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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作
家
王
人
傑
 Jesse W

ong

江
關

生
是

我
7
0
年

代
入

行
時

認
識

的
行

家
，

在
T
V
B
工

作
期

間
，

製
作

的

《
離

家
4
0
年

》
紀

錄
片

，
奪

得
兩

個
國

際
電

視
獎

。
今

天
再

看
到

他
的

作
品

，

表
現

形
式

不
同

，
但

同
樣

精
彩

，
值

得
關

心
香

港
政

治
的

朋
友

參
考

。

《
明
報
》
總
編
輯
張
健
波

作
者

只
用

了
一

年
多

的
時

間
，

便
寫

成
這

部
資

料
浩

繁
的

鉅
著

，
在

我
看

來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事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新
聞
與
傳
播
學
院
導
師
陳
惜
姿

資
深

傳
媒

人
江

關
生

寫
的

《
中

共
在

香
港

—
—
上

卷
：

1
9
2
1
-1
9
4
9
》

，
從

海
量

的
公

開
資

料
中

發
掘

大
量

秘
史

，
全

景
式

透
視

幾
十

年
來

中
共

與
香

港
的

不

解
之

緣
。

《
明
報
週
刊
》
記
者
陳
伊
敏

評
介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上
卷

您
依

靠
上

網
、

跑
圖

書
館

、
查

電
子

資
料

庫
，

加
上

自
己

的
小

心
查

證
、

比

較
、

分
析

，
居

然
寫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一
本

《
中

共
在

香
港

》
，

實
在

令
人

欽
佩

。

余
生

也
晚

，
只

了
解

香
港

抗
戰

初
期

和
香

港
光

復
後

以
及

「
文

革
」

後
至

1
9
9
2
年

前
中

共
黨

組
織

的
情

況
；

所
以

，
大

作
的

敍
述

，
使

我
不

僅
甚

感
興

趣
，

而
且

增
長

了
不

少
知

識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前
秘
書
長
、
《
大
公
報
》
前
社
長
楊
奇

最
具

全
面

性
和

可
信

度
的

是
《

中
共

在
香

港
》

，
此

書
根

據
可

靠
資

料
，

不
作

訪
談

，
客

觀
披

露
中

共
在

香
港

若
隱

若
現

、
深

謀
遠

慮
、

可
悲

可
嘆

的
活

動
。

時
事
評
論
員
李
怡

《
中

共
在

香
港

》
是

本
資

料
極

豐
富

，
足

能
大

增
知

識
的

好
書

。
想

八
卦

知

道
共

產
黨

人
「

利
用

」
香

港
這

個
自

由
空

間
做

過
些

甚
麼

事
，

此
書

材
料

足
夠

。

你
很

認
真

，
想

借
助

工
具

，
以

助
了

解
你

很
陌

生
、

卻
又

關
懷

的
中

國
、

香
港

某

些
若

隱
若

現
的

歷
史

面
貌

，
此

書
是

有
效

輔
助

讀
本

。

學
者
小
思
（
盧
瑋
鑾
教
授
）

《
中

共
在

香
港

》
寫

得
好

。
一

個
好

的
歷

史
學

者
，

必
然

是
一

個
好

記
者

。

我
期

待
看

下
卷

。

資
深
傳
媒
人
吳
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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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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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
為
甚
麼
要
打
開
紅
匣
子
？

1

2012年
的
一
場
小
圈
子
的
特
首
選
舉
，
導
致
香
港
政
治
生
態
丕
變
。

特
首
候
選
人
唐
英
年
的
地
宮
、
緋
聞
；
梁
振
英
的
西
九
利
益
衝
突
；
貪
腐

醜
聞
纏
身
的
特
首
曾
蔭
權
突
然
放
假
，
缺
席
以
往
必
到
的
博
鰲
論
壇
；
前
政
務

司
司
長
許
仕
仁
涉
嫌
與
大
地
產
商
的
官
商
勾
結
，
貪
污
受
賄
。

一
座
座
火
山
爆
發
，
一
頂
頂
桂
冠
落
地
。
權
鬥
的
背
後
，
隱
藏
了
多
少
蓄

謀
已
久
、
不
為
人
知
的
算
計
、
欺
騙
、
耍
弄
、
叛
賣
、
陰
謀
？

建
制
派
的
各
個
政
黨
、
利
益
集
團
各
為
其
主
，
從
來
沒
有
如
此
壁
壘
分

明
。
傳
媒
也
自
有
不
同
陣
營
餵
料
2，

自
覺
、
不
自
覺
地
做
了
打
手
。

用
《
信
報
》
前
主
筆
練
乙
錚
的
話
是
：
「
兩
個
殊
死
交
戰
的
候
選
人
後

面
，
橫
向
是
龐
大
的
板
塊
利
益
，
縱
看
是
不
同
的
黨
線
條
條
；
板
線
交
融
，
結

成
兩
塊
堅
硬
的
對
立
體
。
」

司
徒
華
一
口
咬
定
的
共
產
黨
人

—
—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也
對
陰
謀
詭
計

看
不
過
眼
，
一
度
考
慮
出
選
，
謀
求
建
制
陣
營
內
部
大
和
解
。

香
港
土
共
大
老
吳
康
民

3說
得
再
明
白
不
過
：
這
是
「
中
央
與
香
港
利
益

集
團
的
對
弈
。
」
坊
間
所
謂
的
：
共
產
黨
鬥
地
產
黨
、
西
環
價
值
對
中
環
價

值
。
局
勢
的
紛
亂
詭
異
無
常
，
觸
目
驚
心
，
是
回
歸
十
五
年
來
所
罕
見
。

香
江
第
一
健
筆
林
行
止
用
冷
峻
的
筆
觸
，
為
香
港
的
命
運
下
斷
語
：
「
順

1
 

拙
著

上
卷

自
序

〈
紅

匣
子

是
怎

樣
打

開
的

〉
已

交
代

了
寫

作
緣

起
和

搜
集

資
料

過
程

。
本

文
是

續
篇

。
原

以
為

下
卷

很
快

可
以

殺
青

，
孰

料
時

局
多

變
，

新
材

料
紛

至
沓

來
，

結
果

還
是

花
了

近
一

年
時

間
才

完
稿

。
2
　

《
蘋

果
日

報
》

兼
《

爽
報

》
總

編
輯

張
劍

虹
自

言
：

「
昨

天
如

常
回

公
司

做
《

爽
報

》
晚

版
，

不
久

，
負

責
靜

態
新

聞
的

同
事

急
急

腳
走

來
，

話
收

到
有

人
爆

料
，

提
供

了
一

份
唐

英
年

約
道

七
號

屋
2
0
0
3
年

的
設

計
圖

則
。

」
〈

沙
膽

虹
手

記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1
2
年

2
月

1
6
日

。
3
 

本
卷

會
詳

細
分

析
吳

康
民

的
土

共
大

老
身

份
。

西
環

是
中

央
駐

港
聯

絡
辦

公
室

（
簡

稱
中

聯
辦

）
所

在
地

。
中

環
是

香
港

的
商

業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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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利
過
渡
寫
上
句
號
，
從
今
而
後
逐
步
華
化
。
」

香
港
人
網
的
蕭
若
元
對
前
途
憂
心
忡
忡
，
主
持
節
目
時
表
白
要
留
港
抗

爭
，
罕
有
地
流
下
了
男
兒
淚
。

而
另
一
邊
廂
，
志
得
意
滿
的
梁
振
英
，
在
當
選
翌
日
，
開
歷
任
特
首
之
先

河
，
登
門
拜
訪
中
聯
辦
，
長
談
一
個
半
小
時
，
比
會
見
曾
蔭
權
、
曾
鈺
成
、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馬
道
立
三
個
人
加
起
來
的
時
間
還
要
多
。
梁
振
英
繼
而
頻
頻

落
區
，
握
手
、
合
照
，
大
演
親
民
秀
。
得
勝
的
一
方
彈
冠
相
慶
，
坐
地
分
肥
。

民
建
聯
、
工
聯
會
摩
拳
擦
掌
，
推
薦
自
己
友
入
閣
。

力
捧
唐
英
年
落
敗
的
首
富
李
嘉
誠
首
次
大
談
香
港
的
核
心
價
值

—
—
自

由
、
法
治
、
民
主
。

一
萬
多
人
在
4月

1日
遊
行
到
中
聯
辦
，
抗
議
西
環
治
港
。

歷
史
地
看
，
香
港
的
命
運
，
早
在
六
十
多
年
前
，
已
在
中
共
的
盤
算
之

中
。
大
陸
解
放
前
夕
，
中
共
中
央
第
二
號
人
物
劉
少
奇
遠
赴
莫
斯
科
，
向
「
老

大
哥
」

—
—
蘇
共
總
書
記
斯
大
林
匯
報
了
東
亞
民
族
革
命
運
動
的
策
略
：

我
們
採
取
隱
蔽
的
、
不
作
聲
息
的
、
合
法
的
方
式
去
進
行
活
動
，
在
十

年
的
時
間
內
，
我
們
獲
得
了
很
大
的
成
功
，
我
們
在
解
放
以
前
的
上
海
、
南

京
、
北
平
、
天
津
、
武
漢
、
香
港
、
廣
州
等
大
城
市
中
，
建
立
了
鞏
固
的
秘

密
黨
的
組
織
及
強
大
的
革
命
群
眾
組
織
，
帝
國
主
義
和
國
民
黨
的
偵
探
，
無

法
破
壞
這
些
組
織
。
這
些
組
織
後
來
對
於
我
們
軍
隊
去
攻
佔
城
市
及
在
佔
領

後
接
收
與
管
理
城
市
，
起
了
很
大
的
作
用
。
4

劉
少
奇
這
番
話
非
常
實
在
，
讓
人
們
對
「
五
十
年
不
變
」
、
「
河
水
不
犯

井
水
」
有
新
的
解
讀
。

香
港
回
歸
十
五
年
來
，
北
京
既
已
主
權
在
握
，
「
採
取
隱
蔽
的
、
不
作
聲
息

的
、
合
法
的
方
式
去
進
行
活
動
」
、
「
建
立
鞏
固
的
秘
密
黨
的
組
織
及
強
大
的

4
　

〈
關

於
東

亞
民

族
革

命
運

動
策

略
問

題
給

斯
大

林
的

報
告

〉
（

1
9
4
9
年

8
月

1
4
日

）
，

中
共

中
央

文
獻

研
究

室
、

中
央

檔
案

館
編

：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第
一

冊
（

1
9
4
9
年

7
月

－
1
9
5
0
年

3
月

）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2
0
0
5
年

4
月

，
4
0
頁

。

革
命
群
眾
組
織
」
、
「
接
收
與
管
理
」
香
港
，
更
是
游
刃
有
餘
，
加
快
步
伐
。

第
二
支
管
治
隊
伍
早
已
躍
躍
欲
試
，
迫
不
及
待
地
破
門
而
出
，
粉
墨
登
場
了
。

中
共
總
書
記
江
澤
民
曾
經
訓
斥
香
港
記
者
som

etim
es sim

ple, alw
ays 

naive。冷
靜
地
想
一
想
，
江
總
書
記
的
批
評
對
極
了
。

不
認
識
中
共
，
就
不
認
識
中
國
，
更
不
認
識
「
一
國
兩
制
」
。

九
十
多
年
來
，
中
共
一
直
以
地
下
黨
的
姿
態
在
香
港
活
動
，
加
上
黨
派
偏

見
與
意
識
形
態
的
干
擾
，
對
香
港
近
現
代
史
眾
多
事
件
的
解
讀
，
往
往
像
魯
迅

說
的
：
「
塗
飾
太
厚
，
廢
話
太
多
，
所
以
很
不
容
易
察
出
底
細
來
。
」

利
用
大
量
原
始
材
料
，
全
景
式
地
寫
出
中
共
在
香
港
鮮
為
人
知
的
方
方
面

面
，
不
留
情
面
地
踢
爆
、
批
判
不
少
論
著
，
包
括
指
出
拙
著
上
卷
犯
的
錯
誤
缺

失
，
和
自
己
過
不
去
，
目
的
就
是
要
察
出
底
細
，
治
理
「
頭
腦
簡
單
、
思
想
幼

稚
」
的
毛
病
。

擔
不
擔
心
個
人
安
全
？

兩
位
「
失
散
」
二
、
三
十

年
的
港
大
「
國
粹
派
」
學
長
看

了
拙
著
上
卷
，
先
後
當
面
表
示

關
心
：
擔
不
擔
心
個
人
安
全
？

要
說
完
全
沒
有
顧
慮
，
是

騙
人
的
。
兩
年
多
的
探
究
，
大

開
了
眼
界
，
領
教
了
厲
害
。
下

卷
離
我
們
更
近
，
涉
及
的
人
和

事
比
上
卷
敏
感
得
多
。
《
共
產

黨
宣
言
》
開
篇
云
：
「
一
個
幽

靈
，
共
產
主
義
的
幽
靈
，
在
歐

洲
遊
蕩
」
。
我
只
感
到
，
一
張

共
產
黨
的
大
網
正
籠
罩
香
江
，

滲
透
到
社
會
各
個
階
層
、
各
個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收

藏
了

從
1
9
5
0
年

代
直

到
1
9
7
0

年
代

港
英

有
關

共
產

黨
地

下
活

動
的

機
密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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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領
域
，
正
在
蠶
食
香
港
的
核
心
價
值
，
或
曰
普
世
價
值

—
—
民
主
、
自
由
、
人

權
、
法
治
。

只
有
自
設
幾
道
防
火
牆
：

1、
拙
著
所
有
內
容
都
是
圖
書
館
、
檔
案
館
、
互
聯
網
上
能
找
到
的
公
開

合
法
材
料
，
白
紙
黑
字
俱
在
。
況
且
，
下
卷
已
傾
囊
而
出
，
能
找
到
的
逸
聞
秘

事
差
不
多
都
給
我
寫
光
了
，
沒
有
必
要
再
找
麻
煩
了
吧
。

2、
我
不
贊
成
逢
中
（
共
）
必
反
。
本
卷
附
錄
的
一
組
文
字
：
〈
《
朱
鎔

基
講
話
實
錄
》
的
啟
示
〉
，
表
達
了
一
個
小
市
民
對
這
位
鐵
面
總
理
的
敬
意
和

對
國
是
的
關
心
。

對
於
為
國
家
民
族
犧
牲
奉
獻
、
具
有
反
思
自
省
能
力
的
共
產
黨
人
，
我
一

向
抱
有
好
感
，
如
司
徒
華
的
恩
師

—
—
左
派
電
影
教
父
廖
一
原

5、
南
洋
商
業

銀
行
已
故
董
事
長
莊
世
平
。
我
只
是
討
厭
那
些
大
言
炎
炎
說
假
話
、
胡
說
八
道

講
歪
理
、
用
屁
股
指
揮
腦
袋
的
違
心
論
者
、
極
左
派
。

3、
我
服
膺
朱
鎔
基
的
做
人
原
則
：
「
只
說
真
話
，
不
說
假
話
。
」
拙
著

對
港
英
政
府
也
有
批
判
，
包
括
為
皇
仁
兩
位
學
長
討
個
說
法
、
批
評
港
督
衛
奕

信
的
「
六
七
暴
動
」
「
茄
汁
」
論
。

4、
沒
有
幕
後
黑
手
。
從
找
資
料
、
翻
譯
港
英
解
密
檔
案
、
撰
文
，
都
是

我
一
人
之
力
，
既
沒
有
高
人
指
點
，
也
沒
有
任
何
資
助
。
說
實
話
，
如
果
有
充

足
資
源
，
哪
怕
只
是
聘
用
一
個
助
手
幫
忙
看
微
縮
膠
卷
、
影
印
資
料
，
拙
著
的

內
容
絕
對
會
更
豐
富
。

5、
沒
有
陰
謀
詭
計
。
為
免
授
人
以
柄
，
招
惹
無
謂
的
是
非
，
下
卷
一
仍

舊
貫
，
不
採
訪
、
不
接
觸
任
何
敏
感
人
物
。

2012年
3月

，
《
我
與
香
港
地
下
黨
》
的
作
者
梁
慕
嫻
從
加
拿
大
遠
道
回

到
香
港
，
主
持
新
書
發
佈
會
。
我
尊
敬
的
記
者
兼
學
長
程
翔
發
來
電
郵
邀
約
飯

局
，
與
梁
慕
嫻
見
面
。
程
翔
一
片
好
意
，
認
為
對
我
寫
下
卷
會
有
幫
助
。

能
向
這
位
素
未
謀
面
的
中
共
前
黨
員
討
教
，
本
來
是
難
得
的
好
機
會
。
也

是
不
想
招
人
口
實
，
誤
以
為
在
搞
甚
麼
名
堂
，
我
還
是
婉
拒
了
。
反
正
梁
的
觀

點
，
看
她
的
大
作
可
也
。
她
的
某
些
推
論
，
甚
至
把
政
務
司
司
長
林
瑞
麟
說
成

5
 

上
卷

3
3
7
-3
4
1
頁

。

是
「
行
為
實
質
共
產
黨
員
」
6，

牽
強
無
稽
，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

一
位
在
現
場
採
訪
的
無
綫

舊
同
事
不
久
傳
來
照
片
：
一
本

簇
新
的
拙
著
，
赫
然
出
現
在
梁

慕
嫻
發
佈
會
的
桌
面
上
。
也
是

前
不
久
，
另
一
位
出
席
了
程
翔

《
千
日
無
悔
》
新
書
發
佈
會
的

無
綫
舊
同
事
告
訴
我
：
他
後
來

聽
聞
，
程
翔
的
發
佈
會
上
就
有

國
安
的
人
在
場
。

心
想
，
幸
好
沒
有
出
席
這

兩
位
惹
火
人
物
的
飯
局
。

寫
作
期
間
，
一
位
洋
記
者

想
找

我
面

談
，

也
被

我
推

卻
了
。
如
此
小
心
翼
翼
，
如
履
薄

冰
，
如
果
還
會
因
言
賈
禍
，
那
就
只
有
嘆
一
聲
：
世
上
本
無
事
，
庸
人
自
擾

之
。
這
個
庸
人
既
是
自
哀
，
也
是
哀
人
。

希
望
這
是
杞
人
憂
天
。

我
愛
我
的
祖
國

我
愛
我
的
祖
國
，
但
絕
對
不
是
本
地
左
派
或
忽
然
愛
國
分
子
那
種
不
問
是

非
黑
白
的
盲
目
愛
法
。

北
京
大
學
中
文
系
退
休
教
授
錢
理
群
說
的
話
，
令
人
神
傷
：

6
 

梁
慕

嫻
：

《
我

與
香

港
地

下
黨

》
，

開
放

出
版

社
，

2
0
0
2
年

2
月

，
2
8
5
頁

。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社
會

科
學

系
副

教
授

沈
旭

暉
批

評
梁

慕
嫻

「
在

個
別

案
例

上
，

似
略

有
無

限
上

綱
、

訴
諸

動
機

論
之

嫌
，

與
社

會
希

望
以

證
據

說
話

的
意

願
不

符
。

」
（

《
信

報
》

2
0
1
2
年

3
月

2
1
日

）
。

筆
者

完
全

贊
同

。

梁
慕

嫻
的

新
書

發
佈

會
上

放
了

一
本

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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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1949年
國
民
黨
之
所
以
垮
得
那
麼
快
（
實
則
今
天
共
產
黨
的
腐
敗
絕

不
在
當
年
國
民
黨
之
下
）
，
就
是
因
為
有
共
產
黨
這
樣
的
反
對
派
組
織
存

在
，
人
們
不
滿
國
民
黨
，
就
會
選
擇
共
產
黨
。
而
現
在
人
們
無
論
對
現
實
有

多
不
滿
，
都
沒
有
寄
託
對
象
，
只
能
寄
望
共
產
黨
的
改
革
。
7

錢
理
群
說
的
話
，
是
眾
人
皆
知
的
常
識
，
也
在
我
心
中
存
在
久
矣
。
如
今

借
這
位
在
首
都
生
活
了
幾
十
年
的
權
威
學
者
來
確
認
一
下
而
已
。

最
可
怕
的
是
，
腐
敗
已
成
為
內
地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
2012年

重
慶
的
薄
熙

來
、
王
立
軍
下
台
，
暴
露
了
高
層
領
導
的
黑
暗
腐
敗
。
2011年

年
底
的
廣
東
烏

坎
村
的
群
體
性
事
件
，
則
揭
示
了
村
一
級
最
基
層
的
腐
敗
。
內
地
的
醫
療
、
教

育
、
交
通
、
商
業
、
食
品
以
致
新
聞
等
每
個
行
業
，
都
窩
藏
了
大
量
貪
腐
的
潛

規
則
、
錢
規
則
。

另
一
位
著
名
學
者
、
中
國
社
科
院
美
國
研
究
所
前
所
長
資
中
筠
說
的
話
同

樣
令
人
傷
感
：

過
去
有
貪
官
，
特
別
是
高
級
貪
官
落
馬
，
受
到
法
律
懲
處
，
公
衆
拍
手

稱
快
。
現
在
已
經
引
不
起
這
種
反
應
，
公
衆
只
認
為
是
背
後
權
力
爭
鬥
的
失

利
者
，
與
社
會
正
義
無
關
，
即
所
謂
「
選
擇
性
執
法
」
。
說
明
公
權
力
的
公

信
力
已
很
微
弱
。
8

資
中
筠
為
我
們
敲
響
了
事
關
中
華
民
族
生
死
存
亡
的
警
世
鐘
：

腐
敗
既
然
是
與
權
力
相
結
合
，
既
得
利
益
者
一
定
會
動
用
其
權
力
竭
力

阻
止
和
打
壓
健
康
力
量
和
正
義
的
聲
音
。
這
就
涉
及
施
政
透
明
、
「
言
者
無

罪
」
也
就
是
基
本
的
言
論
、
出
版
自
由
和
新
聞
獨
立
的
問
題
。
以
此
推
理
，
向

着
尊
重
人
權
、
保
護
健
康
力
量
、
放
開
言
路
、
厲
行
法
治
的
體
制
改
革
已
刻

不
容
緩
。
這
與
所
謂
「
西
化
」
無
關
，
是
我
中
華
民
族
生
死
存
亡
之
必
需
。
9

7
 

錢
理

群
：

《
毛

澤
東

時
代

和
後

毛
澤

東
時

代
》

上
，

台
灣

聯
經

出
版

，
2
0
1
2
年

1
月

，
1
8
-1
9
頁

。
8
 

資
中

筠
：

《
感

時
憂

世
》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1
0
月

，
2
8
頁

。
9
 

同
上

，
3
4
頁

。

資
中
筠
說
得
太
正
確
了
：
這
與
所
謂
「
西
化
」
無
關
。
我
曾
引
用
資
中
筠

說
的
另
一
段
話
：
「
人
權
、
法
治
、
自
由
、
平
等
、
憲
政
、
民
主
，
是
自
救
與

救
國
的
需
要
，
無
關
『
西
化
』
或
外
部
壓
力
。
」
1
0

多
年
來
，
當
權
者
總
是
用
「
西
化
」
、
「
外
國
勢
力
」
做
藉
口
，
打
壓
維

權
人
士
或
異
見
分
子
的
呼
聲
。
針
對
香
港
問
題
，
又
何
嘗
不
是
如
此
？

正
是
資
中
筠
、
錢
理
群
這
些
知
識
分
子
的
直
言
無
諱
，
以
及
內
地
一
些
歷

史
學
者
的
勇
於
探
究
，
激
勵
我
斗
膽
去
打
開
這
個
敏
感
的
紅
匣
子
。

楊
奇
一
席
話

筆
者
做
記
者
時
，
無
緣
認
識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前
秘
書
長
楊
奇
（
1922-  ）

。
因
為
拙
著
上
卷
有
多
處
引
用
了
他
的
著
述
。
曾
無
意
間
向
天
地
圖
書
的
老
總
說

1
0
 

上
卷

3
1
8
頁

。

楊
奇

親
筆

來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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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起
，
如
有
機
會
當
面
向
他
討
教
，
釐
清
若
干
事
實
，
固
我
所
願
。
孰
料
上
卷
出

版
後
不
久
，
楊
奇
正
好
到
港
一
遊
，
曾
替
他
出
過
書
的
天
地
老
總
臨
時
通
知
我

赴
會
，
因
緣
巧
合
，
能
與
這
位
有
七
十
多
年
黨
齡
的
老
共
產
黨
人
和
他
的
夫
人

陳
夢
雲
，
有
一
席
午
飯
之
談
。

一
個
多
月
後
，
收
到
天
地
圖
書
轉
來
九
十
高
齡
的
楊
奇
親
筆
來
函
，
指
正

我
這
個
後
輩
，
讓
我
喜
出
望
外
。

我
在
2011年

9月
29日

的
覆
函
中
提
到
：
「
拙
著
不
止
一
處
對
您
有
批
評

冒
犯
之
處
，
您
卻
不
以
為
忤
。
如
此
胸
襟
量
度
，
令
人
佩
服
。
」
1
1

我
在
覆
函
中
提
到
那
次
飯
局
：

有
幸
聽
到
您
當
面
澄
清
若
干
問
題
，
包
括
您
在
50年

代
初
被
錯
誤
批

鬥
、
開
除
出
黨
的
細
節
；
您
所
指
的
兩
個
在
回
憶
錄
裏
敍
述
不
盡
不
實
的
是

黃
文
放
、
金
堯
如
，
而
與
何
銘
思
無
關
，
釋
除
了
我
的
疑
團
。
記
得
您
當
時

說
，
您
和
尊
夫
人
的
那
一
代
沒
有
信
史
，
用
了
「
冤
案
如
山
，
冤
魂
遍
野
」

八
個
字
，
令
我
震
撼
、
感
慨
之
餘
，
也
十
分
敬
重
您
的
思
想
開
放
，
更
感
到

還
原
歷
史
真
相
的
迫
切
、
重
要
。

1
1
 

見
拙

著
上

卷
1
0
、

2
6
9
、

2
7
6
、

2
7
7
、

2
8
8
、

3
0
7
頁

。
尤

以
2
7
7
頁

質
疑

他
談

到
接

送
民

主
人

士
北

上
的

領
導

小
組

時
，

「
通

篇
文

章
都

不
提

喬
冠

華
，

希
望

不
是

因
為

喬
外

長
1
9
7
6
年

受
四

人
幫

牽
連

，
從

此
失

勢
，

所
以

避
而

不
談

吧
 ?!」

用
語

頗
不

客
氣

。

憑
弔
馬
場
町

2012年
春
節
，
與
家
人
到
台
北
度
歲
。
年
初
一
大
清
早
，
天
陰
細
雨
，
趁

家
人
還
在
酒
店
裏
好
夢
方
濃
，
隻
身
驅
車
前
來
新
店
溪
旁
的
馬
場
町
紀
念
公

園
。
園
內
一
片
靜
寂
，
偶
有
晨
運
客
慢
跑
路
過
，
不
遠
處
有
一
長
者
在
撒
佈
穀

粒
，
餵
飼
一
群
野
鴿
子
。

我
走
到
一
塚
小
土
丘
前
憑
吊
，
細
讀
字
跡
斑
駁
的
紀
念
丘
碑
文
：

一
九
五
零
年
代
為
追
求
社
會
正
義
及
政
治
改
革
之
熱
血
志
士
，
在
戒
嚴

時
期
被
逮
捕
，
並
在
這
馬
場
町
土
丘
一
帶
槍
決
死
亡
。

現
為
追
思
死
者
並
紀
念
這
歷
史
事
蹟
，
特
為
保
存
馬
場
町
刑
場
土
丘
，

追
悼
千
萬
個
在
台
灣
犧
牲
的
英
魂
，
並
供
後
來
者
憑
吊
及
瞻
仰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這
些
英
魂
，
有
不
少
是
當
年
矢
志
推
翻
國
民
黨
政
權
的
共
產
黨
人
。

台
北

馬
場

町
紀

念
公

園
馬

場
町

紀
念

丘
碑

文

一
群

野
鴿

在
土

丘
上

空
盤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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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突
然
，
幾
十
隻
野
鴿
沖
天
而
起
，
在
土
丘
上
空
盤
旋
，
發
出
咕
咕
的
鳥

語
，
彷
彿
在
吟
唱
《
安
息
歌
》
：
「
安
息
吧
！
死
難
的
同
志
！
別
再
為
祖
國
擔

憂
⋯

⋯
」

是
的
，
海
峽
兩
岸
已
在
「
講
信
修
睦
」
，
台
灣
也
邁
向
民
主
憲
政
，
白
色

恐
怖
的
時
代
已
經
一
去
不
復
返
！

我
想
起
台
灣
左
翼
作
家
陳
映
真
在
小
說
《
山
路
》
裏
，
借
蔡
千
惠
發
出
的

沉
痛
拷
問
：如
果
大
陸
的
革
命
墮
落
了
，
國
坤
大
哥
的
赴
死
和
您
的
長
久
囚
錮
，
會

不
會
終
於
成
為
比
死
、
比
半
生
囚
禁
更
為
殘
酷
的
徒
然
⋯
⋯

雖
然
只
是
抄
抄
寫
寫
，
也
需
要
有
激
情
。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上
下
兩
卷
：

1921-1949革
命
篇
、
1949-2012奪

權
篇
，
前
後
用
了
兩
年
半
的
業
餘
時
間
完

成
，
可
以
對
自
己
說
一
句
「
我
對
青
春
無
悔
」
矣
。
明
知
意
猶
未
盡
，
也
未
盡

如
己
意
，
但
已
身
心
俱
疲
。
是
時
候
收
筆
了
。

原
本
打
算
續
寫
終
卷
：
1921-2012厄

運
篇
，
把
上
下
兩
卷
沒
有
來
得
及

說
的
幾
十
個
大
、
小
人
物
的
坎
坷
際
遇
寫
進
去
，
完
成
《
中
共
在
香
港
》
的
三

部
曲
。
不
知
何
故
，
卻
意
興
闌
珊
，
失
去
了
動
力
。
是
覺
得
厭
倦
？
害
怕
？
干

卿
底
事
？
多
說
無
益
？
還
是
讀
了
小
思
的
慨
嘆
：
「
香
港
，
一
個
沒
有
歷
史
感

的
城
市
！
」
再
去
嘮
叨
這
些
令
人
心
情
沉
重
的
陳
年
往
事
，
只
是
枉
費
心
力
，

一
切
皆
是
徒
然
？

自
己
也
說
不
清
。

2012年
6月

初
，
在
有
線
電
視
上
看
到
六
四
受
難
者
、
湖
南
民
運
人
士
李

旺
陽
講
述
被
監
禁
二
十
二
年
間
受
到
的
酷
刑
。
這
位
雙
目
失
明
、
兩
耳
失
聰
、

一
身
殘
疾
的
花
甲
老
人
，
怒
目
圓
睜
，
發
出
「
為
了
民
主
，
我
就
是
砍
頭
，
我

也
不
回
頭
」
的
壯
語
。
幾
天
後
，
他
卻
離
奇
死
亡
，
屍
體
被
迅
速
解
剖
、
火

化
，
家
人
、
朋
友
被
禁
錮
，
不
准
與
外
界
聯
繫
。

李
旺
陽
的
悲
劇
，
讓
我
改
變
了
想
法
。
一
定
要
完
成
《
厄
運
篇
》
，
以
告

慰
遍
野
的
冤
魂
！

2012年
，

台
灣

、
香

港
相

繼
換

屆
選

舉
。

馬
英

九
以

689萬
票

當
選

總

統
，
而
梁
振
英
以
689票

贏
得
特
首
。
真
夠
諷
刺
啊
！
是
香
港
民
智
未
開
，
不

如
台
灣
？
還
是
我
們
被
困
死
在
一
個
政
治
鳥
籠
裏
，
動
彈
不
得
？
梁
振
英
當
選

後
，
說
了
一
番
2017年

特
首
選
舉
門
檻
太
低
不
妥
當
的
歪
論
。
尾
巴
是
不
是
已

開
始
露
出
來
了
 ?!

內
地
作
家
許
知
遠
寫
道
，
當
他
聽
到
「
長
毛
」
大
聲
喊
叫
梁
振
英
：
Are 

you a com
m
unist? 真

是
感
到
一
種
特
別
的
荒
誕
。
香
港
回
歸
已
經
十
五
年
，

作
為
中
國
執
政
黨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
卻
仍
如
幽
靈
一
樣
存
在
於
此
。
它
的
影
響

力
無
處
不
在
，
卻
從
不
表
明
自
己
的
身
份
。

⋯
⋯
對
共
產
黨
的
敏
感
，
變
成
了

香
港
深
層
焦
慮
的
一
個
爆
發
點
。
1
2

許
知
遠
也
許
不
知
道
還
有
另
一
個
荒
誕
的
場
景
：
梁
振
英
在
宣
佈
參
選
特

首
的
造
勢
大
會
上
，
嚴
正
申
明
自
己
不
是
共
產
黨
員
時
，
全
場
幾
百
名
支
持
者

掌
聲
雷
動
。

世
上
沒
有
無
緣
無
故
的
愛
，
也
沒
有
無
緣
無
故
的
恨
。
香
港
人
愛
國
、
恐

共
、
拒
共
的
情
緒
，
難
道
一
句
殖
民
地
奴
化
教
育
、
外
國
勢
力
干
預
可
以
解
釋

得
了
 ?!
只
要
不
是
扣
帽
子
、
打
棍
子
，
我
期
待
並
樂
意
接
受
任
何
批
評
賜
教
。
借

用
龍
應
台
的
名
言
：
請
用
文
明
來
說
服
我
。

歡
迎
發
送
電
郵
至
：
kskiang@

gm
ail.com

或
透
過
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轉

達
。

1
2
 

許
知

遠
：

〈
你

是
黨

員
嗎

？
〉

，
英

國
《

金
融

時
報

》
中

文
網

，
2
0
1
2
年

4
月

1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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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鳴
   謝楊

奇
、
李
怡
、
小
思
、
吳
明
林
、
王
人
傑
、
張
健
波
、
陳
惜
姿
、
陳
伊
敏

（
大
致
以
年
齡
為
序
）
的
賜
教
及
褒
獎
，
令
我
銘
感
於
心
，
也
激
勵
我
勉
力
寫

好
下
卷
。

自
知
題
材
敏
感
，
為
免
牽
扯
到
第
三
者
，
累
人
累
己
，
我
很
早
就
決
定
不

求
人
品
題
賜
序
。
因
此
，
能
夠
得
到
知
音
人
不
請
而
來
的
贈
言
，
尤
其
彌
足
珍

貴
。
拙
著
上
卷
的
封
面

—
—
幾
位
與
香
港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中
共
風
雲
人
物
，
在

殷
紅
的
黨
旗
襯
托
下
，
配
以
舊
日
維
多
利
亞
港
的
景
色
，
主
題
突
出
，
構
圖
醒

目
，
令
我
喜
出
望
外
。
上
回
疏
忽
，
忘
了
感
謝
用
心
設
計
的
楊
曉
林
和
提
出
設

計
意
念
的
總
編
輯
顏
純
鈎
，
這
回
補
上
。

用
心
出
版
、
給
予
我
不
少
鼓
勵
和
支
持
的
「
天
地
圖
書
」
三
位
老
總
：
陳

松
齡
、
顏
純
鈎
、
孫
立
川
，
以
及
非
常
專
業
幹
練
的
執
行
編
輯
陳
幹
持
。

繼
續
義
務
為
我
審
稿
的
幾
位
老
朋
友
：
皇
仁
學
長
羅
紹
熙
、
港
大
同
窗
張

中
光
、
舊
同
事
兼
老
拍
檔
尹
波
、
陳
振
華
。
他
們
認
真
把
關
，
不
吝
賜
教
，
匡

正
我
觀
點
和
內
容
的
錯
失
，
令
我
獲
益
匪
淺
。
但
還
是
那
句
話
：
書
中
任
何
毛

病
、
偏
頗
，
都
是
我
的
責
任
，
與
他
們
無
涉
。

本
卷
有
幾
篇
文
章
曾
提
前
在
《
明
報
》
發
表
，
感
謝
《
明
報
》
給
予
版
權

方
便
。至
於
自
己
的
親
人
，
這
回
就
不
再
言
謝
。
一
切
在
心
中
。

第
一
章
：
東
西
冷
戰
  國
共
爭
鬥
 (1949-1980年

代
)

人
猿
相
揖
別
。
只
幾
個
石
頭
磨
過
，
小
兒
時
節
。
銅
鐵
爐
中
翻
火
焰
，

為
問
何
時
猜
得
，
不
過
幾
千
寒
熱
。
人
世
難
逢
開
口
笑
，
上
疆
場
彼
此
彎
弓

月
。
流
遍
了
，
郊
原
血
。

一
篇
讀
罷
頭
飛
雪
，
但
記
得
斑
斑
點
點
，
幾
行
陳
跡
。
五
帝
三
皇
神

聖
事
，
騙
了
無
涯
過
客
。
有
多
少
風
流
人
物
？
盜
跖
莊
蹻

1
3流
譽
後
，
更
陳

王
1
4奮
起
揮
黃
鉞
。
歌
未
竟
，
東
方
白
。

毛
澤
東
：
《
賀
新
郎
．
讀
史
》
，
1964年

春

毛
澤

東
從

石
器

時
代

、
青

銅
時

代
寫

起
，

把
中

國
幾

千
年

的
文

明
史

，
用

馬

列
主

義
解

讀
為

一
部

階
級

鬥
爭

史
、

一
部

成
王

敗
寇

的
農

民
起

義
史

，
正

是
1949

年
之

後
冷

戰
持

續
、

國
共

對
峙

、
內

鬥
不

斷
的

思
想

根
源

。

1949年
，

神
州

巨
變

，
政

權
更

迭
。

南
方

一
隅

的
英

國
殖

民
地

—
—

香
港

，

南
渡

北
歸

，
熙

熙
攘

攘
，

不
絕

如
縷

。

在
國

共
爭

鬥
的

大
形

勢
下

，
香

港
成

為
國

共
內

戰
的

延
續

。
暗

殺
、

策
反

、

顛
覆

、
爭

產
、

爭
人

心
的

活
動

層
出

不
窮

。

國
民

黨
主

政
大

陸
時

期
，

曾
在

香
港

設
立

航
空

、
航

運
、

銀
行

、
交

通
、

外
貿

等
29個

機
構

，
到

1949年
底

，
資

產
淨

值
約

2.43億
港

元
。

涉
及

三
國

（
中

國
、

英
國

、
美

國
）

多
方

（
中

國
共

產
黨

、
台

灣
國

民
黨

、
港

英
當

局
、

各
在

港

機
構

）
，

有
內

政
問

題
，

亦
涉

及
外

交
及

法
律

問
題

，
鬥

爭
極

為
複

雜
。

爭
奪

兩

航
就

是
最

突
出

的
例

子
。

在
統

戰
、

反
統

戰
的

激
鬥

中
，

北
京

先
後

爭
取

到
客

居
香

港
的

原
東

北
「

剿

1
3
 

盜
跖

、
莊

蹻
就

是
《

莊
子

》
、

《
荀

子
》

等
書

中
的

「
大

盜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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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王

，
秦

末
揭

竿
而

起
的

陳
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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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
」

總
司

令
衛

立
煌

、
原

雲
南

省
主

席
龍

雲
回

到
大

陸
。

另
一

批
政

治
人

物
、

原
國

民
黨

高
層

人
士

、
報

人
、

資
本

家
、

國
軍

將
領

和

知
識

分
子

，
不

願
追

隨
蔣

介
石

偏
安

台
灣

，
流

落
香

港
。

其
中

一
些

人
在

美
國

情

報
部

門
的

資
助

下
，

也
形

成
了

一
股

反
共

的
「

第
三

勢
力

」
。
1
5

國
共

兩
黨

對
決

，
令

香
港

成
為

暴
力

衝
突

的
磨

心
。

其
中

1956年
的

雙
十

暴

動
，

是
戰

後
死

傷
最

多
的

一
次

血
腥

暴
行

，
導

致
族

群
撕

裂
，

影
響

深
遠

。

而
在

東
西

方
冷

戰
的

格
局

下
，

香
港

亦
成

為
中

、
英

、
美

等
各

方
勢

力
短

兵

相
接

的
要

衝
。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巨
大

存
在

，
對

港
英

殖
民

主
義

者
構

成
威

脅
；

港
英

政
府

為

維
持

管
治

，
對

中
共

地
下

黨
的

打
壓

，
形

成
相

生
相

剋
、

挑
戰

與
反

擊
的

一
對

矛

盾
。

而
在

對
敵

鬥
爭

寧
「

左
」

勿
右

的
思

想
指

導
下

，
中

共
在

香
港

至
少

犯
了

三

次
左

傾
的

錯
誤

。

末
代

總
督

彭
定

康
時

代
的

中
央

政
策

組
首

席
顧

問
顧

汝
德

L
eo G

oodstadt

寫
道

：

自
1949年

起
，
香
港
境
內
的
中
國
國
營
機
構
，
以
及
由
北
京
控
制
的

勞
工
、
教
育
和
文
化
團
體
，
均
與
殖
民
地
官
員
有
業
務
往
來
，
這
些
團
體

均
遵
守
殖
民
地
的
法
律
，
並
且
依
賴
殖
民
地
法
院
。
與
此
同
時
，
殖
民
地
官

員
也
下
定
決
心
，
迎
接
中
國
共
產
黨
和
其
香
港
前
線
組
織
對
英
國
統
治
的
挑

戰
。
因
此
，
港
府
關
閉
了
一
家
「
左
派
」
學
校
、
檢
控
了
一
份
「
親
中
」
報

章
、
逮
捕
了
「
愛
國
」
記
者
和
驅
逐
「
親
共
」
的
工
會
領
袖
。
但
從
中
共
50

年
來
公
開
表
達
敵
視
殖
民
地
統
治
的
態
度
和
中
共
領
導
人
不
斷
猜
疑
英
國
意

圖
的
大
局
來
看
，
這
些
事
件
的
數
目
可
謂
不
足
掛
齒
。
1
6

外
號

「
魔

僧
」

的
顧

汝
德

用
「

不
足

掛
齒

」
來

形
容

英
國

殖
民

統
治

者
壓

制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力
量

，
顯

然
是

淡
化

了
中

英
之

間
的

較
量

，
並

不
全

面
，

也
不

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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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晶

芳
、

趙
永

波
：

〈
周

恩
來

與
接

收
香

港
國

民
黨

政
府

機
構

和
資

產
的

鬥
爭

〉
，

《
當

代
中

國
史

研
究

》
1
9
9
9
年

第
1
期

；
陳

新
文

：
〈

5
0
年

代
兩

岸
在

港
關

係
的

歷
史

考
察

〉
，

《
台

灣
研

究
集

刊
》

1
9
9
9
年

第
3

期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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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汝

德
：

《
官

商
同

謀
—

—
香

港
公

義
私

利
的

矛
盾

》
，

天
窗

出
版

，
2
0
1
1
年

7
月

，
1
4
8
頁

。
譯

自
英

文
原

著
：
U
n
e
a
sy P

a
rtn

e
rs：

T
h
e
 C

o
n
flic

t B
e
tw

e
e
n
 P
u
b
lic

 In
te
re
st a

n
d
 P
riva

te
 P
ro
fit in

 H
o
n
g
 K
o
n
g
.

史
實

。
他

說
的

「
依

賴
殖

民
地

法
院

」
和

「
檢

控
了

一
份

『
親

中
』

報
章

」
，

是

指
1951年

的
《

大
公

報
》

案
，

卻
不

提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封

閉
了

三
份

親
中

外

圍
報

紙
。

況
且

《
大

公
報

》
案

最
後

是
北

京
施

加
外

交
壓

力
，

迫
使

港
英

讓
步

，

才
了

結
這

樁
政

治
官

司
，

怎
能

說
是

中
方

團
體

依
賴

殖
民

地
法

院
呢

 ?!

一
、
接
管
大
陸
、
劍
指
台
灣

—
—
在
香
港
開
辦
幹
部
訓
練
班

1948年
初

，
隨

着
解

放
戰

爭
的

深
入

，
中

共
在

領
導

軍
事

鬥
爭

的
同

時
，

開

始
部

署
解

放
城

市
的

接
管

工
作

，
而

當
務

之
急

就
是

培
訓

熟
悉

經
濟

及
城

市
管

理

工
作

的
幹

部
。

中
共

中
央

決
定

，
在

香
港

培
訓

幹
部

。
香

港
工

委
的

主
要

領
導

都

參
與

了
培

訓
講

課
。

從
1948年

2月
到

1949年
初

，
在

香
港

開
辦

了
13期

培
訓

班
，

受
訓

幹
部

主

要
來

自
上

海
、

南
京

、
武

漢
及

西
南

地
區

等
還

沒
解

放
的

蔣
管

區
（

國
統

區
）

。

培
訓

班
每

期
為

1至
2個

月
不

等
，

人
數

約
十

餘
人

。
地

點
分

別
有

灣
仔

渣
菲

道
（

謝
斐

道
）

、
永

豐
街

、
西

環
學

士
台

、
石

塘
咀

、
九

龍
上

海
街

等
。

吳
學

謙
（

後
來

任
副

總
理

、
外

交
部

長
）

、
王

漢
斌

（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

當

時
都

來
過

香
港

受
訓

。
1
7

為
甚

麼
中

共
中

央
上

海
局

會
選

擇
千

里
之

外
的

香
港

作
為

基
地

，
抽

調
蔣

管

區
地

下
黨

主
要

幹
部

分
批

進
行

學
習

的
呢

？
《

中
國

共
產

黨
上

海
史

》
解

釋
：

1947年
12月

，
中
共
中
央
在
陝
北
召
開
會
議
，
討
論
並
通
過
了
毛
澤

東
所
作
的
《
目
前
形
勢
和
我
們
的
任
務
》
的
報
告
。
由
於
堅
持
在
蔣
管
區
工

作
的
同
志
長
期
從
事
秘
密
地
下
鬥
爭
，
平
時
幾
乎
很
少
看
到
黨
的
書
面
指

示
和
學
習
材
料
，
僅
靠
口
頭
傳
達
一
些
黨
的
指
示
精
神
加
以
領
會
貫
徹
。
又

因
為
處
於
國
民
黨
政
府
的
嚴
密
高
壓
控
制
下
，
根
本
得
不
到
相
對
集
中
的
時

間
和
穩
定
的
環
境
進
行
較
系
統
的
學
習
。
香
港
自
鴉
片
戰
爭
後
為
英
帝
國
主

義
所
佔
領
，
港
英
當
局
以
「
民
主
」
、
「
自
由
」
標
榜
自
己
，
只
要
不
觸
及

其
根
本
利
益
，
對
於
民
主
進
步
人
士
的
活
動
一
般
不
加
過
問
，
而
國
民
黨
政

1
7
 

華
潤

（
集

團
）

有
限

公
司

《
紅

色
華

潤
》

編
委

會
：

《
紅

色
華

潤
》

，
北

京
中

華
書

局
，

2
0
1
0
年

，
9
1
、

9
3
-9
6
頁

。
學

士
台

位
於

西
環

，
《

紅
色

華
潤

》
誤

作
灣

仔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26
27

第
一
章

府
又
無
權
干
涉
，
客
觀
上
為
我
黨
利
用
香
港
這
個
特
殊
環
境
開
展
革
命
活
動

創
造
了
有
利
條
件
。
1947年

初
，
上
海
分
局
已
在
香
港
設
置
了
一
個
聯
絡

點
，
目
的
是
預
防
蔣
管
區
形
勢
惡
化
，
掩
護
上
海
分
局
領
導
轉
移
到
香
港
。

據
不
完
全
統
計
，
赴
港
參
加
學
習
班
的
中
共
上
海
市
委
及
所
屬
工

委
、
職
委
、
學
委
、
教
委
、
警
委
、
科
技
等
系
統
的
黨
員
負
責
幹
部
約
100

人
。
1
8

當
事

人
之

一
、

中
共

秘
密

南
京

市
委

書
記

陳
修

良
回

憶
說

：
「

中
共

上
海

局

的
香

港
聯

絡
站

，
又

稱
香

港
辦

事
處

，
是

1946年
底

上
海

局
派

秘
密

黨
員

萬
景

光

赴
香

港
建

立
的

，
起

先
是

為
了

在
必

要
時

掩
護

上
海

局
的

領
導

轉
移

去
港

居
住

，

並
聯

繫
來

自
各

方
面

不
便

去
滬

的
關

係
開

辦
的

。
」

聯
絡

站
設

在
皇

后
大

道
中

105號
永

春
堂

藥
舖

。
宿

舍
則

租
賃

了
跑

馬
地

摩

利
臣

山
道

26號
地

下
。

陳
修

良
說

，
香

港
聯

絡
站

做
了

大
量

重
要

的
工

作
，

如
訓

練
國

統
區

的
各

地

地
下

黨
領

導
人

；
開

闢
通

過
香

港
轉

道
仁

川
（

朝
鮮

）
到

達
解

放
區

的
秘

密
交

通

線
；

收
集

情
報

、
組

織
策

反
、

發
動

起
義

，
以

及
準

備
解

放
台

灣
等

工
作

。
香

港

聯
絡

站
到

1955年
才

結
束

。
1
9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台
灣

幹
部

訓
練

班
。

《
紅

色
華

潤
》

寫
道

：
「

第
六

期
：

1948年
9月

，
石

塘
咀

。
劉

曉
領

導
，

台
灣

幹
部

十
餘

人
。

（
名

單
略

）
」

和
何

池
在

《
民

主
革

命
時

期
中

國
共

產
黨

指
導

台
灣

革
命

研
究

》
一

書
所

寫
的

有

出
入

。何
池

寫
道

：
「

台
灣

工
委

成
員

的
學

習
班

是
第

二
期

，
時

間
從

4月
底

至
6月

底
，

這
期

學
習

班
實

際
上

是
中

共
中

央
為

解
決

台
灣

省
工

委
在

領
導

台
灣

革
命

運

動
中

出
現

的
一

些
問

題
而

召
開

的
一

次
專

題
會

議
。

」

原
台

共
領

導
人

蔡
孝

乾
說

：

1
8
 

中
共

上
海

市
委

研
究

室
：

《
中

國
共

產
黨

上
海

史
1
9
2
0
-1
9
4
9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
1
8
2
7
-  

1
8
3
2
頁

。
1
9
 

陳
修

良
：

《
拒

絕
奴

性
—

—
中

共
秘

密
南

京
市

委
書

記
陳

修
良

傳
》

，
香

港
中

和
出

版
，

2
0
1
2
年

1
月

，
2
2
6
-2
2
8
頁

。

「
二
．
二
八
」
事
件
後
，
經
三
、
四
個
月
的
整
頓
組
纖
，
又
成
立
新

竹
、
台
中
、
台
南
、
高
雄
等
縣
工
委
會
，
學
生
方
面
單
獨
成
立
學
委
會
，
指

導
全
省
學
運
，
至
三
十
七
年
（
1948年

）
6月
，
全
省
黨
員
已
有
300名

左

右
，
但
群
眾
工
作
並
無
大
的
發
展
，
黨
員
教
育
不
夠
，
組
織
不
健
全
，
遂
在

香
港
召
開
一
個
會
議
，
把
台
灣
全
省
工
作
從
各
方
面
作
一
個
普
遍
的
檢
討
。

於
是
黨
中
央
指
示
分
管
南
方
各
省
和
台
灣
的
上
海
局
要
加
強
台
灣
的
工
作
，

促
使
台
灣
省
工
委
能
加
快
工
作
步
伐
，
以
適
應
解
放
戰
爭
勝
利
發
展
的
形

勢
。

蔡
孝

乾
是

台
灣

共
產

黨
的

創
建

人
之

一
，

是
唯

一
參

加
過

長
征

的
台

灣
人

，

1945年
在

延
安

的
中

共
七

大
當

選
為

中
央

候
補

委
員

，
1946年

任
中

共
台

灣
省

工

委
書

記
，

潛
回

台
灣

從
事

地
下

鬥
爭

。
1948年

潛
赴

香
港

參
加

台
灣

工
作

會
議

，

其
後

再
返

回
台

灣
，

1950年
被

捕
後

叛
變

，
導

致
台

共
地

下
組

織
被

國
民

黨
一

網

打
盡

。參
加

這
期

關
於

台
灣

工
作

專
題

學
習

班
的

成
員

，
有

台
工

委
及

屬
下

縣
市

工

委
負

責
人

代
表

蔡
孝

乾
、

張
志

忠
、

洪
幼

樵
、

計
梅

真
、

郭
秀

琮
、

孫
古

平
、

唐

海
光

、
陳

添
福

、
李

媽
兜

、
李

武
昌

、
朱

子
慧

等
，

台
灣

自
治

同
盟

代
表

謝
雪

紅
、

楊
克

煌
、

蘇
新

、
周

明
，

上
海

台
灣

同
鄉

會
的

李
偉

光
，

香
港

分
局

書
記

章

漢
夫

和
上

海
局

領
導

張
執

一
也

到
會

出
席

，
學

習
班

由
上

海
局

書
記

劉
曉

主
持

，

章
漢

夫
擔

任
記

錄
。

何
池

提
到

：
「

香
港

學
習

班
結

束
後

，
根

據
香

港
會

議
關

於
佔

領
台

灣
山

脈
，

以
深

山
為

根
據

地
，

在
山

區
創

建
革

命
根

據
地

和
游

擊
區

，
積

極
開

展
武

裝
鬥

爭
的

新
部

署
，

以
迎

接
解

放
大

軍
解

放
台

灣
。

台
灣

省
工

作
委

員
會

利
用

『
二

．
二

八
』

事
件

中
奪

自
嘉

義
、

台
中

等
地

軍
械

庫
的

武
器

，
在

一
些

偏
遠

山

區
建

立
大

大
小

小
數

個
革

命
武

裝
基

地
，

積
極

開
展

游
擊

戰
爭

。
」
2
0

2
0
 

何
池

：
《

民
主

革
命

時
期

中
國

共
產

黨
指

導
台

灣
革

命
研

究
》

，
台

北
：

海
峽

學
術

出
版

社
，

2
0
0
8
年

4
月

，
1
7
7
-1
9
3
頁

。
作

者
是

中
共

福
建

黨
史

學
會

常
務

理
事

，
任

職
於

中
共

漳
州

市
委

黨
校

。
出

版
社

卻
是

台
灣

親
中

共
的

統
派

、
早

年
台

共
的

餘
緒

。
這

在
蔣

氏
父

子
時

代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也
見

得
台

灣
社

會
已

有
充

足
的

自
信

，
能

夠
容

納
不

同
黨

派
，

包
括

共
產

黨
的

論
述

。
 

陳
芳
明
：
《
謝
雪
紅
評
傳
》
，
437頁

；
房
建
昌
：
〈
蔡
孝
乾
與
台
灣
共
產
黨
〉
，
《
文
史
精
華
》
1998年

第
10期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28
29

第
一
章

二
、
白
色
恐
怖
與
紅
色
恐
怖

上
世

紀
五

、
六

十
年

代
是

一
個

血
雨

腥
風

的
時

代
。

經
歷

了
國

共
內

戰
的

大

廝
殺

，
國

共
兩

黨
為

了
顛

覆
對

方
、

鞏
固

自
己

的
政

權
，

展
開

了
你

死
我

活
的

「
剿

匪
」

行
動

。
香

港
成

為
了

國
共

「
暗

戰
」

的
橋

樑
。

1949年
年

中
，

中
共

中
央

根
據

福
建

已
經

解
放

的
形

勢
，

初
步

制
定

了
於

1950年
6月

之
前

解
放

台
灣

的
部

署
。

中
共

當
時

對
形

勢
的

估
計

較
為

樂
觀

，
要

求
台

灣
黨

組
織

作
好

迎
接

解
放

的
準

備
工

作
。

台
共

聯
絡

員
劉

青
石

憶
述

，
他

銜
命

「
離

開
北

京
，

到
天

津
找

了
潘

漢
年

，

他
送

我
上

船
，

經
香

港
回

到
台

灣
」

。

劉
青

石
返

回
台

灣
不

久
，

省
工

委
機

關
報

《
光

明
報

》
因

過
於

張
揚

，
遭

台

灣
情

報
機

關
破

獲
。

1949年
11月

，
省

工
委

委
員

陳
澤

民
在

高
雄

被
捕

。
1950

年
元

月
，

化
名

張
志

忠
的

楊
春

霖
落

網
。

與
此

同
時

，
蔡

孝
乾

弄
到

了
一

張
海

峽
航

線
圖

，
供

即
將

攻
台

的
解

放
軍

渡

海
之

用
，

派
遣

地
下

黨
員

林
秋

興
坐

船
到

香
港

交
給

中
共

。
林

秋
興

剛
到

碼
頭

就

被
逮

捕
。

劉
青

石
則

逃
到

香
港

，
住

了
一

個
月

，
香

港
黨

組
織

交
給

劉
青

石
一

項

危
險

任
務

：
「

潛
回

島
內

，
讓

蔡
孝

乾
十

天
之

內
離

開
台

灣
，

當
時

香
港

的
黨

組

織
掌

握
了

一
份

國
民

黨
特

務
機

關
準

備
抓

捕
地

下
黨

組
織

成
員

名
單

，
我

將
該

名

單
背

在
腦

子
裏

回
到

台
灣

。
」

劉
青

石
回

台
灣

聯
繫

上
蔡

孝
乾

，
轉

達
了

香
港

黨
組

織
的

緊
急

指
示

，
定

好

了
離

台
的

時
間

地
點

，
但

就
在

要
上

船
之

際
，

蔡
孝

乾
落

入
台

灣
情

報
機

關
特

務

手
中

。
蔡

孝
乾

被
捕

後
，

答
應

與
國

民
黨

國
防

部
保

密
局

局
長

葉
翔

之
合

作
，

以

便
誘

捕
餘

黨
，

卻
乘

機
逃

脫
，

藏
匿

了
三

個
月

，
再

次
被

捕
。

國
民

黨
軍

警
這

次
動

用
重

刑
逼

供
，

蔡
孝

乾
叛

變
，

供
出

台
灣

島
內

的
地

下

黨
組

織
和

人
員

共
500多

人
。

台
共

高
級

幹
部

相
繼

被
國

民
黨

當
局

逮
捕

。
洪

幼

樵
在

從
基

隆
開

往
港

澳
的

輪
船

上
被

捕
，

陳
澤

民
也

被
捕

。
兩

人
在

刑
罰

中
雙

雙

叛
變

。
這

次
大

搜
捕

，
導

致
與

共
產

黨
有

關
係

的
1,800餘

人
落

網
，

是
為

台
灣

50年
代

初
期

的
「

撲
殺

紅
色

時
代

」
。

蔡
孝

乾
反

共
有

功
，

被
蔣

介
石

封
為

軍
情

處
少

將
。

國
民
黨
破
獲
「
密
使
一
號
」

國
民

黨
繼

而
查

獲
：

國
防

部
參

謀
次

長
吳

石
中

將
是

潛
伏

的
中

共
地

下
黨

員
，

代
號

「
密

使
一

號
」

。

1949年
10月

到
11月

，
解

放
軍

攻
打

金
門

、
舟

山
群

島
嚴

重
受

挫
。

為
儘

快

取
得

吳
石

掌
握

的
重

要
軍

事
情

報
，

中
共

華
東

局
領

導
決

定
派

長
期

在
上

海
、

香

港
從

事
情

報
工

作
的

女
黨

員
朱

楓
赴

台
與

吳
石

聯
繫

。
吳

石
把

藏
有

絕
密

軍
事

情

報
的

微
縮

膠
卷

交
到

朱
楓

手
上

，
包

括
《

台
灣

戰
區

戰
略

防
禦

圖
》

、
最

新
繪

製

的
舟

山
群

島
及

大
小

金
門

《
海

防
前

線
陣

地
兵

力
、

火
器

配
置

國
》

、
各

防
區

的

《
敵

我
態

勢
圖

》
、

台
灣

海
峽

及
台

海
海

區
的

海
流

資
料

、
台

灣
島

各
戰

略
登

陸

點
的

地
理

資
料

分
析

、
海

軍
基

地
並

艦
隻

部
署

分
佈

情
況

、
空

軍
機

場
並

機
群

種

類
架

數
，

以
及

國
民

黨
蔣

介
石

《
關

於
大

陸
失

陷
後

組
織

全
國

性
游

擊
武

裝
的

應

變
計

劃
》

等
，

三
天

之
後

，
在

基
隆

碼
頭

，
朱

楓
按

約
定

把
已

經
到

手
的

第
一

批
重

要
情

報
，

交
到

中
共

華
東

局
情

報
部

特
別

交
通

員
—

—
定

期
往

返
香

港
、

基
隆

間
的

「
安

福
號

」
海

輪
上

一
位

大
副

手
中

。
幾

天
後

，
這

批
情

報
迅

速
通

過
香

港
傳

遞

到
華

東
局

情
報

處
，

其
中

，
幾

份
重

要
絕

密
軍

事
情

報
還

呈
送

給
毛

澤
東

。
當

毛

澤
東

聽
說

這
些

情
報

是
一

位
秘

密
女

特
派

員
赴

台
，

從
一

位
國

民
黨

上
層

人
士

「
密

使
一

號
」

那
裏

取
回

時
，

大
加

誇
獎

，
還

在
紅

豎
格

信
紙

上
寫

下
：

「
驚

濤
拍

孤
島

，
碧

波
映

天
曉

。
虎

穴
藏

忠
魂

，
曙

光
迎

來
早

。
」

就
在

朱
楓

按
照

上
級

秘
密

指
示

，
準

備
返

回
大

陸
之

際
，

1950年
2月

2日
，

與
朱

楓
聯

繫
的

「
老

鄭
」

—
—

蔡
孝

乾
被

捕
，

供
出

了
她

和
吳

石
。

朱
、

吳
分

別

被
捕

。
受

牽
連

的
有

：
吳

石
的

妻
子

王
壁

奎
，

老
部

下
、

某
長

官
公

署
總

務
處

交

際
科

長
聶

曦
上

校
，

前
「

聯
勤

總
部

」
第

四
兵

站
總

監
陳

寶
倉

中
將

等
人

。
吳

石
、

朱
楓

、
陳

寶
倉

、
聶

曦
等

人
被

台
灣

特
別

軍
事

法
庭

判
處

死
刑

。
1950年

6

月
10日

，
他

們
四

人
被

押
往

台
北

馬
場

町
刑

場
槍

決
。
2
1

據
學

者
戴

國
煇

研
究

，
1950年

以
後

，
以

共
黨

嫌
疑

被
槍

決
的

據
說

在

2
1
 

淮
駒

：
〈

黎
明

時
倒

下
的

紅
色

特
工

〉
，

《
龍

門
陣

》
2
0
0
9
年

第
9
、

1
0
期

；
蕭

舟
：

〈
朱

楓
：

黎
明

時
倒

下
的

紅
色

女
特

工
〉

，
《

檔
案

天
地

》
2
0
0
9
年

第
1
0
期

；
許

正
：

〈
朱

楓
：

黎
明

時
倒

下
的

紅
色

女
特

工
〉

，
《

黨
史

縱
橫

》
2
0
1
0
年

第
4
期

；
周

軍
：

〈
獻

身
台

島
的

紅
色

女
特

工
〉

，
《

傳
奇

．
傳

記
》

2
0
1
0
年

第
1
2

期
；

王
豐

：
〈

潛
伏

者
之

死
〉

，
《

看
歷

史
》

2
0
1
1
年

第
2
期

；
何

立
波

：
〈

中
共

台
灣

地
下

黨
遭

破
壞

內
幕

〉
，

《
龍

門
陣

》
2
0
1
1
年

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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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人
以

上
。

據
王

曉
波

研
究

，
在

白
色

恐
怖

的
年

代
，

被
槍

決
的

有
3,000

人
到

4,000人
之

多
，

被
捕

入
獄

的
有

8,000人
到

1萬
人

之
多

。
真

正
的

共
產

黨

員
，

據
蔡

孝
乾

的
供

詞
，

不
過

900人
。
2
2

在
1950年

至
1954年

間
，

至
少

有
3,000人

遭
到

槍
決

，
8,000人

以
上

遭
到

刑
期

不
等

的
監

禁
處

分
，

實
際

「
政

治
黑

牢
」

累
積

超
過

10,000年
。

這
段

期

間
，

也
是

往
後

長
達

40年
白

色
恐

怖
的

開
始

。
2
3

由
1950年

代
算

起
，

至
1987年

解
嚴

為
止

，
台

灣
共

出
現

了
29,000多

件
的

政
治

案
，

有
14萬

人
受

難
，

其
中

3,000-4,000人
遭

處
決

。
2
4

大
陸
鎮
壓
「
反
革
命
」

而
在

大
陸

這
一

邊
，

對
鎮

壓
「

反
革

命
」

也
是

毫
不

手
軟

。

1950年
1月

22日
，

毛
澤

東
電

示
葉

劍
英

、
林

彪
等

人
，

認
為

廣
東

鎮
壓

反

革
命

的
部

署
是

正
確

的
。

同
一

天
，

毛
主

席
又

電
示

葉
劍

英
等

，
認

為
「

廣
東

是

一
個

情
況

複
雜

的
省

，
⋯

⋯
對

重
要

反
動

分
子

恐
須

殺
掉

1萬
至

2萬
人

才
能

解
決

問
題

，
這

個
目

標
又

在
全

部
土

改
完

成
期

內
，

即
在

1952年
春

季
或

夏
季

以
後

去

實
現

，
今

年
可

以
殺

八
、

九
千

人
為

目
標

，
你

們
已

經
殺

了
3,700多

人
，

這
很

好
，

再
殺

三
、

四
千

人
看

情
況

，
再

定
下

一
步

計
劃

。
」

《
中

共
廣

東
黨

史
大

事
記

》
記

載
：

為
了
貫
徹
毛
主
席
這
一
指
示
和
中
央
關
於
大
膽
放
手
，
大
張
旗
鼓
鎮
壓

反
革
命
的
精
神
，
華
南
分
局
又
發
出
關
於
加
強
鎮
壓
反
革
命
分
子
的
指
示
，

指
出
目
前
應
強
調
「
狠
」
，
給
反
革
命
分
子
以
更
沉
重
的
打
擊
。
⋯
⋯
但
由

於
運
動
強
調
要
「
狠
」
，
又
下
達
了
捕
殺
的
指
標
，
使
運
動
出
現
了
一
些
偏

差
，
有
些
地
方
工
作
粗
糙
草
率
，
亂
捕
亂
殺
，
使
一
些
可
殺
可
不
殺
的
人
被

殺
了
。
2
5

2
2
 

張
玉

法
：

《
中

華
民

國
史

稿
》

，
聯

經
出

版
，

2
0
0
1
年

7
月

，
5
4
3
頁

。
2
3
 《

戰
後

台
灣

白
色

恐
怖

論
析

》
，

1
4
3
頁

。
藍

博
洲

計
劃

主
持

，
李

逸
洋

主
編

：
《

5
0
年

代
白

色
恐

怖
台

北
地

區
案

件
調

查
與

研
究

》
，

台
北

文
獻

委
員

會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
2
1
頁

。
2
4
 

據
李

敖
的

資
料

，
戒

嚴
的

政
治

案
件

有
2
9
,4
0
7
件

，
入

獄
的

政
治

犯
達

1
4
萬

多
人

。
李

筱
峰

：
《

台
灣

戒
嚴

時
期

政
治

案
件

的
類

型
》

；
謝

聰
敏

：
《

談
景

美
軍

法
看

守
所

》
，

李
敖

出
版

社
，

1
9
9
1
年

9
月

，
7
-8
頁

。
2
5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黨
史

研
究

室
：

《
中

共
廣

東
黨

史
大

事
記

》
1
9
4
9
年

1
0
月

－
1
9
7
8
年

1
2
月

，
2
6
頁

。

《
建

國
以

後
毛

澤
東

文
稿

》
記

錄
了

毛
澤

東
發

出
過

大
量

鎮
反

的
指

示
。

轉
發
黃
敬
關
於
天
津
鎮
反
補
充
計
劃
的
批
語
（
1951年

3月
18日

）
2
6

各
中
央
局
，
並
轉
分
局
，
大
中
市
委
，
省
委
，
區
黨
委
：

各
大
中
城
市
的
鎮
反
工
作
，
過
去
幾
個
月
一
般
勁
頭
很
小
。
這
主
要
是

由
於
領
導
機
關
對
反
革
命
的
嚴
重
性
及
鎮
反
工
作
的
極
端
重
要
性
認
識
不
足

而
來
。
從
2月
起
，
先
有
北
京
市
，
現
在
又
有
天
津
重
慶
兩
市
動
起
來
了
，

這
是
好
現
象
。
大
城
市
是
反
革
命
分
子
及
其
領
導
機
關
潛
藏
的
最
主
要
的
巢

穴
，
必
須
用
很
大
的
力
量
去
對
付
，
必
須
認
真
研
究
，
周
密
佈
置
，
大
殺

幾
批
，
才
能
初
步
地
解
決
問
題
。
下
面
是
天
津
的
計
劃
，
這
個
計
劃
是
正

確
的
。
天
津
準
備
於
今
年
一
年
內
殺
1,500人

（
已
殺
150人

）
，
4月
底
以

前
先
殺
500人

。
完
成
這
個
計
劃
，
我
們
就
有
了
主
動
。
我
希
望
上
海
、
南

京
、
青
島
、
廣
州
、
武
漢
及
其
他
大
城
市
、
中
等
城
市
，
都
有
一
個
幾
個
月

至
今
年
年
底
的
切
實
的
鎮
反
計
劃
。
人
民
說
，
殺
反
革
命
比
下
一
場
透
雨
還

痛
快
，
我
希
望
各
大
城
市
，
中
等
城
市
，
都
能
大
殺
幾
批
反
革
命
。

毛
澤
東

3月
18日

1956年
10月

15日
，

駐
香

港
的

台
灣

國
民

黨
特

務
指

揮
機

關
派

遣
十

多
批

特

務
潛

入
廣

州
，

陰
謀

在
雙

十
節

晚
間

8時
左

右
在

廣
州

的
酒

家
、

戲
院

、
茶

樓
、

商
店

、
油

庫
、

公
園

等
40餘

處
統

一
組

織
爆

炸
、

縱
火

，
散

發
反

動
傳

單
，

煽
動

騷
亂

。
至

15日
止

，
公

安
機

關
全

部
破

獲
這

批
案

件
84宗

，
逮

捕
特

務
90人

，
繳

獲
定

時
炸

彈
、

燃
燒

彈
、

縱
火

器
、

黃
色

炸
藥

以
及

反
動

傳
單

5,800餘
份

。
2
7

1962年
8月

5日
台

灣
特

務
在

珠
海

縣
拱

北
邊

防
檢

查
站

製
造

爆
炸

血
案

，
炸

死
炸

傷
由

港
澳

回
鄉

探
親

的
旅

客
26人

。
8月

29日
，

台
灣

特
務

在
深

圳
橋

頭
製

造
爆

炸
事

件
，

大
陸

方
面

檢
查

人
員

和
港

澳
同

胞
2人

死
亡

，
5人

受
傷

。
2
8

2
6
 

黃
敬

，
原

名
俞

啟
威

，
當

時
任

中
共

天
津

市
委

書
記

，
天

津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長

。
曾

是
毛

澤
東

妻
子

江
青

的
前

夫
。

1
9
5
8
年

間
精

神
病

復
發

，
在

廣
州

跳
樓

自
殺

身
亡

。
（

歐
初

：
《

依
舊

紅
棉

》
，

天
地

圖
書

，
2
7

頁
。

）
黃

敬
的

兒
子

俞
正

聲
，

現
任

上
海

市
委

書
記

。
另

一
子

俞
強

聲
則

叛
國

。
2
7
  《

中
共

廣
東

黨
史

大
事

記
》

，
1
0
0
頁

。
2
8
 

同
上

，
2
2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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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美

國
《

時
代

》
雜

誌
1962年

9月
7日

報
道

，
深

圳
橋

頭
的

爆
炸

事
件

中
是

2人
死

，
27人

受
傷

。

在
過
去
的
一
個
月
，
懷
疑
是
國
民
黨
特
工
在
內
地
製
造
了
7宗
炸
彈
爆

炸
，
導
致
5人
死
亡
、
40人

受
傷
。
恐
怖
分
子
炸
毀
了
一
座
碉
堡
、
一
處
彈

藥
庫
、
一
家
銀
行
，
以
及
靠
近
港
澳
邊
界
的
一
段
鐵
路
路
軌
。
還
有
人
計
劃

炸
毀
粵
澳
渡
輪
，
在
男
盥
洗
室
一
面
鏡
子
後
面
，
船
員
發
現
一
個
肉
心
杏
仁

餅
鐵
罐
內
藏
有
黃
色
炸
藥
，
因
而
幸
免
於
難
。
懷
疑
放
置
炸
彈
的
乘
客
已
於

兩
週
前
被
處
決
。
2
9

《
時

代
》

雜
誌

這
段

文
字

說
明

，
國

共
之

間
殘

酷
激

烈
的

鬥
爭

，
從

1949年

一
直

延
續

到
60年

代
。

今
天

人
們

只
聞

「
渡

盡
劫

波
兄

弟
在

，
相

逢
一

笑
泯

恩
仇

」
這

類
統

戰
話

語
，

或
者

「
不

統
、

不
獨

、
不

武
」

的
自

保
言

論
，

至
於

那
個

刀
光

劍
影

的
血

腥

年
代

，
則

恍
如

隔
世

。

三
、
英
國
軍
事
外
交
兩
手
準
備
  防
範
中
共
進
軍
香
港

中
共

在
解

放
之

初
沒

有
進

軍
香

港
，

有
沒

有
軍

事
上

的
考

慮
？

筆
者

在
上

卷

根
據

毛
澤

東
致

各
大

野
戰

軍
及

黨
政

領
導

人
的

電
報

，
指

出
是

有
軍

事
上

的
考

慮
，

批
評

內
地

齊
鵬

飛
教

授
等

的
觀

點
。
3
0

香
港

則
有

學
者

認
為

，
中

共
出

兵
奪

取
香

港
一

點
不

難
。

劉
潤

和
、

高
添

強
說

：
「

自
二

次
大

戰
至

今
，

中
國

共
有

四
次

機
會

可
以

武

2
9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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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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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
著

上
卷

2
4
9
-2
5
0
頁

。

力
收

回
香

港
，

分
別

出
現

在
1945、

1948、
1949及

1967這
四

年
之

中
。

若
論

中
國

當
時

的
國

勢
，

出
兵

奪
取

香
港

一
點

不
難

，
雖

不
免

與
英

國
兵

戎
相

見
，

而

當
時

英
國

亦
有

保
衛

香
港

之
決

心
，

1945年
之

後
增

兵
香

港
就

是
例

證
。

」
3
1

劉
、

高
的

說
法

大
謬

不
然

。
且

放
下

1945年
國

民
政

府
統

治
時

期
和

1967年

暴
動

這
兩

回
不

說
，

單
論

1948、
1949這

兩
次

，
說

「
出

兵
奪

取
香

港
一

點
不

難
」

，
顯

然
不

符
史

實
。

1948年
國

共
兩

軍
在

大
陸

鏖
戰

正
酣

，
硝

煙
瀰

漫
，

國
民

黨
自

顧
不

暇
，

根

本
騰

不
出

手
來

對
付

英
國

人
，

說
甚

麼
武

力
收

回
香

港
。

1949年
，

大
陸

局
勢

未
定

，
以

解
放

軍
當

時
的

實
力

，
要

出
兵

奪
取

香
港

，

再
點

起
一

個
對

抗
英

美
兩

個
大

國
的

火
頭

，
也

是
難

乎
其

難
的

。

回
顧

1949年
英

國
調

兵
遣

將
，

佈
防

香
港

，
以

及
尋

求
美

國
支

持
的

外
交

努

力
，

就
一

目
了

然
。

法
新
社
倫
敦
6月
1日
電

  增
防

香
港

之
英

軍
1,500人

已
登

運
兵

輪
「

第
華

拉
」

號
，

於
今

日
下

午
，

首
途

東
往

。

美
聯
社
新
加
坡
6月
1日
電

  駐
馬

來
西

亞
空

軍
一

小
隊

今
日

離
此

赴
港

。
人

員
中

，
有

在
本

地
訓

練
之

馬
來

空
軍

200人
。

《
星
島
日
報
》
6月
6日
專
訊

  英
遠

東
軍

事
首

長
已

齊
集

本
港

，
今

日
由

國

防
大

臣
亞

歷
山

大
氏

召
集

與
本

港
海

陸
空

軍
首

長
及

有
關

當
局

舉
行

重
要

會
議

，

以
決

定
有

關
防

衛
本

港
及

建
立

遠
東

防
衛

圈
之

策
略

。

《
星

島
日

報
》

還
發

表
評

論
說

：
「

假
定

中
共

完
全

控
制

了
中

國
，

成
立

了

新
的

中
國

政
府

，
也

是
絕

不
會

為
了

要
收

回
香

港
不

惜
與

英
國

兵
戎

相
見

的
。

中

國
人

民
對

於
百

忍
之

痛
的

割
讓

英
國

的
這

一
塊

土
地

，
確

是
朝

夕
不

忘
，

念
茲

在

茲
，

必
得

無
條

件
地

收
回

而
後

已
，

但
那

一
定

是
用

正
當

的
外

交
途

徑
去

求
其

解

決
，

而
無

待
乎

武
力

去
爭

取
。

」

《
文
匯
報
》
6月
8日
訊

  英
國

國
防

大
臣

亞
歷

山
大

在
立

法
局

會
議

室
招

待

中
西

各
報

記
者

。

3
1
 

劉
潤

和
、

高
添

強
：

《
香

港
走

過
的

道
路

》
增

訂
版

，
三

聯
書

店
，

2
0
1
1
年

7
月

，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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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
防
衛
香
港
究
竟
是
政
治
還
是
軍
事
問
題
？

答
：
現
代
之
防
衛
實
為
一
個
多
方
面
的
問
題
。

問
：
大
臣
以
為
香
港
之
威
脅
是
由
於
國
民
黨
政
府
或
共
產
黨
政
府
？

答
：
爾
不
會
期
待
本
人
發
表
一
項
宣
告
答
覆
此
項
問
題
。

問
：
援
軍
來
港
是
一
種
軍
事
政
治
或
心
理
政
治
之
作
用
？

答
：
二
者
均
有
直
接
之
重
要
性
。

問
：
大
臣
對
本
港
防
衛
現
狀
感
覺
如
何
？

答
：
余
身
為
國
防
大
臣
，
對
於
各
地
防
衛
力
且
將
永
不
覺
得
其
為
完

滿
，
對
香
港
防
衛
軍
亦
然
，
仍
要
繼
續
有
人
參
加
此
項
工
作
。

問
：
本
港
現
有
1.2萬

軍
隊
，
九
架
噴
火
式
戰
機
以
及
一
艘
巡
洋
艦
，

是
否
已
足
以
保
衛
香
港
？

答
：
此
並
非
我
等
所
有
之
一
切
，
將
來
視
情
況
需
要
仍
可
增
派
軍
隊
。

這
番

對
答

具
見

英
國

人
老

謀
深

算
的

外
交

辭
令

，
盤

馬
彎

弓
，

深
藏

不
露

。

路
透
社
倫
敦
6月
17日

電
  一

向
可

靠
人

士
今

日
稱

：
英

國
曾

要
求

美
國

切

實
表

明
倘

中
共

襲
擊

香
港

時
，

美
國

所
採

之
態

度
。

《
華
僑
日
報
》
7月
2日
特
訊
  新

任
駐

港
海

陸
空

軍
司

令
長

官
菲

士
廷

中
將

於

昨
日

下
午

5時
半

，
由

星
洲

乘
空

軍
運

輸
機

抵
達

港
府

履
新

。

菲
士

廷
來

港
履

新
前

後
，

海
陸

空
軍

增
防

來
港

部
隊

，
已

紛
紛

先
後

開
到

，

前
一

號
英

輪
「

華
斯

」
號

抵
港

，
運

來
坦

克
車

12輛
，

高
射

炮
若

干
，

另
各

種
車

輛
250輛

。
又

訊
：

由
馬

爾
太

（
馬

爾
他

）
調

港
至

英
軍

陸
戰

隊
第

三
團

，
已

於

前
一

日
由

馬
爾

太
乘

郵
輪

「
高

治
」

號
啓

程
東

來
。

其
人

數
約

2,000名
。

《
星
島
日
報
》
7月
20日

特
訊

  據
昨

日
所

獲
消

息
，

指
定

在
香

港
駐

防
的

軍

隊
全

部
到

達
以

後
，

此
間

的
防

軍
將

達
2.5萬

人
。

路
透
社
馬
爾
泰
8月
3日
電

  10,300噸
航

空
母

艦
「

凱
旋

號
」

將
於

明
日

由

馬
爾

泰
（

馬
爾

他
）

開
赴

遠
東

。

路
透
社
華
盛
頓
8月
12日

電
  美

國
務

卿
艾

契
遜

（
艾

奇
遜

）
本

日
警

告
中

共

勿
進

攻
香

港
。

他
在

每
週

一
次

的
記

者
招

待
會

中
告

記
者

說
：

美
國

和
英

國
政

府

曾
會

商
香

港
局

勢
。

並
說

：
香

港
方

面
美

國
支

持
英

國
至

甚
麼

程
度

，
這

問
題

難

於
回

答
。

並
謂

中
共

任
何

違
反

聯
合

國
憲

章
規

定
的

行
動

，
將

提
交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處

理
。

美
國

將
支

持
其

在
聯

合
國

憲
章

下
的

義
務

。

法
新
社
華
盛
頓
8月
12日

電
  英

屬
地

香
港

如
果

遭
受

攻
擊

，
美

國
將

參
加

英

國
的

香
港

防
禦

，
他

披
露

美
國

會
與

英
國

會
商

保
衛

香
港

應
付

可
能

進
襲

問
題

。
3
2

香
港

史
專

家
劉

蜀
永

認
為

：
「

1949年
夏

季
英

國
匆

匆
忙

忙
向

香
港

派
遣

援

軍
，

完
全

是
虛

張
聲

勢
的

做
法

。
」

劉
蜀

永
還

嘲
笑

英
國

人
說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立
初

期
，

在
處

理
香

港

問
題

上
，

中
國

政
府

沉
着

穩
重

的
態

度
與

英
國

政
府

驚
慌

失
措

的
舉

動
，

形
成

鮮

明
對

照
，

中
國

政
府

顯
得

更
主

動
、

更
理

智
，

英
國

政
府

許
多

要
員

做
了

錯
誤

的

估
計

。
」
3
3

但
從

上
引

的
資

料
看

來
，

英
、

美
兩

國
對

中
共

會
否

進
軍

香
港

的
動

向
未

明
，

所
以

要
有

備
無

患
。

中
共

一
度

打
算

在
1950年

初
解

放
澳

門
，

進
一

步
說

明

港
英

有
必

要
這

樣
做

，
否

則
就

會
像

澳
葡

政
府

那
樣

被
動

，
隨

時
束

手
就

擒
。

與

其
說

中
國

政
府

的
處

理
「

更
主

動
、

更
理

智
」

，
倒

不
如

說
在

無
法

收
回

香
港

的

情
況

下
，

只
有

忍
氣

吞
聲

，
忍

辱
負

重
。

從
劉

蜀
永

自
己

引
用

的
資

料
—

—
港

英
當

局
從

防
務

安
排

、
收

緊
法

例
，

到

解
散

香
港

愛
國

團
體

，
逮

捕
和

驅
逐

香
港

工
會

領
袖

、
教

育
及

文
藝

工
作

者
等

等
，

顯
示

出
英

國
人

老
謀

深
算

，
做

了
種

種
不

同
的

估
計

和
部

署
，

削
弱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活

動
。

劉
蜀

永
說

：
「

在
處

理
香

港
問

題
上

，
中

國
政

府
沉

着
穩

重
」

，
「

沒
有

在

香
港

內
部

煽
動

騷
亂

。
」

這
個

說
法

也
值

得
商

榷
。

劉
蜀

永
在

論
述

1948-1952年
間

中
英

在
香

港
的

角
力

時
，

引
述

1948年
12

月
9日

，
英

國
外

交
大

臣
貝

文
（

E
rnest B

evin）
向

內
閣

提
交

的
備

忘
錄

：
「

如

果
共

產
黨

人
選

擇
在

經
濟

戰
線

對
香

港
進

行
冷

戰
，

他
們

可
能

能
夠

通
過

煽
動

罷

工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使
香

港
殖

民
地

的
經

濟
暫

時
癱

瘓
。

」

3
2
  《

南
方

都
市

報
》

苟
驊

、
陳

文
定

、
南

島
主

編
：

《
舊

聞
中

國
：

巨
變

時
刻

的
歷

史
碎

片
》

，
中

國
發

展
出

版
社

，
2
0
1
2
年

1
月

，
2
1
1
、

2
1
3
、

2
1
5
、

2
1
8
、

2
1
9
、

2
2
4
頁

。
3
3
 

劉
蜀

永
：

〈
英

國
對

香
港

的
政

策
與

中
國

的
態

度
（

1
9
4
8
-1
9
5
2
）

〉
，

《
劉

蜀
永

香
港

史
文

集
》

，
中

華
書

局
，

2
0
1
0
年

1
月

，
1
6
1
-1
7
9
頁

。
作

者
1
9
8
2
年

進
入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研
究

香
港

史
，

2
0
0
5
年

來
香

港
嶺

南
大

學
，

參
與

編
修

《
香

港
地

方
志

》
。

     《
文

集
》

1
7
1
頁

有
2
處

均
把

《
大

公
報

》
案

的
編

輯
李

宗
瀛

（
前

外
長

黃
華

的
入

黨
介

紹
人

）
，

誤
作

李
宗

誠
。

原
載

於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
1
9
9
5
年

第
2
期

的
簡

體
字

原
文

則
沒

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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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但
他

完
全

不
提

1949年
底

、
50年

初
的

電
車

工
潮

，
也

不
提

李
後

說
的

建
國

初
期

中
共

在
香

港
犯

下
的

「
左

」
傾

錯
誤

，
就

是
明

顯
的

偏
頗

。

劉
蜀

永
強

調
要

嚴
肅

對
待

編
史

工
作

，
還

批
評

一
位

內
地

作
者

的
《

香
港

問

題
始

末
》

是
斷

章
取

義
，

曲
解

史
料

。
3
4

然
而

，
他

這
篇

論
文

卻
讓

政
治

偏
見

蓋
過

了
歷

史
事

實
。

四
、
1
9
5
0
年
初
，
中
共
曾
打
算
解
放
澳
門

《
文

匯
報

》
前

副
總

編
輯

曾
敏

之
披

露
了

這
個

鮮
為

人
知

的
秘

聞
：

（
1950年

初
）
香
港
九
龍
工
會
，
因
不
滿
港
英
當
局
的
壓
迫
起
而
抗
爭
，

發
動
了
罷
工
。

3
5在
港
澳
工
委
的
領
導
下
，
掀
起
了
抗
英
鬥
爭
的
浪
潮
，
香

港
亂
了
。
此
時
的
澳
門
，
帝
國
主
義
勢
力
強
大
，
他
們
想
乘
香
港
之
「
亂
」

來
搞
亂
澳
門
。
鑒
於
這
種
形
勢
，
廣
東
省
委
決
定
伺
機
解
放
澳
門
，
並
且
組

成
了
接
管
委
員
會
，
曾
敏
之
負
責
接
管
澳
門
新
聞
單
位
。
這
天
，
解
放
軍
兵

臨
前
山
，
曾
敏
之
也
跟
隨
港
澳
工
委
黃
施
民
書
記
，
埋
伏
在
前
山
的
叢
林

裏
，
靜
候
命
令
。
是
夜
，
天
色
晦
暗
，
叢
林
靜
謐
，
沒
有
人
聲
車
馬
聲
，
雨

後
濕
地
，
只
有
兇
狠
的
蚊
蚋
嗡
嗡
營
營
圍
繞
耳
邊
，
防
不
勝
防
地
將
人
叮
得

奇
癢
難
耐
，
伏
在
地
上
一
動
不
動
的
曾
敏
之
想
，
此
時
此
刻
，
許
多
在
睡
夢

中
的
人
，
誰
都
不
會
想
到
，
在
珠
澳
之
間
，
將
可
能
發
生
一
場
並
不
會
太
大

的
軍
事
較
量
。
說
不
定
在
他
們
一
覺
醒
來
之
時
，
澳
門
的
藍
天
已
飄
揚
五
星

紅
旗
，
曾
敏
之
甚
至
在
考
慮
，
接
管
後
重
新
發
行
的
《
澳
門
日
報
》
頭
條
新

聞
的
標
題
該
怎
麼
起
？
他
在
遐
想
中
等
待
。
等
待
到
天
明
，
指
揮
部
收
到
命

令
，
中
止
解
放
澳
門
的
計
劃
，
軍
隊
撤
回
，
接
管
委
員
會
也
撤
銷
。
3
6

3
4
 

同
上

，
3
2
6
-3
2
9
頁

。
3
5
 

指
電

車
工

人
罷

工
。

筆
者

已
另

文
詳

述
。

香
港

九
龍

工
會

，
即

工
聯

會
。

3
6
 

陸
士

清
：

《
曾

敏
之

評
傳

》
，

香
港

作
家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9
月

，
1
4
0
-1
4
1
頁

。
 

1
9
4
9
年

1
0
月

，
廣

州
解

放
後

，
曾

敏
之

奉
調

回
廣

州
建

立
《

大
公

報
》

辦
事

處
。

不
久

，
中

共
港

澳
工

委
決

定
，

將
香

港
《

文
匯

報
》

、
《

大
公

報
》

和
廖

承
志

在
北

京
成

立
的

中
國

新
聞

社
三

個
單

位
設

在
廣

州
的

辦
事

處
合

併
，

成
立

「
三

聯
辦

」
，

主
任

曾
敏

之
。

以
上

這
段

繪
影

繪
聲

的
文

字
，

有
幾

點
值

得
注

意
：

1、
罷

工
是

政
治

鬥
爭

，
原

因
是

「
不

滿
港

英
當

局
的

壓
迫

」
。

所
謂

「
爭

取
改

善
電

車
工

人
待

遇
」

的
經

濟
訴

求
，

只
是

幌
子

。

2、
發

動
罷

工
的

工
聯

會
只

是
馬

前
卒

，
背

後
真

正
的

領
導

是
港

澳
工

委
。

3、
香

港
當

時
之

亂
，

是
左

派
罷

工
造

成
的

。
「

帝
國

主
義

想
乘

香
港

之

『
亂

』
來

搞
亂

澳
門

，
廣

東
省

委
決

定
伺

機
解

放
澳

門
」

的
說

法
，

令
人

莫
名

其

妙
。

港
英

和
澳

葡
政

府
憑

甚
麼

要
搞

亂
自

己
的

管
治

？

4、
中

共
中

央
為

甚
麼

中
止

解
放

澳
門

的
計

劃
，

曾
敏

之
沒

有
交

代
。

是
否

與
不

解
放

香
港

有
關

，
仍

然
有

待
解

密
。

5、
說

明
1948-1949年

間
，

英
國

人
在

香
港

調
兵

遣
將

，
連

串
軍

事
部

署
，

加
上

美
國

人
撐

腰
，

起
了

震
懾

的
作

用
，

以
致

解
放

軍
沒

有
兵

臨
梧

桐
山

，
伺

機

解
放

香
港

。

五
、
兩
航
起
義

一
部

兩
航

起
義

史
，

就
是

一
部

驚
心

動
魄

、
曲

折
離

奇
、

生
死

攸
關

的
國

共
、

國
際

間
諜

史
。

中
共

對
這

場
鬥

爭
的

重
視

程
度

，
不

下
於

打
一

場
大

戰
役

，

也
具

見
中

共
地

下
黨

在
香

港
的

組
織

動
員

能
力

。

1949年
11月

9日
早

上
6時

，
香

港
啓

德
機

場
燈

火
輝

煌
，

機
聲

隆
隆

。
中

國

航
空

和
中

央
航

空
公

司
的

12架
飛

機
陸

續
呼

嘯
而

起
，

騰
空

之
後

不
久

，
即

轉
向

北
飛

，
避

過
了

港
英

政
府

和
國

民
黨

特
務

的
耳

目
，

飛
行

六
個

多
小

時
，

橫
越

大

半
個

中
國

，
於

中
午

12點
多

分
別

到
達

天
津

和
北

京
機

場
。

這
次

兩
航

起
義

震
驚

中
外

、
影

響
深

遠
，

是
中

共
建

國
一

個
多

月
來

最
大

的

喜
訊

。中
共

中
央

副
主

席
、

政
務

院
總

理
周

恩
來

是
策

動
起

義
的

最
高

決
策

人
，

中

共
社

會
部

部
長

李
克

農
負

責
，

時
任

周
恩

來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的

羅
青

長
具

體
辦

理
。

李
、

羅
二

人
都

是
長

期
領

導
秘

密
情

報
工

作
的

特
務

頭
子

。

參
與

其
事

的
還

有
：

解
放

軍
代

理
總

參
謀

長
兼

北
京

市
軍

管
會

主
任

聶
榮

臻
、

解
放

軍
第

三
野

戰
軍

副
政

委
兼

華
東

軍
區

副
司

令
員

粟
裕

、
空

軍
司

令
員

劉

亞
樓

、
軍

委
華

東
航

空
接

管
委

員
會

主
任

兼
上

海
軍

管
會

空
軍

部
部

長
蔣

天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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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其
間

介
入

的
還

有
上

海
市

長
陳

毅
。

在
10月

底
的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
周

恩
來

傳
達

了
毛

澤
東

為
首

的
中

央
書

記
處

的
決

定
，

批
准

了
兩

航
起

義
時

間
、

飛
機

降
落

地
點

、
具

體
飛

行
計

劃
、

機
場

選

用
的

安
排

，
批

准
了

接
待

北
飛

人
員

的
工

作
方

案
；

安
排

了
屆

時
由

新
華

社
發

佈

兩
航

起
義

的
消

息
；

研
究

了
對

兩
航

的
政

策
及

其
總

公
司

、
分

公
司

設
置

、
機

場

使
用

和
經

營
方

式
等

。
為

防
止

國
民

黨
空

軍
破

壞
，

有
關

地
區

部
隊

專
門

做
了

充

份
準

備
⋯

⋯

爭
奪
中
國
航
空
和
中
央
航
空

中
國

航
空

公
司

由
中

美
合

資
經

營
，

成
立

於
1930年

8月
1日

，
到

1948年

年
底

，
擁

有
員

工
4,800餘

名
，

運
輸

飛
機

60架
，

其
運

輸
總

周
轉

量
在

當
時

的

國
際

民
航

運
輸

協
會

各
成

員
航

空
公

司
中

排
名

第
8位

。

中
央

航
空

公
司

，
原

為
成

立
於

1931年
2月

的
歐

亞
航

空
郵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943年
3月

，
改

組
為

中
央

航
空

公
司

，
到

1948年
年

底
，

擁
有

員
工

2,700

餘
名

，
運

輸
飛

機
42架

，
其

中
有

6架
美

國
最

新
式

的
康

維
爾

240型
（

即
「

空
中

行
宮

」
）

飛
機

，
也

是
亞

洲
具

有
較

強
實

力
的

航
空

公
司

之
一

。

1948年
年

底
，

中
航

總
公

司
一

部
遷

往
台

南
，

機
航

組
包

括
飛

行
、

地
勤

人

員
、

飛
機

及
設

備
遷

往
香

港
；

央
航

遷
往

廣
州

，
1949年

7月
遷

往
香

港
。

1949年
國

共
內

戰
進

入
最

後
階

段
，

國
民

黨
兵

敗
如

山
倒

。
蔣

介
石

企
圖

利

用
中

國
西

南
地

區
頑

抗
，

急
需

大
量

飛
機

調
兵

遣
將

，
運

輸
軍

用
物

資
。

中
共

既

要
千

方
百

計
阻

止
，

也
要

為
解

放
後

的
民

航
事

業
未

雨
綢

繆
。

兩
航

便
成

為
國

共

兩
黨

決
策

者
爭

奪
的

焦
點

。

1949年
5月

下
旬

，
解

放
軍

接
管

了
遠

東
最

大
的

城
市

—
—

上
海

。
在

接
收

原
駐

上
海

的
中

國
航

空
公

司
、

中
央

航
空

公
司

的
資

產
時

，
接

管
委

員
會

主
任

蔣

天
然

發
現

了
中

國
航

空
公

司
總

經
理

劉
敬

宜
留

下
的

部
份

美
元

、
黃

金
、

銀
元

和

一
封

信
，

上
面

寫
着

：
「

我
公

司
留

存
上

海
之

飛
機

及
各

種
設

備
，

均
應

妥
善

保

管
，

並
清

點
造

冊
，

將
來

移
交

給
新

政
權

。
  劉

敬
宜

」

蔣
天

然
還

接
到

報
告

，
央

航
總

經
理

陳
卓

林
也

曾
與

中
共

地
下

黨
接

觸
，

準

備
在

遷
離

上
海

之
際

隱
藏

部
份

器
材

、
拆

散
部

份
飛

機
。

但
被

敵
方

特
工

發
現

，

計
劃

未
能

全
部

實
現

。

上
海

軍
管

會
主

任
陳

毅
、

副
主

任
粟

裕
得

知
這

一
情

況
，

十
分

興
奮

，
當

即

以
中

共
華

東
局

的
名

義
向

中
央

寫
了

《
爭

取
兩

航
公

司
的

工
作

報
告

》
。

周
恩

來
批

准
了

華
東

局
的

報
告

，
決

定
動

用
中

央
情

報
部

的
香

港
系

統
和

上

海
系

統
，

上
海

軍
管

會
予

以
協

作
，

全
力

策
動

兩
航

起
義

。

周
恩

來
親

自
向

呂
明

、
查

夷
平

二
人

佈
置

任
務

：
要

發
動

兩
航

員
工

全
面

起

義
，

停
止

單
機

起
義

的
策

反
工

作
。

因
為

中
共

地
下

黨
一

直
在

香
港

做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
並

取
得

了
一

定
進

展
。

周
恩

來
還

特
地

要
他

們
傳

話
給

劉
敬

宜
、

陳
卓

林
，

歡
迎

劉
、

陳
兩

位
總

經

理
回

來
參

加
新

中
國

民
航

事
業

的
建

設
，

將
來

新
中

國
的

航
空

事
業

需
要

大
發

展
，

必
將

超
過

兩
航

現
有

的
規

模
。

兩
航

起
義

人
員

、
中

國
民

航
大

學
教

授
鄧

福
慶

說
：

「
呂

明
智

勇
雙

全
，

有

膽
有

謀
，

據
說

解
放

上
海

前
夕

他
帶

了
一

個
警

衛
員

單
槍

匹
馬

地
闖

進
了

國
民

黨

政
權

上
海

市
警

察
局

，
命

令
其

投
降

。
他

在
美

國
學

習
飛

行
時

，
劉

敬
宜

是
總

領

隊
。

」查
夷

平
當

時
任

央
航

副
總

經
理

，
資

格
老

，
人

脈
廣

，
在

兩
航

上
層

有
許

多

關
係

。在
國

民
黨

這
邊

廂
，

蔣
介

石
下

令
中

航
搬

往
台

灣
，

央
航

搬
往

昆
明

。
他

先

後
派

交
通

部
長

兼
中

航
董

事
長

端
木

傑
、

身
兼

中
航

董
事

的
吳

忠
信

、
財

政
部

長

徐
諶

等
到

香
港

督
戰

，
催

促
兩

航
儘

快
搬

遷
。

國
共

雙
方

調
兵

遣
將

，
展

開
了

激
烈

爭
奪

，
而

爭
奪

的
重

點
對

象
，

就
是

兩

航
的

兩
位

總
經

理
：

劉
敬

宜
和

陳
卓

林
。

8月
24日

，
呂

明
一

行
到

達
香

港
的

當
天

就
拜

會
了

陳
卓

林
。

孰
料

第
二

日
，

央
航

飛
行

員
李

福
遇

駕
駛

央
航

C
-47型

X
T
-501號

飛
機

從
廣

州
白

雲
機

場

起
義

。
此

事
令

陳
卓

林
極

為
惱

火
，

認
為

共
產

黨
不

夠
朋

友
，

當
面

說
得

好
聽

，

私
底

下
卻

在
挖

牆
腳

。
呂

明
等

人
立

即
調

整
計

劃
，

首
先

做
好

陳
卓

林
的

工
作

，

把
陳

卓
林

變
成

轉
變

劉
敬

宜
的

因
素

。

9月
初

，
領

導
與

組
織

起
義

工
作

的
核

心
小

組
成

立
，

成
員

有
呂

明
、

查
夷

平
、

朱
漢

明
、

何
鳳

元
、

陸
元

斌
、

陳
耀

寰
六

人
。

核
心

小
組

決
定

：
立

即
停

止

單
機

起
義

的
策

動
工

作
。

9月
11日

，
中

共
香

港
地

下
黨

領
導

成
立

了
港

九
民

航
工

會
，

擁
有

會
員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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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人

。
中

航
地

下
黨

小
組

胡
理

昌
、

魏
應

鵬
、

何
祖

銳
、

姚
敏

組
成

工
會

核
心

小

組
，

對
外

稱
「

讀
書

會
」

，
發

展
了

一
批

地
下

黨
員

。

10月
1日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宣
告

成
立

，
10月

14日
，

與
香

港
近

在
咫

尺

的
廣

州
解

放
。

經
過

呂
明

等
人

多
次

做
工

作
，

央
航

總
經

理
陳

卓
林

終
於

消
除

了
顧

慮
，

在

副
總

經
理

陳
文

寬
、

副
主

任
秘

書
蔡

克
非

堅
決

反
對

下
，

仍
然

堅
持

起
義

，
並

向

呂
明

等
人

保
證

可
以

調
動

20-30架
飛

機
起

義
。

陳
卓

林
還

親
自

上
門

遊
說

劉
敬

宜
。

劉
敬

宜
對

中
共

在
中

航
的

活
動

採
取

默
認

的
態

度
，

既
不

反
對

，
也

不
贊

成
。

但
本

人
則

不
表

態
。

國
民

政
府

此
時

亦
有

所
察

覺
。

10月
中

旬
，

蔣
介

石
為

使
央

航
遷

往
昆

明
，

專
門

撥
出

20萬
大

洋
做

搬
遷

費
。

10月
21日

，
蔣

介
石

電
令

劉
敬

宜
於

26日
到

台
，

親
自

催
促

中
航

遷
台

之
事

。

劉
敬

宜
對

朋
友

感
嘆

：
台

灣
在

拉
我

，
共

產
黨

又
拉

我
，

叫
我

怎
麼

辦
？

為
了

穩
住

台
灣

方
面

，
何

鳳
元

根
據

起
義

工
作

核
心

小
組

決
定

，
策

動
會

計

課
長

等
人

編
造

了
一

個
擴

大
至

200萬
美

元
的

遷
台

經
費

預
算

，
以

及
遷

台
須

建

好
廠

房
、

宿
舍

等
先

決
條

件
，

經
劉

敬
宜

審
閱

後
，

上
報

至
國

民
政

府
。

藉
此

對

台
灣

製
造

難
題

。

決
定
起
義

10月
底

，
周

恩
來

最
後

一
次

召
開

關
於

兩
航

起
義

的
會

議
，

傳
達

中
共

中
央

書
記

處
的

決
定

：
批

准
兩

航
起

義
。

11月
初

，
劉

敬
宜

又
接

到
國

民
政

府
交

通
部

的
電

報
，

要
他

和
陳

卓
林

於

11月
5日

到
重

慶
。

陳
卓

林
獲

悉
有

人
將

對
他

們
二

人
下

毒
手

，
堅

決
不

去
，

並

勸
告

劉
敬

宜
：

兩
公

司
休

戚
相

關
，

速
作

抉
擇

。
另

一
則

消
息

令
劉

敬
宜

更
為

緊

張
，

英
國

政
府

將
於

11月
11日

承
認

新
中

國
並

建
交

，
這

樣
一

來
，

中
航

在
香

港

的
迴

旋
餘

地
就

更
小

，
前

途
更

加
堪

憂
。

11月
5日

，
呂

明
、

查
夷

平
搬

進
九

龍
半

島
酒

店
，

成
立

起
義

指
揮

部
，

確

定
起

義
日

期
，

制
定

起
義

方
案

，
並

在
啓

德
機

場
附

近
的

太
子

酒
店

設
立

聯
絡

點
。

啟
德

機
場

舊
貌

11月
7日

，
中

航
中

層
主

要
部

門
負

責
人

、
業

務
骨

幹
、

飛
行

員
等

42人
，

在

《
中

國
航

空
公

司
全

體
員

工
起

義
宣

言
》

上
簽

名
，

表
達

舉
事

的
決

心
。

當
晚

，
何

鳳

元
、

吳
景

岩
帶

着
這

份
42人

簽
名

的
起

義
宣

言
，

再
次

遊
說

劉
敬

宜
，

希
望

他
迅

速
行

動
，

立
即

宣
佈

起
義

。
何

鳳
元

等
人

直
言

不
諱

：
如

果
總

經
理

不
肯

來
領

導
，

他
們

將
被

迫
採

取
單

獨
行

動
。

至
此

，
劉

敬
宜

終
於

下
定

決
心

，
率

衆
起

義
。

當
晚

，
劉

敬
宜

給
中

航
的

美
方

副
董

事
長

艾
禮

遜
寫

了
一

封
英

文
信

：
「

經

過
長

時
期

的
慎

重
考

慮
之

後
，

我
得

出
結

論
，

中
航

是
一

家
中

國
的

航
空

公
司

，

它
必

須
回

到
中

國
，

在
中

國
恢

復
工

作
。

」

11月
8日

晚
，

起
義

前
夜

，
核

心
成

員
舉

行
最

後
一

次
秘

密
會

議
，

對
第

二

天
的

北
飛

行
動

進
行

了
最

後
的

部
署

，
特

別
研

究
了

萬
一

國
民

黨
空

軍
戰

鬥
機

攔

截
，

如
何

對
付

的
方

法
。

兩
航

起
義

北
飛

機
組

領
航

員
楊

宏
量

建
議

，
為

了
防

止
敵

人
襲

擊
，

要
分

兩

條
航

線
走

。
C
-46飛

長
沙

、
武

漢
線

，
C
-47飛

南
昌

、
濟

南
線

。
由

於
桂

林
、

柳
州

、
舟

山
群

島
當

時
都

有
國

民
黨

的
戰

機
，

分
開

走
，

高
度

不
同

、
航

線
不

同
，

不
容

易
碰

得
到

。

陳
達

禮
要

求
，

所
有

人
員

務
必

於
9日

晨
5時

到
機

場
，

6時
開

始
起

飛
，

其

中
11架

飛
機

由
陳

達
禮

領
隊

飛
往

天
津

，
另

一
架

主
機

由
央

航
潘

國
定

駕
駛

直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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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在
啓

德
機

場
上

，
各

項
準

備
已

經
悄

無
聲

息
、

密
鑼

緊
鼓

地
進

行
。

飛
航

調
度

員
設

法
把

外
地

的
飛

機
調

回
香

港
，

並
陸

續
撤

回
在

台
灣

的
技

術

骨
幹

，
將

預
備

留
港

的
71架

飛
機

進
行

了
技

術
停

飛
處

理
。

機
務

部
門

選
定

適
合

長
途

飛
行

的
飛

機
，

並
對

所
選

定
飛

機
的

發
動

機
及

重

要
部

件
進

行
調

換
及

維
護

，
確

保
處

於
最

佳
狀

態
，

並
準

備
了

三
個

月
所

需
器

材
、

零
備

件
，

全
部

打
包

，
運

上
飛

機
。

調
度

員
設

計
了

一
個

「
狸

貓
換

太
子

」
的

方
案

—
—

通
知

沒
有

參
與

起
義

計

劃
的

飛
行

員
，

明
天

的
飛

機
因

故
取

消
，

不
用

到
機

場
去

執
行

任
務

。

通
信

員
則

為
起

義
飛

機
準

備
了

通
信

聯
絡

程
式

和
方

法
，

並
為

北
飛

飛
機

安

裝
了

供
各

機
之

間
通

話
聯

絡
的

專
用

頻
道

。
核

心
小

組
還

設
立

了
收

信
電

台
，

專

責
收

聽
北

飛
機

群
動

態
；

央
航

設
在

香
港

公
海

上
的

海
上

電
台

與
北

飛
飛

機
保

持

秘
密

聯
絡

。

氣
象

員
陳

耀
寰

則
從

在
天

文
台

工
作

的
老

同
學

周
恩

濟
那

裏
，

了
解

到
內

地

9號
的

天
氣

狀
況

。

起
義

前
夜

，
機

長
梁

偉
才

發
生

意
外

。
他

開
完

會
回

家
途

中
，

因
為

看
不

清

路
，

跌
落

溝
渠

，
扭

傷
了

腳
，

半
夜

2點
多

才
通

知
黃

雄
畏

頂
替

。

參
加

起
義

的
人

幾
乎

個
個

徹
夜

未
眠

。

11月
9日

晨
5時

許
，

天
色

微
蒙

，
機

組
成

員
按

計
劃

進
入

香
港

啓
德

機
場

，

在
地

面
人

員
的

配
合

下
，

辦
理

完
各

項
手

續
，

他
們

打
着

手
電

，
找

到
自

己
的

飛

機
，

開
始

起
飛

前
準

備
。

候
機

室
內

，
和

往
常

一
樣

人
來

人
往

。
兩

名
戴

着
墨

鏡
，

帽
沿

壓
得

低
低

的

旅
客

，
隨

着
人

流
通

過
海

關
通

道
，

登
上

了
一

架
「

空
中

行
宮

」
C
V
-240型

飛

機
，

目
的

地
：

台
北

。

這
兩

人
便

是
中

航
總

經
理

劉
敬

宜
、

央
航

總
經

理
陳

卓
林

。
陪

同
他

們
的

有

呂
明

、
查

夷
平

等
人

。

劉
敬

宜
在

1959年
5月

8日
撰

寫
的

《
記

中
航

起
義

前
後

》
回

憶
道

，
登

機

後
，

陳
卓

林
非

常
緊

張
，

從
口

袋
裏

掏
出

小
刀

，
走

入
廁

所
搜

查
有

無
壞

人
。

清
晨

6時
，

12架
飛

機
幾

乎
同

時
發

動
，

發
出

震
耳

欲
聾

的
轟

鳴
聲

，
龐

大

的
「

空
中

行
宮

」
C
V
-240型

飛
機

首
先

從
停

機
坪

滑
向

跑
道

起
飛

區
。

此
刻

，
在

由
港

英
當

局
管

理
的

啓
德

機
場

控
制

室
裏

，
擺

放
着

這
12架

飛
機

的
飛

行
預

報
：

12架
飛

機
如

往
常

一
樣

，
計

劃
飛

往
海

口
、

台
北

、
昆

明
、

桂

林
、

重
慶

、
柳

州
等

地
，

機
票

亦
已

售
出

。
實

際
上

，
購

買
了

機
票

的
旅

客
剛

剛

接
獲

通
知

，
飛

機
發

生
故

障
，

航
班

取
消

。

一
招

瞞
天

過
海

，
設

計
、

執
行

得
天

衣
無

縫
，

不
但

瞞
過

了
中

航
的

美
籍

人

員
、

機
場

當
局

，
還

瞞
過

了
密

切
注

視
兩

航
動

向
的

國
民

黨
特

務
。

終
於

，
在

依
次

向
控

制
塔

報
告

了
飛

行
計

劃
後

，
得

到
了

起
飛

許
可

。
6時

10分
，

央
航

機
長

潘
國

定
駕

駛
「

空
中

行
宮

」
康

維
爾

C
V
240型

X
T
610號

飛

機
，

率
先

起
飛

，
向

着
航

班
表

上
的

目
標

—
—

台
北

飛
去

。
但

是
，

當
飛

機
一

脫

離
控

制
塔

人
員

的
視

線
，

便
立

即
調

轉
方

向
，

直
飛

北
京

。

起
義

飛
機

一
架

接
一

架
飛

向
藍

天
。

突
然

間
，

控
制

塔
呼

叫
命

令
第

四
架

剛
剛

升
空

的
飛

機
立

即
返

航
。

落
地

後

發
現

飛
機

大
門

沒
有

關
好

。
於

是
把

門
關

好
，

再
度

起
飛

。

按
照

預
定

計
劃

，
北

飛
的

「
空

中
行

宮
」

號
飛

機
，

由
兩

位
總

經
理

帶

領
，

共
16人

，
飛

往
北

京
；

另
外

11架
飛

機
，

包
括

3架
C
-46、

6架
C
-47，

2架

D
C
-3，

共
42人

，
由

中
航

陳
達

禮
機

長
帶

隊
，

飛
往

天
津

。
為

防
止

國
民

黨
空

軍
破

壞
，

解
放

軍
有

關
地

區
部

隊
專

門
做

了
充

份
準

備
。

飛
行

途
中

，
12架

飛
機

同
時

收
到

了
一

個
緊

急
的

情
況

。

起
義

北
飛

機
組

機
長

林
雨

水
回

憶
說

，
收

到
電

報
說

國
民

黨
派

飛
機

攔
截

我

們
，

這
下

麻
煩

了
，

運
輸

機
沒

有
武

器
，

只
有

躲
在

雲
裏

。

但
很

快
就

證
實

，
原

來
是

誤
報

。

當
飛

機
飛

過
長

沙
約

10分
鐘

，
機

組
人

員
聽

到
廣

播
：

「
這

裏
是

武
漢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
這

裏
是

武
漢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
。

這
個

呼
號

15秒
鐘

一
次

，
反

覆
播

放
，

是
特

地
安

排
為

兩
航

起
義

飛
機

導
航

的
。

飛
越

武
漢

不
久

，
臨

近
信

陽
時

，
意

外
再

一
次

降
臨

。
秦

永
棠

機
組

空
中

發

出
警

報
：

發
現

敵
機

！

原
來

是
報

務
員

太
緊

張
，

把
飛

鳥
看

成
是

敵
機

。

12時
15分

，
「

空
中

行
宮

」
號

飛
機

在
北

京
西

郊
機

場
安

全
落

地
。

專
程

陪
同

兩
位

總
經

理
北

飛
的

呂
明

，
此

刻
臉

色
蒼

白
，

雙
腳

浮
腫

，
走

路

不
便

。
原

來
他

患
有

腎
炎

，
小

便
像

牛
奶

一
樣

。
醫

生
要

他
好

好
地

在
香

港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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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

重
病

的
呂

明
，

堅
持

陪
同

北
飛

。

飛
機

降
落

北
京

後
，

周
恩

來
總

理
立

即
派

人
將

呂
明

送
往

協
和

醫
院

治
療

，

連
當

晚
的

歡
迎

宴
會

都
沒

能
參

加
。

他
還

抱
病

寫
下

一
篇

數
千

字
的

《
對

處
理

兩

航
問

題
的

幾
點

建
議

》
。

1954年
2月

4日
，

呂
明

因
積

勞
成

疾
、

久
病

不
治

，
在

上
海

去
世

，
年

僅
33歲

。

午
後

1時
左

右
，

由
領

隊
陳

達
禮

駕
駛

的
C
-46飛

機
經

過
7個

多
小

時
的

連

續
飛

行
，

在
天

津
張

貴
莊

機
場

安
全

降
落

。
隨

後
，

其
他

飛
機

也
安

全
落

地
。

至

此
，

兩
航

起
義

取
得

了
圓

滿
成

功
！

當
天

，
兩

航
總

經
理

劉
敬

宜
、

陳
卓

林
發

表
了

起
義

通
電

。
晚

上
，

總
理

周

恩
來

設
宴

，
為

「
空

中
行

宮
」

號
起

義
到

京
人

員
接

風
洗

塵
。

11月
12日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毛

澤
東

發
出

賀
電

：
「

中
國

航
空

公
司

和

中
央

航
空

公
司

全
體

員
工

在
兩

公
司

總
經

理
領

導
下

，
毅

然
脫

離
國

民
黨

反
動

殘

餘
，

投
入

人
民

祖
國

懷
抱

，
這

是
一

個
有

重
大

意
義

的
愛

國
舉

動
。

特
向

你
們

表

示
祝

賀
、

歡
迎

和
慰

問
。

希
望

你
們

團
結

一
致

，
為

建
設

人
民

航
空

事
業

，
並

為

保
衛

留
在

香
港

的
祖

國
財

產
而

奮
鬥

。
」

政
務

院
總

理
周

恩
來

在
賀

信
中

任
命

劉
敬

宜
、

陳
卓

林
擔

任
新

的
兩

航
總

經

理
職

務
。

劉
敬

宜
於

1959年
撰

寫
《

記
中

航
起

義
前

後
》

，
提

到
：

「
連

日
來

與
周

李

數
次

會
議

。
周

讚
兩

公
司

之
義

舉
足

抵
200萬

大
兵

，
而

無
死

傷
，

對
西

南
之

解

放
，

大
有

裨
益

。
」

羅
青

長
後

來
總

結
了

兩
航

起
義

的
意

義
：

1、
在

當
時

切
斷

了
國

民
黨

軍
隊

企
圖

在
大

陸
西

南
地

區
頑

抗
的

空
中

運
輸

線
，

對
國

民
黨

在
政

治
上

、
軍

事
上

是
一

個
沉

重
打

擊
；

2、
帶

動
了

香
港

及
九

龍
的

國
民

黨
資

源
委

員
會

、
招

商
局

和
中

國
銀

行
等

27個
單

位
相

繼
發

表
護

產
宣

言
和

通
電

起
義

，
在

政
治

上
和

經
濟

上
影

響
很

大
；

3、
為

創
建

新
中

國
民

航
事

業
奠

定
了

技
術

物
質

基
礎

。
3
7

3
7
  〈

紀
念

兩
航

起
義

六
十

週
年

系
列

—
—

兩
航

起
義

始
末

〉
、

《
兩

航
起

義
始

末
》

紀
錄

片
解

說
詞

、
〈

粟
裕

與
兩

航
起

義
〉

、
〈

何
祖

銳
：

唱
響

人
生

四
季

歌
〉

、
〈

張
乃

嶸
：

一
顆

不
變

的
愛

國
心

〉
、

〈
謝

國
良

：
桂

花
飄

香
處

  民
航

赤
子

心
〉

、
〈

鄧
福

慶
的

護
航

四
部

曲
〉

、
〈

花
家

晉
：

一
步

一
腳

印
  風

雨
六

十
年

〉
，

《
中

國
民

航
報

》
2
0
0
9
年

1
0
月

2
6
日

至
1
1
月

1
3
日

。
 

中
國

民
用

航
空

總
局

黨
委

辦
公

室
：

《
兩

航
起

義
始

末
》

，
2
0
0
7
年

。

兩
航
起
義
人
員
的
跌
宕
人
生

「
兩

航
起

義
」

儘
管

得
到

中
共

的
高

度
評

價
，

許
多

兩
航

起
義

人
員

依
然

難

逃
劫

數
。

在
歷

次
政

治
運

動
，

特
別

是
「

文
革

」
十

年
，

遭
受

衝
擊

迫
害

。
有

多

少
人

因
此

而
死

亡
，

未
見

報
道

。
生

還
的

，
都

有
過

坎
坷

的
經

歷
。

機
長
秦
永
棠
：

駕
駛

過
鄧

小
平

、
陳

雲
、

宋
慶

齡
、

賀
龍

、
劉

伯
承

、
陳

賡

等
領

導
人

的
專

機
。

「
文

革
」

期
間

，
被

扣
上

莫
須

有
罪

名
，

跳
過

樓
，

摔
得

小

腿
骨

折
，

大
難

不
死

。
1979年

獲
平

反
昭

雪
。

56歲
去

美
國

探
親

，
憑

一
口

流

利
英

語
和

超
人

的
毅

力
，

在
國

外
重

新
打

拼
，

一
天

工
作

16個
小

時
，

開
始

經
營

餐
飲

事
業

。
2006年

回
上

海
定

居
。

五
個

兒
女

都
在

國
外

或
者

香
港

生
活

和
工

作
。
3
8

機
長
林
雨
水
：

菲
律

賓
華

僑
，

抗
戰

時
期

原
美

國
援

華
十

四
航

空
隊

（
飛

虎

隊
）

隊
員

，
1969年

被
打

成
反

革
命

，
受

到
隔

離
審

查
、

停
飛

、
扣

發
工

資
的

處

分
，

發
配

到
龍

華
機

場
的

豬
圈

養
豬

。
1971年

，
由

於
過

度
勞

累
，

備
受

折
磨

，

原
本

身
強

力
壯

的
林

雨
水

暈
倒

街
頭

，
不

省
人

事
。

林
太

太
和

兒
子

找
了

一
輛

運

垃
圾

的
手

推
車

把
他

送
到

上
海

中
山

醫
院

搶
救

。
造

反
派

還
說

他
是

「
牛

鬼
蛇

神
」

。
外

科
醫

生
吳

肇
漢

說
：

「
牛

鬼
蛇

神
也

是
人

。
」

打
開

腹
腔

，
裏

面
全

是

鮮
血

，
胃

動
脈

的
血

管
破

裂
。

經
緊

急
搶

救
，

保
住

性
命

。
1978年

，
林

雨
水

得

到
平

反
。

1979年
，

來
香

港
定

居
，

受
聘

為
中

國
民

航
駐

香
港

辦
事

處
顧

問
，

肩
負

為
兩

岸
三

地
的

通
航

「
地

下
聯

絡
工

作
」

的
特

殊
任

務
。

林
雨

水
的

二
女

林
子

建
說

：
「

父
親

甚
至

是
準

備
犧

牲
的

⋯
⋯

1979年
父

親
走

以
前

把
名

字
改

為
林

炳

煌
，

把
年

齡
也

改
小

了
10歲

，
還

寫
了

遺
書

。
」

林
雨

水
說

：
「

去
香

港
工

作
有

一
定

的
危

險
性

，
必

須
警

惕
國

際
反

華
勢

力
或

者
國

民
黨

特
務

的
注

意
和

可
能

的

暗
殺

。
」

到
香

港
後

，
林

雨
水

通
過

各
種

渠
道

聯
繫

他
在

台
灣

航
空

部
門

工
作

的
老

朋

友
。

回
內

地
時

，
直

接
去

北
京

找
國

家
有

關
部

門
彙

報
工

作
。

台
灣

的
東

方
3
9、

中
華

、
長

榮
三

家
航

空
公

司
的

幾
位

負
責

人
在

上
世

紀
80年

代
初

就
找

到
林

雨

水
，

提
出

想
上

北
京

和
大

陸
民

航
領

導
探

討
兩

岸
通

航
的

事
情

，
可

心
裏

又
有

顧

3
8
  〈

一
顆

摯
愛

飛
翔

的
心

—
—

訪
兩

航
起

義
北

飛
機

長
秦

永
棠

〉
，

《
中

國
民

航
報

》
2
0
0
9
年

1
0
月

2
6
日

。
3
9
 

錯
。

台
灣

只
有

遠
東

航
空

公
司

。
東

方
航

空
公

司
是

大
陸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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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林

雨
水

親
自

陪
同

他
們

專
程

秘
密

赴
京

，
會

見
民

航
總

局
局

長
沈

圖
。

2008年
12月

15日
，

兩
岸

正
式

直
航

。
87歲

的
林

雨
水

的
「

秘
密

工
作

」

解
密

。
4
0

機
械
員
陸
家
沂
：

1954年
11月

初
，

這
個

地
道

的
南

方
人

被
突

然
派

遣
到

西

北
邊

疆
—

—
中

蘇
航

空
公

司
烏

魯
木

齊
管

理
處

，
長

達
二

十
四

年
。

由
於

「
左

」

傾
政

策
，

他
先

後
背

上
了

一
些

政
治

包
袱

，
只

能
做

一
些

機
務

的
周

邊
工

作
。

1979年
的

春
天

，
陸

家
沂

獲
正

式
平

反
。
4
1

氣
象
員
陳
耀
寰
：

參
加

起
義

時
，

適
逢

妻
子

劉
賡

書
腹

痛
臨

盆
，

匆
忙

將
她

送
到

助
產

所
，

孩
子

還
沒

出
生

，
就

要
拋

下
妻

子
，

匆
忙

趕
往

機
場

。
1951年

陳

耀
寰

返
回

廣
州

，
在

軍
委

民
航

局
廣

州
辦

事
處

政
治

宣
傳

部
門

工
作

；
1954年

起

在
中

國
民

用
航

空
局

宣
傳

部
門

、
運

輸
服

務
管

理
部

門
工

作
。

曾
被

認
為

是
胡

風

分
子

，
關

了
半

年
，

逼
其

交
代

，
後

來
發

現
是

誤
會

，
才

重
獲

自
由

。

「
文

革
」

期
間

，
在

幹
校

勞
動

時
，

腿
被

打
斷

。
曾

想
到

過
自

殺
，

終
於

還

是
撐

了
下

來
。
4
2

兩
航

兩
位

老
總

陳
卓

林
、

劉
敬

宜
選

擇
留

在
香

港
，

沒
有

受
到

迫
害

，
得

以

善
終

。陳
卓
林
：

1965年
在

香
港

因
病

逝
世

。

劉
敬
宜
：

因
患

病
，

長
期

在
香

港
治

療
。

1964年
11月

，
劉

當
選

為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因
其

子
女

均
在

澳
大

利
亞

工
作

，
1971年

3月
，

同
夫

人
劉

偉
英

移
居

堪
培

拉
。

同
年

5月
10日

，
突

患
腦

溢
血

不
治

去
世

。
4
3

六
、
爭
奪
兩
航
資
產

1949年
11月

9日
，

中
國

航
空

公
司

及
中

央
航

空
公

司
在

香
港

宣
佈

起
義

後
，

在
香

港
還

留
有

大
批

資
產

。
這

批
資

產
包

括
70多

架
飛

機
和

兩
間

廠
房

。

11月
13日

，
政

務
院

總
理

周
恩

來
發

表
聲

明
，

指
出

兩
航

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所

有
，

受
民

航
局

直
接

管
轄

。
兩

航
留

在
香

港
的

資
產

只
有

中

4
0
  〈

壯
志

凌
雲

「
飛

虎
」

情
—

—
訪

兩
航

起
義

北
飛

機
長

林
雨

水
〉

，
《

中
國

民
航

報
》

2
0
0
9
年

1
0
月

2
8
日

。
4
1
  〈

陸
家

沂
的

人
生

航
行

圖
〉

，
《

中
國

民
航

報
》

2
0
0
9
年

1
1
月

2
日

。
4
2
  〈

陳
耀

寰
：

人
生

知
何

似
  飛

鴻
踏

雪
泥

〉
，

《
中

國
民

航
報

》
2
0
0
9
年

1
1
月

4
日

。
4
3
  〈

一
樹

寒
梅

雪
後

紅
—

—
「

兩
航

起
義

」
的

領
導

者
劉

敬
宜

去
世

前
後

〉
，

《
縱

橫
》

2
0
0
1
年

第
1
2
期

。

央
人

民
政

府
，

和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所

委
託

的
人

員
，

才
有

權
處

置
。

如
果

兩
航

公

司
留

港
資

財
有

被
非

法
侵

犯
、

移
動

或
損

壞
，

則
香

港
政

府
必

須
負

完
全

責
任

，

並
將

承
擔

相
應

後
果

。

11月
16日

，
港

督
葛

量
洪

表
示

，
在

英
國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以

前
，

不

准
兩

航
飛

機
飛

回
內

地
。

11月
24日

，
國

民
黨

政
府

透
過

沈
德

壁
、

戴
安

國
向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申
請

「
臨

時
禁

制
令

」
，

凍
結

了
兩

航
在

港
的

資
產

。
同

一
天

，
兩

航
員

工
也

申
請

到

了
「

臨
時

禁
制

令
」

。
結

果
，

雙
方

都
不

能
動

兩
航

在
港

的
資

產
。

台
灣

的
國

民
黨

政
府

為
阻

止
新

中
國

的
接

收
，

以
350萬

美
元

的
價

格
，

將

兩
航

留
港

的
71架

飛
機

和
其

他
資

產
賣

給
了

陳
納

德
C
laire C

hennault與
魏

洛

爾
W

hiting W
illauer。

陳
納

德
擔

心
英

國
很

快
承

認
北

京
，

迅
速

成
立

美
國

民

用
空

運
有

限
公

司
（

簡
稱

C
A
T
）

，
股

權
人

為
陳

納
德

、
魏

洛
爾

等
。

隨
後

將

這
71架

飛
機

轉
賣

給
C
A
T
，

取
得

了
美

國
對

這
些

飛
機

的
註

冊
登

記
。

12月
19

日
，

C
A
T
負

責
人

陳
納

德
向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要
求

接
收

兩
航

資
產

。

1950年
2月

24日
，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駁
回

陳
納

德
的

申
請

，
理

由
是

「
英

國

政
府

不
承

認
國

民
政

府
為

中
國

在
法

律
上

和
事

實
上

的
政

府
」

，
「

央
航

是
中

國

政
府

一
個

部
門

，
目

前
中

國
政

府
享

有
該

公
司

在
港

資
產

，
中

航
性

質
雖

略
有

不

同
，

但
其

在
港

的
飛

機
，

即
係

中
航

產
業

，
只

有
中

航
才

有
權

出
賣

。
」

高
等

法

院
還

宣
佈

解
除

1949年
11月

25日
的

「
臨

時
禁

制
令

」
。

陳
納

德
對

高
等

法
院

的
判

決
不

服
，

於
3月

8日
又

向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合

議
庭

提
出

上
訴

。

美
國

喬
治

城
大

學
的

唐
耐

心
指

出
，

C
A
T
是

為
美

國
政

府
和

國
民

黨
政

府

效
勞

，
執

行
公

開
和

秘
密

的
任

務
。

1950年
3月

，
中

央
情

報
局

實
際

上
收

買
了

C
A
T
，

派
了

一
名

情
報

官
駐

在
香

港
的

公
司

總
部

。

5月
13日

，
合

議
庭

駁
回

了
陳

納
德

的
上

訴
，

宣
佈

維
持

原
判

。
其

理
由

是

「
英

國
雖

於
1950年

1月
5日

才
承

認
中

共
中

央
政

府
，

但
依

據
英

國
法

律
，

在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控

制
的

地
區

，
則

承
認

日
期

追
溯

到
控

制
之

日
始

。
兩

航
總

公
司

都

設
在

上
海

，
而

上
海

在
1949年

5月
就

已
為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控
制

，
故

對
兩

航
來

說
，

12月
12日

國
民

黨
政

府
的

買
賣

便
屬

不
合

法
，

從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成

立
起

，
國

民
黨

的
各

官
員

都
已

被
免

職
，

因
此

無
權

核
准

此
項

買
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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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後

，
陳

納
德

雖
再

次
上

訴
，

但
均

被
駁

回
。
4
4

1950年
4月

2日
，

7架
中

國
民

航
飛

機
在

香
港

啟
德

機
場

被
炸

毀
。

4月
3

日
，

周
恩

來
發

表
聲

明
指

出
：

香
港

政
府

應
對

此
次

中
國

所
受

損
失

擔
負

完
全

直

接
責

任
。

5月
23日

，
美

國
國

務
院

發
表

聲
明

：
即

使
法

律
步

驟
已

告
失

敗
，

該
項

飛

機
也

不
能

向
中

共
輸

出
，

因
為

聯
合

國
對

中
共

禁
運

軍
用

物
資

。

1952年
6月

9日
，

陳
納

德
向

英
國

樞
密

院
上

訴
。

在
美

國
政

府
的

干
預

下
，

英
國

樞
密

院
以

英
國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政

府
是

在
1950年

1月
5日

，
而

在
此

之
前

，
英

國
政

府
依

然
承

認
國

民
黨

政
府

為
中

國
法

律
上

的
政

府
為

由
，

改
變

了

香
港

法
院

的
判

決
，

於
1952年

7月
28日

和
10月

8日
，

分
別

作
出

終
審

判
決

，
將

兩
航

的
71架

飛
機

及
其

他
資

產
的

產
權

，
都

判
給

C
A
T
，

並
在

當
日

午
夜

，
港

英

當
局

出
動

大
批

武
裝

警
察

，
將

強
行

沒
收

兩
航

在
港

的
全

部
財

產
，

交
給

C
A
T
。

對
上

述
判

決
，

中
國

外
交

部
副

部
長

章
漢

夫
於

8月
2日

和
10月

28日
先

後
兩

次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

同
時

，
上

海
市

軍
事

管
制

委
員

會
於

8月
15日

，
宣

佈
徵

用
英

國
在

上
海

的

英
聯

船
廠

和
馬

勒
機

器
造

船
廠

有
限

公
司

的
全

部
財

產
；

11月
20日

，
徵

用
英

商

的
上

海
電

車
、

自
來

水
、

煤
氣

公
司

，
以

及
隆

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全
部

財
產

；

同
日

，
天

津
市

軍
事

管
制

委
員

會
下

令
徵

用
英

商
在

天
津

的
隆

茂
洋

行
全

部
財

產
；

1953年
2月

24日
，

廣
州

市
軍

事
管

制
委

員
會

徵
用

英
國

在
廣

州
的

太
古

輪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碼
頭

、
倉

庫
及

西
堤

樓
房

全
部

財
產

。

港
督
葛
量
洪
、
陳
香
梅
論
兩
航
事
件

港
督

葛
量

洪
對

美
國

插
手

兩
航

審
判

，
十

分
不

滿
：

美
國
人
還
派
來
了
自
己
的
律
師
，
其
中
最
有
名
氣
的
是
當
奴
雲
（
W
ild 

Bill D
onovan）

將
軍
，
他
在
戰
時
是
戰
略
部
的
主
管
，
這
部
門
相
等
於
英

國
的
秘
密
行
動
部
，
它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破
壞
敵
人
的
工
作
。
他
怒
氣
沖
沖
地

跑
到
我
的
辦
公
室
，
差
點
兒
拍
台
對
我
說
話
，
堅
持
要
立
即
把
所
有
的
飛
機

4
4
 

唐
耐

心
N
a
n
c
y B

e
rn
ko

p
f T

u
c
ke

r：
《

不
確

定
的

友
情

—
—

台
灣

、
香

港
與

美
國

1
9
4
5
至

1
9
9
2
》

，
台

灣
新

新
聞

文
化

事
業

，
1
9
9
5
年

3
月

，
1
2
9
、

3
8
0
頁

。

交
給
他
，
因
為
，
假
如
不
是
美
國
的
話
，
英
國
在
大
戰
時
已
經
戰
敗
了
。

此
外
，
他
還
說
，
假
如
我
不
依
他
的
吩
咐
去
做
的
話
，
他
會
到
倫
敦
為
我
製

造
許
多
麻
煩
。
我
一
點
也
不
為
所
懼
。
這
個
問
題
必
定
要
循
法
律
途
徑
來
解

決
。
毫
無
疑
問
地
，
他
在
其
他
的
事
情
也
用
這
套
辦
法
，
而
且
很
成
功
，
但

是
我
和
律
政
司
是
不
吃
他
這
一
套
的
。

最
後
法
律
站
在
中
國
政
府
那
面
的
，
可
是
美
國
的
利
益
團
體
施
以
壓
力

迫
使
美
國
，
國
務
院
便
插
手
這
件
事
，
並
向
倫
敦
表
示
，
無
論
如
何
這
些
飛

機
是
不
能
交
給
中
國
的
。
英
國
政
府
便
處
於
進
退
兩
難
的
地
步
。
一
方
面
是

法
律
的
問
題
，
而
英
國
一
直
以
來
都
尊
重
法
治
的
；
不
過
另
一
方
面
，
這
樣

做
會
觸
怒
華
盛
頓
政
府
。
英
國
人
一
貫
都
是
實
際
的
，
假
如
他
們
幹
了
一
件

極
可
能
蒙
羞
的
事
的
話
，
他
們
便
會
用
法
律
的
外
衣
把
它
裝
飾
起
來
。
因
此

樞
密
院
下
了
一
道
法
令
，
推
翻
了
自
己
所
維
護
的
法
規
，
實
際
上
是
做
了
一

條
新
的
法
規
，
最
終
是
把
那
些
飛
機
交
給
了
美
國
人
。
我
作
為
一
個
殖
民
地

屬
土
的
港
督
還
有
甚
麼
權
可
以
反
對
呢
？
而
且
假
如
我
真
的
這
樣
做
，
會
有

些
甚
麼
好
處
呢
？
無
論
如
何
，
我
感
到
很
不
高
興
！
總
括
來
說
，
這
件
事
實

在
太
差
勁
了
！
4
5

一
個

英
國

殖
民

地
總

督
在

回
憶

錄
裏

，
坦

言
不

同
意

母
國

政
府

的
決

策
，

把

華
盛

頓
對

香
港

、
倫

敦
施

壓
的

細
節

，
和

盤
托

出
，

相
當

罕
見

。

且
看

另
一

位
當

事
人

—
—

陳
納

德
夫

人
陳

香
梅

在
回

憶
錄

裏
怎

樣
訴

苦
：

陳
納
德
的
民
航
空
運
公
司
在
這
場
官
司
中
敗
訴
了
。
假
如
不
服
，
30

日
之
內
可
以
向
英
國
倫
敦
樞
密
院
上
訴
。
蔣
介
石
請
求
陳
納
德
好
人
做
到

底
—
—
到
英
國
樞
密
院
去
上
訴
！
說
是
容
易
，
做
起
來
可
難
啦
。
民
航
公
司

全
部
中
美
董
事
主
張
放
棄
，
而
且
他
們
已
不
肯
再
拿
更
多
的
錢
來
替
「
國
民

政
府
」
打
官
司
。
他
們
對
陳
納
德
說
：
「
你
若
要
再
到
英
倫
上
訴
，
律
師
費

只
好
由
你
自
負
，
我
們
可
不
管
了
。
」
外
子
打
電
話
到
美
國
找
當
時
最
有
名

望
的
律
師
當
努
文

4
6，
他
曾
做
過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
局
長
，
聲
望
甚
高
，
但

4
5
  《

葛
量

洪
回

憶
錄

》
，

曾
景

安
譯

，
廣

角
鏡

出
版

社
，

1
9
8
4
年

9
月

，
2
0
6
-2
0
7
頁

。
4
6
 

即
葛

量
洪

說
的

當
奴

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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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律
師
事
務
所
要
收
費
50萬

美
元
才
肯
接
手
這
件
案
。

蔣
介
石
、
宋
美
齡
夫
婦
對
外
子
說
：
「
官
司
一
定
要
打
，
律
師
費
你
先

想
辦
法
，
以
後
中
國
政
府

4
7一
定
還
給
你
。
」
我
這
位
傻
丈
夫
，
他
哪
有
50

萬
美
元
？
他
連
10萬

美
元
都
沒
有
，
但
他
卻
一
口
答
應
了
蔣
氏
夫
婦
的
要

求
。
我
對
外
子
說
：
「
我
們
除
了
在
美
國
的
一
棟
房
子
之
外
，
就
剩
我
們
兩

人
的
一
些
股
票
，
賣
掉
以
後
有
個
三
長
兩
短
，
我
們
如
何
過
日
子
？
」
外
子

說
：
「
你
何
必
杞
人
憂
天
？
這
棟
破
房
子
算
是
我
們
的
了
，
而
且
蔣
總
統
只

說
是
借
我
的
50萬

，
將
來
一
定
會
給
我
們
的
嘛
。
你
何
必
多
慮
。
」

外
子
真
是
說
做
就
做
。
把
民
航
公
司
的
股
票
賣
給
了
其
他
美
國
股
東
，

把
50萬

美
元
送
到
美
國
的
律
師
事
務
所
，
讓
當
努
文
去
英
倫
上
訴
。
官
司
在

英
倫
上
訴
勝
了
，
當
然
大
家
都
歡
喜
⋯
⋯
那
些
又
破
又
舊
的
DC-4、

DC-3，

運
到
美
國
不
單
運
費
貴
，
而
且
修
理
起
來
，
人
工
還
會
比
飛
機
本
身
更
貴
，

運
回
美
國
只
好
當
廢
鐵
賣
。
這
場
官
司
真
的
害
慘
了
我
和
外
子
。

真
是
好
人
難
做
，
替
「
國
民
政
府
」
打
贏
了
官
司
，
使
一
百
多
架
飛
機

無
法
飛
往
大
陸
，
當
時
這
份
人
情
除
了
傻
子
陳
納
德
去
做
之
外
，
有
誰
肯

做
。
我
問
外
子
中
國
政
府
借
了
我
們
50萬

元
，
借
據
在
哪
兒
？
他
說
：
「
難

道
向
蔣
總
統
和
蔣
夫
人
要
借
條
？
而
且
不
是
50萬

，
我
們
這
棟
房
子
值
1萬

元
，
因
此
欠
款
49萬

元
。
」
我
真
是
啼
笑
皆
非
。
4
8

陳
香

梅
說

得
自

己
這

麼
惨

，
倒

真
是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

且
不

說
兩

航
事

件
後

的
幾

十
年

裏
，

陳
香

梅
從

美
國

共
和

黨
和

國
民

黨
撈

到

多
少

政
治

油
水

和
物

質
利

益
，

後
來

還
以

此
為

本
錢

，
成

為
北

京
的

統
戰

對
象

。

這
裏

只
提

出
兩

點
：

1、
陳

香
梅

把
爭

奪
兩

航
資

產
，

淡
化

為
只

是
她

丈
夫

陳
納

德
和

蔣
、

宋
之

間
的

私
人

瓜
葛

，
打

官
司

是
陳

納
德

個
人

的
決

定
。

那
麼

，
美

國
政

府
和

國
民

黨

政
府

在
整

個
事

件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呢

？

對
比

《
葛

量
洪

回
憶

錄
》

和
美

國
學

者
唐

耐
心

的
說

法
，

誰
更

可
信

？
《

大

公
報

》
出

於
統

戰
的

需
要

，
竟

也
出

版
這

種
不

盡
不

實
的

回
憶

錄
。

4
7
 

指
台

北
的

中
華

民
國

。
4
8
  《

陳
香

梅
回

憶
錄

》
下

冊
，

《
大

公
報

》
出

版
，

2
0
0
2
年

8
月

，
1
2
-1
3
頁

。

2、
根

據
《

時
代

》
雜

誌
1950年

3月
6日

的
報

道
，

71架
美

制
飛

機
，

包
括

D
C
-3、

5架
C
onvairs和

5架
四

引
擎

的
Skym

asters，
加

上
兩

萬
噸

維
修

器
材

和

設
備

，
資

產
總

值
為

3,000萬
美

元
。

到
1952年

，
陳

納
德

打
贏

官
司

，
飛

機
、

設
備

得
到

手
時

，
連

50萬
美

元
都

不
值

？
4
9

陳
香

梅
，

香
港

真
光

中
學

肄
業

，
中

央
社

記
者

出
身

，
以

22歲
的

芳
齡

下
嫁

54歲
的

原
美

國
飛

虎
隊

隊
長

陳
納

德
，

長
期

站
在

美
國

共
和

黨
一

邊
，

支
持

國

民
黨

蔣
介

石
政

府
，

堅
決

反
共

，
到

中
美

建
交

，
她

又
搖

身
一

變
，

成
為

中
南

海

的
座

上
客

，
與

廖
承

志
以

親
戚

相
認

。
香

港
回

歸
，

「
馬

照
跑

，
舞

照
跳

」
，

她

就
與

大
陸

「
國

舅
」

王
光

英
一

道
，

為
妹

妹
有

份
投

資
的

尖
沙

嘴
「

大
富

豪
夜

總

會
」

剪
綵

。

這
位

交
際

於
華

盛
頓

和
海

峽
兩

岸
的

昔
日

「
新

聞
之

花
」

，
可

謂
一

生
風

光
，

左
右

逢
源

，
吃

透
幾

頭
。

爭
產
餘
波

為
了

解
決

兩
航

留
港

的
資

產
問

題
，

中
國

民
航

總
局

透
過

外
交

部
向

英
方

進

行
交

涉
。

1987年
6月

5日
，

中
英

兩
國

在
北

京
簽

署
《

關
於

解
決

歷
史

遺
留

的
相

互
資

產
要

求
的

協
定

》
，

採
用

一
攬

子
方

式
，

由
英

方
向

中
國

提
供

380萬
美

元

補
償

費
。

這
筆

款
項

，
是

英
國

對
徵

用
永

灝
油

輪
等

幾
個

索
賠

項
目

的
補

償
，

其

中
包

括
兩

航
資

產
。
5
0

七
、
中
共
中
央
對
香
港
電
車
工
人
罷
工
鬥
爭
的
指
示

中
共

在
解

放
之

初
，

對
香

港
左

派
的

領
導

，
介

入
有

多
深

？
去

到
哪

一
個

層

次
？

止
於

港
澳

工
委

？
華

南
分

局
？

還
是

直
達

北
京

中
南

海
？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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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K
O
N
G
: W

ith
 H

is M
a
je
sty's C

o
m
p
lim

e
n
ts, T

im
e
 M

a
g
a
zin

e
, M

a
rc
h
 6
, 1

9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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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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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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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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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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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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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a
l c

o
u
rt d

e
c
id
e
d
 th

a
t 7

1
 U

.S
.-m

a
d
e
 p
la
n
e
s, fo

rm
e
rly 

th
e
 p
ro
p
e
rty o

f N
a
tio

n
a
list C

h
in
a
, n

o
w
 b
e
lo
n
g
 to

 th
e
 C

h
in
e
se

 C
o
m
m
u
n
ists. W

ith
 th

e
 a
irc

ra
ft 

(in
c
lu
d
in
g
 D

C
-3
s
, fiv

e
 C

o
n
v
a
irs

 a
n
d
 fiv

e
 fo

u
r-e

n
g
in
e
d
 S

k
y
m
a
s
te
rs
) w

e
n
t 2

0
,0
0
0
 to

n
s
 o
f 

m
a
in
te
n
a
n
c
e
 e
q
u
ip
m
e
n
t; a

lto
g
e
th
e
r th

e
 p
ro
p
e
rty w

a
s w

o
rth

 $
3
0
 m

illio
n
.

 
有

興
趣

的
讀

者
可

以
上
T
im

e
 M

a
g
a
zin

e
的

網
站

查
看

全
文

。
5
0
  《

上
海

民
用

航
空

志
—

—
專

記
（

兩
航

起
義

始
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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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底

的
電

車
工

潮
和

1950年
初

的
「

羅
素

街
血

案
」

5
1，

給
予

了
最

佳
答

案
。共

和
國

成
立

僅
兩

個
多

月
，

中
共

香
港

市
委

領
導

的
電

車
工

會
發

動
工

人
，

以
物

價
上

漲
，

需
要

維
持

最
低

生
活

為
理

由
，

向
資

方
提

出
給

予
特

別
津

貼
、

年

底
花

紅
及

有
關

工
人

福
利

等
要

求
。

資
方

除
允

諾
發

給
年

底
花

紅
外

，
其

餘
一

概

拒
絕

，
經

反
覆

交
涉

無
效

後
，

全
體

電
車

工
人

於
12月

24日
實

行
總

罷
工

，
只

開

車
，

不
售

票
，

同
時

希
望

資
方

以
誠

意
重

開
談

判
。

12月
28日

，
資

方
宣

佈
封

閉
廠

房
，

開
除

全
體

售
票

員
。

工
潮

進
一

步
擴

大
。

1950年
1月

30日
，

港
九

38個
左

派
社

團
，

合
共

3,000多
人

，
在

電
車

工
會

舉
行

慰
問

電
車

工
友

大
會

，
港

英
警

察
到

場
鎮

壓
，

釀
成

流
血

事
件

，
28人

重

傷
，

80餘
人

輕
傷

，
工

會
主

席
等

47人
被

捕
。

警
察

進
駐

工
會

，
撕

毀
國

旗
及

毛

澤
東

像
，

並
限

制
工

人
的

糾
察

活
動

。
電

車
工

會
主

席
劉

法
及

總
糾

察
隊

長
植

展

雲
被

遞
解

返
大

陸
。

左
派

稱
之

為
「

羅
素

街
血

案
」

。

中
共

中
央

自
始

至
終

一
直

密
切

關
注

香
港

這
場

工
潮

，
第

二
號

人
物

劉
少

奇

連
番

作
出

指
示

，
還

驚
動

到
遠

在
莫

斯
科

訪
問

的
毛

澤
東

。

劉
少

奇
，

1
9
5
0
年

。

5
1
 

羅
素

街
，

即
現

今
銅

鑼
灣

時
代

廣
場

正
面

一
段

馬
路

，
原

址
是

電
車

總
廠

，
對

面
是

電
車

工
會

。

中
共
中
央
關
於
香
港
工
人
罷
工
問
題
的
指
示
（
1950年

1月
、
2月
）

5
2

華
南
分
局
和
香
港
黨
委
應
密
切
注
意
工
人
這
一
鬥
爭
並
加
以
策
略
指

導
，
否
則
，
我
們
將
限

（
陷

）
入
不
利
的
被
動
地
位
。

同
時
廣
州
工
會
和
工
人
以
同
情
態
度
去
援
助
香
港
工
人
時
應
該
是
允
許

的
，
共
產
黨
亦
可
以
一
部

（
份

）
經
費
交
給
廣
州
工
會
捐
給
香
港
罷
工
工

人
，
以
便
使
香
港
工
人
經
濟
鬥
爭
能
夠
勝
利
結
束
，
因
為
香
港
工
人
罷
工
如

果
失
敗
，
對
我
們
也
是
不
利
的
。
但
共
產
黨
不
要
公
開
援
助
香
港
罷
工
。中
央

1月
4日

《
文

稿
》

原
註

釋
：

上
述

1月
4日

的
指

示
「

是
劉

少
奇

在
中

共
中

央
關

於
香

港
工

人
罷

工
策

略
指

示
電

上
加

寫
的

兩
段

話
」

。

華
南
分
局
：

2月
1日
來
電
悉
。
關
於
香
港
工
潮
中
流
血
事
件
，
同
意
你
們
的
處
理

步
驟
，
但
請
你
們
注
意
研
究
工
人
要
求
有
無
不
適
當
之
處
，
例
如
撫
恤
死
傷

一
項
要
求
似
可
提
出
。
並
請
你
們
查
明
我
們
黨
員
是
否
能
完
全
領
導
工
人
行

動
？
有
無
國
民
黨
分
子
在
工
人
中
進
行
挑
撥
？
他
們
如
何
挑
撥
？
在
目
前
應

就
工
人
要
求
妥
善
解
決
本
事
件
，
以
不
牽
連
到
政
治
上
去
為
宜
。
被
捕
及
被

驅
逐
工
人
來
到
廣
州
者
應
令
工
會
給
以
熱
情
的
歡
迎
和
招
待
。

中
央

2月
2日

毛
主
席
：

香
港
電
車
工
人
罷
工
月
餘
，
要
求
增
加
工
資
，
資
方
頑
強
不
答
覆
並
宣
佈

關
廠
，
1月
30日
已
發
生
流
血
慘
案
。
此
事
我
前
已
指
示
港
粵
不
要
提
出
政
治
要

求
，
只
作
經
濟
要
求
，
並
在
有
理
有
利
有
節
條
件
下
求
得
工
人
要
求
的
相
當

5
2
 

中
共

中
央

文
獻

研
究

室
、

中
央

檔
案

館
編

：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
簡

稱
《

文
稿

》
）

第
一

冊
（

1
9
4
9

年
7
月
－
1
9
5
0
年
3
月
）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2
0
0
5
年
4
月
，
2
8
8
-2
9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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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足
復
工
。
現
已
發
生
慘
案
，
全
總

5
3尚
未
發
出
聲
援
通
電
。
通
訊
社
說
工

人
要
求
毛
主
席
經
適
當
途
徑
向
港
政
府
抗
議
。
此
事
應
如
何
表
示
？
望
告
。

劉
少
奇

2月
3日
2時

《
文

稿
》

原
註

釋
：

「
為

向
正

在
蘇

聯
訪

問
的

毛
澤

東
轉

報
香

港
市

委
1950

年
2月

1日
關

於
香

港
工

潮
中

英
國

警
察

的
暴

行
及

我
方

對
策

等
問

題
給

中
央

統
戰

部
的

報
告

，
寫

在
該

報
告

上
的

電
文

。
」

毛
澤

東
於

1950年
2月

10日
覆

電
劉

少
奇

：

對
於
此
次
慘
案
，
除
已
發
動
輿
論
聲
援
外
，
應
由
全
總
本
身
並
發
動
各

人
民
團
體
各
民
主
黨
派
通
電
聲
援
，
抗
議
英
警
暴
行
，
要
求
香
港
政
府
懲
辦

兇
手
，
並
擴
大
慰
問
工
友
行
動
。
5
4

華
南
分
局
並
告
中
南
局
：

全
總
已
捐
贈
香
港
罷
工
工
人
5,000萬

人
民
幣
，
望
速
換
成
港
幣
轉
交

給
罷
工
工
人
以
便
罷
工
能
長
期
堅
持
下
去
以
取
得
勝
利
。
全
總
對
香
港
罷
工

將
不
作
過
份
的
政
治
上
的
表
示
，
而
在
經
濟
上
援
助
工
人
，
只
要
罷
工
能
長

期
堅
持
就
可
能
勝
利
。

中
央

2月
6日

上
述

指
示

的
重

要
性

，
不

言
而

喻
。

1、
解

放
之

初
，

內
地

百
廢

待
興

。
香

港
的

一
宗

工
潮

，
居

然
直

達
天

聽
。

從
毛

、
劉

兩
大

巨
頭

具
體

而
微

的
指

示
，

可
見

香
港

這
個

殖
民

地
在

中
央

心
目

中

的
份

量
。

5
3
 

中
華

全
國

總
工

會
。

5
4
 

筆
者

註
：

毛
澤

東
以

上
這

段
批

示
，

《
建

國
以

來
毛

澤
東

文
稿

》
沒

有
登

載
。

     《
文

稿
》

原
註

釋
：

「
香

港
電

車
工

人
堅

持
罷

工
4
4
天

後
獲

得
初

步
勝

利
。

電
車

公
司

資
方

被
迫

承
許

開
廠

，
取

消
開

除
工

人
的

決
定

，
保

證
履

行
已

答
應

工
人

的
一

切
權

益
的

諾
言

，
並

於
工

人
復

工
後

繼
續

談
判

工
人

的
其

他
要

求
。

香
港

政
府

警
務

署
承

許
退

出
電

車
工

會
會

所
，

賠
償

搗
毀

會
所

的
一

切
損

失
。

」

2、
劉

少
奇

的
地

位
僅

次
於

毛
澤

東
。

他
是

中
國

工
人

運
動

的
拓

荒
者

，
長

期
領

導
白

區
地

下
黨

工
作

，
資

格
比

周
恩

來
還

老
。

然
而

，
除

了
1936年

他
領

導

北
方

局
時

，
派

人
到

香
港

恢
復

黨
組

織
一

事
，

曾
被

提
及

。
海

內
外

未
曾

見
過

有

文
字

探
究

劉
少

奇
和

香
港

地
下

黨
、

香
港

工
運

的
關

係
。

3、
這

次
罷

工
，

表
面

理
由

是
工

人
的

生
計

，
但

價
碼

叫
得

非
常

之
高

—
—

要
求

增
加

相
當

於
工

資
一

半
的

津
貼

，
令

資
方

無
法

接
受

。
背

後
是

不
是

中
共

要

在
立

國
之

初
，

給
英

國
人

一
個

下
馬

威
，

測
試

港
英

政
府

的
能

量
，

也
是

可
圈

可

點
的

。
不

要
忘

記
，

在
同

一
時

段
，

中
共

曾
打

算
解

放
澳

門
。

有
朝

一
日

，
所

有

與
這

次
電

車
工

潮
相

關
的

秘
件

解
密

，
當

年
發

動
罷

工
的

政
治

原
因

，
就

能
真

相

大
白

。港
督

葛
量

洪
也

認
為

：
「

這
個

糾
紛

是
有

政
治

動
機

的
。

」
5
5

4
、

「
共

產
黨

亦
可

以
一

部
份

經
費

交
給

廣
州

工
會

捐
給

香
港

罷
工

工

人
」

、
「

共
產

黨
不

要
公

開
援

助
香

港
罷

工
。

」
—

—
反

映
了

中
共

一
貫

在
背

後

對
港

共
（

或
稱

香
港

左
派

）
經

濟
上

的
支

持
。

必
須

說
明

，
解

放
初

期
的

人
民

幣

是
承

接
國

共
內

戰
時

期
的

超
高

通
脹

。
1955年

貨
幣

改
革

時
，

人
民

幣
幣

值
縮

小

了
一

萬
倍

。
衡

量
「

捐
贈

香
港

罷
工

工
人

5,000萬
人

民
幣

」
時

，
應

注
意

這
一

點
。

以
廣

東
50公

斤
大

米
的

批
發

價
為

例
：

1950年
1月

24日
由

7.3萬
元

調
高

為

8.7萬
元

，
30日

加
到

10.3萬
元

，
2月

3日
再

調
高

為
14.5萬

元
。
5
6

5、
從

劉
少

奇
的

電
文

：
「

不
要

提
出

政
治

要
求

，
只

作
經

濟
要

求
，

並
在

有
理

有
利

有
節

條
件

下
求

得
工

人
要

求
的

相
當

滿
足

復
工

。
」

可
見

中
共

建
國

初

期
對

英
鬥

爭
，

還
是

比
較

講
究

策
略

，
適

可
而

止
，

對
比

1967年
暴

動
的

瘋
狂

與

失
控

，
尤

其
發

人
深

思
。

6、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每
年

一
冊

，
已

出
版

七
冊

，
至

1955年

底
。

是
唯

一
有

對
香

港
黨

委
作

出
詳

盡
批

示
的

原
始

文
件

，
可

以
窺

見
中

共
當

時

領
導

香
港

地
下

黨
的

脈
絡

和
層

次
：

中
共

中
央

—
—

華
南

分
局

—
—

分
局

下
設

的

海
外

工
作

委
員

會
—

—
香

港
黨

委
及

其
領

導
的

工
會

組
織

。
《

建
國

以
來

毛
澤

東

文
稿

》
共

十
三

冊
，

涵
蓋

時
間

由
1949-1976年

，
理

論
上

算
是

出
齊

，
但

書
中

披
露

與
香

港
有

關
的

內
容

少
得

可
憐

。
《

建
國

以
來

周
恩

來
文

稿
》

每
半

年
合

成

5
5
  《

葛
量

洪
回

憶
錄

》
，

廣
角

鏡
出

版
社

，
1
9
8
4
年

9
月

，
1
9
0
頁

。
5
6
 

當
代

廣
東

研
究

會
編

：
《

嶺
南

紀
事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4
年

8
月

，
3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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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冊

，
已

出
版

三
冊

，
僅

去
到

1952年
（

截
至

2012年
初

）
。

目
前

看
到

涉
及

香

港
的

批
示

也
不

多
。

7、
工

聯
會

及
其

屬
會

、
《

文
匯

報
》

前
記

者
周

奕
寫

的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
《

香
港

工
運

史
》

，
一

貫
隱

瞞
中

共
對

香
港

左
派

工
運

的
領

導
，

混
淆

視

聽
。

在
史

實
面

前
，

不
知

他
們

還
有

甚
麼

話
可

說
。

四
年

半
之

後
的

1954年
，

劉
少

奇
再

一
次

代
表

中
央

，
對

香
港

電
車

工
潮

發

出
指

示
。

中
央
關
於
香
港
工
人
對
資
方
鬥
爭
策
略
問
題
給
華
南
分
局
的
電
報
（
1954年

7月
27日

）

華
南
分
局
並
告
中
南
局
：

7月
14日

電
悉
。

基
本
上
同
意
你
們
的
報
告
，
但
對
英
資
方
7日
佈
告
要
所
有
星
期
例
假

輪
班
休
假
工
友
每
日
四
小
時
前
不
得
外
出
，
隨
時
聽
候
資
方
調
遣
，
並
公
佈

不
再
發
退
職
金
，
退
休
金
亦
須
三
十
年
工
齡
年
滿
55歲

者
始
能
享
受
的
非

法
措
施
，
應
給
以
批
評
，
並
組
織
群
眾
，
根
據
具
體
情
況
，
進
行
說
理
說
法

的
鬥
爭
。
目
前
香
港
個
別
部
份
的
工
人
鬥
爭
策
略
，
應
根
據
工
人
中
的
具
體

要
求
和
香
港
的
具
體
情
況
來
適
當
地
加
以
決
定
，
以
保
護
工
人
利
益
不
受
損

害
，
不
要
懼
怕
因
此
影
響
中
英
關
係
的
改
善
，
以
致
束
縛
自
己
的
手
腳
。

5
7

對
英
資
方
除
人
事
件
的
新
聞
稿
，
請
你
們
擬
好
送
中
央
審
查
。

中
央

1954年
7月
27日

《
劉

少
奇

文
稿

》
註

釋
：

中
共

中
央

華
南

分
局

海
外

工
作

委
員

會
1954年

7

月
14日

關
於

香
港

電
車

工
人

對
英

資
方

鬥
爭

事
件

給
華

南
分

局
、

中
央

並
告

中

南
局

的
電

報
。

電
報

說
：

香
港

電
車

英
資

方
7月

1日
開

除
工

人
事

件
發

生
後

，

我
們

堅
持

說
理

說
法

鬥
爭

，
曾

派
代

表
往

見
勞

工
司

請
求

調
處

。
資

方
仍

拒
絕

談

5
7
 

劃
線

部
份

是
劉

少
奇

加
寫

和
改

寫
的

文
字

。
中

共
中

央
文

獻
研

究
室

、
中

央
檔

案
館

編
：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第

六
冊

（
1
9
5
4
年

1
月

－
1
9
5
4
年

1
2
月

）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2
0
0
8
年

1
1
月

，
3
0
9
-3
1
0
頁

。

判
，

且
進

一
步

脅
迫

工
友

。
勞

工
司

敷
衍

拖
延

，
引

起
工

人
憤

激
，

部
份

工
人

要

求
罷

工
。

經
我

堅
持

中
央

及
分

局
指

示
方

針
，

已
初

步
掌

握
了

群
眾

，
逐

步
扭

轉

部
份

群
眾

過
左

情
緒

，
但

鬥
爭

仍
有

不
少

困
難

。
目

前
我

們
進

一
步

的
工

作
是

：

（
1）

把
中

心
環

節
放

在
繼

續
反

覆
弄

通
幹

部
及

積
極

分
子

思
想

，
深

入
組

織
群

眾
力

量
，

穩
定

與
鞏

固
群

眾
鬥

爭
情

緒
，

準
備

應
付

今
後

複
雜

困
難

的
鬥

爭
局

面
。

（
2）

全
面

發
動

港
九

工
人

群
眾

精
神

上
經

濟
上

的
支

援
行

動
，

組
織

分
散

深
入

的
討

論
、

慰
問

、
寫

信
、

捐
款

等
工

作
，

採
取

「
全

面
支

援
一

點
」

的
重

點

防
禦

做
法

，
及

在
廣

大
工

人
群

眾
中

提
出

談
論

保
障

工
人

合
法

權
益

的
要

求
，

分

散
醞

釀
群

眾
鬥

爭
情

緒
，

教
育

群
眾

團
結

互
助

，
認

識
敵

人
陰

謀
，

提
高

覺
悟

。

但
應

慎
重

掌
握

，
切

戒
做

成
鬥

爭
行

動
，

致
分

散
力

量
，

擴
大

事
端

。
（

3）
發

動
港

九
輿

論
同

情
，

多
做

公
正

事
實

報
道

，
宣

傳
方

針
是

集
中

孤
立

與
適

當
批

評

英
資

方
壓

迫
工

人
的

不
合

理
措

施
，

指
出

勞
工

處
有

責
任

迅
速

調
處

，
呼

籲
談

判

爭
取

事
件

合
理

解
決

。
（

4）
利

用
香

港
上

層
人

士
做

調
解

工
作

。
（

5）
新

華
社

廣
州

分
社

對
英

資
方

除
人

事
件

寫
一

客
觀

報
道

，
送

總
社

發
表

。
為

免
事

態
擴

大

和
陷

於
僵

局
對

工
人

不
利

，
我

亦
應

準
備

適
可

而
止

，
及

時
結

束
鬥

爭
，

盡
量

避

免
罷

工
行

動
及

意
外

事
件

發
生

。

八
、
中
共
對
香
港
政
策
的
綱
領
性
文
件

—
—

《香
港
工
作
會
議
記
錄

》
58

1950年
6月

25日
，

朝
鮮

戰
爭

爆
發

。
兩

個
月

後
，

廣
東

省
委

常
委

於
8月

23日
召

開
了

一
次

香
港

工
作

會
議

，
討

論
當

時
嚴

峻
的

局
勢

。
主

持
會

議
的

是
廣

東
省

委
第

一
書

記
、

省
長

葉
劍

英
，

出
席

會
議

的
有

廣
東

省
委

常
委

，
財

委
，

工

委
，

新
華

社
，

《
南

方
日

報
》

等
，

可
見

級
別

之
高

。

這
次

會
議

討
論

了
三

個
議

題
：

（
1）

朝
鮮

戰
爭

發
生

後
港

澳
的

動
態

。

（
2）

對
港

澳
的

鬥
爭

問
題

。
（

3）
香

港
地

下
工

作
的

方
針

問
題

。

這
份

會
議

記
錄

摘
要

，
清

楚
披

露
了

當
時

中
共

對
敵

（
港

英
、

國
民

黨
）

鬥

爭
的

形
勢

和
對

策
：

5
8
  《

葉
劍

英
與

華
南

分
局

檔
案

史
料

》
上

冊
，

中
共

廣
東

省
黨

史
研

究
室

、
廣

東
省

檔
案

館
、

廣
東

葉
劍

英
研

究
會

、
廣

東
葉

劍
英

基
金

會
編

，
1
9
9
9
年

1
0
月

，
1
3
3
-1
3
8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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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在
香
港
當
局
內
部
來
說
，
已
感
到
中
國
將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收
回
香

港
。
因
此
除
了
在
軍
事
防
禦
上
的
種
種
佈
置
以
外
也
打
算
退
出
香
港
。
表
現

在
英
國
的
中
下
層
公
務
人
員
上
就
是
拼
命
撈
錢
。
香
港
當
局
藉
口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即
將
爆
發
，
到
處
疏
散
，
將
工
廠
與
物
資
向
澳
大
利
亞
疏
散
，
為
一
旦

戰
爭
發
生
做
準
備
。

針
對
現
有
的
形
勢
，
我
們
對
香
港
工
作
的
佈
置
上
，
事
事
都
從
最
壞
的

情
況
去
考
慮
。
首
先
，
我
在
港
所
存
外
匯
頭
寸
及
物
資
必
須
設
法
轉
移
，
改

頭
換
面
，
可
以
運
穗
物
資
盡
量
通
過
各
種
方
式
運
回
來
；
第
二
，
關
於
地
下

力
量
的
安
排
方
法
盡
量
掩
護
，
並
安
排
第
二
、
三
、
四
線
的
力
量
，
以
便
對

敵
人
的
打
擊
有
充
份
準
備
。

在
港
的
大
公
、
文
匯
兩
家
報
紙
近
來
很
突
出
，
有
被
孤
立
的
危
險
，
我

們
正
考
慮
在
新
聞
線
上
保
存
第
二
、
三
線
的
戰
鬥
力
量
，
並
且
要
他
們
的
言

論
不
要
太
激
烈
，
要
照
顧
和
爭
取
全
市
的
多
數
市
民
。

廣
東

省
委

並
沒

有
否

定
「

香
港

當
局

⋯
⋯

已
感

到
中

國
將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收

回
香

港
」

的
說

法
，

似
乎

中
共

當
時

還
沒

有
確

定
「

長
期

打
算

，
充

份
利

用
」

的

方
針

。
文

件
沒

有
解

釋
何

謂
「

二
、

三
、

四
線

的
力

量
」

，
從

字
面

理
解

，
三

、

四
線

即
隱

蔽
極

深
之

意
。

內
地

60年
代

為
了

備
戰

，
把

一
些

軍
工

企
業

遷
移

到
內

陸
的

深
山

野
嶺

，
稱

為
三

線
建

設
。

至
於

「
新

聞
線

上
保

存
第

二
、

三
線

的
戰

鬥
力

量
」

，
是

指
政

治
色

彩
稍

淡
的

報
紙

，
包

括
1952年

10月
創

辦
的

《
香

港
商

報
》

，
1955年

創
辦

的
《

晶

報
》

。
兩

份
報

紙
於

50-60年
代

的
銷

量
曾

經
名

列
前

茅
。

《
晶

報
》

於
1991年

停
刊

，
《

香
港

商
報

》
則

先
後

由
中

方
在

香
港

的
聯

合
出

版
集

團
和

《
深

圳
特

區

報
》

收
購

。

會
議

記
錄

還
討

論
了

「
朝

鮮
戰

事
發

生
以

後
，

香
港

比
較

突
出

的
情

況
」

：

（
1）
英
帝
在
防
衛
香
港
，
勾
結
匪
特
與
中
國
作
鬥
爭
方
面
有
新
的
發

展
。
據
調
查
，
台
灣
匪
特
鄭
介
民

5
9來
港
後
，
香
港
政
府
要
求
鄭
幫
助
香
港

5
9
 

鄭
介

民
曾

任
軍

統
局

局
長

，
接

替
1
9
4
6
年

去
世

的
戴

笠
。

當
局
調
查
我
地
下
組
織
，
幫
助
鎮
壓
香
港
工
人
運
動
，
為
牽
制
我
內
地
兵

力
，
並
計
劃
在
東
江
組
織
游
擊
武
裝
，
由
英
國
負
責
裝
備
。
鄭
向
港
府
當
局

則
提
出
要
求
凍
結
我
在
港
物
資
，
允
許
匪
特
在
港
搞
「
行
動
」
，
提
議
將
逮

捕
的
我
地
下
工
作
人
員
要
送
台
灣
，
及
（
允
其
）
在
港
各
種
工
作
的
便
利
，

港
方
未
明
確
答
覆
。
鄭
到
港
後
與
當
局
簽
訂
台
港
協
定
，
內
容
是
英
帝
為
了

加
強
香
港
兵
力
，
在
港
特
務
2,000餘

人
交
港
方
編
為
防
衛
軍
，
由
英
帝
裝

備
並
訓
練
。

未
有

資
料

證
明

上
述

情
況

成
為

事
實

。
會

議
記

錄
還

關
注

到
駐

港
英

軍
的

實
力

。

香
港
現
有
軍
隊
共
12,995人

，
其
中
陸
軍
11,235人

，
空
軍
1,135

人
，
華
人
炮
隊
537人

，
婦
女
後
隊
88人

，
警
察
3,841人

（
內
華
人
3,326

人
）
。
飛
機
方
面
，
噴
火
式
轟
炸
機
23架

，
轟
炸
機
3架
，
偵
察
機
3架
。

最
近
陸
軍
補
充
500名

，
又
在
港
招
炮
兵
及
擴
充
義
勇
隊
。
空
軍
方
面
趕
修

二
個
機
場
，
主
要
建
設
鋼
跑
道
機
場
，
新
界
方
面
修
軍
事
公
路
，
另
建
120

華
里
的
鐵
絲
網
，
加
強
雷
達
設
備
。

（
2）
壓
迫
境
內
民
主
力
量
。
8月
初
，
根
據
政
治
部
的
情
報
，
麥
景

陶
6
0及
港
督
正
研
究
對
共
產
黨
地
下
組
織
的
新
措
施
，
準
備
逮
捕
我
地
下
黨

領
導
人
物
，
壓
迫
民
主
學
校
，
利
用
街
坊
的
組
織
來
搞
情
報
，
監
視
各
種
活

動
。

長
期

領
導

香
港

地
下

黨
的

廣
東

省
委

第
三

書
記

、
副

省
長

方
方

對
香

港
工

作

發
出

指
示

：在
香
港
沒
有
收
回
以
前
，
反
革
命
的
渣
滓
一
定
會
設
法
來
向
我
們
進
攻

的
，
英
帝
正
企
圖
以
香
港
來
掩
護
東
南
亞
。
因
此
我
們
的
工
作
就
是
包
圍
香

港
，
支
援
馬
來
亞
的
[反
]殖
民
地
運
動
，
迫
使
英
帝
不
得
不
放
棄
香
港
。
所

以
在
香
港
的
鬥
爭
是
長
期
的
，
鬥
爭
也
不
可
能
緩
和
的
。

6
0
 

D
u
n
c
a
n
 M

a
c
In
to
sh

，
1
9
4
6
-1
9
5
3
年

任
香

港
警

務
處

處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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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的
工
作
還
是
依
照
中
央
的
指
示
，
做
好
國
際
宣
傳
、
購
買
物
資
、

統
一
戰
線
三
項
工
作
。
關
於
地
下
工
作
方
面
：
第
一
，
公
開
的
鬥
爭
，
為
着

工
人
階
級
利
益
應
該
堅
持
下
去
，
但
應
該
聯
合
全
市
市
民
及
愛
國
人
士
組
成

統
一
戰
線
與
敵
人
作
鬥
爭
，
要
盡
最
大
的
力
量
去
孤
立
敵
人
。
第
二
，
可
以

轉
入
地
下
的
半
暴
露
的
工
作
人
員
要
留
下
在
下
面
工
作
，
不
能
在
對
敵
鬥
爭

上
採
用
車
輪
戰
，
將
增
加
我
們
的
損
失
，
對
我
們
是
非
常
不
利
的
。
第
三
，

隱
蔽
的
人
員
，
主
要
部
門
應
完
全
不
動
，
工
作
中
心
在
團
結
群
衆
，
教
育
群

衆
，
了
解
情
況
，
一
切
應
從
長
期
打
算
，
堅
持
下
去
，
必
須
的
工
作
費
用
，

分
局
6
1可
以
予
以
支
援
。

解
放

初
的

葉
劍

英
（

中
）

、
方

方
（

左
二

）
。

最
後

是
參

座
、

廣
東

省
委

第
一

書
記

葉
劍

英
6
2作

總
結

：

香
港
今
後
的
工
作
主
要
是
如
何
開
展
與
加
強
統
戰
工
作
，
如
何
保
存
我

們
自
己
，
壯
大
自
己
的
力
量
，
所
以
在
鬥
爭
上
不
適
宜
採
取
過
「
左
」
的
辦

6
1
 

指
中

共
華

南
分

局
。

6
2
 

葉
劍

英
因

長
期

在
中

央
軍

委
擔

任
總

參
謀

長
，

人
稱

參
座

。

法
。
而
應
該
採
取
團
結
方
法
，
長
期
鬥
爭
的
方
法
，
這
樣
我
們
才
能
夠
創
造

條
件
在
將
來
運
用
不
經
過
流
血
戰
爭
的
辦
法
接
收
香
港
。

對
葉

劍
英

的
講

話
，

也
許

可
作

兩
點

解
讀

：

1、
中

共
應

該
有

考
慮

過
用

流
血

戰
爭

的
辦

法
接

收
香

港
。

2、
葉

劍
英

強
調

「
在

鬥
爭

上
不

適
宜

採
取

過
『

左
』

的
辦

法
」

，
方

方
也

在
會

上
提

到
「

不
能

在
對

敵
鬥

爭
上

採
用

車
輪

戰
，

將
增

加
我

們
的

損
失

，
對

我

們
是

非
常

不
利

的
」

，
大

概
是

針
對

幾
個

月
前

的
電

車
工

潮
的

總
結

。

毛
澤

東
晚

年
曾

經
把

《
紅

樓
夢

》
第

四
回

，
定

為
曹

雪
芹

這
部

傑
作

的
總

綱
。

這
次

會
議

的
記

錄
也

可
視

之
為

1949年
後

中
共

對
香

港
政

策
的

總
綱

。
有

些

對
香

港
工

作
的

指
示

，
例

如
「

必
須

的
工

作
費

用
，

可
以

予
以

支
援

」
，

至
今

仍

然
適

用
。

只
要

看
一

看
香

港
最

大
黨

—
—

民
建

聯
永

遠
有

用
不

完
的

資
源

，
不

像

其
他

政
黨

要
為

經
費

發
愁

，
就

可
思

過
半

矣
。

九
、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三
次
「
左
傾
」
錯
誤
（
1
9
4
9
-1
9
6
7
）

已
故

的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秘

書
長

黃
文

放
寫

道
：

作
為
香
港
工
作
核
心
的
香
港
新
華
社
，
建
國
頭
二
十
七
年
，
一
共
犯
過

三
次
左
傾
錯
誤
。
第
一
次
表
現
於
1951年

的
「
三
一
」
事
件
；
第
二
次
表

現
於
1958年

的
「
中
華
中
學
事
件
」
；
第
三
次
是
1967年

的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
也
就
是
香
港
人
一
般
所
說
的
「
六
七
暴
動
」
。
6
3

黃
文

放
為

甚
麼

敢
這

樣
寫

？
因

為
在

他
之

前
，

原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李

後
已

經
評

論
了

這
三

次
左

傾
錯

誤
，

而
且

更
準

確
、

更
深

刻
、

更
全

面
。

第
一
次
左
傾
錯
誤

李
後

寫
道

：

6
3
  《

解
讀

北
京

思
維

》
，

經
濟

日
報

出
版

社
2
0
0
1
年

1
1
月

，
5
1
頁

。
此

書
是

黃
文

放
自

1
9
9
7
年

3
月

開
始

替
《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
撰

寫
專

欄
的

文
章

結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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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
國
成
立
以
來
，
中
央
對
香
港
的
正
確
方
針
和
政
策
，
先
後
受
到
過

三
次
「
左
」
的
衝
擊
和
干
擾
。

第
一
次
是
建
國
初
期
，
由
於
中
方
部
份
從
事
香
港
工
作
的
幹
部
不
了
解

中
央
對
香
港
的
政
策
，
誤
認
為
香
港
很
快
就
會
解
放
，
因
此
，
搞
了
一
些
表

面
上
轟
轟
烈
烈
，
實
則
暴
露
自
己
力
量
和
刺
激
英
方
的
活
動
。
結
果
，
一
些

愛
國
團
體
被
解
散
，
許
多
愛
國
人
士
被
遞
解
出
境
，
最
後
還
在
「
三
一
」
事

件
中
付
出
了
血
的
代
價
。
中
央
認
為
，
中
方
人
員
當
時
的
一
些
做
法
是
不
適

當
的
和
不
符
合
中
央
政
策
的
。
6
4

李
後

沒
有

講
出

是
哪

一
些

活
動

「
表

面
上

轟
轟

烈
烈

，
實

則
暴

露
自

己
力

量

和
刺

激
英

方
」

，
但

是
從

他
說

的
結

果
—

—
「

一
些

愛
國

團
體

被
解

散
，

許
多

愛
國

人
士

被
遞

解
出

境
，

最
後

還
在

『
三

一
』

事
件

中
付

出
了

血
的

代
價

」
可

以
推

斷
，

這
些

活
動

始
於

1949年
底

至
50年

初
電

車
工

潮
，

以
「

三
一

」
事

件
為

終
結

。

「
三

一
」

事
件

則
要

從
1951年

11月
21日

九
龍

東
頭

村
發

生
的

一
場

大
火

說

起
。

這
場

火
災

造
成

一
萬

多
人

無
家

可
歸

。
廣

東
省

和
廣

州
市

的
人

民
團

體
除

撥

出
大

批
糧

、
款

救
濟

受
災

同
胞

外
，

還
決

定
組

成
慰

問
團

（
其

中
包

括
幾

位
原

被

港
英

當
局

遞
解

出
境

的
人

士
）

前
往

災
區

進
行

慰
問

。
慰

問
團

原
定

1952年
3月

1

日
到

港
，

香
港

的
左

派
群

衆
亦

組
成

「
歡

迎
粵

穗
慰

問
團

籌
備

委
員

會
」

，
準

備

前
往

羅
湖

迎
接

慰
問

團
。

港
英

政
府

聞
訊

後
，

通
告

禁
止

慰
問

團
入

境
。

港
督

（
1948-1958）

葛
量

洪
在

回
憶

錄
解

釋
港

英
的

考
慮

：
一

萬
多

災
民

要
搬

到
其

他
木

屋
區

居
住

，
那

時
徙

置
政

策
仍

未
施

行
，

災
民

會
極

度
不

滿
和

怨

懟
。

而
慰

問
團

到
埗

後
，

將
會

借
演

說
猛

烈
攻

擊
「

帝
國

主
義

者
」

，
一

旦
慰

問

團
裏

有
人

受
傷

或
被

捕
，

便
會

火
上

加
油

，
釀

成
暴

動
。

3月
1日

，
港

英
派

出
大

批
軍

警
，

一
面

沿
羅

湖
、

上
水

和
尖

沙
嘴

一
線

佈

防
，

一
面

在
粉

嶺
截

停
準

備
前

往
羅

湖
迎

接
慰

問
團

的
代

表
乘

坐
的

列
車

，
要

乘

客
全

部
下

車
接

受
檢

查
。

周
恩

來
了

解
到

港
英

的
態

度
後

，
認

為
慰

問
團

入
境

的
做

法
不

妥
，

急
令

取

消
。
6
5

6
4
 

李
後

：
《

回
歸

的
歷

程
》

，
三

聯
書

店
，

1
9
9
7
年

4
月

，
5
8
-5
9
頁

。
6
5
 

周
奕

：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
8
6
頁

。

3月
1日

早
上

6時
半

，
慰

問
團

已
在

廣
州

火
車

站
集

合
，

接
到

緊
急

通
知

，

於
是

取
消

去
香

港
。

當
天

，
尖

沙
嘴

火
車

站
卻

聚
集

了
近

萬
名

迎
候

的
群

衆
，

由

深
圳

返
港

的
歡

迎
慰

問
團

籌
委

會
負

責
人

莫
應

溎
向

群
衆

說
明

慰
問

團
未

能
成

行

的
原

因
。

群
衆

對
港

英
當

局
十

分
不

滿
，

離
去

後
在

九
龍

佐
敦

道
口

一
帶

同
警

察

發
生

衝
突

。
警

察
向

群
衆

開
槍

，
紡

織
工

人
陳

達
儀

被
打

死
，

多
人

受
傷

，
100

多
群

衆
被

捕
，

其
中

18人
被

判
有

罪
，

華
革

會
的

莫
應

溎
等

12人
被

遞
解

出
境

。

葛
量

洪
敍

述
這

段
歷

史
的

版
本

是
這

樣
的

：
廣

州
接

受
了

港
英

這
個

決
定

，

「
不

過
很

明
顯

，
慰

問
團

在
粵

港
兩

地
的

聯
絡

人
並

沒
有

默
契

，
因

為
在

1952年

3月
1日

那
天

，
香

港
的

籌
備

者
對

群
眾

說
，

慰
問

團
是

會
來

的
，

而
香

港
的

歡
迎

隊
伍

代
表

會
到

邊
境

迎
接

他
們

⋯
⋯

當
代

表
接

不
到

慰
問

團
而

截
回

時
，

暴
動

便

開
始

了
。

它
蔓

延
迅

速
，

幸
好

啹
喀

兵
和

警
察

及
時

把
情

況
控

制
下

來
，

有
一

名

騷
亂

分
子

因
傷

致
死

。
」

左
派

工
會

出
身

的
前

《
文

匯
報

》
記

者
周

奕
顯

然
不

接
受

中
央

把
1952年

3

月
1日

發
生

的
事

件
定

性
為

「
極

左
」

。
他

說
「

騷
動

的
起

因
是

警
車

碰
倒

了
群

眾
不

顧
而

去
，

是
明

顯
的

H
it and run⋯

⋯
」

。

他
描

述
自

己
親

眼
看

見
的

情
形

：

一
輛
警
車
逆
方
向
行
駛
，
以
時
速
十
多
哩
衝
過
來
。

一
位
少
女
走
避
不
及
被
警
車
碰
倒
了
。
一
位
外
籍
幫
辦
下
車
察
看
⋯
⋯

當
他
快
要
接
近
該
位
少
女
時
，
我
前
面
一
位
身
材
健
碩
的
男
子
揮
舞
着
拳
頭

向
他
衝
過
去
。
幫
辦
見
勢
色
不
對
，
掉
頭
就
走
，
男
子
一
個
箭
步
上
前
，
向

着
幫
辦
背
後
猛
擊
一
拳
，
幫
辦
腳
步
踉
蹌
摔
倒
地
上
⋯
⋯
幫
辦
起
來
，
拾
起

警
帽
，
跳
上
警
車
絕
塵
而
去
。

周
奕

用
自

己
的

矛
刺

破
了

自
己

的
盾

。
原

來
hit and run不

是
撞

倒
人

後
不

顧
而

去
，

而
是

洋
警

官
慘

被
毆

打
，

落
荒

而
逃

。

周
奕

還
目

睹
了

司
機

工
友

嚇
跑

交
通

崗
上

的
交

通
警

、
砸

爛
警

車
玻

璃
和

打

算
燒

車
、

着
火

焚
燒

的
警

用
電

單
車

、
毆

打
英

兵
，

等
等

。
6
6

6
6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8
6
-8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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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發
生

後
，

《
人

民
日

報
》

在
3月

4日
發

表
短

評
，

警
告

英
國

政
府

和
港

英
當

局
，

對
在

香
港

向
中

國
人

民
的

挑
釁

行
為

所
造

成
的

嚴
重

後
果

，
一

定
要

擔

負
全

部
的

責
任

。
並

指
出

「
這

充
份

表
現

了
英

帝
國

主
義

是
在

繼
續

順
從

美
國

的

意
旨

，
蓄

意
迫

害
香

港
的

我
國

居
民

，
以

圖
實

現
其

把
香

港
變

為
帝

國
主

義
侵

犯

我
們

的
基

地
的

陰
謀

」
。

《
大
公
報
》
事
件

第
二

天
，

香
港

《
大

公
報

》
全

文
轉

載
了

《
人

民
日

報
》

的
這

篇
短

評
，

並

同
時

刊
載

了
「

粵
穗

慰
問

團
」

就
此

事
發

表
的

聲
明

和
路

透
社

發
的

英
國

殖
民

地

部
大

臣
李

特
爾

頓
（

O
liver L

yttelton）
在

英
國

下
議

院
發

表
的

談
話

。
3月

20

日
，

港
英

當
局

以
「

刊
載

涉
及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

香
港

政
府

）
的

煽
動

性
文

字
」

的
罪

名
，

查
封

了
《

大
公

報
》

（
同

時
被

查
封

的
還

有
《

文
匯

報
》

和
《

新

晚
報

》
）

，
並

傳
訊

《
大

公
報

》
所

有
人

和
督

印
人

費
彝

民
、

承
印

人
鮑

立
初

和

編
輯

李
宗

瀛
三

人
。

在
將

近
兩

週
的

審
訊

過
程

中
，

費
彝

民
等

人
據

理
力

爭
。

當

時
為

《
大

公
報

》
辯

護
的

陳
丕

士
大

律
師

在
法

庭
上

，
反

駁
港

英
當

局
的

指
控

，

並
指

出
法

庭
逮

捕
費

彝
民

等
人

是
非

法
的

。

5月
5日

，
高

等
法

院
宣

判
費

彝
民

、
李

宗
瀛

「
罪

名
成

立
」

，
罰

以
重

金
，

另
罰

《
大

公
報

》
停

刊
半

年
。

費
彝

民
等

不
服

，
向

高
院

合
議

庭
上

訴
。

合
議

庭

裁
定

，
停

刊
令

停
止

執
行

，
其

他
維

持
原

判
。

《
大

公
報

》
事

件
演

變
成

外
交

風
波

，
港

英
政

府
終

於
在

中
國

的
壓

力
下

作

出
讓

步
。

此
後

，
港

英
政

府
一

直
沒

有
再

引
用

相
關

法
例

來
對

付
這

些
親

中
報

紙
，

甚
至

在
1967年

親
中

勢
力

在
香

港
大

搞
「

文
革

」
式

鬥
爭

時
，

港
英

政
府

也

只
用

這
些

條
例

來
對

付
親

中
的

外
圍

報
紙

。
6
7

同
年

4、
5月

，
還

發
生

了
幾

起
港

英
當

局
逮

捕
和

驅
逐

工
會

負
責

人
、

職
工

和
學

生
的

事
件

。
被

逮
捕

並
被

驅
逐

的
有

港
九

樹
膠

塑
膠

業
總

工
會

副
主

席
錢

健

強
、

港
英

軍
部

醫
院

華
員

職
工

會
主

席
袁

香
濤

等
數

十
人

。

中
國

外
交

部
於

1月
25日

和
5月

10日
先

後
發

表
聲

明
，

就
港

英
當

局
這

一
系

列
蹂

躪
香

港
中

國
居

民
基

本
權

利
和

敵
視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行
為

，
向

英
國

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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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文

輝
、

陳
韜

文
等

：
《

變
遷

中
的

大
陸

、
香

港
、

台
灣

新
聞

人
員

》
，

台
灣

巨
流

圖
書

，
2
0
0
4
年

9
月

，
2
2

頁
。

府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

並
要

求
英

國
政

府
立

即
停

止
上

述
的

所
有

暴
行

。

港
督

葛
量

洪
後

來
在

回
憶

錄
談

到
這

段
經

歷
：

國
民

黨
戰

敗
及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
成

立
，

導
致

香
港

華
籍

顛
覆

分
子

的
反

英
政

治
活

動
大

為
增

加
，

「
他

們
以

為
可

以
為

所
欲

為
，

以
為

香
港

政
府

怕
得

罪
北

京
而

不
敢

對
他

們
怎

樣
，

他
們

錯
了

。
」

1958年
—
—
第
二
次
左
傾
錯
誤

1958年
3月

12日
，

廣
東

省
委

召
開

港
澳

工
作

會
議

，
根

據
中

央
把

港
澳

工

作
下

放
到

省
委

的
指

示
，

決
定

把
原

作
為

省
委

一
個

部
門

的
港

澳
工

委
改

為
港

澳

地
區

的
一

級
黨

委
，

領
導

機
關

設
在

香
港

，
原

工
委

幹
部

和
新

增
幹

部
分

別
下

放

港
澳

。
6
8

港
澳

工
委

升
格

後
，

書
記

梁
威

林
以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社

長
的

身
份

來
到

香

港
。

新
官

上
任

三
把

火
，

於
是

在
香

港
採

取
極

左
的

做
法

。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對
梁

威
林

有
尖

銳
的

批
評

。

李
後

寫
道

：

第
二
次
是
1958年

，
中
方
從
事
香
港
工
作
的
幹
部
受
當
時
國
內
政
治

氣
候
的
影
響
，
不
考
慮
香
港
的
特
殊
情
況
和
特
殊
環
境
，
照
搬
國
內
的
一

套
做
法
，
提
出
了
一
些
不
適
當
的
口
號
，
搞
了
一
些
不
適
當
的
鬥
爭
。
周
恩

來
、
陳
毅
等
中
央
領
導
人
對
此
再
次
提
出
批
評
，
陳
毅
批
評
有
關
人
員
「
左

得
可
愛
，
左
得
可
恨
」
。
為
此
，
專
門
將
有
關
人
員
召
到
北
京
，
要
他
們
學

習
中
央
對
香
港
的
政
策
。

1958年
，
港
英
當
局
採
取
了
一
連
串
壓
制
愛
國
學
校
師
生
的
行
動
。

先
是
禁
止
愛
國
學
校
的
師
生
為
慶
祝
「
五
一
」
節
和
校
慶
，
在
校
內
掛
國

旗
、
唱
國
歌
，
後
來
又
以
「
利
用
學
校
作
政
治
活
動
」
、
「
危
害
公
共
利
益

及
學
生
福
利
」
為
由
，
宣
佈
取
消
培
僑
中
學
校
長
兼
校
監
杜
伯
奎
的
註
冊
，

並
將
他
遞
解
出
境
。

8月
，
港
英
當
局
宣
佈
香
港
中
華
中
學
校
舍
為
「
危
險
房
屋
」
，
企
圖

迫
使
該
校
關
閉
。
該
校
曾
向
主
管
部
門
提
出
修
繕
校
舍
的
要
求
，
但
主
管
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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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廣
東

省
委

黨
史

研
究

室
：

《
中

共
廣

東
黨

史
大

事
記

》
1
9
4
9
年

1
0
月

－
1
9
7
8
年

1
2
月

，
1
3
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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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卻
故
意
拖
延
。
8月
26日

，
港
英
當
局
突
然
派
大
批
警
察
來
到
該
校
，
使

用
暴
力
強
行
封
閉
該
校
校
舍
，
毆
打
該
校
教
職
員
、
學
生
和
在
場
採
訪
的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及
香
港
《
文
匯
報
》
、
《
大
公
報
》
、
《
新
晚
報
》
的
記

者
，
並
毀
壞
記
者
的
照
像
器
材
。

中
國
外
交
部
於
8月
27日

就
此
事
照
會
英
駐
京
代
辦
處
，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
照
會
要
求
英
方
立
即
停
止
敵
視
中
國
人
民
的
挑
釁
行
為
，
保
證
不
再
發

生
類
似
事
件
，
賠
償
受
傷
受
害
人
員
的
損
失
，
懲
辦
有
關
行
兇
警
察
，
啓
封

中
華
中
學
校
舍
和
合
理
解
決
其
修
繕
問
題
，
使
該
校
得
以
如
期
開
學
。
同
時
，

英
方
應
立
即
撤
銷
關
於
港
九
學
校
採
用
蔣
介
石
集
團
出
版
的
課
本
的
規
定
，

制
止
蔣
介
石
集
團
分
子
在
辦
學
的
掩
蓋
下
進
行
反
對
和
破
壞
中
國
的
活
動
。

在
中
國
政
府
的
抗
議
下
，
港
英
當
局
於
同
年
9月
23日

將
中
華
中
學
重

新
啓
封
，
並
允
許
進
行
修
理
。
到
1968年

，
港
英
當
局
終
於
宣
佈
取
消
中

華
中
學
的
註
冊
。
6
9

「
『
左
』
得
可
愛
，
『
左
』
得
可
恨
」

對
於

1958年
的

香
港

工
委

的
「

左
」

傾
錯

誤
，

《
廖

承
志

傳
》

作
者

鐵
竹

偉

採
訪

過
原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祁
烽

，
透

露
了

更
多

內
情

：

隨
着
大
陸
一
個
接
一
個
熱
火
朝
天
的
運
動
，
反
右
派
、
大
躍
進
、
全
民

大
煉
鋼
、
十
五
年
趕
上
英
國
的
熱
烈
口
號
，
激
勵
着
他
們
，
他
們
身
在
英
管

轄
下
的
香
港
，
絕
不
能
落
在
國
內
同
志
後
面
，
絕
不
能
當
小
腳
女
人
，
跟
在

群
眾
後
面
爬
行
！

他
們
沒
向
廖
承
志
請
示
，
便
自
作
主
張
，
根
據
國
內
運
動
的
精
神
，
依

靠
工
會
等
進
步
組
織
，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動
了
十
大
鬥
爭
，
批
右
派
，
批
保
守
。

在
新
華
社
內
，
中
資
企
業
，
甚
至
國
民
黨
起
義
的
銀
行
內
也
搞
甚
麼

「
坦
白
從
寬
，
抗
拒
從
嚴
」
，
在
電
影
界
也
搞
甚
麼
大
批
判
，
大
字
報
上

牆
，
口
號
聲
不
斷
，
弄
得
香
港
警
察
局
的
警
車
，
成
天
圍
着
新
華
社
等
機
關

的
房
子
轉
，
惟
恐
從
這
塊
「
紅
色
根
據
地
裏
」
向
外
迸
發
出
推
翻
香
港
當
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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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後

：
《

回
歸

的
歷

程
》

，
三

聯
書

店
1
9
9
7
年

4
月

。

的
火
星
，
引
起
社
會
大
亂
。
7
0

原
來

，
香

港
新

華
分

社
派

祁
烽

回
國

內
匯

報
組

織
十

大
鬥

爭
的

「
輝

煌
戰

果
」

，
周

恩
來

總
理

太
忙

，
準

備
去

參
加

武
昌

會
議

，
便

把
祁

烽
叫

上
飛

機
，

與

外
交

部
長

陳
毅

一
起

聽
匯

報
。

鐵
竹

偉
接

着
有

一
段

生
動

的
描

寫
：

祁
烽
不
用
稿
子
，
把
香
港
組
織
的
十
大
鬥
爭
的
「
輝
煌
戰
果
」
講
得
有

情
有
景
，
繪
聲
繪
色
。

聽
着
聽
着
，
周
總
理
的
臉
色
陰
沉
下
來
。
但
是
，
他
緊
抿
着
嘴
唇
，
沒

吭
聲
。陳
毅
外
長
似
乎
坐
不
住
了
，
他
站
起
身
來
，
在
機
艙
裏
踱
着
步
子
。

祁
烽
話
一
停
，
陳
老
總
沒
像
往
日
那
樣
先
請
總
理
談
談
意
見
，
他
黑
着

臉
，
出
語
很
重
：
「
祁
烽
同
志
，
我
看
你
們
頭
腦
發
熱
，
你
們
真
是
『
左
』

得
可
愛
，
『
左
』
得
可
恨
喲
！
」

周
總
理
沉
默
。

在
不
久
前
召
開
的
南
寧
會
議
上
，
周
恩
來
曾
被
批
判
為
「
離
右
派
只
有

五
十
米
。
」

毛
澤

東
批

周
，

一
度

打
算

撤
換

他
的

總
理

職
務

，
由

上
海

市
長

柯
慶

施
替

代
。

但
畢

竟
總

理
職

責
繁

重
，

周
恩

來
的

地
位

難
以

取
代

，
毛

後
來

打
消

了
主

意
。

陳
毅

覺
得

，
當

時
周

恩
來

對
港

澳
工

作
有

許
多

話
不

方
便

說
，

於
是

主
動

開
口

：

「
祁
烽
同
志
。
中
央
對
香
港
工
作
的
方
針
早
已
經
明
確
，
主
管
港
澳
問

題
的
廖
承
志
同
志
，
也
向
你
們
三
令
五
申
：
香
港
新
華
分
社
不
要
照
搬
國
內

政
策
，
不
要
照
搬
大
使
館
的
做
法
，
你
們
怎
麼
都
丟
置
腦
後
了
呢
？

「
國
內
大
躍
進
，
你
們
也
不
甘
落
後
了
，
是
不
是
？
以
為
恢
復
行
使
香

港
主
權
指
日
可
待
了
，
是
不
是
？
否
則
怎
麼
會
如
此
頭
腦
發
熱
？
也
不
向
廖

7
0
 

鐵
竹

偉
：

《
廖

承
志

傳
》

，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9
8
年

1
0
月

，
3
4
8
-3
4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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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志
請
示
，
也
不
向
中
央
報
告
，
就
自
作
主
張
搞
甚
麼
鬥
爭
，
搞
一
個
還
不

過
癮
，
還
搞
十
個
？
」

「
同
志
哥
，
香
港
不
是
國
內
，
搞
『
左
』
了
，
發
個
文
件
糾
正
一
下
就

行
了
。
香
港
是
英
國
政
府
管
轄
的
，
你
搞
『
左
』
了
，
把
朋
友
得
罪
了
，
人

家
傷
了
心
了
，
再
不
聽
你
的
了
，
你
還
站
不
站
得
住
？
」

陳
老
總
：
「
記
得
周
總
理
和
我
早
就
對
你
們
說
過
：
香
港
地
方
特
殊
，
寧

可
搞
右
一
點
，
搞
右
了
，
還
可
以
再
糾
正
，
再
補
救
，
可
你
們
真
是
亂
彈
琴
嘛
！

「
我
說
你
們
，
『
左
』
得
可
愛
，
『
左
』
得
可
恨
！
想
不
想
得
通
？
」

陳
老
總
一
席
話
，
驚
得
祁
烽
出
一
身
冷
汗
，
明
白
香
港
新
華
分
社
犯
了

大
錯
誤
！
看
來
自
己
要
做
好
準
備
，
受
黨
紀
國
法
的
處
分
！
7
1

可
惜

，
鐵

竹
偉

也
沒

有
細

說
十

大
鬥

爭
的

具
體

內
容

。
原

社
長

梁
威

林
更

是

隻
字

不
提

。

當
時

的
極

左
行

為
，

並
不

止
於

此
。

編
、

導
、

演
俱

佳
的

朱
克

（
1920-2012）

憶
述

他
在

左
派

電
影

圈
的

遭

遇
：

「
國

內
大

概
從

1954年
開

始
派

人
來

長
城

。
黨

來
了

，
袁

仰
安

便
要

走
，

他

就
是

毛
妹

的
父

親
（

原
長

城
總

經
理

）
。

」

「
1958年

初
，

長
城

忽
然

來
了

個
前

東
江

縱
隊

大
隊

長
，

叫
羅

明
林

，
外

貌

似
耕

田
佬

，
穿

涼
鞋

，
挽

籐
箱

上
班

。
他

一
來

就
對

我
有

意
見

，
說

我
這

個
人

怪
，

不
是

黨
員

，
又

曾
在

國
民

黨
做

很
高

職
位

。
8月

下
旬

，
他

把
李

萍
倩

、
查

良
景

和
我

叫
到

總
經

理
室

，
宣

佈
開

除
我

，
原

因
是

我
跟

邵
氏

寫
劇

本
，

但
我

在

邵
氏

一
個

朋
友

也
沒

有
⋯

⋯
那

是
莫

須
有

罪
名

。
我

從
來

沒
有

跟
邵

氏
來

往
。

後

來
有

人
叫

我
平

反
，

王
匡

做
新

華
社

社
長

時
，

我
去

信
，

他
沒

理
睬

。
那

就
算

了
，

平
反

不
平

反
其

實
也

沒
分

別
。

」

朱
克

說
，

「
《

大
公

報
》

的
陳

凡
替

我
抱

不
平

，
他

幫
助

我
，

讓
我

寫
《

文

匯
報

》
一

個
專

欄
，

我
用

了
筆

名
淡

村
，

同
時

也
在

《
大

公
報

》
、

《
新

晚
報

》

寫
稿

，
主

要
寫

小
說

，
就

這
樣

活
了

下
來

。
」
7
2

7
1
 

內
地

其
後

所
有

關
於

這
段

歷
史

的
描

述
，

都
是

抄
鐵

竹
偉

的
。

如
茆

貴
鳴

：
〈

廖
承

志
與

香
港

〉
，

《
中

國
作

家
》

2
0
1
0
年

第
2
期

。
7
2
  《

理
想

年
代

—
—

長
城

、
鳳

凰
的

日
子

》
香

港
影

人
口

述
歷

史
叢

書
2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1
7
3
-1
8
2
頁

。

1967年
—
—
第
三
次
左
傾
錯
誤

李
後

說
，

「
發

生
於

1967年
的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
是

建
國

以
來

對
中

央

正
確

方
針

和
政

策
的

第
三

次
也

是
最

嚴
重

的
一

次
衝

擊
和

干
擾

。
」
7
3

被
忽
略
的
李
後
著
作

筆
者

長
篇

累
牘

地
引

述
李

後
的

著
作

，
理

由
很

簡
單

：

1、
李

後
退

休
後

，
用

了
四

年
時

間
，

寫
成

一
本

反
映

和
總

結
了

中
央

對
香

港
政

策
的

極
為

重
要

的
著

作
，

卻
備

受
忽

略
。

周
奕

的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

陸
恭

蕙
的

《
地

下
陣

線
》

（
雖

然
書

目
有

列
出

）
、

葉
健

民
編

的
M

ay D
ays

《
六

七
暴

動
英

文
論

文
集

》
以

及
劉

蜀
永

的
〈

內
地

學
者

的
香

港
史

研
究

〉
7
4，

都
隻

字
不

用
。

張
家

偉
的

《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
也

只
引

述
了

一
句

。

李
後

這
本

著
作

一
書

兩
版

，
同

時
在

1997年
4月

推
出

。
繁

體
字

版
：

《
回

歸
的

歷
程

》
，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
簡

體
字

版
：

《
百

年
屈

辱
史

的
終

結
—

—

香
港

問
題

始
末

》
，

由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出
版

。
兩

書
內

容
幾

乎
完

全
一

樣
，

只

發
現

一
處

不
同

。

7
3
 

參
看

本
卷

第
四

章
。

7
4
  《

劉
蜀

永
香

港
史

文
集

》
，

中
華

書
局

，
2
0
1
0
年

1
月

，
3
1
2
-3
2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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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何

說
此

書
重

要
？

這
裏

引
兩

段
資

料
：

李
後
從
港
澳
辦
退
休
不
久
，
有
一
天
姬
鵬
飛
找
到
他
，
建
議
他
組
織
幾

個
同
志
寫
一
本
關
於
香
港
的
書
。
此
後
，
李
後
每
寫
完
一
稿
，
都
送
給
姬
鵬

飛
審
閱
。
那
時
姬
鵬
飛
眼
睛
已
經
不
好
，
視
力
很
差
，
就
讓
秘
書
唸
給
他

聽
，
聽
完
後
讓
秘
書
轉
達
對
作
者
的
鼓
勵
，
還
敦
促
港
澳
辦
的
領
導
支
持
此

書
的
寫
作
出
版
。
1997年

4月
，
李
後
手
捧
正
式
出
版
的
書
，
到
北
京
醫
院

看
望
正
在
因
病
住
院
的
姬
鵬
飛
，
他
那
時
雖
然
眼
睛
已
不
能
看
書
，
還
是
高

高
興
興
地
把
書
接
了
過
去
。
7
5

《
黨

的
文

獻
》

雜
誌

刊
登

的
一

段
廣

告
文

字
，

更
說

明
李

後
寫

這
本

書
絕

對

不
是

個
人

行
為

，
印

數
10萬

冊
，

就
是

明
證

：

《
百
年
屈
辱
史
的
終
結
—
—
香
港
問
題
始
末
》
一
書
，
是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原
副
主
任
李
後
撰
寫
、
經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黨
組
審
定
、
國
家
新
聞
出
版
署

批
准
的
一
部
反
映
70年

代
末
、
80年

代
初
以
來
中
英
兩
國
政
府
解
決
香
港

問
題
的
權
威
性
著
作
。
⋯
⋯
同
時
還
就
香
港
問
題
的
產
生
、
發
展
及
其
建
國

前
的
狀
況
作
了
歷
史
性
描
述
⋯
⋯
該
書
的
出
版
，
對
於
讀
者
全
面
、
系
統
、

深
刻
地
了
解
香
港
問
題
和
我
們
黨
關
於
解
決
香
港
問
題
的
方
針
政
策
具
有
重

要
的
參
考
價
值
，
也
是
配
合
中
央
要
求
在
廣
大
幹
部
群
衆
中
進
行
關
於
解
決

香
港
問
題
基
本
方
針
和
各
項
政
策
的
宣
傳
教
育
的
重
要
讀
物
。
7
6

2、
李

後
這

部
著

作
深

刻
地

總
結

了
解

放
後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三
次

「
左

」
傾

錯
誤

，
似

乎
已

被
本

地
某

些
左

派
人

士
忘

記
得

一
乾

二
淨

，
值

得
重

溫
一

下
。

2009年
9月

27日
，

李
後

在
北

京
病

逝
，

享
年

86歲
。

三
天

後
，

《
信

報
》

刊
登

了
一

則
不

太
起

眼
的

「
深

切
悼

念
」

的
啓

事
。

7
5
 

魯
平

、
李

後
、

陳
佐

洱
：

〈
為

「
一

國
兩

制
」

竭
忠

盡
智

—
—

紀
念

姬
鵬

飛
同

志
逝

世
一

週
年

〉
，

《
人

民
日

報
》

2
0
0
1
年

4
月

2
8
日

。
姬

鵬
飛

（
1
9
1
0
-2
0
0
0
）

曾
任

副
總

理
、

港
澳

辦
主

任
。

魯
平

是
前

港
澳

辦
主

任
。

陳
佐

洱
是

前
港

澳
辦

副
主

任
。

7
6
 〈

為
迎

接
香

港
回

歸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近

日
推

出
《

一
國

兩
制

重
要

文
獻

選
編

》
和

《
百

年
屈

辱
史

的
終

結
—

—
香

港
問

題
始

末
》

〉
，

《
黨

的
文

獻
》

1
9
9
7
年

第
3
期

。

署
名

的
20人

都
是

80

年
代

採
訪

中
英

會
談

、
基

本
法

起
草

時
認

識
李

後
的

香
港

記
者

，
如

今
已

是
傳

媒
主

管
、

記
協

主
席

、
律

師
、

投
資

銀
行

家
、

特
區

政
府

副
局

長
，

等
等

。
各

人
政

見
不

同
，

但
對

李
後

的
悼

念
則

一
。

他
們

讚
揚

這
位

不
一

樣
的

京
官

「
率

直
清

廉
，

真
心

為
香

港

籌
謀

」
，

「
一

直
過

着
低

調
儉

樸
的

生
活

，
直

至
離

世
，

風
範

依
然

。
」

李
後

淡
出

政
壇

後
，

無
權

無
勢

，
早

已
被

很
多

人

遺
忘

。
因

此
，

這
種

發
自

香

港
記

者
內

心
，

對
一

位
共

產
黨

高
級

幹
部

的
高

度
評

價
，

尤
其

可
貴

。
李

後
在

天
之

靈
應

該
感

到
欣

慰
。

十
、
被
驅
逐
出
境
的
左
派
電
影
人

—
—
司
馬
文
森
、
舒
適
、
沈
寂

1951年
，

香
港

永
華

影
業

公
司

因
財

務
問

題
欠

薪
，

到
年

底
共

拖
欠

員
工

3個
月

工
資

。
編

劇
沈

寂
與

副
導

演
楊

華
被

選
為

代
表

，
向

廠
方

交
涉

，
但

被
開

除
。

員
工

於
是

堅
持

不
肯

離
廠

，
得

到
左

派
電

影
工

作
者

和
報

刊
發

表
文

章
聲

援
。

最
後

，
廠

方
答

應
員

工
，

於
1952年

1月
10日

付
清

全
部

欠
薪

。

1月
10日

當
天

，
港

英
政

府
將

司
馬

文
森

及
馬

國
亮

、
齊

聞
韶

、
劉

瓊
、

舒
適

等
八

名
電

影
工

作
者

遞
解

出
境

，
中

國
外

交
部

曾
向

英
國

政
府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

「
深

切
悼

念
李

後
」

的
啓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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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電

影
《

清
宮

秘
史

》
中

飾
演

光
緒

皇
帝

的
舒

適
憶

述
被

遞
解

出
境

的

經
歷

：

打
鼓
嶺
一
間
小
差
館
，
那
間
差
館
處
於
邊
境
旁
，
對
開
就
是
鐵
絲
網
，

中
港
分
界
的
地
方
，
而
鐵
絲
網
上
有
個
洞
，
他
讓
我
們
從
鐵
絲
網
那
個
洞
走

過
去
，
走
過
深
圳
那
條
河
。
當
時
是
冬
天
，
河
裏
只
有
一
點
點
水
，
我
們
涉

水
到
河
的
另
一
邊
。
在
我
們
未
過
去
時
，
那
位
香
港
幫
辦
先
喊
過
去
：
「
同

志
呀
，
這
幾
個
人
你
們
要
不
要
？
」
解
放
軍
就
說
了
一
個
單
字
：
「
要
！
」

我
們
登
時
說
：
「
我
們
不
去
，
要
去
也
要
從
羅
湖
過
去
。
」
但
他
說
：
「
唔

得
架
嘞
！
你
不
要
為
難
我
們
啦
！
你
哋
番
去
啦
！
你
哋
番
嚟
，
我
哋
就
要
上

吊
啦
！
」
（
作
吊
頸
狀
）
。
整
件
事
很
滑
稽
，
像
玩
耍
一
樣
⋯
⋯
結
果
，
只

有
劉
瓊
和
狄
梵
從
羅
湖
過
去
，
因
為
他
們
的
孩
子
剛
出
生
不
久
。
7
7

1949年
末

，
沈

寂
受

聘
為

永
華

影
業

的
編

劇
，

來
到

香
港

。
他

編
寫

了
《

狂

風
之

夜
》

、
《

神
鬼

人
》

、
《

白
日

夢
》

等
劇

本
，

成
為

香
港

電
影

界
最

年
輕

的

編
劇

。
他

憶
述

當
時

被
遞

解
的

情
景

：

我
住
九
龍
城
牛
池
灣
大
觀
園
農
場
內
，
警
署
的
汽
車
停
在
農
場
外
面
。

車
子
駛
到
九
龍
城
「
差
館
」
，
將
我
關
進
監
獄
。
我
提
出
抗
議
，
沒
人
理

我
。
大
約
過
了
半
個
小
時
，
有
兩
個
「
差
人
」
押
着
我
上
了
一
輛
囚
車
。
我

從
裝
有
鐵
柵
的
車
窗
內
望
出
去
，
只
見
警
車
駛
過
街
市
，
朝
山
上
疾
駛
，
直

達
打
鼓
嶺
警
署
。
英
警
官
取
出
一
張
早
已
準
備
好
的
紙
張
，
用
英
語
宣
讀

「
按
照
香
港
法
令
規
定
，
沈
寂
因
不
受
港
督
歡
迎
，
終
身
驅
逐
出
境
」
。
更

令
我
驚
惶
的
是
他
們
要
把
我
驅
逐
到
哪
裏
去
？
如
果
去
台
灣
，
則
無
異
將
我

推
入
地
獄
。
我
心
裏
不
由
得
緊
張
、
惶
恐
，
表
示
拒
不
接
受
。
「
差
人
」
要

我
在
狀
紙
上
打
手
印
，
我
不
服
從
。
他
們
就
給
我
戴
上
手
銬
，
強
迫
我
在
紙

上
蓋
了
十
個
手
指
的
手
印
，
根
本
不
容
我
反
抗
。
那
三
個
押
我
到
打
鼓
嶺
的

便
衣
「
差
人
」
一
擁
而
上
，
又
將
我
推
出
警
署
，
押
上
押
我
來
的
汽
車
。
然

7
7
  《

理
想

年
代

—
—

長
城

、
鳳

凰
的

日
子

》
，

香
港

影
人

口
述

歷
史

叢
書

2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4
0
頁

。

後
把
手
銬
脫
下
，
又
出
乎
我
意
外
地
將
汽
車
的
車
篷
落
下
。
從
打
鼓
嶺
下

山
，
在
廣
袤
的
田
野
上
疾
駛
。
汽
車
向
北
直
駛
，
不
久
便
到
達
羅
湖
邊
界
。

我
這
才
明
白
他
們
「
驅
逐
」
我
回
祖
國
。
我
開
始
安
下
心
來
，
而
且
感
到
振

奮
和
喜
悅
。
當
他
們
請
我
下
車
，
「
伴
」
我
到
邊
界
的
鐵
絲
網
前
時
，
指
指

前
面
深
圳
那
邊
：
「
你
們
是
自
己
人
！
」
於
是
我
跨
出
羅
湖
的
邊
界
，
沿
着

從
羅
湖
到
深
圳
的
一
條
很
長
的
鐵
路
軌
道
，
向
前
走
去
。
當
我
到
深
圳
邊
界

時
，
從
營
房
裏
走
出
一
位
年
輕
幹
部
，
站
在
鐵
絲
網
後
，
面
帶
笑
容
地
望
着

我
。
我
告
訴
他
：
「
我
叫
沈
寂
，
被
香
港
政
府
驅
逐
出
境
⋯
⋯
」
還
沒
有
說

完
，
他
好
像
早
就
知
道
一
樣
，
緊
緊
和
我
握
手
，
熱
情
地
回
答
：
「
我
們
歡

迎
你
！
」
我
回
首
向
羅
湖
那
邊
的
「
差
人
」
揮
手
，
聽
到
他
們
傳
來
的
笑

聲
。
7
8

沈
寂

受
到

深
圳

當
局

軍
管

會
的

熱
誠

接
待

。
首

長
還

告
訴

沈
寂

：
「

昨
天

深

夜
，

司
馬

文
森

、
劉

瓊
、

舒
適

、
狄

梵
、

齊
聞

韶
、

楊
華

等
六

人
也

被
驅

逐
，

今

天
早

晨
去

了
廣

州
。

」
全

國
各

報
發

表
消

息
，

稱
我

們
是

在
反

帝
前

線
的

愛
國

志

士
。

一
天

後
，

白
沉

和
蔣

偉
也

到
廣

州
。

在
幾

次
盛

況
空

前
的

歡
迎

會
上

，
傳

達

了
周

總
理

的
關

心
。

在
政

協
和

文
聯

的
座

談
會

上
，

他
們

控
訴

香
港

政
府

的
無

理
。

廣
州

的
領

導
為

了
保

護
他

們
在

香
港

的
家

屬
，

派
人

特
將

眷
屬

接
回

廣
州

。

沈
寂

在
廣

州
看

到
了

他
編

劇
的

香
港

電
影

《
狂

風
之

夜
》

，
因

題
材

配
合

內
地

的

土
地

改
革

，
受

到
歡

迎
。

他
大

受
鼓

舞
，

一
個

月
內

編
寫

了
《

一
年

之
計

》
和

《
蜜

月
》

兩
個

劇
本

，
後

來
都

在
香

港
拍

成
電

影
，

因
為

是
被

驅
逐

，
不

能
署

名

沈
寂

編
劇

。
《

一
年

之
計

》
在

內
地

放
映

，
於

1956年
榮

獲
中

央
文

化
部

頒
發

的

榮
譽

獎
，

導
演

朱
石

麟
在

北
京

領
獎

，
途

經
上

海
時

，
將

獎
章

轉
贈

給
沈

寂
，

作

為
紀

念
。

沈
寂

在
1952年

4月
回

到
上

海
，

被
分

配
到

上
海

電
影

製
片

廠
擔

任
行

政
工

作
。

1957年
反

右
時

，
被

劃
成

右
派

，
朋

友
取

笑
他

：
「

在
香

港
是

左
派

，
回

大
陸

成
了

右
派

了
。

」
到

了
「

文
革

」
，

造
反

派
公

佈
沈

寂
的

罪
狀

：
在

香
港

寫

7
8
 

沈
寂

：
〈

我
被

港
英

政
府

終
身

驅
逐

出
境

〉
，

《
世

紀
》

2
0
0
7
年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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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本

，
是

向
海

外
放

毒
，

「
榮

譽
」

獎
章

，
就

是
鐵

證
，

還
誣

稱
他

名
為

被
香

港

驅
逐

，
實

際
上

是
派

遣
到

國
內

來
反

黨
反

祖
國

的
文

化
特

務
，

被
清

除
出

文
藝

隊

伍
，

下
放

勞
改

。
「

文
革

」
結

束
，

沈
寂

才
回

到
電

影
廠

工
作

。

1997年
7月

1日
，

香
港

回
歸

。
上

海
電

影
界

舉
行

慶
祝

會
，

由
舒

適
代

表

朗
讀

詩
文

：
「

過
去

，
香

港
總

督
無

理
將

我
們

驅
逐

，
今

天
，

港
督

自
己

撤
離

香

港
！

」
全

場
熱

烈
鼓

掌
。
7
9

司
馬
文
森

，
福

建
泉

州
人

，
1916年

出
生

。
童

年
曾

到
菲

律
賓

做
工

，
1931

年
回

到
家

鄉
，

就
讀

於
泉

州
的

黎
明

中
學

，
1932年

任
共

青
團

泉
州

特
支

委
員

，

中
共

泉
州

特
區

委
員

。

1946年
6月

，
受

通
緝

追
捕

，
避

難
前

往
香

港
。

曾
任

中
共

香
港

工
委

委

員
，

負
責

電
影

工
作

，
從

1949年
冬

到
1951年

4月
，

短
短

的
一

年
半

時
間

內
創

作
了

六
部

電
影

劇
本

（
《

海
角

亡
魂

》
、

《
海

外
尋

夫
》

、
《

火
鳳

凰
》

、
《

南

海
漁

歌
》

、
《

血
海

仇
》

和
《

娘
惹

》
）

，
均

拍
攝

成
影

片
，

陸
續

在
香

港
、

東

南
亞

上
映

。

1951年
4月

，
擔

任
香

港
《

文
匯

報
》

總
主

筆
，

負
責

中
共

香
港

工
委

報
刊

工
作

。司
馬

文
森

被
驅

逐
出

境
回

到
廣

州
，

繼
續

任
中

共
港

澳
工

委
委

員
，

負
責

海
外

宣
傳

工
作

，
任

「
三

聯
」

辦
事

處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
大

公
報

》
、

《
中

國
新

聞
社

》
聯

合
辦

事
處

）
主

任
，

曾
參

加
珠

江
電

影
製

片
廠

的
籌

備
工

作
。

1955年
，

奉
調

到
外

交
部

，
出

任
中

國
駐

印
尼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贊
。

司
馬

文
森

著
有

長
篇

小
說

《
雨

季
》

、
《

風
雨

桐
江

》
、

《
南

洋
淘

金

記
》

，
小

說
散

文
集

《
尚

仲
衣

教
授

》
、

《
粵

北
散

記
》

、
《

人
間

》
等

。
8
0

香
港

左
派

電
影

教
父

廖
一

原
說

：
「

文
革

」
期

間
，

中
國

駐
法

國
大

使
館

文

化
參

贊
司

馬
文

森
奉

召
返

國
，

剛
在

北
京

下
飛

機
，

就
被

人
五

花
大

綁
，

稍
後

更

給
「

造
反

派
」

抓
去

揪
鬥

。
1968年

，
被

迫
害

去
世

，
終

年
52歲

。
8
1

7
9
 

沈
寂

：
〈

我
被

港
英

政
府

終
身

驅
逐

出
境

〉
，

《
世

紀
》

2
0
0
7
年

4
期

。
8
0
 

司
馬
小
莘
〈
司
馬
文
森
和
電
影
〉
，
《
新
文
學
史
料
》
2
0
0
9
年
1
期
；
楊
益
群
、
司
馬
小
莘
、
陳
乃
剛
編
：
《
司

馬
文

森
研

究
資

料
》

；
《

中
國

作
家

網
》

。
8
1
 

張
家

偉
：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
2
1
6
頁

。

十
一
、
新
亞
書
院

—
—
國
共
爭
鬥
、
東
西
方
冷
戰
下
的
產
物

香
港

嶺
南

大
學

歷
史

系
助

理
教

授
周

愛
靈

博
士

著
有

：
《

花
果

飄
零

—
—

冷
戰

時
期

殖
民

地
的

新
亞

書
院

》
，

8
2用

了
整

整
一

章
：

〈
抗

衡
共

產
，

推
動

文
化

—
—

美
國

非
政

府
組

織
對

香
港

的
投

資
〉

，
44頁

的
篇

幅
（

佔
全

書
六

分

之
一

）
，

詳
細

敍
述

美
國

非
政

府
組

織
（

N
ongovernm

ental O
rganization，

N
G
O

）
對

新
亞

書
院

的
投

資
，

包
括

雅
禮

協
會

（
Y
ale-C

hina A
ssociation）

、

亞
洲

基
金

會
（

T
he A

sia Foundation）
、

福
特

基
金

會
（

Ford Foundation）
，

 

如
何

「
以

學
術

研
究

和
教

育
來

否
定

共
產

主
義

」
。

周
愛

靈
說

：
「

在
新

亞
書

院
成

立
初

期
，

不
同

的
美

國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資

助
，

是
新

亞
得

以
生

存
的

關
鍵

。
」
8
3

這
個

說
法

不
對

。

台
灣
對
新
亞
的
資
助

劉
國

強
、

郭
文

德
合

著
的

〈
新

亞
書

院
簡

史
〉

寫
道

：
「

開
學

兩
個

月

後
⋯

⋯
新

亞
隨

即
陷

入
極

度
困

難
中

。
新

亞
當

時
從

學
生

所
取

到
的

學
費

，
只

佔

書
院

總
開

支
的

20%
，

遠
不

足
夠

，
只

好
如

張
丕

介
先

生
所

形
容

的
，

學
效

武
訓

要
有

行
乞

辦
學

的
精

神
。

一
方

面
錢

校
長

到
台

籌
募

捐
助

，
一

方
面

教
師

暫
緩

領

薪
酬

，
四

處
張

羅
。

」
8
4

史
學

家
余

英
時

寫
道

：
「

1950年
冬

，
錢

先
生

赴
台

北
募

款
見

當
時

國
民

政
府

的
總

統
蔣

介
石

，
得

蔣
答

應
自

總
統

府
辦

公
費

中
節

省
，

每
月

支
持

新
亞

3,000元
。

」
8
5

1950年
奉

蔣
介

石
之

命
來

香
港

進
行

調
研

的
國

民
黨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雷

震
，

於
11月

2日
「

呈
總

統
蔣

中
正

報
告

」
中

建
議

：
「

港
澳

有
大

學
數

所
，

在

8
2
 

周
愛
靈
：
《
花
果
飄
零
—
—
冷
戰
時
期
殖
民
地
的
新
亞
書
院
》
，
商
務
印
書
館
，
2
0
1
0
年
1
2
月
。
以
下
簡
稱
《
花

果
飄

零
》

。
據

嶺
南

大
學

網
頁

介
紹

，
作

者
生

於
香

港
，

在
美

國
長

大
和

接
受

教
育

。
作

者
在

〈
後

記
〉

表
示

，
這

本
書

是
根

據
她

在
夏

威
夷

大
學

的
博

士
論

文
翻

譯
而

成
。

     「
花

果
飄

零
」

一
詞

的
發

明
人

是
唐

君
毅

。
1
9
6
2
年

9
月

2
0
日

的
唐

君
毅

日
記

記
載

：
「

上
午

校
改

花
果

飄
零

與
靈

根
自

植
一

文
。

」
花

果
飄

零
是

因
，

靈
根

自
植

是
果

。
創

辦
新

亞
書

院
，

就
是

靈
根

自
植

的
具

體
表

現
。

只
講

前
者

，
不

提
後

者
，

是
以

偏
概

全
，

輕
重

不
分

，
有

違
唐

君
毅

的
本

意
。

8
3
  《

花
果

飄
零

》
，

7
4
頁

。
8
4
  《

前
進

一
甲

子
—

—
新

亞
書

院
歷

史
圖

片
集

》
。

錢
校

長
，

指
錢

穆
。

8
5
 

錢
穆

：
《

師
友

雜
憶

》
，

東
大

圖
書

，
1
9
9
2
年

，
2
5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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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立
場

上
是

反
共

的
，

在
經

費
方

面
是

堅
苦

撐
持

，
如

錢
穆

等
來

港
創

辦
之

新

亞
學

院
」

。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於

同
年

12月
11日

舉
行

會
議

，
討

論
通

過
「

關
於

雷
震

同

志
報

告
之

審
查

意
見

」
：

「
支

持
錢

穆
在

港
創

辦
之

新
亞

學
院

，
請

由
教

育
部

予

以
協

助
。

」
8
6

也
許

國
民

黨
出

於
對

港
英

政
策

的
考

慮
，

結
果

資
助

不
是

由
教

育
部

出
數

，

而
是

由
總

統
府

辦
公

費
撥

款
。

余
英

時
是

新
亞

書
院

的
第

一
代

學
生

，
也

是
創

辦
人

錢
穆

最
優

秀
、

著
述

成

果
最

驕
人

的
入

室
弟

子
。

錢
穆

為
新

亞
四

出
奔

波
、

運
交

華
蓋

的
窘

困
境

況
，

在
余

英
時

筆
下

，
表

露

無
遺

：

我
在
新
亞
先
後
只
讀
了
兩
年
半
，
正
值
新
亞
書
院
最
艱
困
的
時
期
，
錢

先
生
常
常
要
奔
走
於
香
港
與
台
北
之
間
，
籌
募
經
費
。
1950年

年
底
，
他

第
一
次
去
台
北
，
大
約
停
留
了
兩
三
個
月
，
好
像
1950年

的
春
季
，
他
沒

有
開
課
。
1951年

冬
他
又
去
了
台
北
，
不
久
便
發
生
了
在
聯
合
國
同
志
會

演
講
而
禮
堂
倒
塌
的
事
件
。
錢
先
生
頭
破
血
流
，
昏
迷
了
兩
三
天
，
幾
乎
死

去
。
所
以
整
個
1952年

春
季
他
都
在
台
灣
療
養
。
1952年

夏
初
，
新
亞
書

院
舉
行
笫
一
屆
畢
業
典
禮
，
我
是
三
個
畢
業
生
之
一
。
8
7

創
辦

於
1950年

的
新

亞
書

院
，

成
立

初
期

得
以

生
存

的
關

鍵
，

是
來

自
台

灣

的
資

助
，

而
不

是
美

國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資

助
。

新
亞

得
到

手
的

美
援

、
美

元
，

是
1954年

以
後

的
事

。

余
英

時
說

：
「

1951年
是

新
亞

在
物

質
方

面
最

艱
困

的
階

段
，

但
卻

也
是

精

8
6
 

喬
寶

泰
：

〈
中

央
政

府
遷

臺
初

期
之

中
國

國
民

黨
港

澳
政

策
—

—
以

雷
震

、
洪

蘭
友

之
赴

港
建

議
為

例
（
1
9
5
0
-1
9
5
1
）
〉
，
《
港
澳
與
近
代
中
國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
國
史
館
，
民
國
8
9
年
（
2
0
0
0
年
）
5
月
，

6
5
8
頁
。

8
7
 

2
0
0
3
年

6
月

曾
到

普
林

斯
頓

訪
問

余
英

時
的

周
愛

靈
，

只
參

考
了

一
部

《
現

代
儒

學
論

》
（

八
方

文
化

，
1
9
9
6

年
）

，
錯

過
了

余
英

時
兩

篇
追

念
恩

師
錢

穆
的

鴻
文

：
〈

猶
記

風
吹

水
上

鱗
—

—
敬

悼
錢

賓
四

師
〉

和
〈

一
生

為
故

國
招

魂
—

—
敬

悼
錢

賓
四

師
〉

。
這

兩
篇

感
人

至
深

的
文

章
提

到
錢

穆
創

辦
新

亞
書

院
的

一
些

關
鍵

細
節
。
均
見
於
《
現
代
學
人
與
學
術
》
，
《
余
英
時
文
集
》
第
5
卷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6
年
2
月
；
《
現

代
危

機
與

思
想

人
物

》
，

「
余

英
時

作
品

系
列

」
六

種
，

三
聯

書
店

，
2
0
0
5
年

1
月

。

神
方

面
最

昂
揚

的
時

代
，

1954年
新

亞
獲

得
美

國
雅

禮
協

會
的

支
持

，
初

步
擺

脫
了

經
濟

困
窘

；

1963年
新

亞
加

入
中

文
大

學
，

終
於

成
為

現
代

式
大

學
的

一
個

成
員

學
院

。
」
8
8

周
愛

靈
還

寫
道

：
「

錢
穆

也
曾

經
從

蔣
介

石

的
總

統
私

人
庫

存
中

，
成

功
為

新
亞

書
院

徵
集

資

金
」

。
她

引
用

了
雅

禮
協

會
一

份
機

密
報

告
說

：

「
錢

穆
是

唯
一

一
個

曾
經

接
受

過
台

灣
經

濟
援

助

的
大

學
校

長
，

並
且

是
直

接
由

蔣
介

石
本

人
的

『
個

人
資

金
』

處
撥

出
款

項
的

。
」
8
9

蔣
介

石
是

從
大

陸
播

遷
台

灣
的

中
華

民
國

總

統
、

國
民

黨
總

裁
，

掌
控

了
台

灣
一

切
政

府
資

源
，

黨
庫

通
國

庫
。

「
總

統
府

辦
公

費
」

也
不

應

理
解

為
蔣

個
人

的
私

己
、

個
人

資
金

。
資

助
新

亞

書
院

，
不

是
出

於
個

人
喜

好
的

捐
贈

，
而

是
對

抗

中
共

的
黨

、
政

行
為

。
余

英
時

也
只

是
說

「
錢

先
生

常
常

要
奔

走
於

香
港

與
台

北

之
間

，
籌

募
經

費
」

，
沒

有
說

經
費

來
自

蔣
介

石
的

私
囊

。

1953年
10月

，
負

責
來

亞
太

地
區

進
行

調
查

的
耶

魯
大

學
歷

史
系

主
任

盧

定
教

授
（

Professor H
arry R

udin）
得

出
「

由
蔣

介
石

本
人

的
『

個
人

資
金

』

處
撥

出
款

項
」

的
看

法
，

也
許

只
是

新
亞

校
方

對
盧

定
的

說
辭

，
目

的
是

爭
取

美

援
，

也
有

助
於

新
亞

提
高

學
術

地
位

，
與

耶
魯

、
哈

佛
等

美
國

高
等

學
府

，
建

立

學
術

交
流

的
關

係
。

如
果

實
話

實
說

，
表

明
台

北
官

方
已

有
財

政
支

援
，

美
國

人

還
會

提
供

資
助

嗎
 ?!

篳
路
藍
縷
，
以
啓
山
林

毛
澤

東
曾

在
1949年

8月
奪

取
全

國
政

權
前

夕
，

對
錢

穆
極

盡
嘲

諷
之

能

事
：

8
8
  《

新
亞

精
神

與
中

國
文

化
》

〈
中

國
文

化
的

檢
討

與
前

瞻
〉

序
言

：
8
8
頁

8
9
  《

花
果

飄
零

》
，

8
9
、

1
1
3
頁

。
C
o
n
fid

e
n
tia

l R
e
p
o
rt, R

u
d
in
, 1

 O
c
to
b
e
r 1

9
5
3
, Y

C
2
3
2
-8
8
-6
0
6
.

新
亞

書
院

創
辦

人
錢

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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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侵
略
的
必
要
，
帝
國
主
義
給
中
國
造
成
了
數
百
萬
區
別
於
舊
式
文

人
或
士
大
夫
的
新
式
的
大
小
知
識
分
子
。
對
於
這
些
人
，
帝
國
主
義
及
其
走

狗
中
國
的
反
動
政
府
只
能
控
制
其
中
的
一
部
份
人
，
到
了
後
來
，
只
能
控
制

其
中
的
極
少
數
人
，
例
如
，
胡
適
、
傅
斯
年
、
錢
穆
之
類
，
其
他
都
不
能
控

制
了
，
他
們
走
到
了
它
的
反
面
。
9
0

新
華

社
發

表
了

毛
澤

東
這

篇
文

章
之

後
兩

個
月

，
錢

穆
從

內
地

來
到

香
港

。

1950年
創

辦
了

新
亞

書
院

。
余

英
時

用
「

一
生

為
故

國
招

魂
」

七
個

字
，

道
盡

了

錢
穆

的
苦

心
孤

詣
。

《
花

果
飄

零
》

的
作

者
在

美
國

長
大

，
缺

少
對

香
港

早
期

和
新

亞
書

院
的

感

性
認

識
，

無
法

表
達

出
錢

穆
「

篳
路

藍
縷

，
以

啓
山

林
」

的
新

亞
精

神
：

「
手

空

空
無

一
物

，
路

遙
遙

無
止

境
，

亂
離

中
流

浪
裏

，
餓

我
體

膚
勞

我
精

，
艱

險
我

奮

進
，

困
乏

我
多

情
，

千
斤

擔
子

兩
肩

挑
，

趁
青

春
，

結
隊

向
前

行
。

」
9
1

錢
穆

在
《

師
友

雜
憶

十
五

．
新

亞
書

院
》

說
：

學
生
來
源
則
多
半
為
大
陸
流
亡
之
青
年
，
尤
以
調
景
嶺
難
民
營
中
來
者

佔
絕
大
比
數
。
彼
輩
皆
不
能
繳
學
費
，
更
有
在
學
校
天
台
上
露
宿
，
及
蜷
臥

三
、
四
樓
之
樓
梯
上
者
。
遇
余
晚
間
八
、
九
時
返
校
，
樓
梯
上
早
已
不
通

行
，
須
多
次
腳
踏
鋪
被
而
過
。

余
英

時
說

：
「

這
完

全
是

我
親

見
的

事
實

，
雖

然
我

並
不

屬
於

天
台

或
樓

梯

間
的

一
群

。
」

重
讀

余
英

時
憶

述
與

錢
穆

的
師

生
情

，
依

然
能

感
受

到
當

時
辦

學
的

艱
難

和

辛
酸

：

我
第
一
次
見
到
錢
先
生
是
1
9
5
0
年
的
春
天
，
我
剛
剛
從
北
平
到
香

港
，
父
親
告
訴
我
錢
先
生
剛
剛
在
這
裏
創
辦
了
新
亞
書
院
，
要
我
去
跟
錢
先

9
0
  〈

丟
掉

幻
想

，
準

備
鬥

爭
〉

，
《

毛
澤

東
選

集
》

第
四

卷
。

如
果

筆
者

沒
有

記
錯

的
話

，
這

是
毛

澤
東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唯
一

一
次

提
到

錢
穆

。
9
1
 

錢
穆

填
詞

的
「

新
亞

書
院

校
歌

」
。

生
念
書
。
錢
先
生
雖
然
在
中
國
是
望
重
一
時
的
學
者
，
而
且
我
早
就
讀
過
他

的
《
國
史
大
綱
》
和
《
中
國
近
三
百
年
學
術
史
》
，
也
曾
在
燕
大
圖
書
館
中

參
考
過
《
先
秦
諸
子
繫
年
》
，
但
是
他
在
香
港
卻
沒
有
很
大
的
號
召
力
。
當

時
新
亞
書
院
初
創
，
學
生
一
共
不
超
過
20人

，
而
且
絕
大
多
數
是
從
大
陸
流

亡
來
的
難
民
子
弟
，
九
龍
桂
林
街
時
代
的
新
亞
更
談
不
上
是
「
大
學
」
的
規

模
，
校
舍
簡
舊
得
不
成
樣
子
，
圖
書
館
則
根
本
不
存
在
。

有
一
年
的
暑
假
，
香
港
奇
熱
，
他

（
錢

穆
）
又
犯
了
嚴
重
的
胃
潰
瘍
，

一
個
人
孤
零
零
地
躺
在
一
間
空
教
室
的
地
上
養
病
。
我
去
看
他
，
心
裏
真
為

他
感
到
難
受
。
我
問
他
：
「
有
甚
麼
事
要
我
幫
你
做
嗎
？
」
他
說
：
「
我
想

讀
王
陽
明
的
文
集
。
」
我
便
去
商
務
印
書
館
給
他
買
了
一
部
來
。
我
回
來
的

時
候
，
他
仍
然
是
一
個
人
躺
在
教
室
的
地
上
，
似
乎
新
亞
書
院
全
是
空
的
。

重
提

這
段

歷
史

是
要

說
明

：
錢

穆
保

存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抗
衡

大
陸

向
共

產

世
界

一
邊

倒
的

辦
學

目
標

。
新

亞
書

院
的

成
立

，
是

國
共

爭
鬥

、
東

西
方

冷
戰

下

的
產

物
。

新
亞

書
院

的
發

展
，

也
許

可
以

用
「

弔
詭

」
二

字
來

形
容

。
其

中
最

具
象

徵

意
義

的
就

是
國

旗
事

件
。

今
天

的
新

亞
校

史
，

對
當

年
被

視
為

新
亞

校
恥

的
懸

掛

中
華

民
國

國
旗

事
件

，
已

避
而

不
談

，
諱

莫
如

深
。

1960年
的
國
旗
事
件

新
亞

另
一

位
創

辦
人

唐
君

毅
在

1960年
的

日
記

裏
，

對
懸

掛
「

青
天

白
日

滿

地
紅

」
旗

的
記

載
如

下
：

9月
8日
：
下
午
至
教
育
司
為
國
慶
懸
旗
事
，
教
育
司
意
欲
新
亞
停
掛
國

旗
，
我
略
說
懸
旗
之
理
由
。

9月
27日

：
4時
校
務
會
議
，
決
定
仍
掛
國
旗
。

9月
29日

：
我
力
主
對
懸
旗
事
不
能
讓
步
。

10月
7日
：
下
午
4時
學
校
董
事
會
開
會
，
我
列
席
為
國
旗
事
發
言
。

10月
8日
：
下
午
校
務
會
議
，
議
決
國
旗
事
暫
忍
痛
遵
港
府
命
令
停

掛
，
另
組
小
組
會
計
劃
來
年
不
受
港
府
津
貼
辦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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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9日
：
明
日
為
國
慶
日
，
對
新
亞
而
言
則
為
校
恥
日
也
。

10月
10日

：
出
外
看
國
旗
，
下
午
歸
。

10月
11日

：
助
教
覺
理
想
幻
滅
欲
辭
職
，
念
學
校
辜
負
青
年
之
理
想

者
甚
多
，
終
日
為
之
不
豫
。

形
勢

比
人

強
。

既
然

新
亞

在
財

政
上

要
依

賴
香

港
政

府
的

津
貼

，
在

1961年

和
62年

的
日

記
裏

，
唐

君
毅

已
不

再
提

新
亞

停
掛

國
旗

之
事

，
祇

有
在

10月
10日

雙
十

節
「

下
午

遊
車

河
看

國
旗

」
、

「
出

外
看

國
旗

」
的

記
載

，
聊

以
抒

懷
。
9
2

難
怪

余
英

時
說

：
「

我
可

以
毫

不
遲

疑
地

說
，

在
他

們
9
3的

意
識

深
處

，
新

亞
硬

件
每

一
步

發
展

也
就

是
新

亞
原

始
精

神
—

—
軟

件
—

—
的

每
一

次
變

異
。

⋯
⋯

1977年
中

文
大

學
改

制
完

成
，

包
括

錢
、

唐
兩

先
生

在
內

的
新

亞
舊

董

事
集

體
辭

職
。

」

美
國
N
G
O
對
新
亞
的
資
助

美
國

非
政

府
組

織
（

N
G

O
）

—
—

雅
禮

協
會

、
亞

洲
基

金
會

、
福

特
基

金

會
—

—
對

新
亞

書
院

的
資

助
，

懷
有

甚
麼

目
的

？

在
毛

澤
東

眼
裏

，
這

是
帝

國
主

義
一

貫
的

文
化

侵
略

：
「

美
帝

國
主

義
比

較

其
他

帝
國

主
義

國
家

，
在

很
長

的
時

間
內

，
更

加
注

重
精

神
侵

略
方

面
的

活
動

，

由
宗

教
事

業
，

推
廣

到
『

慈
善

』
事

業
和

文
化

事
業

。
」
9
4

周
愛

靈
雖

然
強

調
這

些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獨

立
性

，
但

也
承

認
：

「
這

些
組

織

要
在

共
產

主
義

以
外

，
提

供
教

育
的

選
擇

，
其

實
也

符
合

美
國

官
方

當
時

要
以

教

育
來

遏
制

共
產

主
義

的
政

策
。

」

1954年
成

立
的

亞
洲

基
金

會
，

前
身

是
1951年

創
立

的
自

由
亞

洲
委

員
會

，

具
有

清
晰

的
政

治
目

的
：

「
應

付
美

國
和

東
方

集
團

在
冷

戰
中

互
相

對
抗

的
局

面
，

它
得

到
了

中
央

情
報

局
的

秘
密

資
助

，
在

公
開

場
合

，
它

推
行

學
術

交
流

計

9
2
  《

唐
君

毅
全

集
》

卷
二

十
七

。
 

記
得

六
、

七
十

年
代

，
每

逢
十

一
和

雙
十

臨
近

，
左

派
和

右
派

機
構

定
必

佈
置

政
治

色
彩

濃
郁

的
巨

幅
宣

傳
畫

，
有

政
治

傾
向

的
家

庭
就

在
窗

外
掛

出
五

星
紅

旗
或

青
天

白
日

滿
地

紅
旗

。
國

共
兩

大
陣

營
互

別
瞄

頭
，

交
織

成
片

片
旗

海
，

蔚
為

奇
觀

。
9
3
 

指
錢

穆
、

唐
君

毅
。

9
4
  〈

「
友

誼
」

，
還

是
侵

略
？

〉
《

毛
澤

東
選

集
》

第
四

卷
。

劃
⋯

⋯
」
9
5

亞
洲

基
金

會
認

為
，

香
港

在
情

報
和

教
育

方
面

，
有

重
大

的
戰

略
價

值
，

是

出
版

自
由

世
界

華
文

刊
物

和
媒

體
的

中
心

，
研

究
當

代
中

共
時

事
新

聞
的

基
地

，

也
是

收
集

反
共

資
訊

，
宣

揚
非

共
產

主
義

思
想

與
學

習
的

理
想

地
點

。
9
6

韓
鐵

引
述

美
國

學
者

布
魯

斯
．

卡
明

思
教

授
說

，
福

特
基

金
會

是
在

與
中

央

情
報

局
密

切
磋

商
下

，
幫

助
並

造
就

了
戰

後
的

地
區

研
究

和
比

較
政

治
學

科
。
9
7

韓
鐵

還
列

舉
了

一
些

例
子

，
反

映
出

「
國

家
—

—
情

報
機

構
—

—
基

金

會
」

，
或

者
「

政
府

、
情

報
部

門
以

及
學

術
界

」
三

者
的

密
切

關
係

。

例
一
：

1953年
，

脫
黨

十
五

年
、

身
在

香
港

的
前

中
共

領
導

人
張

國
燾

決
定

與
美

國
新

聞
署

駐
港

人
員

羅
伯

特
．

伯
頓

合
作

撰
寫

一
部

自
傳

。
後

來
通

過
自

由

亞
洲

委
員

會
與

福
特

基
金

會
緊

急
資

助
，

請
求

華
盛

頓
大

學
出

面
擔

當
張

國
燾

傳

記
寫

作
的

美
方

主
管

機
構

。
1972年

，
張

國
燾

的
《

我
的

回
憶

》
英

文
版

終
於

由

堪
薩

斯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
中

文
版

經
《

明
報

月
刊

》
連

載
，

再
結

集
成

書
。

例
二
：

1950-1954年
服

務
於

香
港

的
美

國
領

事
館

，
每

天
編

寫
《

中
國

新

聞
簡

報
》

的
霍

華
鎮

．
波

曼
，

1955年
獲

得
洛

克
菲

勒
公

職
獎

，
回

到
美

國
在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撰
寫

題
為

「
共

產
黨

對
中

國
的

影
響

」
的

文
章

。
波

曼
在

香
港

期

間
，

與
福

特
基

金
會

人
員

建
立

了
密

切
的

聯
繫

。
9
8

撫
今

追
昔

，
新

亞
書

院
今

天
得

以
枝

繁
葉

茂
，

樹
人

不
斷

，
全

靠
一

批
花

果

飄
零

的
反

共
文

人
南

渡
香

港
艱

苦
辦

學
，

靈
根

自
植

，
也

全
靠

國
民

黨
蔣

介
石

、

美
國

基
金

會
財

政
上

給
予

資
助

，
以

及
後

來
被

港
英

政
府

收
編

，
組

成
中

文
大

學
。

今
天

，
儘

管
冷

戰
思

維
還

沒
有

完
全

消
散

，
中

美
兩

個
大

國
至

少
不

再
是

你

死
我

活
的

敵
對

狀
態

，
而

是
「

誰
也

離
不

開
誰

」
。

美
利

堅
成

為
最

多
中

國
留

學

生
，

包
括

中
國

領
導

人
的

子
孫

輩
趨

之
若

鶩
的

國
家

。
在

內
地

，
胡

適
、

傅
斯

年
、

錢
穆

已
從

昔
日

被
批

判
的

對
象

，
變

成
逐

漸
得

到
知

識
界

越
來

越
多

的
肯

定
。

他
們

的
著

作
和

傳
記

也
能

夠
堂

而
皇

之
地

出
版

。
被

毛
澤

東
嘲

諷
過

的
燕

京

9
5
 

唐
耐

心
N
a
n
c
y B

e
rn
ko

p
f T

u
c
ke

r：
《

不
確

定
的

友
情

—
—

台
灣

、
香

港
與

美
國

1
9
4
5
至

1
9
9
2
》

，
台

灣
新

新
聞

文
化

事
業

，
1
9
9
5
年

3
月

，
1
6
0
頁

。
9
6
 《

花
果

飄
零

》
，

8
6
、

8
7
、

1
1
3
頁

。
《

花
果

飄
零

》
把

亞
洲

基
金

會
A
s
ia
 F
o
u
n
d
a
tio

n
誤

譯
為

亞
洲

協
會

A
s
ia
 S

o
c
ie
ty
。

此
外

，
顧

祖
禹

：
《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
誤

作
《

讀
書

方
輿

紀
要

》
、

皮
錫

瑞
：

《
經

學
通

論
》

誤
作

《
精

學
通

論
》

。
（

《
花

果
飄

零
》

4
4
頁

）
9
7
 

韓
鐵

：
《

福
特

基
金

會
與

美
國

的
中

國
學

1
9
5
0
-1
9
7
9
年

》
，

9
、

1
0
頁

。
9
8
 

同
上

，
9
1
-9
4
頁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82
83

第
一
章

大
學

校
長

、
美

國
駐

華
大

使
司

徒
雷

登
（

John L
eighton Stuart, 1876-1962）

一
生

熱
愛

中
國

，
他

的
骨

灰
終

於
在

2008年
歸

葬
於

出
生

地
—

—
杭

州
⋯

⋯
如

此

種
種

，
算

不
算

是
歷

史
給

中
國

人
開

的
玩

笑
 ?!

十
二
、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爆
炸
案
背
後
的
國
共
間
諜
戰

1955年
4月

，
台

灣
國

民
黨

「
國

防
部

情
報

局
」

獲
悉

，
周

恩
來

總
理

將
經

香
港

乘
坐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飛

機
去

印
尼

出
席

亞
非

29國
政

府
首

腦
萬

隆
會

議
，

策
劃

在
機

上
安

放
定

時
炸

彈
，

企
圖

暗
殺

周
恩

來
。

4月
11日

上
午

，
國

民
黨

香
港

情
報

站
特

務
按

計
劃

，
在

飛
往

雅
加

達
的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飛

機
上

安
放

了
定

時
炸

彈
。

中
午

12時
15分

，
參

加
亞

非

會
議

的
中

國
代

表
團

成
員

和
隨

同
採

訪
的

中
外

記
者

共
11人

，
乘

印
度

國
際

航
空

公
司

的
包

機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
從

香
港

起
飛

途
經

雅
加

達
轉

赴
萬

隆
。

在
離

開
香

港
五

個
小

時
以

後
，

於
當

地
時

間
下

午
6時

30分
左

右
，

在
距

地

面
18,800呎

的
高

空
飛

行
時

爆
炸

。
機

上
除

副
駕

駛
員

、
領

航
員

、
機

械
師

3人

生
還

外
，

其
餘

16人
遇

難
，

其
中

有
中

國
參

加
亞

非
會

議
的

代
表

團
工

作
人

員

石
志

昂
、

李
肇

基
、

鍾
步

雲
和

5名
新

華
社

記
者

、
3名

外
國

記
者

、
5名

機
組

人

員
。

失
事

飛
機

的
殘

骸
在

新
加

坡
東

北
500公

里
的

印
度

尼
西

亞
所

屬
的

納
土

納

群
島

的
斯

達
瑞

附
近

發
現

，
機

身
墜

入
離

海
岸

1公
里

的
水

中
。

事
隔

四
十

年
，

1995年
台

灣
《

時
報

週
刊

》
第

171期
刊

登
了

專
訪

谷
正

文

談
籌

劃
刺

殺
周

恩
來

始
末

的
文

章
。

當
時

任
台

灣
「

保
密

局
」

偵
防

組
組

長
的

谷

正
文

承
認

，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事
件

是
台

灣
特

務
幹

的
。

直
接

參
與

其
事

的

是
時

任
「

保
密

局
」

敵
後

部
署

組
組

長
的

趙
斌

成
（

一
作

：
趙

斌
丞

）
、

組
員

陳

鴻
舉

，
最

後
選

中
周

駒
在

飛
機

上
安

放
定

時
炸

彈
。

計
劃

擬
定

後
，

趙
斌

成
與

陳

鴻
舉

兩
人

特
地

從
香

港
趕

回
台

灣
，

向
「

保
密

局
局

長
」

毛
人

鳳
作

了
「

口
頭

報

告
」

，
毛

人
鳳

當
即

表
示

同
意

。

周
恩

來
當

時
剛

做
完

闌
尾

炎
手

術
，

應
緬

甸
總

理
吳

努
（

一
作

：
吳

奴
）

和

印
度

總
理

尼
赫

魯
邀

請
，

到
緬

甸
商

討
會

議
期

間
的

協
作

事
宜

，
臨

時
改

變
了

路

線
，

14日
從

昆
明

取
道

飛
仰

光
，

16日
抵

萬
隆

，
幸

免
於

難
。

中
共

中
央

對
空

難
極

為
重

視
。

副
主

席
劉

少
奇

代
表

中
央

致
電

在
印

尼
的

周

恩
來

，
提

出
對

策
。

中
央
關
於
調
查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飛
機
失
事
問
題
給
周
恩
來
的
電
報

（
1955年

4月
14日

）

恩
來
同
志
：

關
於
飛
機
失
事
問
題
，
我
們
認
為
可
以
告
訴
尼
赫
魯
、
吳
奴
等
人
，
我

們
確
有
證
據
，
證
明
此
次
事
件
是
美
蔣
特
務
機
關
的
蓄
意
謀
殺
，
這
樣
使
他

們
不
要
把
問
題
的
注
意
力
轉
移
到
枝
枝
節
節
的
技
術
方
面
去
。
據
新
德
里
消

息
，
印
度
方
面
已
向
英
國
要
求
參
加
香
港
方
面
的
調
查
，
對
此
，
我
們
可
加

以
支
持
，
總
之
，
此
案
將
來
必
須
破
案
，
如
果
印
度
能
參
加
香
港
方
面
的
調

查
，
對
我
是
有
利
的
，
使
香
港
英
國
當
局
難
於
抵
賴
。
為
使
此
案
能
徹
底
破

獲
，
望
你
同
尼
赫
魯
等
人
作
適
當
的
商
談
。
9
9

中
央

4月
14日

《
文

稿
》

165頁
的

註
釋

：
周

恩
來

於
1955年

4月
15日

同
尼

赫
魯

討
論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飛

機
失

事
事

件
時

指
出

：
我

們
對

「
特

務
的

陰
謀

早
有

所
聞

，
並

在

事
前

通
知

英
國

代
辦

轉
告

香
港

當
局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也
曾

預
先

通
知

印
度

航

空
公

司
。

但
我

們
不

知
何

人
、

用
何

種
方

法
進

行
破

壞
，

香
港

當
局

採
取

的
措

施

顯
然

是
不

充
份

的
」

。
希

望
尼

赫
魯

致
電

英
國

首
相

艾
登

轉
告

中
國

方
面

的
意

見
：

英
國

政
府

對
此

事
件

的
處

理
上

，
應

同
中

國
和

印
度

政
府

採
取

合
作

態
度

。

對
陶
鑄
關
於
指
證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飛
機
被
破
壞
真
相
問
題
電
報
的

批
註
和
批
語
（
1955年

6月
）

中
共

中
央

華
南

分
局

代
理

第
一

書
記

、
廣

東
省

省
長

陶
鑄

1955年
6月

14日

就
擬

找
人

指
證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飛

機
被

破
壞

真
相

問
題

致
電

周
恩

來
。

以

下
是

陶
鑄

的
電

文
與

劉
少

奇
的

批
註

。

陶
鑄
：
關
於
對
印
度
飛
機
破
壞
指
證
問
題
當
即
與
有
關
部
門
負
責
同
志

9
9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第
七

冊
，

1
6
4
頁

。
劃

線
部

份
是

劉
少

奇
加

寫
和

改
寫

的
文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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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換
意
見
，
認
為
通
過
我
機
場
進
步
工
人
向
港
方
作
秘
密
指
證
（
不
署
名
，

用
機
場
一
工
人
名
義
）
是
容
易
辦
到
的
。

劉
少
奇
：
我
看
可
以
作
，
但
絕
不
能
強
不
知
以
為
知
，
確
是
看
見
的
，

就
說
看
見
的
，
是
聽
說
的
，
就
說
聽
何
人
說
的
，
絕
不
要
扯
謊
。
否
則
，
將

在
偵
訊
面
前
陷
於
被
動
。

陶
鑄
：
我
們
是
否
可
組
織
《
大
公
》
、
《
文
匯
》
等
報
好
好
揭
露
一

下
。

劉
少
奇
：
此
事
可
考
慮
作
。
要
準
備
輿
論
將
來
公
佈
此
案
經
過
，
特
別

是
公
佈
兇
手
乘
美
機
潛
逃
後
，
香
港
和
國
內
各
地
都
可
能
發
動
群
眾
運
動
，

現
在
輿
論
上
要
作
準
備
。

劉
少

奇
在

電
報

上
批

示
：
送
周
總
理
考
慮
。
1
0
0

1955年
5月

中
，

熊
向

暉
代

表
周

恩
來

和
中

國
政

府
，

與
代

表
尼

赫
魯

和
印

度
政

府
的

高
氏

R
.N

.K
ao一

起
，

去
香

港
促

使
英

國
政

府
破

案
。
1
0
1

周
恩

來
為

熊
向

暉
配

備
譯

電
員

，
並

帶
上

密
碼

。
周

恩
來

說
：

「
所

有
發

給

你
的

電
報

都
由

我
批

發
，

你
發

回
的

電
報

都
抄

送
給

我
一

份
，

重
要

的
抄

報
主

席

和
政

治
局

。
這

個
案

子
非

常
複

雜
，

不
但

涉
及

蔣
介

石
集

團
，

而
且

涉
及

英
國

和

美
國

。
」

熊
向

暉
與

高
氏

5月
18日

到
達

香
港

，
工

作
了

八
十

九
天

，
直

到
8月

15日
離

港
回

京
。

熊
向

暉
用

了
近

50頁
的

篇
幅

，
詳

細
揭

開
了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案

件
的

真
相

和
處

理
此

案
的

全
過

程
。

以
下

集
中

講
述

案
件

背
後

的
國

共
間

諜
戰

，
以

及

香
港

警
隊

裏
的

國
共

特
務

鬥
爭

。
1
0
2

高
氏

到
達

香
港

的
當

天
下

午
，

就
把

北
京

方
面

提
供

的
情

報
，

轉
交

給
香

港

總
督

葛
量

洪
爵

士
。

這
份

情
報

指
出

：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的
失

事
，

是
由

於

香
港

啟
德

機
場

地
勤

人
員

周
駒

，
遵

照
台

灣
「

保
密

局
」

香
港

情
報

站
的

指
示

，

在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從
啟

德
機

場
起

飛
前

，
在

該
機

一
個

機
翼

的
油

箱
附

1
0
0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第
七

冊
，

2
1
7
-2
1
8
頁

。
1
0
1
 
熊

向
暉

在
解

放
前

是
周

恩
來

安
插

在
國

民
黨

內
的

一
隻

棋
子

。
他

長
期

潛
伏

在
蔣

介
石

的
嫡

系
親

信
胡

宗
南

將
軍

身
邊

，
擔

任
機

要
秘

書
。

1
0
2
 
熊
向
暉
：
〈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案
件
真
相
〉
，
《
我
的
情
報
與
外
交
生
涯
》
，
中
共
黨
史
出
版
社
，
2
0
0
6

年
3
月

，
1
2
7
-1
7
4
頁

。

近
，

放
置

了
小

型
定

時
燃

燒
性

炸
彈

，

致
使

該
機

在
飛

行
途

中
起

火
墜

海
。

這

份
材

料
列

舉
了

和
此

案
有

關
的

11人

的
姓

名
，

並
附

有
一

部
份

人
的

詳
細

住

址
。

熊
向

暉
居

香
港

期
間

，
不

便
與

港

英
官

員
會

面
，

只
有

將
中

國
政

府
陸

續

獲
得

的
情

報
，

經
由

高
氏

提
供

給
香

港

當
局

。
截

至
8月

15日
止

，
一

共
提

供

了
與

該
案

有
關

的
40個

人
的

材
料

。
這

40個
人

都
住

在
香

港
，

直
接

或
間

接
與

破
壞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有

關
的

國

民
黨

特
務

或
其

代
理

人
，

或
者

是
知

道

破
壞

案
內

情
的

人
，

其
中

包
括

主
使

者

趙
斌

成
，

直
接

指
揮

者
金

建
夫

，
參

與
籌

劃
者

沈
齊

平
，

運
藏

炸
彈

者
張

祖
順

，

具
體

執
行

破
壞

任
務

者
周

駒
，

與
周

駒
同

受
破

壞
訓

練
者

李
瑞

元
，

發
放

經
費

及

獎
金

者
蔡

渭
清

等
。

香
港

當
局

根
據

這
些

情
報

，
於

5月
18日

夜
間

開
始

搜
查

、
逮

捕
等

措
施

，

並
於

5月
19日

、
21日

、
25日

、
26日

、
31日

、
6月

7日
先

後
將

他
們

進
行

搜
捕

的
情

況
和

結
果

，
經

由
高

氏
通

知
熊

向
暉

。
根

據
香

港
當

局
提

供
的

被
捕

人
犯

名

單
，

破
壞

案
的

要
犯

沈
齊

平
、

張
祖

順
、

李
榮

芳
（

即
李

瑞
元

）
、

蔡
渭

清
等

已

先
後

落
網

。

但
是

，
具

體
執

行
任

務
的

周
駒

，
則

已
於

5月
18日

逃
往

台
灣

。
據

香
港

當

局
5月

19下
午

4時
告

稱
：

他
們

在
5月

18日
夜

間
搜

查
了

周
駒

的
住

宅
，

但
未

找

到
周

駒
。

經
查

，
周

駒
在

5月
18日

早
上

還
在

啟
德

機
場

工
作

，
當

日
上

午
10時

16分
下

班
後

迄
未

回
家

。

據
香

港
當

局
5月

19日
晚

10時
告

稱
：

香
港

警
務

處
於

5月
18日

下
午

3時
45

分
接

到
美

國
人

陳
納

德
所

辦
的

民
用

航
空

公
司

（
C
A
T
）

的
保

安
主

任
瓊

斯
（

R
. 

Jones）
電

話
稱

，
該

公
司

台
北

來
電

，
在

該
公

司
5月

18日
上

午
10時

自
香

港
啟

德
機

場
飛

往
台

北
的

飛
機

上
，

發
現

一
潛

乘
者

（
Stow

-aw
ay）

自
稱

是
香

港
航

照
片

上
的

帥
哥

就
是

熊
向

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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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公

司
職

員
，

但
不

知
姓

名
。

香
港

警
備

處
要

求
瓊

斯
查

詢
。

5月
19日

下
午

4時

半
瓊

斯
通

知
稱

，
該

潛
乘

者
名

周
梓

銘
。

經
香

港
警

務
處

查
證

，
周

梓
銘

即
係

周

駒
，

乃
要

求
瓊

斯
將

之
送

回
香

港
。

未
幾

，
瓊

斯
回

答
稱

，
周

梓
銘

已
落

入
台

北

保
安

隊
（

Peace Preservation C
orp）

之
手

。

5月
19日

晚
11時

，
高

氏
將

周
駒

逃
台

的
消

息
轉

告
熊

向
暉

，
並

轉
達

了
香

港
當

局
的

請
求

：

（
甲

）
請

求
中

國
政

府
在

目
前

調
查

階
段

不
要

公
佈

周
駒

逃
往

台
灣

的
消

息
；

（
乙

）
追

回
周

駒
的

希
望

已
不

大
，

但
香

港
當

局
認

為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被
破

壞
案

件
是

一
經

過
周

密
計

劃
的

集
體

謀
殺

罪
行

，
周

駒
是

一
個

好
色

之
徒

和
賭

棍
，

平
日

負
債

纍
纍

，
最

易
被

利
用

為
此

類
罪

行
的

工
具

，
他

的
後

面
必

有
主

使
者

，
香

港
政

府
決

心
，

「
肅

清
這

批
壞

蛋
」

（
Sm

ash the w
hole 

gang）
，

懇
求

（
beg）

中
國

政
府

惠
予

合
作

，
繼

續
供

給
有

關
情

報
，

香
港

政

府
深

信
中

國
必

有
可

靠
的

情
報

來
源

。

為
了

促
使

英
國

政
府

破
案

，
北

京
5月

28日
電

告
在

香
港

的
熊

向
暉

：
印

度

總
理

尼
赫

魯
派

印
度

駐
聯

合
國

首
席

代
表

梅
農

來
京

會
見

周
恩

來
總

理
，

周
恩

來

託
他

經
過

香
港

時
向

港
督

面
告

以
下

各
點

：

（
1）
現
任
香
港
警
務
處
政
治
部
國
民
黨
調
查
組
幫
辦
的
李
福
基
，
為

台
灣
重
要
特
務
，
屬
於
「
保
密
局
」
香
港
特
別
組
，
李
過
去
在
青
島
國
民
黨

警
察
局
任
職
，
到
港
後
與
「
保
密
局
」
發
生
關
係
。
1953年

台
灣
「
內
政

部
」
調
查
局
以
蔣
經
國
的
名
義
與
李
建
立
聯
繫
。
1954年

以
來
，
港
方
取

締
在
港
蔣
特
非
法
活
動
的
歷
次
行
動
，
由
於
李
福
基
充
當
耳
目
，
蔣
特
組
織

未
受
大
的
損
失
。

（
2）
此
次
印
機
案
發
生
後
，
李
奉
蔣
特
之
命
探
聽
港
方
動
態
，
在
偵

知
港
方
己
注
意
啟
德
機
場
的
地
勤
人
員
並
監
視
周
駒
後
，
李
即
唆
使
周
駒
逃

台
，
並
將
中
、
印
官
員
秘
密
抵
港
事
報
告
台
灣
。
李
還
將
港
方
搜
捕
情
況
通

知
蔣
特
。

（
3）
李
福
基
近
向
台
灣
報
告
，
他
現
為
印
機
案
主
審
，
暗
囑
已
捕
案

犯
堅
不
吐
實
，
銷
毀
案
犯
之
文
件
賬
目
等
罪
證
。
李
還
建
議
台
灣
要
美
國
方

面
疏
通
港
方
將
案
犯
遞
解
台
灣
。

（
4）
英
國
政
府
在
答
覆
中
國
政
府
願
意
合
作
破
案
時
，
曾
保
證
不
將

中
國
政
府
提
供
的
材
料
告
知
華
籍
職
員
。
現
蔣
特
分
子
李
福
基
竟
參
與
審

訊
，
對
破
案
極
為
不
利
。
切
盼
港
方
對
李
福
基
採
取
緊
急
措
施
，
將
處
理
情

況
通
知
我
們
。

北
京
來
電
讓
我
將
此
事
告
高
氏
。
高
氏
認
為
此
事
十
分
嚴
重
，
除
親
告

港
督
外
，
還
將
以
慎
密
方
式
報
告
尼
赫
魯
。

港
督

向
高

氏
表

示
：

（
1）

李
福

基
雖

參
與

審
訊

，
但

非
主

審
，

不
知

此
案

全
貌

，
所

獲
文

件
均

由
高

級
英

警
官

保
存

，
李

無
從

銷
毀

；
（

2）
現

即
採

取
步

驟
，

保
證

不
使

李
影

響
破

案
。

在
梅

農
告

知
此

事
時

，
港

方
即

對
李

注
意

，
但

尚

不
便

逮
捕

，
以

免
引

起
驚

異
。

港
方

早
知

李
曾

在
國

民
黨

政
權

下
做

過
事

，
但

數

年
來

他
為

港
方

調
查

國
民

黨
情

況
頗

有
貢

獻
，

未
疑

及
他

對
港

府
不

忠
。

港
府

不

知
李

與
蔣

特
仍

有
關

係
，

現
將

認
真

調
查

此
事

；
（

3）
港

方
從

未
將

中
國

提
供

的
情

報
材

料
透

露
給

華
籍

職
員

，
破

案
均

由
英

人
負

責
。

但
因

下
層

警
員

均
為

華

人
，

在
具

體
工

作
中

必
須

使
用

他
們

。
華

人
不

知
意

圖
和

全
貌

，
但

搜
查

某
地

和

逮
捕

某
人

，
則

無
法

保
密

。
今

後
仍

須
使

用
華

員
，

但
只

限
於

具
體

工
作

。
此

點

請
中

方
諒

解
。

港
督

還
向

高
氏

表
示

：
美

國
方

面
並

未
就

印
機

案
和

港
府

有
任

何

接
觸

。6月
4日

，
北

京
電

告
熊

向
暉

：

周
總
理
說
：
港
府
雖
將
李
福
基
調
開
，
但
在
港
警
署
中
尚
有
蔣
特
分

子
。
中
方
已
查
明
，
港
府
政
治
部
華
籍
幫
辦
李
洛
夫
，
很
早
就
屬
於
蔣
特
系

統
，
在
審
理
印
機
案
中
擔
任
審
訊
和
翻
譯
，
經
常
向
台
灣
報
告
港
方
偵
察
搜

捕
情
況
，
並
在
設
法
減
輕
案
犯
罪
行
。

周
總
理
說
：
李
福
基
被
調
開
後
就
由
李
洛
夫
取
代
，
但
他
同
蔣
介
石
分

子
關
係
更
為
密
切
，
不
僅
向
蔣
介
石
分
子
提
供
更
多
材
料
，
且
還
銷
毀
了
一

些
材
料
。
港
方
必
須
採
取
措
施
。

7月
13日

，
周
恩
來
總
理
會
見
英
國
新
任
駐
華
代
辦
歐
念
儒
時
說
：
香

港
當
局
根
據
香
港
警
察
程
序
，
不
把
偵
察
情
況
通
知
我
們
的
說
法
，
這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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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法
理
態
度
，
這
叫
「
打
官
腔
」
。

從
周

恩
來

的
講

話
內

容
可

見
，

當
時

國
共

都
有

臥
底

滲
透

到
港

英
警

隊
，

否

則
北

京
不

可
能

對
政

治
部

裏
面

的
國

民
黨

特
務

瞭
如

指
掌

。

英
代
辦
送
交
「
周
駒
的
罪
證
」
摘
要

9月
2日

，
英

代
辦

歐
念

儒
向

中
國

外
交

部
副

部
長

章
漢

夫
提

交
〈

周
駒

（
別

名
周

梓
銘

）
的

罪
證

摘
要

〉
，

列
舉

了
周

駒
的

七
宗

罪
。

其
中

「
證

據
五

」
稱

：
1955年

3月
，

有
一

姓
吳

的
人

（
未

查
獲

）
通

過
一

名
叫

張
耀

靈
（

未
查

獲
）

和
另

外
3人

（
關

就
記

、
關

慰
公

和
周

鑽
如

—
—

已
被

拘
留

）
的

關
係

介
紹

給
周

駒
。

張
耀

靈
常

出
入

於
廟

街
113號

1層
樓

的
就

記
電

料

行
，

此
店

是
被

國
民

黨
作

為
一

個
聯

絡
站

設
立

的
。

吳
說

，
他

正
在

物
色

一
名

在
飛

機
場

內
工

作
並

願
意

幹
一

件
有

國
家

性
重

要

意
義

的
事

的
人

。
周

駒
被

說
服

去
破

壞
一

架
共

產
黨

的
飛

機
。

吳
告

訴
周

說
，

將

會
給

予
獎

金
。

「
證

據
六

」
稱

：
周

駒
向

周
仕

學
、

周
國

輝
、

周
瑞

維
（

周
駒

的
父

親
）

和

周
鑽

如
承

認
了

他
的

罪
行

。
其

中
包

括
：

他
曾

使
用

了
一

個
輕

微
滴

答
聲

音
的

小

型
定

時
性

炸
彈

，
破

壞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
獲

允
諾

可
得

60萬
元

的
獎

金
。

香
港
當
局
宣
佈
緝
拿
周
駒

香
港

當
局

在
9月

3日
發

佈
聲

明
說

：
「

對
4月

11日
印

度
航

空
公

司
飛

機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進

行
四

個
月

的
深

入
調

查
後

，
警

務
處

今
天

自
香

港
法

官

處
獲

得
對

被
控

有
陰

謀
謀

殺
罪

的
周

梓
銘

（
化

名
周

駒
）

的
逮

捕
狀

」
。

聲
明

說
：

「
據

悉
周

梓
銘

在
5月

18日
搭

乘
飛

機
赴

台
灣

。
因

此
要

求
該

地
當

局
將

周

梓
銘

交
回

香
港

受
審

。
」

此
外

，
據

美
聯

社
報

道
，

英
駐

淡
水

領
事

赫
爾

曼
要

求
台

灣
省

主
席

嚴
家

淦

把
香

港
當

局
宣

佈
緝

拿
的

破
壞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飛

機
的

蔣
幫

特
務

周
梓

銘

交
回

香
港

當
局

受
審

，
但

遭
到

拒
絕

。

1956年
1月

16日
，

英
國

代
辦

處
照

會
我

外
交

部
稱

：
港

英
已

將
逮

捕
的

31

人
驅

逐
出

境
，

送
往

台
灣

。
這

些
人

被
判

定
「

曾
在

香
港

進
行

國
民

黨
的

情
報

活

動
」

，
但

「
不

能
提

出
有

關
破

壞
事

件
的

控
告

」
。

現
港

方
繼

續
拘

留
13人

。

6月
24日

，
英

代
辦

處
照

會
我

外
交

部
稱

：
由

於
無

充
份

證
據

交
付

審
訊

，

港
英

已
將

拘
留

的
13人

驅
逐

出
境

。

8月
4日

，
周

恩
來

以
外

長
的

名
義

照
會

英
代

辦
處

，
對

港
英

釋
放

重
大

嫌
疑

犯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

並
再

次
鄭

重
聲

明
，

此
案

尚
未

破
獲

，
「

英
國

政
府

仍
然

負

有
不

可
推

卸
的

國
際

責
任

」
。

港
督

葛
量

洪
後

來
憶

述
：

警
方

罪
案

調
查

科
和

政
治

部
全

力
通

緝
犯

案
者

，
並

懸
賞

10萬
港

元
的

最
高

賞
額

。
由

於
英

國
不

承
認

國
民

黨
政

府
，

沒
有

引
渡

條
例

可

援
，

無
法

引
渡

周
梓

銘
回

港
受

審
。

在
香

港
發

現
的

情
報

機
關

成
員

則
被

遣
送

。
1
0
3

港
英

當
局

對
在

香
港

的
國

民
黨

特
務

進
行

大
搜

查
，

先
後

逮
捕

了
108人

，

對
國

民
黨

造
成

沉
重

的
打

擊
。
1
0
4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未
解
之
謎

據
當

時
任

職
浙

江
省

公
安

廳
的

王
芳

回
憶

：
浙

江
省

公
安

廳
破

譯
了

4月
5日

到
11日

台
灣

情
報

局
給

香
港

特
別

情
報

站
有

關
暗

殺
行

動
的

密
電

碼
，

隨
即

報

告
了

公
安

部
，

公
安

部
及

時
報

告
中

央
。

4月
9日

晚
，

破
譯

的
密

電
表

明
，

國

民
黨

特
務

將
破

壞
代

表
團

所
乘

飛
機

，
並

備
有

定
時

炸
彈

。
消

息
報

到
雲

南
昆

明
，

正
在

那
裏

的
周

恩
來

立
即

發
出

指
示

，
要

求
通

過
外

交
渠

道
向

英
國

政
府

交
涉

。王
芳

說
：

「
中

國
外

交
部

和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均
於

4月
10日

上
午

和
9日

晚

即
將

這
一

情
況

正
式

通
知

港
英

當
局

，
要

他
們

嚴
加

防
範

。
但

不
知

甚
麼

原
因

，

這
一

特
務

破
壞

事
件

未
能

避
免

。
」

浙
江

省
公

安
廳

技
術

偵
察

處
工

作
人

員
在

偵
破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事

件

中
連

續
立

功
受

獎
，

其
中

馬
遁

榮
獲

特
等

功
一

次
。
1
0
5

遇
難

者
包

括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第
二

任
社

長
黃

作
梅

R
aym

ond W
ong。

黃
偉

健
他

在
〈

懷
念

父
親

黃
作

梅
〉

的
文

章
中

說
，

「
在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出
事

的
前

兩
天

，
即

4月
9日

晚
，

周
恩

來
總

理
已

緊
急

指
示

外
交

部
，

將
國

1
0
3
  《

葛
量

洪
回

憶
錄

》
，

2
3
0
頁

。
1
0
4
 
王
芳
：
《
王
芳
回
憶
錄
》
，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2006年

9月
，
119頁

。
王
芳
在
1
9
8
7
-1
9
9
0
年
擔
任
公
安
部
長
。

1
0
5
　

同
上

，
1
1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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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黨

特
務

策
劃

破
壞

的
情

報
，

火
速

轉
告

香
港

新
華

分
社

和
中

國
代

表
團

。
父

親

作
為

當
時

的
香

港
新

華
分

社
社

長
和

中
國

代
表

團
成

員
，

肯
定

在
事

前
已

知
道

將

會
發

生
的

一
切

。
記

得
母

親
曾

對
我

說
：

『
你

爸
爸

臨
上

飛
機

前
多

次
向

我
說

，

要
保

重
身

體
。

因
為

我
當

時
正

懷
着

你
妹

妹
，

並
要

我
好

好
照

顧
你

們
，

看
來

他

是
知

道
要

有
事

發
生

的
。

』
」

雷
善

儒
當

時
已

有
七

個
月

身
孕

，
後

來
誕

下
了

遺
腹

女
繼

梅
。
1
0
6

黃
作

梅
的

五
弟

黃
作

材
回

憶
說

：
「

登
機

前
一

晚
，

作
梅

和
我

們
通

宵
都

沒

有
睡

覺
。

作
梅

對
譚

幹
、

潘
德

聲
和

我
說

：
『

明
知

山
有

虎
，

偏
向

虎
山

行
，

共

產
黨

人
就

是
要

視
死

如
歸

！
』

沒
想

到
這

句
話

竟
成

了
他

最
後

的
遺

言
。

」

10日
午

夜
，

香
港

新
華

分
社

副
總

編
輯

潘
德

聲
趕

到
印

航
公

司
經

理
家

中
，

向
他

通
報

有
關

情
況

，
請

求
採

取
措

施
，

防
止

意
外

發
生

。

11日
，

中
方

派
人

與
印

航
職

員
一

起
押

運
行

李
到

機
場

。

11日
下

午
1時

，
黃

作
梅

等
11人

登
上

了
飛

機
。

翻
看

這
段

歷
史

，
令

人
始

終
無

法
釋

懷
的

是
，

熟
悉

地
下

情
報

工
作

的
黃

作

梅
，

為
甚

麼
不

選
擇

乘
坐

另
一

班
飛

機
，

或
者

檢
查

清
楚

才
上

飛
機

呢
？

曾
在

中
共

中
央

華
南

分
局

代
理

書
記

陶
鑄

身
邊

工
作

了
五

年
的

王
文

鵬
憶

述
，

由
於

周
恩

來
原

定
乘

坐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去
印

尼
，

陶
鑄

要
確

保
總

理
的

安
全

。
所

以
，

飛
機

到
港

之
前

，
陶

鑄
特

地
邀

請
黃

作
梅

到
家

裏
來

，
和

他

一
起

研
究

如
何

保
證

安
全

的
措

施
。

研
究

結
果

辦
法

並
不

多
，

唯
一

可
行

的
，

就

是
飛

機
一

到
香

港
機

場
，

就
要

派
人

監
視

住
這

架
飛

機
，

一
旦

發
現

異
常

情
況

即

向
陶

鑄
報

告
。

黃
作

梅
臨

走
時

，
陶

鑄
還

一
再

囑
咐

：
有

情
況

馬
上

來
話

，
不

要

耽
誤

。王
文

鵬
說

：

4月
10日

下
午
，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飛
機
到
達
香
港
啟
德
機
場
，

準
備
次
晨
飛
往
雅
加
達
。
黃
作
梅
第
一
次
打
來
電
話
告
訴
陶
鑄
飛
機
已
經

1
0
6
 
黃

偉
健

：
〈

懷
念

父
親

黃
作

梅
〉

，
徐

月
清

編
：

《
戰

鬥
在

香
江

》
，

《
新

界
鄉

情
系

列
》

編
輯

委
員

會
出

版
，

1
9
9
7
年

9
月

。
 

黃
作

梅
，

1
9
3
5
年

皇
仁

書
院

的
會

考
畢

業
生

，
1
9
4
7
年

獲
得

英
皇

頒
發

M
B
E
勳

銜
。

「
作

為
中

共
黨

員
而

獲
得

英
國

皇
室

頒
發

勳
章

，
他

大
概

是
第

一
個

，
也

許
是

唯
一

的
一

個
。

」
罹

難
時

，
年

僅
3
9
歲

。
（

《
廣

角
鏡

》
1
9
8
6
年

6
月

號
。

）

到
。
將
近
黃
昏
，
黃
作
梅
又
來
電
話
說
「
發
現
有
一
個
人
接
近
了
這
架
飛

機
，
是
甚
麼
人
？
幹
甚
麼
？
沒
弄
清
楚
。
」
陶
鑄
讓
他
繼
續
監
視
，
盡
快
查

情
況
。
陶
鑄
接
到
這
個
電
話
，
神
情
有
點
緊
張
，
放
下
電
話
聽
筒
，
馬
上
讓

我
用
軍
用
專
線
接
通
周
總
理
，
立
即
向
總
理
作
了
匯
報
。
周
總
理
指
示
查
明

是
甚
麼
人
？
接
近
飛
機
幹
甚
麼
？
晚
上
9點
多
，
黃
作
梅
第
三
次
來
話
，
說

接
近
飛
機
的
人
沒
查
清
是
甚
麼
人
，
因
為
監
視
人
距
飛
機
較
遠
，
看
不
清
他

在
飛
機
附
近
幹
了
甚
麼
，
情
況
沒
有
查
清
。
陶
鑄
聽
後
，
陷
入
了
沉
思
⋯
⋯

一
兩
分
鐘
後
，
他
走
到
電
話
機
，
讓
我
接
通
周
總
理
的
電
話
。
這
一
次
，
陶

鑄
同
志
有
點
着
急
但
又
很
懇
切
地
對
總
理
說
「
接
近
飛
機
的
是
甚
麼
人
？
幹

了
甚
麼
事
？
香
港
方
面
沒
弄
清
楚
，
看
來
一
時
難
以
搞
清
。
但
是
這
一
情
況

不
能
忽
視
，
萬
一
出
事
不
是
小
事
。
總
理
啊
，
最
好
不
要
乘
坐
這
架
飛
機

啦
。
請
總
理
最
後
定
吧
。
」
這
次
通
話
後
，
緊
張
的
氣
氛
有
所
緩
和
，
但
他

毫
無
睡
意
，
看
了
一
文
件
報
紙
，
急
切
地
等
待
着
總
理
的
電
話
。
將
近
午

夜
，
電
話
鈴
響
了
，
周
總
理
來
的
電
話
。
總
理
說
「
因
有
其
他
外
事
活
動
，

不
來
廣
州
了
。
港
的
包
機
仍
按
原
計
劃
起
飛
已
經
到
達
香
港
去
參
加
萬
隆
會

議
的
記
者
、
工
作
人
員
，
可
以
乘
這
架
飛
機
去
印
尼
。
」
陶
鑄
將
總
理
的
決

定
用
電
通
知
了
黃
作
梅
同
志
。
1
0
7

這
段

回
憶

非
常

重
要

，
說

明
：

1、
中

共
對

這
次

航
班

的
安

全
有

疑
慮

，
一

直
有

派
人

監
視

。
事

發
前

一
天

，

港
（

黃
作

梅
）

、
穗

（
陶

鑄
）

、
昆

明
（

周
恩

來
）

之
間

的
電

話
來

往
頻

繁
。

2、
陶

鑄
勸

周
恩

來
不

要
乘

坐
這

架
飛

機
。

3、
周

恩
來

是
在

事
發

前
一

晚
才

決
定

取
消

來
香

港
乘

坐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号
」

的
。

4、
明

知
有

危
險

，
周

恩
來

為
何

還
指

示
黃

作
梅

等
人

坐
這

班
飛

機
？

5、
為

何
維

持
在

香
港

升
降

，
而

不
改

在
廣

州
起

飛
？

這
樣

安
全

就
有

保
障

。

1956年
，

北
京

八
寶

山
革

命
公

墓
矗

立
起

一
座

高
五

米
的

漢
白

玉
紀

念
碑

。

1
0
7
 
王

文
鵬

：
〈

周
恩

來
沒

有
乘

坐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飛
機

的
一

個
原

因
〉

，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宣

傳
部

，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編

：
《

高
山

青
松

：
陶

鑄
誕

辰
一

百
週

年
紀

念
文

集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8
年

，
1
9
0
-1
9
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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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恩

來
手

書
「

參
加

亞
非

會
議

死
難

烈
士

公
墓

」
。

對
這

次
空

難
，

周
恩

來
是

刻
骨

銘
心

，
終

身
不

忘
。

1971年
10月

21日
，

周
恩

來
與

美
國

國
家

安
全

顧
問

基
辛

格
會

談
時

就
提

到
：

「
在

1955年
，

我
出

席
萬

隆
會

議
時

差
一

點
丟

了
性

命
⋯

⋯
」
1
0
8

1975年
3月

25日
，

重
病

中
的

周
總

理
「

得
悉

1955年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号

空
難

事
件

犧
牲

的
烈

士
墓

碑
碑

文
模

糊
不

清
，

指
示

外
交

部
採

取
措

施
加

以
保

護
，

並
派

工
作

人
員

慰
問

烈
士

的
家

屬
」

。
1
0
9

十
三
、
1
9
5
6
年
九
龍
及
荃
灣
暴
動

1956年
10月

10日
雙

十
節

的
一

宗
掛

國
旗

事
件

，
國

民
黨

分
子

乘
機

在
香

港
挑

起
戰

後
最

嚴
重

的
騷

亂
，

導
致

59人
死

亡
，

443人
受

傷
，

1241人
被

判
入

獄
，

被
洗

劫
或

焚
燒

的
工

會
、

學
校

、
工

廠
、

商
店

不
下

300家
。

12月
底

，
港

督
葛

量
洪

向
英

國
殖

民
地

部
大

臣
呈

交
《

九
龍

及
荃

灣
暴

動
報

告
書

》
，

詳
細

解
釋

暴
動

的
來

龍
去

脈
。

10月
10日

上
午

10時
左

右
，

九
龍

石
硤

尾
徙

置
事

務
處

一
名

低
級

職
員

從
不

准
張

貼
標

語
的

牆
上

，
撕

下
中

華
民

國
旗

幟
，

並
移

走
兩

個
大

型
「

雙
十

」
徽

號

部
份

。上
午

11時
後

，
300-400群

眾
集

合
要

求
賠

旗
。

兩
位

徙
置

區
職

員
乃

標
貼

紙
旗

六
七

面
，

以
期

平
息

眾
議

。
此

時
群

眾
增

至
約

500人
，

但
並

無
敵

對
跡

象
。

駐
九

龍
警

察
總

部
指

揮
九

龍
新

界
區

的
助

理
警

務
處

長
對

在
場

警
司

所
發

之

命
令

係
使

該
事

件
和

緩
及

避
免

用
武

。

麕
集

群
眾

大
部

份
是

國
民

黨
的

同
情

者
，

他
們

要
求

由
徙

置
區

職
員

燃
放

爆

竹
，

以
示

道
歉

。

下
午

1時
15分

，
群

眾
約

增
至

2,000人
，

其
中

大
部

份
來

自
徙

置
樓

宇
的

旁

觀
者

。
警

方
乃

增
援

至
四

隊
共

32人
。

部
份

群
眾

欲
乘

機
滋

事
，

要
求

送
出

十
萬

頭
爆

竹
，

由
該

座
樓

宇
頂

層
懸

至
地

面
燃

放
，

並
架

起
孫

中
山

及
蔣

介
石

肖
像

，

1
0
8
 
美

國
第

二
國

家
檔

案
館

：
《

中
美

「
解

凍
」

與
台

灣
問

題
—

—
尼

克
松

外
交

文
獻

選
編

》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2
0
0
8
年

，
4
1
4
頁

。
1
0
9
  《

周
恩

來
年

譜
》

（
1
9
4
9
-1
9
7
6
）

下
卷

。

襯
以

一
大

面
國

民
黨

旗
，

又
要

徙
置

區
職

員
在

中
文

報
章

上
及

當
此

等
群

眾
面

前

公
開

道
歉

。

下
午

2時
15分

左
右

，
有

人
闖

進
徙

置
辦

公
室

，
毆

打
一

名
職

員
。

警
察

趕

至
，

傷
者

被
送

入
醫

院
。

2時
25分

，
另

一
名

職
員

離
去

時
，

在
大

路
上

遭
受

痛

毆
，

還
被

約
300人

包
圍

。
直

至
三

隊
警

察
（

24人
）

集
中

力
量

，
始

能
將

傷
者

救
出

送
往

醫
院

。

群
眾

將
矛

頭
由

徙
置

區
職

員
轉

向
警

察
，

用
汽

水
樽

投
擲

警
員

。
助

理
警

務

處
長

決
定

用
催

淚
彈

應
付

，
一

共
發

出
四

枚
，

人
群

即
向

青
山

道
疏

散
，

而
復

返

徙
置

區
大

樓
。

下
午

6時
，

三
合

會
人

員
，

即
開

始
集

合
伺

機
騷

擾
。

6時
30分

，
青

年
人

成

群
結

隊
開

始
沿

李
鄭

屋
地

區
警

戒
線

的
「

鐵
馬

」
集

結
，

群
情

洶
湧

，
用

污
言

穢

語
辱

罵
警

察
，

有
人

投
擲

石
塊

，
對

於
警

察
之

勸
諭

離
去

，
均

置
之

不
理

。

下
午

7時
，

在
警

戒
地

區
近

西
北

角
之

群
眾

中
，

出
現

二
面

國
民

黨
大

旗
，

嗣
後

在
該

地
點

有
部

份
「

鐵
馬

」
被

破
壞

。
但

由
八

人
組

成
之

警
隊

施
放

催
淚

彈
後

即
將

此
等

群
眾

驅
散

。
助

理
警

務
處

長
率

領
四

支
防

暴
隊

（
240人

）
抵

達
。

下
午

8時
10分

，
助

理
警

務
處

長
命

令
防

暴
隊

兩
隊

出
動

，
在

徙
置

大
樓

中

部
樓

宇
兩

邊
，

每
邊

分
佈

一
隊

，
施

放
催

淚
彈

驅
散

群
眾

，
群

眾
繼

續
不

時
向

警

員
擲

石
。

下
午

9時
30分

起
，

騷
亂

向
南

面
蔓

延
，

多
輛

汽
車

遇
襲

。

下
午

10時
左

右
，

約
1,000名

群
眾

，
由

攜
帶

國
民

黨
旗

之
十

四
K

黨
及

和

安
樂

三
合

會
會

員
率

領
，

在
石

硤
尾

徙
置

區
大

樓
出

現
，

開
始

向
車

輛
擲

石
，

並

襲
擊

嘉
頓

麵
包

公
司

。
到

下
午

10時
30分

，
持

有
國

民
黨

旗
的

各
組

人
馬

，
煽

動

群
眾

造
成

大
規

模
暴

動
。

下
午

10時
15分

左
右

，
副

警
務

處
長

前
往

九
龍

指
揮

室
主

持
大

局
。

主
管

港

島
的

助
理

警
務

處
長

奉
命

提
高

警
惕

，
防

止
騷

亂
蔓

延
至

港
島

方
面

。
此

時
，

九

龍
騷

動
地

區
範

圍
擴

大
，

暴
徒

改
變

策
略

，
遇

到
警

察
，

即
行

分
散

，
然

後
在

附

近
街

道
再

次
集

結
，

繼
續

襲
擊

車
輛

，
店

舖
等

等
。

防
暴

隊
在

徙
置

區
騷

擾
地

帶
，

曾
經

施
放

催
淚

彈
，

但
是

沒
有

能
夠

迅
速

制

止
事

態
的

發
展

。
九

龍
廣

大
地

區
的

混
亂

及
恐

怖
狀

態
，

一
直

延
續

到
11日

晨
6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94
95

第
一
章

時
多

。11日
上

午
11時

，
騷

動
事

態
更

加
擴

大
。

暴
徒

達
萬

餘
人

。
九

龍
警

署
被

包
圍

。
暴

徒
和

警
察

在
深

水
埗

一
帶

混
戰

，
互

有
損

傷
。

深
水

埗
東

京
街

香
港

安
全

膠
輪

公
司

門
前

和
青

山
道

嘉
頓

麵
包

公
司

附
近

，
有

二
人

在
混

亂
中

重
傷

身

亡
。

下
午

1時
港

府
發

出
警

告
：

如
暴

徒
繼

續
作

亂
，

當
嚴

厲
對

付
。

同
時

宣

佈
，

九
龍

地
區

從
即

日
下

午
7點

半
到

明
天

早
上

10時
實

施
戒

嚴
。

如
騷

動
事

件

不
停

止
，

戒
嚴

時
間

將
繼

續
延

長
。

九
龍

和
香

港
之

間
的

輪
渡

，
已

在
下

午
7點

15分
停

航
。

謠
傳

當
天

晚
上

，
暴

徒
將

用
手

槍
、

手
榴

彈
襲

擊
香

港
灣

仔
區

工

會
、

報
館

等
處

。

下
午

2時
，

瑞
士

駐
香

港
副

領
事

歐
安

氏
特

夫
婦

乘
汽

車
經

大
埔

道
被

暴
徒

包
圍

，
汽

車
被

推
倒

，
並

被
澆

上
汽

油
燒

燬
。

歐
安

氏
特

夫
人

困
在

車
內

燒
至

重

傷
，

當
晚

在
醫

院
逝

世
。

司
機

亦
被

澆
上

汽
油

活
活

燒
死

。

11日
晚

，
英

軍
出

動
坦

克
和

裝
甲

車
的

部
隊

，
並

派
出

飛
機

向
暴

徒
投

擲
催

淚
彈

。署
理

港
督

戴
維

在
晚

上
8時

在
電

台
發

表
演

說
，

警
告

暴
徒

勿
繼

續
採

取
非

法
行

動
。

他
說

，
港

府
「

決
心

馬
上

彈
壓

這
些

騷
亂

，
並

將
採

取
任

何
必

要
措

施

來
保

證
做

到
這

一
點

」
。

12日
下

午
3時

左
右

，
近

3,000人
暴

徒
先

後
在

荃
灣

集
合

襲
擊

寶
星

紗
廠

，

將
停

在
門

前
的

一
輛

汽
車

燒
燬

。
同

時
，

又
有

一
部

份
人

縱
火

焚
燒

工
廠

。
不

久

這
些

暴
徒

又
轉

向
東

方
醬

油
廠

縱
火

。
一

些
手

無
寸

鐵
的

工
人

被
活

活
打

死
，

有

的
婦

女
在

街
上

便
被

暴
徒

輪
姦

後
殺

死
，

裸
體

女
屍

橫
陳

街
上

。

《
人

民
日

報
》

1956年
10月

14日
報

道
：

國
民

黨
特

務
分

子
還

明
目

張
膽

地

掛
着

國
民

黨
徽

章
四

出
活

動
，

並
有

組
織

有
準

備
地

出
動

大
批

自
行

車
隊

和
汽

車
，

車
輛

上
插

着
國

民
黨

旗
幟

，
在

騷
亂

的
人

群
中

往
來

指
揮

。

襲
擊

的
目

標
有

屬
於

中
國

政
府

在
九

龍
的

產
業

（
廣

東
省

銀
行

九
龍

分

行
）

，
經

營
大

陸
產

品
的

土
產

公
司

和
百

貨
公

司
（

如
中

建
公

司
、

廣
州

公
司

等
）

，
愛

國
的

商
號

、
學

校
（

如
香

島
中

學
）

。
遇

襲
的

左
派

工
會

有
五

金
工

會
、

印
務

工
會

、
搪

瓷
工

會
、

打
踭

工
會

、
船

塢
碼

頭
、

做
木

工
會

、
紡

織
染

工

會
、

花
卉

工
會

、
摩

托
車

勞
工

子
弟

學
校

等
單

位
，

先
後

受
到

暴
徒

擲
石

擾
亂

及

企
圖

放
火

。
九

龍
船

塢
勞

工
聯

合
會

、
旺

角
勞

校
、

紅
磡

勞
校

、
紡

織
染

職
工

會

總
會

、
九

龍
分

會
還

先
後

受
到

騷
亂

威
脅

。
至

於
荃

灣
絲

織
工

會
、

荃
灣

工
人

醫

療
所

、
紡

織
染

荃
灣

服
務

部
，

更
先

後
為

暴
徒

所
搗

毀
，

損
失

嚴
重

。

10月
13日

，
周

恩
來

總
理

約
見

英
國

駐
華

代
辦

歐
念

儒
，

對
香

港
英

國
當

局

未
能

制
止

國
民

黨
特

務
分

子
製

造
的

暴
亂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

同
日

，
港

督
葛

量
洪

提
前

結
束

度
假

回
來

處
理

暴
亂

。
軍

警
搜

捕
黑

社
會

各

堂
口

。
當

夜
，

拘
押

在
漆

咸
營

的
黑

社
會

人
物

多
達

3,000人
，

其
後

兩
日

內
，

增
至

5,300餘
人

。

14日
晚

，
葛

量
洪

發
表

廣
播

講
話

，
表

示
要

嚴
懲

暴
徒

。
16日

，
暴

亂
最

終

平
息

。對
於

九
龍

及
荃

灣
暴

動
，

中
方

與
港

英
當

局
有

明
顯

的
分

歧
。

港
府

的
報

告
書

說
：

「
經

廣
泛

調
查

後
，

仍
未

發
覺

李
鄭

屋
事

件
發

生
前

，

有
任

何
策

動
暴

亂
之

計
劃

，
亦

未
有

跡
象

證
明

與
外

界
有

共
謀

行
動

」
，

「
九

龍
之

暴
動

係
不

法
之

徒
所

煽
動

，
乃

屬
犯

罪
行

為
，

而
非

政
治

及
其

他
作

用

者
」

。中
方

則
引

述
報

告
書

說
：

開
始

參
加

徙
置

區
暴

亂
的

「
大

部
包

括
徙

置
之

居

民
被

認
為

係
國

民
黨

黨
員

者
」

，
後

由
「

攜
帶

國
民

黨
旗

之
14K

黨
和

安
樂

三
合

會
會

員
率

領
」

，
分

成
「

持
有

國
民

黨
旗

之
各

組
」

，
進

行
有

組
織

的
「

流
動

性

襲
擊

」
。

而
14K

黨
則

是
「

國
民

黨
政

權
時

期
」

創
立

的
「

半
官

式
政

治
性

之
地

下
組

織
，

其
會

員
多

係
國

民
黨

陸
軍

人
員

及
低

級
官

吏
」

。
荃

灣
暴

亂
之

主
要

特

點
是

，
「

彼
等

由
持

大
面

國
民

黨
旗

之
人

領
導

用
哨

笛
音

響
相

呼
應

，
並

用
白

色

腕
帶

以
資

識
別

」
；

強
迫

工
廠

之
主

事
人

懸
掛

國
民

黨
旗

和
交

納
保

護
費

；
「

凡

同
情

共
產

黨
者

居
住

之
屋

宇
，

不
論

是
否

工
會

抑
房

屋
或

店
戶

，
均

受
到

一
致

破

壞
性

之
攻

擊
，

兼
受

到
殘

忍
及

羞
辱

之
待

遇
」

等
。

中
方

以
此

來
證

明
暴

亂
是

國
民

黨
特

務
分

子
所

策
劃

和
組

織
的

，
卻

迴
避

了

造
成

暴
亂

的
社

會
基

礎
。

港
府

則
把

暴
動

的
責

任
歸

咎
黑

社
會

組
織

和
難

民
。

報
告

書
說

：
「

在
1949

年
與

1950年
中

國
內

戰
後

期
進

入
本

港
之

難
民

，
其

數
約

為
50萬

人
；

彼
輩

大

都
為

同
情

國
民

黨
或

至
少

亦
為

反
共

者
」

，
「

參
加

暴
動

者
，

因
有

國
民

黨
之

信

仰
，

而
受

罪
犯

等
煽

動
，

此
等

罪
犯

，
只

為
一

己
之

利
益

及
勢

力
着

想
，

在
荃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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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無

證
據

以
證

明
在

九
龍

方
面

起
事

之
前

，
已

有
預

謀
，

惟
似

有
國

民
黨

之
信

仰

者
與

三
合

會
黨

徒
連

結
，

以
清

算
舊

賬
，

並
意

圖
在

勞
工

方
面

，
爭

取
領

導
地

位
。

」在
香

港
嶺

南
大

學
做

研
究

的
內

地
香

港
史

權
威

劉
蜀

永
也

認
為

：
「

參
與

暴

亂
的

人
並

非
完

全
都

是
具

有
國

民
黨

傾
向

的
人

，
除

荃
灣

地
區

的
暴

亂
帶

有
鮮

明

的
政

治
色

彩
外

，
九

龍
發

生
的

搶
劫

與
縱

火
事

件
並

無
明

顯
的

政
治

目
的

。
暴

亂

的
範

圍
集

中
於

徙
置

區
周

圍
，

沒
有

徙
置

區
的

港
島

則
平

靜
如

初
。

顯
然

，
50年

代
，

為
躲

避
戰

火
而

來
的

平
民

百
姓

大
都

謀
生

艱
難

，
境

況
不

佳
，

對
現

實
生

活

極
為

不
滿

，
他

們
與

那
些

在
政

治
上

、
經

濟
上

遭
受

挫
敗

的
國

民
黨

分
子

及
親

國

民
黨

人
士

共
同

構
成

暴
亂

的
社

會
基

礎
。

」
1
1
0

蕭
若

元
寫

道
：

「
這

次
暴

動
的

結
果

，
是

大
批

國
民

黨
特

務
和

黑
社

會
分

子

被
捕

，
被

列
為

不
受

歡
迎

人
物

，
驅

逐
出

境
。

很
多

有
頭

有
面

的
人

物
，

就
在

這
段

時
期

被
驅

逐
到

台
灣

。
但

更
多

的
人

被
台

灣
拒

絕
接

收
。

所
謂

『
驅

逐
出

境
』

，
就

是
水

警
輪

把
他

們
送

到
大

陸
海

岸
線

，
這

些
人

往
往

被
大

陸
民

兵
拘

捕
，

當
特

務
槍

斃
。

另
一

些
就

被
送

到
無

人
荒

島
，

讓
其

自
生

自
滅

。

這
種

草
菅

人
命

的
做

法
，

到
了

60年
代

才
中

止
。

我
相

信
這

種
罔

顧
人

命
、

踐
踏

人
權

的
做

法
，

是
這

一
代

香
港

人
難

以
想

像
的

。
」
1
1
1

台
灣

前
立

法
委

員
、

駐
香

港
的

僑
委

會
顧

問
許

之
遠

承
認

：
1956年

暴
動

，

「
左

派
工

人
的

死
傷

，
應

較
右

派
為

多
。

平
息

之
後

，
港

府
政

治
部

逮
捕

和
遞

解

出
境

的
右

派
人

士
，

也
遠

較
左

派
為

多
；

以
後

對
右

派
社

團
的

發
展

和
集

會
，

都

有
嚴

厲
的

限
制

，
應

是
港

府
平

衡
兩

派
勢

力
最

好
的

說
明

。
」
1
1
2

此
後

，
國

民
黨

在
港

活
動

「
受

到
抑

制
」

，
「

在
港

政
治

影
響

逐
漸

淡

出
」

。中
共

經
過

此
番

衝
擊

，
重

組
和

加
強

了
駐

港
的

政
治

機
構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成

為
中

共
在

港
最

高
行

政
機

構
。
1
1
3

1
1
0
 
劉

蜀
永

主
編

：
《

簡
明

香
港

史
》

，
三

聯
書

店
，

1
9
9
8
年

，
2
7
3
頁

。
1
1
1
 
蕭

若
元

：
《

香
港

的
命

運
》

〈
上

〉
，

H
o
n
g
 K

o
n
g
 N

e
w
 M

e
d
ia
，

2
0
1
2
年

2
月

，
1
3
-1
4
頁

。
蕭

若
元

沒
有

提
供

資
料

來
源

。
1
1
2
 
許

之
遠

：
《

一
九

九
七

香
港

之
變

》
，

台
北

展
承

文
化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

1
9
9
7
年

）
1
月

，
3
6
頁

。
1
1
3
 
陳

新
文

：
〈

5
0
年

代
兩

岸
在

港
關

係
的

歷
史

考
察

〉
，

《
台

灣
研

究
集

刊
》

1
9
9
9
年

第
3
期

。
作

者
單

位
：

廣
州

暨
南

大
學

歷
史

系
。

十
四
、
港
英
政
府
密
切
監
視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地
下
活
動

港
英

政
府

的
本

地
情

報
委

員
會

L
ocal Intelligence C

om
m

ittee於
1955年

6月
和

1956年
12月

，
先

後
炮

製
了

兩
份

同
一

名
稱

的
機

密
報

告
：

《
香

港
受

到

非
軍

事
侵

略
的

可
能

性
》

T
he V

ulnerability of H
ong K

ong to N
on-m

ilitary 

A
ggression（

Secret G
uard）

1
1
4。

從
中

可
見

英
國

人
一

直
密

切
監

視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地

下
活

動
，

而
且

有
相

當
周

密
的

對
策

。

兩
份

機
密

報
告

都
有

這
一

句
：

「
已

編
制

了
一

份
1,800人

的
共

產
黨

人
物

的
名

單
，

一
旦

出
亂

子
，

就
可

以
採

取
拘

捕
行

動
。

」
1
1
5 

報
告

同
時

指
出

：
中

國
政

府
清

楚
知

道
很

多
支

持
者

已
暴

露
身

份
，

隨
時

有

可
能

被
捕

。
一

旦
大

規
模

的
騷

亂
升

級
，

他
們

便
會

有
第

二
線

的
領

導
，

或
者

在

緊
急

狀
態

出
現

之
前

，
將

他
們

引
入

香
港

。
不

過
，

報
告

沒
有

開
列

出
這

份
名

單
。

證
諸

1967年
暴

動
發

生
不

久
，

港
英

大
舉

搜
捕

左
派

人
士

，
抓

的
幾

乎
都

是

各
個

領
域

的
核

心
人

物
（

除
了

若
干

頭
面

人
物

，
如

工
聯

會
理

事
長

楊
光

、
《

大

公
報

》
社

長
費

彝
民

，
港

英
有

所
顧

忌
；

或
者

個
別

「
漏

網
之

魚
」

，
如

培
僑

中

學
校

長
吳

康
民

。
1
1
6可

見
英

國
老

牌
殖

民
統

治
者

的
老

謀
深

算
。

報
告

分
三

部
份

：
（

1）
共

產
黨

目
前

在
香

港
的

活
動

；
（

2）
共

產
黨

在
緊

急
狀

態
下

的
可

能
行

動
；

（
3）

這
種

行
動

的
成

功
機

會
。

1956年
的

報
告

承
認

，
「

沒
有

關
於

共
產

黨
員

或
共

青
團

員
人

數
的

確
實

統
計

」
。

「
一

些
中

國
政

府
的

官
方

機
構

，
例

如
中

國
銀

行
、

新
華

社
和

華
潤

公

司
，

這
些

機
構

裏
顯

然
有

共
產

黨
人

和
某

種
形

式
的

黨
組

織
。

他
們

能
夠

對
一

些

同
中

國
打

交
道

的
本

地
商

人
施

加
壓

力
。

」

報
告

強
調

，
共

產
黨

在
香

港
公

開
活

動
的

重
點

是
勞

工
方

面
。

以
共

產
黨

控
制

的
工

聯
會

為
核

心
，

其
屬

會
涵

蓋
運

輸
、

電
力

、
煤

氣
、

通
訊

、
糧

食
及

船
塢

。
人

數
最

多
的

海
員

工
會

，
會

員
有

19,720人
。

主
要

公
用

事
業

的
28,250

1
1
4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H
K
M
S
1
8
7
-1
-2
，

C
O
1
0
3
5
/7
8
，

C
O
1
0
3
5
/1
0
8
。

1
1
5
 
英

文
原

文
：

A
 list o

f so
m
e
 1
,8
0
0
 c
o
m
m
u
n
ist p

e
rso

n
a
litie

s h
a
s b

e
e
n
 c
o
m
p
ile

d
 w

ith
 a
 vie

w
 to

 
a
rre

st in
 th

e
 e
ve

n
t o

f tro
u
b
le
.

1
1
6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提
過

：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港
英

曾
抓

捕
他

，
但

誤
中

副
車

，
抓

了
副

校
長

和
他

的
司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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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

員
中

，
有

13,250人
是

左
派

工
會

會
員

。
他

們
還

成
功

滲
透

了
不

少
政

府

部
門

，
17,100名

公
務

員
中

有
4,300名

是
左

派
工

會
會

員
。

有
少

數
部

門
，

例

如
消

防
、

海
事

及
郵

政
局

，
他

們
吸

納
了

大
部

份
低

下
層

員
工

。
他

們
還

相
當

成
功

地
滲

透
了

皇
家

海
軍

船
塢

，
7,340名

僱
員

中
有

2,340名
是

左
派

工
會

會

員
。

在
教

育
領

域
，

報
告

說
，

有
36間

學
校

由
共

產
黨

人
控

制
，

有
104間

學
校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有
共

產
黨

人
滲

透
。

數
字

反
映

了
過

去
一

年
，

共
產

黨
的

影
響

力

有
明

顯
的

擴
展

。

共
產

黨
的

宣
傳

主
要

針
對

年
青

人
、

知
識

分
子

、
專

業
人

士
和

體
力

勞
動

者
。

共
產

黨
控

制
三

份
日

報
，

銷
量

約
50,000份

。

報
告

提
到

，
「

共
產

黨
政

府
一

旦
決

定
向

這
處

殖
民

地
施

加
壓

力
時

，
毫

無

疑
問

會
採

取
恐

怖
活

動
、

搞
破

壞
和

煽
動

工
人

罷
工

。
而

他
們

最
有

威
力

的
武

器

就
是

工
聯

會
。

」
1
1
7

1956年
12月

的
報

告
特

別
總

結
了

當
年

10月
九

龍
暴

動
的

教
訓

：
「

（
1）

一
次

政
治

事
件

足
以

引
發

打
砸

搶
大

騷
亂

w
idespread crim

inal rioting；
（

2）

即
使

暴
徒

沒
有

武
器

，
亦

非
早

有
預

謀
，

騷
亂

的
規

模
和

範
圍

也
會

失
控

，
超

出

警
方

維
持

治
安

的
能

力
，

除
非

軍
方

能
及

時
增

援
；

（
3）

黑
社

會
敵

視
香

港
當

局
，

就
像

這
次

事
件

，
他

們
迫

害
共

產
黨

的
支

持
者

。
還

要
記

住
，

黑
社

會
分

子

隨
時

會
被

收
買

。
（

4）
滋

事
分

子
（

包
括

共
產

黨
人

）
學

會
，

只
要

有
一

小
撮

機
動

靈
活

、
能

快
速

疏
散

和
集

結
的

暴
徒

，
就

足
以

造
成

廣
泛

的
騷

亂
，

而
這

是

當
局

最
難

對
付

的
戰

術
。

」

報
告

評
估

了
港

英
平

亂
的

實
力

：
基

本
防

衛
隊

伍
有

5,750人
，

其
中

1,887

名
屬

於
「

可
靠

」
的

「
非

華
人

」
。

「
至

少
在

緊
急

狀
態

的
初

期
，

警
隊

會
效

忠

政
府

，
有

效
地

執
行

任
務

。
」

報
告

還
詳

細
分

析
了

香
港

的
食

物
供

應
—

—
40%

的
蔬

菜
、

65%
的

肉
類

、

部
份

魚
類

、
食

油
，

幾
乎

全
部

家
禽

和
雞

蛋
來

自
中

國
大

陸
。

為
了

有
備

無
患

，
政

1
1
7
 
英

文
原

文
：

In
 th

e
 e
ve

n
t o

f th
e
 C

P
G
 d
e
c
id
in
g
 to

 a
p
p
ly p

re
ssu

re
 o
n
 th

e
 C

o
lo
n
y, th

e
ir a

c
tio

n
 

w
o
u
ld
, n

o
 d

o
u
b
t, in

c
lu
d
e
 te

rro
rism

, sa
b
o
ta
g
e
 a
n
d
 th

e
 fo

m
e
n
tin

g
 o
f strike

s⋯
⋯

T
h
e
ir m

o
st 

p
o
w
e
rfu

l w
e
a
p
o
n
 w

o
u
ld
 b
e
 th

e
 F
T
U
 (F

e
d
e
ra
tio

n
 o
f T

ra
d
e
 U

n
io
n
s). 筆

者
按

：
英

國
和

港
英

政
府

的
官

方
文

件
習

慣
稱

香
港

為
th
e
 C

o
lo
n
y（

殖
民

地
）

。

府
需

要
保

留
35,000噸

食
米

和
6,000噸

麵
粉

儲
備

，
相

當
於

兩
個

月
的

入
口

供
應

量
。

估
計

香
港

靠
內

部
生

產
和

能
夠

維
持

一
到

兩
個

月
。

之
後

就
需

要
依

靠
大

量

的
海

運
入

口
，

將
對

港
口

設
施

構
成

沉
重

的
壓

力
。

此
外

，
還

有
一

項
不

確
定

的

因
素

：
有

一
半

船
塢

工
人

和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的

海
軍

船
塢

工
人

隸
屬

左
派

工
會

。

毫
無

疑
問

，
這

些
情

報
是

來
自

港
英

警
察

政
治

部
。

港
英
政
治
部
的
情
報
工
作

1956年
6月

1日
，

來
自

英
倫

的
保

安
情

報
顧

問
麥

當
勞

A
.M

. M
acD

onald

呈
交

報
告

給
總

督
葛

量
洪

，
交

代
了

一
年

半
以

來
改

組
香

港
情

報
工

作
的

進
展

。

在
題

為
〈

香
港

的
情

報
組

織
〉

1
1
8的

報
告

，
麥

當
勞

披
露

了
政

治
部

的
若

干
細

節
。

茲
摘

譯
如

下
：

政
治

部
總

務
組

—
—

負
責

行
政

，
薪

酬
、

職
級

、
紀

律
、

呈
交

報
告

、
翻

譯
、

培
訓

、
監

視
活

動
，

以
及

與
入

境
處

聯
絡

事
宜

。
任

務
非

常
繁

重
。

負
責

監
視

工
作

的
有

七
隊

人
，

每
隊

三
人

。
他

們
表

現
不

俗
，

但
訓

練
不

足
。

需
要

為
他

們
設

立
一

個
「

庇
護

所
」

safe house，
搬

離
政

治
部

總
部

，
另

闢
訓

練
中

心
。

由
一

名
本

地
副

督
察

負
責

調
度

，
並

在
下

屬
每

次
任

務
執

行
完

畢

後
，

聽
取

他
們

的
匯

報
。

政
治

部
下

設
六

個
組

。

A
組
：

負
責

調
查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所
有

組
織

和
情

報
活

動
。

下
設

四
個

分

組
。

B
組
：

對
付

共
產

黨
和

國
民

黨
在

勞
工

界
的

滲
透

。
工

作
繁

重
。

C
組
：

負
責

調
查

國
民

黨
和

第
三

勢
力

的
活

動
（

不
包

括
勞

工
方

面
）

。
最

為
人

強
馬

壯
，

說
明

政
治

部
對

其
工

作
十

分
重

視
。

D
組
：

研
究

組
。

需
要

在
香

港
進

行
緊

密
而

有
系

統
的

研
究

，
這

方
面

的
技

術
支

援
尤

其
重

要
。

E
組
：

對
付

教
育

界
的

滲
透

。
事

關
重

大
，

需
要

特
別

留
神

。
人

手
不

足
。

F組
：

負
責

審
批

、
調

查
政

府
部

門
的

滲
透

。
屬

於
頭

等
大

事
。

以
上

大
部

份
組

別
急

需
增

聘
人

手
，

包
括

外
籍

和
本

地
督

察
。

由
於

調
查

克

1
1
8
 
O
rg
a
n
isa

tio
n
 o
f In

te
llig

e
n
c
e
 in

 H
o
n
g
 K
o
n
g
, H

K
M
S
1
8
7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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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米

爾
公

主
號

事
件

耗
用

了
大

量
人

手
，

令
改

組
政

治
部

的
工

作
受

到
阻

延
。

英
國
聯
合
情
報
局
的
工
作

英
國

聯
合

情
報

局
（

Joint Intelligence B
ureau，

簡
稱

 J.I.B
.）

局
長

在

1956年
一

份
給

英
國

國
防

部
的

文
件

1
1
9提

到
，

可
以

從
香

港
搜

集
中

國
、

台
灣

和
香

港
本

地
的

情
報

。
甚

至
經

由
香

港
，

可
以

獲
取

共
產

黨
在

印
度

支
那

半
島

的
情

報
。

港
英

政
府

在
香

港
設

有
名

為
「

慈
善

」
“

C
harity”

和
「

提
昇

」

“
U

plift”
的

本
地

盤
查

小
組

（
L
ocal interrogation U

nits）
，

向
來

往
內

地
的

香
港

工
商

機
構

高
級

人
員

套
取

大
陸

的
工

業
及

經
濟

情
報

和
他

們
的

觀
感

。

聯
合

情
報

局
以

倫
敦

為
中

心
，

遠
東

總
部

設
在

澳
洲

的
墨

爾
本

，
連

結
香

港
、

新
加

坡
和

北
京

的
大

使
館

，
形

成
一

個
情

報
網

絡
。

香
港

設
有

的
本

地
情

報
委

員
會

，
要

定
期

作
出

報
告

，
至

少
每

月
一

份
。

內

容
包

括
：

1、
共
產
主
義

共
產

黨
和

本
地

共
產

黨
小

組
：

政
策

、
影

響
、

財
務

和
外

部
聯

繫
。

滲
透

：
勞

工
、

教
育

、
政

府
部

門
、

基
本

設
施

服
務

和
保

安
部

門
。

前
線

組
織

：
共

產
黨

對
外

圍
組

織
、

團
體

影
響

的
發

展
。

與
其

他
政

黨
、

政
團

的
關

係
。

2、
極
端
國
民
黨
分
子
民
族
主
義

政
策

和
影

響
。

顛
覆

性
的

煽
動

。

外
部

聯
繫

。

恐
怖

主
義

。

3、
勞
工
和
農
民
騷
動

一
般

的
經

濟
條

件
。

勞
資

糾
紛

和
申

訴
。

政
治

團
體

的
混

水
摸

魚
。

1
1
9
 
C
O
1
0
3
5
/1
1

4、
種
族
，
宗
教
和
部
族
緊
張
。
1
2
0

英
國
海
軍
的
情
報

1956年
7月

17日
，

英
國

國
防

部
聯

合
情

報
委

員
會

轉
發

了
海

軍
軍

部
the 

A
dm

iralty一
份

《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活

動
》

的
備

註
note（

在
遠

東
司

部
門

主
管

的
晨

早
會

議
上

傳
閱

）
，

給
殖

民
地

部
保

安
主

任
巴

頓
M

r. C
.J.J.T

. B
arton, 

D
irector G

eneral, Security Service, C
olonial O

ffice，
並

請
他

把
意

見
反

饋

給
海

軍
司

令
軒

尼
詩

C
om

m
ander H

ennessy.

這
份

只
有

一
頁

紙
的

備
註

形
容

莊
世

平
「

大
抵

是
中

國
銀

行
系

統
最

好
鬥

的

共
產

黨
人

」
。
1
2
1

備
註

引
述

莊
世

平
最

近
對

一
名

同
僚

談
及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成
就

—
—

除
了

在

工
會

、
學

校
具

有
影

響
力

，
高

卓
雄

即
將

參
選

中
華

總
商

會
會

長
，

有
利

於
擴

大

共
產

黨
在

商
界

的
影

響
。

備
註

提
到

，
共

產
黨

掌
控

的
本

地
銀

行
僱

員
最

近
接

到
指

示
，

要
他

們
加

入

1
2
0
 
C
O
1
0
3
5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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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原

文
：

C
H
U
A
N
G
 H

sih
-p
in
g
, w

h
o
 is p

e
rh
a
p
s th

e
 m

o
st m

ilita
n
t C

o
m
m
u
n
ist in

 th
e
 B

a
n
k o

f 
C
h
in
a
 h
e
ira

rc
h
y. 莊

世
平

（
1
9
1
1
-2
0
0
7
）

是
南

洋
商

業
銀

行
創

辦
人

、
董

事
長

。
筆

者
在

上
卷

引
述

內
地

的
文

章
指

出
，

他
早

在
上

世
紀

4
0
年

代
已

是
中

共
金

融
線

的
地

下
黨

員
。

原
來

早
已

受
到

港
英

政
府

監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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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銀
行

華
員

會
，

結
交

會
內

的
中

立
和

反
共

會
員

。
中

國
銀

行
不

久
前

捐
了

港

幣
2,000元

給
該

會
，

還
打

算
再

捐
，

以
協

助
親

共
分

子
在

會
內

擴
大

影
響

力
。

筆
者

不
厭

其
詳

地
迻

譯
這

些
塵

封
已

久
、

似
乎

從
未

被
人

引
用

過
的

解
密

文

檔
，

意
在

說
明

，
在

冷
戰

格
局

下
，

一
些

看
似

如
此

細
微

的
情

報
，

受
到

何
等

程

度
的

重
視

。
當

中
所

披
露

的
信

息
，

大
抵

只
是

冰
山

一
小

角
。

《
炎

黃
春

秋
》

2011年
第

12期
刊

登
了

莊
世

平
（

1911-2007）
的

遺
稿

〈
方

方
在

香
港

〉
1
2
2，

留
下

了
第

一
身

的
重

要
證

言
：

1947年
我
到
香
港
，
在
方
方
的
指
導
下
，
也
積
極
開
展
經
濟
方
面
的

工
作
，
先
後
創
立
了
寶
通
銀
號
和
其
他
一
些
貿
易
機
構
，
並
協
助
方
方
策

劃
、
設
計
在
廣
東
解
放
區
發
行
「
南
方
券
」
，
建
立
南
方
銀
行
，
為
華
南
地

區
的
經
濟
工
作
盡
了
自
己
力
所
能
及
的
努
力
。
我
清
楚
地
記
得
：
在
全
國
解

放
前
夕
，
方
方
和
他
的
夫
人
蘇
惠
約
我
到
他
家
談
話
，
方
方
說
：
「
香
港
可

能
不
會
馬
上
收
回
」
，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我
們
還
要
利
用
香
港
」
，
「
香

港
作
為
我
國
對
外
貿
易
通
道
的
地
位
，
別
的
港
口
是
難
以
代
替
的
，
將
來
，

我
們
的
貿
易
結
匯
，
海
外
華
僑
的
匯
款
，
都
需
要
由
我
們
自
己
的
機
構
負

責
。
現
在
如
果
不
是
這
樣
去
想
，
並
積
極
籌
劃
自
己
的
陣
地
，
我
們
將
會
對

歷
史
失
誤
。
」
在
方
方
的
啓
發
下
，
在
新
中
國
誕
生
兩
個
多
月
後
，
由
我
負

責
籌
劃
的
香
港
南
洋
商
業
銀
行
及
時
地
在
12月

14日
正
式
開
業
了
，
緊
密

地
配
合
了
國
家
對
外
收
匯
付
匯
服
務
的
需
要
，
並
高
高
地
掛
起
新
中
國
的
五

星
紅
旗
，
鮮
明
地
標
誌
這
家
新
銀
行
是
擁
護
新
中
國
的
。
同
時
我
還
配
合
中

共
接
管
了
香
港
中
國
銀
行
和
其
他
多
家
國
民
政
府
在
香
港
起
義
的
銀
行
，

以
及
一
些
企
業
機
構
，
使
這
些
企
業
延
續
下
來
，
並
保
護
了
國
有
資
產
。

1950年
初
，
南
洋
商
業
銀
行
又
到
澳
門
創
辦
了
南
通
銀
行
。

十
五
、
曾
昭
科
—
—
港
英
警
隊
高
層
的
中
共
特
務

曾
昭

科
（

John T
sang）

，
前

香
港

警
務

處
助

理
警

司
、

警
察

訓
練

學
校

副

1
2
2
 
方

方
是

國
共

戰
爭

時
期

中
共

地
下

黨
在

香
港

的
最

高
負

責
人

。

校
長

。
1961年

10月
6日

，
香

港
政

府
宣

佈
曾

昭
科

懷
疑

替
北

京
當

局
進

行
間

諜

活
動

，
被

政
治

部
扣

查
58日

後
，

在
未

經
公

開
審

訊
下

被
遞

解
出

境
，

經
羅

湖
返

回
內

地
。

曾
昭

科
於

1925年
出

生
於

廣
州

，
祖

籍
滿

洲
旗

人
。

父
親

曾
希

穎
在

莫
斯

科

大
學

唸
書

，
來

港
定

居
後

，
在

聖
類

斯
中

學
及

拔
萃

女
書

院
任

教
。

曾
昭

科
在

小

學
畢

業
後

來
港

，
跟

兄
長

入
讀

九
龍

華
仁

書
院

，
畢

業
正

值
日

治
時

期
，

留
學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
後

來
轉

到
京

都
帝

國
大

學
攻

讀
經

濟
。

大
學

時
代

，
曾

昭
科

接

觸
左

傾
思

想
，

熟
讀

譯
自

德
文

的
日

文
版

《
資

本
論

》
。

1947年
，

曾
昭

科
畢

業
回

港
，

加
入

香
港

警
隊

，
曾

派
往

英
國

蘇
格

蘭
場

（
Scotland Y

ard）
受

訓
。

先
後

任
職

政
治

部
、

九
龍

刑
事

偵
緝

處
副

處
長

，

1961年
升

任
助

理
警

司
。

曾
昭

科
精

通
英

、
日

、
粵

、
普

通
話

，
因

槍
法

精
準

而

被
選

為
港

督
葛

量
洪

的
隨

身
保

鏢
。

曾
昭

科
被

指
是

潛
伏

於
警

察
內

部
及

駐
港

英
軍

的
間

諜
，

負
責

蒐
集

高
度

秘

密
的

情
報

，
透

過
在

澳
門

的
幕

後
指

揮
人

，
把

情
報

交
到

中
國

政
府

手
上

。

曾
昭

科
其

後
定

居
廣

州
，

於
1978年

復
辦

的
暨

南
大

學
擔

任
外

語
系

教
授

、

系
主

任
、

廣
東

外
語

外
貿

大
學

董
事

會
名

譽
主

席
。

曾
先

後
獲

選
為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人
大

代
表

，
1984年

獲
廣

東
省

六
屆

人
大

增
選

為
省

人
大

常
務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

至
2001年

離
任

。
1
2
3

《
文

匯
報

》
記

者
曾

試
圖

在
廣

州
查

看
廣

東
解

密
的

檔
案

，
其

中
兩

份
是

有
關

曾
昭

科
的

。
編

號
「

215-1-161-040」
：

涉
及

在
暨

南
大

學
任

職
。

編
號

「
216-1-315-6」

是
當

選
省

人
大

副
主

任
的

。
至

於
涉

及
間

諜
行

為
的

，
則

沒
有

解
密

。港
督

葛
量

洪
對

曾
昭

科
案

講
得

非
常

簡
單

：
「

一
位

在
中

國
的

大
學

畢
業

（
原

文
如

此
）

，
比

一
般

人
更

得
人

好
感

和
聰

明
，

我
以

為
他

會
升

得
高

，
而

且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給
提

升
到

處
長

級
的

職
位

，
我

離
港

後
四

年
他

卻
因

為
充

當
共

產

黨
特

務
而

給
遣

送
到

中
國

去
。

」
1
2
4

蔡
渭

衡
1
2
5告

訴
周

奕
，

「
有

一
次

在
廣

州
開

政
協

會
議

碰
到

曾
昭

科
，

曾
昭

1
2
3
  〈

「
香

港
第

一
諜

案
」

轟
動

港
澳

〉
，

《
文

匯
報

》
2
0
0
6
年

1
2
月

2
6
日

。
1
2
4
  《

葛
量

洪
回

憶
錄

》
，

2
3
0
頁

。
1
2
5
 
蔡

渭
衡

是
曾

昭
科

的
華

仁
同

學
、

華
革

會
核

心
人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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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告

訴
他

，
陳

耀
材
1
2
6在

遞
解

出
境

名
單

之
中

原
是

榜
上

有
名

的
，

不
過

港
英

在
最

後
一

分
鐘

改
變

了
主

意
，

原
因

是
恐

怕
欠

缺
談

判
對

手
，

於
是

演
出

一
場

『
捉

放
陳

』
。

」
1
2
7

羅
亞

在
〈

曾
昭

科
間

諜
奇

案
揭

秘
〉

一
文

，
將

曾
昭

科
說

成
是

雙
重

間
諜

：

根
據
政
治
部
資
深
人
士
傳
言
，
曾
氏
除
了
身
居
高
職
，
外
貌
也
一
表
人

才
，
但
未
能
避
免
沾
染
警
界
陋
習
，
在
酒
色
財
氣
影
響
下
，
經
常
出
入
歡

場
，
早
在
任
職
督
察
時
期
便
已
接
觸
三
山
五
嶽
人
馬
，
遂
給
人
可
乘
之
機
，

據
聞
其
後
且
成
為
某
名
媛
入
幕
之
賓
，
並
遭
收
錄
為
中
國
共
產
黨
情
報
組
織

的
線
人
，
成
為
「
內
間
」
。

曾
氏
既
有
能
耐
晉
身
上
流
社
會
，
打
入
華
人
顯
貴
社
交
圈
子
，
順
理
成

章
作
為
英
方
成
功
線
人
；
至
接
受
中
共
情
報
局
錄
用
後
，
儼
然
便
成
雙
重
間

諜
，
惟
只
限
於
提
供
港
英
政
策
、
軍
力
部
署
及
英
方
人
事
網
絡
資
料
⋯
⋯

曾
氏
被
中
方
錄
用
為
反
間
諜
，
當
然
可
以
得
到
巨
額
款
項
津
貼
。
就
其

工
作
範
疇
，
其
所
能
提
供
的
情
報
對
英
方
有
利
，
價
值
應
該
在
其
反
間
功
能

之
上
；
而
其
能
向
中
方
供
應
的
情
報
，
反
而
實
質
上
無
甚
重
大
價
值
，
固

然
，
其
潛
在
功
用
亦
不
可
抹
煞
。

由
於
其
身
事
二
主
，
工
作
壓
力
沉
重
，
雙
面
人
的
生
活
，
迫
使
其
夜
夜

笙
歌
，
揮
霍
無
度
，
卒
致
與
中
方
情
報
特
工
因
財
失
義
。

1961年
10月

1日
，
政
治
部
在
羅
湖
橋
頭
偶
因
截
查
一
名
從
中
國
大
陸

入
境
旅
客
時
，
發
現
巨
款
及
秘
密
文
件
，
引
致
跟
進
調
查
此
一
間
諜
網
，
最

後
把
曾
昭
科
身
份
揭
露
。

當
時
負
責
守
衛
的
人
員
傳
言
，
有
謂
曾
氏
遭
受
逼
供
，
但
姑
勿
論
是
否

確
有
其
事
，
結
果
也
是
一
樣
，
就
是
曾
氏
只
能
和
盤
托
出
真
相
。
具
有
60年

代
參
與
警
政
資
歷
人
士
指
出
，
當
年
對
待
罪
犯
尚
且
可
以
嚴
刑
逼
供
，
更
何

況
是
對
待
政
治
犯
人
！

曾
氏
雖
最
終
承
認
出
賣
情
報
及
收
取
金
錢
厚
利
，
猶
幸
此
乃
自
願
的
單

1
2
6
 
早

年
擔

任
電

車
工

會
福

利
部

長
，

1
9
5
0
年

初
電

車
工

人
罷

工
期

間
，

是
勞

方
的

談
判

代
表

之
一

。
後

來
升

任
工

聯
會

理
事

長
、

會
長

，
與

楊
光

齊
名

。
1
2
7
 
周

奕
：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

5
5
-5
6
頁

。

一
行
動
，
與
人
無
尤
，
亦
無
同
黨
。
當
然
在
幕
後
操
控
的
名
媛
，
事
發
後
早

已
人
間
蒸
發
，
不
知
所
終
。
根
據
有
經
驗
特
工
指
出
，
此
人
極
可
能
是
中
方

間
諜
，
以
色
及
利
誘
願
者
上
鈎
。

綜
觀
全
案
，
曾
昭
科
當
年
所
能
獲
取
的
情
報
價
值
甚
微
，
限
於
其
階

級
年
資
，
其
最
有
可
能
套
取
的
，
僅
為
港
英
運
作
機
制
及
當
權
人
物
背

景
（
以
英
裔
人
員
為
多
）
，
極
其
量
是
英
軍
部
署
和
軍
力
裝
備
的
表
面
資

料
。
1
2
8

這
裏

有
幾

點
疑

問
。

如
果

曾
昭

科
「

夜
夜

笙
歌

，
揮

霍
無

度
，

卒
致

與
中

方

情
報

特
工

因
財

失
義

」
，

為
何

回
內

地
後

沒
有

受
到

任
何

懲
罰

？
曾

昭
科

在
華

人

上
流

社
會

，
可

以
收

集
甚

麼
對

英
方

有
價

值
的

情
報

？
曾

昭
科

做
過

港
督

葛
量

洪

的
貼

身
保

鏢
，

又
是

當
時

華
人

警
察

的
「

一
哥

」
，

羅
亞

憑
甚

麼
說

他
「

向
中

方

供
應

的
情

報
，

反
而

實
質

上
無

甚
重

大
價

值
」

？
在

貪
污

肆
虐

的
年

代
，

社
會

上

普
遍

認
為

「
好

仔
唔

當
差

」
（

不
做

警
察

）
。

以
曾

昭
科

的
學

歷
，

何
愁

沒
有

更

好
的

出
路

。
《

文
匯

報
》

說
曾

昭
科

在
日

本
接

觸
左

傾
思

想
，

父
親

曾
希

穎
在

莫

斯
科

大
學

唸
書

，
曾

昭
科

講
的

「
捉

放
陳

」
是

發
生

於
1950年

的
羅

素
街

衝
突

事
件

，
加

上
被

遣
返

內
地

後
的

待
遇

，
都

顯
示

曾
昭

科
是

由
於

政
治

傾
向

而
做

間

諜
，

與
羅

亞
說

的
是

為
了

巨
額

款
項

津
貼

，
完

全
不

同
。

看
來

，
羅

亞
道

聽
途

說

的
小

道
消

息
（

hearsay）
並

不
可

靠
。

1955年
「

克
什

米
爾

公
主

號
」

爆
炸

後
，

中
方

為
了

促
使

港
英

政
府

對
在

港

的
國

民
黨

特
務

採
取

行
動

，
向

英
方

提
供

了
大

量
警

方
內

部
的

情
報

。
會

不
會

因

此
而

打
草

驚
蛇

，
引

起
港

英
警

惕
中

共
早

已
派

人
滲

入
警

隊
，

於
是

展
開

調
查

，

導
致

曾
昭

科
間

諜
身

份
的

暴
露

？

在
中

國
政

府
眼

裏
，

曾
昭

科
似

乎
沒

有
甚

麼
政

治
污

點
。

「
夜

夜
笙

歌
」

，

也
許

正
是

間
諜

工
作

的
一

部
份

！
以

下
幾

點
可

作
佐

證
：

1、
吳

康
民

60年
代

訪
問

母
校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
有

一
張

校
園

留
影

：
居

中

是
身

材
最

高
大

、
穿

着
中

山
裝

的
英

文
教

授
曾

昭
科

，
左

為
中

山
大

學
校

長
黃

煥

秋
（

曾
參

與
創

辦
香

港
達

德
學

院
，

達
德

學
院

被
港

英
政

府
勒

令
關

閉
後

，
返

回

1
2
8
 
羅

亞
：

《
政

治
部

回
憶

錄
》

，
中

文
大

學
亞

太
研

究
所

，
1
4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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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地

）
，

右
為

吳
康

民
。

三
人

言
笑

晏
晏

。
1
2
9

2、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澳
門

已
成

半
個

解
放

區
，

中
方

透
過

澳
門

綠
邨

電
台

，
大

量
報

道
香

港
「

反
英

抗
暴

」
的

消
息

，
以

抗
衡

香
港

的
官

方
電

台
和

商

業
電

台
。

其
中

較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

曾
連

續
三

天
重

播
前

警
司

、
警

察
學

校
副

校

長
曾

昭
科

對
華

人
警

察
喊

話
，

號
召

他
們

掉
轉

槍
頭

，
起

來
反

英
。
1
3
0

3、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有

一
批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左
派

印
發

的
傳

單
、

小
報

，
其

中
一

份
也

是
曾

昭
科

號
召

警
察

「
反

英
抗

暴
」

。

4、
沒

有
任

何
資

料
顯

示
曾

昭
科

在
「

文
革

」
期

間
曾

受
迫

害
。

與
曾

昭
科

同
一

年
滲

透
入

警
隊

的
，

至
少

還
有

一
位

歐
培

。

歐
培
，
早
在
東
縱
時
期
是
中
共
東
莞
虎
門
區
委
負
責
人
。
東
縱
北
撤

後
，
撤
退
到
香
港
，
經
祁
烽
同
意
，
於
1947年

5月
，
通
過
關
係
，
考
入

香
港
警
察
署
當
警
察
。
他
的
黨
組
織
關
係
，
原
由
溫
柏
如
聯
繫
，
1948年

2月
，
由
我
負
責
和
他
聯
繫
。
他
以
警
察
的
身
份
作
掩
護
，
完
成
黨
交
給
他

的
任
務
。
他
曾
從
香
港
仔
黃
竹
坑
警
察
署
的
倉
庫
搞
到
一
批
槍
枝
子
彈
運
回

部
隊
。
有
一
次
，
我
們
有
一
批
物
資
要
在
香
港
仔
用
船
裝
，
估
計
英
警
可
能

要
檢
查
，
歐
培
利
用
值
更
之
便
，
把
這
批
毛
毯
、
白
洋
扣
布
，
膠
鞋
，
書
刊

等
裝
入
貨
船
，
安
全
運
回
部
隊
。
他
以
警
察
的
特
殊
身
份
，
完
成
了
特
殊
任

務
，
作
出
了
特
殊
貢
獻
。
1
3
1

文
章

沒
有

交
代

歐
培

後
來

的
下

落
，

在
香

港
警

隊
潛

伏
到

甚
麼

時
候

？

曾
昭

科
的

間
諜

身
份

是
如

何
被

港
英

識
破

的
，

至
今

還
是

一
個

謎
。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
1949年

10月
4日

關
於

香
港

的
報

告
曾

經
指

出
：

「
不

到

3,000人
的

常
規

警
力

大
於

戰
前

的
規

模
，

但
左

翼
分

子
企

圖
混

入
，

極
大

地
遲

緩
了

擴
大

警
察

規
模

的
努

力
，

因
此

，
有

必
要

對
招

募
的

所
有

中
國

人
進

行
嚴

格

1
2
9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三

聯
書

店
，

2
0
1
1
年

7
月

，
7
6
頁

。
1
3
0
  《

文
匯

報
》

1
9
6
7
年

1
0
月

2
9
日

第
六

版
。

1
3
1
 
吳

堅
：

〈
香

港
九

龍
新

界
秘

密
交

通
線

站
支

援
解

放
戰

爭
概

況
〉

，
《

深
圳

黨
史

資
料

彙
編

第
四

輯
》

，
中

共
深

圳
市

委
黨

史
辦

公
室

編
1
9
8
9
年

6
月

，
2
7
8
-2
8
9
頁

。
內

文
提

到
的

祁
烽

，
曾

長
期

擔
任

香
港

新
華

社
副

社
長

。

的
篩

查
。

」
1
3
2

儘
管

港
英

政
府

嚴
格

篩
查

，
還

是
混

入
了

曾
昭

科
、

歐
培

這
樣

的
中

共
「

臥

底
」

。十
六
、
費
彝
民
與
費
明
儀
的
政
治
恩
怨

1
3
3

費
彝

民
（

1908-1988）
，

《
大

公
報

》
社

長
，

是
中

共
在

香
港

第
一

流
的

統
戰

高
手

。

費
明

儀
（

1931-  ）
，

香
港

著
名

女
高

音
歌

唱
家

。

費
明

儀
在

《
律

韻
芳

華
—

—
費

明
儀

的
故

事
》

裏
有

幾
段

饒
有

趣
味

的
精

彩

憶
述

，
談

到
她

和
二

叔
費

彝
民

的
政

治
恩

怨
，

折
射

出
國

共
心

戰
、

互
挖

牆
角

，

親
情

與
政

治
交

相
煎

熬
的

荒
唐

歲
月

。

費
明

儀
的

父
親

費
穆

，
是

上
世

紀
30-50年

代
的

著
名

導
演

，
傳

世
之

作
有

《
天

倫
》

、
《

狼
山

喋
血

記
》

、
《

小
城

之
春

》
，

1952年
病

逝
於

香
港

。
費

穆

的
二

弟
費

彝
民

，
從

1952年
到

1988年
擔

任
《

大
公

報
》

社
長

，
生

前
曾

單
獨

會

見
過

總
理

周
恩

來
多

達
40餘

次
。

費
明

儀
憶

述
：

父
親

去
世

後
，

她
拿

着
費

彝
民

的
介

紹
信

，
去

了
北

京
人

民

藝
術

劇
院

。
因

為
不

想
寫

一
份

解
釋

為
何

解
放

前
夕

要
到

香
港

去
的

自
白

書
，

她

不
辭

而
別

，
回

到
上

海
老

家
。

當
時

內
地

局
勢

尚
未

明
朗

安
定

，
留

在
上

海
沒

有
甚

麼
發

展
，

而
在

香
港

已

經
開

始
學

習
聲

樂
的

她
，

於
是

再
次

不
告

而
別

，
離

開
上

海
，

連
夜

坐
火

車
南

下

廣
州

，
偷

渡
到

澳
門

，
輾

轉
回

到
香

港
，

寄
住

在
二

叔
的

家
。

費
彝

民
當

時
大

筆

一
揮

，
簽

署
了

一
張

1,200元
的

支
票

，
為

她
繳

付
了

一
整

年
學

聲
樂

的
學

費
。

這
位

揚
眉

女
子

在
上

世
紀

40年
代

末
、

50年
代

初
的

南
渡

、
北

歸
、

再
南

渡
，

真
是

絕
無

僅
有

。
正

如
費

明
儀

自
己

說
：

「
當

年
我

這
大

膽
無

知
的

決
定

，

改
變

了
我

整
個

人
生

的
命

運
！

」
香

港
也

因
此

有
了

一
位

名
聞

中
外

的
華

人
女

高

音
歌

唱
家

。
在

往
後

的
幾

十
年

，
她

不
讓

政
治

壓
倒

藝
術

的
特

立
獨

行
，

更
是

傳

1
3
2
  《

美
國
對
華
情
報
解
密
檔
案
》
（
1
8
4
8
-1
9
7
6
）
第
二
編
：
中
國
內
戰
。
東
方
出
版
中
心
2
0
0
9
年
4
月
，
5
4
3
頁
。

1
3
3
 
本

節
取

材
自

：
費

明
儀

、
周

凡
夫

、
謝

素
雁

：
《

律
韻

芳
華

—
—

費
明

儀
的

故
事

》
，

三
聯

書
店

，
2
0
0
8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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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之

極
。

不
顧
二
叔
反
對
  嫁
作
許
家
婦

費
明

儀
的

男
朋

友
許

樂
群

出
身

於
大

地
主

家
族

，
篤

信
基

督
。

費
彝

民
不

贊

成
他

們
交

往
，

勸
姪

女
去

蘇
聯

或
法

國
留

學
深

造
。

費
明

儀
要

結
婚

，
費

彝
民

照
樣

不
贊

成
，

認
為

兩
家

背
景

、
政

治
立

場
不

同
，

絕
不

會
是

理
想

的
「

親
家

」
。

反
對

無
效

，
費

彝
民

沒
有

出
席

費
明

儀
的

婚

禮
，

只
來

了
二

嬸
蘇

慕
滋

。

費
明

儀
是

上
海

人
，

夫
家

是
潮

州
人

，
在

文
化

上
、

習
俗

上
有

很
大

差

異
。
1
3
4家

翁
認

為
唱

歌
是

拋
頭

露
面

好
出

風
頭

。
許

家
的

姐
妹

、
親

戚
也

都
認

為
上

海
人

喜
歡

花
錢

，
好

吹
牛

，
叔

叔
又

是
共

產
黨

。
許

樂
群

替
妻

子
百

般
解

釋
，

他
父

親
很

不
高

興
地

說
：

「
難

道
你

忘
了

我
們

的
叔

叔
、

舅
舅

和
家

人
在

汕
頭

都

給
共

產
黨

鬥
得

傾
家

盪
產

和
死

去
活

來
嗎

？
」

費
明

儀
婚

後
生

活
得

很
不

自
在

。
因

受
費

彝
民

影
響

，
反

宗
教

，
認

為
是

唯

心
主

義
，

常
常

以
肚

痛
、

胃
痛

做
藉

口
，

推
辭

去
教

會
，

避
無

可
避

才
去

一
次

，

安
撫

一
下

奶
奶

。

最
初

，
費

彝
民

安
慰

說
，

許
家

遲
早

會
接

受
她

的
。

後
來

乾
脆

提
議

她
離

婚
。

她
覺

得
丈

夫
對

她
很

好
，

拒
絕

了
。

費
明

儀
花

了
半

年
時

間
，

努
力

學
好

潮
州

話
，

用
潮

語
和

許
家

上
下

溝
通

。

可
幸

的
是

，
「

奶
奶

對
我

非
常

好
，

後
來

她
還

帶
領

我
信

耶
穌

。
」

費
明

儀
婚

後
繼

續
學

聲
樂

。
1956年

，
遠

赴
法

國
深

造
。

費
彝

民
鼓

勵
她

研
究

中
國

古
代

詩
詞

以
及

中
國

民
間

歌
謠

及
曲

藝
。

她
逐

漸
在

融
會

中
西

藝
術

方

面
，

找
到

了
訣

竅
。

1960年
，

費
明

儀
學

成
歸

來
。

四
年

後
，

創
辦

明
儀

合
唱

團
。

五
、

六
十

年
代

，
香

港
的

殖
民

地
氣

息
濃

厚
，

很
多

人
認

為
唱

中
國

民
歌

就

是
共

產
黨

，
被

人
指

為
是

「
左

派
」

。
但

她
仍

然
積

極
推

介
中

國
民

歌
，

大
唱

新

疆
民

歌
《

黎
明

之
歌

》
、

陝
西

民
歌

《
繡

荷
包

》
、

甘
肅

民
歌

《
颳

地
風

》
等

。

1962年
和

1965年
，

費
明

儀
應

邀
到

台
灣

，
參

加
「

中
國

藝
術

歌
曲

之
夜

」

1
3
4
 
5
0
年

代
有

一
齣

粵
語

長
（

殘
）

片
—

—
「

南
北

和
」

，
喜

劇
演

員
梁

醒
波

與
劉

恩
甲

這
對

鬥
氣

冤
家

兼
親

家
，

在
生

活
細

節
上

迸
發

出
來

的
火

花
，

正
是

當
時

南
北

文
化

差
異

的
真

實
寫

照
。

演
出

。
1966年

12月
，

台
灣

《
聯

合
報

》
老

闆
王

惕
吾

更
為

她
在

台
北

中
山

堂
舉

辦
兩

場
個

人
獨

唱
音

樂
會

。

當
時

香
港

藝
人

去
台

灣
演

出
，

往
往

帶
有

政
治

色
彩

。
費

明
儀

的
新

聞
自

然

更
多

。
主

辦
單

位
安

排
她

去
拜

會
行

政
院

長
蔣

經
國

等
黨

政
要

員
。

副
總

統
嚴

家

淦
、

總
統

府
副

秘
書

長
黃

伯
度

還
出

席
了

首
場

音
樂

會
。

十
年
不
相
往
來

1966年
的

台
灣

行
，

費
明

儀
事

先
根

本
不

敢
告

訴
二

叔
，

怕
他

勸
阻

。
她

對

台
灣

有
關

方
面

表
明

：
不

能
用

政
治

角
度

來
報

道
音

樂
會

，
可

以
寫

費
明

儀
，

但

絕
對

不
能

提
費

彝
民

。
結

果
台

灣
的

報
紙

遵
守

承
諾

，
反

倒
是

香
港

幾
份

親
台

報

紙
用

她
投

奔
自

由
，

大
義

滅
親

做
標

題
，

大
事

宣
傳

。

費
明

儀
回

香
港

後
，

二
叔

對
她

說
：

「
你

有
自

由
去

做
，

但
現

在
仍

可
表

明

立
場

，
是

愛
中

國
還

是
愛

台
灣

？
」

她
當

時
反

問
：

「
台

灣
不

是
中

國
嗎

？
作

為

一
個

藝
術

家
，

甚
麼

地
方

都
應

該
去

，
不

應
受

政
治

限
制

。
」

當
時

「
文

革
」

已
烽

煙
滾

滾
，

費
彝

民
也

有
苦

衷
，

對
她

說
：

「
你

去
台

灣
，

我
很

難
交

代
，

日
後

我
怎

樣
去

管
別

人
？

將
來

可
能

很
多

人
都

會
去

台
灣

，

但
目

前
不

能
去

，
尤

其
是

你
不

能
去

。
」

費
明

儀
說

：
「

終
究

有
人

要
先

行
一

步

吧
！

」
但

二
叔

說
：

「
如

果
現

在
你

去
了

，
立

場
便

有
問

題
。

」
當

時
她

感
到

萬

分
困

擾
，

反
駁

道
：

「
我

去
台

灣
介

紹
民

歌
有

甚
麼

不
妥

呢
？

我
不

是
去

唱
反

共

歌
曲

，
我

是
去

推
介

中
國

的
民

間
藝

術
，

有
何

不
妥

呢
？

只
要

有
機

會
推

介
中

國

的
藝

術
，

我
就

覺
得

應
該

去
。

」

費
彝

民
對

「
台

灣
不

是
中

國
嗎

？
」

、
「

去
台

灣
介

紹
民

歌
有

甚
麼

不
妥

呢
？

」
這

兩
個

問
題

有
甚

麼
回

應
，

費
明

儀
的

回
憶

錄
沒

有
交

代
。

也
許

，
面

對

姪
女

牙
尖

嘴
利

的
反

詰
，

辯
才

無
礙

的
費

彝
民

一
時

間
也

語
塞

。

結
果

，
二

人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不

相
往

來
。

費
明

儀
透

露
，

60年
代

她
去

了
美

國
和

台
灣

，
為

二
叔

帶
來

難
堪

。
費

彝
民

曾
當

面
向

周
恩

來
總

理
交

代
過

她
的

問
題

，
周

恩
來

知
道

費
彝

民
希

望
培

養
她

成

為
一

個
真

正
的

藝
術

家
，

一
如

當
年

她
父

親
費

穆
對

她
的

期
望

。
周

恩
來

說
不

必

擔
心

，
因

為
至

少
已

通
過

音
樂

藝
術

打
破

了
兩

岸
之

間
的

僵
局

。

有
了

周
恩

來
這

顆
定

心
丸

，
當

費
彝

民
被

很
多

同
事

和
朋

友
問

及
：

「
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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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培

養
的

姪
女

，
你

最
疼

愛
的

費
明

儀
，

背
叛

你
到

台
灣

演
出

，
你

有
甚

麼
話

說
？

」
他

的
回

答
是

：
「

沒
有

問
題

啊
！

音
樂

家
應

該
甚

麼
地

方
都

去
，

音
樂

不

分
國

界
，

更
不

應
該

有
政

治
的

阻
隔

。
」

1975年
秋

，
費

家
兩

叔
姪

在
大

會
堂

聽
維

也
納

兒
童

合
唱

團
巧

遇
。

二
叔

說
：

「
十

多
年

沒
有

來
往

，
不

過
你

的
一

舉
一

動
我

都
清

楚
⋯

⋯
香

港
所

有
的

報

紙
經

常
有

你
的

消
息

，
唯

獨
《

大
公

報
》

、
《

文
匯

報
》

沒
有

。
但

是
有

一
點

我

是
肯

定
的

。
你

沒
有

辜
負

我
的

期
望

，
無

論
在

哪
一

方
面

，
你

都
做

得
很

好
。

」

費
明

儀
問

二
叔

會
怪

她
嗎

？
二

叔
說

：
「

你
回

來
就

好
了

，
還

有
甚

麼
比

這

個
更

重
要

的
？

」
「

這
是

政
治

問
題

，
但

親
情

是
永

遠
不

會
斷

的
。

」

此
後

，
他

們
恢

復
來

往
。

費
明

儀
還

經
常

到
《

大
公

報
》

看
二

叔
，

但
還

不

敢
去

看
二

嬸
，

「
因

為
她

覺
得

我
到

美
國

和
台

灣
，

帶
給

二
叔

很
大

困
擾

，
她

認

為
我

的
頭

腦
有

問
題

，
是

無
法

原
諒

的
。

」

二
叔
安
排
重
返
內
地

1979年
中

國
實

行
開

放
政

策
，

在
相

隔
二

十
多

年
後

，
費

明
儀

有
機

會
重

返

內
地

，
尋

親
訪

友
，

為
父

親
平

反
。

二
叔

為
她

寫
了

介
紹

信
，

讓
她

拜
會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院

長
趙

渢
、

聲
樂

家
周

小
燕

、
啓

蒙
老

師
丁

善
德

、
文

化
界

前
輩

夏
衍

。

1981年
，

亞
洲

作
曲

家
大

會
與

音
樂

節
，

兩
岸

的
音

樂
家

終
於

打
破

阻
隔

，

在
香

港
舉

行
首

次
聚

會
。

從
1979年

開
始

，
費

明
儀

又
反

過
來

被
台

灣
列

入
黑

名
單

，
禁

止
入

境
。

直

到
1988年

5月
，

台
灣

舉
辦

第
三

屆
「

中
國

民
族

音
樂

學
會

議
」

，
要

她
保

證
不

會
從

事
任

何
政

治
活

動
，

才
取

得
台

灣
的

出
入

境
許

可
。

費
明

儀
很

慶
幸

地
說

，
當

年
她

的
「

反
叛

行
為

」
，

十
多

年
後

竟
然

成
為

建

立
文

化
交

流
的

最
佳

人
選

。

十
七
、
毛
澤
東
有
關
香
港
的
批
示

毛
澤

東
在

1949年
以

後
與

香
港

有
關

的
批

示
，

出
奇

地
少

，
僅

十
餘

篇
。

內

容
主

要
是

如
何

透
過

香
港

，
對

台
灣

國
民

黨
進

行
策

反
、

統
戰

，
也

有
零

星
的

篇

章
，

涉
及

港
英

政
府

、
香

港
民

生
、

國
際

形
勢

，
以

及
紅

線
女

等
個

人
。

以
下

根

據
內

地
已

公
開

發
表

的
《

建
國

以
來

毛
澤

東
文

稿
》

（
1949-1976）

13冊
（

以

下
簡

稱
《

文
稿

》
）

，
摘

錄
這

些
批

示
，

並
略

加
說

明
。

1、
祝
賀
「
海
遼
」
號
輪
起
義
給
方
枕
流
等
的
電
報
（
1949年

10月
24日

）
「

海
遼

」
號

輪
是

原
國

民
黨

政
府

招
商

局
的

運
輸

輪
船

，
1949年

9月
19日

在
由

香
港

駛
汕

頭
途

中
宣

佈
起

義
，

脫
離

國
民

黨
當

局
。

海
遼
輪
方
枕
流
船
長
和
全
體
船
員
同
志
們
：

慶
賀
你
們
在
海
上
起
義
，
並
將
海
遼
輪
駛
達
東
北
港
口
的
成
功
。
你
們

為
着
人
民
國
家
的
利
益
，
團
結
一
致
，
戰
勝
困
難
，
脫
離
反
動
派
而
站
在
人

民
方
面
，
這
種
舉
動
，
是
全
國
人
民
所
歡
迎
的
，
是
還
在
國
民
黨
反
動
派
和

官
僚
資
本
控
制
下
的
一
切
船
長
船
員
們
所
應
當
效
法
的
。

毛
澤
東

1949年
10月

24日

2、
祝
賀
中
國
，
中
央
兩
航
空
公
司
全
體
員
工
起
義
的
電
報
（
1949年

11
月
12日

）
1
3
5

3、
給
宣
佈
脫
離
國
民
黨
當
局
的
前
資
源
委
員
會
駐
港
員
工
的
電
報
（
1949

年
11月

19日
）

前
資
源
委
員
會
香
港
貿
易
處
國
外
貿
易
事
務
所
員
工
同
志
們
：

14日
電
悉
，
甚
為
欣
慰
。
即
望
團
結
一
致
，
堅
持
愛
國
立
場
，
保
護
祖

國
財
產
，
以
待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
接
收
。

毛
澤
東

11月
19日

《
文

稿
》

原
註

釋
：

資
源

委
員

會
是

原
國

民
黨

政
府

壟
斷

工
業

的
主

要
機

構
。

前
資

源
委

員
會

貿
易

處
國

外
貿

易
事

務
所

駐
香

港
員

工
吳

志
翔

等
35人

1949

年
11月

14日
給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毛
澤

東
主

席
等

的
電

報
。

電
報

中
宣

佈
與

國
民

黨

反
動

政
權

脫
離

關
係

，
保

護
在

港
資

產
，

聽
候

人
民

政
府

接
收

。

1
3
5
 
略

。
見

於
本

卷
：

兩
航

起
義

一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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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同
胡
階
森
談
判
中
英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的
電
報
上
的
批
語
（
1950年

1
月
29日

）

請
周
覆
：
胡
階
森
來
時
應
與
談
英
國
與
蔣
介
石
關
係
問
題
及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的
其
他
問
題
，
而
不
要
談
收
回
兵
營
問
題
。

《
文

稿
》

原
註

釋
：

胡
階

森
，

當
時

是
英

國
政

府
指

定
的

駐
中

國
的

臨
時

代

辦
，

負
責

同
中

國
談

判
中

英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問

題
。

周
指

周
恩

來
。

5、
毛
澤
東
給
衛
立
煌
的
電
文
以
及
相
關
批
示

衛
立

煌
，

1948年
任

國
民

黨
政

府
軍

東
北

「
剿

匪
」

總
司

令
部

總
司

令
。

瀋
陽

解
放

前
夕

回
到

南
京

，
因

沒
有

積
極

執
行

蔣
介

石
的

作
戰

命
令

，
被

軟
禁

於

南
京

。
1949年

1月
蔣

介
石

引
退

後
，

衛
去

香
港

。
1949年

10月
3日

，
衛

立
煌

從
香

港
發

電
報

給
毛

澤
東

：
「

先
生

英
明

領
導

，
人

民
革

命
卒

獲
輝

煌
勝

利
；

從

此
全

中
華

人
民

得
到

偉
大

領
袖

，
新

中
國

富
強

有
望

，
舉

世
歡

騰
鼓

舞
，

竭
誠

擁

護
。

煌
向

往
衷

心
尤

為
雀

躍
萬

丈
。

敬
電

馳
賀

。
朱

副
主

席
、

周
總

理
請

代
申

賀

忱
。

」
以

下
是

毛
澤

東
的

回
電

。

給
衛
立
煌
的
電
報
（
1949年

10月
15日

）

張
楓
轉
衛
立
煌
將
軍
：

酉
江
電
誦
悉
，
極
為
感
謝
。
謹
此
奉
覆
。

毛
澤
東

酉
刪

張
楓

，
即

饒
彰

風
，

當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華

南
分

局
港

澳
工

作
委

員
會

委
員

。

1955年
3月

，
衛

立
煌

回
到

大
陸

，
並

發
表

了
〈

告
台

灣
袍

澤
朋

友
書

〉
。

以
下

是
毛

澤
東

的
批

語
。

對
衛
立
煌
〈
告
台
灣
袍
澤
朋
友
書
〉
的
批
語
（
1955年

3月
13日

）

劉
、
朱
、
鄧
（
請
小
平
辦
）
：

此
件
以
一
字
不
改
，
照
原
文
待
衛
到
廣
州
時
即
行
發
表
為
好
。

在
廣
州
發
表
時
，
即
送
香
港
登
報
，
並
登
廣
州
報
紙
。
同
時
由
新
華
社

發
來
北
京
，
播
發
北
京
及
全
國
登
報
，
並
發
口
語
廣
播
，
譯
成
外
文
發
表
。

此
件
完
全
可
用
，
不
須
要
修
改
。

毛
澤
東

3月
13日

衛
立

煌
的

〈
告

台
灣

袍
澤

朋
友

書
〉

，
全

文
載

1955年
3月

17日
《

人
民

日

報
》

和
香

港
《

文
匯

報
》

。

劉
，

指
劉

少
奇

。
朱

，
指

朱
德

。
鄧

，
指

鄧
小

平
，

當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秘

書

長
、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

1955年
3月

16日
，

衛
立

煌
從

廣
州

致
電

毛
澤

東
：

「
立

煌
昨

日
返

回
祖

國
，

平
安

抵
穗

，
謹

電
致

敬
，

並
問

候
劉

委
員

長
、

周
總

理
、

朱
副

主
席

及
中

央

各
位

先
生

。
」

毛
澤

東
翌

日
批

示
及

回
電

。

對
衛
立
煌
來
電
的
批
語
和
覆
電
（
1955年

3月
17日

）

尚
昆
：應
發
一
電
表
示
歡
迎
。
由
華
南
分
局
派
適
當
幹
部
好
好
護
送
來
京
。
如

他
願
意
在
廣
州
長
沙
武
漢
鄭
州
等
處
（
或
走
上
海
天
津
）
看
看
建
設
情
況
，

應
先
電
告
各
處
好
好
引
導
招
待
，
並
表
示
熱
情
歡
迎
態
度
。

毛
澤
東

3月
17日

早

廣
州
華
南
分
局
即
送
衛
俊
如
先
生
：

3月
16日

電
報
收
到
。
先
生
返
國
，
甚
表
歡
迎
，
盼
早
日
來
京
，
借
圖

良
晤
。
如
有
興
趣
，
可
於
沿
途
看
看
情
況
，
於
本
月
底
或
下
月
初
到
京
，
也

是
好
的
。

毛
澤
東

3月
17日

尚
昆

，
即

楊
尚

昆
，

當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副

秘
書

長
、

中
央

辦
公

廳
主

任
。

衛
立

煌
，

字
俊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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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
梁
漱
溟
〈
告
台
灣
同
胞
〉
一
文
的
批
語
（
1955年

1月
27日

）
1955年

1月
19日

，
中

共
中

央
宣

傳
部

部
長

陸
定

一
向

周
恩

來
總

理
呈

交
了

一
份

關
於

修
改

和
發

表
梁

漱
溟

〈
告

台
灣

同
胞

〉
一

文
的

請
示

報
告

。
以

下
是

毛

澤
東

在
報

告
上

的
批

語
。

劉
、
周
閱
，
退
陸
定
一
同
志
。

陸
擬
各
點
均
可
不
改
，
只
在
文
尾
倒
數
第
三
行
第
二
刪
去
「
事
不
宜

遲
，
⋯
⋯
」
幾
句
。
此
文
可
以
廣
播
，
並
可
在
北
京
、
香
港
兩
處
報
上
發
表
。

毛
澤
東

1月
27日

梁
漱

溟
，

當
時

任
政

協
全

國
委

員
會

委
員

。
劉

，
指

劉
少

奇
。

周
，

指
周

恩

來
。

〈
告

台
灣

同
胞

〉
後

來
發

表
在

1955年
2月

3日
《

人
民

日
報

》
和

1955年
2

月
5日

香
港

《
文

匯
報

》
上

。

7、
關
於
停
止
在
深
圳
方
面
的
演
習
準
備
打
金
門
的
批
語
（
1958年

8月
18日

）
1958年

8月
13日

，
廣

州
軍

區
關

於
在

深
圳

方
向

上
進

行
演

習
的

部
署

給
軍

委
的

報
告

，
毛

澤
東

寫
了

這
個

批
語

。

德
懷
同
志
：

準
備
打
金
門
，
直
接
對
蔣
，
間
接
對
美
，
因
此
不
要
在
廣
東
深
圳
方
面

進
行
演
習
了
，
不
要
去
驚
動
英
國
人
。

毛
澤
東

8月
18日

上
午
1時

再
：
請
叫
空
司
注
意
：
台
灣
方
面
可
能
出
動
大
編
隊
空
軍
（
例
如
幾
十

架
至
百
多
架
）
向
我
反
擊
，
奪
回
金
、
馬
制
空
權
。
因
此
，
我
應
迅
即
準
備

以
大
編
隊
擊
敗
之
。
追
擊
不
要
越
過
金
、
馬
線
。

彭
德

懷
，

當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軍

委
委

員
，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兼
國

防
部

長
，

主

持
軍

委
日

常
工

作
。

8、
關
於
蘇
共
中
央
來
信
等
問
題
給
周
恩
來
的
電
報
（
1958年

10月
11日

）

恩
來
同
志
：

蘇
來
件
不
忙
覆
，
談
一
下
再
說
。

曹
聚
仁
到
，
冷
他
幾
天
，
不
要
立
即
談
。
我
是
否
見
他
，
待
酌
。

叫
克
誠
將
8月
19日

汕
頭
空
戰
以
來
五
十
多
天
中
，
我
殲
敵
機
多
少
，

敵
殲
我
機
多
少
，
確
查
統
計
，
準
備
告
訴
蘇
方
。
他
們
信
敵
人
謊
報
，
不
明

實
情
。
地
空
導
彈
應
賣
給
我
，
由
我
使
用
，
他
們
派
少
數
人
來
教
。
我
傾
向

這
種
方
針
。
是
否
適
宜
，
今
晚
或
明
晚
可
以
商
定
。

毛
澤
東

10月
11日

上
午
10時

毛
澤

東
給

周
恩

來
的

電
報

涉
及

到
的

曹
聚

仁
，

是
曾

與
蔣

經
國

共
事

的
名

記

者
、

學
者

。
二

、
三

十
年

代
在

暨
南

大
學

、
復

旦
大

學
等

校
任

教
授

。
抗

戰
勝

利

後
在

上
海

任
《

前
線

日
報

》
編

輯
兼

香
港

《
星

島
日

報
》

特
約

記
者

。
1950年

移

居
香

港
，

先
後

任
香

港
《

星
島

日
報

》
編

輯
和

新
加

坡
《

南
洋

商
報

》
駐

香
港

特

約
記

者
。

1958年
回

大
陸

採
訪

，
受

到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
陳

毅
等

接
見

。
中

共

當
時

希
望

曹
聚

仁
穿

針
引

線
，

啟
動

第
三

次
國

共
合

作
，

但
沒

有
成

功
。

克
誠

，
即

黃
克

誠
，

當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軍

委
秘

書
長

、
國

防
部

副
部

長
、

總

參
謀

長
。

9、
為
紅
線
女
題
詞
（
1958年

12月
1日
）

1
9
5
7
年
，
香
港
有
一
些
人
罵
紅
線
女
，
我
看
了
高
興
，
其
中
有
黃

河
。
他
罵
的
是
他
自
己
，
他
說
他
要
滅
亡
了
。
果
然
，
已
經
在
地
球
上
被
掃

掉
，
不
見
了
所
謂
黃
河
。
而
紅
線
女
則
活
着
，
再
活
着
，
更
活
着
，
變
成
了

勞
動
人
民
的
紅
線
女
。
1958年

，
在
武
昌
，
紅
線
女
同
志
對
我
說
：
寫
幾

個
字
給
我
，
我
希
望
。
我
說
：
好
吧
。
因
寫
如
右
。

毛
澤
東

1958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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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線

女
是

粵
劇

名
伶

，
抗

戰
勝

利
後

去
了

香
港

，
1955年

底
回

廣
州

。
黃

河

是
當

時
香

港
的

著
名

演
員

，
一

度
與

紅
線

女
熱

戀
。

這
件

緋
聞

的
背

後
，

也
牽

涉

到
國

共
爭

鬥
。

據
當

時
在

廣
東

省
政

府
負

責
接

待
中

央
領

導
人

工
作

的
歐

初
憶

述
：

「
50

年
代

後
期

至
文

化
大

革
命

開
始

這
段

時
間

，
全

國
各

地
流

行
跳

交
誼

舞
。

⋯
⋯

粵

劇
名

演
員

紅
線

女
曾

到
省

委
五

樓
陪

毛
澤

東
跳

舞
，

還
唱

了
一

曲
《

賣
荔

枝
》

。

紅
線

女
唱

畢
問

：
『

主
席

，
您

覺
得

唱
得

怎
麼

樣
？

』
毛

澤
東

微
笑

着
點

頭
說

不

錯
，

接
着

又
搖

搖
頭

說
：

『
我

聽
不

大
懂

。
』

」

紅
線

女
曾

寫
信

給
毛

澤
東

，
希

望
得

到
進

一
步

的
教

誨
。

1958年
11月

，
中

共
中

央
在

武
昌

召
開

八
屆

六
中

全
會

，
紅

線
女

隨
團

到
武

昌
演

出
，

又
見

到
毛

澤

東
，

遂
請

毛
題

詞
。

毛
澤

東
當

晚
便

為
紅

線
女

題
寫

了
魯

迅
的

詩
句

：
「

橫
眉

冷

對
千

夫
指

，
俯

首
甘

為
孺

子
牛

。
」

省
委

另
一

位
副

秘
書

長
黃

施
民

等
有

數
幾

個
人

陪
江

青
跳

舞
，

而
且

多
是

禮

節
性

陪
跳

一
支

曲
。

省
委

辦
公

廳
當

時
有

個
港

澳
組

，
由

黃
施

民
主

管
。

港
澳

組

的
年

青
幹

部
蔡

思
聰

、
姚

仍
洲

、
鄭

偉
榮

等
都

陪
江

青
跳

過
舞

。
1
3
6

歐
初

還
寫

道
：

「
文

革
」

期
間

，
紅

衛
兵

「
抄

了
紅

線
女

的
家

，
將

她
保

存

的
文

字
資

料
、

劇
本

等
全

部
拿

到
造

紙
廠

化
為

紙
漿

，
還

將
紅

線
女

的
頭

髮
剃

去

半
邊

，
號

稱
『

陰
陽

頭
』

，
『

勒
令

』
紅

線
女

掛
着

『
牛

鬼
蛇

神
紅

線
女

』
的

牌

子
掃

街
」

。
1
3
7

10、
對
新
華
社
關
於
內
地
對
香
港
副
食
品
供
應
量
銳
減
的
報
道
的
批
語

（
1959年

1月
25日

）
1
3
8

11、
在
關
於
張
國
燾
最
近
情
況
簡
報
上
的
批
語
（
1959年

1月
）

應
勸
張
國
燾
割
斷
他
同
美
國
人
的
關
係
。
如
能
做
到
這
點
，
可
考
慮
給

以
個
人
生
活
方
面
的
補
助
。
毛
注
。

1
3
6
 
歐

初
：

《
依

舊
紅

棉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5
年

8
月

，
1
3
、

1
4
、

1
6
頁

。
作

者
曾

任
廣

州
市

副
市

長
。

1
3
7
 
歐

初
：

《
依

舊
紅

棉
》

二
集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6
年

9
月

，
1
5
0
頁

。
1
3
8
 
略

。
見

於
本

卷
：

華
潤

一
文

，
3
8
6
頁

。

《
文

稿
》

原
註

釋
：

張
國

燾
，

1921年
參

加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以

後
曾

被
選

為
中

央
委

員
、

政
治

局
委

員
、

政
治

局
常

委
。

⋯
⋯

他
反

對
中

共
中

央
關

於
紅

軍
北

上
的

決
定

，
進

行
分

裂
黨

和
紅

軍
的

活
動

，
另

立
中

央
。

⋯
⋯

1938年
4月

，
逃

出
陝

甘
寧

邊
區

，
投

入
國

民
黨

特
務

集
團

，
隨

即
被

開
除

出
黨

。
1959年

時
正

寓
居

香
港

。
1979年

死
於

加
拿

大
。

1959年
1月

5日
印

發
的

這
份

內
部

情
況

簡
報

說
，

張
國

燾
去

年
10月

表
示

願

意
為

新
中

國
政

府
做

點
事

，
並

要
求

給
他

以
生

活
補

助
。

這
份

批
語

讓
世

人
知

道
，

原
來

中
共

在
香

港
和

「
叛

徒
」

張
國

燾
有

接
觸

，

還
講

條
件

，
結

果
談

不
攏

。

12、
對
《
參
考
資
料
》
有
關
日
本
的
幾
條
消
息
的
批
語
（
1959年

6月
）

林
克
：有
兩
三
條
日
本
消
息
，
值
得
一
閱
。

毛

《
文

稿
》

原
註

釋
：

這
個

批
語

寫
在

新
華

通
訊

社
1959年

6月
18日

編
印

的

《
東

南
亞

和
中

近
東

情
況

》
（

《
參

考
資

料
》

專
輯

）
第

十
八

期
上

。
其

中
有

《
香

港
時

報
》

5月
8日

刊
載

了
該

報
駐

東
京

特
派

員
芳

亭
寫

的
題

為
〈

日
本

地
方

選
舉

的
總

結
〉

的
通

訊
，

指
出

這
次

選
舉

結
果

顯
示

日
本

保
守

勢
力

有
「

退
潮

」

的
象

徵
，

日
本

輿
論

對
選

舉
中

違
法

和
賄

選
現

象
層

出
不

窮
極

為
不

滿
。

林
克

，
當

時
任

毛
澤

東
辦

公
室

秘
書

。

《
香

港
時

報
》

是
國

民
黨

政
府

在
香

港
的

喉
舌

，
已

結
業

。

13、
在
反
映
香
港
觀
眾
讚
賞
芭
蕾
舞
劇
「
紅
色
娘
子
軍
」
的
材
料
上
的
批

語
（
1964年

11月
26日

）

送
劉
、
周
、
鄧
、
彭
閱
。

人
們
要
革
命
。

毛
澤
東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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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稿
》

原
註

釋
：

中
央

歌
劇

舞
劇

院
芭

蕾
舞

劇
團

1964年
10月

31日
至

11

月
9日

首
次

到
廣

東
寶

安
縣

深
圳

公
演

現
代

芭
蕾

舞
劇

「
紅

色
娘

子
軍

」
和

古
典

芭
蕾

舞
劇

「
天

鵝
湖

」
，

受
到

來
自

香
港

的
七

千
多

觀
眾

的
熱

烈
讚

揚
。

此
次

香

港
觀

眾
熱

烈
要

求
到

深
圳

看
戲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
有

些
人

頭
一

天
下

午
5時

起
排

隊
，

露
宿

一
夜

等
待

買
票

。
香

港
工

人
組

織
要

求
包

一
場

「
紅

色
娘

子
軍

」
讓

工

人
觀

看
，

有
些

工
人

寧
願

少
領

一
天

的
工

資
，

甚
至

可
能

被
開

除
，

也
要

來
看

戲
。

更
出

人
意

料
的

是
，

香
港

觀
眾

對
「

紅
色

娘
子

軍
」

的
讚

賞
遠

遠
超

過
「

天

鵝
湖

」
，

不
論

觀
眾

之
間

的
交

談
或

是
座

談
會

上
的

發
言

，
大

家
對

芭
蕾

舞
劇

進

行
的

改
革

都
一

致
加

以
肯

定
，

認
為

它
不

但
繼

承
了

古
典

的
傳

統
技

巧
，

而
且

豐

富
了

芭
蕾

舞
的

內
容

、
技

巧
和

表
演

方
法

。
「

紅
色

娘
子

軍
」

原
定

演
出

四
場

，

後
在

觀
眾

的
強

烈
要

求
下

，
增

演
了

兩
場

，
每

場
演

出
，

觀
眾

的
熱

烈
的

情
緒

和

場
面

在
內

地
也

是
少

有
的

。
「

天
鵝

湖
」

則
比

原
定

演
出

三
場

減
少

了
一

場
。

劉
少

奇
、

周
恩

來
、

鄧
小

平
、

彭
真

，
當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

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

。

14、
對
香
港
《
大
公
報
》
文
章
《
1929年

大
恐
慌
的
日
子
》
的
批
語
（
1968

年
3月
23日

）

林
彪
、
恩
來
、
中
央
文
革
各
同
志
閱
。

毛
澤
東

3月
23日

《
文

稿
》

原
註

釋
：

香
港

《
大

公
報

》
1968年

3月
18日

刊
載

的
這

篇
文

章
，

介
紹

了
資

本
主

義
世

界
1929年

經
濟

危
機

的
情

況
，

認
為

當
前

西
方

的
金

融

恐
慌

，
很

有
些

1929年
世

界
經

濟
大

恐
慌

的
模

樣
了

。
而

帝
國

主
義

為
了

擺
脫

和

轉
嫁

危
機

，
通

常
是

以
戰

爭
尋

找
它

們
的

出
路

的
。

文
章

最
後

說
：

「
從

四
十

年

前
看

現
在

的
局

面
，

說
相

同
也

相
同

，
說

不
同

也
不

同
。

西
方

經
濟

大
恐

慌
山

雨

欲
來

，
但

是
，

它
們

是
否

能
夠

從
大

規
模

的
戰

爭
上

尋
找

出
路

，
卻

大
有

疑
問

。

這
是

因
為

以
毛

澤
東

思
想

為
指

導
思

想
的

新
中

國
屹

立
在

東
亞

大
陸

上
，

成
為

世

界
燈

塔
，

任
何

侵
略

者
妄

想
碰

上
一

碰
，

勢
必

落
得

粉
身

碎
骨

的
下

場
；

而
全

世

界
的

大
好

革
命

形
勢

，
尤

其
是

美
軍

已
在

越
南

一
敗

塗
地

的
事

實
，

也
使

美
帝

國

主
義

有
所

忌
憚

。
帝

國
主

義
之

間
的

明
爭

暗
鬥

、
邊

吵
邊

打
，

今
後

勢
將

繼
續

；

但
是

，
它

們
要

是
敢

向
全

面
戰

爭
的

道
路

邁
進

，
妄

圖
借

此
解

救
危

機
，

那
麼

，

它
們

徹
底

舒
服

的
日

子
，

必
將

更
加

提
早

來
到

！
」

在
這

段
話

旁
，

毛
澤

東
寫

了
一

個
批

語
：

結
論
不
一
定
對
，
還
是
會
打
的
。

林
彪

，
在

中
共

八
屆

十
一

中
全

會
上

繼
續

當
選

為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
不

久

成
為

中
央

副
主

席
。

恩
來

，
即

周
恩

來
。

十
八
、
國
民
黨
勢
力
日
漸
衰
落

親
國

民
黨

的
香

港
珠

海
大

學
的

兩
位

學
者

—
—

蕭
國

健
教

授
和

謝
永

昌
博

士
，

披
露

了
國

民
黨

歷
來

在
香

港
的

實
力

，
言

簡
意

賅
，

十
分

罕
見

，
多

少
反

映

了
台

灣
的

政
黨

政
治

已
進

入
常

態
，

比
中

共
來

得
坦

白
。

蕭
、

謝
在

《
國

民
黨

之
香

港
百

年
史

略
》

寫
道

：

共
黨
佔
據
大
陸
後
，
國

民
黨
隨
國
民
政
府
播
遷
台

灣
，
港
澳
地
區
就
成
為
反
攻

大
陸
的
橋
頭
堡
，
也
因
為
政

治
環
境
，
僅
能
做
一
個
地
下

黨
，
一
切
黨
務
工
作
都
在
暗

中
進
行
，
避
開
英
國
殖
民
政

府
政
治
部
的
監
視
。

國
民
黨
在
港
澳
地
區
的

全
盛
期
是
6
0
年
代
末
7
0
年

代
初
，
當
時
黨
員
數
目
高
達

五
、
六
萬
。
經
過
近
四
十
年

親
國

民
黨

人
士

慶
祝

雙
十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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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英
國
管
治
香
港
，
及
葡
萄
牙
管
治
澳
門
時
，
國
民
黨
的
活
動
只
能
從
事

地
下
工
作
。
因
為
港
澳
地
區
是
反
攻
大
陸
的
橋
頭
堡
，
平
日
就
需
一
大
筆
活

動
經
費
去
運
用
，
但
這
些
錢
不
能
用
公
司
的
名
義
去
存
放
，
於
是
黨
部
就
交

由
某
幾
位
領
導
負
責
這
些
錢
，
而
這
些
人
為
了
「
逃
避
」
港
澳
政
府
的
耳
目
，

就
用
自
己
或
家
人
的
名
字
去
存
放
銀
行
或
購
置
物
業
，
無
人
可
以
過
問
，
也

無
其
他
人
得
知
去
向
，
賬
目
混
亂
，
有
不
少
最
後
是
追
不
回
來
；
亦
有
人
死

後
如
畢
某
，
其
家
人
將
喪
禮
秘
密
舉
行
，
不
敢
告
知
任
何
人
，
怕
的
是
被
追

回
物
業
。
這
些
事
情
令
中
央
黨
部
也
感
無
奈
，
雖
然
港
澳
總
支
部
目
前
有
一
筆

現
款
放
在
海
外
部
，
但
海
外
部
並
不
放
心
將
這
些
錢
交
回
港
澳
總
支
部
運
用
。

國
民
黨
自
08年

5月
20日

重
獲
政
權
，
雖
然
今
日
仍
是
黨
政
分
家
，
但

港
澳
總
支
部
是
會
與
中
華
旅
行
社
互
相
配
合
，
融
入
社
會
，
做
好
一
切
地
區

性
的
工
作
。
1
4
1

事
實

上
，

自
從

中
英

兩
國

簽
署

聯
合

聲
明

之
後

，
國

民
黨

的
喉

舌
《

香
港

時

報
》

、
《

工
商

日
報

》
相

繼
結

束
，

勢
力

更
日

漸
式

微
。

回
歸

以
來

，
立

法
會

、
區

議
會

的
歷

次
選

舉
，

有
明

顯
台

灣
國

民
黨

背
景

的

參
選

人
愈

來
愈

少
。

勉
強

算
得

上
的

一
位

，
就

是
曾

在
珠

海
學

院
新

聞
系

任
教

、

公
開

在
網

上
電

台
承

認
曾

經
是

國
民

黨
員

的
黃

毓
民

。

但
今

天
的

黃
毓

民
卻

比
台

灣
執

政
的

國
民

黨
極

端
得

多
。

2012年
3月

25日

香
港

特
首

選
舉

日
，

黃
毓

民
帶

領
「

人
民

力
量

」
部

份
群

眾
高

喊
「

打
倒

共
產

黨
」

，
就

是
一

個
例

子
。

重
溫

香
港

五
、

六
十

年
代

的
國

共
對

抗
史

，
當

知
黃

毓
民

的
偏

激
做

法
，

對

香
港

社
會

只
會

有
百

害
而

無
一

利
，

恐
怕

連
正

牌
國

民
黨

也
不

贊
同

。

話
說

回
來

，
黃

毓
民

做
事

也
不

是
完

全
不

講
分

寸
的

。
和

「
長

毛
」

梁
國

雄

不
同

，
他

沒
有

衝
擊

過
中

聯
辦

，
也

從
來

不
在

中
國

領
導

人
訪

港
的

場
合

鬧
事

攪

局
。

他
視

民
主

黨
如

仇
讎

，
往

往
更

甚
於

對
建

制
派

的
民

建
聯

。

這
些

奇
特

的
現

象
，

不
知

該
如

何
解

讀
？

1
4
1
 
同

上
，

7
2
頁

。

的
變
遷
，
台
灣
政
壇
經
歷
無
數
次
變
化
，
加
上
港
澳
政
權
轉
移
（
回
歸
）
，

及
港
澳
黨
務
轉
變
的
各
項
因
素
影
響
下
，
黨
員
人
數
逐
年
減
少
。
及
至
馬
英

九
當
選
黨
主
席
，
及
國
民
黨
重
掌
政
權
後
，
返
回
國
民
黨
及
申
請
入
黨
的
人

大
幅
度
增
加
，
至
今
為
止
應
接
近
兩
萬
人
，
但
隱
性
的
黨
員
仍
有
不
少
，
故

每
當
香
港
有
地
區
性
或
議
會
選
舉
時
，
不
少
政
黨
都
會
來
尋
求
支
持
，
國
民

黨
這
股
勢
力
仍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
1
3
9

蕭
、

謝
的

專
著

，
也

有
值

得
商

榷
之

處
。

1、
這

部
《

百
年

史
略

》
，

完
全

略
去

了
國

民
黨

人
在

1956年
挑

起
九

龍
、

荃
灣

暴
動

的
史

實
。

2、
「

國
民

黨
在

港
澳

地
區

的
全

盛
期

是
60年

代
末

70年
代

初
」

也
值

得
討

論
。

身
為

局
外

人
，

筆
者

一
直

以
為

國
民

黨
的

全
盛

期
應

是
50年

代
至

60年
代

中
、

後
期

。
原

因
是

解
放

後
，

大
量

親
國

民
黨

人
士

南
渡

香
港

。
有

能
量

挑
起

56

年
的

暴
動

，
就

是
一

個
明

證
。

加
上

解
放

後
內

地
的

多
次

政
治

動
亂

，
也

助
長

了

香
港

的
反

共
親

台
勢

力
。

及
至

1971年
，

北
京

取
代

台
北

在
聯

合
國

的
中

國
席

位
，

中
美

、
中

日
關

係
正

常
化

，
國

民
黨

在
外

交
上

屢
遇

挫
折

，
處

境
維

艱
，

尋

求
革

新
保

台
。

大
氣

候
如

斯
，

說
70年

代
初

還
是

國
民

黨
在

香
港

的
全

盛
期

，
似

乎
缺

乏
說

服
力

。

譚
志

強
指

出
：

70年
代

之
後

香
港

內
部

的
迅

速
本

土
化

和
現

代
化

令
親

國
府

人
士

的
第

二
代

和
第

三
代

逐
漸

認
同

香
港

本
土

而
非

遷
台

後
的

國
府

，
以

及
國

府

在
聯

合
國

常
任

理
事

會
的

席
位

被
中

共
所

取
代

，
香

港
親

國
民

黨
勢

力
便

慢
慢

衰

落
下

去
。
1
4
0

蕭
、

謝
還

提
到

國
民

黨
內

部
賬

目
混

亂
，

有
人

「
渾

水
摸

魚
，

吞
佔

黨

產
」

。
如

此
質

素
，

如
何

與
共

產
黨

較
量

 ?!

1
3
9
 
蕭

國
健

、
謝

永
昌

：
《

國
民

黨
之

香
港

百
年

史
略

》
，

中
華

文
教

交
流

服
務

中
心

，
2
0
1
0
年

1
0
月

，
6
9
-7
0

頁
。

蕭
國

健
是

香
港

珠
海

大
學

中
國

歷
史

研
究

所
暨

中
國

文
學

系
教

授
。

謝
永

昌
是

香
港

珠
海

大
學

文
學

博
士

。
1
4
0
 
譚

志
強

：
〈

台
灣

與
香

港
關

係
的

過
去

、
現

狀
與

前
瞻

〉
，

王
家

英
、

孫
同

文
編

：
《

香
港

回
歸

與
港

台
關

係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香

港
亞

太
研

究
所

，
1
9
9
7
年

9
月

，
3
4
頁

。
作

者
時

任
香

港
珠

海
書

院
亞

洲
研

究
中

心
副

研
究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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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
國
際
主
義
  輸
出
革
命
 (1949-1980年

代
)

疏
枝
立
寒
窗
，
笑
在
百
花
前
。

何
奈
笑
容
難
為
久
，
春
來
反
凋
殘
。

殘
固
不
堪
殘
，
何
須
自
尋
煩
。

花
落
自
有
花
開
日
，
蓄
芳
待
來
年
。
1
4
2

毛
澤

東
這

闋
《

卜
算

子
》

詞
寫

於
1965年

12月
，

是
為

了
悼

念
國

際
共

產
主

義
戰

士
、

印
尼

共
產

黨
總

書
記

艾
地

。

1965年
9月

30日
，

印
尼

發
生

軍
事

政
變

，
屠

殺
了

幾
十

萬
共

產
黨

人
，

情

況
一

如
1927年

蔣
介

石
在

中
國

大
陸

清
黨

。
逃

到
中

爪
哇

地
區

的
艾

地
於

11月
22

日
被

槍
殺

，
年

僅
42歲

。
埋

屍
地

點
，

至
今

仍
被

印
尼

軍
方

保
密

。
這

是
毛

澤
東

唯
一

一
次

為
悼

念
外

國
人

填
詞

。

馬
克

思
的

名
言

：
「

無
產

階
級

失
去

的
只

是
鎖

鏈
，

他
們

得
到

的
將

是
整

個

世
界

。
」

國
際

歌
尾

句
：

「
英

特
納

雄
奈

爾
（

Internationale）
，

就
一

定
要

實

現
。

」
共

產
黨

的
最

高
綱

領
本

來
就

是
要

在
全

球
實

現
共

產
主

義
。

這
也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東

、
西

方
兩

大
陣

營
形

成
冷

戰
格

局
的

基
本

原
因

。

毋
庸

諱
言

，
中

共
自

1949年
建

國
以

後
，

長
時

間
承

擔
着

「
輸

出
革

命
」

的

國
際

主
義

任
務

，
支

援
世

界
各

地
，

特
別

是
亞

洲
的

共
產

黨
革

命
。

發
生

在
亞

洲

的
最

大
兩

次
熱

戰
—

—
韓

戰
、

越
戰

，
中

國
都

有
積

極
介

入
。

另
一

方
面

，
美

國
調

整
了

在
東

亞
的

戰
略

，
全

力
在

亞
洲

經
營

北
起

朝
鮮

半

島
，

南
抵

新
西

蘭
的

反
共

「
新

月
形

」
鏈

條
。

「
共

產
中

國
是

威
脅

」
，

成
為

東

1
4
2
 
轉

引
自

歐
初

：
《

依
舊

紅
棉

—
—

我
親

見
的

名
人

與
趣

事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5
年

8
月

，
5
5
-5
6
頁

。
亦

見
於

〈
笑

在
百

花
前

—
—

艾
地

聽
取

游
擊

戰
爭

經
驗

介
紹

〉
，

《
廣

東
黨

史
》

，
2
0
0
7
年

第
2
期

。
歐

初
曾

任
廣

州
市

委
書

記
、

常
務

副
市

長
。

南
亞

國
家

領
導

人
的

共
識

。

韓
戰

爆
發

後
，

菲
律

賓
、

泰
國

還
派

兵
加

入
聯

合
國

軍
，

與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直

接
交

戰
。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教
授

楊
奎

松
的

分
析

認
為

：
「

輸
出

革
命

的
做

法
，

並
沒

有

給
新

中
國

自
身

帶
來

太
多

的
利

益
。

不
僅

日
本

、
印

度
和

朝
鮮

共
產

黨
的

革
命

行

動
相

繼
失

利
，

中
國

也
因

為
朝

鮮
戰

爭
的

爆
發

，
美

國
介

入
台

灣
海

峽
，

意
外

地

喪
失

了
奪

取
台

灣
，

完
成

統
一

大
業

的
重

要
機

遇
。

」
1
4
3

中
共

中
央

在
內

部
指

示
中

，
承

認
由

於
自

己
目

前
還

沒
有

與
美

國
現

代
化

的

海
軍

進
行

海
上

較
量

的
資

本
，

只
好

把
「

打
台

灣
的

時
間

往
後

推
延

」
。
1
4
4

到
了

60年
代

，
中

國
繼

續
支

持
東

南
亞

的
民

族
解

放
運

動
，

向
這

些
國

家
的

共
產

黨
提

供
道

義
和

物
質

上
的

支
援

，
更

加
深

了
東

南
亞

國
家

對
北

京
的

敵
視

。

越
戰

升
級

後
，

東
南

亞
大

部
份

國
家

向
美

軍
提

供
海

空
軍

基
地

服
務

，
有

的
還

派

兵
到

南
越

協
同

美
軍

作
戰

。

1967年
8月

8日
，

由
新

加
坡

、
泰

國
、

馬
來

西
亞

、
菲

律
賓

、
印

尼
、

文
萊

組
成

的
東

盟
（

東
協

）
在

泰
國

首
都

曼
谷

成
立

。
馬

來
西

亞
總

理
東

姑
．

拉
曼

表

明
：

「
我

們
認

為
，

對
付

來
自

北
部

的
共

產
主

義
威

脅
的

最
有

效
的

力
量

就
是

東

南
亞

國
家

聯
合

起
來

，
自

己
決

定
自

己
的

未
來

和
命

運
。

」
1
4
5

中
共

在
60年

代
與

蘇
共

徹
底

決
裂

之
後

，
極

左
思

潮
抬

頭
，

決
心

要
和

莫
斯

科
爭

奪
國

際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的

領
導

權
。

北
京

標
榜

「
槍

桿
子

裏
面

出
政

權
」

、

「
農

村
包

圍
城

市
，

武
裝

奪
取

政
權

」
，

是
中

國
革

命
的

成
功

模
式

，
也

是
對

馬

列
主

義
的

重
大

發
展

，
一

度
成

為
東

南
亞

各
國

共
產

黨
的

指
路

明
燈

。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間
，

內
地

更
大

力
宣

傳
毛

澤
東

是
世

界
人

民
的

偉
大

領
袖

，

中
國

是
世

界
革

命
的

燈
塔

。
輸

出
革

命
達

到
了

登
峰

造
極

的
地

步
。

印
度

共
產

黨
左

派
到

1967年
已

派
出

三
批

學
員

來
華

秘
密

學
習

游
擊

戰
爭

的

方
法

。
他

們
到

尼
泊

爾
的

加
德

滿
都

，
找

到
中

國
大

使
館

，
由

大
使

館
派

嚮
導

按

1
4
3
 
楊

奎
松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國
史

研
究

2
》

，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2
0
0
9
年

9
月

，
1
7
8
頁

。
1
4
4
  《

蕭
勁
光
回
憶
錄
》
（
續
）
，
解
放
軍
出
版
社
，
1
9
8
8
年
，
2
6
頁
。
蕭
勁
光
（
1
9
0
3
-1
9
8
9
）
，
曾
任
海
軍
司

令
員

、
國

防
部

副
部

長
。

1
4
5
 
卓

建
明

：
〈

東
盟

國
家

對
華

政
策

的
變

化
〉

，
《

東
南

亞
縱

橫
》

季
刊

，
1
9
9
3
年

第
4
期

。
作

者
單

位
：

中
山

大
學

東
南

亞
研

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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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定

路
線

進
入

中
國

，
學

成
後

再
到

西
藏

進
行

武
裝

實
習

，
然

後
再

回
到

印
度

。
1
4
6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及
其

領
導

下
的

民
族

解
放

軍
，

在
根

據
地

和
游

擊
區

開
展

學

習
毛

澤
東

著
作

的
群

衆
運

動
。

他
們

抄
錄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播
送

的
《

毛
主

席

語
錄

》
，

每
集

齊
一

百
條

後
，

就
出

版
一

本
袖

珍
本

的
《

毛
主

席
語

錄
》

。
1967

年
4月

，
他

們
收

到
第

一
本

中
國

出
版

、
由

解
放

軍
總

政
治

部
編

的
《

毛
主

席
語

錄
》

後
，

立
即

翻
印

出
版

，
分

發
給

戰
士

和
群

衆
。

在
印

尼
北

加
里

曼
丹

，
1967年

7、
8月

間
，

翻
譯

的
《

毛
主

席
語

錄
》

開
始

發
行

。
當

地
工

人
、

農
民

、
學

生
和

戰
士

開
辦

了
毛

澤
東

思
想

學
習

班
，

研
究

當

地
的

革
命

手
段

和
革

命
前

途
等

問
題

。
1
4
7

日
本

的
「

赤
軍

」
、

意
大

利
的

「
赤

旅
」

、
拉

美
的

「
光

輝
道

路
」

、
柬

埔

寨
的

「
赤

柬
」

（
「

紅
色

高
棉

」
）

、
緬

共
根

據
地

的
文

化
革

命
，

都
帶

有
文

革
、

紅
衛

兵
的

影
子

。

中
共

協
助

已
來

華
十

七
年

的
大

批
緬

甸
共

產
黨

人
和

少
數

民
族

武
裝

分
子

回

緬
甸

開
展

武
裝

鬥
爭

，
建

立
根

據
地

。

更
為

荒
誕

的
是

，
一

批
懷

抱
「

支
援

世
界

革
命

、
解

放
全

人
類

」
夢

想
的

中

國
知

青
和

邊
疆

青
年

，
越

過
國

境
，

加
入

緬
甸

共
產

黨
，

反
對

緬
甸

政
府

。
據

曾
負

責
死

亡
登

記
的

原
緬

共
人

民
軍

五
旅

中
國

知
青

王
曦

統
計

，
有

六
百

多
人

犧
牲

。
1
4
8

其
中

，
北

京
名

校
四

中
的

兩
名

紅
衛

兵
—

—
張

育
海

、
沈

大
偉

，
千

里
迢

迢

自
發

前
來

參
加

緬
共

游
擊

隊
，

在
1969年

先
後

戰
死

於
異

國
他

鄉
。
1
4
9

《
南

方
週

末
》

記
者

陳
軍

吉
對

中
國

軍
隊

歷
次

出
境

作
戰

，
在

朝
鮮

、
越

南
、

緬
甸

等
周

邊
國

家
留

下
諸

多
墓

地
，

做
了

詳
細

的
調

查
報

道
，

節
錄

如
下

：

—
—

丹
東

抗
美

援
朝

紀
念

館
2006年

根
據

各
地

民
政

資
料

統
計

，
抗

美
援

朝

期
間

，
183,108名

志
願

軍
犧

牲
，

絕
大

部
份

葬
在

朝
鮮

。

—
—

上
世

紀
60年

代
，

中
國

出
動

高
炮

、
工

程
、

鐵
道

等
部

隊
32萬

多
人

，

秘
密

抗
美

援
越

。
據

中
國

駐
越

南
大

使
館

2005年
編

製
的

《
援

越
抗

戰
烈

士
名

1
4
6
 
楊

奎
松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建

國
史

研
究

2
》

，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2
0
0
9
年

9
月

，
2
5
9
頁

。
1
4
7
 
王

學
亮

：
〈

《
毛

主
席

語
錄

》
編

發
出

版
始

末
〉

，
《

世
紀

橋
》

2
0
1
0
年

第
2
期

。
1
4
8
 
陳

軍
吉

：
〈

「
晚

了
一

點
，

但
還

來
得

及
」

—
—

中
國

啓
動

境
外

烈
士

墓
地

保
護

〉
，

《
南

方
週

末
》

2
0
1
1

年
9
月

2
2
日

。
1
4
9
 
北

島
、

曹
一

凡
、

維
一

主
編

：
《

暴
風

雨
的

記
憶

—
—

1
9
6
5
-1
9
7
0
年

的
北

京
四

中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
2
0
9
、

2
5
2
、

2
5
3
頁

。

冊
》

，
1951-1976年

，
中

國
軍

隊
在

越
犧

牲
1,446人

，
葬

在
越

南
北

部
、

中
部

22個
省

的
57個

墓
地

。
後

來
越

方
將

其
合

併
為

40個
。

—
—

《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軍
史

》
第

六
卷

載
，

抗
美

援
老

（
老

撾
，

即
寮

國
）

期
間

，
中

國
築

路
部

隊
、

高
射

炮
部

隊
在

寮
國

犧
牲

269人
，

其
中

210人
葬

於
孟

賽
、

那
莫

烈
士

陵
園

。
1
5
0

直
到

80年
代

，
鄧

小
平

推
行

務
實

外
交

，
對

西
方

和
東

南
亞

國
家

示
好

，
輸

出
革

命
的

國
策

才
逐

步
撤

銷
。

香
港
的
橋
樑
作
用

中
共

對
周

邊
國

家
共

產
黨

的
支

援
，

香
港

擔
當

了
重

要
的

橋
樑

和
聯

絡
員

角

色
。

1949年
2月

3日
中

共
建

國
前

夕
，

在
中

共
中

央
所

在
地

—
—

西
柏

坡
，

毛
澤

東
與

秘
密

前
來

的
蘇

聯
政

治
局

委
員

米
高

揚
舉

行
會

談
。

當
米

高
揚

問
到

亞
洲

各

國
共

產
黨

之
間

的
聯

合
行

動
時

，
毛

澤
東

說
，

中
共

還
沒

有
明

確
的

意
見

，
但

中

共
贊

同
與

印
度

支
那

、
暹

羅
、

菲
律

賓
、

印
尼

、
緬

甸
、

印
度

、
馬

來
亞

和
朝

鮮

共
產

黨
建

立
聯

繫
，

目
前

中
共

與
印

度
支

那
和

朝
鮮

共
產

黨
聯

繫
比

較
密

切
，

與

其
他

共
產

黨
聯

繫
較

少
，

主
要

是
通

過
香

港
的

聯
絡

員
聯

繫
，

而
與

日
本

共
產

黨

基
本

沒
有

聯
繫

。
1
5
1

「
深

圳
作

為
新

中
國

對
外

貿
易

的
進

出
口

岸
和

對
外

的
主

要
通

道
，

大
量

的

物
資

由
此

進
出

，
新

中
國

的
大

批
國

際
友

人
、

外
交

官
員

、
民

主
人

士
、

歸
國

人

員
、

地
下

工
作

人
員

也
經

此
來

往
。

」
1
5
2

經
深

圳
，

其
實

就
是

取
道

香
港

。

《
人

民
日

報
》

1959年
3月

10日
引

述
新

華
社

廣
州

9日
電

：
「

日
本

共
產

黨

總
書

記
宮

本
顯

治
⋯

⋯
今

天
上

午
離

開
深

圳
取

道
香

港
回

國
。

」

《
人

民
日

報
》

1977年
7月

25日
報

道
：

以
美

國
共

產
黨

（
馬

列
）

主
席

邁

克
爾

．
克

朗
斯

基
為

團
長

的
美

共
（

馬
列

）
中

央
代

表
團

圓
滿

結
束

了
對

我
國

的

1
5
0
 
陳

軍
吉

：
〈

「
晚

了
一

點
，

但
還

來
得

及
」

—
—

中
國

啓
動

境
外

烈
士

墓
地

保
護

〉
，

《
南

方
週

末
》

2
0
1
1

年
9
月

2
2
日

。
1
5
1
  《

米
高

揚
與

毛
澤

東
會

談
備

忘
錄

》
（

俄
文

）
，

轉
引

自
沈

志
華

：
〈

毛
澤

東
與

東
方

情
報

局
—

—
亞

洲
革

命
領

導
權

的
轉

移
〉

，
《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學
報

（
哲

學
社

會
科

學
版

）
》

2
0
1
1
年

第
6
期

。
1
5
2
 
熊

坤
靜

：
〈

霍
英

東
—

—
冒

險
援

朝
闖

「
禁

運
」

〉
，

《
黨

史
文

苑
》

2
0
0
8
年

第
1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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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友
好

訪
問

，
已

於
近

日
離

開
北

京
經

廣
州

回
國

。

經
廣

州
，

也
是

取
道

香
港

。

馬
來

西
亞

資
深

報
人

謝
詩

堅
寫

道
，

滲
入

馬
華

的
革

命
文

學
和

劇
運

，
其

內
容

有
直

接
來

自
中

國
的

，
有

間
接

通
過

香
港

「
輸

入
」

的
，

也
有

本
地

創
作

的
。
1
5
3

《
七

十
年

代
》

月
刊

總
編

輯
李

怡
寫

過
，

60年
代

中
，

馬
來

西
亞

軍
隊

在
馬

共
的

營
房

中
找

到
他

主
編

的
《

伴
侶

》
，

要
明

令
禁

止
入

口
。

1971年
3月

，
由

香
港

左
派

影
星

組
成

的
銀

星
藝

術
團

到
吉

隆
坡

，
受

到
很

多
華

僑
和

左
派

人
士

歡
迎

。
謝

詩
堅

當
時

是
《

星
洲

日
報

》
記

者
全

程
採

訪
。

他

根
據

藝
術

團
歌

頌
人

民
公

社
、

軍
民

戰
勝

大
自

然
等

歌
曲

表
演

，
形

容
這

是
「

香

港
輸

出
『

文
革

』
藝

術
團

」
。
1
5
4

其
實

，
銀

星
藝

術
團

為
了

順
利

過
馬

來
西

亞
政

府
這

一
關

，
已

盡
量

沖
淡

階
級

鬥
爭

、
國

際
政

治
的

色
彩

，
只

是
柔

性
地

強
調

戰
天

鬥
地

、
社

會
主

義

好
。

本
章

嘗
試

探
討

：
中

國
「

輸
出

革
命

」
和

香
港

扮
演

的
角

色
。

礙
於

題
材

敏
感

，
公

開
的

文
獻

資
料

稀
缺

，
筆

者
只

能
交

出
一

份
自

己
也

不
滿

意
的

答

卷
。

無
論

如
何

，
要

充
份

理
解

中
共

對
香

港
「

長
期

打
算

、
充

份
利

用
」

的
戰

略

意
圖

，
有

必
要

檢
視

這
段

國
際

共
產

主
義

史
及

其
深

刻
的

教
訓

。

一
、
紅
獅
子
與
白
獅
子
的
惡
鬥

1949年
7月

27日
，

蘇
聯

領
導

人
斯

大
林

與
秘

密
訪

蘇
的

中
共

第
二

號
人

物

劉
少

奇
會

談
時

建
議

，
在

國
際

革
命

運
動

中
，

中
蘇

兩
家

都
應

多
承

擔
一

些
義

務
，

而
且

應
該

有
某

種
分

工
。

希
望

中
國

今
後

多
做

東
方

和
殖

民
地

、
半

殖
民

地

國
家

的
工

作
，

蘇
聯

對
西

方
多

承
擔

些
義

務
，

多
做

些
工

作
。

革
命

中
心

現
在

轉

移
到

了
中

國
和

東
亞

，
中

共
應

當
履

行
對

東
亞

各
國

革
命

所
承

擔
的

責
任

，
因

此

1
5
3
 
謝

詩
堅

：
《

中
國

革
命

文
學

影
響

下
的

馬
華

左
翼

文
學

》
，

馬
來

西
亞

檳
城

韓
江

學
院

，
2
0
0
9
年

1
1
月

，
3
3
8
頁

。
1
5
4
 
同

上
，

3
4
4
- 3

4
7
頁

。

應
與

東
南

亞
各

國
建

立
密

切
的

聯
繫

。
1
5
5

1949年
11月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才
一

個
多

月
，

劉
少

奇
在

亞
洲

澳

洲
工

會
會

議
上

發
言

，
「

號
召

亞
洲

—
—

印
度

支
那

國
家

、
緬

甸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亞
、

馬
來

亞
等

國
的

工
人

階
級

公
開

進
行

反
對

帝
國

主
義

的
武

裝
鬥

爭
」

。

「
在

已
經

存
在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國
家

要
為

鞏
固

這
些

部
隊

而
奮

鬥
，

而
在

沒
有

建

立
這

些
軍

隊
的

國
家

應
當

為
建

立
這

樣
的

軍
隊

而
奮

鬥
」

。

劉
少

奇
公

開
告

訴
亞

洲
各

國
共

產
黨

：
在

共
產

黨
領

導
下

實
行

統
一

戰
線

的

政
策

，
創

立
革

命
根

據
地

，
通

過
武

裝
鬥

爭
奪

取
政

權
，

這
不

僅
是

中
國

人
民

取

得
勝

利
的

基
本

道
路

，
而

且
也

將
「

成
為

情
形

相
類

似
的

其
他

殖
民

地
半

殖
民

地

國
家

的
人

民
爭

取
解

放
的

基
本

道
路

」
。

12月
，

斯
大

林
表

態
支

持
劉

少
奇

的
號

召
。
1
5
6

1950年
4月

1日
，

建
國

剛
剛

半
年

，
周

恩
來

總
理

在
人

民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情

報
部

第
二

局
、

第
五

局
會

議
上

發
表

的
講

話
，

清
楚

地
表

達
了

當
時

中
國

要

「
輸

出
革

命
」

的
堅

定
立

場
：

正
如
毛
主
席
所
說
：
世
界
上
有
兩
個
獅
子
，
一
個
紅
獅
子
，
一
個
白
獅

子
。
白
獅
子
的
頭
擱
在
西
歐
，
在
亞
洲
則
只
伸
進
了
一
條
腿
和
尾
巴
，
就
在

它
不
太
注
意
的
時
候
，
中
國
革
命
勝
利
了
。
這
一
勝
利
，
就
推
動
了
東
南
亞

民
族
解
放
運
動
，
如
朝
鮮
、
越
南
、
印
尼
、
緬
甸
、
馬
來
亞
、
菲
利
濱
（
菲

律
賓
）
等
民
族
解
放
運
動
風
起
雲
湧
起
來
了
。
這
就
把
白
獅
子
的
尾
巴
切

斷
，
重
重
地
把
它
的
腿
打
擊
了
一
下
，
蔣
介
石
也
就
此
完
了
蛋
⋯
⋯
我
們
今

天
勝
利
了
，
要
有
不
怕
擔
當
大
任
的
精
神
，
要
擔
當
起
幫
助
解
放
全
世
界

的
重
任
，
而
且
要
有
此
氣
魄
。
今
後
我
們
要
幫
助
東
方
被
壓
迫
民
族
兄
弟

的
解
放
，
如
朝
鮮
、
印
尼
、
越
南
等
國
家
，
如
果
這
些
民
族
都
起
來
了
，
得

到
了
解
放
，
那
不
是
全
世
界
人
民
的
力
量
就
更
大
，
帝
國
主
義
更
加
容
易

1
5
5
  〈

劉
少
奇
致
中
共
中
央
書
記
處
電
〉
，
1
9
4
9
年
7
月
2
7
日
，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第
一
冊
，
4
0
-4
1
頁
。

1
5
6
 
劉

少
奇

：
〈

謝
巴

耶
夫

關
於

亞
洲

國
家

工
會

和
婦

女
大

會
事

宜
與

劉
少

奇
的

會
談

備
忘

錄
〉

，
1
9
4
9
年

1
2
月

2
6
日

；
〈

在
亞

洲
澳

洲
工

會
會

議
上

的
開

幕
詞

〉
，

1
9
4
9
年

1
1
月

1
6
日

，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第
一

冊
，

1
3
0
-1
3
8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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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
潰
麼
？
1
5
7

周
恩

來
還

為
二

、
五

局
全

體
同

志
的

題
詞

：
「

整
編

隊
伍

  重
新

部
署

  開

闢
國

外
  堅

持
國

內
」

。
1
5
8

成
立
中
共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1951年
初

，
中

共
中

央
決

定
成

立
對

外
聯

絡
部

。

1951年
1月

16日
，

劉
少

奇
在

給
外

交
部

副
部

長
王

稼
祥

的
信

中
說

：
「

中

央
已

決
定

你
為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長

。
其

任
務

與
各

國
兄

弟
黨

聯
絡

，
但

具
體

任

務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任

務
是

與
東

方
各

國
兄

弟
黨

聯
絡

並
幫

助
他

們
。

現
在

日
本

、

印
尼

、
緬

甸
、

暹
羅

（
泰

國
）

、
越

南
、

馬
來

各
國

黨
都

有
代

表
在

京
。

菲
利

濱

（
菲

律
賓

）
有

聯
繫

，
印

度
則

尚
無

關
係

。
」

2月
22日

，
劉

少
奇

以
中

央
的

名
義

，
寫

給
王

稼
祥

的
信

中
提

到
：

「
同

意

任
廖

承
志

為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第
一

副
部

長
，

李
初

黎
（

梨
）

為
第

二
副

部
長

，

連
貫

為
第

三
副

部
長

。
」

「
同

意
對

外
聯

絡
部

設
立

幹
部

學
校

為
各

兄
弟

黨
訓

練

幹
部

。
但

這
個

學
校

是
秘

密
的

，
不

要
正

式
名

稱
，

也
不

要
正

式
的

校
長

，
由

中

央
委

人
負

責
辦

理
，

一
切

日
常

事
務

由
聯

絡
部

解
決

。
」
1
5
9

廖
承

志
、

連
貫

都
曾

在
香

港
從

事
地

下
工

作
，

與
東

南
亞

、
歐

、
美

、
日

的

華
僑

有
千

絲
萬

縷
的

關
係

。
廖

承
志

當
時

還
兼

任
中

共
中

央
統

戰
部

副
部

長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華

僑
事

務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

李
初

梨
任

華
僑

事
務

委
員

會
辦

公
廳

主

任
兼

聯
絡

處
處

長
。

劉
少

奇
在

1951年
1月

16日
的

信
中

還
提

到
，

「
以

前
管

黨
的

對
外

聯
絡

工
作

的
是

李
維

漢
，

在
他

下
面

並
有

一
個

機
構

」
。

《
文

稿
》

註
釋

：
指

中
共

中
央

統
戰

部
下

設
的

東
方

各
國

革
命

問
題

研
究

會
。

1950年
2月

成
立

，
李

維
漢

任
書

記
，

廖

承
志

、
連

貫
、

李
初

梨
、

劉
寧

一
、

廖
魯

言
、

許
立

、
王

任
叔

等
七

人
為

委
員

。

1
5
7
 〈

在
全

國
二

、
五

局
工

作
會

議
上

的
講

話
〉

，
《

建
國

以
來

周
恩

來
文

稿
》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2
0
0
8
年

2
月

，
2
4
9
頁

。
這

套
《

文
稿

》
暫

時
只

出
版

了
三

冊
，

每
半

年
一

冊
，

涵
蓋

了
1
9
4
9
年

6
月

到
1
9
5
0
年

1
2

月
。

隨
着

《
周

恩
來

文
稿

》
的

陸
續

出
版

，
肯

定
會

披
露

更
多

珍
貴

史
料

。
筆

者
孤

陋
寡

聞
，

以
往

從
未

讀
過

國
內

外
有

文
章

介
紹

過
毛

澤
東

這
個

紅
、

白
獅

子
的

比
喻

。
1
5
8
 
同

上
，

2
5
6
頁

。
1
5
9
 
劉

少
奇

：
〈

關
於

成
立

中
共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問

題
〉

（
1
9
5
1
年

1
月

、
2
月

）
，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第

四
冊

（
1
9
5
2
.1
－

1
9
5
2
.1
2
）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2
0
0
5
年

4
月

，
2
5
-2
6
頁

。

顧
維
鈞
的
憂
慮

中
華

民
國

駐
美

大
使

顧
維

鈞
則

從
反

共
的

角
度

，
分

析
共

產
勢

力
對

亞
洲

的

威
脅

，
與

周
恩

來
的

講
話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處
。

這
位

著
名

的
外

交
家

於
1954年

2月
3日

在
紐

約
市

政
廳

，
發

表
了

題
為

〈
亞

洲
的

危
機

〉
的

演
講

：

展
望
今
日
世
界
，
亞
洲
局
勢
最
為
令
人
不
安
。
朝
鮮
問
題
依
然
處
於
僵

局
，
令
人
焦
慮
。

印
度
支
那
是
共
產
黨
侵
略
給
亞
洲
國
家
造
成
的
又
一
處
嚴
重
創
傷
。
共

產
黨
的
當
前
目
標
不
但
包
括
印
度
支
那
，
而
且
包
括
緬
甸
和
泰
國
。

台
灣
也
面
臨
大
陸
共
產
黨
軍
隊
進
犯
的
威
脅
。
北
方
的
日
本
同
樣
處
於

蘇
聯
軍
事
壓
力
之
下
。
小
小
的
尼
泊
爾
王
國
也
不
能
免
遭
共
產
黨
的
陰
謀
算

計
。
在
南
面
，
馬
來
亞
和
印
度
尼
西
亞
依
然
遭
受
着
共
產
黨
對
現
政
府
破
壞

活
動
的
困
擾
。

由
克
里
姆
林
宮
指
揮
並
由
共
產
黨
中
國
支
持
幫
助
的
國
際
共
產
主
義
，

是
決
心
控
制
亞
洲
，
進
而
統
治
全
世
界
的
罪
魁
禍
首
。

如
果
整
個
自
由
世
界
像
鴕
鳥
那
樣
把
頭
埋
進
沙
裏
，
宣
稱
國
際
共
產
主

義
是
戰
爭
販
子
所
幻
想
的
虛
構
敵
人
，
那
就
是
十
足
的
瘋
癲
。
1
6
0

顧
維

鈞
呼

籲
「

自
由

世
界

」
中

的
亞

洲
國

家
，

應
當

盡
早

「
為

共
同

目
的

組

成
一

個
亞

洲
的

北
約

組
織

」
，

「
以

便
形

成
聯

合
陣

線
，

反
對

共
產

黨
獨

裁
者

在

亞
洲

的
層

出
不

窮
的

陰
謀

」
。

據
日

本
學

者
渡

邊
利

夫
的

分
析

，
中

國
歷

代
王

朝
都

以
建

立
「

內
向

型
」

的

大
陸

國
家

為
目

的
，

很
少

對
東

南
亞

抱
有

擴
張

領
土

的
野

心
。

除
了

安
南

（
越

南
）

、
緬

甸
之

外
，

東
盟

五
國

歷
史

上
沒

有
被

中
國

直
接

統
治

。
但

是
，

東
南

亞

對
中

國
的

「
無

產
階

級
國

際
主

義
」

卻
抱

有
強

烈
的

戒
心

，
無

論
在

政
治

上
或

經

濟
上

都
一

直
與

中
國

保
持

着
極

為
冷

淡
的

關
係

。
1
6
1

1
6
0
  《

顧
維
鈞
回
憶
錄
》
第
10分

冊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譯
，
中
華
書
局
，
1989年

9月
，
355-364頁

。
1
6
1
 
渡

邊
利

夫
：

〈
中

國
和

東
南

亞
國

家
之

間
的

政
治

經
濟

關
係

〉
，

劉
曉

民
譯

自
日

本
《

亞
洲

研
究

季
刊

》
1
9
8
5
年

7
月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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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僑
黨

1
6
2

「
華

僑
是

革
命

之
母

」
，

這
是

孫
中

山
的

名
言

。
華

僑
從

支
持

辛
亥

革
命

，

推
翻

滿
清

，
到

抗
日

戰
爭

，
一

直
不

遺
餘

力
，

與
大

陸
的

同
胞

同
甘

苦
，

共
命

運
，

也
與

中
共

建
立

了
千

絲
萬

縷
的

關
係

。

抗
戰

時
期

，
中

共
就

已
經

通
過

香
港

，
在

東
南

亞
華

僑
中

開
展

統
戰

工
作

，

組
織

僑
黨

。

1938年
3月

29日
，

中
共

領
導

下
的

青
年

愛
國

組
織

中
華

民
族

解
放

先
鋒

隊

發
表

告
僑

胞
書

，
號

召
華

僑
青

年
繼

續
擴

大
推

進
各

種
抗

日
救

國
活

動
。

1940年
7月

7日
抗

戰
三

週
年

紀
念

日
，

中
共

中
央

發
表

〈
關

於
目

前
形

勢

與
黨

的
政

策
的

決
定

〉
，

強
調

要
「

加
強

華
僑

工
作

，
設

法
向

印
度

、
緬

甸
、

荷

印
、

安
南

、
暹

羅
、

菲
律

賓
的

民
族

獨
立

運
動

取
得

聯
繫

，
盡

量
給

以
幫

助
，

使

它
們

的
鬥

爭
與

我
們

的
鬥

爭
配

合
起

來
」

。

1941年
12月

8日
，

日
本

發
動

太
平

洋
戰

爭
，

中
共

中
央

書
記

處
致

電
在

國

統
區

、
領

導
中

共
南

方
局

工
作

的
周

恩
來

和
主

持
香

港
八

路
軍

辦
事

處
（

簡
稱

八

辦
）

工
作

的
廖

承
志

，
指

示
中

共
要

與
英

美
政

府
建

立
廣

泛
的

真
誠

的
反

日
反

德

統
一

戰
線

，
「

設
法

在
新

加
坡

、
仰

光
、

菲
律

賓
、

印
度

或
澳

洲
成

立
秘

密
的

中

共
代

表
機

關
，

與
延

（
安

）
直

通
無

線
電

，
以

便
交

換
情

報
」

。

香
港

八
辦

陸
續

派
出

王
任

叔
、

杜
埃

、
陸

詒
、

董
維

健
、

金
仲

華
、

胡
一

聲

等
人

到
新

馬
、

印
尼

、
菲

律
賓

、
美

國
紐

約
等

僑
居

地
開

展
華

僑
工

作
。

廖
承

志

親
自

派
遣

大
革

命
時

期
的

老
黨

員
陳

啓
昌

到
南

洋
華

僑
中

活
動

，
發

動
組

織
華

僑

抗
日

後
援

會
，

創
辦

《
僑

聲
日

報
》

，
宣

傳
抗

日
救

國
。

香
港

八
辦

還
按

照
周

恩

來
的

指
示

，
推

薦
胡

愈
之

到
新

加
坡

任
《

南
洋

商
報

》
編

輯
主

任
。

胡
愈

之
自

己
披

露
是

在
1933年

成
為

中
共

黨
員

。
他

來
到

英
國

人
控

制
的

馬

來
亞

是
要

「
加

強
反

日
宣

傳
，

教
育

南
洋

華
僑

，
擴

大
中

共
的

影
響

和
發

展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
。
1
6
3

1
6
2
 
翻

查
《

人
民

日
報

》
資

料
庫

，
幾

十
年

來
有

關
「

僑
黨

」
的

報
道

只
有

一
句

，
見

於
2
0
0
9
年

1
0
月

1
日

第
5
4

版
國

慶
特

刊
〈

四
海

同
心

慶
盛

典
〉

：
「

適
應

國
際

形
勢

的
變

化
和

對
外

交
往

的
需

要
，

黨
和

國
家

又
陸

續
實

行
海

外
解

散
僑

黨
、

不
承

認
雙

重
國

籍
等

重
大

舉
措

」
。

連
解

散
的

時
間

都
沒

有
交

代
。

1
6
3
 
胡

愈
之

：
《

我
的

回
憶

》
1
9
9
0
年

。
轉

引
自

謝
詩

堅
：

《
中

國
革

命
文

學
影

響
下

的
馬

華
左

翼
文

學
》

，
馬

來
西

亞
檳

城
韓

江
學

院
，

2
0
0
9
年

1
1
月

，
1
2
2
-1
2
3
頁

。

連
貫

亦
曾

兩
次

代
表

中
共

華
南

分
局

派
歸

僑
蔡

白
雲

和
鍾

萍
夫

婦
到

越
南

、

老
撾

、
柬

埔
寨

等
地

從
事

僑
運

工
作

。
1
6
4

連
貫

憶
述

：
他

曾
「

協
助

廖
承

志
直

接
做

了
許

多
華

僑
工

作
和

僑
黨

的
工

作
。

為
了

加
強

海
外

的
宣

傳
工

作
，

辦
事

處
還

根
據

中
共

中
央

南
方

局
的

指
示

，

派
出

了
一

些
著

名
文

化
人

士
到

馬
來

西
亞

、
印

尼
和

菲
律

賓
等

地
去

工
作

。
郁

達

夫
、

胡
愈

之
、

夏
衍

等
，

就
是

那
個

時
候

先
後

出
去

的
。

杜
埃

、
羅

理
實

等
，

也

是
在

我
們

的
直

接
安

排
下

到
菲

律
賓

去
的

。
」
1
6
5

《
黃

河
大

合
唱

》
詞

作
者

光
未

然
親

述
，

是
周

恩
來

指
派

他
到

緬
甸

開
展

工
作

：

1941年
2月
，
即
皖
南
事
變
後
不
久
，
中
共
南
方
局
和
八
路
軍
重
慶
辦

事
處
組
織
大
批
文
人
向
香
港
等
地
疏
散
的
時
候
，
周
恩
來
同
志
找
我
親
切
談

話
。
當
時
我
想
跟
一
些
熟
識
的
同
志
去
香
港
。
周
恩
來
同
志
說
服
我
：
你
不

去
香
港
，
你
去
仰
光
。
那
裏
人
少
，
需
要
一
些
同
志
去
開
闢
工
作
。

1941年
春
天
，
除
了
僑
黨
領
導
下
和
影
響
下
的
各
種
青
年
組
織
和
進

步
社
團
生
氣
勃
勃
地
繼
續
開
展
活
動
外
，
還
出
現
了
《
新
知
週
刊
》
、
《
僑

商
報
》
、
《
新
音
樂
》
幾
個
嶄
新
的
文
化
陣
地
，
把
革
命
的
思
想
火
炬
和
祖

國
人
民
的
戰
鬥
信
息
進
一
步
推
廣
到
全
國
各
地
的
華
僑
大
衆
中
間
。
1
6
6

香
港

八
辦

除
了

派
人

到
南

洋
，

也
接

送
了

約
五

、
六

百
名

華
僑

技
術

人
員

和

青
年

，
前

往
延

安
或

新
四

軍
。

到
了

1946-1949年
國

共
內

戰
時

期
，

經
香

港
回

到
內

地
參

加
解

放
軍

的
華

僑
人

數
更

多
。

初
步

統
計

，
菲

律
賓

華
僑

200多
人

；
新

加
坡

、
馬

來
亞

華
僑

100

多
人

。
還

有
，

曼
谷

華
僑

中
學

10名
僑

生
經

香
港

回
廣

東
潮

汕
參

軍
。

在
香

港
的

120多
名

歸
僑

青
年

組
成

解
放

軍
福

建
文

化
服

務
團

，
分

批
出

發
進

入
閩

粵
贛

游

擊
區

⋯
⋯
1
6
7

1
6
4
 
任

貴
祥

、
趙

紅
英

：
《

華
僑

華
人

與
國

共
關

係
》

，
武

漢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1
0
月

，
1
5
4
、

1
5
5
、

1
6
5
頁

。
1
6
5
 
連

貫
：

〈
回

憶
八

路
軍

駐
香

港
辦

事
處

〉
，

《
南

方
局

的
機

要
工

作
》

。
1
6
6
 
光

未
然

在
紀

念
緬

甸
華

僑
戰

工
隊

成
立

四
十

五
週

年
紀

念
的

《
伊

洛
瓦

底
戰

歌
》

一
書

序
言

。
轉

引
自

楊
匡

民
：

〈
冼

星
海

抗
日

救
亡

歌
聲

響
徹

緬
甸

—
—

緬
甸

華
僑

抗
日

救
亡

歌
詠

運
動

〉
《

星
海

音
樂

學
院

學
報

》
2
0
0
3
年

第
1
期

。
1
6
7
 
任

貴
祥

、
趙

紅
英

：
《

華
僑

華
人

與
國

共
關

係
》

，
1
6
8
、

2
3
8
、

2
3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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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為

人
熟

悉
的

華
僑

共
產

黨
領

導
人

有
開

國
上

將
葉

飛
、

前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王
漢

斌
、

前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梁

靈
光

。

中
共

建
政

前
後

，
華

僑
和

僑
黨

問
題

已
令

到
東

南
亞

各
國

寢
食

不
安

，
擔

心

會
成

為
顛

覆
當

地
政

府
的

「
第

五
縱

隊
」

。
當

時
，

世
界

各
地

的
華

人
大

約
在

800-900萬
人

之
間

，
其

中
90%

居
住

在
東

南
亞

。

1952年
1月

，
中

共
中

央
發

出
〈

關
於

泰
國

僑
黨

解
散

問
題

的
指

示
〉

、

〈
關

於
海

外
僑

民
工

作
的

指
示

〉
，

強
調

海
外

僑
民

工
作

的
一

切
活

動
應

嚴
格

遵

守
中

國
政

府
外

交
政

策
，

華
僑

「
不

應
參

加
以

直
接

推
翻

當
地

政
府

為
目

的
的

活

動
」

；
申

明
中

共
不

在
海

外
華

僑
中

建
立

組
織

，
原

有
的

組
織

「
應

經
過

一
定

步

驟
做

到
最

後
取

消
」

；
同

時
勸

告
國

內
各

民
主

黨
派

「
不

要
建

立
其

海
外

支
部

」

等
。
1
6
8

例
如

，
中

國
在

1952-1953年
名

義
上

解
散

了
僑

黨
。

緬
甸

華
僑

的
中

共
黨

組
織

、
共

青
團

都
遵

照
中

央
指

令
解

散
。
1
6
9

領
導

人
也

大
派

定
心

丸
，

安
撫

緬
甸

等
東

南
亞

國
家

。

1954年
6月

，
周

恩
來

訪
問

仰
光

，
在

與
緬

甸
總

理
吳

努
會

談
時

指
出

，
根

據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意

見
，

革
命

是
不

能
輸

出
的

，
輸

出
必

敗
，

各
國

共
產

黨
必

須

依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才

能
成

功
。
1
7
0

12月
，

中
共

主
席

毛
澤

東
向

首
次

來
訪

的
吳

努
表

示
：

「
我

們
在

華
僑

中

不
組

織
共

產
黨

，
已

有
的

支
部

已
經

解
散

。
我

們
在

印
尼

和
新

加
坡

也
是

這
樣

做

的
。

我
們

囑
咐

緬
甸

的
華

僑
不

要
參

加
緬

甸
國

內
的

政
治

活
動

，
只

可
以

參
加

緬

甸
政

府
准

許
的

一
些

活
動

，
如

慶
祝

活
動

等
等

，
別

的
就

不
要

參
加

。
否

則
會

使

我
們

很
尷

尬
，

不
好

辦
事

。
」

毛
澤

東
還

說
，

「
在

緬
甸

的
華

僑
中

也
有

激
烈

分
子

，
我

們
勸

他
們

不
要

干

涉
緬

甸
的

內
政

。
我

們
教

育
他

們
服

從
僑

居
國

的
法

律
，

不
要

跟
以

武
裝

反
對

緬

甸
政

府
的

政
黨

取
得

聯
繫

。
」
1
7
1

1956年
12月

18日
，

周
恩

來
在

仰
光

華
僑

舉
行

的
歡

迎
大

會
上

，
向

華
僑

和

1
6
8
 
任

貴
祥

、
趙

紅
英

：
《

華
僑

華
人

與
國

共
關

係
》

，
武

漢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1
0
月

，
2
6
5
-2
6
6
頁

。
1
6
9
 
馮

勵
冬

：
《

緬
華

百
年

史
話

》
，

鏡
報

文
化

、
緬

華
互

助
會

出
版

，
2
0
0
2
年

3
月

，
2
5
5
頁

。
1
7
0
  《

周
恩

來
年

譜
（

1
9
4
9
-1
9
7
6
）

》
上

卷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1
9
9
7
年

，
3
9
3
頁

。
1
7
1
  《

毛
澤

東
文

集
》

第
6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
3
7
6
-3
7
7
頁

。

緬
方

更
系

統
地

表
明

了
這

種
態

度
：

我
們

也
不

在
華

僑
中

發
展

共
產

黨
或

其
他

民

主
黨

派
的

組
織

，
這

個
界

限
是

要
分

開
的

，
參

加
黨

派
在

回
國

後
參

加
，

在
這

個

地
方

是
不

可
以

的
。

」
1
7
2

表
面

上
，

僑
黨

是
解

散
了

。
但

實
際

上
，

大
量

的
共

黨
活

動
仍

像
地

火
般

在

東
南

亞
國

家
運

行
、

燃
燒

。

在
緬

共
地

盤
生

活
了

十
五

年
的

楊
美

紅
說

：
1948年

3月
28日

成
立

了
緬

共

軍
隊

，
稱

為
緬

甸
人

民
軍

。
與

正
在

進
行

解
放

戰
爭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取
得

聯
繫

，

派
人

到
中

國
學

習
。

1955年
搬

到
四

川
重

慶
一

個
軍

事
學

院
。

1961年
全

部
在

中

國
學

習
的

緬
共

骨
幹

，
分

配
到

解
放

軍
54軍

各
師

、
團

任
副

職
，

掛
職

學
習

。

1966年
「

文
革

」
發

生
，

緬
共

骨
幹

被
召

集
到

北
京

，
中

國
總

理
周

恩
來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接

見
了

這
些

人
，

並
做

了
返

回
緬

甸
鬧

革
命

的
報

告
；

之
後

才
有

緬

共
東

北
軍

區
的

成
立

。

楊
美

紅
還

在
緬

甸
中

部
勃

固
山

，
聽

緬
共

主
席

德
欽

丹
東

說
：

「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支

持
下

，
世

界
馬

列
主

義
共

同
體

的
支

持
和

幫
助

下
，

我
們

緬
甸

共
產

黨

一
定

能
解

放
全

緬
甸

。
緬

甸
解

放
後

，
我

們
還

要
支

持
其

他
正

在
爭

取
自

由
解

放

的
國

家
，

把
馬

列
主

義
的

紅
旗

插
遍

全
世

界
。

」

上
世

紀
80年

代
，

中
國

的
內

政
和

外
交

政
策

都
有

所
改

變
。

中
共

領
導

人
喬

石
對

緬
共

代
表

團
表

示
，

中
共

對
緬

共
的

支
持

，
特

別
是

物
質

上
、

經
濟

上
的

援

助
，

直
到

1985年
1月

1日
為

止
。
1
7
3

從
50年

代
到

80年
代

初
，

東
南

亞
國

家
對

共
產

黨
始

終
是

處
處

設
防

，
堅

決

打
擊

。祖
輩

是
從

福
建

來
到

南
洋

謀
生

的
新

加
坡

開
國

總
理

李
光

耀
，

直
言

中
共

當

時
的

華
僑

政
策

，
是

對
東

南
亞

國
家

一
種

具
有

顛
覆

性
的

挑
戰

：

上
世
紀
20年

代
，
中
國
共
產
黨
派
出
一
名
代
表
到
新
加
坡
，
發
動
南
洋

的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
1930年

，
他
們
在
新
加
坡
召
開
一
次
秘
密
會
議
，
成

1
7
2
 〈

周
恩

來
總

理
在

緬
甸

仰
光

華
僑

歡
迎

大
會

的
講

話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檔

案
，

檔
號

：
1
0
5
-0
0
5
1
0
-0
8
(1
)。

1
7
3
 
楊

美
紅

：
《

罌
粟

花
紅

—
—

我
在

緬
共

十
五

年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9
年

1
0
月

，
6
8
、

6
9
、

1
1
0
、

1
1
1
、

2
6
3

頁
。

作
者

的
父

親
是

解
放

軍
幹

部
，

她
為

了
逃

避
「

文
革

」
的

迫
害

，
越

境
到

緬
甸

參
加

革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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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了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
傳
奇
人
物
、
越
共
領
袖
胡
志
明
當
時
也
在
場
。

中
共
當
局
在
1949年

成
立
華
僑
事
務
委
員
會
，
開
始
通
過
電
台
向
海

外
進
行
廣
播
。
他
們
支
持
海
外
的
華
僑
教
育
，
鼓
勵
南
洋
華
僑
匯
款
給
在
中

國
的
親
戚
，
把
孩
子
送
回
大
陸
受
教
育
。
他
們
也
呼
籲
專
業
醫
生
、
工
程
師

和
教
師
回
去
，
協
助
重
建
祖
國
。
中
共
的
行
動
，
對
殖
民
地
政
府
以
及
印
尼

和
其
後
的
馬
來
亞
等
東
南
亞
新
興
獨
立
國
來
說
，
是
一
種
具
有
顛
覆
性
的
挑

戰
。
1
7
4

香
港

大
學

前
校

長
王

賡
武

是
研

究
華

僑
史

的
權

威
。

他
指

出
，

有
證

據
表

明
，

在
1950年

代
，

有
許

多
年

輕
的

華
人

確
實

欽
羨

中
國

革
命

的
理

想
。

一
些

人

成
為

印
尼

共
產

黨
的

堅
定

支
持

者
，

而
另

一
些

人
則

選
擇

回
到

中
國

，
為

新
中

國

效
力

。
1950年

代
中

期
，

估
計

印
尼

250萬
中

國
公

民
中

，
有

約
100萬

認
同

於

革
命

。馬
來

亞
聯

邦
38.4%

的
人

口
是

華
人

，
大

約
250萬

。
在

新
加

坡
，

73萬
華

人
佔

總
人

口
的

77%
。

王
賡

武
說

：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領
導

人
陳

平
及

其
少

數
的

馬
來

人
和

印
度

人

同
志

無
論

怎
麼

樣
努

力
，

始
終

無
法

改
變

『
馬

共
是

從
中

國
輸

出
』

這
一

印
象

。

中
國

及
所

有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出

於
意

識
形

態
的

原
因

給
予

馬
共

道
義

和
物

質
上

的

支
持

，
而

英
國

、
美

國
及

其
盟

友
包

括
台

灣
，

在
反

共
產

主
義

的
輿

論
宣

傳
上

又

將
這

種
支

持
進

行
了

極
度

的
渲

染
，

這
樣

就
阻

止
了

一
般

民
衆

走
向

革
命

。
因

此
，

雖
然

可
以

說
中

國
的

革
命

鼓
舞

了
馬

來
亞

相
類

似
的

革
命

，
但

也
導

致
了

它

的
最

終
失

敗
。

」

中
國

革
命

是
促

使
後

殖
民

時
期

的
馬

來
亞

各
種

反
共

力
量

進
行

結
盟

、
並

將

當
地

華
人

排
除

在
政

府
和

軍
隊

核
心

地
位

之
外

的
重

要
因

素
。
1
7
5

王
賡

武
在

1999年
中

共
建

國
50年

之
際

，
以

歷
史

學
家

冷
峻

的
筆

觸
寫

道
：

「
中

國
走

向
現

代
化

的
漫

長
革

命
給

了
大

多
數

海
外

華
人

巨
大

的
希

望
，

但
也

帶

給
他

們
痛

苦
。

」

1
7
4
  《

李
光

耀
回

憶
錄

1
9
6
5
-2
0
0
0
》

，
世

界
書

局
，

2
0
0
0
年

9
月

，
6
6
6
頁

。
1
7
5
 
王

賡
武

：
〈

中
國

革
命

與
海

外
華

人
〉

，
《

華
僑

華
人

歷
史

研
究

》
2
0
0
1
年

第
2
期

。

香
港
新
華
社
的
「
僑
黨
」

香
港

新
華

社
已

故
副

秘
書

長
黃

文
放

曾
形

容
，

香
港

新
華

社
就

有
「

僑

黨
」

。
1
7
6

第
二

社
長

李
菊

生
，

出
身

於
印

尼
的

「
僑

黨
」

，
抗

戰
時

回
國

參
加

新
四

軍
，

在
香

港
被

政
治

部
逮

捕
，

在
域

多
利

監
房

和
越

南
的

胡
志

明
同

囚
一

室
。

內
地

作
家

戴
晴

寫
到

她
的

生
父

傅
大

慶
時

，
引

述
李

菊
生

說
，

當
他

在
馬

來

西
亞

作
學

生
運

動
時

，
傅

大
慶

是
當

地
地

下
共

產
黨

的
負

責
人

。
1
7
7

李
菊

生
是

在
印

尼
，

還
是

在
馬

來
西

亞
從

事
革

命
活

動
，

黃
文

放
與

戴
晴

的

說
法

不
同

。

其
實

，
東

南
亞

當
時

的
共

產
黨

就
是

一
個

緊
密

相
通

的
地

下
網

絡
。

例
如

，

新
加

坡
華

人
余

柱
業

（
1918-1995）

是
1948至

1965年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地

下
黨

的
第

一
把

手
、

南
馬

政
治

局
書

記
。

1957年
，

余
柱

業
前

往
中

國
會

見
馬

共
國

外

局
匯

報
工

作
，

得
到

中
共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熱

忱
接

待
。

回
雅

加
達

後
，

依
令

組

織
新

加
坡

旅
印

尼
支

部
，

指
揮

在
新

加
坡

各
條

戰
線

的
鬥

爭
。
1
7
8

副
社

長
梁

上
苑

，
出

身
於

菲
律

賓
「

僑
黨

」
，

領
導

過
一

支
華

僑
抗

日
游

擊

隊
。

1949年
返

國
，

入
外

交
部

。

副
總

編
輯

潘
德

聲
，

也
是

菲
律

賓
「

僑
黨

」
，

後
入

馬
來

西
亞

，
48年

入

新
華

社
新

加
坡

分
社

，
英

國
人

封
閉

該
社

時
，

被
驅

逐
出

境
，

來
到

香
港

分
社

工

作
。

黃
文

放
提

到
，

還
有

一
個

「
僑

黨
」

出
身

，
「

是
個

銀
行

家
，

還
領

了
大

紫

荊
勳

章
」

，
但

沒
有

點
名

。

他
就

是
已

故
的

南
洋

商
業

銀
行

董
事

長
莊

世
平

。

黃
文

放
還

寫
少

了
一

個
「

僑
黨

」
：

副
社

長
李

啓
新

，
原

泰
共

總
書

記
。

前
港

區
人

大
吳

康
民

的
父

親
吳

華
胥

也
是

「
僑

黨
」

。
吳

華
胥

1926年
在

汕

頭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1928年

到
暹

羅
（

泰
國

）
搞

革
命

，
一

年
後

被
捕

。
年

僅

2歲
的

吳
康

民
和

母
親

在
暹

羅
監

獄
裏

「
陪

監
」

半
年

。
吳

華
胥

出
獄

後
，

被
遞

1
7
6
 
黃

文
放

：
《

解
讀

北
京

思
維

》
，

經
濟

日
報

出
版

社
，

2
0
0
1
年

1
1
月

，
1
3
5
-1
3
6
頁

。
1
7
7
 
戴

晴
：

《
我

的
四

個
父

親
》

，
明

報
出

版
社

，
1
9
9
5
年

2
月

，
1
1
4
頁

。
1
7
8
 《

浪
尖

逐
夢

—
—

余
柱

業
歷

史
口

述
檔

案
》

，
馬

來
西

亞
．

策
略

資
訊

研
究

中
心

，
2
0
0
6
年

1
0
月

，
封

底
作

者
介

紹
、

2
9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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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出

境
，

手
背

刺
青

，
表

明
永

不
得

入
暹

境
。

1930年
吳

華
胥

帶
着

妻
兒

來
到

香

港
，

繼
續

搞
革

命
。
1
7
9

吳
康

民
自

言
：

1947年
，

「
我

被
動

員
來

到
香

港
的

培
僑

中
學

任
教

，
介

紹

人
是

連
貫

—
—

當
年

香
港

地
下

黨
的

負
責

人
，

說
是

『
革

命
需

要
』

。
」
1
8
0

吳
康

民
除

了
在

培
僑

教
書

，
是

否
還

負
有

特
殊

任
務

，
則

不
得

而
知

。
1958

年
，

港
英

當
局

搜
查

培
僑

，
其

中
有

一
本

著
名

僑
領

陳
嘉

庚
的

《
南

僑
回

憶

錄
》

。
馬

共
領

導
人

余
柱

業
就

曾
於

1948年
在

陳
嘉

庚
創

辦
的

《
南

僑
日

報
》

任

記
者

、
編

輯
。
1
8
1

三
、
霍
英
東
與
抗
美
援
朝

若
論

朝
鮮

戰
爭

（
韓

戰
）

中
得

到
最

多
好

處
的

香
港

人
，

非
已

故
億

萬
富

豪

霍
英

東
莫

屬
。

2000年
10月

25日
，

北
京

舉
行

抗
美

援
朝

五
十

週
年

紀
念

活
動

，
霍

英
東

是
唯

一
被

邀
出

席
的

香
港

人
。

他
與

掛
滿

勳
章

的
立

功
將

士
一

起
，

坐
上

主
席

台
。
1
8
2

上
世

紀
80年

代
初

，
時

任
國

務
院

華
僑

事
務

辦
公

室
主

任
的

廖
承

志
公

開
表

示
：

「
我

為
霍

英
東

先
生

正
名

，
他

的
『

走
私

』
是

幫
助

我
們

運
送

戰
略

物
資

，

為
抗

美
援

朝
做

出
了

貢
獻

。
」

霍
英

東
說

：
「

如
果

說
當

時
我

是
為

了
支

持
抗

美
援

朝
，

打
破

封
鎖

禁
運

，

那
是

騙
人

的
，

我
沒

有
那

麼
高

的
認

識
。

但
說

當
時

我
連

一
點

認
識

，
一

點
想

法

都
沒

有
，

也
不

是
事

實
。

要
光

是
賺

錢
，

還
有

很
多

方
法

，
並

不
一

定
要

走
這

條

路
，

而
且

，
走

這
條

路
賺

的
錢

並
不

真
的

很
多

。
」

1950年
韓

戰
爆

發
，

12月
，

美
國

對
中

國
大

陸
、

香
港

、
澳

門
的

出
口

實
行

1
7
9
  《

吳
康

民
口

述
》

，
1
2
-1
6
頁

。
1
8
0
 《

吳
康
民
口
述
》
，
3
0
頁
。
連
貫
是
「
僑
黨
」
的
主
要
領
導
人
之
一
。
《
人
民
日
報
》
1
9
9
2
年
1
月
7
日
報
道
〈
連

貫
同

志
逝

世
〉

：
原

國
務

院
僑

務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連

貫
長

期
從

事
統

戰
、

外
事

、
僑

務
等

工
作

。
早

在
1
9
2
7

年
，

經
香

港
轉

到
越

南
，

在
華

僑
青

年
中

進
行

革
命

文
化

活
動

。
1
9
3
7
年

至
1
9
4
1
年

，
任

八
路

軍
駐

香
港

辦
事

處
黨

支
部

書
記

兼
華

僑
工

作
委

員
。

解
放

戰
爭

時
期

，
連

貫
先

後
任

中
共

中
央

粵
港

分
局

委
員

、
華

南
分

局
委

員
兼

香
港

工
委

副
書

記
。

1
8
1
  《

浪
尖

逐
夢

—
—

余
柱

業
歷

史
口

述
檔

案
》

，
2
8
9
頁

。
1
8
2
 
曉

棠
：

〈
霍

英
東

—
—

一
生

傳
奇

落
幕

〉
，

《
瞭

望
新

聞
週

刊
》

，
2
0
0
6
年

1
1
月

6
日

。

全
面

的
許

可
證

制
度

。
1951年

5月
，

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了

對
中

國
實

施
全

面
封

鎖
禁

運
的

決
議

。
英

國
隨

即
響

應
，

禁
止

13大
類

物
品

輸
往

中
國

。

這
時

，
朝

鮮
戰

場
上

有
數

十
萬

志
願

軍
，

正
急

需
盤

尼
西

林
、

止
血

藥
棉

、

汽
油

、
輪

胎
等

禁
運

物
資

。
廣

東
省

長
葉

劍
英

指
示

在
澳

門
的

共
產

黨
員

柯
麟

、

柯
正

平
，

透
過

南
光

公
司

及
何

賢
、

馬
萬

祺
等

人
協

助
，

籌
措

戰
略

物
資

。

霍
英

東
當

時
在

香
港

經
營

一
座

規
模

很
小

的
修

船
廠

，
獲

悉
澳

門
多

家
公

司

正
在

大
量

收
購

汽
油

、
煤

油
、

柴
油

以
及

五
金

、
麻

包
等

物
資

，
於

是
和

朋
友

合

夥
，

開
始

用
一

條
帆

船
運

送
柴

油
去

澳
門

。

隸
屬

中
國

外
貿

部
的

香
港

華
潤

公
司

便
通

過
中

介
，

與
霍

英
東

秘
密

商
定

，

由
他

負
責

長
期

承
運

。

1951年
春

節
過

後
，

霍
英

東
低

價
買

來
一

批
舊

船
，

改
裝

船
用

發
動

機
，

其

中
最

高
航

速
可

達
每

小
時

20海
里

。
霍

英
東

擁
有

的
船

隊
，

總
噸

位
超

過
1,000

噸
。

在
華

潤
公

司
及

廣
東

省
商

業
廳

和
統

戰
部

下
轄

的
華

南
企

業
公

司
的

秘
密

組

織
下

，
霍

英
東

船
隊

改
變

路
線

，
將

「
禁

運
」

物
資

直
接

運
到

深
圳

蛇
口

。

數
十

艘
船

，
二

百
多

名
員

工
經

年
不

斷
地

工
作

，
假

日
無

休
。

一
旦

發
現

有

警
察

或
其

他
可

疑
的

情
況

，
霍

英
東

就
立

即
轉

移
工

作
地

點
，

有
時

甚
至

一
天

換

三
家

酒
店

。

霍
英

東
還

根
據

各
偵

察
艇

從
各

處
打

來
的

電
話

，
掌

握
警

務
署

和
工

商
署

「
緝

私
」

船
隻

的
動

向
，

安
排

及
指

揮
裝

貨
、

發
貨

。

霍
英

東
回

憶
說

：
「

當
時

全
香

港
大

概
只

有
我

有
這

麼
多

船
，

還
有

一
批

夥

計
，

而
且

我
自

己
是

水
上

人
，

熟
悉

港
口

情
況

和
水

情
。

所
以

他
們

找
上

了
我

，

要
求

我
用

船
把

那
些

物
資

運
到

內
地

。
」

「
從

1950年
到

1953年
的

三
年

間
，

我
們

幾
乎

晚
晚

開
工

，
沒

有
一

天
停

止

過
，

白
天

要
聯

絡
、

裝
貨

，
晚

上
開

船
，

每
天

只
睡

三
、

四
個

小
時

。
我

們
加

班

搶
運

到
蛇

口
，

一
天

都
沒

有
耽

誤
過

。
」

「
走

私
」

生
涯

中
，

最
驚

險
的

是
「

黑
貓

號
」

沉
船

事
件

。

為
了

躲
避

緝
私

快
艇

的
堵

截
和

水
警

的
射

擊
，

「
黑

貓
號

」
要

迂
迴

前
進

。

突
然

，
船

尾
被

追
來

的
緝

私
艇

撞
到

，
船

體
傾

側
翻

沉
，

船
上

十
名

船
員

全
部

落

水
，

其
中

水
性

最
好

的
船

員
胡

權
等

兩
人

被
船

上
載

運
的

鐵
管

壓
住

，
不

幸
溺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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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亡

，
另

外
八

人
獲

救
後

被
緝

私
艇

帶
到

警
察

署
。

事
後

得
知

，
這

是
港

英
當

局

精
心

策
劃

的
一

次
緝

捕
行

動
。

霍
英

東
聘

請
大

律
師

為
他

的
夥

計
出

庭
辯

護
，

最
終

法
庭

撤
銷

「
惡

意
撞

毀

水
警

輪
」

的
嚴

重
控

罪
，

改
判

為
「

首
被

告
李

金
（

指
船

員
李

根
）

被
控

五
罪

」

（
意

圖
偷

運
出

口
、

船
上

無
合

格
船

主
、

航
行

時
沒

有
燈

號
、

不
聽

命
令

停
航

、

載
有

危
險

貨
品

）
，

合
計

判
罰

1,000元
或

入
獄

五
個

多
月

。
其

餘
七

名
被

告
，

被
控

協
助

意
圖

偷
運

出
口

，
每

人
判

罰
50元

或
入

獄
一

個
星

期
。

由
於

這
八

名
船

員
已

在
警

署
被

拘
留

了
兩

個
星

期
，

最
後

只
須

繳
交

罰
款

，
無

須
監

禁
。
1
8
3

鯉
魚

門
位

於
維

港
東

面

這
些

文
章

都
是

說
霍

英
東

指
揮

貨
船

通
過

鯉
魚

門
駛

向
公

海
，

開
往

蛇
口

或

澳
門

。
略

懂
香

港
地

理
的

人
都

知
道

，
鯉

魚
門

在
維

多
利

亞
港

東
面

，
蛇

口
、

澳

門
則

在
香

港
以

西
。

從
鯉

魚
門

往
蛇

口
、

澳
門

，
就

要
繞

過
香

港
島

南
端

，
西

行

再
北

上
，

經
汲

水
門

往
蛇

口
，

或
向

西
去

澳
門

，
迂

迴
曲

折
，

費
時

失
事

，
而

且

1
8
3
 
冷

夏
：

《
霍

英
東

傳
》

；
熊

坤
靜

：
〈

霍
英

東
—

—
冒

險
援

朝
闖

「
禁

運
」

〉
，

《
黨

史
文

苑
》

2
0
0
8
年

第
1
2
期

；
山

林
：

〈
霍

英
東

「
走

私
」

發
家

之
謎

〉
，

《
黨

員
幹

部
之

友
》

2
0
0
6
年

第
1
2
期

；
馬

晨
：

〈
霍

英
東

船
隊

「
黑

貓
」

號
罹

難
真

相
〉

，
《

航
海

》
2
0
0
6
年

第
2
期

。

照
樣

會
遇

見
西

面
海

域
的

水
警

或
緝

私
船

。
是

這
些

作
者

只
知

鯉
魚

門
，

不
知

有

汲
水

門
，

以
訛

傳
訛

 ?!

釐
清
朝
鮮
戰
爭
的
幾
個
觀
念

誰
發

動
朝

鮮
戰

爭
？

最
初

是
不

是
內

戰
？

這
是

必
須

釐
清

的
兩

大
問

題
。

最
不

符
事

實
、

早
已

過
時

的
說

法
，

居
然

出
自

一
位

香
港

大
學

博
士

候
選

人

和
兩

位
中

文
大

學
碩

士
。

他
們

合
著

的
《

工
在

家
國

—
—

香
港

洋
務

工
會

九
十

年

史
》

寫
道

：
「

1950年
，

不
甘

逐
步

失
去

對
亞

洲
地

區
控

制
權

的
美

國
，

為
達

到

將
冷

戰
格

局
擴

展
至

全
球

各
個

角
落

之
目

的
，

遂
率

領
以

其
為

首
的

聯
合

國
軍

隊

發
動

朝
鮮

戰
爭

（
韓

戰
）

。
」
1
8
4

以
往

內
地

確
實

強
調

，
挑

起
韓

戰
的

罪
魁

禍
首

是
美

國
。

不
過

，
近

年
來

內

地
官

修
歷

史
大

多
已

改
寫

，
只

是
含

糊
其

詞
地

說
：

「
1950年

6月
25日

，
朝

鮮

內
戰

爆
發

。
」
1
8
5

內
地

學
者

根
據

俄
羅

斯
公

佈
前

蘇
聯

的
秘

密
官

方
檔

案
顯

示
，

從
1948年

建

國
開

始
，

北
朝

鮮
領

導
人

就
考

慮
用

武
力

統
一

朝
鮮

半
島

。
事

實
很

清
楚

：
發

起

南
侵

、
挑

起
韓

戰
的

是
北

朝
鮮

勞
動

黨
的

金
日

成
。

金
日

成
在

1950年
4月

秘
密

訪
問

莫
斯

科
。

斯
大

林
同

意
了

金
日

成
以

軍
事

手
段

統
一

祖
國

的
計

劃
，

並
且

答
應

提
供

必
要

的
幫

助
。

5月
13日

，
金

日
成

秘
密

來
到

北
京

，
聲

稱
斯

大
林

已
經

同
意

了
他

解
放

朝

鮮
南

方
的

軍
事

計
劃

。
毛

澤
東

對
此

表
示

懷
疑

，
因

為
去

年
11月

斯
大

林
還

來
過

電
報

，
贊

成
中

國
的

意
見

：
目

前
在

朝
鮮

不
宜

採
取

軍
事

行
動

。
周

恩
來

連
夜

召

見
蘇

聯
大

使
，

請
莫

斯
科

對
此

事
予

以
確

認
。

14日
斯

大
林

回
電

說
，

「
鑑

於
國

際
形

勢
發

生
了

變
化

」
，

他
同

意
了

朝
鮮

同
志

的
主

張
，

並
要

求
金

日
成

徵
求

毛

澤
東

的
意

見
。

毛
澤

東
只

得
向

金
日

成
表

示
，

中
國

原
計

劃
解

決
台

灣
問

題
以

後
再

幫
助

朝

鮮
解

放
南

方
，

但
既

然
已

經
決

定
現

在
就

採
取

行
動

，
為

了
共

同
的

事
業

，
中

國

1
8
4
 
周

文
港

、
方

慧
賢

、
黃

曉
嵐

：
《

工
在

家
國

—
—

香
港

洋
務

工
會

九
十

年
史

》
，

和
平

圖
書

，
2
0
1
1
年

6
月

，
4
7
頁

。
這

本
書

是
洋

務
工

會
委

託
作

者
寫

的
，

提
供

資
料

的
主

動
權

和
審

稿
權

也
屬

於
工

會
。

因
此

沒
有

講
出

洋
務

工
會

長
期

受
中

共
領

導
的

事
實

。
1
8
5
  《

中
國

共
產

黨
歷

史
》

第
2
卷

，
中

央
黨

史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1
月

，
6
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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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

同
意

並
準

備
給

予
必

要
的

幫
助

。
1
8
6

1950年
6月

25日
半

夜
，

美
國

總
統

杜
魯

門
接

到
國

務
卿

艾
奇

遜
電

話
，

聲

稱
剛

接
到

美
國

駐
大

韓
民

國
大

使
穆

喬
發

來
的

急
報

，
稱

漢
城

（
首

爾
）

時
間

6

月
25日

凌
晨

4點
，

亦
即

華
盛

頓
時

間
6月

24日
下

午
2點

，
朝

鮮
軍

隊
突

然
越

過

三
八

線
，

向
大

韓
民

國
發

動
了

全
面

的
進

攻
。
1
8
7

《
杜

魯
門

回
憶

錄
》

T
rum

an M
em

oirs 詳
細

記
錄

了
北

朝
鮮

人
民

軍
大

舉

南
侵

，
杜

魯
門

極
為

震
驚

，
急

謀
對

策
的

詳
細

經
過

。

6月
26日

，
金

日
成

發
表

廣
播

演
說

，
號

召
「

全
朝

鮮
人

民
和

人
民

軍
官

兵

一
起

動
員

起
來

，
為

朝
鮮

的
自

由
獨

立
和

統
一

進
行

正
義

的
祖

國
解

放
戰

爭
」

。

北
朝

鮮
人

民
軍

勢
如

破
竹

，
向

南
部

挺
進

。
1
8
8

當
美

韓
部

隊
潰

不
成

軍
，

退
守

南
部

釜
山

一
角

、
臨

近
敗

亡
之

際
，

美
軍

發

動
突

襲
，

在
仁

川
登

陸
，

打
擊

北
朝

鮮
軍

隊
，

一
舉

扭
轉

了
敗

局
。

中
國

經
過

幾
個

月
的

反
覆

考
慮

和
準

備
，

決
定

派
出

志
願

軍
，

跨
過

鴨
綠

江
，

支
援

敗
退

到
三

八
線

以
北

的
北

朝
鮮

人
民

軍
，

抗
擊

以
美

國
為

首
的

聯
合

國

軍
。

6月
25日

爆
發

的
朝

鮮
戰

爭
，

是
社

會
主

義
和

資
本

主
義

兩
大

陣
營

的
一

場

地
區

性
熱

戰
，

不
能

算
是

內
戰

，
還

有
其

他
史

實
為

證
。

1945年
8月

11日
，

朱
德

代
表

八
路

軍
發

佈
命

令
：

「
為

配
合

蘇
聯

紅
軍

進

入
中

國
及

朝
鮮

境
內

作
戰

，
解

放
朝

鮮
人

民
，

我
命

令
：

現
在

華
北

對
日

作
戰

之

朝
鮮

義
勇

隊
司

令
武

亭
、

副
司

令
朴

孝
三

、
朴

一
禹

立
即

統
率

所
部

，
隨

同
八

路

軍
及

原
東

北
軍

各
部

向
東

北
進

兵
，

消
滅

敵
偽

，
並

組
織

在
東

北
之

朝
鮮

人
民

，

以
便

達
成

解
放

朝
鮮

之
任

務
。

」

從
1946年

起
，

中
共

在
東

北
的

朝
鮮

族
部

隊
先

後
分

三
批

入
朝

，
加

入
朝

鮮

人
民

軍
的

編
制

。

1949年
5月

和
1950年

1月
，

解
放

軍
部

隊
中

的
朝

鮮
族

官
兵

4萬
多

人
攜

帶

1
8
6
 
沈

志
華

：
《

毛
澤

東
，

斯
大

林
與

朝
鮮

戰
爭

》
（

修
訂

本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7
年

，
1
4
0
-1
4
3
，

1
5
6
-1
5
7
頁

；
《

朝
鮮

戰
爭

揭
秘

》
，

天
地

圖
書

，
1
9
9
5
年

1
月

；
《

毛
澤

東
斯

大
林

與
韓

戰
—

—
中

蘇
最

高
機

密
檔

案
》

，
天

地
圖

書
，

1
9
9
8
年

5
月

；
劉

金
質

：
《

冷
戰

史
》

，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
2
0
0
3
年

1
月

，
3
9
2
-3
9
4
頁

。
作

者
是

北
京

大
學

國
際

關
係

學
院

教
授

。
1
8
7
 
楚

雲
：

《
朝

鮮
戰

爭
內

幕
全

公
開

》
，

時
事

出
版

社
（

北
京

）
，

2
0
1
0
年

1
月

，
1
8
頁

。
1
8
8
 
軍

事
科

學
院

軍
事

歷
史

研
究

部
：

《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全
史

》
第

六
卷

：
《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抗

美
援

朝
戰

史
》

，
軍

事
科

學
出

版
社

，
2
0
0
0
年

1
月

，
4
頁

。

全
副

武
裝

開
赴

朝
鮮

，
客

觀
上

為
金

日
成

發
動

戰
爭

創
造

了
先

決
條

件
。
1
8
9

2010年
10月

，
抗

美
援

朝
六

十
週

年
。

前
《

人
民

日
報

》
記

者
祝

華
新

有
一

段
沉

痛
的

概
括

：

新
中
國
成
立
之
初
，
金
日
成
孤
注
一
擲
打
過
「
三
八
線
」
，
以
既
成
事

實
脅
迫
中
國
參
戰
，
讓
中
國
軍
隊
在
朝
鮮
國
土
上
與
以
美
國
為
首
的
聯
合
國

軍
兵
戎
相
見
，
導
致
新
中
國
被
西
方
勢
力
包
圍
，
犧
牲
了
整
整
一
代
人
的
幸

福
，
而
且
背
上
了
朝
鮮
戰
爭
致
使
韓
國
軍
民
傷
亡
失
蹤
百
萬
人
的
沉
重
道
義

包
袱
。
「
抗
美
援
朝
」
一
戰
，
本
是
小
國
挾
持
大
國
的
典
型
案
例
。

北
朝
鮮
憑
藉
中
國
的
支
持
苟
延
殘
喘
，
但
中
國
不
曾
覬
覦
它
的
一
寸
土

地
，
最
終
還
是
一
次
次
飽
嘗
了
「
唇
齒
相
依
」
的
苦
澀
。
戰
爭
結
束
後
，
犧

牲
了
17萬

將
士
的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前
腳
剛
撤
回
國
內
，
金
日
成
後
腳
就

在
北
朝
鮮
清
洗
親
華
勢
力
；
1967年

又
大
舉
毀
壞
志
願
軍
烈
士
墳
墓
和
紀

念
碑
；
1993年

臨
時
變
卦
以
一
票
之
差
使
中
國
首
次
申
辦
奧
運
會
功
敗
垂

成
；
近
年
來
的
「
六
方
會
談
」
中
，
金
正
日
朝
秦
暮
楚
用
發
展
核
武
器
來
訛

詐
全
世
界
，
三
番
五
次
令
「
六
方
會
談
」
的
東
道
主
難
堪
。
2010年

3月
，

韓
國
「
天
安
號
」
警
戒
艦
很
可
能
是
受
到
朝
鮮
發
射
的
魚
雷
攻
擊
而
沉
沒
，

致
使
四
十
多
名
水
兵
葬
身
海
底
，
更
把
中
國
逼
到
了
死
角
，
溫
家
寶
總
理
表

示
：
一
旦
朝
韓
發
生
衝
突
，
「
中
國
也
難
於
幸
免
」
。

然
而
，
中
國
政
府
和
中
國
媒
體
出
於
對
中
朝
「
用
鮮
血
凝
成
的
友
誼
」

愛
護
，
對
北
朝
鮮
在
中
、
美
、
蘇
之
間
見
風
使
舵
、
敲
詐
勒
索
的
卑
劣
行

徑
，
基
本
上
沒
做
過
公
開
報
道
，
中
國
老
百
姓
對
此
知
之
不
深
。
1
9
0

朝
鮮

半
島

38線
南

北
之

間
兩

條
道

路
誰

勝
誰

負
？

兩
種

制
度

孰
優

孰
劣

？
早

已
有

了
分

曉
。

北
邊

打
着

民
主

的
幌

子
，

實
質

是
父

傳
子

、
子

傳
孫

的
專

制
封

閉

1
8
9
 
沈

志
華

：
《

毛
澤

東
，

斯
大

林
與

朝
鮮

戰
爭

》
；

金
東

吉
：

〈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中
的

朝
鮮

師
回

朝
鮮

問
題

新
探

〉
，

《
歷

史
研

究
》

2
0
0
6
年

第
6
期

；
金

景
一

：
〈

關
於

中
國

軍
隊

中
朝

鮮
族

官
兵

返
回

朝
鮮

的
歷

史
考

察
〉

，
《

史
學

集
刊

》
2
0
0
7
年

第
3
期

；
徐

龍
男

：
〈

中
國

朝
鮮

族
人

編
入

朝
鮮

人
民

軍
概

況
及

朝
鮮

戰
爭

爆
發

前
後

朝
鮮

人
民

軍
編

制
體

系
〉

，
《

冷
戰

國
際

史
研

究
》

2
0
1
0
年

第
2
期

；
徐

龍
男

：
〈

延
邊

籍
朝

鮮
人

民
軍

退
伍

軍
人

採
訪

錄
〉

，
《

冷
戰

國
際

史
研

究
》

2
0
0
8
年

第
3
期

。
1
9
0
 
祝

華
新

：
《

政
治

漩
渦

中
的

〈
人

民
日

報
〉

》
，

天
地

圖
書

，
2
0
1
1
年

3
月

，
5
8
8
頁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142
143

第
二
章

王
朝

，
人

民
卻

水
深

火
熱

，
衣

食
不

繼
；

南
邊

卻
擺

脫
了

強
人

獨
裁

政
治

，
走

上

民
主

自
由

繁
榮

富
強

的
康

莊
大

道
。

如
果

從
天

下
蒼

生
、

人
民

福
祉

着
想

，
而

不
光

是
侈

談
意

識
形

態
、

地
緣

政

治
，

中
國

是
不

是
一

直
在

做
冤

大
頭

？

四
、
香
港
與
越
南
共
產
黨
、
援
越
抗
法
、
中
越
關
係
正
常
化

越
南

共
產

黨
的

創
黨

人
胡

志
明

，
早

在
20年

代
的

法
國

，
就

和
勤

工
儉

學
的

中
國

革
命

者
結

下
了

深
厚

的
友

誼
。

他
在

中
國

從
事

革
命

活
動

的
時

間
前

後
長

達

11年
多

。

胡
志

明
領

導
的

越
南

共
產

黨
（

印
度

支
那

共
產

黨
）

正
式

成
立

的
會

議
，

於

1930年
2月

在
香

港
召

開
。

1931年
6月

，
化

名
宋

文
初

的
阮

愛
國

（
即

胡
志

明
）

被
港

英
警

察
拘

捕
，

在
中

環
域

多
利

監
獄

渡
過

半
年

多
的

鐵
窗

生
涯

。
1
9
1

1945年
，

胡
志

明
領

導
的

越
南

民
主

共
和

國
成

立
。

50年
代

初
，

越
共

要
求

中
共

派
遣

軍
事

顧
問

，
協

助
進

行
抗

法
戰

爭
，

這
個

重
要

的
信

息
，

也
是

經
過

香
港

傳
遞

。

羅
貴

波
回

憶
說

：
「

1945年
越

南
人

民
舉

行
『

八
月

革
命

』
，

取
得

了
勝

利
，

建
立

了
越

南
民

主
共

和
國

。
法

國
殖

民
主

義
者

於
1947年

第
二

次
侵

略
越

南
。

由
於

法
強

越
弱

，
越

南
黨

、
政

、
軍

中
央

領
導

機
關

被
迫

撤
出

首
都

河
內

，

轉
至

越
北

山
區

堅
持

抗
戰

。
胡

志
明

和
越

共
中

央
於

1949年
8月

寫
信

給
中

共
中

央
、

毛
澤

東
主

席
，

請
求

給
予

援
助

。
」
1
9
2

帶
着

胡
志

明
的

親
筆

信
到

中
國

來
聯

絡
的

李
碧

山
1
9
3，

走
海

路
由

香
港

到
青

島
，

阮
德

瑞
走

陸
路

，
10月

他
們

才
到

達
北

京
。

1
9
1
 
拙

著
上

卷
已

有
詳

細
敍

述
。

1
9
2
 
羅

貴
波

：
《

革
命

回
憶

錄
》

，
中

國
檔

案
出

版
社

，
1
9
9
7
年

。
羅

貴
波

1
9
5
0
年

1
月

出
使

越
南

，
任

中
共

中
央

駐
越

共
中

央
聯

絡
代

表
、

中
國

駐
越

南
顧

問
團

團
長

、
越

共
中

央
和

胡
志

明
主

席
總

顧
問

等
職

，
幫

助
越

南
人

民
進

行
抗

法
鬥

爭
。

1
9
5
4
年

9
月

，
出

任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駐
越

南
首

任
特

命
全

權
大

使
。

1
9
3
 
李

碧
山

原
名

李
斑

，
越

南
人

，
1
8
歲

參
加

印
度

支
那

共
產

黨
，

兩
次

被
捕

入
獄

。
出

獄
後

失
去

了
組

織
關

係
，

經
一

位
華

僑
介

紹
，

1
9
3
3
年

到
了

中
國

，
1
9
3
4
年

進
入

中
央

蘇
區

。
紅

軍
長

征
後

，
他

因
病

轉
移

到
廣

東
汕

頭
工

作
，

改
名

為
李

碧
山

，
1
9
3
6
年

為
汕

頭
市

委
、

韓
江

工
委

負
責

人
，

抗
戰

時
期

任
中

共
廣

東
梅

縣
中

心
縣

委
書

記
。

同
中

國
女

子
溫

碧
珍

結
為

夫
妻

。
1
9
4
6
年

7
月

韓
江

支
隊

北
撤

時
，

他
回

到
越

南
。

李
碧

山
回

程
時

，
「

在
葉

劍
英

1
9
4同

志
的

精
心

安
排

下
，

李
碧

山
取

道
香

港
，

先
行

回
國

。
2月

27日
越

共
中

央
致

電
中

共
中

央
：

李
碧

山
同

志
已

返
抵

我

處
。

當
李

碧
山

、
阮

德
瑞

同
志

至
中

國
時

得
到

你
們

的
優

待
，

我
們

十
分

感
激

。
」

1957年
，

越
共

主
席

胡
志

明
秘

密
指

示
，

要
一

直
潛

伏
在

越
南

南
方

的
強

硬

派
頭

子
黎

筍
回

河
內

參
加

中
央

政
治

局
，

共
同

策
劃

完
成

「
捍

衛
北

方
，

解
放

南

方
，

統
一

國
家

的
使

命
」

。
黎

筍
由

一
位

30多
歲

的
華

裔
越

共
女

子
胡

英
護

送
，

從
西

貢
經

香
港

回
到

河
內

。

黎
筍

於
1960年

出
任

越
南

勞
動

黨
中

央
總

書
記

，
直

到
1986年

去
世

為
止

。
1
9
5

與
中

國
接

壤
的

越
南

，
尚

且
要

利
用

香
港

這
條

通
道

，
更

何
況

其
他

東
南

亞

國
家

。中
共

還
幫

助
越

共
在

中
國

境
內

辦
軍

校
、

黨
校

。
1
9
6

1
9
5
0
年

胡
志

明
（

左
）

與
陳

賡

1
9
4
 
葉

劍
英

時
任

廣
東

省
省

長
。

1
9
5
 
蟻

團
主

編
：

《
華

人
同

胞
的

革
命

傳
統

》
，

胡
志

明
市

出
版

，
1
9
8
7
年

。
轉

引
自

陳
加

昌
：

《
越

南
．

我
在

現
場

》
，

明
報

出
版

社
，

2
0
1
2
年

3
月

，
3
0
3
-3
0
4
頁

。
書

中
沒

有
交

代
護

送
經

過
。

1
9
6
  〈

關
於

越
南

軍
校

仍
決

定
辦

在
雲

南
給

陳
賡

等
的

電
報

〉
（

1
9
5
0
年

7
月

3
日

）
；

〈
中

央
關

於
同

意
印

度
支

那
共

產
黨

在
廣

西
邊

界
地

區
設

立
黨

校
給

譚
政

等
的

電
報

〉
（

1
9
5
0
年

7
月

4
日

）
，

《
建

國
以

來
劉

少
奇

文
稿

》
第

二
冊

（
1
9
5
0
.1
－

1
9
5
0
.1
2
）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2
0
0
5
年

4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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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7月

，
中

國
政

府
應

越
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要
求

，
派

出
由

陳
賡

、
韋

國
清

等
率

領
的

軍
事

顧
問

團
，

幫
助

越
南

人
民

抗
擊

法
國

殖
民

主
義

者
。

1950年

至
1954年

，
中

國
向

越
南

提
供

各
種

槍
支

11.6萬
多

支
（

挺
）

，
火

炮
420門

，

以
及

大
批

配
套

的
彈

藥
和

器
材

等
。

1954年
1月

到
5月

，
協

助
越

南
人

民
軍

組
織

指
揮

了
奠

邊
府

戰
役

，
一

舉
殲

滅
法

軍
和

越
僞

軍
16,200人

。
1
9
7

1954年
4月

3日
，

毛
澤

東
致

國
防

部
長

彭
德

懷
的

信
提

到
：

「
最

遲
於

1954

年
冬

1955年
春

奪
取

河
內

，
之

後
好

進
攻

西
貢

，
解

放
整

個
印

度
支

那
。

」
1
9
8

毛
澤

東
的

這
個

願
望

，
在

20年
後

才
得

以
實

現
。

1975年
，

北
越

解
放

南

越
。

可
是

，
中

越
兩

個
「

同
志

加
兄

弟
」

的
共

產
國

家
卻

迅
速

交
惡

。
1979年

，

在
邊

界
兵

戎
相

見
。

中
國

稱
之

為
自

衛
還

擊
戰

。

1986年
12月

，
阮

文
靈

出
任

越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着
手

大
幅

度
調

整
內

外
政

策
，

謀
求

解
決

柬
埔

寨
問

題
和

改
善

對
華

關
係

。
中

國
領

導
人

鄧
小

平
也

提
出

了

穩
定

南
疆

的
構

想
。

當
時

兩
國

間
鐵

路
、

公
路

和
空

中
航

線
均

已
中

斷
，

1989年
1月

，
越

南
第

一
副

外
長

丁
儒

廉
一

行
要

繞
道

由
曼

谷
飛

廣
州

，
再

到
北

京
進

行
談

判
。

回
程

時
，

經
深

圳
、

香
港

回
國

。

在
深

圳
逗

留
期

間
，

中
國

外
交

部
派

李
家

忠
負

責
陪

同
參

觀
訪

問
。

丁

儒
廉

雙
手

握
着

李
的

胳
膊

說
：

「
請

相
信

，
我

們
一

定
會

從
柬

埔
寨

全
部

撤

軍
。

」
1
9
9

1990年
9月

初
，

越
共

總
書

記
阮

文
靈

、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杜

梅
和

越
共

中

央
顧

問
范

文
同

來
到

四
川

成
都

，
同

江
澤

民
總

書
記

、
李

鵬
總

理
舉

行
內

部
會

晤
，

就
政

治
解

決
柬

埔
寨

問
題

和
中

越
關

係
問

題
舉

行
高

層
會

晤
，

取
得

重
要

共
識

。會
晤

結
束

時
，

江
澤

民
引

用
了

清
代

詩
人

江
永

的
兩

句
詩

：
「

渡
盡

劫
波

兄

弟
在

，
相

逢
一

笑
泯

恩
仇

」
。

阮
文

靈
當

晚
寫

下
：

「
兄

弟
之

交
數

代
傳

，
怨

恨

頃
刻

化
雲

煙
，

再
相

逢
時

笑
顏

展
，

千
年

情
誼

又
重

建
。

」
作

為
回

應
。

1
9
7
  《

陳
賡

日
記

》
、

童
小

鵬
：

《
風

雨
四

十
年

》
，

2
1
9
頁

。
拙

著
上

卷
曾

縷
述

開
國

大
將

陳
賡

流
落

香
港

的
傳

奇
經

歷
。

1
9
8
  《

建
國

以
來

毛
澤

東
文

稿
》

第
4
冊

，
4
7
4
-4
7
5
頁

。
1
9
9
 
李

家
忠

：
《

親
歷

中
越

關
係

正
常

化
》

，
《

湘
潮

》
，

2
0
1
0
年

第
4
期

。

1991年
11月

，
越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杜
梅

、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武

文
傑

應
邀

對
中

國
進

行
正

式
友

好
訪

問
，

同
江

澤
民

和
李

鵬
舉

行
會

談
，

雙
方

發
表

聯
合

公
報

，

宣
佈

中
越

關
係

實
現

正
常

化
。

中
、

越
兩

國
近

年
因

南
海

和
南

海
諸

島
的

主
權

，
一

直
爭

執
不

斷
。

五
、
印
尼
共
產
黨
的
覆
滅

1956年
夏

天
，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產
黨

中
央

總
書

記
艾

地
在

廣
東

從
化

溫
泉

休
息

，
希

望
了

解
華

南
游

擊
戰

爭
歷

史
情

況
。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決
定

派
歐

初
作

介

紹
。

艾
地

從
印

尼
進

出
中

國
，

相
信

也
是

經
過

香
港

。

抗
日

及
國

共
內

戰
時

期
，

一
直

在
華

南
打

游
擊

的
歐

初
，

詳
細

介
紹

了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武

裝
根

據
地

的
發

展
；

游
擊

隊
根

據
敵

強
我

弱
的

形
勢

，
堅

持
以

夜

戰
為

主
等

情
況

。
艾

地
不

錯
過

每
個

戰
例

，
詳

細
詢

問
敵

我
兵

力
、

火
力

使
用

、

戰
鬥

過
程

、
撤

出
戰

鬥
的

方
式

等
。

談
了

約
兩

個
小

時
。

歐
初

還
提

到
：

1956年
3月
，
艾
地
與
越
南
領
導
人
長
征
一
同
見
毛
澤
東
時
特
地
提

出
：
「
《
毛
澤
東
選
集
》
裏
談
革
命
的
武
裝
鬥
爭
的
問
題
，
不
知
道
那
是
就

中
國
的
特
點
說
的
，
還
是
指
所
有
國
家
說
的
。
」
毛
澤
東
說
：
「
那
不
單
是

說
中
國
的
問
題
，
也
包
括
外
國
。
」
艾
地
又
問
：
「
現
在
是
不
是
也
還
那
樣

說
？
」
毛
澤
東
回
答
：
「
現
在
也
還
是
那
樣
說
。
」
2
0
0

1963年
9月

下
旬

，
周

恩
來

總
理

到
廣

東
省

從
化

，
出

席
中

國
、

越
南

、
老

撾
、

印
尼

四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人

的
會

談
。

當
時

參
加

會
談

的
有

周
恩

來
、

胡
志

明
、

黎
筍

、
凱

山
、

阮
志

清
、

艾
地

。
會

議
就

東
南

亞
的

現
狀

與
將

出
現

的
局

勢

進
行

全
面

的
估

計
。

周
恩

來
指

出
，

東
南

亞
革

命
的

基
本

任
務

是
反

帝
、

反
封

建
、

反
買

辦
資

本
主

義
，

而
要

實
現

這
一

任
務

，
首

先
要

爭
取

群
衆

，
擴

大
統

一

戰
線

；
其

次
要

深
入

農
村

，
準

備
武

裝
鬥

爭
，

建
立

根
據

地
；

再
是

要
加

強
共

產

2
0
0
 
歐

初
：

《
依

舊
紅

棉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5
年

，
5
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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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的

力
量

和
對

各
方

面
的

領
導

。
東

南
亞

各
國

共
產

黨
要

加
強

聯
繫

，
互

相
支

持
。

中
國

作
為

東
南

亞
革

命
運

動
的

大
後

方
，

責
無

旁
貸

，
義

不
容

辭
，

會
以

最

大
努

力
來

支
持

東
南

亞
各

國
的

反
帝

鬥
爭

。
2
0
1

不
過

，
印

尼
共

產
黨

還
是

堅
持

走
議

會
鬥

爭
的

道
路

，
參

與
中

央
和

地
方

各

級
政

府
。

以
為

憑
藉

自
身

擁
有

300多
萬

黨
員

、
與

總
統

蘇
加

諾
的

良
好

關
係

，

和
平

奪
取

國
家

政
權

，
指

日
可

待
。

1965年
9月

30日
，

印
尼

發
生

軍
事

政
變

。
蘇

哈
托

領
導

的
陸

軍
，

成
功

地

清
除

了
印

尼
共

產
黨

和
其

他
反

對
者

，
推

翻
蘇

加
諾

政
府

。
僅

次
於

中
共

和
蘇

共

的
全

球
第

三
大

共
產

黨
覆

滅
，

25萬
人

頭
落

地
（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
的

數
字

）
，

史
稱

九
卅

事
件

。
2
0
2

九
卅

事
件

之
後

，
印

尼
華

人
也

成
為

這
一

無
情

的
反

共
運

動
的

受
害

者
。

排

華
情

緒
同

反
共

運
動

互
為

因
果

，
不

斷
升

級
。

北
京

隨
後

發
生

文
化

大
革

命
，

對

印
尼

採
取

強
硬

路
線

。
兩

國
互

相
指

責
。

1967年
印

尼
宣

佈
與

中
國

斷
交

。

到
1990年

，
兩

國
才

恢
復

邦
交

。
2
0
3

六
、
泰
共
前
總
書
記
加
盟
香
港
新
華
社

「
原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
部

長
級

待
遇

）
李

啓
新

同
志

因
病

醫
治

無

效
，

於
（

2007年
）

6月
9日

在
北

京
逝

世
，

享
年

97歲
。

李
啓

新
病

重
期

間
和

逝
世

後
，

胡
錦

濤
、

溫
家

寶
、

曾
慶

紅
、

賀
國

強
、

王

剛
、

唐
家

璇
、

廖
暉

、
劉

延
東

同
志

分
別

以
不

同
方

式
表

示
慰

問
和

哀
悼

。
」

新
華

社
的

訃
告

沒
有

說
，

李
啟

新
曾

經
是

泰
共

總
書

記
。

設
想

泰
國

共
產

革
命

成
功

的
話

，
李

啓
新

—
—

這
位

1910年
2月

出
生

於
海

南
萬

寧
的

泰
共

總
書

記
，

就
是

泰
國

人
民

的
毛

澤
東

、
胡

志
明

。

「
文

革
」

結
束

後
，

中
共

放
棄

了
世

界
革

命
的

戰
略

，
不

再
支

援
東

南

亞
各

國
共

產
黨

顛
覆

當
地

政
府

的
武

裝
鬥

爭
。

早
已

超
齡

服
役

的
李

啓
新

於

2
0
1
 
童

小
鵬

：
《

風
雨

四
十

年
》

，
2
1
9
頁

。
2
0
2
 
彭

蘇
：

〈
國

際
共

運
史

上
的

印
尼

慘
案

〉
，

《
炎

黃
春

秋
》

，
2
0
0
9
年

第
1
期

。
2
0
3
 
周

兆
呈

：
〈

從
「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
到

「
徹

底
淡

化
」

—
—

印
尼

對
中

國
外

交
政

策
中

華
人

問
題

因
素

的
轉

變
1
9
6
5
-1
9
9
8
〉

，
《

東
南

亞
研

究
》

2
0
0
1
年

第
2
期

。
作

者
是

新
加

坡
《

聯
合

早
報

》
高

級
新

聞
編

輯
。

1978-1984年
擔

任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

正
是

中
越

交
惡

、
北

京
對

東
南

亞
戰

略
方

針
大

調
整

的
關

鍵
時

期
。

《
維

基
百

科
》

：
「

李
啓

新
，

曾
用

名
文

德
才

、
老

黑
等

，
泰

國
共

產
黨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早
期

領
導

人
之

一
。

1927年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1930年

後
被

派

往
新

加
坡

工
作

，
擔

任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新

加
坡

區
副

書
記

，
1934年

新
加

坡
共

產

黨
組

織
被

英
國

佔
領

當
局

破
獲

，
李

被
遣

送
回

中
國

後
關

押
於

海
南

。
1937年

抗

戰
爆

發
後

，
李

被
釋

放
，

在
中

共
南

方
局

中
從

事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

1942年
，

李

被
派

往
泰

國
，

任
泰

共
總

書
記

，
並

負
責

出
版

《
真

話
報

》
。

1949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後
，

李
擔

任
中

共
中

央
統

戰
部

綜
合

研
究

組

副
組

長
，

後
調

任
中

共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處
長

、
秘

書
長

。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總
書

記
陳

平
在

他
的

回
憶

錄
裏

，
談

到
1948年

與
李

啓
新

的

一
次

接
觸

。在
回
返
馬
來
亞
前
幾
天
，
我
會
見
泰
共
同
僚
—
—
總
書
記
李
啓
新
，
並

向
他
告
別
。
當
我
提
起
萊
特
事
件
時
，
李
以
華
語
平
靜
地
回
答
道
：
他
已
不

在
人
間
。
我
要
求
他
詳
細
說
明
這
點
，
不
過
李
禮
貌
地
拒
絕
。
我
是
在
幾
年

後
才
知
道
萊
特
已
去
世
的
整
個
真
相
。
2
0
4

葬
送

了
馬

來
亞

革
命

，
是

萊
特

被
殺

的
原

因
。

日
軍

在
1945年

投
降

後
，

馬
共

領
導

的
馬

來
亞

人
民

抗
日

軍
擁

有
一

萬
武

裝

力
量

，
原

本
可

以
輕

易
宣

佈
成

立
馬

來
亞

共
和

國
，

但
馬

共
當

權
派

萊
特

接
受

與

英
軍

合
作

，
希

望
以

和
平

憲
政

參
政

，
6,800名

戰
士

復
員

，
解

除
武

裝
，

佔
馬

共
軍

力
超

過
一

半
。

另
一

方
面

，
英

國
用

三
個

月
時

間
調

動
大

批
軍

警
入

駐
馬

來
亞

，
自

組
軍

政

府
，

拒
絕

與
馬

共
合

組
聯

合
政

府
，

並
於

1948年
6月

，
宣

佈
馬

來
亞

進
入

緊
急

狀
態

，
馬

共
為

非
法

組
織

，
迫

使
馬

共
轉

入
森

林
進

行
游

擊
戰

爭
。
2
0
5

2
0
4
 
陳

平
：

《
我

方
的

歷
史

》
。

萊
特

事
件

是
指

原
馬

共
領

袖
萊

特
在

曼
谷

被
泰

共
殺

死
。

陳
平

認
為

他
是

內
奸

，
是

英
國

人
最

大
的

間
諜

戰
功

臣
。

2
0
5
 
謝

詩
堅

：
《

中
國

革
命

文
學

影
響

下
的

馬
華

左
翼

文
學

》
，

馬
來

西
亞

檳
城

韓
江

學
院

，
2
0
0
9
年

1
1
月

，
1
2
2
-1
2
3
頁

。
作

者
曾

任
《

星
檳

日
報

》
總

編
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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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啟

新
主

編
的

泰
國

《
真

話
報

》

香
港

大
學

馮
平

山
圖

書
館

藏
有

一
本

李
啓

新
的

著
作

：
《

湄
江

留
言

》
，

輯

錄
了

他
在

1942年
7月

至
1947年

1月
，

為
泰

國
《

真
話

報
》

（
泰

共
的

機
關

報
）

撰
寫

的
220多

篇
時

事
述

評
、

社
論

。
內

容
切

合
各

個
時

期
的

主
題

：
日

佔
時

期
，

強
調

開
展

反
日

鬥
爭

，
主

張
建

立
泰

國
抗

日
統

一
戰

線
。

日
本

投

降
初

期
，

號
召

華
僑

與
泰

國
人

民
親

善
友

好
，

制
止

漢
奸

、
泰

奸
挑

動
中

泰
紛

爭
；

鼓
吹

華
僑

大
團

結
，

開
展

建
國

救
鄉

運
動

。
國

共
內

戰
以

後
，

鼓
勵

僑
胞

擁

護
中

國
共

產
黨

，
為

實
現

祖
國

的
獨

立
、

和
平

、
民

主
，

建
立

富
強

的
新

中
國

而

奮
鬥

。1947年
7月

，
《

真
話

報
》

出
版

創
刊

五
週

年
紀

念
特

刊
時

，
毛

澤
東

和
朱

德
總

司
令

特
致

電
祝

賀
。

《
湄

江
留

言
》

這
本

藏
書

很
奇

怪
，

沒
有

出
版

社
名

稱
，

扉
頁

有
貼

紙
印

上
：

「
黃

建
立

贈
」

。
可

以
斷

言
，

他
就

是
67年

暴
動

時
被

港
英

囚
禁

在
集

中
營

的
漢

華
中

學
創

校
校

長
。

吳
康

民
坦

言
，

李
啟

新
在

香
港

新
華

社
是

主
管

左
派

的
教

育
系

統
，

曾
遊

說

中
資

機
構

捐
錢

資
助

愛
國

學
校

經
費

。
2
0
6

換
言

之
，

李
啟

新
是

吳
康

民
、

黃
建

立
的

頂
頭

上
司

。
「

中
資

機
構

捐
錢

資

助
」

可
以

解
讀

為
阿

爺
出

錢
，

把
左

派
學

校
養

起
來

。
吳

康
民

的
父

親
與

李
啟

新

先
後

在
泰

國
搞

革
命

，
更

有
一

段
特

殊
的

淵
源

。

李
啟

新
40年

代
活

躍
的

泰
國

，
比

較
民

主
、

開
明

。
從

1944年
7月

至
1947

年
11月

，
由

文
人

執
政

，
廢

除
了

《
反

共
法

案
》

，
允

許
共

產
黨

公
開

活
動

。

廈
門

市
華

僑
博

物
院

館
員

潘
少

紅
描

述
1949年

前
後

泰
國

左
派

團
體

的
活

動
，

與
同

期
在

香
港

，
以

及
東

南
亞

其
他

華
人

聚
居

地
發

生
的

情
形

，
十

分
相

似
。

潘
少

紅
寫

道
：

「
為

把
泰

國
抗

日
青

年
組

織
廣

泛
地

團
結

起
來

，
建

立
一

個

統
一

、
合

法
的

青
年

群
衆

團
體

，
以

迎
接

戰
後

的
新

任
務

，
力

群
學

習
社

、
海

外

抗
日

青
年

團
和

互
勵

社
等

三
個

最
大

的
抗

日
青

年
組

織
於

1945年
11月

聯
合

成

立
了

暹
羅

華
僑

青
年

總
會

（
簡

稱
僑

青
會

）
。

類
似

的
情

況
還

有
洋

務
工

人
聯

合

會
、

泰
國

華
僑

婦
女

總
會

、
勤

勞
姐

妹
工

人
聯

合
會

、
泰

國
機

器
工

人
總

會
等

團

體
。

」「
泰

華
進

步
團

體
還

通
過

各
種

形
式

向
泰

國
華

人
揭

露
了

國
民

黨
發

動
內

戰
、

製
造

饑
餓

、
貪

污
腐

化
的

事
實

。
」

「
僑

青
會

成
立

了
輸

幹
工

作
小

組
，

挑
選

一
批

青
年

幹
部

往
汕

頭
、

廣
州

等

地
參

加
解

放
戰

爭
。

」

「
1946年

11月
22日

建
救

總
會

、
暹

羅
職

工
總

會
等

71個
僑

團
代

表
八

萬
會

員
向

國
內

各
黨

派
及

各
界

通
電

，
表

明
了

反
對

國
民

黨
內

戰
、

專
制

、
獨

裁
，

擁

護
中

共
和

各
民

主
黨

派
主

張
的

政
治

立
場

。
」

泰
國

右
翼

軍
人

和
保

守
勢

力
對

局
勢

極
為

不
滿

，
於

1947年
11月

發
動

政

變
，

推
翻

自
由

泰
文

人
政

府
。

翌
年

，
宣

佈
共

產
黨

和
進

步
工

會
為

非
法

組
織

，

奉
行

排
華

反
華

政
策

。

1948年
6月

，
泰

國
政

府
對

進
步

社
團

、
學

校
發

動
大

規
模

逮
捕

，
建

救
總

會
、

教
育

協
會

等
團

體
的

幹
部

和
教

職
員

工
43人

被
捕

，
後

被
驅

逐
出

境
。

大
部

2
0
6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9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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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華

人
進

步
團

體
逐

漸
被

迫
停

止
活

動
。
2
0
7

1952年
泰

國
頒

佈
防

共
條

例
，

鎮
壓

國
內

共
產

黨
人

的
同

時
，

掀
起

排
華

浪
潮

，
禁

止
華

人
社

團
活

動
，

封
閉

華
校

、
搗

毀
華

人
商

店
、

逮
捕

親
北

京
的

華

僑
。

由
於

中
國

支
持

泰
共

進
行

武
裝

鬥
爭

，
對

泰
國

政
府

構
成

威
脅

。

發
動

軍
事

政
變

上
台

的
沙

立
．

他
那

叻
政

府
在

1959年
1月

頒
佈

法
令

，
禁

止
一

切
中

國
大

陸
商

品
進

口
，

中
泰

貿
易

中
斷

。
此

後
，

在
泰

國
市

場
上

，
只

有

一
些

從
香

港
、

新
加

坡
轉

口
去

的
中

國
大

陸
商

品
出

售
，

如
藥

材
、

絲
綢

、
化

工

原
料

等
。

中
泰

兩
國

到
1975年

7月
才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

1978年
12月

越
南

入
侵

柬
埔

寨
，

印
度

支
那

局
勢

惡
化

。
鄧

小
平

對
到

訪
的

泰
國

議
長

表
示

，
如

果
越

南
進

攻
泰

國
或

東
盟

其
他

國
家

，
中

國
會

站
在

泰
國

或

東
盟

國
家

一
邊

。

設
在

中
國

境
內

的
泰

國
人

民
之

聲
電

台
於

1979年
7月

停
播

，
泰

國
對

中
國

威
脅

的
疑

慮
逐

漸
消

失
。
2
0
8

七
、
中
共
如
何
支
援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

1940年
，

陳
平

15歲
，

加
入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
從

事
反

英
殖

民
統

治
鬥

爭
，

日
本

侵
略

東
南

亞
期

間
，

參
與

組
織

馬
來

亞
人

民
抗

日
軍

。
23歲

出
任

馬
共

總
書

記
，

成
為

英
帝

國
的

首
號

通
緝

犯
。

晚
年

撰
述

的
《

我
方

的
歷

史
》

，
回

憶
幾

十

年
的

革
命

經
歷

，
對

中
共

與
東

南
亞

共
產

黨
的

關
係

有
驚

心
動

魄
、

鮮
為

人
知

的

敍
述

：

我
在
1947年

訪
問
香
港
期
間
，
透
過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一
名
駐
香
港
高

級
幹
部
，
得
到
一
系
列
代
號
和
安
全
的
郵
政
地
址
，
供
我
黨
聯
繫
之
用
。

朝
鮮
衝
突
升
級
後
，
北
京
開
始
構
想
應
急
方
案
，
以
防
萬
一
戰
事
從
朝

2
0
7
　

潘
少

紅
：

〈
戰

後
初

期
泰

國
華

人
進

步
團

體
探

析
〉

，
《

東
南

亞
縱

橫
》

2
0
0
7
年

第
1
0
期

。
2
0
8
 
李

滋
仁

：
〈

中
泰

兩
國

關
係

的
回

顧
與

展
望

〉
，

《
南

洋
問

題
研

究
》

1
9
9
0
年

第
四

期
。

陳
平

：
《

我
方

的
歷

史
》

鮮
半
島
蔓
延
到
中
國
境
內
。
應
對
這
個

不
測
局
面
的
其
中
一
個
反
擊
戰
略
，
就

是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強
行
推
進
東
南

亞
，
進
而
使
整
個
亞
洲
大
陸
陷
入
相
當

於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局
面
。
2
0
9

陳
平

沒
有

提
到

「
中

共
駐

香
港

高
級

幹

部
」

的
姓

名
。

「
強

行
推

進
東

南
亞

的
反

擊

戰
略

」
未

見
內

地
有

文
章

討
論

過
。

也
許

是

內
容

太
具

爆
炸

性
。

陳
平

還
說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事

務
的

決

策
，

都
由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書

記
處

定
，

而

當
時

的
中

共
總

書
記

正
是

鄧
小

平
。

1961年
7月
，
我
們
受
邀
與
鄧
小

平
舉
行
正
式
會
談
。
鄧
小
平
說
，
東
南
亞
就
要
經
歷
一
場
巨
變
。
我
們
都
知

道
他
不
久
前
才
和
胡
志
明
會
晤
。
我
猜
測
他
是
知
道
了
河
內
要
在
南
越
發
動

革
命
的
聲
明
，
以
及
胡
志
明
矢
志
統
一
祖
國
的
決
心
，
才
會
說
出
這
番
話
。

鄧
小
平
也
深
知
緬
甸
、
暹
羅
、
老
撾
及
印
尼
共
產
黨
同
志
的
心
思
和
盤
算
。

這
些
兄
弟
黨
當
時
都
在
中
國
維
持
必
要
的
訓
練
設
備
。
2
1
0

1961年
，

剛
從

北
京

回
國

的
黎

筍
向

陳
平

透
露

，
早

在
幾

天
前

，
毛

澤
東

親

自
告

訴
他

，
革

命
很

快
就

會
席

捲
東

南
亞

。
毛

澤
東

預
測

越
南

、
柬

埔
寨

、
泰

國

及
馬

來
西

亞
都

會
垮

台
。

我
們
在
1959年

決
定
放
棄
武
裝
鬥
爭
，
兩
年
後
則
改
變
了
，
以
配
合

2
0
9
 
陳

平
：

《
我

方
的

歷
史

》
，

新
加

坡
M
e
d
ia
 M

a
s
te
rs
出

版
，

2
0
0
4
年

。
1
9
9
8
年

，
陳

平
接

受
馬

來
西

亞
《

光
明

日
報

》
訪

問
時

提
到

，
1
9
4
7
年

7
月

他
去

泰
國

和
香

港
，

還
見

了
泰

共
和

越
共

領
導

人
，

都
沒

提
及

要
搞

武
裝

鬥
爭

。
（

《
光

明
日

報
》

，
1
9
9
8
年

6
月

2
1
日

，
轉

引
自

張
祖

興
：

〈
英

國
取

締
馬

共
的

決
策

過
程

〉
《

東
南

亞
研

究
》

2
0
0
8
年

第
5
期

。
作

者
是

中
山

大
學

亞
太

研
究

院
副

教
授

。
）

2
1
0
 
陳

平
：

《
我

方
的

歷
史

》
，

3
8
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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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及
河
內
以
及
他
們
解
放
印
度
支
那
的
意
願
。
北
越
、
越
南
南
方
（
Viet 

Cong）
、
老
撾
愛
國
陣
線
及
紅
高
棉
的
軍
事
實
力
在
1961年

以
後
逐
步
擴

張
，
而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只
有
能
力
在
泰
馬
邊
境
以
南
的
地
方
發
動
零
星
攻

擊
。
1970年

代
，
黨
內
自
相
殘
殺
及
前
線
的
拙
劣
決
策
，
更
導
致
我
們
的

運
動
很
快
就
癱
瘓
了
。
2
1
1

陳
平

從
1961年

到
1989年

在
中

國
生

活
，

馬
共

亦
一

直
緊

跟
中

共
的

路
線

。

例
如

在
1970年

，
馬

共
就

發
表

聲
明

，
譴

責
赫

魯
曉

夫
集

團
和

劉
少

奇
集

團
實

行

修
正

主
義

路
線

。
對

東
南

亞
局

勢
的

估
計

也
是

如
此

。
「

他
們

預
料

會
起

劇
變

，

但
卻

不
太

確
定

時
間

要
多

久
。

當
然

，
那

肯
定

是
一

場
驚

天
動

地
的

劇
變

，
就

是

說
，

印
度

支
那

的
革

命
最

終
將

達
成

目
標

。
」
2
1
2

另
一

方
面

，
馬

來
西

亞
政

府
為

了
消

除
國

內
的

不
穩

定
因

素
，

先
後

多
次

把

囚
禁

在
監

獄
裏

的
華

僑
驅

逐
出

境
。

屬
於

第
38批

被
逐

出
境

的
黃

觀
發

形
容

，
他

們
都

是
在

馬
共

領
導

下
的

革
命

戰
士

，
先

後
經

歷
了

三
個

戰
場

的
考

驗
：

一
是

抗
日

戰
場

，
二

是
抗

英
民

族
解

放

戰
場

，
三

是
沒

有
硝

煙
的

戰
場

—
—

監
牢

。
「

當
中

90%
以

上
的

身
上

都
留

有
斑

斑
的

槍
傷

，
有

的
還

斷
手

斷
腳

，
成

了
殘

疾
人

。
」

1963年
4月

初
，

他
們

從
芙

蓉
監

獄
轉

到
新

山
監

獄
，

幾
天

後
被

押
到

新
加

坡
，

百
多

名
難

友
登

上
「

大
寶

石
」

輪
船

，
4月

22日
到

達
廣

州
黃

埔
港

。
在

三

元
里

學
習

半
年

左
右

，
有

的
被

分
配

在
廣

州
、

有
少

部
份

回
鄉

，
有

的
去

了
北

京
，

其
餘

的
人

集
體

分
配

到
廣

東
英

德
華

僑
茶

場
當

種
茶

工
人

。
2
1
3

據
中

國
的

統
計

，
自

1948年
緊

急
狀

態
頒

佈
以

來
，

已
有

超
過

五
千

名
馬

共
黨

員
被

流
放

到
中

國
；

如
果

將
馬

共
的

支
持

者
和

家
庭

成
員

計
算

在
內

，
截

至

1966年
的

人
數

共
有

兩
萬

人
。
2
1
4

2
1
1
 
同

上
，

3
9
4
頁

、
4
0
8
頁

。
2
1
2
 
陳

劍
主

編
：

《
與

陳
平

對
話

—
—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新
解

》
，

馬
來

西
亞

華
社

研
究

中
心

，
2
0
0
6
年

，
2
1
4
、

2
2
6
、

2
2
5
頁

。
2
1
3
 
彭

國
強

主
編

：
《

從
戰

場
到

茶
場

》
，

香
港

見
證

出
版

社
，

2
0
0
6
年

6
月

，
5
1
、

5
8
頁

。
2
1
4
 
陳

平
：

《
我

方
的

歷
史

》
，

4
0
2
頁

。

新
加

坡
工

人
黨

2
0
1
1
年

的
競

選
集

會

新
加

坡
近

貌

李
光
耀
直
面
鄧
小
平

馬
共

走
出

森
林

結
束

武
裝

鬥
爭

，
跟

中
國

停
止

對
它

的
支

持
有

莫
大

關
係

。

新
加

坡
總

理
李

光
耀

曾
被

北
京

點
名

攻
擊

是
「

美
、

英
國

帝
國

主
義

走

狗
」

。
1978年

10月
，

這
位

區
區

幾
百

萬
人

口
的

小
國

領
導

人
，

對
到

訪
的

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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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直

言
不

諱
：

中
國
要
東
南
亞
國
家
同
它
聯
手
孤
立
「
北
極
熊
」
；
事
實
上
，
我
們
的

鄰
國
要
的
卻
是
團
結
東
南
亞
各
國
以
孤
立
「
中
國
龍
」
。
東
南
亞
沒
有
所
謂

的
「
海
外
蘇
聯
人
」
在
蘇
聯
政
府
支
持
下
發
動
共
產
主
義
叛
亂
，
有
的
卻
是

受
到
中
共
和
中
國
政
府
鼓
勵
和
支
持
的
「
海
外
華
人
」
，
在
泰
國
、
馬
來
西

亞
、
菲
律
賓
，
以
及
較
低
程
度
上
在
印
尼
，
構
成
威
脅
。

正
因
為
中
國
不
斷
向
東
南
亞
輸
出
革
命
，
致
使
我
的
東
盟
鄰
國
都
希
望

新
加
坡
能
夠
跟
他
們
站
在
同
一
陣
線
上
，
不
為
抵
抗
蘇
聯
，
而
是
同
中
國
對

抗
。

中
國
的
電
台
廣
播
直
接
向
東
盟
國
家
的
華
人
發
出
號
召
，
在
東
盟
各
國

政
府
看
來
，
是
一
種
非
常
嚴
重
的
顛
覆
行
為
。

中
國
必
須
停
止
馬
來
亞
共
產
黨
和
印
尼
共
產
黨
在
華
南
所
進
行
的
電
台

廣
播
。
2
1
5

兩
年

後
，

中
國

同
馬

來
西

亞
和

泰
國

兩
地

的
共

產
黨

分
別

作
出

安
排

，
終

止

了
設

在
湖

南
長

沙
郊

區
山

洞
的

秘
密

電
台

廣
播

。
馬

共
的

「
馬

來
亞

革
命

之
聲

」

電
台

從
1969年

啟
播

，
總

共
開

播
了

十
來

年
。

泰
共

的
「

泰
國

人
民

之
聲

」
電

台

則
早

一
年

啟
播

。
2
1
6

1980年
，

李
光

耀
第

二
次

訪
問

中
國

。
他

預
備

好
的

演
講

稿
談

到
：

「
這

些

年
來

，
中

國
煽

動
並

支
持

泰
國

、
馬

來
亞

和
印

尼
游

擊
隊

的
叛

亂
行

動
。

很
多

東

盟
領

袖
早

已
把

這
些

不
愉

快
的

事
情

拋
諸

腦
後

，
遺

憾
的

是
，

中
國

過
去

政
策

留

下
來

的
後

遺
症

，
卻

繼
續

困
擾

着
中

國
同

東
盟

之
間

的
關

係
。

」

由
於

中
國

不
想

李
光

耀
公

開
講

這
番

話
，

結
果

演
講

取
消

。

2
1
5
  《

李
光

耀
回

憶
錄

1
9
6
5
-2
0
0
0
》

，
世

界
書

局
，

2
0
0
0
年

9
月

，
6
9
4
、

6
9
6
、

7
0
0
、

7
0
1
頁

。
2
1
6
 《

浪
尖

逐
夢

—
—

余
柱

業
歷

史
口

述
檔

案
》

，
2
3
0
-2
3
3
頁

；
朱

亮
亮

：
《

追
虹

》
，

玲
子

傳
媒

出
版

，
2
0
1
0

年
1
月

，
2
9
8
頁

。
作

者
1
9
4
7
年

出
生

於
新

加
坡

。
3
歲

隨
父

母
去

中
國

，
在

北
京

及
南

方
各

地
接

受
小

學
教

育
，

1
3
歲

返
回

出
生

地
。

1
9
7
2
年

加
入

新
加

坡
電

視
台

，
製

作
時

事
節

目
和

紀
錄

片
。

余
柱

業
、

朱
亮

亮
提

到
的

是
泰

共
、

馬
共

電
台

，
而

李
光

耀
則

說
是

印
尼

共
、

馬
共

電
台

。

八
、
柬
埔
寨
人
民
的
悲
劇

1978年
9月

2日
，

香
港

《
文

匯
報

》
記

者
麥

華
章

和
《

大
公

報
》

記
者

馮

仲
良

到
達

金
邊

，
對

民
主

柬
埔

寨
（

赤
柬

、
紅

色
高

棉
）

進
行

了
三

個
星

期
的

訪

問
。

9月
21日

，
在

金
邊

國
家

宮
得

到
柬

埔
寨

共
產

黨
中

央
書

記
、

政
府

總
理

波

爾
布

特
接

見
。

9月
27日

，
《

人
民

日
報

》
報

道
，

民
主

柬
埔

寨
電

台
9月

25日
廣

播
了

兩
位

記
者

的
訪

柬
觀

感
：

我
們
這
次
有
機
會
在
柬
埔
寨
的
領
土
上
訪
問
了
克
列
前
線
，
目
睹
了
越

南
軍
隊
的
侵
略
罪
證
，
這
裏
有
蘇
聯
的
坦
克
和
大
炮
，
有
越
南
士
兵
的
屍

體
，
並
在
七
號
公
路
上
看
到
了
被
越
南
軍
隊
破
壞
了
的
村
莊
的
殘
迹
。
在
茶

膠
前
線
，
我
們
聽
農
民
憤
怒
揭
露
越
南
軍
隊
屠
殺
人
民
、
姦
污
婦
女
、
搶
掠

財
物
和
燒
毀
房
屋
的
罪
行
。

我
們
親
眼
看
到
，
剛
剛
誕
生
三
年
的
民
主
柬
埔
寨
，
是
一
個
和
睦
和
不

斷
前
進
的
社
會
。
我
們
在
香
港
的
時
候
，
以
為
剛
剛
擺
脫
毀
滅
性
戰
爭
和
剛

開
始
着
手
恢
復
本
國
建
設
的
柬
埔
寨
，
大
概
形
勢
不
太
穩
定
吧
？
但
通
過

這
次
訪
問
，
我
們
親
眼
看
到
，
在
柬
埔
寨
，
從
城
市
到
農
村
，
社
會
活
動
正

常
，
人
民
安
逸
地
工
作
和
生
活
，
一
切
工
作
井
井
有
條
，
這
與
外
國
新
聞
所

講
的
柬
埔
寨
形
勢
一
團
糟
的
說
法
完
全
相
反
。

十
九

年
後

，
新

華
社

一
位

資
深

記
者

發
出

了
截

然
相

反
的

報
道

。
已

故
的

中

共
上

海
市

委
宣

傳
部

長
王

元
化

，
專

門
把

這
篇

2,000多
字

的
文

章
抄

錄
到

日
記

裏
。

王
元

化
（

1920-2008）
在

大
陸

知
識

界
幾

乎
無

人
不

曉
。

1938年
加

入
中

共
，

1955年
因

胡
風

反
革

命
集

團
案

受
到

株
連

，
企

圖
自

殺
，

幸
及

時
獲

救
。

1981年
平

反
昭

雪
後

，
曾

官
拜

上
海

市
委

宣
傳

部
長

，
是

一
位

終
其

一
生

都
在

反

思
的

學
者

。

王
元

化
當

時
已

77歲
，

每
天

仍
要

應
付

源
源

不
斷

的
學

術
和

社
會

活
動

，
等

着
他

寫
的

文
章

、
看

的
書

，
更

多
不

勝
數

。
為

甚
麼

要
花

時
間

、
精

力
，

去
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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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新

聞
特

寫
抄

錄
到

日
記

裏
。

長
達

十
年

、
五

百
多

頁
的

《
九

十
年

代
日

記
》

，

以
這

篇
引

文
的

篇
幅

最
長

。
抄

寫
時

在
想

甚
麼

？
王

已
作

古
人

，
也

沒
有

寫
下

讀
後

感
，

不
可

考
。

是
沉

痛
、

苦
澀

、
悲

哀
，

還
是

難
以

名
狀

⋯
⋯

只
能

從
這

篇

「
字

字
看

來
皆

是
血

」
的

日
記

來
揣

摩
。

1997年
9月

28日
：

《
報
刊
文
摘
》
刊
有
新
華
社
記
者
楊
木
發
表
在
《
看
世
界
》
第
九
期
的

「
紅
色
高
棉
的
悲
劇
」
一
文
摘
要
。
現
抄
錄
在
下
面
：

僅
一
星
期
，
近
百
萬
人
的
金
邊
便
成
了
一
座
空
城

1975年
4月
17日

，
紅
色
高
棉
佔
領
金
邊
，
「
安
卡
」
（
柬
語
是
「
組

織
上
」
的
意
思
）
軍
人
進
城
了
。
人
們
從
家
裏
走
上
街
頭
去
歡
迎
。
可
是
金

邊
人
發
現
，
紅
色
高
棉
軍
隊
中
有
許
多
不
懂
事
的
小
孩
，
一
些
軍
官
冷
漠
無

情
。
市
民
頭
上
像
被
潑
了
一
盆
冷
水
。
不
久
，
廣
播
喇
叭
響
了
，
說
是
要
立

刻
疏
散
到
農
村
了
，
以
避
免
美
國
飛
機
轟
炸
。
當
天
中
午
，
「
安
卡
」
派
了

一
些
軍
車
來
幫
助
撤
退
的
人
搬
家
，
扶
老
人
，
小
孩
，
孕
婦
上
車
，
態
度
和

藹
。
到
了
第
二
、
三
天
，
他
們
不
耐
煩
了
，
又
吼
又
叫
，
連
推
帶
搡
，
一
星

期
後
，
全
城
撤
走
了
一
百
萬
人
，
金
邊
變
成
空
城
。

金
邊
的
市
民
，
特
別
是
華
僑
商
人
和
家
庭
主
婦
，
平
時
不
幹
重
體
力
勞

動
。
尤
其
是
華
僑
「
老
阿
姆
」
（
老
婦
人
）
，
還
纏
過
小
腳
，
很
少
行
遠

路
。
這
次
可
慘
了
。
烈
日
當
空
，
天
氣
炎
熱
，
又
餓
又
乏
，
有
的
一
倒
下
就

永
遠
起
不
來
了
。

超
大
躍
進
，
制
定
一
系
列
殘
暴
措
施

柬
埔
寨
是
個
落
後
的
農
業
國
，
全
國
稻
穀
平
均
每
公
頃
產
量
只
能
達

到
1.2至

1.4噸
。
但
紅
色
高
棉
憑
空
訂
下
高
指
標
，
提
出
「
超
大
躍
進
」
口

號
，
1976年

，
民
主
柬
埔
寨
政
府
訂
下
全
國
稻
穀
增
產
指
標
是
：
每
公
頃

單
位
面
積
產
量
3噸
，
1977年

是
3.5噸

至
7噸
。
為
了
達
到
這
個
指
標
，
下

級
機
構
除
了
虛
報
成
績
外
。
採
取
了
一
系
列
殘
暴
措
施
：

（
一
）
加
強
勞
動
強
度
。
解
放
初
期
成
立
互
助
組
和
合
作
社
，
社
員
勞

動
12.55小

時
，
後
來
增
至
15.5小

時
。
為
了
進
行
勞
動
監
督
，
還
設
立
了

自
行
車
遊
車
隊
，
到
地
頭
或
家
庭
巡
視
，
不
准
農
民
聊
天
或
歇
息
，
小
病
不

准
請
假
，
大
病
起
不
來
時
才
准
告
假
。
違
者
重
罰
。

加
強
「
政
治
思
想
工
作
」
，
說
甚
麼
十
五
年
實
現
全
國
現
代
化
，

1977年
，
農
民
可
以
十
天
吃
一
次
甜
湯
。
到
1980年

則
是
三
天
吃
一
次
甜

湯
。
可
是
，
農
民
由
每
天
的
一
頓
稀
粥
，
兩
頓
米
飯
改
為
兩
頓
稀
粥
，
許
多

人
餓
死
了
。

（
二
）
實
行
大
食
堂
制
度
。
即
改
各
家
「
單
食
」
為
集
體
「
合
食
」
。

不
准
私
人
養
家
禽
家
畜
，
也
不
准
私
人
種
樹
。
一
些
農
民
受
不
了
，
就
只
有

到
合
作
社
果
園
和
菜
園
裏
偷
東
西
吃
。
如
被
發
現
，
輕
則
罰
絕
食
一
、
二

天
，
重
則
處
死
。
大
食
堂
以
敲
鐘
為
號
，
村
民
們
爭
先
恐
後
進
食
，
過
時
挨

餓
活
該
。

「
共
產
主
義
」
：
沒
有
貨
幣
，
配
給
婚
姻
，
沒
收
私
人
財
產

越
南
胡
志
明
主
席
逝
世
後
，
柬
共
領
導
人
波
爾
布
特
想
「
創
造
性
發
展

馬
列
主
義
」
，
把
柬
共
建
成
印
支
乃
至
東
方
最
先
進
的
黨
，
使
柬
埔
寨
成
為

印
支
乃
至
全
世
界
最
先
進
「
共
產
主
義
」
的
國
家
。
在
這
種
思
想
的
指
導

下
，
紅
色
高
棉
在
其
執
政
期
間
採
取
了
荒
謬
的
所
謂
共
產
主
義
的
措
施
。

（
一
）
無
郵
政
、
無
貨
幣
、
無
商
品
的
「
三
無
社
會
」
。
柬
埔
寨
沒
有

郵
政
局
，
不
發
行
郵
票
。
私
人
寫
信
得
託
熟
人
輾
轉
遞
交
，
一
年
半
載
也
不

一
定
收
到
。
波
爾
布
特
不
許
新
柬
幣
發
行
。
既
然
無
鈔
票
，
只
好
實
行
以
貨

易
貨
的
原
始
交
易
辦
法
，
沒
有
商
品
了
。

（
二
）
禁
止
自
由
戀
愛
，
婚
姻
由
「
安
卡
」
做
主
，
實
行
「
配
給
制

度
」
。
此
舉
的
理
論
基
礎
是
：
黨
是
全
國
大
家
庭
的
家
長
。
既
然
把
一
切
獻

給
黨
，
婚
姻
當
然
應
由
黨
做
主
。
誰
自
由
戀
愛
或
男
女
同
行
有
親
密
之
嫌

者
，
就
要
在
「
生
活
會
」
上
進
行
批
評
與
自
我
批
評
，
不
服
者
就
被
批
鬥
，

因
此
，
因
愛
殉
情
者
不
在
少
數
。

起
初
結
婚
由
「
組
織
介
紹
」
，
後
來
發
展
到
由
組
織
按
階
級
成
份
及
合

作
社
社
員
等
級
「
指
定
」
。
組
織
指
定
後
得
「
絕
對
服
從
」
，
然
後
舉
行
婚

禮
。
每
半
年
安
排
一
次
集
體
結
婚
儀
式
，
儀
式
前
的
結
婚
配
偶
是
絕
密
的
。

但
是
，
如
果
是
幹
部
子
女
或
親
屬
則
可
通
過
支
部
或
黨
委
的
熟
人
「
走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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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
，
分
配
到
合
適
的
對
象
。
對
退
役
的
傷
殘
軍
人
，
政
府
就
分
配
健
康
的

妻
子
去
照
顧
他
。
我
在
柬
埔
寨
曾
訪
問
過
許
多
中
年
男
女
，
對
分
配
對
象
滿

意
者
極
少
。

由
於
人
口
死
亡
多
，
政
府
於
1978年

提
出
增
加
人
口
指
標
1,500萬

人
，
當
時
全
國
只
有
四
、
五
百
萬
人
，
於
是
強
加
「
配
對
」
之
風
更
盛
。

（
三
）
沒
收
私
人
財
產
。
家
庭
的
炊
具
，
糧
食
，
到
了
辦
「
大
食
堂
」

時
都
上
繳
了
。
先
沒
收
自
行
車
，
縫
紉
機
，
後
來
沒
收
手
錶
，
戒
指
，
說
這

些
都
是
「
資
產
階
級
」
的
象
徵
。
其
實
，
沒
收
的
東
西
都
給
大
小
幹
部
分
用

了
，
當
官
的
有
摩
托
車
、
警
衛
員
，
當
個
村
長
都
威
風
凜
凜
了
。

肅
反
擴
大
化
：
消
滅
散
佈
「
反
黨
」
言
論
的
人
和
懶
惰
的
人

紅
色
高
棉
1975年

奪
權
以
後
，
階
級
鬥
爭
和
政
治
運
動
不
斷
，
且
名

目
繁
多
，
日
益
激
烈
。
曾
多
次
「
清
理
階
級
隊
伍
」
，
知
識
分
子
首
先
遭

殃
。

「
自
由
高
棉
」
是
美
國
豢
養
的
企
圖
顛
覆
當
年
西
哈
努
克
政
權
的
部

隊
，
紅
色
高
棉
掌
權
後
，
嚴
加
追
捕
，
殺
了
不
少
人
且
殃
及
家
屬
；
對
投
降

的
朗
諾
部
隊
也
大
開
殺
戒
，
決
不
優
待
俘
虜
。

1977年
6月
，
紅
色
高
棉
領
導
機
構
下
達
文
件
指
出
，
國
內
外
公
開
的

敵
人
已
被
消
滅
，
現
在
出
現
了
「
階
級
鬥
爭
的
新
動
向
」
，
要
特
別
注
意
兩

種
人
：
散
佈
反
對
黨
和
社
會
主
義
言
論
的
人
，
他
們
是
反
革
命
後
備
軍
；
懶

惰
的
人
，
他
們
是
剝
削
分
子
的
根
苗
。

1978年
紅
色
高
棉
竟
公
佈
「
處
理
懶
惰
人
法
則
」
。

這
個
法
則
規
定
犯
下
列
錯
誤
之
一
者
為
懶
惰
人
：
無
故
不
出
工
，
遲
到

早
退
，
磨
洋
工
。
處
罰
辦
法
：
第
一
次
警
告
，
罰
吃
粥
兩
天
。
警
告
三
次
再

犯
者
，
罰
停
食
三
天
，
帶
腳
銬
勞
動
。
再
犯
則
處
死
。
處
死
辦
法
是
用
實
心

木
棍
或
竹
棍
，
乘
其
不
備
時
重
敲
其
後
腦
勺
，
然
後
推
入
土
坑
中
或
原
始
森

林
裏
。其
極
端
民
族
主
義
的
表
現
是
：
殺
害
越
南
僑
民
；
歧
視
華
僑
，
不
准
講

華
話
，
如
在
家
裏
講
廣
州
話
，
或
潮
州
話
、
海
南
話
，
便
被
嫌
疑
搞
特
務
活

動
而
被
捕
。

1978年
在
湄
公
河
以
東
地
區
發
生
「
三
．
二
三
」
事
變
，
即
反
對
波

爾
布
特
的
兵
變
，
同
時
肅
反
運
動
開
始
了
。
被
指
控
的
兵
變
幕
後
頭
子
是
柬

共
中
央
副
總
書
記
、
東
北
軍
區
司
令
索
平
。
於
是
，
波
爾
布
特
派
兵
去
圍
剿

他
，
索
平
被
迫
「
自
殺
」
。
由
此
而
「
順
藤
摸
瓜
」
，
大
批
高
級
軍
官
逃
往

越
南
。
曾
是
波
爾
布
特
通
訊
員
，
後
被
提
升
為
師
政
委
，
師
長
的
韓
桑
林
、

謝
辛
、
洪
森
等
人
在
越
南
成
立
了
「
柬
埔
寨
人
民
革
命
委
員
會
」
、
「
柬
埔

寨
人
民
革
命
黨
」
、
「
柬
埔
寨
人
民
共
和
國
」
，
與
紅
色
高
棉
決
裂
。
2
1
7

作
者

楊
木

是
新

華
社

泰
國

分
社

首
席

記
者

，
專

責
報

道
東

南
亞

新
聞

，
是

第

一
位

到
馬

共
基

地
採

訪
的

中
國

記
者

。

波
爾

布
特

的
紅

色
高

棉
實

施
如

此
慘

絕
人

寰
的

暴
行

，
毛

澤
東

與
中

共
實

在

難
辭

其
咎

。
請

看
以

下
這

段
文

字
：

1975年
6月
21日

，
毛
澤
東
在
中
南
海
會
見
了
柬
共
中
央
書
記
波
爾
布

特
。
在
一
個
小
時
的
會
見
中
，
毛
澤
東
詳
細
講
述
了
路
線
鬥
爭
問
題
。
他

說
：
我
們
贊
成
你
們
啊
！
你
們
很
多
經
驗
比
我
們
好
。
中
國
沒
有
資
格
批
評

你
們
，
你
們
基
本
上
是
正
確
的
。
至
於
有
沒
有
缺
點
，
我
不
清
楚
。
總
會

有
，
你
們
自
己
去
糾
正
。
並
告
誡
說
：
你
們
現
在
是
民
主
革
命
轉
變
到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
兩
種
可
能
：
一
個
是
社
會
主
義
，
一
個
是
資
本
主
義
。
對
於
毛

澤
東
的
指
點
，
波
爾
布
特
深
表
認
同
，
他
說
：
毛
主
席
同
我
們
談
路
線
問

題
，
這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帶
戰
略
性
的
問
題
。
今
後
我
們
一
定
要
遵
照
你
的

話
去
做
。
我
從
年
輕
時
起
就
學
習
了
很
多
毛
主
席
的
著
作
，
特
別
是
有
關
人

民
戰
爭
的
著
作
。
毛
主
席
的
著
作
指
導
了
我
們
全
黨
。
當
波
爾
布
特
談
到
他

們
注
意
階
級
鬥
爭
和
路
線
鬥
爭
，
他
們
研
究
和
學
習
中
國
的
經
驗
，
直
到
取

得
最
後
的
勝
利
。
毛
澤
東
提
醒
說
：
不
要
完
全
照
抄
中
國
。
鳩
摩
羅
什
法
師

云
：
「
學
我
者
病
。
」

西
哈
努
克
回
國
後
即
遭
到
軟
禁
，
被
迫
中
斷
和
外
界
的
聯
繫
。
14個

孩

子
，
有
5個
死
於
赤
柬
執
政
時
期
。
2
1
8

2
1
7
 
王

元
化

：
《

九
十

年
代

日
記

》
，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1
年

7
月

，
4
0
9
-4
1
3
頁

。
2
1
8
 
丹

童
：

〈
西

哈
努

克
、

波
爾

布
特

與
中

國
〉

，
《

黨
史

文
匯

》
2
0
0
0
年

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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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爾

布
特

真
是

毛
主

席
的

好
學

生
！

令
人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的
是

，
這

次
會

見
是

在
紅

色
高

棉
奪

權
、

人
民

被
驅

趕

下
鄉

，
金

邊
已

成
為

空
城

兩
個

月
後

的
事

，
中

共
領

導
人

不
可

能
一

無
所

知
。

為

甚
麼

毛
澤

東
還

說
：

「
我

們
贊

成
你

們
啊

！
中

國
沒

有
資

格
批

評
你

們
，

你
們

基

本
上

是
正

確
的

。
」

唯
一

的
解

釋
是

：
波

爾
布

特
做

了
毛

澤
東

想
在

中
國

做
而

沒
有

做
到

的
事

。

80年
代

曾
任

香
港

新
華

社
副

社
長

的
謝

文
清

，
於

1974年
2月

率
領

中
國

新

聞
代

表
團

訪
問

戰
亂

中
的

柬
埔

寨
，

和
當

時
尚

未
掌

權
的

「
紅

色
高

棉
」

領
導

人

波
爾

布
特

、
喬

森
潘

等
會

面
。

謝
文

清
憶

述
：

這
時
的
波
爾
布
特
和
「
紅
色
高
棉
」
因
忙
於
戰
爭
，
還
需
要
人
民
群
眾

的
支
持
、
掩
護
，
還
要
動
員
農
民
參
軍
打
仗
，
所
以
在
各
項
政
策
中
尚
未
形

成
系
統
性
、
全
面
性
的
極
「
左
」
路
線
。
但
是
在
某
些
具
體
政
策
方
面
，
他

們
的
極
為
野
蠻
的
性
格
確
實
已
經
明
顯
地
冒
出
苗
頭
了
。
比
如
「
紅
色
高
棉
」

的
一
位
師
長
在
對
我
們
談
到
他
們
的
俘
虜
政
策
時
曾
頗
為
得
意
地
說
：
「
我

們
俘
獲
的
敵
軍
排
級
以
上
的
指
揮
官
，
都
是
當
場
槍
决
，
不
留
後
患
！
」

後
來

擔
任

廣
播

電
視

部
副

部
長

的
謝

文
清

說
，

他
曾

婉
轉

地
插

了
幾

句
話

，

大
意

是
：

八
路

軍
對

放
下

武
器

的
戰

俘
不

論
士

兵
或

長
官

，
都

不
殺

害
，

甚
至

發

給
路

費
送

他
們

回
家

。
不

少
俘

虜
兵

經
過

教
育

後
參

加
了

解
放

軍
，

有
些

人
還

成

了
戰

鬥
英

雄
。

謝
寫

道
，

那
位

師
長

聽
了

之
後

冷
笑

了
一

陣
說

：
「

我
們

不
需

要
這

種
士

兵
。

」謝
的

這
番

話
，

事
後

居
然

被
最

年
輕

的
一

位
團

員
批

評
是

「
大

國
沙

文
主

義
」

和
企

圖
干

涉
「

紅
色

高
棉

的
內

政
」

。
謝

反
駁

道
：

「
對

待
俘

虜
是

有
國

際

公
約

的
，

此
種

事
將

來
有

可
能

引
起

國
際

公
約

方
面

的
麻

煩
！

」
2
1
9

多
年

後
，

殺
人

如
麻

的
赤

柬
領

導
人

終
於

坐
在

被
告

席
，

被
永

遠
釘

在
人

類

2
1
9
 
謝

文
清

：
〈

我
採

訪
了

波
爾

布
特

〉
，

《
炎

黃
春

秋
》

2
0
1
1
年

第
4
期

。

歷
史

的
恥

辱
柱

上
。

雲
南

省
社

會
科

學
院

東
南

亞
研

究
所

所
長

王
士

錄
論

述
了

極
左

對
柬

埔
寨

華

人
帶

來
的

浩
劫

：
「

60年
代

末
期

，
由

於
受

到
中

國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影

響
，

一
些

華
人

在
柬

埔
寨

『
鬧

革
命

』
，

引
起

柬
埔

寨
當

局
的

極
大

不
滿

，
並

最
終

掀
起

了

大
規

模
的

排
華

浪
潮

。
所

有
華

文
報

刊
被

查
封

，
華

人
在

經
濟

領
域

受
到

嚴
重

限

制
，

一
部

份
華

僑
華

人
被

迫
離

開
柬

埔
寨

，
有

的
返

回
國

內
，

有
的

移
居

他
國

謀

生
。

」「
但

是
，

華
僑

華
人

遭
受

的
更

大
打

擊
則

是
發

生
在

70年
代

紅
色

高
棉

的
極

『
左

』
統

治
時

期
。

在
20世

紀
70年

代
中

期
至

末
期

的
極

『
左

』
專

政
下

，
華

僑

華
人

的
家

財
被

抄
收

，
大

批
被

趕
到

農
村

實
施

強
迫

勞
動

，
許

多
人

在
勞

動
改

造

中
累

死
、

餓
死

、
病

死
和

被
折

磨
死

。
面

對
饑

餓
和

死
亡

的
威

脅
，

許
多

華
僑

華

人
冒

着
生

命
危

險
背

井
離

鄉
，

開
始

了
難

民
生

活
。

他
們

有
的

從
陸

地
逃

離
柬

埔

寨
進

入
泰

國
、

越
南

的
難

民
營

，
有

的
冒

險
僱

船
從

海
上

偷
渡

到
澳

洲
、

法
國

或

美
國

，
其

中
不

少
人

在
逃

難
途

中
死

亡
或

被
發

現
後

抓
回

來
打

死
。

1979年
初

越
南

軍
隊

佔
領

金
邊

後
，

柬
埔

寨
陷

入
長

達
十

多
年

的
戰

亂
之

中
，

華
僑

華
人

繼

續
處

於
水

深
火

熱
之

中
。

單
是

1979年
3月

，
在

馬
德

望
省

某
地

就
集

中
了

兩
萬

多
華

人
，

他
們

後
來

都
被

驅
趕

到
了

泰
國

。
據

估
計

，
1975-1991年

期
間

，
先

後
有

十
多

萬
華

僑
華

人
逃

離
柬

埔
寨

，
另

有
成

千
上

萬
人

死
於

迫
害

、
戰

爭
和

饑

荒
。

在
朗

諾
政

變
和

波
爾

布
特

統
治

的
十

年
間

，
柬

埔
寨

華
人

平
均

每
四

個
家

庭

成
員

中
，

就
有

一
人

死
亡

。
」
2
2
0

弔
詭

的
是

，
柬

埔
寨

華
僑

華
人

命
運

得
到

改
善

，
是

在
越

南
入

侵
柬

埔
寨

之

後
。

廈
門

大
學

南
洋

研
究

院
院

長
、

東
南

亞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莊

國
土

寫
道

：

「
1979年

12月
，

越
南

入
侵

柬
埔

寨
，

紅
色

高
棉

被
逐

出
大

多
城

鎮
，

部
份

華
僑

華
人

得
機

重
返

城
鎮

，
以

當
地

公
民

身
份

謀
生

。
1987年

以
後

，
柬

埔
寨

政
權

為

發
展

收
斂

其
排

華
政

策
，

開
始

允
許

華
人

自
由

經
商

，
取

消
了

華
人

從
業

的
多

項

限
制

，
通

過
各

種
渠

道
動

員
爭

取
逃

居
海

外
的

華
人

回
柬

定
居

和
經

營
工

商
業

，

華
人

團
體

也
開

始
重

建
。

」
2
2
1

2
2
0
 
王

士
錄

：
〈

柬
埔

寨
華

僑
華

人
的

歷
史

與
現

狀
〉

，
《

華
僑

華
人

歷
史

研
究

》
2
0
0
2
年

第
4
期

。
2
2
1
 
莊

國
土

：
〈

二
戰

以
後

東
南

亞
華

族
社

會
地

位
的

變
化

〉
，

《
東

南
學

術
》

2
0
0
3
年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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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
凰

衛
視

《
冷

暖
人

生
》

節
目

做
過

一
個

專
題

：
《

紅
色

高
棉

與
中

國
特

工
》

，
訪

問
以

僑
商

身
份

潛
伏

在
柬

埔
寨

15年
的

中
共

地
下

特
工

黃
時

明
，

親
身

經
歷

了
紅

色
高

棉
的

暴
政

。
黃

時
明

曾
以

筆
名

鐵
戈

著
有

《
逐

浪
湄

河
—

—
紅

色

高
棉

實
錄

》
。

讀
了

以
上

文
字

，
有

幾
點

感
慨

和
疑

問
：

1、
「

文
革

」
極

左
流

毒
真

是
遺

禍
無

窮
。

中
共

對
柬

埔
寨

人
民

，
包

括
華

僑
華

人
的

苦
難

，
欠

下
了

難
以

彌
補

的
血

債
。

2、
1979年

，
中

國
「

圍
魏

救
趙

」
，

意
在

救
援

赤
柬

、
教

訓
越

南
的

「
自

衛
還

擊
戰

」
，

要
不

要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重

新
評

價
？

3、
《

文
匯

報
》

、
《

大
公

報
》

當
年

對
紅

色
高

棉
的

採
訪

報
道

，
在

雙
手

沾
滿

鮮
血

的
劊

子
手

臉
上

貼
金

，
為

新
聞

採
訪

學
提

供
了

血
的

反
面

教
材

和
教

訓
。
2
2
2

多
年

後
，

麥
華

章
反

省
道

：
「

我
們

曾
會

晤
雙

手
染

滿
鮮

血
的

總
理

—
—

波

爾
布

特
，

和
外

交
部

長
英

薩
利

，
並

且
把

他
們

訴
說

越
南

如
何

侵
略

柬
埔

寨
以

及

社
會

將
會

如
何

改
進

、
政

策
如

何
執

行
等

等
講

話
，

原
原

本
本

，
回

港
後

詳
盡

地

報
道

出
來

。

為
這

些
玩

弄
極

權
政

治
的

人
塗

脂
抹

粉
，

掩
飾

罪
行

，
當

日
雖

然
純

為
工

作

上
的

需
要

，
然

而
，

直
到

今
日

，
回

想
此

事
，

良
心

亦
感

不
安

。
」
2
2
3

2
2
2
 
內

地
近

年
刊

登
了

若
干

檢
討

紅
色

高
棉

失
敗

的
文

章
。

 
王

曉
林

：
〈

波
爾

布
特

：
並

不
遙

遠
的

教
訓

〉
，

《
炎

黃
春

秋
》

2
0
0
8
年

第
4
期

；
 

傅
國

湧
：

〈
紅

色
高

棉
—

—
天

堂
如

何
變

成
噩

夢
〉

，
《

南
方

人
物

週
刊

》
2
0
0
7
年

第
2
5
期

；
 

朱
學

勤
：

〈
我

的
紅

色
之

旅
〉

，
《

南
方

人
物

週
刊

》
2
0
0
6
年

第
5
期

；
 

邢
和

平
：

〈
踏

訪
拜

林
會

農
謝

〉
，

《
東

南
亞

縱
橫

》
2
0
0
5
年

第
1
期

；
 

周
中

堅
：

〈
紅

色
高

棉
的

滅
亡

和
柬

埔
寨

的
復

興
〉

，
《

東
南

亞
縱

橫
》

2
0
0
2
年

第
2
、

3
、

4
期

；
 

邢
和

平
：

〈
審

判
紅

色
高

棉
拉

開
沉

重
的

序
幕

〉
，

《
東

南
亞

縱
橫

》
2
0
0
1
年

第
6
期

；
 

徐
焰

：
〈

波
爾

布
特

—
—

「
左

禍
」

的
一

面
鏡

子
〉

，
《

百
年

潮
》

2
0
0
1
年

第
3
期

；
 

胡
平

：
〈

紅
色

高
棉

的
偽

革
命

〉
，

《
黨

政
論

壇
》

2
0
0
1
年

2
月

號
；

 
永

孚
：

〈
「

左
」

葬
送

了
紅

色
高

棉
〉

，
《

東
南

亞
縱

橫
》

，
2
0
0
0
年

第
7
期

；
 

張
光

明
：

〈
紅

色
高

棉
的

建
立

、
成

長
與

消
亡

〉
，

《
外

事
天

地
》

；
 

魯
虎

：
〈

紅
色

高
棉

為
甚

麼
會

衰
亡

〉
，

《
當

代
亞

太
》

1
9
9
9
年

第
5
期

；
 

齊
堅

：
〈

紅
色

高
棉

時
期

柬
埔

寨
華

人
的

遭
遇

〉
，

《
炎

黃
春

秋
》

1
9
9
9
年

第
9
期

；
 

王
愛

飛
：

〈
最

後
的

紅
色

高
棉

—
—

切
春

〉
，

《
領

導
文

萃
》

1
9
9
9
年

第
1
0
期

；
 

王
愛

飛
：

〈
波

爾
布

特
的

最
後

結
局

〉
，

《
黨

的
建

設
》

，
1
9
9
8
年

第
5
、

6
期

。
2
2
3
  《

人
生

網
絡

》
，

勤
＋

緣
出

版
社

，
1
9
9
2
年

，
2
8
-2
9
頁

。

第
三
章
：
赤
地
千
里
  偷
渡
潮
起
 (1951-1980年

代
)

偷
渡
人
從
文
錦
渡
，
尋
源
客
向
武
陵
源
。
不
辭
九
死
爭
亡
命
，
竹
幕
應

疑
是
樂
園
。

羅
湖
邊
界
限
華
夷
，
隔
岸
神
馳
米
字
旗
。
一
水
中
分
生
死
域
，
亡
魂
多

少
有
誰
知
。

—
—
劍
琴
樓
主
高
靝
賜
：
《
竹
枝
詞
》
二
首
2
2
4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後

的
最

初
兩

年
，

港
、

粵
兩

地
的

大
門

並
沒

有
設

限
。

韓
戰

爆
發

後
，

香
港

加
入

西
方

國
家

的
貿

易
禁

運
，

粵
、

港
兩

地
居

民
往

來

香
港

開
始

受
到

嚴
格

的
出

入
境

申
請

限
制

。

中
國

在
1951年

3月
15日

決
定

封
鎖

邊
防

，
加

強
邊

防
管

理
，

來
應

對
台

灣

不
斷

派
遣

特
務

潛
入

內
地

進
行

破
壞

、
走

私
販

私
，

以
及

黑
社

會
的

犯
罪

活
動

。

據
寶

安
縣

委
的

統
計

，
由

1951年
2月

（
封

鎖
深

圳
河

口
時

起
）

至
1954年

止
，

共
發

生
偷

渡
去

香
港

的
有

1,382人
（

其
中

捕
獲

的
212人

，
實

際
偷

渡
出

境

的
1,170人

）
；

1955年
594人

（
捕

獲
29人

2
2
5，

實
際

出
去

的
515人

）
；

1956

年
703人

（
捕

獲
97人

，
實

際
出

去
的

606人
）

。
2
2
6

1957年
前

後
，

內
地

實
行

公
社

化
運

動
期

間
，

外
逃

了
6,000多

人
。

寶

安
外

事
辦

公
室

〈
關

於
經

寶
安

縣
偷

渡
香

港
問

題
的

調
查

報
告

〉
（

寶
外

字
10

號
，

1959年
1月

28日
）

顯
示

，
1956-1958年

，
三

年
內

經
寶

安
縣

偷
渡

的
共

2
2
4
 
程

中
山

：
《

香
港

竹
枝

詞
初

編
》

，
匯

智
出

版
，

2
0
1
0
年

8
月

。
2
2
5
 
原

文
如

此
。

筆
者

懷
疑

應
是

7
9
。

7
9
＋

5
1
5
＝

5
9
4
。

2
2
6
 
寶

安
縣

委
：

〈
關

於
對

人
民

群
眾

「
放

寬
」

來
往

香
港

問
題

的
意

見
〉

（
1
9
5
7
年

6
月

8
日

）
，

深
圳

市
寶

安
區

檔
案

館
資

料
。

轉
引

自
周

華
：

〈
試

論
建

國
初

期
的

深
圳

與
香

港
邊

境
態

勢
〉

，
《

廣
東

黨
史

》
，

2
0
1
0

年
第

4
期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164
165

第
三
章

有
20,105人

，
其

中
來

自
外

省
及

外
縣

的
有

13,657人
。

屬
寶

安
縣

偷
渡

出
港

的

有
3,955人

，
偷

渡
未

成
功

被
邊

防
部

隊
及

公
安

局
捕

獲
的

共
有

16,150人
。

逃

出
去

的
大

部
份

都
是

青
壯

年
，

以
致

不
少

邊
防

村
莊

成
了

「
女

兒
國

」
、

「
老

幼

院
」

。
2
2
7

據
廣

東
省

委
邊

防
口

岸
領

導
小

組
辦

公
室

的
統

計
，

1954年
到

1980年
，

官

方
明

文
記

載
的

逃
港

事
件

就
有

56.5萬
多

人
次

。

有
不

少
鋌

而
走

險
者

葬
身

大
海

。
蛇

口
工

業
區

剛
開

發
時

，
挖

掘
機

挖
開

土

地
時

，
「

一
次

就
發

現
400多

具
偷

渡
者

的
屍

體
」

。
2
2
8

偷
渡

的
第

一
次

高
潮

發
生

在
1962年

，
十

多
萬

來
自

全
國

各
地

的
試

圖
偷

渡

者
匯

集
到

深
圳

，
分

水
陸

兩
路

湧
入

香
港

，
最

終
有

近
六

萬
人

偷
渡

成
功

。

原
因

就
是

中
國

從
1959年

到
1961年

所
發

生
的

全
國

範
圍

的
大

饑
荒

。

顧
準

在
1959年

12月
22日

的
日

記
：

「
除

民
間

大
批

腫
死

而
外

，
商

城
發

生

人
相

食
的

事
二

起
，

19日
城

內
公

審
，

據
說

20日
要

公
判

。
一

是
丈

夫
殺

妻
子

，

一
是

姑
母

吃
侄

女
。

」
2
2
9

中
共

元
老

薄
一

波
晚

年
寫

道
：

「
據

統
計

，
1960年

全
國

總
人

口
減

少

1,000多
萬

。
在

和
平

建
設

時
期

發
生

這
種

事
情

，
我

們
作

為
共

產
黨

人
實

在
是

愧
對

百
姓

，
應

該
永

誌
不

忘
這

沉
痛

的
教

訓
！

」
2
3
0

中
國

從
1959年

到
1961年

的
非

正
常

死
亡

的
人

口
總

數
究

竟
是

多
少

，
迄

今

沒
有

官
方

正
式

的
統

計
數

字
。

學
者

研
究

的
估

計
也

有
多

種
說

法
，

由
1,600多

萬
到

4,300多
萬

不
等

。
2
3
1

楊
繼

繩
撰

寫
的

《
墓

碑
—

—
中

國
60年

代
大

饑
荒

紀
實

》
（

天
地

圖
書

，

2008年
5月

）
，

是
對

這
段

悲
慘

歷
史

的
最

詳
細

、
最

完
整

記
錄

。
楊

繼
繩

的
探

究
是

：
因

飢
餓

致
死

的
人

數
是

3,600萬
。

研
究

中
國

現
代

史
的

香
港

大
學

人
文

學
科

講
座

教
授

馮
客

Frank D
ikotter 

2
2
7
 
申

晨
：

〈
「

逃
港

風
潮

」
與

建
立

深
圳

特
區

〉
，

《
中

國
檔

案
》

2
0
0
8
年

第
1
0
期

。
作

者
任

職
於

深
圳

市
寶

安
區

檔
案

局
。

2
2
8
 
東

山
濤

：
〈

「
文

革
」

前
後

粵
港

偷
渡

風
潮

〉
，

《
檢

察
風

雲
》

2
0
0
7
年

第
1
2
期

。
2
2
9
  《

顧
準

日
記

》
，

經
濟

出
版

社
，

1
9
9
7
年

，
5
8
頁

。
2
3
0
 
薄

一
波

：
《

若
干

重
大

決
策

與
事

件
的

回
顧

》
下

卷
，

8
7
3
頁

。
2
3
1
 
范

子
英

、
孟

令
傑

：
〈

有
關

中
國

1
9
5
9
-1
9
6
1
年

饑
荒

的
研

究
綜

述
〉

，
《

江
蘇

社
會

科
學

》
2
0
0
5
年

第
2

期
；

周
飛

舟
：

〈
「

三
年

自
然

災
害

」
時

期
我

國
省

級
政

府
對

饑
荒

的
反

應
和

救
助

研
究

〉
，

《
社

會
學

研
究

》
2
0
0
3
年

第
2
期

；
王

維
洛

：
〈

天
問

—
—

「
三

年
自

然
災

害
」

〉
，

《
當

代
中

國
研

究
》

2
0
0
1
年

。

的
新

作
：

《
毛

的
大

饑
荒

》
的

死
亡

人
數

是
4,300萬

到
4,600萬

。
2
3
2

但
無

論
是

1,000多
萬

，
抑

或
4,000多

萬
，

1958年
「

大
躍

進
」

和
人

民
公

社
化

運
動

所
造

成
的

災
難

，
都

是
極

其
嚴

重
的

。
2
3
3

以
往

內
地

宣
傳

，
大

饑
荒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蘇
聯

人
逼

債
，

講
了

幾
十

年
，

原

來
是

錯
的

。

根
據

1961年
的

〈
中

蘇
貿

易
會

談
公

報
〉

，
蘇

聯
在

撤
走

專
家

後
，

並
未

提

出
還

債
問

題
，

反
而

體
諒

中
國

的
狀

況
，

提
出

1960年
當

年
的

貿
易

業
務

中
，

中

國
對

蘇
聯

的
欠

賬
可

在
五

年
內

分
期

償
還

，
而

且
不

計
利

息
。

1961年
東

北
面

臨
無

米
之

炊
，

周
恩

來
提

議
，

就
近

向
蘇

聯
的

遠
東

借
20萬

噸
糧

食
，

以
解

燃
眉

之
急

。
那

時
中

蘇
已

交
惡

，
但

蘇
聯

還
是

如
數

將
糧

食
借

給

中
國

，
緩

解
了

東
北

的
糧

食
困

難
。

吳
冷

西
回

憶
，

就
在

蘇
聯

召
回

全
部

專
家

兩
天

後
，

毛
澤

東
在

北
戴

河
會

議

上
大

談
自

力
更

生
，

並
指

示
周

恩
來

算
一

下
要

多
少

年
還

清
蘇

聯
欠

賬
。

周
恩

來

說
最

快
也

要
十

年
。

毛
澤

東
在

政
治

局
會

議
上

說
：

延
安

時
那

麼
困

難
，

吃
辣

椒
也

不
死

人
，

現

在
比

那
時

好
多

了
，

要
勒

緊
褲

腰
帶

，
爭

取
五

年
內

把
債

務
還

清
。

於
是

政
治

局

決
定

，
各

省
成

立
外

貿
小

組
，

擠
出

東
西

來
還

債
。

因
此

，
不

是
蘇

聯
逼

中
國

，
而

是
毛

澤
東

主
動

要
提

前
還

債
。
2
3
4

蒙
哥
馬
利
元
帥
與
毛
澤
東
的
對
話

大
饑

荒
期

間
，

英
國

原
陸

軍
元

帥
蒙

哥
馬

利
（

S
ir B

ern
ard

 L
aw

 

M
ontgom

ery）
在

1960年
和

1961年
兩

度
訪

華
。

1961年
的

一
次

從
9月

5日
至

26日
，

長
達

三
個

星
期

，
還

會
見

了
中

共
三

巨
頭

—
—

黨
主

席
毛

澤
東

、
國

家
主

席
劉

少
奇

、
總

理
周

恩
來

。

這
位

元
帥

洞
悉

敵
情

，
在

北
非

戰
場

上
打

敗
了

納
粹

德
國

「
沙

漠
之

狐
」

隆

2
3
2
 
M
a
o
's G

re
a
t F

a
m
in
e
: T

h
e
 H

isto
ry o

f C
h
in
a
's M

o
st D

e
va

sta
tin

g
 C

a
ta
stro

p
h
e
, 1

9
5
8
-1
9
6
2
, S

e
p
t 

2
0
1
0
, B

lo
o
m
sb

u
ry.

2
3
3
 
林

蘊
暉

：
〈

烏
托

邦
運

動
—

—
從

大
躍

進
到

大
饑

荒
〉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史

》
第

四
卷

，
中

文
大

學
當

代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

6
1
5
-6
2
4
頁

。
2
3
4
 
吳

冷
西

：
《

十
年

論
戰

：
中

蘇
關

係
回

憶
錄

》
，

轉
引

自
葉

子
：

〈
三

年
大

饑
荒

時
期

蘇
聯

「
逼

債
」

真
相

〉
，

見
於

《
百

姓
生

活
》

2
0
1
0
年

第
3
期

、
《

黨
政

論
壇

（
幹

部
文

摘
）

》
，

2
0
1
0
年

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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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爾

，
這

次
居

然
上

當
受

騙
。

請
看

他
和

毛
澤

東
的

對
話

：

蒙
哥
馬
利
：
最
近
西
方
世
界
散
佈
了
很
多
謠
言
，
說
中
國
遇
到
了
巨
大

的
困
難
，
一
切
都
很
不
好
，
人
民
在
挨
餓
，
他
們
要
造
反
，
中
共
中
央
對

問
題
的
控
制
有
所
鬆
弛
。
但
是
，
我
曾
到
各
地
去
旅
行
，
到
過
內
蒙
古
、
華

北
、
華
中
、
黃
河
、
長
江
，
在
農
村
同
農
民
談
話
，
在
城
市
同
市
長
、
工
人

談
話
。
在
整
個
旅
途
中
，
我
沒
有
找
到
任
何
證
據
來
支
持
那
種
說
法
。

我
在
訪
問
劉
主
席
的
時
候
，
他
告
訴
我
說
，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
連
續
三

年
的
旱
災
大
約
每
一
百
年
發
生
一
次
。
前
一
次
是
在
八
十
多
年
以
前
發
生

的
。

毛
：
有
足
夠
吃
的
。
各
地
情
形
不
同
，
豐
收
的
地
區
吃
得
多
些
，
減
產

地
區
吃
得
少
些
，
重
災
區
更
少
，
但
是
都
過
得
去
。

蒙
：
但
是
你
們
的
配
給
制
度
和
分
配
制
度
可
以
保
證
不
發
生
饑
荒
，
人

人
都
有
足
夠
吃
的
。
我
在
各
地
旅
行
時
，
沒
有
看
到
一
起
營
養
不
良
的
事

例
。

毛
：
大
體
是
這
樣
。

蒙
：
所
以
西
方
講
的
全
是
胡
說
，
是
假
的
。
我
回
去
以
後
要
告
訴
大

家
，
中
國
人
人
都
有
吃
的
，
只
是
要
收
緊
一
點
褲
帶
。
這
並
不
稀
奇
。
我
們

在
戰
爭
年
代
裏
也
這
樣
做
過
。
事
實
上
，
我
在
這
次
旅
行
中
，
唯
一
看
到
營

養
不
良
的
人
的
時
候
是
在
九
龍
。
在
香
港
有
許
多
來
自
中
國
的
難
民
，
每
年

有
四
萬
人
左
右
，
但
是
其
中
沒
有
發
現
一
起
營
養
不
良
的
事
例
。
2
3
5

很
難

想
像

，
這

番
話

會
出

自
一

位
察

察
為

明
的

元
帥

之
口

。
毛

澤
東

說
的

也

是
假

話
。

生
活

不
下

去
，

只
有

用
腳

投
票

，
鋌

而
走

險
，

偷
渡

去
香

港
，

這
就

是
1962

年
逃

亡
潮

的
由

來
。

四
年

後
的

1966年
，

文
化

大
革

命
爆

發
，

到
底

有
多

少
人

為
了

逃
避

受
迫

害
，

偷
渡

來
香

港
，

當
中

又
有

多
少

人
被

海
浪

吞
沒

，
只

有
天

知
道

。
也

幸
虧

有

2
3
5
  〈

毛
澤

東
、

劉
少

奇
、

周
恩

來
會

見
蒙

哥
馬

利
談

話
記

錄
〉

，
《

黨
的

文
獻

》
2
0
0
3
年

第
1
期

。

香
港

，
令

兩
位

著
名

的
偷

渡
客

—
—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院
長

馬
思

聰
和

陳
獨

秀
的

女

兒
陳

子
美

醫
生

，
「

苟
存

性
命

於
亂

世
」

，
並

得
以

善
終

。

接
下

來
的

偷
渡

高
潮

，
是

發
生

在
「

文
革

」
剛

剛
結

束
、

經
濟

陷
於

崩
潰

邊

緣
的

1976年
，

一
直

持
續

到
1980年

，
前

後
四

年
，

約
有

30-40萬
人

非
法

從
珠

三
角

各
地

投
奔

香
港

。
其

中
1978年

和
1979年

上
半

年
情

況
最

嚴
重

。
不

少
普

通

市
民

、
基

層
幹

部
，

甚
至

一
些

十
多

歲
的

中
學

生
都

加
入

了
偷

渡
行

列
。
2
3
6

1977年
11月

，
鄧

小
平

到
廣

州
視

察
工

作
，

廣
東

省
委

匯
報

：
寶

安
一

帶

逃
港

偷
渡

猖
獗

，
深

圳
的

邊
防

幾
乎

已
無

能
為

力
，

如
果

再
加

強
力

量
，

從
全

省

甚
至

全
國

調
集

軍
警

過
來

，
勢

必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大
規

模
的

武
裝

攔
阻

搞
得

不

好
，

有
可

能
引

起
民

憤
，

形
成

突
發

的
群

體
性

事
件

。

鄧
小

平
的

回
應

是
：

「
這

是
我

們
的

政
策

有
問

題
，

不
是

部
隊

所
能

管
得

了

的
⋯

⋯
逃

港
，

主
要

是
生

活
不

好
，

差
距

太
大

。
」

這
番

答
話

，
其

實
是

人
人

皆
知

的
常

識
。

出
自

平
頭

百
姓

之
口

，
那

就
是

徹

頭
徹

尾
的

反
革

命
言

論
。

出
自

最
高

領
導

人
之

口
，

那
就

是
決

斷
英

明
。

不
過

，

肯
承

認
「

我
們

的
政

策
有

問
題

」
，

而
不

是
諉

過
於

階
級

敵
人

或
帝

國
主

義
的

破

壞
，

也
需

要
有

實
事

求
是

、
直

面
問

題
的

大
勇

氣
。

正
是

連
年

不
斷

的
偷

渡
潮

，
令

鄧
小

平
等

中
共

領
導

人
深

切
明

白
到

，
不

改

革
開

放
，

只
有

死
路

一
條

，
最

終
選

擇
了

改
革

開
放

的
道

路
，

還
設

計
出

以
「

一

國
兩

制
」

的
方

式
，

來
解

決
收

回
港

澳
的

問
題

。

破
釜

沉
舟

的
偷

渡
者

中
，

不
乏

聰
明

果
敢

、
冒

險
犯

難
之

士
，

當
中

有
不

少

人
絕

處
逢

生
，

幾
經

奮
鬥

，
成

就
了

一
段

段
褲

王
（

旭
日

集
團

楊
超

）
、

大
學

校
長

（
浸

大
陳

新
滋

）
2
3
7、

傳
媒

大
亨

（
壹

傳
媒

黎
智

英
）

、
政

協
委

員
（

劉
夢

熊
）

⋯
⋯

的
傳

奇
。

由
此

觀
之

，
這

段
充

滿
了

血
與

淚
、

生
與

死
的

偷
渡

史
，

意
義

何
其

深
遠

！

香
港

—
—

這
片

昔
日

的
英

國
殖

民
地

—
—

的
存

在
，

作
用

何
其

巨
大

！

昔
日

的
偷

渡
噩

夢
已

逐
漸

遠
離

我
們

而
去

。
希

望
來

香
港

生
活

的
人

，
改

為

通
過

「
過

埠
新

娘
」

、
在

香
港

「
雙

非
」

（
父

母
均

非
香

港
人

）
分

娩
，

甚
至

用

2
3
6
 
劉

明
鋼

：
〈

從
內

地
居

民
逃

港
潮

到
港

人
北

上
定

居
潮

〉
，

《
文

史
精

華
》

2
0
0
8
年

第
2
期

。
2
3
7
 「

浸
會

大
學

校
長

陳
新

滋
『

文
革

』
時

拿
着

一
個

排
球

游
水

偷
渡

來
香

港
。

」
—

—
〈

八
卦

陣
〉

，
《

壹
週

刊
》

2
0
1
0
年

1
1
月

1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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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移
民

的
方

式
，

買
一

個
香

港
的

居
留

權
、

身
份

證
回

來
。

偷
渡

者
變

成
走

私
、

來
港

賣
淫

之
類

，
想

賺
快

錢
的

人
，

又
或

者
是

從
南

亞
，

經
過

大
陸

來
香

港
的

人
。

一
、
偷
渡
—
—
1
9
6
2

1962年
年

初
，

農
曆

新
年

剛
過

，
成

群
結

隊
的

內
地

居
民

開
始

非
法

越
過

陸
路

邊
境

，
進

入
香

港
。

他
們

主
要

來
自

廣
東

境
內

的
廣

州
、

惠
陽

、
東

莞
、

南

海
、

台
山

、
海

豐
、

潮
安

等
62個

縣
（

市
）

，
也

有
從

外
省

聞
風

而
來

的
，

籍
貫

遍
及

全
國

12個
省

市
自

治
區

。

十
多

萬
試

圖
偷

渡
者

匯
集

到
深

圳
，

走
陸

路
的

翻
山

越
嶺

，
越

過
梧

桐
山

，

水
路

則
有

泅
泳

、
坐

船
兩

種
，

東
線

出
大

鵬
灣

、
西

線
過

后
海

灣
，

目
標

：
香

港
。
2
3
8

寶
安

縣
委

〈
關

於
制

止
群

眾
流

港
工

作
的

情
況

匯
報

〉
的

解
密

文
件

顯
示

，

1962年
4月

26日
開

始
，

在
寶

安
縣

（
1979年

撤
縣

改
為

現
在

的
深

圳
市

）
由

東

至
西

150多
公

里
長

的
公

路
上

，
外

流
群

眾
成

群
結

隊
，

扶
老

携
幼

，
如

「
大

軍

南
下

」
，

奔
向

邊
境

線
，

伺
機

進
入

香
港

。
每

天
傍

晚
，

從
各

地
湧

到
寶

安
邊

境

的
一

般
有

四
、

五
千

人
，

最
多

的
一

天
超

過
八

千
人

。

寶
安

縣
公

安
局

〈
近

年
邊

防
幾

個
情

況
綜

合
報

告
〉

中
透

露
：

當
時
，
局
部
地
方
甚
至
出
現
强
行
衝
關
的
現
象
。
在
沙
頭
角
橋
頭
連
續

兩
個
晚
上
發
生
逃
港
分
子
以
手
拉
手
、
肩
並
肩
的
示
威
之
態
，
强
迫
民
警
開

閘
。
5月
2日
上
午
8時
多
，
從
梧
桐
山
往
沙
頭
角
檢
查
站
橋
頭
又
衝
過
100

多
人
，
到
了
橋
頭
後
向
檢
查
站
提
出
要
讓
他
們
從
沙
頭
角
镇
進
入
香
港
新

界
，
不
給
過
要
給
飯
吃
。

單
是

在
5月

16日
那

天
，

便
有

5,000多
人

由
新

界
邊

界
地

區
剪

破
鐵

絲
網

越

境
進

入
香

港
。

2
3
8
 
尹

安
學

：
〈

1
9
6
2
年

深
圳

大
規

模
逃

港
風

波
〉

，
《

文
史

博
覽

》
2
0
0
7
年

第
9
期

。

寶
安

縣
委

組
織

部
曾

向
省

委
緊

急
報

告
：

「
不

僅
農

村
黨

員
、

團
員

，
而

且

城
鎮

機
關

的
黨

團
員

也
大

量
外

逃
。

這
次

外
逃

發
展

非
常

迅
速

，
來

勢
甚

凶
。

因

而
，

從
農

村
到

城
市

群
眾

思
想

都
很

混
亂

，
農

民
無

心
生

產
，

城
鎮

有
的

工
廠

停

工
。

」由
於

逃
港

風
實

在
太

盛
，

深
圳

的
潮

汐
漲

退
時

間
表

變
成

了
一

級
軍

事
秘

密
。

結
果

，
很

多
逃

港
者

由
於

不
熱

悉
當

地
的

地
質

水
文

情
況

，
溺

死
者

不
計

其

數
。

一
些

鋌
而

走
險

的
逃

港
者

甚
至

特
意

選
擇

颳
颱

風
、

邊
防

較
為

鬆
懈

的
日

子

出
逃

。
2
3
9

由
於

香
港

的
大

街
小

巷
「

偷
渡

客
」

陡
然

增
加

，
對

治
安

構
成

諸
多

問
題

，

港
英

政
府

要
嚴

陣
以

待
，

出
動

大
量

警
力

，
24小

時
巡

邏
，

加
強

盤
查

無
證

人

員
，

並
將

大
量

偷
渡

者
遣

返
。
2
4
0

官
方
宣
傳
下
的
香
港

廣
東

電
視

台
的

專
題

，
引

述
了

中
共

廣
東

省
宣

傳
部

當
時

編
印

的
社

會
主

義

教
育

參
考

資
料

—
—

《
人

間
地

獄
—

—
香

港
》

：

香
港
是
世
界
上
最
荒
淫
的
城
市
之
一
；
黑
社
會
橫
行
霸
道
；
「
老
千
」

到
處
招
搖
撞
騙
；
貪
污
勒
索
成
風
；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製
毒
、
販
毒
基
地
之

一
；
賭
風
遍
港
九
；
自
殺
者
之
多
是
世
界
上
有
數
的
；
大
批
青
少
年
被
毒

害
；
香
港
肺
病
死
亡
率
為
「
世
界
第
一
」
。

官
方

報
紙

的
宣

傳
還

把
大

逃
亡

定
性

為
「

地
富

反
壞

右
」

勾
結

美
帝

國
主

義

者
，

以
及

蔣
介

石
匪

幫
煽

動
的

反
革

命
事

件
。

偷
渡

者
被

視
為

「
叛

國
投

敵
」

，

抓
到

後
處

以
重

刑
；

成
功

偷
渡

，
其

家
屬

則
會

受
到

牽
連

，
即

使
離

婚
劃

清
界

限
，

本
人

和
子

女
的

政
治

前
途

也
是

一
片

漆
黑

。

為
甚

麼
老

百
姓

還
要

死
命

逃
往

香
港

這
個

罪
惡

之
都

、
人

間
地

獄
呢

？

時
任

寶
安

縣
委

第
一

書
記

的
李

富
林

說
，

那
幾

年
全

國
普

遍
遭

遇
嚴

重
的

自

2
3
9
 
廣

東
電

視
台

新
聞

頻
道

《
解

密
檔

案
》

專
題

報
道

：
〈

從
大

逃
港

到
大

開
放

〉
，

《
解

密
檔

案
．

廣
東

三
十

年
闖

關
路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8
年

1
0
月

。
2
4
0
 〈

「
文

革
」

前
後

粵
港

偷
渡

風
潮

〉
，

《
檢

察
風

雲
》

2
0
0
7
年

第
1
2
期

；
劉

明
鋼

：
〈

從
內

地
居

民
逃

港
潮

到
港

人
北

上
定

居
潮

〉
，

《
文

史
精

華
》

2
0
0
8
年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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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災

害
，

經
濟

政
策

存
在

一
些

錯
誤

，
糧

食
減

產
，

生
活

困
難

，
部

份
地

區
群

眾

吃
不

飽
，

只
有

逃
荒

。

廣
東

省
比

其
他

省
較

為
開

明
的

是
，

不
把

逃
荒

農
民

當
作

「
盲

流
」

加
以

懲

罰
，

而
是

放
手

讓
農

民
逃

荒
，

還
給

逃
荒

者
開

具
證

明
信

。

為
甚

麼
逃

港
高

潮
不

是
發

生
在

死
人

最
多

的
1960年

，
而

是
發

生
在

1961年

和
1962年

？
原

來
這

時
國

家
實

行
大

量
精

簡
城

鎮
人

口
的

政
策

，
大

批
城

市
居

民

要
強

制
回

農
村

。
有

了
城

鎮
人

口
帶

頭
逃

港
，

農
民

逃
港

也
就

更
多

了
。

以
鄰
為
壑
  放
任
飢
民
逃
港

1961年
7月

20日
，

省
公

安
廳

曾
經

在
陸

豐
召

開
沿

海
各

縣
公

安
局

長
會

議
，

貫
徹

「
放

寬
」

出
港

條
件

的
精

神
，

其
中

一
條

說
：

「
在

毗
鄰

港
澳

的
惠

、

東
、

寶
等

6個
縣

市
允

許
一

些
人

從
固

定
的

幾
個

有
武

裝
的

、
非

正
式

開
放

的
口

岸
出

港
。

」
直

到
1962年

3月
，

由
政

法
委

員
會

主
任

寇
慶

延
主

持
的

邊
防

工
作

會
議

，
決

定
多

開
孔

道
，

增
大

出
口

比
例

，
打

破
每

天
50人

的
規

定
（

自
從

1958

年
港

英
當

局
搞

出
入

口
平

衡
以

來
，

全
省

每
天

出
境

人
數

約
50人

）
，

僅
寶

安
縣

就
從

5個
孔

道
增

加
到

11個
；

往
港

通
行

證
的

審
批

權
，

由
縣

公
安

局
下

放
到

公

社
、

大
隊

。
此

外
，

還
發

出
一

些
捕

魚
證

、
探

親
證

、
做

工
證

等
，

方
便

群
眾

赴

港
。

寇
慶

延
在

政
法

幹
校

第
七

期
的

報
告

，
強

詞
奪

理
、

以
鄰

為
壑

的
自

私
心

態
，

表
露

無
遺

：

為
甚
麼
人
民
要
偷
渡
？
研
究
結
果
，
歸
納
起
來
，
從
根
本
原
因
上
講
，

是
兩
個
原
因
，
一
個
是
香
港
英
國
當
局
限
制
進
口
，
這
是
根
本
的
。
那
麼
，

現
在
我
們
不
去
行
不
行
。
為
甚
麼
？
因
為
香
港
人
口
百
分
之
九
十
幾
是
中

國
人
，
而
中
國
人
中
90%
以
上
是
廣
東
人
。
我
們
算
算
，
香
港
300多

萬
人

口
，
其
中
200萬

左
右
是
廣
東
人
，
那
裏
面
很
多
是
一
家
人
，
一
半
在
大

陸
，
一
半
在
香
港
，
那
麼
叫
人
家
一
家
長
期
不
見
面
。
在
世
界
上
都
沒
有
這

個
道
理
。
特
別
是
兩
夫
婦
，
各
在
一
地
，
長
期
不
叫
人
家
見
面
行
不
行
。
有

的
婦
人
走
到
派
出
所
發
脾
氣
，
那
就
是
說
人
家
一
點
辦
法
都
沒
有
了
。
合
法

不
行
，
就
採
取
非
法
，
你
不
批
，
只
好
自
己
批
，
只
好
偷
渡
。
中
國
有
句

老
話
，
「
兔
子
急
了
也
咬

人
」
，
叫
做
逼
上
梁
山
。

人
民
偷
渡
是
逼
出
來
的
，

首
先
是
帝
國
主
義
逼
的
，

再
就
是
我
們
逼
的
，
再
就

是
我
們
當
前
生
產
生
活
都

確
實
有
些
困
難
，
而
我
們

暫
時
解
決
不
了
。
有
些
人

就
想
去
香
港
解
決
問
題
，

解
決
一
點
生
活
問
題
，
也

解
決
一
點
生
產
問
題
。

自
己

的
苛

政
導

致
民

有
飢

色
，

野
有

餓
殍

，
卻

撩
下

擔

子
，

不
管

老
百

姓
的

死
活

，
還

好
意

思
用

「
長

期
不

叫
人

家
見

面
」

作
理

由
，

任
由

人
民

逃
荒

到
英

國
人

管
治

的
香

港
。

至
於

香
港

社
會

有
沒

有
能

力
承

受
突

然
猛

增
的

人
口

，
去

解
決

難
民

的
吃

、
住

、
教

育
、

工
作

等
生

活
問

題
，

就
事

不
關

己
了

。

封
閉

邊
界

難
道

只
是

港
英

當
局

單
方

面
的

舉
動

，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邊

防
、

海

關
沒

有
責

任
？

每
天

出
境

約
50人

，
難

道
不

是
中

英
雙

方
達

成
的

默
契

？

到
邊
界
派
發
食
品
藥
物

1962年
5月

逃
港

高
潮

期
間

，
新

亞
書

院
一

群
同

學
，

到
過

中
、

港
邊

界
，

派
發

食
物

給
偷

渡
的

難
胞

。
參

與
其

中
的

小
思

第
一

次
接

觸
到

「
如

血
肉

般
真

切

的
『

流
離

』
！

」

「
喂
！
同
胞
！
出
來
啊
！
有
藥
，
有
食
物
，
出
來
呀
！
不
用
怕
！
」
攜

從
水

路
偷

渡
來

香
港

從
陸

路
偷

渡
來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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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藥
品
乾
糧
，
我
們
踏
遍
草
叢
山
凹
。
五
月
的
陽
光
叫
我
們
淌
汗
；
不
斷
的

呼
喚
令
我
們
聲
嘶
。

那
是
「
逃
亡
潮
」
到
了
高
峰
的
時
候
。
軍
警
搜
捕
行
動
愈
來
愈
嚴
；
新

界
禁
區
範
圍
愈
來
愈
擴
大
。
梧
桐
山
那
邊
未
寒
的
屍
骨
，
邊
界
上
候
押
解
的

人
群
，
都
成
了
每
天
報
上
慣
見
主
題
。
攜
着
食
物
去
分
派
給
自
己
毫
不
相
識

的
人
，
也
因
軍
警
的
阻
力
退
減
了
。
山
嶺
上
，
只
見
草
萋
萋
，
我
們
走
了
整

個
上
午
，
遇
不
見
一
個
人
。

在
長
了
草
的
山
澗
邊
上
，
剛
響
過
一
陣
我
們
的
呼
喚
後
，
草
叢
裏
出
現

七
、
八
個
灰
暗
影
子
，
慢
而
沉
重
，
像
充
滿
猜
疑
、
受
驚
受
傷
的
獸
群
，
向

我
們
移
動
。
就
在
這
幾
分
鐘
裏
，
我
沒
有
思
想
，
沒
有
激
動
情
緒
，
竟
只
是

全
身
發
抖
，
心
裏
慌
得
很
—
—
為
甚
麼
慌
？
到
今
天
，
我
還
想
不
透
。
是
怎

樣
迎
上
前
去
跟
他
們
接
觸
的
，
現
在
也
記
不
起
了
。

定
定
神
，
只
見
面
前
站
着
個
二
十
來
歲
的
男
人
，
蠟
黃
臉
色
，
眼
睛
呆

滯
但
仍
帶
警
覺
的
閃
爍
。
赤
着
腳
，
卻
把
破
爛
得
很
的
球
鞋
掛
在
身
上
。

他
開
口
第
一
句
是
問
：
「
今
天
幾
號
？
」
我
說
：
「
二
十
號
！
」
—
—
這
是

十
七
年
後
，
我
仍
記
得
那
天
是
二
十
號
的
原
因
。

沉
吟
了
一
會
，
他
抬
起
頭
來
，
回
望
遠
方
，
眼
中
沒
有
了
呆
滯
、
警

覺
，
只
閃
着
淚
光
，
自
言
自
語
說
：
「
已
經
五
天
了
！
我
曾
說
過
到
了
香

港
便
寫
信
回
家
，
唉
！
⋯
⋯
媽
一
定
等
得
好
苦
，
⋯
⋯
」
以
後
，
這
個
人
怎

樣
，
我
們
不
知
道
，
因
為
我
除
了
供
應
藥
品
食
物
外
，
實
在
沒
有
能
幫
助
他

的
辦
法
。

十
七
年
過
去
，
一
直
以
為
自
己
對
這
件
事
，
早
已
淡
忘
了
。

可
是
，
那
幅
流
離
圖
，
那
閃
着
淚
光
的
面
容
，
卻
仍
清
晰
得
可
怕
。

一
個
愛
根
愛
土
的
民
族
，
為
甚
麼
會
有
人
要
流
離
？
2
4
1

結
尾

一
句

，
真

是
大

哉
問

！
小

思
飽

蘸
感

情
、

描
寫

細
膩

的
文

字
，

刻
劃

出

一
幅

有
血

有
淚

的
「

流
離

圖
」

，
不

禁
使

人
想

起
了

國
畫

大
師

蔣
兆

和
在

抗
日

戰

爭
、

國
土

淪
喪

期
間

創
造

的
「

流
民

圖
」

。

2
4
1
  〈

流
離

〉
，

《
承

教
小

記
》

，
華

漢
文

化
，

1
9
8
6
年

2
月

，
8
5
-8
6
頁

。

小
思

當
年

的
行

為
，

背
後

有
沒

有
甚

麼
政

治
動

機
？

打
爛

沙
鍋

問
到

底
的

記

者
心

態
作

祟
，

遂
有

了
一

通
電

郵
問

答
。

問
：
1962年

為
甚
麼
會
到
邊
界
送
食
物
送
藥
？
當
時
的
心
態
？
同
去
的

是
甚
麼
人
？
由
甚
麼
人
組
織
去
的
？

答
：
那
是
大
一
英
文
班
老
師
（
耶
魯
大
學
派
來
新
亞
的
年
輕
老
師
）
帶

頭
說
要
去
梧
桐
山
，
大
一
英
文
班
的
十
多
个
男
女
同
學
，
5月
20日

上
午
，

說
去
就
去
，
沒
有
組
織
。
那
時
已
是
5月
了
，
政
府
己
出
動
軍
人
搜
山
，
情

況
十
分
緊
張
。
但
市
民
仍
多
自
發
去
邊
界
送
糧
送
藥
。
我
們
已
屬
遲
去
一
批

了
。
當
時
香
港
市
民
都
人
同
此
心
：
救
同
胞
於
水
火
之
間
。

問
：
先
後
去
過
幾
次
？
走
的
路
程
還
記
不
記
得
？
在
落
馬
洲
，
還
是
羅

湖
一
帶
？

答
：
只
去
了
一
次
。
去
梧
桐
寨
村
上
山
。

崇
基
學
生
救
助
難
胞

中
文

大
學

生
物

化
學

系
榮

休
教

授
、

香
港

區
人

大
代

表
曹

宏
威

1962年
就

讀

於
崇

基
學

院
，

住
在

火
車

軌
邊

一
間

叫
「

白
宮

」
的

臨
時

宿
舍

。
他

自
述

了
一

段

當
年

5月
和

同
學

一
道

拯
救

大
陸

難
胞

的
「

愛
心

行
動

」
：

由
於
火
車
沿
線
是
逃
亡
的
主
幹
線
。
難
民
又
需
要
食
物
、
飲
水
、
醫

護
、
指
路
和
消
息
等
等
的
幫
助
，
我
住
的
白
宮
自
然
成
了
山
寨
的
「
聚
義

廳
」
。
我
們
接
來
難
民
、
供
應
飲
食
，
替
他
們
化
裝
、
理
髮
，
盡
可
能
更
換

裝
束
，
減
少
土
頭
土
腦
的
氣
相
，
給
他
們
指
路
，
間
中
有
需
要
聯
繫
親
友

的
，
亦
給
他
們
聯
絡
上
，
有
時
也
利
用
同
學
回
家
順
路
為
他
們
帶
引
，
甚
至

扮
作
情
侶
、
或
靠
外
籍
交
換
生
用
車
出
城
之
便
送
上
一
程
。
目
的
是
千
方
百

計
，
幫
難
胞
偷
渡
入
城
。
期
間
出
現
過
，
有
村
民
打
女
難
民
的
主
意
，
我
們

佈
局
打
擊
；
有
警
方
緝
捕
，
為
免
觸
犯
法
律
，
我
們
繞
水
路
送
走
難
民
。
前

後
十
天
，
我
捱
夜
蛇
堂
（
走
課
）
，
全
程
投
入
。

曹
宏

威
還

特
別

強
調

「
有

一
件

小
過

節
，

不
能

漏
掉

」
！

—
—

同
學

向
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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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慈

善
機

構
求

助
，

「
萬

萬
想

不
到

捐
來

的
都

是
他

們
的

垃
圾

，
有

高
跟

鞋
、

有

牛
仔

褲
、

有
破

手
袋

和
好

些
用

不
着

的
東

西
。

我
冷

眼
旁

觀
，

這
種

施
捨

真
沒

半

點
誠

心
。

」

真
是

愛
國

不
忘

反
美

。
舊

的
牛

仔
褲

大
概

不
算

是
垃

圾
吧

？

曹
教

授
曾

對
普

及
科

學
知

識
，

做
過

不
少

有
益

的
工

作
，

包
括

在
上

世
紀

80

年
代

，
踢

爆
內

地
一

班
自

詡
擁

有
「

特
異

功
能

」
，

到
處

招
搖

撞
騙

的
所

謂
氣

功

大
師

。
可

是
在

談
到

這
場

大
逃

亡
的

緣
起

時
，

曹
寫

道
：

「
1960年

代
內

地
發

生

了
大

自
然

災
害

，
好

多
人

餓
得

要
逃

港
。

」
2
4
2

這
個

說
法

太
不

科
學

。
國

家
主

席
劉

少
奇

早
有

「
三

分
天

災
，

七
分

人
禍

」

的
論

斷
。
2
4
3

1961年
，

毛
澤

東
在

一
次

中
央

工
作

會
議

上
還

說
過

，
這

幾
年

我
們

掠
奪

農

民
比

國
民

黨
還

厲
害

！
2
4
4

曹
身

為
人

大
代

表
，

怎
麼

會
忘

掉
呢

？

中
央
情
報
局
分
析
1962年

的
偷
渡
潮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
1965年

出
爐

的
一

份
機

密
報

告
2
4
5，

對
1962年

的
偷

渡
潮

有
詳

細
的

分
析

。

中
國
居
民
在
1962年

5月
從
廣
東
省
向
香
港
的
大
規
模
逃
亡
⋯
⋯
源
於

廣
東
省
業
已
存
在
的
嚴
重
經
濟
狀
況
⋯
⋯
達
到
其
所
顯
現
的
規
模
則
源
於
北

平
當
時
對
地
方
當
局
實
施
的
監
督
相
對
寬
鬆
。

北
平

即
北

京
。

美
國

人
當

時
仍

然
跟

從
台

灣
國

民
黨

「
漢

賊
不

兩
立

」
的

思

維
，

不
說

北
京

，
而

是
依

舊
稱

北
平

。

2
4
2
 
曹
宏
威
：
〈
我
的
愛
國
心
  我

的
科
普
路
〉
，
《
北
行
記
事
》
，
經
濟
導
報
社
，
2
0
0
9
年
1
1
月
，
1
3
1
-1
3
3
頁
。

2
4
3
 
張

素
華

：
《

變
局

—
—

七
千

人
大

會
始

末
》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
2
0
0
6
年

6
月

，
1
3
4
頁

。
2
4
4
 
同

上
，

1
2
3
頁

。
2
4
5
 
有

關
中

情
局

的
內

容
，

均
引

自
〈

1
9
6
2
年

的
廣

東
逃

亡
，

關
於

共
產

黨
中

國
的

異
議

與
控

制
的

系
列

研
究

之
一

（
1
9
6
5
年

2
月

2
3
日

）
〉

，
《

美
國

對
華

情
報

解
密

檔
案

》
（

1
8
4
8
-1
9
7
6
）

第
三

編
：

中
國

政
治

。
上

海
：

東
方

出
版

中
心

，
2
0
0
9
年

4
月

，
1
1
7
-1
2
5
頁

。
異

議
，

香
港

一
般

譯
作

：
異

見
。

請
注

意
：

此
報

告
完

成
於

1
9
6
5
年

，
距

6
2
年

的
逃

亡
潮

兩
年

多
，

是
供

美
國

政
府

內
部

研
判

中
國

局
勢

之
用

，
並

非
對

外
公

開
的

反
共

宣
傳

品
。

廣
東
的
官
員
們
在
收
到
北
平
要
求
削
減
省
內
城
市
人
口
30％

—
—
不
要

訴
諸
暴
力
—
—
的
命
令
後
不
久
，
他
們
就
決
定
冒
一
次
失
控
的
居
民
外
逃
之

險
。
官
員
們
在
應
付
這
個
無
法
解
決
的
問
題
時
部
份
地
企
圖
鼓
勵
主
要
是
華

僑
的
失
業
親
屬
們
更
多
地
移
民
。

中
情

局
的

報
告

披
露

了
250萬

人
口

的
廣

州
，

當
年

有
一

個
削

減
60萬

人
的

目
標

，
勸

告
失

業
的

人
返

回
農

村
。

但
是

，
像

中
國

其
他

地
區

一
樣

，
政

策
的

執

行
非

常
困

難
。

城
市

人
不

願
下

鄉
，

願
意

離
開

廣
州

的
人

也
很

難
被

他
們

的
村

莊

接
納

。1962年
5月

25日
的

陳
君

葆
日

記
，

可
作

佐
證

：

（
華

革
會

老
臣

子
）
林
英
來
訪
，
談
到
幾
天
來
「
非
法
入
境
」
問

題
⋯
⋯
他
提
翁
瑞
祺
有
一
個
相
識
的
，
大
概
是
同
鄉
罷
，
成
功
越
境
進
來

了
⋯
⋯
他
又
提
到
黃
慈
懷
有
個
姐
姐
因
「
精
簡
」
，
而
被
停
了
學
校
教
員
的

職
務
，
成
了
一
個
失
業
者
，
另
外
還
有
一
個
弟
弟
念
師
範
，
因
師
範
專
校
停

辦
，
變
成
了
不
知
何
所
適
從
徬
徨
起
來
的
青
年
。

中
情

局
的

報
告

還
提

到
，

北
京

批
准

廣
東

省
增

加
向

香
港

移
民

。

1962年
4月
，
廣
東
的
官
員
得
到
北
平
的
允
許
，
作
為
城
市
精
減
工
作

的
一
部
份
，
進
一
步
加
大
向
香
港
的
移
民
。
⋯
⋯
許
多
新
的
出
境
通
行
證
被

迅
速
下
發
，
遠
遠
超
出
了
每
天
50名

的
香
港
配
額
，
而
且
交
通
問
題
也
很

快
出
現
了
。
大
約
在
1962年

5月
1日
，
廣
東
官
員
決
定
放
開
沿
香
港
的
陸

上
邊
界
的
管
制
，
明
顯
是
緩
和
澳
門
路
線
與
廣
州
自
身
的
擁
塞
。
控
制
來
自

廣
東
的
移
民
潮
的
閥
門
的
進
一
步
打
開
是
可
以
預
見
的
⋯
⋯
雖
然
共
產
黨
的

邊
防
警
衛
仍
在
崗
位
上
，
但
是
他
們
中
幾
乎
無
人
採
取
任
何
制
止
越
界
者
的

行
動
，
一
些
警
衛
甚
至
為
人
們
指
點
最
佳
路
線
。
⋯
⋯
到
5月
中
旬
前
，
原

來
打
算
的
一
次
人
數
有
限
的
獲
批
移
民
的
受
控
移
居
演
變
為
一
次
失
控
的
逃

亡
，
他
們
主
要
由
工
農
業
中
的
青
壯
年
組
成
。

在
共
產
黨
一
側
的
邊
界
從
4月
末
開
始
被
放
開
後
，
被
批
准
移
民
的
受

控
移
居
演
變
為
一
股
10萬

多
人
湧
向
香
港
的
洪
流
，
這
些
移
民
來
自
人
口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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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稠
密
的
廣
東
城
鄉
地
區
。
儘
管
香
港
警
察
倉
促
設
置
了
障
礙
，
但
已
有
5

萬
多
人
在
5月
底
之
前
設
法
越
過
邊
界
進
入
香
港
⋯
⋯

最
終
，
在
9月
，
因
中
國
加
緊
控
制
，
非
法
移
民
的
浪
潮
急
劇
跌
落
。

對
廣

東
省

有
深

入
研

究
的

哈
佛

大
學

費
正

清
東

亞
中

心
前

主
任

傅
高

義

（
E
zra F. V

ogel）
教

授
寫

道
：

逃
亡
最
大
的
壓
力
來
自
那
些
被
下
放
到
農
村
『
支
援
農
業
』
的
人
。

1961年
末
、
1962年

初
的
戶
口
登
記
，
使
人
們
確
信
控
制
肯
定
要
加
強
，

那
些
分
配
到
農
村
的
人
更
加
難
以
逃
回
城
市
。
那
些
被
下
放
到
農
村
的
人
知

道
，
只
有
一
個
城
市
不
會
將
他
們
再
遣
回
農
村
，
那
就
是
香
港
。

許
多
逃
亡
者
是
貧
窮
的
農
民
，
他
們
希
望
找
到
更
好
的
生
活
來
源
，
但

其
他
一
些
人
則
是
受
到
批
評
的
人
。
許
多
逃
亡
者
是
右
派
分
子
，
或
是
感
到

在
大
陸
沒
有
前
途
的
人
。

逃
亡
者
大
多
數
是
體
格
強
壯
的
年
輕
人
。
陶
鑄
後
來
批
評
讓
這
些
人
逃

離
令
廣
東
喪
失
了
急
需
的
勞
動
力
。
2
4
6

煞
停
逃
港
潮

內
地

《
炎

黃
春

秋
》

雜
誌

主
編

楊
繼

繩
寫

道
：

「
如

果
僅

僅
是

廣
東

一
處

出
現

外
逃

狂
潮

，
可

能
中

央
也

會
採

取
與

廣
東

省
委

一
樣

的
放

任
和

鼓
勵

的
態

度
。

但
就

在
此

時
，

即
1962年

春
夏

，
新

疆
伊

犁
哈

薩
克

自
治

州
直

屬
縣

市
和

所

屬
塔

城
地

區
，

6萬
多

中
國

邊
民

拖
兒

帶
女

，
成

群
結

隊
，

並
攜

帶
大

量
牲

畜
農

具
和

車
輛

，
逃

往
蘇

聯
。

⋯
⋯

國
際

輿
論

一
時

嘩
然

。
中

央
政

府
大

為
緊

張
⋯

⋯

5月
中

旬
，

周
恩

來
要

求
廣

東
省

委
，

把
解

決
外

逃
作

為
當

前
第

一
位

的
工

作
來

抓
。

」
2
4
7

廣
東

省
於

是
執

行
指

示
，

從
5月

22日
開

始
，

從
各

地
抽

調
了

1萬
多

名
幹

部
、

民
兵

和
解

放
軍

戰
士

，
把

從
香

港
追

返
回

來
的

群
衆

和
滯

留
在

邊
境

的
外

流

2
4
6
 
傅

高
義

：
《

共
產

主
義

下
的

廣
州

：
一

個
省

會
的

規
劃

與
政

治
1
9
4
9
-1
9
6
8
》

，
廣

東
省

出
版

集
團

，
2
0
0
8

年
6
月

，
2
7
7
頁

。
陶

鑄
時

任
廣

東
省

委
第

一
書

記
。

2
4
7
 
楊

繼
繩

：
《

墓
碑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8
年

，
4
2
6
-4
2
9
頁

。

群
衆

遣
返

回
鄉

。
同

時
在

鐵
路

、
公

路
沿

線
的

東
莞

石
龍

、
寶

安
龍

崗
等

通
往

邊
境

的
交

通
要

塞
和

前
沿

主
要

地
段

，
設

立
堵

截
收

容
站

。
從

5月
22日

至
7月

8

日
，

一
共

遣
送

了
51,395名

外
流

人
員

回
鄉

。
通

過
沿

途
層

層
攔

截
，

這
股

逃
港

風
潮

暫
時

停
息

下
來

。
2
4
8

香
港

總
督

葛
量

洪
回

憶
這

段
歷

史
時

說
：

「
共

產
黨

人
勝

利
後

引
起

的
最

觸

目
的

問
題

是
難

民
潮

的
問

題
，

起
初

我
們

摸
索

着
應

付
的

辦
法

，
終

於
形

成
了

一

項
新

政
策

，
而

且
證

明
是

成
功

的
。

這
個

問
題

很
可

能
會

持
續

很
多

年
。

處
理

的

方
法

也
成

為
例

行
公

事
，

不
過

，
它

虛
耗

了
殖

民
地

很
大

的
收

入
。

」
2
4
9

二
、
廣
州
東
站
事
件

1962年
的

逃
港

潮
，

還
引

發
了

廣
州

最
嚴

重
的

一
次

騷
動

—
—

東
站

事
件

，

「
但

它
標

誌
着

『
大

躍
進

』
的

失
敗

所
引

起
的

嚴
重

危
機

的
結

束
。

」
（

傅
高

義

語
）

先
看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
的

報
告

：

6月
1日
，
爆
發
了
反
對
當
局
的
唯
一
一
次
示
威
，
在
廣
州
東
站
排
隊
的

約
1,000人

被
激
怒
，
因
為
他
們
被
拒
絕
載
往
香
港
邊
界
地
區
，
他
們
就
以

示
威
來
回
應
公
安
局
官
員
給
出
的
解
釋
。
石
頭
亂
飛
，
車
輛
被
掀
翻
，
警
察

與
公
安
部
隊
開
了
槍
。
圍
觀
者
使
人
群
增
至
數
千
人
，
增
援
部
隊
被
調
到
現

場
。
雖
然
一
些
人
流
了
血
，
數
百
人
被
監
禁
，
但
不
費
太
大
的
困
難
當
局
就

恢
復
了
秩
序
。
2
5
0

時
任

廣
州

市
長

的
曾

生
憶

述
：

1962年
6月
6日
，
發
生
了
大
批
群
眾
衝
火
車
站
（
即
東
站
）
的
事

件
。
這
是
由
壞
人
煽
動
起
來
的
。
由
於
三
年
經
濟
困
難
，
社
會
上
人
心
浮

2
4
8
  《

解
密

檔
案

．
廣

東
三

十
年

闖
關

路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8
年

1
0
月

。
2
4
9
  《

葛
量

洪
回

憶
錄

》
，

2
4
8
頁

。
2
5
0
 〈

1
9
6
2
年
的
廣
東
逃
亡
，
關
於
共
產
黨
中
國
的
異
議
與
控
制
的
系
列
研
究
之
一
（
1
9
6
5
年
2
月
2
3
日
）
〉
《
美
國

對
華
情
報
解
密
檔
案
》
（
1848-1976）

第
三
編
：
中
國
政
治
。
東
方
出
版
中
心
，
2009年

4月
，
117-12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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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政
治
案
件
很
多
，
敵
人
也
很
囂
張
，
甚
至
把
反
動
傳
單
撒
在
沙
面
大
街

和
公
安
局
長
的
門
前
，
大
肆
造
謠
說
：
為
了
慶
祝
英
國
女
王
生
日
，
邊
境
開

放
三
天
，
不
用
通
行
證
可
以
去
香
港
，
等
等
。
一
些
不
明
真
相
的
群
眾
，
誤

信
謠
言
，
一
批
又
一
批
地
往
火
車
站
衝
去
，
爭
先
恐
後
地
爬
上
開
往
香
港
的

火
車
，
造
成
了
交
通
阻
塞
，
秩
序
混
亂
。

事
件
發
生
的
前
一
天
（
1962年

6月
5日
）
晚
飯
後
，
我
接
到
市
政
法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陳
恭
同
志
打
來
的
電
話
，
說
東
站
秩
序
很
混
亂
。
聽
後
，
我

要
他
馬
上
跟
我
一
同
去
東
站
看
看
。
為
了
不
讓
群
眾
認
出
我
，
便
戴
上
一
個

大
口
罩
，
把
帽
子
拉
得
很
低
。
從
現
場
走
了
一
趟
之
後
，
就
到
廣
九
鐵
路
派

出
所
，
聽
取
了
情
況
匯
報
，
覺
得
問
題
很
嚴
重
。
2
5
1

曾
生

曾
經

在
香

港
做

過
海

員
，

從
事

地
下

工
作

，
在

抗
日

戰
爭

時
期

做
過

東

江
縱

隊
司

令
。

他
隨

即
打

電
話

給
省

長
陳

郁
，

作
了

簡
要

匯
報

，
然

後
驅

車
到

陳

郁
家

詳
談

。
參

加
過

海
員

大
罷

工
和

省
港

大
罷

工
的

陳
郁

聽
了

匯
報

後
，

也
覺

得

問
題

很
嚴

重
，

馬
上

打
電

話
約

趙
紫

陽
（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
，

林
李

明
（

副
省

長
）

和
廣

州
軍

區
一

位
副

司
令

員
，

以
及

趙
武

成
（

廣
州

市
委

第
二

書
記

）
，

李

廣
祥

（
副

市
長

兼
公

安
局

長
）

等
人

到
他

家
裏

，
開

緊
急

會
議

，
共

商
對

策
。

人
還
未
到
齊
，
就
接
到
廣
九
鐵
路
派
出
所
的
電
話
報
告
說
，
聚
集
在
東

站
的
群
眾
越
來
越
多
，
已
達
萬
餘
人
，
前
往
維
持
秩
序
和
做
宣
傳
的
警
車
被

推
翻
，
有
的
警
察
被
打
或
被
抓
走
。
人
到
齊
後
，
由
我
向
大
家
匯
報
群
眾
衝

東
站
的
情
況
⋯
⋯
與
會
的
同
志
統
一
了
認
識
，
都
同
意
實
行
軍
事
戒
嚴
，
要

求
廣
州
軍
區
派
出
一
個
營
的
兵
力
，
在
廣
九
車
站
實
行
戒
嚴
。
同
時
，
市
政

府
派
出
宣
傳
車
，
揭
露
不
用
通
行
證
可
以
自
由
進
入
香
港
是
敵
人
造
出
的
謠

言
，
勸
群
眾
切
莫
輕
信
。
並
成
立
了
一
個
維
持
秩
序
的
臨
時
指
揮
機
構
。

1962年
6月

13日
的

陳
君

葆
日

記
，

記
載

了
他

的
朋

友
雨

亭
帶

來
的

信
息

：

2
5
1
　

《
曾

生
回

憶
錄

》
，

解
放

軍
出

版
社

，
1
9
9
2
年

2
月

，
6
7
4
-6
7
9
頁

。

他
說
，
他
曾
回
去
廣
州
幾
天
，
在
大
沙
頭
車
站
遇
雨
，
留
待
一
個
多
鐘

頭
，
悶
極
。
據
說
，
早
些
時
這
裏
傳
的
在
東
站
因
拒
絕
售
深
圳
車
票
，
因
而

引
起
暴
動
一
事
，
倒
是
真
的
，
不
過
親
自
出
來
彈
壓
勸
諭
的
，
不
是
曾
生
，

而
為
另
一
人
。
鼓
噪
的
起
因
大
概
是
這
樣
。
潮
汕
方
面
，
一
連
兩
年
水
災
，

今
年
農
業
收
成
亦
未
見
得
有
希
望
，
因
此
不
免
有
人
想
逃
去
香
港
，
往
依
親

戚
謀
生
。
而
適
於
此
時
，
忽
有
一
種
傳
說
，
謂
香
港
將
趁
女
王
壽
辰
之
際
，

大
開
方
便
之
門
，
容
許
「
難
民
」
不
需
通
行
證
入
境
，
於
是
負
擔

（
原

文
如

此
）
而
要
求
出
國
者
，
便
如
風
起
雲
湧
，
其
中
更
多
數
為
潮
汕
方
面
人
民
。

據
說
，
他
們
當
中
，
有
許
多
把
家
裏
的
東
西
變
賣
掉
，
作
「
破
釜
沉
舟
」
的

表
現
而
來
的
。
這
些
不
遠
千
里
負
荷

（
原

文
如

此
）
而
來
到
廣
州
的
，
一
旦

聽
到
不
准
去
，
拒
絕
售
票
，
他
們
更
何
處
去
望
門
投
止
呢
？
他
們
不
同
於
在

廣
州
市
居
住
的
，
一
旦
不
能
成
行
，
資
斧
已
盡
，
何
處
去
投
奔
呢
？
何
向
去

得
食
？
雨
亭
一
提
到
這
點
，
我
覺
得
這
也
是
實
情
，
廣
州
車
站
的
鼓
噪
，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雨
亭
又
謂
，
周
恩
來
曾
因
此
一
事
飛
到
過
廣
州
來
一
次
，
指

示
解
決
方
法
。
這
真
是
一
種
隱
憂
。

雨
亭

所
言

合
情

合
理

，
但

在
官

方
眼

裏
，

卻
成

了
敵

我
鬥

爭
。

曾
生

回
憶

說
，

廣
州

市
召

開
了

公
安

政
法

戰
線

的
敵

情
分

析
會

，
「

通
過

東
站

事
件

的
發

生
，

全
面

分
析

了
敵

人
的

動
態

，
採

取
有

力
的

措
施

，
偵

破
了

一
批

大
案

。
」

曾
生

沒
有

透
露

這
批

大
案

的
具

體
內

容
，

也
沒

有
提

到
敵

人
是

指
甚

麼

人
？

—
—

「
美

蔣
特

務
」

、
「

反
革

命
分

子
」

，
還

是
「

不
明

真
相

的
群

眾
」

？

廣
州

市
沒

有
從

東
站

事
件

查
找

為
何

大
批

群
眾

傾
家

盪
產

、
堅

決
外

逃
的

深

層
原

因
，

還
以

「
對

敵
鬥

爭
，

加
強

專
政

」
為

理
由

，
趁

機
向

中
央

要
錢

要
人

：

—
—

要
求

中
央

給
廣

州
市

公
安

局
再

增
加

2,000人
的

編
制

（
原

有
5,000人

左
右

）
。

—
—

在
中

、
小

學
挑

選
200多

名
13至

16歲
的

學
生

，
送

到
江

村
新

洲
等

訓

練
基

地
訓

練
，

學
習

公
安

業
務

。
培

養
這

批
被

稱
做

「
小

八
路

」
的

公
安

幼
苗

做

探
子

。—
—

市
政

府
撥

出
專

款
購

買
了

一
批

摩
托

車
，

成
立

了
摩

托
車

隊
，

加
強

交

通
民

警
的

機
動

力
量

。
同

時
用

外
匯

進
口

了
20部

「
漢

堡
」

牌
汽

車
撥

給
市

公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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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並
進

口
了

一
批

先
進

的
技

術
設

備
，

使
公

安
偵

察
手

段
得

到
加

強
。

為
公

安

幹
警

建
辦

公
大

樓
及

家
屬

宿
舍

，
每

人
每

月
增

加
半

斤
食

油
，

增
加

一
些

糧
食

定

量
，

還
每

人
發

了
一

雙
皮

鞋
。

—
—

整
頓

和
加

強
公

安
派

出
所

和
街

道
辦

事
處

的
工

作
，

健
全

居
民

委
員

會

的
組

織
，

依
靠

這
些

基
層

組
織

維
護

社
會

治
安

，
協

助
廣

大
公

安
幹

警
管

理
好

城

市
。

—
—

增
加

管
教

場
所

。
市

政
府

撥
出

一
筆

專
款

，
對

民
樂

、
沙

田
、

石
門

等

五
、

六
個

國
營

農
場

進
行

擴
建

，
作

為
「

偷
渡

者
」

勞
動

教
養

的
場

所
，

然
後

遣

送
回

原
籍

。

此
外

，
成

立
廣

州
警

備
司

令
部

，
由

曾
生

兼
任

司
令

員
，

廣
州

軍
分

區
司

令

員
劉

遠
生

、
市

公
安

局
長

李
廣

祥
擔

任
副

司
令

員
。

結
合

軍
隊

武
裝

與
公

安
民

警

兩
種

力
量

，
來

維
持

廣
州

的
治

安
。

三
、
「
叛
國
投
敵
」
的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院
長
馬
思
聰

1967年
1月

19日
香

港
報

紙
頭

版
報

道
：

中
國

文
聯

副
主

席
、

中
國

音
樂

家

協
會

副
主

席
、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院

長
馬

思
聰

，
攜

同
家

眷
偷

渡

到
達

香
港

。

報
道

披
露

了
馬

思
聰

於
四

天
前

與
妻

子
、

女

兒
、

兒
子

，
乘

坐
一

艘
佈

滿
標

語
和

口
號

的
小

艇
，

在
九

龍
油

麻
地

水
師

塘
匆

匆
上

岸
。

美
國

駐
港

領
事

隨
即

向
香

港
政

府
提

出
引

渡
馬

思
聰

一
家

到
美

國
。

當
天

上
午

，
美

國
領

事
接

馬
思

聰
一

家
到

溫
莎

大
廈

。
下

午
，

由
領

事
陪

同
，

飛
離

香
港

。1月
21日

，
抵

達
美

國
，

暫
居

於
弗

吉
尼

亞
州

農
村

。1968年
1月

18日
，

北
京

的
「

002號
專

案
組

」

上
報

〈
馬

思
聰

叛
國

投
敵

案
結

案
報

告
〉

，
同

時
上

報
附

件
〈

關
於

追
查

馬
思

聰

叛
國

投
敵

情
況

的
報

告
〉

，
經

康
生

、
謝

富
治

圈
閱

，
馬

思
聰

被
定

為
「

叛
國

投

敵
分

子
」

。
結

果
，

馬
思

聰
的

親
屬

多
人

被
監

禁
，

馬
思

聰
的

音
樂

作
品

被
查

禁
。
2
5
2

馬
思

聰
，

1912年
出

生
於

廣
東

海
豐

。
父

親
馬

育
航

是
晚

清
秀

才
，

曾
就

讀

於
新

式
的

速
成

師
範

學
校

，
擔

任
過

小
學

校
長

。
早

年
傾

向
變

革
維

新
，

繼
而

秘

密
參

加
了

反
清

活
動

。
武

昌
起

義
後

擔
任

廣
東

省
財

政
廳

長
等

職
。

母
親

黃
楚

良

略
識

詩
書

，
喜

愛
廣

東
民

間
音

樂
。

馬
思

聰
從

5歲
起

，
因

在
外

祖
父

家
聽

留
聲

機
唱

片
、

聽
母

親
唱

民
歌

，
逐

漸
對

音
樂

發
生

興
趣

。

馬
思

聰
早

年
到

法
國

學
音

樂
，

是
考

入
巴

黎
音

樂
學

院
的

第
一

位
中

國
留

學

生
。

論
音

樂
藝

術
成

就
之

高
，

創
作

時
間

之
長

、
產

生
影

響
之

大
，

馬
思

聰
都

享

有
很

高
的

地
位

。

1949年
北

平
和

平
解

放
後

，
馬

思
聰

接
受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邀
請

，
與

喬
冠

華
、

薩
空

了
、

歐
陽

予
倩

等
一

起
，

從
香

港
乘

船
北

上
，

經
煙

台
到

達
北

平
，

參
加

了
新

政
協

會
議

的
籌

備
。

他
還

高
興

地
創

作
了

慶
祝

新
政

協
成

立
的

《
歡

喜
組

曲
》

。

新
中

國
建

立
後

，
馬

思
聰

接
受

任
命

，
出

任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首

任
院

長
，

並

當
選

中
國

音
樂

家
協

會
副

主
席

。
他

為
新

中
國

的
專

業
音

樂
教

育
、

音
樂

創
作

和

表
演

，
作

出
了

重
要

貢
獻

。
抗

美
援

朝
戰

爭
時

，
他

寫
了

反
對

美
帝

侵
略

的
《

鴨

綠
江

大
合

唱
》

、
表

現
治

理
淮

河
工

程
的

《
淮

河
大

合
唱

》
、

贊
美

祖
國

河
山

的

管
弦

樂
《

山
林

之
歌

》
、

懷
念

愛
國

詩
人

屈
原

的
話

劇
音

樂
《

屈
原

》
、

紀
念

廣

州
起

義
的

《
第

二
交

響
樂

》
，

以
及

許
多

其
他

室
內

樂
作

品
。
2
5
3

1966年
6月

初
文

化
大

革
命

開
始

，
造

反
派

貼
大

字
報

，
批

判
他

是
「

反
動

學
術

權
威

」
、

「
大

吸
血

鬼
」

。
馬

思
聰

大
難

臨
頭

，
經

歷
了

半
年

多
擔

驚
受

怕

的
非

人
生

活
。

6月
16日

  參
加

文
化

部
系

統
的

「
集

訓
班

」
。

8月
9日

  隔
離

審
查

，
定

為
「

一
類

勞
改

隊
」

，
監

督
勞

動
，

反
省

交
待

問

題
，

對
他

們
管

理
很

嚴
，

不
准

回
家

，
不

准
通

信
和

打
電

話
，

不
准

與
外

界
接

觸
，

一
切

行
動

都
在

造
反

派
監

督
之

下
。

馬
思

聰
剃

光
了

頭
髮

，
臉

上
塗

了
墨

，

全
身

貼
上

大
字

報
，

被
打

得
遍

體
鱗

傷
。

8月
14日

晚
  學

院
造

反
派

到
馬

思
聰

家
貼

大
字

報
，

馬
妻

王
慕

理
聞

訊
十

2
5
2
 
張

靜
蔚

：
《

馬
思

聰
年

譜
》

，
中

國
文

聯
出

版
社

2
0
0
4
年

7
月

。
2
5
3
 
李

嵐
清

：
〈

馬
思

聰
—

—
中

國
小

提
琴

音
樂

的
里

程
碑

〉
，

廣
州

《
南

方
日

報
》

2
0
0
6
年

4
月

3
日

。

馬
思

聰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182
183

第
三
章

分
驚

慌
。

8月
16日

  王
慕

理
及

其
子

女
逃

到
南

京
、

上
海

、
廣

州
等

地
家

屬
中

躲
藏

。

8月
22日

  在
批

鬥
大

會
上

，
馬

思
聰

挨
打

，
他

對
此

印
象

十
分

懼
怕

，
曾

偷
偷

對
人

說
：

「
這

樣
下

去
甚

麼
時

候
是

個
頭

啊
 !?」

11月
  因

肝
病

復
發

，
被

批
准

回
家

。
馬

思
聰

的
女

兒
秘

密
返

回
北

京
。

在
一

個
醫

生
家

的
廁

所
裏

，
兩

父
女

密
談

了
幾

小
時

，
又

經
朋

友
勸

說
，

決
心

出
走

。

11月
22日

  離
開

北
京

。

12月
  全

家
在

廣
東

丹
灶

、
廣

州
、

江
門

等
地

躲
藏

，
準

備
去

香
港

。

12月
31日

  母
親

黃
楚

良
病

逝
於

上
海

。

1967年
1月
15日

晚
  和

夫
人

、
次

女
、

兒
子

一
起

被
迫

出
走

。
坐

黃
埔

「
002」

號
艇

前
往

香
港

。
從

此
再

也
沒

有
回

到
中

國
大

陸
。

1月
16日

晨
  到

達
九

龍
，

在
岩

洞
中

躲
了

一
天

。
夜

，
到

九
龍

親
友

家
，

住
到

18日
。

1月
19日

  香
港

各
報

登
載

馬
思

聰
一

家
抵

港
消

息
。

下
午

，
由

美
國

領
事

陪
同

，
飛

往
美

國
。

4月
12日

  在
美

國
紐

約
舉

行
記

者
招

待
會

。
據

美
聯

社
報

道
，

馬
思

聰
：

「
由

於
文

化
大

革
命

，
去

年
6月

文
化

部
、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有
關

人
員

二
百

多
人

被
關

進
集

中
營

。
我

也
被

關
了

五
十

多
天

，
譴

責
我

追
隨

資
本

主
義

路
線

。
自

從

准
許

我
回

到
我

擔
任

院
長

的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以

後
，

我
全

身
被

貼
滿

了
標

語
口

號
，

清
晨

起
來

就
被

強
制

進
行

重
勞

動
和

自
我

檢
查

。
」

6月
2日

  美
國

《
生

活
》

雜
誌

（
Life M

agazine）
封

面
大

字
標

題
：

「
一

個
從

中
國

逃
亡

出
來

的
最

重
要

人
物

寫
他

自
己

的
歷

史
—

—
在

紅
衛

兵
的

虐
待

和

貶
抑

之
下

」
。

作
者

馬
思

聰
—

—
中

國
著

名
的

小
提

琴
家

」
，

《
生

活
》

雜
誌

的

編
者

按
語

：
「

馬
思

聰
是

一
個

性
格

溫
和

的
藝

術
家

⋯
⋯

從
牆

上
貼

滿
了

大
標

語

的
北

京
來

到
美

國
⋯

⋯
他

寫
的

《
思

鄉
曲

》
是

北
京

的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對

台

廣
播

時
的

前
奏

曲
。

」

《
生

活
》

雜
誌

刊
登

馬
思

聰
談

話
的

標
題

為
〈

殘
酷

和
瘋

狂
使

我
成

為
流

浪

者
〉

，
開

始
的

一
段

：

我
是
音
樂
家
，
我
珍
惜
恬
靜
、
和
平
的
生
活
，
需
要
適
宜
工
作
的
環

境
。
我
作
為
一
個
中
國
人
，
非
常
熱
愛
和
尊
敬
自
己
的
祖
國
和
人
民
，
我
個

人
所
遭
受
的
一
切
不
幸
和
中
國
當
前
發
生
的
悲
劇
比
較
起
來
，
完
全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
⋯
我
和
許
多
黨
內
外
多
年
以
來
雖
然
不
是
一
直
掌
權
但
畢
竟
是
起

過
很
大
作
用
的
人
的
遭
遇
是
一
樣
的
：
去
年
夏
秋
所
發
生
的
事
件
，
使
我
完

全
陷
入
了
絕
望
，
並
迫
使
我
和
我
的
家
屬
像
乞
丐
一
樣
在
各
處
流
蕩
，
成
了

漂
流
四
方
「
飢
餓
的
幽
靈
」
。
如
果
說
我
的
行
為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有
甚
麼
越

軌
的
話
，
那
就
是
我
從
中
國
出
走
了
⋯
⋯

1968年
3月

31日
，

馬
思

聰
夫

婦
飛

往
台

北
，

慶
祝

台
灣

的
音

樂
年

。
這

是

他
們

離
開

大
陸

後
第

一
次

前
赴

台
灣

。
馬

思
聰

在
台

北
、

台
中

、
台

南
、

高
雄

等

地
舉

辦
音

樂
會

，
演

奏
《

思
鄉

曲
》

等
自

己
創

作
的

曲
目

。
他

說
：

「
因

為
台

灣

觀
眾

也
是

我
的

同
胞

，
我

去
台

灣
是

為
我

的
同

胞
演

出
。

再
說

，
台

灣
對

於
我

不

是
陌

生
的

，
我

已
經

在
1929年

和
1946年

兩
度

到
台

灣
演

出
，

結
識

台
灣

音
樂

界

的
許

多
朋

友
，

我
在

台
灣

也
是

為
了

看
看

我
的

老
朋

友
。

」
2
5
4

「
文

革
」

結
束

後
的

1982年
，

中
央

樂
團

的
李

凌
上

書
鄧

小
平

、
胡

耀
邦

，

為
馬

思
聰

伸
冤

。

1984年
12月

30日
，

公
安

部
回

覆
：

「
公

安
機

關
對

馬
思

聰
先

生
立

案
審

查

是
康

生
、

謝
富

治
決

定
的

。
原

認
定

馬
為

『
叛

國
投

敵
分

子
』

是
錯

誤
的

，
應

予

徹
底

平
反

，
恢

復
名

譽
，

消
除

影
響

。
」

官
方

還
決

定
：

撤
銷

對
馬

思
聰

作
品

演
出

和
作

為
教

材
的

禁
令

；
退

賠
抄

家

財
物

，
補

發
工

資
；

在
報

刊
上

發
表

為
馬

思
聰

平
反

的
報

道
；

邀
請

馬
思

聰
回

國

觀
光

訪
問

、
定

居
。

但
是

，
馬

思
聰

始
終

沒
有

回
國

。

1987年
5月

20日
，

這
位

20世
紀

中
國

優
秀

的
小

提
琴

家
、

作
曲

家
、

音
樂

教
育

家
，

心
臟

病
突

發
，

在
美

國
費

城
去

世
。

馬
思

聰
夫

婦
的

骨
灰

安
放

在
費

城

華
盛

頓
公

墓
。

2006年
，

在
兒

子
馬

如
龍

和
親

屬
于

光
、

汪
鎮

美
和

內
地

有
關

方
面

的
協

2
5
4
 
張

靜
蔚

：
《

馬
思

聰
年

譜
》

，
中

國
文

聯
出

版
社

，
2
0
0
4
年

7
月

；
章

之
：

〈
馬

思
聰

「
叛

國
投

敵
」

案
平

反
記

〉
，

《
十

年
奇

冤
錄

》
，

群
眾

出
版

社
，

1
9
8
6
年

1
2
月

；
葉

永
烈

：
〈

馬
思

聰
從

香
港

出
走

美
國

的
前

前
後

後
〉

，
《

文
史

博
覽

》
2
0
0
1
年

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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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下

，
爭

取
讓

馬
思

聰
夫

婦
的

骨
灰

歸
還

故
里

，
以

了
卻

馬
思

聰
夫

婦
生

前
的

遺

願
。

得
到

已
退

休
的

副
總

理
李

嵐
清

的
支

持
，

並
經

他
把

材
料

轉
交

溫
家

寶
總

理
。

溫
家

寶
很

快
作

出
批

示
，

請
文

化
部

研
辦

。

2007年
12月

11日
，

馬
思

聰
夫

婦
的

骨
灰

在
親

人
護

送
下

，
回

到
了

闊
別

四
十

年
的

祖
國

。
13日

，
骨

灰
撒

埋
在

廣
州

麓
湖

公
園

馬
思

聰
雕

像
的

墓
穴

。
2
5
5

酷
愛

音
樂

的
原

中
共

政
治

局
常

委
、

副
總

理
李

嵐
清

撰
文

懷
念

馬
思

聰
，

提

到
一

些
鮮

為
人

知
的

秘
聞

：

1971年
，
美
國
總
統
特
使
、
國
家
安
全
事
務
助
理
基
辛
格
秘
密
訪
華

時
，
周
恩
來
總
理
關
心
地
向
基
辛
格
詢
問
馬
思
聰
在
美
國
的
近
況
，
並
滿
懷

深
情
地
說
：
「
我
平
生
有
兩
件
事
深
感
遺
憾
，
其
中
之
一
是
馬
思
聰
50歲

離

鄉
背
井
到
外
國
去
，
我
很
難
過
。
」
當
基
辛
格
託
人
轉
達
周
恩
來
總
理
對
他

的
問
候
時
，
馬
思
聰
心
情
激
動
萬
分
。

粉
碎
「
四
人
幫
」
後
，
公
安
部
、
文
化
部
和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均
正
式
為

馬
思
聰
徹
底
平
反
，
恢
復
名
譽
，
消
除
影
響
。
恢
復
了
馬
思
聰
音
樂
作
品
的

演
出
，
包
括
他
在
美
國
居
留
時
創
作
的
舞
劇
《
晚
霞
》
。

馬
思
聰
病
故
後
，
他
的
家
人
在
他
書
桌
上
發
現
了
一
篇
未
完
成
的
遺

作
，
《
思
鄉
》
是
它
的
標
題
。
由
於
病
魔
過
早
地
奪
去
了
他
的
生
命
，
馬
思

聰
最
終
未
能
回
到
祖
國
。
馬
思
聰
的
女
兒
馬
瑞
雪
按
照
父
親
生
前
囑
咐
，
將

父
親
留
存
美
國
的
所
有
遺
稿
及
兩
把
小
提
琴
、
鋼
琴
、
演
出
服
等
遺
物
運
回

國
內
，
捐
贈
給
了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
博
物
院
為
他
專
門
設
立
了
「
馬
思
聰

紀
念
館
」
作
為
永
久
紀
念
。
我
在
參
觀
馬
思
聰
紀
念
館
時
，
看
到
這
些
遺

物
，
不
禁
感
慨
萬
千
，
情
不
自
禁
地
向
他
的
遺
像
深
深
鞠
躬
致
意
，
以
寄
託

我
對
這
位
傑
出
音
樂
家
的
緬
懷
和
哀
思
。
2
5
6

李
嵐

清
後

來
說

，
寫

這
篇

文
章

的
目

的
是

「
希

望
更

多
人

了
解

馬
思

聰
，

了

2
5
5
 
于

慶
新

：
〈

音
樂

家
馬

思
聰

魂
歸

故
里

始
末

〉
，

《
音

樂
生

活
》

2
0
0
8
年

第
1
0
期

。
2
5
6
 
李

嵐
清

：
〈

馬
思

聰
—

—
中

國
小

提
琴

音
樂

的
里

程
碑

〉
，

廣
州

《
南

方
日

報
》

2
0
0
6
年

4
月

3
日

。

解
他

對
祖

國
、

對
人

民
深

深
的

眷
戀

。
」
2
5
7

叛
國

？
愛

國
？

誰
來

說
個

明
白

 ?! 還
請

那
些

自
命

「
愛

國
」

、
又

喜
歡

替

別
人

扣
上

「
不

愛
國

」
帽

子
的

人
，

好
好

重
溫

馬
思

聰
的

遭
遇

。

四
、
6
0
高
齡
泅
渡
香
江
的
陳
獨
秀
女
兒

—
—
陳
子
美

「
文

革
」

期
間

偷
渡

來
港

的
，

有
一

位
名

人
之

後
—

—
中

共
創

黨
總

書
記

陳

獨
秀

的
女

兒
陳

子
美

醫
生

。
當

時
被

打
成

「
牛

鬼
蛇

神
」

，
已

是
60歲

的
高

齡
，

一
個

人
逃

到
深

圳
大

鵬
灣

，
請

人
將

自
己

捆
綁

在
一

個
鏽

跡
斑

斑
的

汽
油

桶
上

，

冒
着

生
命

危
險

，
在

海
上

漂
流

了
十

個
多

小
時

，
偷

渡
到

香
港

。
2
5
8

「
八

九
」

學
運

領
袖

王
丹

的
母

親
王

凌
雲

2000年
4月

初
在

紐
約

訪
問

過
陳

子
美

，
對

於
隻

身
偷

渡
香

港
這

一
節

，
與

東
山

濤
的

說
法

不
同

：

她
居
住
在
一
處
比
較
僻
靜
的
公
寓
樓
中
，
一
套
還
算
寬
敞
的
一
居
室
，

家
具
、
陳
設
簡
樸
無
華
，
同
中
國
大
陸
老
人
的
家
居
沒
甚
麼
兩
樣
。
見
我
們

到
來
，
老
人
很
高
興
。
我
即
告
訴
她
：
去
年
秋
天
，
我
因
工
作
關
係
去
過

安
慶
，
前
往
拜
謁
了
陳
獨
秀
先
生
的
墓
，
由
政
府
撥
款
，
正
在
整
修
。
她
聽

後
，
只
淡
淡
地
說
：
「
又
得
花
老
百
姓
的
錢
，
說
不
定
在
甚
麼
時
候
又
被
砸

了
。
」她
只
說
：
「
我
這
個
父
親
，
我
從
他
那
裏
沒
有
得
到
過
甚
麼
好
處
，
卻

因
為
他
，
受
了
很
多
苦
。
」
解
放
初
期
，
她
在
上
海
，
只
說
，
里
弄
的
居
委

會
對
她
看
管
得
很
嚴
。
她
後
來
到
了
山
東
，
最
後
來
到
廣
東
。
她
沒
有
具

體
談
自
己
在
「
文
革
」
中
的
遭
遇
。
只
說
，
當
時
，
她
的
兩
個
兒
子
在
廣
東

鄉
下
。
她
讓
他
們
練
習
游
泳
，
至
於
為
甚
麼
，
她
沒
有
對
他
們
講
。
直
到
有

一
天
，
她
去
看
望
他
們
，
回
來
後
，
她
決
心
離
開
大
陸
。
不
久
，
年
過
六
旬

的
陳
子
美
，
帶
着
兒
子
，
憑
藉
一
隻
空
油
桶
，
偷
渡
到
了
香
港
。
這
時
正
值

「
文
化
大
革
命
」
後
期
。

2
5
7
 
李

嵐
清

：
〈

在
紀

念
馬

思
聰

誕
辰

九
十

五
週

年
暨

《
馬

思
聰

全
集

》
首

發
式

上
的

書
面

講
話

〉
，

《
人

民
音

樂
》

2
0
0
8
年

第
1
期

。
2
5
8
 
東

山
濤

：
〈

「
文

革
」

前
後

粵
港

偷
渡

風
潮

〉
，

《
檢

察
風

雲
》

2
0
0
7
年

第
1
2
期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186
187

第
三
章

在
香
港
，
他
們
以
經
商
為
業
，
生
意
做
得
還
可
以
，
照
此
下
去
，
在
香

港
生
活
下
去
沒
有
問
題
。
可
是
，
一
年
多
以
後
，
陳
子
美
獨
自
一
人
以
旅
遊

簽
證
又
到
了
美
國
。
老
人
回
憶
說
：
當
時
簽
證
官
見
她
年
邁
，
不
願
意
給
她

簽
，
她
說
服
了
簽
證
官
，
方
得
以
成
行
。
老
人
很
風
趣
地
對
我
們
說
：
「
簽

證
官
被
我
說
服
後
，
說
了
一
聲
O
K
，
這
一
聲
O
K
，
我
就
再
也
沒
有
離
開
美

國
。
」
她
接
着
又
補
充
了
一
句
：
「
當
我
第
一
隻
腳
踏
上
美
國
國
土
，
我
就

沒
打
算
再
離
開
美
國
。
」
這
一
年
，
她
64歲

。

1997年
，

陳
子

美
生

了
一

場
重

病
，

花
去

了
不

少
錢

，
沒

錢
交

住
房

管
理

費
，

一
共

拖
欠

了
13,000元

。
後

經
朋

友
們

多
方

幫
助

，
還

了
大

部
份

欠
款

，
但

還
欠

6,000元
。

法
院

最
後

判
決

，
這

筆
欠

款
，

待
賣

掉
此

房
後

再
償

還
。

此
事
經
媒
體
曝
光
後
，
輿
論
認
為
，
中
國
共
產
黨
創
始
人
的
女
兒
遭
此

困
頓
，
中
國
駐
紐
約
總
領
事
館
應
出
面
幫
助
。
領
事
館
表
示
，
要
先
確
認
陳

子
美
的
身
份
，
老
人
頗
不
以
為
然
，
說
：
「
陳
獨
秀
女
兒
的
身
份
怎
麼
樣

確
定
？
」
後
來
，
領
事
館
來
了
七
、
八
位
人
員
，
說
是
來
看
望
她
，
並
帶
來

了
6,000美

元
，
說
明
此
款
是
上
海
商
會
駐
紐
約
聯
誼
會
託
他
們
代
為
轉
交

的
。
老
人
認
為
，
這
筆
錢
很
可
能
就
是
領
事
館
給
的
。
2
5
9

王
凌

雲
的

文
章

，
與

旺
文

寫
的

也
有

一
些

出
入

。
旺

文
寫

道
：

「
她

與
先

行

偷
渡

抵
港

的
與

後
夫

所
生

的
小

兒
子

，
在

香
港

短
暫

停
留

後
，

就
去

了
加

拿
大

，

在
華

人
開

的
醫

院
當

產
科

醫
生

。
積

累
了

些
錢

後
，

開
辦

了
一

家
私

人
產

科
醫

院
。

她
的

醫
道

高
明

，
很

受
華

人
的

歡
迎

。
」

「
1975年

，
陳

子
美

到
美

國
定

居
。

1997年
，

陳
子

美
在

國
內

與
前

夫
所

生
的

兩
個

女
兒

，
得

知
母

親
還

健
在

美

國
，

尋
求

外
交

部
門

的
幫

助
，

與
久

別
的

母
親

取
得

了
聯

繫
。

陳
子

美
也

曾
想

回

到
闊

別
幾

十
年

的
祖

國
看

看
，

與
親

生
女

兒
團

圓
，

但
因

年
事

已
高

，
一

直
未

能

如
願

。
」
2
6
0

2
5
9
 
王

凌
雲

：
〈

對
陳

獨
秀

之
女

的
一

次
訪

問
〉

，
《

百
年

潮
》

2
0
0
4
年

第
1
2
期

。
雜

誌
刊

登
了

王
凌

雲
與

陳
子

美
的

合
照

。
《

百
年

潮
》

是
由

中
共

黨
史

學
會

主
辦

的
月

刊
。

2
6
0
 
旺

文
：

〈
陳

子
美

的
坎

坷
人

生
〉

，
《

羊
城

晚
報

》
2
0
0
8
年

1
2
月

2
9
日

。

旺
文

沒
有

說
陳

子
美

是
怎

樣
拿

到
加

拿
大

的
行

醫
執

照
。

吳
曉

和
東

山
濤

的

文
章

都
沒

有
註

明
資

料
來

源
。

比
較

之
下

，
王

凌
雲

的
專

訪
較

為
可

信
。

2008年
4月

14日
，

陳
子

美
在

紐
約

病
逝

，
享

年
93歲

。

五
、
偷
渡

—
—
1976-1980年

代

1976年
，

「
文

革
」

結
束

，
中

國
人

民
從

極
端

的
政

治
高

壓
中

解
脫

出
來

。

一
種

前
所

未
有

的
躁

動
在

民
間

浮
現

出
來

，
逃

港
高

潮
再

一
次

來
臨

。

以
往

人
們

擔
心

偷
渡

會
被

打
為

反
革

命
，

今
回

已
不

再
避

忌
。

家
中

如
果

有
人

偷
渡

成
功

，
家

人
不

僅
不

避
嫌

，
反

而
在

外
人

面
前

炫
耀

，

更
會

大
擺

筵
席

，
大

放
鞭

炮
，

以
示

慶
祝

。

番
禺

縣
沙

灣
大

隊
，

生
產

隊
長

、
黨

支
部

書
記

和
治

保
主

任
全

部
參

與
偷

渡
，

他
們

乘
船

外
逃

之
時

，
還

有
數

十
名

村
民

到
海

邊
餞

行
。

惠
陽

縣
的

澳
頭

公
社

新
村

漁
業

大
隊

，
560多

人
，

短
短

幾
個

月
就

有
112人

偷
渡

成
功

，
大

隊
黨

支
部

的
6名

黨
員

，
除

一
名

婦
女

委
員

外
，

其
餘

5名
都

偷
渡

去
了

香
港

。

被
堵

截
或

被
港

方
遣

返
的

偷
渡

者
，

會
押

送
到

各
地

的
收

容
所

，
勞

教
幾

個
月

，
再

通
知

單
位

或
家

屬
領

人
。

廣
州

市
沙

河
收

容
所

每
天

出
入

就
有

上
百

人
，

全
是

些
20歲

上
下

、
「

要
錢

沒
有

，
要

命
有

一
條

」
的

知
識

青
年

。
他

們
下

放
到

窮
鄉

僻
壤

，
物

質
生

活
與

精
神

生
活

都
極

度
貧

困
，

不
堪

忍
受

重
體

力
勞

動
與

離
鄉

背
井

的
苦

楚
，

便
不

顧
一

切
地

逃
往

香
港

。
其

中
有

偷
渡

七
、

八
次

的
慣

犯
。

習
仲
勳
處
理
偷
渡
問
題

1978年
2月

，
中

共
中

央
決

定
，

派
習

仲
勳

坐
鎮

廣
州

，
主

持
廣

東
省

的
日

常
工

作
。

習
仲

勳
上

任
不

久
，

葉
劍

英
到

廣
東

視
察

，
以

六
言

相
贈

：
「

深
入

調
查

研

究
，

穩
妥

制
定

計
劃

，
及

時
報

告
中

央
，

按
步

執
行

實
施

，
分

清
輕

重
緩

急
，

注

意
保

密
安

全
。

」

7月
盛

夏
，

習
仲

勳
到

廣
東

剛
剛

兩
個

月
，

第
一

次
外

出
考

察
，

就
選

擇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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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港

最
嚴

重
的

寶
安

縣
。

來
到

沙
頭

角
中

英
街

，
習

仲
勳

看
到

香
港

那
邊

車
水

馬

龍
，

繁
華

熱
鬧

。
而

寶
安

這
邊

卻
破

破
爛

爛
，

蕭
條

冷
清

。
習

仲
勳

很
感

慨
，

對

身
邊

的
寶

安
縣

委
書

記
方

苞
說

：
「

解
放

快
三

十
年

了
，

那
邊

很
繁

榮
，

我
們

這

邊
卻

破
破

爛
爛

。
」

習
仲

勳
來

到
安

置
被

捕
偷

渡
者

的
蓮

塘
臨

時
收

容
站

，
和

一
個

偷
渡

者
有

一

段
對

話
：

習
：
社
會
主
義
那
麼
好
，
我
們
自
己
當
家
做
主
人
。
你
們
為
甚
麼
要
跑

到
香
港
那
邊
給
人
當
奴
僕
，
受
人
剝
削
？

偷
渡
者
：
我
們
窮
，
分
配
很
低
。
到
香
港
容
易
找
工
作
。

站
在

一
邊

的
寶

安
縣

委
書

記
方

苞
告

訴
習

仲
勳

：
有

很
多

偷
渡

到
香

港
的

人
，

找
到

工
作

後
很

快
就

可
以

寄
錢

回
家

，
家

裏
人

一
兩

年
以

後
就

可
以

蓋
新

房
。

習
仲

勳
和

福
永

公
社

鳳
凰

大
隊

支
部

書
記

文
富

祥
也

有
一

段
對

話
：

習
：
為
甚
麼
那
麼
多
人
外

逃
？

文
：
香
港
那
邊
比
我
們

好
。

習
：
好
在
哪
？

文
：
第
一
，
我
們
這
裏
世

世
代
代
面
朝
黃
土
背
朝
天
，
農

民
一
輩
子
都
是
當
農
民
，
不
僅

如
此
，
子
子
孫
孫
都
還
只
能
做

農
民
。
香
港
那
邊
不
一
樣
，
能

從
事
很
多
職
業
，
東
家
不
做
做

西
家
，
還
能
當
工
人
。
第
二
，
那
邊
東
西
多
，
甚
麼
都
有
得
買
。
我
們
這
邊

買
甚
麼
東
西
都
要
證
，
而
且
有
證
還
不
一
定
能
買
得
到
。
第
三
，
那
邊
掙
錢

多
，
買
東
西
便
宜
。
我
們
這
裏
分
配
低
，
又
買
不
到
東
西
。
所
以
老
百
姓
都

說
那
邊
好
。

習
仲

勳
聽

完
十

分
惱

火
，

責
問

文
富

祥
：

你
怎

麼
有

這
樣

的
思

想
？

你
是

甚

麼
時

候
入

黨
？

甚
麼

出
身

？
當

了
多

少
年

幹
部

？
你

的
公

餘
糧

任
務

完
成

沒
有

？

文
富

祥
回

答
：

我
家

代
代

貧
農

。
我

在
土

地
改

革
時

就
出

來
了

，
公

餘
糧

任

務
年

年
超

額
完

成
。

這
時

，
又

是
在

場
的

方
苞

打
圓

場
，

向
習

解
釋

：
文

富
祥

是
一

個
好

書
記

。

每
年

開
大

會
時

我
們

都
給

他
授

獎
的

，
他

是
我

們
縣

里
最

好
的

支
部

書
記

之
一

。

習
仲

勳
聽

了
，

心
情

逐
漸

平
靜

下
來

。

1978年
深

圳
農

民
的

年
收

入
是

134元
，

而
一

河
之

隔
的

香
港

新
界

農
民

的

年
收

入
卻

是
13,000元

港
幣

，
差

距
實

在
太

大
。

因
此

，
邊

防
地

區
普

遍
流

傳

「
辛

辛
苦

苦
幹

一
年

，
不

如
人

家
八

分
錢

」
2
6
1，

「
內

地
勞

動
一

個
月

，
不

如
香

港
幹

一
天

」
。

1979年
1至

5月
，

廣
東

省
發

生
偷

渡
外

逃
的

高
潮

，
人

數
高

達
11.9萬

多

人
，

逃
出

2.9萬
多

人
，

超
過

歷
史

上
最

多
的

1962年
年

全
年

的
外

逃
人

數
。

據
珠

海
原

市
委

書
記

吳
健

民
回

憶
，

珠
江

三
角

洲
一

些
縣

公
社

以
下

的
幹

部

作
風

不
正

，
撈

私
利

，
對

社
員

分
配

不
公

，
引

起
廣

大
社

員
的

反
感

。
加

上
1979

年
前

後
社

會
上

流
傳

：
公

安
放

寬
政

策
，

要
發

放
大

量
農

民
出

境
申

請
表

。

1979年
上

半
年

通
過

正
當

渠
道

填
表

申
請

去
港

澳
的

達
1.5萬

人
。

珠
江

三

角
洲

與
珠

海
鄰

近
幾

個
縣

一
下

子
就

發
出

4萬
多

份
出

境
申

請
表

。
但

獲
批

准
出

境
定

居
的

畢
竟

屬
少

數
，

那
些

未
獲

批
准

的
人

就
只

有
外

逃
。

此
外

，
當

時
謠

言
滿

天
飛

，
甚

麼
「

邊
防

開
放

」
，

「
廣

東
要

放
100萬

人

去
港

」
，

「
中

越
邊

境
打

仗
，

部
隊

調
走

了
，

再
不

跑
，

以
後

就
沒

有
機

會
了

」

等
等

。
來

自
惠

陽
、

東
莞

、
寶

安
等

地
80多

個
鄉

鎮
的

數
以

萬
計

群
衆

，
於

是
紛

紛
湧

向
邊

境
前

沿
，

強
衝

邊
防

。

2
6
1
 
指

寄
信

到
香

港
叫

親
屬

匯
款

回
來

的
郵

票
費

用
。

羅
湖

口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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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容
站
人
滿
為
患

1979年
年

初
起

，
港

英
當

局
對

逃
港

人
員

採
取

即
捕

即
解

的
辦

法
。

單
是

1

月
至

6月
初

，
香

港
方

面
就

遣
返

3.3萬
名

偷
渡

者
，

為
過

去
4年

多
來

遣
返

人
數

的
3.3倍

，
有

時
一

天
就

遣
回

1,000餘
人

。
而

深
圳

收
容

站
則

人
滿

為
患

，
收

容

了
超

過
10萬

人
，

比
78年

全
年

收
容

總
數

增
加

一
倍

。

時
值

夏
天

，
收

容
間

過
於

擁
擠

，
衛

生
條

件
惡

劣
，

有
時

部
份

收
容

人
員

沒

有
飯

吃
，

開
水

供
應

不
足

，
有

時
飲

生
水

也
困

難
，

受
傷

的
收

容
人

員
不

能
及

時

醫
治

等
等

。

在
遣

返
途

中
，

經
常

發
生

偷
渡

人
員

跳
車

逃
跑

，
群

眾
圍

觀
和

搶
走

偷
渡

人

員
，

以
及

多
次

發
生

偷
渡

人
員

毆
打

押
運

人
員

，
搶

奪
押

送
人

員
武

器
的

惡
性

事

件
。

據
深

圳
、

樟
木

頭
兩

個
收

容
站

反
映

，
1979年

上
半

年
，

收
容

人
員

跳
車

跑

掉
了

1萬
多

人
，

摔
死

摔
傷

200多
人

，
其

中
死

亡
40人

。

珠
海

與
澳

門
相

連
，

偷
渡

也
十

分
嚴

重
。

1979年
春

夏
間

，
珠

海
雖

然
設

立

了
70多

個
哨

站
，

日
夜

加
緊

巡
邏

，
但

偷
渡

者
絡

繹
不

絕
。

1至
4月

，
珠

海
收

容

站
累

計
收

容
5,000多

人
。

港
督

麥
理

浩
於

5月
31日

約
見

中
國

駐
港

機
構

負
責

人
，

專
門

提
出

內
地

人

口
外

流
香

港
問

題
，

反
映

了
港

英
當

局
對

偷
渡

問
題

的
關

注
。

中
央
重
視
偷
渡
潮

由
於

總
理

華
國

鋒
計

劃
7月

初
訪

問
英

國
。

偷
渡

潮
有

損
中

國
顏

面
。

6月
13日

，
國

務
院

召
開

會
議

，
李

先
念

、
余

秋
里

、
王

震
、

紀
登

奎
、

方

毅
、

陳
永

貴
、

谷
牧

、
陳

慕
華

等
領

導
人

，
聽

取
了

廣
東

省
委

常
委

寇
慶

延
關

於

廣
東

偷
渡

外
逃

情
況

的
匯

報
。

李
先

念
說

：
港

英
當

局
現

在
可

焦
急

了
，

對
外

影
響

壞
極

了
。

港
督

麥
理

浩

上
次

來
談

，
態

度
是

友
好

的
，

說
這

是
暫

時
現

象
，

相
信

中
國

是
可

以
解

決
的

。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一

條
是

宣
傳

教
育

，
二

是
政

策
上

要
給

點
壓

力
，

不
能

一
出

去

就
有

優
待

；
三

是
根

本
一

條
發

展
生

產
。

要
把

這
個

工
作

擺
到

黨
委

的
議

事
日

程

上
，

書
記

要
下

去
做

工
作

。
當

前
，

解
放

軍
上

去
，

把
口

堵
住

。
（

余
秋

里
插

話
：

確
有

壞
人

煽
動

外
逃

的
，

要
打

擊
）

政
策

上
不

能
太

軟
弱

了
。

會
後

第
二

天
，

國
務

院
、

中
央

軍
委

便
向

廣
東

省
革

命
委

員
會

、
廣

州
軍

區

發
出

〈
關

於
堅

決
制

止
廣

東
省

大
量

群
眾

偷
渡

外
逃

的
指

示
〉

：
「

要
把

迅
速

剎

住
外

逃
風

，
當

做
一

項
緊

急
任

務
，

由
黨

委
第

一
把

手
掛

帥
，

組
織

專
門

力
量

，

採
取

堅
決

有
效

措
施

，
抓

緊
、

抓
狠

、
抓

出
成

效
。

⋯
⋯

7月
5日

前
，

基
本

剎
住

外
逃

風
。

」

廣
東

省
成

立
了

由
10人

組
成

的
反

偷
渡

外
逃

領
導

小
組

，
由

習
仲

勳
任

組

長
，

廣
州

軍
區

副
司

令
員

黃
榮

海
、

寇
慶

延
任

副
組

長
。

1979年
12月

7日
，

習
仲

勳
訪

問
澳

大
利

亞
後

順
道

訪
問

香
港

。
署

理
港

督

姬
達

會
晤

習
仲

勳
，

對
內

地
居

民
非

法
來

港
問

題
，

感
到

憂
慮

。

姬
達

說
，

今
年

7月
亦

曾
一

度
有

效
地

遏
制

了
外

逃
潮

，
但

自
11月

初
偷

渡

人
數

有
所

減
少

後
，

以
後

又
繼

續
上

升
了

。
近

幾
天

港
方

平
均

每
天

已
截

獲
逾

400名
偷

渡
者

，
還

首
次

發
現

有
來

自
福

建
的

人
。

此
外

，
合

法
來

港
人

數
也

不

少
，

目
前

每
天

有
150多

人
，

兩
者

相
加

，
香

港
吃

不
消

。
故

希
望

中
方

能
儘

速

設
法

解
決

，
避

免
香

港
經

濟
因

不
勝

負
荷

而
導

致
衰

退
，

對
雙

方
都

很
不

利
。

習
仲

勳
則

重
申

了
中

方
的

一
貫

政
策

，
表

示
剎

住
外

逃
潮

，
中

方
與

港
方

是

一
致

的
。

理
解

外
逃

潮
帶

給
香

港
若

干
困

難
，

但
實

際
上

大
批

外
逃

對
中

方
的

生

產
等

方
面

影
響

更
大

。
他

還
強

調
，

中
方

已
經

並
將

進
一

步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設

法

解
決

，
即

將
召

開
的

廣
東

省
人

代
會

就
將

通
過

有
關

反
偷

渡
的

法
令

。

1980年
廣

東
的

偷
渡

外
逃

仍
然

很
嚴

重
。

據
統

計
，

截
至

10月
底

，
廣

東
發

生
偷

渡
外

逃
20萬

人
次

。
僅

1-9月
，

深
圳

市
就

收
容

外
逃

人
員

15,698人
，

其

中
港

英
遣

返
69,921人

。

逃
港
潮
有
助
促
成
改
革
開
放

現
實

使
中

央
領

導
人

認
識

到
，

只
有

發
展

生
產

，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

盡
快

縮

短
與

香
港

的
差

距
，

才
能

穩
定

人
心

，
有

效
地

剎
住

偷
渡

外
逃

風
。

在
習

仲
勳

和

廣
東

省
委

的
領

導
下

，
廣

東
提

出
設

立
特

區
的

設
想

，
並

經
中

央
批

准
同

意
。

1980年
8月

26日
，

中
國

經
濟

特
區

正
式

誕
生

。

當
年

曾
參

與
特

區
籌

建
工

作
的

原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吳

南
生

回
憶

說
：

最
令
人
感
到
高
興
和
意
外
的
是
，
在
特
區
條
例
公
佈
後
的
幾
天
，
最
困

擾
着
深
圳
—
—
其
實
也
是
最
困
擾
中
國
的
偷
渡
外
逃
現
象
，
突
然
消
失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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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確
實
實
那
成
千
上
萬
藏
在
梧
桐
山
的
大
石
後
，
樹
林
中
準
備
外
逃
的
人
群

是
完
全
消
失
了
！
沒
過
多
久
，
有
些
偷
渡
到
港
澳
去
的
人
見
家
鄉
經
濟
發
展

了
，
又
成
批
成
批
地
回
來
了
。

吳
南

生
的

憶
述

未
免

太
誇

張
。

經
濟

特
區

當
時

尚
未

如
此

立
竿

見
影

；
最

主

要
是

香
港

方
面

採
取

了
新

措
施

，
令

偷
渡

人
數

急
降

。

1980年
10月

3日
，

港
督

麥
理

浩
與

訪
港

的
中

國
外

交
部

長
黃

華
交

換
了

相

關
意

見
。

10月
19日

，
麥

理
浩

回
訪

廣
東

省
，

與
廣

東
省

領
導

人
深

入
探

討
，

並

達
成

協
定

。
10月

23日
，

香
港

立
法

局
通

過
〈

1980年
人

民
入

境
（

修
訂

）
（

第

2號
）

條
例

〉
，

宣
佈

取
消

實
施

了
近

二
十

年
的

「
抵

壘
政

策
」

（
凡

成
功

抵
達

市
區

而
又

具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人

都
發

給
香

港
身

份
證

）
，

改
為

「
即

捕
即

解
」

。

港
府

並
採

取
了

一
些

新
措

施
：

凡
屬

偷
渡

人
員

到
香

港
一

律
不

發
身

份
證

，
不

准
在

香
港

居
留

，
全

部
遣

返
內

地
。

香
港

僱
主

僱
用

偷
渡

客
者

，
罰

款
港

幣
5萬

元
，

監
禁

一
年

。

港
督

麥
里

浩
（

左
）

11月
份

，
廣

東
偷

渡
外

逃
人

員
顯

著
下

降
，

只
有

近
百

人
偷

渡
。

1984年
1月

，
鄧

小
平

第
一

次
視

察
了

深
圳

、
珠

海
兩

個
特

區
。

2月
24日

，

他
回

到
北

京
後

說
：

「
聽

說
深

圳
治

安
比

過
去

好
了

，
跑

到
香

港
去

的
人

開
始

回

來
，

原
因

之
一

是
就

業
多

，
收

入
增

加
了

，
物

質
條

件
也

好
多

了
，

可
見

精
神

文

明
說

到
底

是
從

物
質

文
明

來
的

嘛
！

」

據
港

府
統

計
，

1989年
全

年
被

捕
的

內
地

非
法

偷
渡

客
為

1.5萬
人

，
1990

年
2.7萬

人
，

1991年
2.5萬

人
，

1992年
超

過
3.5萬

人
，

一
度

有
逐

年
逐

月
上

升

的
趨

勢
。

隨
着

內
地

改
革

開
放

，
經

濟
高

速
發

展
，

人
民

生
活

有
了

很
大

改
善

。
1997

年
香

港
回

歸
，

「
個

人
遊

」
的

政
策

為
內

地
人

來
港

提
供

的
方

便
，

加
上

香
港

邊

境
反

偷
渡

系
統

的
不

斷
完

善
，

偷
渡

情
況

已
經

基
本

上
得

到
控

制
，

2006年
，

被

捕
的

內
地

非
法

偷
渡

客
已

經
大

幅
降

低
到

3,173人
。
2
6
2

2
6
2
 
本

節
參

考
資

料
：

        〈
「

文
革

」
前

後
粵

港
偷

渡
風

潮
〉

，
《

檢
察

風
雲

》
2
0
0
7
年

第
1
2
期

；
        〈

7
0
年

代
末

廣
東

開
展

的
反

偷
渡

鬥
爭

〉
，

《
嶺

南
學

刊
》

2
0
0
0
年

第
6
期

；
        〈

習
仲

勳
冷

靜
處

理
突

發
事

件
〉

，
《

刊
授

黨
校

》
2
0
0
8
年

第
7
期

；
        〈

習
仲

勳
主

政
南

粵
〉

，
《

百
年

潮
》

2
0
0
2
年

第
9
期

；
        〈

習
仲

勳
與

廣
東

反
「

偷
渡

外
逃

」
〉

，
《

百
年

潮
》

2
0
0
7
年

第
1
0
期

；
        〈

撒
向

南
海

的
巨

網
—

—
廣

東
省

公
安

邊
防

反
偷

渡
紀

實
〉

，
《

珠
江

水
運

》
1
9
9
7
年

第
7
期

；
        〈

1
9
7
0
年

代
末

反
偷

渡
外

逃
的

經
驗

教
訓

〉
，

《
特

區
實

踐
與

理
論

》
2
0
0
9
年

第
6
期

；
        〈

深
切

懷
念

習
仲

勳
同

志
〉

，
《

廣
東

黨
史

》
2
0
0
2
年

第
4
期

；
        〈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的
先
驅
者
—
—
前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習
仲
勛
的
改
革
足
跡
〉
，
《
中
華
魂
》
2009年

第
1期

；
        〈

香
港

的
中

國
大

陸
非

法
移

民
與

非
法

入
境

者
問

題
〉

，
《

人
口

研
究

》
1
9
9
7
年

第
1
期

；
        〈

從
內

地
居

民
逃

港
潮

到
港

人
北

上
定

居
潮

〉
，

《
文

史
精

華
》

2
0
0
8
年

第
2
期

；
        〈

習
仲

勳
處

理
偷

渡
外

逃
事

件
〉

，
《

黨
政

論
壇

》
2
0
0
9
年

第
1
期

；
        〈

「
內

地
逃

港
潮

」
檔

案
解

密
〉

，
《

共
產

黨
員

》
2
0
0
7
年

第
4
期

；
        《

習
仲

勳
傳

》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2
0
0
8
年

；
        〈

「
逃

港
風

潮
」

與
建

立
深

圳
特

區
〉

，
《

中
國

檔
案

》
2
0
0
8
年

第
1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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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
文
革
極
左
  六
七
暴
動
 (1967-1968 )

為
有
犧
牲
多
壯
志
，
敢
教
日
月
換
新
天
。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道
理
千
條
萬
緒
，
歸
根
結
底
，
就
是
一
句
話
：
造
反
有
理
。

—
—
毛
澤
東

1967年
，

香
港

爆
發

了
開

埠
以

來
最

嚴
重

的
政

治
騷

亂
，

史
稱

：
「

六
七

暴
動

」
，

又
稱

「
五

月
風

暴
」

、
「

反
英

抗
暴

」
。

不
同

的
稱

謂
，

反
映

了
不

同

的
立

場
。

其
實

，
「

暴
動

」
一

詞
，

在
共

產
黨

人
早

期
的

辭
彙

裏
並

非
貶

語
，

如

南
昌

暴
動

、
秋

收
暴

動
、

廣
州

暴
動

。
中

共
第

一
代

領
導

人
瞿

秋
白

30年
代

的
絕

筆
《

多
餘

的
話

》
，

提
及

的
所

有
造

反
行

動
，

皆
稱

為
暴

動
。

毛
澤

東
的

名
言

：

「
革

命
是

暴
動

，
是

一
個

階
級

推
翻

一
個

階
級

的
暴

烈
的

行
動

。
」

及
至

中
共

掌

政
，

「
暴

動
」

才
統

統
改

稱
「

起
義

」
。

「
六

七
暴

動
」

之
時

，
筆

者
只

是
一

個
12歲

的
懵

懂
少

年
，

卻
經

歷
了

很
多

畢
生

難
忘

的
第

一
次

。

第
一

次
嚐

到
催

淚
彈

的
滋

味
，

真
是

攻
鼻

刺
眼

，
催

人
淚

下
。

今
日

的
柏

景

台
，

昔
日

是
銅

鑼
灣

裁
判

署
，

左
派

示
威

者
前

來
聲

援
被

捕
上

法
庭

的
同

志
，

警

方
施

放
催

淚
彈

驅
散

群
眾

。
相

隔
一

條
馬

路
的

皇
仁

書
院

提
早

放
學

，
誠

惶
誠

恐

急
步

走
路

回
家

時
，

嚐
到

了
滋

味
。

即
使

用
毛

巾
手

帕
蒙

着
鼻

，
也

擋
不

住
遠

處

飄
來

的
催

淚
氣

體
。

第
一

次
看

見
一

位
皇

仁
學

長
在

師
生

面
前

公
然

挑
戰

洋
校

長
。

這
位

高
材

生

後
來

被
判

刑
。

第
一

次
在

中
環

目
睹

了
飛

行
集

會
—

—
一

群
白

襯
衫

、
藍

褲
的

人
突

然
湧

到

馬
路

中
心

，
高

喊
口

號
示

威
遊

行
，

但
很

快
就

四
散

，
混

入
人

群
之

中
。

第
一

次
在

百
米

外
眺

望
全

副
盔

甲
的

軍
火

專
家

在
電

車
路

軌
旁

，
小

心
翼

翼

地
拆

解
一

個
疑

似
炸

彈
的

物
體

，
周

圍
有

沙
包

圍
住

，
然

後
是

一
響

不
算

太
大

的

爆
炸

聲
，

冒
出

少
量

煙
霧

。
也

搞
不

清
楚

到
底

是
物

體
本

身
爆

炸
，

還
是

引
爆

物

爆
炸

。
反

正
軍

火
專

家
無

恙
，

任
務

完
成

，
人

群
散

去
。

第
一

次
經

歷
軍

警
如

臨
大

敵
，

逐
家

逐
戶

拍
門

緝
捕

「
暴

徒
」

。
北

角
這

一

塊
屬

於
紅

區
。

新
都

城
大

廈
和

後
面

三
座

福
字

號
的

大
廈

—
—

幸
福

、
鴻

福
、

百

福
，

都
是

左
派

商
人

王
寬

誠
開

發
的

物
業

。
而

相
隔

一
條

英
皇

道
的

僑
冠

大
廈

，

發
展

商
是

中
資

的
僑

光
置

業
公

司
，

更
是

左
派

的
大

本
營

。
僑

冠
是

商
務

印
書

館

的
印

刷
廠

房
拆

卸
後

興
建

的
，

樓
下

是
華

豐
國

貨
公

司
。

這
一

區
也

有
「

小
福

建
」

之
稱

，
很

多
原

籍
福

建
的

愛
國

華
僑

在
菲

律
賓

謀
生

，
把

眷
屬

留
在

香
港

。

記
憶

中
，

這
一

帶
原

來
是

叫
「

小
上

海
」

。
王

寬
誠

就
是

浙
江

寧
波

人
。

我

唸
書

的
蘇

浙
小

學
，

和
它

的
中

學
部

—
—

蘇
浙

公
學

，
坐

落
在

北
角

清
華

街
，

暴

動
期

間
，

這
裏

曾
有

一
對

無
辜

小
姊

弟
被

炸
彈

炸
死

；
菸

草
業

老
闆

何
英

傑
（

香

港
人

熟
知

的
已

故
大

慈
善

家
何

伯
、

星
島

報
業

集
團

老
闆

何
柱

國
的

祖
父

）
開

辦

的
香

港
煙

草
有

限
公

司
的

工
廠

也
是

在
這

裏
（

早
已

改
建

成
北

角
工

業
大

廈
）

。

跟
隨

何
伯

從
上

海
來

香
港

打
工

的
，

包
括

我
父

親
在

內
的

一
大

批
夥

計
和

家
眷

，

也
都

住
在

這
一

區
。

那
時

我
家

從
北

角
馬

寶
道

，
搬

進
新

落
成

、
單

位
售

價
三

萬

元
的

新
都

城
大

廈
不

久
，

從
二

房
東

升
級

為
分

期
付

款
的

小
業

主
。

8月
某

日
，

軍
警

包
圍

了
僑

冠
、

新
都

城
大

廈
這

一
帶

，
重

點
是

對
付

僑

冠
。

除
地

面
強

攻
，

還
出

動
直

升
機

在
僑

冠
大

廈
上

空
盤

旋
，

空
降

軍
警

，
上

下

夾
擊

，
強

行
入

屋
搜

捕
嫌

疑
人

。
漢

華
中

學
校

長
黃

建
立

就
是

在
僑

冠
的

家
中

被

捕
的

。
學

友
社

（
那

時
的

全
名

是
：

學
友

中
西

舞
蹈

研
究

社
）

也
有

被
搜

查
。

軍
警

也
有

搜
查

新
都

城
，

似
乎

較
為

寬
鬆

。
我

家
沒

有
任

何
政

治
背

景
，

警

察
只

在
鐵

閘
外

看
一

眼
，

問
一

兩
句

家
裏

有
甚

麼
人

之
類

的
話

，
就

走
了

。

第
一

次
在

華
豐

國
貨

公
司

被
打

破
的

玻
璃

櫥
窗

，
看

到
陳

列
了

港
英

警
察

鎮

壓
愛

國
同

胞
的

一
組

黑
白

照
片

—
—

其
中

一
張

印
象

特
別

深
。

一
位

名
叫

許
雲

程

的
左

派
《

經
濟

導
報

》
記

者
，

鼻
孔

流
血

，
仁

中
位

置
仿

似
留

了
一

束
比

希
特

勒

要
粗

得
多

的
鬍

子
，

依
然

挺
直

腰
桿

，
與

示
威

的
同

伴
依

偎
在

一
起

，
橫

眉
怒

對

面
前

的
防

暴
警

。
地

點
是

中
環

希
爾

頓
酒

店
，

即
今

日
的

長
江

中
心

。
十

多
年

後

在
一

次
採

訪
場

合
碰

見
過

真
人

，
比

起
照

片
得

來
的

印
象

，
黑

實
矮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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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感
性

認
識

，
對

很
多

實
際

投
入

到
「

反
英

抗
暴

」
或

「
反

共
鎮

暴
」

，

特
別

是
身

受
其

害
的

人
來

說
，

實
在

是
太

微
不

足
道

，
太

小
兒

科
了

。
但

卻
是

我

上
的

第
一

堂
政

治
啓

蒙
課

—
—

政
治

鬥
爭

的
勢

不
兩

立
、

偏
執

、
荒

唐
、

殘
酷

、

血
腥

、
暴

力
。

如
今

，
重

新
檢

視
這

段
歷

史
，

更
覺

得
劣

質
的

政
治

鬥
爭

，
是

最
大

的
犯

罪
。

不
單

殘
害

人
的

肉
體

，
荼

毒
人

的
思

想
，

扭
曲

人
的

心
性

，
還

把
整

個
社

會

撕
裂

，
留

下
難

以
修

復
的

傷
痕

。

香
港
騷
亂
造
成
的
惡
果
（
1967年

5月
11日

－
1968年

6月
1日
）
：

死
亡

：
51人

受
傷

：
848人

拘
捕

：
4,498人

定
罪

：
2,077人

樓
宇

損
壞

：
122幢

車
輛

損
壞

：
162輛

警
方

施
放

催
淚

彈
：

90個
場

合

警
方

施
放

實
彈

：
87個

場
合

炸
彈

爆
炸

：
253次

真
炸

彈
：

1,525枚

假
炸

彈
：

4,917枚

誤
報

或
虛

報
有

炸
彈

：
2,645次

2
6
3

想
到

在
「

六
七

暴
動

」
中

犧
牲

性
命

的
所

有
人

—
—

平
民

百
姓

（
不

論
左

、

中
、

右
）

、
執

法
警

察
（

不
分

華
洋

）
、

英
國

拆
彈

專
家

、
尼

泊
爾

的
啹

喀
士

兵
，

以
致

於
無

辜
受

牽
連

而
被

迫
害

致
死

的
內

地
同

胞
。

無
論

他
們

是
在

天
國

，

還
是

在
黃

泉
，

但
願

他
們

得
到

安
息

。

還
有

大
批

被
關

押
在

監
獄

裏
的

左
派

人
士

。

「
六

七
暴

動
」

離
開

我
們

快
有

半
個

世
紀

了
。

它
留

下
了

無
數

血
的

教
訓

，

2
6
3
 
英

國
外

交
及

聯
邦

事
務

部
文

件
T
N
A
, F

C
O
 4
0
/5
3
, S

e
ria

l N
o
. 1

1
5
, Ju

n
e
 1
9
6
8
，

轉
引

自
：
M
a
y D

a
ys 

in
 H

o
n
g
 K
o
n
g
, p

.7
。

人
們

有
認

真
吸

取
嗎

？

一
、
1
9
6
7
，
山
雨
欲
來
風
滿
樓

—
—
《
陳
君
葆
日
記
》
透
露
的
信
息

1967年
，

內
地

文
化

大
革

命
正

愈
演

愈
烈

，
一

大
批

高
官

被
貶

為
「

走
資

本

主
義

的
當

權
派

」
而

遭
受

批
鬥

。
幾

十
年

來
一

直
追

隨
中

共
、

政
治

觸
覺

敏
銳

的

陳
君

葆
，

也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1月
15日

，
他

在
日

記
寫

道
：

為
甚
麼
已
數
十
年
同
甘
共
苦
搞
革
命
的
人
，
出
生
入
死
，
曾
參
加
過
萬

里
長
征
，
曾
共
過
大
鍋
飯
，
到
此
時
大
功
告
成
，
卻
一
個
個
地
會
變
成
反

動
，
變
成
牛
鬼
蛇
神
？
周
恩
來
受
到
大
字
報
攻
擊
，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看
來

要
被
推
下
來
了
，
陶
鑄
的
宣
傳
部
長
，
才
登
壇
未
幾
，
烏
紗
帽
才
戴
上
頭

來
，
一
聲
號
令
未
施
，
便
被
拖
下
來
遊
街
示
眾
！
已
知
其
有
站
在
「
當
權

派
」
一
邊
的
嫌
疑
，
又
何
必
讓
他
上
台
，
掌
握
大
權
，
然
後
罪
他
。
是
給

他
，
使
他
先
入
圈
套
，
然
後
揭
發
他
的
「
黑
」
的
罪
狀
，
以
警
其
尤
呢
？
抑

或
鬥
爭
中
有
難
言
之
隱
！
這
也
是
局
外
人
不
得
其
解
者
！
目
前
來
說
，
佐
命

者
惟
周
恩
來
、
林
彪
、
陳
伯
達
、
江
青
等
數
人
，
寥
寥
若
晨
星
，
寧
無
孤
單

之
懼
！
然
而
真
正
為
的
是
甚
麼
，
也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林
彪

、
陳

伯
達

、
江

青
三

人
後

來
也

不
得

善
終

。

1月
25日

：

北
望
神
州
，
其
若
欲
哭
無
淚
，
像
失
了
中
心
似
的
！
將
從
甚
麼
地
方
得

些
慰
藉
以
解
我
憂
呢
！

橫
掃

千
軍

如
捲

席
。

在
「

文
革

」
狂

飆
的

煽
動

下
，

港
澳

也
劫

數
難

逃
。

左

派
在

澳
門

打
響

了
頭

炮
。

1966年
12月

3日
，

澳
門

發
生

了
史

稱
「

一
二

．
三

」
事

件
的

騷
亂

。
儘

管

陳
君

葆
對

「
文

革
」

大
惑

不
解

，
只

要
中

方
一

聲
號

令
，

他
還

是
有

求
必

應
，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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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效

勞
。

陳
君

葆
在

1967年
1月

29日
記

下
的

日
記

，
現

在
看

來
，

也
是

很
「

左
」

的
：

《
文
匯
報
》
黃
永
和
打
電
話
來
，
說
澳
門
葡
萄
牙
政
府
已
簽
認
罪
書
承

擔
一
切
罪
責
一
事
，
發
表
談
話
，
寫
了
書
面
意
見
如
下
：
「
我
們
澳
門
同
胞

抗
暴
反
迫
害
鬥
爭
，
經
過
兩
個
月
時
間
，
終
於
獲
得
全
部
勝
利
⋯
⋯
這
次
勝

利
不
但
說
明
了
人
民
群
眾
的
力
量
偉
大
與
不
可
侮
，
更
顯
示
了
毛
澤
東
思
想

的
偉
大
與
戰
無
不
勝
的
真
理
。
這
是
一
場
反
帝
鬥
爭
的
勝
利
⋯
⋯
帝
國
主
義

是
紙
老
虎
，
要
把
它
戳
穿
，
它
就
原
形
畢
露
⋯
⋯
這
次
鬥
爭
勝
利
，
澳
門
同

胞
奮
袂
而
起
，
不
屈
不
撓
，
始
終
抱
着
絕
不
退
讓
的
精
神
，
奮
勇
鬥
到
底
，

這
是
最
值
得
我
們
欽
敬
的
。
我
想
全
世
界
的
革
命
人
民
對
此
當
有
同
感
。

左
派

在
澳

門
嚐

到
甜

頭
，

埋
下

了
香

港
不

得
安

寧
的

伏
筆

。
但

是
港

英
不

是

澳
葡

。
結

果
釀

成
了

香
港

史
上

最
嚴

重
的

騷
亂

。
就

在
5月

6日
新

蒲
崗

人
造

花
廠

發
生

衝
突

當
天

，
對

政
治

敏
感

的
陳

君
葆

已
憂

心
忡

忡
。

5月
6日

：

香
港
發
生
事
件
也
逐
漸
多
了
。
南
豐
紗
廠
毆
打
工
人
的
事
件
，
至
今
已

兩
個
多
月
，
香
港
人
造
花
廠
工
人
反
對
資
方
無
理
除
人
；
青
洲
英
泥
廠
工
人

抗
議
資
方
無
理
關
廠
事
件
；
而
最
近
發
生
的
，
九
龍
城
寨
居
民
抗
議
香
港
英

當
局
製
造
暴
行
事
件
。
這
些
事
件
發
展
起
來
，
怕
比
澳
葡
事
件
更
形
棘
手
。

5月
9日

：

寫
給
雲
湘

（
女

兒
，

當
時

在
內

地
）
的
信
⋯
⋯
把
日
來
在
港
九
所
發
生

的
事
件
，
以
及
我
愛
國
同
胞
，
各
方
面
職
工
紛
紛
支
援
鬥
爭
，
聲
討
港
英
當

局
壓
制
工
人
的
暴
行
等
情
況
，
也
大
概
寫
上
告
訴
她
們
。
看
來
這
也
可
能
是

不
只
為
「
星
星
之
火
」
了
。
也
許
比
「
澳
葡
事
件
」
還
要
擴
大
！

今
日
報
紙
又
詳
細
地
報
道
了
：
人
造
花
廠
工
人
抗
議
港
英
當
局
逮
捕
工

人
的
暴
行
，
南
豐
紗
廠
工
人
的
反
迫
害
運
動
情
況
，
青
洲
英
泥
廠
工
人
的
繼

續
抗
議
，
反
迫
害
；
又
新
華
社
職
工
開
會
聲
討
港
英
當
局
暴
行
，
支
援
愛
國

同
胞
反
迫
害
鬥
爭
等
情
況
。

陳
君

葆
日

記
充

份
說

明
：

人
造

花
廠

的
衝

突
並

非
偶

發
的

單
一

事
件

，

「
六

七
暴

動
」

是
與

內
地

「
文

革
」

、
澳

門
「

一
二

．
三

」
事

件
一

脈
相

連
，

是

狂
熱

政
治

氣
氛

下
的

產
物

。

華
僑

日
報

《
香

港
年

鑑
》

記
錄

1967年
4、

5月
間

接
連

發
生

的
工

潮
，

可
見

形
勢

的
嚴

峻
。

4月
13日

：
香

港
中

央
上

海
的

士
公

司
部

份
工

友
怠

工
。

14日
：

中
央

上
海

兩
的

士
公

司
因

工
潮

宣
佈

關
廠

出
售

車
輛

。

17日
：

九
龍

兩
的

士
公

司
又

發
生

怠
工

風
潮

。

21日
：

中
央

上
海

的
士

工
潮

解
決

，
勞

資
達

成
協

議
。

28日
：

九
龍

大
中

的
士

公
司

宣
佈

賣
車

關
廠

。

5月
1日

：
青

洲
英

泥
廠

工
潮

陷
僵

持
狀

態
。

4日
：

青
洲

英
泥

廠
受

工
潮

影
響

宣
佈

關
廠

。

二
、
澳
門
「
一
二
．
三
」
事
件

—
—
「
六
七
暴
動
」
的
前
奏

「
1966年

『
一

二
．

三
』

事
件

的
發

端
，

是
一

樁
本

來
無

足
輕

重
的

小

事
。

」
專

研
澳

門
的

學
者

吳
志

良
說

的
這

樁
小

事
，

就
是

指
氹

仔
修

校
舍

事

件
。
2
6
4

「
氹

仔
修

校
舍

事
件

本
來

不
應

該
弄

到
這

田
地

，
鬧

得
這

麼
大

，
是

受
了

大

陸
『

文
革

』
過

激
情

緒
影

響
的

結
果

。
」

《
何

賢
傳

》
兩

位
中

方
報

人
寫

得
更

坦

白
。
2
6
5

當
時

在
澳

門
主

持
賭

業
的

何
鴻

燊
也

有
一

段
非

常
坦

率
的

憶
述

：

最
困
難
的
歲
月
之
一
是
1966年

的
政
治
危
機
—
—
「
一
二
．
三
」
事

2
6
4
 
吳

志
良

：
《

澳
門

政
治

制
度

史
》

，
廣

東
省

出
版

集
團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1
0
年

1
月

，
1
9
7
-2
1
7
頁

。
作

者
通

曉
葡

萄
牙

文
，

此
書

是
他

根
據

1
9
9
7
年

在
南

京
大

學
歷

史
系

完
成

的
博

士
論

文
增

補
而

成
。

2
6
5
 
關

振
東

，
陳

樹
榮

：
《

何
賢

傳
》

，
澳

門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1
2
月

，
9
9
-1
0
0
頁

。
關

振
東

，
歷

任
《

南
方

日
報

》
文

藝
部

主
任

兼
《

南
方

週
末

》
報

主
編

。
陳

樹
榮

，
《

澳
門

日
報

》
副

總
編

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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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所
有
賭
場
的
經
理
都
離
棄
了
我
。
他
們
被
嚇
壞
了
，
全
都
回
香
港
去

了
。
華
人
與
澳
葡
當
局
對
抗
以
顯
示
他
們
對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支
持
。
儘
管
澳

葡
當
局
對
他
們
不
薄
，
他
們
仍
不
滿
意
，
設
法
尋
找
一
些
小
事
端
，
將
局
面

搞
亂
，
使
其
演
變
成
一
場
大
暴
亂
。
2
6
6

1966年
年

底
，

氹
仔

坊
眾

因
辦

學
需

要
擴

充
校

舍
，

入
稟

行
政

局
申

請
但

遲

遲
未

覆
。

校
方

在
等

候
動

工
許

可
的

同
時

，
先

行
搭

棚
施

工
。

11月
15日

，
行

政
局

代
局

長
晏

德
地

（
R
ui de A

ndrade）
途

經
坊

眾
學

校
，

發
現

搭
起

了
棚

架
，

派
警

察
查

詢
為

何
未

經
批

准
就

動
工

，
並

加
以

勸
止

，

工
人

不
聽

勸
阻

，
衝

突
由

此
而

生
，

造
成

24人
受

傷
，

6人
被

捕
。

《
何

賢
傳

》
說

：
「

當
時

如
果

有
人

告
訴

何
賢

，
由

他
出

面
同

澳
門

當
局

論

論
理

、
說

說
情

，
補

辦
個

手
續

，
事

情
也

就
一

了
百

了
。

可
氹

仔
坊

會
一

下
子

就

與
澳

葡
當

局
對

峙
起

來
。

」

衝
突

發
生

後
，

氹
仔

坊
會

找
崔

德
祺

出
面

向
澳

葡
當

局
交

涉
，

要
求

將
被

捕

的
六

人
保

釋
。

澳
葡
當
局
態
度
十
分
強
硬
，
說
：
「
保
人
可
以
，
但
保
釋
後
仍
然
要
罰

款
！
」
坊
泉
的
人
們
一
聽
跳
起
來
，
群
情
洶
湧
，
提
出
「
反
帝
、
反
迫
害
」

鬥
爭
，
於
是
全
澳
舉
行
罷
工
罷
市
，
並
成
立
了
制
裁
小
組
，
用
行
動
制
裁
澳

葡
當
局
。
2
6
7

18日
，

氹
仔

居
民

向
澳

葡
當

局
提

出
五

項
要

求
：

懲
兇

；
不

要
阻

撓
辦

學
；

澳
葡

警
察

打
傷

人
要

賠
償

；
撤

銷
被

警
方

判
入

獄
、

准
緩

刑
之

案
件

；
保

證
以

後

不
再

有
同

樣
事

情
發

生
。

剛
到

澳
門

履
新

幾
天

的
總

督
嘉

樂
庇

（
N

obre de C
arvalho）

已
打

算
讓

2
6
6
 
麥

潔
玲

：
《

說
吧

，
澳

門
》

，
根

據
英

文
原

著
譯

成
。

Jill M
c
G
ive

rin
g
：
M
a
c
a
o
 R

e
m
e
m
b
e
rs，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英
、

中
文

版
同

時
在

1
9
9
9
年

出
版

，
1
1
1
-1
1
4
頁

。
作

者
是

B
B
C
（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
駐

香
港

記
者

。
2
6
7
  《

何
賢

傳
》

，
1
0
0
頁

。
引

文
提

到
的

「
坊

泉
」

，
應

作
：

坊
眾

。
何

賢
當

時
是

中
、

葡
、

澳
三

方
公

認
的

華
人

領
袖

。
他

的
兒

子
何

厚
鏵

是
澳

門
首

任
特

首
、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

崔
德

祺
是

澳
門

現
任

特
首

崔
世

安
的

叔
父

。

步
。

他
在

29日
接

見
工

商
界

代
表

，
對

氹
仔

事
件

深
表

遺
憾

，
聲

稱
動

用
警

察
處

理
建

校
事

件
殊

為
失

當
，

要
嚴

懲
犯

錯
的

警
察

和
文

職
人

員
，

並
承

諾
成

立
官

方

和
民

間
組

成
的

調
查

委
員

會
徹

查
事

件
。

但
無

補
於

事
。

抗
議

持
續

升
級

。
總

督

府
每

天
都

有
抗

議
示

威
的

人
群

。

12月
3日

中
午

，
總

督
府

門
前

終
於

發
生

衝
突

。
警

察
用

警
棍

、
防

暴
水

車
驅

散
示

威
者

。
下

午
3時

，
衝

突
加

劇
，

警
車

被
推

翻
搗

毀
，

法
院

門
前

的
歐

維
士

石
像

之
手

被
敲

爛
。

市
政

廳
前

美
士

基
打

銅
像

被
摧

毀
，

群
眾

衝
擊

市
政

廳
，

警
方

出
動

防
暴

車
，

掃
射

水
喉

，
驅

趕
示

威
者

。
4時

半
左

右
，

群
眾

操
往

警
廳

，
防

暴
警

察
施

放
催

淚
彈

，
並

開
槍

射
擊

，
造

成
兩

人
死

亡
。

總
督

頒
令

戒

嚴
。

史
稱

「
一

二
．

三
」

事
件

。

澳
門

《
華

僑
報

》
翌

日
報

道
當

晚
的

情
況

：
「

入
夜

後
，

6時
開

始
宵

禁
，

在
市

政
廳

及
整

條
新

馬
路

、
荷

蘭
園

區
內

，
由

防
暴

警
察

配
合

軍
人

在
街

上
巡

邏
，

維
持

治
安

。
新

馬
路

區
在

宵
禁

未
幾

，
曾

放
數

槍
。

晚
上

9時
左

右
，

荷
蘭

園
區

，
曾

聞
數

聲
機

關
槍

響
。

」

其
後

幾
天

又
有

數
人

在
街

上
遭

槍
殺

。
據

官
方

統
計

，
共

有
8人

被
打

死
，

212人
受

傷
，

40多
人

被
捕

入
獄

。

12月
5日

，
澳

門
中

華
學

生
聯

合
總

會
發

表
《

告
全

澳
同

學
書

》
，

向
澳

葡

政
府

提
出

五
項

要
求

：

1、
全

部
接

納
和

實
現

氹
仔

居
民

所
提

出
的

五
項

要
求

。

2、
懲

辦
指

揮
鎮

壓
愛

國
師

生
的

主
兇

傅
基

利
（

C
alvao de Figueiredo）

。

3、
立

即
停

止
開

槍
掃

射
澳

門
同

胞
的

罪
行

。

4、
對

被
害

者
負

責
賠

償
一

切
損

失
。

5、
保

證
今

後
不

再
發

生
鎮

壓
澳

門
同

胞
的

殘
暴

事
件

。

柿
子

挑
軟

的
捏

。
北

京
當

時
根

本
就

不
把

軟
弱

的
澳

葡
政

府
放

在
眼

裏
，

只

是
派

廣
東

省
政

府
出

面
交

涉
，

對
澳

葡
施

加
的

壓
力

則
層

層
加

碼
。

7日
，

廣
東

省
領

導
人

在
集

會
上

講
話

，
支

持
澳

門
同

胞
的

鬥
爭

。
廣

州
紅

衛
兵

游
行

示
威

聲
援

。

10日
，

廣
東

省
外

事
處

奉
命

對
澳

葡
政

府
提

出
強

烈
抗

議
和

四
項

要
求

。
除

了
日

前
氹

仔
居

民
和

澳
門

學
生

會
的

要
求

，
還

加
上

了
：

嚴
懲

護
督

、
陸

軍
司

令

施
維

納
（

M
ota C

erveira）
、

警
察

副
廳

長
顏

端
（

V
az A

ntunes）
、

行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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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局

長
晏

德
地

。

廣
東

省
人

民
委

員
會

外
事

處
並

針
對

澳
門

的
國

民
黨

勢
力

，
要

澳
葡

政
府

「
切

實
保

證
今

後
決

不
允

許
蔣

匪
特

務
在

澳
門

進
行

任
何

活
動

，
並

把
1963年

6

月
澳

門
葡

萄
牙

當
局

侵
入

中
國

水
域

搶
走

的
七

名
蔣

匪
特

務
立

即
交

還
中

國
政

府

處
理

」
。

11日
，

葡
萄

牙
政

府
召

開
緊

急
內

閣
會

議
。

外
交

部
長

諾
格

拉
（

Franco 

N
ogueira）

在
回

憶
錄

《
一

個
政

治
家

的
自

白
》

透
露

他
當

時
在

會
上

說
，

「
寧

願
看

見
總

督
受

辱
（

只
要

不
公

開
地

）
並

保
住

澳
門

，
而

不
想

看
到

總
督

被
打

死

的
同

時
，

還
丟

掉
澳

門
。

（
國

防
部

長
）

阿
拉

烏
若

（
G

om
es de A

raujo）
完

全
站

在
我

這
邊

。
」

12月
12日

晚
上

，
澳

門
政

府
發

出
通

告
：

決
定

全
部

接
受

廣
東

省
外

事
處

發

表
聲

明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

不
過

，
事

件
並

未
平

息
。

澳
門

左
派

要
總

督
詳

列
有

關
要

求
的

公
開

認
罪

書
，

引
致

葡
萄

牙
朝

野
極

大
反

彈
。

一
直

拖
到

1月
28日

，
總

督
嘉

樂
庇

終
於

簽

署
了

〈
澳

門
政

府
對

華
人

各
界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抗
議

書
的

答
覆

〉
，

接
納

了
澳

門

中
國

居
民

代
表

所
提

的
全

部
要

求
。

葡
方

承
認

，
嘉

樂
庇

是
忍

辱
負

重
，

「
成

為

時
代

的
犧

牲
品

」
。

1月
29日

，
嘉

樂
庇

派
秘

書
長

往
拱

北
向

廣
東

省
外

事
處

遞
交

〈
實

施
條

款
〉

，
又

添
加

了
兩

款
：

1、
驅

逐
所

有
在

澳
門

的
蔣

幫
特

務
出

境
。

2、
徹

底
肅

清
蔣

幫
的

團
體

、
組

織
、

機
構

和
人

員
。

3、
禁

止
任

何
組

織
、

機
構

、
團

體
或

個
人

懸
掛

或
使

用
蔣

幫
旗

幟
、

徽

誌
、

稱
號

和
招

牌
。

4、
禁

止
蔣

幫
特

務
進

入
澳

門
。

5、
今

後
如

再
有

蔣
幫

特
務

利
用

澳
門

進
行

任
何

反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活
動

時
，

澳
門

政
府

⋯
⋯

即
將

之
逮

捕
並

移
交

廣
東

省
人

民
委

員
會

有
關

部
門

處

理
。

6、
凡

由
中

國
內

地
偷

渡
進

入
澳

門
的

人
，

應
加

逮
捕

送
交

廣
東

省
人

民
委

員
會

有
關

部
門

。

結
果

，
國

民
黨

澳
門

支
部

、
中

央
社

駐
澳

門
機

構
、

澳
門

工
團

總
會

、
澳

門

中
華

自
由

教
師

聯
合

會
、

流
亡

澳
門

難
胞

總
會

、
廣

東
省

流
澳

難
胞

同
鄉

聯
誼

會
、

華
僑

救
國

總
會

澳
門

辦
事

處
等

機
構

全
部

掃
地

出
門

，
絕

跡
澳

門
。

從
此

，
澳

門
成

為
「

半
個

解
放

區
」

。
2
6
8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賭

王
何

鴻
燊

在
「

一
二

．
三

」
事

件
中

完
全

站
在

澳
葡

政

府
一

方
，

與
澳

門
左

派
對

着
幹

。
這

位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詳

細
講

述
他

如
何

為
新

總

督
嘉

樂
庇

准
將

出
謀

獻
策

，
鼓

勵
他

不
要

完
全

屈
服

於
中

方
：

你
的
立
場
得
強
硬
些
。
如
果
你
在
這
件
事
情
上
讓
步
，
以
後
將
不
會
再

有
人
來
澳
門
了
。
他
們
向
你
提
出
了
五
項
要
求
。
如
果
我
是
你
，
我
會
滿
足

其
中
一
、
兩
項
，
而
拒
絕
政
府
最
難
接
受
的
其
他
三
項
。

此
時
鬥
爭
委
員
會
成
員
何
賢
進
來
，
勸
說
總
督
投
降
，
接
受
全
部
五
項

要
求
⋯
⋯
他
們
拉
倒
雕
像
，
焚
燒
文
件
，
燒
毀
市
政
廳
⋯
⋯
在
經
歷
了
大
約

一
天
的
對
抗
後
，
總
督
下
令
實
行
宵
禁
。
一
些
士
兵
想
逞
能
。
八
個
無
辜
平

民
被
打
死
了
。

他
們
開
始
聯
合
抵
制
所
有
的
葡
萄
牙
人
。
兩
個
星
期
後
，
我
不
得
不
關

閉
賭
場
⋯
⋯

總
督
幾
乎
每
隔
一
天
都
要
召
見
我
。
他
說
：
「
我
已
經
受
夠
了
⋯
⋯
我

們
捲
鋪
蓋
走
人
好
了
。
」

我
對
總
督
說
：
「
這
些
示
威
是
為
了
支
持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
但
是
中
國

中
央
政
府
或
許
並
不
希
望
你
離
去
。
」

全
世
界
的
人
都
會
知
道
他
是
在
脅
迫
之
下
簽
署
這
份
文
件
的
。
2
6
9

「
一

二
．

三
」

事
件

中
的

受
傷

人
數

以
及

槍
擊

如
何

發
生

，
土

生
葡

人
和

華

人
之

間
至

今
爭

論
不

休
。

澳
葡

最
後

一
屆

政
府

署
理

總
督

黎
祖

智
博

士
（

土
生

葡
人

）
認

為
：

「
確

實

是
中

國
大

陸
『

文
革

』
的

結
果

。
只

要
有

一
點

點
火

星
，

就
能

讓
混

亂
的

局
勢

2
6
8
 
以

上
內

容
取

材
自

吳
志

良
：

《
澳

門
政

治
制

度
史

》
；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教
授

黃
啟

臣
：

《
澳

門
通

史
》

，
廣

東
教

育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5
月

，
4
9
8
-5
0
3
頁

；
黃

鴻
釗

：
《

澳
門

簡
史

》
，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
1
9
9
9
年

1
0

月
，

3
2
2
-3
2
6
頁

。
「

蔣
匪

」
、

「
蔣

幫
」

泛
指

台
灣

的
國

民
黨

政
府

，
是

1
9
5
0
－

7
0
年

代
大

陸
的

慣
用

語
。

2
6
9
 
麥

潔
玲

：
《

說
吧

，
澳

門
》

，
1
1
1
-1
1
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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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整

個
澳

門
演

變
成

騷

亂
。

當
時

的
中

國
人

們

都
極

不
理

智
⋯

⋯
我

以

為
那

是
澳

門
的

末
日

。

我
想

那
時

大
多

數
人

都

這
麼

想
。

」

澳
門

出
口

公
司

合

夥
人

吳
榮

恪
說

：
「

我

記
得

看
見

幾
個

中
國

人

在
街

上
無

端
地

攻
擊

一

個
葡

萄
牙

人
，

把
他

痛

打
了

一
頓

。
」

和
吳

榮
恪

合
夥

的

老
闆

是
葡

萄
牙

人
，

因
為

無
法

應
付

這
場

政
治

亂
局

，
忍

受
不

了
葡

萄
牙

人
大

丟

顏
面

，
死

於
心

臟
病

突
發

。
2
7
0

當
時

是
香

港
政

府
的

新
界

理
民

官
、

後
來

任
布

政
司

的
鍾

逸
傑

（
D

avid 

A
kers Jones）

回
憶

：
「

1967年
，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浩
劫

開
始

。
我

們
目

睹
英

國

駐
澳

門
領

事
被

迫
站

在
烈

日
下

，
忍

受
群

眾
的

辱
罵

。
然

後
，

他
從

澳
門

撤
來

香

港
再

也
不

回
去

了
。

」
2
7
1

澳
門

（
M

acao）
這

個
專

有
名

詞
，

在
英

國
及

港
英

政
府

官
員

的
口

中
變

成

了
動

詞
。

G
overnor D

avid T
rench said at an off-the-record press briefing in 

L
ondon that the R

ed G
uards' aim

 w
as‘

to M
acao us’

. 
2
7
2

譯
文
：

當
時

的
港

督
戴

麟
趾

在
倫

敦
一

次
記

者
吹

風
會

上
說

：
紅

衛
兵

的
目

的
是

要
把

我
們

變
成

澳
門

。

「
左

派
在

澳
門

的
勝

利
，

猶
如

給
香

港
左

派
打

了
一

劑
強

心
針

，
香

港
左

派
人

馬
實

地
到

澳
門

觀
摩

鬥
爭

策
略

。
」

羅
海

雷
寫

道
。

他
的

父
親

羅
孚

，
時

2
7
0
 
麥

潔
玲

：
《

說
吧

，
澳

門
》

，
1
1
1
-1
1
4
頁

。
2
7
1
 
陶

傑
譯

：
《

石
點

頭
—

—
鍾

逸
傑

回
憶

錄
》

，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4
年

，
6
7
頁

。
2
7
2
 
Ia
n
 S
c
o
tt, P

o
litic

a
l C

h
a
n
g
e
 a
n
d
 th

e
 C

risis o
f L

e
g
itim

a
c
y
, p

.9
7
.

任
《

大
公

報
》

副
總

編
輯

，
亦

參
與

其
中

。
「

當
時

大
家

都
讓

內
地

『
文

革
』

熾
熱

的
狂

潮
和

澳
門

鬥
爭

的
勝

利
沖

昏
了

頭
腦

，
摩

拳
擦

掌
想

在
香

港
大

幹
一

場
。

」
2
7
3

到
澳

門
「

取
經

」
的

有
一

名
15歲

的
漢

華
中

學
學

生
，

名
叫

葉
國

謙
，

現

在
是

民
建

聯
立

法
會

議
員

。
他

當
年

在
澳

門
工

聯
會

安
排

下
，

與
一

批
同

學
到

澳

門
，

學
習

「
一

二
．

三
」

事
件

的
鬥

爭
經

驗
。
2
7
4

何
鴻

燊
說

：
「

在
澳

門
暴

亂
勝

利
之

後
，

他
們

（
指

香
港

左
派

）
又

在
香

港

做
了

同
樣

的
嘗

試
。

他
們

從
香

港
派

人
來

這
裏

來
向

鬥
爭

委
員

會
學

習
。

但
是

在

香
港

，
他

們
全

進
了

監
獄

，
因

為
英

國
人

態
度

強
硬

，
逮

捕
了

所
有

的
暴

亂
分

子
，

並
最

終
贏

得
了

勝
利

。
」
2
7
5

弔
詭

的
是

，
1974年

葡
萄

牙
發

生
了

康
乃

馨
革

命
，

上
台

的
左

翼
政

府
試

圖

擺
脫

殖
民

地
的

包
袱

，
提

出
把

澳
門

交
還

中
國

，
但

北
京

拒
絕

接
受

，
說

是
時

機

尚
未

成
熟

。
2
7
6

延
至

二
十

五
年

後
的

1999年
，

中
國

才
正

式
收

回
澳

門
這

半
個

解
放

區
。

同
樣

諷
刺

的
是

，
把

國
民

黨
逐

出
澳

門
的

北
京

政
府

，
出

於
統

戰
的

需
要

，

在
兩

岸
沒

有
直

接
通

航
的

情
況

下
，

允
許

澳
葡

當
局

率
先

在
1995年

開
闢

台
澳

兩

地
航

空
，

方
便

台
灣

人
經

澳
門

進
出

大
陸

。

三
、
「
六
七
暴
動
」

—
—
先
鎮
 (壓

) 後
暴
 (動

)，
還
是
先
暴
後
鎮
？

先
暴

後
鎮

，
還

是
先

鎮
後

暴
？

這
是

一
個

無
法

迴
避

的
關

鍵
問

題
，

它
涉

及

到
「

六
七

暴
動

」
的

成
因

和
是

非
曲

直
。

人
言

人
殊

的
原

因
，

不
光

是
因

為
政

治

立
場

不
同

，
而

是
同

屬
左

派
陣

營
的

人
，

也
眾

說
紛

紜
。

檢
視

當
時

的
報

道
，

也

許
能

夠
看

出
端

倪
，

查
找

真
相

。

內
地

官
方

刊
物

《
參

考
消

息
》

1967年
5月

9日
報

道
：

2
7
3
 
羅

海
雷

：
《

我
的

父
親

羅
孚

》
，

天
地

圖
書

，
2
0
1
1
年

7
月

，
1
3
0
頁

。
2
7
4
 
張

家
偉

：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

太
平

洋
世

紀
出

版
，

2
0
0
0
年

9
月

，
2
4
3
頁

。
2
7
5
 
麥

潔
玲

：
《

說
吧

，
澳

門
》

，
1
1
1
-1
1
4
頁

。
2
7
6
 
麥

潔
玲

：
《

說
吧

，
澳

門
》

，
4
-5
頁

。

港
督

戴
麟

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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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英
警
察
血
腥
鎮
壓
我
愛
國
工
人
〉
：

【
本
刊
訊
】
香
港
7日
消
息
：
香
港
英
國
當
局
6日
下
午
出
動
200多

名
全

副
武
裝
的
警
察
和
「
防
暴
隊
」
，
有
計
劃
、
有
預
謀
地
血
腥
鎮
壓
香
港
人
造

花
廠
九
龍
新
蒲
崗
分
廠
愛
國
工
人
反
對
資
方
加
重
剝
削
的
正
義
鬥
爭
。
初
步

了
解
，
20多

名
工
人
被
毒
打
受
傷
，
其
中
1人
重
傷
入
醫
院
，
21人

被
逮
捕
。

6日
下
午
4時
30分

，
資
方
突
然
打
開
廠
門
，
由
一
批
從
廠
外
找
來
的
人

（
其
中
有
些
是
平
時
監
視
工
人
的
壞
蛋
）
，
強
行
從
廠
內
把
產
品
運
走
，
借
故

挑
釁
，
製
造
事
端
。
在
廠
門
外
堅
持
鬥
爭
的
工
人
馬
上
向
資
方
指
出
，
由
於
資

方
蠻
不
講
理
，
無
視
工
人
的
合
理
要
求
，
拒
絕
談
判
，
資
方
不
能
運
走
產
品
。

這
時
候
，
資
方
總
管
孔
標
動
手
毆
打
工
人
，
激
起
了
工
人
的
憤
怒
抗
議
。

4時
40分

左
右
，
港
英
高
級
警
司
谷
巴
、
黃
大
仙
警
署
署
長
威
赫
、
副

警
司
摩
士
率
領
大
批
警
察
乘
坐
五
輛
警
車
到
達
現
場
。
谷
巴
和
摩
士
向
工
人

代
表
聲
稱
，
港
英
警
察
是
資
方
叫
來
「
維
持
秩
序
」
的
。
他
們
還
恐
嚇
說
，

工
人
阻
止
資
方
出
貨
不
對
，
如
不
散
開
，
警
方
就
採
取
行
動
。
工
人
代
表
當

即
嚴
正
指
出
孔
標
無
故
毆
打
工
人
，
要
求
港
英
警
察
當
場
把
他
逮
捕
。
但

是
，
港
英
警
方
不
但
不
逮
捕
孔
標
，
還
派
五
、
六
個
警
察
手
扣
手
圍
着
他
，

企
圖
保
護
他
逃
走
。
工
人
馬
上
圍
起
來
，
不
讓
孔
標
逃
走
，
在
這
期
間
，
港

英
警
察
曾
通
知
鄰
近
工
廠
關
閉
窗
戶
。

5時
30分

左
右
，
大
批
「
防
暴
隊
」
乘
坐
八
輛
大
卡
車
開
到
現
場
，
這

批
「
防
暴
隊
」
頭
戴
鋼
盔
，
手
持
藤
牌
、
警
棍
、
手
鐐
、
步
槍
、
卡
賓
槍
、

衝
鋒
槍
、
催
淚
彈
發
射
槍
，
一
下
車
就
撲
向
人
群
，
揮
舞
警
棍
、
槍
托
，
見

人
就
打
。
有
的
工
人
被
打
倒
在
地
上
，
還
遭
到
踐
踏
；
有
的
被
打
破
頭
，
血

流
滿
面
。
還
把
被
打
傷
的
工
人
硬
拖
上
警
車
載
走
。

愛
國
工
人
在
港
英
帝
國
主
義
者
的
法
西
斯
血
腥
暴
行
面
前
，
英
勇
頑

強
，
正
氣
凜
然
。
他
們
高
舉
着
最
最
心
愛
的
革
命
寶
書
《
毛
主
席
語
錄
》
，

高
呼
「
毛
主
席
萬
歲
！
」
被
打
傷
後
強
行
推
上
了
警
車
的
工
人
，
也
在
車
上

高
舉
着
《
毛
主
席
語
錄
》
，
高
呼
口
號
。

在
港
英
警
察
血
腥
鎮
壓
香
港
人
造
花
廠
愛
國
工
人
的
時
候
，
鄰
近
工
廠

的
許
多
工
人
和
群
衆
前
來
支
援
，
也
遭
到
這
夥
喪
心
病
狂
的
港
英
警
察
的
毒

打
。
各
廠
工
人
從
樓
上
用
鐵
塊
、
石
頭
、
玻
璃
瓶
進
行
回
擊
，
嚇
得
紙
老
虎

原
形
畢
露
，
躲
的
躲
，
藏
的
藏
。
直
到
8時
20分

左
右
，
港
英
警
察
和
「
防

暴
隊
」
撤
離
現
場
。

6日
晚
上
，
港
九
樹
膠
塑
膠
業
總
工
會
派
出
三
名
代
表
，
前
往
港
英
黃

大
仙
警
署
交
涉
和
抗
議
，
被
港
英
當
局
無
理
扣
押
。

據
香
港
報
紙
報
道
，
香
港
人
造
花
廠
的
資
方
突
然
在
4月
13日

公
佈
11

條
新
規
定
，
其
中
有
不
准
請
假
、
把
三
班
制
改
為
兩
班
制
等
加
強
對
工
人
剝

削
、
動
不
動
就
要
開
除
工
人
的
苛
刻
條
例
。

為
了
保
障
起
碼
的
職
業
和
生
活
，
該
廠
工
人
在
第
二
天
選
派
代
表
向
廠

方
交
涉
，
並
向
廠
方
提
出
取
消
苛
刻
條
例
等
五
項
要
求
，
但
在
交
涉
過
程

中
，
廠
方
蓄
意
擴
大
事
端
，
於
4月
28日

又
借
口
「
生
意
退
縮
」
，
宣
佈
開

除
總
廠
和
九
龍
分
廠
近
百
名
啤
機
（
壓
模
機
）
部
技
工
，
當
晚
更
在
九
龍
分

廠
張
貼
通
告
，
片
面
宣
佈
關
閉
啤
機
部
和
解
僱
該
部
門
的
數
百
工
人
，
使
事

件
進
一
步
擴
大
。

新
蒲

崗
人

造
花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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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

這
篇

文
字

有
鮮

明
的

政
治

立
場

，
用

了
大

量
帶

偏
見

的
左

派
術

語
，

人

們
還

是
可

以
抽

絲
剝

繭
，

從
中

指
出

若
干

疑
點

。

「
有

計
劃

、
有

預
謀

」
—

—
從

內
文

的
敍

事
經

過
，

是
「

工
人

阻
止

資
方

出

貨
」

在
先

，
港

英
警

察
應

資
方

要
求

前
來

「
維

持
秩

序
」

在
後

。
警

方
表

明
「

如

不
散

開
，

就
採

取
行

動
」

，
衝

突
和

鎮
壓

，
遂

由
此

而
起

。

「
從

廠
外

找
來

的
人

」
—

—
為

甚
麼

「
其

中
有

些
是

平
時

監
視

工
人

的
壞

蛋
」

？
廠

外
的

「
壞

蛋
」

平
時

如
何

監
視

廠
內

的
工

人
？

對
於

「
資

方
總

管
孔

標
無

故
毆

打
工

人
」

，
英

文
《

南
華

早
報

》
政

治
編

輯
張

家
偉

在
《

六
七

暴
動

—
—

香
港

戰
後

歷
史

的
分

水
嶺

》
一

書
寫

道
：

管
工

孔
彪

（
標

）
指

揮
廠

內
工

人
將

盒
裝

塑
膠

製
品

搬
出

，
準

備
搬

上
貨

車
運

走
。

廠
外

工

人
趨

前
交

涉
，

雙
方

互
相

推
撞

，
據

稱
孔

彪
在

混
亂

中
毆

打
示

威
工

人
蕭

劍
輝

。

下
午

4時
50分

，
工

人
代

表
與

九
龍

東
區

高
級

警
司

谷
巴

商
談

，
工

人
要

求

警
方

用
手

銬
扣

押
涉

案
管

工
，

並
不

准
廠

方
出

貨
。

谷
巴

提
出

將
管

工
帶

返
警

署

訊
問

，
而

傷
者

須
驗

傷
。

警
方

又
認

為
按

法
例

規
定

，
廠

方
有

權
繼

續
一

切
合

法

經
營

活
動

，
工

友
阻

止
出

貨
於

例
不

合
。

雙
方

未
能

達
成

協
議

，
局

面
僵

持
。

工
人

堅
持

不
去

驗
傷

，
擔

心
廠

方
乘

機
出

貨
。

孔
彪

被
廠

外
工

人
圍

困
，

22

名
警

員
介

入
調

解
，

混
亂

中
有

人
將

附
近

茶
水

檔
的

鐵
摺

椅
擲

入
群

眾
中

。
下

午

5時
40分

，
防

暴
隊

趕
赴

現
場

，
與

工
人

發
生

衝
突

。

對
於

「
警

察
打

人
」

，
張

家
偉

引
述

《
明

報
》

的
報

道
，

警
察

因
受

包
圍

，

「
曾

出
動

警
棍

」
，

一
名

工
人

被
拖

行
橫

過
馬

路
。

防
暴

隊
拘

捕
21名

工
人

，
同

時
混

亂
中

打
傷

多
名

工
人

。
據

《
明

報
》

估
計

，
衝

突
為

時
約

十
分

鐘
。
2
7
7

上
世

紀
60年

代
，

香
港

製
造

業
起

飛
，

人
造

花
（

塑
膠

花
）

廠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興

起
，

還
把

一
些

要
靠

人
手

加
工

的
工

序
，

外
判

到
很

多
家

庭
去

做
。

當
時

的

平
民

小
孩

，
大

都
有

過
串

膠
花

，
串

到
手

指
紅

腫
疼

痛
的

經
驗

。
特

首
梁

振
英

也

講
過

類
似

的
故

事
。

左
派

工
人

當
時

禁
止

廠
方

出
貨

，
假

使
此

風
一

長
，

成
為

慣
例

，
對

廠
家

的

信
譽

，
以

致
香

港
的

製
造

業
、

進
出

口
貿

易
、

貨
運

及
遠

洋
航

運
業

，
都

會
有

連

鎖
的

惡
劣

影
響

。
放

到
今

天
，

不
知

左
派

工
會

還
會

不
會

鼓
勵

這
種

禁
止

廠
方

出

2
7
7
 
張

家
偉

：
《

六
七

暴
動

—
—

香
港

戰
後

歷
史

的
分

水
嶺

》
，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2
年

，
4
3
-4
5
頁

。

貨
的

行
為

？
警

方
為

廠
方

掃
除

出
貨

的
障

礙
，

應
該

算
是

警
察

與
資

本
家

勾
結

去

迫
害

罷
工

工
人

，
還

是
顧

全
香

港
經

濟
民

生
大

局
的

恰
當

舉
措

？
防

暴
隊

用
武

力

驅
散

阻
止

出
貨

的
工

人
，

令
到

貨
暢

如
流

，
應

該
算

是
暴

力
鎮

壓
，

還
是

維
持

社

會
治

安
的

必
要

責
任

？

老
闆

因
「

生
意

退
縮

」
，

關
閉

部
份

廠
房

、
解

僱
員

工
的

自
由

也
沒

有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學
前

講
座

教
授

劉
兆

佳
寫

道
：

「
1967年

發
生

的
左

派

『
暴

動
』

，
其

主
要

成
因

並
非

來
自

香
港

內
部

的
反

殖
民

主
義

訴
求

，
雖

然
英

國
人

的
高

壓
統

治
及

低
下

階
層

的
生

活
困

頓
為

『
暴

動
』

的
推

展
提

供
了

有
利

的
條

件
。

平
心

而
論

，
『

六
七

暴
動

』
主

要
由

外
來

因
素

所
牽

動
。

如
果

沒
有

大
陸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及

極
左

分
子

的
奪

權
，

如
此

大
規

模
的

『
暴

動
』

實
在

難
以

出
現

。
」
2
7
8

台
灣

前
立

法
委

員
、

駐
香

港
的

僑
委

會
顧

問
許

之
遠

則
反

映
了

國
民

黨
的

觀

點
：

「
港

府
對

左
派

的
暴

動
，

很
巧

妙
運

用
右

派
來

對
抗

，
一

方
面

利
用

原
有

的

右
派

工
會

、
同

鄉
會

、
宗

親
會

和
地

區
性

的
街

坊
福

利
會

出
頭

號
召

；
另

一
方

面

鼓
勵

右
派

人
士

出
來

組
織

民
安

促
進

會
，

來
保

衛
民

眾
的

安
全

，
以

補
警

力
的

不

足
。

更
支

持
工

商
界

在
工

廠
和

商
業

機
構

清
除

左
派

僱
員

；
鼓

勵
媒

體
大

量
報

道

左
派

各
種

暴
力

行
動

，
激

起
港

人
的

反
感

。
」
2
7
9

《
華

僑
日

報
》

1968年
出

版
的

《
香

港
年

鑑
》

，
對

「
六

七
暴

動
」

的
總

結
，

大
致

反
映

了
當

時
香

港
市

民
的

主
流

看
法

：

1
9
6
7
年
這
一
年
，
香
港
遭
遇
了
一
次
史
無
前
例
的
顛
覆
活
動
，
可

是
，
因
為
絕
大
多
數
居
民
擁
護
政
府
，
終
於
把
暴
亂
平
息
。
另
一
方
面
，
香

港
的
經
濟
繁
榮
，
並
未
受
到
這
次
暴
亂
的
嚴
重
影
響
，
令
人
感
到
快
慰
。

香
港
一
小
撮
人
，
可
能
受
了
大
陸
「
文
化
大
革
命
」
紅
衛
兵
活
動
的
影

響
，
更
把
澳
門
事
件
作
為
一
個
成
功
的
例
子
，
便
想
一
舉
而
把
香
港
鬥
垮
⋯
⋯

香
港
政
府
在
平
亂
開
始
就
獲
得
英
國
政
府
的
支
持
，
全
港
社
團
的
擁
護
，
廣

大
居
民
的
合
作
，
放
手
去
對
付
那
一
小
撮
人
，
由
冷
靜
、
容
忍
的
對
付
，
轉
入
嚴

厲
、
強
硬
的
對
付
，
經
過
八
個
月
的
小
心
謹
慎
應
變
，
終
於
把
暴
亂
平
息
。

2
7
8
  〈

劉
兆

佳
序

〉
，

張
家

偉
：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
太

平
洋

世
紀

出
版

社
，

2
0
0
0
年

9
月

。
劉

兆
佳

是
曾

蔭
權

政
府

的
中

央
政

策
研

究
組

首
席

顧
問

。
2
7
9
 
許

之
遠

：
《

一
九

九
七

香
港

之
變

》
，

台
北

展
承

文
化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

1
9
9
7
年

）
1
月

，
3
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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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工
聯
會
與
中
央
唱
反
調

資
深

港
區

人
大

代
表

吳
康

民
曾

經
說

：
「

香
港

的
左

派
諱

言
評

價
六

七
年

的

事
件

。
」
2
8
0

吳
康

民
說

得
不

對
。

工
聯

會
在

2008年
就

不
諱

言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

即

「
六

七
暴

動
」

）
。

為
免

斷
章

取
義

，
首

先
引

錄
全

文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1967年
5月
，
新
蒲
崗
人
造
膠
花
廠
發
生
勞
資
糾
紛
，
港
英
竟
出
動
荷

槍
實
彈
的
軍
警
，
用
鎮
壓
、
槍
殺
、
逮
捕
、
監
禁
和
遞
解
出
境
等
手
段
，
對

付
工
人
群
眾
和
愛
國
人
士
！
激
起
了
工
人
和
各
界
市
民
的
極
大
憤
怒
，
遂
演

變
成
一
場
社
會
性
的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

2
8
0
 
吳

康
民

：
〈

反
英

抗
暴

剖
白

〉
，

《
吳

康
民

論
時

政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5
年

9
月

，
1
9
頁

。

「
六
七
事
件
」
爆
發
的
原
因
，
是
港
英
長
期
以
來
對
香
港
市
民
和
愛
國

工
會
採
取
高
壓
手
段
，
在
香
港
只
是
攫
取
利
益
，
不
管
市
民
福
祉
的
殖
民
地

統
治
政
策
導
致
的
必
然
結
果
。
因
為
港
英
這
種
手
段
和
政
策
，
造
成
了
與
市

民
的
尖
銳
矛
盾
，
社
會
缺
乏
公
義
，
經
濟
落
後
，
市
民
沒
有
民
主
，
生
活
艱

辛
，
民
生
困
乏
，
民
間
不
滿
情
緒
瀰
漫
。

即
使
沒
有
「
六
七
事
件
」
，
這
種
矛
盾
的
不
斷
累
積
而
導
致
的
對
抗
，

遲
早
也
會
發
生
。

「
六
七
事
件
」
是
哪
裏
有
壓
迫
，
那
裏
就
有
反
抗
理
論
的
印
證
。
這
場

鬥
爭
，
迫
使
港
英
認
識
到
非
變
革
圖
存
不
可
，
被
迫
推
動
改
革
，
以
懷
柔
改

良
做
法
取
代
高
壓
統
治
的
政
策
，
並
開
始
關
注
民
生
和
勞
資
關
係
的
改
善
。

本
港
第
一
條
勞
工
法
例
—
—
「
僱
傭
條
例
」
亦
終
於
在
1968年

制
訂
。
2
8
1

這
段

文
字

火
藥

味
濃

，
批

判
性

強
，

頗
有

「
文

革
」

大
字

報
遺

風
，

不
知

出

自
何

人
的

大
手

筆
。

尤
其

是
敢

於
和

中
央

口
徑

不
一

致
，

真
是

可
圈

可
點

。

讓
我

們
來

看
一

看
北

京
對

「
六

七
暴

動
」

的
定

調
，

作
個

比
較

。
目

前
看

到

的
最

權
威

的
著

作
是

：
已

故
港

澳
辦

副
主

任
李

後
用

了
幾

年
時

間
撰

寫
的

《
百

年

屈
辱

史
的

終
結

》
（

內
地

版
）

或
《

回
歸

的
歷

程
》

（
香

港
版

）
。
2
8
2

李
後

對
「

六
七

暴
動

」
的

論
述

句
斟

字
酌

，
觀

點
鮮

明
：

發
生
於
1967年

的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是
建
國
以
來
對
中
央
正
確
方

針
和
政
策
的
第
三
次
也
是
最
嚴
重
的
一
次
衝
擊
和
干
擾
。

1967年
5月
6日
，
港
英
當
局
派
出
200名

警
察
和
防
暴
隊
來
到
發
生
勞

資
糾
紛
的
新
蒲
崗
人
造
塑
膠
花
工
廠
，
對
工
人
進
行
鎮
壓
，
與
工
人
發
生
衝

突
。
多
名
工
人
被
毆
傷
，
20多

人
被
拘
捕
。
事
後
，
港
九
樹
膠
塑
膠
工
會
主

席
率
工
人
代
表
到
警
察
局
抗
議
，
又
被
警
察
當
場
拘
捕
。

當
時
，
正
處
於
「
文
化
大
革
命
」
時
期
，
中
方
在
香
港
的
工
作
受
到
極

2
8
1
  《

光
輝

歲
月

  薪
火

相
傳

—
—

香
港

打
工

仔
的

集
體

回
憶

  工
聯

會
歷

史
圖

片
1
9
4
8
-2
0
0
8
》

，
2
0
0
8
年

4
月

，
6
8
頁

。
這

本
書

是
為

紀
念

工
聯

會
成

立
六

十
週

年
出

版
的

。
總

編
輯

黃
國

健
（

工
聯

會
理

事
長

、
立

法
會

議
員

）
，

作
序

：
鄭

耀
棠

（
工

聯
會

榮
譽

會
長

、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

。
香

港
中

央
圖

書
館

的
參

考
圖

書
館

藏
有

一
冊

。
2
8
2
 
拙

著
第

一
章

交
代

過
，

此
書

不
是

李
後

的
個

人
見

解
，

是
中

央
的

定
論

。

警
察

與
示

威
者

對
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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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思
潮
的
嚴
重
影
響
。
在
鬥
爭
中
，
不
是
引
導
群
衆
適
可
而
止
，
做
到
「
有

理
、
有
利
、
有
節
」
，
而
是
毫
無
節
制
地
一
味
鬥
下
去
，
致
使
事
態
迅
速
擴

大
。

此
後
不
久
，
「
港
九
各
界
同
胞
反
對
港
英
迫
害
鬥
爭
委
員
會
」
宣
告
成

立
。
在
「
鬥
委
會
」
的
組
織
下
，
工
人
和
各
界
群
衆
於
5月
22日

舉
行
了
更

大
規
模
的
集
會
和
示
威
遊
行
。
遊
行
隊
伍
前
往
港
督
府
貼
大
字
報
，
進
行
抗

議
，
結
果
，
在
港
督
府
門
前
同
警
察
發
生
衝
突
。
在
衝
突
中
，
群
衆
有
200

多
人
被
打
成
重
傷
，
另
有
多
人
被
捕
。
當
天
，
港
英
當
局
宣
佈
實
施
《
緊
急

條
例
》
，
但
群
衆
的
抗
議
活
動
並
未
因
此
而
停
止
。
23日

，
警
察
向
群
衆

開
槍
，
一
名
工
人
被
打
死
，
數
十
人
被
逮
捕
。
從
這
天
起
，
港
九
工
人
紛
紛

舉
行
罷
工
。
最
先
宣
佈
罷
工
的
有
港
九
巴
士
、
電
車
、
中
華
煤
氣
公
司
、
九

龍
船
塢
、
天
星
小
輪
、
油
麻
地
小
輪
、
紅
磡
發
電
廠
、
北
角
發
電
廠
、
太
古

船
塢
、
太
古
糖
廠
、
郵
務
、
海
事
、
牛
奶
公
司
等
企
業
的
工
人
。
進
入
6月

份
，
又
有
港
英
機
關
和
英
資
企
業
的
一
萬
多
工
人
，
以
及
港
九
海
運
、
水
陸

交
通
、
公
共
事
業
、
船
塢
、
倉
庫
和
紡
織
等
工
會
的
工
人
先
後
舉
行
罷
工
。

後
來
，
連
港
九
糧
油
、
百
貨
、
食
品
、
土
產
山
貨
、
南
北
藥
材
、
建
築
材
料

等
行
業
也
加
入
了
抗
議
的
行
列
，
宣
佈
罷
市
四
天
。

7月
初
，
港
英
當
局
再
次
宣
佈
實
施
《
緊
急
條
例
》
，
雙
方
衝
突
進
一

步
升
級
。
警
察
和
防
暴
隊
用
催
淚
彈
、
木
彈
和
衝
鋒
槍
對
付
群
衆
。
為
了
攻

打
群
衆
據
守
的
華
豐
國
貨
公
司
，
港
英
當
局
曾
出
動
了
上
千
警
察
和
直
升
飛

機
，
並
使
用
了
最
現
代
化
的
武
器
。
群
衆
則
用
土
製
炸
彈
和
各
種
器
械
對
付

警
察
。

比
較

一
下

，
李

後
雖

然
也

批
判

港
英

，
但

調
子

遠
比

工
聯

會
低

；
用

字
最

重

是
自

我
反

省
部

份
：

「
最

嚴
重

的
一

次
衝

擊
和

干
擾

」
，

「
毫

無
節

制
地

一
味

鬥

下
去

，
致

使
事

態
迅

速
擴

大
。

」

李
後

提
到

的
事

實
也

較
全

面
，

罷
工

、
罷

市
、

土
製

炸
彈

⋯
⋯

都
是

工
聯

會

略
而

不
提

的
。

當
然

，
李

後
說

的
「

用
土

製
炸

彈
和

各
種

器
械

對
付

警
察

」
的

「
群

眾
」

，
絕

非
自

發
的

烏
合

之
眾

，
是

有
人

領
導

的
群

眾
。

否
則

，
何

來
物

料

製
造

土
製

炸
彈

？
又

如
何

能
夠

持
續

近
五

個
月

之
久

？

對
「

六
七

暴
動

」
造

成
的

結
果

，
李

後
的

評
論

更
是

斬
釘

截
鐵

，
毫

不
含

糊
：

據
統
計
，
在
這
次
事
件
中
，
共
有
51人

死
亡
，
800多

人
受
傷
，
5,000

多
人
被
捕
。
香
港
的
工
人
和
各
界
愛
國
群
衆
雖
然
在
港
英
軍
警
面
前
表
現
得

很
英
勇
，
但
作
為
指
導
這
場
鬥
爭
的
思
想
和
路
線
卻
是
錯
誤
的
，
造
成
的

損
失
也
是
嚴
重
的
。
經
過
這
次
事
件
，
愛
國
力
量
受
到
很
大
的
削
弱
。
港

九
工
會
聯
合
會
的
會
員
人
數
從
事
件
前
的
28萬

，
減
少
到
18萬

多
人
。
《
大
公

報
》
、
《
文
匯
報
》
、
《
新
晚
報
》
、
《
商
報
》
、
《
晶
報
》
2
8
3五
家
愛
國
報

紙
的
發
行
量
由
原
來
佔
全
港
中
文
報
紙
發
行
總
量
的
三
分
之
一
，
下
降
到
十
分

之
一
。
原
來
在
香
港
和
東
南
亞
享
有
聲
譽
的
香
港
「
長
城
」
、
「
鳳
凰
」
、

「
新
聯
」
三
家
愛
國
電
影
公
司
，
也
失
去
了
市
場
，
從
此
一
蹶
不
振
。

「
指

導
這

場
鬥

爭
的

思
想

和
路

線
是

錯
誤

的
，

造
成

的
損

失
也

是
嚴

重

的
。

」
真

是
字

字
千

鈞
，

徹
底

否
定

，
沒

有
半

點
妥

協
的

餘
地

。
和

工
聯

會
的

全

面
肯

定
，

涇
渭

分
明

。

李
後

說
左

派
電

影
業

「
從

此
一

蹶
不

振
」

，
真

是
一

針
見

血
。

也
許

刺
激

性

太
強

，
香

港
的

左
派

受
不

了
。

港
版

的
《

回
歸

的
歷

程
》

刪
去

了
「

也
失

去
了

市

場
，

從
此

一
蹶

不
振

。
」

，
修

改
為

「
也

因
此

而
受

到
嚴

重
挫

折
。

」

其
實

，
比

李
後

更
位

高
權

重
的

港
澳

辦
主

任
廖

承
志

，
早

已
對

「
六

七
暴

動
」

的
極

左
盲

動
有

過
尖

銳
的

批
判

。

1978年
6月

，
廖

承
志

在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召

開
的

處
以

上
黨

員
幹

部
大

會
上

談
論

港
澳

工
作

。

廖
公
尖
銳
地
批
判
林
彪
一
夥
把
港
澳
工
作
搞
垮
了
。
他
說
：
「
黃
永
勝

曾
經
佈
置
兩
個
師
的
兵
力
，
準
備
攻
打
英
管
的
沙
頭
角
。
在
左
傾
機
會
主
義

路
線
下
，
香
港
搞
了
一
次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
還
發
展
到
在
香
港
搞
武

鬥
，
到
處
掛
『
菠
蘿
』
（
土
炸
彈
）
，
全
港
成
立
了
鬥
爭
委
員
會
，
各
行
各

業
也
成
立
，
一
齊
歸
這
個
委
員
會
領
導
。
結
果
，
把
自
己
當
年
積
存
的
力
量

2
8
3
  《

新
晚

報
》

、
《

晶
報

》
已

因
銷

量
欠

佳
，

長
期

虧
損

而
結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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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暴
露
了
，
把
我
們
辦
的
報
紙
，
包
括
正
面
的
、
側
面
的
、
灰
色
的
，
都
扮

成
了
『
清
一
色
』
，
銷
數
大
跌
。
尤
有
甚
者
，
1973年

『
四
人
幫
』
在
廣

東
曾
經
召
開
有
關
港
澳
工
作
的
組
織
會
議
，
把
較
老
的
熟
悉
香
港
的
幹
部
調

回
來
，
把
沒
有
海
外
關
係
的
派
出
去
。
此
外
，
主
張
我
們
在
香
港
辦
的
學
校

也
要
辦
成
『
抗
大
』
式
的
。
『
統
戰
工
作
無
用
』
論
、
『
統
戰
工
作
危
險
』

論
大
為
氾
濫
⋯
⋯
」

廖
承
志
在
整
個
講
話
中
着
重
強
調
要
「
採
取
措
施
清
除
極
左
的
流

毒
」
。
2
8
4

出
席

這
次

港
澳

工
作

會
議

的
楊

奇
不

久
就

跟
隨

王
匡

，
被

調
派

到
香

港
新

華

社
糾

左
。

對
以

上
引

文
需

要
做

一
些

說
明

：
沒

有
毛

澤
東

和
黨

中
央

的
批

准
，

黃

永
勝

哪
來

的
膽

量
、

又
有

何
必

要
「

佈
置

兩
個

師
的

兵
力

，
準

備
攻

打
英

管
的

沙

頭
角

」
？

「
抗

大
」

是
指

延
安

的
「

抗
日

軍
政

大
學

」
，

專
門

培
養

共
產

黨
的

軍

事
和

政
工

幹
部

，
校

長
林

彪
。

「
主

張
我

們
在

香
港

辦
的

學
校

也
要

辦
成

『
抗

大
』

式
的

」
這

句
話

很
重

要
，

涉
及

老
人

大
吳

康
民

與
香

港
新

華
社

社
長

王
匡

的

一
段

爭
執

。
容

後
再

述
。

中
大

歷
史

系
教

授
科

大
衛

總
結

說
：

「
『

六
七

暴
動

』
使

香
港

左
派

機
構

自

己
成

為
最

大
的

受
害

者
。

第
一

，
他

們
失

掉
了

香
港

民
心

。
第

二
，

因
為

中
國

內

地
鬧

『
文

革
』

，
香

港
左

派
機

構
自

己
都

不
清

楚
有

沒
有

正
統

性
，

變
成

左
派

機

構
本

身
也

很
難

運
作

。
第

三
，

香
港

政
府

到
了

1967、
1968年

，
便

慢
慢

搞
清

楚
了

原
來

香
港

的
左

派
機

構
並

非
由

北
京

支
持

，
香

港
政

府
就

敢
去

對
付

他
們

了
。

」
2
8
5

「
六

七
暴

動
」

之
後

，
港

英
總

結
了

經
驗

，
吸

取
了

教
訓

，
採

取
了

一
系

列

的
懷

柔
改

良
政

策
。

採
取

懷
柔

改
良

政
策

，
功

勞
歸

於
誰

呢
？

工
聯

會
說

：
「

這
場

鬥
爭

，
迫

使
港

英
認

識
到

非
變

革
圖

存
不

可
，

被
迫

推

動
改

革
。

以
懷

柔
改

良
做

法
取

代
高

壓
統

治
的

政
策

，
並

開
始

關
注

民
生

和
勞

資

2
8
4
 
李

春
曉

：
《

路
漫

漫
兮

求
索

—
—

記
粵

港
一

代
報

人
楊

奇
》

，
花

城
出

版
社

，
1
9
9
5
年

3
月

，
1
9
5
-1
9
6
頁

。
2
8
5
 
科

大
衛

：
〈

我
們

在
6
0
年

代
長

大
的

人
〉

，
黃

愛
玲

、
李

培
德

編
：

《
冷

戰
與

香
港

電
影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2
0
0
9
年

。

關
係

的
改

善
。

」
言

下
之

意
，

迫
使

港
英

變
革

的
，

當
然

非
工

聯
會

莫
屬

。
那

麼
，

工
聯

會
在

「
六

七
暴

動
」

中
，

不
但

沒
錯

，
反

倒
有

功
。

按
此

邏
輯

推
論

，

「
六

七
暴

動
」

更
激

烈
的

話
，

迫
使

港
英

變
革

的
懷

柔
改

良
措

施
豈

不
是

更
多

 ?!

相
比

之
下

，
李

後
持

平
得

多
，

沒
有

用
「

迫
使

」
、

「
被

迫
」

之
類

的
字

眼
，

甚
至

有
褒

揚
港

英
當

局
的

味
道

：

70年
代
，
港
英
當
局
也
吸
取
了
新
中
國
成
立
以
來
同
共
產
黨
和
愛
國
群

衆
鬥
爭
的
經
驗
，
改
變
了
原
來
那
種
赤
裸
裸
的
殖
民
統
治
的
手
法
，
採
取
了

一
種
被
稱
作
是
「
新
殖
民
地
主
義
」
的
政
策
。
如
致
力
搞
「
官
民
溝
通
」
，

以
緩
和
由
於
露
骨
的
殖
民
統
治
而
造
成
的
同
當
地
中
國
居
民
的
尖
銳
矛
盾
；

取
消
專
門
對
付
中
國
居
民
的
華
民
政
務
司
，
成
立
各
區
政
務
署
；
實
行
地
方

行
政
改
革
，
發
展
諮
詢
式
民
主
；
吸
收
更
多
的
當
地
中
國
人
進
入
行
政
、
立

法
兩
局
和
高
級
公
務
員
的
行
列
；
推
行
「
居
者
有
其
屋
」
計
劃
，
建
設
公
共

屋
邨
；
成
立
直
接
向
港
督
負
責
的
廉
政
專
員
公
署
，
雷
厲
風
行
地
懲
治
為
港

人
所
詬
病
的
警
政
人
員
的
貪
污
行
為
。
此
外
，
還
通
過
更
多
地
向
香
港
人
頒

授
各
種
勳
銜
（
被
香
港
人
戲
稱
為
發
「
荷
蘭
水
蓋
」
）
，
評
選
十
大
傑
出
青

年
等
活
動
，
以
籠
絡
中
上
層
人
士
和
青
年
。
港
英
當
局
通
過
這
一
套
懷
柔
政

策
，
竭
力
培
養
當
地
居
民
對
香
港
的
「
歸
屬
感
」
，
盡
量
使
香
港
的
中
國
居

民
忘
記
他
們
是
生
活
在
外
國
殖
民
統
治
之
下
。
正
當
中
國
內
地
陷
入
十
年
動

亂
、
經
濟
處
於
崩
潰
邊
緣
的
時
候
，
香
港
在
經
濟
上
卻
得
到
迅
速
發
展
。
到

70年
代
，
香
港
已
是
一
座
擁
有
500萬

人
口
、
經
濟
繁
榮
、
交
通
和
通
訊
便

利
的
現
代
化
大
都
市
，
成
為
「
亞
洲
四
小
龍
」
之
一
。

左
派

陣
營

出
來

的
李

怡
，

點
出

了
左

派
（

包
括

工
聯

會
）

當
時

是
反

對
港

英

懷
柔

統
治

的
：

「
即

使
是

不
得

人
心

的
『

六
七

暴
動

』
，

也
促

使
民

主
英

國
產

生

警
惕

，
改

善
了

香
港

管
治

，
並

在
暴

動
後

期
開

始
增

加
福

利
，

包
括

大
建

公
屋

，

發
展

地
鐵

，
並

成
立

廉
署

肅
貪

。
倒

是
香

港
左

派
當

時
是

反
對

這
些

民
生

措
施

的
，

左
報

指
這

些
是

麻
痺

市
民

的
鴉

片
。

」
2
8
6

2
8
6
 
李

怡
：

《
放

逐
．

愛
國

愛
港

的
懸

念
》

，
次

文
化

堂
出

版
社

，
2
0
0
8
年

7
月

，
7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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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人
陳

冠
中

乾
脆

來
一

段
自

問
自

答
：

「
香

港
70年

代
的

自
我

完
善

，
該

歸
功

於
誰

呢
？

我
想

，
務

實
、

漸
進

、
政

治
上

不
屬

於
傳

統
左

派
或

右
派

的
改

良

主
義

者
，

包
括

殖
民

地
的

改
良

派
官

員
和

堅
持

社
會

公
義

的
民

間
進

步
人

士
都

應

記
上

一
功

。
鄧

小
平

認
為

要
保

持
五

十
年

不
變

的
、

正
是

這
個

經
過

改
良

的
新

香

港
。

」
2
8
7

可
惜

，
工

聯
會

「
猶

抱
琵

琶
半

遮
臉

」
，

沒
有

大
張

旗
鼓

地
宣

揚
自

己
對

「
六

七
暴

動
」

的
觀

點
。

這
本

印
刷

精
美

的
工

聯
會

六
十

大
壽

畫
冊

是
非

賣
品

，

僅
藏

於
香

港
少

數
圖

書
館

。
書

裏
面

精
彩

的
圖

文
也

沒
有

上
載

到
工

聯
會

網
頁

。

如
果

工
聯

會
諸

君
認

為
，

自
己

的
觀

點
站

得
住

腳
，

何
不

公
開

發
售

或
免

費
派

發
，

作
為

國
民

教
育

、
愛

國
教

育
及

通
識

教
育

的
教

材
，

讓
香

港
人

開
開

眼
界

。

「
極
左
」
的
工
聯
會

工
聯

會
曾

經
「

左
」

到
甚

麼
程

度
，

親
北

京
的

陳
君

葆
在

1981年
11月

8日

有
一

段
日

記
，

立
此

存
照

。

「
華
革
會
」
開
臨
時
大
會
，
修
改
會
章
。

開
會
後
看
到
一
份
用
港
九
工
會
聯
合
會
的
名
義
寄
出
的
〈
一
個
鄭
重
的

聲
明
〉
，
副
題
寫
着
〈
關
於
擴
大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七
十
週
年
的
檢
討
〉
，
其

中
有
一
語
是
「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
那
就
是
正
當
國
內
展
開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活
動
的
同
時
，
公
然
有
人
把
安
置
在
北
京
天
安
門
和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
列

寧
並
列
的
毛
主
席
畫
像
取
下
來
換
上
孫
中
山
的
畫
像
，
這
等
於
明
目
張
膽
的

否
定
了
毛
主
席
的
地
位
，
有
意
製
造
混
亂
，
把
復
辟
中
華
民
國
的
陰
謀
，
赤

裸
裸
地
暴
露
出
來
。
」

「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
肯
定
辛
亥
革
命
道
路
。
這
是
同
堅
持
走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
堅
持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
堅
持
共
產
黨
領
導
，
堅
持
馬
克
思
主
義
和
毛

澤
東
思
想
，
絕
對
針
鋒
相
對
的
。
最
近
一
兩
年
來
，
國
內
滋
長
了
『
否
定
四

個
原
則
』
及
『
自
由
化
傾
向
』
的
思
潮
，
大
張
旗
鼓
地
舉
辦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活
動
，
當
然
與
這
些
反
動
思
潮
有
千
絲
萬
縷
的
關
係
，
肯
定
是
反
革
命
的
兩

2
8
7
 
陳

冠
中

：
《

事
後

  本
土

文
化

誌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7
年

，
4
2
頁

。

面
派
精
心
策
劃
的
。
如
果
不
提
高
警
惕
，
那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江
山
就
要

變
色
，
千
萬
人
頭
落
地
的
悲
劇
就
要
在
祖
國
出
現
。
」

這
是
聲
明
的
最
後
第
四
第
五
兩
段
話
，
似
不
是
無
意
而
發
的
。

1981年
的

工
聯

會
副

理
事

長
是

鄭
耀

棠
，

而
理

事
長

正
是

楊
光

—
—

2001年

的
大

紫
荊

勳
章

得
主

，
當

年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委

員
會

的
主

任
委

員
。

2010年
元

旦
大

遊
行

後
，

部
份

激
進

人
士

衝
擊

中
聯

辦
。

被
問

及
倘

繼
續

有

人
衝

擊
中

聯
辦

該
怎

麼
辦

時
，

鄭
耀

棠
開

玩
笑

說
，

「
目

前
只

是
一

小
部

份
人

這

樣
做

，
不

要
看

成
香

港
人

都
是

這
樣

⋯
⋯

如
果

是
大

部
份

人
的

話
，

北
京

咪
出

兵

囉
！

」
2
8
8

這
句

「
玩

笑
」

背
後

的
含

義
是

甚
麼

？
想

在
香

港
重

演
一

場
北

京
「

六
四

」
、

台
灣

「
二

．
二

八
」

？
還

是
要

完
成

（
魯

平
曾

說
過

的
）

「
四

人
幫

」
1967年

企
圖

出
兵

香
港

而
未

竟
的

大
業

？

鄭
耀

棠
接

受
他

的
同

路
人

程
介

南
訪

問
時

說
過

，
想

在
60歲

退
休

，
不

做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
2
8
9

鄭
1948年

生
，

早
已

超
齡

，
卻

沒
有

退
的

跡
象

。
他

捨
得

放
棄

行
會

成
員

的

權
位

和
每

月
十

多
萬

元
的

津
貼

嗎
？

鄭
耀

棠
以

往
給

記
者

的
印

象
不

錯
。

筆
者

二
十

多
年

前
採

訪
他

時
，

感
覺

也

是
如

此
。

莫
非

真
是

應
了

魯
迅

那
句

：
「

一
闊

臉
就

變
。

」
不

敢
想

像
這

位
工

人

貴
族

「
一

朝
權

在
手

」
會

如
何

，
我

等
草

民
也

許
要

「
南

無
阿

彌
陀

」
，

自
求

多

福
。
2
9
0

時
代

不
同

了
。

左
派

工
聯

會
夠

膽
出

圖
冊

，
談

六
七

。
而

另
一

邊
卻

消
了

音
。

2009年
，

政
府

新
聞

處
成

立
五

十
週

年
，

出
版

了
一

本
「

全
心

傳
意

五
十

年
」

圖
冊

，
對

「
六

七
暴

動
」

無
片

言
隻

字
、

無
一

張
照

片
提

及
。

而
當

年
正

是

新
聞

處
最

全
心

傳
意

，
戰

績
最

彪
炳

的
歲

月
。

2
8
8
  《

文
匯

報
》

2
0
1
0
年

1
月

7
日

。
《

大
公

報
》

同
一

天
的

報
道

沒
有

引
述

鄭
這

段
話

。
2
8
9
 
程

介
南

：
《

程
介

南
對

對
碰

》
，

南
華

傳
媒

，
2
0
0
4
年

。
2
9
0
 
魯

迅
：

《
五

律
．

贈
鄔

其
山

》
 

廿
年

居
上

海
，

每
日

見
中

華
。

有
病

不
求

藥
，

無
聊

才
讀

書
。

 
一

闊
臉

就
變

，
所

砍
頭

漸
多

。
忽

而
又

下
野

，
南

無
阿

彌
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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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民

地
時

代
的

警
察

之
所

以
加

冕
為

「
皇

家
香

港
警

察
」

R
oyal H

ong 

K
ong Police，

皆
因

在
「

六
七

暴
動

」
為

港
英

政
府

立
了

平
暴

之
功

。

連
內

地
官

方
、

民
間

也
有

不
少

關
於

「
文

革
」

的
論

述
，

一
國

兩
制

下
的

香

港
政

府
卻

對
這

段
港

式
「

文
革

」
史

避
而

不
談

，
豈

不
是

比
另

一
制

更
不

如
？

這

種
「

自
我

審
查

」
，

實
在

可
悲

。

新
聞

處
當

年
應

有
大

量
照

片
、

新
聞

稿
、

官
方

宣
傳

單
張

和
書

刊
，

筆
者

在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卻

找
不

到
。

五
、
不
贊
成
「
六
七
暴
動
」
的
親
中
人
士

極
少

數
有

獨
立

見
解

的
親

中
人

士
，

對
「

六
七

暴
動

」
有

過
微

弱
的

反
對

聲

音
。

楊
士

端
，

又
名

章
甫

，
1922年

加
入

中
共

，
1924年

擔
任

中
共

粵
漢

鐵
路

支

部
書

記
，

是
第

一
代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
2
9
1

楊
士

端
後

來
退

黨
，

留
在

香
港

教
書

。
與

陳
君

葆
時

相
往

還
幾

十
年

。

以
下

引
文

出
自

1967年
的

《
陳

君
葆

日
記

》
。

5月
17日

：
（
士
端
）
他
認
為
把
「
文
革
」
搞
到
香
港
來
，
不
難
成
為

「
孤
注
一
擲
」
，
那
就
不
值
得
了
。
不
過
我
的
看
法
與
士
端
大
相
逕
庭
，
而

時
已
夜
深
，
不
及
多
辯
論
。

陳
君

葆
沒

有
提

到
「

看
法

大
相

逕
庭

」
的

細
節

。
但

楊
士

端
點

出
了

「
文

革
」

與
「

六
七

暴
動

」
的

關
係

。

吳
叔

同
，

香
港

中
華

書
局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

1967年
離

港
赴

台
灣

，
後

來

定
居

澳
洲

。6
月
2
6
日
：
到
雨
亭
處
去
談
了
一
會
⋯
⋯
也
又
談
起
吳
叔
同
的
苦

悶
⋯
⋯

2
9
1
  《

中
國

共
產

黨
廣

東
省

組
織

史
資

料
》

，
中

共
黨

史
出

版
社

，
1
9
9
4
年

1
2
月

，
7
、

9
頁

。

《
日

記
》

沒
有

提
及

苦
悶

的
內

容
。

8月
9日
：
讀
《
明
報
》
：
鬥
委
吳
叔
同
抵
台
，
蔣
經
國
接
見
，
將
大
爆

港
共
內
幕
。
此
消
息
將
予
鬥
爭
以
十
分
壞
的
影
響
。

8月
10日

：
今
日
《
明
報
》
引
合
眾
社
電
說
：
吳
叔
同
發
表
談
話
謂
：

他
相
信
香
港
的
暴
動
，
由
於
得
不
到
北
京
的
支
持
，
因
此
將
逐
漸
入
尾
聲
階

段
。
但
他
警
告
謂
，
香
港
的
左
派
和
共
黨
分
子
可
能
繼
續
進
行
搗
亂
⋯
⋯

廖
恩

德
醫

生
，

曾
醫

治
國

民
黨

左
派

元
老

何
香

凝
，

結
為

世
交

。
他

有
資

格

稱
廖

承
志

為
「

肥
仔

」
。

女
兒

廖
瑤

珠
，

曾
任

人
大

代
表

、
基

本
法

草
委

。
從

陳

君
葆

日
記

，
可

見
廖

恩
德

對
「

六
七

暴
動

」
的

態
度

轉
變

。

5月
22日

：
老
譚

（
譚

幹
）
來
，
說
各
界
反
迫
害
委
會
昨
日
開
過
會
，

要
擴
大
組
織
，
徵
求
我
意
見
加
入
為
委
員
，
我
說
我
完
全
同
意
，
這
鬥
爭
已

開
始
，
是
「
不
獲
全
勝
，
誓
不
收
兵
的
」
⋯
⋯
廖

（
廖

恩
德

）
也
答
應
題
名

參
加
了
，
並
且
非
常
積
極
。

7月
4日
：
到
廖
恩
德
處
測
血
壓
⋯
⋯
他
說
，
北
京
方
面
只
有
態
度
越
來

越
烈
，
「
越
亂
越
好
」
，
到
緊
張
階
段
，
可
能
有
搶
劫
事
情
出
現
⋯
⋯

7月
22日

：
廖
「
寧
可
到
街
頭
去
犧
牲
，
鬥
到
死
也
要
鬥
，
誓
不
肯
向

敵
人
低
頭
。
」

9月
6日
：
廖
已
辭
去
中
國
銀
行
職
務
，
而
這
又
何
必
呢
？

廖
恩

德
是

中
國

銀
行

的
顧

問
醫

生
。

他
與

左
派

的
分

歧
，

是
從

罷
工

開
始

。

9月
29日

：
到
廖
恩
德
處
檢
查
身
體
⋯
⋯
譚
幹
的
母
親
也
來
看
病
，
他

對
着
她
力
罵
祁
烽
不
聽
他
的
話
，
把
事
情
搞
壞
了
。
後
天
的
慶
祝
大
會
，
他

說
已
告
訴
譚
幹
不
去
參
加
了
。
我
想
，
這
未
免
做
得
太
過
了
。
又
，
責
在
祁

烽
？
2
9
2

2
9
2
 
祁

烽
：

新
華

社
副

社
長

。
慶

祝
大

會
：

指
國

慶
慶

祝
大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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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7日
：
與
廖
醫
生
、
黃
博
士
兩
人
，
談
的
關
於
港
方
鬥
爭
情
況
，

認
為
現
在
不
知
如
何
下
得
了
台
！
港
英
也
是
不
容
易
肯
低
頭
的
。
廖
認
為
他

們
不
肯
聽
他
的
話
，
所
以
錯
！
叫
他
們
不
要
罷
工
了
，
三
日
後
竟
罷
起
來

了
！
告
訴
他
們
要
打
擊
，
打
擊
英
國
佬
，
現
在
反
打
擊
自
己
人
來
了
，
如
何

不
失
盡
人
心
。
罷
工
，
即
以
油
麻
地
公
司
來
說
，
參
加
罷
的
2,000多

工
人

中
，
僅
得
百
餘
人
，
還
不
到
8%
，
其
他
可
想
見
，
如
何
發
生
作
用
呢
！
何

香
凝
已
八
個
月
沒
有
信
來
了
，
而
以
前
是
每
個
月
都
有
一
封
的
。
心
情
如

何
，
實
難
說
⋯
⋯
他
說
他
推
卸
中
國
銀
行
的
職
務
，
是
他
太
太
堅
持
要
他
這

樣
做
的
。
2
9
3

11月
16日

：
（

廖
恩

德
）
說
廖
一
原
、
任
意
之
被
縶

（
拘

禁
）
，
或
者

是
加
以
訓
學
生
暴
動
，
街
道
演
出
等
罪
名
罷
。
2
9
4

1969年
8月
12日

：
廖
恩
德
說
昨
日
譚
幹
曾
到
他
醫
務
所
去
看
他
，
勸

重
新
繼
續
合
作
；
並
說
承
認
過
去
的
錯
誤
，
並
說
損
失
甚
大
；
這
似
乎
是
指

整
個
文
化
大
革
命
而
言
，
抑
單
指
港
英
鬥
爭
一
事
說
，
未
詳
。
2
9
5

1967年
5月
28日

：
與
黃
博
士
通
電
話
⋯
⋯
他
說
這
次
鬥
爭
，
新
蒲
崗

事
件
，
問
題
究
竟
不
大
，
叫
號
不
大
起
來

（
原

文
如

此
）
。
到
禮
拜
六
那

天
，
本
來
就
可
以
按
捺
一
下
了
。
這
看
法
也
不
無
道
理
。

7月
22日

：
打
電
話
給
博
士
⋯
⋯
說
起
抗
鬥
事
，
他
說
不
要
講
成
效
，
遠

不
如
當
年
海
員
大
罷
工
，
便
是
表
現
也
有
些
像
小
孩
子
玩
的
那
樣
。
他
的
意

思
仍
認
為
方
法
搞
得
不
對
；
原
則
上
，
反
帝
鬥
爭
他
是
沒
有
失
掉
信
心
的
。

電
影

明
星

夏
夢

：
「

我
是

很
不

贊
成

『
文

革
』

的
，

因
為

『
文

革
』

時
，

國

內
很

多
欣

賞
我

的
人

都
給

抓
去

了
。

我
想

到
遲

早
輪

到
我

，
只

好
一

走
了

之
。

」

1967年
9月

27日
《

明
報

》
頭

條
報

道
：

夏
夢

離
港

往
加

拿
大

。
2
9
6

霍
英

東
、

高
卓

雄
（

中
華

總
商

會
會

長
）

也
曾

暫
時

離
開

香
港

，
避

走
他

方
。

2
9
3
 
黃

博
士

：
黃

新
彥

；
油

麻
地

公
司

：
油

麻
地

輪
船

公
司

，
廖

恩
德

是
董

事
。

2
9
4
 
廖

一
原

，
左

派
電

影
業

負
責

人
；

任
意

之
，

左
派

電
影

導
演

。
2
9
5
 
黃

新
彥

博
士

，
華

革
會

創
會

人
之

一
、

曾
在

香
港

大
學

任
教

藥
劑

學
。

2
9
6
  《

理
想

年
代

—
—

長
城

、
鳳

凰
的

日
子

》
，

香
港

影
人

口
述

歷
史

叢
書

2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六
、
《
明
報
》
查
良
鏞
與
左
派
對
着
幹

出
身

於
《

大
公

報
》

的
查

良
鏞

，
在

他
創

辦
的

《
明

報
》

，
對

「
六

七
暴

動
」

口
誅

筆
伐

。

5月
11日

，
查

良
鏞

執
筆

撰
寫

的
《

明
報

》
社

評
強

調
：

工
潮

不
要

涉
及

政

治
。

5月
14日

，
社

評
指

騷
亂

群
眾

大
多

數
不

是
工

人
，

要
求

居
民

「
力

持
鎮

定
，

共
度

難
關

」
：

「
從

現
場

攝
得

的
照

片
與

電
視

中
可

以
看

到
，

目
前

參
與

騷
動

的
群

眾
，

極

大
多

數
已

不
是

發
生

工
潮

工
廠

的
工

人
，

而
是

外
來

的
毫

不
相

干
的

人
群

。
這

些

人
燒

巴
士

、
燒

私
家

車
，

搗
毀

徙
置

事
務

處
⋯

⋯
種

種
行

為
，

與
原

來
的

工
潮

早

已
相

距
十

萬
八

千
里

。
這

些
外

來
者

的
行

為
，

對
於

真
正

的
工

人
其

實
是

不
利

的
。

明
眼

人
自

然
一

望
而

知
的

。
」

5月
17日

，
《

明
報

》
社

評
：

「
以

人
造

花
廠

的
勞

資
糾

紛
而

言
，

我
們

認

為
工

人
們

的
要

求
並

非
不

合
理

，
應

當
設

法
予

以
滿

足
。

事
件

之
所

以
惡

化
。

根

本
原

因
在

於
在

勞
資

糾
紛

之
中

，
摻

雜
進

了
政

治
因

素
。

」

9月
2日

《
明

報
》

社
評

：
「

港
共

卻
燒

巴
士

、
燒

醫
院

、
炸

殺
兒

童
、

炸
清

道
夫

、
暗

殺
文

化
人

，
拼

命
『

仇
視

群
眾

、
蔑

視
群

眾
、

鄙
視

群
眾

』
，

口
頭

上

『
三

視
港

英
』

，
實

則
是

『
三

視
群

眾
』

。
」

查
良

鏞
當

時
被

香
港

左
派

稱
為

「
豺

狼
鏞

」
。

他
和

親
台

灣
的

《
真

報
》

老

闆
陸

海
安

，
曾

被
列

為
暗

殺
對

象
。

為
免

成
為

「
林

彬
二

世
」

，
查

良
鏞

變
成

了

神
秘

人
，

他
從

不
照

相
，

不
接

受
訪

問
，

沒
有

人
知

道
他

住
處

，
每

日
午

後
才

回

明
報

辦
公

。
2
9
7

查
良

鏞
憶

述
暴

動
期

間
，

「
有

人
寄

給
我

一
個

包
裹

，
寫

上
『

查
社

長
親

啟
』

，
我

看
到

便
報

警
，

警
方

派
來

軍
火

專
家

把
那

包
裹

拿
到

明
報

大
廈

門
外

的

馬
路

上
，

利
用

遙
遠

控
制

來
引

爆
，

包
裹

『
砰

』
的

一
聲

爆
開

，
真

的
是

炸
彈

。

到
了

1967年
的

後
期

，
周

恩
來

下
命

令
不

准
再

搞
，

他
們

才
不

搞
下

去
。

」
2
9
8

2
9
7
 
蕭

若
元

：
《

香
港

的
命

運
》

〈
一

〉
一

文
元

創
作

室
，

2
0
0
1
年

1
1
月

，
6
2
-6
3
頁

。
2
9
8
 
香

港
電

台
電

視
部

：
〈

武
俠

世
界

之
父

—
—

查
良

鏞
〉

，
《

傑
出

華
人

系
列

》
下

，
明

報
出

版
社

，
2
0
1
0
年

7
月

，
1
7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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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良

鏞
還

反
對

「
文

革
」

極
左

派
，

支
持

鄧
小

平
的

務
實

路
線

。
路

遙
知

馬

力
。

事
實

證
明

，
查

良
鏞

是
正

確
的

。

1973年
4月

，
他

訪
問

台
灣

，
得

到
蔣

經
國

接
見

。

「
文

革
」

結
束

後
，

查
良

鏞
先

後
獲

得
鄧

小
平

、
胡

耀
邦

、
江

澤
民

接
見

，

成
為

中
南

海
的

貴
賓

。
這

是
多

少
忠

心
耿

耿
的

香
港

左
派

無
法

得
到

的
殊

遇
。

歷

史
的

峰
迴

路
轉

，
能

不
令

人
深

思
。
2
9
9

七
、
港
大
學
生
反
對
「
六
七
暴
動
」

「
六

七
暴

動
」

爆
發

，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會

立
場

鮮
明

，
反

應
迅

速
。

1967年
5月

17日
，

學
生

會
議

會
表

明
：

「
（

事
件

）
已

含
有

政
治

因
素

，

絕
非

純
粹

之
工

人
示

威
行

動
。

」

學
生

會
刊

物
《

學
苑

》
發

表
社

評
：

「
我

們
要

求
安

定
」

。
刊

登
的

學
生

訪

問
都

是
反

對
騷

動
，

支
持

政
府

。

當
時

是
學

生
的

D
avid F

aure（
科

大
衛

）
說

：
I do n

ot th
in

k th
e 

G
overnm

ent should, or has to, give in to the unjust dem
ands from

 

C
om

m
unist C

hina. It is am
ply clear that m

any people are here because they 

do not w
ant to be in C

om
m

unist C
hina.

譯
文
：

我
不

認
為

政
府

應
該

或
需

要
屈

服
於

中
共

的
不

正
當

要
求

。
很

明

顯
，

很
多

人
之

所
以

在
這

裏
生

活
，

是
因

為
他

們
不

想
留

在
共

產
中

國
。

多
年

後
，

科
大

衛
成

為
中

文
大

學
歷

史
系

教
授

。

施
祖

祥
：

「
這

次
騷

動
，

我
以

為
只

是
某

派
乘

機
擴

大
事

件
的

無
聊

行
動

，

正
是

『
推

（
原

文
如

此
，

應
是

：
搬

）
石

頭
打

自
己

腳
』

。
」
3
0
0

7月
13日

，
《

學
苑

》
〈

編
者

隨
筆

〉
還

否
認

有
港

大
學

生
鬥

委
會

的
存

在
。

英
文

《
南

華
早

報
》

張
家

偉
曾

經
訪

問
過

當
時

的
港

大
學

生
劉

迺
強

（
前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

2
9
9
 
冷

夏
：

《
金

庸
傳

》
，

明
報

出
版

社
，

1
9
9
4
年

。
3
0
0
 
施

祖
祥

畢
業

後
加

入
政

府
做

政
務

官
，

扶
搖

直
上

，
是

港
督

彭
定

康
時

代
的

憲
制

事
務

司
、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總

裁
。

回
歸

後
，

淡
出

香
港

政
壇

。

劉
迺
強
指
出
，
「
當
時
校
園
出
現
了
一
些
『
職
業
學
生
』
，
通
過
替
同

學
補
習
功
課
、
組
織
興
趣
班
等
活
動
招
攬
學
生
，
一
些
人
甚
至
故
意
考
試
不

及
格
，
或
畢
業
後
轉
系
再
讀
，
以
延
長
在
校
園
活
動
的
時
間
。
他
表
示
，
當

年
同
情
左
派
陣
營
的
港
大
學
生
主
要
集
中
於
理
工
科
。
他
說
：
「
左
派
很
會

保
護
他
們
，
不
會
讓
他
們
拋
頭
露
面
，
例
如
不
會
要
求
他
們
上
街
遊
行
。
」

劉
迺
強
指
出
，
暴
動
結
束
後
，
港
大
校
內
的
左
派
學
生
有
組
織
地
在
學
生
會

屬
會
「
奪
權
」
。
70年

代
初
期
蛻
變
為
「
國
粹
派
」
。
3
0
1

八
、
火
燒
英
國
駐
華
代
辦
處

香
港

的
「

反
英

抗
暴

」
，

反
過

來
又

刺
激

了
北

京
的

造
反

派
，

結
果

釀
成

了

中
共

建
國

以
來

最
嚴

重
的

一
起

外
交

風
波

—
—

火
燒

英
國

駐
華

代
辦

處
。

8月
22日

晚
，
被
極
左
的
狂
潮
支
配
的
外
事
口
造
反
派
以
及
北
京
一
些

高
校
紅
衛
兵
，
突
破
衛
戍
區
人
員
的
防
線
，
開
始
衝
擊
英
代
辦
處
圍
牆
。
隨

即
，
北
京
外
語
學
院
紅
衛
兵
率
先
突
入
西
牆
。
22時

40分
，
大
批
群
衆
組

織
衝
擊
代
辦
處
正
門
；
十
分
鐘
後
，
一
些
高
校
紅
衛
兵
又
越
過
北
牆
。
不
多

時
，
從
三
面
進
入
英
代
辦
處
院
內
的
群
衆
已
達
數
百
人
。

造
反
派
突
入
英
代
辦
處
東
、
西
兩
院
後
即
開
始
點
火
，
頃
刻
間
，
烈

焰
升
騰
，
東
院
的
門
窗
、
地
板
、
汽
車
房
、
油
庫
及
7輛
汽
車
均
被
大
火
吞

噬
；
西
院
樓
內
三
個
臥
室
、
檔
案
室
及
2輛
汽
車
也
都
被
燒
毀
。
混
亂
中
，

英
代
辦
處
的
多
名
外
交
人
員
從
大
火
中
撤
出
，
少
數
人
逃
離
代
辦
處
到
附
近

使
館
和
公
寓
避
難
。
經
趕
來
救
火
的
衛
戍
區
消
防
人
員
奮
力
撲
救
，
大
火
於

零
時
許
熄
滅
。
3
0
2

童
小

鵬
說

，
這

一
事

件
「

給
中

國
的

國
際

聲
譽

帶
來

了
難

以
挽

回
的

巨
大

損

害
，

成
為

新
中

國
對

外
關

係
史

上
的

一
個

『
冰

點
』

」
。

3
0
1
 
張

家
偉

：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

太
平

洋
世

紀
出

版
社

，
2
0
0
0
年

，
7
7
頁

。
3
0
2
 
童

小
鵬

：
《

風
雨

四
十

年
》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1
9
9
6
年

，
4
1
6
-4
1
9
頁

。
作

者
曾

在
周

恩
來

身
邊

工
作

長
達

四
十

年
，

故
有

此
書

名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224
225

第
四
章

8月
23日

凌
晨
，
大
火
剛
被
撲
滅
兩
個
多
鐘
頭
，
周
恩
來
立
即
緊
急
召

見
外
事
口
各
造
反
派
組
織
的
頭
頭
，
代
表
黨
中
央
、
國
務
院
向
他
們
宣
佈
：

火
燒
英
國
代
辦
處
一
事
說
明
現
在
已
不
能
控
制
局
勢
，
這
是
典
型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
對
外
關
係
中
的
任
何
大
步
驟
，
如
提
抗
議
、
發
警
告
等
，
都
是

應
由
政
府
決
定
的
行
動
，
不
能
由
群
衆
說
了
算
。
火
燒
英
代
辦
處
，
就
使
我

們
在
外
交
上
輸
了
理
。

這
次

事
件

有
深

刻
的

國
內

背
景

。
就

在
一

個
星

期
前

的
8月

16日
，

外
交

部

的
「

造
反

派
」

宣
佈

奪
取

外
交

部
黨

委
的

大
權

，
封

閉
了

所
有

副
部

長
辦

公
室

。

姬
鵬

飛
、

喬
冠

華
等

部
領

導
白

天
均

被
關

入
地

下
室

寫
檢

討
，

直
至

晚
間

8時
才

放
出

地
下

室
，

向
「

造
反

派
」

匯
報

，
外

交
工

作
陷

於
一

片
混

亂
。

火
燒

英
代

辦
處

事
件

發
生

之
前

，
北

京
已

發
生

過
群

眾
衝

砸
印

度
、

緬
甸

、

印
尼

三
國

駐
華

機
構

的
行

動
。

之
後

又
有

一
批

紅
衛

兵
去

圍
攻

蘇
聯

駐
華

大
使

館
，

情
況

十
分

緊
急

。
經

過
周

恩
來

耐
心

勸
說

，
圍

攻
蘇

聯
使

館
的

紅
衛

兵
最

後

撤
走

了
。

童
小

鵬
透

露
有

關
周

恩
來

的
這

些
「

機
密

」
，

七
億

人
民

當
時

並
不

知
情

。

1967年
8月

23日
的

《
人

民
日

報
》

，
根

本
就

沒
有

提
到

「
火

燒
」

英
代

辦

處
，

而
且

還
十

分
理

直
氣

壯
：

新
華
社
22日

訊
  被
英
帝
國
主
義
瘋
狂
迫
害
我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的
法
西

斯
暴
行
激
怒
了
的
首
都
紅
衛
兵
和
革
命
群
眾
一
萬
多
人
，
今
晚
湧
到
英
國
駐

華
代
辦
處
舉
行
聲
勢
浩
大
的
示
威
，
在
門
前
舉
行
了
聲
討
英
帝
反
華
罪
行
大

會
，
並
且
激
於
義
憤
，
對
英
國
駐
華
代
辦
處
採
取
了
強
烈
的
行
動
。
⋯
⋯
今

晚
，
英
國
駐
華
代
辦
處
門
前
憤
怒
的
口
號
聲
震
天
動
地
。
同
仇
敵
愾
的
紅
衛

兵
小
將
和
革
命
群
眾
不
斷
高
呼
：
「
打
倒
英
帝
！
打
倒
美
帝
！
打
倒
蘇
修
！

反
華
的
人
決
沒
有
好
下
場
！
港
英
必
敗
！
中
國
人
民
必
勝
！
堅
決
支
持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的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
港
英
法
西
斯
當
局
必
須
低
頭
認
罪
！
」

「
強

烈
的

行
動

」
，

原
來

就
是

火
燒

英
國

駐
華

代
辦

處
。

九
、
周
恩
來
阻
止
進
軍
香
港

厲
松

：
〈

高
瞻

遠
矚

  果
斷

英
明

—
—

「
文

革
」

中
周

恩
來

阻
止

進
軍

香
港

〉

這
篇

文
章

，
原

載
於

《
黨

史
縱

橫
》

1997年
第

8期
，

只
有

一
版

紙
，

內
容

前
所

未
見

，
十

分
震

撼
。

茲
引

述
如

下
：

1967年
7月
上
旬
，
中
共
中
央
主
席
毛
澤
東
在
北
戴
河
召
開
中
央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
與
會
者
有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成
員
、
中
央
軍
委
文
革
小
組
成
員

和
當
時
沒
有
被
點
名
靠
邊
站
的
政
治
局
委
員
共
32人

。
會
議
一
致
通
過
了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起
草
的
〈
關
於
立
即
收
回
香
港
，
結
束
英
帝
國
主
義
殖
民
統

治
〉
的
決
議
。

關
於
立
即
收
回
香
港
的
議
案
，
是
在
1967年

4月
1日
《
人
民
日
報
》

發
表
戚
本
禹
的
〈
愛
國
主
義
還
是
賣
國
主
義
？
—
—
評
反
動
電
影
《
清
宮
秘

史
》
〉
一
文
後
半
個
月
，
亦
即
4月
中
旬
，
在
一
次
中
央
軍
委
擴
大
會
議
上
，

由
林
彪
、
江
青
、
陳
伯
達
、
康
生
、
謝
富
治
、
張
春
橋
等
人
3
0
3首
次
提
出
的
。

這
次
會
議
決
定
由
陳
伯
達
、
謝
富
治
和
張
春
橋
負
責
起
草
收
回
香
港
的
方
案
。

幾
天
後
，
陳
伯
達
等
人
就
拿
出
了
起
草
的
方
案
：
1967年

9月
15日

收

回
香
港
，
9月
25日

前
組
成
廣
東
省
香
港
市
革
命
委
員
會
籌
備
小
組
，
迎
接

10月
1日
國
慶
節
。
方
案
還
提
出
了
收
回
香
港
的
三
種
可
能
方
式
：
（
1）

採
取
軍
事
行
動
，
從
海
、
陸
、
空
進
軍
香
港
，
收
回
香
港
。
（
2）
由
中
國

政
府
照
會
英
國
當
局
，
限
英
國
當
局
於
9月
15日

前
把
香
港
政
權
交
給
中

國
。
（
3）
由
全
國
人
大
常
務
委
員
會
發
表
告
全
國
人
民
書
，
公
佈
收
回
香

港
日
期
和
將
採
取
的
軍
事
行
動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決
定
採
取
第
一
和
第
三
種
方
式
，
並
成
立

了
以
陳
伯
達
為
組
長
，
楊
成
武
、
江
青
、
汪
東
興
、
張
春
橋
、
張
秀
川
為
副

組
長
的
工
作
領
導
小
組
，
向
中
央
政
治
局
、
中
央
軍
委
、
中
央
文
革
負
責
，

還
決
定
由
謝
富
治
、
黃
永
勝
、
張
秀
川
組
成
香
港
市
革
命
委
員
會
籌
備
領
導

小
組
，
由
謝
富
治
任
組
長
。
此
外
會
議
還
通
過
一
項
決
議
，
要
求
英
國
當
局

賠
償
發
動
鴉
片
戰
爭
侵
略
中
國
造
成
的
損
失
，
歸
還
掠
奪
中
國
的
文
物
。

3
0
3
 
這

幾
個

人
都

是
毛

澤
東

發
動

「
文

革
」

的
得

力
助

手
和

幫
兇

，
沒

有
一

個
有

好
下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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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8月
20日

，
陳
伯
達
工
作
領
導
小
組
完
成
了
各
項
佈
置
和
計

劃
，
決
定
動
用
兩
個
師
的
兵
力
發
動
進
攻
，
另
一
個
師
待
命
，
同
時
還
組
織

3000名
幹
部
隨
軍
進
港
，
隨
時
準
備
接
管
港
英
各
部
門
。

就
在
這
萬
分
緊
急
的
時
刻
，
周
恩
來
總
理
感
到
事
關
重
大
，
他
迅
速
聯

絡
了
朱
德
、
董
必
武
、
陳
雲
、
李
先
念
、
陳
毅
、
李
富
春
、
劉
伯
承
、
葉
劍

英
等
老
同
志
，
聯
名
給
毛
澤
東
寫
信
，
要
求
暫
停
收
回
香
港
。
周
恩
來
還
親

自
先
後
七
次
做
毛
澤
東
的
工
作
，
他
向
毛
澤
東
提
出
了
暫
停
收
回
香
港
的
三

點
理
由
：
（
1）
香
港
現
階
段
存
在
有
其
經
濟
價
值
；
（
2）
香
港
的
發
展
主

要
是
中
國
人
自
己
的
智
慧
和
創
造
；
（
3）
香
港
工
商
界
對
現
階
段
收
回
有

抗
拒
性
，
倘
若
抽
資
外
逃
，
近
400萬

香
港
人
是
一
個
大
負
擔
。

毛
澤
東
不
愧
是
一
個
偉
人
，
在
冷
靜
思
考
之
後
，
他
終
於
接
受
了
周
恩

來
等
人
的
意
見
，
並
迅
速
作
出
三
項
決
定
：
（
1）
暫
停
進
行
收
回
香
港
的

各
項
準
備
工
作
；
（
2）
建
議
五
年
至
十
年
不
作
新
的
決
定
；
（
3）
向
英
國

表
明
，
不
准
香
港
變
成
反
中
的
地
區
，
不
准
台
灣
勢
力
滲
入
香
港
，
如
果
發

生
劇
變
，
中
國
隨
時
收
回
香
港
。

周
恩
來
的
建
議
，
使
香
港
、
中
國
乃
至
世
界
避
免
了
一
場
可
能
的
大
災

難
。
對
此
，
人
民
應
該
永
遠
銘
記
。

作
者

厲
松

，
不

知
是

何
許

人
。

所
述

內
容

言
之

鑿
鑿

，
時

、
地

、
人

、
事

，

新
聞

學
A
B
C
中

的
4W

1H
（

W
ho, W

hen, W
hat, W

hy, H
ow

）
俱

備
，

唯
獨

欠

缺
資

料
來

源
。

《
黨

史
縱

橫
》

是
中

共
遼

寧
省

委
黨

史
研

究
室

出
版

的
月

刊
，

由

1988年
出

版
至

今
。

此
文

大
概

是
為

97年
回

歸
「

贈
慶

」
的

。
如

此
敏

感
的

內

容
，

不
可

能
未

經
審

查
就

刊
登

。

有
四

條
佐

證
，

但
十

分
簡

短
。

1、
最

早
是

已
故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梁
上

苑
憶

述
：

周
恩

來
不

同
意

陳
兵

中
、

港
邊

境
，

屢
次

勸
阻

邊
境

造
反

派
過

境
採

取
行

動
。
3
0
4

2、
已

故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秘

書
長

黃
文

放
說

過
兩

句
：

「
林

彪
指

揮
的

解
放

軍
總

參
謀

部
，

甚
至

已
起

草
必

要
時

出
兵

收
回

香
港

的
作

戰
計

劃
。

」
3
0
5

3
0
4
  《

中
共

在
香

港
》

，
廣

角
鏡

出
版

社
，

1
9
8
9
年

5
月

，
1
4
2
頁

。
3
0
5
  《

解
讀

北
京

思
維

》
，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出
版

社
，

5
2
頁

。

如
此

重
大

決
策

，
沒

有
毛

澤
東

的
指

示
，

總
參

謀
部

有
膽

量
去

起
草

作
戰

計

劃
嗎

？
可

惜
，

黃
文

放
已

不
在

，
否

則
，

一
定

要
請

教
：

為
甚

麼
要

把
責

任
加

到

林
彪

頭
上

？

3、
港

澳
辦

主
任

魯
平

1994年
5月

6日
在

香
港

五
大

商
會

午
餐

會
上

講
了

一

句
：

「
你

們
可

知
道

在
1967年

是
周

恩
來

在
最

後
一

分
鐘

才
阻

止
『

四
人

幫
』

派

軍
隊

進
入

香
港

嗎
？

」
3
0
6

魯
平

把
罪

名
安

在
「

四
人

幫
」

頭
上

，
並

不
科

學
。

「
四

人
幫

」
在

1967年

未
成

型
。

頂
多

是
說

極
左

派
，

或
者

乾
脆

說
，

是
毛

澤
東

曾
經

有
此

想
法

。

4、
中

共
中

央
黨

校
的

王
紅

續
寫

道
：

「
在

1967年
香

港
『

左
』

派
舉

行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的
過

程
中

，
江

青
、

王
力

等
違

背
中

央
一

貫
的

對
港

戰
略

方

針
，

企
圖

通
過

由
香

港
廣

大
愛

國
同

胞
以

暴
力

鬥
爭

方
式

、
內

地
給

予
一

切
支

持

（
甚

至
迫

使
中

央
出

兵
）

的
途

徑
，

一
舉

收
回

香
港

。
在

非
常

混
亂

危
急

的
形

勢

下
，

周
恩

來
總

理
借

助
毛

澤
東

的
力

量
，

糾
正

了
這

一
極

左
傾

向
。

」
3
0
7

十
、
中
情
局
關
於
「
文
革
」
波
及
香
港
的
情
報

美
國

情
報

部
門

對
「

文
革

」
與

「
六

七
暴

動
」

十
分

關
注

。
1967年

7月
11

日
，

即
暴

動
發

生
後

兩
個

月
，

中
央

情
報

局
撰

寫
了

一
份

機
密

文
件

—
—

〈
關

於

文
革

波
及

香
港

的
情

報
備

忘
錄

〉
（

Intelligence M
em

orandum
 1366/67）

：

香
港
目
前
的
困
境
可
以
追
溯
到
今
年
年
初
共
產
黨
開
始
的
對
殖
民
地
策

略
的
改
變
。
1967年

1月
份
，
一
名
一
個
月
前
剛
從
中
國
訪
問
歸
來
的

（
香

港
共

產
黨

的
）
高
級
官
員
發
出
的
指
示
改
變
了
方
針
。
他
要
求
激
化
勞
資
爭

端
，
以
便
於
向
工
人
灌
輸
毛
澤
東
思
想
，
並
且
特
別
強
調
新
計
劃
的
目
標
是

進
一
步
的
「
反
英
鬥
爭
」
。

暮
冬
初
春
時
節
，
產
業
工
人
的
騷
動
增
加
，
但
英
國
當
局
避
免
介
入
爭

3
0
6
 
魯

平
：

〈
在

香
港

五
大

商
會

午
餐

會
上

的
演

講
〉

1
9
9
4
年

5
月

6
日

，
《

今
日

港
澳

》
1
9
9
4
年

第
七

期
；

張
朝

陽
：

〈
周

恩
來

與
1
9
6
7
年

香
港

「
五

月
風

暴
」

〉
《

福
建

黨
史

月
刊

》
1
9
9
8
年

第
4
期

。
文

章
在

開
篇

闢
欄

引
用

了
魯

平
第

一
句

話
，

內
文

沒
有

作
進

一
步

說
明

。
3
0
7
 
王

紅
續

：
〈

從
「

長
期

打
算

，
充

份
利

用
」

到
「

一
個

國
家

，
兩

種
制

度
」

—
—

中
國

共
產

黨
對

香
港

政
策

的
演

變
及

其
內

在
聯

繫
〉

，
《

黨
的

文
獻

》
1
9
9
7
年

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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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及
通
過
勞
資
協
商
來
解
決
問
題
而
不
惹
麻
煩
。
3
0
8

中
情

局
沒

有
提

到
這

位
高

級
官

員
的

姓
名

。
這

個
「

對
殖

民
地

策
略

的
改

變
」

的
時

間
，

正
是

澳
門

「
一

二
．

三
」

事
件

之
後

，
香

港
左

派
組

織
人

前
往

澳

門
取

經
。

中
情

局
進

一
步

探
究

人
造

花
廠

事
件

是
港

共
還

是
北

京
策

動
，

並
明

確
指

出
，

港
英

政
府

判
斷

北
京

無
意

收
回

香
港

，
拒

絕
讓

步
：

到
底
是
由
當
地
共
產
黨
組
織
發
動
的
還
是
由
北
京
特
意
安
排
的
，
還
不

清
楚
。
然
而
，
在
5月
6日
事
件
發
生
之
後
，
延
遲
了
九
天
，
直
到
5月
15日

外
交
部
才
發
表
聲
明
，
表
明
這
場
運
動
肇
始
於
香
港
。
當
地
政
治
組
織
的
領

導
人
在
相
當
大
的
壓
力
下
感
到
，
應
展
示
他
們
的
戰
鬥
力
—
—
鑒
於
當
前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要
求
—
—
並
認
為
基
於
要
求
在
勞
工
騷
動
中
採
取
更
加
嚴
厲
立

場
的
總
方
針
，
發
動
一
場
較
大
運
動
的
時
機
已
經
成
熟
。

有
可
能
是
當
地
的
領
導
人
高
估
了
他
們
自
己
的
能
力
，
低
估
了
英
國
人

承
受
壓
力
的
能
力
，
以
及
向
北
京
提
供
了
樂
觀
的
景
象
，
以
確
保
北
京
當
局

的
認
同
，
並
使
中
共
政
權
直
接
捲
入
以
支
持
他
們
的
計
劃
。

在
中
國
外
交
部
聲
明
的
鼓
勵
下
，
香
港
共
產
黨
組
織
發
起
了
一
系
列

「
紅
衛
兵
」
式
的
遊
行
示
威
，
並
且
慫
恿
旨
在
破
壞
公
共
設
施
、
製
造
更
大

混
亂
的
罷
工
。
香
港
政
府
基
於
北
京
沒
有
意
圖
奪
佔
殖
民
地
的
判
斷
認
為
，

在
這
種
形
勢
下
，
拒
絕
讓
步
可
以
得
到
更
多
而
損
失
更
少
。
倫
敦
拒
絕
回
應

中
國
外
交
部
的
要
求
，
並
且
發
表
聲
明
表
示
支
持
香
港
當
局
。
香
港
警
方
毫

不
軟
弱
，
並
用
最
少
的
警
力
控
制
了
大
局
。

6月
24日

進
行
「
總
罷
工
」
。
努
力
終
歸
失
敗
。
號
召
總
罷
工
已
經
是

「
一
廂
情
願
的
想
法
」
，
因
為
大
眾
很
難
被
動
員
起
來
了
。

香
港
的
共
產
黨
人
號
召
於
6月
29日

進
行
為
期
四
天
的
「
食
物
罷
工
」

（
food strike）

（
應

譯
作

：
罷

市
）
。
北
京
當
局
予
以
合
作
，
禁
止
裝
運

肉
食
及
其
他
食
品
的
船
隻
從
大
陸
進
入
殖
民
地
。
罷
市
沒
有
甚
麼
效
果
—
—

3
0
8
 
本
節
有
關
中
情
局
的
文
件
，
全
部
出
自
沈
志
華
、
楊
奎
松
主
編
：
《
美
國
對
華
情
報
解
密
檔
案
 (1

9
4
8
-1
9
7
6
)》

卷
五

，
第

八
編

：
《

文
化

大
革

命
》

，
東

方
出

版
中

心
2
0
0
9
年

4
月

，
1
0
6
-1
1
5
頁

。

85％
的
商
家
在
四
天
之
後
就
回
來
營
業
了
—
—
在
7月
3日
罷
市
失
敗
後
，
食

品
禁
運
也
終
結
了
。

中
情

局
的

備
忘

錄
特

別
提

到
香

港
對

中
國

的
經

濟
價

值
：

「
香

港
是

共
產

黨

中
國

最
大

的
單

一
出

口
市

場
⋯

⋯
去

年
中

共
在

香
港

貿
易

中
收

入
5.5億

美
元

，
大

約
佔

當
年

全
部

外
貿

收
入

的
三

分
之

一
。

中
國

從
香

港
獲

得
的

外
貿

收
入

增
長

很

快
，

在
過

去
五

年
裏

幾
乎

增
長

了
兩

倍
，

並
且

現
在

仍
在

增
長

。
如

果
北

京
接

管

這
個

殖
民

地
，

這
一

切
幾

乎
都

將
失

去
。

」

這
個

分
析

也
符

合
中

國
對

香
港

「
長

期
打

算
，

充
份

利
用

」
的

方
針

。

相
隔

一
個

半
月

，
8月

25日
，

中
情

局
再

遞
交

了
一

份
〈

關
於

中
國

大
陸

局

勢
對

香
港

影
響

的
情

報
備

忘
錄

〉
（

Intelligence M
em

orandum
 1383/67）

：

中
共
打
算
越
界
攻
擊
似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但
存
在
兩
種
來
自
中
國
大
陸

的
可
能
行
動
，
這
將
給
香
港
當
局
造
成
非
常
困
難
的
局
面
⋯
⋯
如
果
毗
鄰
的

廣
東
省
的
軍
事
權
力
機
構
垮
掉
，
並
且
大
量
中
國
難
民
逃
入
這
塊
自
由
殖
民

地
，
那
麼
就
會
出
現
更
嚴
峻
的
困
難
。
⋯
⋯
1962年

就
有
18萬

人
逃
到
香
港
。

商
業
信
心
已
經
動
搖
，
資
本
開
始
外
流
，
除
非
這
個
殖
民
地
恢
復
和

平
，
無
論
多
麼
不
易
，
否
則
將
出
現
經
濟
增
長
率
急
速
下
滑
與
失
業
增
加
的

趨
勢
，
這
種
情
況
將
為
共
產
黨
人
提
供
新
的
機
會
⋯
⋯
不
是
通
過
軍
事
手
段

從
外
部
接
管
香
港
，
而
是
通
過
內
部
的
持
續
侵
蝕
，
這
種
內
部
侵
蝕
將
使
當

地
的
共
產
黨
人
支
配
香
港
，
導
致
類
似
澳
門
的
一
種
局
勢
。

如
果
新
的
領
導
人
在
北
京
掌
權
，
轉
向
更
溫
和
與
實
用
的
計
劃
以
努
力

恢
復
大
陸
的
內
部
穩
定
，
支
持
香
港
共
產
黨
運
動
的
力
量
可
能
就
會
減
輕
。

平
靜
將
會
恢
復
，
已
遭
受
了
一
次
打
擊
的
香
港
將
緩
慢
地
復
蘇
，
香
港
將
習

慣
於
一
種
缺
乏
安
全
感
的
和
平
，
這
和
平
中
帶
有
一
種
稍
稍
蕭
條
了
的
繁
榮
。

幸
好

，
局

勢
的

發
展

是
「

遭
受

了
一

次
打

擊
的

香
港

將
緩

慢
地

復
蘇

」
。

中
情

局
的

報
告

當
然

是
以

美
國

的
利

益
為

依
歸

，
但

也
不

是
「

逢
中

（
共

）
必

反
」

。

《
美

國
對

華
情

報
解

密
檔

案
》

第
八

編
：

《
文

化
大

革
命

》
的

主
編

何
慧

在

導
論

中
寫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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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5月
20日

，
美
國
總
統
約
翰
遜
（
Johnson）

的
特
別
助
理
羅
斯
托

（
W
alt Rostow

）
提
交
給
總
統
的
報
告
中
認
為
中
國
的
形
勢
是
否
複
雜
的
和

不
確
定
的
，
並
引
美
國
駐
香
港
總
領
事
賴
斯
（
Edw
ard Rice）

的
電
報
，
說

美
國
不
應
該
指
望
從
中
國
的
混
亂
中
獲
得
好
處
，
這
不
符
合
美
國
的
利
益
。

1966年
4月
14日

，
賴
斯
給
羅
斯
托
的
匯
報
中
認
為
美
國
的
政
策
不
僅

是
要
避
免
與
中
國
為
敵
，
而
且
要
建
立
一
種
「
都
能
活
的
關
係
」
（
a live-

and let-live relationship）
並
調
整
美
國
的
對
華
政
策
。
3
0
9

在
1971年

中
美

關
係

正
常

化
之

前
，

美
國

的
情

報
部

門
主

要
是

在
靠

近
中

國

大
陸

的
香

港
、

澳
門

設
立

機
構

，
從

那
些

過
往

中
國

的
外

交
人

員
、

遊
客

、
商

人

那
裏

收
集

各
類

信
息

。
而

美
國

駐
香

港
總

領
事

館
是

中
美

建
交

之
前

美
國

獲
取

中

國
情

報
的

最
重

要
的

渠
道

之
一

。
3
1
0

港
督

葛
量

洪
在

他
的

回
憶

錄
裏

曾
提

到
，

美
國

在
香

港
擁

有
比

英
國

人
更

多

的
情

報
人

員
。

英
國

記
者

吉
庭

斯
寫

道
：

美
國

駐
香

港
總

領
事

館
「

擁
有

多
至

60名
中

國
問

題
觀

察
員

，
範

圍
包

括
軍

事
、

政
治

及
經

濟
事

項
」

。

吉
庭

斯
還

提
到

1
9
5
1
年

成
立

的
友

聯
研

究
所

（
U

n
io

n
 R

esearch 

Institute）
：

「
由

亞
洲

基
金

會
（

後
來

發
現

其
為

中
央

情
報

局
撥

款
的

一
道

暗

渠
）

支
付

它
的

大
部

份
經

費
。

研
究

所
有

職
員

超
過

50人
。

包
括

一
個

秘
書

處
，

一
間

圖
書

館
（

剪
報

及
無

線
電

收
聽

）
，

一
個

編
製

資
料

頁
的

研
究

部
門

⋯
⋯

它

宣
稱

可
以

收
到

29個
省

市
自

治
區

中
15處

的
廣

播
。

」
3
1
1

60年
代

在
香

港
任

職
美

國
新

聞
處

的
作

家
董

橋
寫

道
，

周
恩

來
曾

稱
讚

美
國

駐
香

港
領

事
館

的
情

報
搜

集
工

作
了

得
，

批
示

：
「

要
知

中
國

事
，

請
問

中
情

局

香
港

站
。

」
3
1
2

3
0
9
 
同

上
，

1
8
-1
9
頁

。
live

-a
n
d
 le

t-live
 re

la
tio

n
sh

ip
應

譯
作

：
相

互
容

忍
的

關
係

。
3
1
0
 
同

上
，

5
頁

、
2
0
3
頁

。
3
1
1
  〈

在
香

港
觀

察
中

國
的

活
動

〉
，

《
七

十
年

代
》

1
9
7
2
年

1
0
月

號
。

Jo
h
n
 G

ittin
g
s, C

h
in
a
-W

a
tc
h
in
g
 in

 
H
o
n
g
 K
o
n
g
, A

sso
c
ia
tio

n
 o
f R

a
d
ic
a
l E

a
st A

sia
n
 S
tu
d
ie
s.

3
1
2
 
潘

小
濤

：
《

國
情

》
，

〈
董

橋
推

薦
序

〉
，

圓
桌

文
化

，
2
0
1
0
年

7
月

。

十
一
、
人
血
不
是
茄
汁

—
—
評
前
港
督
衛
奕
信
的
「
茄
汁
論
」

香
港

前
總

督
衛

奕
信

勳
爵

在

2003年
9月

19日
，

接
受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邱
吉

爾
學

院
的

英
國

外
交

口

述
歷

史
計

劃
（

B
ritish D

iplom
atic 

O
ral H

istory P
rogram

m
e－

B
D

O
H

P
）

訪
問

，
談

到
1967年

的
暴

動
。

衛
奕

信
當

時
在

英
國

外

交
部

中
國

科
（

C
hina D

esk）
工

作
，

並
不

在
香

港
。

Lord W
ilson：

in M
ay 

of 1967, if I rem
em
ber right, there w

ere m
assive dem

onstrations in 

w
hich the dem

onstrators w
ere doing things like pouring tom

ato ketchup 

over them
selves, then falling to the ground to be photographed, saying 

they had been shot by the police. ......A
 num

ber of the leading pro-

com
m
unists w

ere also fat-cat com
m
unists and w

ould turn up in their 

expensive M
ercedes cars. So a notice w

as put out saying“
Petitioners' 

car park this w
ay”
.

譯
文
：
1967年

5月
，
如
果
我
沒
有
記
錯
，
發
生
了
大
規
模
的
示
威
，

示
威
者
把
茄
汁

（
番

茄
醬

）
淋
在
自
己
身
上
，
然
後
倒
在
地
上
讓
人
拍
照
，

聲
稱
他
們
是
被
警
察
開
槍
擊
倒
。
一
些
親
共
的
頭
面
人
物
也
是
「
紅
色
肥

貓
」
，
是
乘
坐
名
貴
的
「
平
治
」

（
內

地
稱

「
奔

馳
」

）
房
車
前
來
，
於
是

（
港

督
府

）
張
貼
了
「
請
願
人
士
停
車
處
」
的
指
示
牌
。

人
血

不
是

胭
脂

。
人

血
也

不
是

茄
汁

。
衛

奕
信

以
香

港
前

總
督

、
上

議
院

勳

爵
之

尊
，

在
「

六
七

暴
動

」
發

生
後

三
十

幾
年

，
如

此
憶

述
這

段
歷

史
，

未
免

令

人
失

望
。

D
avid W

ilson於
1977年

出
任

政
治

顧
問

時
，

中
文

譯
名

叫
魏

德
巍

。
既

港
督

衛
奕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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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
影

幢
幢

，
又

「
偽

得
危

」
，

字
、

音
欠

佳
，

筆
畫

太
多

。
到

出
任

港
督

時
，

遂
改

中
文

名
為

：
衛

奕
信

。

張
家

偉
的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
有

提
及

港
英

當
局

曾
指

左
派

人
士

用

紅
藥

水
裝

作
流

血
受

傷
，

但
當

局
沒

有
任

何
舉

證
。

事
實

上
，

只
要

翻
閱

當
年

的
新

聞
、

圖
片

、
影

像
，

左
派

人
士

被
港

英
警

察
毆

打
鎮

壓
，

是
鐵

的
事

實
。

在
光

天
化

日
、

眾
目

睽
睽

，
十

分
混

亂
的

情
況

下
，

抵
擋

警
棍

、
木

彈
、

催
淚

彈
都

來
不

及
，

還
有

時
間

用
茄

汁
、

紅
藥

水
充

血

漿
？

英
國

政
府

的
官

方
檔

案
清

楚
列

出
暴

動
衝

突
中

死
傷

人
數

，
當

中
最

多
的

是

左
派

人
士

。

衛
督

是
學

者
出

身
，

曾
主

編
權

威
學

術
刊

物
C
hina Q

uarterly《
中

國
季

刊
》

，
以

治
學

嚴
謹

見
稱

，
何

出
此

言
？

至
於

另
一

段
說

：
港

督
府

專
為

「
紅

色
肥

貓
」

設
立

泊
車

指
示

區
。

作
為

英

國
佬

下
午

茶
時

間
吹

牛
皮

、
開

玩
笑

則
可

；
如

作
為

存
檔

的
口

述
歷

史
，

則
太

輕

率
了

。
當

年
敵

我
鬥

爭
情

緒
極

度
高

漲
，

有
哪

隻
「

紅
色

肥
貓

」
會

如
此

白
痴

，

把
豪

華
房

車
泊

入
督

憲
府

停
車

場
。

不
怕

被
指

通
敵

？
真

有
這

樣
的

車
停

泊
，

當

年
的

港
英

「
心

戰
室

」
和

政
府

新
聞

處
，

早
就

拿
來

做
宣

傳
了

。
3
1
3

3
1
3
 
衛

奕
信

的
訪

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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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從
早

年
在

蘇
格

蘭
唸

書
，

到
加

入
政

府
，

一
直

談
到

1
9
8
7
-1
9
9
2
年

在
香

港
擔

任
總

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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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
商
業
電
台
名
嘴
林
彬
之
死

1967年
8月

24日
早

上
，

林
彬

與
任

職
商

台
幕

後
工

作
的

堂
弟

林
光

海
，

駕

駛
福

士
私

家
車

，
由

窩
打

老
道

的
居

所
駛

往
達

之
路

的
商

台
上

班
時

，
給

假
扮

的

掘
地

工
人

在
車

上
淋

電
油

放
火

，
活

生
生

燒
死

，
手

段
兇

殘
。

港
英

政
府

當
時

曾
懸

賞
15萬

元
緝

拿
兇

徒
，

但
案

件
至

今
未

破
。

港
九

各
界

同
胞

反
對

港
英

迫
害

鬥
爭

委
員

會
1967年

出
版

的
《

港
九

同
胞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大

事
記

》
記

載
是

：
「

9月
（

應
是

：
8月

）
24日

：
地

下
鋤

奸
突

擊

隊
嚴

懲
民

族
敗

類
林

彬
，

並
發

表
告

同
胞

書
，

公
佈

其
罪

狀
。

」

林
彬

到
底

做
了

些
甚

麼
，

罪
至

於
死

？
還

殃
及

他
的

堂
弟

？

《
大

公
報

》
8月

25日
以

「
地

下
突

擊
隊

鋤
奸

  敗
類

林
彬

受
重

傷
」

為
題

報

道
：

「
此

人
一

向
在

反
華

宣
傳

中
充

當
『

爛
頭

蟀
』

角
色

，
自

『
五

月
抗

暴
』

以

來
，

他
對

於
愛

國
同

胞
更

極
盡

污
辱

誣
衊

之
能

事
。

」
同

版
另

一
段

的
標

題
是

：

「
突

擊
隊

懲
戒

林
彬

後
  發

公
告

公
佈

其
罪

狀
。

」

《
大

公
報

》
8月

27日
副

刊
以

「
林

彬
死

咗
」

為
題

寫
道

：
「

呢
條

友
都

抵

死
有

餘
矣

，
牙

擦
過

頭
。

本
來

牙
擦

都
唔

拘
，

佢
做

廣
播

員
，

牙
擦

幾
句

冇
所

謂
，

佢
最

乞
人

憎
是

時
時

侮
辱

毛
主

席
，

拿
毛

主
席

語
錄

來
開

玩
笑

。
」

「
林

彬

在
電

台
上

公
然

侮
辱

毛
主

席
，

抵
佢

死
喇

。
」

「
如

果
話

林
彬

唔
該

死
，

難
道

徐

田
波

就
該

死
？

李
安

就
該

死
？

佢
地

打
死

人
就

得
，

人
地

打
死

佢
就

唔
得

，
冇

咁

世
界

。
」
3
1
4

可
見

，
當

時
的

左
派

報
紙

對
這

種
赤

裸
裸

的
暗

殺
罪

行
，

沒
有

覺
得

不
妥

，

反
而

認
為

是
以

牙
還

牙
的

合
理

報
復

行
為

。

商
業

電
台

創
辦

人
何

佐
芝

回
憶

說
，

商
台

最
初

對
「

六
七

暴
動

」
「

是
保

持

中
立

的
。

然
而

，
到

了
5月

下
旬

，
左

派
人

士
夜

襲
本

台
，

本
台

遂
作

出
強

烈
回

應
。

左
派

發
動

全
港

街
市

罷
市

之
際

，
我

與
林

彬
即

以
此

為
題

材
，

在
廣

播
劇

《
欲

罷
不

能
》

中
，

用
嬉

笑
怒

罵
方

式
，

月
旦

臧
否

，
諷

刺
時

事
。

」

在
左

派
眼

裏
，

何
佐

芝
的

「
保

持
中

立
」

其
實

是
站

在
港

英
政

府
一

邊
，

否

則
不

會
夜

襲
商

台
。

3
1
4
 
盧

瑋
鑾

主
編

、
張

詠
梅

編
：

《
醒

世
懵

言
—

—
懵

人
日

記
選

》
，

天
地

圖
書

，
2
0
1
1
年

7
月

，
2
4
6
-2
4
8
頁

。
徐

田
波

、
李

安
是

左
派

工
會

工
人

，
左

派
指

他
們

是
被

港
英

警
察

打
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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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

罷
不

能
》

是
「

譏
笑

左
派

欲
罷

工
而

不
能

，
欲

借
故

生
事

達
成

其
政

治

目
的

卻
不

能
得

逞
。

據
說

，
當

時
人

口
大

約
300萬

的
香

港
，

最
少

有
100萬

人

每
天

準
時

聚
在

收
音

機
前

聽
此

廣
播

劇
。

」
「

此
外

，
每

日
加

插
一

段
《

時
事

評

論
》

，
由

林
彬

用
義

正
詞

嚴
的

語
調

，
指

斥
暴

徒
破

壞
社

會
秩

序
的

惡
行

。
」
3
1
5

林
彬

原
名

林
少

坡
，

在
廣

州
受

教
育

，
後

來
偷

渡
到

港
，

著
名

播
音

員
李

我

在
樂

宮
大

廈
義

務
教

中
聯

演
員

播
音

技
巧

時
認

識
他

。
林

彬
後

來
與

工
展

小
姐

鄭

潔
梅

成
眷

屬
，

育
有

三
名

女
兒

。

李
我

認
為

林
彬

是
「

因
言

惹
禍

，
在

節
目

中
大

肆
抨

擊
當

時
的

左
派

工
人

和

國
家

領
袖

」
。

「
林

彬
在

我
眼

中
是

一
個

很
單

純
的

好
孩

子
，

他
的

不
幸

遭
遇

實

在
令

人
惋

惜
，

縱
然

他
的

行
為

有
嘩

眾
取

寵
之

嫌
，

但
人

的
性

命
畢

竟
是

最
寶

貴

而
又

無
可

代
替

的
，

若
用

到
燒

殺
別

人
的

恐
怖

手
段

來
解

決
問

題
，

那
可

是
絕

對

無
法

容
忍

的
暴

行
，

必
須

接
受

社
會

的
嚴

厲
批

評
和

法
律

的
追

懲
。

暴
力

從
不

會

帶
來

真
理

，
只

會
招

來
仇

恨
，

成
為

人
們

心
中

無
法

磨
滅

的
烙

印
。

」
3
1
6

據
商

台
播

音
員

楊
廣

培
表

示
，

林
彬

遇
襲

後
，

商
台

為
主

要
的

播
音

員
如

李

我
、

蕭
湘

夫
婦

、
楊

廣
培

、
金

剛
、

金
貴

及
幕

後
的

監
製

胡
沙

等
，

安
排

貼
身

保

鑣
，

還
租

借
了

鄰
近

電
台

的
住

宅
單

位
供

同
事

暫
住

，
出

入
有

兩
名

以
上

的
保

鑣

同
行

，
長

達
九

個
月

。
可

見
當

時
社

會
治

安
仍

極
為

動
盪

。

「
六

七
暴

動
」

鬥
得

火
紅

火
綠

，
《

大
公

報
》

當
時

的
偏

激
，

尚
可

理
解

。

想
不

到
事

隔
多

年
，

周
奕

的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居
然

對
警

方
低

調
處

理
林

彬

喪
禮

，
寫

了
一

些
很

刻
薄

的
話

，
令

人
齒

冷
。

筆
者

不
想

在
死

難
者

家
屬

的
傷

口

上
撒

鹽
，

不
引

述
了

。
3
1
7

只
想

反
問

周
奕

一
句

：
難

道
警

方
大

張
旗

鼓
治

喪
，

藉
此

挑
動

親
共

和
反

共

人
士

之
間

大
對

決
，

重
演

1956年
的

仇
殺

悲
劇

，
你

才
滿

意
嗎

？

林
彬

遺
孀

鄭
安

娜
於

喪
禮

翌
日

在
報

紙
上

刊
登

〈
謝

啟
〉

（
原

文
沒

有
標

點

符
號

，
是

筆
者

加
的

。
）

寫
道

：
「

先
夫

業
於

昨
日

上
午

11時
在

淒
風

苦
雨

天
人

共
憤

中
出

殯
，

安
葬

跑
馬

地
天

主
教

墳
場

。
深

知
弔

唁
者

眾
，

本
港

左
派

無
恥

暴

3
1
5
 
馮

志
豐

主
編

，
黃

培
烽

主
筆

：
《

十
八

樓
C
座

  為
民

喉
舌

四
十

年
》

，
亮

光
文

化
，

2
0
0
8
年

，
3
5
、

3
8
-3
9

頁
。

3
1
6
 
李

我
：

《
李

我
講

古
（

二
）

—
—

浪
擲

虛
名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4
年

1
2
月

，
2
0
2
-2
0
4
頁

。
3
1
7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
利

文
出

版
社

，
2
0
0
9
年

第
四

版
，

2
9
9
-3
0
0
頁

。

徒
可

能
乘

機
復

施
卑

鄙
殘

忍
手

段
，

再
次

傷
及

無
辜

，
致

先
夫

在
天

之
靈

稍
有

遺

憾
，

故
未

能
事

先
訃

聞
，

尚
祈

  社
會

正
義

人
士

及
愛

護
先

夫
聽

眾
惠

予
鑒

諒
，

並
致

謝
悃

。
」

林
光

海
的

父
親

林
均

在
〈

謝
啟

〉
中

也
表

示
不

想
「

再
次

傷
及

無
辜

」
，

「
是

以
事

先
未

敢
先

行
訃

聞
」

。

林
鄭

安
娜

和
林

均
二

人
的

決
定

，
確

實
是

識
大

體
、

顧
大

局
。

港
英

時
代

和
特

區
政

府
的

前
高

官
王

永
平

寫
道

，
林

彬
之

死
「

對
我

的
震

撼
很

大
—

—
只

是
說

說
而

已
，

也
會

被
人

燒
死

。
那

個
印

象
令

我
一

直
到

回
歸

前

基
本

上
都

是
抗

共
。

」
王

永
平

並
因

此
得

出
結

論
：

「
香

港
的

言
論

自
由

很
重

要
」

，
「

國
民

教
育

不
能

迴
避

歷
史

事
實

、
更

要
鼓

勵
學

生
獨

立
思

考
是

非
對

錯
。

」
3
1
8

十
三
、
「
破
腎
案
」
與
港
英
警
察
施
暴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港

英
政

府
與

左
派

勢
成

水
火

，
劍

拔
弩

張
。

警
察

對

左
派

的
彈

壓
，

毫
不

手
軟

，
相

當
殘

暴
。

「
破

腎
案

」
是

戰
後

第
一

代
著

名
華

人
大

律
師

余
叔

韶
的

「
得

意
傑

作
」

—
—

為
被

控
謀

殺
左

派
工

人
罪

名
的

警
察

辯
護

，
結

果
獲

得
勝

訴
。

6月
24日

，
警

方
在

九
龍

邵
氏

片
場

，
從

李
安

、
黄

某
二

名
工

人
搜

獲
煽

動

性
海

報
，

將
他

們
拘

捕
返

黃
大

仙
警

署
，

拘
留

約
44小

時
。

6月
26日

下
午

2時
10分

至
20分

之
間

，
送

抵
北

九
龍

裁
判

司
署

提
堂

。
二

人

在
2時

半
至

3時
之

間
出

庭
應

訊
，

裁
判

司
史

立
頓

當
時

察
覺

他
們

身
體

狀
況

極
為

衰
弱

，
下

令
立

即
送

入
醫

院
。

入
院

後
李

安
在

同
日

下
午

5時
45分

去
世

。

控
方

根
據

政
府

法
醫

官
剖

驗
李

安
，

斷
定

死
因

是
由

於
腎

臟
破

裂
，

而
造

成

破
裂

是
在

去
世

前
四

小
時

之
內

；
黃

大
仙

幾
位

警
務

人
員

說
李

安
在

移
交

到
三

名

被
告

的
警

察
手

上
時

，
看

來
健

康
良

好
；

當
日

同
囚

在
北

九
龍

裁
判

司
署

羈
留

室

的
犯

人
任

昌
聲

稱
他

目
擊

三
名

被
告

毆
打

李
安

及
黃

某
。

法
醫

官
剖

驗
李

安
，

發
現

他
受

過
兩

組
傷

害
。

第
一

組
包

括
13處

瘀
傷

，
已

3
1
8
 
新

力
量

網
絡

編
：

《
本

土
論

述
2
0
0
9
》

，
上

書
局

，
2
0
0
9
年

，
4
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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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褪

了
色

，
是

在
去

世
前

24至
48小

時
內

造
成

，
在

這
段

期
間

李
安

在
黃

大
仙

警

署
。

第
二

組
包

括
九

處
瘀

傷
，

胸
骨

和
幾

處
肋

骨
有

裂
縫

和
撕

裂
了

的
胃

前
壁

。

腎
臟

破
裂

是
遭

受
第

二
組

傷
害

時
造

成
的

。
九

處
瘀

傷
是

在
黃

大
仙

警
署

，
前

去

北
九

龍
裁

判
司

署
之

前
，

抑
或

之
後

造
成

，
只

能
靠

推
測

。

在
仔

細
盤

問
下

，
黃

大
仙

警
署

幾
位

警
務

人
員

的
證

供
全

部
不

入
信

。

在
李

比
大

法
官

引
導

下
，

陪
審

團
裁

定
三

名
被

告
謀

殺
罪

名
不

成
立

，
但

誤

殺
罪

名
成

立
。

首
被

告
聽

從
余

叔
韶

的
主

張
提

出
上

訴
。

由
正

按
察

司
何

瑾
爵

士
為

首
的

三
位

大
法

官
組

成
的

合
議

庭
在

1968年
1月

聆
訊

。
上

訴
法

庭
以

「
醫

學
證

供
不

能
夠

證
明

腎
傷

只
能

在
死

者
抵

達
北

九
龍

裁

判
司

署
之

後
造

成
」

，
裁

定
三

名
被

告
警

察
上

訴
得

直
，

推
翻

原
判

，
當

庭
獲

釋

並
復

原
職

。
破

腎
案

終
於

了
結

。

這
是

余
叔

韶
執

業
三

十
多

年
裏

較
為

棘
手

的
一

宗
案

件
。

「
在

勝
算

不
高

的

情
況

下
令

上
訴

得
直

，
自

然
大

感
欣

慰
」

。
3
1
9

余
叔

韶
第

一
部

著
作

《
與

法
有

緣
》

出
版

後
，

收
到

不
少

讀
者

來
函

，
其

中

問
及

「
是

否
應

改
控

黃
大

仙
警

署
內

的
警

務
人

員
謀

殺
罪

」
。

余
叔

韶
回

答
：

「
只

有
黃

大
仙

警
署

內
的

警
務

人
員

才
能

解
釋

為
何

死
者

身

上
出

現
第

一
組

傷
痕

，
而

有
關

第
二

組
傷

痕
的

許
多

問
題

亦
沒

有
答

案
。

調
查

死

因
的

人
員

若
是

公
正

的
話

，
就

不
可

能
看

不
出

最
關

鍵
的

，
是

要
追

究
在

1967年

6月
25日

星
期

日
到

翌
日

下
午

2時
那

極
為

重
要

的
30多

小
時

內
，

死
者

受
過

些
怎

樣
的

對
待

，
而

那
正

是
他

由
黃

大
仙

警
署

人
員

專
責

看
守

的
時

段
。

」

余
叔

韶
個

人
的

立
場

很
明

顯
：

「
更

主
要

是
全

仗
他

們
（

警
察

）
，

這
地

方

才
不

致
毀

於
暴

力
、

無
政

府
主

義
和

亂
民

之
手

。
」

「
設

若
大

批
的

黃
大

仙
警

署

人
員

被
控

以
謀

殺
罪

，
極

可
能

把
全

個
警

隊
的

士
氣

大
為

削
弱

，
令

香
港

的
安

全

陷
入

極
大

的
危

機
。

」
「

政
府

當
局

是
否

只
是

基
於

法
律

上
的

理
由

，
才

決
定

不

3
1
9
 
余

叔
韶

：
《

與
法

有
緣

》
，

胡
紫

棠
譯

，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
1
9
9
8
年

，
2
4
3
-2
6
3
頁

。
A
 S
e
ve

n
th
 C

h
ild

 
a
n
d
 th

e
 L
a
w
, H

K
U
 P
re
ss.

 
余

叔
韶

：
《

法
訟

趣
聞

—
—

雪
廠

街
九

號
的

故
事

》
，

胡
紫

棠
譯

，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2
年

，
1
2
9
-1
5
4
頁

。
T
a
le
s fro

m
 N

o
. 9

 Ic
e
 H

o
u
se

 S
tre

e
t, H

K
U
 P
re
ss. 兩

部
著

作
都

有
引

述
這

件
案

。
 

余
叔

韶
通

篇
只

是
說

李
某

、
黃

某
。

據
《

港
九

同
胞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大
事

記
（

6
月

份
）

》
和

《
香

港
風

暴
》

：
邵

氏
製

片
廠

愛
國

工
友

李
安

，
6
月

2
6
日

在
黃

大
仙

警
署

被
活

活
打

死
。

以
任

何
罪

名
向

黃
大

仙
警

署
的

警
務

人
員

提
出

檢
控

，
當

然
就

誰
都

說
不

準
。

恐

怕
真

相
將

永
遠

被
埋

藏
起

來
，

不
得

而
知

了
。

不
管

這
決

定
因

何
而

致
，

只
知

全

仗
合

議
庭

的
判

決
，

才
免

得
我

明
知

有
人

含
了

不
白

之
冤

而
終

身
抱

憾
，

因
為

我

代
表

辯
方

，
總

有
點

難
辭

其
咎

。
」

余
叔

韶
說

：
「

執
筆

時
，

重
新

記
起

當
日

公
眾

所
表

現
的

情
緒

。
死

者
被

警

方
扣

留
時

所
遭

受
的

一
切

，
令

我
這

屬
法

界
中

人
深

感
吃

驚
和

難
過

。
」

在
余

叔
韶

之
前

，
英

國
人

白
克

強
也

曾
寫

過
這

宗
冤

案
：

「
一

個
被

警
方

拘

捕
了

的
中

國
工

人
被

帶
到

附
近

的
黃

大
仙

警
署

。
他

在
那

裏
被

腳
踢

和
毆

打
。

後

來
，

他
在

北
九

龍
裁

判
司

署
預

備
出

庭
時

，
又

再
被

警
察

腳
踢

和
毆

打
，

終
於

他

未
及

出
庭

就
去

世
。

研
究

死
因

結
果

指
出

他
是

由
於

多
處

的
內

傷
而

致
死

的
。

兩

名
警

員
及

一
名

伍
長

被
控

謀
殺

罪
名

成
立

。
但

數
月

後
—

—
在

這
事

件
被

淡
忘

了

之
後

，
這

些
警

務
官

員
們

就
上

訴
得

直
，

神
不

知
鬼

不
覺

地
被

宣
告

無
罪

釋
放

。

同
時

，
一

些
與

該
案

有
關

的
文

件
亦

離
奇

失
蹤

：
這

就
是

香
港

的
公

道
。

」
3
2
0

以
上

所
舉

並
非

唯
一

案
例

。
港

府
一

份
秘

密
統

計
報

告
（

1967年
5月

4日
－

9

月
20日

）
，

披
露

了
「

羈
留

期
間

死
亡

」
‘

D
ied in custody’

人
數

有
五

人
之

多
。

翟
暖
暉
目
睹
的
獄
警
暴
行

1967年
11月

1日
，

翟
暖

暉
在

赤
柱

監
獄

裏
目

睹
了

驚
心

動
魄

的
獄

警
暴

行
。

兩
個
獄
警
自
倉
頭
追
打
着
一
個
獄
民
。
那
個
獄
民
一
自
用
手
擋
着
警

棍
，
一
自
逃
走
。
其
後
他
沿
着
牆
邊
摸
到
和
我
的
囚
室
正
正
相
對
的
那
間
門

口
，
正
要
自
己
釘
自
己
的
時
候
，
兩
個
獄
警
竟
然
強
行
阻
止
，
而
警
棍
則
照

樣
向
他
的
頭
殼
、
膊
頭
猛
搥
，
即
便
他
已
走
進
囚
室
也
不
放
過
。
就
在
那
一

息
間
，
我
望
見
那
獄
民
，
初
時
還
可
以
站
着
擋
住
警
棍
幾
下
，
不
久
，
屈
下

一
個
膝
頭
了
，
接
着
倒
下
了
，
終
於
臥
地
了
，
不
能
動
彈
了
，
而
兩
個
獄
警

不
但
警
棍
照
樣
無
情
，
其
中
一
個
還
向
他
的
身
體
踢
了
幾
下
，
才
大
力
把
門

釘
上
。監
房
有
規
定
，
阿
sir是

不
准
打
貓
（
踎
）
低
的
犯
人
的
。
貓
低
表
示
你

3
2
0
  〈

香
港

的
警

察
〉

，
《

七
十

年
代

》
月

刊
，

1
9
7
3
年

6
月

號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238
239

第
四
章

不
會
逃
跑
。
也
除
非
有
命
令
，
獄
警
是
不
准
進
入
犯
人
住
的
房
間
裏
面
的
。

許
久
以
後
，
天
已
漸
黑
，
有
一
個
獄
警
領
着
一
個
獄
民
走
到
那
間
囚

室
面
前
，
開
了
門
鎖
，
讓
這
個
獄
民
進
去
時
，
誰
知
他
剛
跨
進
了
一
步
，

「
咦
，
滿
地
血
！
」
便
立
刻
退
了
回
來
。
獄
警
隨
又
把
他
帶
走
。
這
樣
地
沉

寂
了
好
一
會
，
我
終
於
望
見
有
人
帶
來
擔
架
。
而
這
個
柙
友
也
終
於
活
了
過

來
，
只
不
過
再
次
看
見
他
時
，
頭
上
已
黏
滿
了
棉
花
膠
布
。
有
柙
友
說
他
一

共
給
縫
上
了
九
針
。
3
2
1

次
年

，
翟

暖
暉

寫
下

了
七

律
《

春
節

》
，

後
四

句
：

「
眾

卉
送

芳
春

未
鎖

，

滿
懷

生
暖

日
方

和
。

施
之

暴
力

猶
平

等
，

謬
種

杜
林

幾
法

螺
？

」

詩
人

自
註

：
在

獄
中

看
到

由
他

的
夫

人
輾

轉
遞

來
恩

格
斯

寫
的

《
反

杜
林

論
》

，
當

中
有

兩
章

叫
「

暴
力

論
」

。
表

明
自

己
反

對
獄

警
的

暴
行

。

十
四
、
炸
彈
狂
潮
  同
胞
勿
近

炸
彈

潮
始

於
何

日
？

終
於

何
時

？

綜
合

內
地

官
方

報
刊

《
人

民
日

報
》

、
新

華
社

和
《

參
考

消
息

》
的

報
道

，

始
於

7月
9日

，
終

於
12月

6日
，

持
續

了
近

5個
月

。

為
了

批
駁

當
今

香
港

政
壇

一
些

左
派

紅
人

的
奇

談
怪

論
，

以
及

說
明

北
京

對

炸
彈

浪
潮

瞭
如

指
掌

，
並

無
阻

攔
，

反
倒

是
推

波
助

瀾
，

因
此

，
有

必
要

不
厭

其

詳
地

引
用

當
時

中
國

官
方

的
文

本
。

《
人

民
日

報
》

1967年
7月

17日
引

用
新

華
社

香
港

16日
電

：
「

9日
和

13

日
，

觀
塘

警
署

和
黃

大
仙

警
署

先
後

發
生

爆
炸

，
至

少
有

六
輛

汽
車

和
一

輛
摩

托

車
被

炸
毀

。
」

而
兩

天
前

的
《

人
民

日
報

》
報

道
，

「
13日

上
午

11時
多

，
黃

大
仙

警
署

挨

3
2
1
 
翟

暖
暉

：
《

閒
庭

信
步

詩
詞

—
—

解
說

及
註

釋
》

，
2
0
0
9
年

，
非

賣
品

，
7
0
-7
1
頁

。
拙

著
上

卷
出

版
後

，
我

透
過

一
位

昔
日

的
港

大
宿

友
、

也
是

翟
的

姻
親

，
送

呈
拙

著
，

請
他

賜
教

。
數

月
後

，
有

幸
面

見
九

一
高

齡
的

翟
先

生
。

他
回

贈
我

這
部

由
翟

夫
人

錢
舜

玉
手

書
、

裝
幀

精
美

的
線

裝
本

詩
詞

集
。

詩
詞

集
記

錄
了

翟
1
9
6
7
年

至
1
9
6
8
年

，
因

「
六

七
暴

動
」

被
捕

，
在

獄
中

的
創

作
，

其
中

也
有

夫
婦

二
人

唱
和

之
作

。
題

名
「

閒
庭

信
步

」
是

出
自

毛
澤

東
的

詞
：

「
不

管
風

吹
浪

打
，

勝
似

閒
庭

信
步

。
」

是
作

者
面

對
牢

獄
之

災
的

心
境

寫
照

。
他

對
筆

者
說

，
和

司
徒

華
一

樣
，

他
年

輕
時

也
曾

是
新

民
主

主
義

青
年

團
（

共
青

團
的

前
身

）
團

員
。

炸
，

裏
面

的
英

國
警

官
和

港
英

警
察

嚇
得

雞
飛

狗
走

，
慌

忙
在

警
署

四
周

佈
防

。

據
港

英
當

局
宣

佈
，

這
個

警
署

有
四

部
汽

車
和

一
輛

摩
托

車
被

炸
毀

。
」

如
此

算

來
，

觀
塘

警
署

有
兩

輛
汽

車
被

毀
。

「
12日

晚
上

，
在

港
英

實
施

『
宵

禁
令

』
的

時
間

內
，

愛
國

同
胞

向
停

在
筲

箕
灣

街
市

附
近

的
警

車
投

擲
三

個
漁

炮
，

嚇
得

港
英

『
防

暴
隊

』
面

如
土

色
。

」

「
12日

下
午

5時
多

，
港

英
御

用
的

、
由

美
蔣

分
子

控
制

的
大

埔
鄉

事
會

發

生
爆

炸
，

室
內

坐
椅

和
貯

物
室

大
部

份
被

炸
毀

。
」

「
油

麻
地

警
署

13日
晚

挨
炸

的
時

候
，

裏
面

一
群

英
國

警
官

和
警

察
像

驚
弓

之
鳥

一
樣

，
爭

相
奪

門
而

逃
。

」

「
26日

，
愛

國
群

眾
在

香
港

、
九

龍
許

多
地

區
，

向
港

英
軍

警
、

警
署

等
機

構
投

擲
爆

炸
物

。
」

炸
彈

浪
潮

不
久

就
從

針
對

警
察

，
擴

散
到

整
個

社
會

。

《
參

考
消

息
》

7月
29日

發
表

題
為

〈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頻

襲
英

警
署

等
地

   

白
皮

豬
、

黃
皮

狗
嚇

得
狼

奔
豕

突
〉

的
報

道
：

【
路
透
社
香
港
26日

電
】
昨
晚
在
這
個
殖
民
地
至
少
發
生
了
三
起
爆

炸
，
同
時
警
察
繼
續
鎮
壓
左
派
分
子
，
對
他
們
的
據
點
進
行
閃
電
式
襲
擊
。

其
中
兩
次
爆
炸
的
是
土
製
炸
彈
，
沒
有
人
死
亡
。

一
枚
炸
彈
拋
到
距
尖
沙
咀
區
很
近
的
一
個
兵
營
的
鐵
蒺
藜
網
上
。

早
些
時
候
，
灣
仔
區
的
一
個
政
府
自
來
水
公
司
倉
庫
屋
頂
上
發
生
了
一

次
爆
炸
。

過
去
兩
週
當
中
發
生
多
起
炸
彈
襲
擊
事
件
，
這
裏
左
派
煽
動
分
子
顯
然

轉
而
進
行
恐
怖
運
動
。

《
參

考
消

息
》

8月
9日

〈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用

土
製

炸
彈

襲
擊

英
艦

〉
：

據
香
港
《
大
公
報
》
7日
報
道
，
為
懲
罰
港
英
強
盜
出
動
海
陸
空
軍
搜

劫
民
居
，
愛
國
同
胞
發
揚
人
民
戰
爭
思
想
，
於
5日
晚
10時

許
以
炸
彈
襲
擊

港
英
「
添
馬
艦
」
海
軍
基
地
，
強
力
之
土
製
炸
彈
命
中
基
地
中
之
「
丹
比

爾
」
號
艦
尾
，
隆
然
一
聲
巨
響
，
中
環
及
灣
仔
海
邊
一
帶
為
之
震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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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新
社
香
港
6日
電
】
英
軍
彈
藥
專
家
今
天
在
香
港
馬
路
上
使
四
枚

自
製
炸
彈
爆
炸
。

三
枚
炸
彈
是
在
香
港
鬧
市
區
發
現
的
，
其
中
一
枚
放
在
一
個
電
車
站
上
。

第
四
枚
是
今
天
下
午
在
九
龍
的
一
條
大
街
上
發
現
的
。

【
合
衆
國
際
社
香
港
7日
電
】
星
期
日
在
香
港
仍
在
繼
續
發
生
炸
彈
恐

嚇
事
件
。
這
是
香
港
的
共
產
黨
人
最
近
採
取
的
一
種
戰
略
。

人
們
發
現
，
在
香
港
島
酒
吧
區
灣
仔
菲
林
明
道
的
渣
打
銀
行
分
行
辦
事

處
的
門
上
掛
着
一
顆
炸
彈
。

星
期
日
午
夜
後
不
久
，
還
發
現
在
黃
泥
涌
道
和
愉
園
體
育
路
的
交
叉
路

口
上
有
一
顆
自
製
炸
彈
。

【
合
衆
國
際
社
香
港
6日
電
】
星
期
六
一
位
軍
隊
的
爆
炸
物
專
家
在
檢

查
恐
怖
分
子
設
置
的
一
顆
自
製
炸
彈
時
，
炸
彈
爆
炸
，
使
他
受
了
輕
傷
。

邊
界
地
羅
湖
到
九
龍
的
火
車
，
因
為
一
枚
假
炸
彈
而
晚
點
一
小
時
，
而

星
期
六
總
共
有
十
二
起
炸
彈
事
件
，
使
這
個
英
國
殖
民
地
的
警
察
受
到
騷

擾
。

《
參

考
消

息
》

8月
12日

〈
香

港
愛

國
青

少
年

用
炸

彈
襲

擊
港

英
軍

警
  美

聯

社
報

道
兩

家
英

資
大

商
行

收
到

炸
彈

郵
包

〉
：

【
路
透
社
香
港
9日
電
】
一
批
進
行
嘲
弄
的
青
少
年
今
天
在
九
龍
向
一

隊
警
察
扔
了
一
枚
炸
彈
，
六
人
受
傷
。

一
名
警
官
和
兩
名
警
士
設
法
驅
散
在
九
龍
大
街
上
塗
寫
口
號
的
大
約
60

名
青
少
年
，
這
時
有
人
向
他
們
扔
炸
彈
，
同
時
扔
了
一
陣
石
頭
。

炸
彈
未
中
目
標
，
而
在
青
年
群
衆
的
前
排
爆
炸
。
在
爆
炸
後
，
警
察
開

槍
警
告
，
以
驅
散
青
少
年
。

【
美
聯
社
香
港
9日
電
】
共
產
黨
恐
怖
分
子
的
炸
彈
昨
晚
和
今
晨
炸
傷

了
八
個
人
，
其
中
包
括
一
名
嫌
疑
恐
怖
分
子
，
在
他
所
拿
的
一
枚
炸
彈
偶
然

爆
炸
後
，
警
察
發
現
他
失
明
和
流
血
。

兩
家
英
國
商
行
透
露
，
有
炸
彈
郵
寄
到
它
們
在
這
裏
的
總
行
。
據
稱
這

兩
個
炸
彈
都
「
強
大
得
足
以
造
成
嚴
重
傷
害
」
，
如
果
爆
炸
的
話
。

滙
豐
銀
行
的
一
位
人
員
說
，
它
的
炸
彈
郵
包
是
在
上
星
期
五
上
午
送
的

郵
件
中
收
到
的
。
送
給
怡
和
洋
行
的
炸
彈
是
在
下
午
收
到
的
。

《
參

考
消

息
》

9月
5日

〈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巧

佈
炸

彈
陣

狠
揍

港
英

  三
日

晚
炸

死

炸
傷

港
英

軍
警

等
二

十
多

個
  愛

國
同

胞
還

繳
了

一
英

「
見

習
幫

辦
」

的
手

槍
〉

：

【
美
聯
社
香
港
3日
電
】
共
產
黨
恐
怖
分
子
今
天
晚
上
炸
了
一
個
消
防

站
，
炸
死
了
消
防
站
官
員
，
炸
傷
了
四
名
消
防
員
和
六
名
警
察
。

早
些
時
候
，
恐
怖
分
子
用
刀
刺
了
一
名
警
察
巡
官
十
五
次
，
扔
炸
彈

的
共
產
黨
人
炸
傷
了
沿
香
港
—
—
共
產
黨
中
國
邊
界
巡
邏
的
三
名
廓
爾
喀
士

兵
。

（
G

urkhas港
譯

：
啹

喀
。

）

差
不
多
在
消
防
站
被
炸
的
同
時
，
在
擁
擠
的
灣
仔
的
住
宅
區
發
生
了
另

外
兩
次
爆
炸
。
初
步
消
息
說
，
在
擁
擠
的
中
國
飯
館
前
面
發
生
的
一
次
炸
彈

爆
炸
中
，
一
名
婦
女
受
重
傷
，
另
有
幾
個
人
受
傷
。

一
再
刀
刺
警
察
巡
官
的
四
名
恐
怖
分
子
偷
走
了
巡
官
的
手
槍
和
子
彈
，

使
他
躺
倒
在
人
行
道
上
。
醫
院
當
局
稱
他
的
情
況
危
急
。

在
香
港
的
其
他
地
方
，
恐
怖
分
子
在
一
個
公
共
廁
所
放
了
兩
個
炸
彈
，

在
一
座
童
子
軍
建
築
物
前
面
放
了
另
外
一
個
，
在
中
國
難
民
居
住
區
的
街
道

上
和
入
口
放
了
六
個
。
炸
彈
破
壞
小
組
在
它
們
爆
炸
前
加
以
處
理
了
。

《
參

考
消

息
》

9月
16日

〈
香

港
反

英
抗

暴
戰

士
突

襲
軍

營
  真

假
炸

彈
到

處
出

現
，

港
英

軍
警

疲
於

奔
命

〉
：

香
港
消
息
：
《
文
匯
報
》
14日

報
道
一
隊
命
名
「
飛
虎
游
擊
隊
」
的
抗

暴
戰
士
13日

晚
突
襲
九
龍
尖
沙
咀
海
防
道
港
英
軍
營
，
以
炸
彈
擊
中
軍
營
的

「
警
衛
室
」
。
據
說
此
炸
彈
的
威
力
甚
猛
。

《
參

考
消

息
》

9月
30日

〈
香

港
海

面
發

現
炸

彈
  港

英
慌

忙
出

動
警

戒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27日

報
道
：
抗
暴
炸
彈
不
僅
出
現
在
陸
上
，
也
頻
頻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242
243

第
四
章

出
現
在
水
上
。

據
英
文
《
星
報
》
昨
日
的
消
息
說
，
港
英
曾
經
在
港
口
海
面
上
發
現
炸

彈
，
因
此
向
水
警
提
出
在
海
面
上
加
倍
「
警
戒
」
，
並
且
在
添
馬
艦
海
軍
基

地
派
出
特
別
官
員
看
守
。

據
「
軍
火
專
家
」
指
出
那
些
炸
彈
是
水
裏
發
現
的
。
據
警
方
的
「
軍
火

專
家
」
說
，
相
信
置
放
的
人
能
夠
有
足
夠
的
知
識
製
造
水
雷
。

據
「
助
理
水
警
處
長
」
說
：
這
些
炸
彈
是
竹
管
製
造
的
。
目
前
水
警
輪

仍
繼
續
在
港
口
海
上
巡
邏
，
注
視
有
否
「
可
疑
物
品
」
發
現
。
同
時
派
出

「
軍
火
專
家
」
在
水
中
把
炸
彈
引
爆
。

《
參

考
消

息
》

10月
29日

〈
炸

彈
在

敵
人

心
臟

開
花

  香
港

「
裁

判
署

」
內

一
聲

轟
隆

巨
響

，
港

英
法

官
警

特
嚇

得
面

無
人

色
，

雞
飛

狗
走

〉
：

香
港
《
新
晚
報
》
24日

報
道
：
我
抗
暴
同
胞
今
晨
大
顯
威
風
，
深
入
虎

穴
，
在
港
英
銅
鑼
灣
「
裁
判
署
」
的
地
下
大
廳
和
這
座
大
廈
的
三
、
四
樓
梯

間
佈
下
炸
彈
陣
。
轟
隆
的
爆
炸
聲
響
鳴
，
震
懾
敵
膽
。
到
本
報
截
稿
時
止
，

還
有
兩
個
疑
是
炸
彈
的
物
體
在
這
間
「
裁
判
署
」
的
地
下
大
廳
未
曾
處
理
。

《
參

考
消

息
》

12月
5日

〈
香

港
啓

德
機

場
等

地
接

連
發

生
炸

彈
爆

炸
〉

：

【
路
透
社
香
港
1日
電
】
左
派
恐
怖
分
子
今
天
再
次
襲
擊
啓
德
機
場
，

在
擁
擠
的
候
機
室
的
電
梯
裏
放
了
一
顆
炸
彈
。

就
在
四
天
前
，
有
兩
顆
炸
彈
炸
毀
了
兩
間
電
話
室
，
炸
塌
了
機
場
大
廈

飯
館
外
面
的
棚
子
。

炸
彈
專
家
把
今
天
的
炸
彈
的
雷
管
取
出
來
了
，
因
而
沒
有
造
成
任
何
破

壞
。

【
美
聯
社
香
港
1日
電
】
今
天
兩
顆
「
爆
炸
力
很
大
的
」
恐
怖
分
子
炸

彈
在
香
港
的
一
個
警
察
局
爆
炸
。

這
是
恐
怖
分
子
在
一
週
內
第
二
次
用
炸
彈
襲
擊
一
個
警
衛
森
嚴
的
警
察

局
。
恐
怖
分
子
26日
用
炸
彈
襲
擊
這
裏
的
另
一
個
警
察
局
，
但
是
沒
有
人
受
傷
。

恐
怖
分
子
11月

30日
傍
晚
把
一
顆
炸
彈
送
到
這
裏
的
一
家
反
共
中
文

報
紙
的
主
編
那
裏
。
從
11月

30日
上
午
到
1日
上
午
在
香
港
有
30多

起
發
現

炸
彈
的
報
告
。

《
參

考
消

息
》

最
後

刊
登

炸
彈

的
報

道
是

12月
8日

：

【
路
透
社
香
港
6日
電
】
左
派
極
端
分
子
今
天
把
一
枚
土
造
炸
彈
投
進

了
九
龍
警
察
署
的
院
子
。

這
枚
炸
彈
在
停
放
的
幾
輛
汽
車
旁
邊
爆
炸
。
但
是
沒
有
人
受
傷
，
也
沒

有
造
成
任
何
損
失
。

【
美
聯
社
香
港
6日
電
】
今
天
英
國
當
局
說
，
自
7月
份
共
產
黨
在
這
裏

開
展
炸
彈
運
動
以
來
，
他
們
已
核
對
了
8千
多
起
發
現
共
產
黨
恐
怖
分
子
炸

彈
的
報
告
。

當
局
說
，
在
所
收
到
的
關
於
炸
彈
的
全
部
報
告
中
有
1,404個

炸
彈
是

真
的
，
2,448個

是
不
會
爆
炸
的
，
有
一
半
多
是
假
的
，
以
便
在
警
察
和
引

爆
專
家
核
查
出
來
前
斷
絕
交
通
。

《
參

考
消

息
》

這
些

報
道

說
明

當
時

的
局

勢
是

何
等

嚴
峻

。

港
九

各
界

同
胞

反
對

港
英

迫
害

鬥
爭

委
員

會
1967年

出
版

的
《

港
九

同
胞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大

事
記

》
記

載
了

有
港

英
不

少
軍

火
專

家
和

警
察

傷
亡

，
而

且
反

映

出
炸

彈
浪

潮
到

了
後

期
，

情
況

錯
綜

複
雜

：

9月
28日

：
黃
大
仙
獅
子
山
出
現
抗
暴
紅
旗
及
炸
彈
，
英
軍
火
專
家
一

名
被
炸
墮
崖
死
去
。

9月
30日

：
港
英
教
唆
議
員
叫
囂
採
「
極
刑
」
鎮
壓
。

10月
8日
：
從
鰂
魚
涌
至
舊
金
鐘
兵
房
擺
下
炸
彈
陣
，
炸
傷
港
英
軍
火

專
家
一
名
，
警
察
幫
辦
一
名
，
警
目
一
名
，
警
員
一
名
。

10月
13日

：
遍
地
炸
彈
開
花
，
約
有
二
、
三
百
枚
之
多
，
已
知
港
英
警

察
幫
辦
、
見
習
幫
辦
、
警
目
、
軍
火
專
家
等
在
彈
陣
中
一
死
六
傷
。

10月
14日

：
大
擺
炸
彈
陣
，
炸
傷
港
英
五
軍
警
。
我
農
民
將
一
名
英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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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
辦
帶
到
我
方
看
管
。

10月
16日

：
一
名
軍
火
專
家
被
燃
燒
彈
燒
至
遍
體
鱗
傷
。

10月
18日

：
港
英
當
局
把
一
包
用
蔣
幫
廢
旗
包
裹
的
疑
是
炸
彈
的
物
品

放
置
培
僑
中
學
校
門
前
，
危
害
愛
國
學
校
師
生
安
全
。

10月
30日

：
港
九
「
反
英
抗
暴
」
戰
士
英
勇
出
擊
，
大
擺
炸
彈
陣
反
擊

港
英
「
香
港
週
」
陰
謀
。

11月
1日
：
港
英
在
福
建
中
學
北
角
校
舍
門
外
放
置
炸
彈
，
進
行
嫁

禍
、
挑
釁
。

《
大

事
記

》
中

提
到

的
培

僑
和

福
建

中
學

校
門

外
的

炸
彈

，
到

底
是

何
人

擺

放
，

耐
人

尋
味

。

周
奕

說
，

炸
彈

浪
潮

「
從

7月
份

下
半

月
起

，
到

10月
中

旬
止

，
連

綿
三

個

月
，

其
中

規
模

最
大

的
有

三
次

。
」

三
個

月
之

說
，

說
少

了
。

不
過

，
周

奕
解

釋
「

規
模

最
大

的
有

三
次

」
，

卻

可
圈

可
點

。

「
為

甚
麼

選
擇

9月
20日

這
一

天
大

舉
出

擊
呢

？
因

為
國

慶
活

動
快

要
開

始

了
，

傳
達

下
來

的
命

令
是

從
9月

21日
起

到
10月

7日
止

停
止

對
抗

活
動

。
為

甚
麼

上
級

的
決

定
貫

徹
得

那
麼

好
？

據
我

所
知

，
戰

鬥
隊

大
多

是
有

組
織

的
群

眾
，

不

過
有

小
部

份
是

自
行

組
成

的
。

」

10月
8日

起
又

熱
鬧

起
來

。
因

為
10月

10日
是

國
民

黨
分

子
慶

祝
雙

十
節

的

日
子

。10月
13日

和
10月

20日
，

是
英

聯
邦

事
務

部
次

官
石

寶
德

抵
港

訪
問

和
離

港

的
日

子
。
3
2
2

由
誰

傳
達

命
令

，
組

織
群

眾
，

不
問

可
知

。

港
英
有
沒
有
「
插
贓
嫁
禍
」
？

且
看

若
干

左
派

人
士

的
統

一
口

徑
。

民
政
局
長
曾
德
成
：

左
派

放
炸

彈
是

非
常

愚
蠢

的
行

為
，

你
放

炸
彈

，
別

人

3
2
2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
2
9
7
頁

。

也
可

以
放

。
曾

聽
一

些
左

派
朋

友
說

，
當

年
部

份
炸

彈
「

其
實

是
港

英
插

贓
嫁

禍
的

」
。

民
建
聯
立
法
會
議
員
葉
國
謙
：

放
炸

彈
絕

不
是

左
派

有
組

纖
的

行
動

，
可

能

個
別

左
派

群
眾

在
復

仇
心

態
驅

使
下

，
一

時
衝

動
幹

出
來

的
。

不
相

信
所

有
炸

彈

都
是

左
派

擺
放

的
，

可
能

是
港

英
當

局
「

插
贓

嫁
禍

」
，

挑
起

市
民

對
左

派
的

不

滿
情

緒
。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會
長
李
連
生
：

並
非

所
有

炸
彈

都
是

左
派

人
士

放
置

的
，

部

份
炸

彈
是

港
英

栽
贓

，
嫁

禍
左

派
人

士
。

華
革
會
會
長
蔡
渭
衡
（
1924-2011）

：
我

們
在

集
中

營
中

也
反

對
放

置

「
菠

蘿
」

的
做

法
，

認
為

這
樣

會
累

人
累

己
，

有
些

「
菠

蘿
」

其
實

是
港

英
放

置

的
，

旨
在

引
起

群
眾

對
愛

國
人

士
反

感
。
3
2
3

《
文

匯
報

》
1967年

10月
19日

報
道

：
「

校
門

前
發

現
蔣

旗
包

裹
疑

是
炸

彈

物
品

  培
僑

揭
港

英
圖

藉
口

進
攻

  全
校

早
已

森
嚴

壁
壘

準
備

反
擊

來
敵

」
，

也

許
可

作
為

「
栽

贓
」

一
例

。

不
過

，
只

要
對

照
上

引
《

參
考

消
息

》
的

大
量

報
道

，
「

插
贓

嫁
禍

」
這

種

企
圖

各
打

五
十

大
板

的
說

法
，

顯
然

是
混

淆
視

聽
的

詭
辯

。
即

使
真

有
栽

贓
，

借

用
毛

澤
東

的
比

喻
：

恐
怕

頂
多

也
是

九
個

指
頭

對
一

個
指

頭
罷

了
。

請
看

《
大

公
報

》
1967年

10月
22日

的
兩

則
標

題
：

「
回

擊
港

英
血

腥
暴

行
  同

胞
有

權
擺

炸
彈

陣
」

「
以

暴
易

暴
誰

曰
不

宜
  斥

反
動

報
對

炸
彈

陣
的

無
恥

詆
譭

」
。

再
比

較
另

外
幾

位
左

派
人

士
怎

麼
說

，
讀

者
自

當
心

中
有

數
。

左
派
電
影
界
領
導
人
廖
一
原
（
1920-2002）

：
放

置
炸

彈
最

初
背

後
肯

定
有

人
策

動
，

然
後

其
他

人
爭

相
效

尤
。

左
派

已
逐

漸
失

去
廣

大
市

民
群

眾
的

支
持

，

鬥
爭

是
註

定
失

敗
的

。

前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梁
上
苑
（
1913-2000）

：
鬥

爭
都

是
港

澳
工

委

領
導

的
有

組
纖

的
行

動
，

「
真

假
菠

蘿
陣

」
也

不
例

外
。

不
管

是
誰

提
出

建
議

，
是

誰
進

行
鼓

動
，

應
該

說
都

是
新

華
社

領
導

的
鬥

爭
。

據
說

當
時

的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祁
烽

還
洋

洋
得

意
，

認
為

這
是

「
絕

招
」

，
可

以
為

城
市

鬥
爭

提
供

「
新

的
革

命
鬥

爭
方

式
」

。
3
2
4

3
2
3
 
張

家
偉

：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

1
5
8
、

2
3
5
、

2
3
6
、

2
4
6
、

2
6
6
頁

。
3
2
4 

同
上

，
2
1
3
、

2
7
0
-2
7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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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孚
：

這
「

菠
蘿

」
陣

曾
經

贏
得

左
派

頭
子

的
讚

賞
，

認
為

這
是

一
項

重
大

的
發

明
創

造
，

為
未

來
世

界
性

的
城

市
鬥

爭
增

加
了

一
項

新
的

武
器

。
3
2
5

羅
孚
全
家
動
員
放
假
「
菠
蘿
」

羅
海

雷
寫

道
：

「
我

兩
個

哥
哥

海
曼

和
海

沙
當

時
都

是
十

來
歲

的
青

少
年

，

他
們

也
在

家
庭

和
學

校
影

響
下

，
和

同
學

、
報

館
的

其
他

子
弟

與
年

輕
朋

友
組

織

了
戰

鬥
隊

，
到

處
放

傳
單

和
假

『
菠

蘿
』

。
⋯

⋯
父

親
不

但
沒

有
阻

止
，

還
要

親

自
上

陣
，

這
次

他
們

一
行

五
人

，
包

括
三

父
子

還
加

上
一

位
年

輕
同

事
⋯

⋯
也

是

放
了

假
『

菠
蘿

』
後

再
報

警
。

」
3
2
6

羅
孚

曾
在

無
綫

電
視

「
新

聞
透

視
」

節
目

中
，

面
對

鏡
頭

，
坦

白
承

認
放

假

「
菠

蘿
」

。
只

是
沒

有
說

是
「

全
家

總
動

員
」

。

找
不
到
答
案
的
疑
問

一
直

想
探

究
：

鄭
耀

棠
、

譚
耀

宗
、

黃
國

健
、

葉
國

謙
，

甚
至

陳
婉

嫻
等

當

今
政

壇
上

的
中

方
紅

人
，

他
們

對
持

續
了

五
個

月
的

「
真

假
菠

蘿
陣

」
，

知
道

多

少
？

如
今

怎
麼

看
？

1967年
，

鄭
19歲

，
譚

18歲
，

黃
15歲

，
陳

21歲
，

都
是

左
派

工
會

的
積

極
分

子
，

後
來

在
工

聯
會

扶
搖

直
上

。
葉

16歲
，

漢
華

中
學

學
生

，
畢

業
後

留
校

任
職

。但
無

從
入

手
。

這
麼

多
炸

彈
是

在
哪

裏
製

造
？

漢
華
中
學
校
長
黃
建
立
（
1923-2003）

說
：

「
左

派
教

育
界

從
來

不
主

張

放
炸

彈
等

暴
力

手
段

。
不

排
除

一
些

左
派

學
校

學
生

被
其

他
人

拉
去

幹
放

炸
彈

的

事
情

。
」
3
2
7

黃
建

立
只

說
放

炸
彈

，
迴

避
了

製
造

炸
彈

和
左

派
學

校
的

關
係

。
根

據
特

區

政
府

前
律

政
司

梁
愛

詩
1998年

的
文

章
，

找
到

了
一

處
製

造
炸

彈
的

場
所

：
中

華

中
學

實
驗

室
。

3
2
5  《

我
的

父
親

羅
孚

》
1
3
4
頁

。
3
2
6  《

我
的

父
親

羅
孚

》
1
3
8
頁

。
3
2
7 

張
家

偉
：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
1
8
0
-1
8
1
頁

。

十
五
、
中
華
中
學
炸
彈
爆
炸
事
件

在
1967年

的
炸

彈
浪

潮
中

，
中

華
中

學
實

驗
室

於
11月

27日
發

生
爆

炸
，

一

個
姓

蕭
的

18歲
學

生
左

臂
被

炸
斷

，
結

果
學

校
被

查
封

，
校

長
黃

祖
芬

和
一

名
老

師
被

捕
。

港
九

各
界

同
胞

反
對

港
英

迫
害

鬥
爭

委
員

會
於

1967年
每

月
出

版
一

小
冊

的

《
港

九
同

胞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大

事
記

》
記

載
：

「
11月

27日
：

港
英

藉
口

中
華

中

學
發

生
爆

炸
，

有
計

劃
、

有
預

謀
地

圍
襲

該
校

，
綁

走
師

生
職

工
6人

。
28日

：

悍
然

下
『

令
』

封
閉

中
華

中
學

，
再

次
非

法
搜

查
該

校
。

」

對
這

次
爆

炸
事

件
，

香
港

左
派

一
直

諱
莫

如
深

。
人

大
代

表
梁

愛
詩

律
師

直

言
是

「
製

炸
彈

」
。

時
任

特
區

律
政

司
司

長
的

梁
愛

詩
在

《
黃

祖
芬

先
生

紀
念

冊
》

的
〈

代
序

：

懷
念

大
舅

父
〉

寫
道

：

（
黃

祖
芬

）
他
的
環
境
不
算
好
，
但
在
我
成
績
好
的
時
候
，
他
還
送
我

英
文
成
語
詞
典
，
替
我
訂
閱
英
文
的
《
北
京
週
報
》
（
Peking Review

）
，

叫
我
關
心
祖
國
。
我
的
第
一
本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憲
法
》
就
是
大
舅
父
送

給
我
的
。
當
時
除
了
感
謝
他
對
我
的
關
懷
之
外
，
我
很
難
理
解
他
對
祖
國
的

情
懷
，
特
別
是
1967年

「
反
英
抗
暴
」
風
潮
時
，
他
因
學
生
私
製
炸
彈
而

被
牽
連
，
被
關
進
摩
星
嶺
（
集
中
營
）
去
。
除
了
覺
得
憤
怒
外
，
我
認
為
他

畢
生
投
入
教
育
，
特
別
是
愛
國
教
育
是
他
的
愚
笨
。
經
過
一
年
多
的
監
禁
，

大
舅
父
被
釋
放
出
來
以
後
，
依
然
保
持
愛
國
的
情
操
，
繼
續
他
的
事
業
；
以

育
華
中
學
的
名
義
，
孜
孜
不
倦
地
從
事
愛
國
教
育
。
雖
然
對
許
多
事
情
我
們

的
看
法
不
一
，
但
他
能
聽
我
的
意
見
，
加
以
批
評
和
指
導
，
教
我
認
識
中

國
。
到
了
80年

代
，
我
們
的
看
法
漸
漸
拉
近
，
能
夠
談
的
話
題
越
來
越
多
。

每
次
我
到
國
內
去
，
回
來
都
興
奮
地
給
他
報
告
。

這
是

親
中

人
士

首
次

承
認

中
華

中
學

內
當

時
是

有
人

在
「

製
炸

彈
」

。
不

過
，

梁
文

語
意

不
清

晰
。

這
裏

作
出

若
干

點
評

。

「
學

生
私

製
炸

彈
」

—
—

爆
炸

是
在

晚
上

發
生

，
沒

有
校

方
的

默
許

或
支

持
，

怎
麼

會
允

許
學

生
在

實
驗

室
裏

逗
留

到
這

麼
晚

？
學

生
又

何
來

材
料

製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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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

須
知

當
時

是
左

派
與

港
英

鬥
爭

的
非

常
時

期
，

校
方

一
定

加
強

警
惕

，
慎

防

敵
人

破
壞

，
尤

其
是

放
置

不
少

危
險

化
學

品
的

實
驗

室
。

梁
愛

詩
把

責
任

完
全

歸

咎
到

學
生

身
上

，
是

否
公

道
？

「
因

學
生

私
製

炸
彈

而
被

牽
連

」
—

—
如

果
黃

祖
芬

是
被

牽
連

，
是

誰
把

他

牽
連

進
去

的
？

身
為

校
長

，
出

了
一

個
製

炸
彈

的
學

生
，

責
任

何
在

？

「
覺

得
憤

怒
」

—
—

是
因

為
大

舅
父

被
牽

連
，

被
關

進
集

中
營

而
遷

怒
港

英

政
府

？
認

為
愛

國
學

校
不

應
該

有
學

生
製

炸
彈

的
非

法
恐

怖
活

動
？

有
感

於
一

個

受
人

唆
擺

的
中

學
生

的
愚

蠢
瘋

狂
行

為
？

不
滿

當
時

的
炸

彈
潮

已
令

不
少

無
辜

百

姓
傷

亡
？

抑
或

是
以

上
諸

多
因

素
夾

雜
而

燃
起

的
怒

火
？

「
我

認
為

他
畢

生
投

入
教

育
，

特
別

是
愛

國
教

育
是

他
的

愚
笨

」
—

—
是

的
，

愛
國

教
育

要
是

辦
成

「
製

炸
彈

」
，

那
真

是
愚

笨
之

極
了

。

在
這

本
由

香
港

中
華

中
學

校
友

會
1998年

3月
出

版
的

《
紀

念
冊

》
裏

，
老

人
大

吳
康

民
對

這
次

事
件

只
有

寥
寥

數
筆

：
「

60年
代

後
期

，
由

於
政

治
原

因
，

被
迫

停
辦

。
」
3
2
8

黃
祖

芬
於

1992年
11月

1日
辭

世
，

終
年

85歲
。

當
時

治
喪

委
員

會
的

悼
詞

寫
道

：
「

1967年
『

五
月

風
暴

』
爆

發
，

黃
祖

芬
先

生
遭

港
英

當
局

以
『

莫
須

有
』

之
罪

名
拘

禁
。

在
此

期
間

，
港

英
當

局
又

藉
故

取
消

中
華

中
學

的
註

冊
。

」

吳
康

民
說

的
「

被
迫

停
辦

」
的

「
政

治
原

因
」

，
悼

詞
裏

說
的

「
藉

故
」

、

「
莫

須
有

」
，

梁
愛

詩
已

經
講

得
很

清
楚

，
無

須
再

解
釋

。

從
紀

念
冊

上
刊

登
的

黃
祖

芬
詩

文
、

書
法

，
從

他
的

親
朋

好
友

、
師

生
的

悼

念
文

章
，

還
有

從
陳

君
葆

日
記

中
有

關
黃

祖
芬

從
50年

代
初

到
70年

代
末

大
量

活

動
的

記
載

看
來

，
應

該
說

這
位

儒
雅

博
學

的
敦

厚
長

者
，

繼
承

了
父

親
黃

冷
觀

創

辦
中

華
中

學
的

遺
志

，
為

愛
國

教
育

事
業

，
奔

波
勞

碌
了

一
生

。

一
心

作
育

英
才

的
黃

校
長

，
面

對
炸

斷
了

左
臂

，
判

刑
四

年
、

前
途

盡
毀

的

學
生

，
情

何
以

堪
？

左
派

人
士

有
寄

予
過

同
情

和
照

顧
嗎

？
有

反
思

過
這

場
悲

劇

帶
來

的
教

訓
嗎

？

《
紀

念
冊

》
裏

有
一

幅
1968年

攝
於

漢
華

中
學

禮
堂

（
當

時
中

華
中

學
已

封
，

黃
祖

芬
身

陷
囹

圄
）

的
畢

業
班

照
片

：
四

十
多

位
中

華
中

學
的

師
生

人
人

手

3
2
8  《

黃
祖

芬
先

生
紀

念
冊

》
是

非
賣

品
，

香
港

中
央

圖
書

館
、

港
大

圖
書

館
均

有
收

藏
。

執
一

本
「

紅
寶

書
」

—
—

《
毛

主
席

語
錄

》
放

在
身

前
⋯

⋯

四
十

多
年

過
去

了
，

睹
物

思
人

，
不

知
道

這
些

師
生

們
有

何
感

想
？

吳
康

民
披

露
：

「
中

華
中

學
因

為
製

造
爆

炸
物

而
遭

港
英

當
局

關
閉

。
培

僑

有
些

年
輕

師
生

受
到

感
染

，
對

此
也

『
躍

躍
欲

試
』

，
但

我
認

為
不

應
讓

學
生

以

身
犯

險
，

並
對

此
種

妨
礙

市
民

出
入

安
全

的
行

為
，

不
以

為
然

，
堅

決
禁

止
在

校

內
作

此
種

危
險

的
試

驗
。

」
3
2
9

既
然

吳
康

民
說

：
「

中
華

中
學

因
為

製
造

爆
炸

物
而

遭
港

英
當

局
關

閉
。

」

那
麼

港
英

封
校

就
不

能
算

是
「

莫
須

有
」

了
。

中
華

中
學

爆
炸

案
發

生
時

，
炸

彈

浪
潮

已
持

續
了

四
個

多
月

，
接

近
尾

聲
。

培
僑

的
年

輕
師

生
此

時
才

「
受

到
感

染
，

躍
躍

欲
試

」
。

如
此

「
後

知
後

覺
」

，
豈

不
怪

哉
？

十
六
、
歷
史
錯
案
：
皇
仁
在
「
六
七
暴
動
」
中

3
3
0

—
—
為
被
判
刑
囚
禁
的
李
繼
潘
、
何
安
頓
兩
位
學
長
翻
案

皇
仁

書
院

（
1862-2011）

迎
來

她
的

第
一

百
五

十
週

年
。

不
少

師
生

、
校

友
正

忙
於

籌
備

跨
年

的
校

慶
活

動
，

讓
世

人
認

識
這

所
曾

經
培

養
過

國
父

孫
中

山
、

國
民

黨
左

派
領

袖
廖

仲
愷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第
二

任
社

長
黃

作
梅

、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霍

英
東

、
賭

王
何

鴻
燊

，
以

及
不

少
高

官
、

社
會

賢
達

的
香

江
第

一

官
立

中
學

。

忝
為

皇
仁

校
友

，
請

允
許

我
訴

說
一

段
早

已
湮

沒
無

聞
的

校
史

，
並

為
兩

個

在
「

六
七

暴
動

」
中

蒙
難

的
學

長
翻

案
。

「
六

七
暴

動
」

，
或

稱
「

反
英

抗
暴

」
，

是
香

港
戰

後
以

來
最

嚴
重

的
一

場

禍
港

殃
民

的
社

會
動

亂
，

是
在

「
文

革
」

極
左

的
大

氣
候

下
，

由
中

共
港

澳
工

委

（
掛

名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

挑
起

的
。

打
響
反
對
港
英
奴
化
教
育
第
一
炮

已
故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原
黨

組
書

記
、

副
主

任
李

後
說

：
「

發
生

於
1967年

的

3
2
9 

吳
康

民
口

述
，

方
銳

敏
整

理
：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香

港
政

治
與

愛
國

教
育

（
1
9
4
7
-2
0
1
1
）

》
，

三
聯

書
店

，
2
0
1
1
年

7
月

，
8
7
、

8
8
頁

。
3
3
0
 
原

載
《

明
報

》
2
0
1
1
年

9
月

2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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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是
建

國
以

來
對

中
央

正
確

方
針

和
政

策
的

第
三

次
也

是
最

嚴

重
的

一
次

衝
擊

和
干

擾
。

」
李

後
所

言
，

不
單

純
是

個
人

看
法

，
而

是
北

京
中

央

政
府

的
定

論
。

1967年
5月

，
香

港
爆

發
持

續
騷

亂
，

很
快

就
蔓

延
到

中
學

。
6月

21日
，

香

港
《

大
公

報
》

、
《

文
匯

報
》

同
時

作
了

長
篇

報
道

：

實
施
港
英
奴
化
教
育
政
策
的
頑
固
堡
壘
—
—
皇
仁
書
院
的
愛
國
學
生
，

打
響
反
對
港
英
奴
化
教
育
的
第
一
炮
。

6月
20日

中
午
12時

半
左
右
，
皇
仁
書
院
的
愛
國
學
生
以
迅
速
的
行

動
，
在
正
門
（
向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牆
上
張
起
一
幅
6呎
多
長
的
紅
布
白
字

標
語
：
「
粉
碎
奴
化
教
育
！
」
；
在
橫
門
（
向
大
坑
）
的
牆
上
，
又
張
開

一
幅
標
語
：
「
粉
碎
反
華
課
本
、
言
論
」
，
並
在
校
內
外
散
發
「
告
皇
仁

同
學
、
工
友
、
老
師
書
」
，
也
在
校
內
貼
起
各
式
反
迫
害
鬥
爭
標
語
。
頓

時
，
整
個
皇
仁
書
院
都
翻
騰
起
來
，
同
學
和
校
外
觀
看
的
同
胞
都
歡
叫
起

來
。

當
天
晚
上
，
皇
仁
鬥
委
會
各
戰
鬥
隊
、
組
聯
合
起
來
，
組
成
了
「
皇
仁

書
院
學
生
反
對
港
英
迫
害
鬥
爭
委
員
會
」
，
並
發
表
了
告
全
港
同
學
書
，
提

出
了
「
四
粉
碎
」
口
號
：
（
1）
粉
碎
奴
化
教
育
；
（
2）
粉
碎
一
切
反
華
課

本
、
言
論
；
（
3）
粉
碎
會
考
制
度
；
（
4）
粉
碎
美
式
生
活
毒
害
。
最
後
號

召
全
港
同
學
攜
手
並
肩
，
高
舉
毛
澤
東
思
想
偉
大
紅
旗
奮
勇
前
進
！

筆
者

當
時

是
中

一
學

生
，

對
此

一
無

所
知

，
也

沒
有

見
過

這
幅

標
語

。
也

許

午
飯

時
間

，
標

語
很

快
就

被
校

方
沒

收
了

。
記

憶
中

，
同

學
之

間
也

沒
有

說
起

此

事
。

除
皇

仁
外

，
庇

理
羅

士
、

英
皇

、
聖

保
羅

、
華

仁
等

不
少

官
、

津
、

補
、

私

英
文

書
院

，
都

紛
紛

成
立

鬥
委

會
。

司
徒

華
在

回
憶

錄
《

大
江

東
去

》
寫

道
：

「
這

種
不

顧
後

果
的

極
左

思
潮

，
到

『
六

七
暴

動
』

達
到

高
峰

，
大

批
英

文
書

院

學
生

被
發

動
參

與
，

帶
來

很
大

損
失

。
」

他
解

釋
，

這
是

本
來

屬
於

中
共

地
下

黨

組
織

的
教

育
戰

線
系

統
中

的
「

灰
校

線
」

。
就

讀
英

文
書

院
的

進
步

學
生

，
「

基

本
上

沒
有

左
派

色
彩

，
對

於
將

來
分

散
到

社
會

不
同

階
層

，
甚

至
滲

透
到

港
英

政

府
內

部
，

都
較

為
便

利
」

。
3
3
1

皇
仁

再
次

見
報

，
是

在
新

學
年

開
課

之
後

。

1967年
10月

17日
上

午
9時

左
右

，
皇

仁
書

院
開

週
會

。
全

校
同

學
魚

貫
步

入
禮

堂
集

會
，

一
幕

至
今

歷
歷

在
目

的
場

景
出

現
了

：
一

個
身

高
近

6呎
、

戴
着

深
度

近
視

眼
鏡

的
高

年
級

同
學

站
在

樓
梯

旁
，

一
手

指
着

校
長

司
徒

莊
，

用
英

文

在
大

聲
斥

責
。

只
見

身
高

大
概

5呎
、

頭
頂

光
禿

的
校

長
站

着
聽

。

帶
隊

的
老

師
沒

有
讓

我
們

停
步

，
幾

秒
之

間
就

穿
過

禮
堂

大
門

，
再

走
到

最

前
端

低
年

級
同

學
的

座
位

。
嘈

鬧
聲

漸
漸

遠
去

。
也

許
是

太
突

然
，

一
點

都
聽

不

見
在

吵
甚

麼
。

事
後

知
道

，
這

個
高

年
級

同
學

叫
李

繼
潘

。

李
繼
潘
被
捕
判
刑

筆
者

看
不

見
的

部
份

，
由

《
大

公
報

》
、

《
文

匯
報

》
、

《
工

商
日

報
》

補

充
：

被
開

除
的

16歲
中

五
學

生
李

繼
潘

回
到

學
校

，
被

教
師

攔
阻

，
校

方
後

來
召

警
察

將
他

拘
捕

。
10月

18日
，

李
在

中
央

裁
判

司
署

被
控

以
五

項
罪

名
：

（
1）

擅
入

皇
仁

書
院

廣
場

；
（

2）
毆

打
基

尼
士

M
.J. K

aynes；
（

3）
毆

打
路

易
士

T
.F. L

ew
is；

（
4）

在
銅

鑼
灣

警
署

內
撕

破
警

員
何

國
旺

（
一

作
：

煌
）

的
恤

衫
；

（
5）

在
銅

鑼
灣

警
署

內
阻

礙
便

衣
警

察
董

順
執

行
職

務
。

李
不

認
罪

。

基
尼

士
和

路
易

士
是

皇
仁

教
師

。

10月
31日

，
李

繼
潘

質
問

出
庭

作
證

的
校

長
司

徒
莊

：
「

如
不

停
課

，
不

會
拉

我
到

這
裏

。
說

我
擅

入
學

校
，

就
要

弄
清

楚
開

除
我

是
否

有
理

由
？

」
法

官

答
：

「
司

徒
莊

有
權

開
除

學
生

，
是

否
合

適
，

不
關

法
庭

事
。

」
當

時
的

報
紙

報

道
沒

有
解

釋
為

何
校

方
要

李
停

學
。

李
並

抗
議

遭
到

警
察

毒
打

，
並

反
駁

是
警

探
自

己
撕

爛
恤

衫
。

法
官

將
李

交

「
心

理
病

專
家

檢
驗

」
。

檢
驗

結
果

：
正

常
。

11月
8日

，
李

繼
潘

再
度

出
庭

受
審

，
法

官
里

士
判

他
五

項
罪

名
成

立
，

要

他
「

簽
保

兩
年

守
行

為
」

。
李

回
答

：
「

我
沒

有
罪

，
不

用
簽

保
。

」
法

官
於

是

押
後

兩
週

宣
判

。

3
3
1  《

大
江
東
去
—
—
司
徒
華
回
憶
錄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
8
0
至
8
2
頁
。
相
對
應
的
另
一
條
「
紅
校

線
」
，
是
指
培
僑
、
漢
華
、
香
島
這
些
擺
明
車
馬
的
「
傳
統
愛
國
學
校
」
，
或
稱
「
紅
校
」
、
「
左
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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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2日

，
法

官
問

李
：

「
你

肯
不

肯
簽

保
？

」
再

被
拒

絕
。

法
官

於
是

判

李
繼

潘
「

擅
闖

學
校

」
，

入
獄

兩
個

月
；

毆
打

基
尼

士
入

獄
六

個
月

；
毆

打
路

易

士
，

入
獄

六
個

月
，

分
期

執
行

，
共

十
四

個
月

。
法

官
每

判
一

項
，

李
就

高
呼

：

「
粉

碎
奴

化
教

育
。

」
法

官
加

判
他

「
藐

視
法

庭
」

兩
次

，
入

獄
四

個
月

。

12月
6日

，
法

官
宣

判
第

四
項

「
惡

意
毁

壞
撕

破
何

姓
警

員
夏

威
夷

恤
一

件
，

值
15元

」
罪

名
成

立
，

判
監

兩
個

月
，

並
要

賠
償

15元
給

警
員

，
如

果
不

賠

償
則

入
獄

七
天

。

1968年
1月

3日
，

法
官

宣
判

第
五

項
：

「
在

銅
鑼

灣
警

署
內

阻
礙

探
目

1860號
董

順
執

行
職

務
」

（
阻

差
辦

公
）

罪
名

成
立

，
判

監
兩

個
月

。
李

繼
潘

在

庭
上

高
聲

抗
議

，
法

官
以

「
藐

視
法

庭
」

罪
，

加
判

兩
個

月
。

下
午

再
開

庭
，

法

官
說

，
聽

到
李

的
父

親
最

近
去

世
，

表
示

難
過

，
撤

銷
「

藐
視

法
庭

」
加

判
的

兩

個
月

。
至

此
，

五
項

罪
名

全
部

成
立

，
共

判
入

獄
二

十
二

個
月

七
天

。

何
安
頓
被
捕
判
刑

差
不

多
同

一
時

間
被

捕
判

刑
的

，
有

李
的

同
班

同
學

何
安

頓
。

10月
9日

，
校

方
限

令
中

五
學

生
何

安
頓

立
刻

斷
絕

與
本

班
以

外
各

班
同

學

來
往

，
否

則
停

課
3星

期
。

翌
日

，
何

回
校

交
一

封
要

求
校

方
解

釋
無

理
迫

害
的

信
給

校
長

。

據
親

國
民

黨
的

《
工

商
日

報
》

報
道

：
「

17歲
的

中
五

學
生

何
安

頓
被

控

於
10月

24日
，

擅
自

進
入

皇
仁

書
院

廣
場

。
被

告
謂

他
是

該
校

學
生

，
有

權
進

入
。

主
控

官
謂

學
校

當
局

已
着

令
被

告
暫

停
上

課
，

法
官

乃
當

被
告

不
認

罪
。

」

報
道

引
述

皇
仁

校
長

在
法

庭
的

供
辭

：
「

因
被

告
與

中
一

班
學

生
接

觸
，

他
警

告
被

告
，

着
其

不
要

做
此

事
，

但
被

告
不

理
會

，
他

乃
着

令
被

告
暫

停
上

課
3星

期
。

」
《

文
匯

報
》

的
標

題
是

：
「

校
內

交
友

也
是

犯
罪

？
何

安
頓

問
到

校
長

口

啞
」

。
《

大
公

報
》

報
道

：
「

何
安

頓
在

銅
鑼

灣
警

署
展

開
鬥

爭
，

堅
決

拒
絕

『
交

保
』

，
並

凜
然

指
出

：
『

難
道

愛
國

也
有

罪
嗎

？
有

罪
的

不
是

我
，

而
是

港

英
當

局
！

』
」

10月
31日

，
法

官
賴

特
裁

定
何

安
頓

在
停

課
期

間
擅

自
回

校
，

「
侵

佔
學

校

地
方

」
有

罪
，

罰
款

100元
，

或
入

獄
一

個
月

，
另

外
兩

項
「

藐
視

法
庭

」
罪

，

共
判

監
禁

四
個

月
，

分
別

執
行

。

政
治
犯
？
刑
事
犯
？

李
、

何
兩

人
是

皇
仁

書
院

創
校

百
多

年
來

第
一

批
「

政
治

犯
」

。
儘

管
當

時

法
院

是
以

刑
事

入
罪

，
但

兩
人

因
為

政
治

原
因

而
失

去
自

由
，

卻
是

鐵
一

般
的

事

實
。

基
尼

士
和

路
易

士
都

是
身

材
魁

梧
之

人
。

李
繼

潘
16歲

，
戴

深
度

近
視

眼

鏡
、

赤
手

空
拳

，
有

甚
麼

本
事

毆
打

兩
個

彪
形

大
漢

呢
？

路
易

士
的

供
辭

講
得

很

清
楚

：
「

10月
17日

上
午

8時
38分

，
彼

奉
校

長
之

命
與

另
一

教
師

站
於

該
校

門

口
。

不
久

，
被

告
到

達
，

謂
要

見
校

長
，

彼
等

回
答

謂
校

長
不

欲
接

見
，

被
告

當
時

欲
強

行
衝

進
，

被
二

人
合

力
制

止
，

不
久

，
警

方
到

達
，

將
被

告
帶

返
警

署
。

」
3
3
2

雙
方

在
糾

纏
之

間
，

肢
體

上
出

現
碰

撞
，

卻
因

此
被

判
入

獄
一

年
。

合
理

嗎
？

因
為

「
反

英
抗

暴
」

，
兩

名
高

材
生

在
短

短
一

兩
個

月
裏

，
改

變
了

人
生

的

軌
迹

—
—

從
停

課
、

開
除

、
抗

爭
、

拘
捕

、
否

認
控

罪
、

沒
有

延
聘

律
師

辯
護

、

拒
絕

簽
保

守
行

為
、

在
法

庭
高

聲
抗

辯
、

被
指

藐
視

法
庭

，
以

致
最

終
被

判
刑

入

獄
。

這
是

一
宗

小
事

不
斷

化
大

、
令

人
無

限
唏

噓
慨

嘆
的

悲
劇

。
學

校
的

有
教

無

類
、

循
循

善
誘

哪
裏

去
了

？
言

論
自

由
哪

裏
去

了
？

法
官

從
最

初
給

予
簽

保
到

最

後
重

判
，

是
否

抱
有

某
種

報
復

心
態

？
左

派
則

自
始

至
終

強
調

抗
暴

、
對

敵
，

煽

動
青

年
衝

鋒
陷

陣
，

不
惜

犧
牲

他
們

的
大

好
前

途
。

一
名

港
大

校
友

律
師

提
醒

：
「

香
港

沿
用

英
國

《
普

通
法

》
，

強
行

進
入

被

阻
而

發
生

衝
突

，
可

以
構

成
assault毆

打
罪

，
不

管
他

是
16歲

還
是

61歲
。

」
但

無
法

令
人

釋
然

。
中

國
人

強
調

法
、

理
、

情
。

葉
德

嫻
、

劉
德

華
主

演
的

電
影

《
法

內
情

》
、

《
法

外
情

》
，

都
是

講
一

個
「

情
」

字
。

但
是

在
「

文
革

」
狂

飈

的
冷

戰
年

代
，

只
講

政
治

鬥
爭

、
敵

我
矛

盾
、

你
死

我
活

。
若

果
不

是
當

時
的

政

治
大

氣
候

，
那

些
所

謂
「

罪
狀

」
，

大
不

了
是

被
踢

出
校

。
事

件
如

果
發

生
在

今

天
，

李
、

何
二

人
當

屬
宣

揚
「

愛
國

主
義

」
的

典
範

，
特

區
政

府
表

揚
還

來
不

及

呢
！

至
於

他
們

是
不

是
誤

人
子

弟
，

則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

3
3
2  《

工
商

日
報

》
，

中
華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
1
9
6
7
年

）
1
1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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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何
都
得
過
獎
學
金

不
知

現
在

身
處

何
方

的
李

繼
潘

、
何

安
頓

，
都

得
過

獎
學

金
。

中
二

時
，

李
得

Q
.C

. C
entenary Scholarship，

何
得

H
o W

ing（
Post-w

ar）
Scholarship。

他
們

的
同

班
、

同
級

同
學

有
：

黎
慶

寧
—

—
港

英
時

代
的

保
安

司
、

特
區

首
任

保
安

局
長

；

林
大

慶
—

—
香

港
大

學
社

會
醫

學
系

講
座

教
授

；

霍
泰

輝
—

—
中

文
大

學
醫

學
院

院
長

；

麥
炳

良
（

現
名

：
麥

華
章

）
—

—
《

經
濟

日
報

》
社

長
；

李
樹

榮
—

—
運

輸
署

前
副

署
長

，
後

來
做

過
積

金
局

行
政

總
裁

；

袁
立

勳
—

—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表

演
藝

術
政

策
及

管
理

事
務

部
顧

問
。

還
有

商
界

的
關

品
方

、
謝

錦
添

等
。

如
果

不
是

因
為

這
場

風
暴

而
身

陷
囹

圄
，

兩
人

的
成

就
，

當
不

在
他

們
的

同

窗
之

下
吧

 ?!

另
一

個
被

勒
令

停
課

的
蔡

文
田

，
諢

名
「

豬
仔

蔡
」

，
70年

代
初

考
入

中
文

大
學

，
成

為
學

運
國

粹
派

的
領

軍
人

物
。

多
年

前
患

病
，

英
年

早
逝

。

校
長

John Stokes的
官

式
譯

名
：

司
徒

莊
。

同
學

習
慣

按
英

文
發

音
稱

他

做
：

士
篤

史
。

士
篤

史
是

甚
麼

人
？

從
教

育
的

角
度

看
，

今
天

被
大

量
行

政
工

作
、

繁
文

縟

節
束

縛
的

校
長

，
恐

怕
無

人
比

得
上

他
。

他
盡

責
，

喜
歡

教
書

—
—

1958年
任

教
皇

仁
，

1965至
1970年

出
任

校
長

，

仍
然

兼
教

低
年

班
的

歷
史

科
。

他
勤

奮
，

熱
愛

本
科

—
—

當
年

用
的

西
史

課
本

，
就

是
他

和
夫

人
G

w
enneth 

S
tokes司

徒
胡

君
麗

合
著

的
。

兩
人

還
兩

度
合

作
撰

寫
皇

仁
校

史
：

Q
ueen's 

C
ollege 1862-1962 和

 Q
ueen's C

ollege - Its H
istory 1862-1987。

他
們

先
後

於
1990年

、
1998年

逝
世

。

有
校

友
憶

述
，

1977年
夏

，
士

篤
史

夫
婦

隨
同

英
國

商
團

訪
華

，
在

全
聚

德
品

嘗
北

京
填

鴨
，

共
醉

茅
台

，
還

高
唱

皇
仁

校
歌

—
—

H
ail！

A
lm

a M
ata助

慶
。

司
徒

校
長

在
校

史
裏

記
敍

了
當

年
被

學
生

公
然

挑
戰

：

O
nly tw

o boys from
 Q
ueen's College w

ere seriously caught up 

in the m
aelstrom

 of the Cultural R
evolution. Eventually both w

ere 

expelled, not for political reasons but for refusing to obey the Principal's 

instructions. Though follow
ing their expulsion, a Queen's College A

nti-

persecution struggle Com
m
ittee claim

ed to have lodged various dem
and 

w
ith the Principal, no dem

ands w
ere in fact received. 3

3
3

譯
文
：
皇
仁
書
院
只
有
兩
名
男
生
捲
入
文
化
革
命
的
大
漩
渦
。
兩
人
最

後
被
開
除
，
不
是
因
為
政
治
理
由
，
而
是
因
為
不
服
從
校
長
的
指
令
。
事

後
，
皇
仁
書
院
反
迫
害
鬥
爭
委
員
會
聲
稱
向
校
長
提
出
了
多
項
要
求
，
校
方

卻
沒
有
收
到
過
。

這
段

文
字

輕
描

淡
寫

，
隱

瞞
了

最
關

鍵
的

部
份

：
校

方
召

警
、

學
生

判
刑

。

校
刊

《
黃

龍
報

》
那

兩
年

的
校

務
報

告
，

對
此

事
更

是
隻

字
不

提
。

司
徒

校
長

畢
業

於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

畢
生

教
歷

史
，

寫
歷

史
，

卻
如

此
處

理

這
段

歷
史

，
教

人
失

望
。

寬
容

一
點

來
看

，
也

許
他

不
想

再
在

兩
名

蒙
難

的
學

生

傷
口

上
撒

鹽
，

只
有

含
糊

其
辭

。
當

歷
史

發
生

在
自

己
身

上
，

歷
史

學
者

竟
也

不

知
如

何
下

筆
！

洗
底
？
摘
帽
？

官
方

統
計

，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67年
5月

11日
至

68年
6月

1日
）

，
被

定
罪

的
有

2,077人
。

當
中

像
皇

仁
李

、
何

這
樣

，
今

天
看

來
具

爭
議

的
案

例
，

還
有

多
少

？
距

離

皇
仁

一
箭

之
遙

的
庇

理
羅

士
中

學
，

更
有

14個
女

同
學

被
捕

判
刑

入
獄

，
其

中
一

名
就

是
當

今
政

壇
紅

人
曾

鈺
成

、
曾

德
成

的
妹

妹
曾

勵
予

。
還

有
多

人
受

牽
連

而

被
開

除
出

校
。

據
筆

者
所

知
，

一
些

當
事

人
至

今
未

能
釋

懷
，

個
別

甚
至

長
年

患

抑
鬱

症
。

這
些

也
是

庇
理

羅
士

中
學

校
史

隱
而

不
提

的
。

英
國

的
法

制
不

像
中

國
內

地
，

沒
有

「
平

反
」

、
「

摘
帽

」
、

「
特

赦
」

。

令
人

不
解

的
是

：
曾

德
成

在
聖

保
羅

男
校

撒
傳

單
、

掛
標

語
而

被
捕

入
獄

，
為

甚

3
3
3 

Q
u
e
e
n
's C

o
lle

g
e
 - Its H

isto
ry 1

8
6
2
-1
9
8
7
, p

.1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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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特

區
政

府
可

以
「

特
事

特
辦

」
，

讓
他

當
太

平
紳

士
、

做
民

政
事

務
局

長
。

而

其
他

有
相

同
經

歷
、

如
今

已
是

花
甲

之
齡

的
「

青
少

年
政

治
犯

」
，

卻
連

「
洗

底
」

—
—

除
掉

刑
事

紀
錄

的
機

會
都

沒
有

 ?! 對
留

有
案

底
者

，
當

局
不

會
發

給

移
民

外
國

必
須

的
「

良
民

證
」

。

所
謂

「
洗

底
」

，
是

指
那

些
散

傳
單

、
掛

標
語

，
與

低
年

級
同

學
接

觸
而

被

重
判

的
年

輕
人

，
絕

不
是

指
那

些
放

炸
彈

、
危

害
社

會
治

安
的

犯
罪

分
子

，
更

不

是
像

某
些

左
派

人
士

那
樣

，
要

為
禍

港
殃

民
的

「
六

七
暴

動
」

平
反

、
翻

案
。

也
曾

是
「

皇
仁

仔
」

的
律

政
司

長
黃

仁
龍

，
以

及
曾

德
成

局
長

，
如

果
看

了

以
上

陳
述

，
可

否
給

我
們

一
個

說
法

？

〈
皇
仁
在
六
七
暴
動
中
〉
的
迴
響

3
3
4

拙
文

見
報

後
，

引
起

熱
心

讀
者

的
反

應
，

摘
錄

部
份

如
下

。

Pun Pun君
傳
來
何
安
頓
的
消
息
：

《
菲

律
賓

商
報

》
網

頁
：

2010年
8月

，
菲

律
賓

宿
霧

香
港

廣
場

大
酒

店
董

事
總

經
理

何
安

頓
在

主
持

「
中

外
散

文
詩

學
會

創
作

基
地

簽
約

儀
式

」
時

說
：

「
把

中
華

五
千

年
的

文
明

和
文

化
，

傳
播

到
海

外
是

每
一

位
文

藝
工

作
者

義
不

容

辭
的

職
責

，
我

願
意

奉
獻

一
份

力
量

，
提

供
一

個
交

流
的

平
台

。
」

該
會

主
辦

的
《

散
文

詩
世

界
》

月
刊

，
立

足
中

國
，

面
向

海
外

。
在

宿
霧

香

港
廣

場
大

酒
店

創
設

的
創

作
基

地
，

是
首

個
在

海
外

的
創

作
基

地
。

惜
未

有
李

繼
潘

的
消

息
。

曾
受
牢
獄
之
災
的
李
先
生
：

本
人
正
是

（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被

判
刑

的
）
2,077人

中
一
個
，
年
過

花
甲
，
相
信
同
樣
遭
遇
者
不
少
已
作
古
，
帶
去
不
得
平
冤
遺
憾
。
閣
下
文
中
提

及
（

皇
仁

被
罰

停
課

的
）
蔡
文
田
君
，
是
本
人
兒
時
好
友
兼
同
鄉
，
小
學
就

讀
蘇
浙
，
思
想
親
台
，
令
蔡
君
政
治
轉
變
，
與
本
人
無
理
被
捕
有
些
少
關
聯
。

本
人
就
讀
左
校
，
曾
參
加
學
校
發
動
遊
行
。
諷
刺
得
很
，
卻
因
學
校
停

課
與
同
學
逛
街
而
被
捕
，
罪
名
莫
須
有
，
真
正
原
因
應
是
就
讀
左
校
。
如
本

3
3
4 

原
載

《
明

報
》

2
0
1
1
年

1
0
月

9
日

。

人
被
捕
者
，
不
是
放
炸
彈
、
不
是
遊
行
現
場
被
捕
，
只
因
是
左
派
機
構
員
工

或
學
生
，
被
安
莫
須
有
罪
名
，
不
得
公
平
審
訊
而
投
獄
者
不
在
少
數
。
本
人

認
識
有
左
報
送
報
工
人
送
報
途
中
無
辜
被
捕
。

「
六
七
暴
動
」
不
翻
案
，
但
有
多
少
並
非
真
正
暴
徒
無
辜
者
蒙
冤
？
此
批

人
已
踏
入
暮
年
，
應
多
些
有
心
人
請
社
會
人
士
關
注
，
請
有
關
方
面
作
較
公

正
、
公
開
說
法
，
包
括
曾
是
本
人
YP（

年
輕

囚
犯

）
倉
室
友
曾
德
成
先
生
。

括
號

內
的

文
字

是
筆

者
加

的
，

以
方

便
讀

者
了

解
。

資
深
新
聞
工
作
者
麥
燕
庭
：

認
同
你
希
望
有
關
學
生
應
獲
免
除
案
底
的
做
法
，
因
為
他
們
只
是
行
使

言
論
自
由
的
權
利
而
已
，
最
恨
那
法
官
的
做
法
。
但
你
這
樣
公
開
詰
問
的
作

用
有
限
，
何
不
找
一
些
議
員
幫
忙
追
？
據
我
了
解
，
當
年
有
些
被
遞
解
出
境

者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已
獲
重
發
香
港
身
份
證
。
我
會
一
併
把
相
關
資
料
交
給
一

些
可
能
可
以
幫
忙
的
人
。
其
餘
的
，
要
看
他
們
的
造
化
了
。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和
 H
ong K

ong's W
atershed: the 1967 R

iots 兩
本
專
著
的
作
者
張
家
偉
：

「
六
七
暴
動
」
破
壞
香
港
社
會
安
定
，
部
份
左
派
人
士
傷
及
無
辜
的
極
端

行
徑
固
然
須
受
譴
責
，
當
年
許
多
左
派
群
眾
，
包
括
學
生
、
工
人
、
左
派
機

構
僱
員
，
也
是
當
年
極
左
路
線
下
的
受
害
者
。
他
們
響
應
左
派
領
導
層
的
號

召
，
投
身
這
場
抗
爭
，
許
多
人
被
捕
入
獄
、
失
業
失
學
，
付
出
沉
重
代
價
。

對
於
那
些
僅
以
非
暴
力
方
式
進
行
抗
爭
（
例
如
派
發
傳
單
、
參
與
集

會
）
而
被
判
刑
的
年
輕
人
，
當
局
應
該
將
他
們
與
採
取
暴
力
行
動
者
區
別
對

待
，
探
討
如
何
為
他
們
消
除
刑
事
紀
錄
的
可
能
性
。
當
然
這
涉
及
複
雜
的
法

律
問
題
，
但
此
舉
或
有
助
撫
平
六
七
事
件
的
傷
口
。

拙
文

見
報

後
，

筆
者

偶
然

發
現

麥
華

章
曾

經
寫

過
這

件
事

：
「

那
天

，
兩

個

與
我

同
級

的
同

學
在

校
內

派
發

傳
單

，
受

到
學

校
當

局
制

止
，

事
情

發
展

下
去

，

這
兩

位
同

學
被

誣
毆

打
校

長
，

最
後

出
動

警
察

帶
走

，
還

要
入

獄
。

翌
日

報
章

報

道
使

我
非

常
困

惑
，

因
為

事
件

的
真

相
，

不
單

我
很

清
楚

，
所

有
的

同
學

都
很

清

楚
，

可
是

報
章

上
白

紙
黑

字
發

表
的

，
竟

然
完

全
是

另
一

回
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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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華

章
當

時
酷

愛
足

球
，

習
慣

看
右

派
的

《
香

港
時

報
》

。
3
3
5

十
七
、
「
六
七
暴
動
」
解
密
：
港
英
法
庭
判
刑
超
法
例
權
限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有
一

組
解

密
檔

案
，

清
楚

說
明

1967年
港

英
法

庭
的

裁

判
司

判
刑

，
帶

有
明

顯
的

政
治

成
份

，
違

反
了

港
英

法
例

規
定

的
最

高
刑

罰
。

第
一
封
信
：

1967年
11月

14日
，

發
自

倫
敦

。
英

國
外

交
及

聯
邦

事
務

部

FC
O

的
W

. S. C
arter卡

特
致

R
onnie，

即
Sir D

avid R
onald H

olm
es何

禮
文

爵
士

（
1913-1981）

，
當

時
擔

任
港

府
署

理
輔

政
司

（
後

來
改

稱
：

布
政

司
，

相
當

於
現

在
的

政
務

司
司

長
）

。

FC
O

網
頁

的
人

物
搜

尋
，

最
早

是
到

2001年
，

查
不

到
卡

特
在

1967年
的

職
位

。卡
特

在
信

中
提

醒
何

禮
文

：
「

國
會

議
員

T
om

 D
riberg鄧

禮
博

離
港

前
曾

聲
言

，
香

港
一

些
裁

判
司

在
審

理
共

黨
分

子
的

案
件

時
，

抱
有

報
復

心
態

。
國

會

復
會

後
，

估
計

會
聽

到
更

多
這

類
聲

音
。

」

卡
特

提
到

手
上

有
一

份
關

於
裁

判
司

署
判

案
的

報
告

：
「

一
名

因
藏

有
假

炸

彈
而

被
判

刑
兩

年
的

18歲
青

年
，

在
法

庭
上

抗
議

，
以

『
藐

視
法

庭
』

罪
名

，
被

加
判

三
個

月
刑

期
。

這
名

青
年

再
次

提
出

抗
議

，
再

被
加

判
3個

月
。

而
根

據
法

例
，

『
藐

視
法

庭
』

的
最

高
刑

罰
是

兩
個

月
。

」

卡
特

提
醒

何
禮

文
，

「
這

份
報

告
暫

時
只

在
小

範
圍

內
流

傳
，

希
望

不
會

張

揚
出

去
。

不
過

我
們

需
要

及
早

知
道

此
案

的
實

質
內

容
，

以
防

一
旦

有
人

提
出

時

措
手

不
及

」
。

最
後

，
卡

特
希

望
何

禮
文

查
找

有
關

此
案

件
的

資
料

。

信
件

上
有

11月
23日

D
.C

.S.（
D
eputy C

olonial Secretary，
副

輔
政

司
）

的
批

註
：

「
我

相
信

我
們

手
頭

上
有

幾
宗

案
件

⋯
⋯

律
政

署
需

要
去

確
認

這
一

件
。

」信
件

上
有

德
莫

特
．

里
亞

D
erm

ot R
ea（

D
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ors 

相
當

於
現

今
的

刑
事

檢
控

專
員

。
筆

者
不

知
當

時
的

官
方

譯
名

）
在

1967年
11月

3
3
5
 
麥

華
章

：
《

人
生

網
絡

》
，

勤
＋

緣
出

版
社

，
1
9
9
2
年

，
5
3
頁

。

27日
的

附
註

：
「

（
卡

特
信

件
）

第
二

段
列

舉
的

事
實

是
對

的
。

裁
判

司
凡

．
里

斯
V
an R

ees後
來

已
覆

核
了

他
有

關
藐

視
法

庭
的

判
決

，
已

分
別

減
刑

為
兩

個

月
。

」另
外

，
A
.D

.S.（
A
ssistant D

efence Secretary助
理

防
衛

司
）

在
12月

29

日
給

D
.S.（

D
efence Secretary防

衛
司

）
的

附
註

：
「

根
據

法
例

227章
99節

：

『
如

任
何

人
向

裁
判

司
，

或
在

裁
判

司
席

前
作

出
任

何
侮

辱
性

的
行

為
，

或
使

用

任
何

威
脅

或
侮

辱
性

的
詞

句
⋯

⋯
』

，
最

高
刑

罰
為

兩
個

月
。

」
「

既
然

不
打

算

回
覆

卡
特

有
關

處
理

來
信

第
二

段
提

到
的

事
，

也
就

沒
必

要
提

及
刑

期
長

短
。

」

1968年
1月

9日
，

署
理

輔
政

司
何

禮
文

覆
函

給
卡

特
：

自
從
1967年

11月
14日

來
信
，
你
應
已
知
悉
在
當
前
騷
亂
中
，
一
些

被
告
人
在
裁
判
庭
上
的
搗
亂
行
為
。
為
了
防
止
審
訊
淪
為
失
控
的
粗
暴
行

為
，
不
幸
地
，
裁
判
官
需
要
行
使
權
力
，
酌
情
處
理
有
關
的
事
件
。

我
不
能
肯
定
，
調
查
你
在
信
裏
提
到
的
報
告
有
何
實
質
作
用
。
我
們
也

無
法
追
蹤
到
有
關
案
件
。
假
如
你
想
繼
續
追
究
，
請
提
供
資
料
來
源
及
日

期
，
以
確
保
我
們
沒
有
找
錯
案
件
。

這
批

收
藏

在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的
C
onfidential「

機
密

」
級

的
卷

宗
到

此

為
止

，
沒

有
下

文
。

根
據

里
亞

和
A
.D

.S.的
附

註
，

裁
判

司
里

斯
對

判
刑

作
出

修

正
，

加
上

被
告

18歲
、

藏
有

假
炸

彈
等

資
料

，
何

禮
文

顯
然

知
道

卡
特

所
指

的
是

哪
一

件
案

。
但

覆
函

卻
把

球
踢

回
卡

特
，

要
對

方
舉

證
，

才
作

進
一

步
追

查
，

無

疑
是

在
拖

延
。

覆
函

的
態

度
強

硬
，

拒
絕

承
認

違
反

法
例

、
判

刑
過

當
，

反
映

了

當
時

殖
民

地
統

治
者

的
心

態
—

—
政

治
鬥

爭
凌

駕
法

治
精

神
。
3
3
6

拙
文

見
報

後
，

方
才

讀
到

港
英

時
代

最
後

一
任

中
央

政
策

研
究

組
首

席
顧

問

顧
汝

德
L
eo F. G

oodstadt也
曾

寫
過

這
一

事
件

：

3
3
6 

原
載

《
明

報
》

2
0
1
1
年

9
月

2
5
日

。
筆

者
原

先
不

知
A
.D

.S
.和

D
.S
.何

解
。

文
章

見
報

後
，

熱
心

讀
者

吳
先

生
、

李
先

生
來

電
郵

指
出

：
A
.D

.S
.是

A
ssista

n
t D

e
fe
n
c
e
 S

e
c
re
ta
ry助

理
防

衛
司

，
D
.S
.是

D
e
fe
n
c
e
 

S
e
c
re
ta
ry
防

衛
司

。
曾

任
法

庭
傳

譯
員

的
港

大
校

友
葉

坤
傑

與
筆

者
對

譯
文

句
斟

字
酌

，
確

保
不

出
現

偏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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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敦
要
求
香
港
就
初
級
法
院
未
有
公
平
對
待
政
治
案
件
被
告
的
指
控
作

出
評
論
，
殖
民
地
政
府
明
知
遭
指
控
的
是
哪
一
名
裁
判
官
，
但
為
免
令
司
法

界
尷
尬
，
決
定
作
掩
飾
，
告
知
倫
教
未
有
足
夠
資
料
找
出
遭
投
訴
的
是
哪
宗

案
件
，
各
方
之
後
對
事
件
不
了
了
之
。
3
3
7

 顧
汝

德
對

「
未

有
公

平
對

待
政

治
案

件
被

告
」

沒
有

詳
加

說
明

，
但

他

在
註

腳
寫

道
：

「
瞞

騙
倫

敦
的

決
定

公
然

記
錄

在
案

。
H

ong K
ong P

ublic 

R
ecords O

ffice H
K

R
S163-1-3489,“

H
andling of C

om
m

unist Prisoners by 

M
agistrates”

.」
正

是
筆

者
在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看

到
的

同
一

份
卷

宗
。

附
錄
英
文
檔
案
原
文

Com
m
onw
ealth office

Curtis Green Building
London S.W

.1.
14 N

ovem
ber, 1967

Dear Ronnie,
I gather that Tom

 Driberg, M
.P., before leaving H

ong Kong, delivered 
him
self of a statem

ent to the effect that M
agistrates in H

ong Kong had 
show

n them
selves vindictive in their handling of cases against the 

Com
m
unists. N

o doubt w
e shall hear m

ore of this now
 that Parliam

ent 
has resum

ed.
2. In the m

eantim
e, there has com

e into our hands a report about a 
M
agistrate's court case, in the follow

ing term
s:-

“
A
 youth of 18 w

as given tw
o years for possession of a fake bom

b; 
w
hen he protested another three m

onths w
as added for ‘

contem
pt 

of court', and w
hen he protested again yet another three m

onths w
as 

given. The m
axim
um
 any w

ay is tw
o m
onths by Statute.”

3
3
7 

顧
汝

德
：

《
官

商
同

謀
—

—
香

港
公

義
私

利
的

矛
盾

》
，

天
窗

出
版

，
2
0
1
1
年

7
月

，
1
1
1
、

1
3
0
頁

。
譯

自
L
e
o
 F
. G

o
o
d
sta

d
t, U

n
e
a
sy P

a
rtn

e
rs－

T
h
e
 C

o
n
flic

t B
e
tw

e
e
n
 P
u
b
lic

 In
te
re
st a

n
d
 P
riva

te
 P
ro
fit 

in
 H

o
n
g
 K
o
n
g
. H

K
U
 P
re
ss 2

0
0
5
.

This report, so far as w
e know

, has had very lim
ited circulation here 

and w
e hope that this w

ill rem
ain the position. But in case it gets 

taken up, I think it w
ould be helpful if w

e could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w
hether there is any substance in it. It m

ay be difficult, on the 
inform

ation given in the report, to trace the case referred to but I w
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
ould have a try.

Yours  
Bunny
(W
. S. Cart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 H
olm
es, Esq., C.B.E., M

.C.,
Colonial Secretariat,
H
ong Kong.

D.C.S.
I think w

e have had several cases as⋯
⋯
lines!（

此
處
有
幾
個
英
文
字
，

筆
者
辨
認
不
出
來
）

The Legal Dept m
ight have to identify this one.

23/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rm
ot Rea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ors
27.11.67
“
I understand that the facts set out in paragraph 2 are correct but 

that the m
agistrate, M

r. Van Rees, later review
ed his decision as to the 

sentences for contem
pt and reduced them

 to tw
o m
onths respectivel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
Tw
o m
onths is the m

axim
um
 sentence prescribed under Ca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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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99 “
If any person behaves in an insulting m

anner or uses any 
threatening or insulting expression to or concerning or in the presence 
of a m

agistrates⋯
⋯
”

2. A
s it is not proposed to deal w

ith the report contained in para 2 of 
(1) in our report to Carter, it w

ould not seem
 necessary to include any 

reference to the length of sentence w
hich m

ay be aw
arded.

A
.D.S.(2)
29.12.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O
N
FID
E
N
TIA
L

9 January, 1968

Since you w
rote your letter of 14th N

ovem
ber, 1967, you have no 

doubt seen further reports of unruly behaviour in M
agistrates' Courts 

by persons charged w
ith offenses in connection w

ith the current 
disturbances. To prevent Court proceedings from

 degenerating into 
uncontrolled row

dyism
, it has unfortunately been necessary for 

M
agistrates on a num

ber of occasions to exert their authority in various 
w
ays.
I am

 not sure that any real useful purpose w
ould be served by 

investigating the report w
hich you m

entioned in your letter, and in any 
case w

e have not been able to trace the case in question. If therefore 
you w

ould like to pursue it, perhaps you w
ould let us have its source 

and date, so that w
e can be sure w

e are looking into the right incident.

(D.R. H
olm
es)

A
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W
.S. Carter, Esq., C.V.O.,
Com
m
onw
ealth Office 

十
八
、
「
六
七
暴
動
」
禍
延
深
圳

—
—
深
圳
歷
史
上
最
大
的
「
白
皮
豬
」
冤
案

1967年
，

深
圳

進
入

了
「

文
革

」
時

期
極

度
狂

熱
和

失
去

理
性

的
年

代
，

深

港
邊

境
線

上
衝

突
不

斷
。

8月
3日

，
寶

安
縣

的
民

兵
將

誤
闖

入
邊

界
線

內
的

兩
名

港
方

華
籍

警
察

押
送

到
深

圳
，

並
要

他
們

寫
下

「
悔

過
書

」
。

8月
10日

，
港

方
在

沿
深

圳
河

邊
境

一
帶

架
設

鐵
絲

網
，

但
由

於
鐵

絲
網

圈

住
了

深
圳

鎮
羅

湖
、

向
東

生
產

隊
在

新
界

的
耕

地
，

雙
方

衝
突

加
劇

。

8月
11日

，
深

圳
民

兵
姚

煌
貴

率
領

群
衆

跑
到

香
港

打
鼓

嶺
警

署
遊

行
示

威
，

把
英

警
的

一
支

輕
機

槍
搶

回
深

圳
。

10月
14日

上
午

，
羅

湖
、

向
東

生
產

隊
一

百
多

名
社

員
到

新
界

文
錦

渡
與

港

英
當

局
交

涉
，

要
求

拆
除

架
在

耕
地

上
的

鐵
絲

網
。

港
英

警
察

向
農

民
代

表
出

示

了
一

份
1962年

架
設

鐵
絲

網
時

給
予

原
土

地
擁

有
者

的
補

償
收

條
，

但
農

民
代

表

宣
佈

以
前

的
協

定
無

效
。

僵
持

中
，

港
方

出
動

裝
甲

車
和

大
批

軍
警

，
負

責
談

判

的
英

籍
警

官
胡

禮
．

奈
特

被
群

衆
挾

持
到

深
圳

。

奈
特

被
捉

到
深

圳
後

，
關

在
新

園
招

待
所

4幢
407號

房
，

由
寶

安
縣

武
裝

部

派
出

四
名

穿
便

衣
的

士
兵

看
守

。
奈

特
被

捉
，

驚
動

了
中

南
海

和
唐

寧
街

，
周

恩

來
總

理
再

次
向

英
方

傳
遞

了
資

訊
：

中
國

政
府

既
不

支
援

暴
力

行
為

，
也

無
意

改

變
香

港
現

狀
。

中
英

雙
方

反
覆

談
判

交
涉

，
正

在
中

方
決

定
放

人
之

際
，

11月
20

早
晨

7時
15分

。
服

務
員

送
早

餐
進

房
，

發
現

奈
特

失
蹤

。

寶
安
縣
革
委
會
、
深
圳
「
反
英
抗
暴
」
指
揮
部
的
一
些
領
導
認
為
：

「
白
皮
豬
」
（
指
奈
特
）
怕
死
—
—
不
敢
跑
；
對
地
形
不
熟
、
語
言
不

通
—
—
不
能
跑
；
邊
防
看
守
嚴
密
—
—
跑
不
了
，
一
定
是
暗
藏
在
縣
裏
的
特

務
、
間
諜
放
走
的
。
4月
18日

，
寫
報
告
請
求
省
革
命
委
員
會
、
廣
州
軍
區

司
令
部
通
知
廣
州
情
報
單
位
或
有
關
部
門
協
助
破
案
。

深
圳
歷
史
上
最
著
名
的
冤
案
「
白
皮
豬
事
件
」
就
此
釀
成
。

此
案
涉
及
269人

，
判
刑
坐
牢
46人

，
關
進
牛
欄
36人

，
3人
非
正

常
死
亡
，
2
人
自
殺
未
死
，
其
餘
均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審
訊
、
折
磨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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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分
。
3
3
8

「
深

圳
反

英
抗

暴
指

揮
部

」
是

些
甚

麼
人

？
有

沒
有

中
共

香
港

工
委

的
人

參
與

其
中

？
是

否
為

了
表

示
自

己
革

命
，

捕
風

捉
影

，
蓄

意
造

成
冤

案
，

則
不

得
而

知
。

《
深

圳
記

憶
》

透
露

了
當

時
是

怎
樣

嚴
刑

逼
供

的
。

逼
供
的
刑
法
有
：
坐
飛
機
、
吊
石
頭
、
跪
沙
子
、
壓
大
棍
、
拔
頭
髮
、

放
黃
蜂
、
敲
槍
托
、
頂
刺
刀
、
掛
鐵
餅
、
打
悶
拳
、
掃
橫
腳
、
緊
手
銬
、
雙

腳
鐐
、
扣
飯
缽
、
不
給
治
病
、
動
員
離
婚
等
。

「
白
皮
豬
」
冤
案
中
，
黃
貝
嶺
小
學
校
長
張
澤
培
被
誣
陷
為
戰
略
特

務
，
在
鬥
爭
會
上
，
張
澤
培
被
綁
起
手
腳
，
站
在
一
條
長
櫈
上
，
辦
案
人
員

先
用
帶
着
鐵
頭
的
皮
帶
鞭
打
，
隨
後
把
黃
蜂
放
進
張
澤
培
內
衣
裏
面
，
外
面

皮
鞭
抽
，
裏
面
黃
蜂
刺
。
3
3
9

這
些

令
人

毛
骨

悚
然

的
酷

刑
，

和
中

共
以

往
指

責
國

民
黨

在
重

慶
的

渣
滓

洞
、

白
公

館
、

貴
州

息
烽

監
獄

迫
害

共
產

黨
人

的
殘

暴
手

段
有

何
分

別
？

有
絲

毫

的
人

性
嗎

？

是
的

，
是

沒
有

人
性

。
內

地
當

年
正

在
批

判
「

資
產

階
級

人
性

論
」

—
—

誰

講
人

性
，

誰
就

是
站

在
資

產
階

級
一

邊
，

受
到

資
產

階
級

思
想

毒
害

。

根
據

《
深

圳
記

憶
》

：
此

案
於

1978年
12月

27日
被

確
定

為
錯

案
，

全
部

涉

案
人

員
平

反
。

並
且

查
明

，
奈

特
是

自
行

跳
窗

，
從

黃
貝

嶺
越

過
邊

境
，

遊
過

深

圳
河

，
逃

回
香

港
。

奈
特

後
來

接
受

香
港

《
經

濟
日

報
》

採
訪

時
，

也
表

明
是

自
己

逃
走

的
。
3
4
0

深
圳

黨
史

寫
作

小
組

2009年
4月

赴
香

港
查

閱
史

料
，

對
「

白
皮

豬
事

件
」

有
關

港
英

當
局

的
反

應
以

及
奈

特
本

人
的

自
述

做
了

專
門

查
閱

，
進

一
步

印
證

了

這
一

歷
史

事
件

是
冤

假
錯

案
。
3
4
1

3
3
8  《

深
圳

記
憶

1
9
4
9
-2
0
0
9
》

，
深

圳
特

區
報

出
版

集
團

，
2
0
0
9
年

，
2
3
8
頁

。
3
3
9 

同
上

，
4
0
頁

。
3
4
0  《

六
七

暴
動

秘
聞

》
，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出
版

社
。

3
4
1 

深
圳

市
史

志
辦

公
室

網
頁

。

以
上

資
料

反
證

出
曾

任
職

港
英

政
治

部
的

羅
亞

寫
的

《
政

治
部

回
憶

錄
》

是

在
吹

牛
：

傳
媒
得
自
官
方
消
息
而
作
出
報
道
，
這
名
安
然
無
恙
返
回
本
港
的
外
籍

官
員
是
自
行
脫
綁
，
藉
機
潛
回
沙
頭
角
英
界
，
此
說
究
屬
真
相
抑
為
天
方
夜

譚
，
頗
引
人
遐
思
。

政
治
部
也
藉
着
這
個
歷
史
條
件
得
到
方
便
，
幾
經
查
察
，
並
探
取
可
靠

情
報
後
，
伺
機
以
一
名
華
界
民
兵
幹
部
作
為
突
擊
目
標
，
趁
其
每
朝
進
入
中

英
街
英
界
山
海
茶
樓
品
茗
時
，
進
行
埋
伏
，
並
將
之
擄
回
英
界
，
再
與
中

方
商
討
，
最
後
雙
方
同
意
放
人
，
在
沙
頭
角
街
市
互
釋
人
質
，
事
件
得
以
告

終
。
3
4
2

羅
亞

有
關

「
沙

頭
角

街
市

互
釋

人
質

」
的

說
法

，
沒

有
引

述
消

息
來

源
，

報

紙
也

沒
有

報
道

。
如

果
當

年
是

互
釋

人
質

，
當

不
致

於
釀

成
「

白
皮

豬
」

冤
案

。

羅
亞

此
書

當
年

在
《

信
報

》
連

載
，

因
爆

了
不

少
內

幕
，

頗
受

注
意

。
如

今
看

來
，

有
多

少
是

事
實

，
令

人
懷

疑
。

火
燒
深
圳
工
人
文
化
宮

香
港

人
常

去
購

物
的

東
門

，
有

一
座

古
色

古
香

的
中

式
樓

閣
—

—
深

圳
工

人

文
化

宮
，

如
今

成
了

小
商

戶
擺

賣
的

商
場

。
這

裏
是

另
一

處
「

文
革

」
與

「
六

七

暴
動

」
遺

禍
的

所
在

地
。

1968年
2月
，
寶
安
縣
在
深
圳
工
人
文
化
宮
籌
辦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圖

片
展
」
，
5月
3日
晚
上
12點

30分
，
展
覽
館
突
然
起
火
，
兩
座
模
型
和
旁

邊
的
一
些
圖
片
被
燒
。
隨
後
趕
到
現
場
的
革
委
會
領
導
認
定
展
覽
館
被
燒
是

階
級
敵
人
縱
火
破
壞
，
並
將
此
案
和
「
白
皮
豬
」
出
逃
案
關
聯
，
認
定
是
暗

藏
特
務
所
為
。
展
覽
館
的
工
作
人
員
和
與
展
覽
館
有
過
接
觸
的
人
員
，
都
被

列
為
可
疑
對
象
，
揪
鬥
審
查
21人

，
11人

被
關
進
牢
房
，
展
覽
館
負
責
人

3
4
2 

羅
亞

：
《

政
治

部
回

憶
錄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香
港

亞
太

研
究

所
海

外
華

人
研

究
社

，
1
9
9
7
年

，
1
3
8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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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來
友
在
揪
鬥
中
不
堪
逼
訊
折
磨
，
自
殺
身
亡
。
3
4
3

根
據

《
深

圳
記

憶
》

：
1975年

5月
，

縣
委

組
織

專
家

重
新

調
查

，
調

查
結

果
是

，
當

日
下

班
時

展
覽

館
停

電
，

工
作

人
員

未
關

電
源

總
掣

，
展

品
模

型
部

位

的
燈

泡
在

來
電

後
復

明
，

烤
焦

燈
罩

起
火

。
1978年

12月
，

整
整

十
年

十
個

月

後
，

此
案

才
得

到
平

反
，

所
有

受
害

者
恢

復
名

譽
。

怎
麼

平
反

？
是

一
聲

：
「

搞
錯

了
，

你
不

是
反

革
命

，
現

在
放

你
出

去
⋯

⋯
」

，
還

是
有

具
體

的
賠

禮
道

歉
、

金
錢

物
質

賠
償

？
書

中
沒

有
提

及
。

即
使

有
，

那
一

條
條

失
去

了
的

生
命

，
多

年
來

的
含

冤
受

屈
，

荒
廢

了
的

青

春
，

還
有

受
災

難
株

連
的

家
人

，
能

補
償

得
過

來
嗎

 ?!

十
九
、
「
六
七
暴
動
」
何
時
終
結
？
為
何
終
結
？

如
今

講
述

「
六

七
暴

動
」

的
收

場
，

幾
乎

都
是

口
徑

一
致

地
讚

揚
總

理
周

恩

來
力

挽
狂

瀾
，

阻
止

這
一

波
的

極
左

浪
潮

繼
續

惡
化

。
尤

其
是

67年
年

底
，

把
香

港
工

委
的

負
責

人
全

部
召

回
北

京
開

會
，

以
收

拾
殘

局
。
3
4
4

用
了
兩
個
月
時
間
進
行
香
港
鬥
爭
總
結
。
其
間
，
周
恩
來
三
次
接
見
與

會
人
員
。
最
後
一
次
會
，
外
交
部
政
治
部
的
軍
代
表
韓
立
業
也
參
加
了
。
周

恩
來
說
：
之
所
以
把
你
們
扣
在
這
裏
兩
個
月
，
就
是
要
你
們
把
頭
腦
冷
靜
下

來
。
已
經
報
告
毛
澤
東
主
席
和
林
彪
副
主
席
批
准
：
在
香
港
，
不
要
搞
真
假

炸
彈
，
這
對
人
民
有
害
，
對
港
英
無
用
；
不
要
上
街
遊
行
：
不
要
罷
工
。
由

於
香
港
領
導
鬥
爭
的
主
要
人
物
都
在
北
京
，
當
地
的
鬥
爭
也
就
逐
步
降
溫
以

至
收
場
了
。
3
4
5

至
於

為
何

反
英

反
不

下
去

，
草

草
收

場
，

則
所

言
不

多
。

3
4
3  《

深
圳

記
憶

1
9
4
9
-2
0
0
9
》

，
2
4
0
頁

。
3
4
4 

見
於

李
後

、
黃

文
放

、
金

堯
如

、
馬

繼
森

的
文

章
、

專
著

。
3
4
5 

馬
繼

森
：

《
外

交
部

文
革

紀
實

》
，

6
8
頁

。
「

文
革

」
時

實
行

「
三

支
兩

軍
」

—
—

支
左

、
支

農
、

支
工

、
軍

訓
、

軍
管

。
軍

隊
介

入
各

級
黨

委
及

政
府

機
關

，
故

此
外

交
部

有
軍

代
表

。

左
派

大
失

香
港

民
心

，
固

然
是

主
因

。
暴

動
令

中
國

政
府

的
支

出
大

增
，

而
從

香
港

得
到

的
外

匯
收

入
卻

劇
減

。
經

濟
上

無
以

為
繼

，
則

是
撐

不
下

去
的

關
鍵

。罷
工
支
出
繁
重

拙
著

上
卷

出
版

後
，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台
的

編
輯

陳
潤

芝
介

紹
我

認
識

一
位

當

年
任

職
水

務
局

的
罷

工
工

友
。

這
位

年
近

古
稀

、
不

願
被

引
述

姓
名

的
長

者
對

筆

者
說

，
罷

工
初

期
，

他
的

存
摺

每
個

月
都

定
時

收
到

廣
東

省
銀

行
3
4
6存

進
去

的
一

筆
現

金
，

數
額

同
他

原
來

在
水

務
局

的
工

資
一

樣
。

只
是

好
景

不
常

，
幾

個
月

後
，

銀
行

不
再

過
數

。
他

只
有

另
謀

出
路

，
自

找
工

作
。

也
就

是
左

派
所

謂
的

「
復

、
轉

、
改

」
—

—
復

工
、

轉
工

、
改

行
。

《
陳

君
葆

日
記

》
67年

6月
20日

記
載

：

有
人
計
算
，
目
前
罷
工
的
約
一
萬
人
，
這
一
萬
人
每
月
供
給
，
（
即
利

用
港
英
當
局
酌
給
予
應
募
任
警
察
的
計
算
，
作
個
標
準
，
每
人
月
薪
300餘

元
）
，
大
約
總
需
300萬

元
，
如
此
則
至
目
前
為
止
，
以
所
計
得
的
2,000萬

元
給
鬥
委
會
應
付
，
僅
夠
大
半
年
之
用
，
倘
持
久
下
去
，
便
須
再
籌
募
了
。

經
濟
鬥
爭
，
曠
日
持
久
，
是
否
會
生
厭
倦
，
又
是
一
問
題
。
倘
需
速
決
，
則

派
部
隊
進
來
，
搞
人
民
戰
爭
，
如
越
南
人
在
西
貢
那
樣
，
自
是
一
辦
法
。
這

也
是
可
能
的
。

罷
工

工
友

的
證

言
和

陳
君

葆
日

記
披

露
了

港
澳

工
委

號
召

工
人

罷
工

，
對

北

京
造

成
了

沉
重

的
財

政
負

擔
，

也
說

明
香

港
左

派
陣

營
當

時
確

有
期

盼
中

央
用

武

力
收

回
香

港
的

想
法

。
陳

君
葆

提
到

的
一

萬
人

罷
工

，
與

港
府

的
數

據
驚

人
地

吻

合
。

港
府

1967年
9月

20日
的

一
份

秘
密

檔
案

，
列

出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共

事
業

因

罷
工

而
被

解
僱

的
工

人
，

合
共

10,402名
。

3
4
6 

廣
東

省
銀

行
已

於
2
0
0
1
年

合
併

入
中

國
銀

行
香

港
分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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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部
門

暴
動
前
職
工
人
數

罷
工
後
被
解
僱
的
人
數

海
事

處
1
,1
8
7

3
1
2

水
務

局
2
,3
2
5

2
8
3

機
電

處
2
,4
2
1

2
6
4

土
木

工
程

處
2
,5
1
0

1
1
9

徙
置

事
務

處
4
,5
3
7

3
7

市
政

事
務

處
1
2
,4
7
0

4
8
1

郵
政

局
1
,6
8
8

1
5
1

合
共
：

1,647

公
用
事
業

天
星

小
輪

5
9
0

5
9
0
（
3
8
9
人
復
工
或
晉
升
）

油
麻

地
小

輪
1
,8
8
5

1
1
5

電
車

公
司

1
,7
1
3

6
7
9

中
華

巴
士

（
新
巴
的
前
身
）

2
,3
6
0

1
,2
7
3

九
龍

巴
士

7
,1
9
4

4
,9
0
7

香
港

電
燈

9
7
8

1
4
8

中
華

電
力

2
,7
4
5

7
0
9

中
華

煤
氣

5
4
8

3
3
4

合
共
：

8,755

Confidential：
Em

ergency Statistical Report，
20 Sept 1967 Since 4 M

ay. 
香
港
政
府
檔
案
處
。

中
國
對
港
貿
易
嚴
重
萎
縮

廣
州

市
委

黨
史

研
究

室
的

歐
陽

湘
寫

道
：

「
1967年

5月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爆

發
後

，
香

港
地

區
出

現
群

衆
性

大
罷

工
。

到
6月

下
旬

，
有

20個
工

會
組

織
舉

行

罷
工

，
粵

港
之

間
的

水
陸

運
輸

幾
乎

中
斷

。
」

7月
底

、
8月

初
在

廣
州

召
開

的
「

對
香

港
出

口
問

題
碰

頭
會

議
」

作
出

決

定
：

香
港

日
常

生
活

必
需

品
必

須
保

證
及

時
供

應
；

供
應

香
港

工
廠

的
原

料
和

半

成
品

按
照

目
前

情
況

仍
暫

予
供

應
；

堅
決

停
止

經
港

轉
口

、
中

轉
業

務
。

為
促

進

和
擴

大
抗

暴
統

一
戰

線
，

必
須

加
強

客
戶

工
作

：
對

香
港

英
商

一
般

採
取

冷
淡

態

度
。

對
華

商
個

別
投

敵
變

節
者

，
經

駐
港

機
構

報
外

貿
部

批
准

後
予

以
制

裁
，

停

止
貿

易
往

來
（

例
如

制
裁

怡
和

洋
行

）
。

另
一

方
面

，
港

英
當

局
對

內
地

商
品

加
以

限
制

，
例

如
，

修
改

〈
凍

肉
進

口

條
例

〉
、

禁
止

爆
竹

買
賣

等
措

施
。

同
時

加
強

對
出

口
證

件
和

來
源

證
的

審
查

，

以
限

制
內

地
貨

物
經

香
港

轉
口

。

為
了

逐
步

擺
脫

對
內

地
商

品
，

特
別

是
農

副
產

品
的

依
賴

，
港

府
派

官
員

分

赴
東

南
亞

等
地

，
尋

求
新

的
食

品
來

源
。

歐
陽

湘
還

披
露

了
一

段
荒

謬
的

史
實

—
—

暴
動

期
間

，
香

港
同

胞
接

濟
大

陸

親
友

的
郵

包
，

也
一

度
受

到
內

地
海

關
抵

制
，

大
量

積
壓

。

1967年
8、

9月
間

，
廣

州
地

區
郵

運
一

度
中

斷
，

大
批

郵
包

積
壓

在
港

澳

和
深

圳
口

岸
。

截
至

1968年
1月

20日
，

積
壓

在
廣

州
海

關
的

港
澳

進
口

小
包

有

1.8萬
餘

袋
，

約
40萬

件
。

到
春

節
前

，
積

壓
增

至
50萬

件
。

主
要

原
因

是
廣

州

海
關

的
部

份
工

作
人

員
認

為
收

包
人

大
多

是
地

、
富

、
反

、
壞

分
子

。
3
4
7有

些
人

主
張

，
除

特
效

藥
以

外
，

其
他

物
品

一
律

不
准

進
口

，
已

進
口

的
予

以
退

回
。

後

經
調

查
證

明
，

90%
以

上
的

收
包

人
是

勞
動

人
民

，
進

口
的

物
品

也
大

多
是

自
用

的
，

才
使

海
關

人
員

改
變

了
看

法
。

1968年
上

半
年

，
內

地
商

品
在

港
澳

市
場

的
佔

有
率

退
居

第
二

，
被

日
本

超

越
，

引
起

中
央

和
各

級
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視

，
指

示
要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
「

盡
快

恢

復
我

主
要

商
品

在
香

港
市

場
的

絕
對

優
勢

地
位

」
。

直
到

1982年
，

中
國

出
口

商

品
佔

香
港

市
場

份
額

才
超

過
日

本
，

重
新

躍
居

第
一

。
3
4
8

以
下

這
份

圖
表

清
楚

顯
示

了
「

六
七

暴
動

」
對

中
國

外
貿

的
沉

重
打

擊
。

3
4
7 

指
地

主
、

富
農

、
反

革
命

。
3
4
8 

歐
陽

湘
：

〈
1
9
6
7
年

香
港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後
中

國
對

港
貿

易
的

恢
復

〉
，

《
當

代
中

國
史

研
究

》
2
0
1
1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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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一
1970年

內
地
對
港
澳
出
口
額
、
所
佔
出
口
總
額
比
重
及
香
港
市
場
份
額
變
化
表

年
份

出
口
總
額

(億
美
元
)

對
港
澳

金
額
(億
美
元
)
地
區
出
口

佔
出
口
總
額
比
重
(％
)

佔
香
港

中
國

市
場
份
額
(％
)

日
本

1
9
6
5

2
2
. 2

8
4
. 6

2
2
0
. 7

2
2
5
. 9

0
1
7
. 3

0

1
9
6
6

2
3
. 6

6
5
. 8

1
2
4
. 5

4
2
7
. 4

0
1
8
. 2

0

1
9
6
7

2
1
. 3

5
4
. 9

7
2
3
. 2

6
2
1
. 8

0
1
9
. 1

0

1
9
6
8

2
1
. 0

3
5
. 3

2
2
5
. 3

0
1
9
. 5

0
2
1
. 8

0

1
9
6
9

2
2
. 0

4
5
. 7

5
2
6
. 0

8
1
8
. 1

0
2
3
. 4

0

1
9
7
0

2
2
. 6

0
6
. 0

4
2
6
. 7

2
1
6
. 1

0
2
3
. 8

0

《
中
國
對
外
經
濟
貿
易
年
鑒
》
，
中
國
對
外
經
濟
貿
易
出
版
社
1984年

，
第
IV部

份
1-2頁

；
《
香
港
經
濟
貿
易
統
計
匯
編
（
1947-1987）

》
，
華
潤
貿
易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1988年
，
53、

55頁
。

1967年
，

中
國

大
陸

自
身

難
保

—
—

被
文

化
大

革
命

折
騰

得
一

塌
糊

塗
，

工

農
業

生
產

嚴
重

萎
縮

，
學

生
罷

課
四

出
串

連
，

交
通

運
輸

超
負

荷
運

轉
；

國
際

關

係
方

面
則

四
面

樹
敵

，
外

貿
一

落
千

丈
，

何
來

外
匯

長
期

挹
注

香
港

的
罷

工
工

人
？

形
格

勢
禁

，
周

恩
來

又
怎

能
不

下
令

「
反

英
抗

暴
」

鳴
金

收
兵

呢
？

「
反
英
抗
暴
」
何
時
鳴
金
收
兵

一
場

大
暴

動
的

收
束

當
然

不
是

如
此

簡
單

。

是
的

，
令

香
港

人
深

惡
痛

絕
的

「
土

製
菠

蘿
」

消
失

了
。

上
街

示
威

遊
行

，

也
銷

聲
匿

跡
了

。

不
過

，
港

英
政

府
卻

繼
續

打
壓

行
動

，
重

施
50年

代
驅

逐
左

派
演

員
的

故

技
。

1968年
3月

14日
清

早
，

港
英

政
府

將
囚

禁
在

摩
星

嶺
集

中
營

已
有

八
個

月

的
左

派
電

影
明

星
傅

奇
、

石
慧

押
到

羅
湖

橋
頭

，
企

圖
遞

解
他

們
出

境
。

傅
、

石

兩
夫

婦
堅

決
拒

絕
，

中
方

也
不

肯
接

收
二

人
。

中
國

外
交

部
西

歐
司

負
責

人
當

晚

召
見

英
國

駐
中

國
代

辦
霍

普
森

，
向

英
國

政
府

提
出

強
烈

抗
議

。
僵

持
了

33小
時

後
，

傅
奇

、
石

慧
等

乘
車

回
港

，
到

上
水

後
被

再
次

逮
捕

，
關

進
集

中
營

。
3
4
9

當
時

在
羅

湖
橋

頭
的

左
派

鳳
凰

公
司

資
深

演
員

馮
琳

憶
述

：
「

他
們

兩
個

有

影
響

力
的

電
影

明
星

要
一

踩
過

去
，

就
等

於
被

正
式

驅
逐

出
境

了
，

後
頭

的
人

也

都
得

被
趕

出
去

了
。

」
3
5
0

中
文

大
學

政
治

行
政

系
副

教
授

馬
嶽

談
到

「
六

七
暴

動
」

時
說

：
「

不
少

左

派
成

員
被

捕
或

被
遞

解
出

境
。

」
3
5
1

此
說

不
對

。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沒
有

遞
解

過
任

何
人

出
境

。
筆

者
怕

自

己
搞

錯
，

曾
向

寫
過

三
本

關
於

「
六

七
暴

動
」

中
、

英
文

專
著

的
《

南
華

早
報

》

編
輯

張
家

偉
核

實
。

必
須

指
出

，
周

恩
來

有
關

「
反

英
抗

暴
」

鳴
金

收
兵

的
指

示
並

沒
有

即
時

公

開
，

官
方

的
宣

傳
機

器
還

在
不

斷
強

調
「

奪
取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的
最

後
勝

利
」

，

充
當

馬
前

卒
、

衝
鋒

陷
陣

的
左

派
群

眾
依

然
蒙

在
鼓

裏
，

還
一

心
要

把
港

英
鬥

垮

鬥
臭

。1968年
的

《
人

民
日

報
》

繼
續

發
出

這
樣

的
報

道
（

只
摘

引
標

題
）

：

2月
23日

：
中
國
記
協
熱
烈
電
賀
香
港
三
家
愛
國
報
紙
復
刊
。
三
報
愛

國
新
聞
工
作
者
決
心
更
加
努
力
學
習
毛
澤
東
思
想
，
為
奪
取
「
反
英
抗
暴
」

鬥
爭
最
後
勝
利
貢
獻
力
量

3月
16日

：
港
英
當
局
迫
害
香
港
愛
國
電
影
工
作
者
，
企
圖
將
傅
奇
、

石
慧
「
遞
解
出
境
」
  我
外
交
部
向
英
國
政
府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3月
17日

：
港
英
當
局
兩
次
非
法
綁
架
傅
奇
石
慧
  港
九
各
界
鬥
委
會

和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提
出
強
烈
抗
議

4月
8日
：
決
心
繼
承
烈
士
的
遺
志
  奪

取
「
反
英
抗
暴
」
最
後
勝
利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和
烈
士
家
屬
舉
行
追
悼
會

4月
22日

：
港
澳
愛
國
同
胞
決
心
向
美
帝
及
其
幫
兇
發
動
持
久
猛
烈
進

攻
，
決
心
「
反
英
抗
暴
」
到
底

3
4
9  《

人
民

日
報

》
1
9
6
8
年

3
月

1
6
日

、
1
7
日

。
3
5
0  〈

馮
琳

訪
談

錄
〉

，
《

當
代

電
影

》
，

2
0
1
1
年

第
9
期

。
3
5
1 

馬
嶽

：
《

香
港

政
治

—
—

發
展

歷
程

與
核

心
課

題
》

，
中

文
大

學
香

港
亞

太
研

究
所

，
2
0
1
0
年

，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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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4日
：
港
澳
工
人
滿
懷
革
命
豪
情
慶
祝
「
五
一
」
節
  決
心
再
接
再

厲
奪
取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最
後
勝
利

5月
22日

：
懷
着
忠
於
偉
大
領
袖
毛
主
席
的
一
顆
紅
心
  港
九
「
反
英

抗
暴
」
戰
士
代
表
團
到
廣
州
參
觀
學
習

8月
6日
：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進
行
針
鋒
相
對
的
鬥
爭
  堅
決
回
擊
港
英
取

消
中
華
中
學
註
冊
新
挑
釁

8月
27日

：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連
日
來
繼
續
憤
怒
聲
討
港
英
當
局
法
西
斯

暴
行
   堅

決
支
持
中
華
中
學
反
對
港
英
迫
害
的
正
義
鬥
爭
  中
華
中
學
代
表

講
話
決
心
把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進
行
到
底

11月
6日
：
港
澳
愛
國
同
胞
懷
着
無
比
興
奮
的
心
情
舉
行
集
會
  熱
烈

歡
呼
黨
的
八
屆
十
二
中
全
會
公
報
發
表
  決
心
奪
取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的

最
後
勝
利
。

文
章

提
到

：
「

堅
決

擁
護

全
會

把
叛

徒
、

內
奸

、
工

賊
劉

少
奇

永
遠

開
除

出

黨
，

撤
銷

其
黨

內
外

一
切

職
務

的
決

議
。

」
「

（
工

聯
會

理
事

長
）

楊
光

號
召

港

九
工

人
階

級
繼

續
學

好
用

好
毛

澤
東

思
想

⋯
⋯

奪
取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的
最

後

勝
利

，
為

支
援

世
界

革
命

人
民

的
鬥

爭
作

出
貢

獻
。

」

直
到

1969年
，

中
蘇

關
係

上
升

為
主

要
矛

盾
，

「
打

倒
蘇

修
！

打
倒

新
沙

皇
！

」
取

代
了

「
反

英
抗

暴
」

。

這
一

年
，

相
關

的
報

道
只

有
三

條
：

5月
3日
：
新
華
社
記
者
撰
文
說
：
「
港
澳
愛
國
同
胞
永
遠
心
向
毛
主

席
，
在
黑
暗
陰
森
的
港
英
監
獄
裏
，
『
九
大
』
勝
利
召
開
的
喜
訊
像
萬
道
金

光
，
照
得
二
百
多
位
『
反
英
抗
暴
』
戰
士
的
心
裏
亮
堂
堂
。
」
「
戰
士
們
滿

懷
激
情
，
給
毛
主
席
寫
了
一
封
致
敬
信
：
堅
決
把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進
行

到
底
！
」

10月
5日
：
被
港
英
當
局
無
理
監
禁
的
我
愛
國
新
聞
工
作
者
全
部
光
榮

出
獄

10月
5日
：
我
外
交
部
新
聞
司
宣
佈
  恢
復
英
路
透
社
駐
京
記
者
格
雷

的
行
動
自
由

領
袖

與
群

眾
對

形
勢

判
斷

和
政

策
掌

握
存

在
巨

大
的

落
差

，
就

好
比

領
頭

的

車
已

經
急

轉
彎

，
甚

至
掉

頭
走

，
後

面
緊

貼
追

隨
的

，
卻

懵
然

不
知

，
繼

續
勇

往

直
前

，
高

速
飛

馳
，

直
到

跌
落

山
崖

，
車

毀
人

亡
。

由
於

中
國

政
局

波
譎

雲
詭

，
變

幻
莫

測
，

這
種

戲
碼

繼
續

層
出

不
窮

，
直

到

今
天

還
不

斷
上

演
，

未
有

謝
幕

之
期

。
受

內
地

影
響

的
香

港
，

也
概

莫
能

外
。

對
於

某
些

「
西

瓜
靠

大
邊

」
的

機
會

主
義

者
，

「
誰

掌
權

就
聽

誰
的

」
，

不

惜
唾

面
自

乾
，

「
以

今
日

之
我

打
倒

昨
日

之
我

」
，

「
以

明
日

之
我

再
打

倒
今

日

之
我

」
，

有
這

種
表

現
，

不
足

為
奇

。

但
那

些
自

命
懷

抱
理

想
、

追
求

美
麗

新
世

界
的

愛
國

之
士

，
上

當
受

騙
之

後
，

卻
渾

然
不

覺
，

執
迷

不
悟

，
沒

有
學

會
「

吃
一

塹
，

長
一

智
」

，
這

才
是

最

最
可

悲
的

事
。

二
十
、
「
六
七
暴
動
」
留
下
的
謎
團

「
六

七
暴

動
」

留
下

了
不

少
謎

團
。

最
大

的
疑

問
是

：
以

毛
澤

東
為

首
的

中

共
中

央
和

主
管

香
港

事
務

的
總

理
周

恩
來

，
在

「
六

七
暴

動
」

擔
當

了
甚

麼
角

色
？

1967年
5月

18日
周

恩
來

出
席

了
首

都
十

萬
群

眾
憤

怒
聲

討
港

英
當

局
暴

行

的
集

會
。
3
5
2

可
是

，
《

周
恩

來
年

譜
》

居
然

一
字

不
提

。

《
年

譜
》

記
錄

周
恩

來
5月

18日
的

活
動

如
下

：

—
—

召
集

國
務

院
業

務
小

組
會

議
。

—
—

先
後

接
見

內
蒙

古
來

京
人

員
和

內
蒙

古
軍

區
警

衛
營

代
表

。

—
—

江
青

將
南

開
大

學
造

反
派

送
來

的
解

放
前

國
民

黨
報

紙
上

偽
造

的
所

謂

「
伍

豪
脫

離
共

產
黨

啟
事

」
材

料
送

林
彪

、
周

恩
來

、
康

生
⋯

⋯

作
為

一
部

官
修

的
年

譜
，

如
此

不
嚴

肅
，

令
人

咋
舌

。

為
甚

麼
要

刪
掉

這
段

聲
討

港
英

當
局

的
歷

史
呢

？
是

為
尊

者
諱

？

《
年

譜
》

另
外

一
段

文
字

也
值

得
注

意
：

3
5
2 

上
卷

1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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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4日

、
27日

  約
外
辦
、
外
交
部
和
港
澳
工
委
有
關
負
責
人
談
香

港
問
題
。
強
調
在
香
港
問
題
上
同
港
英
當
局
的
鬥
爭
要
嚴
格
遵
循
中
央
規
定

的
方
針
政
策
，
堅
持
有
理
、
有
利
、
有
節
。
批
評
有
關
部
門
在
香
港
問
題
上

提
出
的
過
「
左
」
的
口
號
和
採
取
的
極
左
做
法
。
6月
上
旬
，
又
兩
次
約
有

關
負
責
人
談
這
一
問
題
。

可
惜

這
段

文
字

太
抽

象
，

語
焉

不
詳

。
既

然
周

恩
來

兩
次

約
談

，
為

甚
麼

在

這
之

後
，

港
澳

工
委

發
動

對
港

英
的

鬥
爭

卻
越

演
越

烈
？

是
港

澳
工

委
斗

膽
違

抗

周
恩

來
的

指
示

嗎
？

也
許

要
等

到
周

恩
來

這
兩

次
約

談
的

內
容

解
密

，
人

們
才

能

知
道

多
一

點
真

相
。

《
年

譜
》

提
到

的
開

會
日

期
，

與
曾

在
中

國
外

交
部

任
職

的
馬

繼
森

提
到

的

日
期

也
有

出
入

：

5月
30日

，
周
恩
來
在
中
南
海
西
花
廳
的
會
議
室
內
召
集
會
議
討
論
上

報
的
方
案
，
參
加
者
有
陳
毅
、
廖
承
志
、
國
務
院
外
辦
人
員
、
外
交
部
港
辦

和
港
澳
工
委
人
員
共
三
、
四
十
人
。
周
恩
來
仔
細
看
過
與
會
者
的
名
單
後
，

馬
上
就
批
評
港
澳
工
委
提
出
的
一
條
建
議
。
建
議
說
香
港
防
暴
警
察
打
人
兇

狠
，
群
眾
恨
之
入
骨
，
要
求
中
央
批
准
他
們
在
香
港
襲
擊
幾
個
警
察
站
，
殺

他
幾
個
最
壞
的
警
官
，
以
起
到
殺
一
儆
百
的
作
用
。
周
恩
來
批
評
道
：
「
甚

麼
『
殺
一
儆
百
』
，
簡
直
是
荒
唐
！
共
產
黨
是
搞
政
治
鬥
爭
的
，
不
是
搞
暗

殺
。
」
這
個
建
議
被
否
定
了
。
3
5
3

既
然

周
恩

來
反

對
用

暗
殺

手
段

，
為

甚
麼

後
來

還
是

發
生

了
林

彬
遇

害
、

查

良
鏞

收
到

真
炸

彈
等

暗
殺

舉
動

呢
？

也
未

聞
殺

害
林

彬
的

人
受

到
甚

麼
處

分
。

馬
繼

森
說

：
「

沙
頭

角
事

件
後

，
周

恩
來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無
暇

過
問

香
港

鬥

爭
。

香
港

左
派

自
發

地
採

取
了

一
種

所
謂

『
大

擺
炸

彈
陣

』
，

即
在

香
港

公
共

場

所
放

置
炸

彈
，

真
真

假
假

，
製

造
事

端
。

」

沙
頭

角
事

件
發

生
於

7月
8日

，
中

方
指

港
英

當
局

開
槍

打
死

示
威

群
眾

一

3
5
3 

馬
繼

森
：

《
外

交
部

文
革

紀
實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3
年

，
1
5
8
頁

。

人
，

打
傷

八
人

。
「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無
暇

過
問

香
港

鬥
爭

」
，

是
多

長
呢

？

別
忘

了
，

1967年
10月

28日
，

還
大

張
旗

鼓
地

成
立

了
「

廣
東

省
人

民
支

持

港
九

愛
國

同
胞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委
員

會
」

，
廣

東
省

長
陳

郁
任

委
員

會
主

任
，

副

主
任

是
解

放
軍

廣
州

部
隊

負
責

人
晏

福
生

、
黃

業
。
3
5
4

沒
有

中
央

拍
板

，
可

能
成

立
這

樣
高

層
次

的
機

構
嗎

？

炸
彈

浪
潮

長
達

五
個

月
，

《
人

民
日

報
》

和
《

參
考

消
息

》
都

曾
連

篇
累

牘

地
報

道
過

。
這

兩
份

都
是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等

中
央

領
導

人
必

讀
的

報
紙

。
周

恩

來
臨

終
前

還
在

《
參

考
消

息
》

的
報

紙
邊

上
批

示
處

理
獲

釋
戰

犯
蔡

省
三

的
事

。

中
央

對
香

港
左

派
擺

放
「

菠
蘿

陣
」

當
然

洞
若

觀
火

。

對
於

炸
彈

浪
潮

，
是

因
為

反
英

鬥
爭

處
於

風
頭

火
勢

，
無

法
制

止
，

只
有

默

許
，

還
是

中
央

當
時

實
際

上
是

支
持

這
樣

做
？

迄
今

為
止

，
未

見
有

人
提

出
過

這
些

問
題

，
遑

論
破

解
這

些
謎

團
。

二
十
一
、
評
周
奕
的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
當

這
本

書
出

版
的

時
候

我
是

準
備

隨
時

應
戰

的
。

」
周

奕
在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
簡

稱
《

鬥
爭

史
》

）
寫

道
。

《
鬥

爭
史

》
有

若
干

不
符

合
事

實
之

處
，

已
散

見
本

書
各

章
節

。
這

裏
再

挑

戰
書

中
的

幾
處

謬
誤

。

周
奕

在
《

鬥
爭

史
》

第
四

版
序

言
說

：

有
人
說
，
「
反
英
抗
暴
」
是
國
內
文
化
大
革
命
伸
延
到
香
港
，
我
不
同

意
這
個
說
法
。
文
化
大
革
命
是
國
內
的
權
力
鬥
爭
，
而
香
港
進
行
的
是
反
帝

反
殖
的
鬥
爭
，
兩
者
的
性
質
截
然
不
同
。
不
過
，
國
內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所
掀

起
的
極
左
思
潮
支
配
了
香
港
這
場
鬥
爭
的
部
署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是
錯
誤
地

認
為
只
要
發
動
起
群
眾
就
可
以
力
壓
帝
國
主
義
統
治
者
。
遺
憾
的
是
這
個
想

法
在
澳
門
僥
幸
取
勝
，
只
是
把
這
個
方
法
移
用
於
香
港
就
不
靈
了
。
這
是
主

觀
願
望
與
客
觀
環
境
相
違
背
，
是
北
京
的
指
揮
失
誤
。

3
5
4 

鄧
開

頌
、

陸
曉

敏
主

編
，

廣
東

省
社

會
科

學
院

歷
史

研
究

室
集

體
編

寫
：

《
粵

港
關

係
史

1
8
4
0
-1
9
8
4
》

，
香

港
麒

麟
出

版
社

，
1
9
9
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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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段

話
的

後
半

段
推

翻
了

前
半

段
。

既
然

是
「

文
化

大
革

命
所

掀
起

的
極

左

思
潮

支
配

了
香

港
這

場
鬥

爭
」

，
卻

又
否

定
「

文
化

大
革

命
伸

延
到

香
港

」
，

自

相
矛

盾
，

邏
輯

混
亂

。

是
不

是
權

力
鬥

爭
？

當
然

是
。

可
從

兩
個

角
度

看
：

（
1）

「
力

壓
帝

國
主

義
統

治
者

」
，

就
是

要
像

奪
去

澳
葡

政
府

部
份

權
力

那
樣

，
奪

走
港

英
政

府
部

份

的
權

；
（

2）
中

共
港

澳
工

委
當

時
發

動
「

六
七

暴
動

」
鬥

港
英

，
就

是
要

以
革

命
的

姿
態

來
保

住
自

己
的

權
力

地
位

，
以

免
被

批
判

為
走

資
派

。

兩
者

共
同

的
性

質
就

是
毛

澤
東

講
的

「
造

反
有

理
」

，
也

是
「

文
革

」
紅

衛

兵
和

香
港

左
派

示
威

時
叫

得
最

響
亮

的
一

句
口

號
。

周
奕

在
第

四
版

序
言

還
說

：
「

整
個

事
件

如
果

不
是

港
英

虐
殺

同
胞

、
拒

絕

談
判

，
事

情
就

不
會

鬧
到

不
可

收
拾

。
」

周
的

內
文

推
翻

了
自

己
的

序
言

。
《

鬥
爭

史
》

323-324頁
：

1967年
年
底
，
港
澳
工
作
會
議
在
北
京
召
開
。
中
共
港
澳
工
委
正
副

書
記
梁
威
林
、
祈
烽
（
應
作
：
祁
烽
）
到
達
北
京
後
向
周
總
理
匯
報
說
，
在

「
五
月
風
暴
」
一
開
始
的
時
候
，
港
英
曾
經
建
議
談
判
，
但
遭
我
方
拒
絕
。

周
總
理
聞
悉
，
下
令
祁
烽
立
即
返
港
，
通
過
關
係
，
建
議
重
開
談
判
。
不
過

這
次
遭
到
港
英
的
拒
絕
。

《
鬥

爭
史

》
是

引
述

金
堯

如
的

《
中

共
香

港
政

策
秘

聞
實

錄
》

（
99、

147

頁
）

，
這

段
文

字
交

代
得

很
清

楚
：

最
初

是
「

港
英

建
議

談
判

，
但

遭
我

方
拒

絕
」

。《
鬥

爭
史

》
31頁

：

（
1949年

以
後

，
）
港
英
當
局
繼
續
執
行
「
削
弱
和
反
對
共
產
黨
在
香

港
的
活
動
」
的
指
示
，
港
英
一
連
串
的
動
作
，
都
是
把
中
共
視
作
敵
對
一

方
，
而
中
共
在
香
港
勢
力
完
全
是
處
於
被
動
狀
態
。

錯
。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勢
力

主
動

得
很

。
李

後
提

到
的

三
次

「
左

」
傾

錯
誤

，

就
是

鐵
證

。

《
鬥

爭
史

》
342頁

：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的
活
動
從
來
沒
有
動
搖
港
英
統
治
的
打
算
。

錯
。

請
看

本
書

第
一

章
〈

香
港

工
作

會
議

記
錄

〉
一

節
。

《
鬥

爭
史

》
259頁

：

（
港

英
防

暴
隊

圍
攻

港
九

樹
膠

塑
膠

業
總

工
會

時
，

）
警
察
一
看
到
有

人
就
開
槍
掃
射
⋯
⋯
。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M
ay D

ays in H
ong K

ong－
R

iot and 
E
m

ergency in 1967
,（

p.165-166）
：

引
用

了
周

奕
2007年

5月
27日

在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
關

於
六

七
暴

動
」

座
談

會
上

的
發

言
，

其
中

提
到

：

23 June, 1967...T
he Police besieged the union prem

ises（
H

ong K
ong 

Plastic W
orkers' U

nion）
and m

any tear gas canisters w
ere fired as w

ell.... 

A
t that tim

e the chairm
an of the U

nion, Fung K
am

 Shui, led m
em

bers of 

the U
nion and rushed dow

n the stairs together, H
e escorted other m

em
bers 

dow
nstairs tw

ice, H
e recalled that as long as a hum

an shadow
 w

as seen, 

the police dow
nstairs w

ould shoot their m
achine guns.

警
方

動
用

了
機

關
槍

m
achine guns？

是
M

ay D
ays譯

錯
，

還
是

周
奕

說

錯
？

沒
有

資
料

顯
示

，
港

英
曾

動
用

機
關

槍
對

付
左

派
工

會
。

《
鬥

爭
史

》
343頁

：

反
英
抗
暴
成
為
了
貶
義
詞
⋯
⋯
簡
直
是
國
際
反
帝
反
殖
史
上
的
恥
辱
。

周
奕

打
算

像
台

灣
的

「
二

．
二

八
」

事
件

那
樣

，
為

「
六

七
暴

動
」

平
反

，

正
名

為
「

反
英

抗
暴

」
，

在
國

際
反

帝
反

殖
史

上
留

下
「

光
輝

的
一

頁
」

？
翻

錯

皇
曆

了
吧

，
現

在
不

是
「

文
革

」
，

不
是

毛
澤

東
、

四
人

幫
時

代
。

請
先

想
一

想
：

北
京

會
答

應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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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奕

大
概

以
為

這
是

為
當

年
「

反
英

抗
暴

」
的

基
層

左
派

吐
一

口
怨

氣
，

為

他
們

說
句

「
公

道
話

」
。

但
這

只
能

從
當

年
中

共
的

極
左

錯
誤

路
線

找
根

源
。

暴
動

期
間

被
囚

禁
在

摩
星

嶺
集

中
營

的
廖

一
原

晚
年

有
一

段
深

刻
的

分
析

：

文
革
帶
來
的
衝
擊
和
港
英
的
高
壓
統
治
，
固
然
是
導
致
「
反
英
抗
暴
」

的
重
要
原
因
，
但
出
現
如
此
激
烈
的
鬥
爭
形
式
，
恐
怕
與
當
時
新
華
社
負
責

人
極
「
左
」
的
方
針
及
其
領
導
分
不
開
。

香
港
新
華
社
一
些
領
導
幹
部
擔
心
被
撤
職
或
調
回
國
內
被
鬥
，
他
們
為

了
保
住
烏
紗
帽
，
遂
主
動
發
起
鬥
爭
，
擺
出
與
帝
國
主
義
勢
不
兩
立
的
姿

態
，
以
示
政
治
上
可
靠
，
希
望
得
到
極
左
勢
力
把
持
的
中
央
文
革
小
組
認

同
。
群
眾
後
來
發
覺
新
華
社
領
導
發
動
鬥
爭
，
原
來
是
為
了
達
到
自
己
的
目

的
，
覺
得
愛
國
熱
情
被
人
利
用
了
。
3
5
5

廖
一

原
沒

有
因

為
個

人
曾

經
蒙

難
，

而
一

味
指

責
港

英
當

局
。

這
種

經
過

沉

澱
的

冷
靜

反
思

，
令

人
信

服
。

老
人

大
代

表
吳

康
民

近
年

評
論

「
六

七
暴

動
」

，
極

為
罕

見
地

指
責

他
的

前

上
司

、
香

港
新

華
社

社
長

梁
威

林
（

1911-2008）
是

「
左

王
」

：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間
的
澳
門
「
三
一
」
事
件
以
及
香
港
的
「
六
七
暴

動
」
，
並
非
中
央
的
政
策
有
任
何
改
變
，
而
是
極
左
派
對
中
央
政
策
的
嚴
重

干
擾
。
⋯
⋯
當
年
主
政
華
南
的
「
南
天
王
」
陶
鑄
，
執
行
左
的
路
線
不
遺
餘

力
，
於
是
也
想
對
港
澳
工
作
有
所
突
破
，
派
了
當
年
擔
任
廣
東
省
教
育
廳
長

的
梁
威
林
前
來
主
持
港
澳
工
作
。
梁
也
是
左
王
，
在
內
地
左
風
勁
吹
的
時

代
，
加
上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爆
發
，
終
於
惹
出
澳
門
「
三
一
」
事
件
和
香
港
的

「
反
英
抗
暴
」
風
波
來
。
3
5
6

難
道

要
跟

當
年

反
對

「
六

七
暴

動
」

的
絕

大
多

數
香

港
市

民
對

着
幹

，
周

奕

3
5
5 

張
家

偉
：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
2
1
5
、

2
1
7
頁

。
3
5
6 

吳
康
民
：
〈
中
央
領
導
港
澳
工
作
的
回
顧
和
現
實
〉
，
《
明
報
》
2010年

6月
26日

。
文
中
兩
度
提
到
的
「
三
一

」
事
件
，
應
是
「
一
二
．
三
」
事
件
。

才
心

滿
意

足
？

難
道

當
年

因
公

殉
職

的
警

務
人

員
（

包
括

那
些

為
了

保
障

香
港

市
民

生
命

安

全
，

拆
除

炸
彈

不
幸

被
炸

死
炸

傷
的

英
國

軍
火

專
家

）
是

死
有

餘
辜

？
誰

又
來

為

他
們

討
回

公
道

？

周
奕

聲
稱

寫
《

鬥
爭

史
》

時
，

「
翻

閱
許

多
書

報
雜

誌
」

、
「

找
到

大
量

的

資
料

」
，

從
2002年

7月
初

版
到

2009年
7月

第
4版

，
卻

完
全

不
提

李
後

的
《

回

歸
的

歷
程

》
。

是
李

後
的

觀
點

不
對

自
己

的
胃

口
，

所
以

視
而

不
見

？
如

果
說

不

知
道

有
這

本
書

，
那

就
太

奇
怪

了
。

周
奕

經
常

提
及

張
家

偉
的

《
香

港
六

七
暴

動

內
情

》
就

曾
談

到
李

後
這

本
書

。
還

有
前

新
華

社
副

秘
書

長
黃

文
放

評
「

六
七

暴

動
」

的
文

章
結

集
，

周
奕

也
是

隻
字

不
提

。
唯

一
的

解
釋

是
，

李
後

、
黃

文
放

的

觀
點

，
將

令
到

周
奕

的
立

論
徹

底
瓦

解
。

還
有

鐵
竹

偉
的

《
廖

承
志

傳
》

，
以

及

本
章

列
出

的
相

關
資

料
，

包
括

在
深

圳
發

生
的

悲
劇

。
如

果
周

奕
認

為
自

己
有

足

夠
的

理
據

，
大

可
批

駁
之

。

2007年
4月

，
周

奕
在

鳳
凰

衛
視

談
論

「
六

七
暴

動
」

時
說

：
「

這
是

北
京

欠
下

香
港

愛
國

同
胞

的
債

！
」
3
5
7

如
果

改
成

：
「

這
是

在
極

左
路

線
支

配
下

，
北

京
欠

下
香

港
全

體
同

胞
的

債
！

」
是

否
更

恰
當

？

「
寫

了
幾

本
有

關
香

港
左

派
活

動
的

書
，

被
公

認
為

這
方

面
權

威
」

的
《

文

匯
報

》
前

副
總

經
理

周
奕

曾
特

別
提

醒
羅

海
雷

：
「

搞
歷

史
就

是
要

不
厭

其
詳

，

否
則

就
會

鬧
笑

話
。

」
3
5
8

為
《

鬥
爭

史
》

寫
序

的
曾

鈺
成

說
：

「
只

有
真

實
地

了
解

到
歷

史
的

真
相

，

才
能

得
到

真
正

的
、

客
觀

的
結

論
。

」
旨

哉
斯

言
！

總
結

一
句

，
單

從
「

反
帝

反
殖

絕
對

有
理

」
的

角
度

來
審

視
「

六
七

暴

動
」

，
得

出
來

的
結

論
，

只
會

是
偏

頗
片

面
，

與
事

實
不

符
。

更
不

要
說

從
這

段

慘
痛

的
血

淚
史

中
，

吸
取

永
不

再
犯

的
教

訓
！

3
5
7  《

鬥
爭

史
》

第
四

版
序

言
。

3
5
8  《

我
的

父
親

羅
孚

》
，

3
6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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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
火
紅
年
代
  反
思
國
粹
 (1971-1976 )

善
救
物
者
無
棄
物
，
善
救
人
者
無
棄
人
。

為
有
東
風
勤
着
力
，
朽
株
也
要
綠
成
蔭
。

去
日
南
邊
望
北
雲
，
歸
時
東
國
拜
西
鄰
。

若
驚
道
術
多
遷
變
，
請
向
興
亡
事
裏
尋
。

—
—
馮
友
蘭
：
七
絕
二
首

前
一

首
是

哲
學

史
家

馮
友

蘭
對

毛
澤

東
交

心
輸

誠
之

作
，

後
一

首
是

寫
給

1972年
從

美
國

回
國

訪
問

的
數

理
邏

輯
學

家
王

浩
。

馮
在

西
南

聯
大

時
期

是
王

的

老
師

。
馮

友
蘭

是
1920年

代
的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博
士

，
解

放
後

被
歷

次
運

動

搞
得

昏
頭

轉
向

，
在

批
林

批
孔

成
了

四
人

幫
的

寫
手

而
為

人
詬

病
。

2010年
夏

秋
之

交
，

香
港

的
政

壇
紅

人
范

徐
麗

泰
、

梁
振

英
、

唐
英

年
先

後

在
香

港
電

台
《

中
國

點
點

點
》

節
目

中
，

首
次

披
露

自
己

的
愛

國
心

路
。

原
來

他

們
都

受
過

左
傾

思
想

影
響

，
唐

、
梁

更
是

火
紅

年
代

的
產

物
。

生
於

上
海

的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范

徐
麗

泰
四

歲
時

隨
家

人
來

港
定

居
，

「
爸

爸

很
不

喜
歡

共
產

黨
。

他
是

商
人

，
來

港
都

是
因

為
共

產
黨

解
放

中
國

。
」

范
徐

麗
泰

表
示

，
讀

聖
士

提
反

女
校

時
，

遇
到

幾
個

很
好

的
中

文
和

歷
史

老

師
，

讓
她

了
解

中
國

被
列

強
侵

略
的

歷
史

。
「

那
時

我
又

看
了

《
牛

虻
》

、
《

太

陽
照

在
桑

乾
河

上
》
3
5
9等

書
籍

，
覺

得
共

產
黨

很
好

，
為

人
民

服
務

，
所

以
中

學
時

傾
向

共
產

主
義

，
覺

得
共

產
黨

很
偉

大
。

」

3
5
9
  《

太
陽

》
一

書
是

左
翼

作
家

丁
玲

的
名

作
，

講
述

土
地

改
革

。
1
9
5
1
年

獲
得

蘇
聯

的
斯

大
林

文
學

獎
，

是
大

陸
進

步
青

年
的

必
讀

書
之

一
。

捷
克

左
翼

作
家

寫
的

《
牛

虻
》

也
是

。
當

時
香

港
一

般
的

圖
書

館
不

可
能

有
這

些
左

派
書

籍
。

徐
麗

泰
1964年

考
入

香
港

大
學

。
她

說
，

那
時

搞
活

動
，

要
自

我
檢

討
，

她

感
到

不
習

慣
，

反
倒

疏
離

了
。

時
任

行
政

會
議

召
集

人
、

現
為

特
首

的
梁

振
英

說
，

他
的

愛
國

思
想

在
中

學

時
期

萌
芽

，
中

五
時

反
思

為
何

中
國

在
近

代
受

到
列

強
欺

負
的

屈
辱

。
1974年

留

學
英

國
時

，
結

織
了

一
些

僑
生

，
組

織
中

國
同

學
會

，
經

常
向

中
國

駐
倫

敦
大

使

館
借

電
影

播
放

，
晚

上
又

討
論

國
是

。

前
政

務
司

司
長

唐
英

年
在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讀

書
時

，
參

加
中

國
同

學
會

，

認
識

了
不

少
來

自
台

灣
、

香
港

的
學

生
。

當
時

內
地

正
逢

文
化

大
革

命
，

「
我

亦

有
讀

毛
澤

東
語

錄
，

發
覺

毛
澤

東
有

很
多

思
想

都
可

以
應

用
於

現
代

。
當

時
同

學

間
亦

會
互

相
討

論
，

我
覺

得
求

學
時

應
該

除
了

學
習

，
還

要
思

考
，

所
以

這
種

討

論
很

好
。

」

可
惜

，
香

港
電

台
的

主
持

人
沒

有
追

問
：

唐
英

年
從

毛
澤

東
語

錄
裏

學
到

些

甚
麼

？
范

太
當

年
思

想
左

傾
，

有
沒

有
和

家
庭

決
裂

？
現

在
怎

麼
看

當
年

的
共

產

主
義

理
想

？
梁

振
英

又
是

受
甚

麼
人

影
響

，
走

上
愛

國
之

路
？

他
們

又
如

何
反

思

當
年

這
段

經
歷

？

一
、
從
反
共
到
親
中
的
香
港
大
學
生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是

一
個

國
際

風
雲

變
幻

的
大

時
代

，
也

是
香

港
大

專

界
「

火
紅

的
年

代
」

。

1966年
開

始
的

「
文

革
」

揭
櫫

的
「

造
反

有
理

」
、

「
打

倒
權

威
」

。
1968

年
法

國
的

學
生

運
動

，
美

國
的

反
越

戰
浪

潮
，

蘇
聯

入
侵

捷
克

。
1969年

，
中

蘇
在

邊
界

發
生

武
裝

衝
突

，
中

國
下

了
「

一
號

戰
備

動
員

令
」

，
隨

時
準

備
與

蘇

聯
大

打
一

場
。

幾
位

投
閒

置
散

的
老

元
帥

獲
授

命
研

究
國

際
局

勢
，

為
中

國
找

出

路
。

老
帥

不
負

所
托

，
建

議
改

善
中

美
關

係
，

美
國

也
有

聯
中

抗
蘇

的
需

要
，

遂

一
拍

即
合

。
從

基
辛

格
秘

密
訪

華
，

到
尼

克
松

總
統

的
中

國
之

行
，

改
變

了
世

界

的
格

局
。

與
此

同
時

，
北

京
贏

得
足

夠
的

國
家

支
持

，
取

得
聯

合
國

的
合

法
席

位
，

取
代

了
台

北
的

國
民

黨
政

府
。

受
世

界
大

潮
的

影
響

，
一

向
反

共
、

政
治

冷
感

的
大

學
生

得
風

氣
之

先
，

投
身

社
會

運
動

。
相

當
一

部
份

學
生

開
始

關
心

國
事

，
並

急
速

向
左

轉
，

成
為

國
粹

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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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的

《
學

苑
》

先
後

做
了

《
逃

港
難

民
》

（
3月

16日
）

和
《

逃
港

知

青
》

（
10月

1日
）

兩
個

專
題

，
採

訪
了

一
些

偷
渡

來
港

的
難

民
和

知
識

青
年

。

5月
4日

《
學

苑
》

特
刊

的
主

題
是

：
苦

難
的

中
國

，
有

明
天

！

《
學

苑
》

那
時

的
文

章
也

有
關

心
台

灣
的

民
主

自
由

，
例

如
文

星
書

店
被

國

民
黨

政
府

查
封

（
5月

1日
）

和
悼

念
思

想
家

殷
海

光
（

1969年
10月

1日
）

。

進
入

70年
代

，
愈

來
愈

多
成

績
優

異
的

中
下

階
層

子
弟

跨
進

了
大

學
的

門

檻
。

大
學

不
再

是
和

社
會

絕
緣

的
象

牙
塔

。
本

地
大

學
的

校
政

改
革

，
中

文
成

為

法
定

語
文

的
運

動
，

一
些

關
心

社
會

的
同

學
開

始
關

心
大

學
的

改
革

、
本

地
的

民

間
疾

苦
。

宋
恩

榮
（

現
任

中
文

大
學

經
濟

系
教

授
）

發
表

了
〈

為
中

國
而

立
—

—

港
大

的
回

顧
〉

（
1970年

9月
1日

，
72年

9月
16日

重
刊

。
）

1972年
3月

1日
，

馮
可

強
則

運
用

馬
、

列
、

毛
的

帝
國

主
義

文
化

侵
略

論
撰

文
，

形
容

港
大

的
本

質

是
「

帝
國

大
學

」
。

1970年
美

國
和

日
本

對
釣

魚
台

的
私

相
授

受
，

首
先

引
起

了
留

美
學

生
的

強

烈
抗

議
，

更
激

起
了

全
球

華
人

反
日

的
民

族
主

義
情

緒
。

在
哈

佛
讀

博
士

的
香

港
留

學
生

廖
約

克
3
6
0發

表
演

說
，

句
句

扣
人

心
弦

：

我
們
所
愛
的
是
中
國
，
是
有
着
五
千
年
歷
史
，
七
萬
萬
同
胞
，
每
一
寸

土
地
都
馨
香
，
每
一
棵
草
木
都
芬
芳
的
唯
一
的
中
國
。

當
他
問
到
「
中
國
人
站
起
來
了
沒
有
啊
？
」
時
，
滿
場
群
眾
霍
然
起

立
⋯
⋯
3
6
1

7月
1日

，
去

了
美

國
明

尼
蘇

達
大

學
深

造
的

宋
恩

榮
發

來
了

〈
母

親
的

召

喚
〉

在
《

學
苑

》
發

表
。

他
引

用
了

一
位

留
美

中
國

同
學

說
：

「
如

果
不

是
因

為

中
國

分
裂

，
台

灣
政

府
保

持
其

聯
合

國
席

位
，

也
不

用
向

美
國

日
本

獻
媚

。
」

香
港

大
學

前
校

長
王

賡
武

曾
經

這
樣

歸
納

：

1960年
代
晚
期
的
「
文
化
大
革
命
」
，
喚
起
了
美
國
具
有
反
叛
精
神

3
6
0
 
廖

約
克

其
後

回
到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任
教

，
後

來
創

辦
精

電
國

際
，

是
成

功
的

企
業

家
，

現
任

學
術

評
審

局
主

席
。

他
的

妹
妹

廖
秀

冬
，

是
董

特
首

任
內

的
環

境
局

局
長

。
3
6
1
 
保

衛
釣

魚
台

行
動

委
員

會
紐

約
分

會
《

釣
魚

台
簡

報
》

第
5
期

，
轉

引
自

《
七

十
年

代
》

，
1
9
7
1
年

第
6
期

。

的
年
輕
人
的
同
情
。
這
又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激
起
了
年
輕
華
人
積
極
參
與
如

火
如
荼
的
反
對
日
本
佔
領
中
國
東
海
小
島
釣
魚
台
的
保
衛
釣
魚
台
運
動
。
這

次
運
動
使
華
人
在
不
能
直
接
、
公
開
地
表
達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認
同
和

對
台
灣
當
局
的
反
對
的
情
況
下
，
其
愛
國
感
情
得
到
了
渲
揚
。
同
時
，
也
標

誌
着
在
美
國
對
華
政
策
發
生
重
要
變
化
的
前
夜
，
華
人
民
族
感
情
的
重
要
轉

變
。
3
6
2

香
港

大
專

界
保

衛
釣

魚
台

示
威

1971年
7月

19日
，

周
恩

來
會

見
了

一
批

關
心

亞
洲

問
題

的
美

國
學

者
，

8月

6日
，

這
批

學
者

訪
華

歸
來

，
在

港
大

陸
佑

堂
演

講
大

陸
之

行
的

所
見

所
聞

。

10月
16日

，
《

學
苑

》
轉

載
了

楊
振

寧
教

授
的

講
話

記
錄

〈
我

對
中

國
大

陸

的
印

象
〉

。

10月
25日

，
第

26屆
聯

合
國

大
會

關
於

中
國

代
表

權
問

題
的

表
決

以
76票

贊

成
，

35票
反

對
，

17票
棄

權
，

通
過

阿
爾

巴
尼

亞
和

阿
爾

及
利

亞
兩

國
的

提
案

，

驅
逐

了
中

華
民

國
的

代
表

，
恢

復
了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在

聯
合

國
的

席
位

。

11月
底

，
港

大
學

生
第

一
次

公
開

組
團

訪
問

內
地

，
不

必
像

1956年
那

回
秘

密
北

上
。

29天
的

行
程

，
穿

越
10省

8市
，

走
馬

看
花

，
從

工
農

建
設

、
教

育
改

革
、

人
民

生
活

，
到

風
景

文
物

。

3
6
2 

王
賡

武
：

〈
中

國
革

命
與

海
外

華
人

〉
，

《
華

僑
華

人
歷

史
研

究
》

2
0
0
1
年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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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初

，
《

學
苑

》
接

連
做

了
《

祖
國

行
》

和
《

認
識

中
國

》
兩

個
專

題
。

訪
問

團
見

到
了

1914年
入

讀
港

大
機

械
工

程
系

、
82高

齡
的

清
華

大
學

教
授

劉
仙

洲
。

老
學

長
提

起
當

年
住

過
的

宿
舍

—
—

L
ugard H

all、
M

ay H
all，

團
友

感
到

份
外

親
切

。

他
們

還
會

見
了

《
寄

小
讀

者
》

的
作

者
冰

心
、

錢
偉

長
教

授
、

何
東

昌
（

後

來
任

國
家

教
委

主
任

）
，

參
觀

上
海

的
廠

辦
大

學
—

—
七

二
一

工
人

大
學

、
訪

問

上
海

市
革

委
會

常
委

、
復

旦
大

學
革

委
會

常
委

朱
永

嘉
（

後
來

以
四

人
幫

黨
羽

的

罪
名

，
被

隔
離

審
查

）
。

還
有

機
會

看
到

那
時

還
是

內
部

發
行

、
專

門
刊

登
國

外

報
刊

信
息

的
《

參
考

消
息

》
。

團
長

馮
紹

波
撰

文
〈

問
蒼

茫
大

地
，

誰
主

沉
浮

〉
，

提
到

參
觀

南
京

長
江

大

橋
時

，
「

有
關

方
面

為
使

我
們

能
觀

看
全

橋
之

夜
景

，
特

地
為

我
們

開
亮

了
所

有

的
燈

。
耗

電
極

巨
，

每
小

時
耗

600元
人

民
幣

。
」

在
武

漢
觀

看
革

命
樣

板
戲

《
紅

色
娘

子
軍

》
，

因
事

遲
到

了
15分

鐘
，

劇
院

的
觀

眾
等

他
們

到
達

才
開

演
。

進
場

時
，

全
場

還
鼓

掌
歡

迎
。

一
群

香
港

的
「

天
之

驕
子

」
，

得
到

如
此

禮
待

，
大

為
感

動
，

思
想

遂
傾

向

社
會

主
義

祖
國

。
可

見
中

共
統

戰
工

夫
的

周
到

細
緻

。

原
來

對
毛

澤
東

沒
有

甚
麼

感
情

的
馮

紹
波

寫
道

，
回

港
後

就
開

口
只

說
「

毛

主
席

」
，

不
叫

「
毛

澤
東

」
了

。
馮

紹
波

畢
業

後
從

事
C
hina trade（

對
華

貿

易
）

，
後

來
成

功
創

辦
了

《
經

濟
日

報
》

，
還

把
他

擁
有

的
《

經
濟

日
報

》
的

股

份
捐

給
香

港
大

學
。

團
員

麥
炳

良
形

容
這

次
旅

程
：

「
使

我
更

加
深

信
中

國
共

產
黨

路
線

正

確
！

」
3
6
3

團
員

關
品

方
說

：
回

港
後

，
他

們
開

了
一

次
記

者
招

待
會

，
「

一
些

報
紙

說

我
們

替
中

共
吹

噓
，

是
頭

腦
簡

單
思

想
幼

稚
的

一
群

。
」

沒
有

參
加

訪
問

團
的

曾
澍

基
（

浸
會

大
學

經
濟

系
榮

休
教

授
）

總
結

說
：

「
1971年

中
至

年
底

是
青

年
運

動
由

行
動

的
階

段
轉

至
要

求
理

論
的

階
段

的
一

個
轉

折
期

。
港

大
第

一
次

回
國

參
觀

，
回

來
後

掀
起

了
橫

掃
一

切
的

中
國

熱
；

《
70年

代
雙

週
刊

》
的

朋
友

到
法

國
去

，
受

到
無

政
府

主
義

和
托

派
的

思
想

影
響

3
6
3 

麥
炳

良
後

來
改

名
麥

華
章

，
出

自
毛

澤
東

詩
：

「
落

花
時

節
讀

華
章

」
。

畢
業

後
，

加
入

香
港

《
文

匯
報

》
，

娶
了

同
事

曾
勵

予
為

妻
。

離
開

《
文

匯
報

》
後

，
參

與
創

辦
《

經
濟

日
報

》
，

現
任

社
長

。

等
。

」
3
6
4

次
年

，
港

大
醫

學
院

、
中

文
大

學
等

也
紛

紛
組

團
到

中
國

，
拜

會
斷

肢
再

植

的
陳

中
偉

醫
生

、
目

睹
針

刺
麻

醉
做

外
科

手
術

，
參

觀
全

國
農

業
的

模
範

—
—

大

寨
，

也
是

感
動

不
已

。
有

些
醫

學
生

回
港

後
還

開
始

學
針

灸
。

國
粹
派
與
社
會
派
之
爭

中
國

熱
，

導
致

部
份

學
生

急
速

向
左

轉
，

引
起

了
其

他
同

學
強

烈
的

反
彈

和

不
滿

。首
先

是
一

些
參

與
社

會
運

動
的

同
學

，
如

曾
澍

基
、

黎
則

奮
（

筆
名

：
Q

仔
、

方
卡

謬
）

、
王

卓
祺

（
現

任
中

文
大

學
社

工
系

教
授

）
、

楊
森

（
民

主
黨

前

立
法

會
議

員
）

等
。

統
稱

「
社

會
派

」
。

他
們

不
滿

只
認

中
，

不
關

社
，

批
評

對

內
地

全
盤

肯
定

、
不

作
批

判
的

同
學

是
「

國
粹

派
」

。

曾
任

學
聯

會
長

的
黃

醒
華

回
顧

，
1973-1974年

間
，

國
粹

派
與

社
會

派
正

式
公

開
決

裂
。

推
動

學
運

，
重

心
放

在
認

中
，

還
是

改
革

香
港

社
會

？
74年

第
一

次
搞

中
國

週
，

同
年

出
現

反
貪

污
捉

葛
柏

的
示

威
行

動
，

是
兩

派
正

式
公

開
決

裂

而
互

相
指

責
的

標
記

。
3
6
5

反
貪

污
捉

葛
柏

示
威

遊
行

3
6
4  《

香
港

學
運

與
青

年
思

潮
》

座
談

會
，

《
七

十
年

代
》

1
9
8
0
年

2
月

號
。

3
6
5
  《

香
港

學
運

與
青

年
思

潮
》

座
談

會
，

《
七

十
年

代
》

1
9
8
0
年

2
月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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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1975年
在

港
大

就
讀

的
何

俊
仁

（
現

任
民

主
黨

主
席

）
認

為
，

社
會

派
強

於
社

會
批

評
理

論
，

「
基

本
上

認
同

社
會

主
義

的
理

想
，

但
他

們
敢

於
批

判
中

國
政

體
中

的
官

僚
主

義
，

更
不

承
認

中
國

已
實

現
了

社
會

主
義

的
『

烏
托

邦
』

。
」

何
俊

仁
則

自
稱

屬
於

另
一

類
—

—
「

徹
頭

徹
尾

的
反

馬
列

主
義

」
。

1972年
，
我
被
安
排
入
住
屬
於
傳
統
愛
國
左
派
（
即
國
粹
派
）
陣
營

的
宿
舍
：
明
原
堂
（
Old H

alls）
，
看
見
的
迎
新
活
動
，
都
是
歌
功
頌
德
介

紹
新
中
國
。
當
年
，
港
大
學
生
會
首
次
有
「
祖
國
遊
」
。
回
港
後
，
這
群
大

學
生
便
興
高
采
烈
說
箇
不
休
，
把
國
內
的
狀
況
形
容
成
天
上
人
間
的
美
景
。

初
生
之
犢
的
我
，
便
向
當
時
被
稱
為
「
國
粹
派
」
的
「
大
仙
」
3
6
6們
發

出
連
串
提
問
。

文
化
大
革
命
帶
來
災
難
性
的
破
壞
，
導
致
數
以
萬
計
生
靈
塗
炭
，
千
年

的
文
化
傳
統
被
摧
毀
踐
踏
；
更
悲
涼
的
是
教
育
斷
層
！
⋯
⋯
我
熱
愛
國
家
民

族
，
但
反
對
政
府
和
共
產
黨
的
專
橫
、
反
對
共
產
黨
採
取
的
階
級
鬥
爭
路
線

及
政
策
。

國
粹
派
的
同
學
十
分
震
怒
。
他
們
強
烈
指
摘
我
受
到
國
民
黨
以
至
英
美

帝
國
主
義
的
思
想
所
毒
化
，
故
沒
有
認
識
人
民
在
苦
難
鬥
爭
中
所
建
立
的
新

中
國
。有
一
次
，
拗
至
面
紅
耳
赤
，
甚
至
發
生
肢
體
推
撞
。

造
成
明
原
堂
左
傾
的
原
因
，
是
當
時
舍
內
有
兩
位
「
左
傾
」
導
師
：

現
任
浸
會
大
學
校
長
吳
清
輝
博
士
，
以
及
陳
載
澧
博
士
。
3
6
7再
者
，
「
國
粹

派
」
分
子
當
時
亦
得
到
很
多
親
中
的
機
構
支
持
，
為
首
的
便
是
新
華
社
。
3
6
8

何
俊

仁
坦

言
，

自
己

受
《

人
物

與
思

想
》

雜
誌

創
辦

人
許

冠
三

影
響

，
參

加

了
許

冠
三

創
辦

的
「

私
墊

」
—

—
自

由
大

學
。

許
冠

三
每

週
用

一
個

晚
上

在
自

己

3
6
6
 
指

se
n
io
r，

高
年

級
同

學
。

3
6
7
 
吳

當
時

任
港

大
化

學
系

講
師

，
陳

是
數

學
系

講
師

。
3
6
8
 
何

俊
仁

：
《

謙
卑

的
奮

鬥
》

，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0
年

，
8
-2
9
頁

。
此

書
對

了
解

香
港

過
去

四
十

年
的

學
運
、
社
運
和
政
治
發
展
，
具
有
參
考
價
值
。
港
大
法
學
院
教
授
陳
弘
毅
在
封
底
的
薦
文
說
：
「
何
俊
仁
先
生

是
一
個
有
思
想
、
有
抱
負
、
有
承
擔
的
人
⋯
⋯
他
的
赤
子
之
心
、
愛
國
情
懷
和
社
會
關
懷
，
躍
然
紙
上
。
」

的
住

所
免

費
授

課
，

概
述

中
國

現
代

史
，

還
邀

請
徐

復
觀

、
司

馬
長

風
、

劉
述

先

及
金

耀
基

等
，

來
演

講
授

課
。

無
須

諱
言

，
這

些
都

是
反

共
親

台
的

學
者

，
部

份

人
與

美
國

支
持

的
友

聯
機

構
關

係
密

切
。

此
外

，
還

有
一

些
受

托
洛

茨
基

派
影

響
的

，
以

及
佔

絕
大

多
數

的
政

治
意

識

不
強

、
但

對
左

派
不

滿
的

普
通

同
學

。
幾

股
反

對
國

粹
派

的
力

量
合

流
，

其
能

量

不
可

忽
視

。

雙
方

更
從

意
識

形
態

之
爭

發
展

到
組

織
、

位
置

之
爭

。

1974年
，

港
大

學
生

會
換

屆
，

何
俊

仁
說

服
麥

海
華

（
現

任
城

市
大

學
社

工

系
副

教
授

）
競

選
會

長
，

與
國

粹
派

的
鍾

瑞
明

（
曾

任
民

建
聯

總
幹

事
）

角
逐

。

麥
以

絕
大

多
數

票
勝

出
。

1975年
，

國
粹

派
與

對
手

競
逐

港
大

學
生

會
，

國
粹

派
得

三
席

，
包

括
會

長

鍾
子

維
，

反
國

粹
派

得
七

席
，

湊
合

成
一

個
先

天
分

裂
、

互
相

扯
皮

的
幹

事
會

。

1976年
的

學
生

會
選

舉
，

國
粹

派
組

成
的

內
閣

全
軍

覆
沒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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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裏

對
何

俊
仁

的
《

謙
卑

的
奮

鬥
》

提
出

一
點

疑
問

。

何
俊

仁
提

到
，

1973至
1975年

，
他

擔
任

會
長

的
大

專
同

學
會

「
是

一
個

八

所
香

港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自

願
加

入
的

學
生

組
織

，
當

時
只

有
二

、
三

百
名

會
員

，

沒
有

甚
麼

固
定

的
政

治
路

向
」

。
何

俊
仁

和
一

些
同

學
決

定
在

該
會

建
立

自
由

派

的
基

地
。

大
專

同
學

會
那

時
主

辦
過

一
些

收
費

廉
宜

的
台

灣
觀

光
團

，
抗

衡
國

粹
派

搞

的
大

陸
參

觀
學

習
團

。
筆

者
一

位
同

學
當

年
入

會
，

就
是

為
了

去
台

灣
旅

遊
，

還

得
到

「
反

共
救

國
團

」
的

接
待

。
大

專
同

學
會

後
來

還
辦

了
《

大
專

同
學

報
》

在

各
院

校
派

發
，

有
沒

有
得

到
台

灣
國

民
黨

方
面

的
支

持
和

資
助

呢
？

國
共

兩
黨

如
今

已
實

行
第

三
次

合
作

。
筆

者
絕

不
是

要
扣

何
俊

仁
的

政
治

帽
子

。
只

是
想

搞
清

楚
當

年
的

學
運

紛
爭

，
有

沒
有

國
共

鬥
爭

的
因

素
存

在
其

中
—

—
不

光
是

意
識

形
態

，
而

且
是

組
織

方
面

。

這
個

時
期

還
有

一
段

小
插

曲
：

崇
真

事
件

。
1975年

8月
，

在
崇

真
書

院
任

教
的

陳
文

，
因

為
帶

學
生

參
加

中
國

週
活

動
，

被
保

守
的

校
方

開
除

。
陳

文
那

時

還
辦

過
年

輕
人

刊
物

《
學

生
哥

》
、

《
新

一
代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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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俊
仁

：
《

謙
卑

的
奮

鬥
》

，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0
年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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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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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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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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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除

了
一

名
老

師
，

成
就

了
一

位
教

授
。

陳
文

不
久

去
美

國
攻

讀
博

士
，

成

為
中

文
大

學
新

聞
系

講
座

教
授

陳
韜

文
。

回
顧

這
段

「
火

紅
的

年
代

」
，

當
然

有
很

多
值

得
反

思
的

地
方

。

這
幾

年
的

中
國

正
處

於
「

文
革

」
的

後
半

段
，

一
點

不
平

靜
。

1971年
9月

13日
的

林
彪

事
件

—
—

毛
主

席
最

親
密

的
戰

友
和

接
班

人
，

突

然
叛

國
投

敵
。

社
會

派
領

袖
曾

澍
基

1972年
已

在
《

學
苑

》
以

素
奇

的
筆

名
撰

文

〈
林

彪
之

死
及

其
他

〉
，

率
先

對
林

彪
事

件
提

出
質

疑
。

1973年
，

廣
州

出
現

了
署

名
李

一
哲

的
大

字
報

〈
論

社
會

主
義

的
民

主
與

法

制
〉

。
當

時
被

內
地

官
方

打
為

「
反

革
命

」
。

香
港

大
專

界
的

國
粹

派
也

加
入

到

批
判

的
行

列
。

諷
刺

的
是

，
1978年

底
，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習
仲

勳
宣

告
為

李
一

哲

平
反

。1974年
的

批
林

批
孔

。
根

據
從

林
彪

處
所

找
到

的
片

言
隻

語
、

便
條

眉
批

，

毛
澤

東
就

把
林

彪
與

二
千

多
年

前
的

孔
子

，
拉

到
一

起
來

批
判

。

當
時

不
知

道
批

林
批

孔
背

後
，

還
有

批
周

公
—

—
周

恩
來

。
而

發
起

批
判

的

正
是

毛
澤

東
本

人
。

1974年
的

四
屆

人
大

，
周

恩
來

發
表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
提

出
建

設
四

個
現

代

化
—

—
農

業
、

工
業

、
國

防
、

科
技

—
—

的
宏

偉
藍

圖
。

鄧
小

平
復

出
，

在
聯

合

國
大

會
上

發
言

，
闡

述
毛

澤
東

的
「

三
個

世
界

」
理

論
，

都
帶

給
中

國
人

民
一

些

希
望

。但
是

，
中

共
最

高
層

的
政

治
鬥

爭
一

直
沒

有
停

息
。

1975年
，

毛
澤

東
又

借
評

《
水

滸
》

，
發

動
了

一
場

批
投

降
派

的
政

治
運

動
。

記
得

那
時

跟
隨

港
大

國
事

學
會

的
同

學
去

跑
馬

地
的

培
僑

中
學

，
這

是
筆

者

第
一

次
，

也
是

唯
一

一
次

聽
校

長
吳

康
民

作
報

告
。

吳
坐

在
台

上
，

對
着

禮
堂

裏

滿
座

的
幾

百
人

，
解

說
這

場
鬥

爭
的

意
義

。
具

體
內

容
早

已
忘

得
一

乾
二

淨
了

，

只
記

得
吳

略
帶

潮
汕

口
音

的
廣

府
話

，
提

到
《

忠
義

水
滸

傳
》

、
大

滌
餘

人
之

類
，

「
總

而
言

之
，

統
而

言
之

」
一

番
。

原
來

評
《

水
滸

》
又

是
「

項
莊

舞
劍

，
意

在
沛

公
」

。
1975年

底
，

復
出

未

久
的

鄧
小

平
，

與
「

文
革

」
上

台
的

江
青

等
四

人
幫

的
矛

盾
白

熱
化

。
毛

澤
東

站

在
四

人
幫

一
邊

，
鄧

小
平

推
動

的
全

面
整

頓
，

受
到

壓
抑

、
打

擊
。

1976年
，

中
國

恍
如

遭
到

了
天

譴
。

國
民

經
濟

已
經

瀕
臨

崩
潰

的
邊

緣
，

政

治
鬥

爭
還

是
沒

完
沒

了
，

人
民

昏
頭

轉
向

。

1月
，

周
恩

來
逝

世
。

4月
，

北
京

人
民

藉
清

明
節

到
天

安
門

悼
念

周
恩

來
，

以
詩

言
志

：
「

欲
悲

聞
鬼

叫
，

我
哭

豺
狼

笑
，

灑
淚

祭
雄

傑
，

橫
眉

劍
出

鞘
。

」

官
方

當
時

將
其

定
性

為
「

天
安

門
反

革
命

事
件

」
。

鄧
小

平
被

誣
陷

是
天

安
門

事

件
的

總
後

台
，

妄
圖

復
辟

資
本

主
義

的
「

死
不

悔
改

的
走

資
派

」
，

再
一

次
被

打

倒
，

撤
銷

黨
內

外
一

切
職

務
，

失
去

了
人

身
自

由
。

7月
，

開
國

元
勳

朱
德

元
帥

逝
世

。

7月
28日

唐
山

發
生

7.6級
的

大
地

震
。

那
時

內
地

封
鎖

消
息

，
也

不
讓

外
國

人
參

加
拯

救
。

報
刊

的
標

題
是

：
「

深
入

批
鄧

，
抗

震
救

災
」

。
大

災
面

前
，

還

把
政

治
鬥

爭
放

在
第

一
位

。
人

們
要

隔
了

很
多

年
，

才
知

道
死

難
者

超
過

24萬

人
，

重
傷

16萬
多

人
。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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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

，
中

共
中

央
主

席
毛

澤
東

逝
世

，
由

木
訥

低
調

的
華

國
鋒

接
任

。

10月
8日

，
毛

澤
東

屍
骨

未
寒

，
他

的
未

亡
人

江
青

、
姪

子
毛

遠
新

，
以

及

他
一

手
提

拔
重

用
的

中
央

副
主

席
王

洪
文

、
政

治
局

常
委

張
春

橋
、

委
員

姚
文

元
，

都
淪

為
階

下
囚

，
變

成
了

反
革

命
集

團
的

首
腦

。

缺
乏

政
治

實
力

的
「

英
明

領
袖

」
華

國
鋒

，
主

席
、

總
理

的
寶

座
也

坐
不

了

多
久

。
兩

年
後

，
也

被
再

度
上

台
的

鄧
小

平
、

陳
雲

等
老

一
輩

革
命

家
奪

了
權

。

這
裏

引
用

1976年
《

人
民

日
報

》
的

兩
段

報
道

，
可

以
看

見
「

一
直

緊
跟

中

央
」

的
香

港
左

派
，

在
這

一
輪

急
風

驟
雨

般
的

政
治

急
轉

彎
中

，
如

何
碰

得
焦

頭

爛
額

。《
人

民
日

報
》

4月
14日

：

香
港
各
界
愛
國
同
胞
的
代
表
12日

舉
行
集
會
，
堅
決
擁
護
中
共
中
央
關

於
華
國
鋒
同
志
任
中
共
中
央
第
一
副
主
席
、
國
務
院
總
理
的
決
議
，
堅
決
擁

護
中
共
中
央
關
於
撤
銷
鄧
小
平
黨
內
外
一
切
職
務
的
決
議
，
憤
怒
聲
討
不
肯

改
悔
的
走
資
派
鄧
小
平
和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製
造
反
革
命
政
治
事
件
的
一
小
撮

階
級
敵
人
的
罪
行
。

3
7
0
 
錢

鋼
：

《
唐

山
大

地
震

》
，

中
華

書
局

，
2
0
0
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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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集
會

的
各

界
代

表
有

工
聯

會
的

楊
光

、
鄭

耀
棠

。
港

大
的

崔
綺

雲
（

香

港
左

派
成

立
的

「
青

年
學

生
協

會
」

會
長

，
後

來
曾

任
新

華
社

青
年

工
作

部
部

長
）

還
在

大
會

上
講

話
。

半
年

後
，

同
一

批
人

又
一

次
隆

重
集

會
。

《
人

民
日

報
》

10月
28日

：

香
港
和
澳
門
的
愛
國
同
胞
25日

分
別
舉
行
隆
重
集
會
，
熱
烈
慶
祝
華
國

鋒
同
志
任
中
共
中
央
主
席
、
中
央
軍
委
主
席
，
熱
烈
慶
祝
粉
碎
王
洪
文
、
張

春
橋
、
江
青
、
姚
文
元
反
黨
集
團
的
偉
大
勝
利
。
⋯
⋯
我
們
一
定
要
最
緊
密

地
團
結
在
以
華
國
鋒
主
席
為
首
的
黨
中
央
周
圍
⋯
⋯
繼
承
毛
主
席
的
遺
志
，

堅
持
以
階
級
鬥
爭
為
綱
⋯
⋯
深
入
揭
發
、
批
判
「
四
人
幫
」
的
滔
天
罪
行
，

繼
續
批
鄧
、
反
擊
右
傾
翻
案
風
，
鞏
固
和
發
展
無
產
階
級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勝

利
成
果
⋯
⋯

這
次

，
在

會
上

講
話

「
熱

烈
歡

呼
」

的
有

工
聯

會
副

理
事

長
鄭

耀
棠

、
教

聯

會
會

長
吳

康
民

、
學

生
界

代
表

崔
綺

雲
。
3
7
1

事
與

願
違

。
中

國
的

航
向

，
與

「
愛

國
同

胞
」

的
風

向
標

又
一

次
南

轅
北

轍
。

一
年

多
後

，
鄧

小
平

復
出

，
撥

亂
反

正
，

徹
底

否
定

了
「

文
革

」
，

將
中

國

逐
步

引
上

改
革

開
放

的
道

路
。

愛
國

同
胞

的
集

會
是

笑
柄

、
嘲

弄
，

還
是

鬧
劇

？

是
非

顛
倒

，
黑

白
混

淆
，

指
鹿

為
馬

。
自

以
為

理
直

氣
壯

，
卻

發
現

盡
是

歪

理
。

昔
日

追
求

的
理

想
世

界
，

如
夢

幻
泡

影
，

一
一

破
滅

。
國

粹
派

不
少

人
恍

如

大
夢

初
醒

，
驚

覺
上

當
受

騙
多

年
，

這
時

都
無

所
適

從
。

從
1974年

開
始

舉
辦

、

「
紅

」
極

一
時

的
中

國
週

，
到

1978年
，

再
也

辦
不

下
去

了
。

當
鄭

耀
棠

、
吳

康
民

在
台

上
「

熱
烈

慶
祝

」
、

「
堅

決
擁

護
」

、
「

憤
怒

聲

討
」

、
「

深
入

批
判

」
之

時
，

他
們

的
一

些
同

志
卻

在
反

思
。

3
7
1
 
崔

綺
雲

，
是

1
9
7
4
年

的
港

大
學

生
會

會
長

，
曾

任
教

浸
會

大
學

傳
理

系
。

在
漢

華
中

學
的

網
頁

上
發

現
，

她
已

接
替

已
故

的
黃

建
立

，
成

為
校

監
；

從
港

大
出

版
的

《
師

友
計

劃
》

一
書

得
知

，
她

做
了

這
個

計
劃

的
名

譽
總

監
。

陳
婉

嫻
說

，
四

人
幫

下
台

是
她

「
人

生
中

最
大

轉
變

，
信

念
崩

潰
了

」
。

「
突

然
知

道
這

四
個

人
咁

衰
，

我
嬲

得
好

厲
害

。
也

有
人

說
，

我
們

被
騙

了
。

當

時
有

很
多

人
離

開
工

會
。

⋯
⋯

那
段

時
間

，
我

在
聖

士
提

反
灣

日
日

看
海

，
思

考

自
己

走
的

路
有

沒
有

錯
，

全
都

寫
在

一
張

紙
上

。
」
3
7
2

曾
鈺

成
也

說
：

「
打

倒
四

人
幫

後
，

我
和

學
校

其
他

同
事

都
感

到
被

騙
。

那

是
一

個
非

常
困

難
的

時
期

，
我

們
只

專
注

於
教

學
工

作
。

」
3
7
3

曾
、

陳
都

沒
有

離
開

左
派

陣
營

。
陳

婉
嫻

說
服

自
己

的
理

由
是

：
「

工
會

由

始
至

終
都

沒
有

出
賣

工
人

，
我

也
覺

得
，

為
人

民
服

務
很

好
呀

！
於

是
繼

續
留

在

工
會

。
」

工
聯

會
在

1958年
號

召
上

萬
工

人
返

回
內

地
，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發
動

工

人
罷

工
，

這
兩

次
左

傾
錯

誤
造

成
不

少
工

人
從

此
改

寫
人

生
，

生
活

不
繼

，
算

不

算
是

「
出

賣
工

人
」

？

一
朝
被
蛇
咬
，
十
年
怕
草
繩

筆
者

當
時

忝
為

「
國

粹
派

」
一

員
小

嘍
羅

，
見

過
不

少
同

道
、

學
長

，
也

出

席
過

若
干

「
黑

會
」

—
—

「
國

粹
派

」
同

仁
開

的
秘

密
會

議
，

討
論

學
生

會
選

舉

策
略

之
類

。
例

如
，

其
中

一
處

叫
「

三
友

」
—

—
同

學
在

大
學

附
近

湊
錢

合
租

的

宿
舍

。
筆

者
就

在
這

裏
見

過
陳

毓
祥

（
1996年

為
保

衛
釣

魚
台

而
葬

身
釣

魚
台

水

域
，

成
為

烈
士

）
、

梁
錦

松
（

特
區

政
府

前
財

政
司

司
長

）
、

鍾
瑞

明
（

香
港

過

渡
時

期
的

土
地

基
金

中
方

代
表

、
前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
前

民
建

聯
總

幹
事

）
、

程

翔
等

。
「

三
友

」
的

名
字

，
沿

用
至

今
，

成
為

承
印

香
港

《
經

濟
日

報
》

的
印

刷

廠
。

《
經

濟
日

報
》

的
幾

位
創

辦
人

—
—

主
席

馮
紹

波
、

社
長

麥
華

章
、

人
稱

石

Sir的
石

鏡
泉

，
都

是
早

年
的

「
國

粹
派

」
中

堅
。

麥
華

章
後

來
回

憶
這

段
經

歷
時

承
認

：
「

當
時

熱
情

有
餘

，
理

智
不

足
，

如

今
回

想
，

不
免

心
有

餘
痛

。
」
3
7
4

不
少

「
國

粹
派

」
對

麥
的

說
法

，
應

有
同

感
。

平
心

而
論

，
「

國
粹

派
」

當
時

與
「

社
會

派
」

或
右

派
對

國
是

的
論

戰
、

對
學

3
7
2
 
明

報
編

輯
部

：
《

十
年

．
香

港
人

》
，

明
報

出
版

社
，

2
0
0
7
年

。
3
7
3
 
白

莎
莉

（
S
a
lly B

lyth
）

、
胡

德
品

（
Ia
n
 W

o
th
e
rsp

o
o
n
）

：
《

說
吧

，
香

港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
9
0
頁

。
作

者
稱

，
這

本
書

是
以

個
人

回
憶

的
方

式
寫

香
港

的
歷

史
。

3
7
4
 
麥

華
章

：
《

人
生

網
絡

》
，

勤
＋

緣
出

版
社

，
1
9
9
2
年

，
7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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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會

領
導

權
的

爭
奪

，
大

抵
出

於
一

片
愛

國
之

心
。

及
至

大
陸

政
局

幾
度

急
轉

彎
—

—
「

文
革

」
、

批
林

（
彪

）
、

「
四

五
」

天
安

門
事

件
、

批
鄧

（
小

平
）

、
批

「
四

人
幫

」
⋯

⋯
在

波
譎

雲
詭

、
變

幻
無

常
的

殘
酷

事
實

面
前

，
「

國
粹

派
」

碰

得
焦

頭
爛

額
，

思
想

一
片

混
亂

，
終

於
幡

然
省

悟
，

不
再

去
趟

這
灘

政
治

渾
水

。

筆
者

在
學

時
參

加
的

《
盤

古
》

雜
誌

也
是

很
左

的
。

1976年
10月

，
毛

澤

東
屍

骨
未

寒
，

被
他

委
以

重
任

的
四

人
幫

卻
成

了
反

革
命

。
消

息
傳

來
，

恍
如

晴

天
霹

靂
，

被
打

得
昏

頭
轉

向
。

大
概

是
幾

個
月

後
，

香
港

新
華

社
的

黃
文

放
（

後

來
擔

任
副

秘
書

長
、

台
灣

事
務

部
長

）
邀

約
談

話
。

筆
者

跟
隨

《
盤

古
》

幾
位

大

佬
到

一
處

陳
設

簡
樸

的
住

宅
。

黃
文

放
擺

出
一

副
信

者
得

救
的

長
官

姿
態

，
勸

我

們
要

相
信

中
央

、
相

信
華

國
鋒

。
從

「
文

革
」

、
林

彪
到

四
人

幫
，

筆
者

和
《

盤

古
》

一
些

同
仁

已
屢

次
被

蒙
，

豈
會

再
輕

信
。

一
番

爭
辯

，
結

果
不

歡
而

散
。

這

是
筆

者
唯

一
一

次
與

黃
文

放
會

面
。

若
干

年
後

，
讀

黃
文

放
的

文
章

，
他

的
想

法

也
變

了
。

只
有

極
少

數
人

—
—

或
人

在
江

湖
，

身
不

由
己

；
或

別
有

所
圖

，
自

願
獻

身
；

或
仍

然
懷

抱
「

報
國

理
想

」
、

繼
續

堅
持

，
例

如
程

翔
，

留
在

《
文

匯
報

》

工
作

，
直

到
1989年

「
六

四
」

，
徹

底
決

裂
。

「
國

粹
派

」
中

人
，

有
不

少
是

品
學

兼
優

、
懷

抱
理

想
的

菁
英

，
其

後
大

多

迴
避

政
治

，
回

歸
自

己
的

專
業

，
成

為
大

教
授

、
大

國
手

、
企

業
家

、
專

業
人

士
，

卻
絕

少
從

政
。

這
無

疑
是

香
港

社
會

之
失

。
但

也
說

明
，

這
些

人
沒

有
甚

麼

政
治

投
機

的
野

心
。

原
來

隸
屬

香
港

專
上

學
生

聯
會

的
學

聯
旅

遊
部

，
不

知
如

何
被

一
些

在
裏

面

服
務

的
國

粹
派

用
甚

麼
贖

買
的

方
法

收
購

了
，

從
此

成
了

一
盤

私
人

生
意

。
筆

者

那
時

已
離

開
大

學
，

不
了

解
其

來
龍

去
脈

。

國
粹
派
的
一
縷
香
火

回
顧

這
段

歷
史

，
社

會
派

對
中

國
問

題
的

觀
察

和
批

判
，

絕
對

勝
過

國
粹

派
。

但
在

發
展

組
織

方
面

，
崇

尚
個

人
主

義
的

社
會

派
，

則
無

法
跟

國
粹

派
及

其

背
後

的
龐

大
力

量
相

比
。

1976年
，

港
大

的
國

粹
派

畢
業

生
成

立
了

大
學

畢
業

同
學

會
（

U
niversity 

G
raduates A

ssociation，
簡

稱
 U

G
A
）

。
由

於
香

港
大

學
已

有
老

牌
舊

生
會

（
H

K
U

 A
lum

ni A
ssociation）

。
U

G
A
申

請
成

立
時

頗
費

周
章

，
最

後
還

是
不

能
掛

H
K

U
這

塊
招

牌
。

如
今

，
U

G
A
已

設
立

了
教

育
基

金
，

創
辦

了
直

資
小

學
、

書
院

。
基

金
和

學
校

的
一

些
創

辦
人

就
是

當
年

的
國

粹
派

「
老

鬼
」

、
「

大
佬

」
。

不
過

整
體

而

言
，

U
G

A
的

政
治

色
彩

已
淡

化
，

沒
有

太
多

左
傾

的
痕

跡
。

年
前

發
起

營
救

被

內
地

控
以

間
諜

罪
名

的
校

友
程

翔
，

近
期

舉
辦

的
活

動
，

也
有

邀
請

80後
的

維
園

阿
哥

來
演

講
。

梁
錦
松
買
車
事
件

梁
錦

松
以

美
資

銀
行

大
班

之
身

，
先

是
晉

身
為

特
區

政
府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主

席
，

擔
當

教
育

改
革

的
大

旗
手

，
繼

而
成

為
特

首
董

建
華

問

責
團

隊
的

財
政

司
，

在
香

港
經

濟
衰

退
、

財
政

赤
字

，
非

典
型

肺
炎

肆
虐

的
惡

劣

形
勢

下
，

緊
縮

政
府

開
支

之
餘

，
力

圖
振

興
經

濟
。

孰
料

2003年
，

計
劃

增
加

汽
車

首
次

登
記

稅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公

佈
前

夕
，

梁

「
偷

步
」

買
車

避
稅

，
有

人
將

行
政

會
議

的
內

容
曝

光
，

結
果

在
輿

論
的

強
大

壓

力
下

，
被

迫
引

咎
辭

職
。

港
英

時
代

的
行

政
、

立
法

兩
局

議
員

李
鵬

飛
的

評
論

一
針

見
血

：

財
政
司
司
長
梁
錦
松
「
偷
步
買
車
」
鬧
得
沸
沸
揚
揚
，
不
料
事
件
的
發

展
節
外
生
枝
，
竟
然
發
生
行
政
會
議
內
容
泄
漏
的
軒
然
大
波
，
豈
不
令
人
再

三
搖
頭
嘆
息
。
我
覺
得
行
政
會
議
洩
密
事
件
比
梁
錦
松
違
反
問
責
官
員
守
則

更
嚴
重
，
事
件
反
映
特
區
的
最
高
管
治
架
構
內
有
些
人
勾
心
鬥
角
，
公
然
做

出
這
種
打
擊
自
家
政
府
威
信
和
誠
信
的
行
徑
⋯
⋯
3
7
5

可
惜

當
事

人
諱

莫
如

深
，

這
樁

涉
及

政
府

高
層

權
鬥

的
陰

謀
，

至
今

沒
有

知

情
人

士
揭

開
謎

底
。

前
人

種
樹

，
後

人
乘

涼
。

梁
收

拾
了

財
赤

的
殘

局
，

由
唐

英
年

來
享

其
成

。

3
7
5
  《

風
雨

三
十

年
—

—
李

鵬
飛

回
憶

錄
》

，
C
U
P
出

版
，

2
0
0
4
年

6
月

，
1
7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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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錦

松
離

開
官

場
後

，
在

金
融

海
嘯

前
夕

加
入

美
國

私
募

基
金

B
lackstone

（
黑

石
、

百
仕

通
）

，
成

為
大

中
華

區
主

席
。

2007年
5月

，
梁

成
功

遊
說

中
國

國
家

外
匯

投
資

公
司

，
出

資
30億

美
元

參
股

黑
石

。

不
久

，
金

融
海

嘯
淹

至
，

黑
石

的
股

價
狂

跌
，

中
投

這
筆

投
資

嚴
重

虧
損

。

2
0
1
0
年

8
月

6
日

，
內

地
《

華
夏

時
報

》
記

者
陶

盈
舟

在
北

京
報

道
：

「
2007年

5月
，

中
投

以
每

股
29.605美

元
認

購
了

黑
石

集
團

1.01億
股

的
無

投

票
權

股
份

，
至

2010年
8月

5日
收

盤
，

股
價

為
11.51美

元
，

在
3年

多
的

時
間

裏
，

這
筆

30億
美

元
的

投
資

浮
虧

仍
超

過
60%

，
約

18億
美

元
。

」

相
反

，
黑

石
在

華
三

年
投

資
卻

獲
利

100%
。

梁
錦

松
要

籌
措

多
少

百
萬

隻
小

母
牛

3
7
6，

才
能

彌
補

國
家

和
人

民
的

損
失

呢
？

自
然

界
有

所
謂

「
蝴

蝶
效

應
」

—
—

巴
西

一
隻

蝴
蝶

搧
動

翅
膀

，
連

鎖
反

應

之
下

，
竟

然
在

美
國

德
州

颳
起

了
龍

捲
風

。
想

不
到

一
宗

小
小

的
買

車
事

件
也

產
生

了
蝴

蝶
效

應
。

據
說

起
因

是
梁

妻
伏

明
霞

—
—

人
稱

「
國

寶
」

的
跳

水
皇

后
—

—
即

將
臨

盆
，

需
要

一
輛

新
型

號
的

房
車

容
納

新
生

命
。

當
時

很
多

人
認

為

梁
是

無
心

之
失

。
以

梁
當

時
坐

擁
的

財
富

，
甘

願
放

棄
銀

行
的

千
萬

年
薪

，
就

任

收
入

少
了

一
大

截
的

財
政

司
職

位
，

當
不

至
於

貪
圖

幾
萬

元
的

稅
款

。
結

果
，

事

件
還

是
令

到
董

建
華

的
特

區
政

府
要

壯
士

斷
臂

，
香

港
少

了
一

個
特

首
人

選
，

造

就
了

曾
蔭

權
上

位
的

機
會

，
還

害
得

中
國

虧
損

了
18億

美
元

（
相

當
於

120億
元

人
民

幣
）

的
外

匯
。

歷
史

的
玄

妙
和

不
可

理
喻

，
令

人
拍

案
驚

奇
。

關
於
中
大
國
粹
派

當
年

中
大

的
國

粹
派

與
社

會
派

、
傳

統
文

化
派

之
間

，
對

學
生

會
和

學
生

報
的

爭
奪

也
是

很
激

烈
的

。
筆

者
兩

位
皇

仁
學

長
—

—
蔡

文
田

（
歿

）
、

戴
希

立

（
現

任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
就

是
中

大
國

粹
派

的
中

堅
。

因
此

，
筆

者
不

同
意

嶺

南
大

學
文

化
研

究
系

助
理

教
授

羅
永

生
對

當
年

中
大

學
運

的
某

些
論

述
。

羅
永

生
說

：
「

雖
然

當
時

大
學

校
園

的
國

粹
派

並
非

中
大

特
有

，
然

而
國

粹
派

3
7
6
  「

小
母

牛
」

是
梁

錦
松

引
進

香
港

的
一

個
國

際
慈

善
團

體
，

在
內

地
開

展
扶

貧
工

作
。

梁
擔

任
「

小
母

牛
」

香
港

分
會

主
席

。

那
種

盲
從

一
統

，
以

至
派

性
和

霸
氣

，
中

大
都

是
首

屈
一

指
，

而
且

歷
久

不
衰

。
」
3
7
7

中
大

、
港

大
，

哪
家

的
國

粹
派

「
首

屈
一

指
」

，
本

來
不

值
得

爭
，

反
正

都

是
飽

含
着

浮
躁

、
激

進
、

無
知

、
幼

稚
，

筆
者

只
是

釐
清

事
實

而
已

。

月
前

在
一

次
老

記
者

的
飯

局
，

偶
遇

當
年

中
大

學
生

會
、

《
中

大
學

生
報

》

的
搞

手
黎

廷
瑤

（
現

任
星

島
雜

誌
集

團
行

政
總

裁
）

，
筆

者
向

他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

黎
廷

瑤
不

假
思

索
地

斷
言

：
走

得
最

前
、

影
響

最
大

，
應

該
是

港
大

。
港

大

畢
竟

是
老

牌
學

府
，

地
理

上
也

有
優

勢
，

也
最

受
新

華
社

重
視

。

黎
所

言
不

虛
，

港
大

毗
鄰

西
環

的
漢

華
中

學
，

還
不

時
請

灣
仔

《
大

公
》

、
《

文

匯
》

、
《

新
晚

報
》

的
編

輯
來

演
講

，
或

者
到

跑
馬

地
的

培
僑

聽
吳

康
民

作
報

告
。

其
實

，
只

要
盤

點
一

下
兩

所
大

學
受

過
學

運
洗

禮
，

後
來

活
躍

政
、

商
、

學
、

媒
體

等
各

界
的

人
物

，
是

很
容

易
分

出
高

下
的

。

至
於

羅
永

生
把

中
大

的
「

首
屈

一
指

」
，

牽
強

地
與

「
二

等
心

結
」

拉
上

關

係
，

說
成

是
藉

此
「

洗
滌

少
年

境
遇

不
濟

的
霉

氣
」
3
7
8，

未
免

歪
曲

了
當

時
中

大
「

國
粹

派
」

的
一

片
丹

心
。

羅
教

授
畢

業
於

80年
代

初
的

中
大

，
沒

有
親

身
經

歷
過

「
火

紅
年

代
」

。

二
、
曾
鈺
成

—
—
從
聖
保
羅
、
培
僑
到
立
法
會
主
席

1970年
3月

1日
，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會
出

版
的

《
學

苑
》

雙
週

刊
在

頭
版

刊
登

了
一

篇
哄

動
一

時
的

文
章

：
〈

從
聖

保
羅

到
培

僑
—

—
訪

問
曾

鈺
成

〉
。

署
名

訪

問
的

三
位

同
學

是
：

黃
紹

倫
、

朱
培

慶
、

李
明

堃
。
3
7
9

文
章

的
開

場
白

用
粗

體
字

寫
道

：

曾
鈺
成
同
學
畢
業
於
聖
保
羅
男
校
，
港
大
入
學
成
績
三
科
優
異
。

1968年
港
大
數
學
系
一
級
榮
譽
畢
業
。
1968-1969年

任
數
學
系
導
師
。

3
7
7
 
羅

永
生

：
〈

廢
墟

中
大

：
中

大
認

同
的

〔
後

〕
殖

民
解

讀
〉

，
《

殖
民

無
間

道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7
年

，
1
1
9
-1
2
0
頁

。
3
7
8
 同

上
。

3
7
9
 
黃

紹
倫

是
《

學
苑

》
當

時
的

總
編

輯
，

後
來

成
為

港
大

社
會

系
教

授
、

港
大

亞
洲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近

年
著

述
不

斷
，

出
版

了
多

部
有

關
香

港
近

現
代

名
人

的
專

著
。

專
題

編
輯

朱
培

慶
是

曾
經

主
管

香
港

電
台

的
前

任
廣

播
處

長
。

副
總

編
輯

李
明

堃
曾

任
教

於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

多
年

前
被

特
區

政
府

中
央

政
策

研
究

組
首

席
顧

問
劉

兆
楷

引
薦

加
入

中
策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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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
夏
季
任
教
香
港
培
僑
中
學
。
這
位
最
高
學
府
的
出
色
同
學
怎
樣
變

成
—
—
像
我
們
說
的
—
—
「
左
仔
」
？

訪
問

是
在

曾
家

—
—

北
角

一
幢

舊
式

大
廈

三
樓

的
單

位
內

進
行

。
「

曾
鈺

成

聲
音

有
些

沙
啞

。
他

搖
着

帆
布

安
樂

椅
，

像
把

記
憶

從
歷

史
裏

搖
回

來
。

」

我
想
過
入
大
學
，
但
不
知
為
甚
麼
。
考
入
大
學
，
得
了
生
活
津
貼
，
生

活
亦
漸
好
轉
。
我
在
盧
押
堂

3
8
0寄
宿
⋯
⋯
我
間
中
喜
歡
玩
紙
牌
，
便
得
了
個

「
賭
王
曾
」
的
名
號
。
其
實
誇
張
了
。

父
親
在
中
華
總
商
會
任
職
，
家
裏
訂
了
文
匯
報
。
⋯
⋯
同
學
知
道
我
父

親
任
職
中
總
—
—
其
實
那
個
時
候
中
總
的
政
治
色
彩
不
重
—
—
言
談
間
便
時

有
取
笑
，
又
要
我
講
國
內
問
題
。
這
間
接
促
使
我
多
看
文
匯
報
，
多
了
解
國

內
情
況
。
由
於
和
內
地
消
息
時
有
接
觸
，
說
起
共
產
黨
，
便
不
會
和
現
在
一

般
人
一
樣
：
所
謂
「
談
虎
色
變
」
。

大
一
，
返
廣
州
—
—
我
本
來
在
廣
州
出
世
，
2歲
時
來
香
港
。
家
人

說
：
返
過
大
陸
，
將
來
去
外
國
會
有
問
題
。
但
我
沒
有
顧
慮
到
。

這
時
候
，
「
文
革
」
還
未
開
始
，
但
四
清
運
動
卻
已
經
進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了
。
從
中
學
老
師
口
中
，
已
聽
過
不
少
國
內
人
民
「
悲
慘
生
活
」
的
描

述
，
以
為
人
們
會
惶
惶
不
可
終
日
，
親
自
經
驗
過
，
才
發
覺
他
們
的
生
活
和
精

神
面
貌
和
道
聽
塗
說
的
很
不
相
同
。
舅
父
服
務
於
公
立
醫
院
，
生
活
條
件
算

比
較
好
，
他
和
我
談
史
太
林
和
很
多
其
他
問
題
，
令
我
耳
目
一
新
。
街
上
碰
到

的
人
都
給
我
很
親
切
的
感
覺
。
廣
州
的
風
土
人
情
留
給
我
一
個
很
好
的
印
象
。

「
五
月
風
暴
」
—
—
1
9
6
7
年

5月
，
爆
發
了
新
蒲
崗
事
件
。
最
初
根
本
不
知
其
事
。
中
區
看
見
穿
白

衫
藍
袴
子
的
學
生
操
過
，
覺
得
並
不
如
人
們
所
形
容
一
般
恐
怖
可
怕
。

宿
舍
內
有
辯
論
過
新
蒲
崗
事
件
和
相
連
的
問
題
—
—
電
視
看
到
的
很
逼

真
—
—
例
如
在
吃
飯
時
間
，
辯
論
的
時
候
，
我
並
不
是
完
全
孤
立
。
當
時
對

3
8
0
 
港

大
宿

舍
名

稱
，

以
創

辦
港

大
的

港
督

L
u
g
a
rd
命

名
。

事
件
認
識
還
不
深
，
對
大
業
廠
3
8
1工
友
的
同
情
，
亦
多
自
感
情
出
發
。

因
為
父
親
認
識
培
僑
校
長
，
有
了
這
個
關
係
，
我
和
培
僑
中
學
亦
接
觸

漸
多
。給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一
次
是
參
加
培
僑
校
內
舉
行
的
國
慶
慶
祝
大
會
。

五
星
旗
升
起
，
周
圍
的
人
感
情
激
動
⋯
⋯
我
深
深
覺
得
，
我
是
屬
於
祖
國

的
⋯
⋯「
細
佬
」
曾
德
成
因
為
在
校
內
散
發
煽
動
性
標
語
和
招
貼
，
被
捕
了
。

他
的
事
我
半
點
不
知
道
。
不
但
同
學
，
甚
至
家
人
都
懷
疑
是
我
指
使
的
。
其

實
，
知
弟
莫
若
兄
，
我
深
信
他
的
行
動
，
完
全
出
於
自
發
。
假
如
事
先
知

道
，
我
會
勸
他
不
要
盲
來
。
當
時
商
台
還
暗
示
了
「
細
佬
」
這
一
着
，
是
父

親
為
了
在
中
總
進
身
鋪
路
擺
佈
出
來
的
。
對
這
種
惡
意
歪
曲
說
法
，
我
們
很

感
憤
怒
。

港
大
校
內
好
像
也
出
現
過
假
彈
，
又
出
現
了
「
新
港
大
」
。
由
於
中
學

時
和
同
學
們
編
印
過
筆
記
，
有
人
便
懷
疑
「
新
港
大
」
內
有
我
份
。
很
多
同

學
都
和
我
疏
遠
起
來
。

三
年
級
很
感
苦
悶
，
不
但
由
於
周
圍
的
人
，
而
且
由
於
出
路
問
題
。

那
一
年
用
心
讀
書
，
結
果
—
—
想
不
到
—
—
考
了
個
First Class。

因
為

未
有
仔
細
考
慮
過
出
路
問
題
，
便
想
：
姑
且
邊
做
邊
學
，
多
讀
一
年
吧
！
我

申
請
了
M
ath Dem

onstrator，
結
果
成
了
。

抉
  擇

大
學
裏
面
，
我
負
責
的
是
一
年
級
課
程
。

和
同
學
來
往
較
多
—
—
吃
喝
玩
樂
，
生
活
較
以
前
奢
侈
，
用
錢
尺
度
亦

寬
了
。
但
覺
得
和
自
己
的
理
想
很
矛
盾
。

我
申
請
去
美
國
讀
書
。
原
因
之
一
是
美
國
的
學
生
運
動
，
發
展
得
相
當

蓬
勃
。
我
希
望
可
以
在
美
國
得
到
更
多
磨
練
自
己
的
機
會
。

但
我
一
直
沒
有
逼
切
到
美
國
去
的
慾
求
，
亦
懷
疑
因
為
自
己
家
境
的
關

係
，
會
去
不
成
。
所
以
到
要
決
定
的
時
候
，
一
再
拖
延
，
終
於
，
去
美
國
之

路
亦
斷
絕
了
。

3
8
1
 
應

為
大

有
街

的
人

造
花

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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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程
介
明

3
8
2—
—
亦
是
港
大
畢
業
的
培
僑
教
師
—
—
和
培
僑
校
長
多

次
傾
談
，
他
們
都
贊
成
我
到
培
僑
教
書
：
我
這
類
英
文
好
的
教
員
對
培
僑
會

有
些
用
處
。

其
實
，
到
培
僑
去
並
不
是
太
出
奇
的
事
。
青
年
人
生
活
條
件
不
高
，
待

遇
是
差
了
一
點
，
但
我
沒
有
考
慮
這
個
問
題
。

文
章

然
後

引
述

曾
鈺

成
在

培
僑

的
教

學
活

動
。

其
中

提
到

：
「

每
早

有
八

個

字
（

40分
鐘

）
時

間
讀

報
，

由
同

學
自

由
看

報
紙

。
通

過
學

校
他

們
可

以
訂

閱
文

匯
和

大
公

報
，

但
不

是
強

迫
性

的
。

除
了

大
公

文
匯

之
外

，
閱

讀
其

他
報

紙
，

例

如
華

僑
、

明
報

，
校

方
不

贊
成

，
但

亦
不

禁
止

。
思

想
工

作
只

能
說

服
，

不
可

壓

服
，

不
是

嗎
？

」

「
學

生
會

還
組

織
了

廣
播

，
在

早
讀

課
時

，
廣

播
新

聞
時

事
。

至
於

較
低

年

級
，

則
由

老
師

講
世

界
大

事
。

」

「
沒

有
純

粹
講

政
治

的
課

。
講

近
代

史
時

，
難

免
要

涉
及

政
治

了
。

國
文

課

本
內

課
文

觀
點

有
毛

病
的

，
我

們
拿

出
來

批
判

。
毛

選
（

毛
澤

東
選

集
）

，
我

們

每
年

選
幾

篇
當

教
材

，
讓

同
學

學
習

。
」

「
同

學
怎

樣
看

待
他

們
的

出
路

問
題

？
學

校
不

鼓
勵

同
學

輕
視

文
化

，
但

不

少
同

學
希

望
畢

業
後

當
工

人
（

亦
是

這
一

兩
年

的
現

象
）

，
所

以
對

中
學

會
考

亦

不
重

視
。

其
次

，
『

愛
國

機
構

』
需

要
的

人
手

很
多

，
同

學
畢

業
後

，
不

必
會

考

證
書

也
可

以
尋

到
職

業
。

」

最
後

一
段

談
到

「
香

港
前

途
」

。
曾

鈺
成

說
：

「
香

港
一

定
會

歸
還

中
國

。

但
我

們
不

作
時

日
估

計
。

我
們

在
香

港
要

努
力

做
一

番
有

益
祖

國
，

有
益

人
民

的

事
業

—
—

即
使

解
放

未
臨

。
」

以
今

天
的

標
準

來
挑

剔
，

這
篇

在
1970年

做
的

訪
問

當
然

還
可

以
挖

得
深

一
點

，
問

得
尖

銳
一

點
。

例
如

，
「

新
港

大
」

他
是

否
有

份
搞

？
他

在
「

六
七

暴

動
」

時
上

街
遊

行
是

否
有

組
織

？
對

「
文

革
」

的
看

法
⋯

⋯
之

類
。

〈
從

聖
保

羅
到

培
僑

—
—

訪
問

曾
鈺

成
〉

這
篇

專
訪

不
單

在
校

內
引

起
軒

然

大
波

，
還

受
到

社
會

輿
論

的
關

注
。

接
下

來
的

幾
期

《
學

苑
》

陸
續

有
文

章
回

3
8
2
 
港

大
校

長
高

級
顧

問
，

曾
任

港
大

副
校

長
，

參
看

拙
著

上
卷

附
錄

：
「

司
徒

華
」

一
文

。

應
。

編
者

的
話

坦
言

：
「

咎
責

者
有

之
，

稱
譽

者
有

之
。

」
編

者
同

時
強

調
，

「
身

為
最

高
學

府
知

識
分

子
的

港
大

同
學

，
浸

淫
於

港
大

民
主

自
由

的
氣

候
裏

，

應
該

充
份

了
解

這
種

自
由

的
重

要
性

⋯
⋯

放
心

刊
登

『
從

』
文

，
因

為
相

信
港

大

同
學

的
理

智
和

民
主

風
度

。
」

學
生

會
會

長
伍

董
華

對
Star（

英
文

《
星

報
》

，
已

結
業

）
說

了
「

港
大

的

赤
色

分
子

很
可

能
擴

大
影

響
，

加
強

滲
透

」
的

一
番

話
，

最
引

起
爭

論
。

68-69屆
的

學
生

會
會

長
科

大
衛

（
現

任
中

文
大

學
歷

史
系

教
授

）
對

伍
董

華
毫

無
根

據
的

說
法

表
示

憤
怒

，
認

為
後

果
可

以
很

嚴
重

。
科

大
衛

透
露

，
「

在

他
的

會
長

任
期

內
，

雖
然

從
未

有
左

派
組

織
接

觸
過

他
，

但
是

警
方

政
治

部
卻

不

止
一

次
接

觸
學

生
會

幹
事

會
，

而
民

政
署

也
接

觸
過

我
一

次
，

查
詢

我
認

為
有

從

事
左

傾
活

動
的

學
生

名
單

。
」

英
文
原
文
：

“
In m

y term
 of office, although I w

as never approached 

by L
eftist organizations, our E

xecutive C
om

m
ittee w

as approached m
ore 

than once by the Special B
ranch of the Police, and m

yself by a C
ity 

D
istrict O

ffice for nam
es of students w

hom
 I thought w

ere engaged in 

leftist activities⋯
⋯

”

學
生

會
會

長
伍

董
華

其
後

要
發

表
公

開
信

澄
清

：

1、
本

港
報

章
所

載
「

但
這

些
潛

勢
力

最
近

竟
然

能
夠

利
用

學
生

會
喉

舌

『
學

苑
』

以
很

大
版

位
刊

出
一

篇
報

道
左

派
學

校
思

想
教

育
的

文
章

」
乃

毫
無

根

據
。

2、
報

章
所

云
學

苑
編

輯
拒

絕
刊

登
意

見
相

反
之

來
信

一
事

亦
非

屬
實

。

3、
所

載
「

學
生

會
會

長
接

獲
恐

嚇
函

件
」

一
事

實
指

1967年
暴

動
期

間
所

獲
得

者
。

4、
自

1969年
夏

，
據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會
評

議
會

所
知

，
並

無
此

類
函

件
或

傳
單

在
大

學
內

流
通

。

反
對

者
則

認
為

，
這

篇
訪

問
稿

是
政

治
宣

傳
及

對
相

反
思

想
制

度
的

惡
意

抨

擊
。

贊
許

者
認

為
是

一
篇

難
得

的
有

意
義

的
文

章
。

《
學

苑
》

亦
發

表
英

文
社

論
：

R
ed Fear〈

紅
色

恐
懼

〉
作

出
澄

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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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論

引
述

當
時

的
助

理
教

務
長

盧
景

文
3
8
3說

，
我

們
無

意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這
不

是
大

學
該

做
的

事
。

只
要

是
學

生
，

我
們

不
過

問
他

們
的

政
治

傾
向

。

“
T
he U

niversity doesn't intend to take any action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function of a university. W
e don't care about politics, just as long 

as they're students.”
 

《
學

苑
》

社
論

還
引

述
H

ong K
ong Standard（

英
文

虎
報

）
的

社
論

說
：

「
有

左
傾

的
學

生
會

成
員

不
足

為
奇

。
香

港
大

學
也

不
是

全
球

第
一

個
有

親
共

分

子
的

學
術

機
構

。
」

聯
名

寫
英

文
信

給
《

學
苑

》
的

有
陳

婉
瑩

和
宋

恩
榮

3
8
4，

標
題

是
：

E
ditor 

or Propagandist?〈
編

輯
還

是
宣

傳
家

？
〉

他
們

認
為

，
《

學
苑

》
最

優
良

的
傳

統
是

容
納

不
同

的
觀

點
在

刊
物

上
發

表
，

有
別

於
香

港
受

黨
派

利
益

支
配

的
商

業

報
紙

。三
十

年
後

，
曾

鈺
成

接
受

的
一

次
訪

問
，

與
《

學
苑

》
的

內
容

有
明

顯
差

異
：

當
「
六
七
暴
動
」
發
生
時
，
我
已
經
是
一
個
忠
誠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完
全
同
情
那
些
只
為
了
保
護
自
己
而
對
抗
殖
民
地
政
府
壓
迫
的
工
人
。
我
的

弟
弟
當
年
只
有
18歲

，
他
在
暴
動
中
被
拘
捕
，
並
在
赤
柱
監
獄
中
坐
了
兩
年

牢
。
我
的
妹
妹
也
被
拘
禁
了
一
個
月
，
當
時
她
只
有
15歲

。

在
大
學
裏
面
，
我
們
有
三
、
四
個
政
治
上
志
趣
相
投
的
同
學
。
我
們
變

得
非
常
親
密
，
經
常
見
面
，
買
毛
澤
東
的
書
，
一
起
閱
讀
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的
著
作
。
我
們
密
切
地
留
意
香
港
的
政
治
發
展
，
並
聯
合
起
來
，
寄
錢
到
文

匯
報
支
持
（
左
派
）
工
會
。
我
們
甚
至
上
街
參
與
由
本
地
共
產
黨
組
織
領
導

的
示
威
。

我
記
得
當
父
親
看
到
我
的
照
片
出
現
在
報
章
頭
版
上
，
而
我
就
在
示
威

者
的
前
面
時
，
他
大
吃
一
驚
。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參
與
示
威
活
動
，
父
親
十
分

擔
憂
。
3
8
5

3
8
3
 
盧

景
文

後
來

任
職

理
工

學
院

，
並

成
為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首
任

院
長

。
3
8
4
 
陳

婉
瑩

，
現

任
香

港
大

學
傳

播
學

院
院

長
；

宋
恩

榮
現

為
中

文
大

學
經

濟
系

主
任

。
3
8
5
 
白

莎
莉

（
S
a
lly B

lyth
）

、
胡

德
品

（
Ia
n
 W

o
th
e
rsp

o
o
n
）

：
《

說
吧

，
香

港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
8
5
-8
7
頁

。

曾
鈺

成
多

次
被

問
及

是
否

共
產

黨
員

，
他

只
是

拒
絕

回
答

，
但

從
來

沒
有

否

認
。

他
解

釋
不

回
答

的
原

因
是

，
一

直
至

今
，

香
港

人
對

共
產

黨
仍

然
有

十
分

負

面
，

而
「

土
共

」
等

名
稱

更
帶

着
相

當
嚴

重
負

面
的

標
誌

。
3
8
6

聯
繫

到
他

自
稱

是
「

忠
誠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
「

參
與

由
本

地
共

產
黨

組

織
領

導
的

示
威

」
，

培
僑

與
中

共
的

關
係

、
歷

任
共

產
黨

校
長

，
以

及
司

徒
華

的

推
斷

，
曾

鈺
成

是
共

產
黨

員
，

應
無

疑
問

。

1989年
後
，
我
們
對
自
己
的
任
務
有
了
新
的
體
會
。
那
時
我
們
第
一

次
開
始
想
到
組
織
一
個
政
黨
。
我
們
感
到
，
即
使
發
生
了
那
種
事
情
，
我
們

必
須
從
正
面
的
角
度
思
考
問
題
。
我
們
必
須
盡
力
保
證
一
國
兩
制
的
概
念
得

以
實
現
，
但
我
們
問
自
己
，
「
在
敵
對
的
氣
氛
下
，
一
國
兩
制
如
何
能
夠
成

功
呢
？
」
一
百
萬
香
港
人
上
街
集
會
，
呼
喊
反
對
中
國
政
府
的
口
號
，
而
北

京
又
稱
香
港
為
顛
覆
基
地
。
我
是
一
個
帶
頭
上
街
，
進
行
反
中
國
政
府
示
威

的
人
，
但
我
仍
然
相
信
，
我
們
能
夠
與
大
陸
當
局
保
持
對
話
。

事
後
反
省
，
我
對
中
國
的
幻
想
破
滅
，
在
毛
澤
東
逝
世
後
比
1989年

嚴
重
。
四
人
幫
下
台
及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過
份
行
為
，
使
我
質
疑
自
己
的
意
識

形
態
信
念
。
天
安
門
事
件
則
引
起
較
大
的
情
緒
反
應
。
1989年

，
中
國
已

經
開
放
了
十
多
年
，
我
們
對
它
已
經
有
足
夠
的
了
解
，
再
沒
有
幻
想
。
我
們

知
道
國
家
充
滿
困
難
，
我
們
知
道
貪
污
非
常
嚴
重
，
也
知
道
人
民
對
官
僚
有

很
多
怨
恨
。
雖
然
天
安
門
事
件
造
成
震
動
，
其
影
響
與
毛
澤
東
去
世
是
很
不

同
的
。
3
8
7

三
、
《
七
十
年
代
》
與
李
怡

李
怡

，
《

蘋
果

日
報

》
、

《
爽

報
》

主
筆

兼
專

欄
作

家
，

以
辛

辣
的

反
共

時

評
知

名
，

是
點

出
特

首
選

舉
為

豬
狼

之
爭

的
第

一
人

。

今
天

的
80後

、
90後

，
大

抵
不

知
道

李
怡

主
編

過
一

本
曾

月
銷

幾
萬

本
、

在

海
內

外
頗

具
影

響
力

的
月

刊
—

—
《

七
十

年
代

》
。

這
份

雜
誌

和
它

的
主

編
有

過

3
8
6
  《

明
報

》
2
0
0
8
年

1
0
月

8
日

。
3
8
7
  《

說
吧

，
香

港
》

，
9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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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段

峰
迴

路
轉

的
波

折
，

折
射

出
上

世
紀

70年
代

海
峽

兩
岸

的
時

局
變

遷
，

以
及

一
個

知
識

分
子

由
親

共
到

反
共

的
心

路
歷

程
。

創
刊

於
1970年

2月
的

《
七

十
年

代
》

，
是

中
共

在
香

港
創

辦
、

面
向

香
港

以
及

海
外

華
人

社
會

的
一

份
統

戰
刊

物
。

斯
時

，
左

翼
思

潮
席

捲
全

球
。

延
續

1968年
的

法
國

學
生

運
動

、
美

國
民

權

運
動

、
反

越
戰

，
不

少
西

方
著

名
知

識
分

子
，

如
沙

特
、

羅
素

，
思

想
都

左
傾

。

儘
管

文
化

大
革

命
把

中
國

搞
得

天
下

大
亂

，
但

毛
澤

東
的

革
命

理
論

、
紅

衛
兵

「
造

反
有

理
」

的
戰

鬥
精

神
，

恰
恰

迎
合

了
西

方
左

翼
青

年
反

建
制

的
激

情
與

浪

漫
。

毛
澤

東
主

義
（

M
aoism

）
風

行
一

時
。

《
七

十
年

代
》

每
期

封
面

上
刊

印
的

宗
旨

：
「

認
識

世
界

，
研

究
社

會
，

了

解
人

生
」

也
相

當
中

性
低

調
。

早
期

的
重

頭
文

章
出

自
梅

之
（

《
大

公
報

》
編

輯

主
任

、
負

責
外

電
的

的
國

際
問

題
專

家
趙

澤
隆

）
每

期
寫

的
「

國
際

專
題

」
，

而

雜
誌

的
總

編
輯

只
以

「
余

從
哲

」
、

「
齊

辛
」

等
筆

名
撰

文
，

讀
者

多
年

後
才

在

雜
誌

上
看

到
他

的
本

名
—

—
李

怡
。

從
創

刊
到

休
刊

一
直

擔
任

總
編

輯
的

李
怡

說
，

創
刊

之
初

，
「

由
於

要
進

入

星
馬

市
場

，
而

當
時

星
馬

政
府

對
有

關
中

國
的

報
道

極
為

敏
感

，
因

而
第

一
年

幾

乎
沒

有
關

於
中

國
的

報
道

。
」
3
8
8

《
七

十
年

代
》

談
論

香
港

問
題

，
佔

的
篇

幅
很

少
，

但
顯

然
有

其
左

派
的

既

定
立

場
。

1969-1970年
間

，
大

專
界

掀
起

中
文

運
動

，
要

求
在

殖
民

統
治

的
香

港
，

中
文

成
為

法
定

語
言

。
《

七
十

年
代

》
的

態
度

是
：

冷
嘲

熱
諷

。
質

疑
中

文

運
動

的
搞

手
是

維
護

舊
社

會
的

秩
序

，
與

港
英

政
府

主
辦

的
香

港
節

等
量

齊
觀

，

視
為

本
土

意
識

，
又

懷
疑

是
外

來
勢

力
的

陰
謀

。

「
本

港
的

大
學

生
正

在
做

一
件

十
分

有
益

於
社

會
的

事
⋯

⋯
中

文
成

為
法

定

語
文

運
動

」
，

「
是

對
你

們
努

力
要

維
護

的
舊

社
會

的
秩

序
『

十
分

有
益

』
的

『
好

青
年

』
。

」
3
8
9

「
與

年
前

『
香

港
節

』
時

提
出

的
歸

屬
感

問
題

，
可

謂
出

一
轍

。
」
3
9
0

「
許

多
積

極
參

加
中

文
運

動
的

年
輕

人
，

都
是

具
有

真
正

民
族

感
的

，
他

們

3
8
8
  《

九
十

年
代

》
紀

念
號

，
1
1
頁

。
3
8
9
 
齊

辛
：

〈
「

好
青

年
」

！
〉

，
1
9
7
0
年

第
1
1
期

。
齊

辛
是

李
怡

的
筆

名
。

3
9
0
 
丁

仕
宏

：
〈

中
文

運
動

〉
，

1
9
7
0
年

第
9
期

。

是
熱

血
青

年
。

他
們

可
能

看
不

到
在

中
文

運
動

的
幕

後
，

是
外

來
勢

力
為

打
破

傳

統
勢

力
而

發
生

的
爭

鬥
。

」
3
9
1

李
怡

曾
在

〈
百

期
紀

念
雜

感
〉

說
過

，
創

刊
初

期
，

只
有

四
至

五
位

作
者

。

所
以

不
知

道
丁

仕
宏

、
吳

國
偉

，
是

不
是

李
怡

的
化

名
。

但
觀

點
一

致
，

則
可

以

肯
定

。

1971年
保
釣
運
動
初
興
，
齊
辛
撰
文
表
示
要
提
高
警
惕
，
以
免
被
人

把
一
場
保
衛
主
權
、
反
對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和
美
日
陰
謀
的
正
義
的
運
動
，
引

導
致
別
的
政
治
目
標
上
去
—
—
反
共
反
蔣
。
3
9
2

不
過

，
海

外
知

識
分

子
對

國
家

領
土

主
權

的
關

注
，

進
而

關
心

國
族

的
前

途

命
運

，
批

判
台

灣
國

民
黨

政
府

外
交

上
軟

弱
無

能
，

《
七

十
年

代
》

趁
勢

做
了

連

篇
累

牘
的

報
道

、
轉

載
，

把
討

論
範

圍
擴

大
到

台
灣

問
題

、
中

國
問

題
、

反
日

本

擴
張

軍
備

、
反

越
戰

。

差
不

多
同

一
時

間
，

北
京

取
代

台
北

在
聯

合
國

的
中

國
席

位
、

美
國

總
統

尼

克
松

訪
華

，
中

國
與

美
、

日
以

及
其

他
西

方
國

家
的

關
係

取
得

突
破

，
由

此
而

掀

起
的

中
國

熱
，

成
為

《
七

十
年

代
》

起
飛

的
一

大
契

機
。

從
1972到

1976年
，

除
了

譯
載

了
外

國
名

記
者

的
長

文
，

如
埃

德
加

．

斯
諾

：
〈

同
毛

澤
東

的
一

次
談

話
〉

、
紐

約
時

報
的

西
摩

爾
．

托
平

Seym
our 

T
opping：

〈
周

恩
來

談
台

灣
問

題
與

中
美

關
係

〉
，

詹
姆

斯
．

賴
斯

頓
Jam

es 

R
eston等

等
，

還
刊

登
了

不
少

美
籍

華
裔

著
名

學
者

的
訪

華
觀

感
：

〈
楊

振
寧

談

中
國

之
行

及
答

客
問

〉
、

王
浩

：
〈

中
國

之
行

的
幾

點
觀

感
〉

、
何

炳
棣

（
台

灣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

：
〈

從
歷

史
的

尺
度

看
新

中
國

的
特

色
與

成
就

〉
、

中
大

政

治
行

政
系

李
南

雄
教

授
以

蔡
刊

作
筆

名
的

〈
周

恩
來

會
見

台
籍

人
士

側
記

〉
。

《
七

十
年

代
》

批
評

國
民

黨
高

壓
統

治
的

文
章

也
逐

漸
升

溫
：

「
我

們
常

聽

見
台

北
高

唱
自

由
民

主
，

那
為

何
今

天
要

壓
制

我
們

？
」

，
又

呼
籲

國
共

談
判

，

反
對

「
兩

個
中

國
」

、
「

一
中

一
台

」
，

反
對

美
日

對
台

灣
的

經
濟

控
制

。
從

作

家
陳

映
真

、
柏

楊
被

囚
禁

、
孫

立
人

兵
變

事
件

、
對

《
一

個
小

市
民

的
心

聲
》

的

3
9
1
 
吳

國
偉

：
〈

中
文

法
定

運
動

的
來

龍
去

脈
〉

，
1
9
7
0
年

第
1
0
期

。
3
9
2
  〈

百
期

紀
念

雜
感

〉
，

1
9
7
1
年

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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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
發

表
江

南
的

《
蔣

經
國

先
生

這
個

人
》

、
《

雷
震

回
憶

錄
》

、
有

關
台

灣

黨
外

運
動

的
報

道
、

到
評

美
麗

島
大

審
，

詳
述

林
家

滅
門

慘
案

的
《

林
義

雄
備

忘

錄
》

密
件

，
在

在
都

觸
怒

了
台

灣
執

政
當

局
。

1974年
，

台
灣

教
育

部
舉

辦
的

留
學

生
出

國
研

習
會

上
，

就
直

指
《

七
十

年

代
》

是
「

共
匪

統
戰

的
外

圍
刊

物
」

。
3
9
3

1978年
1月

，
台

灣
宣

判
「

人
民

解
放

陣
線

」
案

，
判

決
書

點
名

：
「

李
匪

怡
」

，
出

版
「

雷
震

回
憶

錄
」

。

另
一

方
面

，
大

陸
局

勢
的

變
幻

莫
測

，
林

彪
叛

逃
、

鄧
小

平
復

出
後

又
被

打

倒
、

四
人

幫
等

連
串

事
件

，
令

到
《

七
十

年
代

》
與

中
共

的
關

係
發

生
微

妙
的

變

化
。

1976年
2月

號
〈

趙
浩

生
談

在
北

京
弔

唁
周

恩
來

〉
一

文
，

李
怡

寫
道

：

「
引

起
香

港
執

行
極

左
路

線
的

新
華

社
干

預
。

」

在
耶

魯
大

學
教

中
文

的
趙

浩
生

在
此

之
前

和
以

後
都

寫
了

不
少

文
章

為
內

地

唱
贊

歌
。

這
篇

文
章

出
了

甚
麼

問
題

，
李

怡
沒

有
細

說
。

李
怡

說
，

1977年
，

《
七

十
年

代
》

撰
文

糾
正

極
左

思
潮

，
呼

籲
鄧

小
平

復

出
，

「
基

本
上

仍
未

擺
脫

原
有

的
親

中
立

場
」

。

1978年
11月

號
的

〈
中

共
的

新
權

力
鬥

爭
〉

，
「

觸
及

中
共

言
論

的
禁

區
」

。《
七

十
年

代
》

原
本

獲
准

郵
寄

進
口

，
並

在
大

陸
機

構
徵

訂
，

到
1979年

，

海
關

突
然

予
以

沒
收

。
《

七
十

年
代

》
在

7、
8、

9連
續

三
個

月
發

表
社

論
：

〈
反

對
中

共
當

局
非

法
沒

收
本

刊
〉

、
〈

怎
樣

的
言

論
對

中
國

有
利

？
〉

、
〈

言

論
開

放
有

利
於

安
定

團
結

〉
，

希
望

大
陸

廣
開

言
路

，
容

納
異

見
。

社
論

還
提

到
，

「
兩

年
多

來
，

我
們

的
言

論
經

常
走

在
中

共
報

刊
的

前
面

⋯
⋯

」

9月
號

刊
登

了
西

門
慧

：
〈

特
權

階
層

在
中

國
〉

，
點

名
批

評
主

管
港

澳
工

作
的

廖
承

志
：

「
今

年
5月

派
出

『
中

日
友

好
船

』
以

廖
承

志
為

團
長

、
粟

裕
為

最
高

顧
問

的
600多

人
中

，
真

正
是

中
國

各
界

者
不

過
200餘

人
。

其
餘

400多
位

都
是

夫
人

、
小

姐
、

公
子

和
高

官
顯

要
的

親
朋

好
友

們
。

僅
廖

公
一

人
即

『
攜

帶
』

30多
位

這
類

人
物

隨
行

⋯
⋯

冠
以

『
公

子
王

孫
船

』
的

稱
號

。
」

3
9
3
  〈

依
舊

青
山

綠
水

長
〉

，
《

七
十

年
代

》
1
9
9
0
年

第
3
期

。

得
罪

了
廖

承
志

，
以

致
他

下
令

把
《

七
十

年
代

》
置

諸
死

地
。
3
9
4

鐵
竹

偉
著

的
《

廖
承

志
傳

》
對

廖
承

志
要

的
30人

名
單

則
有

此
解

說
：

「
其

中
包

括
11位

夫
人

」
，

包
括

宋
任

窮
、

陳
正

人
、

羅
榮

桓
、

陶
鑄

、
李

先
念

、
賀

龍
、

羅
瑞

卿
、

王
震

、
王

稼
祥

、
馮

文
彬

、
王

任
重

等
11位

中
共

元
老

的
妻

子
。

鐵
竹

偉
寫

道
：

這
些
都
是
花
甲
古
稀
的
老
太
太
，
「
文
革
」
中
受
迫
害
，
身
體
都
不

好
，
每
人
又
都
配
一
個
陪
同
的
名
額
，
是
帶
服
務
員
還
是
子
女
照
顧
，
悉
聽

自
便
，
於
是
，
這
其
中
有
五
位
老
太
太
帶
自
己
的
子
女
。
其
他
8個
名
額
，

包
括
團
長
廖
承
志
夫
婦
、
秘
書
和
警
衛
員
，
最
高
顧
問
粟
裕
夫
婦
、
秘
書
和

警
衛
員
。

廖
公
的
心
意
：
這
些
人
革
命
幾
十
年
，
「
文
革
」
捱
批
捱
鬥
，
受
迫
害

深
重
，
有
這
樣
的
機
會
，
應
該
讓
他
們
出
去
走
一
走
。

名
額
中
沒
有
他
的
姐
姐
—
—
會
日
語
、
日
本
朋
友
多
的
廖
夢
醒
的
名

字
。
其
餘
570個

名
額
由
中
央
各
機
關
、
政
府
各
機
關
、
14個

省
市
分
配
，

廖
承
志
不
管
。
3
9
5

570個
名

額
當

中
滲

入
了

多
少

「
皇

親
國

戚
」

，
則

不
得

而
知

。

如
果

《
七

十
年

代
》

說
的

「
公

子
王

孫
船

」
是

誣
捏

，
為

甚
麼

北
京

方
面

不

去
澄

清
，

要
求

更
正

呢
？

11月
，

〈
從

審
判

魏
京

生
看

中
共

法
制

〉
，

批
評

北
京

的
做

法
剝

奪
了

公
民

的
言

論
自

由
。

在
與

大
陸

的
蜜

月
期

間
，

《
七

十
年

代
》

被
《

參
考

消
息

》
轉

載
的

文
章

數

量
，

不
比

《
文

匯
》

、
《

大
公

》
少

，
以

1977年
到

1978年
四

人
幫

倒
台

後
最

多
，

而
且

是
上

頭
版

的
大

塊
文

章
。

李
怡

以
施

華
、

余
從

哲
為

筆
名

的
文

章
，

就
兩

度
上

了
頭

版
頭

條
。

到
1979年

，
《

參
考

消
息

》
轉

載
《

七
十

年
代

》
的

文
章

驟
降

，
只

有
兩

篇
。

80、
81年

兩
年

，
零

轉
載

。

3
9
4
  《

許
家

屯
回

憶
錄

》
。

3
9
5
  《

廖
承

志
傳

》
，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
1
9
9
9
年

7
月

，
4
8
6
-4
8
8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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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

李
怡

發
表

了
〈

從
認

同
到

重
新

認
識

中
國

〉
，

系
統

地
剖

析
了

自

己
對

中
國

問
題

進
行

反
思

，
引

來
內

地
的

《
文

藝
報

》
對

他
的

批
評

。

1981年
，

《
七

十
年

代
》

介
紹

〈
庚

申
改

革
方

案
〉

、
報

道
王

希
哲

評
毛

澤

東
和

從
事

民
刊

串
連

活
動

導
致

被
捕

判
刑

的
文

章
，

都
引

起
中

方
的

不
滿

，
決

定

與
《

七
十

年
代

》
劃

清
界

線
。

同
年

，
《

七
十

年
代

》
脫

離
左

派
而

獨
立

。
李

怡
說

，
「

曾
經

被
迫

考
慮

要

停
刊

」
，

終
於

在
讀

者
、

作
者

、
朋

友
的

支
持

下
籌

集
資

金
，

繼
續

出
版

。

到
1982年

，
《

參
考

消
息

》
轉

載
了

三
篇

批
判

《
七

十
年

代
》

和
李

怡
的

文

章
。

這
些

文
章

口
徑

相
當

一
致

，
肯

定
過

去
《

七
十

年
代

》
的

言
論

「
在

海
外

知

識
分

子
中

有
好

的
作

用
，

近
來

發
覺

它
有

了
令

人
驚

訝
的

變
化

」
，

批
評

李
怡

最

近
半

年
來

的
言

論
「

違
背

海
外

廣
大

華
僑

的
心

聲
，

已
經

是
越

走
越

遠
，

這
分

明

是
自

己
要

走
到

對
立

面
去

的
，

與
人

無
尤

。
」
3
9
6

李
怡

在
《

七
十

年
代

》
1982年

3月
號

的
〈

致
《

參
考

消
息

》
編

輯
部

的

信
〉

，
作

出
回

應
。

從
80年

代
初

到
1998年

5月
休

刊
的

整
個

香
港

過
渡

時
期

，
《

七
十

年
代

》

（
84年

5月
改

名
《

九
十

年
代

》
）

開
始

刊
載

較
多

本
港

自
由

派
以

及
反

共
學

者

的
文

章
，

對
內

地
則

保
持

重
新

認
識

、
批

判
反

思
的

態
度

。

弔
詭

的
是

，
曾

被
台

灣
當

局
稱

為
「

匪
刊

」
的

《
七

十
年

代
》

，
卻

又
獲

得

「
平

反
」

，
一

度
還

開
辦

台
灣

版
，

「
被

中
共

當
局

貼
上

親
國

民
黨

、
親

英
甚

至

親
台

獨
的

標
簽

。
」
3
9
7

看
破
「
紅
」
塵
說
李
怡

「
大

約
三

十
年

前
，

我
因

忠
於

自
己

而
否

定
自

己
，

走
上

從
認

同
中

國
轉

向

重
新

認
識

中
國

的
道

路
，

被
左

派
陣

營
掃

地
出

門
，

其
中

經
過

複
雜

，
而

且
讓

我

對
中

共
政

治
和

一
些

人
的

面
孔

大
開

眼
界

。
」

李
怡

說
，

儘
管

有
朋

友
鼓

勵
他

詳
細

描
述

這
段

人
生

大
轉

折
，

卻
終

究
沒

有

3
9
6
 〈

紐
約

華
商

總
會

副
董

事
長

批
評

香
港

《
七

十
年

代
》

〉
、

王
桓

：
〈

讀
《

七
十

年
代

》
1
0
月

號
有

感
》

—
—

評
《

七
十

年
代

》
的

新
路

向
〉

，
原

載
於

香
港

《
鏡

報
》

1
9
8
1
年

1
1
月

號
。

《
參

考
消

息
》

，
1
9
8
2
年

1
月

2
0
、

2
1
日

。
3
9
7
 
李

怡
：

〈
我

們
完

成
了

怎
樣

的
歷

史
任

務
〉

，
《

九
十

年
代

紀
念

號
》

，
1
0
頁

。

寫
出

來
。

他
不

喜
歡

寫
自

己
，

「
而

且
寫

出
來

也
只

會
是

一
面

之
詞

」
。
3
9
8

筆
者

忝
為

李
怡

幾
十

年
的

「
讀

粉
」

（
讀

者
粉

絲
）

。
做

記
者

時
，

也
曾

多

次
採

訪
過

他
。

根
據

看
到

的
資

料
，

嘗
試

把
李

怡
這

段
心

路
歷

程
整

理
出

來
，

並

探
討

一
下

李
怡

現
象

。

1936年
李

怡
在

廣
州

出
生

，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

就
跟

着
父

母
通

中
國

跑
，

住

過
上

海
與

北
京

。
1948年

5月
跟

從
父

母
，

從
動

亂
的

大
陸

移
居

香
港

。
李

怡
形

容
，

他
的

成
長

、
工

作
、

生
活

、
婚

姻
，

也
都

受
中

共
的

影
響

。

李
怡

出
身

於
愛

國
、

革
命

家
庭

。
父

親
李

化
是

左
派

導
演

。

他
思
想
左
傾
，
也
影
響
到
我
們
四
兄
弟
姐
妹
的
出
路
，
三
人
都
在
內

地
，
只
我
一
人
留
在
香
港
。

1966年
「
文
革
」
掀
起
後
，
香
港
的
左
派
電
影
就
走
到
絕
路
了
。
儘

管
父
親
的
公
司
不
屬
於
中
共
在
港
直
接
投
資
與
領
導
的
電
影
公
司
，
但
演

員
、
戲
院
、
市
場
，
都
沒
有
了
發
展
空
間
。
父
親
要
靠
積
蓄
過
日
子
，
為
省

開
支
他
決
定
搬
去
澳
門
居
住
，
那
時
大
概
是
1968年

吧
⋯
⋯
1975年

父
親
在

澳
門
去
世
。
3
9
9

我
有
一
個
比
我
大
兩
歲
的
姐
姐
，
在
中
共
建
政
後
不
久
就
到
內
地
升

學
，
大
學
畢
業
後
在
瀋
陽
一
工
廠
當
技
術
員
和
工
程
師
。
4
0
0

五
叔
李
剛
投
奔
延
安
，
後
來
成
為
高
幹
。
4
0
1

2009年
，

李
怡

的
太

太
梁

麗
儀

去
世

。

麗
儀
也
出
身
共
黨
名
門
，
當
年
不
嫌
棄
我
這
個
「
香
港
客
」
。
4
0
2

3
9
8
  〈

我
真

是
過

份
敏

感
了

〉
，

《
蘋

果
日

報
》

，
2
0
1
0
年

0
9
月

1
3
日

。
3
9
9
  〈

父
親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0
9
年

1
0
月

6
日

。
4
0
0
  〈

唐
山

大
地

震
的

背
景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1
0
年

0
7
月

1
4
日

。
4
0
1
  《

李
剛

回
憶

錄
》

序
，

天
地

圖
書

。
見

拙
著

上
卷

1
6
4
-1
6
7
頁

。
4
0
2
  〈

他
生

緣
會

更
難

期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0
9
年

1
0
月

2
6
日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308
309

第
五
章

李
怡

自
己

在
左

派
的

香
島

中
學

讀
書

。

中
共
建
政
後
不
到
一
年
，
進
入
左
派
學
校
即
愛
國
學
校
就
讀
，
畢
業
後

在
左
派
出
版
社
任
職
，
後
創
辦
左
派
刊
物
《
七
十
年
代
》
開
始
論
政
生
涯
。

五
、
六
十
年
來
，
關
心
國
是
，
所
從
事
的
職
業
也
緊
繫
着
國
家
民
族
的
命

運
。
要
說
「
愛
國
」
的
資
格
，
也
夠
老
了
。
4
0
3

在
香
島
讀
至
高
中
，
一
直
成
績
中
上
。
原
本
想
到
內
地
升
學
，
但
在
考

試
那
天
病
倒
，
勉
強
去
考
，
結
果
成
績
不
好
，
沒
考
上
。
4
0
4

結
果

，
李

怡
在

上
海

書
局

做
各

式
抄

寫
、

校
對

、
出

版
及

發
行

的
工

作
。

「
文
革
」
之
前
，
我
是
一
個
愛
國
的
青
年
。
由
於
小
時
經
歷
過
抗
戰
，

也
見
識
過
國
民
黨
統
治
區
的
腐
敗
，
對
中
共
建
立
新
中
國
初
期
的
朝
氣
蓬

勃
，
從
民
族
感
情
出
發
，
不
僅
認
同
，
而
且
嚮
往
。
我
深
信
毛
澤
東
所
說
，

「
只
有
社
會
主
義
才
能
救
中
國
。
」
因
此
，
我
年
輕
時
讀
馬
列
的
書
，
讀
毛

選
。
我
相
信
人
的
社
會
應
追
求
平
等
，
而
社
會
主
義
、
共
產
主
義
則
是
人
類

社
會
實
現
平
等
的
目
標
。
4
0
5

60年
代

後
期

，
筆

者
拜

讀
過

李
怡

編
寫

的
《

青
年

自
學

叢
書

》
—

—
《

社
會

科
學

初
步

》
、

《
哲

學
初

步
》

、
《

美
學

初
步

》
之

類
。

他
的

《
哲

學
初

步
》

大

概
是

根
據

內
地

馬
克

思
主

義
哲

學
家

艾
思

奇
的

《
大

眾
哲

學
》

，
加

上
毛

澤
東

的

兩
論

—
—

《
實

踐
論

》
和

《
矛

盾
論

》
，

改
寫

成
適

合
本

地
讀

者
的

版
本

。

李
怡

從
寫

詩
、

寫
小

說
、

寫
文

藝
批

評
開

始
，

辦
過

《
伴

侶
》

雜
誌

五
、

六

年
，

《
文

藝
伴

侶
》

4期
。

馬
來

西
亞

軍
隊

在
馬

共
的

營
房

中
找

到
這

本
刊

物
，

明
令

禁
止

入
口

。

李
怡

早
期

在
《

七
十

年
代

》
發

表
的

文
章

，
一

直
在

嘗
試

為
中

國
政

府
「

解

4
0
3
  《

蘋
果

日
報

》
，

2
0
0
9
年

9
月

2
0
日

。
4
0
4
 
毛

孟
靜

：
〈

專
訪

李
怡

〉
，

《
號

外
》

雜
誌

。
4
0
5
  〈

李
怡

專
欄

：
文

革
與

我
的

心
路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0
6
年

5
月

1
6
日

。

畫
」

，
做

辯
護

士
。

例
如

，
在

1976年
12月

號
的

〈
四

人
幫

的
上

台
和

下
台

〉

一
文

，
他

用
自

問
自

答
的

方
式

，
試

圖
拆

解
「

文
革

打
擊

大
批

幹
部

，
這

難
道

不
是

毛
澤

東
的

主
意

嗎
？

」
、

「
文

革
的

成
就

是
主

要
的

」
、

「
為

甚
麼

不
及

早
處

理
？

」
⋯

⋯
一

些
反

共
文

人
曾

調
侃

嘲
諷

他
的

評
論

，
是

「
匪

怡
（

夷
）

所

思
」

。李
怡

後
來

反
思

：

「
文
革
」
的
發
展
，
從
劉
少
奇
被
指
為
「
叛
徒
、
內
奸
」
，
到
林
彪
逃

亡
而
死
，
再
經
過
批
林
批
孔
批
周
公
（
暗
指
周
恩
來
）
，
接
下
去
批
鄧
，
再

怎
麼
遮
掩
，
也
掩
蓋
不
住
「
文
革
」
是
一
場
赤
裸
裸
的
權
力
鬥
爭
的
真
面

目
。

開
始
時
，
我
還
在
編
務
中
為
文
革
「
護
短
」
，
想
盡
各
種
理
由
去
為
中

共
當
權
派
解
釋
。
然
而
，
另
一
方
面
，
我
又
對
中
國
大
陸
所
發
生
的
種
種
事

實
，
不
能
不
懷
疑
、
憂
慮
而
陷
於
思
想
上
的
痛
苦
。
4
0
6

他
以

本
刊

編
輯

部
名

義
撰

寫
的

總
結

文
章

〈
20世

紀
70年

代
—

—
觀

念
崩

解
、

混
沌

的
十

年
〉

：
「

理
想

主
義

失
落

，
實

用
主

義
抬

頭
。

」
「

這
是

希
望

之

春
，

這
是

失
望

之
冬

⋯
⋯

」
。
4
0
7

自
撰

七
絕

一
首

，
道

出
心

路
歷

程
。

是
非
混
沌
與
誰
評
，
回
首
十
年
悲
喜
驚
。

世
事
翻
騰
觀
念
改
，
今
朝
探
索
啟
新
程
。
4
0
8

1981年
，

李
怡

被
掃

地
出

門
。

「
接

到
通

知
，

我
一

家
必

須
從

所
住

的
居

所

遷
走

，
因

為
那

是
左

派
的

房
子

。
」
4
0
9

李
怡

後
來

說
：

「
一

位
長

期
以

來
『

領
導

』
《

七
十

年
代

》
工

作
的

中
共

駐

4
0
6
 
李

怡
：

〈
文

革
與

我
的

心
路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0
6
年

5
月

1
6
日

。
4
0
7
  《

七
十

年
代

》
1
9
8
0
年

1
月

號
。

4
0
8
  《

七
十

年
代

》
1
9
8
0
年

2
月

號
。

4
0
9
  〈

廿
年

編
雜

誌
，

每
日

見
中

華
〉

，
《

九
十

年
代

》
1
9
9
0
年

2
月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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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幹

部
曾

懇
切

地
勸

我
，

為
了

自
己

的
利

益
，

不
要

離
開

原
來

的
事

業
，

寧
可

停

掉
《

七
十

年
代

》
。

」
「

若
依

照
他

的
話

去
做

，
今

天
的

收
入

、
地

位
都

會
大

大

不
一

樣
，

⋯
⋯

若
這

十
多

年
我

積
極

一
點

，
撈

個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相
信

也
不

成

問
題

。
」
4
1
0

他
沒

有
點

出
這

位
中

共
駐

港
幹

部
的

名
字

。

1976年
，

李
怡

主
編

的
《

七
十

年
代

》
和

附
屬

的
天

地
圖

書
，

已
是

三
、

四
十

人
的

企
業

，
到

1981年
，

分
家

之
後

，
又

回
到

幾
個

人
辦

刊
物

的
時

代
。

為
了

堅
持

信
念

，
李

怡
付

出
了

代
價

。

1989年
「

六
四

」
事

件
後

，
李

怡
被

北
京

官
方

點
名

批
判

。
北

京
市

市
長

陳

希
同

在
〈

關
於

制
止

動
亂

和
平

息
反

革
命

暴
亂

的
情

況
報

告
〉

中
說

：
「

反
動

雜

誌
《

九
十

年
代

》
總

編
輯

李
怡

（
化

名
齊

辛
）

在
香

港
《

信
報

》
發

表
〈

大
家

長

該
退

休
了

〉
的

文
章

，
叫

囂
『

排
除

超
級

老
人

政
治

的
障

礙
』

，
『

使
趙

紫
陽

有

足
夠

的
權

力
』

。
」
4
1
1

二
十

年
後

，
李

怡
這

樣
回

應
：

「
〈

大
家

長
該

退
休

了
〉

是
1988年

寫
的

，

竟
成

了
89年

「
動

亂
醞

釀
」

的
證

據
。

我
再

如
何

本
事

，
也

不
可

能
在

大
半

年
前

知
道

胡
耀

邦
幾

個
月

後
去

世
、

北
京

會
有

學
生

藉
悼

念
呼

喚
民

主
呀

？
」
4
1
2

其
實

，
最

早
提

出
退

休
，

打
破

終
身

制
的

正
是

鄧
小

平
本

人
。

1986年
9

月
2日

，
他

在
接

受
哥

倫
比

亞
廣

播
公

司
記

者
華

萊
士

訪
問

時
說

：
「

在
我

有
生

之
年

退
休

，
對

現
行

政
策

能
繼

續
下

去
比

較
有

利
，

也
符

合
我

個
人

向
來

的
信

念
」

。
4
1
3

而
早

在
1980年

，
鄧

小
平

答
意

大
利

記
者

法
拉

奇
問

時
，

已
表

示
領

導
職

務

終
身

制
，

不
利

於
領

導
層

更
新

，
是

制
度

上
的

缺
陷

。
4
1
4

1986年
9月

8日
，

吳
康

民
寫

了
一

篇
題

為
〈

贊
成

鄧
小

平
主

任
退

休
〉

的
文

章
，

交
由

報
紙

發
表

。
「

這
篇

文
章

後
來

被
勸

說
不

要
發

表
，

天
真

的
我

，
也

想

不
出

甚
麼

緣
故

，
現

在
回

想
，

當
時

如
果

發
表

，
可

能
闖

下
大

禍
。

」
4
1
5

4
1
0
  〈

廿
五

年
，

我
的

心
路

歷
程

〉
，

《
九

十
年

代
》

1
9
9
5
年

2
月

號
。

4
1
1
  《

人
民

日
報

》
，

1
9
8
9
年

6
月

3
0
日

。
4
1
2
  〈

二
十

年
前

我
在

做
甚

麼
？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1
0
年

2
月

4
日

。
4
1
3
  《

鄧
小

平
文

選
》

第
三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9
3
年

1
0
月

，
1
7
4
頁

。
4
1
4
  《

鄧
小

平
文

選
》

第
二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9
4
年

1
0
月

第
二

版
，

3
5
0
頁

。
4
1
5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1
9
0
頁

。

真
是

何
其

荒
謬

。

有
意

思
的

是
，

點
名

批
判

李
怡

的
陳

希
同

，
後

來
以

貪
污

罪
名

，
成

為
秦

城

監
獄

的
階

下
囚

。
而

繼
續

評
論

國
是

的
李

怡
，

則
可

以
優

哉
游

哉
地

到
上

海
一

遊
，

「
到

世
博

看
過

電
子

動
態

版
《

清
明

上
河

圖
》

」
。
4
1
6

「
今

年
聖

誕
，

一
位

直
言

人
士

遭
到

『
獨

裁
政

權
加

諸
身

上
的

不
公

義
』

，

而
我

直
言

數
十

年
仍

安
然

無
事

，
應

屬
大

幸
了

。
」
4
1
7

畢
竟

李
怡

只
是

香
港

一
名

手
無

寸
鐵

的
書

生
。

正
如

廖
沫

沙
悼

念
「

三
家

村
」

亡
友

鄧
拓

詩
云

：
「

豈
有

文
章

傾
社

稷
，

從
來

奸
佞

覆
乾

坤
。

」

內
地

何
時

才
能

像
香

港
一

樣
，

告
別

「
莫

謂
書

生
空

議
論

，
頭

顱
擲

處
血

斑

斑
」

（
鄧

拓
詩

）
的

文
字

獄
時

代
呢

？

聽
香

港
電

台
的

節
目

時
，

不
時

會
插

播
李

怡
平

和
恬

澹
的

說
書

聲
。

到
2012

年
5月

，
他

已
主

持
了

2,300多
集

「
一

分
鐘

閱
讀

」
，

推
介

過
上

千
本

書
，

文
史

哲
、

科
學

、
勵

志
、

抒
情

，
洋

洋
大

觀
。

真
是

不
問

收
穫

、
只

問
耕

耘
。

李
怡

相
貌

俊
朗

，
風

度
翩

翩
，

大
概

經
常

用
腦

，
早

生
華

髮
，

被
友

儕
說

他
酷

似
美

國
影

星
保

羅
紐

曼
（

P
aul N

ew
m

an）
，

他
則

自
嘲

為
“

P
oor old 

m
an”

（
窮

老
頭

）
。

在
金

錢
物

質
方

面
，

李
怡

並
不

富
。

若
論

精
神

世
界

的
富

足
豐

盛
，

有
多

少

人
能

與
他

比
肩

？

香
港
的
幾
支
筆

如
果

說
，

從
「

認
同

中
國

轉
向

重
新

認
識

中
國

」
是

李
怡

人
生

大
轉

折
的

重

要
標

誌
。

那
麼

，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不

少
與

李
怡

相
似

的
看

破
「

紅
」

塵
的

現
象

。

輩
份

、
年

齡
比

李
怡

大
，

反
思

或
參

透
得

比
李

怡
早

的
有

：
金

庸
（

查
良

鏞
）

。
不

過
，

查
先

生
早

已
醉

心
學

術
，

不
論

政
多

年
了

。

輩
份

、
年

齡
比

李
怡

大
，

但
反

思
或

覺
悟

比
李

怡
晚

的
有

：
李

子
誦

，
原

《
文

匯
報

》
社

長
；

翟
暖

暉
，

原
《

廣
角

鏡
》

社
長

，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被

港

英
政

府
囚

禁
；

羅
孚

，
原

《
大

公
報

》
副

總
編

輯
、

《
新

晚
報

》
總

編
輯

。
李

怡

曾
寫

過
羅

孚
、

羅
海

星
父

子
：

「
海

星
有

才
氣

，
對

中
國

有
認

識
，

見
多

識
廣

，

4
1
6
  〈

小
塊

文
章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1
0
年

1
0
月

2
5
日

。
4
1
7
  〈

就
這

樣
走

過
了

0
9
年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0
9
年

1
2
月

3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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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自

己
獨

立
思

考
的

見
地

，
坦

誠
直

言
。

只
是

，
對

中
共

熱
心

的
人

，
除

非
永

遠

聽
黨

的
話

，
停

止
自

己
的

大
腦

活
動

，
否

則
總

會
遭

厄
運

的
。

他
與

他
父

親
均

如

是
，

我
呢

，
算

是
小

意
思

了
。

」
4
1
8

年
齡

比
李

怡
小

、
覺

悟
比

李
怡

早
的

：
有

「
香

江
第

一
健

筆
」

之
稱

的
林

行

止
（

林
山

木
）

，
母

親
無

辜
被

打
成

反
革

命
，

陷
獄

一
年

半
，

他
和

一
弟

二
妹

被

掃
地

出
門

，
流

落
街

頭
，

拾
荒

度
日

。
後

來
從

內
地

經
澳

門
，

偷
渡

來
香

港
。

創

辦
《

信
報

》
，

筆
耕

幾
十

年
，

他
的

政
治

立
場

早
為

讀
者

熟
知

。
4
1
9

年
齡

比
李

怡
小

的
有

：

程
翔

，
原

《
文

匯
報

》
副

總
編

輯
，

從
港

大
國

粹
派

，
加

入
《

文
匯

報
》

，

到
「

六
四

」
事

件
後

離
職

，
再

而
繫

獄
。

練
乙

錚
，

原
《

信
報

》
主

筆
，

以
其

資
料

翔
實

、
立

論
犀

利
、

所
向

披
靡

的

評
論

文
章

，
深

得
讀

者
讚

賞
。

他
自

剖
70年

代
曾

是
左

派
、

毛
派

。

吳
志

森
，

香
港

電
台

「
自

由
風

  自
由

phone」
及

電
視

「
頭

條
新

聞
」

節

目
主

持
兼

報
紙

專
欄

作
者

。
筆

者
在

無
綫

新
聞

及
公

共
事

務
部

時
曾

與
他

共
事

過

幾
年

，
同

事
都

知
道

他
擁

護
中

國
收

回
主

權
，

反
對

當
時

港
英

政
府

阻
撓

香
港

回

歸
的

「
陰

謀
」

。
他

離
開

無
綫

後
，

替
葉

國
華

的
香

港
政

策
研

究
所

打
過

工
，

還

幫
工

聯
會

做
過

選
舉

的
傳

媒
培

訓
（

m
edia training）

。
主

持
香

港
電

台
節

目

「
九

十
年

代
」

、
「

千
禧

年
代

」
、

「
自

由
風

  自
由

phone」
時

，
開

始
被

左

派
報

紙
的

「
來

論
」

圍
攻

，
吳

毫
不

賣
賬

，
自

稱
「

身
心

俱
疲

」
，

但
仍

奮
力

拼

搏
。

2011年
11月

，
吳

志
森

和
另

一
位

主
持

人
周

融
被

一
堆

莫
名

其
妙

的
理

由
中

止
了

合
約

。

經
常

發
表

時
評

的
陳

雲
。

陳
雲

喜
歡

在
序

言
加

上
民

國
年

號
，

乍
看

以
為

他

是
來

自
國

民
黨

家
庭

，
原

來
他

出
身

於
新

界
的

左
派

圍
村

，
小

時
候

家
裏

掛
毛

主

席
像

。漫
畫

家
尊

子
，

父
親

原
是

海
員

，
思

想
十

分
左

傾
。

尊
子

自
述

：
「

小
時

候

和
哥

哥
常

常
跟

父
親

一
起

到
工

會
去

開
會

。
在

那
裏

我
第

一
次

聽
到

毛
澤

東
的

名

字
，

並
學

會
了

很
多

革
命

歌
曲

。
工

會
對

會
員

和
家

屬
十

分
照

顧
，

例
如

，
我

們

生
病

了
，

可
以

到
工

會
的

診
所

免
費

看
醫

生
。

」
「

四
人

幫
倒

台
，

當
父

親
發

覺

4
1
8
  〈

憶
海

星
〉

，
《

蘋
果

日
報

》
2
0
1
0
年

2
月

4
日

。
4
1
9
 
林

行
止

：
《

閒
在

心
上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1
年

，
3
8
8
頁

。

中
國

的
共

產
主

義
與

宣
傳

裏
描

畫
的

完
全

是
兩

回
事

時
，

他
在

很
長

的
一

段
時

間

內
有

一
種

被
欺

騙
的

強
烈

感
覺

。
」

尊
子

自
言

，
在

1989年
「

六
四

」
後

的
一

個
月

內
，

他
畫

了
五

百
多

幅
有

關

天
安

門
事

件
的

漫
畫

。
4
2
0

從
80年

代
初

，
尊

子
用

漫
畫

批
評

國
內

和
本

地
時

弊
，

至
今

已
超

過
三

十

年
。

青
年

時
代

思
想

左
傾

的
中

原
地

產
主

席
施

永
青

。
他

寫
道

：
「

中
共

一
旦

掌

權
之

後
，

與
人

民
的

關
係

就
出

現
了

一
百

八
十

度
的

轉
變

。
由

為
人

民
去

革
命

，

變
成

為
保

住
政

權
，

而
不

得
不

騎
住

人
民

。
入

黨
為

做
官

的
人

，
日

漸
成

為
黨

員

成
份

的
主

流
。

嘴
裏

說
的

，
是

要
保

住
革

命
先

烈
用

鮮
血

奪
回

來
的

政
權

，
心

中

想
着

的
，

是
如

何
憑

手
上

的
權

力
去

換
取

更
多

的
個

人
利

益
。

」
4
2
1

還
有

，
父

母
出

身
於

《
大

公
報

》
的

陶
傑

。
也

許
早

慧
的

他
，

很
小

已
從

父
輩

和
自

己
的

經
歷

中
看

透
了

共
產

黨
，

未
曾

認
同

過
 ?! 聽

陶
傑

在
商

業
電

台

《
光

明
頂

》
節

目
憶

述
「

文
革

」
和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他

和
一

些
小

孩
躲

在

灣
仔

《
大

公
報

》
樓

上
，

用
紅

色
顏

料
塗

髹
「

毛
主

席
像

章
」

，
可

作
大

陸
電

影

《
陽

光
燦

爛
的

日
子

》
的

香
港

版
或

港
產

片
《

老
港

正
傳

》
的

外
一

章
。

反
觀

左
派

或
土

共
陣

營
中

，
有

獨
立

思
考

、
不

作
違

心
之

論
的

筆
桿

子
又

有

幾
人

？四
、
楊
振
寧
、
何
炳
棣
、
王
浩
等
大
學
者
的
失
察

—
—
兼
談
中
共
對
海
外
知
識
分
子
的
統
戰
攻
勢

70年
代

初
，

大
專

界
掀

起
「

認
識

中
國

」
的

熱
潮

，
不

少
海

外
著

名
學

者
到

大
陸

訪
問

，
歸

來
後

講
述

他
們

的
見

聞
觀

感
，

起
了

推
波

助
瀾

的
作

用
。

李
怡

主
編

的
《

七
十

年
代

》
月

刊
，

頻
密

地
刊

登
這

些
學

者
的

訪
談

：

楊
振
寧

—
—

第
一

位
華

裔
學

者
榮

獲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

何
炳
棣

—
—

芝
加

哥
大

學
歷

史
學

教
授

、
台

灣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

王
浩

—
—

洛
克

斐
勒

大
學

教
授

、
國

際
知

名
的

數
理

邏
輯

學
家

。

4
2
0
  《

說
吧

，
香

港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1
9
9
9
年

，
1
9
1
-1
9
4
頁

。
4
2
1
 
施

永
青

：
〈

C
觀

點
：

武
裝

奪
權

與
人

民
授

權
〉

，
《

a
m
7
3
0
》

2
0
0
9
年

9
月

1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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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之
恭

—
—

著
名

物
理

學
家

。

陳
省
身

—
—

國
際

一
流

的
數

學
家

，
前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校
長

朱
經

武
的

岳
父

。

林
達
光

—
—

加
拿

大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教

授
。

他
們

對
內

地
眾

口
一

詞
的

肯
定

和
讚

揚
，

令
我

等
學

子
為

之
神

往
。

廈
門

大
學

中
文

系
教

授
謝

泳
寫

過
一

篇
頗

有
意

思
的

文
章

：
〈

家
國

情
感

與

事
實

判
斷

—
—

以
何

炳
棣

等
上

世
紀

70年
代

初
的

訪
華

觀
感

為
例

〉
，

探
究

五
位

留
美

學
人

：
何

炳
棣

、
楊

振
寧

、
王

浩
、

任
之

恭
、

陳
省

身
，

為
甚

麼
當

時
「

對

中
國

人
的

真
實

社
會

生
活

處
境

毫
無

察
覺

，
而

且
異

口
同

聲
對

當
時

處
於

『
文

革
』

中
的

中
國

社
會

作
出

了
高

度
的

認
同

和
評

價
」

。

著
述

甚
勤

的
謝

泳
認

為
，

五
位

出
身

於
西

南
聯

合
大

學
的

學
者

，
「

家
國

情

感
超

越
事

實
判

斷
，

統
一

意
念

妨
礙

知
識

分
析

，
信

息
阻

塞
導

致
背

離
常

識
，

輕

信
國

家
強

大
產

生
民

族
幻

想
」

。
4
2
2

這
個

分
析

值
得

探
究

。
本

書
前

引
英

國
蒙

哥
馬

利
元

帥
一

節
，

就
是

「
信

息

阻
塞

導
致

背
離

常
識

」
的

一
個

例
子

。

謝
泳

認
為

，
「

他
們

當
時

對
中

國
現

實
的

評
價

，
完

全
出

於
自

覺
並

且
發

自

內
心

。
現

在
沒

有
材

料
能

證
明

當
時

他
們

受
到

了
政

治
壓

力
或

者
中

國
當

局
對

他

們
做

過
統

戰
工

作
。

」

謝
泳

前
兩

句
半

所
言

大
致

不
差

，
但

最
後

半
句

則
錯

得
離

譜
。

是
否

內
地

學

者
早

已
盡

入
彀

中
，

不
知

「
統

戰
」

為
何

物
？

事
實

恰
恰

相
反

，
這

些
大

學
者

對
中

國
的

美
好

印
象

，
證

明
了

中
共

的
統

戰

工
夫

厲
害

得
很

。

中
共

一
貫

重
視

旅
居

外
國

以
及

港
澳

台
高

級
知

識
分

子
的

統
戰

工
作

。
尤

其

是
周

恩
來

這
位

八
面

玲
瓏

、
深

諳
禮

賢
下

士
之

道
的

一
流

統
戰

大
師

。
內

地
慣

用

的
讚

語
是

：
「

周
公

吐
哺

，
天

下
歸

心
。

」

對
楊
振
寧
的
統
戰

對
楊

振
寧

的
統

戰
歷

時
最

久
，

規
格

最
高

，
堪

稱
典

型
。

用
心

不
僅

面
向

海

內
外

知
識

分
子

，
還

針
對

台
灣

。

4
2
2
 
謝

泳
：

《
書

生
的

困
境

—
—

中
國

現
代

知
識

分
子

問
題

簡
論

》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9
年

5
月

，
2
7
1
-2
8
6
頁

。

且
從

李
政

道
、

楊
振

寧
獲

得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說
起

。

「
1957年

10月
31日

  （
周

恩
來

）
獲

悉
中

國
留

美
物

理
學

家
李

政
道

、
楊

振
寧

獲
得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後

，
立

即
派

楊
振

寧
的

老
師

張
文

裕
啟

程
前

往
瑞

典
，

代
表

中
國

政
府

向
楊

表
示

祝
賀

。
」
4
2
3

張
文

裕
，

時
任

中
國

科
學

院
近

代
物

理
研

究
所

副
所

長
。

而
楊

、
李

二
人

當

時
拿

的
是

中
華

民
國

護
照

。
楊

是
在

1964年
入

美
國

籍
。

楊
振

寧
的

原
配

夫
人

杜
致

禮
（

2003年
逝

世
）

的
父

親
是

大
名

鼎
鼎

的
國

民
黨

將
軍

杜
聿

明
，

黃
埔

軍
校

第
一

期
畢

業
。

毛
澤

東
的

〈
敦

促
杜

聿
明

等
投

降

書
〉

，
令

杜
的

名
字

舉
國

皆
知

。
杜

聿
明

在
1948年

淮
海

戰
役

（
徐

蚌
會

戰
）

中

被
解

放
軍

俘
虜

，
淪

為
甲

級
戰

犯
，

被
關

押
了

11年
。

1949年
3月

12日
，

從
香

港
北

上
的

柳
亞

子
、

宋
雲

彬
、

葉
聖

陶
、

徐
鑄

成

等
人

參
觀

了
收

容
國

民
黨

戰
俘

的
投

降
軍

官
教

導
團

。
次

日
，

見
到

了
國

民
黨

東

北
保

安
長

官
司

令
部

中
將

司
令

、
徐

州
「

剿
總

」
副

司
令

杜
聿

明
。

柳
亞

子
日

記
：

「
聞

戰
犯

杜
聿

明
解

來
大

禮
堂

，
即

赴
會

鞫
4
2
4之

，
余

與
絅

老
發

言
最

凌
厲

，
該

犯
唯

唯
而

已
。

」

杜
聿

明
自

述
「

企
圖

自
殺

」
的

經
過

：
「

企
圖

自
殺

，
尹

副
官

從
旁

將
手

槍

奪
去

交
了

。
⋯

⋯
戰

犯
這

個
罪

惡
的

名
稱

一
直

纏
繞

着
我

。
張

印
國

見
我

心
神

不

安
，

就
多

次
勸

我
夜

間
逃

跑
。

我
自

己
覺

得
腰

腿
疼

痛
，

行
動

維
艱

，
逃

出
去

走

不
動

會
死

，
被

解
放

軍
發

現
也

會
死

。
與

其
被

處
死

，
不

如
先

自
殺

，
還

可
以

做

蔣
介

石
的

忠
臣

。
一

剎
那

間
只

覺
得

彷
彿

死
神

來
臨

，
見

警
衛

人
員

剛
離

開
屋

，

就
順

手
拿

起
一

塊
石

頭
在

腦
袋

上
亂

打
，

一
時

打
得

頭
破

血
流

，
不

省
人

事
。

所

幸
解

放
軍

及
時

發
現

，
將

我
搶

救
到

衛
生

處
。

不
久

即
清

醒
過

來
．

好
像

一
場

大

夢
。

」
4
2
5

1959年
12月

，
北

京
特

赦
首

批
33名

戰
犯

，
杜

聿
明

名
列

榜
首

。
同

期
獲

特

赦
的

有
末

代
皇

帝
愛

新
覺

羅
．

溥
儀

。

特
赦

杜
聿

明
，

也
可

視
作

是
對

在
台

灣
的

國
民

黨
人

和
楊

振
寧

的
統

戰
。

楊
振

寧
憶

述
，

父
親

楊
武

之
「

三
次

來
日

內
瓦

，
尤

其
是

後
兩

次
，

都
帶

有

4
2
3
  《

周
恩

來
年

譜
》

1
9
4
9
-1
9
7
6
中

卷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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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問
的

意
思

。
4
2
5
  《

中
華

文
史

資
料

文
庫

》
第

7
卷

，
2
5
頁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316
317

第
五
章

使
命

感
，

覺
得

他
應

當
勸

我
回

國
。

這
當

然
是

統
戰

部
或

明
或

暗
的

建
議

」
。
4
2
6

隨
着

中
美

兩
國

關
係

緩
和

，
北

京
更

加
強

對
海

外
華

裔
高

級
知

識
分

子
的

統

戰
。

1970年
11月

27日
，

周
恩

來
批

示
，

同
意

楊
武

之
夫

婦
前

往
香

港
會

見
其

子

楊
振

寧
。
4
2
7

父
子

相
見

，
本

是
小

事
一

樁
，

卻
要

勞
動

大
國

總
理

批
示

，
可

見
其

重
視

程

度
。

結
果

，
因

為
楊

武
之

病
倒

，
去

不
了

會
親

。
1970年

底
，

只
能

母
子

相
聚

。

1971年
8月

，
楊

振
寧

首
次

回
到

了
闊

別
26年

的
祖

國
，

獲
得

周
恩

來
接

見

和
宴

請
。

楊
振

寧
這

次
去

了
上

海
，

和
母

親
、

弟
妹

們
一

同
去

華
山

醫
院

看
望

住
院

已

有
半

年
的

父
親

。

「
上

一
次

我
們

見
面

是
1964年

年
底

在
香

港
，

那
時

他
68歲

，
還

很
健

康
。

六
年

半
中

間
，

受
了

一
些

隔
離

審
查

的
苦

，
老

了
、

瘦
了

很
多

，
已

不
能

自
己

站

立
行

走
。

見
到

我
當

然
十

分
激

動
。

」

相
隔

不
到

一
年

，
1972年

7月
，

周
恩

來
再

度
會

見
楊

振
寧

。

1973年
7月

，
楊

振
寧

又
一

次
來

到
中

國
。

楊
忽

發
奇

想
，

要
求

面
見

毛
澤

東
，

竟
然

如
願

以
償

。

1974年
6月

28日
下

午
，

楊
振

寧
兩

次
獲

得
黨

和
國

家
領

導
人

接
見

，
可

謂

眾
星

拱
月

。
先

是
「

王
洪

文
、

葉
劍

英
、

張
春

橋
、

鄧
小

平
、

郭
沫

若
，

同
他

進

行
了

十
分

親
切

的
談

話
」

，
叼

陪
末

座
的

全
部

是
大

陸
科

學
界

的
一

時
之

選
，

有

錢
學

森
、

華
羅

庚
、

王
淦

昌
、

鄧
稼

先
、

張
文

裕
、

周
光

召
、

黃
昆

。

緊
接

着
，

毛
澤

東
的

妻
子

江
青

，
陳

錫
聯

、
紀

登
奎

兩
位

副
總

理
，

「
同

他

進
行

了
十

分
親

切
的

談
話

，
並

且
一

起
進

餐
。

」

晚
上

，
再

由
北

京
市

委
書

記
吳

德
、

文
化

部
副

部
長

劉
慶

棠
陪

同
，

觀
看

革

命
現

代
舞

劇
《

草
原

兒
女

》
、

《
沂

蒙
頌

》
。

國
家

領
導

人
以

國
士

待
之

，
所

到
之

處
都

是
中

方
精

心
佈

置
，

自
家

父
母

和

岳
丈

一
家

的
境

況
大

大
改

善
，

楊
振

寧
焉

有
不

深
受

感
動

之
理

 ?! 又
怎

會
知

道

或
去

注
意

中
共

內
部

複
雜

殘
酷

的
政

治
鬥

爭
？

4
2
6
 
楊

振
寧

：
《

父
親

和
我

》
，

《
2
1
世

紀
》

1
9
9
7
年

1
2
月

號
。

4
2
7
  《

周
恩

來
年

譜
》

1
9
4
9
-1
9
7
6
中

卷
。

岳
丈

杜
聿

明
後

來
擔

任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政
協

常
委

，
於

1981年
5月

病

逝
，

終
年

76歲
。

1963年
從

美
國

回
內

地
定

居
，

陪
伴

杜
聿

明
的

遺
孀

曹
秀

清
，

曾
發

電
報

給
台

灣
的

蔣
經

國
，

要
求

「
轉

知
我

的
二

女
杜

致
義

、
女

婿
徐

炳
森

，

二
兒

杜
致

勇
、

兒
媳

王
貴

華
，

三
兒

杜
致

嚴
，

三
女

杜
致

廉
、

女
婿

鄧
天

才
等

七

人
，

來
北

京
參

加
追

悼
會

」
。

由
於

當
時

兩
岸

關
係

緊
張

，
台

灣
方

面
沒

有
放

行
。

鄧
小

平
、

鄧
穎

超
等

黨
政

領
導

人
參

加
了

追
悼

會
，

悼
詞

高
度

讚
揚

杜
聿

明

「
為

爭
取

台
灣

歸
回

祖
國

、
完

成
祖

國
統

一
大

業
而

努
力

工
作

」
。

岳
母

曹
秀

清
也

是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84年
去

香
港

探
親

，
5月

在
香

港
病

逝
，

終
年

81歲
。

杜
聿

明
兩

夫
婦

的
骨

灰
，

一
同

安
放

於
北

京
八

寶
山

革
命

公

墓
。

楊
振

寧
等

學
者

擁
護

中
共

，
也

許
還

有
一

個
原

因
：

美
籍

華
人

的
身

份
。

昔
日

冷
戰

時
期

，
他

們
處

於
中

美
對

抗
的

夾
縫

之
中

，
如

今
當

然
樂

於
看

見

中
美

關
係

改
善

。
楊

振
寧

1979年
在

歡
迎

鄧
小

平
訪

美
的

宴
會

上
說

道
：

「
作

為

一
名

中
國

血
統

的
美

國
科

學
家

，
我

有
責

任
幫

助
這

兩
個

與
我

休
戚

相
關

的
國

家

建
立

起
一

座
了

解
和

友
誼

的
橋

樑
。

」

正
如

史
學

家
王

賡
武

說
：

「
當

美
國

政
府

準
備

從
外

交
上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時

候
，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破
壞

性
後

果
也

被
忽

略
了

。
」
4
2
8

多
年

後
，

楊
振

寧
對

當
年

的
失

察
做

了
反

省
：

我
到
中
國
各
個
地
方
看
見
很
大
的
紅
色
口
號
：
「
為
人
民
服
務
」
，
我

全
面
地
相
信
了
一
些
宣
傳
，
不
清
楚
認
識
中
國
當
時
很
複
雜
的
問
題
，
比
如

說
很
重
要
的
一
點
，
就
是
文
化
大
革
命
是
甚
麼
。
我
認
為
毛
澤
東
毫
無
疑
問

替
中
國
、
中
華
民
族
、
國
家
做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貢
獻
，
可
是
他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所
給
中
國
的
創
傷
，
也
是
非
常
非
常
之
大
，
所
以
毛
澤
東
在
我
心
目
中
的

地
位
降
低
了
，
當
然
是
一
種
失
望
。
我
現
在
想
起
來
，
我
是
一
個
蹩
腳
的
新

聞
記
者
。

我
想
我
的
感
情
，
使
我
覺
得
很
願
意
接
受
好
的
解
釋
。
我
對
北
京
，
對

於
我
中
國
的
根
有
很
深
厚
的
感
情
。
4
2
9

4
2
8
 
王

賡
武

：
《

中
國

革
命

與
海

外
華

人
》

，
《

華
僑

華
人

歷
史

研
究

》
2
0
0
1
年

第
2
期

。
4
2
9
 
香

港
電

台
電

視
部

：
〈

中
國

牛
頓

—
—

楊
振

寧
〉

《
傑

出
華

人
系

列
》

，
明

報
出

版
社

，
2
0
1
0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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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炳
棣
：
往
事
不
堪
提

史
學

家
何

炳
棣

晚
年

提
到

他
上

世
紀

70年
代

初
訪

華
的

觀
感

時
說

：
「

至
今

不
少

海
外

愛
國

人
士

仍
勸

我
在

文
集

中
把

它
重

印
。

我
卻

願
意

把
它

忘
掉

，
因

為

它
雖

有
史

實
與

感
情

，
但

對
國

內
新

氣
象

只
看

到
表

面
，

未
能

探
索

新
氣

象
底

層

真
正

的
動

機
。

同
樣

願
意

忘
掉

的
是

70年
代

和
80年

代
初

所
撰

有
關

中
國

資
源

和

經
濟

前
景

的
一

系
列

文
章

。
」
4
3
0

何
炳

棣
的

自
傳

和
回

憶
錄

以
「

閱
世

」
命

名
，

卻
寧

可
把

這
段

重
要

的
「

閱

世
」

經
歷

抹
掉

，
可

見
他

對
自

己
的

失
察

，
是

多
麼

的
後

悔
！

「
以

我
學

生
時

期

的
政

治
立

場
，

加
上

我
個

性
及

應
付

人
事

方
面

的
缺

陷
，

即
使

能
渡

過
『

百
花

』

『
反

右
』

，
亦

難
逃

脫
『

文
革

』
期

間
的

折
磨

和
清

算
。

」

何
炳

棣
長

年
身

處
海

外
，

比
內

地
的

學
者

幸
運

得
多

。
當

他
在

70年
代

大
唱

贊
歌

的
一

刻
，

正
是

他
在

內
地

的
師

友
受

盡
折

磨
之

時
。

回
首

往
事

，
叫

這
位

史

家
如

何
下

筆
呢

？

王
浩
：
對
共
產
主
義
的
幻
想
破
滅
？

至
於

數
理

邏
輯

學
家

王
浩

（
1921-1995）

，
史

學
家

余
英

時
曾

引
用

了

1952年
4月

2日
的

胡
適

日
記

：
「

在
Far E

astern A
ssociation（

遠
東

學
會

）

的
B
oston（

波
士

頓
）

年
會

上
，

讀
了

一
篇

短
文

，
題

為
From

 the O
pen D

oor 
to the Iron C

urtain
（

『
從

門
戶

開
放

到
鐵

幕
』

）
。

讀
了

之
後

，
即

有
中

國

親
共

的
學

生
兩

人
（

一
為

趙
國

鈞
，

一
為

X
X
X
〔

原
文

如
此

〕
）

站
起

來
質

問
反

駁
」

。余
英

時
向

當
時

在
場

的
趙

如
蘭

教
授

求
證

，
姓

名
空

白
的

一
位

是
數

理
邏

輯

名
家

王
浩

，
那

時
已

在
哈

佛
大

學
哲

學
系

任
教

，
並

不
是

「
學

生
」

。

余
英

時
寫

道
，

「
王

浩
受

父
親

影
響

，
從

中
學

起
已

信
仰

馬
克

思
主

義
，

他
的

『
親

共
』

是
根

深
柢

固
的

。
」

「
直

到
1976年

以
後

他
對

共
產

主
義

的
幻

想
才

開
始

破
滅

。
他

的
老

師
W

.V
. Q

uine在
自

傳
T
he T

im
e of M

y L
ife：

A
n A

utobiography (M
IT

, 1985）
中

對
他

有
一

小
段

素
描

，
相

當
準

確
，

見
p. 

306-307。
」
4
3
1

4
3
0
 
何

炳
棣

：
《

讀
史

閱
世

六
十

年
》

，
商

務
印

書
館

，
2
0
0
4
年

。
4
3
1
 
余

英
時

：
《

現
代

危
機

與
思

想
人

物
》

，
北

京
三

聯
書

店
，

2
0
0
5
年

1
月

，
3
1
3
-3
1
4
頁

。

不
知

道
余

英
時

說
王

浩
「

1976年
以

後
對

共
產

主
義

的
幻

想
才

開
始

破

滅
」

，
是

何
所

指
？

純
粹

就
「

共
產

主
義

的
幻

想
」

而
言

，
毛

澤
東

和
鄧

小
平

走
的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道

路
，

對
「

共
產

主
義

」
是

兩
種

詮
釋

，
王

浩
當

然
很

清
楚

。
但

同
時

應
該

注

意
到

，
王

浩
受

到
中

國
領

導
人

的
禮

待
，

是
跨

越
毛

、
鄧

兩
個

時
代

的
。

他
有

機

會
從

鄧
小

平
等

人
的

口
中

，
聽

到
對

中
國

局
勢

的
最

新
看

法
，

至
於

是
理

解
、

同

情
，

還
是

支
持

，
則

不
得

而
知

。

以
下

根
據

《
人

民
日

報
》

，
梳

理
王

浩
與

內
地

的
關

係
：

1972年
7月

14日
，

總
理

周
恩

來
會

見
美

籍
中

國
學

者
參

觀
團

。
王

浩
是

成

員
之

一
。

1976年
9月

19日
，

旅
居

美
國

的
愛

國
華

僑
、

台
灣

同
胞

、
華

裔
學

者
共

2,200多
人

在
紐

約
舉

行
追

悼
會

，
悼

念
毛

澤
東

。
王

浩
致

悼
詞

：
「

在
悼

念
毛

主
席

的
時

候
，

我
們

要
努

力
學

習
毛

澤
東

思
想

，
在

實
際

鬥
爭

中
改

造
世

界
觀

，

熱
情

支
持

中
國

的
革

命
事

業
和

人
類

的
進

步
事

業
。

」

當
時

正
是

批
鄧

，
四

人
幫

還
是

當
權

派
。

1977年
9月

11日
，

旅
居

美
國

的
愛

國
華

僑
、

台
灣

同
胞

和
中

國
血

統
的

美

籍
人

士
在

紐
約

集
會

，
紀

念
毛

澤
東

逝
世

一
週

年
。

王
浩

在
會

上
講

了
話

。

新
華

社
這

次
報

道
沒

有
引

述
王

浩
講

話
的

內
容

。
9月

21日
，

王
浩

去
了

北

京
，

逗
留

了
一

個
多

月
。

1977年
11月

3日
，

中
共

中
央

副
主

席
鄧

小
平

會
見

了
王

浩
，

同
他

「
進

行

了
親

切
的

談
話

」
，

並
設

宴
招

待
。

陪
同

的
有

吳
有

訓
、

周
培

源
等

內
地

的
科

學

家
和

國
務

院
副

秘
書

長
羅

青
長

。

1977年
11月

－
12月

，
王

浩
在

美
國

會
見

了
大

陸
來

的
高

等
教

育
代

表
團

。

1978年
11月

21日
，

副
總

理
方

毅
同

王
浩

「
進

行
了

親
切

友
好

的
談

話
」

。

王
浩

這
次

回
來

是
參

加
父

親
—

—
前

山
東

省
政

協
副

主
席

、
教

育
廳

副
廳

長
王

祝

晨
骨

灰
安

放
儀

式
。

1978年
12月

15日
晚

，
作

家
於

梨
華

夫
婦

與
王

浩
夫

婦
等

飲
酒

慶
祝

到
深

夜
，

對
中

美
建

交
無

比
興

奮
。

1982年
6月

9日
，

副
總

理
萬

里
同

王
浩

和
夫

人
陳

幼
石

「
進

行
了

親
切

的
談

話
」

，
並

設
宴

招
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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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
同

內
地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
思

想
也

可
以

有
變

化
。

對
共

產
主

義
的

幻
想

的
破

滅
，

未
必

等
於

對
鄧

小
平

路
線

或
者

有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的

幻
想

的
破

滅
。

翻
查

余
英

時
提

到
的

Q
uine對

王
浩

的
描

述
，

短
短

的
一

段
文

字
，

接
連

用

了
六

個
“

unhappy”
—

—
不

愉
快

：
有

成
就

，
運

氣
好

，
卻

一
貫

生
活

得
不

愉

快
。

身
處

中
國

，
想

去
美

國
，

不
愉

快
；

在
哈

佛
，

因
為

職
業

還
沒

保
障

，
不

愉

快
；

獨
身

生
活

，
不

愉
快

；
娶

了
年

輕
貌

美
的

才
女

地
質

學
家

，
還

是
不

愉
快

。

得
到

了
哈

佛
的

聘
書

，
他

仍
舊

不
愉

快
。

Q
uine只

是
說

出
王

浩
不

滿
現

狀
、

得

隴
望

蜀
的

性
格

特
點

。
4
3
2

在
中

國
發

生
巨

變
的

情
況

下
，

一
向

不
滿

西
方

、
支

持
紅

色
中

國
，

思
想

很

「
左

」
的

大
哲

學
家

王
浩

，
世

界
觀

有
甚

麼
變

化
，

頗
值

得
探

討
，

可
惜

余
英

時

沒
有

提
供

有
說

服
力

的
資

料
。

弄
虛
作
假
、
粉
飾
門
面

話
說

回
來

，
也

很
難

怪
楊

振
寧

這
些

大
學

者
失

察
。

官
方

安
排

給
他

們
走

馬

看
花

的
參

觀
項

目
，

都
是

事
先

佈
置

好
的

。

《
大

公
報

》
副

總
編

輯
葉

中
敏

在
《

人
情

物
理

  楊
振

寧
》

一
書

中
，

舉
了

兩
個

例
子

。

例
一
：

1971年
，

楊
振

寧
第

一
次

回
到

大
陸

，
提

到
要

求
見

他
在

美
國

時
的

同
學

鄧
稼

先
（

中
國

原
子

彈
、

氫
彈

的
理

論
設

計
負

責
人

）
。

經
周

恩
來

批
示

：

安
排

見
。

楊
振

寧
不

會
想

到
，

他
到

鄧
稼

先
家

中
作

客
時

，
那

些
漂

亮
的

沙
發

、

書
桌

都
是

前
一

天
晚

上
才

由
接

待
人

員
臨

時
擺

進
去

的
道

具
。

例
二
：

楊
振

寧
的

妹
妹

振
玉

的
丈

夫
范

世
藩

，
是

一
位

青
年

科
學

家
。

楊
振

寧
初

次
回

家
沒

有
看

到
妹

夫
，

追
問

之
下

，
振

玉
說

丈
夫

到
外

地
講

學
去

了
。

其

實
這

時
的

范
世

藩
被

關
在

上
海

的
「

牛
棚

」
裏

。
4
3
3

連
對

着
哥

哥
都

不
敢

講
真

話
，

楊
振

寧
縱

使
有

洞
悉

物
理

世
界

的
天

大
本

4
3
2
 
Q
u
in
e
原

文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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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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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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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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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中
敏

：
《

人
情

物
理

  楊
振

寧
》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2
年

，
1
3
5
、

1
4
3
-1
4
4
頁

。

領
，

也
無

法
參

透
居

心
叵

測
的

世
情

人
情

。

這
就

是
為

甚
麼

胡
耀

邦
總

書
記

要
溫

家
寶

不
要

和
地

方
打

招
呼

，
漏

夜
微

服

私
訪

民
情

的
緣

由
。

溫
家

寶
寫

道
，

胡
耀

邦
「

下
鄉

時
，

經
常

臨
時

改
變

行
程

，
與

群
衆

直
接

交

流
，

了
解

基
層

真
實

情
況

。
用

他
常

說
的

話
就

是
，

『
看

看
你

們
沒

有
準

備
的

地

方
』

。
」
4
3
4

內
地

弄
虛

作
假

、
粉

飾
門

面
的

工
夫

實
在

做
得

太
好

了
！

五
、
林
彪
打
算
南
下
香
港
，
另
立
中
央
？

《
中

共
廣

東
黨

史
大

事
記

》
有

一
段

涉
及

香
港

的
驚

人
記

載
：

1971年
7月
7日
至
14日

，
林
立
果
及
其
同
夥
劉
沛
豐
、
于
新
野
、
李

偉
信
等
竄
到
廣
東
汕
頭
地
區
蒐
集
政
治
、
軍
事
、
經
濟
情
報
，
並
進
行
實
地

勘
察
，
秘
密
接
見
有
關
人
員
，
召
開
黑
會
，
進
口
特
務
工
具
和
外
國
反
動
刊

物
等
，
進
行
反
革
命
政
變
的
陰
謀
活
動
。
7月
下
旬
，
他
們
又
竄
到
廣
東
深

圳
、
沙
頭
角
，
在
飛
機
上
察
看
地
形
，
以
便
他
們
在
發
動
反
革
命
政
變
時
，

「
萬
一
情
況
緊
急
，
可
以
讓
首
長
4
3
5到
香
港
指
揮
、
遙
控
」
。
4
3
6

以
上

這
段

文
字

言
之

鑿
鑿

，
有

如
天

方
夜

譚
。

香
港

屬
英

治
，

林
彪

如
何

到

香
港

指
揮

？
可

惜
《

大
事

記
》

語
焉

不
詳

，
也

找
不

到
可

以
佐

證
的

史
料

。

丁
盛

（
1913-1999）

，
是

林
彪

「
四

野
」

手
下

一
員

大
將

。
晚

年
著

有
回

憶
錄

。當
時

是
廣

州
軍

區
司

令
員

的
丁

盛
憶

述
，

1971年
「

九
一

三
」

一
大

早
，

周

恩
來

總
理

打
電

話
給

他
，

說
林

彪
帶

着
老

婆
葉

群
，

兒
子

林
立

果
逃

跑
了

。
周

總

理
給

他
幾

條
指

示
：

「
第

一
，

廣
州

海
陸

空
軍

歸
你

直
接

指
揮

；
第

二
，

廣
州

地

區
要

穩
定

，
部

隊
要

穩
定

，
政

府
要

穩
定

，
所

有
的

都
要

穩
定

；
第

三
，

加
強

邊

防
，

不
能

跑
人

。
」

4
3
4
 
溫

家
寶

：
《

再
回

興
義

憶
耀

邦
》

，
《

人
民

日
報

》
，

2
0
1
0
年

4
月

1
5
日

。
4
3
5
 
指

林
彪

。
4
3
6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黨

史
研

究
室

編
：

《
中

共
廣

東
黨

史
大

事
記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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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盛

馬
上

與
軍

區
幾

個
負

責
人

劉
興

元
、

任
思

忠
開

會
，

表
示

堅
決

聽
從

毛

主
席

、
周

總
理

的
指

揮
，

並
且

立
即

發
電

報
給

中
央

。

可
是

到
了

1974年
批

林
批

孔
，

他
們

就
被

指
為

是
林

彪
的

死
黨

。
為

毛
澤

東

修
的

廣
州

「
南

湖
」

、
「

松
園

」
兩

處
房

子
，

被
說

成
是

為
了

林
彪

準
備

南
逃

之

後
在

這
兒

住
的

。

給
林

彪
在

白
雲

山
的

老
虎

洞
修

的
房

子
，

也
說

成
了

林
彪

南
逃

廣
州

，
另

立

偽
中

央
的

「
物

證
」

。

丁
盛

堅
持

，
廣

州
軍

區
對

林
彪

南
逃

的
計

劃
不

知
情

。
他

和
政

委
劉

興
元

、

孔
石

泉
、

任
思

忠
都

不
知

道
。

他
們

沒
有

搞
陰

謀
詭

計
。

至
於

林
立

果
寫

《
「

五
七

一
」

工
程

紀
要

》
提

到
廣

州
是

「
借

用
力

量
」

，

丁
盛

反
駁

：
他

寫
的

關
我

們
甚

麼
事

？
當

時
全

國
11個

大
軍

區
，

有
7個

被
列

入

「
借

用
力

量
」

。
為

甚
麼

偏
偏

揪
住

廣
州

不
放

？

丁
盛

在
1990年

3月
，

77歲
時

寫
了

一
份

〈
我

的
申

訴
〉

：

1977年
3月
被
停
職
審
查
，
被
關
押
達
兩
年
之
久
，
直
到
1982年

對
我

作
出
正
式
處
理
，
這
中
間
沒
有
哪
一
位
負
責
同
志
（
包
括
軍
區
領
導
）
找
我

談
過
一
次
話
。
幾
個
辦
案
人
員
先
入
為
主
，
帶
着
任
務
、
帶
着
框
框
辦
案
，

根
本
不
聽
我
的
申
述
，
對
我
提
出
的
反
證
一
概
斥
之
為
「
狡
辯
」
、
「
不
老

實
」
。

丁
盛

被
隔

離
審

查
之

前
，

已
調

離
廣

州
軍

區
，

出
任

南
京

軍
區

司
令

員
。

1982年
7月

6日
，

解
放

軍
軍

事
檢

察
院

作
出

免
予

起
訴

決
定

書
：

「
被

告

人
丁

盛
，

（
南

京
軍

區
司

令
員

）
參

與
了

江
青

反
革

命
集

團
密

謀
武

裝
叛

亂
的

活

動
，

觸
犯

了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刑

法
》

第
93條

的
規

定
，

已
構

成
策

動
武

裝
叛

亂
罪

。
鑒

於
被

告
人

丁
盛

是
從

犯
，

根
據

《
刑

法
》

第
24條

規
定

，
決

定
免

予
起

訴
。

  檢
察

長
于

克
法

」

既
是

「
策

動
武

裝
叛

亂
的

從
犯

」
，

如
此

重
罪

，
卻

又
「

免
予

起
訴

」
，

真

是
奇

哉
怪

也
。

丁
盛

屬
於

林
彪

麾
下

，
參

與
的

應
該

是
林

彪
集

團
的

活
動

。
林

彪
的

軍
人

集

團
，

後
期

與
江

青
的

筆
桿

子
勢

不
兩

立
。

丁
盛

怎
麼

會
參

與
江

青
密

謀
武

裝
叛

亂

的
活

動
？

江
青

又
何

來
武

裝
叛

亂
活

動
呢

？
4
3
7

丁
盛

出
事

，
罪

及
兒

子
丁

小
明

。
對

越
戰

爭
開

始
，

副
連

長
丁

小
明

接
到

命

令
，

因
為

他
父

親
和

林
彪

、
四

人
幫

案
有

關
，

所
以

成
了

「
有

可
能

在
戰

場
上

出

問
題

的
幹

部
」

，
不

准
參

戰
，

留
守

營
房

。
他

氣
得

快
昏

過
去

了
，

為
此

到
處

求

情
，

要
求

參
戰

，
最

後
還

是
沒

有
批

准
。

他
氣

憤
地

說
：

「
我

要
求

上
前

線
打

仗
，

流
血

犧
牲

。
難

道
去

找
死

都
不

成
？

」
4
3
8

比
丁

盛
職

位
更

高
的

吳
法

憲
在

回
憶

錄
裏

直
言

：
「

從
1971年

『
九

．
一

三
』

事
件

以
來

，
我

十
分

希
望

看
到

，
但

是
一

直
沒

有
看

到
過

有
直

接
的

或
者

是
有

說
服

力
的

證
據

，
說

明
林

彪
直

接
策

劃
了

『
政

變
』

和
『

謀
害

毛
主

席
』

的
行

動
。

⋯
⋯

直
到

今
天

，
林

彪
是

不
是

直
接

策
劃

和
指

揮
了

這
樣

一
個

『
政

變
』

，

在
我

心
裏

一
直

是
一

個
謎

。
至

於
我

自
己

，
就

更
是

既
沒

有
參

與
也

絲
毫

不
知

道

這
樣

一
個

所
謂

的
『

政
變

』
。

」
4
3
9

4
3
7
 
丁

盛
口

述
：

《
落

難
英

雄
—

—
丁

盛
將

軍
回

憶
錄

》
，

香
港

星
克

爾
出

版
，

2
0
0
8
年

8
月

，
1
8
9
-2
2
2
、

3
6
0
-3
6
6
頁

。
4
3
8
 
王

志
軍

：
《

1
9
7
9
對

越
戰

爭
親

歷
記

》
，

香
港

星
克

爾
出

版
，

2
0
0
9
年

4
月

，
7
9
頁

。
4
3
9
 
吳

法
憲

：
《

吳
法

憲
回

憶
錄

》
，

香
港

北
星

出
版

社
，

下
卷

，
2
0
0
6
年

9
月

，
9
7
5
、

9
8
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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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六
章
：
外
圍
組
織
  紅
灰
二
線
 (1949-2012 )

隱
蔽
精
幹
，
長
期
埋
伏
，
積
蓄
力
量
，
以
待
時
機
。

—
—
中
共
對
地
下
工
作
的
十
六
字
方
針
。

對
本

港
及

內
地

財
經

、
股

壇
「

挑
通

眼
眉

」
的

順
叔

說
得

好
：

「
港

英
年

代
，

中
國

共
產

黨
在

香
港

的
活

動
，

已
經

係
公

開
的

秘
密

，
回

歸
之

後
變

成
自

己

地
方

，
又

點
會

忽
然

『
河

水
不

犯
井

水
』

。
」
4
4
0

這
個

公
開

的
秘

密
，

人
們

知
道

多
少

？
有

多
深

入
？

有
的

人
事

、
組

織
，

外
人

不
知

道
它

與
中

共
的

關
係

。
高

繼
標

一
段

百
來

字

的
短

文
，

就
像

一
條

鍊
條

，
把

紅
、

灰
二

線
都

串
連

起
來

：
4
4
1

馬
力
在
基
諮
會
解
散
之
後
閒
散
了
一
段
日
子
，
先
派
到
中
華
文
化
促
進

中
心
當
總
幹
事
，
後
轉
到
《
香
港
商
報
》
任
總
編
輯
，
直
至
民
建
聯
組
黨
成

功
，
馬
力
才
升
任
《
香
港
商
報
》
副
社
長
，
不
管
報
社
實
務
，
以
借
調
身
份

出
掌
民
建
聯
秘
書
長
職
務
。
曾
鈺
成
請
辭
主
席
後
，
馬
力
接
任
新
主
席
，
帶

領
民
建
聯
在
2004年

立
法
會
選
舉
中
，
成
為
立
法
會
第
一
大
黨
。
4
4
2

馬
力

—
—

出
生

於
愛

國
家

庭
，

就
讀

培
僑

中
學

，
受

教
於

校
長

曾
鈺

成
（

現

任
立

法
會

主
席

）
。

1971年
馬

力
中

學
畢

業
後

，
做

了
一

名
中

學
老

師
。

（
沒

有

4
4
0
 
順

叔
：

〈
財

經
茄

哩
啡

〉
，

免
費

報
紙

《
a
m
7
3
0
》

2
0
1
2
年

3
月

1
9
日

。
4
4
1
 
司

徒
華

回
憶

錄
：

《
大

江
東

去
》

對
香

港
地

下
黨

的
灰

線
有

詳
細

的
描

述
。

4
4
2
 
高

繼
標

：
《

羅
德

丞
—

—
政

海
浮

沉
錄

》
，

博
益

出
版

社
，

2
0
0
7
年

7
月

，
1
6
6
頁

。
作

者
是

馬
力

的
中

文
大

學
同

學
，

任
教

中
學

多
年

，
在

馬
力

大
力

舉
薦

下
，

成
為

港
英

時
代

的
政

壇
「

金
童

」
羅

德
丞

的
助

理
。

這
本

書
披

露
了

不
少

政
壇

秘
聞

，
包

括
與

中
國

領
導

人
打

麻
將

時
如

何
「

鬆
章

」
。

政
壇

元
老

李
鵬

飛
、

司
徒

華
曾

推
介

。

師
範

或
大

學
學

歷
而

教
中

學
，

應
屬

不
合

法
。

）
他

邊
工

作
邊

自
修

，
1974年

考

入
中

文
大

學
。

1985年
，

馬
力

參
加

了
香

港
基

本
法

諮
詢

委
員

會
。

馬
力

表
示

有
兩

個
人

對

他
影

響
深

遠
，

一
位

是
曾

任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的

毛
鈞

年
，

稱
他

是
自

己

的
「

政
治

啓
蒙

者
」

；
另

一
位

是
曾

在
港

英
時

期
擔

任
行

政
、

立
法

兩
局

議
員

的

羅
德

丞
。

1991年
，

港
英

政
府

開
始

實
行

地
區

直
選

，
以

個
人

身
份

參
選

的
左

派
陣

營

候
選

人
全

軍
覆

沒
。

1992年
7月

，
馬

力
與

曾
鈺

成
、

譚
耀

宗
等

成
立

民
建

聯
。

時
任

《
商

報
》

總
編

輯
的

馬
力

擔
任

顧
問

。
1997年

，
出

任
民

建
聯

秘
書

長
。

2003年
民

建
聯

在
區

議
會

選
舉

中
遭

遇
挫

敗
，

主
席

曾
鈺

成
辭

職
，

馬
力

被
推

舉

為
新

主
席

。
4
4
3

基
諮
會

—
—

基
本

法
諮

詢
委

員
會

。
馬

力
任

副
秘

書
長

，
中

英
兩

國
就

香
港

前
途

進
行

會
談

和
香

港
回

歸
的

過
渡

期
間

，
以

筆
名

「
辛

維
思

」
撰

寫
不

少
反

映

中
方

觀
點

的
分

析
文

章
而

名
噪

一
時

。

中
華
文
化
促
進
中
心

—
—

成
立

於
1985年

。
創

辦
人

之
一

毛
鈞

年
，

畢
業

於

香
港

大
學

，
在

循
道

中
學

任
教

。
1984年

忽
然

轉
到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工

作
，

3年
後

成
為

副
社

長
，

出
任

基
本

法
起

草
委

員
會

副
秘

書
長

和
基

本
法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可

惜
，

毛
患

有
柏

金
遜

症
，

基
諮

會
秘

書
長

一
職

改
由

梁
振

英
（

前

行
政

會
議

召
集

人
）

接
替

。
毛

鈞
年

的
岳

父
陳

達
明

也
是

80年
代

的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

陳
達

明
30年

代
已

是
香

港
的

中
共

地
下

黨
成

員
，

參
加

學
賑

會

工
作

，
抗

戰
期

間
是

赫
赫

有
名

的
東

江
縱

隊
—

—
港

九
大

隊
政

委
。

從
內

地
一

個

「
東

江
縱

隊
」

的
網

站
上

得
知

，
這

位
91歲

的
老

人
現

居
於

廣
州

。

香
港
《
商
報
》

—
—

由
於

銷
量

欠
佳

，
當

時
已

賣
盤

給
聯

合
出

版
集

團
（

三
聯

書
店

、
商

務
印

書
館

、
中

華
書

局
的

上
級

）
，

之
後

還
有

《
深

圳
特

區
報

》
參

股
。
4
4
4

有
本

事
把

馬
力

安
插

到
基

本
法

諮
詢

委
員

會
，

再
派

到
、

轉
到

、
借

調
、

接

任
的

「
有

形
之

手
」

，
不

問
可

知
，

當
然

是
香

港
人

慣
稱

的
「

阿
爺

」
—

—
中

共

的
代

號
。

4
4
3
 
張

意
軒

：
《

路
遙

知
馬

力
》

，
《

人
民

日
報

》
海

外
版

，
2
0
0
6
年

5
月

9
日

。
4
4
4
 
郭

國
燦

：
《

香
港

中
資

財
團

》
，

三
聯

書
店

，
2
0
0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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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根
據

公
開

文
獻

、
解

密
檔

案
，

揭
開

這
個

長
期

以
來

若
隱

若
現

的
秘

密
。

一
、
中
共
香
港
黨
員
人
數
考

由
於

歷
史

的
原

因
，

在
港

英
管

治
下

，
中

共
長

期
以

地
下

組
織

的
方

式
在

香

港
活

動
。

回
歸

十
幾

年
了

，
這

種
隱

蔽
的

狀
態

基
本

不
變

。

反
倒

是
留

學
香

港
的

內
地

學
生

比
較

老
實

。
2011年

底
，

嶺
南

大
學

候
選

學

生
會

會
長

廖
維

懿
承

認
，

自
己

在
內

地
時

是
黨

員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楊
昊

等
四

名

學
生

會
幹

事
也

承
認

，
自

己
在

內
地

曾
是

共
青

團
員

。
4
4
5

香
港

有
共

產
黨

員
、

共
青

團
員

，
無

須
大

驚
小

怪
。

中
國

有
超

過
7,800萬

共
產

黨
員

、
8,000萬

共
青

團
員

，
佔

中
國

總
人

口
超

過
10％

，
佔

城
市

成
年

人
口

的
比

例
更

高
。
4
4
6

迄
今

為
止

，
最

權
威

的
香

港
黨

員
數

字
，

來
自

原
港

澳
工

委
書

記
、

新
華

社

前
社

長
許

家
屯

。
他

說
：

1983年
，

港
澳

有
中

共
黨

員
6,000多

人
，

從
內

地
去

的
不

到
3,000人

，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是

當
地

黨
員

。
4
4
7

許
家

屯
去

國
也

有
二

十
餘

年
了

，
這

段
時

間
增

加
了

多
少

？

信
報

前
主

筆
練

乙
錚

大
膽

推
算

：
「

內
地

黨
員

7,000多
萬

，
佔

人
口

5%
，

若
按

此
比

例
在

港
設

置
地

下
黨

員
，

數
目

是
35萬

。
」
4
4
8

練
的

數
字

打
一

折
，

也
有

35,000人
。

設
若

每
人

佔
一

米
距

離
，

可
排

列
成

35公
里

的
人

龍
，

接
近

地
鐵

港
島

線
和

九
龍

至
荃

灣
線

的
長

度
。

陸
恭

蕙
的

英
文

專
著

《
地

下
陣

線
》

在
前

言
和

結
論

部
份

，
又

有
另

一
組

數

字
：

83,000。
4
4
9

從
1949解

放
，

合
法

以
至

偷
渡

南
來

香
港

的
內

地
人

，
真

如
泥

沙
俱

下
，

魚

龍
混

雜
。

1979年
開

放
改

革
以

來
，

更
是

「
孔

雀
東

南
飛

」
。

紛
紛

來
香

港
尋

找

機
會

的
，

如
恆

河
沙

數
。

粗
分

幾
類

：

4
4
5
  《

明
報

》
2
0
1
1
年

1
1
月

1
7
日

。
4
4
6
 《

北
京
支
部
生
活
》
2
0
1
0
年
第
7
期
，
拙
著
上
卷
3
9
7
頁
；
李
玉
琦
主
編
：
《
中
國
共
青
團
史
稿
1
9
2
2
-2
0
0
8
》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

2
0
1
0
年

7
月

。
4
4
7
  《

許
家

屯
香

港
回

憶
錄

》
，

香
港

聯
合

報
出

版
，

1
9
9
3
年

1
0
月

，
6
9
頁

。
4
4
8
  〈

答
覆

梁
振

英
  問

問
葉

國
謙

〉
，

《
信

報
》

2
0
0
9
年

9
月

7
日

。
4
4
9
 
拙

著
上

卷
4
1
1
-4
1
5
頁

對
《

地
下

陣
線

》
提

出
質

疑
。

1、
「
土
共
」
—
—
本
地
培
養
的
，
涵
蓋
工
、
學
、
商
、
專
業
人
士
等
各
個

階
層
的
人
。

學
友

社
前

主
席

梁
慕

嫻
以

過
來

人
的

身
份

，
寫

成
《

我
與

香
港

地
下

黨
》

一

書
，

詳
細

披
露

了
中

共
50年

代
末

至
70年

代
初

在
青

年
學

生
界

的
灰

線
內

幕
。

梁
慕

嫻
將

地
下

黨
人

分
為

三
等

：
一

是
「

實
證

地
下

黨
員

」
，

即
已

有
人

證

的
，

如
葉

國
華

、
蔡

培
遠

、
歐

陽
成

潮
等

。

二
是

「
推

算
地

下
黨

員
」

，
如

曾
鈺

成
、

曾
德

成
兄

弟
，

程
介

明
、

程
介

南

兄
弟

等
。

三
是

「
行

為
實

質
地

下
黨

員
」

，
如

梁
振

英
、

林
瑞

麟
、

梁
愛

詩
等

。
特

點

是
思

想
意

識
忠

黨
愛

國
，

為
共

產
黨

做
事

。
4
5
0

對
於

第
一

類
人

，
梁

慕
嫻

有
第

一
身

的
接

觸
，

可
信

性
毋

庸
置

疑
。

第
二

類
也

算
是

有
旁

證
的

合
理

推
敲

。

第
三

類
則

值
得

商
榷

。
為

何
雙

梁
—

—
梁

振
英

、
梁

愛
詩

不
屬

於
第

二
類

？

把
一

向
毫

無
親

中
左

傾
跡

象
的

政
務

官
林

瑞
麟

列
入

其
中

，
則

頗
為

牽
強

，
證

據

不
足

。
如

果
林

瑞
麟

是
的

話
，

提
拔

他
的

特
首

曾
蔭

權
呢

？
如

此
類

推
，

如
今

貴

為
人

大
代

表
的

范
徐

麗
泰

、
譚

惠
珠

等
一

大
串

「
為

共
產

黨
做

事
」

的
港

英
舊

臣

呢
？

70年
代

，
港

大
的

國
粹

派
中

人
，

有
一

位
後

來
曾

成
為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的
青

年
工

作
部

部
長

，
之

後
又

到
大

學
教

過
書

，
丈

夫
則

做
過

土
地

基
金

中
方

代

表
，

絕
對

是
中

共
信

得
過

的
人

。
黨

員
身

份
也

是
呼

之
欲

出
的

。

其
實

，
黨

員
在

內
地

十
分

稀
鬆

平
常

，
到

處
皆

有
。

筆
者

年
前

在
洛

陽
旅

遊

時
，

一
位

出
租

車
司

機
就

坦
言

，
當

兵
時

入
了

黨
。

不
過

如
今

退
役

成
了

個
體

戶
。

他
說

：
「

黨
不

理
他

了
。

」

黨
員

、
團

員
的

政
治

光
譜

可
以

很
闊

，
由

《
烏

有
之

鄉
》

的
毛

派
，

到
《

炎

黃
春

秋
》

的
改

革
派

，
有

一
心

推
動

中
國

走
向

文
明

民
主

進
步

的
開

明
左

派
，

也

有
志

在
「

入
黨

鍍
金

」
的

機
會

主
義

者
，

借
香

港
「

走
資

」
、

炒
樓

炒
股

炒
外

匯

的
貪

官
污

吏
，

還
有

天
真

爛
漫

的
嶺

大
、

城
大

的
內

地
學

生
，

誰
能

說
得

清
？

4
5
0
 
梁

慕
嫻

：
《

我
與

香
港

地
下

黨
》

，
開

放
出

版
社

，
2
0
1
2
年

2
月

，
2
3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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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
營
企
業
、
事
業
單
位
員
工

香
港

證
券

交
易

所
的

網
頁

（
截

至
2012年

4月
底

）
：

紅
籌

股
（

主
板

102家
＋

創
業

板
5家

）
：

107家

H
股

（
主

板
139家

＋
創

業
板

29家
）

：
168家

。

合
共

275家
機

構
，

市
價

超
過

91,000億
港

元
，

佔
香

港
股

市
總

市
值

45.38%
。

香
港

人
常

說
某

某
大

地
產

商
是

「
大

孖
沙

」
m

aster。
其

實
，

最
大

的

「
孖

沙
」

是
中

資
。

像
中

移
動

、
中

石
油

、
中

行
、

工
行

、
建

行
等

大
企

業
的

資

產
值

，
在

全
球

同
行

業
中

都
是

位
居

前
列

。

假
設

每
個

機
構

平
均

有
50名

派
駐

香
港

的
職

工
是

黨
員

，
就

已
超

過
1萬

人
。

家
居

附
近

，
偶

然
會

遇
到

一
位

電
視

熒
幕

上
見

過
的

紅
籌

股
國

企
老

總
，

西

裝
筆

挺
、

相
貌

堂
堂

，
乘

坐
港

中
兩

地
車

牌
的

奔
馳

豪
華

房
車

，
有

司
機

接
送

出

入
。

老
總

的
大

本
營

在
蛇

口
，

總
市

值
600多

億
港

元
。

他
當

然
是

黨
員

。
住

滿

七
年

，
就

是
你

我
一

樣
、

不
折

不
扣

的
香

港
人

了
。

例
如

鳳
凰

衛
視

，
裏

面
掌

控
輿

論
導

向
的

眾
多

高
管

、
名

嘴
。

不
少

是
內

地

大
學

畢
業

、
在

內
地

媒
體

、
研

究
所

之
類

工
作

過
的

。

3、
派
遣
到
香
港
、
沒
有
上
市
的
中
資
機
構
的
黨
員
幹
部

如
《

文
匯

》
、

《
大

公
》

、
《

商
報

》
的

高
層

多
是

外
派

幹
部

，
本

地
人

已

越
來

越
少

。

《
文

匯
報

》
副

總
編

輯
李

曉
惠

的
自

我
介

紹
：

1955年
生

於
武

漢
，

1977年

入
湖

北
大

學
政

治
系

，
1982年

畢
業

留
校

任
教

；
1987年

獲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法

學

碩
士

學
位

；
1990年

移
居

香
港

，
進

入
《

文
匯

報
》

，
現

為
專

責
撰

寫
社

論
及

分

管
報

社
評

論
的

副
總

編
輯

。
研

究
生

及
大

學
任

教
期

間
，

已
開

始
研

究
「

一
國

兩

制
」

問
題

。
4
5
1

李
是

否
黨

員
，

已
無

須
多

問
。

這
樣

的
外

派
幹

部
有

多
少

？

李
曉

惠
的

一
位

前
任

—
—

楊
正

彥
自

稱
：

1985年
，

由
中

共
中

央
組

織
部

和

中
央

宣
傳

部
聯

合
推

薦
他

到
香

港
工

作
，

被
任

命
為

香
港

《
文

匯
報

》
副

社
長

兼

4
5
1
 
李

曉
惠

：
《

困
局

與
突

破
—

—
香

港
難

點
問

題
專

題
研

究
》

，
天

地
圖

書
，

2
0
1
0
年

1
月

，
封

面
內

頁
。

總
主

筆
。

1987年
回

北
京

，
在

中
宣

部
的

關
照

下
，

任
國

家
新

聞
出

版
總

署
副

署

長
。
4
5
2

可
見

，
左

派
喉

舌
在

北
京

心
目

中
的

地
位

。

4、
來
港
後
自
組
公
司
、
加
入
本
地
工
商
機
構
、
政
府
建
制
的
高
幹
子
女
。

例
如

，
前

總
理

李
鵬

的
千

金
李

小
琳

、
前

港
澳

辦
主

任
魯

平
公

子
魯

恭
、

前

港
澳

辦
副

主
任

陳
佐

洱
千

金
陳

晴
（

2010年
起

出
任

特
區

政
府

中
央

政
策

研
究

組

非
全

職
顧

問
）

，
甚

至
不

時
在

報
紙

娛
樂

版
出

現
、

打
扮

得
花

枝
招

展
的

萬
寶

寶

（
前

人
大

委
員

長
萬

里
的

孫
女

）
，

又
是

不
是

黨
員

？

2010年
因

為
爭

奪
「

亞
洲

電
視

」
控

制
權

而
為

港
人

認
識

的
王

征
，

他
的

已

故
後

父
舒

同
是

中
共

高
幹

，
曾

在
50年

代
初

內
定

為
解

放
台

灣
後

的
台

灣
黨

委
書

記
。

王
征

本
人

是
民

主
黨

派
—

—
中

國
國

民
黨

革
命

委
員

會
（

民
革

）
的

中
央

委

員
，

他
是

否
同

時
是

共
產

黨
員

，
即

「
交

叉
黨

員
」

呢
？

5、
各
省
市
縣
鎮
鄉
到
香
港
辦
企
業
的
，
或
本
人
，
或
透
過
姨
媽
姑
爹
，
利

用
公
家
、
私
設
小
金
庫
或
來
路
不
明
錢
財
，
來
港
投
資
、
炒
樓
、
洗
黑
錢
，
輾

轉
拿
到
港
人
身
份
證
的
，
當
中
有
多
少
是
黨
員
？

幾
年

前
報

載
，

東
莞

某
副

鎮
長

在
港

島
淺

水
灣

一
處

別
墅

失
竊

，
損

失
首

飾

財
物

數
千

萬
元

。
至

今
印

象
深

刻
。

這
些

黨
員

幹
部

可
以

是
來

自
福

建
石

獅
、

浙
江

溫
州

、
黑

龍
江

琿
春

、
中

山

石
岐

⋯
⋯

全
國

幾
百

個
城

市
，

2,000多
個

縣
，

數
萬

個
鄉

鎮
。

6、
近
年
來
，
獲
聘
任
教
於
本
港
各
大
學
的
「
海
龜
（
歸
）
」
（
內
地
大
學

畢
業
，
海
外
留
學
後
歸
來
的
學
人
）
或
「
非
海
龜
」
。

2011年
秋

，
在

中
文

大
學

新
聞

系
和

政
治

行
政

系
的

一
次

午
餐

聚
會

，
一

位

新
聞

系
的

海
歸

博
士

在
五

、
六

十
人

面
前

，
公

開
承

認
自

己
在

大
陸

讀
大

學
時

加

入
過

共
產

黨
，

後
來

出
國

留
學

，
幾

年
沒

交
黨

費
，

也
沒

有
組

織
活

動
，

自
然

就

脫
黨

了
。

筆
者

當
時

忘
記

問
：

來
香

港
後

，
有

沒
有

人
找

他
重

新
加

入
？

舉
幾

個
與

新
聞

和
歷

史
有

關
的

例
子

：

4
5
2
 
楊

正
彥

：
《

香
港

辦
報

札
記

》
，

九
州

出
版

社
，

2
0
0
5
年

1
1
月

，
封

面
內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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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
會

大
學

新
聞

系
九

個
教

席
中

，
佔

了
三

個
最

高
職

位
的

「
海

歸
」

。
系

主

任
黃

煜
教

授
是

在
北

京
受

新
聞

教
育

，
1988-1994年

在
英

國
攻

讀
博

士
和

做
記

者
。

另
一

位
教

授
俞

旭
分

別
在

北
京

和
上

海
攻

讀
學

士
及

碩
士

學
位

，
然

後
放

洋

到
美

國
讀

博
士

。
副

教
授

郭
中

實
，

留
美

前
曾

在
大

陸
官

方
喉

舌
《

中
國

日
報

》

C
hina D

aily做
過

七
年

記
者

，
跑

政
治

和
外

事
新

聞
。

他
們

是
否

或
曾

否
是

中

共
黨

員
？

嶺
南

大
學

香
港

地
方

志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劉

蜀
永

教
授

，
曾

長
期

在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任

職
，

舊
日

的
文

章
政

治
立

場
鮮

明
。

樹
仁

大
學

歷
史

系
教

授
莫

世
祥

，
曾

在
廣

州
暨

南
大

學
、

深
圳

大
學

教
書

，

研
究

中
國

近
現

代
史

二
十

幾
年

。
莫

世
祥

回
應

《
香

港
海

員
大

罷
工

是
國

民
黨

領

導
的

》
時

稱
作

者
為

「
劉

麗
同

志
」

。
引

為
同

志
，

是
同

道
之

共
產

黨
人

、
「

自

己
友

」
乎

 ?! 4
5
3

還
有

，
來

香
港

深
造

、
佔

大
學

研
究

生
比

例
最

多
的

內
地

生
，

不
少

畢
業

後

留
港

工
作

，
當

中
有

多
少

黨
員

、
共

青
團

員
，

天
曉

得
。

筆
者

自
問

沒
有

本
事

，
找

不
到

已
解

密
的

檔
案

，
考

據
不

出
中

共
香

港
黨

員

人
數

，
遑

論
當

中
有

多
少

是
陸

恭
蕙

筆
下

的
「

第
五

縱
隊

」
，

只
能

從
微

觀
角

度

入
手

，
指

陳
若

干
現

象
。

儘
管

如
此

，
每

回
聽

見
：

「
河

水
不

犯
井

水
」

，
總

有
啼

笑
皆

非
之

感
。

二
、
聞
雞
起
舞
的
工
聯
會

「
聞

雞
起

舞
」

這
句

成
語

，
原

意
是

指
半

夜
聞

雞
啼

即
起

，
奮

發
學

習
。

這

裏
改

其
意

而
用

之
。

「
雞

」
，

粵
語

可
解

作
「

哨
子

」
。

阿
爺

吹
「

雞
」

，
工

聯

會
跟

住
節

拍
跳

舞
。

1949年
10月

中
，

廣
州

解
放

，
工

聯
會

理
事

長
張

振
南

帶
領

幾
十

個
工

友
，

不
分

男
女

，
在

灣
仔

工
聯

會
會

址
的

天
台

，
興

高
采

烈
地

大
跳

秧
歌

舞
。
4
5
4

4
5
3
 
莫

世
祥

：
〈

也
談

國
共

兩
黨

和
香

港
海

員
大

罷
工

〉
，

《
近

代
史

研
究

》
1
9
8
7
年

第
5
期

。
莫

世
祥

：
〈

也
談

國
共

兩
黨

和
香

港
海

員
大

罷
工

〉
，

《
近

代
史

研
究

》
1
9
8
7
年

第
5
期

。
4
5
4
 
這

幅
精

彩
的

圖
像

見
於

《
光

輝
歲

月
  薪

火
相

傳
—

—
香

港
打

工
仔

的
集

體
回

憶
》

，
《

工
聯

會
歷

史
圖

片
集

1
9
4
8
-2
0
0
8
》

2
0
0
8
年

4
月

，
5
1
-5
6
頁

。
拙

著
上

卷
1
7
9
頁

曾
提

到
張

振
南

的
共

產
黨

員
身

份
。

共
產

黨
以

往
標

榜
是

工
人

階
級

的
先

鋒
隊

。
工

聯
會

從
成

立
的

第
一

天
起

，
就

是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嫡

系
部

隊
。
4
5
5

大
陸

解
放

前
後

，
工

聯
會

異
常

活
躍

。

1949年
1月

12日
，

工
聯

會

率
先

認
購

勝
利

公
債

11,000份
。

廣
州

解
放

半
個

月
，

10月

30日
，

工
聯

會
派

出
300名

代
表

到
深

圳
勞

軍
。

11月
8日

，
廣

東
省

主
席

葉

劍
英

在
廣

州
接

見
了

張
振

南
率

領
的

香
港

觀
光

團
。

11月
，

電
車

工
會

會
員

慰

問
「

兩
航

」
起

義
人

員
。

張
振

南
是

策
反

「
兩

航
」

員
工

起
義

的
關

鍵
人

物
。

為
了

支
援

解
放

海
南

島
，

摩
托

工
會

工
友

發
起

募
捐

，
獻

車
勞

軍
。

海
員

工

會
更

舉
行

歡
送

會
，

支
持

工
人

奔
赴

前
線

支
援

解
放

海
南

島
；

這
些

「
支

前
英

雄
」

，
有

些
就

是
太

古
的

工
友

。

1958年
，

內
地

掀
起

三
面

紅
旗

（
總

路
線

、
大

躍
進

、
人

民
公

社
）

的
左

傾

思
潮

，
工

聯
會

號
召

上
萬

名
香

港
技

術
工

人
返

回
內

地
，

支
援

國
家

建
設

。
4
5
6

工
聯

會
前

理
事

長
潘

江
偉

憶
述

：
「

工
會

幹
事

人
人

都
去

遊
說

各
行

業
的

工

友
，

希
望

他
們

能
北

上
貢

獻
國

家
。

我
自

己
一

個
月

沒
回

過
家

。
晚

晚
到

工
會

開

會
到

深
夜

兩
三

時
，

翌
日

又
正

常
辦

公
。

我
們

動
員

了
過

萬
人

北
上

，
但

動
員

的

行
業

太
廣

、
人

數
太

多
，

結
果

有
些

人
沒

有
工

作
，

回
流

香
港

。
部

份
工

友
有

怨

言
，

我
們

也
深

表
歉

意
。

事
實

上
，

是
我

們
工

作
不

夠
細

緻
，

使
他

們
丟

失
了

香

4
5
5
 
拙

著
上

卷
2
2
3
頁

曾
提

到
工

聯
會

是
由

中
共

領
導

。
4
5
6
 《

光
輝

歲
月

  薪
火

相
傳

—
—

香
港

打
工

仔
的

集
體

回
憶

》
，

《
工

聯
會

歷
史

圖
片

集
1
9
4
8
-2
0
0
8
》

2
0
0
8
年

4
月

，
5
1
-5
6
頁

。
以

上
活

動
全

部
有

圖
為

證
。

版
權

所
限

，
無

法
引

用
。

工
聯

會
總

部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332
333

第
六
章

港
的

工
作

。
後

來
我

們
又

努
力

為
他

們
重

新
找

工
作

。
」
4
5
7

主
管

僑
務

和
港

澳
事

務
的

廖
承

志
當

時
就

對
這

個
做

法
不

以
為

然
：

「
廣

東

省
委

一
位

領
導

公
開

號
召

香
港

一
萬

名
技

工
回

大
陸

支
援

廣
東

省
躍

進
計

劃
。

一
萬

人
喲

，
吃

喝
拉

撒
睡

，
再

加
上

老
婆

孩
子

，
就

是
好

幾
萬

，
怎

麼
安

排
？

如
果

安
排

不
了

，
香

港
那

邊
又

辭
了

工
，

丟
了

飯
碗

，
國

家
都

包
下

來
 ?! 行

嗎
？

⋯
⋯

」
4
5
8

廖
承

志
沒

有
點

出
這

位
省

委
領

導
的

名
字

，
不

知
是

不
是

指
陶

鑄
。

港
大

醫
學

院
學

生
梁

佩
娥

年
幼

時
曾

在
廣

州
生

活
。

她
憶

述
：

「
那

時
是

1958年
，

父
親

響
應

祖
國

呼
籲

，
回

國
參

加
生

產
建

設
，

懷
着

雄
心

壯
志

而
往

，

失
望

而
回

。
」
4
5
9

這
次

號
召

，
應

該
屬

於
李

後
批

評
的

解
放

後
的

三
次

左
傾

錯
誤

之
一

。
奇

怪

的
是

，
工

聯
會

對
當

年
這

種
過

「
左

」
的

做
法

，
不

但
沒

有
檢

討
，

在
《

光
輝

歲

月
  薪

火
相

傳
》

一
書

中
，

反
而

說
成

是
工

聯
會

的
一

項
功

績
。

前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社
長

許
家

屯
批

評
說

：
「

『
左

派
』

工
會

長
期

以
來

，

『
以

階
級

鬥
爭

為
綱

』
，

響
應

、
支

持
內

地
的

運
動

，
成

為
主

要
任

務
，

忽
視

為

香
港

工
人

爭
取

自
身

福
利

，
嚴

重
脫

離
香

港
實

際
。

」
4
6
0

許
家

屯
說

的
是

殖
民

地
時

代
動

輒
鬧

工
潮

的
工

聯
會

。

回
歸

以
後

，
工

聯
會

變
成

特
區

政
府

建
制

的
一

員
，

因
勢

利
導

，
趁

機
發

展

壯
大

，
爭

奪
議

會
的

席
位

。
根

據
勞

工
處

的
資

料
，

截
至

2010年
年

底
，

與
工

聯

會
有

聯
繫

的
工

會
已

發
展

到
180間

，
會

員
人

數
368,700多

人
，

成
為

香
港

實
力

最
強

、
涵

蓋
行

業
最

廣
泛

的
勞

工
團

體
。

儘
管

香
港

社
會

近
年

的
深

層
次

矛
盾

十
分

尖
銳

，
貧

富
懸

殊
越

趨
嚴

重
，

工

聯
會

反
倒

變
得

溫
馴

，
不

再
激

進
。

在
高

唱
和

諧
的

主
旋

律
聲

中
，

工
聯

會
只

講

福
利

主
義

、
蛇

齋
餅

粽
、

賣
賣

平
價

貨
、

利
用

政
府

撥
款

開
辦

職
業

再
培

訓
課

4
5
7
 
潘

江
偉

：
〈

我
的

激
情

歲
月

〉
，

《
北

行
記

事
》

，
經

濟
導

報
社

，
2
0
0
9
年

1
1
月

，
9
7
頁

。
潘

江
偉

，
1
9
4
1
年

加
入

東
江

縱
隊

游
擊

隊
，

曾
在

中
山

虎
門

附
近

偷
襲

日
偽

軍
堡

壘
時

，
被

子
彈

打
中

左
腳

腳
腕

受
傷

。
抗

戰
勝

利
後

回
港

，
身

負
兩

個
任

務
：

一
是

籌
辦

華
商

報
印

刷
廠

；
二

是
重

組
工

會
。

1
9
4
9
年

起
，

潘
江

偉
全

職
投

入
工

會
的

工
作

，
直

至
退

休
。

他
早

年
在

大
東

書
局

印
刷

部
門

的
同

事
、

一
同

參
加

東
江

縱
隊

的
賈

華
，

後
來

做
了

深
圳

市
市

長
。

由
此

推
斷

，
潘

也
是

老
共

產
黨

員
。

4
5
8
 
鐵

竹
偉

：
《

廖
承

志
傳

》
。

4
5
9
 
港

大
學

生
會

刊
物

《
學

苑
》

，
1
9
7
5
年

9
月

5
日

。
4
6
0
 
許

家
屯

：
《

許
家

屯
香

港
回

憶
錄

》
上

冊
，

聯
經

出
版

，
1
4
4
頁

。

程
，

充
其

量
是

遊
遊

行
、

請
請

願
。

「
罷

工
」

一
詞

早
已

消
失

得
無

影
無

蹤
。

這

樣
說

並
不

是
要

鼓
吹

罷
工

，
只

是
道

出
工

聯
會

在
回

歸
前

後
的

兩
副

面
孔

。
總

之
，

一
切

行
動

聽
中

央
。

三
、
點
止
係
愛
國
咁
簡
單

4
6
1—

—
「
傳
統
愛
國
學
校
」
透
視

「
傳

統
愛

國
學

校
」

是
在

近
期

的
報

紙
招

生
廣

告
上

看
到

的
用

語
，

也
有

人

稱
之

為
「

紅
校

」
、

「
左

校
」

、
「

左
派

學
校

」
。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有
一

份
港

英
政

府
在

1966年
12月

31日
的

英
文

「
機

密
」

卷
宗

‘
secret’

file，
列

出
共

產
黨

控
制

的
學

校
‘

C
om

m
unist C

ontrolled 

Schools’
清

單
，

附
有

按
英

文
字

母
排

列
的

控
制

年
份

‘
Y
ear C

ontrolled’
：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H

K
R
S907-2-5。

中
文

是
筆

者
譯

的
。

Chung W
a 中
華
中
學
：
1951年

Fukien A
.M
. 福
建
中
學
（
上
午
）
：
1950年

Fukien P.M
. 福
建
中
學
（
下
午
）
：
1961年

H
eung To 香

島
中
學
：
1946年

H
on W

a 漢
華
中
學
：
1946年

Pui Kiu 培
僑
中
學
：
1946年

Shun Sau 信
修
中
學
：
1957年

Sun Kiu 新
僑
中
學
：
1951年

Yuk Kw
an 育

群
中
學
：
1946年

清
單

列
出

的
控

制
年

份
，

也
是

創
校

年
份

，
說

明
它

們
自

始
至

終
由

共
產

黨

控
制

，
當

中
有

多
所

學
校

是
在

抗
戰

勝
利

後
不

久
成

立
的

，
可

見
其

深
謀

遠
慮

。

名
單

並
不

齊
全

，
遺

漏
了

勞
校

、
中

業
等

學
校

。

1948-1949年
，

國
共

內
戰

正
是

殊
死

搏
鬥

階
段

。
中

共
在

香
港

設
立

後
勤

處
吸

收
人

員
參

加
解

放
軍

，
其

中
有

不
少

來
自

這
些

學
校

。

4
6
1
 
本

題
借

用
著

名
廣

告
人

紀
文

鳳
的

名
句

：
「

維
他

奶
—

—
點

止
係

汽
水

咁
簡

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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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香
港
達
德
學
院
、
香
港
培
僑
中
學
、
香
島
中
學
、
漢
華
中
學
、
香
港

仔
漁
民
學
校
、
長
洲
小
學
、
九
龍
學
生
書
店
等
單
位
介
紹
，
由
後
勤
處
輸
送

回
部
隊
的
約
有
一
百
餘
人
，
由
九
龍
新
界
地
下
黨
組
織
介
紹
，
經
後
勤
處

輸
送
回
部
隊
的
約
有
數
十
人
。
還
有
香
港
九
龍
各
個
進
步
社
團
，
工
會
及
在

港
工
作
的
同
志
介
紹
的
人
員
，
從
越
南
、
馬
來
亞
、
新
加
坡
等
國
家
回
到
香

港
後
要
求
歸
隊
或
參
隊
的
人
員
，
也
經
後
勤
處
輸
送
回
部
隊
參
加
解
放
戰

爭
。
4
6
2

被
港
英
政
府
遞
解
出
境
的
香
島
中
學
校
長
盧
動

毫
無

疑
問

，
遞

解
香

島
中

學
校

長
盧

動
出

境
是

一
種

政
治

迫
害

，
是

在
東

西

方
冷

戰
格

局
下

，
港

英
政

府
維

持
殖

民
地

管
治

，
與

中
共

較
量

的
政

治
舉

措
。

到
底

盧
校

長
是

甚
麼

人
？

廣
東

東
莞

的
《

東
坑

》
週

報
披

露
了

這
位

1915年

出
生

的
老

鄉
的

背
景

。

1938年
，
因
為
戰
亂
，
廣
州
大
學
遷
到
香
港
，
盧
動
也
隨
之
去
了
香

港
。
到
了
香
港
，
一
場
球
，
盧
動
也
成
了
香
港
籃
球
代
表
隊
的
中
堅
人
物
。

1941年
，
盧
動
在
香
港
加
入
了
中
國
共
產
黨
，
任
中
共
香
港
青
委
書

記
。
1945年

，
抗
戰
勝
利
，
愛
國
人
士
在
香
港
開
辦
香
島
中
學
，
盧
動
被

聘
任
為
香
島
中
學
首
任
校
長
。
1950年

，
香
港
當
局
對
盧
動
在
香
島
中
學

開
展
的
愛
國
運
動
不
滿
，
因
懼
怕
他
開
展
的
活
動
影
響
香
港
的
治
安
，
於

是
，
香
港
政
府
在
1950年

1月
將
盧
動
逮
戒
（
解
）
出
境
。
盧
動
從
香
港
回

到
廣
州
，
同
年
，
就
擔
任
廣
州
市
廣
雅
中
學
校
長
。
1955年

年
底
，
開
始

擔
任
廣
東
省
體
育
的
領
導
工
作
，
曾
任
廣
東
省
體
育
運
動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

廣
州
體
育
學
院
副
院
長
，
中
國
游
泳
協
會
，
中
國
體
操
協
會
以
及
中
華
全
國

體
育
總
會
廣
東
省
分
會
副
主
席
，
廣
東
省
體
育
科
學
學
會
理
事
長
，
廣
東
省

籃
球
協
會
主
席
等
職
。
4
6
3

4
6
2
 
吳

堅
：

〈
香

港
九

龍
新

界
秘

密
交

通
線

站
支

援
解

放
戰

爭
概

況
〉

，
《

深
圳

黨
史

資
料

匯
編

》
第

四
輯

，
中

共
深

圳
市

委
黨

史
辦

公
室

編
，

1
9
8
9
年

6
月

，
2
7
8
-2
8
9
頁

。
4
6
3
  〈

東
坑

名
將

風
采

：
「

亂
世

中
鋒

」
—

—
盧

動
〉

，
《

東
坑

》
週

報
，

2
0
0
9
年

1
1
月

3
0
日

。

香
島
中
學
—
—
香
港
教
育
戰
線
的
「
紅
色
根
據
地
」

20世
紀

50年
代

初
，

曾
在

香
島

中
學

就
讀

、
後

來
回

到
內

地
升

學
的

李
仲

華

形
容

，
香

島
中

學
是

香
港

教
育

戰
線

的
「

解
放

區
」

、
「

紅
色

根
據

地
」

：

每
天
早
自
習
，
同
學
們
除
了
讀
語
文
、
英
語
之
外
，
還
有
讀
報
活
動
。

全
班
分
成
幾
個
小
組
，
集
體
閱
讀
剛
出
版
的
《
大
公
報
》
、
《
文
匯
報
》
、

《
新
晚
報
》
等
左
翼
報
刊
，
有
時
還
展
開
討
論
。

在
語
文
、
歷
史
、
地
理
等
課
程
的
課
堂
上
，
香
島
的
老
師
們
從
不
按
港

英
當
局
審
定
的
教
材
講
授
。
如
歷
史
老
師
講
解
鴉
片
戰
爭
、
辛
亥
革
命
、
北

伐
戰
爭
、
抗
日
戰
爭
⋯
⋯
音
樂
課
教
唱
的
既
有
外
國
經
典
名
曲
，
也
有
中
國

民
歌
，
還
有
革
命
歌
曲
。

李
仲

華
本

人
在

香
島

中
學

學
會

了
唱

《
國

際
歌

》
、

《
東

方
紅

》
、

《
解

放

區
的

天
是

明
朗

的
天

》
等

紅
色

歌
曲

。
學

校
的

文
藝

晚
會

上
，

同
學

們
表

演
秧

歌

舞
、

腰
鼓

舞
，

還
演

出
過

話
劇

《
小

二
黑

結
婚

》
與

歌
劇

《
白

毛
女

》
的

片
斷

。

香
島

對
道

德
操

守
的

要
求

極
高

：
「

對
敢

於
向

女
同

學
暗

遞
『

情
書

』
，

或

放
學

回
家

路
上

尾
追

女
同

學
的

個
別

男
生

，
則

展
開

較
嚴

肅
的

批
評

，
甚

至
要

求

當
衆

檢
討

。
」
4
6
4

大
名

鼎
鼎

的
中

共
地

下
黨

員
郭

沫
若

1948年
旅

居
香

港
時

，
也

是
香

島
中

學

的
學

生
家

長
。

五
十

多
年

前
擔

任
過

香
島

中
學

學
生

會
會

長
、

前
特

首
董

建
華

特
別

顧
問

葉

國
華

憶
述

：
「

我
初

中
入

讀
香

島
，

學
習

的
歷

史
哲

學
框

架
都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

大
家

知
道

馬
克

思
主

義
框

架
下

的
歷

史
觀

，
都

是
講

階
級

鬥
爭

、
反

帝
國

主
義

、

反
資

本
主

義
、

反
殖

民
主

義
。

」
4
6
5

中
文

大
學

政
治

行
政

系
教

授
王

紹
光

寫
道

：
「

香
島

中
學

是
香

港
著

名
的

三

大
紅

校
之

一
，

當
時

有
很

多
左

翼
教

師
。

在
這

種
環

境
的

薰
陶

下
，

他
（

葉
國

華
）

捲
入

反
帝

、
反

殖
民

的
愛

國
運

動
完

全
順

理
成

章
。

」
4
6
6

4
6
4
 
李

仲
華

：
〈

憶
香

島
中

學
的

崢
嶸

歲
月

〉
，

《
文

史
博

覽
》

2
0
0
8
年

第
6
期

，
4
8
-4
9
頁

。
4
6
5
 
葉

國
華

：
《

五
十

年
後

》
、

《
新

香
港

人
》

，
中

華
書

局
、

耀
中

出
版

社
，

2
0
0
9
年

。
4
6
6
  《

五
十
年
後
》
序
言
，
中
華
書
局
、
耀
中
出
版
社
，
2
0
0
9
年
。
三
大
紅
校
指
香
島
、
培
僑
、
漢
華
。
紅
校
並
不

止
三

家
，

見
於

文
首

的
港

英
秘

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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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在

香
島

中
學

畢
業

的
政

論
家

李
怡

寫
道

，
「

同
班

中
約

有
一

半
以

上

的
同

學
都

回
國

升
學

。
不

少
人

決
心

為
祖

國
貢

獻
自

己
的

青
春

與
生

命
。

然
而

，

事
隔

四
分

一
世

紀
之

後
，

這
些

同
學

絕
大

部
份

帶
着

失
望

、
落

寞
、

甚
至

悲
戚

的

心
情

，
回

到
香

港
來

了
。

」

李
怡

有
一

次
與

這
些

老
同

學
聚

會
，

聽
他

們
述

說
往

日
的

遭
遇

，
共

同
的

結

論
是

：
「

不
是

我
不

愛
祖

國
，

是
祖

國
不

愛
我

。
」
4
6
7

《
信

報
月

刊
》

總
編

輯
文

灼
非

也
有

一
段

60年
代

末
入

香
島

唸
小

學
的

回

憶
：

「
曾

有
一

段
期

間
我

們
要

戴
上

毛
澤

東
襟

章
、

每
天

背
誦

《
毛

主
席

語

錄
》

、
唱

革
命

歌
、

上
政

治
課

、
學

雷
鋒

以
至

後
來

的
批

林
批

孔
。

」

「
剛

進
校

園
，

四
處

看
到

形
形

色
色

的
政

治
標

語
，

其
中

最
深

刻
的

是
『

打

倒
美

帝
國

主
義

』
。

」
4
6
8

培
僑
中
學
—
—
有
許
多
地
下
黨
員

魯
迅

的
獨

生
子

周
海

嬰
1946年

底
曾

在
培

僑
中

學
念

高
中

一
年

級
。

他
憶

述
：

這
個
學
校
校
長
是
葉
廷
英
，
有
許
多
地
下
黨
員
在
那
裏
當
校
務
和
教

師
，
是
一
所
思
想
進
步
的
學
校
，
所
以
有
些
文
化
人
士
放
心
地
把
自
己
的
孩

子
送
來
入
學
，
如
夏
衍
的
女
兒
沈
寧
，
廖
承
志
的
外
甥
女
李
湄
，
李
公
樸
的

女
兒
張
國
男
等
。
4
6
9

中
共

香
港

地
下

黨
機

要
秘

書
杜

襟
南

在
培

僑
中

學
教

書
一

節
，

拙
著

上
卷

已

有
交

代
。

這
裏

且
介

紹
培

僑
的

三
位

共
產

黨
幹

部
—

—
創

校
校

長
葉

廷
英

、
教

師

羅
培

元
、

被
港

英
遞

解
出

境
的

校
長

杜
伯

奎
。

葉
挺
英
—
—
在
茶
餐
廳
監
誓
楊
奇
入
黨

1941年
3月

12日
，

楊
奇

（
80年

代
任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秘

書
長

）
在

香
港

宣
誓

入
黨

。
4
7
0有

一
段

饒
有

趣
味

的
記

敍
：

4
6
7
 
李

怡
：

〈
愛

國
主

義
的

呼
喚

〉
，

《
七

十
年

代
》

1
9
8
1
年

8
月

號
。

4
6
8
 
文

灼
非

：
《

香
港

情
懷

》
，

田
園

書
屋

，
1
9
9
7
年

1
2
月

，
4
1
8
頁

。
4
6
9
 
周

海
嬰

：
《

魯
迅

與
我

七
十

年
》

，
台

灣
聯

經
出

版
，

2
0
0
2
年

5
月

，
2
9
4
頁

。
4
7
0
 
李

春
曉

：
《

路
漫

漫
兮

求
索

—
—

記
粵

港
一

代
報

人
楊

奇
》

，
花

城
出

版
社

，
1
9
9
5
年

3
月

，
2
5
-2
6
頁

。
作

者
在

後
記

說
明

，
這

部
傳

記
得

到
楊

奇
和

夫
人

陳
夢

雲
的

支
持

協
助

，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文

件
、

日
記

、
筆

記
和

原
始

材
料

。

在
位
於
電
車
路
的
威
靈
頓
茶
餐
室
廂
座
內
，
陳
漢
華
與
楊
奇
對
坐
着
，

陳
漢
華
身
邊
還
有
另
一
個
年
紀
較
大
的
漢
子
，
叫
葉
挺
英
，
他
是
監
誓
人
。

陳
漢
華
低
聲
對
楊
奇
說
：
「
限
於
香
港
這
樣
的
條
件
，
不
可
能
面
對
黨

旗
⋯
⋯
」
陳
偉
華
突
然
停
住
不
語
。
侍
者
端
着
三
杯
咖
啡
，
還
有
一
小
壺
牛

奶
，
向
他
們
走
過
來
。
陳
漢
華
馬
上
改
換
話
題
：
「
喂
，
近
日
到
哪
兒
去

玩
？
我
想
休
息
一
下
哩
⋯
⋯
」
侍
者
放
下
飲
品
，
轉
身
走
了
。
他
才
又
嚴
肅

而
親
切
地
接
回
原
來
的
話
茬
：
「
楊
奇
同
志
，
你
面
前
雖
無
黨
旗
，
但
心
裏

要
有
斧
頭
鐮
刀
。
請
舉
右
手
握
拳
，
宣
誓
。
」
楊
奇
把
右
手
肘
撐
在
桌
上
，

緊
緊
握
拳
。
陳
漢
華
念
一
句
誓
言
，
楊
奇
跟
隨
着
照
樣
念
一
邊
：
「
我
志
願

參
加
中
國
共
產
黨
⋯
⋯
」

入
黨

監
誓

人
葉

挺
英

，
當

然
是

更
老

資
格

的
黨

員
了

。
李

春
曉

寫
的

是
葉

挺

英
，

不
知

與
葉

廷
英

是
否

同
一

個
人

，
筆

者
無

法
確

定
。

為
何

不
闢

一
斗

室
舉

行
入

黨
，

而
是

公
然

在
茶

餐
室

進
行

？
也

令
人

難
以

理
解

，
需

要
當

事
人

楊
奇

來
解

惑
。

羅
培
元
—
—
允
文
允
武
的
培
僑
教
師

羅
培

元
（

1917-2007）
，

16歲
參

加
革

命
，

在
中

山
大

學
讀

書
時

是
地

下

學
聯

的
召

集
人

，
並

擔
任

法
學

院
支

部
書

記
。

1942年
大

學
畢

業
後

，
任

《
柳

州

日
報

》
社

長
、

總
編

輯
，

並
以

此
作

掩
護

進
行

地
下

工
作

；
1944年

日
軍

進
犯

廣

西
，

他
組

織
武

裝
隊

抗
擊

；
1946年

他
到

香
港

，
先

向
香

港
分

局
饒

彰
風

匯
報

在

廣
西

的
工

作
情

況
，

繼
又

按
分

局
書

記
方

方
的

要
求

，
撰

寫
關

於
廣

西
情

況
的

報

告
，

不
久

即
被

安
排

到
黨

員
和

進
步

分
子

聚
集

的
培

僑
中

學
工

作
。

期
間

還
參

與

分
局

建
立

新
民

主
主

義
青

年
團

的
試

點
工

作
。

1948年
5月

初
，

分
局

成
立

統
戰

工
作

委
員

會
，

羅
培

元
為

駐
會

專
職

委
員

，
協

助
方

方
、

潘
漢

年
、

連
貫

等
同

志

處
理

日
常

工
作

。
曾

冒
險

護
送

郭
沫

若
、

沈
鈞

儒
、

章
伯

鈞
等

民
主

人
士

晉
京

參

加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

共
商

國
事

。

1949年
初

，
羅

培
元

的
住

所
（

統
戰

委
員

會
的

辦
公

處
，

也
是

分
局

約
請

高

層
民

主
人

士
舉

行
各

種
座

談
會

的
地

點
）

被
港

英
警

察
搜

查
。

1月
底

，
分

局
決

定
羅

培
元

離
港

，
前

往
位

於
廣

東
游

擊
區

的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粵
贛

湘
邊

縱
隊

司

令
部

工
作

，
妻

子
呂

維
多

則
仍

留
香

港
聖

士
提

反
女

校
任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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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9月

，
華

南
分

局
調

羅
培

元
到

廣
州

工
作

，
10月

舉
家

遷
來

，
此

後

即
一

直
在

廣
州

任
職

，
先

後
任

市
委

統
戰

部
長

、
常

務
副

市
長

、
市

府
黨

組
副

書

記
，

市
政

協
副

主
席

兼
秘

書
長

、
主

席
，

廣
東

省
政

協
常

委
，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羅
培

元
自

述
：

在
「

文
化

大
革

命
」

中
，

兩
年

靠
邊

，
兩

年
入

「
五

七
」

幹

校
，

在
粵

北
勞

改
三

年
，

貶
官

長
達

十
五

年
，

到
廣

州
市

六
屆

政
協

才
「

官
復

原

職
」

，
1984年

升
了

一
級

，
當

了
一

屆
主

席
。

他
自

言
貶

官
期

間
重

讀
了

《
資

本

論
》

，
是

最
大

收
益

。
4
7
1

曾
在

聖
士

提
反

女
校

任
教

的
羅

妻
呂

維
多

也
是

共
產

黨
員

。
羅

培
元

自
述

：

1942年
他

到
柳

州
不

久
，

便
遇

上
中

共
廣

西
省

工
委

副
書

記
蘇

曼
被

捕
並

被
迫

自

殺
的

事
件

，
白

色
恐

怖
籠

罩
全

省
。

他
無

法
同

廣
東

和
廣

西
的

黨
組

織
聯

繫
上

。

直
到

1942年
10月

間
，

見
到

粵
北

省
委

青
年

部
長

陳
能

興
⋯

⋯

我
問
怎
麼
這
麼
久
還
沒
有
人
來
接
上
我
的
組
織
關
係
？
還
說
廣
西
省
黨

組
織
已
受
破
壞
，
我
和
呂
維
多
（
即
呂
冰
）
在
柳
州
沒
黨
組
織
關
係
，
十
分

不
放
心
。
陳
能
興
完
全
理
解
我
們
的
心
情
，
他
說
，
他
這
次
是
路
過
柳
州

的
，
也
負
責
給
我
通
知
，
粵
北
省
委
機
關
也
給
國
民
黨
特
務
破
壞
了
，
我
們

青
年
學
生
這
條
線
沒
事
，
你
和
呂
維
多
的
組
織
關
係
還
在
我
的
手
上
，
因
為

省
委
出
了
事
，
沒
法
子
把
你
們
的
關
係
轉
出
，
也
幸
好
沒
轉
出
，
要
是
轉
到

廣
西
，
你
們
也
難
免
要
出
事
了
；
中
央
決
定
，
兩
廣
的
黨
員
一
律
停
止
組
織

活
動
，
何
時
恢
復
活
動
，
待
中
央
通
知
；
大
家
都
要
執
行
中
央
的
決
定
，
黨

員
與
黨
員
之
間
不
准
發
生
任
何
橫
向
的
組
織
關
係
，
更
不
要
亂
找
組
織
關

係
，
以
免
落
入
特
務
設
下
的
陷
阱
。
將
來
中
央
讓
恢
復
組
織
活
動
了
，
自
然

有
人
來
接
回
你
們
的
關
係
。
陳
能
興
講
這
些
話
時
，
從
容
不
迫
，
情
緒
鎮

定
，
我
卻
焦
急
萬
分
，
感
到
失
望
。
4
7
2

杜
伯
奎
—
—
被
港
英
遞
解
出
境

1958年
8月

6日
晚

，
港

英
政

府
新

聞
處

發
表

的
新

聞
公

報
，

解
釋

遞
解

培
僑

4
7
1
  《

羅
培

元
文

集
  拾

遺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7
年

1
月

，
5
0
、

2
8
6
-3
0
0
頁

。
書

中
有

〈
羅

培
元

同
志

傳
略

〉
一

文
，

把
聖

士
提

反
女

校
說

是
「

官
立

」
，

錯
。

4
7
2
 
羅

培
元

：
〈

他
給

我
傳

來
黨

的
聲

音
—

—
懷

念
陳

能
興

同
志

〉
，

《
廣

州
文

史
》

第
5
3
輯

。

校
長

杜
伯

奎
出

境
的

理
由

是
：

在
培

僑
中

學
圖

書
館

搜
到

一
些

「
有

關
特

殊
的

政

治
教

條
的

理
論

等
的

書
籍

」
；

舉
行

有
其

他
學

校
的

教
師

和
學

生
參

加
的

會
議

和

「
聘

請
了

一
些

未
註

冊
教

師
，

而
事

前
未

獲
核

准
他

們
任

教
的

許
可

」
。

吳
康

民
曾

對
信

報
記

者
說

：
「

1958年
，

政
府

又
來

突
擊

搜
查

培
僑

，
在

圖

書
館

搜
出

支
援

中
國

國
內

革
命

的
陳

嘉
庚

的
《

南
僑

回
憶

錄
》

，
便

以
藏

有
政

治

書
籍

為
名

，
強

制
遞

解
當

時
培

僑
校

長
杜

伯
奎

出
境

。
」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提
多

了
一

本
：

劉
少

奇
《

論
共

產
黨

員
的

修
養

》
。

在
此

補
充

一
下

當
時

還
搜

出
了

哪
些

書
是

吳
康

民
沒

有
提

到
的

：
《

紅
旗

飄

飄
》

、
《

辯
證

唯
物

論
與

歷
史

唯
物

論
基

本
問

題
》

、
《

新
中

國
的

新
婦

女
》

、

《
中

國
共

產
黨

與
土

地
革

命
》

、
《

國
際

現
勢

讀
本

》
、

《
把

共
產

主
義

道
德

經

常
化

起
來

》
等

。

培
僑

中
學

在
8月

7日
發

表
聲

明
：

「
我

們
認

為
圖

書
館

的
藏

書
是

供
給

教
師

和
學

生
作

研
究

之
用

，
因

此
範

圍
可

以
廣

泛
一

些
。

而
且

這
些

書
籍

都
是

在
香

港

的
書

店
裏

公
開

出
售

的
，

為
何

硬
指

自
有

這
些

書
籍

便
算

犯
法

？
」
4
7
3

今
天

看
來

，
這

個
說

法
不

無
道

理
。

香
港

大
學

圖
書

館
2012年

接
收

了
「

司

徒
華

書
房

」
的

一
萬

多
冊

藏
書

，
當

中
就

有
大

量
這

類
上

世
紀

五
、

六
十

年
代

的

政
治

讀
物

。
4
7
4至

於
是

用
作

研
究

，
還

是
灌

輸
給

莘
莘

學
子

，
培

養
共

產
主

義
的

接
班

人
，

則
是

另
一

個
可

以
討

論
的

問
題

。

周
奕

在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說
，

搜
出

這
些

書
「

極
有

可
能

是
栽

贓
嫁

禍
」

（
175頁

）
。

這
只

是
周

奕
瞎

猜
，

並
無

根
據

。
《

人
民

日
報

》
刊

登
的

培

僑
聲

明
和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均

無
此

說
。

順
帶

一
提

：
當

年
搜

出
的

《
論

共
產

黨
員

的
修

養
》

一
書

。
作

者
是

劉
少

奇
，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副
主

席
、

國
家

副
主

席
。

毛
澤

東
1959年

不
做

國
家

主
席

後
，

劉
升

任
國

家
主

席
。

可
謂

書
憑

人
貴

。
到

劉
少

奇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被

毛
打

為
「

叛
徒

、
內

奸
、

工
賊

」
後

慘
死

。
書

隨
人

賤
，

這
本

書
被

批
判

為
「

大
毒

草
」

、
「

黑
修

養
」

。

4
7
3
  《

人
民

日
報

》
1
9
5
8
年

8
月

9
日

。
4
7
4
 
司

徒
華

（
華

叔
）

個
人

網
站

w
w
w
.sze

to
w
a
h
.o
rg
.h
k詳

細
列

出
了

這
張

書
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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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伯
奎
—
—
貫
徹
黨
的
教
育
方
針

杜
伯

奎
1958年

被
遞

解
返

回
內

地
，

馬
上

就
出

任
廣

州
師

範
學

院
副

院
長

。

59年
接

連
發

表
了

兩
篇

文
章

：
〈

貫
徹

黨
的

教
育

方
針

的
點

滴
體

會
〉

、
〈

為
培

養
更

多
更

好
的

中
等

教
育

師
資

而
奮

鬥
〉

。
4
7
5

杜
伯

奎
寫

道
：

一
些
自
命
清
高
的
「
專
家
」
和
「
學
者
」
們
，
高
喊
着
「
政
治
退
出
學

校
」
，
「
教
育
不
能
滲
入
政
治
」
。
這
真
是
騙
人
的
鬼
話
！
⋯
⋯
要
貫
徹
黨

的
教
育
方
針
：
「
教
育
為
無
產
階
級
的
政
治
服
務
，
教
育
與
生
產
勞
動
相
結

合
。
」

從
內

地
期

刊
網

找
到

的
杜

伯
奎

第
三

篇
文

章
，

是
〈

回
憶

杜
老

（
國

庠
）

早

年
在

潮
汕

的
革

命
活

動
〉

。
4
7
6

杜
伯

奎
說

，
1926年

，
他

在
金

山
中

學
工

作
的

時
候

，
得

到
杜

國
庠

的
幫

助
，

開
始

閱
讀

《
少

年
先

鋒
》

、
《

嚮
導

》
等

革
命

書
刊

，
從

而
懂

得
一

點
革

命

的
道

理
。

當
時

的
金

山
中

學
「

已
經

有
共

產
黨

聯
合

國
民

黨
左

派
的

各
種

公
開

或

秘
密

的
群

眾
組

織
」

。
他

還
見

到
了

潮
汕

地
區

的
農

民
運

動
領

袖
彭

湃
。

杜
伯

奎
最

後
一

篇
文

章
：

〈
教

育
在

發
展

國
民

經
濟

中
的

作
用

—
—

應
該

重

視
教

育
經

濟
學

的
研

究
〉

。
4
7
7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
50年

代
末

的
那

種
革

命
高

調
已

經
消

失
了

；
承

認
解

放
後

三
十

年
中

，
教

育
「

也
走

了
一

些
彎

路
」

；
文

章
還

引
用

了
西

方
發

達
國

家
教

育

經
費

的
大

量
數

據
，

提
出

改
變

中
國

教
育

落
後

狀
態

的
建

議
。

頭
兩

篇
和

後
兩

篇
文

章
當

中
空

白
了

二
十

年
。

（
不

排
除

筆
者

取
材

的
《

中

國
期

刊
網

》
可

能
會

有
遺

漏
）

特
別

是
「

文
革

」
十

年
，

他
有

沒
有

受
到

迫
害

？

杜
伯

奎
於

1982年
去

世
。

廣
州

師
範

學
院

有
沒

有
為

他
舉

行
追

悼
會

，
悼

詞

有
沒

有
提

及
他

何
時

入
黨

，
筆

者
不

得
而

知
。

在
內

地
網

站
搜

尋
「

杜
伯

奎
」

，
還

找
到

一
段

文
字

：
「

杜
伯

奎
先

生
是

4
7
5
  《

學
術

研
究

》
1
9
5
9
年

第
2
期

、
第

1
0
期

。
4
7
6
  《

學
術

研
究

》
1
9
7
9
年

第
4
期

。
4
7
7
  《

學
術

研
究

》
1
9
8
0
年

第
2
期

。

共
產

黨
員

（
當

時
失

掉
組

織
關

係
）

，
他

教
英

文
兼

我
們

導
師

，
很

關
心

我
的

進
步

。
他

有
一

個
朋

友
在

蘇
聯

某
領

事
館

工
作

，
經

常
給

他
寄

蘇
聯

外
文

書
籍

出
版

局
出

版
的

反
映

蘇
聯

衛
國

戰
爭

的
小

說
、

報
告

文
學

和
英

文
版

《
國

際
文

學
》

。
」

作
者

牧
惠

，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在

廣
西

曾
受

教
於

杜
伯

奎
，

離
休

前
為

《
紅

旗
》

雜
誌

文
教

部
主

任
、

編
審

。

鄒
劍
卿
（
鄒
冰
）
—
—
旺
角
勞
工
子
弟
學
校
的
共
產
黨
校
長

鄒
劍

卿
（

1914-2005）
，

又
名

鄒
冰

，
是

旺
角

勞
工

子
弟

學
校

任
期

最
長

（
1947-1979）

的
校

長
。

鄒
冰

在
〈

迎
回

歸
  憶

當
年

〉
4
7
8寫

道
，

她
生

於
香

港
，

讀
高

小
時

，
受

到
校

長
黃

嘉
齡

的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

在
中

學
裏

已
向

同
學

宣

傳
抗

日
。

1932年
她

初
中

畢
業

後
回

廣
州

升
學

。
1947年

春
，

她
「

重
回

香
港

，

入
了

旺
角

勞
工

子
弟

學
校

（
簡

稱
勞

校
）

工
作

。
」

文
章

還
講

述
了

怎
樣

與
港

英

當
局

展
開

有
理

、
有

利
、

有
節

的
鬥

爭
，

保
住

了
勞

校
。

鄒
冰

寫
有

七
律

悼
念

先
夫

—
—

《
緬

懷
錢

興
革

命
一

生
》

：
4
7
9

千
秋
立
傳
表
精
忠
，
多
難
興
邦
立
志
崇
。
探
索
救
亡
攻
馬
列
，
結
盟
抗

日
聚
英
雄
。

閩
南
百
煉
洪
爐
鋼
，
八
桂
長
存
砥
柱
功
。
浴
血
西
江
唯
取
義
，
丹
心
片

片
化
長
虹
。

詩
人
原
註
：

《
中

共
黨

史
人

物
傳

》
20卷

有
〈

錢
興

傳
〉

。
錢

興
，

原
名

錢

發
年

，
立

志
復

興
中

華
，

自
取

名
為

「
興

」
。

1938-1940年
冬

，
任

閩
南

漳
州

中
心

縣
委

宣
傳

部
長

。
1940年

冬
－

1947年
夏

，
任

廣
西

省
工

委
書

記
。

筆
者

補
註

：
廣

西
有

八
桂

之
稱

。
錢

興
於

1948年
11月

在
廣

寧
反

圍
剿

戰
鬥

中
犧

牲
，

時
年

39歲
。

故
此

詩
人

有
最

後
兩

句
。

錢
興

，
1909年

生
，

中
山

大
學

法
學

院
學

生
，

1935年
參

加
中

共
領

導
的

中

4
7
8
  《

廣
西
黨
史
》
，
1
9
9
7
年
第
3
期
。
啟
發
我
尋
找
鄒
劍
卿
資
料
的
是
讀
者
梁
寶
龍
。
梁
在
他
的
「
龍
少
爺
博
客
」

裏
引

用
了

「
保

羅
博

落
」

轉
載

的
一

篇
文

章
，

提
到

共
產

黨
員

鄒
劍

卿
曾

跟
隨

丈
夫

錢
興

打
游

擊
，

我
於

是
查

找
內

地
的

官
方

刊
物

核
實

，
結

果
從

鄒
校

長
自

己
寫

的
幾

篇
文

章
發

現
，

她
豈

只
是

老
黨

員
，

她
的

丈
夫

更
是

大
有

來
頭

。
4
7
9
  《

廣
西

黨
史

》
，

1
9
9
8
年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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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青

年
抗

日
同

盟
，

1936年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曾

任
中

山
大

學
黨

支
部

書
記

、

福
建

省
廈

門
市

工
委

書
記

。

鄒
冰

在
一

篇
紀

念
丈

夫
的

文
章

寫
道

：
「

1940年
冬

，
錢

興
同

志
和

我
到

桂

林
。

他
奉

中
共

南
方

工
作

委
員

會
之

命
與

蘇
蔓

、
黃

彰
、

羅
文

坤
等

同
志

重
組

中

共
廣

西
省

工
作

委
員

會
。

錢
任

書
記

。
我

被
委

任
為

省
工

委
秘

書
。

」

由
此

可
見

，
鄒

冰
在

1940年
或

之
前

，
已

經
是

共
產

黨
員

。
而

她
的

丈
夫

更

擔
任

廣
西

地
下

黨
第

一
把

手
達

七
年

之
久

。

鄒
冰

寫
道

：
1945年

10月
，

錢
興

赴
重

慶
向

南
方

局
匯

報
請

示
工

作
。

1946年
9月

，
錢

興
赴

香
港

聽
取

了
華

南
黨

組
織

負
責

人
方

方
的

形
勢

報
告

和
有

關
廣

西
工

作
的

指
示

，
10月

返
回

廣
西

，
創

建
游

擊
根

據
地

。
為

適
應

戰
爭

需

要
，

中
共

中
央

香
港

分
局

決
定

撤
銷

廣
西

省
工

委
，

把
廣

西
與

毗
鄰

省
份

，
建

成

幾
個

邊
區

，
1947年

7月
，

錢
興

出
任

粵
桂

湘
邊

工
委

副
書

記
兼

邊
區

部
隊

副
政

委
。
4
8
0

從
以

上
幾

位
校

長
的

履
歷

，
可

見
傳

統
愛

國
學

校
的

性
質

。

新
華
社
社
長
王
匡
叫
愛
國
學
校
「
不
如
不
辦
」

吳
康

民
對

已
故

的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社
長

王
匡

非
常

不
滿

：

王
匡
對
愛
國
教
育
的
處
境
並
不
關
心
，
他
對
我
們
說
了
一
句
晦
氣
話
：

「
與
其
到
處
捐
錢
，
不
如
不
辦
！
」
他
竟
把
愛
國
學
校
堅
持
三
十
多
年
的
艱

苦
工
作
，
一
筆
抹
煞
了
。
王
匡
不
重
視
教
育
，
從
不
與
我
們
教
育
界
傾
談
。

他
這
一
句
「
不
如
不
辦
」
的
意
思
是
「
你
死
你
事
」
，
我
一
輩
子
也
不
會
忘

記
這
句
話
。
當
然
，
他
可
能
是
一
時
的
晦
氣
話
，
但
也
反
映
到
內
心
的
冷

漠
。
雖
然
話
是
這
麼
說
，
他
也
不
敢
讓
愛
國
教
育
真
的
「
不
辦
」
。
4
8
1

按
理

說
，

愛
國

學
校

是
香

港
左

派
培

養
骨

幹
的

重
要

堡
壘

，
王

匡
不

該
如

此

冷
漠

。
一

句
「

與
其

到
處

捐
錢

，
不

如
不

辦
！

」
道

出
了

問
題

的
癥

結
。

4
8
0
 
鄒

冰
：

《
錢

興
同

志
在

廣
西

》
，

《
廣

西
黨

史
》

，
1
9
9
8
年

第
6
期

。
本

期
《

紀
念

錢
興

同
志

犧
牲

五
十

週
年

專
題

》
，

共
有

五
篇

悼
念

文
章

。
4
8
1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9
6
頁

。

吳
康

民
也

解
釋

得
很

清
楚

：
「

愛
國

學
校

全
部

不
在

政
府

津
貼

之
列

，
面

臨

了
嚴

重
的

經
濟

困
難

，
被

迫
大

規
模

收
縮

。
為

了
求

存
，

只
能

向
中

資
企

業
募

捐
。

」「
向

中
資

企
業

募
捐

」
，

其
實

就
是

「
攤

大
手

板
問

阿
爺

要
」

。
王

匡
於

1978年
來

香
港

時
，

中
國

剛
剛

擺
脫

「
文

革
」

的
亂

局
，

經
濟

瀕
臨

崩
潰

的
邊

緣
，

百
廢

待
舉

，
還

要
花

錢
把

愛
國

學
校

養
起

來
，

自
然

會
口

出
怨

言
。

此
外

，
王

匡
主

持
港

澳
工

委
工

作
，

是
奉

中
央

和
港

澳
辦

指
示

，
來

撥
亂

反

正
，

糾
「

左
」

的
。

香
港

的
愛

國
學

校
在

「
文

革
」

和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犯

了
不

少
「

左
」

的
錯

誤
，

相
信

也
是

王
匡

不
滿

的
原

因
。

吳
康

民
自

己
也

承
認

，
愛

國
學

校
至

今
仍

被
標

籤
為

左
校

之
名

，
除

了
因

為

親
中

之
外

，
事

實
上

也
曾

經
受

過
誤

導
，

經
歷

過
一

段
極

左
的

歲
月

，
脫

離
了

香

港
的

實
際

。

愛
國

學
校

在
經

濟
「

吊
鹽

水
」

中
生

存
，

還
是

逃
不

過
大

規
模

的
收

縮
，

由

最
興

旺
時

期
的

三
十

多
家

，
收

縮
至

不
足

十
間

。
4
8
2

港
英
限
制
愛
國
學
校
的
擴
展

葉
健

民
（

新
力

量
網

絡
研

究
總

監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公
共

及
社

會
行

政
學

系

副
教

授
）

曾
有

論
文

寫
道

：
「

港
英

對
限

制
愛

國
學

校
的

擴
展

，
從

不
手

軟
，

而

且
手

法
也

是
層

出
不

窮
。

」

葉
舉

出
了

三
個

論
據

，
都

值
得

商
榷

。

1、
戰

後
港

府
多

次
修

訂
《

教
育

條
例

》
，

規
管

學
校

、
教

師
及

管
理

人
員

的
註

冊
；

校
舍

設
計

及
安

全
；

課
程

內
容

及
上

課
時

間
；

教
科

書
；

學
校

假
期

數

目
；

學
校

的
政

治
活

動
；

校
內

活
動

內
容

。

事
實

上
，

《
教

育
條

例
》

規
管

的
內

容
，

適
用

於
所

有
學

校
，

包
括

國
民

黨

辦
的

學
校

及
其

他
私

立
學

校
，

不
光

是
為

了
「

控
制

愛
國

學
校

的
發

展
」

。

2、
「

1958年
，

教
育

司
指

培
僑

中
學

管
理

不
善

，
包

括
藏

有
政

治
性

書

籍
、

僱
用

非
註

冊
老

師
，

及
於

校
內

進
行

政
治

討
論

，
最

後
由

港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撤
銷

其
校

監
杜

伯
奎

的
教

育
註

冊
資

格
，

並
下

令
將

他
遞

解
出

境
。

」

4
8
2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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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今

日
的

標
準

來
看

，
杜

伯
奎

當
然

不
應

也
不

會
被

遞
解

出
境

。
但

港
英

並

沒
有

關
閉

培
僑

中
學

。

3、
「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港

府
又

因
中

華
中

學
發

生
爆

炸
事

件
，

而
作

出
封

閉
令

，
並

於
1968年

取
消

其
註

冊
。

」
4
8
3

中
華

中
學

學
生

在
校

內
做

土
製

炸
彈

，
應

否
封

閉
，

讀
者

自
可

作
出

理
性

判

斷
。

還
可

以
舉

出
一

些
相

反
的

例
證

。

吳
康

民
披

露
，

1958年
，

原
廣

東
省

教
育

廳
廳

長
梁

威
林

來
香

港
出

任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社

長
，

搞
港

式
大

躍
進

，
要

求
「

在
三

年
內

要
使

愛
國

教
育

成
為

主

流
，

家
家

大
、

中
、

小
學

都
要

建
立

革
命

核
心

小
組

」
，

「
一

時
間

，
愛

國
學

校

擴
充

至
三

十
多

間
，

似
乎

有
聲

有
色

，
而

事
實

上
，

擴
充

成
了

更
沉

重
的

包
袱

，

埋
下

了
更

大
的

收
縮

危
機

。
」
4
8
4

吳
康

民
這

段
話

說
明

，
港

英
政

府
沒

有
限

制
愛

國
學

校
的

擴
展

。

以
下

引
述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有
的

一
份

機
密

卷
宗

，
作

進
一

步
說

明
。

港
英
政
府
對
香
島
中
學
擴
建
校
舍
的
分
歧

1960年
，

香
島

中
學

向
港

英
政

府
提

出
申

請
，

在
九

龍
運

動
場

道
擴

建
校

舍
。

到
底

批
不

批
准

，
在

港
府

高
層

引
起

了
爭

論
。

強
烈

反
對

的
是

警
務

處
政

治
部

主
任

彭
定

國
John V

incent Prendergast

（
1902-1993）

。
4
8
5

1960年
11月

30日
，

彭
定

國
代

表
警

務
處

長
，

致
函

當
時

的
教

育
司

簡
寧

J. C
anning：

「
香

島
中

學
是

殖
民

地
治

下
共

產
黨

控
制

的
其

中
最

大
的

一
所

學

4
8
3
 
葉

健
民

：
〈

殖
民

統
治

與
愛

國
學

校
〉

，
《

本
土

論
述

2
0
0
9
︰

香
港

的
市

民
抗

爭
與

殖
民

地
秩

序
》

，
漫

遊
者

文
化

，
2
0
1
0
年

1
月

，
5
3
-5
9
頁

。
4
8
4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7
4
、

7
7
頁

。
4
8
5
　

彭
定

國
畢

生
從

事
情

報
、

特
務

工
作

，
早

年
任

職
英

國
軍

情
5
處

（
M
I5
）

，
1
9
6
0
-1
9
6
6
年

主
管

香
港

政
治

部
，

破
獲

了
曾

昭
科

間
諜

案
，

1
9
6
6
年

在
警

務
處

副
處

長
任

內
退

休
。

1
9
7
3
年

竟
以

古
稀

之
年

復
出

，
擔

任
廉

政
公

署
執

行
處

處
長

，
配

合
港

督
麥

理
浩

和
廉

政
專

員
姬

達
Ja

c
k C

a
te
r工

作
，

成
功

引
渡

涉
嫌

貪
污

的
總

警
司

葛
柏

返
回

香
港

受
審

，
因

而
聲

名
大

噪
。

晚
年

被
冊

封
為

爵
士

。
有

近
3
5
0
年

歷
史

的
英

國
老

牌
錢

幣
、

勳
章

的
銷

售
、

拍
賣

行
S
p
in
k在

2
0
1
1
年

7
月

的
拍

賣
目

錄
，

詳
細

介
紹

了
彭

定
國

戰
績

彪
炳

的
國

際
特

務
生

涯
，

譽
之

為
「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占
士

邦
」

“
th
e
 re

a
l life

 Ja
m
e
s B

o
n
d
”

。
目

錄
並

附
有

彭
定

國
一

批
遺

物
—

—
K
.B
.E
.爵

士
勳

章
等

1
1
件

獎
章

，
連

同
相

關
證

書
文

件
，

以
底

價
8
,0
0
0
－

1
2
,0
0
0
英

鎊
（

折
合

港
幣

9
6
,0
0
0
－

1
4
5
,0
0
0
元

）
一

批
過

拍
賣

。
未

知
這

批
昔

日
滿

載
功

名
的

「
荷

蘭
水

蓋
」

，
如

今
流

落
誰

家
 ?!

校
，

擴
建

校
舍

會
有

利
它

改
善

設
施

，
增

加
學

生
，

難
免

對
未

來
的

安
全

製
造

麻

煩
。

因
此

，
儘

管
工

務
局

長
提

出
諸

多
理

由
，

政
治

部
原

則
上

反
對

批
准

這
項

擴

建
計

劃
。

」
4
8
6

兩
天

後
，

12月
2日

，
教

育
司

簡
寧

致
函

輔
政

司
，

並
附

件
給

警
務

處
長

、

註
冊

總
署

署
長

，
對

彭
定

國
所

言
提

出
異

議
。

簡
寧

寫
道

：
「

儘
管

我
也

不
樂

意

見
到

香
島

擴
校

，
但

以
租

約
限

制
為

理
由

去
否

決
香

島
擴

建
分

校
的

申
請

，
是

不

智
的

。
」
4
8
7

在
這

組
標

明
S
ecret「

機
密

」
的

卷
宗

裏
，

還
有

註
冊

總
署

署
長

湯
臣

（
T
hom

son, R
egistrar G

eneral）
的

函
件

，
指

出
該

地
段

分
別

由
建

築
承

建
商

吳
炳

昌
和

潘
比

薇
持

有
。

教
育

司
署

官
員

希
爾

C
.H

. H
aye的

函
件

，
指

出
吳

、

潘
是

夫
婦

關
係

。
此

外
，

有
香

島
校

長
黃

承
燊

致
建

築
師

的
公

函
，

催
問

審
批

進

度
，

以
及

建
築

師
追

問
政

府
的

函
件

。

吳
炳

昌
時

任
香

島
中

學
董

事
長

，
潘

比
薇

曾
任

香
島

中
學

副
校

長
。

幾
番

周
折

，
香

島
中

學
九

龍
運

動
場

道
的

分
校

於
1963年

落
成

啟
用

。
從

此
事

看
來

，
中

方
力

圖
通

過
合

法
的

途
徑

申
請

擴
校

，
而

港
英

政
府

儘
管

百
般

不

願
，

試
圖

阻
撓

，
基

本
上

還
是

依
法

辦
事

。

回
歸
後
左
派
學
校
不
斷
擴
大
版
圖

長
期

以
來

，
香

港
左

派
以

愛
國

學
校

自
詡

，
認

為
其

他
學

校
推

行
的

是
殖

民

地
的

奴
化

教
育

。

吳
康

民
從

香
港

政
治

力
量

對
比

（
六

成
支

持
民

主
派

、
四

成
支

持
建

制
派

）

的
高

度
來

看
問

題
：

「
學

校
是

培
養

政
治

人
才

的
地

方
，

愛
國

學
校

佔
全

港
學

校

不
足

一
成

，
比

例
上

是
很

懸
殊

的
。

」
4
8
8

看
來

，
這

種
「

非
我

族
類

，
其

心
必

異
」

、
「

政
治

掛
帥

」
的

「
左

」
傾

思

4
8
6
 
英

文
原

文
：

T
h
e
 H

e
u
n
g
 T
o
 M

id
d
le
 S
c
h
o
o
l is o

n
e
 o
f th

e
 la

rg
e
st C

o
m
m
u
n
ist-c

o
n
tro

lle
d
 sc

h
o
o
ls 

in
 th

e
 C

o
lo
n
y a

n
d
 a
n
y e

xp
a
n
sio

n
 o
f its p

re
m
ise

s w
h
ic
h
 w

o
u
ld
 e
n
a
b
le
 it to

 in
c
re
a
se

 its fa
c
ilitie

s 
g
e
n
e
ra
lly a

n
d
 its n

u
m
b
e
r o

f stu
d
e
n
ts，

m
u
st in

e
vita

b
ly c

re
a
te
 fu

rth
e
r p

ro
b
le
m
s fo

r se
c
u
rity.

 
In
 p
rin

c
ip
le
 th

e
re
fo
re
, th

o
u
g
h
 fo

r d
iffe

re
n
t re

a
so

n
s fro

m
 th

o
se

 o
f th

e
 D

ire
c
to
r o

f P
u
b
lic

 W
o
rks, 

S
p
e
c
ia
l B

ra
n
c
h
 w

o
u
ld
 re

c
o
m
m
e
n
d
 a
g
a
in
st th

e
 p
ro
p
o
se

d
 m

o
d
ific

a
tio

n
 b
e
in
g
 a
p
p
ro
ve

d
.

4
8
7
 
英

文
原

文
：

A
lth

o
u
g
h
 I a

m
 n
o
t a

n
x
io
u
s
 to

 h
a
v
e
 H

e
u
n
g
 T
o
 e
x
p
a
n
d
, I c

o
n
s
id
e
r th

a
t it w

ill 
b
e
 in

a
d
visa

b
le
 to

 re
fu
se

 H
e
u
n
g
 T
o
 p

e
rm

issio
n
 to

 b
u
ild

 a
 b

ra
n
c
h
 sc

h
o
o
l/e

xte
n
sio

n
 o
n
 th

e
 

g
ro
u
n
d
s o

f le
a
se

 re
stric

tio
n
s.

4
8
8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1
4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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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維
依

然
沒

有
改

變
。

吳
康

民
還

走
了

上
層

路
線

，
促

使
特

首
董

建
華

批
准

愛
國

學
校

多
開

辦
新

學

校
。

他
曾

當
面

投
訴

申
請

黃
大

仙
校

舍
落

空
，

董
建

華
「

很
認

真
的

聽
，

馬
上

在

枱
曆

上
記

下
了

這
事

情
，

並
說

要
通

知
教

育
署

。
果

然
，

不
久

我
們

申
請

在
小

西

灣
辦

培
僑

小
學

和
大

圍
培

僑
書

院
，

都
獲

得
成

功
。

⋯
⋯

後
來

，
福

建
中

學
申

請

得
觀

塘
及

小
西

灣
校

舍
，

香
島

中
學

申
請

得
將

軍
澳

和
天

水
圍

校
舍

，
漢

華
中

學

申
請

得
小

西
灣

校
舍

，
勞

工
子

弟
學

校
也

申
請

得
秀

茂
坪

校
舍

，
教

聯
會

也
獲

得

東
涌

的
中

小
學

校
舍

各
一

。
」
4
8
9

吳
康

民
的

徒
弟

曾
鈺

成
有

句
名

言
，

說
在

董
特

首
任

內
，

他
領

導
的

民
建

聯

「
有

辱
無

榮
」

。
不

知
道

這
算

不
算

是
某

種
補

償
、

利
益

輸
送

？

特
區

政
府

是
否

對
愛

國
學

校
在

辦
學

政
策

上
傾

斜
？

當
時

任
教

育
局

長
、

近

年
成

為
時

評
家

的
王

永
平

是
否

認
同

？
教

育
署

眾
多

政
治

中
立

的
官

員
為

何
無

人

提
出

質
疑

？
對

競
投

新
校

舍
失

敗
的

其
他

辦
學

團
體

是
否

公
道

？

葉
健

民
教

授
還

有
一

段
不

知
有

何
依

據
的

文
字

：
「

回
歸

以
後

，
愛

國
學

校

忽
然

搖
身

一
變

成
為

不
少

家
長

鍾
愛

的
名

校
，

人
人

忙
於

為
子

女
晉

身
其

中
而

籌

謀
。

」
4
9
0

在
網

上
翻

查
了

一
下

香
港

一
百

多
間

B
and 1的

中
學

名
單

，
對

不
起

，
似

乎
沒

有
一

間
是

「
愛

國
學

校
」

。
這

裏
面

有
歷

史
傳

統
、

政
治

、
教

學
語

言
、

學

生
出

路
等

多
種

因
素

。
愛

國
學

校
要

變
成

家
長

鍾
愛

的
名

校
，

借
用

吳
康

民
的

話

是
：

「
任

務
艱

巨
，

路
途

遙
遠

。
」

1976年
，

吳
康

民
在

《
培

僑
三

十
年

》
寫

道
：

「
當

前
，

就
是

要
最

緊
密

地

團
結

在
華

國
鋒

主
席

為
首

的
黨

中
央

周
圍

⋯
⋯

10月
17日

和
21日

，
全

體
師

生
分

別
召

開
了

學
習

毛
主

席
著

作
的

動
員

大
會

⋯
⋯

堅
決

執
行

毛
主

席
的

革
命

路
線

和

各
項

政
策

，
把

毛
主

席
開

創
的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事
業

進
行

到
底

。
」
4
9
1

港
大

圖
書

館
收

藏
的

這
本

特
刊

，
裏

面
還

有
學

生
學

習
毛

主
席

著
作

、
圍

讀

《
文

匯
報

》
《

大
公

報
》

聯
合

號
外

：
粵

穗
革

委
會

宣
告

成
立

、
全

體
師

生
悼

念

4
8
9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1
3
7
-1
3
9
頁

。
4
9
0
 
葉

健
民

：
〈

殖
民

統
治

與
愛

國
學

校
〉

，
《

本
土

論
述

2
0
0
9
︰

香
港

的
市

民
抗

爭
與

殖
民

地
秩

序
》

，
漫

遊
者

文
化

，
2
0
1
0
年

1
月

，
5
9
頁

。
4
9
1
  《

培
僑

三
十

年
1
9
4
6
-1
9
7
6
》

特
刊

。

毛
主

席
、

熱
烈

慶
祝

粉
碎

四
人

幫
反

黨
集

團
等

精
彩

照
片

。
礙

於
版

權
，

無
法

引

用
。

吳
康

民
經

常
說

以
往

受
到

港
英

政
府

歧
視

和
政

治
迫

害
。

曾
鈺

成
在

〈
我

在

培
僑

的
三

十
七

年
〉

一
文

中
提

到
：

當
局

一
直

拒
絕

培
僑

參
加

私
校

買
位

計
劃

的

申
請

。
一

名
教

育
署

高
官

公
開

承
認

，
當

局
拒

絕
培

僑
，

「
為

的
不

是
教

育
方

面

的
理

由
」

。
4
9
2

問
題

是
：

香
港

應
該

用
納

稅
人

的
公

帑
去

培
養

「
把

毛
主

席
開

創
的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事

業
進

行
到

底
」

的
政

治
學

生
嗎

？

吳
康

民
可

會
承

認
：

香
港

的
左

派
學

校
一

直
是

中
共

領
導

下
的

一
翼

，
多

年

來
銳

意
培

養
的

不
僅

僅
是

愛
國

者
，

還
有

緊
跟

中
央

的
革

命
鬥

士
、

共
產

黨
人

？

1996年
，

吳
康

民
說

：
「

如
果

『
親

中
的

』
、

『
左

派
的

』
還

標
誌

着
我

們

受
到

內
地

過
去

『
極

左
』

的
影

響
，

脫
離

了
香

港
的

實
際

，
我

們
應

該
檢

討
，

並

且
努

力
求

得
改

正
。

而
事

實
上

，
也

已
經

獲
得

改
正

。
」
4
9
3

果
真

如
此

，
則

是
香

港
教

育
之

福
。

但
事

實
卻

令
人

遺
憾

。
且

舉
一

例
。

2011年
6月

5日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謝
凌

潔
貞

在
福

建
中

學
聯

校
畢

業

禮
上

當
着

逾
千

師
生

家
長

，
形

容
「

六
四

」
事

件
只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

沙
沙

石
石

」
。

一
名

新
移

民
中

六
生

上
台

致
送

紀
念

品
時

，
走

到
謝

凌
潔

貞
前

大
聲

說
：

「
我

們
大

家
放

長
雙

眼
看

，
『

六
四

』
事

件
注

定
會

有
了

結
，

原
諒

我
的

無

禮
。

」
台

下
一

陣
喧

嘩
，

響
起

掌
聲

。

三
天

後
，

校
長

林
建

華
在

早
會

上
訓

斥
該

名
學

生
的

行
為

，
是

不
尊

重
主

禮

嘉
賓

和
同

場
逾

百
名

畢
業

生
。

林
建

華
又

說
，

謝
凌

潔
貞

念
歷

史
出

身
，

常
會

引

用
歷

史
，

目
的

是
要

學
生

明
辨

是
非

。

被
批

評
的

學
生

表
示

，
他

已
表

達
對

謝
凌

潔
貞

淡
化

「
六

四
」

的
不

滿
，

學

校
和

他
劃

清
界

限
並

不
重

要
。
4
9
4

2010年
5月

19日
，

官
校

庇
理

羅
士

女
子

中
學

的
吳

美
蘭

老
師

高
舉

紙
牌

，

在
政

務
司

唐
英

年
面

前
，

高
叫

「
我

要
有

權
選

特
首

」
，

引
來

700多
名

師
生

熱

4
9
2
  《

培
僑

中
學

六
十

週
年

紀
念

特
刊

1
9
4
6
-2
0
0
6
》

4
9
3
  《

培
僑

中
學

五
十

週
年

校
慶

特
刊

1
9
4
6
-1
9
9
6
》

4
9
4
 
謝

凌
潔

貞
、

中
六

學
生

和
林

建
華

錄
音

講
話

引
自

Y
o
u
T
u
b
e
「

沙
石

論
高

官
聲

帶
曝

光
」

、
「

福
建

中
學

校
長

打
壓

示
威

生
」

，
《

明
報

》
2
0
1
1
年

6
月

8
日

、
《

蘋
果

日
報

》
2
0
1
1
年

6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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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鼓

掌
。

到
底

「
奴

化
教

育
學

校
」

和
「

傳
統

愛
國

學
校

」
，

誰
在

教
導

學
生

明
辨

是

非
、

見
大

人
而

藐
之

？
左

派
學

校
以

往
不

是
鼓

吹
「

捨
得

一
身

剮
，

敢
把

皇
帝

拉

下
馬

」
的

造
反

精
神

嗎
？

四
、
左
翼
分
子
滲
透
教
育
界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1966年
12月

31日
的

英
文

「
機

密
」

卷
宗

‘
secret’

file還
列

出
了

‘
N
on-com

m
unist schools w

ith left-w
ing elem

ents’
（

有
左

翼
分

子
的

非
共

產
黨

學
校

）
的

清
單

，
有

80間
中

小
學

，
共

117人
。

分
成

兩
個

類
別

：
左

翼
分

子
佔

教
職

員
20％

以
上

的
屬

於
第

一
類

，
有

六
間

學
校

。
左

翼
教

職
員

少
於

20％
的

學
校

算
是

第
二

類
。

清
單

列
出

學
校

名
稱

和
被

指
為

左
翼

的
老

師
姓

名
。

茲
略

舉
數

例
：

佛
教

黃
鳳

翎
中

學
 Buddhist W

ong Fung Ling C
ollege: LI M

ui Sheung (F) 4
9
5

循
道

中
學

 C
hinese M

ethodist C
ollege：

L
O

 K
w
un L

in (F)

浸
會

書
院

 H
ong K

ong B
aptist C

ollege：
L
A
U

 K
w
ong Sing

培
正

中
學

 Pui C
hing M

iddle School：
C
H

U
 T

at Sam
, A

U
 C

hi H
an (F),  

T
SO

I So, H
O

 Shuk T
uen (F)

聖
馬

可
中

學
 St. M

ark's C
ollege：

M
arion H

ughes (F)

從
名

單
可

見
，

培
正

中
學

左
翼

教
師

有
五

人
，

聖
馬

可
中

學
的

老
師

是
洋

名
，

不
知

是
嫁

給
洋

人
，

還
是

本
身

是
外

國
人

？
這

份
卷

宗
充

份
說

明
，

當
時

港

英
政

府
政

治
部

對
共

產
黨

的
地

下
活

動
十

分
關

注
，

且
知

之
甚

詳
。

奇
怪

的
是

，

循
道

中
學

的
名

單
上

居
然

漏
了

毛
鈞

年
。

聖
士
提
反
女
校
兩
位
女
黨
員
老
師

就
目

前
的

文
獻

所
知

，
該

校
至

少
有

過
兩

位
女

教
師

是
資

深
的

共
產

黨
人

：

原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秘
書

長
楊

奇
的

夫
人

陳
夢

雲
；

廣
州

市
前

常
務

副
市

長
、

原

培
僑

教
師

羅
培

元
的

夫
人

呂
維

多
（

呂
冰

）
。

4
9
5
  （

F
）

指
女

士
。

陳
夢

雲
，

1946年
在

聖
士

提
反

女
書

院
任

教
。

1947年
轉

到
真

光
女

子
中

學

任
教

。
曾

任
香

港
地

下
黨

領
導

人
方

方
的

秘
書

。
4
9
6

呂
維

多
在

40年
代

初
已

是
共

產
黨

員
，

1949年
間

在
聖

士
提

反
女

校
任

教
。

五
、
港
英
政
府
敵
視
的
華
革
會

今
天

論
到

親
中

政
治

團
體

，
人

們
不

假
思

索
就

會
說

：
民

建
聯

。
沒

有
多

少

人
會

想
到

：
華

革
會

。
可

以
大

膽
地

說
，

華
革

會
作

為
香

港
第

一
個

親
中

的
華

人

政
治

團
體

，
在

上
世

紀
50至

70年
代

曾
經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如

今
，

華
革

會

的
地

位
降

到
和

一
些

同
鄉

會
並

列
，

真
是

世
事

滄
桑

！

人
是

善
忘

的
。

陸
恭

蕙
的

《
地

下
陣

線
—

—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歷

史
》

對
它

一

字
不

提
；

內
地

出
版

的
《

美
國

對
華

情
報

解
密

檔
案

》
根

據
英

文
原

文
，

把
它

錯

譯
為

「
香

港
華

人
改

革
協

會
」

；
《

文
匯

報
》

退
休

記
者

周
奕

的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的

介
紹

不
盡

不
實

；
已

故
主

席
蔡

渭
衡

憶
述

華
革

會
時

，
也

隱
瞞

了
一

些

真
相

。
反

倒
是

港
英

政
府

當
年

的
情

報
很

準
確

：
「

共
產

黨
會

嘗
試

在
將

來
控

制

這
個

團
體

」
。

華
革

會
的

全
名

是
：

香
港

華
人

革
新

協
會

，
創

立
於

1949年
5月

8日
，

比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出

世
還

要
早

。

周
奕

引
述

英
國

一
份

已
解

封
的

、
名

為
《

香
港

政
制

》
的

秘
密

檔
案

，
對

華

革
會

有
如

下
的

描
述

：
「

據
說

有
一

批
去

年
（

指
1950年

）
曾

擬
控

制
華

商
總

會

的
國

民
黨

商
人

現
正

考
慮

參
加

華
革

會
。

但
看

來
更

大
的

可
能

是
，

共
產

黨
會

嘗

試
在

將
來

控
制

這
個

團
體

。
」

周
奕

的
評

論
是

「
此

語
未

免
有

點
危

言
聳

聽
。

從
華

革
會

82位
理

監
事

的

名
單

來
看

，
親

國
民

黨
者

遠
超

於
左

派
。

另
外

，
中

共
在

港
勢

力
對

這
些

玩
意

從

來
不

感
興

趣
。

中
共

的
傳

統
思

想
一

向
把

此
類

政
治

改
革

者
劃

為
『

資
產

階
級

改

良
派

』
，

是
為

維
護

殖
民

主
義

的
統

治
效

勞
的

，
極

其
量

只
是

將
之

列
入

統
戰

對

象
，

從
不

會
加

以
『

控
制

』
。

當
然

，
華

革
會

以
後

的
發

展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

。

周
奕

還
說

，
這

些
秘

密
檔

案
「

主
觀

性
和

片
面

性
很

大
，

其
中

謊
話

和
謬

論

4
9
6
 
李

春
曉

：
《

路
漫

漫
兮

求
索

—
—

記
粵

港
一

代
報

人
楊

奇
》

，
花

城
出

版
社

，
1
9
9
5
年

3
月

，
6
8
、

7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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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不

少
，

有
時

甚
至

令
人

笑
破

肚
皮

」
。
4
9
7

周
奕

笑
得

太
早

了
。

是
的

，
華

革
會

的
創

會
理

監
事

中
，

是
有

不
少

人
親

國
民

黨
，

如
蘇

浙
旅

港

同
鄉

會
會

長
徐

季
良

，
就

是
筆

者
60年

代
就

讀
蘇

浙
小

學
時

的
校

監
。

他
和

當

時
的

小
學

校
長

孫
方

中
、

中
學

（
蘇

浙
公

學
）

校
長

沈
亦

珍
博

士
，

以
及

一
些

老

師
，

都
是

親
台

灣
的

。
校

慶
掛

的
彩

帶
也

是
用

紅
白

藍
三

色
。

沈
亦

珍
是

應
徐

季

良
的

邀
請

，
辭

去
台

灣
的

美
國

在
華

教
育

基
金

會
執

行
秘

書
，

來
香

港
出

掌
蘇

浙

公
學

。
「

由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至

六
十

八
年

（
1962年

至
1979年

）
任

校
長

。
」
4
9
8

蘇
浙

旅
港

同
鄉

會
每

年
雙

十
節

都
會

組
團

前
往

台
北

參
加

慶
典

，
並

拜
會

總

統
及

各
級

首
長

。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

1974年
）

10月
，

會
長

徐
季

良
等

28人
的

祝
壽

團
飛

台
北

向
蔣

介
石

祝
壽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

1975年
）

4月
，

蔣
介

石
逝

世
，

徐
季

良
率

40餘
人

的
代

表
團

前
往

台
北

參
加

喪
禮

。
4
9
9

事
實

上
，

徐
季

良
等

親
國

民
黨

人
士

早
在

華
革

會
成

立
初

期
就

退
會

了
。

蔡
渭

衡
於

2009年
10月

3日
《

大
公

報
》

發
表

的
〈

建
國

六
十

年
  華

革

六
十

年
〉

長
文

，
講

述
了

華
革

會
的

政
治

立
場

：
「

1949年
10月

1日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
華

革
會

於
11月

1日
發

出
宣

言
，

呼
籲

英
國

政
府

從
速

承
認

新

中
國

⋯
⋯

華
革

會
主

席
黃

新
彥

被
委

任
為

全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委
員

。
」

陳
君

葆
是

華
革

會
的

創
辦

人
之

一
。

他
的

日
記

清
楚

記
錄

了
：

華
革

會
很

早

就
接

受
中

共
的

領
導

和
指

示
了

。

1952年
10月

16日
：
華
革
會
應
緩
和
一
切
太
惹
人
注
目
的
行
動
，
改
變

作
風
，
變
更
政
策
以
適
應
目
前
環
境
為
要
圖
。
爭
取
擁
護
者
亦
為
急
務
。

1
9
5
3
年
1
0
月
1
7
日
：
（
在
廣
州
）
到
統
戰
部
見
羅
理
實
，
見
到
祁

烽
，
要
報
告
的
話
⋯
⋯

1953年
10月

23日
：
去
統
戰
部
談
華
革
會
。

一
個

香
港

政
團

的
領

導
人

，
憑

甚
麼

要
去

廣
州

向
廣

東
省

委
統

戰
部

長
羅

理

4
9
7
 
周

奕
：

《
香

港
左

派
鬥

爭
史

》
，

6
7
頁

。
4
9
8
 
沈

亦
珍

：
《

我
的

一
生

》
，

1
9
2
-1
9
9
頁

。
沒

有
出

版
社

名
稱

，
大

概
是

自
費

出
版

。
4
9
9
 
孔

東
：

《
蘇

浙
旅

港
同

鄉
會

之
研

究
》

，
台

灣
學

生
書

局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
1
9
9
4
年

）
8
月

，
3
5
-3
6
、

6
2
、

1
0
4
頁

。
本

書
是

作
者

的
博

士
論

文
。

實
報

告
會

務
呢

？

祁
烽

，
1949年

至
1952年

任
中

共
沙

深
寶

邊
區

工
作

委
員

會
書

記
，

管
轄

寶
安

境
內

的
南

頭
、

深
圳

、
沙

頭
角

三
鎮

黨
的

工
作

，
主

管
邊

境
涉

外
鬥

爭
，

歸

中
共

中
央

華
南

分
局

直
接

領
導

。
1950-1951年

任
寶

安
縣

委
書

記
。

1952年
調

任
廣

東
省

委
統

戰
部

第
四

處
處

長
，

任
務

是
掌

握
香

港
情

況
，

研
究

香
港

問
題

。

1957年
，

被
廖

承
志

升
為

廖
承

志
辦

公
室

主
任

，
後

來
長

期
擔

任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
5
0
0

1955年
4月

16日
日

記
傳

達
的

訊
息

就
更

為
清

楚
。

蔡
渭

衡
等

人
去

了
廣

州

八
天

，
接

受
重

要
指

示
，

然
後

回
來

報
告

，
談

到
幾

件
華

革
會

要
負

起
的

責
任

：

（
一
）
對
於
香
港
政
府
的
限
制
中
國
人
入
口
的
政
策
，
華
革
不
能
不
說

話
⋯
⋯（
二
）
對
於
香
港
一
問
題
，
帝
國
主
義
者
尚
沒
有
做
到
利
用
它
來
作
侵

略
我
們
的
基
地
時
，
我
們
還
是
容
忍
他
們
暫
時
保
持
現
在
的
佔
領
狀
態
的
，

這
一
點
要
通
過
教
育
來
提
高
大
家
的
認
識
；

（
三
）
我
們
要
以
聯
結
小
資
產
階
級
，
爭
取
上
層
階
級
向
祖
國
投
資
為

工
作
對
象
；

（
四
）
要
擴
大
宣
傳
，
使
這
裏
的
人
明
瞭
華
僑
地
主
階
級
成
份
，
如
何

改
變
的
真
實
情
況
；

（
五
）
教
育
人
們
了
解
台
灣
問
題
的
實
質
似
乎
比
廣
泛
宣
傳
反
對
原
子

戰
爭
的
工
作
更
為
急
切
需
要
；

（
六
）
就
華
革
來
說
，
團
結
幹
部
，
加
強
訓
練
幹
部
與
擴
大
基
層
組
織

均
重
要
，
應
分
頭
進
行
。

港
英

政
府

一
直

密
切

注
意

華
革

會
這

個
親

中
政

團
的

動
向

。

1952年
，

華
革

會
主

席
莫

應
溎

被
港

英
遞

解
出

境
，

由
秘

書
長

陳
丕

士
接

任

主
席

職
位

。
華

革
會

會
員

人
數

由
1,500多

人
，

下
跌

至
不

足
200人

，
「

面
臨

解

體
的

危
機

」
。

5
0
0
 《

中
國

共
產

黨
深

圳
市

組
織

史
資

料
》

，
1
9
9
5
年

1
2
月

，
9
9
-1
0
1
頁

；
《

中
國

共
產

黨
寶

安
縣

組
織

史
資

料
》

，
1
9
8
9
年

7
月

，
9
頁

；
鐵

竹
偉

：
《

廖
承

志
傳

》
，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9
8
年

1
0
月

，
3
3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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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渭

衡
說

：
「

陳
丕

士
接

任
主

席
後

，
通

過
各

方
面

關
係

爭
取

進
步

人
士

加

入
華

革
會

—
—

這
就

是
後

來
人

稱
的

『
復

會
』

⋯
⋯

在
陳

丕
士

『
復

會
』

的
帶

動

下
，

很
多

受
港

英
『

新
社

團
法

』
影

響
而

被
迫

解
散

的
進

步
集

體
如

：
教

師
會

、

學
生

會
、

38個
業

餘
團

體
成

員
等

紛
紛

轉
移

到
華

革
會

來
。

當
年

培
僑

中
學

校

長
杜

伯
奎

、
漢

華
中

學
校

長
黃

建
立

、
香

島
中

學
校

長
黃

承
燊

、
中

業
校

長
成

慶
生

、
中

華
中

學
黃

祖
芬

和
育

群
中

學
校

長
趙

克
墀

，
都

成
為

華
革

會
執

行
委

員
，

後
來

，
黃

祖
芬

更
成

為
華

革
會

1980-1985年
度

主
席

，
黃

建
立

為
名

譽
會

長
。

」除
了

工
聯

會
之

外
，

華
革

會
簡

直
成

了
勞

工
以

外
的

左
派

大
本

營
。

蔡
渭

衡

本
人

就
是

在
這

段
時

期
加

入
的

。

上
述

資
料

推
翻

了
周

奕
說

的
「

中
共

在
港

勢
力

對
這

些
玩

意
從

來
不

感
興

趣
」

，
也

證
實

了
港

英
的

研
判

正
確

：
「

共
產

黨
會

嘗
試

控
制

這
個

團
體

。
」

但

蔡
渭

衡
把

「
復

會
」

功
勞

歸
於

陳
丕

士
，

卻
不

是
事

實
。

陳
丕

士
是

千
里

達
華

僑
，

留
學

英
國

讀
法

律
，

是
一

位
親

北
京

政
府

的
大

律

師
。

他
的

父
親

陳
友

仁
曾

任
國

民
政

府
的

外
交

部
長

。
陳

丕
士

在
香

港
上

流
社

會

具
有

知
名

度
。

由
他

擔
任

華
革

會
主

席
，

可
以

對
港

英
政

府
的

打
壓

，
起

到
若

干

緩
衝

的
作

用
，

也
有

利
於

吸
納

非
政

治
化

的
會

員
。

但
是

，
有

能
力

把
進

步
團

體

成
員

和
愛

國
學

校
校

長
們

組
織

起
來

的
，

當
然

不
是

靠
只

能
以

英
語

與
人

溝
通

、

不
懂

說
華

語
的

陳
丕

士
了

。

事
實

上
，

以
蔡

渭
衡

為
首

的
華

革
會

少
壯

派
並

不
尊

重
陳

丕
士

這
位

主
席

。

根
據

陳
君

葆
日

記
記

載
：

1953年
5月

13日
：

蔡
渭

衡
在

陳
君

葆
面

前
批

評
陳

丕
士

競
選

衛
生

局
議

員
，

是
「

改
良

主
義

」
。

1958年
6月

11日
：

「
蔡

渭
衡

、
翁

瑞
祺

、
林

英
、

陳
海

權
，

來
討

論
關

於

一
個

內
部

矛
盾

的
問

題
。

他
們

訴
說

最
近

丕
公

有
很

多
不

對
的

地
方

，
引

起
執

委

間
的

疑
慮

。
⋯

⋯
丕

士
對

一
班

執
委

，
總

有
點

看
不

起
他

們
，

每
每

當
他

們
是

一

班
兒

孩
子

，
要

嘛
就

是
教

訓
他

們
一

頓
。

」

陳
君

葆
在

翌
日

的
日

記
裏

記
載

，
他

把
少

壯
派

的
不

滿
告

訴
了

《
大

公
報

》

社
長

費
彝

民
。

從
創

會
到

80年
代

初
，

陳
君

葆
後

半
生

的
精

力
主

要
放

在
華

革
會

。
日

記
中

有
大

量
記

載
，

顯
示

華
革

會
的

黃
金

歲
月

，
分

部
遍

佈
港

九
新

界
，

還
設

有
兩

間

醫
療

所
。

「
到

深
水

埗
參

加
華

革
第

六
、

七
、

八
區

晚
會

，
引

用
毛

澤
東

話
勉

勵
會

友
」

、
「

祁
烽

邀
見

饒
部

長
彰

風
」

5
0
1、

「
組

織
部

：
8個

區
70個

站
，

20個
幹

事
」

、
「

出
席

了
組

織
部

的
區

站
長

會
議

，
着

重
談

『
反

殖
民

主
義

運
動

』
」

、

「
華

革
會

假
金

陵
酒

家
開

的
十

一
國

慶
節

慶
祝

會
開

得
很

成
功

。
我

作
了

演

講
⋯

⋯
白

天
的

慶
祝

大
會

到
了

3,000多
人

。
晚

上
餐

會
又

1,000多
人

。
」

以
下

這
段

日
記

，
顯

示
一

些
愛

國
學

校
挪

用
了

華
革

會
捐

款
。

如
果

不
是

相

互
之

間
有

千
絲

萬
縷

的
組

織
關

係
，

會
有

這
樣

的
糊

塗
賬

嗎
？

1960年
7月
22日

：
出
席
華
革
的
執
委
會
，
討
論
的
是
福
利
基
金
收
款

與
收
回
捐
冊
一
問
題
。
原
來
，
許
多
學
校
，
因
為
周
轉
有
困
難
，
收
到
的
款

項
，
一
部
份
倒
用
去
了
，
如
新
僑
除
了
自
己
的
賣
物
會
所
得
的
1,800元

已

用
去
後
，
又
從
培
僑
的
項
下
挪
了
3,000元

過
來
，
這
樣
構
成
了
4,800元

的

賬
目
，
將
怎
樣
報
數
，
怎
樣
使
我
們
的
籌
委
會
結
束
賬
目
公
佈
與
社
會
知
道

呢
？
除
非
有
辦
法
處
置
妥
當
，
而
又
不
違
背
原
則
。
丕
公
為
這
事
頗
有
點
生

氣
，
也
難
怪
得
。
「
騎
劉
皇
馬
」
的
作
風
是
不
足
為
訓
的
！
當
然
咯
，
事
情

弄
得
不
好
，
繩
子
便
套
在
華
革
會
主
持
人
脖
子
上
了
！

蔡
渭

衡
借

用
陳

君
葆

的
話

：
「

華
革

會
從

成
立

的
一

天
開

始
，

就
被

港
英

視

為
眼

中
釘

！
」

「
華

革
會

的
成

立
，

是
為

了
促

使
英

國
殖

民
統

治
的

結
束

。
」

話

說
得

夠
坦

白
了

。
5
0
2

陳
君

葆
直

言
是

港
英

「
仇

視
新

中
國

」
：

1957年
9月
2日
：
「
華
革
」
執
委
會
，
我
講
了
話
，
先
講
「
人
權
保

障
」
在
香
港
，
今
昔
一
個
大
諷
刺
！
杜
伯
奎
出
境
，
中
華
校
舍
封
閉
事
件
非

孤
立
的
，
一
連
串
迫
害
事
件
，
自
達
德
、
南
方
、
盧
動
、
司
馬
文
森
以
至
現

在
的
杜
校
長
，
蓋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事
，
來
由
甚
遠
。

5
0
1
 
饒

彰
風

4
0
年

代
曾

是
香

港
地

下
黨

領
導

人
之

一
5
0
2
  《

華
革

會
金

禧
紀

念
特

刊
1
9
4
9
-1
9
9
9
》

，
6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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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敵
視

和
對

立
，

到
了

「
六

七
暴

動
」

時
最

尖
銳

。

1967年
5月
22日

：
午
前
，
老
譚

5
0
3來
，
說
各
界
反
迫
害
委
會
昨
日
開

過
會
，
要
擴
大
組
織
，
徵
求
我
意
見
加
入
為
委
員
，
我
說
我
完
全
同
意
，
這

鬥
爭
已
開
始
，
是
「
不
獲
全
勝
，
誓
不
收
兵
」
的
。

6月
5日
：
華
革
會
今
日
派
慰
問
團
去
慰
問
培
僑
同
學
。

6月
19日

：
今
晚
丕
士
召
開
的
鬥
委
和
執
委
聯
合
會
議
⋯
⋯
丕
士
要
我

也
講
話
。

6月
21日

：
各
界
鬥
委
會
為
反
英
烈
士
徐
田
波
、
黎
松
、
曾
明
籌
備
葬

禮
。
蔡
渭
衡
來
電
話
，
要
陳
君
葆
擬
定
輓
聯
若
干
聯
。

第
二

天
，

陳
君

葆
為

華
革

會
擬

下
：

上
海
五
卅
，
沙
基
六
月
，
舊
債
未
清
償
，
又
圖
滅
跡
竟
焚
屍
，
帝
國
主

義
，
殘
暴
兇
狼
，
翁
虎
無
半
分
人
性
！

鴉
片
荼
毒
，
血
海
沉
冤
，
窮
寇
待
今
追
，
且
看
悲
憤
化
雷
霆
，
殺
身
成

仁
，
前
赴
後
繼
，
春
秋
復
九
世
之
仇
。

又
為

華
革

婦
女

團
鬥

委
會

擬
：

三
元
里
、
平
英
團
、
百
卅
年
折
㦸
起
沉
沙
，
待
如
君
等
英
雄
，
雪
恥
重

教
磨
洗
；

紗
廠
魂
，
蒲
崗
淚
，
九
龍
島
新
囑
懷
舊
恨
，
凡
是
中
華
兒
女
，
復
仇
豈

肯
遲
疑
！

大
概

形
勢

緊
張

，
6月

23日
入

夜
，

蔡
渭

衡
打

電
話

給
陳

君
葆

，
說

追
悼

三

烈
士

，
現

改
由

各
鬥

委
單

位
分

別
自

己
舉

行
。

結
果

，
陳

君
葆

還
要

「
絞

腦
汁

」
為

華
革

各
區

、
各

單
位

多
擬

寫
幾

副
輓

聯

及
祭

文
。

5
0
3
 
老

譚
：

譚
幹

，
新

華
社

幹
部

，
《

日
記

》
有

大
量

關
於

他
負

責
和

陳
君

葆
聯

繫
的

記
載

。

6月
28日

：
已
有
華
革
會
員
被
捕
。

7月
18日

：
曹
大
姐
來
電
說
蔡
渭
衡
被
逮
捕
了
；
不
久
張
炳
忠
來
電
話

說
，
會
所
遭
襲
擊
搜
查
，
逮
捕
了
七
個
會
員
。
於
是
立
刻
打
電
話
給
丕
士
，

告
訴
他
所
聽
說
的
情
況
，
以
及
如
何
找
尋
蔡
渭
衡
的
下
落
，
如
何
營
救
，
他

說
，
可
找
律
師
，
要
用
法
律
手
續
！
他
不
知
道
「
三
視
」
？
5
0
4

一
個

多
月

後
的

8月
25日

，
蔡

渭
衡

的
妻

子
才

有
機

會
去

集
中

營
看

望
蔡

渭

衡
。

「
蔡

嫂
去

看
過

大
蔡

一
次

，
還

好
。

」

蔡
渭

衡
被

囚
禁

在
摩

星
嶺

集
中

營
，

「
捱

了
18個

半
月

比
牢

獄
還

黑
暗

之

苦
」

。
遭

遇
和

筆
者

的
皇

仁
學

長
一

樣
，

是
令

人
寄

予
同

情
的

。
不

過
，

蔡
渭

衡

在
接

受
年

輕
記

者
採

訪
時

，
強

調
他

是
華

仁
「

番
書

仔
」

，
不

是
「

左
仔

」
，

強

調
他

這
個

secretary，
只

是
秘

書
，

不
是

共
產

黨
概

念
中

的
書

記
。
5
0
5

這
些

說
法

與
事

實
不

符
。

《
陳

君
葆

日
記

》
大

量
記

錄
說

明
，

蔡
渭

衡
很

早
就

是
活

躍
華

革
會

的
中

堅

分
子

。
以

下
再

補
充

幾
條

：

1954年
1月
17日

：
（
蔡
）
渭
衡
縷
述
了
幾
個
月
來
華
革
會
內
部
變
化

的
經
過
，
及
提
出
應
如
何
把
局
勢
扭
轉
，
免
得
更
趨
惡
化
。

1956年
4月
3日
：
蔡
渭
衡
、
翁
瑞
祺
、
陳
沛
根
三
人
來
漫
談
赴
穗
觀

光
情
況
。

1956年
5月
12日

：
渭
衡
來
，
談
介
紹
知
識
分
子
歸
國
服
務
與
招
待
回

鄉
同
胞
服
務
組
織
事
。

陳
君

葆
在

1957年
8月

17日
記

載
：

「
渭

衡
把

自
己

整
個

獻
給

華
革

的
工

作
，

全
部

可
能

的
時

間
，

全
部

精
神

。
他

月
薪

僅
得

550元
，

而
子

女
7人

，
仰

事

俯
給

，
不

為
不

辛
苦

了
，

難
道

他
沒

有
多

找
些

入
息

的
需

要
，

然
而

所
為

何
來

？

這
是

他
值

得
人

敬
佩

的
地

方
。

」

在
2004年

《
陳

君
葆

日
記

》
的

發
行

儀
式

上
，

蔡
渭

衡
對

陳
君

葆
這

位
亦

師

5
0
4
 
三

視
：

仇
視

、
鄙

視
、

蔑
視

。
5
0
5
 
經

濟
日

報
記

者
集

體
執

筆
：

《
六

七
暴

動
秘

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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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友

的
長

輩
也

是
推

崇
備

至
。

以
上

引
述

的
陳

君
葆

日
記

不
可

能
是

假
話

。

經
過

「
六

七
暴

動
」

一
役

，
加

上
「

文
革

」
十

年
動

亂
，

左
派

陣
營

損
失

極

大
，

華
革

會
也

不
斷

萎
縮

。
創

會
人

垂
垂

老
矣

，
少

壯
派

如
蔡

渭
衡

，
也

要
為

口
奔

馳
。

到
了

香
港

過
渡

時
期

，
華

革
會

的
角

色
逐

漸
由

後
來

居
上

的
民

建
聯

取
代

了
。

六
、
全
球
獨
一
無
二
的
馬
可
勃
羅
會
（
M
a
rc
o
 P
o
lo
 C
lu
b
）

這
裏

講
的

馬
可

勃
羅

會
（

M
arco Polo C

lub）
，

不
是

指
國

泰
航

空
公

司

的
乘

客
飛

行
里

程
會

籍
，

而
是

中
共

在
香

港
一

個
面

向
洋

人
的

統
戰

組
織

，
以

突

破
中

國
在

外
交

上
的

孤
立

局
面

。

《
陳

君
葆

文
集

》
介

紹
作

者
的

生
平

時
寫

得
很

清
楚

：
「

1957年
7月

19

日
，

陳
君

葆
與

陳
丕

士
等

人
奉

有
關

方
面

指
示

和
協

助
，

在
香

港
成

立
『

馬
可

勃

羅
會

』
，

該
會

主
旨

在
聯

絡
各

國
駐

港
領

事
官

員
、

香
港

政
府

開
明

高
官

、
知

識

界
人

士
，

通
過

演
講

、
播

放
電

影
等

方
式

介
紹

新
中

國
。

」
5
0
6

「
有

關
方

面
」

即
是

中
國

政
府

。
此

時
中

國
尚

未
對

外
開

放
，

駐
港

的
外

國

人
也

樂
得

藉
此

機
會

一
窺

「
竹

幕
」

的
內

情
。

陸
恭

蕙
的

《
地

下
陣

線
》

引
用

美
國

《
時

代
》

雜
誌

（
T
im

e）
1972年

1月

的
一

篇
文

章
說

：
「

1956年
，

支
持

共
產

黨
的

陳
丕

士
律

師
成

立
了

馬
可

孛
羅

會
⋯

⋯
在

1970年
代

，
每

次
約

有
30個

中
共

幹
部

出
席

晚
宴

。
」
5
0
7

成
立

年
份

錯
了

。
「

30個
中

共
幹

部
出

席
晚

宴
」

一
句

話
，

《
時

代
》

雜
誌

的
原

文
5
0
8沒

有
說

明
有

何
根

據
或

消
息

來
源

，
也

大
成

疑
問

。
馬

可
勃

羅
會

創
辦

人
之

一
陳

君
葆

的
日

記
，

詳
細

披
露

這
個

由
中

共
在

背
後

支
持

的
社

交
團

體
，

搞
了

些
甚

麼
統

戰
的

活
動

？
風

雲
變

幻
的

中
國

政
局

，
對

馬

5
0
6
  《

陳
君

葆
文

集
》

，
三

聯
書

店
，

2
0
0
8
年

1
1
月

，
2
7
頁

。
5
0
7
 
陸

恭
蕙

：
《

地
下

陣
線

》
，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

1
0
1
頁

。
5
0
8 

T
im

e
：

H
O
N
G
 K
O
N
G
: M

a
rc
o
 P
o
lo
's M

ixe
r, M

o
n
d
a
y, Ja

n
. 1

0
, 1

9
7
2
.

 
T
h
e
 re

c
ip
ie
n
ts－

jo
u
rn
a
lists, b

u
sin

e
ssm

e
n
, tra

d
e
 re

p
re
se

n
ta
tive

s a
n
d
 c
o
n
su

la
r o

ffic
ia
ls－

se
ld
o
m
 d
e
c
lin

e
 th

is su
m
m
o
n
s. A

ll o
f th

e
m
 a
re
 m

e
m
b
e
rs o

f th
e
 M

a
rc
o
 P
o
lo
 C

lu
b
, th

e
 w

o
rld

's 
o
n
ly so

c
ia
l o

rg
a
n
iza

tio
n
 in

 w
h
ic
h
 W

e
ste

rn
e
rs c

a
n
 m

e
e
t re

g
u
la
rly a

n
d
 in

fo
rm

a
lly w

ith
 o
ffic

ia
ls 

o
f th

e
 P
e
o
p
le
's R

e
p
u
b
lic

 o
f C

h
in
a
.

 
B
e
c
a
u
se

 o
f th

e
 c
o
ld
n
e
ss in

 S
in
o
-A

m
e
ric

a
n
 re

la
tio

n
s, C

h
e
n
 u
n
til th

is ye
a
r re

fu
se

d
 to

 le
t U

.S
. 

c
itize

n
s a

tte
n
d
 th

e
 M

a
rc
o
 P
o
lo
 d
in
n
e
rs. T

h
e
 ru

le
s h

a
ve

 n
o
w
 b
e
e
n
 c
h
a
n
g
e
d
 so

 th
a
t A

m
e
ric

a
n
 

re
sid

e
n
ts o

f H
o
n
g
 K
o
n
g
 w

h
o
 h
a
ve

 visite
d
 th

e
 m

a
in
la
n
d
 c
a
n
 jo

in
 th

e
 c
lu
b
.

可
勃

羅
會

又
有

甚
麼

影
響

？

1
9
5
7
年

7月
19日
：
馬
可
勃
羅
午
餐
會
今
日
成
立
，
首
次
敍
餐
於
高
羅
士
打
酒
店
。

到
者
幾
40人
，
辛
格
萊
夫
人
講
話
，
談
訪
華
所
見
。
有
中
行
副
理
方
善
桂
。

8月
16日

：
第
二
次
聚
餐
，
請
《
法
新
社
》
的
駐
北
京
特
派
員
羅
幹
演

講
，
他
說
：
到
中
國
訪
問
，
不
應
懷
有
成
見
，
就
以
科
學
的
、
全
面
的
態
度

來
看
事
物
，
把
所
見
到
的
與
中
國
的
歷
史
聯
繫
起
來
，
把
新
的
和
舊
的
作
個

對
比
⋯
⋯

12月
20日

：
晚
上
，
聽
了
印
度
專
員
阿
達
加
演
講
「
潘
察
希
拉
」
五

項
和
平
原
則
的
意
義
。
參
加
飯
會
的
有
印
尼
總
領
事
哈
布
沙
夫
婦
、
緬
甸
領

事
陳
振
富
夫
婦
⋯
⋯
會
中
還
放
映
幾
部
短
片
，
中
有
關
於
南
印
度
的
，
很
不

錯
。
另
一
幅
是
英
國
文
化
委
會
借
來
的
—
—
《
倫
敦
》
。

1
9
5
8
年

1月
17日

：
今
日
午
餐
在
M
axim

餐
室
舉
行
。
講
話
的
倒
是
個
法
國
學

生
，
擬
用
寫
文
章
來
支
付
他
環
遊
世
界
的
壯
舉
，
這
足
欽
佩
的
。
參
加
餐
會

的
還
有
荷
蘭
領
事
。

6月
27日

：
我
作
了
「
粵
西
之
行
」
的
報
告
，
到
會
會
員
、
會
友
42

人
。
我
在
演
講
中
介
紹
了
「
緬
茄
」
這
一
項
植
物
。

11月
28日

：
今
天
來
參
加
的
人
也
不
少
。
在
放
映
楊
慎
德
的
所
藏
石

灣
陶
瓷
的
彩
色
影
片
時
，
我
作
了
一
個
對
石
灣
陶
瓷
的
簡
單
的
介
紹
。
講
話

後
，
英
國
皇
室
空
軍
的
Philips君

代
表
致
謝
詞
⋯
⋯

1
9
5
9
年

2月
27日

：
陳
丕
士
演
講
《
人
民
公
社
》
；
只
得
由
我
當
主
席
致
詞
。

講
完
後
，
由
烏
拉
圭
領
事
N
aybug作

謝
詞
。
今
日
參
加
的
人
較
少
，
丕
士
說

可
能
因
為
講
題
在
他
們
的
眼
中
看
來
是
帶
色
彩
的
。
我
也
正
在
想
着
是
甚
麼

道
理
。1
9
6
0
年

9月
23日

：
晚
，
參
加
了
餐
會
，
試
過
「
工
夫
茶
」
。
電
影
是
一
部
關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358
359

第
六
章

於
英
德
縣
種
茶
的
片
子
。

11月
25日

：
聚
餐
，
並
有
中
國
書
畫
展
覽
。

1
9
6
1
年

5月
26日

：
馬
可
勃
羅
會
餐
會
，
到
38人

，
我
作
了
關
於
《
地
下
宮

殿
：
定
陵
》
的
一
個
簡
單
的
講
話
：
“
It is a fact w

orth noticing that 

w
hilst Em

peror W
an-li w

as rejoicing that the underground palace he 

built for him
self w

as rapidly being brought to com
pletion, the ancestors 

of som
e of our friends here tonight w

ere celebrating their victory over 

King Philip of Spain by burning the Spanish A
rm
ada.”

5
0
9

陳
君

葆
日

記
記

下
了

每
次

代
替

陳
丕

士
主

持
餐

會
時

的
英

文
講

話
原

文
，

都

是
古

今
中

外
，

旁
徵

博
引

。
例

如
把

明
代

的
萬

曆
帝

與
西

班
牙

艦
隊

相
提

並
論

。

以
下

英
文

引
文

都
是

陳
君

葆
說

的
話

。

1962年
1月
26日

：
馬
可
勃
羅
會
春
節
晚
會
：
寄
拜
帖
—
—
These new

 

year cards, equivalent to X'm
as cards in the w

est, had a history of over 

1 thousand years. 5
1
0

1963年
10月

24日
：
馬
可
勃
羅
會
敍
餐
改
在
中
總
舉
行
。
因
告
羅
士

打
酒
店
要
改
換
營
業
了
。

1964年
4月
24日

：
晚
，
約
了
曹
聚
仁
來
參
加
。
5
1
1

1
9
6
4
年
1
0
月
3
0
日
：
譚
幹
以
車
來
，
一
同
去
，
我
仍
有
點
頭
重

目
眩
⋯
⋯
與
會
者
60多

人
。
我
講
話
：
the fall of K

hrushchev and the 

explos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atom
ic bom

b. Colour film
 “
the First 

Gam
es of the N

ew
 Em
erging Forces”

5
1
2

1965年
1月
29日

：
敍
餐
會
，
聽
殷
承
宗
奏
Liszt的

樂
曲
⋯
⋯
5
1
3

5
0
9
  《

陳
君

葆
日

記
》

，
商

務
印

書
館

。
5
1
0
  《

日
記

》
誤

作
華

革
會

。
根

據
上

一
天

日
記

：
「

陳
丕

士
要

我
在

馬
可

勃
羅

會
的

春
節

晚
會

上
，

談
談

中
國

新
年

的
一

些
俗

尚
。

我
答

應
了

。
」

而
且

華
革

會
開

會
無

需
說

英
文

。
5
1
1
 
曹

聚
仁

，
作

家
。

5
1
2
 
電

影
：

《
新

興
力

量
運

動
會

》
，

譚
幹

：
皇

仁
書

院
畢

業
、

新
華

社
幹

部
。

5
1
3
 
L
iszt，

匈
牙

利
音

樂
家

李
斯

特
。

《
日

記
》

誤
植

：
L
ig
st。

殷
承

宗
，

中
國

著
名

鋼
琴

家
，

1
9
6
2
年

贏
得

莫
斯

科
第

二
屆

柴
可

夫
斯

基
鋼

琴
比

賽
第

二
名

。

4月
30日

：
飯
後
已
來
不
及
到
馬
可
勃
羅
會
去
看
《
爆
炸
原
子
彈
》
的

影
片
了
。

11月
26：

敍
餐
，
看
了
《
甲
午
風
雲
》
一
片
。
5
1
4

1966年
8月
26日

：
敍
餐
會
，
主
持
和
講
話
，
介
紹
《
軍
墾
戰
歌
》
一

影
片
，
還
舉
行
了
中
國
郵
票
展
覽
。
“
Our soldiers w

ho are reclaim
ing the 

desert, bringing the Gobi into a production land again, or changing nature.”

8月
29日

：
寫
了
一
封
信
給
老
譚
，
告
訴
他
馬
可
勃
羅
會
敍
餐
時
經
過

一
段
落
。
5
1
5

10月
28日

：
敍
餐
會
，
看
了
《
革
命
贊
歌
》
的
彩
色
記
錄
片
。
陳
丕
士

主
持
餐
會
⋯
⋯
李
宗
瀛
、
馬
廷
棟
，
看
了
延
安
革
命
聖
地
以
及
井
岡
山
後
，

也
回
來
了
。
5
1
6

1967年
3月
31日

：
W
e are going to screen a picture, entitled“

Red 

Blossom
s Turn to the Sun”

－
 a H
ong Kong production, and you have 

already seen the exhibition of photos －
 both these serve to throw

 light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is now
 m
arching from

 

victories to victories in China. 5
1
7

5月
22日

：
譚
說
：
馬
可
勃
羅
這
個
月
不
聚
餐
了
，
現
在
也
不
講
那
一

套
了
。
我
說
：
我
也
早
看
到
這
一
點
了
，
是
應
該
這
樣
的
。
5
1
8

1970年
2月
2
6日
：
馬
可
勃
羅
餐
會
，
150餘

人
出
席
，
有
德
國
領

事
；
影
片
是
日
本
人
拍
製
，
題
材
為
東
北
。

5月
28日

：
Blackw

ell夫
婦
，
瑞
士
領
事
夫
婦
，
影
片
：
鋼
琴
伴
奏

《
紅
燈
記
》
。
5
1
9

5
1
4
 
講

述
1
8
9
5
年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的
彩

色
故

事
片

。
5
1
5
 
老

譚
：

譚
幹

。
大

概
老

譚
沒

有
出

席
8
月

2
6
日

的
敍

餐
會

，
所

以
陳

君
葆

要
向

他
匯

報
。

5
1
6
 
李

、
馬

二
人

都
是

通
曉

英
語

的
《

大
公

報
》

高
層

。
5
1
7
 
港

產
片

《
朵

朵
紅

花
向

太
陽

》
和

圖
片

展
，

介
紹

「
文

革
」

從
一

個
勝

利
走

向
一

個
勝

利
。

 
出

席
的

有
阿

聯
總

領
事

O
m
a
r S

h
a
ra
f。

 
1
9
6
7
年

5
月

，
香

港
發

生
暴

動
，

馬
可

勃
羅

會
停

止
活

動
。

5
1
8
 
馬

可
勃

羅
餐

會
中

斷
了

近
三

年
，

直
到

7
0
年

初
才

復
會

。
5
1
9
 
應

作
：

鋼
琴

伴
唱

《
紅

燈
記

》
，

「
文

革
」

時
的

樣
板

戲
之

一
，

是
首

次
以

西
洋

樂
器

—
—

鋼
琴

，
來

伴
奏

中
國

傳
統

的
京

劇
唱

腔
。

作
者

就
是

1
9
6
5
年

在
馬

可
勃

羅
會

演
奏

鋼
琴

的
殷

承
宗

。
他

這
時

已
改

名
為

殷
誠

忠
。

據
說

是
江

青
的

旨
意

。
殷

的
另

一
傑

作
是

主
持

把
《

黃
河

大
合

唱
》

改
編

為
《

黃
河

鋼
琴

協
奏

曲
》

。
1
9
7
6
年

1
0
月

後
，

殷
被

指
為

是
「

四
人

幫
在

中
央

樂
團

的
代

表
」

，
受

到
四

年
政

治
審

查
。

1
9
8
3
年

移
居

美
國

，
恢

復
原

名
：

殷
承

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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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

陳
丕

士
要

歐
遊

四
至

六
個

月
，

接
着

幾
次

的
聚

會
要

由
陳

君
葆

主

持
，

日
記

記
載

了
他

事
前

到
新

華
社

商
討

馬
可

勃
羅

會
的

事
宜

。

11月
13日

：
飯
於
新
華
社
，
談
馬
可
勃
羅
敍
餐
講
話
事
。

11月
26日

：
M
arco Polo Club has no club-house⋯

⋯
放
電
影
《
鐵
道

衛
士
》
，
麻
煩
了
李
宗
瀛
來
解
畫
，
因
沒
有
英
文
字
幕
。

1971年
1月
12日

：
到
新
華
社
午
飯
，
討
論
的
是
：
馬
可
勃
羅
餐
會
。

2月
25日

：
colour film

“
Celebrating the 21st anniversary of the 

PRC”
. On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film

 is Vice-Chairm
an's Lin 

Piao's speech in full. 嘉
賓
中
有
兩
名
荷
蘭
銀
行
家
，
澳
洲
廣
播
公
司
 

Patricia Penn. 5
2
0

3月
25日

：
167人

，
是
人
數
最
多
的
一
次
。
“
R
ed Flag”

Canal is 

the spirit of M
ao Tse-tung thought：

“
Transform

 China in the spirit 

of the Foolish Old M
an w

ho hesitated not in striving to rem
ove the 

m
ountains.”

5
2
1

7月
29日

：
看
《
紅
色
娘
子
軍
》
，
Tony柏

拉
賈
的
評
話
頗
中
肯
。
5
2
2

1974年
3月
28日

：
“
Young 8th Route”

a docum
entation in art 

form
－
puppet show

。
新
華
社
李
玉
和
、
廖
志
強
陪
同
到
文
華
酒
店
。
與

譚
幹
杯
酒
共
話
。
N
. Croucher是

舊
相
識
，
中
英
文
化
協
會
、
中
英
學
會
會

友
。
5
2
3

6月
27日

：
影
片
：
Educated Y

outh in the Countryside, China's 

Postal System
.  
5
2
4

11月
28日

：
馬
可
勃
羅
餐
會
：
看
坦
桑
尼
亞
鐵
路
的
建
築
的
影
片
。
5
2
5

1975年
3月
27日

：
與
Tony談

葡
萄
牙
局
勢
。
Bard醫

生
。
5
2
6

5
2
0
 
放

映
紀

錄
片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二
十

一
週

年
》

。
賣

點
：

林
彪

副
主

席
講

話
全

文
。

5
2
1
 
紀

錄
片

《
紅

旗
渠

》
，

展
現

愚
公

移
山

、
改

天
換

地
的

毛
澤

東
思

想
。

5
2
2
  《

紅
色

娘
子

軍
》

是
「

文
革

」
八

套
樣

板
戲

之
一

，
拍

成
電

影
的

芭
蕾

舞
劇

。
5
2
3
  《

小
八

路
》

—
—

木
偶

片
。

N
. C

ro
u
c
h
e
r—

—
裘

槎
。

他
設

立
的

裘
槎

基
金

會
，

資
助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到

海
外

攻
讀

博
士

學
位

或
進

行
博

士
後

研
究

，
研

究
範

圍
限

於
自

然
科

學
、

科
學

及
醫

學
。

5
2
4
  《

知
識

青
年

在
農

村
》

、
《

中
國

的
郵

政
》

。
5
2
5
 
中

國
支

援
非

洲
坦

桑
尼

亞
和

贊
比

亞
修

建
的

坦
贊

鐵
路

。
5
2
6
 
D
r. S

o
lo
m
o
n
 B

a
rd
白

爾
德

醫
生

，
香

港
大

學
第

一
位

醫
務

處
主

任
。

一
向

活
躍

於
本

港
音

樂
和

考
古

界
，

推
動

和
參

予
香

港
管

弦
樂

團
的

成
立

和
發

展
。

在
本

港
考

古
學

工
作

方
面

，
他

的
努

力
使

本
港

的
史

前
遺

跡
，

得
以

保
存

。

5月
30日

：
Seventh A

sian Gam
es。
（
紀
錄
片
《
第
七
屆
亞
運
會
》
）

6月
26日

：
紀
錄
片
《
成
昆
鐵
路
》
。

1976年
5月
28日

：
Yen Pien Song and Dance Ensem

ble. The Sun 

Shines Over Lhasa. 5
2
7

6月
24日

：
影
片
：
China Today：

Panda, the Younger Generation, 

Juvenile life in Tibet, 146人
出
席
。
5
2
8

在
近

二
十

年
的

日
記

裏
，

陳
君

葆
記

錄
了

有
好

幾
次

因
身

體
欠

佳
而

缺
席

，

或
要

趕
往

內
地

而
早

退
。

從
陳

君
葆

日
記

所
見

，
何

來
《

時
代

》
雜

誌
所

說
的

30個
通

曉
英

文
的

中

共
幹

部
？

即
使

有
，

會
不

會
空

群
而

出
，

參
加

這
類

社
交

活
動

。
而

且
誰

是
共

產

黨
，

《
時

代
》

雜
誌

的
記

者
又

怎
能

辨
別

出
來

？
通

曉
英

語
、

有
能

力
出

席
晚

宴

的
《

大
公

報
》

費
彝

民
、

李
宗

瀛
或

新
華

社
的

譚
幹

，
還

有
中

國
銀

行
的

高
級

人

員
，

誰
是

共
產

黨
人

呢
？

李
、

譚
肯

定
是

，
費

彝
民

則
無

法
確

定
。

華
革

會
的

蔡
渭

衡
說

：
「

當
年

陳
丕

士
與

大
公

報
社

長
費

彝
民

等
合

組
的

馬

可
孛

羅
會

集
會

時
，

有
時

也
拉

我
當

他
的

傳
譯

。
」
5
2
9

《
時

代
》

雜
誌

形
容

：
「

這
是

全
球

獨
一

無
二

的
社

交
團

體
，

讓
西

方
人

能

夠
定

期
、

非
正

式
地

會
晤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官

員
。

」
不

過
，

美
國

人
一

直
被

拒

諸
門

外
，

直
到

1972年
中

美
關

係
改

善
，

才
允

許
到

過
內

地
的

美
國

人
入

會
。

七
、
與
共
和
國
同
齡
的
學
友
社

近
年

來
，

每
當

會
考

、
高

考
放

榜
前

後
，

就
是

學
友

社
在

傳
媒

曝
光

最
多

的

時
節

。
開

設
電

話
熱

線
，

提
供

升
學

輔
導

，
為

落
第

的
學

生
做

心
理

輔
導

，
儼

然

一
個

服
務

社
會

的
N

G
O

（
非

政
府

組
織

）
。

學
友

社
何

時
轉

型
？

轉
得

如
此

漂

亮
？

跟
中

共
的

關
係

如
何

？

學
友

社
，

原
名

：
學

友
中

西
舞

蹈
研

究
社

，
成

立
於

1949年
。

5
2
7
 
歌

舞
片

《
延

邊
頌

》
、

紀
錄

片
《

陽
光

普
照

拉
薩

》
。

5
2
8
 
觀

看
紀

錄
片

《
今

日
中

國
》

：
《

熊
貓

》
、

《
西

藏
新

一
代

》
，

是
陳

君
葆

在
日

記
中

記
下

的
最

後
一

次
參

加
馬

可
勃

羅
餐

會
的

活
動

。
5
2
9
  《

建
國

六
十

年
  華

革
六

十
年

》
，

《
大

公
報

》
2
0
0
9
年

1
0
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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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

學
友

社
主

席
鄧

咏
駿

在
六

十
週

年
紀

念
特

刊
的

獻
辭

說
：

「
在

早

年
艱

苦
創

社
階

段
，

學
友

社
受

港
英

政
府

打
壓

排
擠

，
社

員
們

仍
以

無
比

的
毅

力

與
熱

情
。

自
力

更
生

服
務

香
港

。
」

「
新

中
國

成
立

前
後

，
港

英
政

府
加

強
對

民

間
社

團
的

控
制

，
更

曾
一

下
子

解
散

了
38個

團
體

，
文

化
人

便
無

處
相

聚
。

在
這

個
背

景
下

，
來

自
《

華
僑

日
報

》
『

學
生

園
地

』
讀

者
、

《
兒

童
週

刊
》

讀
者

會

及
《

學
生

文
叢

》
『

學
叢

之
友

』
的

文
化

人
，

組
織

起
來

成
立

『
學

友
中

西
舞

蹈

研
究

社
』

（
即

『
學

友
社

』
前

身
）

。
」
5
3
0

鄧
咏

駿
沒

有
提

及
創

辦
人

是
誰

。

筆
者

對
創

辦
人

之
一

司
徒

華
與

學
友

社
的

關
係

，
已

有
敍

述
，

不
贅

。
5
3
1

已
移

居
加

拿
大

的
學

友
社

前
主

席
（

1965-1974）
梁

慕
嫻

著
有

《
我

與
香

港
地

下
黨

》
一

書
，

更
詳

細
講

述
了

50年
代

末
至

70年
代

初
的

學
友

社
，

是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一
個

外
圍

組
織

。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港

英
政

府
如

臨
大

敵
，

出
動

直
升

機
，

企
圖

從
天

台
空

降
，

以
2,000多

名
軍

警
分

路
襲

擊
了

北
角

僑
冠

（
華

豐
國

貨
公

司
所

在

地
）

、
新

都
城

和
明

園
大

廈
三

個
地

方
。

港
英

當
時

搜
捕

的
目

標
之

一
，

就
是

在

僑
冠

大
廈

內
的

學
友

社
。

8月
5日

，
學

友
社

發
表

告
港

九
同

胞
書

，
抗

議
港

英
破

壞
該

社
社

址
及

文
娛

用
具

。9月
1日

，
學

友
社

香
港

社
址

再
被

搜
查

。

10月
21日

，
港

英
又

搗
毀

學
友

社
九

龍
會

址
。

11月
10日

，
再

搜
僑

冠
大

廈
，

包
括

學
友

社
。
5
3
2

《
學

友
社

六
十

週
年

紀
念

特
刊

》
迴

避
了

學
友

社
在

1967年
暴

動
的

一
頁

，

只
是

說
「

60年
代

中
期

兩
次

暴
動

後
，

港
英

政
府

調
整

本
港

的
青

年
政

策
，

大
辦

『
新

潮
舞

會
』

，
『

愛
丁

堡
公

爵
獎

勵
計

劃
』

及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
亦

相
繼

成

立
，

為
青

年
提

供
文

娛
活

動
，

再
加

上
日

益
沉

重
的

學
業

壓
力

，
自

此
，

回
社

活

動
的

學
生

相
繼

銳
減

」
。

學
友

社
於

是
變

身
轉

型
，

大
辦

溫
書

班
，

75年
刪

去
「

中
西

舞
蹈

研
究

」
，

5
3
0
  《

始
終

如
一

為
育

才
—

—
學

友
社

六
十

週
年

紀
念

特
刊

》
。

5
3
1
 
拙

著
上

卷
3
3
7
-3
4
2
頁

。
5
3
2
 
港

九
各

界
同

胞
反

對
港

英
迫

害
鬥

爭
委

員
會

：
《

港
九

同
胞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大
事

記
》

，
1
9
6
7
年

。

正
名

為
「

學
友

社
」

。

學
友

社
在

2003年
支

持
「

廿
三

條
立

法
」

、
自

1998年
起

舉
辦

「
中

學
生

國

慶
營

」
、

「
香

港
中

學
生

國
民

教
育

計
劃

」
、

組
織

大
專

生
到

清
華

大
學

修
讀

國

情
培

訓
班

、
六

十
週

年
慶

典
在

香
島

中
學

筵
開

30席
盆

菜
宴

、
民

建
聯

港
島

區
區

議
員

鍾
樹

根
是

學
友

社
（

1991-2001）
社

長
，

等
等

。
種

種
跡

象
說

明
，

學
友

社
是

萬
變

不
離

其
「

中
」

。

《
學

友
社

六
十

週
年

紀
念

特
刊

》
有

一
段

頗
有

意
思

的
記

載
：

學
友

社
要

聯
署

支
持

廿
三

條
立

法
，

屬
於

新
世

代
的

陳
宇

輝
說

：
「

我
們

一

班
年

青
幹

事
很

有
意

見
，

在
諮

詢
會

上
質

問
一

眾
常

委
，

就
差

沒
指

着
他

們
的

鼻

子
罵

。
」

做
父

親
的

「
阿

牛
」

陳
潤

根
以

社
長

身
份

在
台

下
觀

戰
，

不
認

同
，

但
也

沒
有

為
常

委
護

航
：

「
他

們
說

得
也

有
道

理
，

而
且

社
容

得
下

左
中

右
不

同
意

見
。

」雖
然

，
學

友
社

最
終

站
在

歷
史

的
另

一
邊

，
支

持
在

當
時

為
廿

三
條

立

法
。
5
3
3

時
代

不
同

了
。

不
要

以
為

年
輕

人
是

好
欺

騙
的

。

《
壹

週
刊

》
記

者
寫

道
：

對
於
中
共
滲
透
學
友
社
一
說
，
他
（
學
友
社
社
長
謝
劍
明
）
指
當
年
是

火
紅
年
代
唔
出
奇
，
亦
不
諱
言
學
友
社
希
望
學
生
關
心
和
愛
國
家
的
宗
旨
沒

變
。
那
現
時
仍
有
滲
透
嗎
？
「
我
唔
擔
保
係
無
，
個
社
咁
大
我
都
控
制
唔

到
，
即
係
好
似
曾
經
有
基
督
徒
學
生
喺
學
友
社
傳
教
，
我
叫
佢
地
公
開
唔
好

咁
做
，
但
係
私
下
佢
叫
人
返
教
會
，
好
難
控
制
。
」
但
他
澄
清
自
己
非
地
下

黨
員
。
2000年

時
仍
為
學
友
社
社
長
的
民
建
聯
鍾
樹
根
參
加
港
島
區
立
法

會
補
選
時
，
學
友
社
曾
派
員
為
他
打
氣
。
現
任
名
譽
社
長
的
他
笑
言
從
未
聽

過
學
友
社
有
滲
透
，
自
己
亦
非
地
下
黨
員
。
5
3
4

《
壹

週
刊

》
記

者
問

錯
了

問
題

。
學

友
社

自
始

至
終

都
是

中
共

牢
牢

掌
控

的

5
3
3
  《

始
終

如
一

為
育

才
—

—
學

友
社

六
十

週
年

紀
念

特
刊

》
，

2
0
0
9
年

1
1
月

，
3
9
頁

。
5
3
4
  《

壹
週

刊
》

2
0
1
1
年

7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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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圍

組
織

。
難

怪
鍾

樹
根

笑
言

：
從

未
聽

過
學

友
社

有
中

共
滲

透
。

八
、
《
青
年
樂
園
》

—
—
與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打
對
台

如
今

的
中

年
文

化
人

論
說

青
少

年
時

代
受

影
響

的
刊

物
，

總
喜

歡
談

到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很

少
人

知
道

或
想

起
有

一
份

左
派

的
《

青
年

樂
園

》
。

在
香

港
大

學
孔

安
道

圖
書

館
（

H
ong K

ong C
ollection）

找
到

這
份

四
十

多
年

前
出

版
的

週
報

，
小

心
翼

翼
地

翻
閱

一
頁

頁
有

點
脆

而
乾

的
週

刊
，

總
不

免

有
些

紙
屑

像
粉

末
一

樣
，

掉
落

在
書

桌
上

。

這
份

週
刊

每
期

有
12版

，
內

容
有

不
少

是
學

生
來

稿
。

乍
看

與
同

時
期

的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沒
有

太
大

差
別

。
直

到
1967年

7月
，

《
青

年
樂

園
》

終
於

按

捺
不

住
，

以
封

面
專

題
報

道
「

六
七

暴
動

」
，

立
場

鮮
明

地
站

在
左

派
一

邊
。

其
後

，
每

期
基

本
上

還
是

沿
襲

以
往

不
談

或
少

談
政

治
的

做
法

，
只

是
隔

幾

期
才

有
文

章
論

及
「

六
七

暴
動

」
。

結
果

，
還

是
引

起
了

港
府

的
反

彈
，

藉
口

《
青

年
樂

園
》

一
個

專
題

內
容

有
「

煽
動

性
」

，
查

封
了

這
份

刊
物

。

1967年
11月

19日
，

《
青

年
樂

園
》

發
表

聲
明

，
強

烈
抗

議
港

英
對

該
報

進

行
政

治
迫

害
。

11月
23日

，
14個

愛
國

新
聞

機
構

聯
合

聲
明

，
不

容
港

英
封

《
青

年
樂

園
》

。
5
3
5

暴
動

期
間

，
《

青
年

樂
園

》
還

出
版

了
一

份
姐

妹
刊

物
《

新
青

年
》

，
反

英

立
場

更
為

明
顯

。

孔
安

道
圖

書
館

僅
藏

的
一

期
《

新
青

年
》

，
刊

登
了

抗
議

港
英

當
局

的
聲

明
，

還
有

不
少

學
生

的
文

章
。

有
英

皇
書

院
、

筲
箕

灣
官

立
中

學
等

官
校

的
鬥

委

會
，

內
容

大
同

小
異

，
一

致
聲

討
港

英
對

《
青

年
樂

園
》

的
政

治
迫

害
。

一
場

「
六

七
暴

動
」

，
毀

掉
了

一
份

創
辦

了
11年

、
內

容
健

康
、

讓
年

輕

人
可

以
抒

發
感

情
的

知
識

性
讀

物
。

也
讓

《
青

年
樂

園
》

的
政

治
背

景
大

白
於

天

下
。

吳
康

民
自

述
，

他
是

《
青

年
樂

園
》

的
幕

後
搞

手
：

5
3
5
 
港

九
各

界
同

胞
反

對
港

英
迫

害
鬥

爭
委

員
會

：
《

港
九

同
胞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大
事

記
》

，
1
9
6
7
年

。

50年
代
初
期
，
國
民
黨
在
美
國
新
聞
處
支
持
下
，
辦
了
一
份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
為
了
抗
衡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我
準
備
辦
一
份
《
青
年
樂

園
》
，
同
樣
是
青
年
綜
合
刊
物
，
以
滿
足
一
批
文
藝
青
年
。
當
年
我
是
幕
後

策
劃
人
，
並
沒
走
到
台
前
，
只
是
寫
論
青
年
修
養
的
文
字
。

《
青
年
樂
園
》
以
灰
色
面
貌
出
現
，
與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的
內
容
差

不
多
，
連
版
面
也
同
是
綠
色
報
頭
，
兩
報
銷
量
是
四
六
之
比
，
這
成
績
已
很

難
得
了
。

只
可
惜
1967年

一
場
「
反
英
抗
暴
」
，
由
於
「
左
」
的
影
響
，
把
我

們
《
青
年
樂
園
》
暴
露
了
，
以
致
不
得
不
以
停
刊
告
終
。
5
3
6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退
休

教
授

鄭
樹

森
進

一
步

指
出

：
「

當
時

左
派

較
自

覺
地

去

辦
一

些
刊

物
來

抗
衡

右
派

的
影

響
。

如
《

青
年

樂
園

》
主

要
抗

衡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稍

後
《

小
朋

友
》

（
1959年

4月
25日

創
刊

）
是

要
對

抗
友

聯
出

版
社

創

5
3
6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6
4
-6
5
頁

。 《
青

年
樂

園
》

與
《

新
青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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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的

《
兒

童
樂

園
》

，
較

正
統

的
《

文
藝

世
紀

》
肯

定
是

針
對

受
美

援
資

助
出

版

的
文

藝
刊

物
。

」
5
3
7

曾
在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編
輯

部
工

作
了

七
年

的
羅

卡
寫

道
：

「
1956年

4月
14日

，
左

派
支

持
的

《
青

年
樂

園
》

週
報

在
港

創
刊

。
它

的
內

容
、

分
版

、

編
排

和
舉

辦
青

年
活

動
的

作
法

，
都

明
顯

地
有

著
和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簡

稱

《
學

週
》

）
競

爭
的

意
味

⋯
⋯

卻
在

意
識

形
態

上
故

意
低

調
，

不
突

出
它

的
思

想

路
線

，
反

而
強

調
趣

味
性

、
親

切
感

，
主

要
為

莘
莘

學
子

提
供

健
康

的
文

娛
活

動
、

課
外

輔
導

，
以

吸
引

左
校

以
外

的
學

生
與

職
業

青
年

讀
者

，
進

而
投

稿
和

參

與
報

社
舉

辦
的

活
動

如
旅

行
、

球
賽

、
攝

影
比

賽
等

。
」
5
3
8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有
綠

背
（

G
reenback，

美
元

）
背

景
，

由
美

國
支

持

的
友

聯
出

版
社

出
版

。

羅
卡

認
為

，
《

學
週

》
作

為
一

份
文

化
刊

物
而

非
政

治
刊

物
，

是
要

從
思

想

與
文

化
生

活
上

影
響

青
年

一
代

。
它

「
是

友
聯

出
版

社
旗

下
的

首
份

期
刊

。
該

社

由
一

群
1949年

前
後

由
大

陸
來

港
的

青
年

大
學

生
創

辦
，

要
教

導
自

由
世

界
，

尤

其
東

南
亞

的
中

國
青

年
認

清
共

產
主

義
和

共
黨

統
治

的
真

相
，

與
東

南
亞

其
他

人

民
全

心
合

作
，

以
對

抗
共

黨
的

顛
覆

活
動

。
」

《
學

週
》

早
年

的
作

者
古

兆
申

說
：

「
友

聯
機

構
最

大
的

資
助

者
是

亞
洲

基

金
會

（
C
IA

底
下

一
個

最
重

要
的

基
金

會
）

，
這

是
許

多
友

聯
創

辦
人

和
負

責
人

後
來

都
承

認
的

，
我

從
胡

菊
人

及
戴

天
那

裏
也

聽
過

這
種

講
法

。
友

聯
研

究
所

自

50年
代

起
一

直
在

收
集

中
共

資
料

，
各

種
書

籍
刊

物
藏

品
十

分
豐

富
。

」
5
3
9

古
兆

申
認

為
：

「
當

時
資

助
這

些
刊

物
的

出
版

社
也

許
有

美
國

人
的

政
治

動

機
在

背
後

，
但

執
行

這
些

工
作

的
人

本
身

，
我

不
敢

說
他

們
絕

對
有

或
沒

有
政

治

動
機

，
但

起
碼

有
使

命
感

，
我

想
他

們
是

文
化

使
命

大
於

政
治

使
命

。
所

以
香

港

那
年

代
成

長
的

年
輕

人
其

實
是

受
益

的
，

包
括

我
自

己
。

⋯
⋯

譬
如

在
對

自
己

國

家
、

社
會

、
文

化
、

歷
史

等
方

面
，

特
別

是
個

人
比

較
喜

好
的

藝
術

方
面

，
都

有

5
3
7
 〈

三
人

談
〉

，
鄭

樹
森

、
黃

繼
持

、
盧

瑋
鑾

編
：

《
香

港
新

文
學

年
表

（
1
9
5
0
-1
9
6
9
年

）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0
年

，
3
-3
5
頁

。
5
3
8
 
羅
卡
：
〈
冷
戰
時
代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的
文
化
角
色
與
新
電
影
文
化
的
衍
生
〉
，
黃
愛
玲
、
李
培
德
編
：
《
冷

戰
與

香
港

電
影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2
0
0
9
年

。
5
3
9
 
古

兆
申

給
筆

者
的

電
郵

，
2
0
1
0
年

1
1
月

1
5
日

。

一
種

關
切

。
」
5
4
0

古
兆

申
的

說
法

，
大

體
上

代
表

了
他

那
代

人
，

包
括

胡
菊

人
、

戴
天

、
岑

逸

飛
、

羅
卡

、
陸

離
、

石
琪

、
黃

子
程

、
西

西
、

小
思

、
李

天
命

、
林

年
同

、
金

炳

興
等

的
心

聲
。

友
聯

出
版

社
還

出
版

了
對

象
是

知
識

分
子

的
《

祖
國

月
刊

》
（

1953年
1

月
）

、
《

兒
童

樂
園

》
半

月
刊

（
1953年

1月
）

、
《

大
學

生
活

》
月

刊
（

1955

年
4月

）
，

並
設

立
了

研
究

中
國

國
情

的
友

聯
研

究
所

。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於
1952年

7月
25日

創
刊

，
一

共
出

版
了

1128期
，

直

至
1974年

7月
20日

停
刊

。
5
4
1

如
果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生
存

到
今

天
，

根
據

尚
未

透
過

本
地

立
法

實
施

的

《
基

本
法

》
第

23條
，

這
份

靠
美

國
奶

水
孕

育
了

不
少

文
化

人
的

週
報

，
大

概
屬

於
勾

結
外

國
勢

力
，

顛
覆

國
家

的
反

動
刊

物
之

列
，

落
得

被
取

締
的

下
場

。

九
、
港
英
政
治
部
監
視
左
派
在
新
界
的
活
動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有
一

份
1974年

12月
10日

的
英

文
機

密
報

告
，

臚

列
了

新
界

鄉
村

的
政

治
傾

向
。

文
件

由
警

隊
政

治
部

主
管

D
irector of Special 

B
ranch發

出
，

H
ui K

i-on代
行

。

這
位

深
得

英
國

人
信

任
的

政
治

部
幹

探
H

ui K
i-on，

應
該

就
是

第
二

位
華

人
警

務
處

長
許

淇
安

（
1943-2009）

，
他

在
1994-2001年

升
任

警
務

處
長

，
也

是
任

期
最

長
、

唯
一

跨
越

97年
回

歸
的

警
隊

最
高

負
責

人
。

許
淇

安
列

出
一

份
清

單
，

具
名

哪
些

鄉
村

的
大

部
份

村
民

是
共

產
黨

人

或
共

產
黨

的
同

情
者

（
the m

ajority of villagers are either com
m

unists or 

com
m

unists sym
pathisers.）

。

沙
頭
角
：

崗
下

、
沙

頭
角

、
擔

水
坑

、
荔

枝
窩

、
山

咀
、

鳳
坑

、
谷

埔
、

鹿

頸
、

上
禾

坑
。

打
鼓
嶺
：

香
園

、
竹

園
、

打
鼓

嶺
新

村
、

木
湖

、
坪

洋
新

村
、

坪
輋

。

上
水
：

鶴
藪

、
新

屋
仔

、
H

ung L
ing（

筆
者

找
不

到
中

文
的

村
名

）
。

5
4
0
 
古

兆
申

：
《

雙
程

路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1
7
頁

。
5
4
1
 
古

遠
清

：
《

為
香

港
文

學
的

發
展

鋪
平

道
路

—
—

五
、

六
十

年
代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的
文

藝
評

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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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馬
洲
：

米
埔

隴
。

元
朗
：

下
村

、
大

旗
嶺

。

八
鄉
：

城
門

新
村

、
水

頭
、

水
尾

、
梅

子
園

、
四

排
石

、
橫

台
山

、
七

星

崗
、

大
江

埔
、

上
村

黃
竹

園
、

牛
徑

、
大

窩
、

石
湖

塘
、

元
崗

。

流
浮
山
：

沙
橋

、
坑

口
。

青
山
：

散
石

灣
。

沙
田
：

黃
泥

頭
、

插
桅

杆
、

白
田

、
茅

笪
、

十
二

笏
、

隔
田

、
火

炭
。

大
埔
：

蘆
慈

田
、

龍
尾

、
烏

蛟
騰

、
船

灣
陳

屋
村

、
布

心
排

、
塔

門
。

報
告

指
出

，
農

牧
工

會
和

港
九

花
卉

職
工

總
會

以
學

習
班

、
集

會
和

放
映

（
共

產
黨

宣
傳

）
的

電
影

，
控

制
了

這
些

鄉
村

的
政

治
活

動
。

這
兩

個
工

會
像

工

聯
會

控
制

的
其

他
（

共
產

黨
）

工
會

一
樣

，
目

前
採

取
溫

和
的

態
度

，
不

鼓
勵

與

政
府

公
開

對
抗

，
鼓

吹
通

過
談

判
解

決
糾

紛
。
5
4
2

許
淇

安
還

列
出

了
共

產
黨

組
織

郊
外

野
餐

的
地

點
。

在
1971年

1月
3日

星
期

日
：

1、
鶴

藪
—

—
有

大
約

2,000名
華

革
會

會
員

、
一

些
礦

工
和

荃
灣

搪
瓷

業
總

工
會

的
會

員
。

2、
鹿

頸
—

—
約

400名
中

國
國

貨
公

司
的

職
員

和
家

屬
。

3、
河

上
鄉

—
—

約
250名

身
份

不
明

的
工

人
和

家
屬

。

4、
橫

台
山

—
—

約
600名

身
份

不
明

的
工

人
和

學
生

。

1971年
1月

4日
的

備
忘

錄
寫

道
：

在
1月

1日
上

午
11時

至
11時

50分
之

間
，

警
方

還
出

動
直

升
機

在
左

派
人

士
喜

愛
的

若
干

野
餐

地
點

上
空

盤
旋

，
評

估

參
加

的
人

數
，

並
拍

照
。

港
英
政
治
部
收
錯
料
、
點
錯
相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珍

藏
了

多
批

有
關

中
共

地
下

活
動

的
資

料
，

反
映

出
英

5
4
2
 
原

文
：

P
o
litic

a
l a

c
tiv

itie
s
 in

 th
e
s
e
 v
illa

g
e
s
 is

 m
a
in
ly
 c

o
n
tro

lle
d
 b

y
 th

e
 G

ra
z
ie
rs
' U

n
io
n
, 

a
n
d
 th

e
 H

.K
. a

n
d
 K

o
w
lo
o
n
 F
lo
w
e
r &

 P
la
n
t W

o
rke

rs' G
e
n
e
ra
l U

n
io
n
, in

 th
e
 fo

rm
 o
f stu

d
y 

s
e
s
s
io
n
s
, m

e
e
tin

g
s
 a
n
d
 (c

o
m
m
u
n
is
t p

ro
p
a
g
a
n
d
a
) film

 s
h
o
w
s
. T

h
e
s
e
 U

n
io
n
s
, lik

e
 o
th
e
r 

P
.T
.U

. d
o
m
in
a
te
d
  (C

o
m
m
u
n
ist) U

n
io
n
s, a

re
 c
u
rre

n
tly a

d
o
p
tin

g
 a
n
 a
ttitu

d
e
 o
f m

o
d
e
ra
tio

n
: 

o
p
e
n
 c
o
n
fro

n
ta
tio

n
 w

ith
 G

o
ve

rn
m
e
n
t is d

isc
o
u
ra
g
e
d
 a
n
d
 in

 a
n
y d

isp
u
te
“

se
ttle

m
e
n
t th

ro
u
g
h
 

n
e
g
o
tia

tio
n
”

a
d
vo

c
a
te
d
. 

國
人

搜
集

敵
方

情
報

之
具

體
細

緻
，

當
然

也
不

乏
杯

弓
蛇

影
的

「
擺

烏
龍

」
情

節
。
5
4
3

1968年
8月

13日
，

南
區

政
務

主
任

屈
珩

（
後

來
任

衛
生

福
利

司
）

去
函

政

治
部

（
新

界
）

，
要

求
調

查
大

嶼
山

長
沙

消
防

局
兩

名
消

防
員

王
夏

忠
和

楊
志

平
，

指
他

們
是

活
躍

的
左

翼
分

子
，

企
圖

在
政

治
上

影
響

本
地

村
民

。

兩
天

後
，

8月
15日

，
主

管
水

警
的

助
理

警
務

處
長

 J.H
. G

rieve行
文

給
消

防
處

長
，

知
會

他
有

關
兩

名
消

防
員

懷
疑

涉
及

共
黨

活
動

。

8月
29日

，
政

治
部

（
新

界
）

的
報

告
指

，
王

夏
忠

在
過

去
幾

個
月

，
與

該
區

五
名

共
產

黨
人

時
有

往
還

。
其

中
一

位
叫

陳
修

（
譯

音
）

，
是

水
口

村
村

長
。
5
4
4

報
告

指
王

與
這

五
人

每
週

在
長

沙
下

村
的

山
邊

開
一

、
兩

次
會

，
主

要
討

論

共
產

黨
的

理
論

。
王

還
為

當
地

六
、

七
個

9歲
到

14歲
的

兒
童

，
舉

辦
毛

澤
東

思

想
學

習
班

，
每

週
一

至
兩

次
。

報
告

說
，

楊
志

平
也

是
輔

助
消

防
員

，
是

王
的

追
隨

者
，

但
沒

有
參

加
該

區

的
政

治
活

動
。

9月
7日

，
政

治
部

的
湯

普
生

B
. T

hom
pson發

出
備

忘
錄

：
要

求
密

切
注

視

有
關

人
等

的
活

動
。

與
此

同
時

，
駐

守
梅

窩
的

華
籍

探
員

曾
超

滿
（

譯
音

）
在

9月
5日

呈
交

的
調

查
報

告
，

卻
得

出
了

完
全

不
同

的
結

果
。

曾
超

滿
寫

道
，

王
夏

忠
只

是
教

小
朋

友

英
文

、
數

學
，

沒
有

教
他

們
學

習
毛

澤
東

著
作

，
唱

的
也

只
是

「
仙

樂
飄

飄
處

處

聞
」

（
T
he Sound of M

usic）
的

電
影

歌
曲

，
不

是
紅

歌
。

曾
超

滿
還

追
查

到
，

有
關

傳
聞

最
早

來
自

南
大

嶼
山

鄉
事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兼

長
沙

下
村

村
長

吳
道

寶
（

譯
音

）
，

在
7月

份
作

出
的

指
控

。
並

附
上

他
與

吳
道

寶
的

詳
細

對
話

。

9月
12日

，
湯

普
生

發
出

的
備

忘
錄

作
出

結
論

：
「

有
關

指
控

並
無

根
據

，

只
因

村
內

的
糾

紛
而

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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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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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370
371

第
六
章

十
、
左
派
電
影
  由
盛
至
衰

5
4
5

今
天

的
年

輕
一

輩
大

概
沒

有
多

少
人

聽
過

「
長

鳳
新

」
這

個
簡

稱
。

在
上

世

紀
50-60年

代
，

「
長

城
」

、
「

鳳
凰

」
、

「
新

聯
」

三
大

左
派

電
影

公
司

曾
經

在
香

港
影

壇
舉

足
輕

重
。

自
1949年

起
，

英
國

殖
民

統
治

下
的

香
港

成
為

中
國

「
通

向
往

東
南

亞
、

亞

非
拉

和
西

方
世

界
的

窗
口

」
，

也
是

中
西

方
、

左
右

派
的

角
力

場
。

左
派

電
影

成

為
中

共
在

意
識

形
態

領
域

爭
奪

群
眾

的
重

要
一

環
。

長
、

鳳
、

新
由

北
京

直
接

領
導

，
最

高
負

責
單

位
屬

中
央

一
級

。
由

周
恩

來

直
接

過
問

。
具

體
領

導
是

先
經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陶
鑄

，
到

主
管

港
澳

和
華

僑
事

務

的
廖

承
志

，
再

到
陳

毅
，

然
後

是
周

恩
來

。
中

央
文

化
部

的
夏

衍
只

是
過

問
具

體

電
影

業
務

。

長
城

是
中

共
透

過
愛

國
商

人
，

在
1950年

接
收

後
改

組
的

。
到

1951年
就

創

造
了

年
產

12部
的

高
紀

錄
，

截
止

到
1959年

10月
，

出
品

已
達

75部
。

長
城

不

僅
創

作
數

量
相

當
可

觀
，

而
且

市
場

業
績

也
非

常
突

出
，

僅
1952年

在
香

港
首

輪

上
映

的
國

語
片

票
房

排
行

中
前

十
名

中
，

就
以

《
新

紅
樓

夢
》

等
影

片
佔

6席
，

而
且

還
以

《
新

紅
樓

夢
》

21.4萬
港

元
、

《
一

家
春

》
12.1萬

港
元

、
《

蜜
月

》

10.4萬
港

元
的

票
房

佳
績

包
攬

了
前

三
甲

。
此

外
，

長
城

影
片

的
藝

術
水

準
也

非

常
突

出
，

1954年
影

片
《

孽
海

花
》

入
選

英
國

愛
丁

堡
國

際
電

影
節

，
1958年

影

片
《

阿
Q

正
傳

》
（

袁
仰

安
導

演
，

關
山

主
演

，
長

城
和

新
新

影
業

公
司

聯
合

出

品
）

獲
得

洛
迦

諾
國

際
電

影
節

最
佳

男
主

角
獎

等
重

要
榮

譽
。

5
4
5
 
參

考
資

料
：

        《
文

藝
任

務
  新

聯
求

索
》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2
0
1
1
年

。
 

黃
愛

玲
編

：
《

理
想

年
代

—
—

長
城

、
鳳

凰
的

日
子

》
（

香
港

影
人

口
述

歷
史

叢
書

2
）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2
0
0
1
年

。
 

朱
楓

、
朱

岩
編

著
：

《
朱

石
麟

與
電

影
》

，
天

地
圖

書
，

1
9
9
9
年

。
 

張
燕

：
《

香
港

左
派

電
影

公
司

的
歷

史
演

變
》

，
《

電
影

藝
術

》
2
0
0
7
年

第
4
期

。
作

者
是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藝
術

與
傳

媒
學

院
講

師
。

著
有

《
映

畫
：

香
港

製
造

》
等

。
 

許
敦

樂
：

《
墾

光
拓

影
》

，
簡

亦
樂

出
版

，
2
0
0
5
年

1
0
月

。
 

周
承

人
：

《
冷

戰
背

景
下

的
香

港
左

派
電

影
》

，
作

者
曾

任
教

於
中

央
戲

劇
學

院
，

現
任

中
國

電
影

美
術

學
會

副
會

長
。

黃
愛

玲
、

李
培

德
編

：
《

冷
戰

與
香

港
電

影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2
0
0
9
年

。
        《

情
繫

香
江

五
十

年
—

—
華

南
電

影
工

作
者

聯
合

會
金

禧
紀

念
特

刊
》

1
9
4
9
-1
9
9
9
。

      〈
馮

琳
訪

談
錄

〉
，

《
當

代
電

影
》

，
2
0
1
1
年

第
9
期

。
馮

琳
的

哥
哥

、
內

地
演

員
馮

喆
在

「
文

革
」

期
間

被
迫

害
致

死
。

 
拙

著
上

卷
3
3
9
頁

，
曾

提
到

廖
一

原
在

廖
承

志
面

前
，

哭
訴

左
派

電
影

被
「

文
革

」
極

左
、

「
六

七
暴

動
」

摧
殘

得
一

蹶
不

振
。

鳳
凰

成
立

於
1953年

，
1954年

改
組

，
是

一
家

由
左

派
電

影
人

合
資

組
建

、
得

到
中

國
政

府
支

持
的

電
影

公
司

。
鳳

凰
成

立
初

期
，

在
藝

術
委

員
會

主
任

朱
石

麟
的

精
心

策
劃

下
，

一
大

批
年

輕
的

電
影

人
擔

當
主

力
，

包
括

了
任

意
之

、
陳

靜
波

、
鮑

方
、

羅
君

雄
、

朱
楓

等
編

導
人

才
和

朱
虹

、
高

遠
、

江
漢

、
石

磊
等

青
年

演
員

。

新
聯

在
1952年

成
立

，
專

門
攝

製
粵

語
電

影
。

創
辦

人
是

《
文

匯
報

》
編

輯

主
任

廖
一

原
，

吸
納

了
李

晨
風

、
吳

回
、

盧
敦

、
秦

劍
、

吳
楚

帆
、

張
瑛

等
粵

語

片
界

的
重

要
人

物
。

新
聯

行
政

人
員

黃
憶

記
述

：
「

中
央

副
主

席
劉

少
奇

認
為

，

從
長

遠
來

看
，

只
有

粵
語

片
可

以
在

香
港

生
根

發
展

。
」

據
盧

敦
憶

述
，

公
司

「
最

初
全

是
中

國
官

方
資

本
，

負
責

領
導

的
是

周
總

理
，

後
來

交
到

陳
毅

手
上

，

再
交

給
廖

承
志

管
理

」
。

新
聯

創
業

作
《

敗
家

仔
》

一
炮

而
紅

，
口

碑
、

賣
座

俱
佳

。
此

後
，

推
出

主

題
健

康
、

導
人

向
善

、
反

映
社

會
的

作
品

，
如

《
父

慈
子

孝
》

、
《

桃
李

滿
天

下
》

、
《

新
婚

夫
婦

》
等

。

1956年
，

廖
一

原
全

職
投

身
新

聯
，

電
影

產
量

大
增

，
片

種
也

更
加

多
元

化
。

除
了

寫
實

的
《

七
十

二
家

房
客

》
外

，
還

有
偵

探
片

《
誰

是
兇

手
》

、
動

作

片
《

黑
玫

瑰
》

、
《

巴
士

銀
巧

破
豪

門
計

》
、

古
裝

片
《

蘇
小

小
》

、
《

湖
山

盟
》

、
歷

史
劇

《
西

施
》

、
《

英
雄

兒
女

》
等

。

長
城

出
品

的
有

《
新

寡
》

、
《

阿
Q

正
傳

》
、

《
錦

上
添

花
》

、
《

王
老

虎

搶
親

》
、

《
三

看
御

妹
劉

金
定

》
、

《
樑

上
君

子
》

、
《

黃
金

萬
両

》
、

《
雲

海

玉
弓

緣
》

、
《

玉
女

芳
蹤

》
等

。

鳳
凰

出
品

的
有

《
姊

妹
曲

》
、

《
一

年
之

計
》

、
《

寂
寞

的
心

》
、

《
婦

唱

夫
隨

》
、

《
情

竇
初

開
》

、
《

雷
雨

》
、

《
董

小
宛

》
、

《
故

園
春

夢
》

、
越

劇

《
紅

樓
夢

》
等

。

長
鳳

新
在

1966年
6月

「
文

革
」

前
，

一
共

製
作

了
262部

電
影

（
長

城
115

部
、

鳳
凰

69部
、

新
聯

78部
，

平
均

年
產

量
16部

半
）

，
其

中
有

不
少

佳
作

。

左
派

演
藝

人
還

組
織

了
華

南
電

影
工

作
者

聯
合

會
，

為
石

硤
尾

大
火

賑
災

演

出
、

為
勞

工
子

弟
學

校
籌

建
校

舍
演

出
，

為
工

聯
會

籌
建

會
所

演
出

。

好
景

不
常

。
「

文
革

」
期

間
，

左
派

電
影

界
受

到
了

國
內

極
左

思
潮

的
嚴

重

衝
擊

，
被

認
為

是
「

執
行

文
藝

黑
線

的
產

物
，

在
港

澳
及

海
外

大
量

放
毒

」
，

三

家
公

司
的

負
責

人
與

編
導

演
人

員
都

要
分

批
到

國
內

學
習

，
進

行
「

靈
魂

深
處

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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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
，

否
定

和
批

判
自

己
過

去
所

做
的

一
切

。

1967年
1月

4日
香

港
《

文
匯

報
》

全
文

轉
載

了
姚

文
元

的
〈

評
反

革
命

兩
面

派
周

揚
〉

，
其

中
引

述
了

毛
澤

東
的

話
：

「
被

人
稱

為
愛

國
主

義
影

片
而

實
際

是

賣
國

主
義

影
片

的
《

清
宮

秘
史

》
，

在
全

國
放

映
之

後
，

至
今

沒
有

被
批

判
。

」

1948年
為

永
華

公
司

導
演

《
清

宮
秘

史
》

的
朱

石
麟

讀
報

後
，

大
受

刺
激

。

導
演

鮑
方

記
述

得
很

具
體

：
「

當
天

早
上

，
閱

讀
這

篇
『

宏
文

』
後

朱
石

麟

老
師

從
帆

布
椅

上
奮

力
站

起
來

，
沒

走
幾

步
突

然
跌

倒
，

張
口

結
舌

，
說

不
出

話

來
，

他
腦

溢
血

了
！

我
聽

到
消

息
後

立
即

趕
到

老
師

家
，

並
召

來
救

護
車

，
將

他

送
去

法
國

醫
院

搶
救

，
名

醫
李

崧
趕

來
檢

查
後

，
極

其
遺

憾
地

搖
了

搖
頭

，
傍

晚

時
分

朱
先

生
便

含
冤

而
逝

了
。

」

鮑
方

沉
痛

地
說

：
「

幾
十

年
來

，
作

為
香

港
進

步
電

影
的

開
荒

牛
，

將
全

部

精
力

投
放

在
愛

國
電

影
事

業
的

朱
老

，
竟

被
某

些
人

誣
衊

為
賣

國
主

義
電

影
的

炮

製
者

，
這

是
何

其
『

莫
須

有
』

的
奇

冤
啊

！
」

朱
石

麟
之

死
，

象
徵

着
左

派
電

影
也

走
到

了
絕

路
。

此
時

左
派

的
南

華
、

銀
都

、
普

慶
、

南
洋

等
影

院
放

映
的

是
《

紅
燈

記
》

、

《
沙

家
浜

》
等

「
革

命
樣

板
戲

」
電

影
，

或
者

是
內

地
出

品
的

紀
錄

片
。

「
文

革
」

與
「

六
七

暴
動

」
期

間
，

親
國

民
黨

的
港

九
電

影
戲

劇
事

業
自

由

總
會

會
長

童
月

娟
乘

機
策

反
左

派
影

人
。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有
一

些
零

散
的

剪
報

。

親
台

的
《

工
商

日
報

》
報

道
：

1968年
5月

19日
，

長
城

電
影

公
司

影
星

高

遠
加

盟
邵

氏
。

10月
31日

，
長

城
影

星
陳

思
思

、
長

城
總

經
理

袁
仰

安
飛

台
灣

為

蔣
介

石
祝

壽
。

1969年
2月

13日
，

南
洋

戲
院

執
行

董
事

胡
心

靈
投

奔
自

由
。

國
民

黨
喉

舌
《

香
港

時
報

》
4月

20日
報

道
：

左
派

影
人

大
家

姐
龔

秋
霞

（
胡

心
靈

妻
子

）
飛

抵
台

北
，

影
星

胡
蝶

等
在

機
場

歡
迎

。

1970年
，

廣
東

省
革

命
委

員
會

第
二

軍
管

小
組

（
當

時
是

接
手

處
理

港
澳

工

作
的

領
導

機
構

）
在

廣
州

召
開

專
門

為
香

港
左

派
電

影
界

舉
辦

的
紀

念
《

毛
主

席

在
延

安
文

藝
座

談
會

的
講

話
》

發
表

二
十

八
週

年
的

學
習

會
，

強
調

在
創

作
上

以

塑
造

工
農

兵
英

雄
形

象
為

主
要

任
務

。
即

便
是

歌
頌

工
人

階
級

的
影

片
《

屋
》

，

因
為

描
寫

了
工

人
喝

酒
抽

煙
，

仍
逃

不
了

被
批

判
的

政
治

命
運

。

屢
經

政
治

審
查

、
幾

經
坎

坷
拍

攝
完

成
的

影
片

《
屈

原
》

，
在

公
映

前
一

天

被
禁

止
放

映
的

事
件

。

1974年
，

鳳
凰

公
司

開
拍

電
影

《
屈

原
》

，
適

逢
「

四
人

幫
」

發
動

「
評

法

批
儒

」
運

動
。

劇
本

是
根

據
郭

沫
若

話
劇

本
《

屈
原

》
改

編
而

成
的

，
事

前
經

新

華
社

宣
傳

部
長

黃
光

宇
審

閱
及

批
准

。
作

家
黃

霑
在

報
紙

專
欄

寫
道

，
左

派
電

影

人
士

真
大

膽
，

敢
借

《
屈

原
》

裏
年

老
多

病
的

楚
懷

王
和

南
后

，
諷

刺
毛

澤
東

和

江
青

。
結

果
，

鳳
凰

公
司

藉
口

說
拷

貝
印

壞
了

，
須

延
期

上
映

。

四
人

幫
倒

台
後

，
《

屈
原

》
終

於
在

1977年
3月

底
上

映
。

《
屈

原
》

編
劇

、
導

演
兼

男
主

角
鮑

方
憶

述
：

「
當

時
長

城
、

鳳
凰

、
新

聯

的
資

本
來

源
和

結
構

都
跟

國
內

有
關

，
很

多
拍

片
方

針
和

政
策

都
受

國
內

文
藝

政

策
影

響
。

本
來

我
們

拍
了

很
多

不
錯

的
古

裝
片

，
後

來
甚

麼
才

子
佳

人
也

不
能

拍
，

甚
麼

帝
王

將
相

更
不

能
拍

，
最

後
發

展
到

要
拍

工
農

兵
，

大
家

拍
得

很
痛

苦
，

包
括

我
。

」

鮑
方

的
同

事
、

鳳
凰

資
深

演
員

馮
琳

憶
述

：
「

『
文

革
』

當
中

我
們

覺
得

香

港
很

快
就

解
放

了
。

」
「

我
們

到
深

圳
改

造
世

界
觀

，
到

廣
東

去
改

造
世

界
觀

，

回
來

還
要

幫
助

青
少

年
，

到
新

華
社

裏
面

，
大

家
集

中
改

造
世

界
觀

。
我

改
造

了

好
幾

次
，

還
到

部
隊

裏
去

，
也

是
為

了
改

造
世

界
觀

，
結

果
沒

有
戲

拍
，

不
拍

來

自
生

活
的

東
西

。
」

左
派

電
影

與
香

港
觀

衆
脫

節
，

市
場

拱
手

讓
給

邵
氏

、
嘉

禾
等

電
影

公
司

。

長
鳳

新
在

1971和
1974年

一
部

製
作

也
沒

有
，

1975年
才

稍
稍

恢
復

生
產

。

「
文

革
」

前
「

累
積

的
近

1,000萬
元

盈
餘

」
，

變
為

嚴
重

虧
損

，
難

以
為

繼
。

廖
一

原
憶

述
，

由
於

人
才

凋
零

，
1981年

時
，

長
鳳

新
沒

有
一

家
敢

提
自

己

的
製

作
計

劃
。

結
果

長
城

跟
新

聯
合

作
，

在
廖

承
志

和
內

地
支

持
下

，
拍

了
一

部

膾
炙

人
口

的
《

少
林

寺
》

。

1982年
，

左
派

電
影

業
整

合
資

源
，

把
長

鳳
新

合
併

，
形

成
了

一
個

涵
蓋

製

片
發

行
、

廣
告

宣
傳

等
多

項
業

務
的

銀
都

機
構

，
由

廖
一

原
擔

任
董

事
長

，
以

求

開
拓

新
出

路
。

廖
一

原
晚

年
很

感
慨

地
談

到
極

左
思

潮
的

危
害

：
「

建
設

一
件

事
物

，
要

花

很
多

力
氣

、
心

血
⋯

⋯
那

種
思

潮
一

來
，

你
積

累
了

一
、

二
十

年
的

東
西

，
一

下

子
全

部
毀

滅
，

重
新

再
來

不
容

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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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北
方
飛
來
的
鳳
凰
衛
視

2003年
7月

，
鳳

凰
衛

視
發

生
控

股
權

之
爭

。
結

果
，

劉
長

樂
擊

退
了

科
網

股
T
O

M
.com

的
大

老
闆

李
嘉

誠
。

趙
飛

飛
的

《
劉

長
樂

：
在

傳
媒

人
與

商
人

之
間

》
有

以
下

披
露

：

當
年

5月
，

T
O

M
的

代
表

與
劉

長
樂

一
方

談
判

，
希

望
入

股
鳳

凰
，

但
在

控

股
權

價
格

的
心

理
預

期
上

雙
方

談
判

無
法

進
行

。
當

時
劉

長
樂

入
主

亞
視

不
久

，

T
O

M
卻

把
新

的
收

購
對

象
鎖

定
亞

視
。

T
O

M
的

如
意

算
盤

是
：

通
過

收
購

亞

視
，

對
劉

長
樂

造
成

財
務

壓
力

，
進

而
曲

線
得

到
夢

寐
以

求
的

鳳
凰

衛
視

，
彌

補

T
O

M
缺

乏
電

視
媒

體
的

不
足

。

7月
22日

，
香

港
數

家
媒

體
同

時
報

道
，

劉
長

樂
大

批
更

換
亞

視
高

層
，

12

位
有

內
地

背
景

的
人

士
進

入
亞

視
。

7月
24日

，
香

港
三

大
傳

媒
報

道
，

劉
長

樂
已

將
3.588億

股
亞

視
股

份
抵

押

給
工

商
銀

行
。

劉
長

樂
的

財
務

狀
況

引
起

各
界

關
注

。

此
前

一
天

，
亞

視
股

東
之

一
陳

永
祺

聯
繫

東
亞

銀
行

主
席

李
國

寶
一

事
曝

光
。

據
消

息
人

士
透

露
，

當
晚

李
國

寶
接

到
有

關
人

士
的

電
話

，
暗

示
「

如
果

貸

款
給

亞
視

，
李

先
生

會
不

高
興

」
。

這
個

「
李

先
生

」
就

是
李

嘉
誠

。
據

說
同

樣

接
到

電
話

的
還

有
多

位
銀

行
家

和
鳳

凰
的

客
戶

。
5
4
6

趙
飛

飛
的

文
章

沒
有

交
代

劉
長

樂
後

來
怎

麼
取

得
勝

利
，

李
先

生
為

甚
麼

會

知
難

而
退

。

若
論

財
富

，
一

百
個

劉
長

樂
，

恐
怕

也
比

不
上

一
個

李
嘉

誠
。

為
甚

麼
在

商

場
上

無
往

而
不

利
的

香
港

首
富

會
輸

呢
？

只
能

套
用

一
句

老
生

常
談

：
窮

不
與

富

鬥
，

富
不

與
官

爭
。

奇
怪
的
電
視
台

香
港

記
者

程
翔

被
囚

禁
在

內
地

的
監

獄
醫

院
時

，
有

一
段

與
鳳

凰
衛

視
有

關

的
奇

特
遭

遇
：

5
4
6
 
趙

飛
飛

：
〈

劉
長

樂
：

在
傳

媒
人

與
商

人
之

間
〉

，
《

神
州

》
2
0
0
4
年

6
期

。
筆

者
查

看
了

內
地

刊
物

3
0
多

篇
有

關
鳳

凰
衛

視
的

文
章

，
只

有
這

一
篇

談
及

這
場

股
權

爭
奪

戰
。

鳳
凰

衛
視

自
己

或
授

權
出

版
的

幾
本

專
著

，
對

此
事

隻
字

不
提

。

連
續
看
了
三
天
鳳
凰
台
後
，
終
於
一
名
獄
警
就
找
我
談
話
，
他
說
囚
犯

是
不
准
看
鳳
凰
台
的
。
只
能
看
內
地
台
。
我
聽
後
覺
得
莫
名
其
妙
，
我
說
鳳

凰
台
有
軍
方
背
景
，
我
們
在
香
港
都
把
它
看
成
是
大
陸
的
電
視
台
。
他
說
，

「
這
是
我
們
這
裏
的
規
定
，
如
果
你
不
遵
守
，
我
們
會
把
電
視
機
拿
走
。
」

我
惟
有
就
範
。
5
4
7

鳳
凰

的
總

部
坐

落
在

香
港

大
埔

。
但

是
香

港
的

新
聞

同
行

從
來

不
把

它
當

成

是
本

地
電

視
台

。
它

的
主

播
以

內
地

人
為

主
，

台
灣

人
為

輔
，

用
普

通
話

（
國

語
）

廣
播

，
在

香
港

的
觀

眾
少

得
可

憐
，

收
視

率
調

查
無

法
顯

示
，

但
它

一
點

不

在
乎

。鳳
凰

於
1996年

3月
啟

播
。

初
期

的
規

模
實

力
，

只
相

當
於

內
地

一
個

「
市

級
台

」
，

有
的

甚
至

說
是

「
縣

級
台

」
，

台
裏

有
人

開
玩

笑
地

說
，

「
我

們
是

小

米
加

步
槍

」
。

到
2004年

，
鳳

凰
衛

視
由

一
個

頻
道

（
中

文
台

）
，

發
展

成
五

個

頻
道

（
中

文
台

，
電

影
台

，
資

訊
台

，
歐

洲
台

和
美

洲
台

等
）

。
5
4
8

它
最

早
受

到
國

家
領

導
人

的
眷

顧
，

令
香

港
人

認
識

，
是

1998年
，

朱
鎔

基

總
理

在
人

大
的

記
者

會
上

說
：

「
請

你
們

照
顧

一
下

鳳
凰

電
視

台
的

吳
小

莉
小

姐

好
不

好
，

我
非

常
喜

歡
看

她
的

廣
播

。
」

朱
總

還
點

名
讓

她
提

問
。

領
導

人
免

費

為
鳳

凰
賣

廣
告

的
幾

句
台

詞
，

給
鳳

凰
帶

來
無

法
計

算
的

廣
告

收
益

。

當
然

，
天

時
和

懂
得

玩
財

技
也

十
分

重
要

。
趁

着
上

世
紀

末
、

本
世

紀
初

的
科

網
概

念
熱

潮
，

2000年
6月

，
鳳

凰
在

香
港

創
業

板
上

市
，

售
出

15％
的

股

份
，

集
資

九
億

多
元

。

鳳
凰

的
特

殊
背

景
，

成
為

唯
一

可
以

在
內

地
有

限
度

合
法

落
地

的
香

港
電

視

台
。

1997年
6月

28日
，

廣
東

省
有

線
電

視
系

統
開

始
接

入
鳳

凰
衛

視
，

隨
後

南

粵
各

市
縣

級
有

線
電

視
網

也
競

相
引

入
。

據
說

，
鳳

凰
基

本
上

滲
透

到
了

廣
東

省

1,600萬
戶

家
庭

中
。

在
內

地
，

給
政

策
比

給
金

錢
更

重
要

。
一

條
「

建
立

經
濟

特
區

」
的

政
策

，

就
為

深
圳

帶
來

多
少

萬
億

的
投

入
和

增
值

。
同

樣
，

批
准

鳳
凰

在
大

陸
落

地
的

政

5
4
7
 
程

翔
：

《
千

日
無

悔
》

，
宣

道
出

版
社

，
2
0
1
2
年

2
月

，
2
3
0
頁

。
5
4
8
  〈

鳳
凰

是
從

哪
裏

飛
出

來
的

？
〉

，
《

中
國

傳
媒

科
技

》
2
0
0
4
年

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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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就
能

令
內

地
國

企
廣

告
滾

滾
而

來
。

否
則

，
鳳

凰
連

生
存

都
有

困
難

。

劉
長
樂
的
財
技

奇
特

的
電

視
台

有
一

個
傳

奇
的

老
闆

—
—

劉
長

樂
。

1951出
生

於
上

海
。

父

親
是

山
東

南
下

幹
部

。

1970年
參

軍
，

在
遼

寧
錦

州
第

四
十

集
團

軍
當

兵
。

1980年
畢

業
於

北
京

廣

播
學

院
。

進
入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
先

後
任

記
者

、
編

輯
、

新
聞

評
論

員
、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

1988年
移

居
海

外
。

幾
年

之
間

，
在

中
國

本
土

及
海

外
的

投
資

項

目
包

括
石

油
、

道
路

建
設

、
房

地
產

、
貿

易
及

文
化

事
業

等
。

又
是

一
個

點
石

成
金

、
撒

豆
成

兵
、

諱
莫

如
深

的
創

業
神

話
。

1996年
3月

，
劉

長
樂

和
國

際
傳

媒
大

亨
梅

鐸
（

M
urdoch）

的
新

聞
集

團

在
香

港
簽

約
，

用
股

權
轉

換
的

方
式

合
作

，
成

立
鳳

凰
衛

視
。

內
地

有
文

章
寫

劉
長

樂
：

「
據

說
個

人
總

資
產

數
十

億
人

民
幣

，
名

下
40多

家
全

資
或

控
股

企
業

，
分

佈
在

中
國

內
地

、
新

加
坡

、
香

港
、

美
國

，
僅

在
內

地

投
資

就
達

上
百

億
人

民
幣

。
在

廣
東

茂
名

—
—

國
內

最
大

的
萬

噸
級

原
油

碼
頭

，

他
的

公
司

佔
有

25％
的

股
權

。
在

北
京

和
廣

東
，

他
的

公
司

投
資

修
建

的
高

速
公

路
長

達
300多

公
里

。
」
5
4
9

不
知

何
解

，
自

稱
渡

過
了

「
四

十
多

年
的

外
交

生
涯

」
的

中
國

外
交

部
長

李

肇
星

提
到

劉
長

樂
時

，
稱

他
為

「
老

同
事

」
。
5
5
0

肥
頭

耷
耳

的
劉

長
樂

，
喜

歡
跟

星
雲

大
師

講
佛

偈
。

被
鳳

凰
裏

面
的

人
稱

為

「
瘋

子
」

。
他

還
有

一
個

銜
頭

：
全

國
政

協
教

科
文

衛
體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

鳳
凰
的
台
柱

台
長

王
紀

言
，

曾
在

「
中

國
廣

播
電

視
人

的
黃

埔
軍

校
」

—
—

北
京

廣
播

學

院
（

已
改

名
：

中
國

傳
媒

大
學

）
，

當
過

十
年

的
電

視
系

主
任

和
六

年
的

副
院

長
。

王
紀

言
說

，
「

1995年
春

，
劉

長
樂

、
崔

強
和

他
三

個
人

來
到

香
港

考
察

，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決
定

我
們

要
辦

的
電

視
台

叫
『

鳳
凰

』
」

。

5
4
9
 
王

文
光

：
〈

「
欲

望
鳳

凰
」

的
八

年
之

癢
〉

，
《

文
化

月
刊

》
2
0
0
4
年

。
5
5
0
 
李

肇
星

：
序

，
阮

次
山

：
《

與
世

界
領

袖
對

話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9
年

3
月

，
1
-2
頁

。

崔
強

，
常

務
副

行
政

總
裁

、
執

行
董

事
，

1980年
畢

業
於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新

聞
系

；
在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十
二

年
，

先
後

任
記

者
、

編
輯

、
主

任
編

輯
。

至
於

掌
握

言
論

導
向

的
時

事
名

嘴
，

大
多

是
在

內
地

受
高

等
教

育
，

在
中

方

機
構

任
過

職
。

楊
錦

麟
曾

在
廈

門
大

學
台

灣
研

究
所

，
研

究
台

灣
問

題
，

在
香

港
《

商
報

》

寫
社

論
。

言
論

部
副

總
監

何
亮

亮
—

—
畢

業
於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研

究
生

院
新

聞
系

，

研
究

中
國

外
交

、
軍

事
、

俄
羅

斯
和

東
北

亞
事

務
。

1988年
3月

，
任

《
文

匯

報
》

編
輯

。
2001年

加
入

鳳
凰

衛
視

。

資
訊

台
副

台
長

董
嘉

耀
—

—
畢

業
於

北
京

廣
播

學
院

，
曾

在
中

央
電

視
台

第

四
頻

道
及

廣
東

電
視

台
擔

任
新

聞
節

目
主

持
，

也
兼

任
專

題
新

聞
的

採
訪

工
作

。

資
訊

台
副

台
長

、
值

班
總

編
輯

呂
寧

思
—

—
做

過
海

軍
、

陸
軍

，
讀

過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

澳
洲

悉
尼

大
學

。

中
文

台
台

長
程

鶴
麟

—
—

北
京

廣
播

學
院

畢
業

，
在

福
建

電
視

台
工

作
過

八

年
。

時
事

評
論

員
邱

震
海

—
—

同
濟

大
學

德
語

系
碩

士
、

德
國

圖
賓

根
大

學
博

士
，

任
香

港
《

文
匯

報
》

外
交

新
聞

高
級

記
者

。

主
管

節
目

製
作

與
營

運
的

還
有

鍾
大

年
、

劉
春

，
分

別
是

北
京

廣
播

學
院

的

系
主

任
和

高
材

生
。

連
一

些
「

小
花

」
主

持
人

，
都

大
有

來
頭

。

許
戈

輝
—

—
取

名
「

戈
輝

」
就

是
父

母
為

了
紀

念
在

新
疆

戈
壁

灘
的

光
輝

日

子
。

母
親

藝
兵

參
加

抗
美

援
朝

時
，

是
一

個
年

僅
10歲

的
文

藝
女

兵
，

在
朝

鮮
八

年
，

直
到

1958年
回

國
。
5
5
1

曾
子

墨
—

—
父

親
是

北
京

廣
播

學
院

教
授

。
曾

任
職

美
國

的
投

資
銀

行
，

捨

棄
高

薪
，

加
入

鳳
凰

衛
視

。

陳
曉

楠
—

—
父

母
在

中
國

科
學

院
研

究
化

學
。

北
京

廣
播

學
院

外
語

系
英

語

專
業

。
加

盟
鳳

凰
衛

視
前

，
曾

在
北

京
電

視
台

、
中

央
電

視
台

擔
任

節
目

主
持

人
。

5
5
1
  〈

許
戈

輝
有

位
英

雄
的

媽
媽

—
—

鞠
健

夫
的

私
媒

體
〉

，
《

搜
狐

博
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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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一
些

台
灣

幫
。

台
灣

華
視

出
身

的
吳

小
莉

在
梅

鐸
做

老
闆

的
Star T

V
已

任
主

播
，

順
利

過

渡
到

劉
長

樂
掌

控
的

鳳
凰

。
大

抵
是

想
借

重
吳

的
背

景
，

打
開

台
灣

的
市

場
。

資
訊

台
副

台
長

吳
小

莉
年

前
獲

邀
請

做
廣

東
省

政
協

委
員

，
統

戰
的

味
道

很

明
顯

。
從

事
前

線
新

聞
工

作
而

擔
任

政
協

委
員

，
這

也
是

香
港

人
不

會
去

做
的

。

資
訊

台
總

編
輯

兼
首

席
評

論
員

阮
次

山
—

—
畢

業
於

台
灣

政
治

大
學

，
紐

約

大
學

政
治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
他

的
同

事
呂

寧
思

說
：

他
一

天
到

晚
罵

美
國

總
統

。

他
永

遠
不

罵
共

產
黨

。

使
人

想
起

一
則

笑
話

：
一

個
台

灣
人

對
一

個
內

地
人

說
，

我
敢

在
台

北
總

統

府
前

面
罵

蔣
介

石
。

內
地

人
回

答
：

我
也

敢
在

天
安

門
前

罵
蔣

介
石

。

2010年
8月

，
菲

律
賓

發
生

槍
殺

香
港

人
質

的
悲

劇
，

阮
次

山
批

評
特

首
曾

蔭
權

打
電

話
給

菲
律

賓
總

統
：

「
香

港
地

區
的

特
首

不
是

國
家

元
首

，
你

不
要

搞

錯
。

要
打

也
是

胡
錦

濤
打

，
不

是
你

打
。

更
何

況
胡

錦
濤

也
不

可
能

打
這

個
電

話
，

這
個

小
題

大
作

。
」

一
個

內
地

作
者

徐
達

內
看

不
過

眼
，

形
容

阮
這

段
話

「
真

是
讓

人
心

生
厭

惡
。

印
證

了
那

則
坊

間
段

子
：

看
護

照
是

美
國

人
，

看
長

相
是

日
本

人
，

看
名

字

是
越

南
人

，
聽

口
音

是
台

灣
人

。
一

開
口

，
原

來
是

黨
的

人
。

」
5
5
2

阮
次

山
有

一
次

出
書

，
求

得
前

外
長

李
肇

星
賜

序
，

阮
看

了
這

篇
捧

場
文

章
，

激
動

得
「

熱
淚

盈
眶

」
。
5
5
3

有
評

論
認

為
，

鳳
凰

的
自

創
節

目
基

本
上

是
「

剪
刀

加
口

水
」

—
—

「
魯

豫

有
約

」
、

「
名

人
面

對
面

」
、

「
時

事
開

講
」

、
「

有
報

天
天

讀
」

、
「

鏘
鏘

三

人
行

」
、

「
文

濤
拍

案
」

，
等

等
都

是
「

脫
口

秀
」

（
talk show

）
。

不
過

，
鳳

凰
很

會
做

宣
傳

包
裝

。
「

鳳
凰

早
班

車
」

—
—

一
個

早
晨

口
語

化

地
選

讀
各

大
報

章
的

「
慳

水
慳

力
」

節
目

，
可

以
講

成
是

「
說

新
聞

的
風

格
將

在

中
國

電
視

史
上

佔
有

自
己

的
位

置
」

。

這
個

「
脫

口
秀

」
電

視
台

也
出

了
不

少
紅

遍
內

地
的

主
播

，
如

陳
魯

豫
、

許

戈
輝

、
竇

文
濤

、
阮

次
山

、
曹

景
行

、
梁

文
道

⋯
⋯

鳳
凰

的
評

論
有

時
比

大
陸

官
方

還
要

「
左

」
，

特
別

是
針

對
美

國
問

題
。

5
5
2
 
徐

達
內

：
〈

曾
蔭

權
的

電
話

〉
，

英
國

《
金

融
時

報
》

中
文

網
，

2
0
1
0
年

8
月

2
9
日

。
5
5
3
 
阮

次
山

：
《

與
世

界
領

袖
對

話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9
年

。

何
亮

亮
評

論
「

九
．

一
一

」
事

件
時

說
，

有
一

批
外

國
記

者
正

在
美

國
考

察
，

看
到

撞
機

，
隊

裏
有

人
拍

手
鼓

掌
，

結
果

給
驅

逐
出

境
。

何
亮

亮
說

，
這

是

美
國

人
歇

斯
底

里
。

一
位

觀
眾

非
常

氣
憤

，
寫

信
質

詢
：

如
果

中
國

受
到

打
擊

，

還
會

這
樣

說
嗎

？
這

次
災

難
死

亡
幾

千
人

，
美

國
的

任
何

舉
動

都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何
亮

亮
這

樣
說

話
，

說
明

他
是

一
個

沒
有

愛
心

的
人

。
5
5
4

鳳
凰

主
辦

過
一

些
政

治
立

場
極

為
鮮

明
的

活
動

，
對

港
、

台
以

及
西

方
媒

體

來
說

，
也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1999年
，

美
國

「
誤

炸
」

中
國

駐
南

斯
拉

夫
大

使
館

。
鳳

凰
在

六
十

四
小

時
之

內
，

集
中

了
兩

岸
三

地
的

藝
術

家
、

主
持

人
，

在
深

圳
做

成
一

檔
直

播
節

目
—

—
「

中
國

人
今

天
說

不
」

的
聲

討
晚

會
。

2004年
8月

，
是

鄧
小

平
誕

辰
一

百
週

年
。

劉
長

樂
帶

着
十

多
位

主
持

人
，

去
了

鄧
小

平
的

家
鄉

四
川

，
緬

懷
鄧

小
平

。

鳳
凰

很
會

掌
握

分
寸

，
不

越
雷

池
半

步
。

例
如

，
不

會
報

道
香

港
的

「
六

四
」

燭
光

晚
會

、
四

川
地

震
的

豆
腐

渣
工

程
、

趙
紫

陽
的

口
述

歷
史

，
等

等
。

程
鶴

麟
說

得
很

坦
白

：
「

鳳
凰

的
評

論
它

也
是

有
底

線
、

有
禁

區
的

。
比

如

說
我

們
規

定
不

要
在

北
京

正
式

公
佈

之
前

就
去

說
誰

要
調

任
某

個
部

長
，

誰
要

調

任
某

個
省

長
。

還
有

一
些

題
目

、
事

情
，

如
果

事
先

打
招

呼
不

要
評

論
，

就
不

要

評
論

了
；

如
果

同
意

了
，

就
可

以
撒

開
來

講
。

」

鳳
凰

衛
視

的
女

主
持

人
曾

子
墨

接
受

《
南

方
人

物
》

雜
誌

的
訪

問
時

坦
言

：

「
儘

管
我

們
都

希
望

成
為

真
正

的
媒

體
，

但
總

歸
還

是
承

擔
了

其
他

的
功

能
，

例

如
宣

傳
工

具
等

。
」

她
只

能
要

求
自

己
不

說
假

話
。

「
也

許
我

真
話

說
不

出
來

，

那
麼

在
現

有
的

情
況

下
，

當
我

們
這

個
平

台
還

沒
有

失
去

的
時

候
，

我
們

也
盡

力

地
去

說
真

話
。

」
5
5
5

曾
子

墨
所

言
，

多
少

帶
有

一
種

「
戴

着
枷

鎖
跳

舞
」

的
無

奈
。

鳳
凰
衛
視
可
取
之
處

鳳
凰

當
然

有
很

多
可

取
之

處
。

5
5
4
 
師

永
剛

：
《

解
密

鳳
凰

：
鳳

凰
衛

視
時

事
開

講
影

響
力

》
，

作
家

出
版

社
，

2
0
0
4
年

3
月

。
作

者
是

《
鳳

凰
週

刊
》

主
編

。
5
5
5
 
曠

達
：

〈
曾

子
墨

不
說

假
話

，
盡

力
說

真
話

〉
，

《
南

方
人

物
週

刊
》

2
0
1
0
年

7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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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

記
者

有
時

比
本

地
行

家
拼

搏
。

例
如

，
閭

丘
露

薇
是

2002年
第

一
個

進

入
阿

富
汗

做
戰

地
採

訪
的

華
人

女
記

者
，

2003年
她

又
是

伊
拉

克
戰

爭
打

響
後

第

一
批

進
入

巴
格

達
的

中
國

記
者

，
被

譽
為

「
戰

地
玫

瑰
」

。

發
生

國
際

大
事

，
如

2001年
的

「
九

．
一

一
」

事
件

，
恐

怖
分

子
襲

擊
紐

約
和

華
盛

頓
，

中
央

電
視

台
只

廣
播

了
一

條
簡

短
的

新
聞

，
直

到
午

夜
也

沒
有

更

多
的

消
息

。
而

鳳
凰

衛
視

卻
連

續
36小

時
進

行
直

播
，

讓
內

地
觀

眾
及

時
掌

握

C
C
T
V
（

中
央

電
視

台
）

沒
有

提
供

的
資

訊
。

它
的

一
些

紀
錄

片
、

人
物

專
訪

、
口

述
歷

史
，

頗
有

價
值

。
例

如
，

看
過

一

集
吳

法
憲

遺
孀

的
訪

問
，

說
林

彪
兒

子
林

立
果

的
《

五
七

一
工

程
紀

要
》

是
小

孩

「
玩

家
家

」
（

玩
泥

沙
）

，
就

意
味

深
長

。

曾
子

墨
的

《
社

會
能

見
度

》
、

陳
曉

楠
的

《
冷

暖
人

生
》

，
都

是
試

圖
以

記

者
的

眼
光

，
探

討
中

國
社

會
問

題
。

美
國

等
外

國
政

府
當

然
很

清
楚

鳳
凰

的
背

景
，

會
利

用
這

個
平

台
來

發
佈

消

息
。

國
務

卿
鮑

威
爾

在
攻

打
伊

拉
克

戰
爭

前
，

兩
次

破
例

接
受

鳳
凰

衛
視

獨
家

專

訪
，

試
圖

以
此

向
中

國
政

府
與

民
間

傳
話

，
解

釋
美

方
的

立
場

。

昔
日

香
港

除
了

《
文

匯
》

、
《

大
公

》
，

還
有

《
商

報
》

、
《

晶
報

》
一

些

政
治

色
調

沒
有

那
麼

紅
的

報
刊

。
新

華
社

之
外

，
還

有
中

國
新

聞
社

、
中

國
通

訊

社
。

同
理

，
有

了
中

央
電

視
台

，
也

需
要

有
面

目
稍

為
模

糊
的

傳
播

媒
體

，
去

搶

佔
全

球
華

人
的

輿
論

陣
地

。

鳳
凰

衛
視

裏
面

有
多

少
共

產
黨

人
，

可
有

哪
一

位
鳳

凰
人

來
解

密
？
5
5
6

2011年
，

鳳
凰

衛
視

增
加

了
含

部
份

粵
語

節
目

的
香

港
台

，
也

聘
請

了
一

些

本
地

主
播

，
但

依
舊

吸
引

不
到

本
地

觀
眾

，
收

視
不

高
。

《
晴

報
》

專
欄

作
者

蕭
適

仁
寫

道
：

「
鳳

凰
衛

視
，

港
人

看
不

到
，

也
不

喜

歡
看

，
但

在
內

地
卻

撈
得

風
生

水
起

，
完

全
違

背
了

當
初

的
外

宣
原

意
。

這
些

在

5
5
6
 
師

永
剛

：
《

解
密

鳳
凰

：
鳳

凰
衛

視
時

事
開

講
影

響
力

》
，

作
家

出
版

社
，

2
0
0
4
年

3
月

。
鍾

大
年

、
于

文
華

主
編

：
《

鳳
凰

考
：

建
構

一
個

新
傳

媒
》

，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4
年

；
總

策
劃

鍾
大

年
，

張
林

、
朱

冰
、

畢
蜂

：
《

口
述

鳳
凰

：
1
9
9
6
-2
0
0
6
》

，
作

家
出

版
社

，
2
0
0
6
年

；
張

瀟
瀟

：
〈

鳳
凰

衛
視

成
功

原
因

探
析

〉
，

《
新

聞
愛

好
者

》
2
0
0
4
年

第
8
期

；
趙

曙
光

、
禹

建
強

、
張

小
爭

：
〈

鳳
凰

衛
視

：
夾

縫
中

縱
橫

捭
闔

〉
，

《
電

視
時

空
》

2
0
0
4
年

第
1
期

；
〈

鳳
凰

是
從

哪
裏

飛
出

來
的

？
〉

，
《

中
國

傳
媒

科
技

》
2
0
0
4
年

第
7
期

。

港
外

宣
機

器
起

不
到

外
宣

作
用

，
反

而
成

為
北

京
高

層
放

風
、

配
合

權
鬥

的
工

具
，

最
近

鳳
凰

讓
重

慶
市

長
大

談
王

立
軍

事
件

的
重

慶
官

方
版

本
，

就
讓

北
京

打

薄
派

很
生

氣
。

」
5
5
7

2012年
增

加
了

數
碼

電
台

—
—

優
悅

廣
播

，
知

道
的

人
就

更
少

了
。

中
國

近
年

強
調

要
發

展
軟

實
力

，
擴

大
對

外
宣

傳
。

鳳
凰

衛
視

也
力

圖
打

開

港
、

台
的

局
面

，
只

是
成

效
不

彰
。

筆
者

近
年

兩
次

去
台

灣
旅

遊
，

酒
店

的
電

視

可
以

選
擇

幾
十

個
頻

道
，

包
括

C
C
T
V
4，

就
是

看
不

到
鳳

凰
衛

視
。

十
二
、
華
潤
＝
中
華
＋
毛
潤
之

5
5
8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經
貿

系
統

是
如

何
運

作
，

其
中

華
潤

集
團

扮
演

了
至

關
重

要

的
角

色
。

《
紅

色
華

潤
》

一
書

披
露

了
極

多
驚

心
動

魄
、

不
為

人
知

的
機

密
，

從
中

可
知

中
共

的
深

謀
遠

慮
、

佈
局

精
妙

，
也

有
某

些
荒

謬
絕

倫
、

不
可

思
議

之
處

。

華
潤

董
事

長
宋

林
在

前
言

中
指

出
，

書
中

許
多

史
料

，
均

是
首

次
公

開
披

露
，

涉
及

中
共

地
下

工
作

鬥
爭

史
、

建
政

前
中

共
財

經
史

、
香

港
與

內
地

經
貿

關

係
史

、
國

有
企

業
發

展
史

等
等

。

以
下

引
述

若
干

精
彩

的
片

段
，

略
作

點
評

，
並

提
出

一
些

補
充

和
商

榷
。

解
放
前
華
潤
在
香
港
資
助
地
下
黨

華
潤

的
創

辦
人

秦
邦

禮
是

中
共

早
期

領
導

人
秦

邦
憲

（
博

古
）

的
弟

弟
。

1931年
，

中
共

特
科

負
責

人
陳

雲
將

兩
條

金
條

交
給

秦
邦

禮
做

資
本

，
在

上
海

以

開
店

為
掩

護
，

建
立

秘
密

交
通

站
，

籌
集

活
動

經
費

，
並

為
中

央
蘇

區
提

供
無

線

電
、

藥
品

等
物

資
。

華
潤

的
前

身
是

聯
和

行
。

1938年
，

商
人

打
扮

的
秦

邦
禮

化
名

楊
廉

安
，

又

名
楊

琳
，

來
到

香
港

，
在

皇
后

大
道

創
辦

聯
和

行
，

任
務

是
支

援
抗

日
戰

爭
，

為

延
安

採
購

藥
品

和
必

要
物

資
，

「
兌

匯
」

和
調

撥
中

共
的

經
費

，
同

時
配

合
宋

慶

齡
的

「
保

衛
中

國
同

盟
」

保
管

、
運

送
海

外
華

僑
的

捐
款

、
捐

物
，

在
愛

國
華

僑

5
5
7
 
蕭

適
仁

：
〈

西
環

內
望

〉
，

《
晴

報
》

2
0
1
2
年

3
月

1
5
日

。
作

者
自

稱
「

活
躍

西
環

政
治

分
子

」
。

西
環

是
中

央
駐

港
聯

絡
辦

公
室

所
在

地
。

5
5
8
 
吳

學
先

：
《

紅
色

華
潤

》
，

中
華

書
局

，
2
0
1
0
年

7
月

。
這

本
4
0
萬

字
、

厚
5
0
0
頁

的
華

潤
史

，
由

2
0
0
4
年

成
立

編
寫

小
組

，
到

2
0
1
0
年

4
月

面
世

，
歷

時
六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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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做

統
戰

工
作

。

從
1938年

到
1941年

12月
太

平
洋

戰
爭

爆
發

，
四

年
中

，
楊

琳
帶

領
公

司

人
員

把
募

集
到

的
資

金
和

物
資

通
過

各
種

渠
道

運
回

國
內

，
經

重
慶

八
路

軍
辦

事

處
，

再
轉

運
到

抗
日

前
線

或
延

安
。

曾
任

國
家

主
席

和
政

治
局

委
員

的
楊

尚
昆

（
1907-1998）

晚
年

回
憶

：
華

潤
公

司
、

五
豐

行
，

在
解

放
前

是
屬

於
黨

產
。

1940年
底
，
我
到
延
安
時
，
陝
甘
寧

（
陝

西
、

甘
肅

、
寧

夏
）
邊
區

財
政
經
濟
十
分
困
難
⋯
⋯
抽
出
一
部
份
資
金
和
人
力
從
事
生
產
經
營
，
到
國

民
黨
統
治
區
甚
至
香
港
去
做
生
意
，
開
商
店
辦
企
業
，
把
邊
區
的
土
特
產
外

銷
，
換
取
法
幣
和
美
元
，
採
辦
根
據
地
不
能
生
產
的
電
訊
器
材
、
醫
藥
用
品

等
。
這
件
事
，
當
時
主
要
由
任
弼
時
、
朱
老
總
和
富
春
同
志
主
管
。
中
央
派

到
香
港
去
做
生
意
的
是
盧
緒
章
，
後
來
他
在
新
中
國
擔
任
外
貿
部
副
部
長
，

在
香
港
搞
了
個
華
潤
公
司
；
華
東
區
也
派
曾
山
搞
了
個
五
豐
商
行
。
5
5
9

1946年
秋

，
國

共
「

和
談

」
破

裂
，

內
戰

爆
發

，
中

共
在

香
港

當
時

有
三

個

系
統

：1、
以

楊
琳

領
導

的
華

潤
為

核
心

的
商

貿
系

統
。

2、
以

潘
漢

年
為

核
心

的
情

報
系

統
。

3、
以

「
港

工
委

」
章

漢
夫

、
連

貫
為

核
心

的
地

下
黨

系
統

。
5
6
0

華
潤

當
時

直
屬

中
央

，
與

香
港

分
局

在
組

織
機

構
上

不
發

生
橫

向
聯

繫
。

但

會
按

中
央

指
示

給
予

一
定

的
財

政
支

持
。

周
恩

來
賦

予
楊

琳
的

聯
和

行
的

新
使

命
：

1、
打

通
海

上
運

輸
，

發
展

國
外

貿
易

，
交

流
國

內
外

物
資

；

2、
完

成
財

政
任

務
，

包
括

承
擔

情
報

及
地

下
黨

兩
個

系
統

的
部

份
經

費
；

3、
培

養
對

外
貿

易
幹

部
。

1946年
12月

7日
，

方
方

和
林

平
打

電
報

給
延

安
的

中
共

中
央

，
報

稱
「

此

5
5
9
 
楊

尚
昆

：
《

楊
尚

昆
回

憶
錄

》
，

中
央

文
獻

出
版

社
，

2
0
0
7
年

7
月

，
2
9
1
-2
9
2
頁

。
 

朱
老

總
：

朱
德

、
富

春
：

李
富

春
。

5
6
0
  《

紅
色

華
潤

》
，

2
3
頁

。

間
經

濟
已

至
絕

境
⋯

⋯
如

無
法

維
持

，
各

項
工

作
必

須
停

止
」

，
請

求
經

費
支

持
。

周
恩

來
、

朱
德

回
電

：
「

可
向

楊
琳

處
挪

借
若

干
。

」

1948年
，

聯
和

行
改

名
，

原
想

冠
名

「
德

潤
」

，
取

中
共

兩
巨

頭
朱

德
和

毛

潤
之

（
毛

澤
東

）
各

一
字

。
因

為
朱

德
反

對
：

「
怎

麼
能

把
我

的
名

字
排

在
主

席

前
面

呢
？

」
於

是
改

名
為

「
華

潤
」

。

從
1947年

秋
季

起
，

華
潤

通
過

北
朝

鮮
羅

津
港

，
與

中
共

東
北

局
開

展
海

上
貿

易
，

將
黑

龍
江

的
糧

食
、

大
豆

運
抵

香
港

出
售

，
再

運
回

藥
品

、
棉

花
、

布

匹
、

印
鈔

紙
、

新
聞

紙
、

膠
鞋

等
戰

略
物

資
。

中
共

中
央

還
撥

交
12,000両

黃
金

給
華

潤
，

組
建

華
夏

航
運

公
司

，
並

從
商

人
劉

浩
清

買
到

一
艘

3,500噸
的

二
手

客
貨

兩
用

船
，

命
名

為
「

東
方

號
」

，
這

是
中

共
中

央
直

屬
機

構
華

潤
擁

有
的

第
一

艘
遠

洋
輪

船
。

1948至
1949年

間
，

華

潤
共

購
買

了
十

艘
船

，
其

中
四

艘
是

萬
噸

級
。
5
6
1

隨
着

解
放

軍
在

遼
瀋

、
平

津
、

淮
海

三
大

戰
役

取
得

節
節

勝
利

，
大

連
港

、

天
津

港
、

青
島

港
陸

續
運

作
，

華
潤

的
輪

船
可

以
及

時
將

糧
食

運
到

已
解

放
的

城

市
，

接
濟

當
地

居
民

。

1948年
，

中
共

中
央

指
示

香
港

地
下

黨
，

接
送

在
港

民
主

黨
派

領
袖

進
入

解

放
區

參
加

籌
備

新
政

協
的

工
作

。
華

潤
用

「
東

方
號

」
和

租
來

的
蘇

聯
、

挪
威

等

外
國

貨
輪

，
分

七
批

將
350多

位
民

主
人

士
及

700多
位

文
化

名
人

及
愛

國
華

僑
，

平
安

地
運

回
大

陸
解

放
區

，
保

證
了

第
一

屆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的

順
利

召
開

。
楊

尚

昆
憶

述
：

「
如

果
沒

有
黨

產
，

這
些

開
支

簡
直

難
於

應
付

。
」

上
海

解
放

初
期

，
缺

乏
「

兩
白

一
黑

」
—

—
糧

食
、

煤
和

棉
花

，
華

潤
協

助

付
運

物
資

，
以

解
燃

眉
之

急
。

廣
州

解
放

時
，

自
來

水
系

統
被

炸
毀

，
華

潤
及

時
運

來
恢

復
生

產
和

生
活

的

物
資

，
保

證
了

廣
東

新
政

權
的

穩
定

。

華
潤

從
泰

國
進

口
的

五
萬

噸
大

米
運

到
剛

解
放

的
海

南
島

，
解

決
當

地
的

糧

食
問

題
。

1949年
，

港
英

政
府

很
快

發
現

了
華

潤
的

購
買

實
力

，
主

動
要

求
與

華
潤

交

換
物

資
，

避
免

被
當

時
的

美
國

壟
斷

了
貿

易
。
5
6
2

5
6
1
  《

紅
色

華
潤

》
，

6
4
頁

。
5
6
2
  《

紅
色

華
潤

》
，

7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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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和
平

解
放

初
期

，
陸

路
運

輸
不

通
，

華
潤

在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的
三

個

港
口

開
辦

公
司

，
從

大
陸

和
香

港
運

送
物

資
，

通
過

乃
堆

拉
山

口
運

到
拉

薩
，

這

項
運

輸
長

達
十

餘
年

。

華
潤

還
開

辦
了

國
新

公
司

（
C
hina E

nterprising C
o.）

，
名

義
上

是
做

進

口
純

鹼
、

化
工

原
料

業
務

，
實

際
是

為
新

中
國

培
養

幹
部

，
如

何
做

好
城

市
的

接

收
和

管
理

工
作

。

華
潤

還
承

擔
了

對
敵

鬥
爭

的
策

反
工

作
。

1949年
9月

19日
，

「
海

遼
號

」
接

到
國

民
黨

的
調

令
，

前
往

汕
頭

運
送

部

隊
到

舟
山

群
島

增
援

。
中

共
地

下
黨

直
接

領
導

、
華

潤
組

織
實

施
了

「
海

遼
號

」

起
義

，
這

是
第

一
艘

國
民

黨
海

輪
起

義
。

1949年
9月

28日
，

「
海

遼
號

」
駛

入

已
解

放
的

大
連

港
。

華
潤

還
參

與
了

香
港

招
商

局
和

國
民

黨
兩

航
起

義
的

準
備

工
作

。

華
潤

曾
協

助
解

放
軍

建
立

海
軍

，
為

其
購

買
登

陸
艇

，
並

為
解

放
台

灣
做

準
備

。1950年
初

，
華

潤
黨

支
部

曾
組

織
海

員
黨

員
宣

誓
：

「
時

刻
準

備
着

，
願

為

打
倒

蔣
介

石
、

解
放

全
中

國
獻

出
生

命
。

」
5
6
3

華
潤

屬
下

的
華

夏
公

司
，

當
時

有
十

餘
艘

輪
船

，
其

中
一

半
是

萬
噸

巨
輪

，

加
上

1950年
1月

起
義

的
香

港
招

商
局

的
十

餘
艘

輪
船

，
這

支
「

海
上

游
擊

隊
」

的
力

量
非

同
小

可
。

而
當

時
解

放
軍

還
沒

有
海

軍
。

抗
美

援
朝

期
間

，
華

夏
組

建
了

很
多

小
公

司
，

經
香

港
秘

密
運

送
抗

生
素

、

盤
尼

西
林

、
消

炎
葯

、
藥

棉
、

軍
用

手
錶

、
膠

鞋
等

美
英

國
家

禁
運

去
大

陸
的

物

資
，

支
援

在
朝

鮮
作

戰
的

志
願

軍
。

「
香

港
的

美
國

領
事

館
有

成
百

上
千

的
工

作
人

員
，

他
們

監
聽

華
潤

公
司

，

所
以

，
我

們
做

藥
品

和
橡

膠
買

賣
都

用
代

碼
。

」
5
6
4

1962年
，

中
國

銀
行

一
名

副
經

理
叛

逃
，

中
共

對
外

貿
易

部
黨

組
隨

即
向

周

恩
來

、
陳

毅
和

李
先

念
並

中
央

報
告

了
防

止
敵

人
破

壞
的

措
施

：
「

華
潤

、
德

信

行
、

華
夏

公
司

，
共

有
職

工
567人

（
其

中
由

內
地

派
出

的
258人

）
⋯

⋯
我

們
對

這
支

隊
伍

的
政

治
質

量
一

直
比

較
重

視
⋯

⋯
又

進
行

了
一

次
比

較
全

面
的

幹
部

培

5
6
3
  《

紅
色

華
潤

》
，

1
6
2
頁

。
5
6
4
  《

紅
色

華
潤

》
，

1
8
8
頁

。

訓
工

作
⋯

⋯
X

X
X

的
叛

逃
，

可
能

會
引

起
一

些
損

害
，

估
計

不
會

太
大

。
」

報
告

還
提

到
：

「
我

對
外

雖
有

約
2億

美
元

的
欠

款
，

但
主

要
是

購
糧

的
延

期
付

款
，

都
有

合
同

規
定

。
⋯

⋯
如

果
敵

人
妄

想
利

用
這

一
點

陰
謀

破
壞

，
是

不

會
得

逞
的

。
」
5
6
5（

279頁
）

「
我

國
在

六
、

七
十

年
代

完
成

了
一

系
列

震
驚

世
界

的
重

大
項

目
，

如
兩

彈

一
星

等
，

裏
面

都
有

華
潤

人
的

貢
獻

。
」
5
6
6

可
以

想
像

，
當

年
在

香
港

上
演

的
一

幕
幕

間
諜

戰
，

驚
險

刺
激

。

解
放
後
華
潤
在
中
港
兩
地
商
貿
的
角
色

主
管

過
對

外
經

貿
的

前
副

總
理

吳
儀

在
《

紅
色

華
潤

》
的

序
言

中
寫

道
：

「
華

潤
是

我
黨

在
海

外
建

立
的

第
一

個
對

外
貿

易
機

構
⋯

⋯
曾

是
我

國
最

大
的

現

匯
來

源
渠

道
，

代
理

貿
易

曾
一

度
高

達
全

國
外

貿
總

額
的

30%
；

華
潤

是
廣

交
會

的
發

起
和

組
織

者
；

是
『

三
來

一
補

』
5
6
7的

首
創

者
；

是
香

港
中

資
企

業
的

搖
籃

。
」在

華
潤

協
助

下
，

由
莊

世
平

領
導

的
南

洋
商

業
銀

行
於

1949年
12月

14日
在

香
港

開
張

。
這

是
中

共
領

導
的

第
一

家
海

外
商

業
銀

行
。

中
共

華
東

局
、

華
南

局
在

香
港

也
建

立
了

一
些

窗
口

公
司

，
有

寶
生

銀
號

、

運
通

公
司

、
民

安
保

險
。
5
6
8

華
潤

領
導

的
中

國
國

貨
公

司
，

保
持

原
來

的
「

灰
色

」
模

式
。

1959年
華

潤

成
立

了
專

門
經

營
工

藝
品

的
中

藝
公

司
。
5
6
9

1960年
，

大
陸

糧
食

嚴
重

短
缺

。
中

共
中

央
緊

急
成

立
三

人
領

導
小

組
，

毛

澤
東

親
點

總
理

周
恩

來
、

副
總

理
李

富
春

、
李

先
念

主
責

糧
食

進
口

，
並

不
得

已

做
出

決
定

：
從

西
方

國
家

進
口

糧
食

。
單

是
1961年

的
進

口
糧

食
計

劃
，

在
不

到

兩
個

月
內

，
就

從
150萬

噸
，

增
加

到
250萬

噸
，

再
到

400萬
噸

，
可

見
缺

糧
問

題
之

嚴
峻

。

5
6
5
  《

紅
色

華
潤

》
，

2
7
9
頁

。
5
6
6
 
兩

彈
一

星
，

即
核

彈
（

原
子

彈
、

氫
彈

）
、

導
彈

和
人

造
衛

星
。

不
過

，
作

者
語

焉
不

詳
，

沒
有

作
進

一
步

解
釋

。
5
6
7
 
三

來
一

補
指

來
料

加
工

、
來

樣
加

工
、

來
件

装
配

，
補

償
貿

易
。

5
6
8
  《

紅
色

華
潤

》
，

1
4
3
頁

。
5
6
9
  《

紅
色

華
潤

》
，

2
9
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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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決
定

由
華

潤
出

面
，

派
人

到
與

中
國

沒
有

邦
交

的
加

拿
大

、
澳

洲
、

法

國
、

阿
根

廷
洽

談
小

麥
交

易
。

計
劃

極
為

機
密

，
不

能
暴

露
中

國
缺

糧
的

事
實

，

以
防

西
方

的
糧

食
市

場
趁

機
抬

高
糧

價
。

於
是

用
出

口
大

米
做

掩
護

，
說

進
口

小

麥
是

為
了

「
調

劑
糧

食
品

種
」

。
5
7
0

中
國

當
時

缺
少

外
匯

，
買

糧
要

延
期

付
款

，
還

要
爭

取
簽

訂
長

期
的

糧
食

貿

易
協

定
。

華
潤

在
十

分
艱

巨
的

談
判

條
件

下
完

成
任

務
。

1960年
12月

，
國

務
院

專
門

成
立

了
港

澳
出

口
工

作
小

組
，

成
員

是
國

務
院

六
巨

頭
：

周
恩

來
和

五
位

副
總

理
—

—
陳

雲
、

陳
毅

、
李

富
春

、
李

先
念

、
譚

震

林
，

以
確

保
港

澳
地

區
生

活
需

要
，

以
及

增
加

外
匯

收
入

。
「

我
們

今
天

無
法

估

計
兩

者
孰

重
孰

輕
，

或
許

，
兩

者
本

來
就

是
不

可
分

開
的

，
同

等
重

要
。

」
5
7
1

當
時

對
香

港
市

場
的

爭
奪

也
相

當
激

烈
。

據
1962年

對
外

貿
易

部
編

印
的

《
對

港
澳

出
口

工
作

專
報

第
44號

》
：

「
1959年

以
來

，
由

於
我

蛋
貨

源
不

足
，

出
口

時
多

時
少

，
以

致
日

本
、

泰
國

雞
蛋

大
量

湧
入

，
我

蛋
在

香
港

市
場

上
所

佔

比
重

，
從

1958年
的

98.61％
，

下
降

到
1960年

的
29.44％

。
」
5
7
2

除
了

經
濟

因
素

之
外

，
還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政
治

考
量

。

這
裏

補
充

一
條

《
紅

色
華

潤
》

沒
有

提
及

的
資

料
：

1959年
1月
22日

新
華
通
訊
社
編
印
的
《
內
部
參
考
》
第
2691期

上
登

載
的
該
社
香
港
分
社
記
者
組
寫
的
這
一
報
道
說
，
香
港
副
食
品
絕
大
部
份
歷

來
是
依
靠
內
地
供
應
的
。
最
近
一
個
月
來
，
內
地
對
香
港
供
應
量
銳
減
，
在

各
階
層
人
士
中
引
起
了
很
大
波
動
。
在
廣
大
的
中
間
、
落
後
居
民
中
，
流
露

着
一
種
恐
懼
、
徬
徨
和
不
滿
情
緒
，
糊
塗
看
法
很
多
；
在
進
步
人
士
中
，
認

識
還
算
比
較
清
楚
，
但
也
有
各
種
疑
慮
；
反
動
派
目
前
也
在
利
用
這
個
機
會

大
肆
進
行
反
動
宣
傳
。

事
隔

三
天

，
毛

澤
東

看
了

這
段

《
內

參
》

後
，

於
1月

25日
寫

了
批

語
給

當

時
的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
小

平
同

志
：

此
件

有
用

，
請

印
發

到
會

同
志

們
一

5
7
0
  《

紅
色

華
潤

》
，

3
0
1
-3
1
1
頁

。
5
7
1
  《

紅
色

華
潤

》
，

3
1
2
頁

。
5
7
2
  《

紅
色

華
潤

》
，

3
2
2
頁

。

讀
。

」到
會

同
志

是
指

當
時

正
在

北
京

召
開

各
省

、
市

、
自

治
區

黨
委

書
記

會
議

的

地
方

大
員

。
可

見
，

供
港

副
食

品
銳

減
，

已
觸

動
到

層
峰

的
神

經
。
5
7
3

在
中

央
的

統
籌

安
排

下
，

1962年
開

始
了

供
港

貨
物

的
三

趟
快

車
，

分
別

從
武

漢
（

1,254公
里

，
53小

時
）

、
上

海
（

1,952公
里

，
81小

時
）

、
鄭

州

（
1,749公

里
，

79小
時

）
到

達
深

圳
，

再
輸

往
香

港
。

這
是

一
項

合
作

性
、

計

劃
性

極
強

、
極

複
雜

的
工

程
，

涉
及

外
貿

部
、

鐵
道

部
、

交
通

部
。

「
各

省
的

糧

油
進

出
口

公
司

要
按

照
生

產
計

劃
和

出
口

配
額

組
織

貨
源

，
就

近
裝

貨
；

牛
、

豬
、

雞
、

鴨
、

鵝
等

，
無

比
麻

煩
。

」
「

還
要

均
衡

適
量

，
少

了
不

能
滿

足
香

港

市
民

的
日

常
需

要
，

多
了

就
會

造
成

積
壓

。
」

當
中

華
潤

和
屬

下
的

五
豐

行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5
7
4

「
文
革
」
對
華
潤
的
衝
擊

1967年
4月

中
旬

，
第

23屆
廣

州
出

口
商

品
交

易
會

即
將

開
幕

之
際

，
紅

衛

兵
以

打
倒

「
封

資
修

」
為

藉
口

，
圍

攻
會

場
，

要
砸

爛
一

些
工

藝
品

，
包

括
彌

勒

佛
、

才
子

佳
人

塑
像

，
還

揪
鬥

老
幹

部
，

圍
攻

前
來

維
持

秩
序

的
解

放
軍

。
5
7
5

14日
凌

晨
，

周
恩

來
致

信
毛

澤
東

，
表

示
軍

管
會

難
以

控
制

，
要

當
天

同
黃

永
勝

（
時

任
廣

州
軍

區
司

令
員

、
次

年
任

廣
東

省
革

命
委

員
會

主
任

、
解

放
軍

總

參
謀

長
）

飛
廣

州
，

親
自

解
決

此
事

。

廣
州

紅
衛

兵
要

港
澳

及
海

外
商

人
跳

忠
字

舞
，

觀
看

樣
板

戲
，

戴
毛

主
席

像

章
，

唱
語

錄
歌

，
強

迫
外

商
訂

購
《

毛
主

席
語

錄
》

。
不

訂
購

的
話

，
就

不
賣

其

他
商

品
。

期
間

，
據

說
還

有
敵

人
破

壞
。

「
美

蔣
特

務
居

然
把

定
時

炸
彈

運
進

了
會

場
，

解
放

軍
和

公
安

部
門

還
發

現
了

50餘
磅

炸
藥

。
」

「
六

七
暴

動
」

對
華

潤
也

有
影

響
。

左
派

勢
力

要
求

華
潤

停
止

與
英

國
商

人
的

貿
易

往
來

。
華

潤
總

經
理

丁
克

堅

認
為

，
華

潤
在

1938年
就

與
一

些
老

牌
英

商
建

立
起

貿
易

夥
伴

關
係

，
合

作
愉

5
7
3
  《

對
新
華
社
關
於
內
地
對
香
港
副
食
品
供
應
量
銳
減
的
報
道
的
批
語
》
，
《
建
國
以
來
毛
澤
東
文
稿
》
第
八
卷
，

2
1
頁
。

5
7
4
  《

紅
色

華
潤

》
，

3
2
6
-3
3
0
頁

。
5
7
5
  《

紅
色

華
潤

》
，

3
3
7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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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不
可

以
因

此
中

斷
。

華
潤

為
此

事
請

示
外

貿
部

，
建

議
不

可
以

全
部

停
止

與

英
商

的
關

係
。

事
隔

一
個

月
，

軍
管

會
領

導
下

的
外

貿
部

在
1968年

1月
15日

回
覆

華
潤

的

文
件

也
很

有
意

思
：

「
12月

16日
電

悉
。

為
了

配
合

目
前

『
反

英
抗

暴
鬥

爭
』

，

對
香

港
英

商
貿

易
一

般
仍

暫
不

做
，

但
由

於
特

殊
情

況
，

對
個

別
英

商
也

可
適

當

做
一

些
。

據
此

，
對

和
記

，
具

體
買

賣
可

做
一

些
，

但
包

銷
合

約
暫

時
以

不
簽

為

宜
；

對
怡

和
，

除
大

米
一

項
，

考
慮

到
香

港
居

民
生

活
需

要
和

涉
及

香
港

配
額

進

口
等

問
題

，
可

以
繼

續
出

口
以

外
，

其
他

商
品

仍
暫

不
做

。
」
5
7
6

這
個

決
定

是
否

出
自

周
恩

來
和

毛
澤

東
的

授
意

？
不

詳
。

但
如

此
重

大
的

決

定
，

外
貿

部
不

可
能

不
去

請
示

周
總

理
和

主
管

外
貿

的
副

總
理

，
甚

至
最

高
層

，

也
許

這
就

是
覆

文
等

了
一

個
月

才
發

出
的

因
由

。

別
忘

了
，

1968年
初

，
正

是
周

恩
來

召
集

香
港

工
委

領
導

人
到

北
京

開
會

，

開
始

撥
亂

反
正

之
際

。

華
潤
領
導
人
「
文
革
」
難
逃
劫
數

創
始

人
楊
琳

，
時

任
外

經
委

副
主

任
、

黨
組

書
記

，
以

「
特

嫌
」

罪
名

遭
隔

離
審

查
，

被
迫

害
致

死
。

一
說

是
被

軍
人

猛
推

，
滾

下
樓

梯
，

傷
頭

昏
迷

，
送

院

後
死

亡
。

另
一

說
是

被
紅

衛
兵

打
傷

，
送

院
後

死
亡

。

第
一

任
董

事
長
錢
之
光

，
時

任
紡

織
部

部
長

，
受

到
批

判
。

第
二

任
總

經
理
李
應
吉

，
時

任
外

經
委

副
主

任
，

含
冤

死
去

，
造

反
派

硬
說

他
是

「
跳

樓
自

殺
」

，
「

是
自

絕
於

人
民

自
絕

於
黨

」
。

李
的

遺
孀

徐
景

秋
則

堅

稱
，

丈
夫

不
可

能
自

殺
。

第
三

任
總

經
理
張
平

，
時

任
中

糧
副

總
，

受
批

判
。

德
信

行
總

經
理
謝
鴻
惠

的
孩

子
在

廣
州

讀
初

中
，

被
紅

衛
兵

武
鬥

的
亂

槍
射

中
，

送
到

醫
院

後
死

去
。

第
四

任
總

經
理
丁
克
堅

，
在

1971年
九

一
三

林
彪

外
逃

事
件

發
生

後
，

受
到

審
查

。
原

因
是

：
林

彪
集

團
曾

經
通

過
華

潤
，

進
口

過
10輛

防
彈

汽
車

和
一

些
精

密
儀

器
。

5
7
6
 
和

記
，

H
u
tc
h
iso

n
當

時
還

在
英

國
人

祁
德

尊
S
ir D

o
u
g
la
s C

la
g
u
e
手

上
。

怡
和

，
即

Ja
rd
in
e
。

其
實

，
華

潤
是

按
照

上
級

指
示

進
口

物
資

，
無

權
過

問
這

些
物

資
的

用
途

和

去
向

。
丁

克
堅

在
問

題
查

清
後

，
被

調
到

國
家

旅
遊

局
工

作
。
5
7
7

1976年
9月

底
，

「
文

革
」

已
到

尾
聲

，
毛

澤
東

屍
骨

未
寒

，
政

治
氣

氛
依

然
極

不
正

常
。

華
潤

總
經

理
張

光
斗

等
四

人
到

北
京

匯
報

工
作

，
入

住
民

族
飯

店
。

「
張

光
斗

寫
了

一
張

紙
條

，
讓

其
餘

三
人

傳
閱

，
上

面
寫

着
：

『
你

們
說

話
要

小
心

，
這

裏
一

定
有

監
聽

系
統

。
』

大
家

看
完

，
張

抽
烟

，
把

字
條

燒

了
。

」
5
7
8

回
到

祖
國

，
向

上
級

匯
報

工
作

，
居

然
像

在
敵

佔
區

做
特

務
一

樣
，

步
步

驚

心
，

何
其

荒
謬

。

不
過

，
以

下
一

段
描

述
則

過
於

戲
劇

性
，

是
全

書
最

啟
人

疑
竇

的
部

份
：

1976年
10月

7日
臨
（
凌
）
晨
3點
，
有
人
敲
門
⋯
⋯
打
開
門
，
進
來
的

是
華
潤
公
司
副
經
理
高
尚
林
。
高
尚
林
急
匆
匆
地
報
告
了
一
個
振
奮
人
心
的

好
消
息
：
就
在
幾
小
時
前
，
「
四
人
幫
」
剛
剛
被
粉
碎
。
張
光
斗
⋯
⋯
簡
直

不
敢
相
信
自
己
的
耳
朵
，
當
他
們
確
定
自
己
沒
有
聽
錯
後
，
高
興
地
擁
抱
在

一
起
，
幸
福
的
熱
淚
奪
眶
而
出
。

祖
國
有
救
了
，
我
黨
有
救
了
，
外
貿
工
作
有
救
了
。
他
們
笑
啊
，
哭

啊
，
激
動
啊
，
種
種
複
雜
的
心
情
難
以
言
表
。
5
7
9

10月
6日

晚
上

8、
9點

鐘
，

逮
捕

四
人

幫
（

中
共

中
央

副
主

席
王

洪
文

、
政

治
局

常
委

張
春

橋
、

政
治

局
委

員
江

青
、

姚
文

元
）

的
舉

措
，

毫
無

疑
問

是
一

場

政
變

。
當

晚
10點

多
，

中
共

主
席

華
國

鋒
、

副
主

席
葉

劍
英

等
人

在
北

京
西

郊

的
玉

泉
山

召
開

政
治

局
緊

急
會

議
。

會
後

，
所

有
的

政
治

局
委

員
都

要
住

在
玉

泉

山
。
5
8
0

奉
命

接
管

新
華

社
、

中
央

廣
播

事
業

局
等

新
聞

宣
傳

機
器

的
是

耿
飆

，
時

任

5
7
7
  《

紅
色

華
潤

》
，

3
9
1
、

3
9
4
頁

。
5
7
8
  《

紅
色

華
潤

》
，

3
8
1
頁

。
5
7
9
  《

紅
色

華
潤

》
，

3
8
3
-3
8
4
頁

。
5
8
0
  《

吳
德

口
述

：
十

年
風

雨
紀

事
》

，
當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
2
0
0
4
年

1
月

，
2
4
8
-2
5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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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中
央

對
外

聯
絡

部
部

長
，

負
責

對
外

國
的

政
黨

事
務

。
耿

飆
憶

述
華

國
鋒

向

他
交

代
任

務
：

「
要

迅
速

控
制

住
電

台
和

電
視

台
，

不
能

出
任

何
差

錯
，

否
則

後

果
不

堪
設

想
。

」
葉

帥
（

劍
英

）
鄭

重
囑

咐
耿

飆
：

「
要

防
止

發
生

混
亂

，
防

止

洩
密

，
注

意
安

全
。

」

耿
飆

到
達

廣
播

大
樓

時
已

將
近

晚
上

10點
鐘

，
帶

着
華

國
鋒

的
手

令
和

10

名
戰

士
直

奔
局

長
鄧

崗
的

辦
公

室
，

把
手

令
拿

給
他

看
。

手
令

寫
着

：
「

鄧
崗

同

志
：

為
了

加
強

對
廣

播
、

電
視

的
領

導
，

中
央

決
定

，
派

耿
飆

、
邱

巍
高

同
志

（
北

京
衛

戍
區

副
司

令
員

）
去

，
請

你
們

接
受

他
倆

的
領

導
，

有
事

直
接

向
他

們

請
示

。
」

他
看

完
手

令
，

好
久

不
說

話
。

耿
飆

隨
即

要
鄧

崗
召

集
局

核
心

小
組

11

位
成

員
開

會
，

要
求

大
家

遵
照

黨
中

央
的

指
示

，
把

工
作

做
好

。
23點

40分
，

鄧

崗
又

召
集

各
部

門
領

導
的

緊
急

會
議

，
傳

達
了

中
央

的
指

示
。

接
着

，
耿

飆
給

華
國

鋒
打

電
話

報
告

：
「

已
經

控
制

住
了

，
領

導
人

都
在

我

這
裏

，
請

放
心

。
」

耿
飆

回
憶

說
，

「
10月

6日
晚

上
的

事
，

第
二

天
在

廣
播

事
業

局
內

部
一

傳

十
、

十
傳

百
，

很
快

就
全

知
道

了
。

廣
大

幹
部

和
群

衆
對

粉
碎

『
四

人
幫

』
的

行

動
是

衷
心

擁
護

和
非

常
高

興
的

。
個

別
人

思
想

上
比

較
緊

張
，

但
表

面
上

也
很

正

常
。

」
5
8
1

根
據

毛
毛

（
鄧

榕
）

寫
的

《
我

的
父

親
鄧

小
平

》
：

10月
7日

，
她

的
丈

夫

賀
平

（
賀

彪
將

軍
之

子
）

趕
來

向
被

軟
禁

的
鄧

小
平

一
家

，
報

告
四

人
幫

被
捕

的

消
息

。華
潤

副
經

理
高

尚
林

，
居

然
比

處
於

風
口

浪
尖

的
廣

播
事

業
局

，
消

息
還

要

靈
通

，
凌

晨
3點

就
已

經
斗

膽
向

同
事

洩
漏

這
一

絕
密

情
報

？
《

紅
色

華
潤

》
不

少
段

落
都

會
說

明
引

述
出

自
何

人
，

唯
獨

這
段

文
字

沒
有

說
是

根
據

哪
一

位
的

憶

述
。

還
有

一
疑

問
：

華
潤

這
四

個
人

連
日

來
惶

惶
不

可
終

日
，

還
「

做
好

了
坐

牢
的

準
備

」
。

卻
只

隔
一

天
，

10月
8日

，
其

中
兩

位
老

總
就

可
以

回
北

京
的

家

了
，

另
一

位
還

買
好

了
機

票
，

乘
飛

機
回

廣
州

，
翌

日
返

到
香

港
。

四
人

幫
被

捕
，

有
可

能
這

麼
快

就
影

響
到

華
潤

幾
個

職
員

在
北

京
的

行
蹤

和
去

留
嗎

？

5
8
1
  《

耿
飆

回
憶

錄
》

，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9
8
年

，
2
8
7
-3
0
0
頁

。

四
人

幫
被

捕
，

說
明

中
共

最
高

層
鬥

爭
的

波
譎

雲
詭

、
尖

銳
複

雜
。

當
時

形

勢
還

不
明

朗
，

四
人

幫
在

上
海

的
勢

力
還

在
，

手
上

擁
有

一
批

武
裝

民
兵

，
隨

時

有
可

能
造

反
。

當
時

還
在

批
鄧

、
反

擊
右

傾
翻

案
風

，
黨

主
席

是
「

英
明

領
袖

」

華
國

鋒
。

華
潤

老
總

即
使

收
到

風
，

知
道

四
人

幫
下

台
，

怎
可

能
這

麼
快

就
斷

定

黨
國

有
救

呢
？

別
忘

了
，

就
在

幾
天

之
前

，
他

們
才

向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李

素
文

匯

報
批

鄧
（

小
平

）
。

他
們

當
時

認
為

黨
國

有
救

，
是

因
為

相
信

華
國

鋒
和

另
一

位

負
責

逮
捕

四
人

幫
的

副
主

席
汪

東
興

嗎
？

不
過

，
華

、
汪

後
來

也
下

台
了

。

中
共

中
央

是
到

10月
16日

才
正

式
下

發
文

件
，

在
黨

內
傳

達
粉

碎
四

人
幫

的

經
過

。
鄧

小
平

要
到

9個
月

後
，

1977年
7月

才
正

式
復

出
。

至
於

「
撥

亂
反

正
、

解
放

思
想

」
的

中
共

十
一

屆
三

中
全

會
更

是
1978年

底
的

事
了

。

當
晚

的
「

高
興

擁
抱

，
熱

淚
奪

眶
而

出
」

，
是

不
是

還
早

了
一

點
？

華
潤

除
了

做
買

賣
，

還
承

擔
了

一
些

特
殊

任
務

。

1971年
，

北
京

有
可

能
取

代
台

北
國

民
黨

在
聯

合
國

的
席

位
。

在
中

國
代

表

團
赴

美
參

加
聯

合
國

大
會

前
夕

，
中

央
責

成
華

潤
公

司
研

究
部

搜
集

整
理

有
關

聯

合
國

的
資

料
。

華
潤

研
究

部
在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了
120篇

專
題

報
告

。
5
8
2

1979年
公

審
四

人
幫

前
，

中
央

指
示

華
潤

進
口

空
白

錄
像

帶
300盒

，
華

潤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將
錄

像
帶

送
到

北
京

，
保

證
了

公
審

的
順

利
進

行
。
5
8
3

不
買
地
的
荒
誕
思
維

說
起

來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

從
1949年

到
1972年

，
華

潤
沒

有
一

塊
自

己
購

買
的

房
地

產
。

原
來

國
內

一
直

認
為

，
「

香
港

是
中

國
的

領
土

，
遲

早
會

收
回

，

怎
麼

能
花

外
匯

從
港

英
政

府
手

裏
買

自
己

的
領

土
呢

？
」

「
當

極
左

思
潮

混
淆

了

『
領

土
』

和
『

土
地

』
的

概
念

時
，

買
地

建
油

庫
變

成
政

治
問

題
。

」
「

經
濟

問

題
變

成
了

政
治

問
題

。
」
5
8
4

中
方

一
貫

批
評

港
英

政
府

的
高

地
價

政
策

，
認

為
港

英
把

賣
地

的
錢

刮
走

，

圖
利

英
國

。
這

種
思

維
，

大
概

也
是

不
買

房
地

產
的

一
個

因
素

。

唯
獨

德
信

行
和

五
豐

行
名

下
有

一
點

房
產

，
是

在
1963年

和
1964年

國
內

形

5
8
2
  《

紅
色

華
潤

》
，

3
6
0
頁

。
5
8
3
  《

紅
色

華
潤

》
，

3
8
5
頁

。
5
8
4
  《

紅
色

華
潤

》
，

3
5
0
、

3
7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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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較

好
時

購
買

的
，

用
來

解
決

庫
房

和
業

務
所

需
，

也
解

決
香

港
當

地
員

工
的

住

房
需

要
。

當
時

，
即

使
是

動
用

40-50萬
港

幣
，

都
要

報
外

貿
部

批
准

。

天
水

圍
發

展
項

目
是

另
一

則
政

治
壓

倒
經

濟
的

案
例

。

對
於

天
水

圍
地

產
項

目
，

《
紅

色
華

潤
》

用
了

5頁
篇

幅
交

代
整

個
過

程
。

最
後

用
小

號
字

體
、

註
腳

方
式

提
到

，
「

工
程

在
20世

紀
90年

代
完

工
。

開
發

後

期
上

級
要

求
華

潤
減

持
股

份
。

」
5
8
5

為
甚

麼
上

級
要

求
華

潤
減

持
股

份
？

對
這

個
最

關
鍵

的
問

題
，

《
紅

色
華

潤
》

沒
有

給
予

答
案

。

前
港

澳
辦

主
任

魯
平

揭
開

了
謎

底
：

「
有

人
替

港
英

出
了

一
個

餿
主

意
，

把

新
界

有
個

叫
天

水
圍

的
地

方
，

批
了

一
塊

地
給

華
潤

公
司

，
很

便
宜

。
這

個
地

契

上
的

期
限

就
是

跨
越

1997年
的

，
這

是
不

合
法

的
，

他
們

偷
偷

幹
的

。
我

們
知

道

以
後

，
把

華
潤

公
司

批
了

一
頓

，
說

，
你

一
定

要
把

這
個

契
約

退
回

去
，

不
能

要

這
塊

地
！

再
便

宜
你

也
不

要
，

這
是

立
場

問
題

。
後

來
華

潤
把

地
退

了
。

」
5
8
6

結
果

，
發

展
成

嘉
湖

山
莊

的
天

水
圍

項
目

，
成

為
了

李
嘉

誠
的

長
江

集
團

名

下
的

一
棵

搖
錢

樹
。

「
出

餿
主

意
的

人
」

是
誰

？
魯

平
沒

有
說

。

現
在

回
過

頭
來

看
，

當
時

華
潤

如
果

繼
續

與
李

嘉
誠

合
作

發
展

，
能

為
國

家

賺
取

數
以

億
計

的
外

匯
，

港
英

政
府

又
能

弄
出

甚
麼

名
堂

呢
？

會
影

響
中

國
收

回

香
港

的
戰

略
部

署
嗎

？
為

甚
麼

李
嘉

誠
又

能
解

決
跨

越
1997年

的
契

約
和

融
資

問

題
呢

？香
港
人
在
華
潤

華
潤

培
養

了
一

批
香

港
當

地
人

，
提

拔
為

中
層

幹
部

。
「

但
是

，
華

潤
的

國

營
性

質
決

定
了

幹
部

隊
伍

的
性

質
，

還
是

要
以

內
派

幹
部

為
主

。
」
5
8
7

其
中

有
1949年

加
入

華
潤

的
巢

永
森

，
直

到
1994年

，
78歲

高
齡

才
退

休
。

巢
永

森
，

1916年
生

，
皇

仁
畢

業
，

1937年
21歲

時
加

入
共

產
黨

。
是

代

5
8
5
  《

紅
色

華
潤

》
，

4
3
4
-4
3
8
頁

。
5
8
6
 
魯

平
：

《
魯

平
口

述
香

港
回

歸
》

，
三

聯
書

店
，

2
0
0
9
年

4
月

，
1
0
頁

。
5
8
7
  《

紅
色

華
潤

》
，

4
4
5
頁

。

國
家

持
股

的
華

潤
股

東
之

一
。

《
紅

色
華

潤
》

好
幾

處
提

到
巢

永
森

的
貢

獻
。

可

惜
，

書
後

的
採

訪
名

單
上

，
巢

的
名

字
已

加
上

黑
框

，
說

明
已

去
世

。
5
8
8

「
文

革
」

期
間

，
巢

永
森

夫
婦

等
一

批
香

港
幹

部
，

分
別

到
河

南
息

縣
和

北

京
小

湯
山

五
七

幹
校

，
接

受
三

年
零

八
個

月
的

改
造

，
和

日
本

佔
領

香
港

的
時

間

一
樣

長
。

《
紅

色
華

潤
》

披
露

了
不

少
珍

貴
資

料
和

圖
片

，
可

讀
性

很
高

。
讀

完
才

知

道
：

原
來

直
到

1974年
，

一
筆

動
用

2,000萬
港

元
購

買
油

庫
的

外
匯

投
資

，
要

外
貿

部
和

外
交

部
會

簽
，

再
由

李
先

念
簽

批
，

最
後

要
王

洪
文

、
鄧

小
平

、
華

國

鋒
、

余
秋

里
等

中
央

決
策

層
圈

閱
，

才
得

到
批

准
。
5
8
9

本
節

內
容

完
全

得
益

於
《

紅
色

華
潤

》
，

茲
列

出
書

中
一

些
錯

處
，

以
作

回
報

：兩
航

起
義

—
—

「
兩

大
公

司
及

其
所

屬
的

數
十

架
飛

機
回

到
人

民
的

懷

抱
。

」
（

120頁
）

。
錯

。
沒

有
那

麼
多

。
見

拙
著

「
兩

航
起

義
」

章
節

。

1983年
華

潤
三

喜
臨

門
酒

會
的

名
單

，
至

少
有

以
下

人
名

弄
錯

了
，

括
弧

內

是
原

文
，

所
屬

機
構

是
筆

者
加

的
。

陳
達

明
（

陳
遠

明
）

—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

袁
庚

（
袁

更
）

—
—

招
商

局
；

李
兆

基
（

李
作

基
）

—
—

恆
基

兆
業

；

陳
壽

霖
（

陳
壽

林
）

—
—

立
法

局
議

員
。

（
465頁

）

建
造

華
潤

大
廈

的
合

和
集

團
，

兩
處

誤
作

「
和

合
」

（
461頁

）
。

1967年
春

季
廣

交
會

，
一

作
21屆

，
一

作
23屆

（
337、

338頁
）

。

邵
荃

麟
（

邵
奎

麟
）

（
48頁

）
。

5
8
8
  《

紅
色

華
潤

》
，

1
1
5
頁

。
5
8
9
  《

紅
色

華
潤

》
，

3
5
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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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
一
國
兩
制
  不
變
是
變
 (1979-2012 )

1982年
，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的
總

設
計

師
鄧

小
平

提
出

用
「

一
國

兩
制

」
的

方

案
解

決
收

回
香

港
的

問
題

，
到

2012年
正

好
三

十
年

。
「

港
人

治
港

，
高

度
自

治
」

、
「

對
香

港
的

政
策

五
十

年
不

變
」

落
實

得
如

何
？

哪
些

承
諾

得
到

兌
現

？

哪
些

承
諾

不
斷

在
變

？
中

共
在

香
港

又
做

了
哪

些
準

備
？

首
先

，
對

回
歸

的
歷

程
做

一
個

簡
要

的
綜

述
。

1978年
10月

，
剛

剛
復

出
的

鄧
小

平
開

始
關

注
延

宕
已

久
的

香
港

問
題

。
這

一
年

，
國

務
院

專
門

成
立

了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

，
直

接
管

理
港

澳
工

作
。

隨
着

英
國

對
新

界
租

借
期

限
的

日
益

臨
近

，
國

際
投

資
者

大
都

持
觀

望
態

度
，

愈
來

愈
裹

足
不

前
，

不
僅

使
港

英
政

府
的

財
政

收
入

減
少

，
而

且
對

香
港

整

個
經

濟
的

發
展

產
生

了
很

大
的

消
極

影
響

。
英

國
政

府
開

始
不

斷
試

探
中

國
關

於

解
決

香
港

問
題

的
立

場
和

態
度

。

1979年
3月

29日
，

鄧
小

平
在

會
見

港
督

麥
理

浩
時

說
，

知
道

人
們

開
始

擔

心
香

港
將

來
的

前
途

和
地

位
問

題
。

中
國

歷
來

認
為

，
香

港
主

權
屬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但
香

港
又

有
它

的
特

殊
地

位
。

到
1997年

還
有

十
八

年
，

十
八

年
時

間

並
不

長
，

可
以

到
時

根
據

具
體

情
況

來
討

論
怎

樣
從

政
治

上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前

提
是

：
香

港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份

，
這

個
問

題
本

身
不

能
討

論
。

將
來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時

，
也

會
尊

重
香

港
的

特
殊

地
位

。

對
於

人
們

擔
心

的
投

資
問

題
，

鄧
小

平
說

：
中

國
政

府
的

立
場

不
影

響
他

們

的
投

資
利

益
，

請
投

資
者

放
心

。

1981年
國

慶
節

前
夕

，
人

大
委

員
長

葉
劍

英
宣

佈
了

和
平

統
一

台
灣

的
九

條

方
針

。
九

條
方

針
雖

然
是

針
對

台
灣

問
題

提
出

的
，

但
實

際
上

也
隱

含
着

香
港

問

題
。

1982年
1月

11日
，

鄧
小

平
在

會
見

一
位

海
外

朋
友

時
，

第
一

次
提

出
「

一

國
兩

制
」

的
概

念
。

1982年
9月

24日
，

鄧
小

平
在

會
見

到
訪

的
英

國
首

相
戴

卓
爾

夫
人

（
內

地

譯
作

：
撒

切
爾

夫
人

）
時

，
闡

述
了

中
國

政
府

對
香

港
問

題
的

基
本

立
場

：
「

主

權
問

題
不

是
一

個
可

以
討

論
的

問
題

。
現

在
時

機
已

經
成

熟
了

，
應

該
明

確
肯

定
：

1997年
中

國
將

收
回

香
港

。
就

是
說

，
中

國
要

收
回

的
不

僅
是

新
界

，
而

且

包
括

香
港

島
、

九
龍

。
中

國
和

英
國

就
是

在
這

個
前

提
下

來
進

行
談

判
，

商
討

解

決
香

港
問

題
的

方
式

和
辦

法
。

」
如

果
中

國
在

1997年
還

不
把

香
港

收
回

，
「

就

意
味

着
中

國
政

府
是

晚
清

政
府

，
中

國
領

導
人

是
李

鴻
章

！
」

鄧
小

平
表

示
：

中
國

收
回

香
港

後
，

香
港

在
中

國
的

管
轄

之
下

，
仍

實
行

資

本
主

義
，

現
行

的
許

多
適

合
的

制
度

要
保

持
。

戴
卓

爾
夫

人
堅

持
對

香
港

的
三

個
不

平
等

條
約

繼
續

有
效

，
並

提
出

：
收

回

香
港

會
「

帶
來

災
難

性
的

影
響

」
。

鄧
小

平
回

答
：

如
果

真
是

這
樣

，
「

那
我

們

要
勇

敢
地

面
對

這
個

災
難

，
做

出
決

策
。

」

最
後

，
雙

方
商

定
通

過
外

交
途

徑
開

始
進

行
香

港
問

題
的

磋
商

。

會
後

，
戴

卓
爾

夫
人

步
出

人
民

大
會

堂
台

階
時

不
慎

跌
倒

。
一

些
香

港
和

英

國
報

刊
一

語
雙

關
地

說
：

「
戴

卓
爾

夫
人

同
鄧

小
平

會
談

時
摔

了
跤

。
」

立
法

局
首

席
議

員
李

鵬
飛

後
來

問
戴

卓
爾

夫
人

跌
倒

的
原

因
。

她
親

口
對

李

鵬
飛

說
，

「
因

為
之

前
見

完
鄧

小
平

，
心

中
一

直
嘀

咕
着

為
甚

麼
這

個
『

中
國

矮

仔
』

（
C
hinese short m

an）
如

此
無

禮
，

結
果

一
時

分
神

，
m

iss（
錯

失
）

了
一

步
便

仆
倒

。
」
5
9
0

戴
卓

爾
夫

人
後

來
在

回
憶

錄
中

承
認

，
此

次
訪

華
目

的
「

是
以

香
港

島
的

主

權
，

交
換

英
國

繼
續

管
治

香
港

」
，

但
鄧

小
平

「
卻

非
常

執
着

」
，

「
不

為
所

動
」

。
她

還
說

，
「

中
方

只
相

信
自

己
關

於
殖

民
主

義
醜

惡
一

面
的

口
號

」
，

因

此
，

英
方

「
不

能
取

得
我

們
所

渴
求

的
」

。

此
後

，
中

英
雙

方
開

始
了

長
達

兩
年

多
、

22個
回

合
的

談
判

較
量

。

1984年
5月

，
六

屆
全

國
人

大
二

次
會

議
通

過
的

《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

中
正

式
用

「
一

個
國

家
，

兩
種

制
度

」
作

為
解

決
台

灣
、

香
港

問
題

，
實

現
祖

國
統

一

的
方

針
。

5
9
0
  《

風
雨

三
十

年
—

—
李

鵬
飛

回
憶

錄
》

，
C
U
P
出

版
，

2
0
0
4
年

6
月

，
4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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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年

6月
，

鄧
小

平
會

見
了

香
港

工
商

界
訪

京
團

和
香

港
知

名
人

士
。

他

說
：

「
中

國
政

府
為

解
決

香
港

問
題

所
採

取
的

立
場

、
方

針
、

政
策

是
堅

定
不

移

的
。

我
們

多
次

講
過

，
我

國
政

府
在

1997年
恢

復
行

使
對

香
港

的
主

權
後

，
香

港

現
行

的
社

會
、

經
濟

制
度

不
變

，
法

律
基

本
不

變
，

生
活

方
式

不
變

，
香

港
自

由

港
的

地
位

和
國

際
貿

易
、

金
融

中
心

的
地

位
也

不
變

，
香

港
可

以
繼

續
同

其
他

國

家
和

地
區

保
持

和
發

展
經

濟
關

係
。

」

「
我

們
對

香
港

的
政

策
五

十
年

不
變

，
我

們
說

這
個

話
是

算
數

的
。

」
「

我

們
的

政
策

是
實

行
『

一
個

國
家

，
兩

種
制

度
』

，
具

體
說

，
就

是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內
，

十
億

人
口

的
大

陸
實

行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

香
港

、
台

灣
實

行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
」

1984年
9月

26日
，

中
英

兩
國

政
府

代
表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舉
行

了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和

大
不

列
顛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政

府
關

於
香

港
問

題
的

聯
合

聲
明

》

的
草

簽
儀

式
。

《
聯

合
聲

明
》

宣
佈

：
中

國
政

府
決

定
在

1997年
7月

1日
對

香
港

恢
復

行
使

主
權

，
英

國
政

府
於

上
述

日
期

將
香

港
交

還
給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1984年
12月

19日
，

《
聯

合
聲

明
》

正
式

簽
署

。
《

聯
合

聲
明

》
發

表
後

，

香
港

正
式

進
入

了
過

渡
時

期
。

制
定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
就

成
了

過
渡

時

期
的

重
要

工
作

。

1987年
4月

16日
，

鄧
小

平
在

會
見

基
本

法
起

草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時
，

提

出
幾

條
原

則
：

1、
基

本
法

不
宜

太
細

。
宜

粗
不

宜
細

，
應

原
則

一
些

。

2、
香

港
不

搞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

但
也

不
宜

全
盤

照
搬

西
方

的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

英
國

的
代

議
制

和
美

國
的

「
三

權
分

立
」

，
都

不
適

合
於

香
港

，
香

港
應

有

適
合

自
己

特
點

的
模

式
。

3、
不

贊
成

立
即

實
行

普
選

，
即

使
立

即
搞

普
選

，
也

應
該

逐
步

過
渡

，
一

步
一

步
來

。

4、
對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中
央

政
府

要
管

一
點

。

1990年
4月

4日
，

第
七

屆
全

國
人

大
第

三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了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
，

並
決

定
於

1997年
7月

1日
起

實
施

。

1992年
10月

6日
，

新
上

任
的

香
港

總
督

彭
定

康
在

施
政

報
告

中
，

公
佈

對

香
港

現
行

政
治

體
制

進
行

重
大

改
變

的
「

政
改

方
案

」
，

引
起

中
方

強
烈

反
對

。

1996年
1月

26日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籌
委

會
在

北
京

成
立

。

1997年
7月

1日
，

中
國

正
式

收
回

香
港

，
實

行
「

一
國

兩
制

」
。

有
關

香
港

過
渡

期
的

書
刊

汗
牛

充
棟

，
筆

者
無

意
再

重
複

，
只

選
若

干
題

目

加
以

探
討

。
5
9
1

中
英

簽
署

聯
合

聲
明

一
、
北
京
介
入
特
首
選
舉

早
在

1996年
的

首
屆

行
政

長
官

，
中

方
已

介
入

特
首

選
舉

，
只

是
於

今
為

烈
。

2012年
的

選
舉

更
由

「
君

子
之

爭
」

淪
為

「
泥

漿
摔

角
」

。

不
妨

比
較

幾
位

當
事

人
的

回
憶

錄
，

細
說

從
前

。

江
握
手
事
件

1996年
1月

26日
，

籌
委

會
在

北
京

舉
行

第
一

次
全

體
大

會
，

當
日

國
家

主

席
江

澤
民

蒞
臨

會
場

，
和

全
體

籌
委

會
委

員
拍

照
留

念
。

他
進

入
大

堂
後

，
便

和

5
9
1
  《

鄧
小

平
文

選
》

第
3
卷

。
 

李
後

：
〈

撒
切

爾
夫

人
訪

華
和

中
英

高
峰

會
談

〉
，

《
黨

的
文

獻
》

，
1
9
9
7
年

第
3
期

。
 

李
月

蘭
：

〈
中

共
三

代
領

導
人

情
繫

香
港

回
歸

〉
，

《
黨

的
文

獻
》

1
9
9
7
年

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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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排

座
位

的
內

地
官

負
和

籌
委

會
副

主
任

等
人

握
手

。
握

了
過

半
數

後
，

江
主

席

忽
然

向
前

面
邊

行
邊

張
望

，
當

他
望

見
董

建
華

時
，

即
趨

前
和

他
握

手
寒

暄
。

翌

日
香

港
報

紙
大

事
報

道
江

澤
民

這
一

下
的

「
眾

裏
尋

他
〔

她
〕

千
百

度
」

，
董

建

華
馬

上
由

首
屆

行
政

長
官

的
「

黑
馬

」
變

成
排

名
第

一
的

「
大

熱
門

」
，

有
報

紙

更
為

他
起

了
一

個
別

號
叫

「
江

握
手

」
。

有
識

之
士

形
容

董
建

華
已

是
欽

定
的

首

屆
行

政
長

官
⋯

⋯
5
9
2

港
澳

辦
主

任
魯

平
退

休
後

出
了

一
本

口
述

歷
史

，
一

口
咬

定
沒

有
欽

定
這

回
事

：

甚
麼
「
董
握
手
」
，
無
稽
之
談
⋯
⋯
江
澤
民
是
認
識
董
建
華
，
但
是
他

認
識
很
多
人
，
他
也
不
是
只
跟
董
建
華
。
甚
麼
握
了
幾
秒
，
還
用
秒
錶
看
，

這
個
十
秒
，
那
個
二
十
秒
，
完
全
沒
道
理
。
但
香
港
那
時
很
多
人
傳
說
中

央
已
經
欽
定
了
，
我
們
說
你
們
不
要
相
信
這
些
話
，
我
們
反
覆
地
講
，
沒
有

中
央
欽
定
這
個
說
法
，
完
全
由
香
港
你
們
通
過
推
選
委
員
會
選
舉
產
生
。
我

們
從
來
沒
有
在
公
開
場
合
，
對
任
何
人
說
過
要
他
們
支
持
誰
，
不
但
公
開
場

合
，
不
公
開
的
場
合
也
從
來
沒
有
讓
誰
支
持
誰
。
5
9
3

鍾
士

元
爵

士
是

港
英

時
代

的
行

政
、

立
法

兩
局

的
首

席
非

官
守

議
員

，
也

是

特
區

政
府

首
位

行
政

會
議

召
集

人
。

據
他

憶
述

：

我
與
董
建
華
以
後
經
常
會
面
，
談
論
籌
委
會
及
將
來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事
宜
，
但
他
仍
未
決
定
是
否
角
逐
特
首
的
職
位
，
起
碼
他
跟
我
說
還
未
有
決

定
。
不
過
，
在
言
談
間
我
得
悉
他
曾
多
次
和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公
室
主
任
魯
平

在
深
圳
會
面
，
話
題
環
繞
着
角
逐
特
首
問
題
。
5
9
4

也
曾

是
港

英
時

代
的

行
政

、
立

法
兩

局
議

員
的

李
鵬

飛
，

對
此

也
有

親
身

經
歷

：

我
正
在
北
京
參
加
特
區
籌
委
會
的
會
議
，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公
室
主
任
魯

5
9
2
 
鍾

士
元

：
《

香
港

回
歸

歷
程

—
—

鍾
士

元
回

憶
錄

》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1
年

，
1
9
4
頁

。
5
9
3
 
魯

平
：

《
魯

平
口

述
香

港
回

歸
》

，
三

聯
書

店
，

2
0
0
9
年

4
月

，
1
0
4
-1
0
5
頁

。
5
9
4
  《

鍾
士

元
回

憶
錄

》
，

1
9
4
頁

。

平
請
我
到
港
澳
中
心
談
談
。
當
時
大
家
都
知
道
董
建
華
會
出
來
參
選
首
屆
行

政
長
官
，
魯
平
問
我
有
沒
有
暗
湧
？
董
建
華
會
得
到
多
少
支
持
？
又
問
我
羅

德
丞
會
否
參
選
？
5
9
5

李
鵬

飛
說

：
「

在
96年

3月
之

前
，

董
建

華
還

未
表

明
去

馬
參

選
，

甚
至

還

未
發

生
『

江
握

手
事

件
』

，
我

已
經

得
到

消
息

中
方

認
定

由
董

建
華

當
特

首
，

魯

平
還

很
緊

張
不

斷
評

估
董

的
中

選
機

會
。

」
5
9
6

李
鵬

飛
還

說
：

「
我

後
來

知
道

香
港

新
華

社
要

推
一

個
人

出
來

硬
撼

港
澳

辦

的
對

手
，

楊
鐵

樑
成

為
他

們
的

戰
將

。
港

澳
辦

主
任

魯
平

與
香

港
新

華
社

社
長

周

南
的

角
力

，
在

選
特

首
的

問
題

上
鬥

得
最

白
熱

化
，

我
常

常
夾

在
中

間
。

楊
鐵

樑

出
戰

，
魯

平
自

然
十

分
緊

張
，

請
我

到
他

的
房

間
，

認
真

的
問

我
究

竟
董

建
華

有

沒
有

基
礎

，
以

及
怎

樣
幫

董
建

華
過

關
。

我
叫

魯
平

放
心

，
我

一
定

全
力

協
助

他

參
選

，
幫

他
拉

票
⋯

⋯
」
5
9
7

港
區

資
深

人
大

吳
康

民
的

說
法

是
：

「
董

建
華

並
不

是
主

動
出

山
，

而
是

經

有
關

方
面

多
方

勸
說

。
當

時
有

說
北

京
港

澳
辦

支
持

董
，

香
港

新
華

社
支

持
楊

，

顯
出

中
央

頗
有

分
歧

，
筆

者
認

為
推

出
楊

官
恐

怕
有

備
用

之
意

。
」
5
9
8

香
港

新
華

社
前

社
長

周
南

出
版

了
一

本
《

周
南

口
述

》
對

「
江

握
手

事
件

」

一
言

不
發

。
錢

其
琛

的
《

外
交

十
記

》
也

沒
有

談
到

此
事

。

結
果

，
董

建
華

得
到

80％
的

選
票

，
大

比
數

擊
敗

楊
鐵

樑
、

吳
光

正
、

李
福

善
，

當
選

首
任

行
政

長
官

。

如
此

多
當

事
人

做
見

證
，

不
知

為
何

魯
平

要
說

出
這

番
與

眾
不

同
的

話
？

《
魯

平
口

述
》

不
盡

不
實

之
處

，
不

止
一

件
。

魯
平

在
談

到
1994年

6月
立

法
局

通
過

彭
定

康
的

政
改

方
案

時
說

：

香
港
立
法
局
辯
論
這
個
方
案
的
時
候
，
我
在
北
京
，
那
時
候
有
的
立
法

局
議
員
不
斷
地
給
我
打
電
話
，
要
我
做
工
作
，
我
說
我
怎
麼
做
工
作
，
電
話

5
9
5
  《

風
雨

三
十

年
—

—
李

鵬
飛

回
憶

錄
》

，
C
U
P
出

版
，

2
0
0
4
年

6
月

，
4
7
頁

。
5
9
6
 
同

上
，

8
8
頁

。
5
9
7
 
同

上
，

1
9
5
-1
9
6
頁

。
5
9
8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香

港
政

治
與

愛
國

教
育

（
1
9
4
7
-2
0
1
1
）

》
整

理
：

方
銳

敏
，

三
聯

書
店

，
2
0
1
1
年

7
月

，
8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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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
他
們
那
個
時
候
就
差
一
票
。
這
個
給
我
打
電
話
，
那
個
也
給
我
打
電

話
，
我
說
我
也
很
難
的
，
我
怎
麼
幫
。
5
9
9

對
此

事
有

親
身

經
歷

的
李

鵬
飛

，
說

法
剛

好
相

反
：

1994年
6月
29日

，
政
改
方
案
在
立
法
局
的
決
戰
時
刻
，
魯
平
時
刻
與

我
們
保
持
聯
絡
，
了
解
最
新
的
形
勢
。
⋯
⋯
當
日
早
上
魯
平
親
自
從
北
京
打

電
話
給
親
台
灣
的
工
會
領
袖
彭
震
海
，
游
說
他
支
持
我
們
的
方
案
⋯
⋯
但
彭

震
海
不
為
所
動
。
魯
平
也
打
電
話
給
許
賢
發
，
但
也
徒
勞
無
功
。
6
0
0

李
鵬

飛
連

自
己

提
出

了
三

個
人

證
。

此
外

，
還

有
很

多
記

者
也

在
立

法
局

現

場
採

訪
，

很
清

楚
中

英
雙

方
當

時
的

角
力

。

魯
平

留
下

這
樣

一
部

回
憶

錄
，

有
何

公
信

力
可

言
？

《
周
南
口
述
》
與
《
魯
平
口
述
》

《
周

南
口

述
—

—
遙

想
當

年
羽

扇
綸

巾
》

等
於

是
周

南
自

傳
，

描
寫

他
近

半

個
世

紀
的

外
交

生
涯

，
包

括
參

加
中

英
有

關
香

港
問

題
的

談
判

。

吳
康

民
對

周
南

口
述

的
書

名
很

不
以

為
然

。
他

寫
道

：
「

羽
扇

綸
巾

，
就

是

三
國

時
期

諸
葛

亮
的

代
名

詞
。

採
用

這
個

書
名

，
是

不
是

說
他

的
外

交
生

涯
中

，

扮
演

的
就

是
諸

葛
亮

的
角

色
呢

？
」

吳
康

民
認

為
，

有
資

格
擔

任
「

羽
扇

綸
巾

」
，

只
有

周
恩

來
和

鄧
小

平
。
6
0
1

吳
康

民
錯

了
。

讀
過

蘇
東

坡
詞

《
念

奴
嬌

．
大

江
東

去
》

的
人

應
該

知
道

，

「
羽

扇
綸

巾
」

是
形

容
周

瑜
，

而
不

是
諸

葛
亮

。

「
人

道
是

，
三

國
周

郎
赤

壁
，

雄
姿

英
發

，
羽

扇
綸

巾
，

談
笑

間
，

強
虜

灰

飛
煙

滅
⋯

⋯
」

整
段

都
是

講
火

燒
赤

壁
時

的
周

郎
—

—
周

瑜
。

《
周

南
口

述
》

的
編

者
宗

道
一

大
概

想
擦

周
南

的
鞋

，
把

他
比

作
同

宗
周

瑜
—

—
周

公
瑾

。
〈

前
言

〉
形

容
與

周
南

相
交

，
有

如
「

與
周

公
瑾

交
，

如
飲

醇

5
9
9
  《

魯
平

口
述

香
港

回
歸

》
，

8
7
頁

。
6
0
0
  《

風
雨

三
十

年
—

—
李

鵬
飛

回
憶

錄
》

，
5
6
頁

。
6
0
1
 
吳

康
民

：
《

腹
有

詩
書

氣
自

華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9
年

1
0
月

，
3
2
1
-3
2
2
頁

。

醪
，

不
覺

自
醉

。
」

這
位

編
者

拍
錯

了
馬

屁
。

因
為

周
南

原
本

姓
高

，
也

許
跟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得
主

高
錕

「
五

百
年

前
是

一
家

」
。

大
概

周
南

自
己

也
覺

得
不

妥
，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推
出

繁
體

字
版

時
，

改
成

「
身

在
疾

風
暴

雨
中

」
。

港
澳

辦
主

任
魯

平
也

出
了

一
本

《
魯

平
口

述
》

。
兩

人
同

一
時

期
處

理
香

港

事
務

，
理

應
合

作
無

間
，

但
兩

人
在

各
自

的
口

述
，

基
本

上
把

對
方

視
作

透
明

，

幾
乎

不
提

。
兩

人
關

係
之

惡
劣

由
此

可
見

。

《
魯

平
口

述
》

封
面

刊
登

了
一

段
話

，
也

是
頗

為
刺

眼
的

：
「

退
休

後
，

我

一
直

把
香

港
當

成
自

己
的

兒
子

。
」

魯
平

做
了

幾
年

港
澳

辦
主

任
，

就
把

自
己

當
成

是
香

港
人

的
父

母
官

 ?! 別

忘
了

：
鄧

小
平

也
只

是
謙

稱
「

我
是

中
國

人
民

的
兒

子
。

」

二
、
民
建
聯
如
何
成
為
香
港
第
一
大
黨
？

1992年
成

立
的

民
主

建
港

聯
盟

，
最

初
只

有
56人

，
二

十
年

間
發

展
成

一
個

兩
萬

人
的

香
港

第
一

大
黨

，
靠

的
是

甚
麼

？

已
故

的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秘

書
長

黃
文

放
說

：
「

民
建

聯
是

中
方

為
了

對

付
民

主
派

而
建

立
起

來
的

，
受

到
中

方
勢

力
全

方
位

支
持

。
」
6
0
2

民
建

聯
草

創
的

班
底

，
可

說
是

中
方

力
量

的
大

匯
集

：
左

派
學

校
的

曾
鈺

成
、

程
介

南
、

葉
國

謙
、

吳
康

民
、

何
景

安
，

工
聯

會
的

譚
耀

宗
、

陳
婉

嫻
、

王

國
興

，
愛

國
世

家
的

梁
愛

詩
，

還
有

來
自

中
資

機
構

，
如

中
旅

社
的

陳
立

志
、

浙

江
興

業
銀

行
的

黃
建

源
、

廣
東

省
銀

行
的

顏
錦

全
。

民
建

聯
成

立
不

到
十

天
，

一
行

22人
就

訪
問

北
京

，
獲

中
共

總
書

記
江

澤

民
、

外
交

部
長

錢
其

琛
和

港
澳

辦
主

任
魯

平
接

見
，

耳
提

面
命

。

同
年

年
底

，
成

立
了

港
島

西
、

九
龍

中
、

新
界

西
和

新
界

北
四

個
地

區
支

部
。

1993、
1994、

1996年
合

共
再

訪
京

四
次

。
1994年

會
見

了
副

總
理

朱
鎔

基
。

到
第

3屆
時

，
曾

鈺
成

在
培

僑
教

過
的

學
生

馬
力

加
入

為
常

委
，

中
委

則
有

原
學

友
社

社
長

鍾
樹

根
、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的
張

學
明

。
第

4屆
加

入
為

中
委

的
培

6
0
2
 
黃

文
放

：
《

黃
文

放
論

特
區

首
長

》
，

明
報

出
版

社
，

1
9
9
6
年

1
0
月

，
1
5
8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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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
中

學
校

長
葉

祖
賢

（
近

年
已

借
調

入
教

育
局

任
職

）
。

第
5屆

成
為

中
委

的
劉

江
華

，
現

任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

民
建

聯
成

立
後

，
就

積
極

以
選

戰
為

目
標

。

1994年
9月

區
議

會
選

舉
，

83名
會

員
參

選
，

得
81,522票

，
比

率
為

43.45％
，

得
37個

議
席

。

1995年
3月

市
政

局
，

得
90,548票

，
8人

直
選

勝
出

，
2人

循
間

選
勝

出
。

9

月
立

法
局

選
舉

，
得

142,801票
，

佔
42.36％

，
直

選
得

2席
，

功
能

組
別

1席
，

選
委

會
2席

，
間

選
1席

。

1998年
5月

，
回

歸
後

的
首

屆
立

法
會

選
舉

，
得

373,428票
，

25.22％
。

5

大
選

區
各

得
一

席
，

功
能

3席
，

選
舉

委
員

會
2席

，
共

10席
。

民
建

聯
此

時
已

有
16個

地
區

支
部

，
32個

辦
事

處
。

2000年
9月

，
第

二
屆

立
法

會
選

舉
，

得
391,718票

，
佔

29.68％
，

取
得

直
選

7席
、

功
能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4席
。

民
建

聯
立

法
會

議
員

程
介

南
開

設
的

公
關

公
司

，
涉

嫌
以

權
謀

私
，

沒
有

向

立
法

會
和

民
建

聯
申

報
利

益
，

引
起

了
軒

然
大

波
。

程
介

南
雖

然
當

選
，

被
迫

放

棄
議

席
，

12月
補

選
，

鍾
樹

根
落

敗
。

程
介

南
其

後
被

廉
政

公
署

起
訴

，
法

院
裁

定
罪

名
成

立
，

監
禁

了
一

年
。
6
0
3

2003年
7月

1日
，

全
港

50萬
人

上
街

遊
行

，
表

達
對

董
建

華
為

首
的

特
區

政

府
不

滿
，

11月
區

議
會

選
舉

，
泛

民
主

派
人

士
以

「
踢

走
保

皇
黨

」
為

競
選

口
號

，
支

持
基

本
法

第
23條

立
法

的
民

建
聯

大
敗

。
黨

主
席

曾
鈺

成
引

咎
請

辭
。

到
2004年

7月
，

繼
續

發
展

組
織

的
民

建
聯

，
已

擁
有

18個
地

區
支

部
、

100多
個

議
員

辦
事

處
，

黨
員

2,000人
。

9月
立

法
會

選
舉

，
得

12席
（

9席
直

選
，

3席
功

能
組

別
及

選
委

會
）

，
成

為
第

一
大

黨
。

原
本

一
體

的
民

建
聯

和
工

聯
會

在
2004年

分
成

兩
支

旗
在

同
區

競
選

立
法

會

席
位

，
由

於
組

織
網

絡
嚴

密
，

配
票

策
略

成
功

，
贏

得
了

選
舉

。

2005年
，

兼
併

了
擁

有
300會

員
、

在
政

壇
已

成
泡

沫
的

香
港

協
進

聯
盟

，

6
0
3
 
程

介
南

：
《

3
6
5
夜

》
，

南
華

傳
媒

，
2
0
0
4
年

。

定
名

為
「

民
主

建
港

協
進

聯
盟

」
，

簡
稱

一
樣

是
「

民
建

聯
」

，
收

編
了

劉
漢

銓
、

譚
惠

珠
等

人
。

到
2007年

成
立

十
五

週
年

之
際

，
民

建
聯

已
有

黨
員

10,403人
。

前
港

澳
辦

主
任

魯
平

致
以

〈
誠

摯
的

祝
賀

〉
：

「
十

五
年

了
！

回
想

起
1992

年
，

那
時

香
港

烏
雲

滾
滾

，
風

欲
止

而
樹

不
停

。
你

們
頂

着
港

英
的

壓
力

和
港

人
的

不
理

解
，

勇
敢

地
站

出
來

⋯
⋯

十
五

年
來

，
你

們
團

結
了

廣
大

的
香

港
市

民
，

共
同

為
香

港
的

繁
榮

穩
定

作
出

了
不

懈
的

努
力

，
成

為
舉

足
輕

重
的

第
一

大

黨
。

」前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社
長

周
南

的
賀

詞
是

：
「

十
五

年
來

，
它

從
無

到
有

，

從
小

到
大

，
自

弱
變

強
，

⋯
⋯

已
成

為
跨

地
區

、
跨

行
業

，
擁

有
近

萬
名

成
員

的

香
港

第
一

大
政

治
社

會
團

體
。

」

2007年
8月

8日
，

主
席

馬
力

因
患

癌
症

在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附

屬
腫

瘤
醫

院
辭

世
。

2008年
9月

進
行

的
立

法
會

選
舉

，
民

建
聯

在
地

區
直

選
取

得
9席

，
功

能
界

別
取

得
4席

，
合

共
13席

。

「
受

到
中

方
勢

力
全

方
位

支
持

」
的

民
建

聯
得

天
獨

厚
，

擁
有

香
港

所
有

其

他
政

黨
沒

有
的

資
源

和
優

勢
。

1995年
，

訪
問

廣
東

省
長

、
公

安
廳

、
法

院
、

檢
察

院
，

成
功

爭
取

廣
東

省

信
訪

辦
設

立
港

澳
投

訴
科

。

2006年
，

組
團

訪
問

澳
門

，
獲

行
政

長
官

何
厚

鏵
接

見
。

訪
問

福
建

，
拜

訪

了
省

委
、

省
政

府
和

有
關

部
門

官
員

，
走

訪
了

數
個

與
香

港
聯

繫
較

多
的

城
市

，

加
強

閩
港

兩
地

聯
繫

，
建

立
溝

通
機

制
。

訪
問

北
京

，
分

別
拜

訪
了

港
澳

辦
、

商

務
部

、
公

安
部

、
民

航
總

局
、

稅
務

總
局

及
環

保
總

局
，

得
到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

中
央

統
戰

部
部

長
劉

延
東

、
港

澳
辦

副
主

任
陳

佐
洱

等
接

見
。

2008年
，

拜
訪

深
圳

市
政

府
，

就
落

實
《

深
圳

市
綜

合
配

套
改

革
試

驗
總

體

方
案

》
進

行
討

論
，

並
提

交
了

促
進

港
深

合
作

的
建

議
書

。
組

團
到

台
灣

考
察

，

了
解

當
地

的
文

化
和

環
保

工
作

。
到

訪
廣

州
，

與
廣

東
省

副
省

長
萬

慶
良

及
多

名

發
改

委
官

員
會

面
，

討
論

《
珠

三
角

規
劃

綱
要

》
的

落
實

、
廣

東
省

居
民

赴
港

「
一

簽
多

行
」

、
推

動
粵

企
赴

港
發

展
、

加
快

交
通

基
建

等
議

題
。

分
兩

組
訪

粵

13個
市

，
了

解
廣

東
省

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的

最
新

情
況

及
未

來
發

展
，

推
動

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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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到
訪

福
建

省
，

了
解

海
峽

西
岸

經
濟

區
的

最
新

發
展

情
況

。

民
建

聯
還

花
了

不
少

力
氣

去
培

訓
幹

部
。

2000年
2月

，
主

辦
政

治
專

才
培

訓
計

劃
，

安
排

30位
學

員
參

加
清

華
大

學
、

中
文

大
學

、
美

國
Syracuse U

niversity合
辦

的
政

治
及

公
共

行
政

研
習

課
程

，
於

6月
及

10月
到

北
京

及
美

國
上

課
。

（
A
m

erican Politics and T
he 

D
em

ocratic Process-H
ong K

ong Future L
eaders Program

）

2006年
，

由
上

海
浦

東
幹

部
學

校
首

辦
「

香
港

民
建

聯
國

情
研

習
班

」
。

2007年
，

由
國

家
行

政
學

院
開

辦
「

第
一

期
香

港
愛

國
政

團
骨

幹
研

習
班

」
。

眾
所

周
知

，
民

建
聯

脫
產

的
全

職
議

員
（

立
法

會
、

區
議

會
）

最
多

。
單

靠

議
員

津
貼

，
相

信
難

以
維

持
。

個
別

落
敗

的
區

議
員

，
更

由
民

建
聯

養
起

來
，

照

支
月

薪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主
席

鍾
港

武
早

年
競

選
油

尖
旺

區
議

員
落

敗
，

可
以

全

職
繼

續
從

事
社

區
工

作
，

到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選

舉
，

捲
土

重
來

，
順

利
當

選
。

如
此

深
謀

遠
慮

的
部

署
，

「
富

貴
黨

」
—

—
自

由
黨

、
「

大
狀

黨
」

—
—

公

民
黨

、
民

主
黨

，
誰

人
能

敵
？

2009年
7月

，
民

建
聯

聘
請

鍾
瑞

明
擔

當
第

三
任

總
幹

事
。

鍾
在

董
特

首
時

代
曾

任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

回
歸

前
，

是
中

方
「

土
地

基
金

」
委

員
會

成
員

，
負

責

看
緊

這
盤

賬
。

鍾
取

得
會

計
師

資
格

，
曾

任
職

中
資

的
南

洋
商

業
銀

行
。

75年
在

港
大

讀
書

期
間

，
鍾

瑞
明

代
表

國
粹

派
，

競
選

港
大

學
生

會
會

長
，

敗
在

社
會

派

的
麥

海
華

手
下

。

開
始

以
為

，
監

管
幾

百
億

「
土

地
基

金
」

的
鍾

瑞
明

，
去

當
民

建
聯

的
大

掌

櫃
，

會
不

會
割

雞
用

牛
刀

？
細

想
，

可
以

輕
易

動
用

超
過

50萬
元

，
在

商
業

電
台

買
時

段
，

做
一

檔
「

十
八

同
人

愛
落

區
」

的
深

宵
節

目
。

18區
支

部
48個

辦
事

處
、

100多
個

議
員

辦
事

處
的

「
燈

油
火

蠟
」

、
工

作
人

員
的

恆
常

開
支

、
舉

辦

蛇
齋

餅
粽

等
街

坊
活

動
，

民
建

聯
這

盤
賬

，
絕

對
不

會
是

小
數

目
，

而
且

人
事

浩

繁
，

恐
怕

比
土

地
基

金
複

雜
得

多
。

民
建

聯
一

向
對

經
費

來
源

諱
莫

如
深

。
官

方
網

站
透

露
：

2006年
11月

至

2007年
1月

期
間

舉
行

一
連

串
籌

募
經

費
活

動
，

包
括

：
街

頭
籌

款
、

元
旦

步
行

籌
款

及
籌

款
晚

會
，

共
籌

得
款

項
超

過
560萬

。
這

筆
錢

連
兩

個
月

的
開

支
都

不

夠
。

民
建

聯
創

黨
成

員
、

司
庫

黃
建

源
如

今
每

年
管

理
的

金
額

6,400多
萬

元
。

這
是

開
支

不
到

千
萬

的
民

主
黨

，
以

及
其

他
小

黨
無

法
比

擬
的

。

黃
建

源
說

，
民

建
聯

「
從

來
沒

有
擔

心
過

籌
款

的
困

難
，

即
使

在
2003年

區

議
會

選
舉

大
敗

，
捐

款
還

是
源

源
不

斷
。

」
對

於
捐

款
來

源
，

黃
頗

為
隱

晦
，

只

承
認

「
成

立
初

期
就

有
一

些
社

會
人

士
和

財
團

支
持

我
們

，
其

中
企

業
也

有
中

資

機
構

」
。

民
建

聯
財

源
廣

進
，

足
以

將
總

部
兩

層
樓

的
分

期
付

款
提

前
清

付
，

增
加

對
支

部
辦

事
處

的
開

辦
費

，
過

去
區

議
員

要
上

繳
薪

金
5％

，
立

法
會

議
員

上
繳

25％
，

現
在

都
豁

免
，

鼓
勵

他
們

投
放

更
多

資
源

舉
辦

活
動

。
6
0
4

如
果

加
上

特
區

政
府

透
過

區
議

會
、

社
區

投
資

共
享

基
金

等
機

構
，

資
助

某

些
活

動
經

費
，

6,400多
萬

元
的

開
支

顯
然

是
報

少
了

。

大
公

報
曾

寫
道

：
「

民
建

聯
主

要
分

為
七

大
派

系
，

鄉
事

派
、

福
建

派
、

教

聯
會

派
系

等
。

」
6
0
5

可
惜

，
只

列
出

三
派

，
沒

有
提

到
其

餘
的

四
派

。
估

計
一

派
是

工
聯

會
，

一

派
是

劉
江

華
的

公
民

力
量

。
不

知
道

學
友

社
算

不
算

一
派

？
收

編
進

來
、

但
早

已

邊
緣

化
的

港
進

聯
又

算
不

算
一

派
？

近
年

積
極

吸
納

的
工

商
界

和
專

業
人

士
又

算

不
算

是
一

派
？

如
此

算
來

，
應

有
八

派
。

東
江

水
經

大
型

水
管

，
進

入
香

港
，

從
羅

湖
到

上
水

的
新

界
一

段
還

是
露

天

管
道

，
到

了
市

區
就

進
入

地
下

。
民

建
聯

的
情

況
，

可
否

作
如

是
觀

？

民
建

聯
到

成
立

二
十

五
週

年
前

（
即

2017年
前

）
的

鴻
圖

大
計

是
：

—
—

成
為

特
區

政
府

最
親

密
友

好
的

戰
略

夥
伴

。

—
—

成
員

出
任

相
當

數
目

的
政

府
高

層
職

位
。

—
—

繼
續

成
為

立
法

會
大

黨
，

努
力

爭
取

過
半

數
議

席
。

—
—

會
員

數
目

達
到

選
民

人
數

1％
的

強
大

政
黨

。

民
建
聯
的
人
才
荒

不
過

，
這

幅
亮

麗
的

前
景

背
後

，
隱

藏
了

民
建

聯
最

大
的

缺
陷

：
人

才
不

足
，

青
黃

不
接

。

6
0
4
 
阮

紀
宏

：
《

建
港

心
路

—
—

與
民

建
聯

的
緣

與
份

》
，

中
華

書
局

，
2
0
1
1
年

7
月

，
3
8
-4
0
頁

。
6
0
5
  《

大
公

報
》

2
0
1
0
年

6
月

2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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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建

聯
第

一
代

的
領

導
人

，
到

2012年
大

多
年

過
或

接
近

花
甲

：
曾

鈺
成

65、
譚

耀
宗

63、
陳

鑑
林

63、
張

學
明

60、
黃

定
光

63、
王

國
興

63、
黃

容
根

61、
葉

國
謙

61、
黃

國
健

60、
劉

江
華

55、
潘

佩
璆

50、
李

慧
琼

38、
陳

克
勤

36。

撇
開

老
的

一
批

不
談

，
輿

論
對

民
建

聯
新

一
代

的
風

評
如

何
？

升
為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的
民

建
聯

副
主

席
蘇

錦
樑

，
除

了
靠

出
示

名

片
來

辦
理

菲
傭

申
請

的
特

權
行

為
而

聞
名

之
外

，
有

何
政

績
可

言
？

另
一

位
副

主
席

張
國

鈞
，

在
香

港
電

台
電

視
節

目
《

左
右

紅
藍

綠
》

中
說

「
北

極
有

企
鵝

」
，

後
來

又
說

「
中

央
政

府
與

香
港

特
區

的
關

係
猶

如
父

子
，

希

望
香

港
市

民
信

任
父

親
所

作
的

承
諾

⋯
⋯

」
6
0
6

音
樂

填
詞

人
、

專
欄

作
者

林
夕

曾
為

文
批

駁
之

：
「

子
女

想
要

過
的

日
子

與

父
親

的
意

願
有

衝
突

的
時

候
，

都
得

在
父

親
的

權
威

下
妥

協
屈

服
，

不
要

問
只

要

信
，

這
就

是
幸

福
家

庭
的

典
範

？
這

是
君

君
臣

臣
父

父
子

子
的

規
範

與
枷

鎖
吧

，

差
點

就
說

漏
了

嘴
，

搬
出

君
要

臣
死

臣
不

能
不

死
的

過
時

笑
話

了
。

」
6
0
7

中
共

先
驅

李
大

釗
說

：
「

政
治

上
民

主
主

義
（

D
em

ocracy）
的

運
動

，
乃

是
推

翻
父

權
的

君
主

專
制

政
治

之
運

動
」

，
「

社
會

上
種

種
解

放
的

運
動

是
打

破

大
家

族
制

度
的

運
動

，
是

打
破

父
權

（
家

長
）

專
制

的
運

動
。

」
6
0
8

立
法

會
議

員
陳

克
勤

的
中

英
文

程
度

如
何

更
不

堪
提

，
連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都

不
留

情
面

地
在

議
事

堂
上

直
指

他
的

錯
處

。
聽

過
兩

個
記

者
說

，
此

君
在

公

開
場

合
顧

盼
自

如
，

儼
然

以
為

自
己

是
鎂

光
燈

聚
焦

下
的

甚
麼

大
人

物
。

如
果

不

是
背

後
有

龐
大

的
選

舉
機

器
，

這
樣

的
人

有
資

格
做

議
員

嗎
？

形
象

較
溫

順
的

有
立

法
會

議
員

李
慧

琼
，

競
選

時
被

競
爭

對
手

評
為

「
人

肉

錄
音

機
」

。
她

有
過

甚
麼

精
闢

的
個

人
見

解
嗎

？

至
於

做
了

發
展

局
及

民
政

事
務

局
政

治
助

理
、

月
薪

超
過

14萬
元

的
兩

位
民

建
聯

成
員

—
—

張
文

韜
及

徐
英

偉
。

有
多

少
跑

政
治

線
的

記
者

能
講

得
出

他
們

的

名
字

，
知

道
他

們
的

存
在

？

在
新

華
社

工
作

了
大

半
輩

子
的

黃
文

放
生

前
曾

力
勸

民
建

聯
勿

做
「

馴
服

工

6
0
6
  《

文
匯

報
》

2
0
0
9
年

1
1
月

2
7
日

。
6
0
7
  《

蘋
果

日
報

》
林

夕
，

2
0
0
9
年

1
1
月

2
8
日

。
6
0
8
  《

李
大

釗
選

集
》

，
3
0
0
頁

。

具
」

：
「

民
建

聯
是

否
真

能
滿

足
香

港
人

的
期

望
⋯

⋯
歸

根
到

底
是

取
決

於
民

建

聯
領

導
人

是
否

真
正

忠
於

香
港

人
的

利
益

。
香

港
人

的
最

大
利

益
是

要
求

中
方

真

正
貫

徹
對

香
港

的
特

殊
政

策
，

就
是

『
一

國
兩

制
』

、
『

港
人

治
港

』
、

『
高

度

自
治

』
、

『
五

十
年

不
變

』
這

四
句

話
。

取
得

香
港

人
信

任
的

前
提

條
件

，
是

敢

於
為

維
護

香
港

人
利

益
而

抗
爭

的
勇

氣
，

如
果

事
事

聽
話

，
只

做
中

方
『

馴
服

工

具
』

，
民

建
聯

也
就

沒
有

希
望

了
。

」

黃
文

放
還

舉
了

一
個

例
子

：
「

據
說

，
民

建
聯

成
立

時
，

原
定

開
酒

會
，

因

為
新

華
社

堅
持

不
同

意
邀

請
李

柱
銘

、
司

徒
華

，
最

後
酒

會
開

不
成

。
如

果
民

建

聯
作

為
一

個
香

港
人

所
組

成
的

群
眾

性
的

政
黨

，
連

開
個

酒
會

也
要

請
示

而
沒

有

自
主

權
，

又
怎

能
取

得
香

港
人

信
任

？
」
6
0
9

從
民

建
聯

十
多

年
來

在
政

制
改

革
的

表
現

看
來

，
黃

文
放

這
個

意
見

並
沒

有

實
現

。以
2010年

6月
下

旬
峰

迴
路

轉
的

政
改

戲
碼

為
例

，
民

建
聯

何
來

自
由

的
意

志
，

一
切

都
是

「
聞

雞
起

舞
」

—
—

緊
跟

阿
爺

吹
雞

（
哨

子
）

的
節

拍
及

變
奏

而

起
舞

。民
建

聯
網

站
上

有
過

一
張

十
分

搞
笑

的
照

片
：

幾
位

青
年

民
建

聯
成

員
於

6

月
15日

去
民

主
黨

總
部

「
踢

館
」

，
一

臉
理

直
氣

壯
地

遞
請

願
信

，
要

求
民

主
黨

支
持

政
府

的
政

改
方

案
，

在
場

的
民

主
黨

職
員

則
悻

悻
然

，
不

知
所

措
⋯

⋯
。

孰
料

北
京

在
最

後
一

刻
卻

採
納

了
民

主
黨

的
改

良
方

案
，

不
知

這
幾

位
青

年

民
建

聯
成

員
有

沒
有

被
玩

弄
之

感
？

是
否

覺
得

當
日

如
紅

衛
兵

般
的

踢
館

行
為

荒

唐
幼

稚
可

笑
？

其
實

碰
釘

子
的

何
止

這
幾

個
年

輕
人

。

民
建

聯
發

起
人

之
一

、
前

人
大

吳
康

民
有

一
段

入
木

三
分

的
描

述
：

「
這

個
急

轉
軚

，
也

使
不

少
建

制
派

人
士

撞
得

焦
頭

爛
額

。
特

別
是

在
稍

前
的

6月
14

日
，

中
聯

辦
宣

傳
文

體
部

郝
鐵

川
，

還
主

動
會

見
傳

媒
，

指
出

民
主

黨
的

方
案

無
先

例
慣

例
可

循
，

無
法

律
依

據
和

無
必

要
。

不
過

兩
天

，
風

雲
突

變
，

范
徐

麗

泰
、

梁
愛

詩
、

陳
弘

毅
等

法
律

界
和

接
近

中
央

人
物

，
紛

紛
變

調
⋯

⋯
有

些
人

習

慣
看

上
頭

的
臉

色
行

事
，

有
的

人
更

是
上

頭
着

緊
三

分
，

他
們

更
要

加
到

十
足

。

6
0
9
  《

黃
文

放
論

特
區

首
長

》
，

明
報

出
版

社
，

1
9
9
6
年

1
0
月

，
1
5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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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是

一
有

急
轉

軚
情

事
，

不
碰

得
焦

頭
爛

額
幾

稀
矣

。
」
6
1
0

被
問

到
為

何
民

建
聯

早
前

認
為

「
一

人
兩

票
」

方
案

違
反

大
人

「
決

定
」

而

不
予

支
持

，
但

現
在

卻
轉

為
支

持
。

譚
耀

宗
說

，
其

實
民

建
聯

也
曾

提
出

過
「

一

人
兩

票
」

方
案

可
以

解
決

功
能

界
別

問
題

，
該

黨
早

前
不

支
持

方
案

，
是

擔
心

該

方
案

抵
觸

人
大

「
決

定
」

。
但

是
後

來
有

關
的

法
律

問
題

已
澄

清
，

所
以

該
黨

認

為
新

的
方

案
可

以
接

受
。
6
1
1

民
建

聯
轉

軚
、

碰
得

焦
頭

爛
額

，
這

不
是

第
一

次
，

今
後

還
會

陸
續

有
來

。

喪
失

了
自

由
意

志
和

道
德

高
地

，
那

怕
是

後
台

夠
硬

，
擁

有
用

之
不

竭
的

財

力
，

能
夠

吸
納

的
是

甚
麼

人
才

，
不

問
可

知
。

這
大

概
就

是
民

建
聯

的
宿

命
。

在
特

首
梁

振
英

任
內

，
民

建
聯

「
出

任
相

當
數

目
的

政
府

高
層

職
位

」
的

願

望
肯

定
會

達
到

。
問

題
是

公
務

員
隊

伍
，

特
別

是
政

務
官

系
統

，
以

及
廣

大
市

民

會
否

強
烈

反
彈

，
就

要
拭

目
以

待
了

。

民
建

聯
創

黨
主

席
曾

鈺
成

說
得

好
：

傳
媒

和
公

眾
給

政
黨

「
定

位
」

，
主

要

有
三

項
標

準
。

第
一

是
看

政
黨

對
「

民
主

」
的

態
度

，
對

選
舉

、
對

開
放

政
府

、

對
維

護
人

權
自

由
等

問
題

的
立

場
。

第
二

是
看

政
黨

和
中

國
政

府
的

關
係

。
一

方

面
看

它
「

在
港

人
和

中
國

政
府

發
生

矛
盾

時
」

，
是

不
是

維
護

港
人

利
益

，
另

一

方
面

也
看

這
政

黨
能

不
能

和
中

國
政

府
溝

通
，

它
的

意
見

能
不

能
為

中
國

政
府

所

採
納

。
第

三
是

在
香

港
的

經
濟

、
社

會
、

民
生

問
題

上
，

看
這

政
黨

是
維

護
那

一

個
階

層
的

利
益

。
6
1
2

平
心

而
論

，
民

建
聯

以
其

雄
厚

實
力

，
在

經
濟

、
社

會
、

民
生

問
題

上
，

做

得
絕

對
比

其
他

政
黨

出
色

。
訪

貧
問

苦
、

噓
寒

問
暖

、
施

予
小

恩
小

惠
，

本
來

是

傳
統

左
派

做
群

眾
工

作
的

強
項

。

不
過

，
曾

鈺
成

說
的

第
一

條
，

以
民

建
聯

在
直

選
、

23條
立

法
的

表
現

，
是

令
公

眾
失

望
的

。
第

二
條

：
在

港
人

和
中

國
政

府
發

生
矛

盾
時

，
是

不
是

維
護

港

人
利

益
？

公
眾

也
看

不
到

民
建

聯
這

方
面

有
甚

麼
表

現
。

6
1
0
 
吳

康
民

：
〈

中
央

為
甚

麼
「

轉
軚

」
？

〉
，

《
明

報
》

2
0
1
0
年

6
月

2
4
日

。
6
1
1
  《

大
公

報
》

6
月

2
3
日

。
6
1
2
  《

民
建

聯
文

選
》

，
民

主
建

港
聯

盟
出

版
，

1
9
9
7
年

7
月

，
3
8
頁

。
 

資
料

來
源

：
民

建
聯

網
站

：
w
w
w
.d
a
b
.o
rg
.h
k。

特
刊

：
《

民
建

聯
十

週
年

紀
念

》
、

《
凝

聚
力

量
  振

翅
高

飛
—

—
民

建
聯

十
五

週
年

紀
念

》
。

三
、
發
展
組
織
  無
孔
不
入

中
共

以
抓

組
織

見
長

，
在

香
港

也
不

例
外

。
歸

納
來

說
，

有
若

干
特

點
：

一
是

：
以

我
為

主
，

自
立

門
戶

。
不

管
社

會
上

是
否

已
有

同
類

的
行

會
組

織
，

也
不

管
手

上
有

多
少

本
錢

，
總

是
率

先
豎

起
旗

幡
，

擁
有

自
己

的
地

盤
，

再

以
廣

招
徠

，
壯

大
實

力
。

猶
如

一
個

立
志

開
山

的
和

尚
，

且
不

管
有

多
少

信
眾

，

首
先

把
廟

搭
建

起
來

，
供

上
菩

薩
，

然
後

再
去

吸
引

香
火

客
。

在
冷

戰
結

構
下

，
左

、
右

派
陣

營
對

壘
的

例
子

不
勝

枚
舉

（
前

者
為

親
英

、

非
共

或
親

國
民

黨
的

社
團

，
後

者
為

中
共

背
後

推
動

建
立

的
外

圍
組

織
）

：

工
團

總
會

—
—

工
聯

會

革
新

會
、

公
民

協
會

—
—

華
革

會

專
上

學
生

聯
會

—
—

青
年

學
生

協
會

作
家

協
會

—
—

作
家

聯
會

新
界

鄉
議

局
—

—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協
會

—
—

教
育

工
作

者
聯

會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青
年

樂
園

這
種

發
展

組
織

的
思

維
，

一
直

延
續

到
冷

戰
結

束
後

。
例

如
，

新
聞

界
已

有

香
港

記
者

協
會

、
新

聞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

不
少

左
派

報
人

居
要

位
）

，
左

派
還

是

要
成

立
一

個
香

港
新

聞
工

作
者

聯
會

，
以

示
區

別
。

除
了

華
革

會
和

青
學

協
（

早
被

專
上

學
生

聯
會

捷
足

先
登

，
只

能
改

用
協

會
）

外
，

香
港

左
派

似
乎

頗
為

喜
歡

用
「

聯
會

」
做

名
堂

。
也

有
一

些
是

人
無

我

有
的

，
如

九
龍

社
團

聯
會

。
近

年
最

成
功

的
例

子
，

當
是

集
本

地
左

派
主

力
之

大

成
的

民
建

聯
。

團
體

與
團

體
之

間
，

成
員

交
叉

重
疊

，
互

為
奧

援
。

左
派

積
極

辦
學

，
爭

奪
下

一
代

的
意

圖
，

就
最

明
顯

不
過

了
。

二
是

：
摻

砂
子

，
挖

牆
角

。
最

早
期

的
例

子
是

：
50年

代
初

的
中

華
總

商

會
。

時
移

世
易

，
以

往
親

英
、

親
台

傾
右

的
甚

麼
廠

商
會

、
宗

親
會

、
同

鄉
會

等

等
，

亦
改

換
門

庭
，

投
向

大
陸

。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是

：
鄉

議
局

可
以

容
納

左
派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負

責
人

兼
民

建
聯

成
員

張
學

明
做

副
主

席
。

三
、

組
織

的
淵

源
—

—
例

如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

就
由

農
牧

工
會

的
骨

幹
組

成
。

教
聯

會
是

由
左

派
的

傳
統

愛
國

學
校

組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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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有
一

個
值

得
注

意
的

現
象

：
當

中
若

干
團

體
是

在
80年

代
初

，
香

港
過

渡
時

期
成

立
的

。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1985年
成

立
的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
就

是
左

派
統

合
新

界
各

階
層

力
量

的
主

要
社

團
。

除
了

有
傳

統
左

派
的

農
牧

職
工

會
、

花
卉

職
工

總
會

、
老

戰
士

聯
誼

會

外
，

還
吸

納
了

各
區

的
居

民
聯

會
、

婦
聯

、
同

鄉
會

、
長

者
協

會
、

青
年

會
、

議

員
辦

事
處

、
盂

蘭
會

、
琴

棋
書

畫
會

、
武

術
會

、
太

極
社

，
分

佈
西

貢
、

北
區

、

元
朗

、
沙

田
、

葵
青

、
荃

灣
、

屯
門

、
離

島
，

合
共

294個
屬

會
。

在
2011年

11月
的

區
議

會
選

舉
，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支
持

164名
候

選
人

，
其

中
115名

獲
勝

，
成

功
率

為
70%

。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理
事

長
陳

勇
寫

道
：

是
次

勝
敗

的
結

果
，

大
都

是
可

預
見

，

有
前

因
的

。

其
中

包
括

有
細

緻
的

地
區

服
務

，
小

如
替

市
民

填
寫

領
取

6,000元
的

申
請

表
，

組
織

義
工

探
訪

活
動

；
舉

辦
社

區
活

動
，

促
進

街
坊

間
的

聯
誼

，
拓

展
社

交

圈
，

凝
聚

街
坊

力
量

，
提

升
社

會
資

本
等

。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不
光

講
民

生
、

聯
誼

，
也

很
講

政
治

。

榮
譽

會
長

溫
悅

球
在

官
方

網
頁

撰
文

〈
警

惕
外

國
勢

力
在

港
活

動
〉

：
「

繼

維
基

解
密

揭
露

美
國

駐
港

總
領

事
館

官
員

與
本

地
政

界
重

要
人

物
的

緊
密

聯
繫

後
，

壹
傳

媒
集

團
主

席
黎

智
英

的
政

治
獻

金
帳

簿
亦

意
外

曝
光

。
至

此
，

市
民

清

楚
了

，
難

怪
壹

傳
媒

與
『

泛
民

主
派

』
及

天
主

教
港

區
前

主
教

同
聲

同
氣

，
形

成

『
傳

媒
、

政
黨

、
宗

教
』

的
『

鐵
三

角
』

，
原

來
他

們
的

金
主

是
同

一
個

人
！

」

另
一

位
資

格
更

老
的

榮
譽

會
長

李
連

生
則

抨
擊

公
民

黨
：

「
大

狀
黨

是
一

批
大

律
師

、
專

業
人

士
組

成
的

精
英

團
隊

，
標

榜
『

社
會

公
義

，
追

求
民

主
，

公
道

自
在

民

心
』

。
究

竟
披

着
黑

衣
，

捍
衛

法
治

的
大

狀
黨

，
為

香
港

人
成

功
爭

取
了

甚
麼

？
」

李
連

生
還

指
責

陳
方

安
生

「
忽

然
民

主
」

，
挾

洋
自

重
，

組
織

「
陳

、
陳

、

黎
、

李
」

港
版

「
四

人
幫

」
，

定
期

向
美

國
駐

港
領

事
匯

報
工

作
，

比
出

任
政

務

司
司

長
還

勤
快

。
6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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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資

料
取

材
自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網
頁

。
陳

、
陳

、
黎

、
李

指
陳

方
安

生
、

陳
日

君
、

黎
智

英
、

李
柱

銘
。

九
龍
社
團
聯
會
裏
的
表
叔

6
1
4

2011年
12月

，
傳

媒
披

露
了

中
聯

辦
九

龍
工

作
部

宣
傳

處
前

副
處

長
黃

春

平
，

以
獨

立
人

士
身

份
在

11月
的

區
議

會
選

舉
中

，
當

選
觀

塘
秀

茂
坪

北
選

區
區

議
員

。
冰

山
首

次
露

出
一

角
，

一
時

間
輿

論
嘩

然
，

質
疑

是
否

共
產

黨
表

叔
滲

透

議
會

。左
派

人
士

遂
紛

紛
出

來
消

毒
，

強
調

黃
春

平
已

離
開

中
聯

辦
八

年
以

上
。

民
建

聯
立

法
會

議
員

陳
鑑

林
表

示
：

英
雄

莫
問

出
處

。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說
，

若
因

個
人

背
景

排
除

其
參

選
權

利
，

會
構

成
歧

視
，

以
個

人
名

義
參

選
，

亦
不

代
表

任
何

機
構

介
入

選
舉

。

政
協

委
員

劉
夢

熊
說

：
現

有
法

例
規

定
年

滿
18歲

的
香

港
永

久
居

民
可

擁
有

選
舉

權
和

被
選

舉
權

，
並

沒
有

規
定

「
共

產
黨

員
、

曾
在

中
聯

辦
工

作
過

的
香

港

永
久

居
民

除
外

」
的

排
除

條
款

。

劉
夢

熊
強

調
：

黃
春

平
2000年

是
以

中
聯

辦
九

龍
辦

事
處

身
份

出
席

公
開

活

動
，

但
之

後
銷

聲
匿

迹
，

直
至

2003年
以

九
龍

社
團

聯
會

副
秘

書
長

身
份

再
次

現

身
，

2004年
置

業
時

，
已

擁
有

香
港

身
份

證
。

黃
春

平
被

記
者

追
訪

時
則

否
認

自
己

是
共

產
黨

。
對

於
被

指
隱

瞞
中

聯
辦

背

景
，

黃
春

平
說

：
「

我
已

經
離

開
十

年
了

，
這

樣
說

對
我

不
公

平
。

」
被

問
及

為

何
來

港
從

政
，

他
指

稱
為

「
無

意
中

的
決

定
，

因
為

當
時

回
流

返
港

找
工

作
，

認

為
服

務
社

區
都

不
錯

」
。

中
聯

辦
九

龍
工

作
部

宣
傳

處
前

副
處

長
，

居
然

不
是

共
產

黨
，

騙
得

了
誰

呢
？

黃
春

平
果

真
是

個
人

名
義

，
無

意
中

的
決

定
，

不
代

表
任

何
機

構
嗎

？

那
就

要
問

問
他

的
出

處
。

傳
媒

當
時

沒
有

去
追

查
他

任
職

副
秘

書
長

的
九

龍

社
團

聯
會

。

只
要

上
網

一
查

，
就

知
道

這
也

是
中

方
的

外
圍

組
織

。

九
龍

社
團

聯
會

於
1997年

成
立

，
仿

如
新

界
社

團
聯

會
在

市
區

的
複

製
品

。

現
有

140個
屬

會
分

佈
九

龍
各

區
，

涵
蓋

居
民

聯
會

、
民

生
關

注
會

、
婦

女
協

進

會
、

青
年

社
、

太
極

學
會

、
曲

藝
社

，
會

員
人

數
超

過
15萬

人
，

號
稱

是
全

港
最

6
1
4
 
表

叔
一

詞
，

出
自

講
述

抗
日

時
期

地
下

黨
的

革
命

樣
板

戲
《

紅
燈

記
》

，
女

主
角

李
鐵

梅
的

唱
詞

：
「

我
家

的
表

叔
數

不
清

，
沒

有
大

事
不

登
門

，
雖

說
是

親
眷

也
不

相
認

，
可

他
比

親
眷

還
要

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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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規

模
的

愛
國

愛
港

社
團

之
一

。
聯

會
多

名
顧

問
團

成
員

及
首

長
更

獲
選

為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政

協
委

員
、

立
法

會
議

員
、

區
議

會
正

副
主

席
及

區
議

員
，

亦
有

多

位
領

導
獲

委
任

為
策

發
會

成
員

及
進

入
各

政
府

諮
詢

架
構

，
與

數
百

名
核

心
社

區

領
袖

及
千

多
名

地
區

義
工

。

九
龍

社
團

聯
會

會
長

高
寶

齡
是

甚
麼

人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六

十
週

年
前

夕
，

由
一

百
多

個
社

團
成

立
的

九
龍

各

界
慶

祝
活

動
籌

委
會

舉
辦

了
為

期
四

天
的

共
和

國
之

旅
—

—
井

岡
山

專
列

團
，

搞

手
就

是
高

寶
齡

。
據

她
自

述
：

1972年
我
第
一
次
到
井
岡
山
，
是
沿
着
當
年
的
歷
史
路
線
，
即
從
湖

南
秋
收
起
義
地
點
，
到
組
織
工
人
運
動
的
安
源
煤
礦
，
到
茅
萍
和
茨
萍

（
應

作
：

坪
）
，
大
石
及
小
井
、
最
後
到
南
昌
。
從
這
次
旅
程
中
，
我
與
一
群
熱

血
青
年
了
解
到
井
岡
山
享
譽
中
國
革
命
的
搖
籃
的
來
由
，
學
習
了
革
命
先
烈

的
事
跡
，
更
加
熱
愛
祖
國
。

第
二
次
到
井
岡
山
是
1992年

。
2009年

4月
我
第
三
次
到
井
岡
山
。

2009年
9月
，
我
與
專
列
團
六
百
多
人
一
起
坐
火
車
第
四
次
到
井
岡
山
，
聽

井
岡
山
的
革
命
歷
史
，
學
唱
「
紅
米
飯
、
南
瓜
湯
」
等
「
紅
歌
」
，
壯
烈
的

歷
史
震
撼
心
靈
。
6
1
5

經
歷

過
上

世
紀

70年
代

的
大

專
界

國
粹

派
大

抵
都

知
道

，
香

港
左

派
透

過
搞

參
觀

學
習

影
響

大
學

生
，

分
幾

個
檔

次
：

初
階

是
到

廣
州

，
參

觀
毛

澤
東

曾
主

持

過
的

廣
州

農
民

運
動

講
習

所
，

「
文

革
」

期
間

新
建

的
、

講
述

中
共

革
命

史
的

星

火
燎

原
館

。
其

次
，

是
北

上
湖

南
，

參
觀

毛
澤

東
的

誕
生

地
—

—
韶

山
，

及
其

青

少
年

時
代

的
革

命
活

動
—

—
長

沙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

船
山

學
社

等
。

再
其

次
，

到

江
西

，
參

觀
井

岡
山

、
安

源
等

，
學

習
毛

澤
東

「
建

立
紅

色
根

據
地

，
以

農
村

包

圍
城

市
，

武
裝

奪
取

政
權

」
的

革
命

道
路

。
再

高
一

個
層

次
，

就
是

到
位

處
陝

北

的
革

命
勝

地
—

—
延

安
，

追
尋

中
共

奪
取

全
國

勝
利

的
軌

跡
。

從
四

上
井

岡
山

的
自

述
可

見
，

高
寶

齡
早

在
1972年

（
中

共
副

統
帥

林
彪

垮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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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寶
齡

：
《

四
上

井
岡

山
》

，
《

北
行

紀
事

》
，

經
濟

導
報

社
出

版
，

2
0
0
9
年

1
1
月

，
1
2
7
-1
3
0
頁

。

台
後

不
久

）
，

已
是

決
心

跟
着

共
產

黨
走

的
「

熱
血

青
年

」
。

到
2009年

花
甲

之

年
，

還
為

了
組

織
幾

百
人

的
龐

大
參

觀
團

，
親

自
踩

線
探

路
、

帶
隊

，
兩

度
上

井

岡
山

，
可

見
她

對
這

處
革

命
搖

籃
情

有
獨

鍾
。

這
樣

一
個

龐
大

的
社

團
，

委
高

女

士
以

會
長

重
任

，
應

該
是

政
治

上
絕

對
靠

得
住

的
自

己
人

吧
。

2011年
底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公

佈
區

議
員

委
任

名
單

。
有

龐
大

組
織

做
後

盾

的
高

寶
齡

無
須

參
與

直
選

，
再

度
獲

官
方

委
任

為
區

議
員

，
也

可
見

其
不

尋
常

。

嘗
以

為
，

民
政

局
只

是
負

責
和

街
坊

首
長

、
社

區
領

袖
、

康
文

體
育

等
各

界

代
表

飲
茶

灌
水

，
觥

籌
交

錯
，

嘻
嘻

哈
哈

，
出

席
開

幕
禮

、
剪

剪
綵

，
拉

拉
關

係
，

套
套

交
情

，
如

此
而

已
。

典
型

的
合

適
人

選
是

有
「

眾
人

媽
打

」
之

稱
的

前

民
政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李
麗

娟
。

何
以

特
區

政
府

會
欽

點
一

個
長

期
同

文
字

打
交

道
、

生
性

木
訥

、
不

擅
應

酬
的

「
土

共
」

—
—

曾
德

成
出

任
民

政
局

長
呢

？

細
想

，
民

政
局

的
角

色
何

等
重

要
。

單
是

掌
握

了
區

議
員

任
免

權
和

社
區

資

源
調

撥
這

兩
項

，
貫

徹
「

親
疏

有
別

，
政

策
傾

斜
」

的
方

針
，

當
中

就
不

知
有

多

少
文

章
可

做
。

除
了

高
寶

齡
，

黃
春

平
原

先
就

是
民

政
局

委
任

的
上

屆
區

議
員

。

左
派
僑
社
紛
紛
成
立

在
20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港

英
政

府
對

大
陸

移
民

來
的

歸
僑

群
體

管
制

較
為

嚴
格

，
嚴

重
制

約
了

歸
僑

群
體

的
社

會
活

動
空

間
。

20世
紀

80年
代

初
，

香
港

歸
僑

在
生

活
取

得
穩

定
和

港
英

政
府

政
策

執
行

逐

漸
寬

鬆
的

背
景

下
，

發
起

成
立

歸
僑

社
團

，
20世

紀
90年

代
得

以
蓬

勃
發

展
。

在
歸

僑
社

團
的

有
效

組
織

下
，

參
與

一
系

列
迎

回
歸

活
動

：
冒

雨
前

往
羅

湖

迎
接

駐
港

部
隊

入
港

等
。

香
港

回
歸

後
，

仍
有

一
股

勢
力

進
行

「
分

離
亂

港
」

的

活
動

，
僑

界
社

團
通

過
倡

議
書

、
發

表
聲

明
、

遊
行

等
方

式
維

護
香

港
的

穩
定

。

在
支

持
政

改
方

案
。
6
1
6

由
旅

港
福

建
商

會
、

香
港

福
建

同
鄉

會
、

香
港

福
建

體
育

會
、

福
建

十
邑

6
1
6
 
張

文
奎

、
許

金
頂

：
〈

香
港

歸
僑

社
團

調
查

報
告

〉
，

《
八

桂
僑

刊
》

2
0
1
1
年

第
2
期

。
張

文
奎

，
華

僑
大

學
華

僑
華

人
研

究
院

研
究

生
。

許
金

頂
，

華
僑

大
學

華
僑

華
人

研
究

院
副

院
長

，
教

授
。

調
查

歷
時

一
週

，
走

訪
了

香
港

僑
界

社
團

聯
會

、
香

港
華

僑
華

人
總

會
、

香
港

華
僑

華
人

研
究

中
心

、
香

港
僑

友
社

、
暨

南
大

學
香

港
校

友
會

、
華

僑
大

學
香

港
校

友
會

、
香

港
巨

港
校

友
會

、
香

港
越

柬
老

華
僑

華
人

聯
合

會
、

香
港

新
馬

泰
歸

僑
聯

合
會

、
印

尼
研

究
學

社
等

主
要

社
團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414
415

第
七
章

旅
港

同
鄉

會
和

香
港

廈
門

聯
誼

總
會

在
1997年

4月
聯

合
成

立
香

港
福

建
社

團
聯

會
，

已
有

115個
閩

籍
社

團
成

為
聯

會
團

體
會

員
。

總
會

副
秘

書
長

兼
總

幹
事

是

中
聯

辦
前

宣
傳

文
體

部
副

部
長

周
珊

珊
。
6
1
7

周
珊

珊
的

丈
夫

張
晴

雲
，

身
兼

《
文

匯
報

》
顧

問
的

民
建

聯
中

委
，

從
2012

年
2月

開
始

，
透

過
電

郵
向

黨
內

要
員

包
括

中
委

、
監

委
及

立
法

會
議

員
等

，
發

放
多

篇
有

關
特

首
選

舉
的

文
章

，
傳

遞
黨

員
應

挺
梁

的
訊

息
之

時
，

更
批

評
前

黨

魁
曾

鈺
成

不
及

梁
，

又
暗

批
唐

英
年

與
泛

民
主

派
「

勾
結

」
。
6
1
8

由
深

圳
市

機
關

創
立

的
香

港
深

圳
社

團
總

會
，

早
前

要
求

50萬
原

籍
深

圳
的

香
港

居
民

「
團

結
起

來
」

，
具

體
行

動
包

括
登

記
做

選
民

；
為

數
達

50萬
人

的
巨

型
「

票
倉

」
，

足
以

左
右

2012年
9月

立
法

會
選

舉
大

局
。
6
1
9

2012年
4月

，
原

共
青

團
員

陳
冉

來
港

定
居

不
足

七
年

，
還

差
幾

個
月

才
有

資
格

成
為

香
港

永
久

居
民

，
卻

獲
任

命
為

候
任

特
首

辦
項

目
主

任
。

她
擔

任
秘

書

長
的

華
菁

會
，

就
被

外
界

視
為

「
官

二
代

」
俱

樂
部

，
核

心
成

員
包

括
前

港
澳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陳

佐
洱

之
女

陳
晴

、
貴

州
省

委
書

記
栗

戰
書

的
千

金
栗

潛
心

等
人

。

蒐
集

這
些

零
零

散
散

的
資

料
，

任
何

人
都

能
猜

到
，

有
本

事
編

織
如

此
綿

密

的
巨

網
是

何
方

神
聖

了
。

四
、
基
督
教
會
的
「
無
間
道
」

—
—
李
儲
文

1983年
6月

30日
，

李
儲

文
作

為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

與
社

長
許

家

屯
一

道
，

從
廣

州
乘

火
車

抵
達

香
港

履
新

。

李
溫

文
敦

厚
，

中
英

俱
佳

，
談

吐
大

方
得

體
，

又
曾

在
基

督
教

會
工

作
，

當

時
頗

得
港

人
好

感
。

根
據

李
儲

文
的

自
述

，
他

是
潛

伏
在

基
督

教
會

的
中

共
臥

底
。

至
於

何
時

入

黨
，

他
沒

有
說

。

以
下

引
文

出
自

李
儲

文
：

〈
憶

西
南

聯
大

學
生

服
務

處
〉

，
《

中
共

黨
史

資

料
》

2008年
第

1期
。

6
1
7
  《

明
報

》
2
0
1
2
年

3
月

2
0
日

。
6
1
8
  《

蘋
果

日
報

》
2
0
1
2
年

3
月

2
0
日

。
6
1
9
  《

蘋
果

日
報

》
2
0
1
2
年

5
月

2
1
日

。

從
1942年

至
1946年

我
在

昆
明
做
學
生
工
作
，
得
以
與
西
南

聯
大
師
生
朝
夕
相
處
，
結
下
了
深

厚
的
戰
鬥
友
誼
。

1943年
秋

，
李

儲
文

成
立

學
生

服
務

處
。

「
利

用
美

國
基

督
教

學
生

聯

合
會

的
捐

款
，

設
立

『
國

際
學

生
獎

學

金
』

⋯
⋯

優
先

考
慮

思
想

傾
向

進
步

的

同
學

。
」

當
時

只
有

25歲
的

他
，

還
試

圖
去

影
響

教
授

。

主
要
採
取
家
訪
形
式
，
登
門

求
教
⋯
⋯
揭
露
國
民
黨
腐
敗
專
制
，
介
紹
共
產
黨
領
導
抗
日
的
情
況
⋯
⋯
我

所
經
常
接
觸
的
教
授
有
葉
企
孫
、
曾
昭
掄
、
吳
晗
、
潘
光
旦
、
聞
一
多
、

華
羅
庚
等
（
還
有
校
外
的
李
公
樸
）
，
他
們
中
多
數
後
來
成
為
聞
名
全
國
的

「
民
主
教
授
」
。

李
還

以
昆

明
學

生
服

務
處

執
行

幹
事

的
身

份
，

與
美

、
英

官
員

打
交

道
。

同
美
國
駐
昆
明
總
領
事
費
爾
浦
斯
、
美
國
新
聞
處
處
長
（
名
字
已
遺

忘
）
，
英
國
新
聞
處
處
長
馬
丁
等
，
一
直
保
持
着
經
常
的
聯
繫
。
他
們
願
意

向
我
介
紹
歐
洲
及
太
平
洋
戰
爭
的
發
展
態
勢
，
我
也
向
他
們
介
紹
中
國
抗
日

戰
場
的
整
個
形
勢
，
揭
露
國
民
黨
當
局
消
極
抗
戰
與
腐
敗
專
制
的
事
實
，
介

紹
聯
大
師
生
爭
取
民
主
、
堅
持
抗
戰
的
愛
國
活
動
，
引
起
他
們
的
關
注
。

李
結

識
了

幾
個

隸
屬

美
國

第
十

四
航

空
隊

的
美

國
士

兵
，

於
1945年

帶
他

們

去
見

正
在

重
慶

與
國

民
黨

進
行

和
平

談
判

的
毛

澤
東

。

他
們
都
是
美
國
進
步
人
士
（
我
估
計
少
數
是
美
國
共
產
黨
）
⋯
⋯
我
通

李
儲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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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周
恩
來
的
政
治
秘
書
龔
澎
，
向
毛
澤
東
轉
達
這
個
要
求
。
出
乎
意
料
的

是
，
毛
澤
東
竟
欣
然
同
意
會
見
這
些
美
國
大
兵
。

於
是
，
在
9月
的
某
日
，
由
我
引
領
貝
爾
、
海
曼
、
愛
達
爾
曼
三
人
，

路
上
他
們
與
我
保
持
一
定
距
離
，
在
到
達
八
路
軍
辦
事
處
門
前
，
我
按
照
預

定
暗
號
，
把
手
中
報
紙
摔
在
辦
事
處
門
前
，
他
們
就
進
了
八
路
軍
辦
事
處
。

毛
澤
東
和
周
恩
來
分
別
會
見
並
宴
請
了
他
們
，
他
們
同
毛
澤
東
談
了
兩

個
多
小
時
⋯
⋯
他
們
離
開
後
，
毛
澤
東
說
，
他
非
常
高
興
，
他
已
很
久
沒
有

直
接
同
來
自
美
國
的
朋
友
這
樣
暢
談
了
。

解
放
後
，
李
儲
文
做
甚
麼
？

從
《

人
民

日
報

》
，

可
以

追
尋

到
李

儲
文

過
去

三
十

多
年

的
蹤

影
。

1951年
4月
16日

－
21日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政

務
院

文
化

教
育

委
員

會
宗

教

事
務

處
召

集
的

處
理

接
受

美
國

津
貼

的
基

督
教

團
體

會
議

，
在

北
京

開
幕

。
出

席

會
議

的
有

基
督

教
各

全
國

性
團

體
、

地
方

性
團

體
和

個
人

代
表

共
151人

。
李

儲

文
以

個
人

代
表

的
身

份
參

加
。

到
會

的
基

督
教

各
教

會
各

團
體

代
表

一
致

同
意

，
組

織
「

中
國

基
督

教
抗

美

援
朝

三
自

革
新

運
動

委
員

會
」
6
2
0，

李
儲

文
是

籌
備

委
員

會
25名

成
員

之
一

。
1951年

4月
25日

：
中

國
基

督
教

各
教

會
各

團
體

代
表

聯
合

宣
言

，
號

召
全

國
的

同
道

：

1、
通

過
並

將
由

政
務

院
批

准
的

《
對

於
接

受
美

國
津

貼
的

基
督

教
團

體
的

處
理

辦
法

》
，

要
最

後
地

徹
底

地
永

遠
地

全
部

地
割

斷
與

美
國

教
會

及
其

他
教

會

的
一

切
關

係
，

實
現

中
國

基
督

教
的

自
治

、
自

養
、

自
傳

。

2、
熱

烈
參

加
抗

美
援

朝
運

動
⋯

⋯
每

個
教

堂
、

每
個

基
督

教
團

體
和

每
個

基
督

教
刊

物
都

要
進

行
抗

美
援

朝
的

宣
傳

，
使

這
種

宣
傳

普
及

到
每

個
信

徒
。

3、
擁

護
政

府
的

土
地

改
革

及
鎮

壓
反

革
命

政
策

，
遵

守
政

府
的

一
切

法

令
，

積
極

響
應

政
府

的
號

召
，

為
國

家
建

設
而

努
力

。

4、
加

強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

廣
泛

地
展

開
學

習
運

動
，

以
提

高
信

徒
的

政
治

6
2
0
 
基

督
教

三
自

運
動

：
1
9
5
0
年

5
月

，
基

督
教

愛
國

人
士

吳
耀

宗
等

一
行

到
北

京
，

周
恩

來
同

他
們

進
行

了
四

次
談

話
。

其
談

話
的

主
要

內
容

是
：

宗
教

團
體

本
身

要
獨

立
自

主
，

自
力

更
生

，
要

建
立

自
治

、
自

養
、

自
傳

的
教

會
。

宗
教

團
體

要
擺

脫
帝

國
主

義
控

制
，

肅
清

帝
國

主
義

影
響

。

認
識

。李
儲

文
以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全
國

協
會

宗
教

教
育

部
幹

事
的

名
義

，
簽

署

宣
言

。1954年
7月
22日

到
8月
6日
：

中
國

基
督

教
全

國
會

議
在

北
京

公
理

會
教

堂

舉
行

。
中

國
基

督
教

六
個

教
會

和
團

體
的

代
表

232人
聚

首
一

堂
，

總
結

了
四

年

來
中

國
基

督
教

自
治

、
自

養
、

自
傳

的
反

帝
愛

國
運

動
的

成
就

。

李
儲

文
是

主
席

團
成

員
。

會
議

成
立

中
國

基
督

教
三

自
愛

國
運

動
委

員
會

，

李
擔

任
常

務
委

員
。

1960年
11月

12日
到
1961年

1月
14日

：
中

國
基

督
教

第
二

屆
全

國
會

議
，

在
上

海
舉

行
。

會
議

認
為

，
中

國
基

督
教

界
的

反
帝

愛
國

運
動

，
十

年
多

來
取

得
了

很
大

成

就
，

使
中

國
基

督
教

基
本

上
實

現
了

變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略

工
具

為
中

國
教

徒
自

辦

的
宗

教
事

業
的

任
務

。

會
議

選
舉

了
中

國
基

督
教

三
自

愛
國

運
動

委
員

會
第

二
屆

委
員

會
，

李
儲

文

等
49人

為
常

務
委

員
。

1964年
5月
4日
：

出
席

世
界

和
平

理
事

會
主

席
團

布
達

佩
斯

會
議

的
中

國

代
表

李
儲

文
和

鄭
森

禹
發

表
了

一
項

聲
明

，
反

對
蘇

聯
代

表
在

和
平

理
事

會
揮

舞

指
揮

棒
，

譴
責

理
事

會
在

蘇
代

表
控

制
下

玩
弄

假
支

持
民

族
獨

立
的

花
樣

。

1966年
2月
28日

：
首

都
宗

教
界

人
士

集
會

，
紀

念
3月

1日
「

比
基

尼
日

」

十
二

週
年

，
嚴

厲
譴

責
美

帝
國

主
義

在
比

基
尼

島
上

空
爆

炸
氫

彈
的

滔
天

罪
行

。

中
國

基
督

教
三

自
愛

國
運

動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李

儲
文

說
，

美
帝

國
主

義
在

日
本

投

擲
氫

彈
所

造
成

的
災

害
，

是
日

本
人

民
和

全
世

界
人

民
決

不
能

饒
恕

的
。

1966年
6月
22日

：
由

李
儲

文
、

鄭
森

禹
率

領
的

出
席

世
界

和
平

理
事

會
日

內
瓦

會
議

的
中

國
代

表
團

，
回

到
北

京
。

捱
過

了
「

文
革

」
的

艱
難

歲
月

，
七

年
之

後
，

《
人

民
日

報
》

才
再

刊
登

李

儲
文

一
些

迎
迎

送
送

的
消

息
。

1973年
8月
25日

：
荷

蘭
議

會
代

表
團

，
結

束
在

我
國

的
友

好
訪

問
，

離
開

上
海

回
國

。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李

儲
文

等
前

往
機

場
歡

送
。

1977年
6月

29日
：

索

馬
里

政
府

代
表

團
今

天
中

午
離

開
上

海
。

到
機

場
歡

送
的

有
，

有
關

方
面

負
責

人

李
儲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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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產

黨
人

是
無

神
論

者
。

但
李

儲
文

從
1942年

擔
任

雲
南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學

生
幹

事
，

到
解

放
後

擔
任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全
國

協
會

宗
教

教
育

部
幹

事
、

基
督

教

三
自

會
秘

書
長

，
超

過
二

十
年

。
以

此
推

斷
，

他
長

期
隱

藏
了

自
己

的
共

產
黨

員

身
份

。
他

的
「

無
間

道
」

角
色

何
時

終
止

，
李

本
人

沒
有

披
露

，
仍

是
一

個
謎

，

也
許

在
他

身
邊

的
基

督
教

徒
早

已
察

覺
，

也
許

是
在

「
文

革
」

被
紅

衛
兵

批
鬥

的

一
刻

。「
文

革
」

期
間

，
李

儲
文

與
見

過
毛

澤
東

的
美

國
士

兵
們

，
還

有
一

段
耐

人

尋
味

的
接

觸
：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
他
們
一
行
來
訪
，
到
處
找
不
到
聯
大
的
同
學
，
因
為

這
些
同
學
不
少
人
都
被
隔
離
或
被
打
倒
。
由
於
國
務
院
旅
遊
局
的
堅
持
，
上

海
造
反
派
勉
強
同
意
在
他
們
監
視
下
，
由
我
出
面
宴
請
了
他
們
，
但
他
們
看

到
我
態
度
拘
謹
，
言
語
木
訥
，
知
道
情
況
不
妙
，
甚
為
遺
憾
。

李
沒

有
說

他
當

時
是

不
是

以
教

會
職

員
的

身
份

會
見

美
國

士
兵

。
「

文
革

」

後
，

李
與

貝
爾

等
人

，
曾

在
大

陸
和

美
國

再
度

喜
相

逢
。

由
姬

鵬
飛

任
編

委
會

主
任

的
《

港
澳

大
百

科
全

書
》

（
花

城
出

版
社

，
1993

年
11月

）
介

紹
李

儲
文

時
，

隱
瞞

了
他

的
地

下
工

作
身

份
，

在
教

會
團

體
工

作
的

時
間

也
大

大
縮

短
：

李
儲
文
，
浙
江
寧
波
人
。
1
9
1
8
年
生
，
早
年
在
上
海
滬
江
大
學
讀

書
，
畢
業
後
曾
在
教
會
團
體
工
作
過
數
年
。
後
去
國
外
，
曾
在
美
國
耶
魯
大

學
進
修
。
1949年

回
國
，
長
期
在
「
保
衛
世
界
和
平
大
會
」
工
作
。
「
文

革
」
結
束
後
，
出
任
上
海
市
外
事
辦
公
室
主
任
。
1983年

6月
30日

到
香

港
，
任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
主
管
外
事
部
和
協
調
部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高
層

有
沒

有
像

李
儲

文
這

樣
的

臥
底

？
筆

者
的

看
法

是
：

沒

有
才

怪
。

這
裏

不
是

指
曾

德
成

這
些

身
份

早
已

公
開

的
左

派
，

而
是

指
面

目
模

糊
、

沒
有

明
顯

政
黨

色
彩

，
甚

或
有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士
。

李
儲

文
、

曾
昭

科
，

就

是
前

科
。

前
行

政
、

立
法

兩
局

議
員

李
鵬

飛
曾

說
過

，
梁

振
英

是
共

產
黨

。
但

他
拿

不

出
甚

麼
確

鑿
的

證
據

。
套

用
一

句
俗

話
：

「
查

無
實

據
，

事
出

有
因

。
」

五
、
駐
軍
香
港
的
決
策
與
部
署

昔
日

殖
民

地
時

代
，

香
港

的
街

道
上

還
會

碰
到

一
些

英
軍

。
回

歸
十

幾
年

來
，

有
多

少
人

看
見

過
解

放
軍

？

如
果

不
是

每
年

的
軍

營
開

放
日

，
從

電
視

新
聞

上
看

到
閱

兵
演

習
、

文
工

團

歌
舞

表
演

，
又

或
者

14處
軍

營
周

邊
的

居
民

，
香

港
人

接
觸

解
放

軍
的

機
率

，
可

能
低

於
在

灣
仔

酒
吧

流
連

的
訪

港
美

軍
。

平
心

而
論

，
解

放
軍

能
夠

做
到

秋
毫

無
犯

，
波

瀾
不

驚
，

這
是

中
央

政
府

恪

守
「

一
國

兩
制

」
，

從
嚴

治
軍

的
結

果
。
6
2
1

駐
港
部
隊
擁
有
多
項
全
國
之
最
、
全
國
第
一

駐
港
部
隊
是
解
放
軍
第
一
支
採
用
陸
、
海
、
空
三
軍
合
成
編
制
的
部
隊
：

以

體
現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對

香
港

領
土

、
領

海
、

領
空

的
主

權
。

三
軍

皆
系

出
名

門
：

步
兵

旅
—

—
前

身
是

「
紅

一
團

」
，

誕
生

於
1927年

毛

澤
東

領
導

的
「

秋
收

起
義

」
，

有
142名

共
和

國
的

元
帥

和
將

軍
出

自
這

支
部

隊
。

海
軍

艦
艇

大
隊

—
—

曾
榮

獲
「

先
鋒

一
號

艇
」

、
「

海
上

先
鋒

艇
」

、
「

海

6
2
1
 
以

下
綜

述
內

地
一

些
官

方
報

道
對

駐
港

部
隊

的
評

價
。

黃
宏

貴
、

李
興

富
、

朱
少

勇
、

陳
棟

梁
：

〈
「

政
治

過
硬

」
成

為
駐

港
部

隊
鮮

亮
名

片
—

—
駐

香
港

部
隊

進
駐

十
週

年
系

列
報

道
之

一
〉

，
《

戰
士

報
》

，
2
0
0
7
年

6
月

1
1
日

；
劉

芳
：

〈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履
行

香
港

防
務

〉
，

《
解

放
軍

報
》

2
0
0
8
年

1
0
月

8
日

；
于

東
：

〈
人

民
解

放
軍

進
駐

香
港

〉
，

《
黃

埔
》

2
0
0
7
年

第
4
期

；
節

延
華

、
陳

道
闊

：
〈

文
明

之
師

—
—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駐

港
十

年
紀

〉
，

《
報

告
文

學
》

2
0
0
7
年

第
7
期

；
吳

志
菲

：
〈

解
放

軍
駐

港
部

隊
組

建
的

前
前

後
後

〉
，

《
黨

史
縱

橫
》

2
0
0
7
年

第
8
期

；
劉

笑
偉

：
〈

駐
香

港
部

隊
文

化
生

活
紀

事
〉

，
《

軍
營

文
化

天
地

》
2
0
0
7
年

第
7
期

；
張

鋒
、

陶
旭

：
〈

高
揚

新
風

建
勁

旅
—

—
駐

港
部

隊
步

兵
旅

適
應

特
殊

環
境

加
強

作
風

建
設

紀
實

〉
，

《
戰

士
報

》
2
0
0
5
年

3
月

4
日

；
劉

笑
偉

：
〈

強
化

自
律

意
識

  確
保

政
治

過
硬

—
—

駐
香

港
部

隊
黨

委
教

育
引

導
幹

部
在

特
殊

環
境

中
更

加
堅

定
政

治
信

念
〉

，
《

戰
士

報
》

2
0
0
4
年

5
月

2
5
日

；
 

劉
笑

偉
：

〈
「

動
」

中
建

設
過

硬
部

隊
—

—
駐

香
港

部
隊

黨
委

積
極

探
索

抓
基

層
之

路
，

科
學

指
導

基
層

能
力

不
斷

提
高

〉
，

《
戰

士
報

》
2
0
0
2
年

2
月

2
3
日

；
陳

雲
龍

：
〈

努
力

發
揮

戰
時

政
治

工
作

作
戰

功
能

〉
，

《
戰

士
報

》
2
0
0
5
年

7
月

8
日

；
馬

義
諾

、
昝

昆
岑

、
特

約
記

者
張

鋒
：

〈
緊

貼
防

務
特

點
  務

求
工

作
實

效
—

—
駐

香
港

部
隊

步
兵

旅
紮

實
做

好
老

兵
思

想
工

作
〉

，
《

戰
士

報
》

2
0
0
5
年

1
1
月

1
7
日

；
駐

香
港

部
隊

政
治

部
：

〈
維

穩
制

亂
中

政
治

工
作

應
把

握
的

幾
個

問
題

〉
，

《
戰

士
報

》
2
0
0
8
年

1
0
月

1
日

。
 

上
述

報
章

是
透

過
港

大
圖

書
館

網
站

，
進

入
「

中
國

重
要

報
紙

全
文

數
據

庫
」

看
到

的
P
D
F
文

字
檔

，
並

非
報

紙
原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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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英

雄
艇

」
等

榮
譽

稱
號

。

航
空

兵
團

—
—

參
加

過
保

衛
領

空
的

重
大

軍
事

行
動

，
多

次
完

成
了

導
彈

、

衛
星

等
軍

事
科

研
保

障
的

飛
行

任
務

。

挑
選
最
嚴
格
，
人
材
最
優
秀
：

軍
官

必
須

具
備

五
項

條
件

：
政

治
上

過
硬

；

思
想

道
德

純
潔

；
大

專
以

上
學

歷
；

身
體

健
康

，
五

官
端

正
；

歷
史

清
白

。
士

兵
至

少
是

共
青

團
員

，
高

中
程

度
以

上
。

身
體

、
五

官
、

身
高

比
軍

官
要

求
還

要
高

。
軍

官
當

中
，

研
究

生
、

博
士

生
佔

8.3%
。

2006年
底

，
廣

州
軍

區
抽

考

了
駐

港
部

隊
陸

、
海

、
空

三
軍

十
多

個
兵

種
的

近
200個

課
目

，
優

秀
率

達
到

90%
。最
重
視
法
律
：

設
有

解
放

軍
同

級
單

位
中

唯
一

的
法

律
處

。
法

律
處

九
名

軍

官
，

全
是

法
學

科
班

出
身

，
當

中
還

有
法

學
博

士
。

從
部

隊
進

港
之

前
、

組
建

之

初
開

始
，

所
有

官
兵

每
月

都
要

上
一

次
法

律
課

，
學

習
《

基
本

法
》

、
《

特
區

駐

軍
法

》
、

《
香

港
法

律
知

識
》

、
《

香
港

現
行

法
律

選
編

》
等

十
多

種
讀

本
。

人

人
熟

讀
，

不
少

人
能

背
誦

整
本

《
基

本
法

》
和

《
駐

軍
法

》
。

還
經

常
請

專
家

講

授
法

律
知

識
，

組
織

法
律

知
識

競
賽

。
官

兵
們

積
極

參
加

法
律

本
科

、
專

科
函

授

學
習

和
國

家
司

法
、

軍
隊

法
律

諮
詢

員
考

試
。

第
一

批
便

有
一

千
多

人
獲

得
了

「
全

軍
法

律
諮

詢
員

」
證

書
。

某
次

營
區

開
放

日
，

記
者

即
興

問
戰

士
康

永
平

：

「
在

香
港

乘
坐

公
共

汽
車

，
有

哪
些

規
定

？
」

康
永

平
一

口
氣

答
出

了
相

關
的

十
七

條
法

律
條

文
。

最
守
法
：

每
次

實
彈

射
擊

，
都

按
照

法
律

程
序

提
前

在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
憲

報
》

上
刊

登
公

告
（

這
是

英
軍

的
老

規
矩

）
。

直
升

機
升

空
，

艦
艇

出
海

，

按
法

定
程

序
提

前
向

特
區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通
報

。
軍

車
過

橋
、

穿
越

隧
道

等
，

一

律
自

覺
遵

章
繳

費
。

最
體
諒
駐
地
老
百
姓
：

14個
營

區
一

律
停

放
軍

號
，

起
床

、
集

合
、

作
息

，

全
部

改
用

哨
音

和
鬧

鍾
。

早
期

有
市

民
投

訴
，

空
軍

進
行

直
升

機
訓

練
時

噪
音

大
。

駐
港

部
隊

於
是

安
排

到
遠

離
市

區
的

空
域

進
行

，
盡

量
減

少
訓

練
次

數
，

飛

行
高

度
則

提
升

多
150米

。
為

了
尊

重
香

港
人

晚
睡

晚
起

的
習

慣
，

把
原

來
訓

練

時
間

從
8時

改
為

9時
，

在
晚

上
10時

前
結

束
。

部
隊

每
次

大
規

模
輪

換
均

在
夜

間

進
行

，
避

免
擾

民
。

駐
港

部
隊

政
治

部
特

別
強

調
，

要
尊

重
香

港
民

俗
民

風
，

引
導

官
兵

慎
重

處

理
敏

感
問

題
。

中
央

政
府

還
決

定
，

為
了

避
免

和
香

港
居

民
爭

「
菜

籃
子

」
，

駐
港

部
隊

的

生
活

物
資

都
是

在
深

圳
採

購
後

，
運

至
香

港
每

座
軍

營
。

按
理

說
，

幾
千

人
的

伙
食

不
可

能
對

香
港

構
成

甚
麼

影
響

。
當

中
也

許
涉

及

食
物

安
全

、
金

錢
交

易
、

節
省

開
支

等
因

素
。

不
同

香
港

爭
，

豈
不

是
要

同
深

圳

居
民

爭
？

管
理
最
嚴
格
：

駐
港

部
隊

實
施

封
閉

式
管

理
，

所
有

人
員

非
經

批
准

不
能

外

出
。

平
時

基
本

上
不

讓
上

街
，

士
兵

只
有

在
退

伍
時

才
能

組
織

一
次

外
出

，
而

且

只
有

半
天

時
間

。
所

有
人

員
車

輛
外

出
和

外
來

人
員

車
輛

進
入

營
區

，
必

須
經

駐

軍
首

長
審

批
。

進
出

香
港

，
必

須
經

過
類

似
於

機
場

的
安

全
檢

查
。

駐
軍

由
指

定

部
門

和
人

員
負

責
與

外
界

的
聯

繫
和

接
洽

，
官

兵
不

允
許

私
自

對
外

交
往

。

軍
紀
最
多
：

上
百

款
規

條
，

大
到

部
隊

機
動

、
戰

機
起

飛
、

軍
艦

出
港

、
實

彈
射

擊
，

小
到

日
常

操
課

、
隊

列
操

練
、

唱
軍

歌
、

喊
口

令
等

等
。

印
製

「
政

治
紀

律
十

不
准

」
、

「
日

常
行

為
十

不
得

」
、

「
特

殊
情

況
處

置

20個
怎

麼
辦

」
等

卡
片

，
讓

官
兵

隨
身

攜
帶

、
入

腦
入

心
。

其
中

一
則

叫
：

「
五

個
想

一
想

」
：

執
勤

在
外

想
一

想
，

莫
損

舉
止

和
形

象
；

對
外

交
往

想
一

想
，

莫

忘
部

隊
有

規
章

；
給

你
好

處
想

一
想

，
千

萬
莫

上
他

人
當

；
發

生
糾

紛
想

一
想

，

擁
政

愛
民

記
心

上
；

出
現

問
題

想
一

想
，

及
時

匯
報

依
靠

黨
。

還
有

〈
關

於
嚴

格

落
實

收
看

、
收

聽
新

聞
和

閱
報

讀
報

制
度

的
通

知
〉

，
等

等
。

最
注
重
儀
容
：

每
個

連
隊

都
配

有
電

熨
斗

，
士

兵
穿

着
的

軍
裝

都
熨

得
筆

挺
。

九
龍

塘
軍

營
地

處
鬧

市
，

沒
有

圍
牆

，
只

隔
有

一
道

鐵
絲

網
，

士
兵

連
去

浴

室
洗

澡
的

路
上

，
也

要
保

持
衣

冠
整

齊
，

以
免

被
人

拍
攝

到
不

雅
的

軍
人

形
象

。

最
重
視
英
語
：

官
兵

們
除

了
參

加
正

常
的

「
英

語
課

」
、

「
英

語
講

座
」

外
，

在
機

關
和

基
層

業
餘

時
間

補
習

英
語

蔚
然

成
風

。
「

英
語

角
」

E
nglish 

C
orner遍

佈
各

個
營

區
。

身
處
環
境
最
複
雜
：

在
駐

港
部

隊
眼

裏
，

香
港

是
一

個
資

本
主

義
政

治
生

態

的
「

萬
花

筒
」

。
100多

個
政

治
派

別
、

700多
家

媒
體

，
90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成

千
上

萬
名

情
報

人
員

在
頻

繁
活

動
。

進
駐

十
年

間
，

部
隊

收
到

各
類

反
動

傳

單
、

策
反

信
件

和
電

話
360多

人
次

，
因

工
作

關
係

與
境

外
和

外
軍

來
訪

人
員

打

交
道

5,000多
人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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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軍

黨
委

始
終

把
反

滲
透

、
反

心
戰

、
反

策
反

、
反

竊
密

，
防

敵
襲

擾
破

壞
，

作
為

一
項

嚴
肅

的
政

治
任

務
緊

抓
不

放
，

堅
持

沒
事

當
作

有
事

抓
、

小
事

當

作
大

事
看

，
不

斷
強

化
「

敵
情

就
在

身
邊

，
洩

密
就

在
瞬

間
，

犯
罪

就
在

眼
前

」

的
意

識
。

圍
繞

「
怎

麼
看

待
香

港
的

繁
榮

」
、

「
怎

麼
看

待
資

本
主

義
的

民
主

自
由

」

等
問

題
，

專
門

編
寫

了
近

200萬
字

的
教

育
提

綱
，

舉
辦

了
師

團
職

幹
部

讀
書

班
，

65名
團

以
上

領
導

幹
部

給
部

隊
作

學
習

輔
導

120多
場

。

油
麻

地
槍

會
山

軍
營

周
圍

有
四

、
五

間
教

堂
—

—
玫

瑰
堂

、
聖

安
德

烈
教

堂
等

，

還
有

一
所

教
會

學
校

，
「

來
信

耶
穌

」
、

「
耶

穌
必

會
來

」
等

標
語

處
處

可
見

，
還

不
時

傳
來

誦
唸

聖
經

的
聲

音
。

駐
軍

照
樣

是
「

你
唸

你
的

經
，

我
練

我
的

兵
」

。

與
此

同
時

，
香

港
的

特
殊

地
理

位
置

，
又

是
自

由
港

，
每

年
均

有
多

批
外

國

軍
艦

，
包

括
美

國
第

七
艦

隊
訪

港
。

駐
港

部
隊

要
經

常
為

外
軍

提
供

方
便

，
保

持

友
好

往
來

與
交

流
。

市
民
觀
感
改
變
最
大
：

十
多

年
前

，
傳

媒
做

過
的

「
民

調
」

結
果

顯
示

表

明
，

毫
無

保
留

地
認

可
解

放
軍

進
駐

香
港

的
港

人
僅

僅
三

成
，

最
低

時
連

兩
成

都

不
到

。
近

年
已

上
升

並
保

持
到

93.7%
。

2006年
10月

，
香

港
大

學
組

織
民

意
調

查
顯

示
，

市
民

對
駐

軍
的

評
價

位
列

中
央

駐
港

機
構

之
首

。

2003年
香

港
局

勢
發

生
變

化
，

根
據

中
央

和
軍

委
的

統
一

部
署

，
駐

港
部

隊

把
工

作
重

點
由

「
取

信
於

民
」

轉
到

「
爭

取
民

心
」

上
來

，
積

極
參

加
植

樹
和

捐

血
等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
進

行
了

「
八

一
」

閱
兵

、
軍

營
開

放
、

演
練

和
文

體
交

流

等
活

動
，

來
配

合
黨

和
國

家
對

港
工

作
的

戰
略

行
為

。
2004年

「
七

一
」

軍
營

開

放
，

參
觀

人
數

就
比

往
年

增
加

了
近

四
倍

。

其
他
零
零
碎
碎
的
第
一
：

組
成

了
解

放
軍

第
一

支
欖

球
隊

，
伙

食
實

行
自

助

餐
制

，
在

主
要

營
區

開
辦

購
物

小
商

場
，

等
等

。

十
多

年
來

，
解

放
軍

駐
港

只
具

有
象

徵
意

義
，

港
人

也
無

須
付

出
一

分
錢

軍

費
，

說
明

鄧
小

平
和

中
央

政
府

充
份

了
解

香
港

人
對

駐
軍

的
憂

慮
。

鄧
小
平
堅
持
在
港
駐
軍

1984年
5月

25日
，

鄧
小

平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東

大
廳

會
見

人
大

港
澳

代
表

及

政
協

港
澳

委
員

前
，

公
開

「
闢

謠
」

：

趁
這
個
機
會
和
你
們
記
者
講
幾
句
話
（
有
人
鼓
掌
）
。
第
一
，
我
們
中

央
和
政
府
對
香
港
問
題
的
發
言
，
我
說
，
是
正
式
的
，
趙
總
理
說
，
是
正
式

的
。
另
外
真
正
具
體
問
題
的
發
言
機
構
，
一
個
是
港
澳
辦
公
室
，
是
姬
鵬

飛
當
主
任
的
；
一
個
是
我
們
的
外
交
部
，
有
部
長
，
和
專
門
主
管
這
問
題
的

發
言
人
。
除
此
外
，
所
有
其
他
發
言
人
都
無
效
（
有
笑
聲
）
，
都
不
是
正
式

的
。
第
二
，
我
要
闢
個
謠
，
黃
華
和
耿
飆
兩
位
胡
說
八
道
，
講
的
香
港
駐
軍

問
題
不
是
中
央
的
意
見
。
你
們
去
登
一
條
消
息
（
眾
人
大
笑
）
，
沒
有
那
回

事
，
香
港
要
駐
軍
的
，
既
然
是
中
國
領
土
，
為
甚
麼
不
能
駐
軍
呢
？
英
國
外

相
賀
維
和
我
會
談
的
時
候
，
他
都
承
認
，
他
當
然
希
望
中
國
不
駐
軍
，
用
另

一
種
形
式
，
但
是
他
承
認
中
國
政
府
既
然
收
回
主
權
就
有
權
在
香
港
駐
軍
。

這
個
明
確
得
很
，
難
道
連
這
點
權
利
都
沒
有
？
那
還
叫
中
國
領
土
嗎
？
（
有

人
鼓
掌
）
。

港
澳

辦
前

副
主

任
李

後
說

：
當

時
，

氣
氛

相
當

緊
張

，
在

場
的

人
都

面
面

相

覷
。

做
過

外
交

部
長

、
副

總
理

、
國

務
委

員
，

內
定

為
當

屆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的

黃

華
，

其
實

沒
有

談
過

駐
軍

問
題

。
他

在
5月

11日
對

亞
洲

電
視

記
者

說
：

1997年

後
，

香
港

可
選

派
一

位
代

表
，

加
入

中
共

駐
聯

合
國

代
表

團
，

專
責

香
港

事
務

，

及
為

香
港

爭
取

國
際

及
商

業
權

益
。
6
2
2

黃
華

形
容

，
這

是
一

件
把

他
牽

涉
在

內
的

嚴
重

的
政

治
事

件
，

轟
動

一
時

：

那
天
小
平
同
志
正
在
會
見
香
港
各
界
代
表
人
士
，
許
家
屯
向
鄧
小
平

報
告
說
，
某
某
副
委
員
長
曾
答
覆
香
港
記
者
說
「
可
以
考
慮
不
派
軍
隊
進

駐
」
。
鄧
小
平
一
聽
就
火
了
，
把
正
在
散
去
的
香
港
人
士
和
香
港
記
者
請
回

廳
內
，
大
聲
地
說
：
某
某
說
可
以
考
慮
不
派
駐
軍
隊
，
那
是
胡
說
八
道
！
旁

邊
主
管
香
港
交
涉
事
務
的
副
總
理
插
話
說
，
還
有
黃
華
。
鄧
小
平
說
這
都
是

胡
說
八
道
。
香
港
記
者
抓
住
這
個
場
面
在
報
紙
、
電
視
上
大
肆
炒
作
，
鬧
得

不
亦
樂
乎
。

6
2
2
 
王

宏
志

：
《

歷
史

的
沉

重
—

—
從

香
港

看
中

國
大

陸
的

香
港

史
論

述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0
年

，
1
8
8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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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華

當
晚

急
忙

打
電

話
給

鄧
小

平
的

秘
書

王
瑞

林
，

請
他

轉
報

鄧
小

平
：

「
以

我
的

黨
票

擔
保

，
我

沒
有

向
香

港
記

者
說

過
不

駐
軍

的
話

，
希

望
小

平
同

志

查
核

。
」

鄧
小

平
後

來
向

香
港

船
王

包
玉

剛
說

，
黃

華
沒

有
講

過
香

港
回

歸
後

不
駐

軍

的
話

，
並

說
自

己
錯

怪
了

黃
華

。
包

玉
剛

向
黃

華
轉

述
了

鄧
小

平
的

講
話

。
6
2
3

黃
華

諱
言

其
名

的
某

某
副

委
員

長
就

是
耿

飆
。

許
家

屯
當

時
是

香
港

新
華

社

社
長

。
插

話
的

副
總

理
應

是
身

兼
港

澳
辦

主
任

的
姬

鵬
飛

。

黃
華

當
時

已
擔

任
國

家
級

領
導

人
，

為
了

一
句

誤
傳

的
話

，
在

鄧
的

面
前

還

是
戰

戰
兢

兢
，

要
以

47年
的

黨
齡

作
擔

保
。

可
見

在
領

導
人

旁
邊

的
耳

語
，

有
多

大
殺

傷
力

。

黃
華

沒
有

提
到

，
那

位
副

總
理

事
後

有
沒

有
向

他
賠

禮
道

歉
。

耿
飆

為
甚

麼
說

「
中

國
在

香
港

不
駐

軍
」

？
並

非
耿

飆
一

個
人

「
胡

說
八

道
」

。

許
家

屯
在

回
憶

錄
說

，
當

時
港

人
害

怕
中

國
收

回
就

實
行

社
會

主
義

，
破

壞

香
港

的
繁

榮
安

定
。

更
害

怕
中

國
用

武
力

收
回

，
立

即
實

行
「

軍
管

」
，

像
大

陸

解
放

初
期

那
樣

。

金
堯

如
也

在
回

憶
錄

提
到

，
大

概
1982年

12月
，

廖
承

志
主

持
的

討
論

收
回

香
港

問
題

的
會

議
上

說
過

：
「

祖
國

不
會

派
一

兵
一

卒
到

香
港

來
。

」

廖
承

志
當

時
是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

港
澳

事
務

最
高

主
管

人
，

後
來

在
會

見

上
京

訪
問

的
港

澳
知

名
人

士
時

，
也

特
別

公
開

這
樣

講
。

1983年
內

香
港

報
刊

曾

多
次

報
道

廖
承

志
關

於
「

不
派

一
兵

一
卒

」
的

講
話

，
鄧

小
平

並
沒

有
出

來
「

闢

謠
」

。
廖

承
志

在
1983年

6月
中

逝
世

。

金
堯

如
認

為
，

耿
飆

講
「

中
國

在
香

港
不

駐
軍

」
是

在
人

大
湖

南
組

會
議

上

的
發

言
，

印
成

大
會

簡
報

送
給

人
大

委
員

長
、

各
副

委
員

長
、

人
大

全
體

委
員

看

的
，

也
要

送
給

總
書

記
胡

耀
邦

、
總

理
趙

紫
陽

和
鄧

小
平

、
陳

雲
等

中
顧

委
領

導

人
看

的
。

為
甚

麼
這

許
多

中
央

層
峰

人
士

中
沒

有
一

人
發

現
耿

飆
違

反
「

中
央

政

策
」

的
發

言
？

金
堯

如
懷

疑
，

究
竟

那
時

有
沒

有
這

個
「

中
央

政
策

」
？
6
2
4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社

長
周

南
後

來
說

，
鄧

小
平

此
舉

，
是

「
文

王
一

怒
而

安

6
2
3
 
黃

華
：

《
親

歷
與

見
聞

—
—

黃
華

回
憶

錄
》

，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
2
0
0
7
年

8
月

，
3
5
2
頁

。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耿
飆

回
憶

錄
1
9
4
9
-1
9
9
2
》

，
對

此
事

隻
字

不
提

。
6
2
4
 
金

堯
如

：
《

金
堯

如
五

十
憶

舊
》

。

天
下

」
。

把
鄧

小
平

比
作

周
文

王
，

真
是

可
圈

可
點

。
司

馬
遷

在
《

史
記

》
說

：
「

文

王
拘

而
演

周
易

」
。

周
文

王
為

商
紂

王
所

忌
，

囚
之

於
羑

里
，

囚
禁

期
間

寫
下

周

易
。

文
王

的
兒

子
就

是
滅

紂
的

周
武

王
。

不
知

周
南

心
中

的
當

代
紂

王
是

誰
？

第
二

天
清

早
，

英
國

大
使

伊
文

思
來

電
話

，
說

奉
政

府
之

命
緊

急
約

見
。

周
南

憶
述

：

伊
文
思
說
，
聽
說
昨
天
鄧
主
任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說
某
某
先
生
胡
說
八

道
，
英
方
很
關
注
。
伊
文
思
不
敢
講
出
具
體
人
的
名
字
。
他
說
：
鄧
主
任
的

講
話
在
香
港
各
界
引
起
極
大
的
震
動
。
港
英
當
局
還
是
很
怕
這
個
問
題
，
希

望
你
們
中
國
政
府
慎
重
考
慮
，
是
不
是
不
一
定
要
在
香
港
駐
軍
。
我
說
：
你

不
要
再
講
了
，
我
們
講
了
多
次
，
這
是
恢
復
行
使
主
權
。
國
防
要
中
央
管
，

就
必
須
在
香
港
駐
軍
。
鄧
主
任
已
經
發
了
脾
氣
，
你
還
講
甚
麼
！
他
說
：
我

是
奉
政
府
之
命
來
表
示
這
個
態
度
。
我
說
：
你
回
去
就
說
中
國
這
個
立
場
是

堅
定
不
移
的
，
沒
有
談
判
的
餘
地
！
6
2
5

當
時

在
場

的
港

區
人

大
吳

康
民

說
：

耿
飆

、
黃

華
兩

人
在

事
後

都
作

了
書

面

檢
討

。吳
康

民
說

：
《

鄧
小

平
年

譜
》

對
此

事
也

有
記

載
，

但
已

加
以

淡
化

，
也

沒

有
點

明
說

過
「

胡
說

八
道

」
這

一
句

極
重

的
話

。
編

輯
者

中
央

文
獻

研
究

室
，

也

許
覺

得
這

一
幕

有
點

過
火

？
本

着
為

尊
者

諱
的

原
則

，
記

敍
便

平
淡

得
多

。
6
2
6

殺
雞
用
牛
刀

中
央

軍
委

副
主

席
劉

華
清

透
露

，
中

央
對

駐
軍

問
題

非
常

重
視

。
他

用
了

「
殺

雞
用

牛
刀

」
做

比
喻

。

1989年
1月

，
楊

尚
昆

副
主

席
指

示
他

召
集

專
門

會
議

。
總

政
治

部
主

任
楊

白
冰

，
總

後
勤

部
部

長
趙

南
起

，
副

總
參

謀
長

徐
惠

滋
，

軍
委

辦
公

廳
副

主
任

李

6
2
5
 
周

南
口

述
：

《
遙

想
當

年
羽

扇
綸

巾
》

，
宗

道
一

等
編

著
，

齊
魯

書
社

，
2
0
0
7
年

6
月

。
6
2
6
 
吳

康
民

：
〈

「
胡

說
八

道
」

一
幕

的
淡

化
〉

，
《

吳
康

民
論

時
政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5
年

9
月

，
1
4
2

頁
；

〈
「

胡
說

八
道

」
的

一
幕

〉
，

《
誰

是
2
0
1
2
年

行
政

長
官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8
年

7
月

，
2
9
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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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均

和
總

參
作

戰
部

的
成

員
參

加
了

會
議

。

劉
華

清
總

結
說

：
「

一
，

主
權

問
題

不
能

讓
步

，
鄧

（
小

平
）

主
席

講
了

幾

次
，

非
常

明
確

，
非

常
強

硬
，

不
能

軟
；

二
，

堅
持

高
方

案
，

堅
持

全
部

接
收

；

三
，

相
信

人
民

解
放

軍
比

英
軍

更
好

。
這

點
信

心
是

有
的

。
」

以
後

又
召

集
了

幾

次
會

議
研

究
駐

軍
問

題
。

當
時

，
由

總
參

謀
部

領
導

和
總

參
作

戰
部

負
責

香
港

駐

軍
準

備
工

作
，

他
們

制
定

了
一

個
大

體
計

劃
：

1992年
訂

出
方

案
，

1993年
開

訓
，

1994年
至

1996年
組

建
訓

練
完

畢
；

1997年
進

駐
香

港
。

1990年
6月

，
楊

尚
昆

交
代

：
「

要
考

慮
香

港
駐

多
少

部
隊

，
我

想
陸

、

海
、

空
三

軍
都

有
一

個
小

分
隊

，
有

一
個

特
種

指
揮

部
，

一
個

將
官

帶
隊

。
要

準

備
好

，
連

服
裝

都
要

比
現

役
部

隊
好

點
兒

，
有

精
神

。
」

駐
港

部
隊

組
建

之
後

，
劉

華
清

連
續

三
年

去
視

察
。

他
還

特
別

強
調

：
「

像

駐
港

部
隊

這
樣

執
行

特
殊

使
命

的
部

隊
，

徵
兵

時
應

執
行

特
殊

政
策

。
否

則
，

徵

兵
一

關
把

不
住

，
後

患
無

窮
。

」

江
澤

民
後

來
批

示
：

「
華

清
同

志
講

得
很

好
，

同
意

轉
發

。
所

提
駐

港
新

兵

素
質

問
題

，
我

看
是

一
個

要
十

分
重

視
的

問
題

，
要

採
取

一
點

特
別

的
措

施
，

否

則
後

患
無

窮
。

對
香

港
恢

復
行

使
主

權
只

有
兩

年
多

了
，

迫
在

眉
睫

，
可

否
請

于

永
波

同
志

具
體

貫
徹

落
實

。
」

于
永

波
，

時
任

解
放

軍
總

政
治

部
主

任
。

從
1995年

始
，

駐
港

部
隊

實
行

封
閉

式
管

理
。

這
是

特
殊

情
況

下
的

特
殊

辦
法

。
在

這
之

前
，

駐
港

部
隊

暴
露

出
一

些
問

題
，

突
出

的
是

有
的

單
位

管
不

住

人
，

不
請

假
外

出
，

亂
交

往
等

現
象

屢
禁

不
止

，
有

的
連

長
組

織
操

課
，

嘴
裏

喊

口
令

，
身

上
B
P機

響
了

。
通

過
採

取
封

閉
式

管
理

，
提

高
標

準
，

嚴
格

要
求

，

出
事

減
少

，
進

步
很

大
。
6
2
7

駐
港

部
隊

從
嚴

治
軍

，
相

信
居

全
國

之
首

。
惟

願
這

支
威

武
文

明
之

師
常

備

不
懈

，
永

遠
備

而
不

用
—

—
不

用
根

據
《

香
港

特
區

駐
軍

法
》

，
協

助
特

區
政

府

平
定

「
危

及
國

家
統

一
或

安
全

的
動

亂
」

，
則

港
人

幸
甚

！
國

家
幸

甚
！

有
機

會
駐

港
的

高
級

將
官

多
是

軍
中

的
明

日
之

星
，

回
內

地
後

盡
皆

步
步

高

陞
，

不
知

道
有

沒
有

藉
此

機
會

，
對

在
此

地
沉

澱
了

百
多

年
的

西
方

文
明

、
自

由
、

法
治

、
人

權
等

普
世

價
值

，
來

一
番

去
其

糟
粕

，
取

其
精

華
，

又
或

者
對

香

6
2
7
 
劉

華
清

：
〈

人
民

解
放

軍
進

駐
香

港
的

決
策

內
幕

〉
，

《
中

國
作

家
．

紀
實

》
2
0
0
6
年

第
1
9
期

。
作

者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
中

央
軍

委
副

主
席

。

港
的

優
點

，
例

如
反

貪
倡

廉
，

多
作

了
解

，
以

供
內

地
治

軍
之

參
考

？

斗
膽
建
議

為
了

促
進

軍
民

關
係

，
令

港
人

對
解

放
軍

的
好

感
再

邁
進

一
步

，
野

人
獻

曝
，

斗
膽

提
一

建
議

：

根
據

中
英

兩
國

1994年
就

香
港

39處
軍

事
用

地
及

有
關

設
施

的
移

交
達

成
的

協
議

，
25處

交
予

特
區

政
府

改
為

民
用

（
總

面
積

達
140公

頃
，

可
興

建
大

約
1.5

萬
個

住
宅

單
位

）
。

14處
移

交
解

放
軍

駐
港

部
隊

使
用

。
數

千
人

的
部

隊
，

分
佈

14處
，

「
營

區
分

散
、

管
理

難
度

大
」

（
《

戰
士

報
》

語
）

。
何

不
考

慮
讓

出
或

交
換

部
份

市
區

的
兵

營
給

土
地

資
源

奇
缺

的
特

區
政

府
，

供
拍

賣
作

住
宅

用
途

，

既
增

加
庫

房
收

入
，

又
可

緩
解

市
區

住
屋

的
問

題
。

特
區

政
府

也
可

用
比

鄰
新

界

軍
營

的
土

地
，

與
駐

港
部

隊
交

換
，

以
減

少
營

區
數

目
，

也
便

於
管

理
。

須
知

昔

日
英

軍
佔

住
多

處
營

區
，

是
因

為
攜

同
軍

眷
。

如
今

駐
港

解
放

軍
的

家
眷

並
未

隨

行
，

很
多

營
區

都
閒

置
丟

空
，

何
其

浪
費

。
6
2
8

此
項

建
議

並
非

原
創

，
源

自
深

圳
經

驗
：

「
（

解
放

軍
）

六
支

隊
從

支
援

地

方
建

設
需

要
出

發
，

在
不

影
響

執
勤

的
情

況
下

，
先

後
遷

建
七

個
單

位
，

讓
出

了

濱
海

大
道

以
及

梧
桐

山
的

巡
邏

路
，

極
大

地
緩

解
了

市
區

居
民

前
往

深
圳

東
西

兩

翼
的

交
通

⋯
⋯

現
在

的
深

圳
華

僑
城

在
上

世
紀

80年
代

初
還

是
水

稻
田

和
淺

海
灘

塗
，

部
隊

官
兵

農
忙

時
下

田
插

秧
割

稻
，

農
閒

之
時

習
武

練
兵

。
如

今
的

世
界

之

窗
和

錦
繡

中
華

景
區

部
份

就
是

在
這

片
灘

塗
上

興
建

起
來

的
。

」
6
2
9

六
、
「
六
四
」
衝
擊
波

民
主
對
話

為
甚
麼
那
樣
曲
折
、
艱
難
？

人
民
大
會
堂
聽
不
見
人
民
的
聲
音

6
2
8
 
這

些
營

區
包

括
威

爾
斯

親
王

軍
營

、
赤

柱
軍

營
、

山
頂

白
加

道
三

軍
司

令
官

邸
、

金
鐘

皇
后

軍
營

、
半

山
般

咸
軍

人
宿

舍
、

柯
士

甸
道

槍
會

山
軍

營
、

九
龍

塘
奧

士
本

軍
營

、
歌

和
老

街
高

級
軍

官
官

邸
、

昂
船

洲
島

海
軍

基
地

、
元

朗
稼

軒
廬

軍
營

、
和

潭
尾

軍
營

、
粉

嶺
新

圍
軍

營
、

青
山

練
靶

場
、

大
嶺

靶
場

、
大

嶼
山

大
澳

海
軍

觀
察

站
。

6
2
9
 
陳

嘉
、

李
國

良
、

王
玉

強
、

馮
立

鋒
：

〈
五

十
年

忠
誠

守
衛

南
國

邊
關

〉
，

《
人

民
公

安
報

》
2
0
0
8
年

1
1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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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誰
要
它
關
山
阻
隔
？

是
誰
坐
擁
人
民
的
江
山
？

大
眾
反
對
那
荒
謬
、
頑
固
的
定
性

愛
國
的
學
生
何
曾
動
亂
？

有
秩
序
的
遊
行
，
原
是
那
樣
和
平

而
那
一
天
，
你
的
「
講
話
」
一
出

倒
打
破
了
全
國
和
海
外
的
沉
靜

北
京
從
睡
夢
中
醒
來
了

東
西
南
北
，
人
民
的
隊
伍
呀

成
為
歷
史
上
新
的
萬
里
長
城
！

反
對
武
力
鎮
壓
，
人
同
此
心
！

你
額
頭
上
的
八
字
眉

不
是
當
年
的
八
路
軍
；

你
玻
璃
鏡
後
的
小
眼
睛

太
把
群
眾
的
力
量
低
估
了
—
—

四
面
八
方
要
你
下
台
的
呼
聲

已
足
使
你
膽
戰
心
驚
⋯
⋯

戒
嚴
，
戒
嚴

獨
裁
的
發
號
施
令
，
又
多
麼
威
風

但
人
民
更
清
楚
看
到
甚
麼
是
醜
惡

和
你
那
副
「
尊
容
」
。

封
鎖
，
封
鎖

你
暫
時
封
得
住
新
聞
、
廣
播
；

但
卻
鎖
不
住
消
息

和
億
萬
人
心
上
的
怒
火
！舒
巷
城
：
《
無
題
詩
》
（
草
於
5月
22夜

）
6
3
0

6
3
0
 
舒

巷
城

：
《

無
拘

界
》

（
上

卷
）

，
花

千
樹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7
月

。
經

濟
學

家
張

五
常

對
這

位
識

於
微

時
的

詩
人

作
家

推
崇

備
至

，
說

他
聰

明
絕

頂
。

張
五

常
自

承
，

初
期

用
中

文
寫

文
章

，
均

送
舒

巷
城

潤
飾

。

這
是

作
家

舒
巷

城
在

1989年
6月

5日
記

下
的

日
記

。
事

隔
二

十
多

年
，

首
次

誦
讀

這
首

新
詩

，
依

然
感

到
心

潮
澎

湃
。

詩
中

提
到

的
「

尊
容

」
、

「
講

話
」

是

指
當

時
的

總
理

李
鵬

4月
26日

的
講

話
，

把
學

運
定

性
為

動
亂

。

1989年
的

「
六

四
」

事
件

，
在

香
港

人
心

中
留

下
了

無
法

磨
滅

的
傷

痛
，

也

是
對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陣
營

一
次

前
所

未
有

的
巨

大
衝

擊
。

從
胡

耀
邦

去
世

，
北

京
天

安
門

悼
念

的
群

眾
，

表
達

對
政

府
貪

污
腐

敗
的

不

滿
，

成
為

1976年
悼

念
周

總
理

的
天

安
門

事
件

的
翻

版
。

2010年
8月

，
香

港
電

台
舉

辦
了

《
精

彩
三

十
年

》
—

—
《

城
市

論
壇

》
經

典
片

段
重

溫
的

投
票

活
動

，
其

中
最

感
人

的
一

段
名

為
〈

八
九

民
運

  香
港

同

悲
：

譚
耀

宗
〉

：
6
3
1

《
城
市
論
壇
》
節
目
主
持
人
韋
基
舜
問
譚
耀
宗
：
香
港
人
現
在
的
政
治

意
識
是
怎
樣
？

譚
耀
宗
：
主
席
，
首
先
允
許
我
就
昨
晚
北
京
方
面
發
生
的
事
情
，
我
表

示
強
烈
譴
責
北
京
當
局
血
腥
鎮
壓
北
京
學
生
群
眾
。
（
觀
眾
鼓
掌
）
我
覺
得

這
次
因
為
今
天
的
中
國
與
以
往
已
有
很
大
不
同
，
因
為
過
往
10年

，
中
國
已

實
行
開
放
政
策
，
所
以
在
資
訊
方
面
比
較
發
達
，
而
且
在
這
次
北
京
學
生
事

件
裏
面
，
香
港
的
傳
媒
不
斷
作
出
詳
細
的
報
道
，
所
以
，
香
港
人
是
比
較
容

易
去
掌
握
事
態
的
發
展
，
而
中
國
當
局
用
這
種
處
理
手
法
，
我
覺
得
香
港
人

從
初
期
同
情
的
態
度
，
一
路
走
到
支
持
、
肯
定
學
生
這
次
愛
國
民
主
運
動
。

而
北
京
當
局
對
學
生
這
次
愛
國
民
主
運
動
採
取
血
腥
鎮
壓
的
措
施
，
真
是
令

到
中
外
震
驚
。
我
覺
得
香
港
人
在
這
次
事
件
上
了
很
深
刻
的
一
課
。
大
家
在

此
時
更
加
關
心
中
國
、
關
心
中
國
的
未
來
。
香
港
人
更
加
要
團
結
在
一
起
，

怎
樣
促
進
我
們
國
家
走
向
民
主
進
步
這
個
方
向
。

事
實

上
，

當
時

所
有

的
親

中
人

士
，

吳
康

民
、

鄭
耀

棠
、

曾
鈺

成
、

程
介

南

都
加

入
了

譴
責

北
京

當
局

的
行

列
。

吳
康

民
「

為
此

流
下

熱
淚

」
。

他
說

：
「

當

年
我

們
參

加
學

生
運

動
時

，
反

動
的

國
民

黨
當

局
都

沒
有

出
動

軍
警

公
開

鎮
壓

，

6
3
1
 
譚

耀
宗

，
民

建
聯

主
席

，
發

言
時

是
工

聯
會

副
理

事
長

、
立

法
局

議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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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代
表

人
民

的
人

民
政

府
和

解
放

軍
，

竟
向

群
眾

開
了

槍
。

人
民

政
府

卻
對

學

生
們

反
對

貪
腐

和
社

會
不

公
，

來
一

次
軍

事
鎮

壓
，

當
時

實
在

受
不

了
。

」
6
3
2

除
非

像
《

文
匯

報
》

社
長

李
子

誦
、

記
者

程
翔

、
劉

銳
紹

那
樣

憤
而

離
職

，

黨
性

決
定

了
這

些
人

最
後

還
是

要
歸

隊
。

吳
康

民
只

有
解

釋
：

「
平

反
『

六
四

』
仍

不
是

時
候

。
中

共
最

高
領

導
人

毛

澤
東

、
鄧

小
平

的
歷

史
地

位
，

涉
及

對
整

個
共

和
國

的
歷

史
的

評
價

，
因

此
，

一

些
涉

及
他

們
的

問
題

，
只

能
淡

化
而

不
容

否
定

，
而

且
牽

涉
太

廣
的

爭
論

，
不

利

於
社

會
穩

定
。

」
6
3
3

「
我

們
相

信
，

對
趙

紫
陽

和
『

六
四

政
治

風
波

』
的

再
評

價
，

總
會

逐
步

呈

現
。

」
6
3
4

吳
康

民
至

少
認

為
「

六
四

」
總

有
平

反
之

日
，

只
是

未
到

時
候

。
有

人
比

他

差
勁

得
多

。

建
國

六
十

年
之

際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出
版

了
一

本
訪

談
錄

，
其

中
香

島
中

學
校

長
、

人
大

代
表

楊
耀

忠
對

着
幾

位
20歲

左
右

的
大

學
生

談
到

1989年
的

「
六

四
」

事
件

：

現
在
大
家
都
有
一
個
先
入
為
主
的
概
念
，
認
為
「
六
四
」
事
件
就
一
定

要
討
論
，
否
則
便
是
不
對
。
事
實
上
，
中
國
發
生
過
很
多
比
「
六
四
」
更
重

要
、
影
響
更
大
的
事
件
，
例
如
五
四
運
動
。

我
覺
得
，
「
六
四
」
事
件
在
香
港
已
經
變
了
質
，
成
為
某
些
人
展
示
政

治
資
本
的
籌
碼
，
離
開
了
討
論
事
件
本
質
的
意
義
。

我
認
為
，
「
六
四
」
事
件
絕
對
是
可
以
拿
出
來
討
論
的
，
但
必
須
抱
持

心
平
氣
和
的
態
度
。
但
是
，
今
年
適
逢
「
六
四
」
事
件
二
十
週
年
，
他
們
所

營
造
的
氣
氛
並
不
容
許
人
們
心
平
氣
和
地
討
論
，
只
要
你
提
出
質
疑
，
就
已

經
被
人
扣
上
帽
子
。

事
實
上
，
這
件
事
是
十
分
複
雜
的
，
就
事
件
本
身
而
言
，
當
時
有
黨
內

的
政
治
鬥
爭
，
國
際
局
勢
也
不
穩
；
從
一
位
執
政
者
的
角
度
來
說
，
在
中
華

6
3
2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香
港
政
治
與
愛
國
教
育
（
1
9
4
7
-2
0
1
1
）
》
，
三
聯
書
店
，
2
0
1
1
年
7
月
，
1
0
5
頁
。

6
3
3
 
同

上
，

1
0
5
頁

。
6
3
4
 
吳

康
民

：
〈

溫
家

寶
文

章
帶

出
重

要
信

息
〉

，
《

明
報

》
2
0
1
0
年

4
月

2
1
日

。

民
族
經
歷
過
很
多
解
放
戰
爭
，
犧
牲
了
無
數
人
民
的
生
命
後
，
一
個
用
人
民

鮮
血
換
來
的
政
權
可
能
遭
到
推
翻
，
你
會
怎
樣
做
呢
？
你
也
不
可
能
隨
便
就

讓
這
個
得
來
不
易
的
政
權
就
此
被
推
翻
。
這
件
事
的
確
存
在
一
個
很
大
的
討

論
空
間
，
我
們
可
以
用
較
長
的
時
間
慢
慢
討
論
，
現
階
段
沒
有
結
論
的
話
，

交
由
下
一
代
解
決
也
可
以
。
6
3
5

只
要

客
觀

地
看

看
當

年
學

生
和

民
眾

的
訴

求
：

反
貪

污
，

反
官

倒
，

是
要

推

翻
中

共
統

治
嗎

？
中

共
當

時
真

的
到

了
要

垮
台

的
地

步
嗎

？
如

果
北

京
等

幾
個

城

市
的

群
眾

集
會

示
威

，
就

足
以

威
脅

推
翻

有
六

千
萬

黨
員

、
掌

控
黨

政
軍

大
權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

那
麼

共
產

黨
豈

不
是

太
脆

弱
了

 ?!

楊
耀

忠
承

認
在

四
人

幫
時

代
上

過
當

，
為

何
現

在
又

可
以

接
受

89年
一

些
中

共
保

守
派

元
老

的
「

不
鎮

壓
就

要
亡

黨
亡

國
」

的
論

調
。

現
今

的
中

央
會

否
仍

持
此

論
調

，
也

值
得

懷
疑

。
一

：
反

革
命

動
亂

早
已

降

溫
為

一
場

風
波

。
二

：
如

真
是

涉
及

亡
黨

亡
國

的
大

是
大

非
，

中
共

對
「

六
四

」

二
十

週
年

前
後

出
版

的
趙

紫
陽

《
改

革
歷

程
》

，
就

應
該

大
張

撻
伐

，
以

正
視

聽
，

為
何

反
而

鴉
雀

無
聲

，
避

而
不

談
？

用
亡

黨
亡

國
來

嚇
人

，
在

中
共

高
層

權
力

鬥
爭

中
早

已
屢

見
不

鮮
。

如
毛

澤

東
批

彭
德

懷
、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

陶
鑄

、
彭

真
、

陳
伯

達
、

林
彪

，
到

第
二

次

打
倒

鄧
小

平
，

都
是

如
此

。
試

問
有

哪
一

次
是

真
正

關
乎

亡
黨

亡
國

呢
？

退
一

步

來
說

，
即

使
某

些
元

老
真

有
亡

黨
之

懼
，

我
們

也
應

認
同

這
種

鎮
壓

？
除

了
血

腥

鎮
壓

，
就

沒
有

更
明

智
的

處
理

方
法

？

2012年
4月

5日
，

大
批

民
眾

趁
清

明
節

到
已

故
前

中
共

總
書

記
趙

紫
陽

故
居

弔
唁

，
趙

紫
陽

女
兒

王
雁

南
表

示
，

隨
着

時
間

過
去

，
逐

漸
發

現
趙

紫
陽

當
年

所

做
的

，
才

是
解

決
當

前
社

會
矛

盾
的

方
法

。
「

六
四

」
總

有
一

天
要

平
反

。

「
六

四
」

事
件

平
反

之
日

，
楊

校
長

將
如

何
自

處
？

還
是

昧
着

良
心

，
用

上

當
受

騙
來

自
我

開
脫

？
人

們
會

發
現

，
「

六
四

」
的

深
遠

意
義

絕
對

不
會

低
於

五
四

運
動

。

楊
耀

忠
如

今
身

兼
香

港
教

育
工

作
者

聯
會

會
長

、
香

港
國

民
教

育
中

心
及

香

6
3
5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

〈
祝

福
祖

國
6
0
—

—
建

國
六

十
年

—
—

青
年

訪
談

錄
〉

，
2
0
0
9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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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國

民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董

事
局

主
席

。
據

他
說

，
幾

年
來

，
教

聯
會

多
次

呼
籲

、

多
方

奔
走

，
終

於
得

到
香

港
教

育
統

籌
局

及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支

持
，

於
2004年

成

立
了

國
民

教
育

中
心

。
五

年
來

，
透

過
舉

辦
大

型
專

題
展

覽
、

開
展

專
題

交
流

活

動
、

開
辦

工
作

坊
和

課
程

，
以

及
向

學
校

提
供

國
情

教
育

的
教

材
，

支
持

全
港

學

校
推

行
國

情
教

育
。

成
為

學
校

和
機

構
團

體
進

行
國

民
教

育
的

基
地

。

楊
耀

忠
還

說
：

「
香

島
中

學
要

求
學

生
訂

閱
愛

國
報

刊
。

」
「

有
傳

媒
稱

香

島
中

學
為

推
行

國
民

教
育

的
學

界
訓

練
場

。
」
6
3
6

愛
國

報
刊

和
傳

媒
大

概
都

是
指

《
文

匯
》

、
《

大
公

》
吧

。

楊
耀

忠
是

在
誨

人
不

倦
，

還
是

誤
人

子
弟

？

《
文
匯
報
》
「
痛
心
疾
首
」
社
論
的
羅
生
門

1989年
5月

21日
，

《
文

匯
報

》
的

開
天

窗
社

論
「

痛
心

疾
首

」
，

是
中

國

報
業

史
上

的
一

件
大

事
，

足
以

同
周

恩
來

當
年

手
書

的
《

新
華

日
報

》
社

論
：

「
千

古
奇

冤
，

江
南

一
葉

，
同

室
操

戈
，

相
煎

何
急

」
相

比
。

「
痛

心
疾

首
」

卻

在
2011年

底
和

2012年
初

再
度

引
起

一
番

誰
是

誰
非

的
筆

戰
。

這
件

「
羅

生
門

」

涉
及

原
香

港
新

華
社

副
社

長
張

浚
生

、
原

香
港

新
華

社
社

長
許

家
屯

、
原

《
文

匯

報
》

社
長

李
子

誦
、

代
理

總
編

輯
曾

敏
之

、
原

《
文

匯
報

》
董

事
金

堯
如

，
以

及

《
文

匯
報

》
副

總
編

輯
程

翔
。

事
情

其
實

一
點

也
不

複
雜

。
只

要
比

較
幾

個
當

事
人

的
說

法
，

就
能

輕
易

作

出
判

斷
。

當
年

主
管

香
港

左
派

宣
傳

的
張

浚
生

憶
述

〈
香

港
《

文
匯

報
》

開
天

窗
始

末
〉

：

我
一
聽
說
「
開
天
窗
」
的
事
，
立
刻
就
說
，
那
不
行
，
這
麼
大
的
事
情

鬧
出
來
還
了
得
！
⋯
⋯
我
馬
上
拎
起
電
話
打
給
李
子
誦
，
我
說
：
「
李
老
，

聽
說
《
文
匯
報
》
明
天
要
開
天
窗
，
這
絕
對
不
行
。
」
⋯
⋯
到
了
半
夜
2點

鐘
左
右
，
報
社
的
幾
個
負
責
人
陳
伯
堅
、
張
雲
楓
、
鄒
平
濤
等
到
我
家
裏

來
，
說
那
些
人
一
定
要
「
開
天
窗
」
，
天
窗
上
就
是
「
痛
心
疾
首
」
⋯
⋯
他

們
說
，
不
用
「
痛
心
疾
首
」
，
改
用
「
夫
復
何
言
」
是
否
可
以
。
我
說
，
不

管
用
甚
麼
字
句
，
「
開
天
窗
」
都
不
行
，
都
是
一
樣
的
。
大
家
僵
持
了
一

6
3
6
 
楊

耀
忠

：
〈

不
變

的
堅

持
〉

，
《

北
行

記
事

》
，

經
濟

導
報

社
，

2
0
0
9
年

1
1
月

，
1
2
2
-1
2
6
頁

。

會
，
他
們
就
回
去
了
。
6
3
7

第
二

天
《

文
匯

報
》

社
論

出
現

了
「

痛
心

疾
首

」
。

且
看

始
作

俑
者

曾
敏

之

的
說

法
：

他
（
指
《
文
匯
報
》
社
長
李
子
誦
）
提
出
「
夫
復
何
言
」
，
我
認
為
毫

無
抗
爭
意
義
。
我
提
「
痛
心
疾
首
」
一
詞
，
他
同
意
了
。
我
趁
機
向
張
浚
生

請
示
，
他
與
許
家
屯
當
時
是
同
情
學
生
請
願
的
，
思
想
感
情
相
通
，
在
電
話

上
贊
同
我
的
「
痛
心
疾
首
」
。
於
是
我
鄭
重
寫
了
這
四
個
字
，
交
王
伯
遙
安

排
付
印
，
當
報
紙
大
樣
完
成
，
由
我
簽
字
出
版
，
《
文
匯
報
》
的
開
天
窗
震

動
一
時
。
這
就
是
《
文
匯
報
》
開
天
窗
題
詞
的
過
程
，
有
人
證
、
物
證
可
以

證
實
歷
史
的
真
實
。
6
3
8

社
長

許
家

屯
的

說
法

：

李
鵬
下
令
北
京
市
戒
嚴
後
，
5月
20日

，
副
社
長
張
浚
生
告
訴
我
，

《
文
匯
報
》
社
同
仁
準
備
以
社
論
開
天
窗
的
方
式
來
反
應
，
擬
在
兩
個
詞
內

擇
一
使
用
，
一
個
是
「
痛
心
疾
首
」
，
另
一
個
是
「
夫
復
何
言
」
。
報
社
同

仁
討
論
後
，
多
數
人
主
張
用
「
夫
復
何
言
」
，
張
浚
生
考
慮
用
「
痛
心
疾

首
」
，
徵
求
我
的
意
見
。
我
知
道
不
可
能
阻
擋
，
雖
然
這
種
處
理
方
式
，
可

能
後
果
很
嚴
重
，
我
還
是
點
點
頭
，
表
示
同
意
，
說
：
「
你
去
處
理
吧
。
」

明
確
地
示
意
我
贊
成
他
的
意
見
。
6
3
9

金
堯

如
的

說
法

：

6
3
7
 
有

智
、

曙
白

、
單

泠
：

《
親

歷
  回

歸
與

合
併

—
—

張
浚

生
訪

談
錄

》
，

浙
江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5
月

，
1
9
0
-1
9
4
頁

。
6
3
8
 
陸

士
清

：
《

曾
敏

之
評

傳
》

，
香

港
作

家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9
月

，
3
1
2
-3
1
3
頁

。
《

曾
敏

之
評

傳
》

有
兩

個
版

本
。

2
0
1
1
年

4
月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首
先

推
出

簡
體

字
版

。
同

年
9
月

，
在

香
港

發
行

繁
體

字
版

。
兩

者
最

大
的

不
同

，
就

是
復

旦
版

抽
走

了
曾

敏
之

在
1
9
8
9
年

「
六

四
」

前
後

這
段

重
要

篇
章

—
—

〈
二

十
五

章
—

—
北

美
寄

寓
的

記
錄

〉
。

 
陸

士
清

在
香

港
版

寫
道

：
「

1
9
8
9
年

春
夏

之
交

的
政

治
風

波
，

是
當

代
中

國
的

歷
史

事
件

。
⋯
⋯

其
時

，
曾

敏
之

先
生

參
與

主
持

香
港

《
文

匯
報

》
筆

政
。

這
是

曾
敏

之
在

香
港

三
十

餘
年

中
一

段
重

要
的

經
歷

。
為

了
全

面
地

描
述

曾
先

生
和

對
歷

史
負

責
，

這
段

歷
史

自
然

不
應

缺
失

。
」

 
陸

士
清

是
復

旦
中

文
系

教
授

，
在

自
家

大
學

的
出

版
社

出
書

，
卻

被
刀

劈
斧

削
般

刪
稿

，
無

法
「

對
歷

史
負

責
」

。
試

問
，

還
談

何
學

術
、

出
版

自
由

 ?!
6
3
9
  《

許
家

屯
香

港
回

憶
錄

》
，

3
6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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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子
誦
說
過
「
推
動
他
一
往
無
前
的
另
一
位
共
產
黨
員
，
是
張
浚

生
」
。
李
子
誦
多
次
對
我
說
：
「
張
浚
生
很
好
，
多
次
來
我
家
慰
問
我
。
」

張
說
：
「
李
老
，
我
和
你
心
靈
相
通
。
看
到
愛
國
學
生
為
爭
取
中
國
民
主
、

改
革
，
發
揚
忘
我
犧
牲
精
神
，
我
的
地
位
，
只
好
眼
淚
往
心
裏
流
。
我
希
望

你
李
老
保
重
，
等
待
我
們
黨
內
的
健
康
力
量
出
來
。
局
勢
一
定
會
改
變
，
學

運
的
希
望
一
定
會
實
現
。
」
社
論
開
天
窗
的
「
痛
心
疾
首
」
四
字
是
經
他
批

准
的
；
《
文
匯
報
》
駁
人
大
常
委
劉
大
年
等
的
否
認
聯
名
要
求
召
開
人
大
常

委
會
議
的
聲
明
，
是
經
張
浚
生
審
閱
的
。

李
子
誦
說
：
「
新
華
社
副
社
長
、
工
委
副
書
記
張
浚
生
是
我
們
的
領

導
，
他
和
我
心
靈
相
通
，
鼓
勵
我
堅
持
下
去
等
候
黨
的
健
康
力
量
上
台
，
我

敢
不
奮
勇
向
前
嗎
？
」
6
4
0

三
對

一
。

曾
、

許
、

金
三

位
當

事
人

不
約

而
同

地
眾

口
一

詞
，

張
浚

生
顯

得

理
屈

詞
窮

。
難

怪
他

在
回

應
程

翔
〈

關
於

《
文

匯
報

》
「

痛
心

疾
首

」
社

論
的

釋

疑
和

辨
偽

〉
的

長
文

時
，

對
「

痛
心

疾
首

」
的

史
實

不
置

一
詞

，
只

是
一

味
攻

擊

對
方

「
墮

落
」

，
甚

至
誣

衊
程

翔
借

撰
文

「
威

脅
他

當
年

的
一

些
朋

友
」

。
6
4
1

這
顯

然
不

是
論

辯
應

有
之

道
。

人
在

江
湖

，
身

不
由

己
。

張
浚

生
1998年

離
開

香
港

新
華

社
的

職
務

後
，

返

回
母

校
浙

江
大

學
，

出
任

黨
委

書
記

。
事

隔
20年

，
還

要
編

造
事

實
，

確
是

令
人

「
夫

復
何

言
」

。

不
過

，
程

翔
也

有
言

過
其

實
之

處
。

他
說

：
「

這
個

四
字

社
論

，
動

員
了

香

港
百

萬
同

胞
走

到
街

頭
抗

議
中

共
當

局
的

屠
城

準
備

，
在

當
時

起
了

足
以

比
擬

千

軍
萬

馬
的

難
以

想
像

的
威

力
。

」
6
4
2

香
港

百
萬

同
胞

憤
而

上
街

遊
行

抗
議

，
是

因
為

在
89年

4到
5月

間
，

人
們

幾

乎
天

天
從

香
港

的
電

視
、

電
台

、
報

紙
以

及
國

外
媒

體
，

耳
聞

目
睹

了
北

京
學

潮

的
全

過
程

。
《

文
匯

報
》

只
是

眾
多

有
影

響
力

的
媒

介
之

一
。

當
然

，
一

份
中

共

領
導

的
喉

舌
居

然
「

籠
裏

雞
作

反
」

，
刊

出
「

痛
心

疾
首

」
的

四
字

社
論

，
無

疑

6
4
0
 
金

堯
如

：
《

香
江

五
十

年
憶

往
》

，
3
0
8
頁

。
6
4
1
 
張

浚
生

：
〈

回
應

〉
，

《
明

報
》

2
0
1
1
年

1
月

1
3
日

。
6
4
2
 
程

翔
：

〈
關

於
《

文
匯

報
》

「
痛

心
疾

首
」

社
論

的
釋

疑
和

辨
偽

〉
，

《
明

報
》

2
0
1
1
年

1
2
月

1
0
日

。

對
遊

行
示

威
起

了
推

波
助

瀾
、

火
上

澆
油

的
作

用
。

七
、
土
共

—
—
從
吳
康
民
說
起

土
共

這
個

稱
謂

，
前

港
區

人
大

吳
康

民
和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都
表

示
過

不

喜
歡

。
其

實
，

土
字

可
以

是
貶

語
：

老
土

，
也

可
以

是
褒

詞
：

土
特

產
、

土
八

路
、

台
灣

食
店

用
作

賣
點

的
土

雞
，

等
等

。

迄
今

為
止

，
香

港
除

了
一

個
遠

走
加

拿
大

的
梁

慕
嫻

自
稱

曾
是

地
下

黨
員

外
，

在
世

的
左

派
從

來
沒

有
人

自
稱

是
共

產
黨

。
明

明
是

資
深

黨
員

的
吳

康
民

也

拒
絕

承
認

自
己

是
共

產
黨

人
，

最
近

還
大

發
雷

霆
，

指
責

《
信

報
》

一
如

美
國

參

議
員

麥
卡

錫
，

到
處

拋
出

紅
帽

子
：

先
拋
紅
帽
子
給
曾
德
成
局
長
。
說
他
是
共
產
黨
的
證
據
，
「
莫
過
於
他

曾
擔
任
《
大
公
報
》
總
編
輯
一
職
」
。
接
着
說
曾
德
成
的
哥
哥
曾
鈺
成
，

「
中
共
黨
員
」
的
證
據
是
「
曾
任
培
僑
中
學
校
長
及
校
監
」
，
因
而
前
校
長

吳
康
民
也
是
，
甚
且
離
開
培
僑
到
香
港
新
華
社
工
作
的
周
志
榮
也
是
。
以
此

類
推
，
曾
任
基
本
法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的
梁
振
英
也
必
是
。
說
諮
委
會
秘

書
長
的
職
位
比
新
聞
、
教
育
機
構
更
重
要
，
「
尤
有
過
之
」
，
因
而
咬
定
他

的
「
土
共
」
身
份
。
6
4
3

推
斷

某
某

人
是

否
土

共
，

不
外

四
招

：
聽

其
言

，
觀

其
行

，
參

照
他

的
上

級
、

同
志

和
同

事
，

以
及

常
識

。

吳
康
民
的
革
命
家
族

首
先

，
吳

康
民

在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用
了

不
少

篇
幅

，
介

紹
自

己
的

革

命
家

族
。

6
4
3
 
吳

康
民

：
〈

麥
卡

錫
主

義
與

《
信

報
》

〉
，

《
明

報
》

2
0
1
2
年

2
月

2
5
日

。
吳

康
民

這
段

文
字

其
實

迴
避

了
說

他
是

共
產

黨
的

提
問

。
 

拙
著

上
卷

3
3
2
-3
3
3
頁

：
筆

者
2
0
0
9
年

與
司

徒
華

的
通

信
裏

曾
提

到
，

吳
康

民
早

年
曾

對
一

名
問

他
是

否
共

產
黨

員
的

記
者

「
大

發
雷

霆
，

說
是

否
搞

政
治

逼
害

，
像

美
國

麥
卡

錫
時

代
。

」
想

不
到

吳
康

民
對

麥
卡

錫
主

義
念

念
不

忘
，

真
是

「
想

想
也

好
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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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親

吳
華

胥
，

20年
代

接
受

周
恩

來
任

命
，

1926年
在

汕
頭

加
入

了
中

國
共

產
黨

，
被

任
命

為
汕

頭
支

部
組

織
部

長
。

1930年
來

到
香

港
，

從
事

革
命

工
作

，

以
文

化
工

作
為

掩
護

，
在

《
工

商
日

報
》

、
《

大
光

報
》

寫
專

欄
，

積
極

聯
絡

南

下
文

化
人

，
辦

進
步

刊
物

、
辦

報
章

、
辦

學
校

。
6
4
4

奇
怪

的
是

，
吳

康
民

在
口

述
歷

史
不

提
吳

華
胥

在
解

放
後

的
官

職
：

曾
任

汕

頭
市

委
書

記
。
6
4
5

是
不

想
人

說
他

是
中

共
高

幹
子

弟
？

還
是

覺
得

以
他

父
親

的
資

歷
，

這
等

職

位
是

屈
才

，
不

想
提

？

二
哥

吳
健

民
是

一
名

紅
軍

時
期

參
加

革
命

的
老

戰
士

。
九

一
八

事
變

，
當

時

吳
健

民
還

在
香

港
讀

書
，

參
加

了
學

生
聲

討
日

本
侵

略
者

的
遊

行
活

動
。

1936

年
下

半
年

，
參

加
了

黨
的

外
圍

組
織

，
接

受
馬

列
主

義
教

育
，

經
組

織
批

准
回

到

惠
來

縣
立

中
學

新
開

辦
的

高
中

部
讀

書
。

受
黨

組
織

委
派

，
組

健
了

銀
河

劇
社

。

1938年
底

以
後

，
吳

健
民

在
潮

普
惠

中
心

縣
委

任
青

年
部

長
、

組
織

部
長

、
宣

傳

部
長

等
職

。

1938年
9月

，
吳

健
民

以
兼

任
黨

組
負

責
人

的
銀

河
劇

團
作

掩
護

，
於

「
五

鄉
祠

」
內

同
時

創
辦

惠
來

大
眾

學
園

，
作

為
培

養
黨

員
的

園
地

。
6
4
6

大
哥

逸
民

，
中

南
局

退
休

後
享

受
正

廳
級

待
遇

；
二

哥
健

民
，

曾
任

珠
海

特

區
第

一
任

書
記

；
五

妹
映

珠
，

曾
任

廣
州

市
計

委
副

主
任

。

司
徒

華
記

得
吳

康
民

說
過

，
解

放
前

在
廣

州
做

地
下

工
作

，
搞

學
生

運
動

，

後
來

暴
露

了
，

才
逃

來
香

港
。
6
4
7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也

說
：

是
他

的
父

親
帶

他
去

培
僑

見
工

。
而

他
被

動
員

來

到
香

港
培

僑
中

學
任

教
，

介
紹

人
是

連
貫

—
—

當
年

香
港

地
下

黨
的

負
責

人
，

說

是
「

革
命

」
需

要
。

培
僑

有
很

多
老

師
都

是
來

自
大

後
方

、
游

擊
區

的
老

革
命

。

聽
其

言
，

可
以

推
論

，
吳

康
民

極
可

能
在

廣
州

讀
書

時
，

或
至

少
到

香
港

任

教
培

僑
之

初
，

即
解

放
前

已
加

入
共

產
黨

。

6
4
4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香

港
政

治
與

愛
國

教
育

（
1
9
4
7
-2
0
1
1
）

》
整

理
：

方
銳

敏
，

三
聯

書
店

，
2
0
1
1
年

7
月

，
1
2
、

1
5
-1
6
頁

。
6
4
5
 
吳

康
民

編
：

《
吳

華
胥

紀
念

文
集

》
，

萬
里

書
店

，
1
9
9
2
年

。
6
4
6
 
吳

征
宜

、
吳

健
龍

、
吳

彥
崇

：
〈

吳
健

民
與

惠
來

抗
戰

時
期

的
銀

河
劇

團
〉

，
《

紅
廣

角
》

2
0
1
1
年

第
1
0

期
。

文
章

附
有

吳
健

民
一

張
照

片
，

酷
似

弟
弟

吳
康

民
，

但
頭

髮
較

多
。

6
4
7
  《

大
江

東
去

—
—

司
徒

華
回

憶
錄

》
，

3
0
1
頁

。

1958年
，

吳
康

民
出

任
培

僑
中

學
校

長
時

，
年

僅
31歲

，
與

他
的

革
命

履
歷

大
有

關
係

。

吳
康

民
談

到
中

共
成

為
執

政
黨

後
缺

乏
制

衡
監

督
，

慨
嘆

解
放

前
後

入
黨

不

一
樣

：
「

在
蔣

介
石

統
治

區
幹

地
下

工
作

，
暴

露
了

被
捕

也
難

逃
殺

頭
的

命
運

。

那
時

候
當

共
產

黨
員

，
都

是
有

理
想

、
有

抱
負

、
有

熱
血

、
有

犧
牲

精
神

的
。

誰

都
沒

有
想

到
要

謀
取

甚
麼

個
人

利
益

。
那

時
候

，
腐

化
墮

落
的

是
極

少
數

。
」
6
4
8

這
番

話
頗

有
夫

子
自

道
的

況
味

。

觀
其

行
—

—
是

指
他

幾
十

年
來

忠
實

執
行

中
共

對
香

港
的

指
示

。
教

學
、

辦

《
青

年
樂

園
》

、
⋯

⋯
他

在
口

述
歷

史
舉

的
例

子
太

多
了

。

參
照

他
的

上
級

、
同

志
和

同
事

—
—

看
他

與
新

華
社

歷
任

社
長

的
關

係
，

香

島
、

勞
校

以
及

他
的

上
手

杜
伯

奎
等

校
長

都
是

資
深

黨
員

。

常
識

—
—

原
港

澳
工

委
書

記
、

新
華

社
前

社
長

許
家

屯
說

：
1983年

，
港

澳

有
中

共
黨

員
6,000多

人
，

從
內

地
去

的
不

到
3,000人

。
6
4
9

言
下

之
意

，
有

3,000多
人

是
土

共
。

如
果

連
吳

康
民

這
樣

的
左

派
頭

面
人

物
都

不
在

裏
面

的
話

，
這

3,000多
人

難
道

是
吃

空
額

的
隱

者
 ?!

矛
盾
的
吳
康
民

正
是

吳
康

民
這

樣
的

老
革

命
，

才
夠

膽
連

珠
炮

發
，

前
所

未
有

地
「

口
誅

筆

伐
」

幾
位

老
上

司
—

—
中

共
港

澳
工

委
歷

任
書

記
兼

香
港

新
華

社
社

長
梁

威
林

、

王
匡

、
許

家
屯

、
周

南
，

以
致

更
高

層
的

陶
鑄

，
令

讀
者

大
開

眼
界

，
也

為
探

討

中
共

香
港

史
、

香
港

左
禍

史
提

供
了

重
要

素
材

。

吳
康

民
不

留
情

面
地

批
評

回
歸

前
最

後
一

任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社
長

：
「

周

南
是

鷹
派

，
『

六
四

』
以

後
的

政
治

氣
氛

，
影

響
他

在
香

港
所

採
取

的
政

治
策

略
，

只
知

強
硬

，
欠

缺
謀

略
。

究
竟

這
是

北
京

的
意

思
，

還
是

周
南

本
身

的
風

格

所
致

，
不

得
而

知
。

」
「

論
政

治
手

腕
，

周
南

不
是

彭
定

康
的

對
手

。
」
6
5
0

吳
康

民
聲

稱
：

「
有

人
認

為
我

是
『

開
明

左
派

』
，

建
立

了
開

明
的

政
治

生

態
。

其
實

，
我

是
擔

心
挨

罵
的

。
」

6
4
8
 
吳

康
民

：
〈

革
命

黨
、

執
政

黨
〉

，
《

明
報

》
，

2
0
1
2
年

4
月

1
4
日

。
6
4
9
  《

許
家

屯
回

憶
錄

》
，

6
9
頁

。
6
5
0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1
2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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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幾

十
年

豐
富

的
政

治
經

驗
，

吳
康

民
當

然
很

清
楚

中
國

政
治

體
制

存
在

諸

多
弊

端
：

黨
政

分
開

、
民

主
和

法
制

的
建

立
，

都
沒

有
很

好
地

解
決

。
在

不
拂

逆

中
共

當
前

路
線

的
前

提
下

，
他

提
出

是
時

候
探

討
體

制
了

：

西
方
的
「
三
權
分
立
」
當
然
仍
有
弊
端
，
但
它
的
制
衡
精
神
還
是
值
得

參
考
。
我
們
是
否
可
以
創
造
一
種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制
衡
制
度
呢
？
6
5
1

另
一

方
面

，
他

又
批

評
青

年
人

對
國

情
是

一
知

半
解

，
傾

向
否

定
內

地
政

治

體
制

，
較

為
嚮

往
西

方
政

治
。

他
肯

定
烏

坎
村

的
民

主
選

舉
，

但
對

烏
坎

村
的

經
驗

能
否

在
全

國
推

廣
，

是

否
能

從
村

到
鄉

鎮
直

上
縣

市
，

不
太

樂
觀

。

他
認

為
「

平
反

六
四

仍
不

是
時

候
」

，
言

下
之

意
是

「
六

四
」

總
有

一
日

會

平
反

。他
稱

贊
新

中
國

建
立

以
來

，
有

三
位

好
總

理
—

—
周

恩
來

、
朱

鎔
基

、
溫

家

寶
。
6
5
2

卻
又

不
敢

提
趙

紫
陽

—
—

一
位

思
想

更
開

放
、

「
六

四
」

黯
然

下
台

的
好

總
理

。

他
曾

批
評

中
聯

辦
研

究
部

部
長

曹
二

寶
的

「
第

二
支

管
治

隊
伍

」
論

，
是

「
把

中
央

對
香

港
管

治
具

有
的

憲
制

權
力

，
演

繹
為

有
另

一
支

管
治

隊
伍

」
是

「
偷

換
概

念
」

，
諷

之
為

「
的

確
是

一
大

發
明

」
。

他
認

為
「

解
放

軍
、

外
交

部

特
派

員
公

署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駐
港

聯
絡

辦
公

室
，

不
是

騎
在

特
區

政
府

頭
上

的

決
策

機
構

」
。
6
5
3但

對
中

聯
辦

公
然

插
手

2012年
特

首
選

舉
，

將
「

第
二

支
管

治
隊

伍
」

付
諸

實
踐

，
又

不
置

一
詞

，
反

倒
是

指
責

「
外

國
勢

力
正

在
插

手
，

以
便

把
水

搞
渾

，
並

加
以

操
縱

利
用

」
。
6
5
4

中
聯

辦
宣

傳
部

長
郝

鐵
川

批
評

港
大

鍾
庭

耀
的

民
調

一
事

，
明

明
是

郝
不

對
，

吳
康

民
卻

站
在

郝
的

一
方

幫
腔

：
「

回
歸

十
四

年
，

居
然

還
有

人
要

挑
起

身

6
5
1
 
吳

康
民

：
〈

革
命

黨
、

執
政

黨
〉

，
《

明
報

》
，

2
0
1
2
年

4
月

1
4
日

。
 

吳
康

民
：

〈
關

鍵
時

刻
  唯

有
改

革
—

—
紀

念
鄧

小
平

「
南

巡
講

話
」

二
十

週
年

〉
，

2
0
1
2
年

3
月

1
日

。
6
5
2
 
吳

康
民

：
〈

溫
家

寶
總

理
的

悲
情

〉
，

《
明

報
》

，
2
0
1
2
年

3
月

1
7
日

。
6
5
3
  《

闖
進

政
治

禁
區

—
—

吳
康

民
政

治
評

論
集

》
，

天
地

圖
書

，
2
0
1
0
年

1
0
月

，
1
5
-1
9
頁

。
6
5
4
 
吳

康
民

：
〈

麥
卡

錫
主

義
與

《
信

報
》

〉
，

《
明

報
》

2
0
1
2
年

2
月

2
5
日

。

份
認

同
的

爭
議

，
調

查
你

認
為

自
己

是
香

港
人

還
是

中
國

人
！

」
6
5
5

他
指

斥
唐

英
年

「
認

敵
為

友
，

聯
同

泛
民

分
子

，
攻

擊
同

為
建

制
派

的
對

手
，

使
泛

民
主

派
大

得
宣

傳
之

益
，

為
下

一
次

立
法

會
選

舉
造

勢
。

」
是

「
寧

贈

敵
手

，
不

給
家

人
」

。
6
5
6

他
抨

擊
「

《
信

報
》

準
備

與
全

港
愛

國
力

量
為

敵
，

向
工

聯
會

和
教

聯
會

這

兩
個

愛
國

社
團

開
火

，
實

在
愚

不
可

及
」

！
6
5
7

他
承

認
「

內
地

的
社

會
存

在
的

問
題

不
少

。
貪

腐
和

造
假

的
情

況
令

人

側
目

，
管

治
上

的
缺

陷
也

是
有

目
共

睹
。

但
多

數
人

該
是

『
愛

之
深

而
責

之

切
』

」
，

卻
又

抨
擊

「
有

極
個

別
吃

筆
桿

子
飯

的
，

他
們

以
當

中
國

人
為

恥
，

對
中

國
的

一
切

，
極

盡
污

衊
造

謠
抨

擊
之

能
事

。
⋯

⋯
他

們
當

然
不

是
『

中
國

人
』

，
也

不
應

該
說

是
香

港
人

，
他

們
是

英
美

帝
國

主
義

者
的

鷹
犬

」
。
6
5
8

這
種

上
綱

上
線

的
筆

法
，

就
頗

有
「

文
革

」
遺

風
。

為
甚

麼
他

對
內

地
的

批
評

是
「

愛
之

深
而

責
之

切
」

，
別

人
批

評
就

是
「

極
盡

污
衊

造
謠

抨
擊

之
能

事
」

，
成

為
「

英
美

帝
國

主
義

者
的

鷹
犬

」
？

儘
管

黨
性

和
極

「
左

」
思

維
局

限
了

他
的

思
想

和
言

論
空

間
，

與
其

他
土

共

相
比

，
吳

康
民

應
該

算
是

最
敢

言
的

大
老

了
。

他
的

徒
子

徒
孫

應
該

好
好

學
習

他

開
明

、
反

左
（

雖
然

不
夠

徹
底

）
的

一
面

。

他
說

過
：

「
希

望
在

有
生

之
年

，
能

寫
出

一
本

香
港

的
『

左
禍

』
史

。
」
6
5
9

如
能

秉
筆

直
書

，
一

定
會

洛
陽

紙
貴

，
讓

港
人

認
識

左
禍

的
危

害
，

其
意

義

絕
非

出
版

遊
記

、
讀

書
筆

記
可

比
。

曾
鈺

成
是

不
是

黨
員

，
拙

著
前

文
已

有
論

及
。

曾
德

成
是

否
黨

員
，

其
實

也
無

懸
念

。

1、
他

像
他

哥
哥

那
樣

，
從

來
沒

有
否

認
。

2、
他

曾
擔

任
《

大
公

報
》

總
編

輯
一

職
，

直
接

聽
令

於
新

華
社

。

新
華

社
前

副
社

長
張

浚
生

憶
述

1991年
12月

30日
晚

的
一

段
往

事
：

6
5
5
 
吳

康
民

：
〈

我
是

香
港

人
  更

是
中

國
人

！
〉

《
明

報
》

，
2
0
1
2
年

1
月

1
0
日

。
6
5
6
 
吳

康
民

：
〈

中
央

與
香

港
利

益
集

團
的

對
弈

〉
，

《
明

報
》

2
0
1
2
年

3
月

2
6
日

。
6
5
7
 
吳

康
民

：
〈

《
信

報
》

已
淪

為
反

共
報

紙
！

〉
，

《
明

報
》

，
2
0
1
1
年

1
1
月

2
6
日

。
6
5
8
 
吳

康
民

：
〈

我
是

香
港

人
  更

是
中

國
人

！
〉

《
明

報
》

，
2
0
1
2
年

1
月

1
0
日

。
6
5
9
  《

吳
康

民
論

時
政

》
，

天
地

圖
書

，
2
0
0
5
年

9
月

，
2
0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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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
9點
多
鐘
，
《
大
公
報
》
的
總
編
輯
曾
德
成
打
電
話
給
我
說
，
倫

敦
傳
出
消
息
，
英
國
政
府
要
免
掉
衛
奕
信
港
督
的
職
務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知
道
不
知
道
？
這
條
消
息
報
紙
怎
麼
做
？
我
告
訴
他
，
我
們
不
知
道
，
北

京
也
沒
有
通
報
我
們
。
《
大
公
報
》
、
《
文
匯
報
》
是
我
們
在
香
港
辦
的
報

紙
，
這
一
點
香
港
人
都
知
道
。
港
督
的
免
職
是
很
大
的
事
情
，
如
果
這
條
消

息
是
真
的
，
我
們
的
報
紙
沒
有
報
道
，
是
重
大
消
息
漏
報
，
對
報
社
影
響
很

大
，
會
在
讀
者
中
失
去
威
信
。
但
如
果
是
假
消
息
，
我
們
報
道
了
，
而
且
做

得
很
大
，
後
果
也
很
不
好
，
香
港
人
會
認
為
這
樣
做
是
中
方
故
意
製
造
輿
論

要
趕
走
衛
奕
信
，
衛
奕
信
本
人
也
會
有
想
法
。
所
以
當
時
很
為
難
，
我
就
對

曾
德
成
說
，
如
果
沒
有
新
的
信
息
傳
過
來
，
就
在
頭
版
不
顯
眼
的
位
置
，
比

如
底
角
上
發
一
條
「
據
外
電
消
息
或
傳
聞
」
，
簡
單
刊
登
一
則
來
自
倫
敦
的

消
息
。
到
12點

鐘
的
時
候
，
他
又
打
電
話
告
訴
我
，
說
這
是
確
實
消
息
，
英

國
外
交
部
已
經
正
式
宣
佈
。
我
們
報
紙
就
按
重
要
新
聞
報
道
了
。
6
6
0

3、
程

翔
的

證
言

：

早
在
1987年

我
就
已
經
聽
到
中
共
擬
對
我
加
以
重
用
的
安
排
：
一
旦

提
升
我
為
《
文
匯
報
》
副
總
編
輯
後
，
就
準
備
考
慮
在
1988年

的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上
提
名
我
出
任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
當
時
的
計
劃
是
《
文
匯
報
》

和
《
大
公
報
》
各
有
一
個
名
額
，
分
別
是
我
和
曾
德
成
。
6
6
1

後
來

因
為

新
華

社
社

長
許

家
屯

認
為

，
剛

提
升

就
做

人
大

不
合

適
，

應
再

等

一
屆

。程
翔

說
，

1986年
《

文
匯

報
》

已
有

人
動

員
他

入
黨

，
被

他
拒

絕
。

他
在

1988年
升

任
《

文
匯

報
》

副
總

編
輯

，
相

當
於

內
地

的
副

局
級

。
《

大
公

報
》

、

《
文

匯
報

》
是

對
等

的
黨

報
，

總
編

輯
當

在
副

局
級

之
上

。

所
以

，
問

題
不

在
於

扣
紅

帽
子

，
而

是
偽

裝
應

否
剝

去
。

6
6
0
 
有

智
、

曙
白

、
單

泠
：

《
親

歷
  回

歸
與

合
併

—
—

張
浚

生
訪

談
錄

》
，

浙
江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5
月

，
1
4
0
頁

。
6
6
1
 
程

翔
：

《
千

日
無

悔
》

，
宣

道
出

版
社

，
2
0
1
2
年

2
月

，
1
4
5
-1
4
6
頁

。

請
看

今
日

之
域

中
，

竟
是

誰
家

之
天

下
。

吳
康

民
還

說
甚

麼
麥

卡
錫

主
義

呢
？

自
稱

「
財

經
茄

哩
啡

」
的

順
叔

說
得

好
：

香
港
人
最
大
的
角
色
，
就
是
要
令
共
產
黨
明
白
，
自
由
民
主
人
權
等
普

世
價
值
的
珍
貴
，
講
就
很
偉
大
，
其
實
好
簡
單
，
只
是
繼
續
爭
取
自
己
與
生

俱
來
的
權
利
罷
了
，
這
是
香
港
的
價
值
，
也
是
普
世
的
價
值
。

一
句
到
尾
，
順
叔
支
持
共
產
黨
有
權
在
香
港
執
政
，
但
請
透
過
一
人
一

票
的
平
等
普
選
走
上
台
前
，
不
要
再
拿
着
「
一
國
兩
制
」
的
招
牌
，
在
陰
暗

角
落
指
手
劃
腳
。
6
6
2

八
、
《
基
本
法
》
2
3
條
值
得
擔
心
嗎
？

2003年
7月

1日
下

午
，

香
港

50萬
人

上
街

遊
行

，
其

中
包

括
反

對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按
照

《
基

本
法

》
第

23條
立

法
。
6
6
3

引
起

不
少

人
反

對
的

《
基

本
法

》
第

23條
原

文
如

下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應
自
行
立
法
禁
止
任
何
叛
國
、
分
裂
國
家
、
煽
動
叛

亂
、
顛
覆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及
竊
取
國
家
機
密
的
行
為
，
禁
止
外
國
的
政
治
性

組
織
或
團
體
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進
行
政
治
活
動
，
禁
止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政
治
性
組
織
或
團
體
與
外
國
的
政
治
性
組
織
或
團
體
建
立
聯
繫
。

在
新

華
社

副
社

長
張

浚
生

心
目

中
，

《
基

本
法

》
第

23條
立

法
是

天
經

地
義

的
事

。
因

此
，

當
他

聽
到

示
威

遊
行

的
消

息
時

很
難

過
。

他
憶

述
：

「
7月

1日
，

這
本

來
應

該
是

香
港

歡
慶

回
歸

祖
國

的
喜

慶
日

子
，

現
在

突
然

發
生

反
對

按
照

23

條
立

法
、

保
障

國
家

的
安

全
穩

定
，

也
是

保
障

香
港

的
安

全
穩

定
的

事
件

。
不

論

是
從

國
家

利
益

出
發

，
還

是
從

我
十

三
年

來
在

香
港

參
與

收
回

香
港

這
個

經
歷

的

感
情

出
發

，
都

很
難

接
受

。
」
6
6
4

6
6
2
 
順

叔
：

〈
核

心
價

值
〉

「
財

經
C
A
R
E
F
R
E
E
」

，
《

a
m
7
3
0
》

2
0
1
2
年

3
月

2
6
日

。
6
6
3
 
香

港
當

時
受

到
亞

洲
金

融
危

機
的

影
響

，
經

濟
欠

佳
，

政
府

施
政

失
誤

，
不

少
家

庭
成

為
負

資
產

，
還

有
持

單
程

證
居

港
人

士
在

香
港

所
生

的
子

女
的

居
留

權
問

題
等

，
社

會
矛

盾
較

多
，

不
少

人
也

借
此

機
會

遊
行

表
達

不
滿

。
6
6
4
 
有

智
、

曙
白

、
單

泠
：

《
親

歷
  回

歸
與

合
併

—
—

張
浚

生
訪

談
錄

》
，

浙
江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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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反

對
23條

的
人

擔
心

，
刑

事
條

文
泛

政
治

化
，

其
中

「
國

家
安

全
」

被
誇

大
，

對
基

本
人

權
和

自
由

沒
有

應
有

的
保

障
。

特
別

是
1989年

「
六

四
」

事
件

後
，

中
央

政
府

收
緊

政
策

，
在

最
後

修
訂

的
條

文
中

重
新

加
入

「
顛

覆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
的

字
眼

。

這
種

擔
心

不
是

沒
有

根
據

。

廣
州

大
學

國
際

商
務

英
語

系
副

研
究

員
沈

本
秋

的
一

項
研

究
顯

示
，

美
國

對

香
港

事
務

的
介

入
，

分
為

國
務

卿
、

駐
港

領
事

館
官

員
和

非
政

府
組

織
三

個
層

次
，

各
有

分
工

，
相

互
配

合
，

目
的

是
整

合
香

港
「

泛
民

主
派

」
、

支
持

香
港

民

主
化

、
滲

透
香

港
社

會
。
6
6
5

沈
本

秋
寫

道
，

在
香

港
活

躍
的

美
國

非
政

府
組

織
，

主
要

有
美

國
國

際
事

務

民
主

協
會

（
N
ational D

em
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

ffairs）
、

自

由
之

家
（

Freedom
 H

ouse）
、

美
國

國
際

勞
工

團
結

中
心

（
A
m

erican C
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
abor Solidarity）

等
。

他
根

據
美

國
國

家
民

主
基

金
會

協
會

網
頁

的
資

料
，

列
出

撥
給

香
港

幾
個

機

構
的

經
費

：
6
6
6

年
度

機
構

機
構
所
得
經
費

（
美
元
）

年
度
總
經
費

（
美
元
）

2
0
0
7

美
國

國
際

勞
工

團
結

中
心

思
匯

政
策

研
究

所
香

港
人

權
監

察

1
3
5
,0
0
0

6
4
,9
8
3

1
7
0
,0
0
0

3
6
9
,9
8
3

2
0
0
8

美
國

國
際

勞
工

團
結

中
心

思
匯

政
策

研
究

所
香

港
人

權
監

察

1
2
5
,4
5
6

5
9
,9
6
7

1
7
0
,0
0
0

3
5
5
,4
2
3

2
0
0
9

美
國

國
際

勞
工

團
結

中
心

美
國

國
際

事
務

民
主

協
會

香
港

人
權

監
察

1
3
0
,8
6
0

2
7
2
,1
4
0

1
7
0
,0
0
0

5
7
3
,0
0
0

6
6
5
 
沈

本
秋

：
〈

試
析

2
0
0
7
年

以
來

美
國

對
香

港
事

務
的

介
入

〉
，

《
國

際
問

題
研

究
》

2
0
1
2
年

第
1
期

。
6
6
6
 
h
ttp

://w
w
w
.n
e
d
.o
rg
/g
ra
n
ts

沈
本

秋
寫

道
，

美
國

國
際

事
務

民
主

協
會

近
年

還
加

強
與

香
港

高
校

的
合

作
：

2010年
1月

，
與

香
港

大
學

合
作

舉
行

會
議

，
討

論
香

港
的

政
制

發
展

；
原

以
教

育
服

務
為

主
的

港
美

中
心

近
年

也
與

美
國

國
際

事
務

民
主

協
會

展
開

合
作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也
參

與
美

國
國

際
事

務
民

主
協

會
的

項
目

。
這

表
明

美
國

非
政

府

組
織

不
再

滿
足

於
與

香
港

政
治

派
別

的
合

作
，

而
是

開
始

重
視

香
港

教
育

機
構

在

香
港

政
治

發
展

中
的

影
響

。
2007年

9月
，

美
國

國
際

事
務

民
主

協
會

舉
辦

了
大

學
生

峰
會

，
討

論
香

港
的

政
制

發
展

。
2008年

11月
，

再
次

主
辦

學
生

峰
會

，
香

港
八

所
大

學
的

代
表

參
加

，
探

討
香

港
政

治
和

全
球

事
務

；
2009年

12月
，

舉
行

大
學

生
氣

候
會

議
；

2010年
2月

，
又

舉
行

了
模

擬
立

法
會

的
討

論
。

根
據

沈
本

秋
的

說
法

，
美

國
通

過
駐

港
總

領
事

館
，

通
過

培
養

親
西

方
的

政

治
派

別
，

通
過

加
強

非
政

府
組

織
在

香
港

的
活

動
，

促
進

國
際

「
民

主
」

與
「

人

權
」

，
介

入
香

港
事

務
，

都
是

有
違

國
際

法
，

損
害

中
國

在
港

權
益

。

沈
本

秋
上

述
論

文
只

是
以

往
研

究
的

延
續

。
他

在
復

旦
大

學
國

際
關

係
與

公

共
事

務
學

院
讀

博
士

生
時

，
已

跟
他

的
老

師
、

復
旦

大
學

美
國

研
究

中
心

教
授

倪

世
雄

一
起

做
過

同
類

的
研

究
。
6
6
7

沈
、

倪
二

人
寫

道
：

很
多

非
政

府
組

織
打

着
「

民
主

」
與

「
人

權
」

的
幌

子

在
香

港
活

動
，

成
為

干
預

香
港

「
一

國
兩

制
」

的
先

鋒
隊

。

文
章

提
到

，
從

1996年
起

，
香

港
職

工
盟

每
年

向
美

國
國

際
勞

工
團

結
中

心

申
請

獲
得

撥
款

5至
8萬

美
元

。
2004年

，
職

工
盟

總
幹

事
鄧

燕
娥

承
認

，
該

年
獲

得
美

國
機

構
資

助
80萬

港
幣

。
2003年

，
美

國
國

際
事

務
民

主
協

會
從

美
國

國
家

民
主

促
進

基
金

會
得

到
約

18萬
美

元
撥

款
，

分
別

撥
給

思
匯

政
策

研
究

所
12.5萬

美
元

（
約

97萬
港

幣
）

、
民

主
黨

主
席

6
6
8張

炳
良

的
新

力
量

網
絡

6,000多
美

元
（

約
5萬

港
幣

）
。

沈
、

倪
二

人
寫

道
：

「
在

美
國

國
家

民
主

基
金

會
等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支
持

下
，

香
港

的
民

主
黨

、
思

匯
政

策
研

究
所

、
新

力
量

網
絡

、
香

港
職

工
盟

、
香

港

人
權

監
察

在
2003年

組
織

了
七

一
大

遊
行

和
反

對
23條

運
動

。
」

6
6
7
 
沈

本
秋

、
倪

世
雄

：
〈

試
論

美
國

非
政

府
組

織
對

香
港

「
一

國
兩

制
」

的
介

入
〉

，
《

蘭
州

學
刊

》
2
0
0
9
年

第
3
期

。
此

文
是

教
育

部
哲

學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重

大
課

題
攻

關
項

目
「

我
國

的
地

緣
政

治
及

其
戰

略
研

究
」

階
段

性
成

果
。

6
6
8
 
應

是
副

主
席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444
445

第
七
章

沈
、

倪
在

文
章

結
尾

特
別

強
調

，
23條

不
立

法
，

將
會

為
美

國
等

國
外

非
政

府
組

織
干

預
香

港
民

主
政

治
的

健
康

發
展

和
中

國
國

家
安

全
留

下
空

間
。

沈
、

倪
的

文
章

並
非

孤
立

。
深

圳
大

學
港

澳
基

本
法

研
究

中
心

副
教

授
葉

海

波
除

了
提

到
，

美
國

國
家

民
主

基
金

會
為

首
的

一
些

美
國

政
治

組
織

曾
向

香
港

民

主
派

、
智

囊
機

構
、

人
權

監
察

等
人

權
活

動
團

體
間

接
或

直
接

捐
款

外
，

還
特

別

針
對

民
主

黨
。

葉
海

波
說

：
「

獲
得

西
方

勢
力

支
持

的
民

主
派

政
黨

如
民

主
黨

，
高

舉
西

方

民
主

旗
幟

，
積

極
與

英
美

勢
力

接
觸

，
為

反
對

而
反

對
，

導
致

香
港

政
府

多
次

面

臨
『

政
府

與
政

黨
關

係
不

順
，

管
治

缺
乏

穩
定

同
盟

』
的

困
境

。
」

葉
海

波
強

調
：

「
這

些
外

部
力

量
和

主
動

與
西

方
國

家
聯

繫
的

香
港

政
黨

，

多
從

事
為

主
權

國
家

所
禁

止
的

政
治

性
活

動
，

這
顯

然
與

中
國

的
主

權
獨

立
和

國

家
安

全
嚴

重
抵

觸
。

」
「

外
部

勢
力

扶
植

香
港

政
黨

，
瘋

狂
干

涉
香

港
事

務
。

為

維
護

中
國

的
國

家
主

權
，

香
港

特
區

應
當

制
定

政
黨

法
，

斬
斷

政
黨

與
境

外
勢

力

的
聯

繫
。

」
6
6
9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推
論

，
一

旦
基

本
法

23條
通

過
立

法
，

與
美

國
非

政
府

組
織

有
過

合
作

項
目

的
民

主
黨

、
思

匯
政

策
研

究
所

、
新

力
量

網
絡

、
職

工
盟

、
香

港

人
權

監
察

大
概

要
被

取
締

，
張

炳
良

、
陸

恭
蕙

等
人

，
恐

怕
也

難
逃

法
網

。
八

所

大
學

雖
然

不
屬

於
政

治
性

組
織

或
團

體
，

主
催

合
作

的
教

授
也

要
等

候
發

落
 ?!

九
、
第
二
支
管
治
隊
伍
登
場

2003年
7月

1日
回

歸
紀

念
日

，
50萬

人
上

街
，

觸
動

了
中

央
的

神
經

，
成

立

由
十

八
個

部
門

組
成

的
中

央
港

澳
工

作
協

調
小

組
，

由
時

任
國

家
副

主
席

曾
慶

紅

擔
任

組
長

。
自

此
以

後
，

中
央

重
新

調
整

了
港

澳
工

作
體

制
及

工
作

重
點

，
在

經

濟
方

面
推

出
了

C
E
PA

協
議

和
開

放
內

地
居

民
赴

港
自

由
行

等
政

策
；

同
時

，
隨

着
董

建
華

「
腳

痛
」

辭
職

，
升

任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
支

持
公

務
員

出
身

的
曾

蔭

權
出

任
特

首
。

香
港

由
商

人
治

港
變

成
港

官
治

港
。

2008年
，

中
聯

辦
研

究
部

部
長

曹
二

寶
的

一
篇

文
章

，
讓

港
人

首
先

從
理

論

6
6
9
 
葉

海
波

：
〈

香
港

特
區

政
黨

的
法

律
規

範
〉

，
《

法
學

評
論

》
2
0
1
1
年

第
6
期

。

上
認

識
到

香
港

還
有

第
二

支
管

治
隊

伍
，

即
「

幹
部

治
港

」
。

曹
二

寶
寫

道
：

由
於
我
國
收
回
香
港
後
按
照
「
一
國
兩
制
」
方
針
實
行
「
港
人
治

港
」
、
高
度
自
治
，
香
港
管
治
力
量
就
從
回
歸
前
只
有
香
港
英
國
政
府
（
簡

稱
「
港
英
當
局
」
）
一
支
管
治
隊
伍
，
變
成
了
回
歸
後
「
一
國
兩
制
」
條
件

下
兩
支
管
治
隊
伍
：
一
支
是
「
香
港
特
區
建
制
隊
伍
」
，
包
括
行
政
長
官
、

主
要
官
員
、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和
各
級
公
務
員
、
法
官
及
其
他
司
法
人
員
等
。

這
支
隊
伍
經
由
中
央
授
權
依
照
基
本
法
行
使
高
度
自
治
權
。
另
一
支
是
「
中

央
、
內
地
從
事
香
港
工
作
的
幹
部
隊
伍
」
，
包
括
負
責
香
港
事
務
或
專
做
香

港
工
作
的
中
央
主
管
部
門
和
派
出
機
構
，
負
責
其
他
全
國
性
事
務
及
相
關
政

策
的
中
央
主
管
部
門
和
與
香
港
特
區
聯
繫
密
切
的
內
地
有
關
省
區
市
黨
委
、

政
府
處
理
涉
港
事
務
的
幹
部
。
6
7
0

曹
二

寶
引

用
鄧

小
平

的
話

：
「

切
不

要
以

為
香

港
的

事
情

全
由

香
港

人
來

管
，

中
央

一
點

都
不

管
，

就
萬

事
大

吉
了

。
這

是
不

行
的

，
這

種
想

法
不

實

際
。

」曹
二

寶
最

後
說

，
要

培
養

好
、

建
設

好
、

使
用

好
中

央
和

內
地

從
事

香
港

工

作
的

幹
部

隊
伍

，
充

份
發

揮
「

一
國

」
在

「
一

國
兩

制
」

事
業

中
的

前
提

作
用

，

依
法

行
使

中
央

管
治

香
港

特
區

的
憲

制
權

力
，

但
不

干
預

特
區

自
治

範
圍

內
事

務
。

曹
二

寶
講

的
當

然
是

歪
理

。

中
聯

辦
的

職
能

在
它

的
官

方
網

頁
寫

明
：

1、
聯

繫
外

交
部

駐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特
派

員
公

署
和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駐

香
港

部
隊

。

2、
聯

繫
並

協
助

內
地

有
關

部
門

管
理

在
香

港
的

中
資

機
構

。

3、
促

進
香

港
與

內
地

之
間

的
經

濟
、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
體

育
等

領
域

的
交

流
與

合
作

。
聯

繫
香

港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

增
進

內
地

與
香

港
之

間
的

交
往

。

反
映

香
港

居
民

對
內

地
的

意
見

。

6
7
0
 
曹

二
寶

：
「

一
國

兩
制

」
條

件
下

香
港

的
管

治
力

量
，

《
學

習
時

報
網

》
2
0
0
8
年

1
月

2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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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處

理
有

關
涉

台
事

務
。

5、
承

辦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交

辦
的

其
他

事
項

。

鄧
小

平
說

：
「

我
們

還
多

次
講

過
，

北
京

除
了

派
軍

隊
以

外
，

不
向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派

出
幹

部
，

這
也

是
不

會
改

變
的

。
我

們
對

香
港

的
政

策
五

十
年

不
變

。

我
們

說
這

個
話

是
算

數
的

。
」
6
7
1

鄧
小

平
對

港
人

治
港

有
明

確
的

界
線

和
標

準
：

未
來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主
要
成
份
是
愛
國
者
，
當
然
也
要
容
納
別
的

人
，
還
可
以
聘
請
外
國
人
當
顧
問
。
甚
麼
叫
愛
國
者
？
愛
國
者
的
標
準
是
，

尊
重
自
己
民
族
，
誠
心
誠
意
擁
護
祖
國
恢
復
行
使
對
香
港
的
主
權
，
不
損
害

香
港
的
繁
榮
和
穩
定
。
只
要
具
備
這
些
條
件
，
不
管
他
們
相
信
資
本
主
義
，

還
是
相
信
封
建
主
義
，
甚
至
相
信
奴
隸
主
義
，
都
是
愛
國
者
。
我
們
不
要
求

他
們
都
贊
成
中
國
的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
只
要
求
他
們
愛
祖
國
，
愛
香
港
。
6
7
2

港
人
治
港
不
會
變
。
由
香
港
人
推
選
出
來
管
理
香
港
的
人
，
由
中
央
政

府
委
任
，
而
不
是
由
北
京
派
出
。
選
擇
這
種
人
，
左
翼
的
當
然
要
有
，
盡
量

少
些
，
也
要
有
點
右
的
人
，
最
好
多
選
些
中
間
的
人
。
這
樣
，
各
方
面
人
的

心
情
會
舒
暢
一
些
。
處
理
這
些
問
題
，
中
央
政
府
從
大
處
着
眼
，
不
會
拘
泥

於
小
節
。
6
7
3

鄧
小

平
說

的
話

落
實

得
怎

樣
，

香
港

人
應

該
心

裏
有

數
。

事
實

上
，

曹
二

寶
所

講
的

西
環

（
中

聯
辦

所
在

地
）

第
二

支
管

治
隊

伍
，

幾

年
來

非
常

活
躍

，
對

香
港

事
務

的
干

預
卻

變
本

加
厲

，
愈

來
愈

明
目

張
膽

。

《
星

島
日

報
》

2012年
4月

14日
報

道
：

「
有

自
由

黨
高

層
在

選
舉

過
後

，

曾
到

訪
中

聯
辦

與
高

層
官

員
會

面
。

中
聯

辦
表

明
不

認
同

自
由

黨
在

特
首

選
舉

期

間
的

做
法

，
分

別
是

在
特

首
選

舉
中

投
白

票
，

並
大

爆
中

聯
辦

積
極

為
候

任
特

首

6
7
1
  〈

一
個
國
家
，
兩
種
制
度
〉
（
1
9
8
4
年
6
月
2
2
日
、
2
3
日
）
，
《
鄧
小
平
文
選
》
第
三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9
3

年
1
0
月

，
5
8
頁

。
6
7
2
 
同

上
。

6
7
3
 
鄧

小
平

：
〈

保
持

香
港

的
繁

榮
和

穩
定

〉
（

1
9
8
4
年

1
0
月

3
日

）
。

梁
振

英
拉

票
。

」

《
基

本
法

》
第

22條
的

規
定

：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所
屬

各
部

門
、

各
省

、
自

治
區

、
直

轄
市

均
不

得
干

預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根
據

本
法

自
行

管
理

的
事

務
。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難
道

不
是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根
據

本
法

自
行

管
理

的
事

務
」

？

「
香
港
人
」
的
身
份
認
同
問
題

稍
稍

對
香

港
有

認
識

的
人

都
知

道
，

郝
鐵

川
批

評
港

大
民

意
研

究
計

劃
的

鍾

庭
耀

搞
「

香
港

人
」

身
份

認
同

的
民

意
調

查
，

是
在

無
理

取
鬧

，
壓

制
學

術
自

由
。

有
關

香
港

華
人

的
身

份
認

同
—

—
「

香
港

人
」

還
是

「
中

國
人

」
的

民
意

調

查
，

早
在

上
世

紀
80年

代
中

期
已

開
始

做
了

。
鼻

祖
就

是
特

區
政

府
中

央
政

策
研

究
組

首
席

顧
問

劉
兆

佳
。

歷
來

有
不

少
機

構
做

過
類

似
的

調
查

，
包

括
左

派
的

學
友

社
和

九
龍

社
團

聯

會
。

親
中

報
紙

也
有

報
道

過
這

些
調

查
結

果
，

特
別

是
當

「
中

國
人

」
身

份
認

同

的
比

例
增

加
之

時
。

這
類

調
查

已
成

為
了

解
香

港
人

對
大

陸
政

治
，

以
及

對
香

港
民

主
發

展
態

度

的
風

向
標

。
鍾

庭
耀

今
回

的
調

查
結

果
是

：
認

同
「

香
港

人
」

身
份

的
比

重
上

升
、

認
同

「
中

國
人

」
身

份
的

下
降

。

郝
鐵

川
是

典
型

的
輸

打
贏

要
。
6
7
4

中
聯

辦
第

一
位

主
任

姜
恩

柱
說

過
：

「
香

港
是

一
本

難
讀

的
書

。
」

旨
哉

斯
言

！

香
港
電
台
撤
換
「
烽
煙
」
（
phone-in）

節
目
主
持
人

2011年
11月

，
香

港
電

台
撤

換
周

融
、

吳
志

森
兩

位
節

目
主

持
人

。
明

眼
人

都
能

看
出

來
這

是
一

項
政

治
決

定
：

為
了

翦
除

《
自

由
風

  自
由

phone》
的

吳

6
7
4
 
劉

兆
佳

：
《

「
香

港
人

」
或

「
中

國
人

」
：

香
港

華
人

的
身

份
認

同
1
9
8
5
-1
9
9
5
》

，
《

轉
化

中
的

香
港

：
身

份
與

秩
序

的
再

尋
求

》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1
9
9
8
年

，
3
-3
0
頁

。
作

者
當

時
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教
授

。
 

L
a
u
 S
iu
-K

a
i,  K

w
a
n
 H

sin
-C

h
i, T

h
e
 E
th
o
s o

f th
e
 H

o
n
g
 K
o
n
g
 C

h
in
e
se

, 1
9
8
8
.

 
王

永
英

、
尹

寶
珊

：
《

從
民

意
看

香
港

的
社

會
與

政
治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香
港

亞
太

研
究

所
，

2
0
0
8
年

3
月

，
3
-7
頁

。
書

內
有

圖
表

顯
示

1
9
8
5
-1
9
9
9
年

香
港

人
/中

國
人

認
同

的
演

變
趨

勢
。

 
邊

燕
杰

、
蘇

耀
昌

、
涂

肇
慶

編
：

《
華

人
社

會
的

調
查

研
究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0
1
年

。
 

此
外

，
台

灣
陸

委
會

也
有

委
託

台
灣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選
舉

研
究

中
心

，
做

台
灣

民
眾

有
關

台
灣

人
/中

國
人

認
同

趨
勢

的
調

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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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森

，
寧

可
報

銷
掉

《
千

禧
年

代
》

的
周

融
。

前
港

台
新

聞
總

監
吳

明
林

曾
痛

心
地

說
：

此
舉

令
港

台
倒

退
了

二
十

年
。

是
誰

想
出

這
條

絕
招

？
香

港
電

台
的

主
事

人
公

開
對

傳
媒

講
：

與
政

務
官

出

身
的

廣
播

處
長

無
關

，
而

是
當

時
的

助
理

處
長

戴
健

文
等

高
層

向
上

級
提

議
的

。

戴
健

文
一

向
在

他
的

同
事

和
外

界
心

目
中

是
和

稀
泥

的
好

好
先

生
，

何
以

這

次
手

起
刀

落
，

絕
不

留
情

，
也

毫
不

手
軟

，
寧

願
犧

牲
港

台
「

公
營

廣
播

」
的

清

譽
，

既
不

考
慮

節
目

質
素

下
降

，
也

不
擔

心
聽

眾
會

流
失

？

筆
者

三
十

年
前

曾
效

力
港

台
《

鏗
鏘

集
》

兩
年

。
在

港
大

圖
書

館
找

到
以

下

資
料

：戴
健

文
是

港
大

國
事

學
會

三
朝

元
老

—
—

第
五

屆
（

1976-1977）
主

席
，

第
四

、
六

兩
屆

幹
事

。

國
事

學
會

是
當

時
公

認
最

左
的

校
內

學
生

組
織

。
那

幾
年

舉
辦

了
哪

些
活

動
？

1975年
：

與
中

大
、

理
工

的
國

事
學

會
合

辦
幹

事
交

流
營

；
深

圳
旅

行
團

。

1976年
：

「
反

擊
右

傾
翻

案
風

」
講

座
及

研
習

班
；

全
校

師
生

員
工

毛
澤

東

追
悼

會
；

介
紹

四
人

幫
事

件
及

華
國

鋒
，

舉
辦

「
今

天
中

國
形

勢
」

講
座

及
「

國

事
形

勢
」

研
討

營
。

1
9
7
7
年

：
舉

辦
內

地
旅

行
團

；
展

覽
介

紹
台

灣
歷

史
及

放
映

「
紀

念

『
二

．
二

八
』

事
件

二
十

九
週

年
」

幻
燈

片
；

「
中

共
十

一
大

」
座

談
會

；
紅

樓
夢

講
座

，
由

梁
羽

生
、

牟
潤

孫
主

講
；

出
版

中
共

建
國

以
來

的
文

件
參

考
匯

編
。
6
7
5

從
這

份
清

單
可

見
，

當
時

的
國

事
學

會
是

緊
跟

中
央

的
。

也
許

有
一

種
人

，
就

是
一

貫
聽

從
指

示
辦

事
的

。

順
帶

一
提

，
擯

走
拍

檔
主

持
周

融
後

，
在

《
千

禧
年

代
》

唱
獨

腳
戲

的
梁

家

永
，

也
曾

是
「

火
紅

年
代

」
浸

會
學

院
的

國
粹

派
，

編
過

一
本

中
國

週
特

刊
。

吳
志

森
是

我
在

無
綫

新
聞

部
公

共
事

務
科

的
同

事
，

二
十

多
年

沒
有

來
往

。

被
港

台
撤

換
的

消
息

傳
出

後
，

他
曾

在
報

紙
上

寫
過

，
左

派
報

紙
數

月
來

有
近

百

篇
文

章
攻

擊
他

。
出

於
好

奇
，

發
電

郵
請

他
傳

給
我

，
讓

我
開

開
眼

界
。

收
到

6
7
5
  《

叁
拾
而
立
—
—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會
國
事
學
會
成
立
三
十
週
年
》
紀
念
特
刊
，
2
0
0
2
年
1
0
月
，
1
8
8
、
1
9
5
頁
。

後
，

電
腦

程
式

一
算

，
竟

有
十

餘
萬

字
之

多
。

內
容

自
是

極
盡

詆
毀

之
能

事
。

例

如
，

攻
擊

他
為

何
不

在
節

目
裏

指
責

當
時

正
惹

上
涉

嫌
非

禮
強

姦
官

非
的

馬
草

泥
。

電
子

媒
介

向
來

不
評

論
正

在
處

理
或

審
理

的
官

司
，

否
則

會
有

妨
礙

司
法

公

正
之

虞
。

《
文

匯
》

、
《

大
公

》
的

來
論

連
這

點
常

識
都

沒
有

。

中
聯

辦
的

前
身

—
—

新
華

社
的

副
社

長
張

浚
生

說
過

：
「

為
了

引
導

輿
論

，

我
們

宣
傳

部
就

建
立

了
輿

論
處

，
幫

助
我

們
自

己
辦

的
報

紙
寫

一
些

文
章

，
在

《
大

公
報

》
、

《
文

匯
報

》
以

專
論

或
來

論
的

形
式

發
表

。
」
6
7
6

砲
轟

吳
志

森
的

寫
手

，
大

概
也

是
來

自
宣

傳
部

輿
論

處
吧

。

想
起

鄧
小

平
說

的
話

：
「

1997年
以

後
，

台
灣

在
香

港
的

機
構

仍
然

可
以

存

在
，

他
們

可
以

宣
傳

『
三

民
主

義
』

，
也

可
以

罵
共

產
黨

，
我

們
不

怕
他

們
罵

，

共
產

黨
是

罵
不

倒
的

。
但

是
在

行
動

上
要

注
意

不
能

在
香

港
製

造
混

亂
，

不
能

搞

『
兩

個
中

國
』

」
。
6
7
7

吳
志

森
有

參
加

任
何

泛
民

政
黨

，
在

行
動

上
在

香
港

製
造

混
亂

嗎
？

沒
有

聽

說
過

。
有

搞
「

兩
個

中
國

」
嗎

？
也

沒
有

看
見

。
他

只
是

寫
寫

文
章

、
在

電
台

電

視
節

目
裏

批
評

特
區

政
府

的
施

政
，

批
評

共
產

黨
而

已
，

也
算

是
「

罵
」

罷
。

香
港

電
台

終
於

完
成

了
西

環
夢

寐
以

求
的

任
務

。
且

看
電

視
部

碩
果

僅
存

的

《
頭

條
新

聞
》

何
時

被
改

革
、

被
陰

乾
、

被
取

締
。

2011-2012年
接

連
發

生
的

香
港

電
台

撤
換

「
烽

煙
」

（
phone-in）

節
目

主
持

人
；

郝
鐵

川
批

評
鍾

庭
耀

搞
的

港
大

民
意

調
查

；
郝

鐵
川

致
電

《
信

報
》

老

闆
李

澤
楷

的
秘

書
，

不
滿

該
報

報
道

中
聯

辦
干

預
特

首
選

舉
；

《
成

報
》

把
劉

銳

紹
專

欄
文

章
竄

改
成

挺
梁

振
英

，
最

後
乾

脆
取

消
了

他
的

專
欄

等
等

，
都

是
在

威

脅
香

港
的

核
心

價
值

：
新

聞
自

由
、

言
論

自
由

。

十
、
從
港
人
治
港
到
黨
人
治
港
？

吳
康

民
曾

有
過

一
段

「
幹

部
治

港
」

的
預

言
：

「
這

個
人

是
港

人
，

但
已

經

秘
密

作
為

北
京

的
幹

部
。

並
經

過
培

訓
和

考
察

，
被

認
為

十
分

可
靠

，
能

直
接

接

6
7
6
  《

親
歷

  回
歸

與
合

併
—

—
張

浚
生

訪
談

錄
》

，
9
4
頁

。
6
7
7
 
鄧

小
平

：
〈

保
持

香
港

的
繁

榮
和

穩
定

〉
（

1
9
8
4
年

1
0
月

3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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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指

示
貫

徹
北

京
的

方
針

政
策

，
比

現
在

駕
馭

香
港

的
高

官
要

方
便

和
可

靠
得

多
。

」不
要

誤
會

，
吳

康
民

是
在

批
駁

這
種

說
法

。
他

繼
續

說
：

「
但

這
會

不
會

是

北
京

的
政

策
呢

？
絕

對
不

是
。

北
京

不
必

以
此

來
加

強
管

治
。

《
基

本
法

》
中

已

有
明

確
規

定
了

中
央

對
香

港
的

憲
制

權
力

。
法

律
比

人
選

要
有

效
得

多
。

」
6
7
8

吳
康

民
這

番
話

只
是

用
來

麻
痹

港
人

，
理

論
上

說
不

通
，

也
被

事
實

所
否

定
。

毛
澤

東
的

名
言

：
「

政
治

路
線

確
定

以
後

，
幹

部
就

是
決

定
的

因
素

。
」

吳
康

民
對

這
句

毛
語

錄
，

當
然

爛
熟

於
心

。
他

批
評

西
方

大
國

（
在

香
港

）

也
有

相
當

的
政

治
影

響
和

他
們

的
代

理
人

，
人

事
安

排
、

政
制

設
計

、
經

濟
措

施

上
都

留
有

一
手

。
6
7
9

玩
政

治
手

段
超

班
、

強
調

全
面

專
政

的
中

共
又

怎
會

袖
手

旁
觀

，
不

安
插

自

己
的

代
理

人
？

梁
愛

詩
任

律
政

司
司

長
、

曾
德

成
任

民
政

局
長

，
就

是
前

例
。

進

入
過

行
政

會
議

的
土

共
、

自
己

人
，

亦
大

有
人

在
。

吳
康

民
自

己
就

寫
過

：
「

梁
振

英
是

中
南

海
欣

賞
的

紅
人

。
」
6
8
0

梁
振

英
是

否
共

產
黨

員
，

他
已

屢
次

否
認

。
認

為
他

是
共

產
黨

人
的

一
方

也

拿
不

出
確

據
。

只
能

說
是

查
無

實
據

，
事

出
有

因
。

還
是

曾
在

左
派

陣
營

活
躍

過
的

施
永

青
看

得
透

徹
：

梁
振
英
是
否
正
式
黨
員
無
關
重
要
，
中
共
在
進
行
地
下
活
動
的
時
候
，

會
刻
意
安
排
一
些
可
信
賴
的
人
，
不
在
組
織
上
入
黨
，
以
備
將
來
從
事
特
殊

任
務
。
梁
振
英
1988年

已
任
基
本
法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特
區
政
府
成

立
後
又
獲
委
任
為
行
政
會
議
召
集
人
。
這
兩
個
職
位
的
重
要
性
皆
與
他
的
歷

練
不
相
稱
，
若
非
梁
的
背
後
有
掌
握
更
高
權
力
的
人
支
持
，
他
是
坐
不
上
這

兩
個
位
置
的
。
梁
背
後
的
支
持
者
，
除
了
中
國
共
產
黨
之
外
，
很
難
想
像
得

出
還
有
甚
麼
力
量
。
6
8
1

6
7
8
  《

闖
進

政
治

禁
區

—
—

吳
康

民
政

治
評

論
集

》
，

天
地

圖
書

，
2
0
1
0
年

1
0
月

，
2
3
-2
4
頁

。
6
7
9
 
同

上
，

2
8
頁

。
6
8
0
 
同

上
，

8
9
頁

。
6
8
1
 
施

永
青

：
〈

梁
振

英
可

獲
中

央
全

力
支

持
〉

，
《

a
m
7
3
0
》

，
2
0
1
2
年

4
月

5
日

。

施
永

青
認

為
：

梁
振

英
是

中
共

一
早

看
中

，
刻

意
培

養
出

來
的

人
，

屬
中

共

的
嫡

系
。

不
但

中
央

的
部

門
要

配
合

梁
振

英
，

地
方

的
省

市
，

以
至

香
港

的
地

下

黨
也

得
全

力
支

持
。

梁
振

英
可

以
調

動
的

資
源

與
力

量
，

將
遠

勝
他

的
前

任
—

—

董
建

華
和

曾
蔭

權
。

梁
振

英
在

當
選

後
，

表
明

要
爭

取
連

任
，

做
足

十
年

特
首

。
既

有
唐

、
梁

之

爭
，

黑
材

料
滿

天
飛

的
先

例
可

援
，

梁
振

英
和

支
持

他
的

一
方

必
定

會
用

盡
一

切

方
法

，
封

殺
、

杜
絕

一
切

可
能

對
他

構
成

威
脅

的
政

敵
—

—
不

論
是

來
自

泛
民

或

建
制

派
陣

營
。

梁
如

今
大

權
在

握
，

掌
控

了
政

府
龐

大
的

資
源

，
必

定
會

近
親

繁
殖

，
扶

植

自
己

友
。

必
要

時
，

還
可

以
動

用
人

稱
「

東
廠

」
的

IC
A
C
（

廉
政

公
署

）
，

在

反
貪

倡
廉

之
餘

，
執

行
政

治
任

務
，

秋
後

算
賬

。
即

使
無

法
入

罪
，

也
搞

得
你

雞

犬
不

寧
。

薄
熙

來
如

何
利

用
「

唱
紅

打
黑

」
，

打
擊

對
手

，
就

是
好

例
子

。

大
和
解

最
早

提
出

大
和

解
的

是
曾

鈺
成

，
有

感
於

唐
、

梁
之

爭
這

場
泥

漿
摔

角
太

難

看
，

於
是

曾
經

動
了

出
選

的
念

頭
，

以
弭

平
建

制
派

的
大

分
裂

。
按

照
曾

鈺
成

接

受
沈

旭
暉

訪
問

的
講

法
：

大
和

解
是

包
含

了
與

泛
民

主
派

之
間

的
和

解
。
6
8
2

梁
振

英
只

是
抽

象
繼

承
了

曾
鈺

成
的

概
念

，
並

加
以

閹
割

。

梁
振

英
的

大
和

解
，

只
是

建
制

派
內

部
的

和
解

。
泛

民
主

派
依

然
屬

於
非

我

族
類

。
他

說
的

沒
有

梁
營

、
唐

營
，

並
沒

有
提

泛
民

主
派

的
何

（
俊

仁
）

營
。

他

說
的

只
有

香
港

營
，

其
實

也
只

是
要

別
人

歸
順

於
他

。
港

澳
辦

主
任

王
光

亞
對

他

的
背

書
，

也
是

如
此

。

西
環

中
聯

辦
、

梁
營

中
人

以
及

一
些

左
派

的
放

話
也

很
清

楚
。

雙
普
選
的
前
景

如
今

雖
說

2017年
實

施
特

首
、

立
法

會
雙

普
選

，
卻

又
要

重
新

定
義

「
普

選

非
直

選
」

，
還

要
加

高
門

檻
、

設
置

篩
選

。
一

句
話

，
就

是
要

控
制

選
舉

結
果

。

6
8
2
 
沈

旭
暉

：
〈

曾
鈺

成
：

大
和

解
  訪

破
局

者
書

〉
，

《
明

報
》

2
0
1
1
年

2
月

1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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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說
得

很
清

楚
：

「
如

果
說

普
選

方
案

提
出

較
高

的
提

名

門
檻

是
為

了
要

封
殺

民
主

派
，

這
也

是
當

前
政

治
現

實
使

然
。

要
讓

民
主

派
有

機

會
成

為
普

選
行

政
長

官
的

候
選

人
，

必
須

根
本

改
變

民
主

派
與

中
央

政
府

的
關

係
，

不
能

靠
推

倒
提

名
的

篩
選

機
制

。
」
6
8
3

因
此

，
除

非
中

央
有

雅
量

接
納

民
主

派
人

士
做

特
首

，
否

則
的

話
，

乾
脆

說

明
：

「
港

人
治

港
」

就
是

「
由

中
央

欽
點

的
港

人
治

港
」

。
「

全
民

投
票

」
，

作

秀
而

已
。

「
中

國
現

在
尚

不
具

備
直

接
選

舉
的

條
件

，
只

能
進

行
間

接
選

舉
。

」
這

是

周
恩

來
總

理
在

1954年
8月

15日
會

見
以

艾
德

禮
為

首
的

英
國

工
黨

代
表

團
說

的

話
。
6
8
4

周
恩

來
當

時
還

解
釋

間
接

選
舉

的
辦

法
，

「
是

以
省

和
大

工
業

城
市

為
單

位

選
出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的
代

表
」

。

很
遺

憾
，

半
個

多
世

紀
過

去
了

，
中

國
的

選
舉

制
度

不
單

沒
有

寸
進

，
反

而

倒
退

了
。

中
共

領
導

人
早

年
對

中
國

人
民

作
過

的
承

諾
，

也
都

拋
到

九
霄

雲
外

。

反
正

「
一

國
兩

制
」

早
已

失
去

對
台

灣
垂

範
的

作
用

，
香

港
會

否
也

逃
不

出

內
地

的
宿

命
？

6
8
3
 
曾

鈺
成

：
〈

提
名

不
能

無
門

檻
〉

，
《

蓬
間

集
》

，
2
0
1
1
年

9
月

，
2
8
7
頁

。
6
8
4
  《

周
恩

來
年

譜
》

1
9
4
9
-1
9
7
6
上

卷
。

附
錄
一
：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上
卷
拾
遺
補
闕
、

訂
正

拙
著

上
卷

有
若

干
疏

漏
和

錯
處

，
需

要
訂

正
，

深
感

汗
顏

，
謹

向
讀

者
致

歉
。

另
外

，
上

卷
出

版
後

，
再

發
現

了
若

干
重

要
史

料
，

包
括

中
共

特
工

暗
殺

港

英
偵

探
、

香
港

在
解

放
戰

爭
的

特
殊

作
用

等
，

一
併

補
上

。

拾
遺
補
闕

港
英
偵
探
逮
捕
共
黨
分
子

1
9
2
1
年

至
1
9
3
9
年

（
即

1
9
4
1
年

香
港

淪
陷

前
）

的
港

英
政

府
年

報

（
A
n
n
u
al R

ep
ort）

6
8
5，

其
中

有
歷

年
來

港
府

警
務

總
監

、
華

民
政

務
司

（
Secretariat for C

hinese A
ffairs）

的
年

度
報

告
，

對
共

產
黨

在
香

港
活

動
有

簡
要

記
錄

。
其

中
一

些
可

與
中

共
文

件
互

相
印

證
。

例
如

，
查

封
《

小
日

報
》

Siu Y
at Po，

報
社

經
理

和
主

編
被

遞
解

出
境

，
移

交
到

廣
東

國
民

政
府

手
上

。

有
些

則
未

見
於

中
共

文
件

。

1929年
的

警
務

總
監

年
報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警

方
經

手
處

理
的

共
黨

分

子
大

多
是

青
年

學
生

，
看

來
是

受
命

於
上

海
，

任
務

是
煽

動
殖

民
地

的
勞

工
階

級

鬧
事

。
9月

29日
，

警
方

與
地

保
採

取
果

斷
行

動
，

在
九

龍
城

外
圍

一
處

華
人

廟

宇
，

破
獲

一
個

共
黨

集
會

，
拘

捕
了

50多
人

，
主

腦
分

子
隨

後
被

遞
解

出
境

。
」
6
8
6

6
8
5
 
香
港
大
學
圖
書
館
網
頁
：
H
K
U
L D

ig
ital Initiatives－

H
ong

 K
ong

 G
overnm

ent R
ep

orts O
nline (1842-1941 )

6
8
6
　

英
文

原
文

：
It is sig

n
ific

a
n
t th

a
t m

o
st o

f th
e
 P

a
rty's A

g
e
n
ts w

h
o
 h
a
ve

 p
a
sse

d
 th

ro
u
g
h
 th

e
 

h
a
n
d
s o

f th
e
 P
o
lic
e
 h
a
ve

 b
e
e
n
 o
f th

e
 yo

u
n
g
 stu

d
e
n
t typ

e
, a

n
d
 a
p
p
e
a
r to

 h
a
ve

 b
e
e
n
 c
o
n
tro

lle
d
 

fro
m
 S
h
a
n
g
h
a
i. T

h
e
ir e

ffo
rts h

a
d
 b
e
e
n
 d
ire

c
te
d
 to

 c
a
u
se

 tro
u
b
le
 a
m
o
n
g
 th

e
 la

b
o
u
rin

g
 c
la
sse

s 
o
f th

e
 C
o
lo
n
y. O

n
 S
e
p
te
m
b
e
r 2

9
th
, P

o
lic
e
 a
n
d
 D
istric

t W
a
tc
h
m
e
n
 su

c
c
e
e
d
e
d
 in

 “
c
a
p
tu
rin

g
”

 
a
 C

o
m
m
u
n
ist M

e
e
tin

g
 in

 fu
ll sw

in
g
 a
t a

 C
h
in
e
se

 T
e
m
p
le
 o
n
 th

e
 o
u
tskirts o

f K
o
w
lo
o
n
 C

ity. 
O
ve

r fifty p
e
rso

n
s w

e
re
 a
rre

ste
d
. T

h
e
 p
rin

c
ip
a
ls w

e
re
 su

b
se

q
u
e
n
tly b

a
n
ish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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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聶
榮

臻
元

帥
曾

在
《

回
憶

錄
》

提
到

，
上

世
紀

20年
代

末
到

30年
代

初
，

他

在
香

港
做

地
下

工
作

時
，

經
常

開
辦

過
幾

十
到

百
人

左
右

的
軍

事
訓

練
班

。
6
8
7

筆
者

讀
時

曾
懷

疑
，

是
否

誇
大

了
人

數
。

如
今

有
港

英
檔

案
為

證
，

說
明

當

時
確

有
幾

十
人

的
聚

會
。

中
共
特
工
暗
殺
港
英
偵
探

1930年
的

警
務

總
監

年
報

記
載

了
當

年
最

嚴
重

的
事

件
：

「
警

方
反

共
特

警

組
一

名
編

號
L
.S.C

.384的
探

員
謝

安
（

譯
音

）
，

在
追

查
有

關
共

產
黨

週
年

活

動
的

資
料

時
，

中
了

共
黨

分
子

的
圈

套
，

於
12月

11日
在

油
麻

地
雅

樂
餐

室
（

譯

音
）

被
槍

殺
。

」
6
8
8

這
項

重
要

記
錄

未
見

於
中

共
文

獻
。

以
往

只
知

中
共

特
科

在
上

海
有

「
鋤

奸

隊
」

，
專

門
暗

殺
叛

徒
和

國
民

黨
特

務
。

最
著

名
的

是
顧

順
章

一
案

。
中

共
特

科

負
責

人
顧

順
章

被
捕

變
節

，
導

致
上

海
的

中
共

中
央

機
關

被
國

民
黨

破
獲

，
重

要

領
導

人
被

捕
殺

，
顧

的
家

眷
後

來
遭

到
滅

門
式

報
復

。
原

來
在

香
港

，
中

共
也

有

針
對

港
英

反
共

特
警

組
的

暗
殺

行
動

。

中
共
機
要
科
在
香
港
的
運
作
與
規
模

杜
襟

南
晚

年
憶

述
中

共
機

要
科

於
1949年

間
在

香
港

的
運

作
，

這
些

細
節

是

他
在

日
記
6
8
9裏

沒
有

透
露

過
的

：

在
機
要
通
訊
方
面
，
由
於
環
境
限
制
，
由
分
局
機
要
科
統
一
領
導
各
系

統
，
全
部
隱
蔽
活
動
，
所
有
人
員
以
各
種
社
會
身
份
出
現
（
當
時
我
們
系
統

在
港
九
共
有
八
處
機
關
）
。
我
們
直
接
受
中
辦
機
要
處
和
軍
委
通
訊
部
聯

繫
，
有
關
業
務
、
組
織
、
人
事
、
佈
置
事
宜
，
都
上
報
批
准
。
經
「
中
機
」

同
意
，
由
我
、
林
青
、
錢
松
甫
負
責
華
南
分
局
機
要
科
領
導
。
當
時
聯
繫
的

是
黨
中
央
、
軍
委
、
華
中
局
、
林
平
（
粵
贛
湘
邊
區
）
，
後
來
回
到
部
隊

6
8
7
  《

聶
榮

臻
回

憶
錄

》
，

8
3
頁

。
6
8
8
 
英

文
原

文
：

T
h
e
 m

o
st se

rio
u
s o

c
c
u
rre

n
c
e
 h
o
w
e
ve

r w
a
s th

e
 m

u
rd
e
r o

f L
.S
.C

.3
8
4
 T
se

 O
n
, a

 
m
e
m
b
e
r o

f th
e
 P
o
lic

e
 A

n
ti-C

o
m
m
u
n
ist S

q
u
a
d
, w

h
o
 w

a
s tra

p
p
e
d
 b
y C

o
m
m
u
n
ists in

 th
e
 N

g
a
 

L
o
k R

e
sta

u
ra
n
t, Y

a
u
m
a
ti, a

n
d
 sh

o
t d

e
a
d
 o
n
 th

e
 1
1
th
 D

e
c
e
m
b
e
r, w

h
ile

 a
tte

m
p
tin

g
 to

 o
b
ta
in
 

in
fo
rm

a
tio

n
 in

 c
o
n
n
e
c
tio

n
 w

ith
 a
 C

o
m
m
u
n
ist A

n
n
ive

rsa
ry.

6
8
9
 
上

卷
：

《
從

杜
襟

南
日

記
透

視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活

動
》

。

時
，
聯
繫
了
各
兵
團
：
陳
賡
兵
團
、
鄧
華
兵
團
、
葉
飛
兵
團
。
在
港
期
間
有

機
要
員
25人

，
報
務
、
機
務
員
20人

（
均
包
括
派
外
地
的
在
內
）
。
6
9
0

可
見

，
中

共
機

要
科

對
解

放
戰

爭
的

情
報

通
訊

，
擔

當
了

重
要

角
色

。

吳
康

民
在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中

曾
提

到
：

（
解

放
前

夕
）

他
的

五
妹

映

珠
，

在
香

島
中

學
讀

中
一

，
不

久
從

軍
，

從
事

秘
密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工
作

。
不

知

當
時

是
否

由
杜

襟
南

的
華

南
分

局
機

要
科

培
訓

、
領

導
？

解
放

後
，

吳
映

珠
曾

任

廣
州

市
計

委
副

主
任

。

關
於
香
港
大
學
前
副
校
長
、
高
級
顧
問
程
介
明

上
卷
327-333頁

：
筆

者
與

司
徒

華
筆

談
時

，
對

程
介

明
有

不
同

看
法

。

一
位

現
職

律
師

的
昔

日
港

大
「

國
粹

派
」

同
學

讀
完

拙
著

後
，

發
來

電
郵

說
：

「
以

華
叔

的
闊

達
大

量
性

格
，

對
事

不
對

人
，

斷
不

會
糾

纏
私

人
恩

怨
或

針

對
別

人
作

無
聊

造
謠

惡
意

批
評

，
而

定
必

有
感

而
發

或
對

您
善

意
提

醒
。

為
存

厚

道
而

沒
有

言
明

而
已

，
可

能
有

些
您

未
掌

握
的

情
況

。
從

個
人

了
解

，
我

比
較

支

持
華

叔
的

看
法

。
」

筆
者

補
充

兩
條

關
於

程
介

明
的

資
料

。

吳
康

民
講

述
1967-1979年

的
培

僑
校

史
：

「
極

左
期

與
暴

力
發

生
聯

繫
，

影
響

學
校

形
象

，
為

打
開

局
面

，
開

辦
了

培
元

英
文

書
院

。
」
6
9
1

創
辦

並
出

任
培

元
校

長
的

，
就

是
程

介
明

。
培

元
親

中
，

也
是

不
用

置
疑

的
。

一
等

榮
譽

畢
業

（
1st C

lass H
onour）

的
曾

鈺
成

在
1969年

親
述

，
不

做

港
大

助
教

，
放

棄
出

國
留

學
，

減
薪

到
培

僑
教

書
。

游
說

他
過

檔
的

，
就

是
程

介

明
。
6
9
2

一
般

以
為

曾
鈺

成
是

從
港

大
到

培
僑

任
教

的
第

一
人

，
其

實
曾

是
培

僑
讀

書

的
程

介
明

才
是

。
根

據
吳

康
民

的
說

法
，

可
以

推
斷

，
程

介
明

當
年

要
打

開
局

6
9
0
 
杜

襟
南

：
〈

南
天

一
葉

—
—

記
華

南
分

局
舊

事
〉

，
中

共
廣

東
省

委
黨

史
研

究
室

、
紀

念
中

共
中

央
華

南
分

局
成

立
五

十
週

年
籌

備
小

組
合

編
：

《
回

憶
中

共
中

央
華

南
分

局
》

，
2
0
0
0
年

8
月

，
7
7
頁

。
6
9
1
  《

吳
康

民
口

述
歷

史
》

，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

2
0
1
1
年

7
月

，
4
1
頁

。
培

元
英

文
書

院
早

已
結

業
。

在
港

島
筲

箕
灣

街
坊

福
利

會
的

會
址

，
仍

保
留

了
一

間
培

元
幼

稚
園

。
6
9
2
  〈

從
聖

保
羅

到
培

僑
—
—
專

訪
曾

鈺
成

〉
，

《
學

苑
》

1
9
7
0
年

3
月

1
日

。
《

學
苑

》
由

港
大

學
生

會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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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面
，

所
以

找
曾

鈺
成

來
填

補
自

己
在

培
僑

的
空

缺
。

回
歸

後
，

程
介

明
是

董
建

華

政
府

推
動

教
育

改
革

的
三

頭
馬

車
之

一
，

另
外

二
人

是
梁

錦
松

、
戴

希
立

。

訂
  正

誰
「
不
盡
不
實
」
？

上
卷
10頁

：
《

自
序

》
引

述
新

華
社

秘
書

長
楊

奇
指

新
華

社
兩

位
中

層
幹

部
，

退
休

後
大

寫
往

事
秘

聞
「

不
盡

不
實

」
。

中
層

幹
部

寫
過

書
的

有
三

人
：

新
華

社
副

秘
書

長
黃

文
放

、
前

新
華

社
統

戰

部
部

長
何

銘
思

和
前

《
文

匯
報

》
的

金
堯

如
。

筆
者

寫
道

：
黃

文
放

肯
定

有
份

（
因

找
到

他
的

若
干

錯
處

）
、

而
何

銘
思

、

金
堯

如
二

人
，

則
不

知
是

指
哪

位
。

筆
者

後
來

有
緣

得
見

楊
奇

，
承

蒙
他

澄
清

所
指

的
是

黃
文

放
、

金
堯

如
二

人
。

何
銘

思
當

可
釋

懷
。

但
筆

者
未

有
機

會
了

解
所

謂
「

不
盡

不
實

」
的

細
節

，

有
待

釐
清

。
否

則
，

對
已

故
的

金
堯

如
也

不
公

平
。

23頁
：
海
軍
司
令
李
作
鵬
；
428頁

：
李
是
原
海
軍
司
令
員
。

錯
。

李
作

鵬
是

海
軍

第
一

政
委

、
副

總
參

謀
長

。

28頁
：
毛
澤
東
後
來
說
：
「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成
立
，
是
開
天
闢
地
的
大
事
變
。
」

（
《
中
國
革
命
與
中
國
共
產
黨
》
）

以
上

出
處

錯
了

，
文

字
也

稍
有

出
入

。
我

單
憑

記
憶

，
沒

有
核

實
。

應
是

出

自
《

毛
澤

東
選

集
》

第
四

卷
壓

軸
篇

：
〈

唯
心

歷
史

觀
的

破
產

〉
：

「
中

國
產

生

了
共

產
黨

，
這

是
開

天
闢

地
的

大
事

變
。

」

4
7
頁
：

引
彭

月
笙

1924年
2月

3日
致

劉
仁

靜
函

提
到

「
學

友
社

」
，

謂

「
請

注
意

，
當

時
已

有
『

學
友

社
』

的
構

想
，

不
過

真
正

成
事

就
要

等
到

1949年

了
。

」 錯
了

。
讀

者
駱

君
寫

來
電

郵
說

：
「

學
友

社
省

港
支

部
於

1923年
5月

1日

已
創

刊
《

學
友

季
刊

》
，

此
組

織
的

成
立

或
應

早
於

1924年
。

」
 

71頁
：
胡
志
明
（
1890-1969）

領
導
的
越
南
共
產
黨
，
就
是
1931年

在
香
港
誕
生

的
。

錯
。

是
1930年

。

胡
志
明
在
九
龍
譚
公
道
186號

被
捕

139頁
：
（
英
國
警
察
）
在
新
加
坡
逮
捕
了
共
產
國
際
的
特
派
員
勒
伏
朗
。
勒
伏
朗

身
份
證
上
的
地
址
是
：
「
香
港
三
龍
186號

」
。
⋯
⋯
不
知
「
三
龍
186號

」
在
何
處
。
會

否
是
山
林
道
的
音
譯
？
又
或
者
是
山
東
街
Shantung Street的

誤
拼
，
變
成
Shanlung？

待

考
。

我
的

揣
測

大
錯

。

讀
者

林
嘉

明
數

度
發

電
郵

給
我

，
除

了
指

出
拙

著
若

干
誤

植
和

存
疑

的
地

方
，

還
特

別
提

醒
我

查
閱

黃
浩

潮
撰

寫
的

〈
囚

禁
在

域
多

利
監

獄
的

國
父

，
另

有

其
人

？
〉

提
到

：
1931年

6月
6日

，
香

港
警

方
如

臨
大

敵
，

包
圍

九
龍

城
一

個

住
宅

，
破

門
而

入
，

帶
走

了
一

男
一

女
，

男
的

自
稱

「
宋

文
初

」
（

Sung M
an 

C
ho）

，
中

國
廣

東
人

，
36歲

，
從

新
加

坡
來

港
。

女
的

名
為

李
三

（
L
i Sam

, 

又
名

L
y Phuong T

huan，
年

約
18歲

，
後

被
釋

放
，

並
限

令
她

在
當

年
八

月
底

離
境

）
。

黃
浩

潮
寫

道
：

「
1931年

4月
底

，
法

國
警

察
（

在
越

南
）

逮
捕

了
一

批

『
共

產
黨

嫌
疑

分
子

』
，

並
在

他
們

身
上

搜
出

一
封

由
阮

愛
國

在
4月

24日
發

出

的
信

；
其

後
，

英
國

警
察

又
在

新
加

坡
拘

捕
了

一
名

共
產

國
際

的
特

派
員

，
並

得

到
香

港
九

龍
城

譚
公

道
（

T
am

 K
ung，

一
說

T
am

 L
ung）

186號
的

地
址

。
法

國
政

府
遂

要
求

香
港

政
府

協
助

，
逮

捕
居

住
在

該
處

的
人

士
。

如
有

阮
愛

國
其

人
，

希
望

能
派

船
接

阮
愛

國
回

越
南

處
置

。
」
6
9
3

此
外

，
李

明
漢

在
《

愛
情

與
革

命
—

—
越

南
國

父
胡

志
明

秘
名

解
碼

》
一

書

也
說

是
「

九
龍

城
譚

公
道

186號
」

。
6
9
4

胡
蘭
成
是
否
托
派
？

158頁
：
作
家
張
愛
玲
的
首
任
丈
夫
胡
蘭
成
，
世
人
一
向
只
知
他
是
汪
派
漢
奸
，
也

被
標
籤
為
托
派
。
為
何
如
此
歸
類
，
筆
者
不
懂
。

這
段

文
字

下
筆

草
率

，
書

讀
得

少
之

過
。

6
9
3
 
丁

新
豹

主
編

：
《

香
港

歷
史

散
步

》
，

商
務

印
書

館
，

2
0
0
8
年

1
0
月

，
1
1
8
-1
2
1
頁

。
6
9
4
 
李

明
漢

：
《

愛
情

與
革

命
—
—

越
南

國
父

胡
志

明
秘

名
解

碼
》

，
天

行
健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1
0
月

，
1
3
1

頁
。

作
者

1
9
6
9
年

畢
業

於
北

京
外

國
語

大
學

越
南

語
專

業
，

曾
參

與
多

項
中

國
「

援
越

」
項

目
。

從
書

中
得

知
，

2
0
0
3
年

，
中

、
越

兩
國

曾
於

2
0
0
3
年

合
拍

電
影

《
阮

愛
國

（
胡

志
明

）
在

香
港

》
。

不
知

有
沒

有
來

香
港

域
多

利
監

獄
和

宋
王

臺
等

地
取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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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台
灣

學
者

秦
賢

次
曾

引
述

胡
蘭

成
自

撰
的

《
今

生
今

世
》

：
「

（
南

寧
）

一

中
教

員
即

史
大

林
派

與
托

洛
斯

基
派

皆
有

，
而

我
是

敬
服

托
派

。
」

據
秦

賢
次

考

證
，

胡
蘭

成
「

在
燕

京
大

學
加

入
了

共
產

黨
。

」
秦

還
推

測
，

「
胡

蘭
成

加
入

托

派
，

是
由

廣
西

南
寧

一
中

也
是

托
派

的
同

事
古

詠
今

介
紹

的
。

」
6
9
5

157-158頁
：

引
用

吳
有

恒
的

報
告

，
三

次
提

及
《

華
南

日
報

》
。

錯
了

。

讀
者

林
嘉

明
賜

示
：

「
該

是
吳

氏
誤

記
了

。
正

確
是

《
南

華
日

報
》

，
汪

精

衛
親

信
林

柏
生

主
辦

的
。

」

205頁
：
港
英
軍
方
同
意
中
共
在
九
龍
彌
敦
道
172號

二
樓
和
三
樓
設
立
東
江
縱
隊

駐
港
辦
事
處
。

廖
一

原
的

女
兒

廖
共

新
寫

來
電

郵
：

她
聽

司
徒

強
說

，
只

有
三

樓
而

已
。

楊
奇
來
函
澄
清
史
實

206頁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總
編
輯
黃
薇
。

楊
奇

來
函

：
「

此
說

不
知

有
何

根
據

？
據

我
所

知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從

1947年
初

籌
備

之
日

起
直

至
1949年

8月
，

都
是

由
喬

冠
華

兼
任

社
長

，
並

沒
有

設
總

編
輯

一
職

。
當

時
我

是
該

社
的

中
共

支
部

書
記

（
1947年

調
出

）
，

也
未

聽

說
有

陳
〔

黃
〕

薇
這

個
名

字
。

到
了

1949年
10月

共
和

國
成

立
前

夕
，

中
央

決
定

縮
小

香
港

的
組

織
機

構
，

改
為

『
香

港
臨

時
工

委
』

之
後

，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由

黃
作

梅
任

社
長

，
才

設
總

編
輯

一
職

，
由

李
沖

任
總

編
輯

，
這

在
《

中
國

共
產

黨

組
織

史
資

料
（

廣
東

省
上

報
部

分
）

》
是

有
記

載
的

。
」

我
給

楊
奇

的
覆

函
：

「
我

是
引

述
袁

小
倫

的
〈

戰
後

初
期

中
共

利
用

香
港

的

策
略

運
作

〉
，

《
近

代
史

研
究

》
2002年

第
6期

。
任

教
於

廣
州

的
袁

教
授

曾
多

次
撰

文
論

及
您

和
您

的
作

品
，

您
應

當
對

他
十

分
熟

悉
。

我
以

為
他

的
資

料
可

靠
，

沒
有

去
核

實
《

組
織

史
資

料
》

，
這

是
我

的
疏

忽
。

現
在

猜
想

，
袁

小
倫

的

『
黃

薇
』

會
否

是
『

黃
作

梅
』

的
筆

誤
。

即
使

如
此

，
根

據
您

的
憶

述
，

黃
作

梅

也
沒

有
做

過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的
總

編
輯

。
」

307頁
：
關
於
楊
杰
將
軍
被
暗
殺
的
地
址
，
郭
旭
說
是
「
軒
尼
詩
道
260號

」
，

「
而
楊
奇
則
說
是
⋯
⋯
軒
尼
詩
道
302號

A4樓
」
。

6
9
5
  《

謊
言

與
真

相
—
—
胡

蘭
成

生
平

考
釋

》
，

《
新

文
學

史
料

》
2
0
1
1
年

第
1
期

。

楊
奇

來
函

：
「

郭
旭

所
說

當
然

是
錯

的
。

我
的

『
私

人
檔

案
』

中
，

至
今

仍
保

存
1949

年
9月

20日
香

港
華

商
報

、
大

公
報

等
報

刊
資

料
，

現
影

印
三

張
供

您
參

閱
。

」

我
給

楊
奇

的
覆

函
：

「
謝

謝
您

給
我

的
楊

杰
剪

報
。

這
也

是
歸

咎
於

我
的

疏
懶

，
沒

有
去

查
閱

當
時

的
報

紙
。

否
則

的
話

，
就

可
以

直
截

了
當

指
出

郭
旭

之
錯

，
無

須
像

現
在

這
種

模
棱

兩
可

的
表

述
，

給
讀

者
添

煩
添

亂
。

」

1949年
底
的
電
車
工
人
工
潮

223-224頁
：
1948年

底
，
中
共
香
港
分
局

領
導
了
電
車
工
人
工
潮
。
⋯
⋯
1949年

1月
30日

，

發
生
港
英
政
府
鎮
壓
工
人
的
羅
素
街
血
案
。

大
錯

特
錯

。
應

該
順

延
一

年
：

1949年
底

鬧
工

潮
，

羅
素

街
血

案
在

1950年
1月

30日
發

生
。

上
卷

258頁
寫

的
才

正
確

。

筆
者

被
兩

本
書

誤
導

了
。

分
別

是
〈

香
港

分
局

香
港

市
委

關
於

香
港

電
車

工
人

保
障

生
活

鬥
爭

經
驗

總
結

（
1949年

初
）

〉
，

《
中

共
中

央
香

港
分

局
文

件
匯

集
1947.5－

1949.3》
，

476-481頁
；

張
曉

輝
：

《
香

港
近

代
經

濟
史

（
1840-1949）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001年
，

512-513頁
。

1949年
初

還
沒

發
生

電
車

工
潮

，
何

來
〈

鬥
爭

經
驗

總
結

〉
，

應
是

1950年

初
寫

的
。

403頁
：
為
防
止
共
產
黨
使
用
這
些
飛
機
入
侵
台
灣
，
國
民
黨
認
為
應
該
扣
留
這
些

飛
機
。筆

者
寫

道
：
「
陸
（
恭
蕙
）
是
指
國
共
兩
黨
爭
奪
兩
航
起
義
的
飛
機
。
這
些
飛
機

都
是
民
航
客
機
或
貨
機
，
不
是
戰
鬥
機
，
又
如
何
使
用
這
些
飛
機
入
侵
台
灣
？
」

筆
者

批
評

錯
了

。

事
後

發
現

，
當

時
爭

奪
兩

航
資

產
的

美
國

民
航

空
運

（
C
A
T
）

負
責

人
魏

洛
爾

確
實

擔
心

：
「

如
果

共
產

黨
人

得
到

這
些

運
輸

機
，

配
合

傘
兵

，
奪

得
台

灣

《
華

商
報

》
1
9
4
9
年

9
月

2
0
日

 (楊
奇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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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將
會

是
易

如
反

掌
的

事
。

」
美

國
反

對
建

立
一

支
會

危
及

亞
洲

其
他

地
區

的
共

產

黨
空

軍
。
6
9
6

411頁
：
42. 最

聳
人
聽
聞
的
部
份
是
陸
恭
蕙
在
前
言
和
結
論
部
份
，
提
出
中
共
在

港
的
第
五
縱
隊
人
數
：
83,000。

以
上

這
段

文
字

是
我

寫
的

，
不

是
引

述
陸

恭
蕙

，
故

不
屬

於
引

文
。

應
改

為

宋
體

，
不

是
楷

體
字

。

6
9
6
 
唐

耐
心

N
a
n
c
y B

e
rn
ko

p
f T

u
c
ke

r：
《

不
確

定
的

友
情

—
—

台
灣

、
香

港
與

美
國

1
9
4
5
至

1
9
9
2
》

，
台

灣
新

新
聞

文
化

事
業

，
1
9
9
5
年

3
月

，
3
8
0
頁

。

附
錄
二
：
〈
司
徒
華
可
曾
想
過
加
入
共
產
黨

—
—
和
華
叔
的
一
段
筆
墨
因
緣
〉

續
篇

6
9
7

寫
〈

司
徒

華
可

曾
想

過
加

入
共

產
黨

—
—

和
華

叔
的

一
段

筆
墨

因
緣

〉

（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上
卷

附
錄

一
）

時
，

還
沒

有
機

會
拜

讀
《

大
江

東
去

—
—

司

徒
華

回
憶

錄
》

，
可

幸
拙

文
對

華
叔

昔
日

曾
要

求
加

入
共

產
黨

的
推

斷
，

與
他

在

回
憶

錄
首

次
披

露
的

真
相

入
榫

合
轍

，
這

都
是

得
益

於
通

讀
了

他
的

《
三

言
堂

文

集
》

。與
華

叔
深

交
五

十
多

年
的

摯
友

游
順

釗
明

言
，

正
是

華
叔

的
政

治
信

仰
，

「
受

綁
於

那
個

『
黨

的
情

意
結

』
」

（
大

概
還

包
括

「
無

神
論

」
吧

）
，

成
為

他

和
信

奉
基

督
教

的
黃

少
容

老
師

「
共

偕
的

攔
路

虎
」

，
令

兩
人

的
戀

情
擦

身
而

過
，

未
能

結
合

成
終

身
伴

侶
。
6
9
8

尤
其

令
我

快
慰

的
是

，
拙

文
結

尾
以

魯
迅

的
「

我
以

我
血

薦
軒

轅
」

一
詩

獻

給
他

，
並

摹
仿

他
箋

注
詩

詞
的

手
法

，
做

了
註

解
，

竟
然

和
他

在
序

言
中

寫
的

結

語
，

心
意

相
通

，
完

全
一

致
。

華
叔

寫
道

：

在
中
國
作
家
中
，
魯
迅
對
我
的
影
響
最
深
。
魯
迅
堅
持
理
想
，
無
懼
惡

勢
力
，
愛
國
家
愛
人
民
。
他
的
七
絕
《
自
題
小
像
》
的
末
句
：
「
我
以
我
血

薦
軒
轅
」
最
能
表
現
他
的
大
愛
—
—
對
國
家
、
民
族
、
社
會
的
愛
。
在
建
設

民
主
中
國
的
道
路
上
，
我
無
怨
無
悔
地
「
血
薦
軒
轅
」
，
並
以
此
與
風
雨
同

路
的
朋
友
互
勉
。

2010年
6
9
9

6
9
7
 
原

載
《

明
報

》
2
0
1
1
年

8
月

1
4
日

。
6
9
8
  〈

我
所

了
解

的
司

徒
華

兄
—

—
一

個
六

月
的

追
思

〉
，

《
大

江
東

去
—

—
司

徒
華

回
憶

錄
》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2
0
1
1
年

7
月

，
4
8
9
頁

。
6
9
9
  《

大
江

東
去

—
—

司
徒

華
回

憶
錄

》
序

，
xvii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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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上

卷
曾

寫
道

，
華

叔
給

我
的

最
後

一
封

、
也

就
是

第

四
封

信
丟

失
了

，
只

能
憑

記
憶

寫
上

兩
句

。
不

知
是

否
天

意
，

最
近

居
然

讓
我

無

意
中

在
舊

電
郵

裏
找

回
來

了
。

當
中

有
些

說
法

，
也

是
他

的
《

回
憶

錄
》

沒
有

的
，

如
今

補
上

，
為

這
段

巧
合

的
筆

墨
因

緣
劃

上
句

號
。

司
徒

華
給

筆
者

的
信

關
生
兄
：

今
早
奉
接
長
達
十
頁
的
回
信
，
十
分
感
激
！
更
感
激
的
是
，
你
細
讀
校

對
了
拙
作
的
十
七
本
結
集
，
並
提
出
意
見
，
從
未
有
人
這
樣
做
過
。

另
在
最
近
的
幾
次
接
觸
中
，
7
0
0我
感
覺
你
是
一
個
勤
快
小
心
，
觸
覺
靈

敏
、
關
心
政
治
的
人
。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成
為
了
「
閒
雲
野
鶴
」
，
實
在
太

可
惜
了
。

茲
選
出
幾
個
問
題
，
簡
略
作
覆
：

（
一
）
許
家
屯
並
非
與
我
直
接
面
談
，
只
是
派
人
來
傳
達
意
見
。
那
來

人
當
時
對
我
說
：
「
不
要
不
吃
敬
酒
吃
罰
酒
」
，
大
抵
回
報
時
，
說
了
一
些

7
0
0
 
指

與
他

的
一

次
會

面
和

透
過

傳
真

的
書

信
往

來
。

保
護
我
的
話
。

1998年
冬
，
到
普
林
斯
頓
開
會
，
許
也
來
了
。
約
我
在
會
外
單
獨
談

話
，
勸
我
：
可
否
低
調
一
點
？
可
否
不
再
加
碼
？
我
問
：
為
了
甚
麼
？
他

說
：
「
人
情
留
一
線
，
他
日
好
相
見
」
。
他
雖
逃
亡
海
外
，
還
是
充
滿
幻

想
。

（
二
）
吳
康
民
的
拜
訪
。

7
0
1我
在
答
練
乙
錚
的
一
篇
拙
文
中
，
談
到

中
共
地
下
黨
對
教
協
態
度
的
轉
變
。
那
時
是
1976年

春
，
已
從
堵
塞
、
分

化
、
破
壞
，
轉
為
拉
攏
、
滲
透
、
分
化
。
在
那
一
次
會
晤
，
他
的
態
度
也
是

一
副
上
級
對
下
級
的
面
孔
。
近
年
，
他
有
了
一
些
進
步
，
我
勸
他
「
覺
今
是

而
昨
非
」
。
接
替
他
的
藍
明
生
（
已
故
）
，
態
度
比
他
好
得
多
。
臨
終
，
特

別
囑
家
人
要
通
知
我
。

（
三
）
珍
寶
島
事
件
，
毛
林
是
借
此
而
發
出
「
第
一
號
命
令
」
的
，
北

京
等
城
市
疏
散
，
下
放
各
省
偏
僻
城
鄉
，
為
「
文
革
」
降
溫
，
特
別
是
瓦
解

一
些
老
幹
部
對
「
文
革
」
的
反
感
和
加
強
對
軍
隊
的
控
制
。

（
四
）
王
蒙

7
0
2是
軟
化
了
，
你
有
讀
過
他
的
《
告
別
革
命
》
的
文
章

嗎
？
他
就
是
被
收
買
了
的
一
個
知
識
分
子
，
不
少
作
家
、
學
者
等
，
也
這
樣

被
收
買
了
。

（
五
）
梁
慕
嫻
的
文
章

7
0
3，
沒
有
多
大
意
思
，
但
也
叫
一
些
人
開
了
眼

界
。
她
的
前
夫
柯
其
毅
，
寫
了
一
本
英
文
回
憶
錄
《
杜
鵑
花
之
歌
》
，
全
書

都
用
假
名
，
只
有
我
的
一
個
是
真
的
，
披
露
了
58年

學
友
社
的
奪
權
。

（
六
）
《
擋
坦
克
的
人
》
7
0
4，
支
聯
會
已
有
此
紀
錄
片
。

（
七
）
我
因
長
期
投
身
社
會
運
動
，
經
歷
過
不
少
事
情
，
所
以
，
的
確

有
強
烈
的
敵
我
觀
念
。
只
就
教
協
而
言
，
雖
然
表
面
平
安
無
事
，
實
在
是
內

外
受
敵
的
。
1979年

港
英
壓
力
團
體
秘
密
報
告
書
中
，
就
說
，
教
協
一
直

是
滲
透
奪
權
的
對
象
，
但
卻
有
一
句
，
只
要
司
徒
華
在
，
是
不
會
得
逞
的
，

7
0
1
 
我

曾
對

華
叔

說
，

對
吳

康
民

的
「

傲
慢

」
，

何
必

耿
耿

於
懷

。
7
0
2
 
王

蒙
，

1
9
5
7
年

被
打

成
右

派
，

「
文

革
」

後
曾

任
文

化
部

長
。

晚
年

在
《

自
傳

》
中

對
流

亡
海

外
的

作
家

劉
賓

雁
冷

嘲
熱

諷
。

華
叔

引
用

過
《

王
蒙

自
述

》
說

的
「

告
別

革
命

，
回

歸
現

實
」

。
7
0
3
 
我

曾
在

信
中

提
及

，
地

下
黨

員
、

前
學

友
社

主
席

梁
慕

嫻
在

《
開

放
》

月
刊

寫
的

文
章

嘮
嘮

叨
叨

，
內

容
太

瑣
碎

。
7
0
4
 
我

在
P
B
S
（

美
國

公
共

廣
播

公
司

）
網

站
上

看
到

這
部

有
關

「
六

四
」

的
精

彩
紀

錄
片

：
T
h
e
 T
a
n
k M

a
n
，

向
他

推
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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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因
為
我
警
惕
而
有
高
度
威
信
。
7
0
5

司
徒
華

2009年
6月
29日

下
午
3時

逝
者

已
矣

。
華

叔
為

何
要

把
這

段
與

共
青

團
、

共
產

黨
的

秘
密

，
留

待
離

世

後
才

公
佈

，
已

無
從

考
究

。
1966年

聲
淚

俱
下

要
求

入
黨

的
他

，
對

內
地

已
經

磨

刀
霍

霍
、

準
備

革
文

化
的

命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

對
恩

師
廖

一
原

在
1967年

暴
動

期

間
被

捕
入

獄
、

弟
弟

司
徒

強
與

港
英

鬥
爭

、
妹

妹
又

在
中

方
機

構
任

職
，

當
時

有

何
反

應
和

做
過

甚
麼

，
《

大
江

東
去

—
—

司
徒

華
回

憶
錄

》
也

是
留

白
。

華
叔

在

《
回

憶
錄

》
對

「
文

革
」

極
左

、
「

六
七

暴
動

」
的

論
述

，
顯

然
是

事
隔

多
年

後

的
評

價
，

不
是

當
時

的
看

法
。

華
叔

的
家

人
說

，
《

回
憶

錄
》

的
有

些
內

容
要

到
二

十
年

後
，

甚
至

五
十

後

才
能

解
密

，
不

知
道

包
不

包
括

「
文

革
」

、
「

六
七

暴
動

」
這

一
頁

？

《
回

憶
錄

》
對

2010年
政

改
立

場
改

弦
更

張
的

理
由

，
也

未
能

令
人

釋
疑

。

華
叔

根
據

個
別

民
調

，
認

為
民

主
黨

經
此

一
役

，
更

受
歡

迎
，

顯
然

不
是

事
實

。

在
未

來
的

選
戰

中
，

民
主

黨
將

會
吃

不
少

苦
頭

。

因
為

政
改

分
歧

，
退

出
民

主
黨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鄭
家

富
寫

道
，

他
「

最
遺

憾

最
擔

心
的

，
就

是
華

叔
最

後
押

注
在

政
改

方
案

之
上

的
結

果
，

可
能

會
賠

上
他

的

政
治

原
則

」
。

這
位

華
叔

的
戰

友
補

充
說

：
「

當
然

這
些

污
點

永
遠

不
能

抹
殺

華
叔

在
過

去

這
麼

多
年

來
在

追
求

民
主

、
建

設
民

主
中

國
、

結
束

一
黨

專
政

等
等

一
波

又
一

波

偉
大

工
作

的
貢

獻
。

」
7
0
6

是
的

。
華

叔
在

政
治

思
想

上
看

破
「

紅
」

塵
，

大
徹

大
悟

，
將

會
啟

迪
後

來

者
，

在
推

動
祖

國
走

向
民

主
憲

政
的

道
路

上
，

繼
續

努
力

。

「
路

漫
漫

其
修

遠
兮

，
吾

將
上

下
而

求
索

。
」

祭
告

華
叔

在
天

之
靈

：
您

的
謬

獎
和

鞭
策

，
激

勵
了

一
個

以
「

閒
雲

野
鶴

」

自
況

的
晚

輩
，

精
神

變
物

質
，

斗
膽

寫
了

一
本

沒
有

人
這

樣
寫

過
的

書
。

7
0
5
 
我

曾
含

蓄
地

批
評

：
他

的
敵

我
鬥

爭
意

識
是

否
太

強
？

「
有

高
度

威
信

」
的

說
法

，
與

《
司

徒
華

回
憶

錄
》

相
關

部
份

（
2
0
3
頁

）
的

用
詞

稍
有

出
入

。
7
0
6
  《

政
海

一
聲

笑
》

，
2
0
1
1
年

7
月

，
1
2
4
頁

。

補
記
：

2012年
1月

，
欣

聞
司

徒
華

家
人

把
華

叔
的

絕
大

部
份

遺
物

，
包

括
過

萬
冊

藏
書

，
捐

贈
給

香
港

大
學

圖
書

館
，

成
立

「
司

徒
華

書
房

」
。
7
0
7

從
司

徒
華

個
人

網
站

列
出

的
書

目
7
0
8看

來
，

當
中

有
大

量
馬

恩
列

斯
毛

的
著

作
，

有
些

書
還

留
下

了
司

徒
華

的
筆

記
、

書
評

，
為

探
究

司
徒

華
的

思
想

與
成

長
，

提
供

了
重

要
素

材
。

7
0
7
 
港

大
圖

書
館

整
理

需
時

，
至

2
0
1
2
年

5
月

，
仍

未
開

放
。

7
0
8
 
w
w
w
.sze

to
w
a
h
.o
rg
.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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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附
錄
三
：
《
陳
君
葆
日
記
》

—
—
 一

部
空
前
絕
後
的
奇
書

如
果

不
是

有
《

陳
君

葆
日

記
》

，
拙

著
肯

定
會

有
很

多
無

法
填

補
的

空
白

。

中
共

在
香

港
的

組
織

綿
密

，
長

期
隱

蔽
，

局
外

人
無

從
知

曉
，

要
確

證
它

的

運
作

，
極

為
困

難
。

陳
君

葆
五

十
年

來
記

下
二

百
多

萬
字

、
七

大
卷

的
日

記
，

就

像
一

把
百

合
匙

，
打

開
了

這
個

謎
。

陳
君

葆
從

來
沒

有
承

認
自

己
是

共
產

黨
。

但
是

他
的

不
少

言
行

，
比

起
某

些

共
產

黨
人

，
更

忠
心

耿
耿

。
例

如
，

他
鼓

勵
自

己
的

兒
子

抗
美

援
朝

上
戰

場
，

又

送
女

兒
回

國
升

學
、

工
作

。

人
們

一
向

以
為

，
港

大
學

生
第

一
次

組
團

訪
問

大
陸

是
1971年

。
其

實
，

陳

君
葆

早
在

1956年
已

帶
領

港
大

師
生

秘
密

訪
問

北
京

，
還

得
到

周
恩

來
總

理
接

見
。

正
如

他
的

女
兒

在
《

日
記

》
序

言
中

寫
道

，
他

在
解

放
初

期
曾

經
向

周
恩

來

總
理

表
示

要
獻

身
祖

國
。

只
是

周
恩

來
認

為
他

留
在

香
港

作
用

更
大

，
他

才
留

了
下

來
。

事
實

的
確

如
此

，
他

在
港

大
、

華
革

會
、

馬
可

孛
羅

會
（

M
arco Polo 

C
lub）

、
新

聞
界

、
文

化
界

、
勞

工
界

、
工

商
界

以
致

教
育

界
，

都
為

中
共

效

了
不

少
犬

馬
之

勞
。

從
日

記
所

見
，

陳
先

生
遊

走
於

左
、

中
、

右
派

及
港

府
官

員

之
間

。
頻

繁
的

社
會

活
動

，
源

源
不

絕
的

酬
酢

，
往

往
令

人
驚

訝
其

精
力

何
其

旺

盛
！

他
還

有
不

少
詩

詞
唱

和
、

書
信

往
來

及
報

紙
稿

債
要

處
理

。
若

非
中

英
兼

通
，

文
思

敏
捷

，
出

口
成

章
，

如
何

應
付

得
來

。
單

是
日

記
中

的
近

二
千

首
詩

詞
，

即
可

想
見

。

《
日

記
》

記
載

了
他

對
老

師
賴

際
熙

逝
世

的
追

念
；

對
同

輩
人

如
許

地
山

教

授
身

後
事

的
處

理
及

幫
助

許
的

遺
孀

；
和

馬
鑑

、
馬

蒙
、

馬
臨

三
父

子
的

交
往

；

儘
管

政
見

不
盡

相
同

，
他

對
大

學
者

陳
寅

恪
伸

出
過

援
手

；
摯

友
曾

靖
侯

、
曾

天

畏
父

子
一

心
報

效
祖

國
，

把
新

蒲
崗

的
工

廠
搬

到
廣

州
，

卻
落

得
貧

病
潦

倒
收

場
，

他
曾

為
曾

天
畏

仗
義

執
言

，
向

新
華

社
投

訴
；

港
大

學
生

楊
潔

璦
獻

身
祖

國

多
年

，
孑

然
一

身
回

流
香

港
，

向
他

求
助

，
他

熱
心

幫
忙

找
職

業
⋯

⋯
讀

來
令

人

唏
噓

，
也

可
感

受
到

他
古

道
熱

腸
的

傳
統

儒
者

風
範

。

今
之

視
昔

，
陳

君
葆

對
中

共
的

追
隨

，
明

顯
帶

有
盲

點
。

他
目

睹
中

國
歷

次
政

治
鬥

爭
的

翻
雲

覆
雨

、
顛

三
倒

四
，

親
身

接
觸

過
的

數

以
十

計
的

中
共

領
導

人
中

箭
下

馬
，

卻
極

少
提

出
質

疑
。

基
本

上
是

上
頭

說
甚

麼
，

他
就

信
甚

麼
。

像
他

這
般

見
多

識
廣

、
關

心
時

事
、

經
常

接
觸

各
方

中
外

朋

友
和

報
刊

，
居

然
也

當
局

者
迷

，
盲

從
附

和
，

失
去

了
獨

立
思

考
、

評
斷

是
非

的

能
力

。這
位

溫
文

儒
雅

的
文

人
晚

年
正

遭
逢

「
城

頭
變

幻
大

王
旗

」
、

「
你

方
唱

罷

我
登

場
」

的
「

文
革

」
亂

局
。

他
經

常
頻

頻
撲

撲
地

去
中

國
銀

行
，

聽
港

澳
工

委

領
導

做
一

些
穿

鑿
附

會
、

信
者

得
救

的
馬

後
炮

式
報

告
。

且
舉

兩
則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的
日

記
：

1974年
4月
18日

  （
新
華
社
副
社
長
）
李
菊
生
說
：
（
林
彪
死
黨
、

總
參
謀
長
）
黃
永
勝
等
反
跡
，
可
從
其
書
作
座
右
銘
的
一
首
唐
人
詩
看
出
。

那
是
指
章
碣
的
焚
書
坑
儒
罷
。
章
詩
云
：
竹
帛
煙
燒
（
銷
）
帝
業
虛
，
關
河

空
鎖
祖
龍
居
。
坑
灰
未
冷
山
東
亂
，
劉
項
原
來
不
讀
書
。

陳
君

葆
評

道
：

「
引

古
人

詩
，

恐
亦

各
人

有
各

人
的

見
解

，
或

則
斷

章
取

義
，

或
則

避
重

就
輕

，
或

偏
引

用
，

或
曲

作
解

，
似

難
一

律
論

是
非

也
。

」

我
們

現
在

知
道

，
毛

澤
東

在
上

世
紀

的
40年

代
、

50年
代

和
60年

代
，

曾
三

次
書

寫
這

首
晚

唐
詠

史
詩

。
7
0
9黃

永
勝

只
是

抄
錄

而
已

。

1976年
6月
16日

  （
新
華
社
社
長
）
梁
威
林
說
：
階
級
鬥
爭
十
年
、

二
十
年
、
三
十
年
、
一
百
年
、
一
千
年
，
何
時
始
終
結
很
難
說
，
誰
也
不
知

7
0
9
  《

同
舟

共
進

》
2
0
0
9
年

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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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道
，
看
來
鬥
爭
運
動
是
永
久
性
的
。
我
們
只
是
相
信
黨
是
可
以
相
信
的
就
是

了
。
黨
內
有
資
產
階
級
分
子
，
但
黨
不
會
腐
朽
蛻
變
的
，
這
是
要
傳
達
下
來

的
思
想
。

梁
威

林
在

1977年
底

被
調

回
內

地
。

陳
君

葆
12月

3日
寫

道
：

七
個

單
位

聯

合
歡

送
梁

威
林

的
宴

席
，

每
席

菜
要

費
1,000餘

元
，

每
人

約
要

130元
左

右
，

「
這

可
能

已
過

奢
侈

了
吧

」
，

「
可

以
一

飽
便

可
以

，
何

必
過

於
浪

費
。

」

這
段

日
記

對
梁

威
林

沒
有

流
露

半
點

不
捨

之
情

，
對

其
在

港
近

20年
的

功
過

得
失

，
也

不
置

一
詞

。

《
日

記
》

中
記

錄
了

一
些

交
往

了
幾

十
年

的
高

人
，

令
讀

者
拍

案
驚

奇
。

楊
士

端
，

1922年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輩

份
與

周
恩

來
相

若
。

1930年
與

中
共

失
去

組
織

聯
絡

，
後

移
居

香
港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
楊

士
端

的
特

殊
經

歷
，

能

夠
冷

眼
旁

觀
，

往
往

對
中

共
官

方
的

大
政

方
針

，
包

括
人

民
公

社
、

「
文

革
」

、

1967年
的

暴
動

，
提

出
質

疑
。

有
資

格
叫

廖
承

志
做

「
肥

仔
」

的
廖

恩
德

醫
生

，
也

是
有

獨
立

見
解

的
愛

國

者
。

難
怪

他
的

女
兒

、
已

故
人

大
代

表
廖

瑤
珠

，
一

直
瞧

不
起

那
些

「
忽

然
愛

國
」

的
機

會
主

義
者

。

金
無

足
赤

，
人

無
完

人
。

無
論

是
否

認
同

陳
君

葆
擁

共
的

政
治

理
念

，
他

確

實
是

想
為

國
家

民
族

黎
民

百
姓

，
奉

獻
了

一
生

。

感
謝

陳
君

葆
和

他
的

後
人

、
贊

助
出

版
的

銘
源

基
金

、
商

務
印

書
館

，
為

香

港
留

下
了

一
部

堪
稱

空
前

絕
後

的
奇

書
。

附
錄
四
：
《
朱
鎔
基
講
話
實
錄
》
的
啟
示

7
1
0

《
朱
鎔
基
講
話
實
錄
》
出
版
後
，
本
地
一
些
評
論
沒
有
細
讀
這
部
內
容

極
其
豐
富
的
巨
著
，
只
執
着
「
只
講
真
話
，
不
講
假
話
」
等
片
言
隻
語
，
就

誇
誇
其
談
，
下
筆
月
旦
，
有
失
公
允
。

在
很
多
人
心
目
中
，
朱
鎔
基
是
中
國
難
得
的
好
總
理
。
90年

代
初
他

訪
問
加
拿
大
，
筆
者
有
幸
採
訪
全
過
程
。
他
的
言
行
、
氣
度
，
所
傳
達
的
信

息
，
重
新
點
燃
了
人
們
對
改
革
開
放
的
希
望
。
7
1
1

透
過
這
組
結
合
香
港
與
中
國
實
際
的
讀
書
筆
記
，
希
望
能
勾
劃
出
朱
鎔

基
的
為
人
處
事
，
也
表
達
一
介
平
民
對
領
袖
人
物
的
期
盼
。

一
、
假
如
朱
鎔
基
主
政
香
港

2011年
9月

出
版

的
《

朱
鎔

基
講

話
實

錄
》

（
簡

稱
《

實
錄

》
）

，
登

載
了

朱
鎔

基
在

副
總

理
（

1991年
4月

－
1998年

3月
）

和
總

理
（

1998年
3月

－
2003

年
3月

）
任

內
，

長
達

12年
的

講
話

和
批

示
。

鴻
文

四
卷

，
約

120萬
字

，
絕

大
部

份
是

第
一

次
公

開
發

表
，

詳
細

披
露

了
朱

鎔
基

的
治

國
理

念
和

重
大

實
踐

，
對

於

指
導

中
國

繼
續

改
革

開
放

，
建

立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體

制
，

意
義

非
比

尋
常

。

香
港

大
學

經
濟

系
榮

休
教

授
張

五
常

曾
經

有
過

「
大

想
頭

」
：

請
退

下
總

理

火
線

的
朱

鎔
基

紆
尊

降
貴

，
前

來
主

政
香

港
。

這
當

然
是

天
方

夜
譚

。

不
過

，
我

們
可

以
從

《
實

錄
》

透
視

朱
鎔

基
的

管
治

理
念

和
為

人
處

事
態

度
，

與
特

首
曾

蔭
權

有
甚

麼
巨

大
的

差
異

。

2011年
8月

，
李

克
強

副
總

理
訪

問
香

港
。

貴
人

到
訪

，
特

區
政

府
卻

如
臨

7
1
0
 
原

載
《

明
報

》
2
0
1
1
年

9
月

2
5
日

、
1
0
月

2
日

、
9
日

、
1
6
日

、
2
3
日

。
7
1
1
 
上

卷
4
6
0
-4
6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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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敵

。
超

乎
尋

常
的

嚴
密

保
安

和
過

份
的

封
路

戒
備

，
限

制
了

居
民

、
學

生
的

出

入
自

由
，

弄
得

怨
聲

載
道

、
輿

論
嘩

然
。

香
港

大
學

慶
祝

百
年

盛
典

，
標

榜
學

術

自
由

的
校

園
，

卻
變

成
了

學
生

的
禁

地
，

還
要

成
立

調
查

委
員

會
徹

查
。

結
果

，

中
央

一
片

苦
心

支
持

香
港

的
一

系
列

措
施

備
受

忽
略

。

請
看

一
看

，
朱

鎔
基

總
理

是
如

何
對

待
攔

轎
喊

冤
的

上
訪

者
。

「
包
公
還
接
狀
子
呢
」

朱
鎔

基
說

：
「

上
下

班
的

路
上

常
常

遇
到

攔
轎

喊
冤

，
接

他
的

狀
子

嘛
，

沒

有
甚

麼
可

害
怕

的
。

包
公

還
接

狀
子

呢
，

何
況

我
們

還
是

共
產

黨
員

呢
！

」
「

每

天
乘

車
上

班
，

不
斷

地
發

生
險

情
，

有
時

上
訪

的
人

一
下

子
就

躥
到

車
前

邊
，

攔

車
上

訪
。

我
一

再
地

告
訴

司
機

，
一

定
要

注
意

車
不

能
開

得
太

快
，

別
傷

了
他

們
。

」但
是

，
警

衛
系

統
卻

加
佈

了
崗

哨
，

又
是

武
警

，
又

是
交

警
，

還
有

便
衣

，

三
步

一
崗

，
五

步
一

哨
，

車
還

沒
有

到
就

提
前

封
了

路
，

這
樣

造
成

人
民

群
眾

很

大
的

不
方

便
。

結
果

，
朱

鎔
基

要
親

自
到

公
安

分
局

，
和

公
安

、
武

警
、

交
通

管
理

等
人

員

開
會

。
「

你
們

也
要

考
慮

我
是

總
理

，
我

不
能

夠
老

擾
民

啊
！

告
狀

的
人

一
攔

，

我
就

停
車

，
但

我
不

打
開

車
門

，
安

全
沒

有
問

題
。

後
邊

警
衛

車
過

來
，

把
他

的

告
狀

信
接

下
，

我
再

走
。

」

他
還

說
：

「
對

待
這

些
攔

轎
喊

冤
的

人
，

一
定

不
要

打
他

們
，

不
要

推
他

們
，

他
們

是
人

民
群

眾
，

要
禮

貌
地

對
待

；
另

外
，

他
們

的
狀

子
一

定
要

交
給

我

批
⋯

⋯
如

果
這

成
了

一
種

作
風

，
代

代
相

傳
，

我
相

信
法

治
還

是
有

希
望

的
。

」

很
明

顯
，

朱
鎔

基
是

想
善

待
上

訪
者

，
也

知
道

有
人

被
打

的
情

況
。

可
惜

上

訪
者

屢
遭

迫
害

，
至

今
仍

時
有

所
聞

，
未

見
改

善
。

1998年
3月

，
朱

鎔
基

在
出

任
總

理
後

的
第

一
次

記
者

會
上

說
：

「
我

一
定

會
再

去
（

香
港

）
。

至
於

香
港

人
民

對
我

去
香

港
是

表
示

歡
迎

，
還

是
示

威
、

抗

議
、

遊
行

，
那

是
香

港
人

的
自

由
。

」

李
克

強
表

明
來

香
港

要
「

多
走

走
，

多
看

看
」

，
相

信
他

也
有

朱
鎔

基
的

胸

襟
。

特
區

政
府

如
今

以
保

安
為

理
由

，
堅

壁
清

野
、

處
處

設
防

，
他

又
能

了
解

到

多
少

香
港

的
民

情
呢

？
特

首
以

降
的

一
眾

官
員

，
應

好
好

反
思

一
下

，
以

免
陷

國

家
領

導
人

於
不

義
。

「
我
非
常
重
視
香
港
的
輿
論
」

從
《

實
錄

》
得

知
，

朱
鎔

基
看

得
最

多
、

談
論

最
多

的
是

香
港

報
紙

。

「
我

非
常

重
視

香
港

的
輿

論
。

在
內

地
的

報
紙

上
找

不
到

罵
我

的
文

章
，

香

港
報

紙
上

這
類

文
章

就
多

了
。

他
山

之
石

，
可

以
攻

玉
，

可
以

針
砭

自
己

。
批

評

可
以

尖
銳

，
這

是
新

聞
自

由
，

但
最

好
不

要
刻

薄
、

謾
罵

、
挖

苦
。

」
「

香
港

報

紙
我

一
天

至
少

看
三

份
⋯

⋯
」

「
香

港
有

的
報

紙
每

天
都

在
罵

中
國

的
領

導
人

，

比
美

國
的

媒
體

罵
你

們
的

領
導

人
還

厲
害

，
這

說
明

我
們

沒
有

對
香

港
施

加
任

何

壓
力

。
」

「
香

港
《

明
報

》
記

者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

我
看

寫
得

很
好

，
題

目
是

〈
謠

言
止

於
智

者
〉

。
」

對
內

地
的

時
局

，
朱

鎔
基

尤
其

關
注

。
透

過
《

昨
日

要
情

》
、

《
值

班
快

報
》

，
刊

登
各

地
區

發
生

的
一

些
較

大
的

事
件

。
比

如
，

哪
裏

把
鐵

路
堵

了
，

把

公
路

斷
了

，
哪

裏
發

生
圍

堵
政

府
的

事
件

了
等

等
，

中
央

領
導

人
都

能
很

快
知

道
。

「
去

年
我

接
到

一
萬

多
封

人
民

來
信

，
這

是
指

直
接

寫
給

我
個

人
的

。
」

他

是
中

央
電

視
台

《
焦

點
訪

談
》

的
擁

躉
，

看
到

報
道

的
不

平
事

後
很

生
氣

，
就

馬

上
寫

批
示

，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及

時
去

處
理

。
他

還
經

常
介

紹
給

相
關

的
部

委
首

長

收
看

。甚
麼

叫
以

正
面

報
道

為
主

？
朱

鎔
基

問
道

：
「

是
指

99％
都

應
該

正
面

報

道
嗎

？
⋯

⋯
我

看
51％

不
也

行
嗎

？
群

眾
的

聲
音

反
映

不
出

來
，

那
還

有
甚

麼
民

主
？

還
有

甚
麼

監
督

？
」

很
少

題
詞

的
朱

鎔
基

特
意

為
《

焦
點

訪
談

》
題

寫
了

「
輿

論
監

督
，

群
眾

喉

舌
，

政
府

鏡
鑒

，
改

革
尖

兵
」

，
以

示
勉

勵
和

支
持

。

朱
鎔

基
講

的
是

很
理

想
。

但
是

，
內

地
在

中
宣

部
掌

控
輿

論
之

下
，

很
多

群

眾
的

聲
音

還
是

反
映

不
出

來
。

一
些

媒
體

嘗
試

去
報

道
一

些
揭

露
時

弊
的

「
負

面

新
聞

」
時

，
依

然
困

難
重

重
，

甚
至

有
人

被
打

壓
、

撤
職

。
廣

開
言

路
，

談
何

容

易
！

回
過

頭
來

看
看

，
特

首
以

降
的

問
責

官
員

有
沒

有
「

利
用

輿
論

針
砭

自
己

」

的
胸

襟
呢

？
環

顧
香

港
電

台
的

電
視

節
目

，
《

鏗
鏘

集
》

、
《

議
事

論
事

》
播

過

「
六

四
」

特
輯

，
也

有
批

評
內

地
和

特
區

施
政

，
《

頭
條

新
聞

》
則

以
嬉

笑
怒

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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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諷
刺

政
府

。
電

台
節

目
《

千
禧

年
代

》
有

周
融

主
導

。
真

正
跟

政
府

唱
反

調

的
，

只
有

吳
志

森
主

持
的

《
自

由
風

自
由

phone》
，

但
是

有
人

大
代

表
等

嘉
賓

主
持

來
適

當
平

衡
。

整
體

而
言

，
港

台
負

面
報

道
的

百
分

比
很

低
，

夠
「

和
諧

」

的
了

。
不

過
，

特
區

政
府

似
乎

對
此

並
不

滿
意

。
招

聘
廣

播
處

長
一

職
，

搞
了

一

場
「

大
龍

鳳
」

—
—

先
是

煞
有

介
事

地
公

開
招

聘
，

要
求

有
十

五
年

傳
媒

經
驗

之

類
，

26名
應

聘
者

無
一

合
格

，
最

後
空

降
了

一
名

毫
無

媒
體

經
驗

的
政

務
官

，
引

起
港

台
廣

大
員

工
反

感
，

也
成

為
社

會
話

柄
。

「
我
從
不
整
人
，
從
不
記
仇
」

朱
鎔

基
說

：
「

雖
然

我
的

氣
量

不
大

，
但

是
我

從
不

整
人

，
從

不
記

仇
，

這

是
事

實
可

以
證

明
的

。
相

反
的

，
對

於
那

些
敢

於
提

意
見

的
人

，
敢

於
當

面
反

對
、

使
我

下
不

來
台

的
人

，
我

會
重

用
他

。
」

他
舉

了
財

政
部

副
部

長
劉

積
斌

做

例
子

，
「

為
了

發
國

債
的

問
題

他
曾

跟
我

爭
得

一
塌

糊
塗

，
當

時
我

對
他

很
有

意

見
。

我
到

現
在

也
認

為
，

他
還

是
錯

的
」

。
但

他
接

着
稱

讚
劉

「
很

正
直

，
很

有

能
力

，
選

他
擔

任
國

防
科

工
委

主
任

是
很

合
適

的
」

。

時
任

北
京

市
代

市
長

的
賈

慶
林

曾
經

請
教

朱
鎔

基
當

市
長

的
訣

竅
。

朱
的

回

答
是

：
第

一
用

人
，

第
二

理
財

，
第

三
抓

好
「

菜
籃

子
」

。

相
當

於
香

港
市

長
的

特
首

，
不

需
要

去
管

「
菜

籃
子

」
。

但
他

怎
麼

用
人

呢
？

年
前

慷
納

稅
人

之
慨

，
聘

用
的

一
批

副
局

長
、

局
長

助
理

。
幾

年
下

來
，

真

正
稱

職
的

有
幾

人
？

大
學

的
民

意
調

查
已

早
有

結
論

。
這

批
大

多
是

坐
直

升
機

上

來
的

「
政

壇
新

秀
」

，
有

的
一

味
出

洋
相

，
有

的
擺

明
是

政
治

酬
庸

，
敗

壞
公

務

員
的

綱
紀

，
瓦

解
公

務
員

的
士

氣
，

成
為

曾
班

子
民

望
持

續
下

跌
的

轉
捩

點
。

令
人

發
笑

的
是

近
日

擁
護

唐
英

年
當

特
首

的
理

由
：

「
腳

頭
好

」
、

「
上

帝

的
感

召
」

。
內

地
民

諺
：

「
當

官
不

為
民

作
主

，
不

如
回

家
賣

紅
薯

。
」

後
一

句

可
以

改
成

「
不

如
回

家
喝

紅
酒

」
。

此
言

並
非

只
針

對
唐

英
年

，
同

樣
適

用
於

梁

振
英

。
他

長
篇

累
牘

的
所

謂
治

港
方

略
，

有
多

少
是

可
以

操
作

，
有

多
少

只
是

誇

誇
其

談
的

炒
作

，
也

有
必

要
去

分
辨

清
楚

。

至
於

朱
鎔

基
當

市
長

的
第

二
條

訣
竅

：
理

財
。

人
們

記
憶

猶
新

的
是

今
年

初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
—

先
硬

後
軟

、
前

後
矛

盾
，

開
港

府
財

政
政

策
進

退
失

據
的

歷

史
先

河
。

連
派

發
6,000元

，
都

要
拖

幾
個

月
，

搞
得

論
論

盡
盡

、
麻

麻
煩

煩
。

特
區

缺
的

不
是

錢
，

缺
的

是
管

治
人

才
啊

。

朱
鎔

基
的

不
少

經
濟

政
策

都
具

有
爭

議
，

是
否

完
全

沒
有

過
失

，
也

值
得

探

討
。

但
他

在
任

內
，

清
理

了
企

業
互

相
拖

欠
多

達
3,000億

元
的

三
角

債
；

堅
持

宏
觀

調
控

，
扭

轉
經

濟
過

熱
（

開
發

區
熱

、
房

地
產

熱
、

股
票

熱
）

，
實

現
「

軟

着
陸

」
；

建
立

分
稅

制
，

解
決

窮
得

快
要

變
乞

丐
的

中
央

財
政

收
入

；
克

服
亞

洲

金
融

危
機

、
內

地
特

大
洪

水
的

挑
戰

；
盡

量
協

助
農

民
解

決
增

產
不

增
收

、
千

萬

職
工

下
崗

失
業

的
困

難
；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突
飛

猛
進

，
外

匯
儲

備
持

續
增

加
。

要

取
得

這
樣

一
張

成
績

單
，

畢
竟

付
出

了
巨

大
的

心
血

和
努

力
。

辦
實
事
，
還
是
做
政
治
秀

不
久

前
，

看
到

一
條

官
媒

（
政

府
新

聞
處

）
發

給
電

視
台

播
出

的
新

聞
片

：

曾
特

首
帶

同
一

眾
房

屋
、

地
政

官
員

視
察

一
處

早
已

劃
作

興
建

公
屋

的
用

地
。

特

首
喃

喃
自

語
，

說
甚

麼
解

決
房

屋
問

題
很

重
要

之
類

的
台

詞
。

興
師

動
眾

地
做

一
場

政
治

化
妝

秀
，

對
香

港
人

愈
來

愈
負

擔
不

起
的

高
樓

價
，

不
少

人
被

迫
住

在
擠

迫
不

堪
、

安
全

堪
虞

的
「

劏
房

」
，

以
及

民
間

要
求

復

建
居

屋
的

呼
聲

，
一

點
幫

助
也

沒
有

。
特

首
繼

而
只

是
責

成
中

央
政

策
研

究
組

調

查
研

究
。

朱
鎔

基
曾

於
2001年

批
評

董
建

華
的

特
區

政
府

施
政

「
議

而
不

決
，

決
而

不

行
」

。
十

年
過

去
了

，
言

猶
在

耳
，

至
今

適
用

。

朱
鎔

基
在

上
海

市
市

長
任

內
，

親
自

主
持

房
改

方
案

，
「

我
在

電
視

台
發

表

講
話

宣
佈

這
個

辦
法

⋯
⋯

大
家

通
過

電
視

等
各

種
形

式
發

表
意

見
，

機
關

團
體

也

進
行

討
論

。
民

意
調

查
表

明
，

上
海

市
民

幾
乎

都
擁

護
住

房
公

積
金

制
度

」
。

討

論
了

半
年

，
1991年

政
策

出
台

，
三

年
後

形
成

良
性

循
環

。

朱
鎔

基
並

不
諱

言
，

他
是

汲
取

外
國

的
成

功
經

驗
。

「
馬

來
西

亞
住

房
部

部

長
對

我
講

，
他

們
有

一
個

政
策

⋯
⋯

」
他

於
是

派
人

去
考

察
，

回
來

寫
材

料
發

給

各
部

門
。

「
即

使
是

新
加

坡
的

辦
法

又
有

甚
麼

不
好

，
人

家
行

之
有

效
嘛

。
實

際

上
我

們
是

結
合

我
們

的
國

情
，

借
鑑

別
人

的
辦

法
並

做
了

很
大

的
改

變
。

」

香
港

有
雄

厚
的

經
濟

實
力

，
理

應
比

內
地

做
得

更
好

。
不

知
道

特
首

和
中

策

組
有

沒
有

去
做

過
研

究
，

包
括

汲
收

上
海

的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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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於
公
心
  不
搞
陰
謀
」

朱
鎔

基
1998年

剛
任

總
理

，
老

天
爺

就
來

一
個

下
馬

威
—

—
神

州
大

地
特

大

洪
水

爆
發

。
2003年

初
，

他
主

持
任

內
最

後
一

次
國

務
院

全
體

會
議

時
說

：
「

去

年
我

的
眼

睛
已

經
很

不
好

，
醫

生
要

我
動

手
術

，
但

我
沒

有
動

，
就

是
一

定
要

到

長
江

、
黃

河
、

松
花

江
、

嫩
江

沿
線

走
一

遍
。

在
烈

日
炎

炎
之

下
，

凡
是

我
在

1998年
、

1999年
曾

經
去

過
的

地
方

，
我

去
年

都
去

走
了

一
遍

。
我

不
去

看
，

我

不
放

心
，

如
果

又
是

『
豆

腐
渣

工
程

』
怎

麼
辦

？
如

果
在

我
卸

任
前

夕
，

來
一

次

大
洪

水
把

大
堤

冲
垮

了
，

我
怎

麼
向

老
百

姓
交

代
？

」

也
是

在
這

次
會

上
，

朱
鎔

基
說

：
「

在
過

去
的

五
年

裏
，

我
對

同
志

們
有

過

很
多

批
評

⋯
⋯

請
同

志
們

相
信

我
是

出
於

公
心

⋯
⋯

不
搞

陰
謀

，
沒

有
私

怨
。

」

朱
鎔

基
不

是
完

人
。

他
曾

在
計

劃
生

育
委

員
會

主
任

張
維

慶
的

來
信

上
作

出

自
我

批
評

：
「

我
身

為
總

理
，

實
不

相
稱

，
平

生
缺

點
，

點
滴

自
知

。
上

次
會

上

失
態

，
並

非
對

您
，

實
為

有
感

而
發

，
然

大
失

分
寸

，
至

今
歉

疚
在

心
。

知
我

諒

我
，

希
勿

掛
懷

。
自

當
引

以
為

戒
。

」

張
五

常
在

2009年
寫

道
：

「
如

果
朱

鎔
基

或
（

已
退

休
的

副
總

理
）

吳
儀

還

沒
有

退
休

，
願

意
做

香
港

的
特

首
，

我
會

舉
手

贊
成

。
就

是
到

了
他

們
現

在
的

年

紀
，

願
意

做
特

首
，

我
還

會
舉

手
贊

成
。

」
可

惜
，

這
是

空
想

。

奉
勸

疑
似

特
首

候
選

人
，

走
出

謀
劃

的
密

室
，

拋
棄

怪
力

亂
神

，
疏

遠
身

邊

的
群

小
，

回
去

認
真

讀
一

讀
《

朱
鎔

基
講

話
實

錄
》

，
想

一
想

自
己

能
做

到
朱

鎔

基
的

幾
分

之
幾

，
再

考
慮

是
否

參
選

，
免

得
將

來
留

下
一

個
罵

名
。

二
、
中
國
的
艱
難
改
革
路

「
不

管
前

面
是

地
雷

陣
還

是
萬

丈
深

淵
，

我
都

將
一

往
無

前
，

義
無

反
顧

，

鞠
躬

盡
瘁

，
死

而
後

已
。

」
1998年

，
總

理
朱

鎔
基

在
首

次
中

外
記

者
會

上
的

這

番
話

，
聽

者
無

不
動

容
。

五
天

後
，

他
在

國
務

院
第

一
次

全
體

會
議

上
重

申
：

「
本

屆
政

府
前

面
是

『
地

雷
陣

』
、

『
萬

丈
深

淵
』

，
我

一
點

沒
講

錯
。

」
不

過
，

這
一

次
，

他
把

其

他
成

員
都

綑
綁

在
一

塊
，

形
成

一
個

「
命

運
共

同
體

」
。

《
朱

鎔
基

講
話

實
錄

》
鴻

文
四

卷
，

對
解

讀
這

番
悲

壯
的

豪
言

，
提

供
了

豐

富
的

素
材

。

「
怎
麼
得
了
」
總
理

《
講

話
》

通
篇

都
可

以
看

到
朱

鎔
基

這
句

口
頭

禪
—

—
「

怎
麼

得
了

」
。

句

句
都

包
含

至
少

一
個

十
分

棘
手

的
老

大
難

問
題

。

股
價

稍
微

下
跌

，
馬

上
有

幾
十

人
到

市
府

上
訪

。
「

這
些

人
還

不
知

道
甚

麼

叫
股

票
，

認
為

社
會

主
義

  股
票

只
准

升
，

不
准

降
的

，
風

險
都

在
國

家
，

那
怎

麼
得

了
！

」

他
強

調
中

央
要

控
制

貨
幣

供
應

時
說

，
「

地
方

都
要

求
人

民
銀

行
拿

錢
，

這

怎
麼

得
了

！
」

「
一

天
到

晚
蓋

房
子

，
到

處
是

工
地

，
怎

麼
得

了
！

」
「

房
價

這
麼

高
，

怎

麼
得

了
！

」
「

老
項

目
差

一
大

截
資

金
，

還
開

工
新

項
目

⋯
⋯

怎
麼

得
了

！
」

「
基

本
建

設
鋪

那
麼

大
攤

子
，

大
量

進
口

鋼
材

⋯
⋯

不
得

了
啊

！
」

「
銀

行
系

統
的

不
正

之
風

太
厲

害
。

要
發

現
一

個
撤

一
個

，
不

下
這

個
決

心
，

我
們

這
個

隊
伍

怎
麼

得
了

啊
！

」
「

我
們

有
的

人
不

說
真

話
，

報
喜

不
報

憂
，

這
個

不
得

了
。

」
談

到
社

會
保

險
基

金
的

運
營

機
構

很
龐

大
，

「
管

理
費

把

養
老

金
都

吃
掉

了
，

那
怎

麼
得

了
！

」
「

有
個

省
的

安
全

廳
廳

長
在

他
兒

子
開

的

妓
院

裏
嫖

妓
女

，
這

怎
麼

得
了

呀
！

」

看
到

庫
存

的
糧

食
質

量
很

差
，

他
說

「
如

果
糧

庫
的

糧
食

都
不

能
吃

了
，

將

來
怎

麼
得

了
啊

！
」

在
四

川
大

涼
山

地
區

視
察

，
「

看
到

海
拔

3,000多
米

的
森

林
被

砍
得

一
塌

糊
塗

。
這

還
得

了
！

」

朱
鎔

基
深

知
，

老
百

姓
在

很
多

方
面

不
滿

，
幹

部
腐

敗
，

貧
富

差
距

懸
殊

，

一
些

基
層

幹
部

作
威

作
福

，
有

的
高

級
幹

部
官

僚
主

義
、

漠
視

群
眾

利
益

。
「

我

們
國

家
目

前
潛

伏
着

很
多

危
機

，
隨

時
都

可
能

爆
發

。
」

朱
鎔

基
除

了
像

一
個

消

防
隊

長
，

哪
裏

有
險

情
，

就
撲

到
哪

裏
救

火
，

更
艱

巨
的

是
，

他
要

引
領

中
國

從

計
劃

經
濟

轉
軌

到
市

場
經

濟
。

張
五
常
的
批
評
是
否
公
道
？

香
港

大
學

經
濟

系
榮

休
教

授
張

五
常

曾
在

1994年
批

評
：

「
中

國
的

三
位

主

要
領

導
人

—
—

江
澤

民
、

李
鵬

、
朱

鎔
基

—
—

不
僅

是
工

程
師

出
身

，
而

且
還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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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工

程
師

的
方

法
治

國
⋯

⋯
人

民
可

不
是

機
械

，
是

不
能

以
修

理
的

辦
法

來
改

進

他
們

的
生

活
的

⋯
⋯

頭
痛

醫
頭

，
腳

痛
醫

腳
，

東
填

西
補

，
左

錘
右

釘
的

辦
法

，

是
經

濟
發

展
的

大
忌

。
」
7
1
2

張
五

常
舉

例
說

，
朱

鎔
基

見
穀

物
的

價
格

上
升

，
就

呼
籲

舉
國

的
國

家
機

構

聯
手

遏
制

穀
物

價
格

。
是

與
經

濟
原

則
脫

了
節

的
「

機
械

工
程

」
。

「
我

對
朱

總
理

的
主

要
批

評
，

是
他

不
相

信
市

場
的

神
乎

其
技

。
佛

利
民

說

得
好

：
計

劃
經

濟
自

上
而

下
，

市
場

經
濟

自
下

而
上

。
朱

總
理

究
竟

要
選

哪
一

種
？

」
7
1
3

朱
鎔

基
畢

業
於

清
華

大
學

工
程

系
，

但
早

在
1952年

已
從

事
宏

觀
經

濟
的

工

作
。

人
們

可
以

質
疑

那
些

計
劃

經
濟

的
學

問
，

不
合

時
宜

。
但

也
正

正
是

幾
十

年

的
歷

練
，

他
深

知
計

劃
經

濟
的

流
弊

，
必

須
改

革
。

朱
鎔

基
借

用
了

西
方

經
濟

學
另

一
大

門
派

—
—

凱
恩

斯
學

派
的

學
說

，
反

駁

類
似

張
五

常
這

樣
的

批
評

。
「

有
些

人
在

思
想

上
受

到
某

些
不

正
確

理
論

的
影

響
，

認
為

市
場

是
不

能
管

的
，

價
格

是
只

有
放

開
、

沒
有

管
理

的
。

這
是

完
全

不

正
確

的
，

沒
有

哪
個

市
場

經
濟

國
家

是
這

樣
搞

的
。

美
國

經
濟

學
家

薩
繆

爾
森

說

過
，

市
場

既
沒

有
心

臟
也

沒
有

大
腦

，
既

沒
有

理
智

也
沒

有
良

心
。

」
「

沒
有

政

府
的

經
濟

干
預

，
只

有
市

場
所

帶
來

的
缺

陷
是

不
能

得
到

糾
正

的
。

對
市

場
不

管

還
行

嗎
？

」
他

舉
了

1993年
放

開
糧

食
、

棉
花

價
格

做
例

子
，

「
搞

得
一

塌
糊

塗
！

要
不

是
拿

出
1,000萬

擔
庫

存
，

又
進

口
了

1,000萬
擔

棉
花

，
紡

織
工

業
一

大
半

企
業

就
都

停
產

了
。

今
年

（
1994年

）
的

紡
織

品
價

格
比

去
年

漲
了

一
倍

啊
。

棉
花

質
量

也
搞

得
一

塌
糊

塗
，

虛
開

等
級

，
摻

雜
使

假
。

這
是

棉
花

市
場

和

價
格

放
開

的
後

果
。

」
糧

價
也

因
為

沒
有

管
理

而
一

度
暴

漲
。

對
於

農
民

、
農

村
、

農
業

的
三

農
問

題
，

朱
鎔

基
特

別
關

注
。

但
他

並
非

止

步
不

前
，

而
是

艱
難

地
摸

索
出

一
條

適
合

國
情

的
改

革
之

路
。

他
深

知
，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改

朝
換

代
都

是
因

農
民

起
義

而
起

。
群

眾
不

堪
重

負
就

會
造

反
，

所
以

不

能
學

蘇
聯

的
休

克
療

法
shock therapy。

張
五

常
曾

被
朱

鎔
基

嚴
禁

走
私

、
嚴

禁
外

匯
黑

市
兩

項
措

施
嚇

了
一

跳
，

認

為
「

要
履

行
朱

總
理

所
提

出
的

兩
項

『
嚴

禁
』

，
就

難
於

上
青

天
⋯

⋯
清

除
貪

污

7
1
2
  〈

經
濟

革
命

功
敗

垂
成

〉
，

《
挑

燈
集

》
，

花
千

樹
出

版
，

2
0
0
1
年

4
月

。
7
1
3
  〈

一
籮

小
問

題
是

大
問

題
〉

，
《

捲
簾

集
》

，
花

千
樹

出
版

，
2
0
0
3
年

6
月

。

最
可

靠
的

辦
法

，
是

清
除

有
害

無
益

的
管

制
。

」

朱
鎔

基
在

《
講

話
》

裏
多

次
提

到
打

擊
走

私
，

甚
至

主
張

派
驅

逐
艦

用
炮

轟
。

雖
然

屢
禁

不
止

，
但

是
仍

然
取

得
一

定
的

成
效

，
增

加
了

國
家

稅
收

、
打

擊

了
走

私
犯

的
氣

燄
。

不
打

擊
，

後
果

只
會

更
可

怕
。

堅
持
改
革
  反
擊
保
守
勢
力

中
共

前
總

書
記

、
前

總
理

趙
紫

陽
曾

在
《

改
革

歷
程

》
憶

述
了

在
位

時
闖

物

價
關

、
民

眾
搶

購
的

高
難

度
，

尤
其

是
中

共
高

層
鬥

爭
的

兇
險

難
測

。
先

有
主

張

改
革

、
寬

鬆
的

主
將

—
—

總
書

記
胡

耀
邦

被
逼

宮
辭

職
，

然
後

輪
到

他
自

己
，

在

1989年
6月

黯
然

下
台

。

朱
鎔

基
既

要
堅

持
改

革
，

糾
正

毛
澤

東
時

代
錯

誤
政

策
的

惡
果

，
包

括
極

脆

弱
的

自
然

生
態

，
解

決
內

地
積

累
下

來
的

種
種

社
會

矛
盾

、
欠

帳
，

保
持

經
濟

持

續
高

速
增

長
，

難
度

極
大

，
動

輒
得

咎
。

1995年
，

鄧
力

群
、

宋
平

批
來

〈
別

把
我

們
的

心
改

涼
了

〉
一

文
，

對
改

革
表

示
不

滿
。

朱
鎔

基
要

寫
信

給
江

澤
民

、
李

鵬
、

胡
錦

濤
等

政
治

局
常

委
作

出
解

釋
：

此
文
反
映
了
京
西
煤
礦
工
人
的
一
些
困
難
，
多
是
事
實
。
但
是
，
文
章

的
基
調
是
以
偏
概
全
，
全
面
否
定
改
革
，
許
多
「
情
況
」
與
客
觀
事
實
不

符
。
所
謂
「
現
在
社
會
正
把
工
人
推
向
貧
困
」
是
錯
誤
。

朱
鎔

基
不

喜
歡

被
人

稱
為

「
經

濟
沙

皇
」

，
但

從
1991年

起
，

他
很

快
就

成

為
工

業
、

交
通

，
以

致
金

融
、

財
政

、
農

村
工

作
的

大
主

管
，

身
處

各
項

改
革

的

風
口

浪
尖

。

他
在

任
內

疲
於

奔
命

地
碰

到
無

數
問

題
—

—
辣

椒
用

硫
磺

熏
、

竹
筍

用
雙

氧

水
泡

、
生

豬
活

牛
注

水
、

假
複

合
化

肥
、

礦
難

死
人

、
飛

機
失

事
、

貪
污

行
賄

、

結
黨

營
私

、
車

匪
路

霸
、

金
融

詐
騙

、
帳

外
存

貸
、

非
法

集
資

、
深

圳
股

災
、

豆

腐
渣

工
程

、
偷

稅
漏

稅
騙

稅
逃

稅
、

黑
惡

勢
力

勾
結

官
員

、
黨

政
軍

機
關

和
執

法

司
法

部
門

參
與

走
私

，
大

量
資

金
外

流
到

香
港

買
空

殼
公

司
炒

股
票

、
親

自
到

印

鈔
廠

去
動

員
開

足
馬

力
印

鈔
票

、
跑

了
十

幾
個

省
市

做
說

服
分

稅
制

的
工

作
，

把

身
體

都
弄

垮
了

⋯
⋯

這
張

清
單

還
遠

遠
沒

有
完

。
用

他
的

話
來

總
結

：
「

有
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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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情

荒
謬

得
不

得
了

，
令

人
髮

指
，

看
了

以
後

血
壓

都
會

升
高

。
」

他
到

安
慶

、
池

州
，

站
在

高
處

看
洪

水
滾

滾
的

長
江

，
觸

景
生

情
，

想
起

了

蘇
東

坡
的

《
念

奴
嬌

．
赤

壁
懷

古
》

：
「

大
江

東
去

，
浪

淘
盡

⋯
⋯

」
但

是
，

他

當
時

想
的

不
是

甚
麼

千
古

風
流

人
物

，
而

是
「

大
江

東
去

，
浪

淘
盡

萬
民

的
血

淚
、

黎
民

的
生

計
」

！

曾
經

與
朱

鎔
基

多
次

面
談

的
美

國
聯

邦
儲

備
局

前
主

席
格

林
斯

潘
，

高
度

評

價
「

他
是

鄧
小

平
這

位
偉

大
經

濟
改

革
者

的
思

想
傳

人
⋯

⋯
全

面
實

現
了

鄧
小

平

所
提

出
的

制
度

改
革

。
」

如
果

說
朱

鎔
基

是
關

心
民

間
疾

苦
的

「
清

官
」

，
但

也
恰

恰
映

照
出

不
少

貪

官
的

可
惡

和
制

度
的

缺
失

。
多

年
來

強
調

經
濟

發
展

，
迴

避
政

治
改

革
，

沒
有

建

立
一

套
有

效
的

民
主

監
督

制
度

，
導

致
問

題
叢

生
，

變
本

加
厲

。
以

貪
腐

為
例

，

一
個

鐵
道

部
長

，
涉

及
賄

賂
的

金
額

就
數

以
億

元
計

。

司
法

的
透

明
度

也
毫

無
寸

進
。

以
朱

鎔
基

屢
次

力
促

加
拿

大
政

府
交

還
賴

昌

星
的

案
件

為
例

，
賴

回
國

後
恍

如
人

間
蒸

發
。

何
時

開
庭

，
如

何
審

訊
，

人
們

一

無
所

知
。

也
許

又
是

屬
於

國
家

機
密

。
7
1
4

朱
鎔

基
的

繼
任

人
溫

家
寶

總
理

近
年

多
次

呼
喚

政
治

改
革

，
似

乎
在

黨
政

高

層
並

沒
有

引
起

太
大

的
迴

響
，

更
遑

論
政

改
的

具
體

措
施

。

對
《
講
話
》
的
幾
點
商
榷

1、
朱

鎔
基

說
：

「
最

近
，

香
港

聯
交

所
發

生
了

一
次

停
電

二
十

分
鐘

的
大

事
故

，
造

成
幾

百
億

元
港

幣
的

損
失

。
」

（
3卷

460頁
）

不
確

。
一

天
成

交
額

才

幾
百

億
，

怎
可

能
全

部
損

失
掉

？
要

是
真

的
話

，
怎

麼
得

了
？

民
主

黨
當

日
引

述

業
內

人
士

估
計

，
今

次
電

腦
交

易
系

統
癱

瘓
造

成
的

損
失

可
能

高
達

數
十

億
元

。

聯
交

所
事

後
發

表
公

告
：

「
正

常
收

市
時

間
後

的
五

分
鐘

內
，

系
統

共
進

行
了

1,099宗
交

易
，

成
交

額
為

港
幣

1億
零

700多
萬

元
（

佔
總

成
交

的
0.58%

）
。

交

易
概

不
獲

聯
交

所
承

認
。

」

2、
朱

鎔
基

對
紗

錠
數

字
的

說
法

不
一

：
1991年

10月
，

「
現

在
至

少
有

4,000多
萬

錠
子

，
可

是
還

在
批

准
新

項
目

⋯
⋯

」
（

1卷
62頁

）
；

「
1991年

7
1
4
 
賴

昌
星

走
私

、
行

賄
罪

名
成

立
，

於
2
0
1
2
年

5
月

1
8
日

被
判

處
無

期
徒

刑
。

（
12月

）
開

全
國

紡
織

工
業

會
議

，
當

時
全

國
有

4,000萬
錠

子
，

我
就

提
出

至

少
要

壓
縮

1,000萬
錠

。
」

（
2卷

446頁
）

；
「

我
在

1991年
（

4月
）

調
到

北
京

來
當

副
總

理
，

管
工

交
，

當
時

有
3,000萬

紗
錠

，
我

就
提

出
壓

錠
改

造
，

壓
掉

1,000萬
錠

，
但

可
惜

的
是

，
他

們
都

不
聽

我
的

。
還

增
加

了
1,000萬

錠
，

變
成

4,000萬
錠

了
。

」
（

3卷
383頁

）
到

底
1991年

，
紗

錠
數

量
是

3,000萬
，

還
是

4,000萬
呢

？
難

道
上

任
半

年
就

增
加

了
1,000萬

錠
 ?!

3、
1998年

10月
，

朱
鎔

基
會

見
迪

士
尼

總
裁

時
，

強
烈

表
示

上
海

最
適

合

建
樂

園
，

當
時

特
區

政
府

又
急

於
爭

取
樂

園
在

香
港

落
戶

，
以

刺
激

經
濟

。
鷸

蚌

相
爭

，
漁

人
得

利
。

結
果

，
香

港
簽

下
了

喪
權

的
合

作
協

議
，

至
今

十
分

被
動

。

筆
者

懷
疑

，
朱

鎔
基

和
特

首
董

建
華

都
中

了
美

國
佬

的
計

。
（

3卷
158頁

）

4、
《

講
話

》
美

中
不

足
的

是
，

缺
少

一
篇

年
譜

，
讀

者
無

法
對

總
理

任
內

做
過

的
工

作
、

到
各

地
考

察
以

及
出

國
訪

問
，

形
成

一
個

時
序

的
概

念
。

最
好

加

上
一

篇
導

讀
，

由
朱

鎔
基

夫
子

自
道

，
分

析
任

內
施

政
的

成
敗

功
過

得
失

，
也

可

以
邀

請
敢

講
真

話
的

經
濟

學
家

吳
敬

璉
來

寫
。

當
然

，
這

是
奢

望
。

內
地

的
言

論

自
由

還
是

具
有

強
烈

的
中

國
特

色
。

三
、
朱
鎔
基
的
宦
海
求
生
術

朱
鎔

基
是

「
摘

帽
右

派
」

，
能

夠
登

上
總

理
寶

座
是

一
項

空
前

絕
後

的
奇

蹟
。

美
國

《
新

聞
週

刊
》

記
者

在
他

上
任

後
的

第
一

次
記

者
會

上
問

：
「

在
中

國
的

高
級

領
導

人
當

中
，

您
是

唯
一

一
位

在
1958年

被
打

成
『

反
黨

右
派

』

的
。

⋯
⋯

這
段

經
歷

對
您

後
來

在
政

治
方

面
的

看
法

有
甚

麼
樣

的
影

響
？

」

朱
鎔
基
：
這
一
段
經
歷
對
我
的
教
育
是
很
深
刻
的
，
但
是
也
是
很
不
愉

快
的
，
因
此
我
不
想
再
提
這
件
事
情
了
。
Thank you。

（
場
內
笑
）
7
1
5

當
時

《
人

民
日

報
》

的
報

道
和

2009年
出

版
的

《
朱

鎔
基

答
記

者
問

》
都

把

7
1
5
  《

文
匯

報
》

1
9
9
8
年

3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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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段

右
派

答
問

刪
掉

。

在
《

朱
鎔

基
講

話
實

錄
》

（
簡

稱
《

講
話

》
）

裏
，

他
承

認
：

「
被

錯
劃

成

『
右

派
』

，
二

十
年

沒
有

黨
籍

。
」

他
接

受
日

本
廣

播
協

會
（

N
H

K
）

採
訪

時

表
示

：
「

如
果

沒
有

這
種

磨
煉

，
我

也
許

今
天

不
可

能
當

總
理

⋯
⋯

我
始

終
沒

有

動
搖

自
己

的
信

念
，

一
直

在
全

心
全

意
地

為
人

民
服

務
。

」

《
講

話
》

披
露

，
時

任
上

海
市

長
的

朱
鎔

基
說

不
要

片
面

強
調

「
發

展
是

硬

道
理

」
，

有
人

認
為

是
同

鄧
小

平
1992年

的
南

巡
講

話
唱

反
調

，
朱

感
到

有
很

大

壓
力

。
鄧

小
平

看
了

發
言

稿
，

予
以

充
份

肯
定

，
才

化
險

為
夷

，
還

把
他

提
拔

到

中
央

工
作

。

美
國

聯
邦

儲
備

局
前

主
席

格
林

斯
潘

說
得

對
：

「
朱

鎔
基

不
像

鄧
小

平
一

樣

擁
有

廣
大

的
政

治
基

礎
，

他
是

技
術

出
身

；
他

的
影

響
力

，
就

我
看

來
，

來
自

江

澤
民

之
支

持
。

」
7
1
6

朱
鎔

基
極

具
個

性
，

絕
不

唯
唯

諾
諾

，
卻

處
處

表
現

出
對

上
司

的
尊

重
，

規

避
功

高
震

主
的

大
忌

。
他

講
話

的
習

慣
是

：
先

引
用

鄧
小

平
、

總
書

記
江

澤
民

、

總
理

李
鵬

的
一

兩
句

話
定

調
，

或
表

明
得

到
他

們
的

支
持

，
然

後
拋

開
講

稿
，

詳

細
抒

發
己

見
。

1999年
，

已
是

總
理

的
他

得
知

有
大

學
同

學
準

備
為

他
編

寫
傳

記
，

馬
上

寫
信

制
止

：
「

國
事

維
艱

，
輿

論
紛

雜
，

飛
短

流
長

，
誠

惶
誠

恐
。

如

再
授

人
以

柄
，

樹
碑

立
傳

，
罪

不
可

逭
。

」

他
也

爭
權

。
1993年

，
他

認
為

李
貴

鮮
出

任
人

民
銀

行
行

長
不

稱
職

，
乾

脆

取
而

代
之

，
自

己
兼

任
行

長
。

但
沒

有
人

認
為

他
是

出
於

私
利

，
倒

是
覺

得
他

當

仁
不

讓
，

肯
幹

實
事

。

他
有

承
擔

。
審

計
署

審
計

了
1290個

企
業

，
嚴

重
造

假
賬

的
佔

68％
。

香

港
報

紙
大

肆
宣

傳
，

說
內

地
腐

敗
。

他
說

：
「

首
先

該
批

評
的

就
是

我
，

我
主

管

經
濟

工
作

十
年

了
，

至
今

還
有

68％
的

國
有

企
業

造
假

賬
，

我
首

先
應

該
引

咎
辭

職
，

跟
別

人
沒

有
關

係
。

」

在
中

國
加

入
W

T
O

（
世

貿
組

織
）

的
談

判
過

程
中

，
朱

鎔
基

飽
受

國
人

批

評
，

認
為

他
讓

步
、

妥
協

太
多

。
但

是
，

他
權

衡
輕

重
，

認
為

對
中

國
有

利
，

堅

持
談

判
爭

取
加

入
，

令
中

國
對

外
開

放
的

格
局

不
可

逆
轉

。

7
1
6
 
格

林
斯

潘
：

《
我

們
的

新
世

界
》

譯
自

：
A
la
n
 G

re
e
n
sp

a
n
：
T
h
e
 A
g
e
 o
f T

u
rb
u
le
n
c
e
，

台
灣

：
大

塊
文

化
，

2
0
0
7
年

9
月

，
3
3
7
-3
3
8
頁

。

在
中

國
官

場
打

滾
了

幾
十

年
，

箇
中

黑
暗

，
朱

鎔
基

洞
若

觀
火

：
「

縣
長

買

通
殺

手
去

殺
縣

委
書

記
，

他
好

當
書

記
。

跑
官

、
買

官
、

要
官

、
殺

人
升

官
。

居

然
腐

敗
到

這
個

程
度

！
」

各
級

官
吏

膽
大

包
天

，
企

圖
瞞

騙
他

的
事

多
得

很
，

往

往
令

他
非

常
氣

憤
。

但
他

自
己

的
官

箴
是

：
「

民
不

服
我

能
，

而
服

我
公

。
」

「
吏

不
畏

我
嚴

，

而
畏

我
廉

。
」

「
公

生
明

，
廉

生
威

。
」

他
說

，
最

痛
恨

的
是

逢
迎

，
最

敬
重

的

是
抵

制
他

的
錯

誤
缺

失
的

人
。

出
於

公
心

，
從

嚴
治

政
，

不
搞

陰
謀

，
沒

有
私

怨
，

不
怕

得
罪

人
，

成
為

他
的

座
右

銘
。

他
曾

借
宋

人
蘇

洵
《

用
間

》
的

話
以

明

志
：

「
用

心
於

正
，

一
振

而
群

綱
舉

；
用

心
於

詐
，

百
補

而
千

穴
散

。
」

女
兒

燕
來

、
兒

子
雲

來
留

學
外

國
時

，
朱

鎔
基

已
經

貴
為

上
海

市
市

長
、

副

總
理

，
但

是
沒

有
外

國
人

知
道

他
們

的
家

庭
背

景
，

「
都

是
靠

自
己

洗
盤

子
、

在

學
校

勞
動

來
求

學
」

。

朱
鎔

基
當

然
也

會
犯

錯
誤

。
他

曾
用

錯
了

人
。

例
如

，
他

派
來

香
港

出
任

光

大
集

團
董

事
長

的
朱

小
華

，
就

因
受

賄
而

入
獄

。

他
當

年
處

理
過

的
各

種
問

題
，

如
今

依
然

堆
積

如
山

。
對

許
多

未
竟

之
志

，

他
可

會
有

遺
憾

？
無

可
否

認
，

中
國

的
改

革
極

為
艱

巨
。

不
可

能
單

憑
一

兩
代

人

去
完

成
民

主
憲

政
的

大
業

。
也

許
，

進
兩

步
退

一
步

、
進

十
步

退
八

步
，

就
已

經

很
不

錯
了

。

中
國

歷
史

上
，

凡
是

改
革

的
，

很
多

都
沒

有
好

下
場

。
朱

鎔
基

在
觀

看
話

劇

《
商

鞅
》

時
潸

然
淚

下
，

大
概

是
深

有
感

觸
。

能
夠

在
驚

濤
駭

浪
的

政
海

中
全

身

而
退

，
沒

有
像

胡
耀

邦
、

趙
紫

陽
那

樣
悲

劇
收

場
，

算
得

上
是

另
一

項
奇

蹟
。

四
、
朱
鎔
基
的
危
機
處
理

剪
不
斷
，
理
還
亂
，
是
離
愁
。
別
有
一
般
滋
味
在
心
頭
。
—
—
李
煜

買
不
斷
，
理
還
亂
，
是
隱
憂
。
總
是
一
個
麻
煩
在
手
頭
。
—
—
朱
鎔
基

朱
鎔

基
在

1991年
到

2003年
的

副
總

理
、

總
理

任
內

，
遇

到
過

無
數

突
發

性

的
危

機
。

1993年
年

初
和

春
節

，
局

勢
非

常
緊

張
。

朱
鎔

基
要

親
自

到
印

鈔
廠

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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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員
，

開
足

馬
力

印
鈔

票
。

「
但

是
，

發
這

麼
多

票
子

如
何

收
場

？
銀

行
不

怕
擠

兌
，

商
店

也
不

怕
搶

購
，

就
怕

人
們

的
心

理
恐

慌
，

就
怕

價
格

抬
上

去
，

老
百

姓

活
不

下
去

，
發

生
社

會
動

亂
。

」

2000年
人

大
、

政
協

兩
會

期
間

，
全

國
各

地
鬧

事
的

情
況

大
量

增
加

，
示

威

游
行

，
阻

斷
鐵

路
、

公
路

啦
，

煤
礦

死
人

，
等

等
。

朱
鎔

基
說

：
「

江
澤

民
總

書

記
和

我
都

非
常

着
急

，
連

着
幾

天
晚

上
都

睡
不

好
覺

。
」

2002年
東

北
石

油
城

—
—

大
慶

市
發

生
了

上
萬

群
眾

走
上

街
頭

抗
議

，
朱

鎔

基
有

感
而

發
，

改
寫

了
南

唐
李

後
主

的
名

句
。

當
時

幾
千

名
已

獲
補

償
十

多
萬

元

的
下

崗
職

工
，

到
石

油
管

理
局

機
關

上
訪

，
持

續
一

個
多

月
，

甚
至

攔
截

列
車

、

阻
斷

交
通

、
損

毀
車

輛
。

同
一

時
間

，
遼

陽
市

十
幾

家
企

業
的

職
工

，
對

企
業

破

產
後

拖
欠

工
資

、
醫

療
費

，
以

及
企

業
領

導
人

腐
敗

等
問

題
不

滿
，

多
次

大
規

模

上
訪

。朱
鎔

基
根

據
匯

報
，

認
為

事
件

有
境

內
外

敵
對

勢
力

插
手

、
境

外
媒

體
煽

風

點
火

。
公

安
機

關
於

是
拘

留
了

煽
動

鬧
事

者
和

涉
嫌

腐
敗

的
企

業
領

導
人

。

不
過

，
物

必
先

腐
而

後
蟲

生
。

朱
鎔

基
通

曉
唯

物
辯

證
法

，
知

道
外

因
只

是

條
件

，
內

因
才

是
根

據
。

外
因

要
通

過
內

因
才

能
起

作
用

。
關

鍵
還

是
解

決
內

因

問
題

—
—

計
劃

經
濟

向
市

場
經

濟
轉

軌
過

程
中

的
深

層
次

矛
盾

。

朱
鎔

基
採

取
了

一
系

列
緩

解
危

機
的

措
施

，
包

括
國

有
企

業
改

革
時

，
要

保

證
安

置
好

職
工

、
不

要
急

於
關

廠
破

產
；

妥
善

解
決

經
濟

補
償

；
加

強
再

就
業

培

訓
和

就
業

；
完

善
社

會
保

障
體

系
；

中
央

及
地

方
增

撥
財

政
資

源
，

確
保

下
崗

職

工
的

基
本

生
活

費
、

離
退

休
人

員
基

本
養

老
金

，
等

等
。

建
立
分
稅
制

朱
鎔

基
任

內
的

一
大

傑
作

是
化

解
中

央
財

政
緊

絀
的

危
機

，
實

施
中

央
和

地

方
的

分
稅

制
，

取
代

原
來

的
財

政
包

乾
制

（
包

底
的

意
思

）
。

他
在

內
部

講
話

中

指
出

：
「

實
施

這
個

方
案

比
制

定
這

個
方

案
要

難
一

百
倍

。
這

並
不

是
誇

張
。

」

他
選

擇
了

第
一

個
突

破
口

：
廣

東
。

因
為

一
旦

廣
東

反
對

，
分

稅
制

的
方

案

就
沒

法
實

行
。

中
央

如
果

拿
得

太
多

，
地

方
可

以
大

條
道

理
，

借
鄧

小
平

要
求

「
廣

東
在

2000年
趕

上
亞

洲
四

小
龍

」
的

理
由

來
反

對
。

朱
鎔

基
與

「
寸

權
不

讓
」

、
「

寸
利

必
爭

」
的

廣
東

三
度

「
交

鋒
」

，
可

謂

軟
硬

兼
施

，
扭

盡
六

壬
。

他
分

別
與

主
要

的
封

疆
大

吏
面

談
，

曉
以

大
義

，
強

調

中
央

財
政

已
經

到
了

難
以

為
繼

的
地

步
。

在
發

達
國

家
，

中
央

財
政

收
入

佔
全

國

財
政

收
入

的
比

重
大

多
在

60％
左

右
，

而
中

國
目

前
不

到
30％

，
加

上
地

方
上

繳

後
還

不
到

40％
。

朱
鎔

基
聲

言
，

這
個

改
革

方
案

，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會
議

已
經

討
論

通
過

，

不
實

行
恐

怕
不

大
可

能
。

中
央

收
稅

，
是

要
保

證
軍

隊
、

黨
政

機
關

、
重

點
建

設
、

國
家

外
交

政
策

、
支

援
別

國
、

全
國

各
地

區
發

展
的

平
衡

。
中

央
軍

委
當

時

作
了

決
定

，
軍

隊
不

准
經

商
，

要
靠

中
央

財
政

發
餉

。
而

且
，

上
海

、
遼

寧
的

財

政
收

入
被

拿
走

的
比

例
會

比
廣

東
更

高
一

點
。

最
後

，
還

作
出

若
干

讓
步

，
包

括

收
了

稅
以

後
再

返
還

給
廣

東
、

分
階

段
逐

步
實

施
，

等
等

。

朱
鎔

基
總

算
不

辱
使

命
，

令
分

稅
制

改
革

得
以

完
成

。
他

後
來

對
到

訪
的

美

國
財

政
部

長
本

特
森

說
，

他
在

1993年
跑

了
十

幾
個

省
市

去
做

調
查

測
算

和
說

服

工
作

，
「

把
身

體
都

弄
垮

了
。

現
在

我
才

體
會

到
，

從
地

方
的

口
袋

裏
拿

錢
是

多

麼
難

呀
。

」

朱
鎔

基
後

來
跟

財
政

部
的

同
志

做
檢

討
：

「
你

們
這

麼
辛

苦
我

還
發

脾
氣

，

對
不

起
你

們
！

」
他

們
說

：
「

這
次

改
革

是
有

偉
大

歷
史

意
義

的
，

跟
着

您
南

征

北
戰

，
儘

管
挨

點
批

評
，

但
我

們
的

心
情

非
常

愉
快

啊
！

」
朱

鎔
基

說
，

他
聽

了

以
後

，
眼

淚
都

要
掉

下
來

。

加
入
世
貿
組
織
的
談
判

中
國

為
了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與

美
國

展
開

了
漫

長
而

痛
苦

的
談

判
，

是

朱
鎔

基
處

理
危

機
的

另
一

精
彩

篇
章

。
《

朱
鎔

基
講

話
實

錄
》

第
三

卷
〈

會
見

美

國
貿

易
代

表
巴

爾
舍

夫
斯

基
（

港
譯

：
白

茜
芙

）
等

時
的

談
話

〉
、

〈
會

見
歐

盟

貿
易

專
員

拉
米

時
的

談
話

〉
，

具
見

朱
鎔

基
談

話
的

機
鋒

—
—

公
開

踢
爆

美
國

人

耍
弄

「
人

間
蒸

發
」

的
邊

緣
戰

術
，

「
很

不
禮

貌
」

。
他

同
時

對
這

些
十

分
難

纏
的

談
判

對
手

曉
之

以
理

，
動

之
以

情
—

—
「

我
們

在
農

業
上

作
了

多
大

讓
步

。

我
為

此
而

受
到

全
國

人
民

的
指

責
，

你
們

知
道

不
知

道
？

⋯
⋯

如
果

我
不

是
在

中

國
，

而
是

在
你

們
美

國
，

那
我

早
就

下
台

了
。

」
「

如
果

這
次

不
達

成
協

議
，

那

我
們

永
遠

永
遠

不
會

在
農

業
方

面
讓

步
！

」
他

的
不

卑
不

亢
，

從
容

應
對

，
令

談

判
在

最
後

一
刻

取
得

關
鍵

性
的

突
破

。
難

怪
張

五
常

教
授

認
為

，
朱

鎔
基

的
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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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

猶
在

已
故

總
理

周
恩

來
之

上
。

著
名

經
濟

學
家

吳
敬

璉
指

出
，

中
國

之
所

以
在

1979年
以

後
的

三
十

年
取

得

巨
大

進
步

，
在

於
從

1994年
初

開
始

，
整

體
推

進
市

場
化

改
革

，
並

進
行

國
內

市

場
與

國
際

市
場

的
對

接
。

吳
敬

璉
在

10月
中

旬
的

《
財

經
》

雜
誌

發
表

一
篇

五
千

多
字

的
鴻

文
，

批
駁

那
些

歌
德

派
一

味
鼓

吹
的

「
中

國
模

式
」

論
。

吳
敬

璉
認

為
，

在
強

勢
政

府
掌

握
的

「
舉

國
體

制
」

下
，

中
國

的
確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輝

煌
的

成
就

，
但

所
付

出
的

成
本

也
大

得
驚

人
。

近
年

來
政

府
啓

動
巨

量

投
資

和
海

量
貸

款
造

成
的

消
極

後
果

正
在

開
始

顯
現

。

吳
敬

璉
憂

心
忡

忡
地

指
出

，
各

級
政

府
日

益
強

化
的

資
源

配
置

的
權

力
和

對

經
濟

活
動

的
干

預
，

使
腐

敗
迅

速
蔓

延
和

貧
富

差
別

日
益

擴
大

，
官

民
矛

盾
激

化
，

甚
至

可
能

醞
釀

着
社

會
動

蕩
。

大
衆

普
遍

嘖
有

煩
言

，
甚

至
將

這
種

狀
態

形

容
為

「
下

定
決

心
抱

着
定

時
炸

彈
擊

鼓
傳

花
」

。

廣
東

佛
山

日
前

發
生

2歲
女

童
王

悅
被

汽
車

撞
倒

輾
過

，
路

過
的

18名
途

人

見
死

不
救

而
最

終
死

亡
的

悲
劇

，
暴

露
出

中
國

社
會

道
德

敗
壞

、
人

際
關

係
冷

漠

和
信

任
嚴

重
缺

失
，

已
經

到
了

觸
目

驚
心

的
地

步
。

朱
鎔

基
的

繼
任

者
們

，
將

會
如

何
處

理
這

些
危

機
？

五
、
朱
鎔
基
的
香
港
情
意
結

1990年
6月

，
「

六
四

」
事

件
一

週
年

之
際

，
上

海
市

長
朱

鎔
基

訪
問

香

港
，

記
者

給
他

出
了

一
道

難
題

：
「

香
港

被
中

央
定

性
為

顛
覆

基
地

，
為

甚
麼

要

來
？

」
朱

鎔
基

四
両

撥
千

斤
：

「
不

管
是

甚
麼

基
地

，
我

都
要

來
。

」

香
港

是
一

隻
會

下
鑽

石
蛋

的
鵝

，
對

中
國

關
係

重
大

，
不

容
有

失
。

香
港

回

歸
前

夕
，

朱
鎔

基
說

：
內

地
「

三
分

之
二

的
出

口
都

要
通

過
香

港
，

那
裏

發
生

一
點

問
題

都
會

不
得

了
。

⋯
⋯

如
果

我
們

的
情

況
不

太
好

，
香

港
的

人
心

就
要

浮

動
。

」1997年
香

港
回

歸
，

碰
上

了
亞

洲
金

融
危

機
，

他
總

結
教

訓
時

說
，

過
去

幾

年
他

「
受

到
來

自
四

面
八

方
的

『
攻

擊
』

，
說

外
匯

儲
備

太
多

，
今

天
恐

怕
沒

有

人
再

說
了

。
如

果
沒

有
這

麼
多

外
匯

儲
備

，
不

但
中

國
內

地
危

險
，

連
香

港
地

區

也
危

險
。

」

危
機

期
間

，
東

南
亞

國
家

貨
幣

大
幅

度
貶

值
，

但
朱

鎔
基

認
為

人
民

幣
貶

值

弊
大

於
利

，
當

中
也

考
慮

到
「

特
別

對
香

港
地

區
影

響
大

，
會

造
成

金
融

市
場

的

混
亂

」
。

走
私
、
走
資
問
題
困
擾
中
國

朱
鎔

基
多

年
來

三
番

幾
次

談
到

：
從

香
港

走
私

豪
華

汽
車

、
錄

像
機

等
甚

麼

辦
法

都
有

。
他

從
香

港
報

紙
了

解
到

，
在

廣
東

省
惠

州
海

域
，

用
退

役
的

炮
艇

走

私
汽

車
。

它
們

停
泊

在
香

港
，

等
打

擊
走

私
的

風
頭

一
過

，
再

來
走

私
。

此
外

，

每
天

通
過

深
圳

海
關

的
車

輛
，

香
港

是
幾

萬
輛

，
內

地
是

幾
百

輛
，

全
給

香
港

人

包
了

，
大

量
的

走
私

物
品

從
這

裏
進

來
了

。

走
資

方
面

，
有

的
企

業
未

經
國

務
院

批
准

到
香

港
「

買
殼

上
市

」
，

炒
股

票
，

炒
房

地
產

，
源

源
不

斷
地

把
國

內
資

金
流

到
境

外
去

，
連

外
國

人
都

感
到

奇

怪
，

在
國

際
上

已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朱
鎔

基
強

調
，

有
關

部
門

對
此

要
加

強
監

管
，

絕
不

能
一

方
面

千
方

百
計

引
進

外
資

，
另

一
方

面
讓

外
匯

資
金

非
法

外
流

。

可
是

，
走

資
問

題
多

年
來

屢
禁

不
止

，
反

而
於

今
為

烈
。

推
崇
香
港
的
法
治

像
孫

中
山

一
樣

，
朱

鎔
基

對
香

港
的

法
治

相
當

推
崇

。
1995年

，
他

以
副

總
理

身
份

，
對

中
央

黨
政

軍
副

部
級

以
上

的
1,100名

領
導

幹
部

說
：

「
香

港
行

政
當

局
在

70年
代

前
是

腐
敗

透
頂

的
，

警
察

總
監

本
身

就
是

公
開

受
賄

的
，

無
法

無
天

，
後

來
不

也
是

逐
步

通
過

法
制

把
問

題
解

決
得

比
較

好
了

嗎
？

我
想

，
我

們

也
是

完
全

能
夠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的
。

」
說

「
香

港
行

政
當

局
在

70年
代

前
腐

敗
透

頂
」

有
沒

有
過

甚
其

辭
，

警
隊

最
大

貪
污

犯
葛

柏
算

不
算

是
「

警
察

總
監

」
，

都

值
得

商
榷

。
但

朱
鎔

基
起

碼
肯

定
了

英
國

人
後

來
「

解
決

得
比

較
好

」
。

而
內

地

的
腐

敗
，

卻
至

今
沒

有
切

實
可

行
的

解
決

辦
法

。

2001年
，

他
對

港
區

人
大

代
表

說
：

「
香

港
與

內
地

法
治

的
比

較
。

香
港

的

法
治

是
比

較
完

善
的

。
香

港
是

祖
國

一
顆

璀
璨

的
明

珠
，

許
多

好
的

東
西

值
得

內

地
學

習
。

」

2002年
，

他
對

深
圳

市
領

導
人

說
：

「
深

圳
、

上
海

，
在

投
資

『
軟

環
境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486
487

附
錄
五

比
不

過
香

港
。

香
港

是
世

界
上

投
資

環
境

最
好

的
地

區
之

一
」

。
他

所
指

的
「

軟

環
境

」
包

括
法

制
環

境
、

市
場

秩
序

、
政

府
行

政
效

率
、

社
會

治
安

等
等

。

他
認

為
讓

香
港

的
執

業
會

計
師

、
律

師
等

進
入

深
圳

，
是

一
件

好
事

。
但

同

時
提

醒
，

香
港

方
面

也
是

良
莠

不
齊

，
也

有
做

假
帳

、
沒

有
誠

信
的

，
要

注
意

篩

選
。

主
管

金
融

的
朱

鎔
基

在
任

內
積

極
推

動
中

石
油

、
中

石
化

、
中

移
動

等
大

型

企
業

在
香

港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
募

集
了

數
以

千
億

美
元

的
資

金
，

還
藉

此
引

進

先
進

技
術

、
現

代
化

管
理

和
專

業
人

才
。

港
交

所
主

席
李

業
廣

憶
述

：
「

我
們

幾

乎
每

一
個

月
都

開
會

，
不

一
定

每
次

都
和

朱
鎔

基
開

，
⋯

⋯
開

了
很

多
次

會
，

朱

鎔
基

當
時

關
心

的
主

要
是

怎
樣

籌
集

資
金

？
怎

麼
樣

進
行

體
制

改
革

？
」

不
拘
一
格
用
人
才

朱
鎔

基
還

大
膽

引
進

香
港

的
金

融
專

才
，

最
為

人
樂

道
的

是
聘

請
查

史
美

倫

來
中

國
證

監
會

當
副

主
席

，
副

部
級

待
遇

。
570萬

港
幣

，
中

國
照

付
。

這
筆

錢

相
當

於
內

地
同

級
幹

部
名

義
工

資
的

N
倍

，
如

何
擺

平
內

地
官

員
的

不
滿

呢
？

朱

鎔
基

於
是

建
議

她
拿

副
部

長
一

樣
的

錢
，

用
多

下
來

的
錢

建
立

一
個

培
養

證
券

人

才
的

查
史

美
倫

基
金

。
她

很
願

意
。

不
計

較
報

酬
為

國
效

力
的

還
有

：
曾

任
中

國
證

監
會

首
席

顧
問

的
原

香
港

證

監
會

主
席

梁
定

邦
、

中
國

銀
監

會
首

席
顧

問
、

原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副
總

裁
沈

聯

濤
。

朱
鎔

基
原

來
設

想
延

聘
香

港
人

當
人

民
銀

行
副

行
長

，
但

沒
有

成
事

。
他

離

任
後

，
這

項
大

膽
的

用
人

計
劃

似
乎

已
成

絕
唱

。

辛
亥

百
年

當
日

，
港

大
民

意
研

究
計

劃
發

表
的

調
查

顯
示

，
受

訪
者

最
熟

悉
的

兩
岸

政
治

人
物

，
以

支
持

度
排

名
，

前
總

理
朱

鎔
基

排
首

位
，

獲
得

72.2評

分
，

總
理

溫
家

寶
及

國
家

主
席

胡
錦

濤
名

列
第

二
及

第
三

，
台

灣
的

馬
英

九
總

統

排
第

五
。

結
果

說
明

，
香

港
人

還
是

有
眼

光
的

。

附
錄
五
：
老
革
命
的
拷
問
與
反
思

已
故

總
書

記
、

總
理

趙
紫

陽
晚

年
歷

盡
困

厄
，

留
下

了
一

段
遺

言
，

驟
看

卑

之
無

甚
高

論
，

卻
是

用
無

數
慘

痛
經

驗
換

來
的

教
訓

：

香
港
政
治
統
治
模
式
，
值
得
我
們
很
好
地
研
究
。
香
港
政
權
一
直
掌
握

在
英
國
人
手
裏
，
別
人
不
許
向
這
個
政
權
挑
戰
。
但
港
英
當
局
給
了
香
港
居

民
相
當
多
的
民
主
、
自
由
。
人
民
通
過
政
黨
、
立
法
機
構
、
司
法
機
構
、
輿

論
工
具
，
有
權
監
督
港
英
政
府
官
員
，
可
以
告
發
，
可
以
檢
舉
，
可
以
在
公

衆
面
前
使
官
員
醜
行
曝
光
，
政
府
官
員
處
在
居
民
的
監
督
之
下
，
便
不
能
太

胡
作
非
為
。
7
1
7

昔
日

無
數

共
產

黨
人

胸
懷

大
志

，
不

惜
拋

頭
顱

，
灑

熱
血

，
為

的
是

建
立

一

個
民

主
、

自
由

、
富

強
的

新
中

國
。

但
是

，
共

和
國

成
立

以
來

走
過

的
曲

折
道

路

和
大

量
血

淋
淋

的
事

實
，

卻
讓

他
們

反
覆

拷
問

自
己

：
革

命
是

為
了

甚
麼

？
7
1
8

不
少

與
香

港
結

緣
的

老
革

命
晚

年
用

詩
、

文
，

表
達

了
感

時
憂

世
的

沉
痛

反

思
⋯

⋯吳
有
恆

，
1930年

代
任

中
共

香
港

市
委

書
記

，
是

中
共

七
大

的
香

港
代

表
。

七
律
   繼
祖
傳
宗
是
獨
裁

百
日
維
新
事
可
哀
，
中
南
海
子
囚
瀛
臺
。

當
朝
皇
帝
倡
民
主
，
反
被
他
人
捉
起
來
。

7
1
7
 
杜

導
正

：
《

趙
紫

陽
還

說
過

甚
麼

？
》

，
天

地
圖

書
，

2
0
1
0
年

1
月

，
4
0
頁

。
7
1
8
 
上

卷
附

錄
的

《
將

軍
淚

》
引

述
了

已
故

國
防

部
長

張
愛

萍
晚

年
的

困
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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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殉
難
之
臣
皆
國
士
，
天
心
欲
死
殺
人
才
。

今
知
何
物
最
頑
固
，
繼
祖
傳
宗
是
獨
裁
。
7
1
9

1898年
，

光
緒

皇
帝

變
法

維
新

失
敗

，
被

慈
禧

太
后

幽
禁

在
瀛

臺
。

1989年
，

推
動

改
革

的
中

共
總

書
記

趙
紫

陽
在

「
六

四
」

事
件

後
長

期
被

軟

禁
。

吳
有

恆
這

首
七

律
，

將
相

隔
近

百
年

的
兩

件
宮

廷
悲

劇
連

在
一

起
，

表
達

了

對
獨

裁
之

深
惡

痛
絕

。

黃
施
民

，
1950年

代
曾

任
中

共
香

港
工

委
副

書
記

。
他

晚
年

寄
情

於
舊

體

詩
，

憂
國

憂
民

之
心

，
躍

然
紙

上
。

茲
引

述
他

的
兩

首
七

律
：

七
律
   聞
興
建
三
峽
工
程
有
感

三
峽
平
湖
辯
豈
過
，
莫
徒
撞
斷
失
人
和
。

一
言
未
必
邀
功
大
，
百
姓
寧
無
慮
患
多
。

重
負
焉
能
勝
國
力
，
小
康
猶
尚
待
山
河
。

何
如
億
萬
資
才
學
，
好
任
寒
儒
發
浩
歌
。

毛
澤

東
曾

有
「

高
峽

出
平

湖
」

之
說

。
黃

施
民

反
對

興
建

三
峽

工
程

的
態

度

鮮
明

，
認

為
把

金
錢

用
作

投
資

教
育

，
意

義
大

得
多

。

七
律
   聞
號
召
分
憂
為
國
共
渡
困
難
有
感

分
憂
為
國
吐
深
情
，
共
渡
時
艱
責
豈
輕
。

速
度
過
高
因
腦
熱
，
米
薪
殊
貴
奈
誰
寧
。

倒
爺
不
倒
天
無
理
，
貪
吏
徒
貪
恨
有
聲
。

懷
抱
恫
瘝
偕
苦
樂
，
萬
千
心
事
待
詩
鳴
。

1980年
代

，
中

國
經

濟
改

革
初

期
，

計
劃

經
濟

和
市

場
經

濟
正

處
於

轉
軌

7
1
9
 
吳

國
光

、
張

偉
國

、
鮑

樸
編

：
《

紫
陽

千
古

—
—

趙
紫

陽
紀

念
文

集
  續

編
》

，
太

平
洋

世
紀

出
版

社
，

2
0
0
6
年

，
3
7
9
頁

。
編

者
的

介
紹

是
：

「
作

者
生

前
為

趙
紫

陽
失

去
自

由
創

作
了

此
詩

。
」

 
拙

著
上

卷
1
5
2
-1
6
4
頁

引
述

了
吳

有
恆

的
兩

份
重

要
報

告
。

階
段

，
一

些
貪

官
憑

藉
職

權
，

手
上

握
有

批
文

，
倒

買
倒

賣
國

家
物

資
，

以
賺

取

差
價

，
統

稱
為

「
倒

爺
」

。
昔

日
的

「
倒

爺
」

，
比

起
今

天
侵

吞
人

民
血

汗
金

錢

的
「

權
貴

」
，

只
是

小
巫

見
大

巫
。

一
個

鐵
道

部
長

劉
志

軍
，

貪
污

的
金

額
就

有

8.22億
元

。

李
剛

，
上

世
紀

40年
代

從
香

港
投

奔
延

安
的

愛
國

少
年

，
退

休
前

是
中

央
局

級
官

員
。

他
是

香
港

政
論

家
李

怡
的

五
叔

。
7
2
0

他
在

肯
定

「
新

中
國

強
盛

了
，

改
革

開
放

使
落

後
的

祖
國

經
濟

走
向

繁
榮

了
」

的
同

時
，

也
喟

然
感

嘆
：

我
在
想
，
當
初
為
了
挽
救
民
族
危
亡
、
為
了
推
翻
三
座
大
山
而
英
勇
獻

身
的
壯
士
們
如
今
尚
有
多
少
人
生
活
在
祖
國
的
大
地
上
？
他
們
生
活
得
安
穩

嗎
？
他
們
多
病
的
晚
年
在
醫
療
改
革
中
能
得
到
國
家
更
好
的
照
顧
嗎
？
他
們

還
堅
定
地
追
求
《
共
產
黨
宣
言
》
的
實
現
嗎
？
他
們
對
當
今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兩
極
分
化
、
暴
發
戶
和
新
權
貴
的
興
起
又
作
何
感
想
！

恩
格
斯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曾
引
用
過
「
有
錢
能
使
鬼
推
磨
」
一
語
。
幾
十

年
來
，
我
一
直
認
為
這
是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下
的
特
徵
，
如
今
的
現
實
生
活
表

明
，
在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中
，
此
語
未
必
全
然
不
起
作
用
！
我
和
抗
日
時
期
的

戰
友
們
每
談
至
此
，
總
是
一
片
沉
默
。
路
，
走
到
盡
頭
了
！
7
2
1

李
剛

和
他

的
抗

日
戰

友
們

，
都

是
老

革
命

了
，

居
然

有
「

路
，

走
到

盡
頭

了
」

的
徬

徨
困

惑
。

2010年
，

河
北

有
一

個
同

名
同

姓
七

品
芝

麻
官

的
龜

兒
子

，

醉
酒

駕
駛

撞
死

人
後

，
居

然
高

喊
：

「
我

爸
是

李
剛

！
有

本
事

你
們

告
去

！
」

如

果
李

怡
的

叔
叔

李
剛

泉
下

有
知

，
大

概
會

氣
得

死
過

翻
生

！

吳
康
民

：
「

三
座

大
山

，
封

建
主

義
屢

推
不

倒
，

封
建

專
制

復
辟

，
曾

肆
虐

神
州

大
地

近
20年

。
如

果
官

僚
資

本
又

捲
土

重
來

，
我

們
如

何
對

得
起

希
望

為
建

立
民

主
自

由
的

新
中

國
而

犧
牲

生
命

的
千

千
萬

萬
的

革
命

烈
士

？
」
7
2
2

7
2
0
 
上

卷
1
6
4
-1
6
7
頁

。
7
2
1
  「

三
座

大
山

」
指

的
是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略
，

封
建

地
主

階
級

的
壓

迫
，

官
僚

資
本

主
義

的
掠

奪
。

 
李

剛
：

《
歸

處
何

方
—

—
李

剛
回

憶
錄

》
，

天
地

圖
書

，
1
9
9
8
年

。
7
2
2
  《

明
報

》
2
0
0
9
年

1
1
月

2
1
日

。



中
共
在
香
港
 
◆ 下
卷

490

內
地

有
人

將
紅

色
歌

曲
「

社
會

主
義

好
」

其
中

一
句

：
「

帝
國

主
義

夾
着

尾

巴
逃

跑
了

」
，

改
為

「
帝

國
主

義
夾

着
皮

包
回

來
了

。
」

意
指

外
資

進
入

中
國

。

真
是

謔
而

不
虐

。
以

吳
康

民
之

意
，

毛
澤

東
揚

言
推

翻
的

三
座

大
山

，
一

座
都

沒

有
推

倒
。

許
敦
樂

，
1948年

擔
任

香
港

南
方

影
業

公
司

宣
傳

部
主

任
，

1965年
任

總
經

理
直

到
80年

代
。

南
方

影
業

公
司

專
責

引
進

內
地

及
蘇

聯
電

影
來

港
放

映
。

他
根

據
自

己
在

左
派

陣
營

幾
十

年
的

經
歷

，
作

了
一

番
理

論
總

結
：

隨
着
7
0
年
代
毛
的
過
世
，
獨
裁
專
制
統
治
完
結
，
馬
列
主
義
的
化

身
—
—
毛
澤
東
思
想
，
影
隨
形
散
；
更
隨
着
90年

代
蘇
（
蘇
聯
）
、
東
（
東

歐
）
解
體
而
幻
滅
。
但
共
產
主
義
的
幽
靈
—
—
暴
力
革
命
，
槍
桿
子
出
政

權
、
核
壟
斷
⋯
⋯
，
仍
為
國
際
舞
台
上
那
些
揮
舞
着
霸
權
主
義
的
狂
徒
所
掌

握
，
恃
強
侵
入
別
國
領
土
，
耀
武
揚
威
。
⋯
⋯
中
華
民
族
傳
統
文
化
，
已
在

十
年
「
文
革
」
災
難
中
被
破
壞
，
出
現
斷
層
，
弱
勢
族
群
仍
然
生
活
在
貧
窮

線
上
。
另
一
方
面
，
國
際
上
宣
揚
和
平
、
和
諧
、
友
好
、
人
道
主
義
、
維
護

人
權
的
呼
聲
，
正
像
晨
曦
大
放
光
芒
。
社
會
主
義
、
資
本
主
義
各
在
異
化
、

變
臉
，
有
形
和
無
形
的
熱
戰
和
冷
戰
仍
然
存
在
，
新
舊
意
識
形
態
、
價
值
信

念
依
舊
在
人
們
腦
際
、
思
維
中
矛
盾
鬥
爭
、
互
動
、
變
化
。
7
2
3

請
哪

位
熱

衷
做

辯
護

士
的

左
派

土
共

、
京

官
表

叔
、

忽
然

愛
國

分
子

，
來

回

答
上

述
老

革
命

、
老

黨
員

的
問

題
和

困
惑

，
給

大
家

上
一

堂
國

民
教

育
課

？

7
2
3
 
2
0
0
6
年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和
香

港
大

學
亞

洲
研

究
中

心
合

辦
了

「
香

港
電

影
的

冷
戰

因
素

」
研

討
會

，
移

居
加

拿
大

的
許

敦
樂

寄
來

了
講

稿
：

〈
2
0
世

紀
五

、
六

十
年

代
社

會
主

義
和

資
本

主
義

意
識

形
態

的
鬥

爭
在

香
港

電
影

的
縮

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