造的政治氛圍為基礎；除了由所謂
「佔中三子」宣布 「佔中」開始外， 「佔中」實

際領導幾乎由學聯承擔。由於多重因素，反對派
政治團體及其領袖在 「佔中」期間主動或被動地
退居 「一側」。

歷史上，所謂 「國粹派」與 「社會派」的爭
論不以大學生組織為平台。 「佔中」為學聯所實
際領導，大學生中間產生的分歧就合乎邏輯地表
現為學聯分裂。

歷史上，香港社會政治運動即使有大學生組
織參與，但後者未曾當過主角。 「佔中」由大學
生挑 「大樑」，後者動向自然成了香港政治 「風
向標」。

必須指出，無論 「退聯」還是維護學聯（簡
稱 「護聯」），所表現的都是激進和極端觀點，
反映當前香港受反對派影響的大學生的主流意識
。2月18日，7所大學學生會聯合聲明稱： 「我們
縱使遺憾及無奈，也只能尊重當下港大同學於全
民投票中作出的此決定……期望往後仍能跟港大

同學保持緊密聯繫，意見一致時攜手合作，繼續
推動不同的議題，捍衛我城。」請注意： 「捍衛
我城」同 「香港城邦」論是一致的，同 「香港建
國」相去不遠。

即使 「退聯」不至於蔓延所有大學，但是，
大學生的意見分歧將會借助互聯網表現為無形的
「山頭林立」。這是21世紀新形式的組織分裂。

學聯即使維持 「一統」，各大學學生會即使不分
裂，但是，在網絡世界裡，香港的大學生組織將
呈現分裂，不同意見的大學生將 「集群」而展開
「派戰」。

孕育政治上分道揚鑣
青年思想最活躍，也最容易變。學聯分裂，

大學生在網絡世界 「山頭林立」，眼下雖然傾向
於激進和極端，其實，從中長期看，是在孕育思
想和政治上的分道揚鑣。

當前，受反對派影響的青年人包括一些大學
生，鼓吹 「香港建國」，鼓吹 「香港人」和 「中
國人」是不同的民族，而反對派政治團體及其領
袖普遍喪失政治話語能力。成年人無能而青年人
蠻幹，反映香港政治決戰形勢已呈現不利於反對
派的轉變。

特區政府不能困於 「政治積極不干預主義」
（按：這是筆者杜撰的一個名詞，與經濟上的 「
積極不干預主義」相對應，用來描述特區政府受
制於傳統，對於反對派的言行不敢針鋒相對。）
。大學生組織的 「成廢」 「分立」固然是他們自
己的事。但是，對一些大學生具有重大政治原則
錯誤的言論和行動，特區政府必須旗幟鮮明加以
反對。

愛國愛港陣營需要加強對大學生的引導和幫
助，需要推動愛國愛港學生團體發展。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曠日持久的 「佔中運動」，反對派杯葛第二輪政改
諮詢，港大 「學苑派」大肆鼓吹 「港獨」，這些都是近
來已然泛政治化的香港所呈現的紛繁複雜的景象。如何
解釋這種現象呢？有學者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可
以概括為 「一國不足，兩制有餘」，這是很有見地
的，它同時也揭示了香港國家統合方面的重大而緊要
的課題。

「港獨」 思潮沉渣泛起
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政治學教授羅德，曾提出

「區隔性制度命題」（the segmental institutions thesis
），在他看來，香港實施的 「一國兩制」一定意義上說
就是這種 「區隔性制度」，並從而成為國家分離主義的
重要根源。有區隔，有分離，就有統合。日本在近代就
完成了國家統合的任務，而中國的國家統合長期以來卻
未引起重視。對於香港 「佔中」事件，可謂觀點紛呈，
卻鮮有從國家統合層面予以解釋的，也說明了這一點。

早在上世紀初，日本憲法學巨擘美濃部達吉就提出
，國家成立的基礎包括實力的要素和心理的要素。他說
， 「國家的成立，必要實力，這是無可思疑的。然於實
力之外，不可不加以國民心理。實力的要素和心理的要

素，二者相待然後始能形成國家。」既有國家之國家統
合，如果不是擴張，那也至少是為維護國家的統一性，
為此國家統合亦可大略區分為實力的要素和心理的要素
。所謂實力的要素，就是指強有力的統治組織之存在及
有效的統治，可以概括為國家強權。所謂心理的要素，
就是國民處於同一國家共同體的自覺，如果不是自覺地
維護，至少也是不損害國家利益，此方面可以簡括為心
理建設。

儘管香港回歸是一場 「主權性革命」，但由於是政
權的和平移交，香港普通民眾並未感受到生活發生了多
大的變化， 「舞照跳、馬照跑」，中國國家強權的感受
並不十分深刻，中國國家意識並不明晰。這與那些經過
戰火洗禮的人們對國家強權的深切感受存在明顯差別。
香港回歸後，在 「一國兩制」原則下實行高度自治，加
之回歸之初，香港對中央政府的戒心和不信任，代表中
國國家強權的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種 「謙遜」的姿態，極
少張顯其權威，這是有必要的。但其消極後果就是香港
回歸近20年，不但國家觀念在一些香港民眾的思想上未
能扎根，反而香港的 「本土意識」作為一種潛流湧動起
來， 「港獨」思潮沉渣泛起，香港國家統合任務愈發凸
顯。

當此之時，先是國務院發布了《 「一國兩制」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中央擁有對港全面
管治權；之後有 「8．31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香

港政改的主導權毫不客氣地依法歸入自己的掌握；而對
於長達七個多月的 「佔中運動」，中央採取的是堅決 「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立場。這一系列積極、強
硬的動作，可以解讀為中央近年來對港政策的反思，以
及國家強權的強有力的回歸。這期間有許多互動和博弈
，在這一系列的互動和博弈中，香港各方面不斷切身感
受到國家強權及其不可撼動性，中國國家意識不斷得到
提示和強化，國家統合朝着積極的方向推進。

國家強權必須出場
在國家統合的心理建設方面，香港亦有所缺乏。近

來有識之士陸續反思香港的教育狀況，呼籲加強香港中
小學生的中國歷史教育，也有呼籲加強香港青年的基本
法教育的，這些都是國家統合心理建設方面的措施。國
家統合心理要素雖主要偏重於文化上的認同，但其措施
遠不止以上兩種。如加強兩地青少年交流，在國家意識
的宣傳上下功夫，推動香港民眾有關 「中國香港」 「中
華民族」等體現 「一國性」的觀念塑造等。

國家強權與心理建設，二者關係密切，相輔相成。
國家強權能收短期之效，心理建設注重長遠且更為根本
。在心理建設未獲明顯成效情況下，國家強權就有必要
出場。我們可以預料，香港情勢愈加複雜，基本法第23
條立法就愈加緊迫，國家強權就愈可能採取步步進逼的

立場，全國人大常委會愈可能再次積極主動出場，為香
港落實國安立法訂定具體時間表，最極端情況就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
民政府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施。國家強權可以促進心理建設，在心理建設方面無法
取得進展的時候，國家強權就是必要的手段。而一旦心
理建設成熟，國家強權就又有必要採取「退守」的立場。

如上所述，相比而言，心理要素更為根本。儘管歷
史上的 「中國」是流變的，其疆域是不斷變化的，然而
在漫長的歷史型構中，卻積澱而成了厚重的中華文化，
這種文化使得中國不斷地走向統一。內地學者王振民教
授曾指出， 「秦建立大一統的國家對中國社會以後二千
多年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根本影響，對中華民族政治遺傳
基因乃至民族性格的形成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追求國
家統一始終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核心價值，統一始終是人
心所向，大勢所趨。這早已內化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習性
，深入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構成民族的政治基因。」
因而「中國」又是極為穩固的，中國的香港已不容爭辯。

在世界上還存在國家的情況下，統一就是固有之善
。從這種意義上說，不僅 「港獨」就是 「台獨」也僅僅
是政治的噱頭，根本不具可能性。在此亦可下一斷言，
強大的中華文化終將使中華民族再次走向 「大一統」，
這只是早晚的事。

作者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Visting Fellow

學聯分裂添政壇亂象
□周八駿

港大法律學院陳文敏門徒、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
，在該報2月11日 「批鬥陳文敏損中港利益」的文章
，典型地在利用英文和根據英國法律往往能夠做到的
含糊其詞，為陳文敏護短。

問題的中心是，參與佔領行動和編寫 「學苑」校
刊的港大師生們，是在行使學術自由、舉行學術性的
正反推論而受到干預，還是躲在學術自由後面造反、
鼓吹分裂中國？以英文的模棱兩可，加上法律學院院
長的包庇，是可以顛倒黑白的。

就以圍繞着去年6月北京發出的白皮書所引起的
爭論為例，雖然終審庭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大聲疾呼
，說它損害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獨立與法治，英
國的最高法官Lord Neuberger卻說並無其事。而且，
Neuberger 進 一 步 解 釋 ， 白 皮 書 稱 法 官 們 為
administrators，並無不是之處，因為他們的確是整個
特別行政區的administration（行政機關）的一部分。
南華早報前編輯Cliff Buddle也報道說，英國的眾法
官們，就佔領行動的 「公民抗命」是否符合法治，莫
衷一是。

圍攏、呵護陳文敏的法律界泛民諸公，當然不會
接受以上這樣對英國法律的 「詆毀」。他們若不吹捧
英國法律，哪能顯得出他們自己出身的優秀呢？但是
，事不離實。

在陳文敏治下，港大法學院師生鬧出這樣的叛亂
言論、行為，需要特首在施政報告中首先提醒市民警
惕，那末怎能不是陳文敏的行政失當？怎能贊成他爬
上更高行政職位且與法學無直接關係的副校長呢？

「學苑」校刊去年2月、9月和今年2月幾期裡面
的言論，跋扈至建議組織香港武裝，宣布獨立。怎能
說是學術性推論呢？還有李俊傑、游清源等人的 「香
港民族論」，說港人是有別於大陸的另外價值觀和生
活方式的一個多種族群體，應該是另外一個nation
state云云。這是 「溫和聲音」？

明乎此，劉進圖2月11日明報的長篇大論是在浪
費篇幅，缺乏邏輯的長篇大論。劉更側面地、似乎引
述港大的鍾庭耀民調所指，港府的民意支持低落，說

特首因此應該下台。採訪區區一千人的民調，還是從過往記錄能預知
受訪人意向的電子採訪，若能定奪特首的去留，也不用花費幾億元進
行正式的幾百萬選民的投票選舉啦！這是讀法律得來的邏輯嗎？

這是什麼最高學府的思維邏輯？這樣的港大，能不加以整頓？陳
文敏不會做這必須做的整頓。

其實，只看陳文敏加入陳方安生領導、滿是港英餘孽、專門與港
府過不去的 「香港2020」，就已經知道他是什麼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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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熱議】

香港國家統合的時代課題 □夏引業

準確把握中文語言社會定位
□孔永樂

樂鞏南【港事港心】

立法會議員 郭偉强【自强不息】

【議論風生】
最近，有學者建議政府需要重新思量中文語

言在香港社會之定位。筆者覺得此建議有很多值
得討論的地方。過去五十多年，新加坡也在語言
政策上進行多項改革。2012年，新加坡建國總理
李光耀先生回顧個人經歷並整理資料出版《我一
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書中總結新加
坡在過去五十多年實施及改革語言政策之經驗。
本文嘗試引述幾個要點，供讀者借鑒並思考香港
語言教育之現況。

語言不單影響一個人書、寫、聽、講等溝通
方法，深層地看，還影響下一代思考什麼是 「自
己的民族」 「自己的國家」等重要問題。李光耀
先生分析，二次大戰後出現許多新興國家，當中
不少都出現多種語言。一個新興國家如果百廢待
興，最需要的是統一人們的語言。然而，語言教
育及語言政策涉及文化情感及現實利益等複雜因
素。政府實施語言政策改革往往需要堅定的毅力
和決心，當中需要幾代人共同調整及適應。李光
耀先生在結尾有以下總結：

語言政策可成經濟動力
第一點，語言政策可以成為經濟成功的動力

。政府要依據不同形勢的需要在社會裡調整及實
施怎樣的語言政策。政治及經濟發展都需要語言
政策之配合。自1965年建國以來，新加坡曾作出
5次重大的語言政策改革。世界及社會一直變化
，語言政策亦需要不斷調整。英文是世界主要溝
通語言，為增強國際經濟競爭能力，英文不可不
懂。同時，學習華文的功用是保持民族特性和傳
統價值。近數十年，中國經濟發展在國際上逐漸
攀升，華文必須加強學習才能廣泛與中國人交流
，維持經濟競爭能力，推動經濟。

第二點，語言政策是服務國家利益和政府管

理的實用工具。語言能夠傳承文化，但也應該考
慮國家利益。世界各地語言文化各異，學習一種
新語言可多了解世界一種文化。對於個人來說，
如果時間及金錢許可，人們多學一種語言多接觸
一種文化絕非壞事。對於政府來說，語言政策卻
需要符合國家利益。若然偏重某種語言有可能損
害國家整體利益，對社會其他族群造成不公平待
遇，加劇社會之間的摩擦等，負責任的政府必須
進行檢討及調整。

第三點，語言政策不能忽略文化價值。李光
耀先生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深刻回顧，指出如果所
有華族學生只學習英文，數十年後他們會忘記及
失去自己的根。作為華人，無論你的英語說得再
好，在西方人眼裡，你永遠是華人。這是不能改
變的現實。若然語言政策未能兼顧華文文化價值
觀，新加坡年輕一代將會成為無根的浮萍。一個
人失去了文化根基，也會失去自信，很多時候處
於悵然若失的境況。

香港的情況如何？香港教育在近數十年一直
強調雙語政策。基本法第九條明確規定，中文及
英文都是正式語文。然而，社會上中文英文的地
位不對稱。回歸以來，傳統優秀的英文中學繼續
受到重視，不少具中國特色的新界村校卻陸續
關閉。印象中，中文學校也沒有太大發展。反
之，主張以英語為惟一教學語言的國際學校及
書院卻不斷擴張發展，師資及教學資源都較充
足。

或許，有人會說，香港學生可以同時重視中
文英文。這說法並不全面。大部分人一生只有一
種主導語言。我們要認真思考中文、或是英文才
是第一語言，何者是輔助語言。對大部分人而言
，一天只有24小時，多運用某種語言，另一種語
言相對較弱。認清第一語言有助人們應付學習、
生活及工作等需要。同時，若是以英文為先而不
去認識自身的歷史文化，重視英語而失去對自身
文化的認同，失去方向，這就令人慨嘆。

從現實看，假設香港將英文定位為第一語言
，社會上亦很多職位會優先給予具英文優勢之人
士，以中文為主的人士會受到影響。法律學者宋
小莊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司法機構及高等院校均
出現英文凌駕於中文的情況。個別職業重視英文
可能有助與世界各地人士交流溝通。政府需要細
心思量。然而，司法機構及學校對社會秩序及培
育人才都有密切關係，政府需要兼顧語言取向及
社會利益兩者之平衡，並因應時勢而作出調整。
說到底，我們需要維持一個公正而有秩序的社會
。人們在社會內的報酬應該有平等的機會。誰的
付出多，誰的表現好，誰就能在社會上獲得更多
的回報。同時，社會不能因為語言因素而造成不
公，甚至產生動亂。

語言因素造成社會不公
當然，香港年輕一代應該學習英文，亦可透

過英文了解西方思想價值觀。然而，李光耀先生
曾多次強調，在英語世界內真正透徹了解西方核
心價值的本土精英只有極少數。對於一些以英語
為第二語言而長時間在非西方文化背景成長及生
活的人士來說，他們對於某些西方詞彙如 「自由
」 「民主」的認識是否與西方社會的語境和深層
意義相同？筆者覺得，對於眾多香港本土學生而
言，學習標準的 「英語」運用也有難度，體會更
深層次的認知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生活體驗。當個
別人士單純以 「標語式」的中文轉達一些深奧的
政治詞彙時，不少人卻全盤接受，甚至不斷鼓動
社會分裂。這問題便值得深切關注。

語言政策確實需要配合推動社會經濟，配合
政府管理及兼顧語言中的文化價值。然而，語言
政策非常複雜，涉及眾多相關社會問題，政府在
每次作重大改變時，都需要謹慎考慮政策的方向
及其影響。

【指點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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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今日新鮮出爐，適逢年初七 「人日」
，相信市民難免對此有所期待，希望皆大歡喜。即使
財爺早已稱 「減甜」，但經歷 「佔中」事件後，政府
在庫房預料錄得達600億元盈餘下，適當的 「派糖」
是合乎情理的。

統計署資料顯示，近年通脹每年都有4%至5%的
升幅，人均收入在2012年只有2.8%的增幅，到了2013
年才稍為改善，錄得4.3%增長。但套用在基層或一般
打工仔身上，去年第三季就業人士工資平均增長只有
3.4%，社會及個人服務平均工資甚至有負增長。工資
增長根本追不上通脹。最苦的是，住屋物價持續上升
，1月份上升8.3%（與去年1月比較），電力燃氣及水
的物價更有21.7%的升幅。因公屋去年9月加租一成，
1月份公營房屋租金物價上升了29%。

近年經濟持續增長，加上預料因樓市辣招及賣地
收入大幅增加，今年盈餘可觀，普羅大眾理應分享有
關成果。工聯會去年年底已向財爺提出一系列退稅紓
困建議，包括要求給予公屋居民免租一個月。另外，
必須把房委會租金援助計劃擴至房協公屋租戶上，原
因是無論房委會或房協的公屋，所服務的群眾沒有不
同，當中又有不少長者，部分更是獨居，他們零收入
，政府應特別關照他們。此外，我們也建議政府為輪
候公屋已有3年並合資格的住戶，提供租屋津貼，以
減輕他們住屋開支的負擔。

惠及中產方面，我們建議當局維持兩季差餉寬免
、寬減薪俸稅，並提高供養父母／祖父母免稅額至5
萬元，另增設子女教育開支5萬元免稅額等。還有一
項惠及青年學生的，就是要豁免大專生 「免入息審查
貸款計劃」下的在學期間利息，並讓他們日後還款時
可把還款額扣稅。在15年免費教育方面，只要父母符
合入息及資產審查，當局也應資助其幼童全日制幼稚
園學費，希望當局為此交出計劃及時間表。至於特首
已公布用3億元，成立支援青年創業的 「青年發展基
金」，當中申請撥款的細節，希望快公布。

在開源方面，當局宜慎重考慮在利得稅制度上，
跟薪俸稅一樣，引進累進制計算，企業有500萬元以

下可評稅利潤的，沿用16.5%稅率，500萬至1000萬元的，則徵稅17%
，1000萬元以上利潤的稅率則是17.5%。政府過去一直有透過預算案
的措施，提供經濟誘因，在收入與開支舉措上推動政策，如增加煙稅
反吸煙、提高子女免稅額鼓勵多生育等，或是讓市民在沉重生活開支
上 「透透氣」，我們今年都繼續期望財爺有所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