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工陳虹秀和另外3人被控參與2019年

8月31日灣仔暴動，2020年在區域法院法

官沈小民席前罪脫。律政司前年上訴得

直，案件獲發還區域法院重審，其中3名

被告承認暴動罪，陳虹秀拒認罪受審，區

域法院暫委法官鍾明新早前裁決指，陳虹

秀用社工身份為「示威者」撐腰，與其他

暴動者一同集結，鼓動他人作出破壞社會

安寧的行為，裁定她暴動罪成。鍾官昨日

判刑指，本案情節極為嚴重，四名被告鼓

動暴動，判刑必須反映法庭維護公共秩序

的決心，一律以5年監禁為量刑起點，不

接納初犯和沒有使用實質暴力作為減刑理

由，惟考慮原審至今歷時5年等因素，各

酌情扣減刑期，認罪的3男女被告判囚2

年5個月，陳虹秀則判囚3年9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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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暴動案重審 陳虹秀囚45月
法官批用社工身份為「示威者」撐腰 同案3人認罪囚2年5個月

4名被告依次為27歲補習老師賴姵岐、32歲電腦程式員鍾嘉能、27歲廚師龔梓舜及48歲社工陳虹秀，被控於2019年8月
31日，在香港灣仔軒尼詩道與盧押道一帶，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
人參與暴動。鍾官判刑指，涉案有超過500人參與，歷時逾兩小
時，大部分示威者身穿黑衣，戴防毒面具或以面巾遮面等，加上
頭盔眼罩，顯然是明知違法而意圖掩飾身份，令暴動更無所顧
忌，而且有人帶備手袖手套、鐳射筆、汽油彈、自製盾牌及棍狀
物體等，顯然是有備而來，有一定計劃組織。
鍾官指，本案暴動暴力程度高，情節極為嚴重，示威者設置路
障癱瘓交通，縱火情節十分嚴重，除燃燒路障雜物外，更連同修
頓球場公眾看台一併燃燒，其間一度發出爆炸聲，濃煙高達七八
層樓，觸動附近樓宇灑水系統，消防員也無法撲滅，火勢若然失
控蔓延，或造成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
鍾官認為案發地區人煙稠密，有商住店舖，暴動造成混亂，帶
來危險及威脅，破壞公物亦造成公共開支和滋擾公眾。

穿同色衫到現場 鼓動破壞社會安寧
鍾官續指，「示威者」在警方反覆警告、噴射水炮下仍持續暴

動，對峙叫囂，驅散後更蔓延至銅鑼灣引發另一場暴動；雖無證
據顯示4名被告帶領或號召暴動，他們不是單純以同色衣着身處
現場，其中賴姵岐、龔梓舜分別戴頭盔、防毒面具和手袖；鍾嘉
能一度手持自製盾牌；陳虹秀持擴音器叫喊為群眾撐腰，支持及
鼓動暴動，4人罪責相若，不屬最低級別，一律以5年監禁為暴
動罪量刑起點。

法官考慮陳多年任社工減刑4個月
鍾官考慮到賴、鍾、龔三人重審時即認罪，給予30%認罪扣

減；而案發至今已逾5年，其間4人承受沉重壓力，各人酌情減
刑10個月。由於案件具複雜性、有法律程序要求，不認為是控方
造成無理延誤。至於辯方指被告初犯、重犯機會低，鍾官引用案
例指不會就此減刑。至於辯方指被告參與程度低，鍾官重申沒有
使用實質暴力不是減刑理由。
有見賴、鍾、龔三人案發時年輕，減刑3個月，各判囚2年5

個月；而陳虹秀任職社工多年，未來或需吊銷牌照，另外重審
時案情爭議不多，分別減刑4個月及1個月，終判囚3年 9個
月。

=�+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行
政長官梁振英的次女梁齊昕離世，終
年33歲。梁振英昨日（9日）清晨約
5時，在其Facebook專頁發文表示：
「齊昕走了，走得很突然，沒有留下
隻言片語，只是安詳的躺在床上，前
幾天她還主動去接種流感疫苗。感謝

警方和法醫的調查，目前可以排除自
殺和其他的可疑。感恩各位朋友在我
們一家最困難時刻的關心、理解和慰
問。」
警方於前晚約10時40分接獲筲箕
灣愛德街1號一幢服務式公寓的員工
報案指，發現一名33歲姓梁女住客昏

迷在房間，救護人員到場證實女事主
已經死亡。

警方：事件無可疑
警方初步調查，認為事件無可疑，

死因有待驗屍確定，案件列作屍體發
現跟進。昨日下午約5時，數名便衣
警員到達港島西區域多利亞公眾殮房
跟進案件。

梁振英次女齊昕猝逝 終年33歲

●陳虹秀（右）2019年在遊行現場搞事。 資料圖片

●梁齊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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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陳虹秀參與2019年灣仔8．31暴動
案，於2020年被原審的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放生」罪脫，同案另外7
人經審訊後亦罪脫，律政司就8人的無罪判決向高等法院上訴庭提上
訴。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沈小民的裁決犯下三大嚴重錯誤，判定律政司
上訴得直，發還區域法院由另一法官重審，其中陳虹秀等4人面對重審
及罪成判囚。該案的審訊過程雖然曲折，但最終4人被判囚，反映了以
身試法者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充分展現了香港司法堅定不移維護法
治。另一方面，陳虹秀罪成及判刑，反映她以社工身份煽仇挺暴是赤裸
裸的事實。

原審法官「放生」被告終難逃法律制裁
陳虹秀及7人於2020年9月被區院時任法官沈小民裁定罪脫，包括裁

定陳虹秀表證不成立，當庭釋放。沈官當時裁決提出三大「怪論」，包
括被告可能是「見證歷史時刻」，逃跑不一定因為畏罪，不應將黑衣人
隨意視為參與暴動等，又聲稱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有關控
罪，其論點令社會嘩然和質疑。
律政司不服裁決，認為沈官沒有適當和充分地考慮及分析有關指控的
全部證據，或在事實上錯誤地引導自己，並考慮了不相關的因素或忽略
了相關因素，遂先後就陳虹秀及其餘7被告，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
訴。另一方面，沈小民在另一宗灣仔暴動案亦裁定6名被告罪脫，之後
辭官「提早退休」並舉家移民英國，這一舉動惹來各界質疑其動機。

上訴庭指原審犯三大錯誤
上訴庭在審理8．31案時批評，原審法官沈小民的裁決犯下三大嚴重

錯誤，有悖常理，包括忽略盧建民案案例，指稱控方缺乏對被告等參與
暴動的實質證據，然而根據案例，就算被告本人沒有作出實質的作
為，例如暴力或其他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等，控方仍可透過證明他們
「利便、協助或鼓勵參與暴動的人」而構成參與暴動。
上訴庭下令撤銷陳虹秀等4名被告的無罪裁定，將案件發還區域法院
由另一法官重審，惟其中4名被告已離港，法庭未能送達文件而獲撤銷
上訴。案件於去年12月2日在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席前重審，同案3名被
告承認暴動罪，陳虹秀受審後被定罪。
暫委法官鍾明新裁決表示，陳虹秀攜帶多支咪高峰及戶外擴音器到
場，顯然有備而來。她明知已出現大規模暴動，仍選擇逗留現場，用社
工身份為「示威者」撐腰，從而拖延警方行動。唯一的合理推論，是她
有意圖參與本案暴動，並透過上述方式與其他暴動者集結在一起，從而
鼓動其他暴動者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環境證供的疊加效應令法庭
對她能作出壓倒性的推論，裁定她暴動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恬恬）懲教署昨
日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辦國安教育青少
年座談會，並首映該署製作的國安教育微電
影《暫借的榮耀》，故事改編自首名因觸犯
香港國安法被判入獄的唐英傑。現場還有兩
位更生者親身與學生座談，解答學生疑問，
講述自己的更生經歷、心路歷程。座談會上
還播放另外一套國安微電影《未嘗的愛》預
告片。該兩套微電影將於4月15日「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上載至懲教署和教育局各官
方媒體平台，希望通過微電影提升市民慎思
明辨的能力和守法意識，將維護國家安全信
息傳遞予更多學生及社會大眾。
國安教育微電影《暫借的榮耀》講述一名
青年在朋友影響下，聲言要「時勢造英
雄」，其後在遊行示威期間，駕駛着寫有煽
動口號旗幟的電單車衝越警方防線，因違反
香港國安法被判入獄9年。

短暫「榮耀感」換來9年監禁
隨後，真實案件主角唐英傑透過影片表明
自己是微電影故事原型，也是首個因觸犯香
港國安法而被判入獄的人。他憶述，在
2019年「黑暴」事件期間，在網上見到很

多虛假和偏激的資訊，令他對政府很不滿
意，也對國家產生很多誤解，所以他決定要
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表達不滿。
2020年7月1日香港國安法實施當天，唐
英傑在灣仔駕駛插有煽動口號旗幟的電單
車，衝向警方防線被捕，被判煽動他人分裂
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監禁9年。唐英傑在
影片中表示，被判刑後感到很後悔，又承認
自己愚昧，「為咗一剎那短暫嘅『榮耀
感』，換嚟足足9年監禁。」

已經悔過自新 成為一名升旗手
最令他感到憤怒的是，當日慫恿他做這件
事的人已經逃之夭夭，是「叫人衝，自己
縮」，最終令他失去自由，也失去與朋友和
家人相處的時光。他在影片最後表示，自己
已經悔過自新，還成為一名升旗手，並創作
了一首歌來表達自己對國家的悔意和敬愛，
希望透過自己的雙手回饋國家和整個社會。
在場不少學生看畢後接受主持提問時紛紛
表示，「不能有僥倖心理、犯法會坐監」
「做錯事坐監不值得」「連累身邊人、讓家
人擔心」。
在座談環節，懲教署邀請兩名更生者現身

分享，其中一名青年阿權（化名）憶述，案
發時自己中六，在2019年理大事件中涉嫌
暴動罪被捕，最終被判入教導所。
當時，他透過社交平台認識網友，見到

「人做我又做」 而犯案，現已感到十分後
悔。目前，阿權已入職一間公司成為一名機
電技術員，未來夢想是成為一名工程師。
另一名少女阿欣（化名）於2021年因設

街站被捕，同樣被判入教導所。她憶述，
自己當時年紀尚小，不懂得分辨對錯，受
到社會氛圍影響，「傻更更就出咗去」，
沒想過後果如此嚴重，以為只是派宣傳單
張，以為沒有實質傷害別人或攻擊他人就
沒事，後來發現原來語言文字的破壞力也
很強。
阿欣的母親也到場分享，表示女兒被捕

後一直感到沉重和難受，她感謝懲教署令女
兒「企返起身」「冇放棄自己」。阿欣並送
上自己親手製作的手工抱枕給母親，感謝家
人的支持。兩位更生者最後寄語現場學生：
「要好好珍惜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光，無論大
小事都要與家人分享，家人是最強大的後
盾」，「做事前一定要三思，要努力學習，
知識改變命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恬恬）懲教署昨日下午在伊館舉辦國安教育青
少年座談會，超過1,600名來自29間學校的師生、家長教師會成員、撲滅
罪行委員會成員、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成員等出席，並播放由真人真事
改編而成的國安教育微電影《暫借的榮耀》。署理保安局局長卓孝業出席活
動致辭時忠告說，青少年藉這部電影須明白凡事要三思後行，切勿以身試
法，以免抱憾終身。他並鼓勵大家多與家人朋友分享國安資訊，不要被一些
假消息迷惑，也不要被一些對抗性的線索誤導，一起攜手維護國安港安。
卓孝業表示，懲教署一直以來肩負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穩定的使命，除
提供一個安全穩妥的環境協助在囚者改過自新、重投社會外，更積極走出
圍牆，主動推展社區犯罪預防教育工作，致力培養青少年成為愛護家國、
奉公守法、具有正向思維的新一代。
他提到，有不少違反國安法的年輕人都是因為輕信假消息或假新聞，被
人煽動利用，或是在虛榮心的驅使下，做出衝擊社會秩序、挑戰國家安全
的行為，因而承受法律後果。
「他們當中有不少在院所內接受我們職員的悉心教導時，都感到悔不當
初，並對社會，尤其是對愛護他們的家人，感到愧疚。」卓孝業說。「除
了因一時的虛榮假象而犯錯外，我們發現許多這樣的年輕人對國家的認識
不深，甚至有錯誤的觀念，很容易受到誤導。就像我們戲中的主角一樣，
入所後才發現自己對國家的認知相當片面，並且存在許多誤解。」
卓孝業表示，隨着他們對國家的認識加深，尤其是在參與一些認識國家
的活動後，他們也希望日後能夠貢獻香港及國家。懲教院所內也推出了不
同的計劃，幫助在囚者認識國家的歷史及文化，加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提供心理及價值觀的重整，以及協助他們與家人重新建立關係，建立
他們的法律意識，希望幫助他們重建生涯規劃，鼓勵他們正向思維。「希
望他們能夠像戲中的主角一樣，找到正確的方向和目標。」
出席座談會的嘉賓還包括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警聯部副部長謝巍、中

央政府駐港國安公署聯絡局副局長謝志祥及特區政府懲教署署長黃國
興。

唐英傑案改編微電影首播 廣傳護國安信息

1600人座談國安教育
卓孝業勉港青勿以身試法

●座談會播放了微電影《暫借的榮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更生者阿欣（左）在分享環節末段擁抱欣母（左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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