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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是面照妖鏡  捉妖仍待真普選
—— 二零一一年香港特首選舉評論

校內徵文比賽高中組季軍

4C   羅亦成

	 特首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候選人現已由政綱比拼轉為醜聞

互揭，繼唐英年被揭發僭建地庫後，梁振英亦捲入西九醜聞。當

中有人對特首選舉發展至如斯田地感到悲傷，更形容此等選舉文

化為「醜惡」，筆者對此不敢苟同，更覺得此乃民主選舉的必經

過程，而問題的癥結是：香港仍未有真普選。

	 選舉為體現民主的重要一環，亦是一面「照妖鏡」，可照出

候選人的真面目。若不是今次特首選舉出現競爭局面，也許市民

至死亦難以知道唐英年的偌大豪宅底下僭建千尺地庫、梁振英涉

嫌於十年前西九項目選拔中利益輸送。選舉期間，候選人互揭瘡

疤為求使對手民望下滑、退出選戰是正常之舉；若醜聞屬實，選

民自會以選票懲罰候選人。或許有一些自詡衞道之士的人會不屑

此種行徑，可是，「真金不怕烘爐火」，若然連選舉中的連串攻

擊也應付不來，又如何身居高位領導市民應對難關呢？選賢與能

就是西方民主選舉高明之處。可惜香港特首選舉只是一千二百位

權貴精英把持的偽選舉。唐、梁醜聞不迭全因兩派利益集團權鬥

所致，就算香港市民得知特首候選人醜聞纍纍，仍不能以選票將

之懲治，這就是本次選舉之癥結。

	 假若香港可於今年實行普選，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唐英年及

梁振英都會立刻退選，自有其他更勝任者參選。這樣，醜聞事件

就會隨候選人退出而暫擱，社會大眾自可把焦點放在未來特首候

選人的政綱上，真正選賢與能。

	 此外，此次選舉亦照出特首選舉幕後權鬥之激烈，權貴爭利

奪益之醜惡，正是候選人縱然醜聞纏身仍誓不退選之因由。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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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提出「利益板塊論」，認為唐梁二人競選背後代表了兩塊

利益板塊正激烈權鬥。以往特首選戰大多是在沒競爭下進行，結

果往往由中共政府及香港商家所認可的候選人當選。當中雖偶有

權鬥卻未有短兵相接的局面。相反，此次選舉所反映的是，特區

黨爭已日趨熾烈，一發不可收拾，兩派香港權貴為求操縱朝綱、

盜竊國柄而開始黨同伐異，爭個你死我活，不加修飾地把醜態盡

現市民眼前。中國歷史上，一朝將亡多有黨爭，如唐末牛李黨

爭、北宋末新舊黨爭、明末東林黨爭。朋黨之爭有結黨營私、殉

私枉法之行，使朝綱不振，歪風四起，令國家步向滅亡。唐文宗

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之嘆，可見黨爭之害不淺。

今日香港特首選舉戰亦不無歷朝晚期黨爭之影子，如早前一眾提

名了唐英年的議員不避嫌地通過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

振英西九醜聞。要令香港政治不落奸臣手中，以及回復香港昔日

光彩，普選是不二法門，只有七百萬市民有權左右大局，以選票

決定未來特首及監察官吏，方可減退權貴、朋黨之氣焰，令黨爭

不再，真正保衛港人利益。

	 照妖鏡由局內照到局外，照出小圈子選舉的朋黨相爭，有識

之士難酬之悲哀。看官或會認為曾鈺成、葉劉淑儀等為野心家，

覬覦高位之小人，可是我卻不抱此看法，反而對曾、葉兩人處境

心生同情。選舉真諦在於選賢與能，讓社會上一眾有識之士參與

競逐，這使市民於眾裏找到一位稱職的領袖。可是，本次特首選

舉卻大設門檻阻礙有識之士參與。明眼人可見，曾鈺成、葉劉淑

儀，甚至范徐麗泰早有意欲參與本屆選舉，可是基於特首人選由

中共決定，故此，這幾位政壇老手亦有志難伸，無緣特首之位，

反而醜聞不斷的唐、梁二人卻可繼續參選，為擔任未來特區首長

作準備。市民的不滿亦動搖不了他們的權力慾。在此不得忽略何

俊仁先生，他亦致力為民謀福、追求公義，可惜現今特首選舉格

局絕不容許何俊仁當選，使何先生及其民主黨同志不能執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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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務。這個劣幣驅逐良幣的遊戲只會為香港帶來更不濟的五

年，而惟有普選方可廣納民意認受、招攬人才執政，化解香港矛

盾。

	 總結而論，雖然二零一二特首選舉是一場偽選舉，但仍可充

當一面照妖鏡，照出香港政制中不少妖孽、怪象。而只有真普選

可為香港捉拿妖邪，使香港朝綱得以扶正，陰陽易位不再。民主

當然非萬靈藥，普選來臨亦未必可馬上把所有問題解決。可是正

如英國首相邱吉爾所說：「除了其他已不斷被試驗的政體外，民

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迄今最可靠的仍是民主政制，故此，香

港人可不要因黨爭、權鬥而對政治失望、冷淡，反而更要抖擻振

作，為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而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