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
官發財請

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斯
門。」 這幅由孫中山書寫的
對聯懸掛在1924年黃埔軍校
第一期開學典禮當天的校門
上。2024年3月31日，香港
黃埔軍校後代親友聯誼會會
長林際平帶團參觀黃埔軍校
舊址紀念館時，再次駐足這
幅對聯前。

林際平的爺爺是黃埔軍
校一期教官林薰南將軍，父
親是黃埔18期畢業的林上元
將軍。林際平同記者分享，

其太爺爺在老家病逝之時，
粵北會戰軍情緊急，爺爺林
薰南義無反顧地奔赴戰場。
林際平感嘆，國爾忘家，愛
國是爺爺一生實踐的黃埔精
神。另外，其父林上元從黃
埔軍校畢業後，也放棄留校
任教的機會，選擇奔赴前線
戰場，保家衛國。林際平表
示，他對黃埔有深厚的情
感，亦是他2016年發起香港
黃埔軍校後代親友聯誼會的
原動力， 「每次踏足黃埔軍
校舊址，心裏都會感到無比
的激情與自豪。」

同日，參訪團同廣東省
黃埔軍校同學會舉行座談
會，圍繞弘揚傳承黃埔精
神，講好黃埔故事，實現民
族偉大復興的話題暢所欲
言。林際平表示，聯誼會將
在未來舉辦包括黃埔百年歷
史圖片巡迴展覽、粵港黃埔
交流、青少年黃埔徵文競賽
等一系列活動。他強調，舉
辦黃埔百年薪火相傳系列活
動的目的是希望鼓勵香港青
年傳承愛國革命，祖國統一
的黃埔精神。

大公報記者陸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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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太爺爺能夠看到現今一片太平盛世的景
象，我相信他會感到非常欣慰。」 辛亥革命

元勳、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長李烈鈞將軍的曾
孫女李嫣，亦是黃埔軍校第17期學生李贛駒的孫
女，現任香港黃埔軍校後代親友會理事。她輕輕撫
摸掛在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內太爺爺李烈鈞的照
片，笑着說： 「我和我太爺爺長得還挺像的。」

這是李嫣首次到訪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和黃
埔軍校舊址，參觀爺爺和太爺爺曾經工作和受教育
的地方，感觸良多，彷彿跨越時空感受到那熱血奮
進、團結一致、無怨無悔、忠貞報國的黃埔革命精
神。

百年黃埔薪火相傳，適逢黃埔軍校建校百年之
際，香港黃埔軍校後代親友聯誼會在3月30日至4月1
日間，組織在港黃埔後代，香港大、中、小學生及各
界人士等近40人，前往廣州及普寧參觀孫中山大元帥
府紀念館、黃埔軍校舊址、東征烈士陣亡紀念園、棉
湖戰役舊戰場遺跡等，緬懷先輩們的愛國事跡。

「黃埔一期學生能活下來的很少很少。」 抗日戰
爭期間，黃埔軍校校舍遭日軍飛機轟炸，被夷為平
地。3月31日，黃埔軍校一期學生，原全國政協委員
周振強的孫女周雁走進按照 「原位置、原尺度、原面
貌」 復建的黃埔軍校舊址時告訴記者，她的爺爺曾經
歷過兩次東征和兩次北伐，當年同窗幾乎全部犧牲。
周雁望着黃埔軍校的學生宿舍，回憶爺爺的一生都維
持着在黃埔軍校養成的習慣：腰板總是挺得筆直；床
鋪被褥總是疊得規整；抽屜和書桌都收拾得整整齊
齊、一塵不染；西褲每晚都放在枕頭底下，壓出兩道
褲中線。周雁告訴大公報記者，即使晚年爺爺身體抱
恙，仍堅持每日繫皮帶的習慣。

盼像祖輩能為國家作貢獻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周雁笑着說，爺爺一

生嚴格自律，卻也從不苛求小輩按照同樣的方式生
活。即便如此，周雁表示爺爺待人接物的方式影響了
她，她亦以此為標準教育自己的後代，嚴謹謙遜，奮
進愛國。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永遠留下
了李烈鈞將軍的名字和事跡。1904年，22歲的李烈
鈞由北京練兵處選赴日本學習陸軍，在日留學期間與
黃興等人組織了以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為宗旨的
「攘白團」 ，1907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從
事民主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二次革
命、護國護法、北伐戰爭等一系列大事記中留下了不
朽的人生足跡。

「我作為黃埔後輩，希望未來能夠有機會像我的
太爺爺和爺爺一樣，為國家做出一些貢獻，希望在社
會發展的歷程中，留下自己的一筆。」 李嫣說，作為
新時代的青年，回望先輩的崢嶸歲月，期盼團結和無
私奉獻的黃埔精神能夠在自己未來的實際行動中得以
繼承和發揚。

土生土長的香港青年黃顯倫告訴記者，他對黃埔
軍校的人物和故事都非常尊敬，但一直缺少切身的體

驗。此次參團前往黃埔軍校等革命舊址參觀，讓他對
於黃埔精神，對於先烈的家國情懷，和愛國主義都有
更深刻的體會。 「我拍下了兩代黃埔後人站在一起的
背影，感受到黃埔精神在潛移默化中得到了傳承，這
是一種言傳身教的力量。」 黃顯倫認為，黃埔精神是
無畏困難，永不言棄，具有跨越時空的傳承意義。他
期盼將黃埔精神融入香港和內地青年的交流互動中，
從組織體育、藝術、科技等交流活動作為切入點，傳
播及傳承黃埔精神。

港生體會言傳身教的力量
同日，參訪團前往東征陣亡烈士紀念碑獻花，緬

懷英雄先烈。香港黃埔軍校後代親友聯誼會會長林際
平告訴記者，烈士園內有一株粵港澳黃埔同心樹，是
三地的黃埔後代共同種下的紅棉樹。作為廣州的市
樹，紅棉樹綻放着熱烈的紅色，彷彿在向世人展示着
黃埔精神的生生不息。更象徵着英雄的鮮血和愛國奮
鬥的黃埔精神。

「教育為神聖事業，人才為立國之本。」 孫中山
先生於1924年在廣州創辦了國立廣東大學（今中山大
學）及黃埔軍校。兩校 「一文一武」 ，分別為國家培
養了大批科學文化人才和軍事革命人才。30日參訪團
前往中山大學參觀，香港嶺南大學學生蘭雅薇表示感
觸頗深。孫中山於1923年來到嶺南大學發表題為 「學
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的演說，其後嶺南大
學在院系調整中併入中山大學。蘭雅薇認為現今嶺南
大學的學生深受孫中山和黃埔精神的影響，她所理解
的黃埔精神即是愛國、堅定、堅韌不拔。

太爺倘見今太平盛世 必非常欣慰
黃埔軍校在港後人 緬懷祖輩愛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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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條例生效後，香港如何鑄優勢？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後，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和香港國安法一同構築
起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基本法第23
條訂明的憲制責任落到了實處。香港擁
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那麼，在
「後23條」 時期，香港如何保持並不斷
做大優勢？這是擺在香港管治團隊面前
的一個重大課題。

今年全國 「兩會」 期間，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在參
加政協港澳聯組會議討論時指出，中央
重視和支持香港、澳門保持獨特地位和
優勢。中央希望港澳在更高水平開放中
發揮超級聯繫人的重要平台及聯繫渠道
的作用。中央一如既往支持香港鞏固國
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
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
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要
通過大灣區發展戰略和 「一帶一路」 等
國家戰略，使香港、澳門這兩顆鑽石發
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丁薛祥副總理的講話給香港各界巨
大激勵和鼓舞，有中央的堅定支持，有
國安港安的良好社會環境，有廣大市民
求繁榮求穩定的共同願望，香港迎來了
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香港應以更加寬
闊的視野、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穩健
的步伐，鞏固傳統優勢、鑄就新的優
勢。

把「背靠」的資源用好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是公認的

香港優勢。香港要鑄優勢，第一個課題
是：把 「背靠」 的資源用好。重點應在

以下兩個方面加力。
其一，用好中央惠港政策資源。今

年2月，國務院批准增加陝西西安及山
東青島為內地赴港澳 「個人遊」 城市。
兩個千萬級人口、萬億級GDP城市加
入港澳 「個人遊」 行列，將給香港帶來
更多遊客。這體現出中央對香港的關
愛，也是行政長官李家超及特區政府積
極爭取的結果。中央惠港政策的 「工具
箱」 裏的 「工具」 很多，什麼時候用什
麼 「工具」 ，用什麼 「工具」 可為香港
帶來最大實惠，這需要香港特區及時提
供建議。如今，香港已經重回正軌，管
治團隊應靜下心來研究 「香港所需」 與
「國家所能」 的 「共振點」 ，主動爭取

惠港政策。
其二，用好超大規模市場資源。中

國內地擁有14億人口，比整個歐洲的人
口還多，且消費需求升級較快。以汽車
為例，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年
底，中國民用汽車保有量達到3.36億
輛。這意味着平均每個家庭有一輛汽
車。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如今，
內地正在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一方面
布局 「新賽道」 產業，另一方面改造提
升傳統產業，今後五至十年的市場需求
將會非常旺盛。香港在現代服務業領域
有諸多優勢，應該洞察內地市場的變化
趨勢和升級節奏，用好內地的市場資
源。

把「聯通」的文章做好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是公認的

香港優勢，香港鑄優勢，第二個課題

是：把 「聯通」 的文章做好。重點應聚
焦 「軟」 「硬」 二字。

從 「軟聯通」 看，香港需要在許多
方面突破。香港是外資進入內地、內地
企業走向世界的通道， 「通道作用」 發
揮得不錯，但香港與內地 「軟聯通」 需
要破題的地方還很多。比如，在科技創
新方面，香港如何加強體制機制銜接，
以打造一體化科技市場，並推動粵港澳
三地科研資源開放共享；在人才工作方
面，粵港澳三地如何聯合辦學、培育國
際一流人才；如何推動國際人才跨境流
動；在法律制度銜接方面，粵港澳三地
如何變 「制度之異」 為 「制度之利」 ；
值得一提的是：三地 「軟聯通」 ，香港
應發揮主導作用。因為，內地正在推動
「制度型開放」 ，旨在改革舊制，接軌
世界；香港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程
度高，有能力和責任助推內地的 「制度
型開放」 。

從 「硬聯通」 看，香港應以 「灣區
思維」 謀劃基礎設施建設。大灣區是粵
港澳三地共同的家園，香港與灣區城市
是一個整體，必須按照這個定位規劃重
大基礎設施項目。比如，香港要提升港
口運力，應考慮到廣州港、深圳港，以
及東莞、佛山、珠海等周邊港口，按照
「錯位發展、分工協同、優勢互補」 的

思路去謀劃。又比如，香港要提升航空
運力，應考慮到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深
圳寶安國際機場、珠海金灣國際機場、
澳門國際機場的具體情況，按照 「抱團
發展」 的思路去謀劃。總之，不能單打
獨鬥，而應以全局思維和長遠眼光來鑄
就 「聯通」 新優勢。

把潛在的動能激活
香港鑄優勢還有一個重要課題是：

激活潛在的動能。
應該看到，在回歸祖國後的二十多

年間，由於香港社會長期存在一股抵制
「 『一國』 之同」 的力量，抑制了香港
的發展。這股力量有時候是隱性的，有
時候是顯性的。在 「泛政治化」 的背景
下，香港與內地在一些領域的深度合
作，往往被某些人貼上政治標籤，被解
讀為 「同化」 「跪低」 「賣港」 等。現
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香港政通人和，
海晏河清，不用擔心政治因素的干擾，
我們應發現各個方面的潛能，並將其激
活，鑄就香港的新優勢。

丁薛祥副總理對港澳委員講到：
「要通過大灣區發展戰略和 『一帶一
路』 等國家戰略，使香港、澳門這兩顆
鑽石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這也是為
香港鑄就新優勢點題。

從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看，香港在一
些領域擁有較強的科研能力，居於創新
鏈的前端；廣東製造業基礎雄厚，居於
創新鏈的後端；香港應和廣東兩地聯
手，在創新鏈中端上發力，就能打通
「任督二脈」 ，激活科技創新的潛能。

從共建 「一帶一路」 看，香港與內
地 「併船出海」 還做得不夠，實踐中的
案例還不夠豐富。香港相關行業應好好
研究一下內地企業的需求，以及各自的
「堵點」 ，通過制度創新，推動合作共
贏。

香港與內地的合作空間很大。比
如，知識產權交易、文化旅遊合作、共
同舉辦國際盛事等，這些領域都蘊藏着
巨大的發展潛能，需要我們逐一激活。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
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多次強調： 「香港是我們
國家的掌上明珠」 「香港的特殊地位和
優勢，香港居民非常珍惜，中央也非常
珍惜」 「中央堅決支持香港保持獨特地
位和優勢。」

丁薛祥以 「鑽石」 比喻香港，夏寶龍
以 「掌上明珠」 比喻香港，這都充分體
現了中央對香港的深情關愛和高度重
視。香港應不負厚望，不斷鑄就新優
勢，持續提升競爭力，在發展之路上越
走越好。

在 「後23條」 時期，香港拚經濟、
強治理、惠民生、鑄優勢四個方面具備
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社會各界應該
積極支持行政長官李家超及管治團隊抓
機遇、破難題，推動由治及興進入新境
界。

（系列評論之四）



屠海鳴
點擊香江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
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
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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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會近40人到棉湖戰役舊址憑弔先烈。

勉港青傳承愛國精神

▲李嫣看到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內太爺爺李烈鈞的
照片，笑着說： 「我和我太爺爺長得還挺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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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的
爺
爺
是
黃

埔
軍
校
一
期
教
官
林
薰
南
將
軍
（
左

上
圖
）
，
父
親
是
黃
埔
18
期
畢
業
的

林
上
元
將
軍
（
左
下
圖
）
。

◀▲周雁（左
圖）的爺爺周
振強（上圖）
曾經歷過兩次
東征和兩次北
伐，也是原全
國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