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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屆聯合國代表大會剛剛落幕，

許多傳媒都深入地報導在大會中各國領導人

討論的國際事務，不消說，華文傳媒必然大

幅地報道中國總理李克強在聯大提出解決全

球危機的「中國方案」。 

有趣的是，其他國家的傳媒對李克強卻

反應冷淡，舉例說，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時事節目【全球公共廣場】

（Global Public Square）只是集中報道烏克蘭總統對俄羅斯的批評和緬甸領袖昂山素姬對

國內人權問題的見解，對中國則完全隻字不提，而其他「有線新聞網絡」的報導只是提及

了伊朗總統在聯大批評美國，說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恐怖主義的受害者有權向伊朗索償二十

億美元賠償金是不當的；「英國廣播公司」（BCC）則凸顯出難民問題是聯大的主要議

題；而俄羅斯的新聞台「今日俄羅斯」當然利用這個機會去進行反美宣傳，例如它報導了

敘利亞和委內瑞拉在聯大對美國的批評，還有巴解領袖阿巴斯說希望明年以色列的佔領將

會成為歷史。俄羅斯算是中國的「盟友」，但「今日俄羅斯」也是完全漠視李克強。 

無論是以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而言，現今中國已經躋身大國之列，而中國對外亦採用

銀元政策去爭取朋友，照道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應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為什麼李克強

在聯合國的言論卻遭受冷處理呢？坦白說，如果細心聆聽李克強的演說，我們不難察覺這

只是典型的「和諧論」，是沒有很多實質內容的。 

到底李克強的「中國方案」是什麼一回事呢？李克強在聯大講話中表達了中國對朝鮮

問題的立場，他說：「關於朝鮮半島核問題，應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的目標，堅持維護半

島地區和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要有效地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有關

敘利亞危機，李克強敦促相關各方盡早結束衝突，盡早取得政治解決。在紐約經濟俱樂

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及美國中國總商會共同組織的晚宴上，李克強談到中美貿易關係

時說：「衝突只是合作中的很小部分，但不能無視，要避免擴大，妥善解決。」在晚宴中

李克強被問及對美國總大選的看法，他回答：「大選過後不管誰任總統，中美關係一定會

穩定向好」。李克強認為，中美之間的分歧要通過「多往來」解決，李克強與美國各界人

士座談時說，中美關係總是「雨過更天晴」，「摩擦不可避免，但總體仍然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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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我想起了周恩來的兩句名言︰「國內外形勢一派大好，不是小好！」李克強的方

案是追求和諧，通過對話和合作去解決問題。但令人納悶的是，中國在言論和行動上存著

很大的落差，在國內，維持穩定和諧的社會是通過打壓異見人士和限制言論自由而獲得

的；在國際舞台上，中國單方面在南海建立人工島，對北韓的胡作非為亦沒有盡力箝制。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國際輿論對李克強的講話沒有嚴肅地對待。前南越總統阮文紹曾經

說︰「不要聽共產黨所說的，要看他們做什麼。」平心而論，這一點不單單是共產黨的問

題，也是中國文化的問題，傳統中國文化強調「以和為貴」，於是乎，許多鬥爭都是在淡

化或不承認有鬥爭之下的鬥爭，例如在民國初年袁世凱恢復帝制，其登基所樹的牌坊上，

一邊寫著「履中」，一邊寫著「蹈和」，一方面，袁世凱暗地裡進行權力鬥爭，另一方面

則鼓吹「以和為貴」。 在這種文化底下，中國人鮮會坦白地面對問題的真正徴結。 

奧巴馬的演說和李克強可算是相映成趣，在聯大中奧巴馬斬釘截鐵地否定了某些意識

型態和某些政府的行為，他說：「我們看到太多政府壓制記者的聲音和異議，封殺信息流

通；恐怖主義網絡使用社交媒體去擄掠年青人的思想，危害著開放的社會，並激起人們仇

恨無辜的移民和穆斯林；而強國則挑戰國際法對它們的約束。……儘管在近年來全世界已

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隨著人們對體制失去信任，政府治理變得更加困難，國家之間的

緊張關係更加迅速浮面。……世界的另類遠象出現在富裕國家和最貧窮國家中：宗教原教

旨主義， 訴諸種族、部落、 教派的政治主張，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有時這些

思想源自極左，但更多時候源自極右。……我們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義、種族主

義、民族優越感的信念，這令到傳統與現代無法調和。」 

奧巴馬不假辭色地把矛頭指向俄羅斯和中國，他指出，在歐洲，接受民主的前蘇聯國

家和那些沒有接受的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烏克蘭人民要求改變，因為他們看到了在波

羅的海國家和波蘭的人民享受到更自由和更民主的生活；他說：「如果俄羅斯繼續干預其

鄰國的事務，這可能在國內取得民心，可能會助長民族主義升溫一段時間，但隨著時間的

推移，這也將削弱其國際地位，並使其邊界更不安全。在南海，依法去和平解決爭端，比

起將一些岩礁軍事化會帶來更大的穩定。」他又呼籲中國要約束不停地進行核試的北韓。 

讓我以教會的講道作為比喻，若果一位牧師經常這樣講道：「弟兄姐妹們，你們要彼

此相愛，要彼此尊重，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凡事不可紛爭……」，但完全

沒有去正視具體的問題，人們便會覺得這些是說了等於沒有說的 「行貨」，是無補於事

的陳腔濫調。一個有活力的教會群體，應該是打破表面和諧的僵局，大膽地討論敏感和有

爭議性的議題，例如種族主義、同性戀、環境污染和保育、教會的性醜聞、科學對宗敎的

挑戰……等等。這種一針見血的態度亦適用於政治。 

2016.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