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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胡耀邦去世後的一連串民主運動，像黃

昏的夕陽，映照萬里紅霞，鼓盪人心。人民

重溫了七十年前的舊夢，再和民主自由打了

個照面，民生自由縱使不是今天唾手可得，

但已是令千千萬萬人誓願投身追尋。

夕陽在遠方的不可知處，是絢爛的，也是

悲壯的，天地都染得通紅，就像人民的鮮

血，染紅了天安門的台階，染紅人民的心

靈一樣。黑暗將臨大地，血的鮮紅給黑幕籠

罩，直至人民的肉眼不可見為止，但心靈卻

始終感受到。

今天黑夜已經降臨，民運進入了另一個時刻，一個考驗人心的時刻。

十年的改革，剎那間灰飛煙滅，過往間續維持的自由言論氣氛，亦不

復存在。電視台的廣播，只見一張張滅絕人性的臉孔，在張牙舞爪，以

吞噬人民的血肉為樂，使今天的黑暗更形黑暗。

我們還有甚麼？我們還有甚麼？

香港人在今次事件上的熱切表態，叫大家再一次認清自己的身份角

色。我們以往是過客，是過客的後代，是殖民地的次等公民，是「香港

人」，不是「中國人」，但到今日，誰也應該明白到，這一切的身份都

不是真正的身份，我們仍是和十億的人民心連心，流着一樣的血液的。

看見國內的同胞在受苦，我們的心強烈在扎痛，可能很多人流淚痛哭

不下數十次，捶胸頓足，連問蒼天為何，仍是未得答案，但傷痛之餘，

大家都知道今天香港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近百年香港孕育了一班革

命烈士，而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曾在醫學院就讀，香港更成為推翻滿清暴

這是光明與黑暗爭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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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重要革命根據地。到了今天，這個在大陸東南一隅的城市，要再次

為祖國的出路效命，這不是一時的爆發，而是長期的抗爭。

有一次代表醫學會出席在瑪麗舉行的醫護仝人追悼會，全數的講者，

包括自己在內，都呼籲大家要冷靜理智，緊守崗位，搞好香港的內部安

定團結。這時候，我們除了要以勇氣，作出種種支援民運的事情外，更

要以耐性，以理智，反思當前局勢。

黑暗雖然不光輝燦爛，但卻是反思的好時機，是迎接黎明的預備期。

民運必有出路，這是我們應堅守的訊息，就像身處黑夜時，要深信黎

明必再來，紅日必再高懸天上一樣。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需要不

少的勇氣和忍耐。英國首相邱吉爾，曾在倫敦飽受德軍轟炸的時候，

說：「這是最好的時刻！」

他似乎是在痴人說夢，但其實他卻是在黑夜最深沉處，看見黎明的光

亮。這樣的道理，我們明白嗎？我們是否願意在黑夜中，充當領航燈，

讓許多驚慌惶恐，不知所措的心靈，步向黑夜的盡頭，黎明的出處嗎？

這樣的角色，我們應該不陌生，當初進醫學院時，我們不都是希望為更

多在黑暗中度日的病者，帶來光明嗎？也許這篇文章，會叫你失望，因

它沒有太多的答案，相反可能帶出更多令你費解的問題，但我仍願意相

信，你能為更多的人，帶來更多的希望。

這是光明與黑暗爭戰的日子。

屠城後第八日‧凌晨

醫學會外務副主席(八八–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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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記：本來想借一些篇幅，多謝在今次支援愛國民主運動中出過力的

同學，但再想這並不太恰當。畢竟大家不是為幹事會做事，而是為祖國

的前途、自己的前途奮鬥。無論如何，同學的熱誠和投入，叫我深深感

動，也叫我認識很多先前陌生於我的美麗心靈，這相信是我以後生活和

工作的支持，也為今次醫學會能協調院內外人士，在國運上盡一分力，

深感慶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