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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日本在1900-1945年間對中國的利弊」相關歷史

試題的情況，在這則報導中，筆者看到了一個讓中國

人大為寒心的數字。

   「約38%考生回答『日本在1900-1945年間對中國

利多於弊』」，報導援引香港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的

發言稱。

    對於這個本不該有任何爭議的問題，居然有超過

三分之一的學生給出這樣的回答。相比之下，回答

「弊多於利」的學生僅占57%，也並未占絕對多數。

圖片截取自香港教協官網

蘇國生認為，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在於「考生

被試題提供資料所誤導」。但結合筆者查詢的資料

看，「誤導」一說可能只是表因，問題根源還是要

從香港歷史教育界中尋找。

筆者查閱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下稱教協）

於2015年，針對中國歷史科目的調查問卷，這份5年

前的調查結果，對照這次的考題事件，可謂「資訊量

十足」。

在調查是否應該「增加初中歷史課本中近現代

史比例」的問題下，64%的教師認為「不應該」。

一般來說，中國歷史中「近現代」指的是鴉片

戰爭至五四運動這段時期，作為在鴉片戰爭中被割讓

的領土，這段歷史對香港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因此，筆者並不理解為什麼香港歷史學科的教師，會

如此高比例地反對強調這段歷史。

而在「政治問題」這一章節的調查中，香港歷

史學科的教師一邊倒地認為，「歷史學科不應作為政

治教育」，此外，他們還對「政治干預歷史學

科」普遍感到擔憂。

    最近，香港教協也兩次發佈聲明，反對取消「日

本侵華利弊分析」這道爭議試題，理由也是「擔心政

府干預歷史教育」。

    可從香港教協過往的作為看，他們又並沒有像標

榜的那樣「不搞政治、專心學術」。

    2012年，為了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而

推行的國民教育，遭到香港教協以「反對政治灌

輸」為名的集體抵制。

    儘管香港政府及有關人士一再拿出國民教育的課

綱，多次強調其內容並不存在「政治灌輸」，可教協

卻武斷地將國民教育汙名化為「洗腦」。

    相比此番對「日本侵華利弊分析」這種問題的

「包容」，在國民教育的議題上，教協則容不下一點

其他聲音。

    在去年的香港騷亂期間，教協多次在官網發文，

支持甚至鼓動學生參與所謂「反修例」的風波，並為

犯法傷人的學生開脫罪行。

    這些行為，顯然都是沖到了政治的第一線。

    而對於本月初聲稱「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是為了禁

煙」，以及此前在課堂上對員警家屬喊「黑警死全

家」的無德教師，香港教協至今都未置一詞，甚至在

面對前特首梁振英的多次追問，教協也一直「顧左右

而言他」。

    顯然，香港教協只反對「愛國愛港」的政治，

對其嚴防死守、高度警惕，而對「反中亂港、崇洋媚

外」的政治，則視若無睹，甚至暗中支持。

    在這種歷史教育下，去年香港騷亂期間，香港抗

日烈士紀念碑就遭到了暴徒的汙損，僅僅因為抗日英

雄是愛國者，這些暴徒就把自己政治上的怨氣，發洩

在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籍烈士身上。

   這種迷惑行為也讓大家知道，這些自稱「爭取民

主自由」的人，其實真正想反對、打壓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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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對於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

錯誤行徑，我們將採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針對美

國總統特朗普聲稱本周要就香港問題對中國作出「強

有力」的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7日再度

表達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堅定決

心。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香港學者看來，

儘管美國的輿論攻擊很猛烈，但它「幾乎沒有」能對

中國產生衝擊、自身又無需付出很大代價的制裁工

具。27日，立法會恢復《國歌條例草案》二讀辯

論，香港多處混亂不斷，從上午在路上放置鐵釘、堵

塞交通，再到晚上縱火，激進分子肆意妄為，至少有

360人被拘捕。這樣的場景更顯示出推動涉港國安立

法的必要性。28日，全國人大會議將就涉港國安立

法草案進行表決。在昨天的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

閉幕會上，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表示，委員們一致贊成

並支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涉港國安立法作出決定。

有港媒評論說，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害怕這項立

法，怕的是那些理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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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路透社報導，當地時間26日，在白宮

記者會上被問及是否計畫就香港問題對中國制裁、是

否將採取針對中國學生和學者簽證的限制措施時，特

朗普說：「我們正在著手處理此事，我認為你們會覺

得非常有意思。」特朗普稱，本周將公佈美國擬採取

的行動，「是相當強有力」的回應。美國彭博社稱，

白宮可能實施的制裁措施包括凍結中國官員和企業在

美資產、限制交易等，但一切都還在討論中。白宮國

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26日對美國福克斯新聞

稱，「坦白說，中國正在犯下大錯」。據法新社報

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7日妄言道，香港不再享有

北京承諾的自治權。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26日對香港問題發聲，

稱「非常重視」依據《基本法》和在國際承諾下的

香港擁有的高度自治權。他同時表示，支持「一國

兩制」原則。

    對於美方揚言要對中國實施制裁，趙立堅27日

用三個「堅定不移」予以回應：「中國政府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

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為何美英制定嚴苛的國安法，世界沒有發聲

反彈，或作出制裁威脅，但當中國依憲法在港訂立國

安法，細節仍未公佈，有些西方國家卻已齊聲反

對？」香港《經濟日報》27日社論說，此舉無疑是

雙重標準，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中國，削弱中國在國

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文章強調，涉港國安立法只針對

與香港為敵的人，只要大家守法、愛護香港，又何足

白宮發言人麥肯內尼26日稱，特朗普對北京推

進涉港國安立法一事不滿，他認為香港將因此難以維

持金融中心地位。但香港《大公報》27日社論認為，

這項立法強化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美國圍堵

中國的手段包括「金融戰」。若香港國安處於真空狀

態，成為金融市場的「阿喀琉斯之踵」，會被美國針

對。隨著國安立法的健全，這個缺口將被堵住。

   文章說，歸根到底，香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一是靠作為內地與海外市場的仲介角色，二是靠香港

人努力，日益繁榮的中國經濟是香港進一步鞏固其地

位的根本保障。有分析一針見血地指出，若美國取消

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只會自招損失。

據俄羅斯塔斯社27日報道，俄外長拉夫羅夫

26日對記者表示，涉港國安立法是中國的內政，美方

聲稱要實施制裁「充分暴露了其自我優越感和放肆任

性，這同時不利於美方與中國在其他問題上展開有效

對話」。

美國到底會不會為香港對北京「出手」呢？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接受《環球時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以下層面考慮：首

先美國政府現在的對外政策以短期利益為主，減少承

擔國際事務，不願為其他地方的利益付出;其次美國

對香港事務的態度本質上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美國

現階段對中國採取對抗態度，但前提是自身不必付出

重大代價。從這兩個角度出發就會發現，美國在理論

上的「招數」很多，且勢必會發動猛烈的政治和輿論

攻擊，但實際上，美國幾乎沒有對中國造成沉重打

擊、且自身只需付出很低代價的制裁香港和中國的工

具。

港警昨拘捕至少360人

香港立法會27日恢復《國歌條例草案》二讀辯

論，預計將在下周進行表決。有香港線民號召昨日搞

所謂的「大三罷」、包圍立法會以及癱瘓交通等行

動。據香港「01」網站報導，27日淩晨，港警部署水

炮車和「銳武」裝甲車，在中聯辦外通宵戒備。

   為防止遭堵截，20多名建制派議員週二晚在立法

會過夜。香港《明報》27日說，當天二讀辯論期間，

非建制派三次提出休會，表達對涉港國安立法的擔憂

與不滿，有意拖延進程，相關動議均未被同意。

   《環球時報》記者27日上午10時左右前往立法會

附近，看到攜帶防暴槍的大批警員不時截查一些人問

話。記者走出金鐘港鐵站後便遇到駐守警員搜查，之

後獲得放行。越靠近立法會警員數目越多，目測每

50米便有四五個警員駐守。香港「01」網站稱，警方

在立法會外「重兵佈防」，部署了3500警力。27日

下午，中環、銅鑼灣及旺角都發生聚集或者堵路，截

至21時30分，警方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藏有可作

非法用途的工具、非法集結以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等罪名拘捕逾360人。晚上，示威者在街上焚燒垃圾

等物品，一度傳出輕微爆炸聲。

    此外，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27日表示，近期警方

檢獲多種殺傷力大的炸藥，種種跡象顯示「本土恐怖主

義」正在滋生，不排除提升香港的恐襲威脅級別。

    香港《文彙報》27日社論強調，完成《國歌法》本

地立法是香港憲制責任，天經地義、不容再拖。「攬炒

派」政客繼續妖魔化《國歌條例草案》，更企圖再以街

頭違法暴力阻撓立法，這暴露出他們無視「一國」，

更凸顯推進涉港國安立法的必要性。

  「國歌法勢在必行，反對派徒勞無功。」香港《東

方日報》27日社論說，若立法會不及早通過《國歌條例

草案》，中央可參照推進涉港國安立法的方法。「敬酒

不飲飲罰酒，到時泛民主派議員不要又大喊‘立法會被

架空’，一切都是咎由自取。」文章說，「中央既已

亮劍，反對派垂死掙扎也是徒然。」

香港人須拒絕成為「新冷戰磨心」

涉港國安立法草案將在今天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進行

表決。香港《東方日報》27日評論文章說，在「修例風

波」前，中央或許還在觀望，而現在顯然已徹底丟掉幻

想，開始為香港「刮骨療毒、撥亂反正」，在這個過

程中必然會出現「陣痛」，引發反對派不滿，但那又

如何？長痛不如短痛，鳳凰只有浴火才能重生。

    據《大公報》27日報道，香港富豪、長和集團高級

顧問李嘉誠就涉港國安立法表態說，任何國家對國安問

題都有權責，大家不必過分解讀。他希望，通過這項立

法可以紓緩中央對香港的擔憂，同時，特區政府要鞏固

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全國人大推進涉港國安立法後，香港街頭再現暴力

行為。上周日遭到黑衣暴徒以球杆、雨傘、路牌以及拳

腳毒打的香港律師陳子遷26日對《文彙報》表示，自己

未曾料到這些人已經如此喪失人性，但他認為，這些年

輕人是被他人利用和誤導，這反映出香港教育制度需要

改變，他同時希望涉港國安立法能對黑暴起到阻嚇作

用。

   《星島日報》27日文章提醒說，在中央展現維護香

港社會安定和「一國兩制」不容挑戰的決心下，鼓吹

暴力違法和激進行為的知名人士要小心了，而那些仍然

相信「違法達義」的年輕人要更加三思而行。

    亂港頭目、「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這種情勢

下仍堅持向美國喊話。據香港東網報導，他26日對美媒

聲稱，華盛頓應該把握時機與北京對抗，並建議其以制

裁手段施壓。臺灣《中國時報》27日社論稱，與臺灣一

樣，香港如今已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運作的杠杆。在這

種結構性矛盾中，香港和臺灣越是自甘被利用，北京越

是不能容忍它們成為西方國家制華的馬前卒。這也是北

京推進涉港國安立法的用意。

    香港《亞洲週刊》最新一期文章說，在反對派活動

中，有不少場合出現有人高舉英美國旗的鏡頭，這讓很

多經歷過反殖民和保釣運動的香港人錯愕。香港內部蛻

變，令美國對華的外交攻勢找到最新的切入點。從自身

利益出發，香港人必須拒絕「新冷戰磨心」的角色，

不能被「港獨」和「新殖民主義」的幽靈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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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人打開眼界把握機遇

涉港決定草案影響涉港決定草案影響

按照議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近

日，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修學校校長陳卓禧圍

繞全國人大審議涉港議案及香港教育問題接受了北京

青年報記者採訪。2017年底，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簡

稱港專)舉行畢業典禮，兩名畢業生因為不遵守「播

放國歌時必須肅立」的校規而被要求離開現場，校

長陳卓禧事後在場外與鬧場學生對話，被稱為「愛

國校長」、「護國歌校長」。作為港專校長，他希

望香港的青年人能夠打開眼界，打開心窗，把握好機

遇，確定好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

涉港決定草案影響

香港的愛國愛港人士人心振奮北青報：有說法

認為「香港病了」，且「病根”在於教育。您怎麼

看？陳卓禧：教育確實是個問題，這分為「大教

育」和「小教育」。

先說「小教育」。學校、課程、老師、考核等

等整個教育體系的主要元素現在我們發現都有問題。

比如，有些老師接受的是西方觀念，特別是政治理

論。他們對我們國家有偏見，只看到落後面而沒有看

到成績。他們不了解我們國家改革開放40年，特別

是最近10年的重大變化，只看到我們在發展中的一

些待解決的問題，並把這些問題放大，變成了他們心

目中內地的樣子，變成了他們心目中我們國家的全

部。

這樣的偏見也讓他們與內地產生了距離感，就

像我去年在委員通道上說過的，香港與內地「一河

之隔」，距離很近，但是心裏很遠。這些老師再去

教學生，就很難做到平衡。

還有「大教育」。青少年不只是在學校才受到

教育，社會環境也很重要。在成年人的世界中，這些

青少年的家長、親友，還有社會中一些頭面人物的行

為和言論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厲害。

這份涉港決定草案可以改變社會大環境的生

態。「大教育」改變之後，「小教育」也會改變。

社會頭面人物的行為和言論都有所改變的話，我們在

「小教育」裏面下功夫就沒有以前那麼困難。

北青報：除了對亂港分子，這份涉港決定草案

還會給香港普通民眾帶來什麼變化？
    陳卓禧：其實這次決定草案公佈之前，香港已經

        香港青年人未來希望他們能夠打開眼界和心窗香港青年人未來希望他們能夠打開眼界和心窗

有了一些變化。初步看來，國家提出建立健全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以後，香港的愛國愛港

人士人心振奮，過去對國家有所抗拒的一般年輕人開始

有所轉變。其實很多香港老百姓都希望生活秩序可以儘

快恢復如常，包括交通、經濟發展等方方面面，我想在

暴力事件減少之後，大家的這些期望都會慢慢實現。

    香港青年人未來希望他們能夠打開眼界和心窗
北青報：您說香港社會環境已經出現一些積極變

化，那些暴力事件的參與者有沒有什麼改變？陳卓禧：

改變他們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工作，也不是短期內就能夠

做到的。但是因為大環境已經有所改變，我想做到並不

難。
其實很多暴力事件的參與者，特別是青年人因為沒

有生活經驗，看東西比較狹窄，很多學生畢業之後就已

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的同事告訴我，當年在「國歌事

件」中跟我辯論最厲害的一個學生，工作以後也開始有

了改變，想法、行為都不像當年那麼極端激進。這也是

一個成長過程，青年人成長過程中難免會有衝動、犯

錯，工作、生活經驗多了之後就會慢慢地改變，這個轉

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北青報：從學校教育方面和社會環境方面，我們該

如何推動或加快他們「自然轉變」的過程？陳卓禧：

這也是我在思考並準備提出建議的地方。香港有些青年

人對社會不滿，他們的出路不足或發展前景不好是一個

重大的問題。
   現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不僅給香港經濟帶來更

廣闊的發展前景，也給香港青年人提供了更為多元化的

出路。比如有些產業在香港不存在但在大灣區有，有些

香港青年人適合做與這些產業相關的工作，他們就可以

到大灣區去。這樣一來，香港的青年人也可以走入內

地，融入我們國家的發展大局。 
   在教育方面，我和同事也在構思，怎樣像內地一樣

加快職業教育的發展，特別是在高等教育層次的職業教

育發展，讓教育、培訓、就業「一條龍」，更好地與

大灣區發展對接。
    當然，還有很多問題香港也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比

如房屋居住的問題等，需要我們整體去研究。
   北青報：港專是一所愛國愛港的學校，即使在殖民

地時期受到港英政府的打壓都沒有退縮過。作為港專校

長，經過了這麼久的風波，您最想對香港青年人說什

麼？
   陳卓禧：現在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有著光明的前景，

這是我們許多人百年以來夢寐以求、期待已久的事情。

香港是我們國家發展壯大和民族復興的一個重要國際窗

口，希望香港的青年人能夠打開眼界，打開心窗，多看

看周圍的環境，把握好機遇，確定好自己未來的發展方

向。

⾹港15歲暴徒年初
在街頭扔汽油彈，法官

竟稱讚其「優秀的⼩孩」
【本報訊】【本報訊】据香港《文汇报》27日报道，一据香港《文汇报》27日报道，一【本報訊】据香港《文汇报》27日报道，一

名15岁中三男学生于今年1月初在元朗街头投掷两
枚汽油弹，他早前承认纵火和管有物品意图损坏
财产两项罪名，26日在屯门法院儿童庭量刑。然
而法官在判刑时，竟称认同投汽油弹的被告「爱
惜香港」，更称赞被告为「优秀的小孩」，最终
判他18个月感化令（无须收监）。

据报道，男被告被控今年1月8日在元朗凤翔
路犯案。辩方求情称，案中无人受伤也无财物损
毁，被告已「深切反省」，并对自己的守法意识
薄弱和鲁莽感到自责，知道应以守法方式表达声
音。

辩方又说，被告是受「社会运动」影响，在
潜移默化下认为自己可以改变政府，于是「一时
冲动」犯案，现已明白后果严重，自知用错方法
表达「对香港的爱」，更希望在完成学业后可以
参选区议员，「从社区开始改变。」

报道称，法官水佳丽在判刑时竟称赞被告是
「优秀的小孩」，并「欣赏」他小小年纪已「主
动及乐意帮助香港 」，但被告单靠 「满腔热
诚」行事，所用方法行不通，不会改变其他事
情，只会重重打击父母，并劝诫被告：要分辨哪
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最终，法官判被告18个月感化令（是指法庭
判处犯罪者在一定时间内受到相关人员定期上门
评估犯罪者的行为及表现，情况与为警司警诫相
似），期间须遵守宵禁令，其中9个月须居住院舍
内，法官声称近日「社会运动」再掀浪潮，住在
院舍可保护被告，免得他「满腔热血」再做「傻
事」。

对于法官的说辞，有香港网友表示，「投掷
汽油弹可以系一个优秀的小孩？如果一个有理念
的杀人犯，是否都是一个优秀的杀人犯？！我接
受不了……」

      香港《文汇报》援引香港警务处资料，自去年
6月 至 今 年 4月 15日 共 有 8001人 被 捕 ， 当 中 有
3286人报称是学生，占整体约41%，被捕中学生
人数自去年12月起超越大专生。

随着过去一年的暴力事件陆续完成调查及审
讯，近日关于判刑报道不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26日晚在脸书发文称，看着不禁
令人扼腕叹息。

林郑月娥表示，这些中学生因被激进网民煽
动或别有用心的人所误导而犯下严重刑事罪行，
随时身陷囹圄，可能前途尽毁。林郑月娥反问，
过去一直向青少年错误灌输「违法达义」的思
想，鼓动他们「勇武抗争」的人，良心过意得去
吗？

林郑月娥又称，要防止青少年误入歧途，特
区政府、学校、家庭和整个社会都要共同承担，
面对问题，寻找出路。

美插⼿⾹港事務揚⾔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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