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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宜自求多福勿再「玩№」 

周全浩 

 

回歸之後，中央對香港事務本來確是放手不管的，無奈有些人硬是要製造麻煩，

跑到美國去出席聽證會，二十三條立法不成，五十萬人上街，中央焉得不大加「關

注」。 

 

人大常委會主動提出釋法，「民主派」人士反應激烈，已是意料中事。 

 

九七年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國家的領導層忙於搞經濟建設，國內千頭萬

緒的事情要處理，更兼國際事務複雜，亦需理順，本來不欲過問香港事務，最好

是港人自己「搞掂」。 

 

無奈香港有些人硬是要製造麻煩，例如跑去台灣參加「台獨」大會，一些人則跑

去美國出席聽證會，諸如此類，引起中央政府注意。尤其嚴重的是，去年二十三

條立法不成，雖然法例在很多方面比英美的國安法還要寬鬆，但由於市民的誤

解，加上傳媒的推波助瀾，最終無法立法，還引來五十萬人上街示威，中央政府

焉得不大加「關注」。 

 

今次人大主動釋法，可以說乃是港人一手做成的。若去年通過二十三條國安法，

正如前保安局長葉女士所言，特區政府不會輕易動用，法例不會削弱港人的自

由；但那些控制傳媒者硬是不信，間接影響市民的看法，弄致目前的境地。 

 

本港大部分市民不知道國家領導人對國家安全的感受及看法，從溫家寶總理去年

七月訪港所引的詩篇看，隱然感到，領導層認為列強亡我之心未死，國人 (包括

港人 )務需警惕。而事實上一直有外國勢力在支持「台獨」，扶持達賴，要求前

時的塔利班政權訓練新疆的回民，派回新疆搞分裂活動；亦有國家年年發表人權

報告，希望於聯合國譴責中國的人權紀錄，凡此種種，都不是友善的行為。伊拉

克被「莫須有」地指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被列強入侵而亡國，很多國家的領導人

都悚然而驚。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向台灣作示範，這是中央政府的良好

願望。無奈九七年剛開始，一些人已經斷言「一國兩制」不會成功，台灣方面更

聲言不會接受。中央政府的良好願望無法達到，是十分清楚的。 

 

此外，於八十年代初期提出「一國兩制」，亦有緩衝的意義，藉之保持港人的信

心及香港的繁榮。隨覑中國經濟的急速發展，以及進入世貿，對香港的依賴程度

已大為減低，若然港人還不知時移勢易，還要驕傲自大，可說是自討沒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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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宜密切留意台灣的局勢，「台獨」勢力猖獗，對香港是禍不是福；若然中央

政府認為妥協不是辦法，柔性手段行不通，香港的示範作用已失去，則無需再客

氣。那些天天高唱「一國兩制」行不通者，簡直是在戕害香港，等同「自殺」。 

 

現時一些人仍然在傳媒天天大叫，屆時那些天天講民主、日日談人權者可能橫掃

選票，人人當選。筆者不敢預測屆時的選舉結果如何，但果如上述，則中央政府

的反應必極為強烈。港人宜自求多福，不要受人利用，山雨欲來風滿樓，風聲已

起，還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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