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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日前以涉嫌違反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

虹等五名壹傳媒高層，以及兩名主筆共七人。七
人於壹傳媒任職期間，《蘋果日報》劣跡斑斑，
既 「盛產」 假新聞，又有多篇文章涉嫌違反國安
法，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蘋果》高層對此難辭

其咎，兩名主筆在過往評論中多次抹黑國安法，公然播
「獨」 ，意圖顛覆國家政權，皆觸犯國安法，當中馮偉

光作賊心虛，企圖 「走佬」 ，更加證明警方依法辦事打得準。

抹黑國安法 勾結外力 煽暴播獨

大公報記者 吳子硯

陳沛敏獲保釋後繼續做
騷，在教堂 「痛哭」 ，妄
言在囚人士是 「因維護真
理而身陷囹圄」

張劍虹放任《蘋果
日報》公然發表多篇
呼籲外部勢力制裁中
國文章

周達權因違反將
軍澳工業邨租約，
最終與黎智英等人
被控欺詐罪

羅偉光涉違反國安
法串謀 「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 ，現正還押

張志偉涉違反國安法
串謀 「勾結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 ，獲准保釋

楊清奇多次在《蘋果
日報》發表評論，污
衊警方的合法拘捕是
打擊新聞自由，
又公然 「唱衰」
大灣區建設

馮偉光被捕前還在
《蘋果日報》社評
中妄言視 「一國兩
制 」 如無物，稱
「香港將失去制度
優勢」 ，又抹黑國
安法凌駕於公民自

由之上

新聞
追蹤

【大公報訊】與《蘋果日報》沆瀣一氣的黃媒《立場新
聞》前晚發公告稱，母公司六位董事余家輝、周達智、吳靄
儀、何韻詩、方敏生及練乙錚，接受建議，辭去董事職務。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指
出，《立場新聞》的錢從哪裏來，現在有了國安法，應依法
追查。

網民：倘辭職就可免罪責 天無眼
對於《立場新聞》當晚發的公告說 「將會把今年五月份

及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轉載文章和讀者投稿等評論文章，
全部暫時下架，與作者確認繼續刊出的意願和風險後，再考
慮合適安排及重新刊出」 。梁振英質問《立場新聞》： 「如
果有作者要求將他的文章重新上架，而這文章涉嫌違法，
《立場新聞》會否拒絕？」

不少網民支持梁振英的言論。網民 「Andy Ho」 說：
「如果單一辭職就可以自免罪責的話，那就真係天無眼，天

無理了。大家要記住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網民
「鄭國東」 則指出： 「資金來源，是證明有沒有勾結外力的
最佳證據！」

游清源「852郵報」影片急下架
另外，繼《立場新聞》將文章下架後，上月宣布停運的

網媒 「852郵報」 ，其總編輯游清源昨日發布短片宣布，已將
YouTube頻道內所有影片下架，並就下架決定向觀眾道歉。

梁振英：《立場》錢從何來應追查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蘋果日
報》在1995年由黎智英創辦，聲稱 「每日一
蘋果，無人呃到我。」 事實上，《蘋果》只是
掛着新聞機構的名義，不斷進行煽動群眾仇視
特區政府，多年以來利用頭版鼓吹市民上街抗
爭，例如多年來的七月一日頭版都是鼓吹市民
參與七一遊行。黑暴期間，《蘋果》儼然是黑
暴文宣，煽動市民上街，例如2019年6月9
日，頭版標題是 「今日上街反惡法 香港人晒
佢冷」 。同年6月12日，頭版是 「反惡法背水
一戰」 。結果黑暴越來越激烈。

另一邊廂，《蘋果日報》一直以來都勾結

外國勢力，例如2020年6月13日，在香港國安
法生效之前，《蘋論》主筆李平在《蘋果日
報》英文版撰文，公然要求美國國會以及美國
政府制裁中央和特區政府官員，又要求美國凍
結相關人士的資產和限制交易。

黎智英搵特朗普「出頭」
即使香港國安法生效後，創辦人黎智英及

其高層仍利用《蘋果》作為平台，繼續進行勾
結外力的勾當。2020年10月12日，黎智英在
《蘋果》英文版撰文，聲言日本、澳洲及其他
西方國家應要作出抉擇，以及禁止向中國輸出

科技。同年11月29日，黎智英發表題為 「天
下圍中拜登騎虎難下」 的文章，聲稱美國總統
特朗普強硬對付中國猶如幫他們出頭， 「讓大
家有個靠山的安全感」 。此外，特朗普又制裁
某些協助中共的香港官員，要這些官員承受個
人損失， 「令為國安法蹂躪喘不過氣來的港人
感到有人為我們出氣而寄存希望」 。

2021年1月28日，亂港組織 「鍵盤戰線」
發言人鄺頌晴在《蘋果》英文版撰文，指德國與
中國有緊密的經濟聯繫，透過德國打擊中國可
以更具效益。鄺竟聲稱與中國對話已經失效，
而德國應該在人權問題扮演更主動的角色。

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蘋果
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以及蘋果動新聞平台
總監張志偉於本月17日被捕，《蘋果日報》主筆楊清奇（筆
名李平）、馮偉光（筆名盧峯）分別於本月23日及27日被
捕。馮偉光亦為《蘋果日報》英文版執行總編輯。

翻查資料顯示，張劍虹在1991年入職壹傳媒，後升至行
政總裁。在其任內，《蘋果》不斷爆出報道假新聞，又在修
例風波期間支持暴徒，抗疫期間抹黑疫苗，還公然發表呼籲
外部勢力制裁中國文章，聲稱要 「天下圍中」 ，乞求特朗普
強硬對付中國，要其他西方國家禁止向中國輸出科技，破壞
中國軍事，張劍虹對此難辭其咎。

不斷發文煽動制裁香港
另外，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本月中拘捕壹傳媒五名高

層時曾指出，《蘋果日報》自2019年至國安法實施後，
發表近60篇鼓吹及乞求外國勢力制裁香港特區以至中央
政府的文章。有關文章中文、英文皆有，在國安法實施
後乃至近期仍持續發布。數量如此眾多文章觸犯國安
法，作為《蘋果》高層的陳沛敏、羅偉光、張志偉更是
難逃責任。

而在本月18日壹傳媒五高層被捕後，楊清奇發表文
章將警方的合法拘捕污衊為 「當局的打壓、威嚇持續升
級」 ，又借題發揮指 「香港新聞自由岌岌可危」 。去年
6月30日香港國安法生效當日，楊發表評論，公然支持
美歐抗共。而早在2019年2月，楊清奇已發表社論，污
衊大灣區建設進程中， 「市場一體化對香港的衝擊將惡
化」 、大灣區 「恍若一個由不同基因組合而成的畸胎」
等，稱香港 「不應該與中國產生太多的融合」 ，煽
「獨」 意圖明顯。

借新聞自由作擋箭牌
至於馮偉光，他自1997年起為《蘋果》撰寫社

論迄今，同時也是 「眾新聞」 的專欄作家。馮偉光
在本月21日以盧峯為筆名，發表題為 「捍衛新聞自
由 俯仰無愧」 的社論，文中污衊警方的搜查、拘
捕行動打壓本港新聞自由，抹黑國安法 「凌駕本地
法律保障的公民自由與權利」 ；更視 「一國兩制」
如無物，妄稱 「香港將失去最重要的制度優勢」 ，
失去對投資者的最大吸引力。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傅健慈表示，《蘋果》一直以來的態度都是將
政治凌駕於新聞之上，卻始終用新聞自由當 「擋箭
牌」 ，做出許多違法行徑。他又說，《蘋果》多年
來經常抹黑國安法及香港政府，為外國勢力制裁香港
與國家找藉口，《蘋果》高層對此難辭其咎。兩名主筆在過
往評論中多次抹黑國安法，公然播 「獨」 ，意圖顛覆國家政
權，皆觸犯國安法，當中馮偉光作賊心虛，企圖 「走佬」 ，
更加證明警方依法辦事做得對。

作惡多端《蘋果》非正常新聞機構

2019年7月
●黎智英訪美與時任副總統彭斯及國務
卿蓬佩奧等會面，並大肆抹黑香港修
訂《逃犯條例》及 「一國兩制」 。外
交部駐港公署痛批其根本是 「民族敗
類、香港罪人」 。對此，黎智英聲
稱： 「遭到中國人的指控是一種榮
幸」 。

2019年10月22日
●黑暴期間，黎智英聯同 「港獨」 組織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總監朱
牧民及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
言人張崑陽會見四名共和黨參議員，希望

對方可以持續
為香港發聲，
透過政治表述
甚至行動向特
區政府施壓。 2020年5月26日

●社評 「蘋論」 主筆李平發表題為 「播毒
殺港 中共邪惡 世界埋單」 的文章，
指 「如果民主世界還止步於口頭聲援，
不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中共採取強
有力的制裁，何異於讓真正的人類公
敵、千古罪人繼續禍港禍全球？」

2020年6月13日
●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前，社評

「蘋論」 主筆李平在《蘋果日
報》英文版撰文，公然要求美
國國會以及美國政府制裁中央
和特區政府官員，又要求美國
凍結相關人士的資產和限制交
易。

2020年7月9日
●台灣智庫執行委員賴怡忠在
《蘋果日報》英文版發文，提
出透過國會議員聯盟以建構區
域人權防衛多邊合作機制，制
裁 「危害」 港人安全與自治的
中共官員，他形容這是非常重
要的新戰場。

2020年11月29日
●黎智英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為

「天下圍中 拜登騎虎難下」 的文
章，聲稱特朗普強硬對付中國猶如
幫他們出頭， 「讓大家有個靠山的
安全感」 ，而特朗普制裁某些協助
中共的香港官員，要這些官員承受
個人損失， 「令為國安法蹂躪喘不
過氣來的港人感到有人為我們出氣
而寄存希望」 。

2021年1月28日
●亂港組織 「鍵盤戰線」 發言人鄺頌晴
在《蘋果日報》英文版撰文，要求德
國插手香港事務，稱德國與中國有緊
密的經濟聯繫，透過德國打擊中國就
可以更具效益，德國應該在人權問題
扮演更主動的角色云云。

▲黑暴期間，《蘋果》大肆煽動市民上
街，動亂越演越烈。

▲

黎
智
英
前
年
曾
與
當
時
美
國

副
總
統
彭
斯
會
面
，
唱
衰
香

港
，
揚
言
﹁為
美
國
而
戰
﹂
。

《蘋果》五高層兩主筆劣行纍纍

壹傳媒行政總裁 壹傳媒營運總裁《蘋果日報》副社長

《蘋果日報》總編輯 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

《蘋果日報》
主筆

《蘋果日報》
主筆

《《蘋果蘋果》》勾外力鐵證如山勾外力鐵證如山

2020年10月12日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蘋果日報》英文
版撰文，黎聲言，日本、澳洲及其他西方
國家應該要作出抉擇，禁止向中國輸出科
技。這樣制裁不僅僅是阻止中國經濟及科
技發展，很多中國軍事以及社會監控設備
都是依賴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零件和科技，
全國的電子監控亦會遇到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