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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香港在 2022 年隆重慶祝回歸祖國 25 周年，「敢言者」深入社區與市
民分享喜悅

上：�習近平主席在回歸慶典上發表重要講話，「敢言者」隨後召開學習
交流會

下：�本會多名選委在過往多次選舉中積極履職



左：�副主席許小哲、吳志隆代表盧業樑主席，將我們對新行政長官的施政
建議交給李家超競選辦公室，由競選辦主任譚耀宗接收

右：�香港在 2022 年仍與疫情搏鬥，「敢言者」多次深入社區，將物資送到
有需要的市民朋友手中





副主席盧家瑜、吳志隆帶同抗疫物資，與觀塘區議會柯創盛主席探訪該區
清潔工友



上：「敢言者」組成義工隊，積極為抗疫出一分力

下：「敢言者」響應政府號召，協助抗疫物資的包裝與分發工作



上：敢言義工隊積極投入抗疫前線，貢獻獲得政府肯定

下：多名「敢言者」獲特區政府頒發義工獎狀



學員培訓是我們的年度大事，希望學員藉此更深入了解社會，在評論時事
時言之有據



上：洪錦鉉會長向新學員分享社區經營概念

中：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向學員分析香港公共房屋政策

下：葉振東博士（右五）與新學員分享台灣專題

右：�「香港人主場」在 2022 年發展成固定節目，歡迎所有香港人來分享你
們的故事





「新都市．人文印象」頒獎典禮，香港會場邀請到盧業樑主席（右三）、劉
智鵬議員（右二）等嘉賓



上：上海分會場由台辦副主任李驍東向獲獎者頒獎

下：台灣嘉義大學歷史學家吳昆財教授擔任頒獎嘉賓



每年堅持出版《敢言集》，讓我們的聲音傳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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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孫偉勇（港區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收到青年團體「就是敢言」為《敢言集 2022》作序的邀請，

我欣然應允。因為從這批年輕人的身上，我看到香港的活力。

縱然現在仍未完全走出疫情的困境，但我們只要保有活力便可

奮進，就仍有希望。希望，對今天的香港，太過重要！

孫偉勇雖然是中山先生的家族後人，但其實與大多數的

市民朋友一樣，默默耕耘便是貢獻社會，只是親眼目睹 2019

年的黑暴，緊接著是一連三年的疫情，香港社會受到嚴重的傷

害，兩岸關係也因為島內政治因素而風雲多變，甚至國家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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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因為世界多變而遭受新的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2021

年底，偉勇以「政治素人」身份參選立法會換屆選舉，雖然選

舉敗北，但收穫了寶貴的經驗，也因此機緣，認識了「就是敢

言」的多位朋友，特別是盧業樑主席，幾次短暫交流後，發現

雙方對國家、民族、兩岸事務有高度一致的看法。

經由吳志隆副主席介紹之後，我過往一年特別留意「就是

敢言」成員在媒體上的言論。發現社會上仍有一批年輕人在自

身忙碌的工作與生活之餘，仍願意對公共事務積極建言，對國

家發展主動建議，而且言之有物、言之有據，對「敢言者」感

到十分欽佩。

《敢言集 2022》集結過往一年的優秀文章，有幸看過初

稿，就如一本 2022年的歷史書一樣，帶我重溫了一遍過往一

年的新聞大事：國家召開二十大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祖

國 25周年、特區政府第六屆新班子上場、島內九合一選舉、

佩洛西訪台等，還有國際上的安倍晉三遭刺殺、俄烏戰爭等

等，當然還有影響全人類的新冠疫情，重大新聞彷彿就在昨

日。透過這些年輕朋友的觀點，讀者可以重溫一次這些關鍵的

歷史節點，也可以看看時代的選擇如何影響到今天的我們，這

是看這本《敢言集 2022》最動人的地方。

202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除了是國家二十大的開局

之年，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更是兩岸事務至關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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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為島內又將開始備戰明年的大選。這樣關鍵性的一年，

我們除了總結過去，更需要努力將來。偉勇在各方朋友的支持

下，成為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之一，今年履職之後當

然也會如「就是敢言」這些熱血青年一樣，盡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服務「一國兩制」。

我們見到國家在快速發展，走過疫情後的復甦力度清楚可

見，但也應當知道國家在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少不

了有不同的挑戰。也正因為會有挑戰，所以我們更要「敢言」、

「善言」、「能言」，勇於說出應該說的話，這樣才能體現出愛國

者治港的最高價值。這是給我自己，也是給如同「敢言者」一

樣的青年朋友的一番勉勵，未來香港的建設，對國家的貢獻，

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推動，這當中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力

量，與其做「旁觀者」，倒不如做歷史的參與者，一起成為推動

歷史的參與者。

最後，鄭重推薦《敢言集 2022》給所有讀者，相信大多數

讀者都可以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 2022年的共鳴。



004

特稿一

  盧業樑： 用好歷史資源講好中國故事   

聚焦教育民生融入發展大局

2021年 7月 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香港回歸

祖國 24周年，在這個極具特殊意義的日子前夕，《香港文匯

報·人民政協專刊》走訪了全國政協委員、高柏資本控股集團

掌門人、香港中國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會長盧業樑，傾聽他對

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的見解以及他對香港發展的思考。

在盧業樑看來，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日之香港，香港回歸

和保持繁榮穩定已成中共百年豐功偉績的一部分。只有維護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維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才能維護

香港的光明前途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既要用好歷史資源講

好中國故事，又要聚焦教育民生融入發展大局，這樣才能實現

香港良政善治和長期繁榮穩定。

不久前，「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香港隆

重舉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作了主旨演講。當時盧業樑就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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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當聽到駱主任詳細論述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關係

時，這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心潮澎湃，腦海裡浮現出一個人、

一句話。

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

「那個人就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是我少年時代的

精神支柱。從他身上，我感受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中

國儒家精神，那是一種為天下蒼生苦難打拚的奉獻精神，是

『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無我精神。我想到周總理手寫的『願相會

於中華騰飛世界時』，再看看今天站起來、強起來的中華民族，

百感交集。」

記者注意到盧業樑辦公室跟大多企業家的辦公室不同，他

的辦公室的兩面磚牆幾乎擺滿了書架書籍，正可謂「腹有詩書

氣自華」。

在他的書架上，一直擺放著 1976年許芥昱所撰的《周恩

來傳》，這本書陪伴他 45年。當年那個十幾歲的香港少年，就

是通過周總理的行為和風範，了解中國共產黨，理解中國人精

神，並產生對國家的認同和感情依託。

那句話，就是 1997年 7月 1日香港回歸祖國，威武的中

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軍官鏗鏘有力地對著英軍說出：「駐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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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將接管軍營，你們下崗，我們上崗！」。「這句話，中華

民族足足等了 150多年，終於，不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中國共產黨不用武力，以國家的實力、堅定的意志，和平收回

香港。」盧業樑的臉上露出驕傲的笑容。

轉而他的臉又沉了下來，「可惜的是，香港回歸祖國後，

少談『一國』，偏重『兩制』，從教育、媒體到公務員隊伍，『戀

殖』和『自我優越感』甚囂塵上，再加之西方處心積慮，在香

港埋下許多『釘子』，外國勢力還不斷挑撥，最終導致了一些

混亂局面。」盧業樑憂心忡忡。

這次駱主任的講話，配合去年的香港國安法落地和今年的

香港選舉制度改革，都是擲地有聲的撥亂反正。盧業樑認為，

下一步，要把重心回歸到教育、民生問題上來。「只有這些工

作做好了，才能實現人心的二次回歸。」

聚焦民生促民心回歸

韓正副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的講話中也點出香港房屋問

題：「解決這一問題難度很大，但總要有解決開始的時候」。

盧業樑分析，在香港，有能力置業者，都抱著越早入市越

有利的心態，加上土地供應短缺，香港樓價長期大漲小回，造

成有樓和無樓兩大族群的財富差距越來越大。同時，由於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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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高企，其他服務和商品的價格也因高昂的租金而被扯高，

如今，香港仍然是全球外派僱員生活費用最高的城市。從另一

面看，香港奉行低稅制，賣地收入是政府主要財政來源；所以

多年來政府雖然不承認有維持高地價政策，卻無可否認確有這

個傳統。房屋，影響著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必須摒棄長

久以來「不作為」的慣性思維，要在土地供應上多下功夫。

盧業樑說，從大帽山向下望，石崗、錦田、八鄉一帶是廣

闊的平地，這些都是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如果加以開發利用，

難度比填海造地小得多！數據也反映了香港並非地少人多的

事實：在全港約 11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市區範圍及已建設

土地面積不足 25%；其中用於住房的土地只有 7%。在這 7%

的土地上，663萬市民擠在佔地 3.8%的私人住宅和公營房屋

內；另外， 69萬市民住在「鄉郊居所」，即低密度，只有幾層

高的房子。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

山！」這是千多年前杜甫的宏願，特區政府要有改革思維，要

有破釜沉舟的魄力，懷抱迎難而上為百姓做事的心，方可搞好

住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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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傳統文化找回中國人身份

盧業樑如數家珍地展示他中學時代的中文課本，除了全篇

文言文經典的中國語文課本、中國文學課本，還有《論語》《孟

子》等課外讀物，直到現在他還經常地翻閱。記者發現書裡夾

著許多紙條，還有密密麻麻的文字註解。雖然書紙已經泛黃，

但書本依然整潔如新，書的主人愛書惜書可見一斑。「認識了

這些中國傳統經典，懂得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存在，能不感

到驕傲嗎？」

「我自小就讀孔教大成小學，從小受仁義禮智信等儒家思

想教導。」中學時代，盧業樑就讀的英華書院，雖是一所基督

教學校，其中老師許多都是南來的文人，他們全心全意地去教

育學生，引導學生愛護中國文化，也常常與學生討論國家大

事。「當他們講到日本如何欺凌中國，眼睛裡都是淚水」，這

讓年少的盧業樑直接感受到一種歷史的擔當，一種以天下為己

任的責任感，也深刻塑造了盧業樑往後的人生。這就是歷史教

育的重要性—能幫助學生找回中國人的身份。

上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也說：中國人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

眾，從文化上團結起來。「這正是中華文化和全世界其他文明

不同之處。從歷史、文化看，作為中國人，值得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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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歷史講好中國故事

2019年，盧業樑在全國政協常委會列席時提出，不但要

講好中國故事，還要講好中國被侵略的故事，要讓中國人知

道，也要讓外國人知道。近期，習主席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基礎

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從自我立場的單方表達轉向全球

視野的多元輸出，形成具備「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

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的

國際傳播能力。

盧業樑近年來針對國際對香港問題的指責，以公開信的方

式將歷史事實攤開，揭露西方國家的別有用心。對彭定康指責

「禁蒙面法是絕對瘋狂」、《華爾街日報》米德教授因新冠疫情

稱「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再到英國首相約翰遜吹捧「BNO

惠及港人」、英國外相藍韜文藉《中英聯合聲明》要求介入香

港事務，盧業樑用公開信的方式，把被遺忘的歷史展現在世人

面前。

成長於黃大仙木屋區的盧業樑，親眼目睹過黃大仙的鴉

片煙自由買賣。「那鴉片煙檔由警察經營，吸食鴉片的人個個

皮黃骨瘦，身體抽搐，淚涕橫流。那時，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

官守議員，都是英資大行的大班。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

打貪 3年，直到 1977年 10月 28日， 4000名警員到遮打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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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總部示威，抗議廉署針對警員的連串反貪行動，第

2天，港英總督麥理浩才頒佈特赦令。也就是說，1842年到

1977年這 135年，香港的貪污是很普遍的。」這些歷史，不能

被遺忘……

2019年，盧業樑擔任青年組織「敢言智庫」主席，帶領一

眾香港青年做網絡節目、辦論壇、組織考察團，積極為內地香

港民心相通作出努力。2020年至今，該團體已發表超過 300

篇公開文章，舉辦了 20餘場活動，包括支援抗疫派發口罩、

國安法宣傳、慶回歸文化交流、KOL培訓班等；疫情期間，

盧業樑仍邀請新加坡、香港、台灣三地學者在雲端共聚，主辦

「疫情後的亞洲經濟復甦之路」「中美全面衝突下的亞太經貿關

係」兩場線上論壇，獲兩岸三地媒體及網友的關注。

本文原刊 2021年 7月 1日《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D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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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基層出身的盧業樑主席在中秋節慰問獨居長者

下：盧業樑主席積極推動兩岸交流，曾與馬英九先生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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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盧業樑主席積極推動兩岸事務，多次率領「敢言者」前往台灣交流

下：�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盧業樑主席，積極向市民分享「愛國者治港」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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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的悲與喜是

2023 年希望的營養

2022年是香港人值得寫入歷史的一年！對於「就是敢言」

也是充滿故事的一年。同樣因為這一年有很多難忘的時刻，有

喜亦有悲。

過去一年確實有不少振奮人心的消息：國家召開二十大

會議，為未來發展劃下藍圖；特區回歸 25周年，領導人親臨

「東方之珠」勉勵市民；新一屆政府努力奮進；中聯辦易帥也

象徵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世界逐步走出困擾三年

的新冠疫情，而國家與特區的「復常」之路越走越快。這一切

可喜之象伴隨我們走入 2023年，給我們充滿希望。

2022年也有尷尬與悲傷的消息，一場疫情迫使全球人口

「固步自封」，香港人也不例外，過往三年與內地封關，與世

界隔絕，經濟疲憊，人心勞累，香港與國家都在疫情中艱苦前

行，社會憂心忡忡。放眼世界，多名在任及前任國家元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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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首腦、最高領導人逝世，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前蘇共

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卓夫、英國君主伊利沙伯二世、前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榮休羅馬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等，

彷彿告訴我們，一個時代已經過去，過往的光輝已成歷史，新

的時代將要來臨，前方是好還是壞？

就是這樣一個又悲又喜的 2022年，「就是敢言」與大多數

青年團體一樣，面臨著時代的挑戰，由於疫情而無法經常舉辦

活動，更由於部分在內地工作的成員難以回港，但所幸仍有一

群熱血的兄弟姊妹，仍在各種困難之中持續發聲，用我們力所

能及的方法關心社會，甚至在困難發展當中，仍收到 13名會

員的入會申請，使整體會員人數突破 150人。

「就是敢言」從來不是人多勢眾的團體，但我們是團結有

力、敢言敢為的一群人，去年共發表超過 300篇文章，在全港

不同媒體平台成為一把青年敢言的聲音，網台節目《香港人主

場》共播出 17集、《時事敢講》每週一次與觀眾見面，兩個節

目都各自累計超過十多萬的瀏覽量，經過一年的穩步發展，逐

漸成為有影響力的時事評論節目之一。

除了在媒體發聲，「就是敢言」也以實際行動關心社會、

服務「一國兩制」。2022年，香港喜迎回歸祖國 25周年，這

一年有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紀念日、行政長官選舉、新一屆

特首及特區政府班子就任等要事、喜事，國家主席習近平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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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並作《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六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就是敢言」見證並參與

這其中的每一個重大時刻。我們的成員在 4月 28日向候任特

首李家超先生遞交政綱建議，本會多位選委在 5月的特首選

舉、12月的港區人大選舉與立法會補選等關鍵選舉中都全額

投票，履行義務。

香港回歸 25周年的盛典，我會多位代表有幸親臨現場見

證，另一批兄弟姊妹深入藍田社區與基層市民共同分享回歸的

喜悅。習近平主席在香港的重要講話引發學習風潮，本會在 7

月 13日舉辦線上學習分享會，鼓勵成員各抒己見。

「就是敢言」始終與香港同脈搏！在疫情仍然嚴重的上半

年，民間醫療物資仍然緊張，「敢言者」自發組成義工隊，發

起 16次義工行動，並捐贈多批物資，比如向太古、九龍城、

天水圍、大埔等社區捐贈物資，也參與 6場全港抗疫連線抗疫

物資包裝義工服務。我們特別關注社會中被忽視的群體，與觀

塘區議會柯創盛主席共同探訪了觀塘區食環署清潔工友，多位

執委自費購置檢測劑、口罩等物資，捐贈觀塘區內多間學校。

除了關心香港，「就是敢言」更關心兩岸青年議題，2021

年的「城市印象短視頻創作比賽」踏出第一步，2022年繼續組

織「新都市．人文印象」短視頻創作比賽，獲得港台滬蘇四地

多個青年團體大力支持，最終收錄了 42條入圍作品，短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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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就在四大短視頻平台（YouTube、Facebook、Bilibili、快

手）上累計錄得超過 400萬次的點擊率，一時成為兩岸四地的

新聞焦點。

就在悲喜交集的社會氛圍中，「就是敢言」走過了 2022

年，我們相信所有在過去的悲與喜，都將成為我們孕育未來希

望的營養。2023年是國家二十大開局之年，我們也欣見疫情

逐步淡化，與內地的封關措施取消，與世界的接軌也逐步復

甦，「恢復正常」的訴求應該可在今年如願，「就是敢言」希望

繼續關注社會，服務國家，也希望藉在今年可以舉辦更多活

動，吸引更多敢言者與我們同行。

 《敢言集 2022》編輯委員會

 2023年 2月 5日（癸卯年正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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