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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集
美國《華爾街日報》上周報道一則消

息，指監警會就審視修例風波委聘的國
際專家小組成員已辭職，又稱，國際專
家認為監警會的權力及獨立調查能力存

在嚴重不足，最後決定請辭。雖然監警會主席和副主
席已作出澄清，但反對派仍據此借題發揮，要求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 。必須指出的是，監警會委聘國

際專家，主要目的是希望借鑑國際上處理和應對社會
動亂的經驗，而非來港調查警隊，政府應堅守底線，
繼續支持監警會的工作。

邀國際專家借鑑國際經驗
針對《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和

副主席謝偉銓已經及時澄清回應，他們指出，專家小
組並不是請辭，而是他們在首階段的工作已告一段
落，而監警會與專家小組仍有緊密接觸，希望將來某
些情況下仍可提供協助。

香港今年6月9日發生修例風波，示威者提出所謂
的 「五大訴求」 向政府施壓，其中包括成立獨立調查
委員會，調查警隊濫權。提出這一訴求，明眼人都知
道，目的是為了打擊警隊的士氣，制約警隊的執法能
力，以便他們進一步推動旨在顛覆政府、破壞 「一國
兩制」 的暴亂，可謂居心叵測。

特首在 9 月 4 日的公眾講話回應所謂的 「五大訴
求」 時已表明，不接納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
委任前教育署署長余黎青萍以及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林
定國加入監警會。她又承諾，監警會調查報告會公
開，而政府亦會認真跟進報告的建議。特首亦宣布監
警會將會邀請國際專家加入，協助相關工作。

在此之前，監警會在8月23日對外宣布將邀請海外
專家成立國際專家小組時，特別說明了一個要點，外
國專家小組的職權不包括調查工作，僅會參與專責委
員會中就警方行為作出評估和建議的部分，至於釐清
事實方面，則不屬國際專家小組的職權範圍。

由此可見，特首強化監警會，以及監警會委聘外國
專家，並非是接納了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的訴求
所採取的措施，也就是說，強化監警會的主要目的不
是為了調查警隊，制約警隊的執法能力，相反，是要
從社會動亂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並且從國際上尋
求值得借鑑的經驗，從而加強和提升警隊的執法能
力，以更好地維護社會安定。

外聘專家辭職報道不實
弄清了這一點，再回過頭來看《華爾街日報》有

關外聘專家辭職的不實報道，顯而易見，監警會邀
請外國專家來港時，並不是邀請他們來調查，所以

根本不存在調查權力和獨立調查能力不足的問題，
外國專家小組的主要職能是就監警會提出的事實，
根據外國的實際經驗，比如英國警方應對和處理
2011 年動亂的經驗，提供意見和建議，而依照監警
會主席和副主席的澄清說明，專家小組這方面的工
作已經告一段落，完成使命。監警會下階段將會公
布有關的報告。

既然《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不實，反對派借題發揮
所展開的詆譭監警會、阻礙監警會正常工作的做法是
完全沒有理據基礎的。另一方面，反對派又藉機進一
步脅迫特區政府，要求成立所謂的 「獨立調查委員
會」 也是無理要求。

許多市民不知就裏，不明真相，因而受人誤導，有
一些建制派的政治人物也跟隨附和，加入要求成立所
謂 「獨立調查委員會」 的大合唱中，這實在令人感到
不解和遺憾。

政府當局必須要站穩立場，堅守底線，堅定地支持
監警會的工作，支持警隊提升執法能力和水平，以更
好地保障社會穩定。同時，政府也有必要做好政策措
施的宣傳和解說，讓絕大多數市民理解政府、支持政
府，明白香港警隊作為唯一保護香港社會穩定、維護
香港 「一國兩制」 的武裝力量的重要性，讓市民消除
對警隊的誤解，支持警隊。

乞外力亂港將自取其辱
評論

責任編輯 葉宇 美編 吳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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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堅定支持監警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由香港多所大學學生會所組成
的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日前
到台灣遭受冷遇，除了記者會被
冷落外，蔡英文一句 「台灣現階
段不需要《難民法》，目前有
《港澳條例》即可」 的回應，令
那些自稱 「政治難民」 的玻璃心
碎了一地。這些所謂 「政治難
民」 在香港參與暴亂，害怕被檢
控，因此逃到一直宣稱支持香港
青年 「民主運動」 的台灣，希望

台灣民進黨當局庇護，或許還幻想能得到一枚獎章
吧，不想他們得到的卻是自取其辱。

港暴徒滯台製造麻煩
因為台灣清晰地 「割席」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長

方仲賢極度失望並在臉書發文痛批，他稱民進黨是只
想用香港人的 「鮮血」 ，來換取台灣人的選票。他還
稱台灣有義務幫助香港 「義士」 ，否則以後無從應對
大陸 「武統」 。文章一出即引發港台罵戰，隨後，方
仲賢發文道歉。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更
是在臉書上貼一文，向台灣方面 「表示感謝」 。

台灣參與香港暴亂是板上釘釘的事實。台灣媒體
說，香港暴亂一開始，只要不挺香港，就被打為支持
「中共同路人」 ，馬上就開始 「今日香港，明日台

灣」 洗風向，好像都要跟香港人出生入死一樣。而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發出的 「感謝

信」 ，更是將台灣方面自6月起參與香港動亂的事實

一一揭出。比如以螞蟻搬家形式運送物資來港，一夜
間為港人籌募大量頭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指導亂港分子在美國進行有關《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的游說工作等等。

一直支持香港動亂的蔡英文當然吃了香港的 「人血
饅頭」 ，她從選戰開初民調一直輸幾條街，到今天步
步走高，全拜香港動亂所賜。政客向來是政治利益計
算，不會有惻隱之心。此時此刻，蔡英文要的是選
票，來台投靠她的香港 「暴力示威者」 會不會成為票
房毒藥，影響她爭大位，是她的優先考慮。據外媒報
道，逃往台灣的香港暴徒已經達到200多人。有媒體
分析，香港暴徒逃台會為台灣造成諸多麻煩，選民也
不會支持。第一，這些自稱 「政治難民」 的港人到台
經濟來源可能成為問題。如果要在台灣生存，一則是
從事 「非法務工」 ，有可能成為黑社會等非法組織的
犯罪工具；一則是靠外部 「金援」 ，但對於援助者背
景和目的需要多方調查，存在隱憂。同時，不排除這
些香港暴力違法者為了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可能會在
台灣引發相關的遊行示威，這可能會使得台灣社會的
「和平集會遊行」 產生質變。此外，依 「陳同佳案」

的判例來看，假如他們在台犯罪後成功離台，不會得
到其他地區的懲罰，僅會成為台灣的通緝犯，而這種
特殊的 「司法地位」 ，將使這些滯留台灣的香港暴徒
非常有可能成為社會問題的未爆彈。這些問題都將成
為台灣在大選中和之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用後即棄非孤立現象
香港暴力違法者在台灣遭遇的 「用後即棄」 ，相信

絕不會是孤立現象，世界上任何國家和地方都不會歡
迎大量違法暴力分子前去避難。

台灣把香港青年當作棋子，美國何嘗不是呢？那些
揮舞美國國旗， 「感謝」 美國制訂 「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 的人，是在 「為美國而戰」 。其中一部分期望
美國承諾 「因為參加暴亂而被政府拘捕，美方不會以
此為由拒絕批出學生或工作簽證」 。但請別忘了，該
條文還說， 「美國方面會指令領事館，維持一份活躍
名單，紀錄一些被扣留、拘捕和針對的人」 。香港警
方目前已拘捕超過6000 人，這 6000 人都申請滯留美
國試試看，除了 「一些活躍名單」 包括黃之鋒之流尚
有利用價值以外，絕大多數能獲得美國無條件庇護
嗎？別傻了！

有一句話叫做 「做美國的敵人很危險，做美國的朋
友更危險」 。當年美國為了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
慫恿一些恐怖分子為美國助戰，這些恐怖分子得到美
國的輜重和給養坐大了，建立了 「伊斯蘭國」 ，之後
對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構成威脅，並影響到整個地
區的和平與安寧。薩達姆政權倒台後， 「伊斯蘭國」
最終在俄羅斯的軍事打擊下覆滅了，但美國對此已漠
不關心了。同樣，美國一度利用庫爾德武裝合作打擊
極端組織。庫爾德人甚至在美國支持下搞變相的獨立
運動，最終也沒逃出被戲耍拋棄的結局。

今天中美關係走向惡化，美國需要香港這枚棋子，
需要暴力亂港阻礙中國前進的腳步。但中美關係好好
壞壞，兩個大國之間完全脫並不容易。當國際局勢
丕變，中美重新走近，香港這顆棋子還那麼重要嗎？

年輕人，真該醒醒了！

葉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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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漁民青年會主席、新界青聯智庫成員 崔景恒

盡快結束是非不分的年代

趙陽

為香港郵政的溫度點讚

智庫
爭鳴

長話
短說

2019是個讓港人痛心的年份，由6月至
今，整個城市在不同層面慘遭蹂躪。有
人自甘墮落，親手為一己之私摧毀城
市，一副我認為正確便我行我素的樣

子，不斷美化黑暴，也不斷為黑暴尋找藉口，最常見
是將政府或別人的一些錯處，甚或只是誤會無限延伸
成自己可打砸搶燒的藉口；不過更可悲的是，有更多
港人在黑暴下為了尋求生存，明哲保身，被迫充當黑
暴鷹犬，讓香港進入是非不分的年代。

黑暴植根社區
自區選之後，表面上社會紛亂減少，實則上眾多的

反對派和縱暴者當選區會，雖則算不上改朝換代，但
卻無形中將黑暴規則植根於香港社區。或許基於自
保，或許基於對政府的恨鐵不成鋼，不少港人也將自
己包裝成黑暴 「盟友」 。例如筆者有朋友開了一間小

食店，受修例風波的影響，旁邊不少商店也化身 「黃
店」 ，這位朋友為求免被 「裝修」 ，只好將自己的商
店包裝成 「黃店」 ，將門面裝設成所謂 「連儂牆」 ，
也貼上歧視警察、或誣衊一些政治事件或人士的標
語。筆者對於有關情況既表無奈，也表同情。一方
面，朋友站在了黑暴一方的立場，紛亂的社會再少一
道清泉，不過作為小商戶小市民，在政府無法給予恰
當的保護之下，其實這位朋友也身不由己。

姑息養奸 後患無窮
不過，黑暴規則植根下的社區並不會得到真正安

寧。我們見到黑暴規則下的香港，暴徒可以按一己好
惡進行破壞、施以暴力及違反法例；若有人提出異
議，便很容易成為被所謂 「私了」 （施以私刑）的目
標，市民已充分活在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黑暴
極權之下。這種規則無疑已深深腐蝕香港，各位讀者

可以看看最近大律師公會的聲明，聲明義正辭嚴地說
向法院縱火的人士並非真誠的示威者，而是罪犯，但
難道在半年來不斷堵路、縱火、破壞、傷人和起底的
不是罪犯？他們不是在踐踏法治？為何香港一個如此
專業的機構，要在被欺負到家門口才敢發聲？這也難
怪現今的香港會變成如此模樣。難道在這世代，一個
人要好好的活，要不便是姑息養奸，要不便是同流合
污？

或許現時的一夕安寧，只是暴風雨的前夕，只是因
為黑暴被暫時滿足後的消化期。只要政治紅利被徹底
消化，或者有新的事態刺激黑暴，黑暴必會繼續利用
既有的抗爭模式，甚或變本加厲，讓社會蒙上更大陰
影。

政府必須盡快意識到有關問題，盡快聯合理性港人
施以對策，終結現時的局面，不要因一時安寧麻痹大
意，否則香港只會成為黑暴溫床，必然後患無窮。

據報載，過去3年，本港欠資郵件約有
150萬件，不少收件人反映，因通知卡上
未有寄件人及郵件資料，卻要將不足的
費用轉嫁至收件人身上，做法不公平。

針對該問題，香港郵政將於今天起推出新措施，向寄
件人或收件人寄出 「欠資郵件交付通知書」 ，通知書
內會包含欠資郵件的正、背面相片，並貼有欠資標
籤，讓寄件或收件人可知悉是什麼郵件欠郵資，而市
民可透過電子付款繳交所欠費用。

有人質疑，香港郵政的這一做法得不償失：因為

追討的欠資，遠不及這一新措施所要付出的成本。
我不贊同這樣的觀點。我認為：創新舉措不能簡單
地用 「經濟效益」 這個指標來一概而論地衡量。換
句話說，香港郵政的新舉措，最大程度地方便了市
民，把城市服務的溫度扎扎實實地做進公眾的心
裏，這種 「社會效益」 又豈止是錢能買來的？至少
我們能從這個小事情上，看到香港郵政沒有以一副
「店大欺客」 的心態，漠視150萬封欠資郵件背後的

信任和訴求，而是積極創新、努力改進，最大程度
地方便市民。

我們的城市，似乎存在一種通病：商業社會的任何
行為，都一定要通過經濟指標來量化是否 「進步」 。
殊不知，一個社會的良性發展，固然需要先進的商業
理念、強大的商業發展作為經濟根基，但同時，也一
定要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企業肯在履行社會責任上，
真用心、用真心。特別像香港郵政這樣的百年老店，
能從一點一滴的小事上，為了老百姓的利益跟蹤改
進，即使是賠本也要做好，就是真心履行社會責任的
體現。將心比心，真心換真情，相信這樣的舉措一定
會贏得民心的回報。

12 月 5 日，
美 國 北 卡 羅
萊 納 州 否 決
了 一 所 專 供

印第安人就讀的特許學校
「Old Main STREAM

Academy」 之 設 立 申 請 。
其否決理據是：該校計劃
採 用 的 教 材 《 紅 色 教 學
法：美國原住民社會與政
治思想》（Red Pedagogy:
Native Ame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
以批判態度詮釋美國建國
以來對印第安人的迫害，
「沒有強調美國的偉大，

但卻強調印第安原住民的
權利」 。吊詭的是，在州
政府剝奪了印第安人學校
設立申請的同時，美國眾
議院卻以大比數決議通過
了 《 維 吾 爾 人 權 政 策 法
案 》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19），聲稱強烈關注中
國新疆的少數民族人權問
題。

印第安人人權何在？
當美國高舉人權大旗，

將目光投射到太平洋彼岸
的時候，作為美國本土最
早居民的印第安人，又正
在遭遇怎樣的待遇呢？

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都知
道，一部美國史，也即是
種族主義者踐踏印第安人
人權的歷史。著名印第安
部 落 首 領 紅 雲 （Red
Cloud）酋長曾坦言： 「他
們（白人） 來了之後，掠
奪我們的土地，殺戮我們
的 男 人 ， 欺 侮 我 們 的 女
人，搶走我們的小孩，然
後 要 我 們 相 信 他 們 的 宗
教。這就是我們美國印第
安人所經歷過的遭遇。」

作為北美最早的居民，
印第安人不斷為白人殖民
者所壓迫驅趕。為爭取生
存的空間和土地，經歷了
艱苦卓絕的鬥爭。為了白

人奪得更多的土地，1830 年，美國傑克遜總統頒
布 《 美 洲 原 住 民 遷 移 法 》 （Indian Removal
Act），規定作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只可使用美國
土地，不能 「擁有」 土地所有權，要求印第安人
離開原居地，只能往西邊的奧克拉荷馬（Oklaho-
ma）。拒絕遷徙的印第安人就地遭到屠殺。為保
全部落人口和文化，印第安人不得不踏上了西遷
之路，並由此書寫了其民族歷史上最悲壯的一
頁 ， 這 條 西 遷 之 路 ， 也 被 稱 為 「血 淚 之 路 」
（Trail of Tears）。

《美國獨立宣言》談及 「人生而平等」 。然
而，儘管美國1776年就宣布獨立，但遲至1968年
《 印 第 安 人 民 權 法 案 》 （Indian Civil Rights
Act）、1975 年《印第安人自決與教育援助法》
（Indian Self-Determination and Education Assis-
tance Act of 1975）、1978年《美國印第安人信仰
自 由 法 》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後，印第安人才獲得美國憲法所規定的完整
公民權。在此之前，不少州還藉口印第安人未採
用 「文明生活」 與納稅而不肯給予投票權。

時至今日，由於某些州的法律規定，選民在投
票時必須出示居住地址證明，而部分居住在保留
區的印第安人根本沒有街道地址，因此也變相被
剝奪了選舉權。除了公民權益得不到貫徹落實，
在印第安人的聚居地——印第安保留區內，由於
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均沒有下放足夠的財政與
建設資源，一般民間企業也因無利可圖而不願投
資當地，導致保留區內的飲用水、交通及醫療等
基礎設施極度匱乏落後，水電網絡不通，令地區
的失業、貧困及疾病等問題日益尖銳。2013 年，
時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原住民權利問題特別報告
員詹姆斯·安娜亞的報告指出，美國印第安人口貧
困率是全國貧困率的兩倍，印第安人壽命比全國
平均水平低5.2歲。

何以關注中國人權？
在當前的美國選舉機制下，由於人口不斷銳

減，且無法確保投票權益，處於被遺忘角落的印
第安人，其人權議題所獲得的輿論關注，也遠遠
遜色於美國其他的少數族裔。標榜 「人權至上」
的美國政府，似乎不願正視這批先民的人權之
殤，也不願意坦然地面對過去曾血腥壓迫印第安
人的歷史。當北卡羅萊納州的教育官員，否決印
第安人特許學校的設立申請，質問特許學校教材
沒有歌頌 「美國的偉大」 之時，又能否真正地去
正視印第安保留區內水深火熱的生活，蕭條頹敗
的就業和種種不公的待遇？這是從政者所必要的
選擇性失明，還是必要的虛偽？

從出賣重要反恐盟友庫爾德人、默許沙特阿拉
伯持續對鄰邦也門用兵、不顧國際反對單邊制裁
伊朗、暗中支持以色列違反國際法佔領敘利亞戈
蘭高地等等舉措看，美國一貫的外交政策就是憑
藉冠冕堂皇的 「民主自由」 口號，無視道德或普
世價值，只服務一己利益的政治操作。在中美全
方位博弈的大格局下，接踵而至的 「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 、 「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實際與
人權和自由並沒有什麼聯繫，只是美方為了搶佔
輿論高地，增加一些政策工具，來達到打擊中國
的目的。只不過，可憐了大洋彼岸的印第安人族
裔，只能繼續在 「人權至上」 的國度艱難求存，
吟唱 「血淚悲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