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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的腳步，已越來越近了。每當有劃時代的轉變，人們的個

性就會表露無遺：樂觀的，會留；悲觀的，會溜；積極的，會爭取，消

極的，會等待。

溜派究竟怕甚麼？沒有民主？沒有港人治港？不是。香港向來都沒有

民主，港人向來都沒有份兒治港，這些都是慣了的。他們怕的，是沒有

法治和人權。他們懼怕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沒有保障。與其把性命

財產交在往績不甚討好的共產黨手裏，倒不如握在自己的手中。於是乎

溜的溜，不能溜的，只好盡量爭取民主。

不過，無論將來香港的政制如何民主，香港特別行政區如何高度自

治，她始終是中國的一部份，始終要受北京管轄。民主拒共？哈。用基

本法來保證香港的民主自由？哈。莫說基本法，共產黨要管起上來，中

國的憲法也要讓路（《爭鳴》一二七期）。

要港人回復信心，基本法寫成怎樣不是關鍵，何時開始直選也不是關

鍵，最重要的，是中共方面逐漸開放，取締官僚主義，厲行法治。當

然，要達到這地步並不容易，「一言堂」式的統治在中國已實行了幾千

年，是不會一下子消失的。雖然中國近年開放了不少，不過目標卻在經

濟方面；在體現民主和法治方面，雖有改善，不過似乎仍然有待努力。

此時此刻，香港實應努力搞好民主政制。中國的經濟改革，乃是由下

而上的。相似的民主改革，又為何不可？香港的民主如果搞得好，也許

能夠作為大陸的榜樣。

當然，香港要建立一個健全的民主政府，依然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

令人憂慮的可變因素之一，當然是北京對於實踐承諾的誠意。不過即使

北京真的有誠意，也不保證各中下層幹部也一般高瞻遠矚，不會濫用職

權。王亭之常云「不怕鄧小平，只怕街坊組長」。此言甚是。

港人治港？

1988 卷 20 期 3   蘭克斯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