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黄錦星二十年來親力親為，一直
為中港兩地鄉村建橋和改善環境，
如今已見成效。

２‧�兩地年輕人連結心橋，為環境保育而
出力。

３‧�兩地年輕人不但建橋，還會相互交流，
體驗鄉村生活。

４‧無止橋慈善基金成立典禮。

前 環 境 局 局 長 黃 錦 星 向 來 致 力
環境保育事務，去年出任無止橋慈

善基金主席，帶領團隊振興兩
地鄉村，而他在過往20年

與兩地大專生合力在內
地 鄉 村 搭 建 5 0 多 條

橋 及 鄉 郊 建 設 ，
提 升 鄉 村 生 活

質 素 ， 同 時
亦築起兩地

青 年 的 心
橋，培育
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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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跟恐怖組織哈瑪斯爆發戰爭無疑震撼全
球，戰爭的殘暴彷彿讓時光倒流，重回那個挾持平民
作人質，輪姦及公然施行酷刑仍屬司空見慣的年代，
而且並無法律能夠約束交戰雙方。
　　七百多年前，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嘗試定義何為他所說的「正義戰爭」。後來於
1625年，荷蘭律師雨果‧格羅秀斯(Hugo Grotius)撰
寫了著名的《戰爭與和平法》一文。阿奎那與格羅秀斯
欲為戰爭造成的混亂帶來理性秩序，遂提出一場合乎
道德的戰爭須以匡扶公義為目標。換言之，一場正義
之戰須旨在糾正明顯的錯誤。只有當戰爭最終達致其

「正義」初心，方可被視為合乎道德。
　　筆者從律師角度看來，對應如何品評目前以色列
跟恐怖組織開戰的正義性也頗感迷茫。顯然，以色列
具有復仇的合法權利，亦有一個極其明確且完全合法
的目標——消滅敵方哈瑪斯。
　　然而，儘管國際戰爭法或許站在以色列一方，該

國卻面臨着緩和其報復行動的巨大壓力。以色列被警
告即使對哈瑪斯之戰師出有名，以軍也不可能獲勝，
必須縮減戰事規模。打擊恐怖主義有別於打擊國家
軍隊，美軍能夠擊敗日軍，卻無法剿滅越南游擊隊。
同一道理，以色列不可能完全殲滅哈瑪斯的所有支持
者，因此其發動戰爭的道德理據有所欠缺。
　　猶如美國與越共之戰，以軍有機會陷入一場永無
休止地追擊一群不穿制服且無法無天的敵人的危局。
為了贏得戰爭，以色列必須摧毀每一棟建築物，留下
一個不宜人類居住的空殼城市。
　　另一個難題是哈瑪斯恐怖分子不惜犧牲己方平
民，亦甘願為事業獻出生命。可悲的事實是，正如美
國於9/11事件後發現，憑藉軍事力量是不可能擊敗恐
怖主義。美國於阿富汗的行動成效有限，他們的確成
功追蹤並擊斃拉登，但時至今天該國又重新落入塔利
班手中。於這層面上，美國的鴻圖大計以失敗告終。
　　故此依筆者看來，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正面臨
道德困境。哈瑪斯恐怖分子於10月7日殺害1400名以
色列公民無疑違背道義，然而大部分國家亦認為以色
列的報復行動不公、且規模過大。
　　筆者此前曾於本專欄中指出世界日漸動盪不安，

戰爭爆發越發頻繁，而包括軟弱無能的聯合國在內的
所有人卻皆束手無策。
　　在不太久遠的過去，例如三十年前，世界似乎還
處於幸福和平年代的尖端。東歐從解體的蘇聯中獨
立，曼德拉為南非帶來社會安寧。於1993年，時任以
色列總理、美國總統克林頓跟巴勒斯坦政治領袖阿拉
法特簽署了一紙協議，承諾為巴勒斯坦締造和平。
　　相比之下，現今世界則是駭人的一團亂麻。烏克
蘭戰火連綿不見終結，而剛於加沙爆發的戰爭則帶來
更多的苦難，和平的希望越見渺茫。
　　與此同時，美國的地位看來日漸岌岌可危。國內
動盪，外交政策缺陷加上債務纏身的兇險經濟形勢，
形成了隨時可一觸即發的危險局面。
　　奇怪的是，加沙戰爭正導致美國年青人（尤其200
萬阿拉伯裔美國人）對被認定為力挺以色列的拜登總
統產生不滿，而特朗普則聲稱將會為「讓美國再次偉
大」的理想奮鬥，使美國擺脫他國戰爭，其民望因而
有所提升。
　　筆者於有生之年從未見過比現時情況更為不堪的
世界。邪惡勢力日漸高漲，一位友人因此透露他有意
提前退休，到地處偏遠角落的農莊安享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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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星

振興鄉村
　　無止橋慈善基金主席黃錦星是前環境局局長，亦是一名建築
師，自1990年代一直推動可持續建築環境。2003至05年，他參與
首條無止橋的設計及在甘肅黃土高原上毛寺村的建造過程。自「無
止橋慈善基金」在2007年成立以來，他一直於不同範疇持續支持及
參與，包括長期擔任榮譽顧問。2022年10月，黃錦星出任無止橋
慈善基金主席，帶領機構訂立「兩地鄉建，深耕永續，多元參與，
廣搭心橋」發展策略， 由「星星局長」變做「星星主席」。黃錦星指基
金由紀文鳳、中大建築系教授吳恩融等創立，而他在20年來以不
同身份，包括顧問角色參與其中，直至去年上屆主席沈祖堯教授
因工作經常不在港，對方邀他擔任主席。黃錦星上任後，與無止
橋同事檢討進程，「由基金成立到2020年配合國家扶貧，第一階
段是開荒建造第一條橋，內地偏遠鄉村缺乏安全的橋，當時主要
是起橋為本。幾年前國家已到無窮之路，鄉村生活水平已到某程
度，無止橋也轉型配合國家的鄉村振興。」
　　過去3年的疫情影響跨境工作，黃錦星認為有危亦有機，轉移
幫助香港鄉村，在沙頭角的梅子林村進行社區廚房計劃，由一地
變兩地的鄉建，兩地大學生共同參與兩地鄉郊地區建設，互相參
考對兩地鄉村振興有所啟示。「以往扶貧為主，而現時國家和香港
支持鄉村可持續發展，所以我們實行深耕永續，深度低碳轉型，
改善當地民生達至可持續發展。至於『多元參與，廣搭心橋』，以
往重要是修讀建築和工程的同學參與，現時讀文科或非工程系同
學也可參與，是多元參與，令同學擴闊視野。」黃錦星表示早前無
止橋跨學科團隊完成首本口述歷史小書《尋我家：香港沙頭角梅子
林口述歷史》面世，由學生團隊主導，記錄了梅子林村民的故事及
客家文化。

建成第一條橋好感動
　　黃錦星見證搭建第一條橋，由策劃到現在，在這20年間鄉村
的變化和成長令他有很多難忘回憶，「成立無止橋慈善基金後，
在內地起了五十四條橋、多個村民中心和其他鄉郊建設項目，可
以幫助村民，亦能幫助兩地大學生，令他們有很難得的體驗和收
穫，也可彰顯環保鄉建。」黃錦星表示在山旮旯鄉村工作必須要勞
動，參與的青年付出汗水，過中體驗更具意義，笑稱自己也出了
很多汗水，身邊好友讚他身形弗了，他對友人笑說參與無止橋可
以保持身心健康。鄉建工作雖則辛苦，然而搭建出來的成果大為
感動，「建成第一條橋好感動，以前那條橋很簡陋，村民好像玩雜
技般過河，完成搭建後見到小朋友穩步過海，有些老人家十多年
沒過河，見他們可過河探望親友是非常感動。」

　　「橋」具多重意義，黃錦星表示不只幫助村民起
橋，亦是築起人與人之間的心橋，也是人與鄉村自然
環境低碳生活的橋樑，所以這條橋具多重意義。同時，
他很高興見到眾多年輕人參與項目，廣搭兩地青年心橋，
培育傳承，提供多元學習機會。黃錦星表示無止橋於明年1
月13日舉行「行無止」村永續公益行，參加者可在無止橋青年
領袖的導賞下，享受一天行山穿村，低碳深度漫遊沙頭角谷埔
村、梅子林村和荔枝窩村三條客家古村，體驗綠綠無止。他指
現時正訓練一班參加「無止橋村永續領袖班（青年組）」的年輕人擔
任公益行的導賞員，了解當地風土人情、歷史和保育情況。

了解鄉村文化風俗
　　浸大國際學院歷史及香港研究副學士二年級生陳俊宇現正參
加無止橋村永續領袖班，將會擔任公益行的導賞員。他亦於今年
暑假在無止橋香港辦公室實習兩個月，主要協助籌備於梅子林舉
行的義工活動和「學無止」年度交流營。他以實習生及學生身分參
與年度交流營，與近三十位香港及內地大學高校生同吃同住梅子
林村一星期，深度了解本港鄉郊保育現狀。黃錦星表示內地大學
老師也有來港，他們覺得鄉村振興方面可互相借鑑和學習。俊宇
表示香港與內地鄉村面對的問題有所不同，內地鄉村基建不足，
他指交流營的一位清華大學博士生認為在香港起橋應沒問題，容
易解決，但該博士生經過幾日親身體驗，發現原來鄉村振興不只
單靠硬件，也要靠很多軟件和持份者的參與才能推動鄉村振興。
　　現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及法律雙學位三年級生的余
芊衡（Carina），於今年6至7月前往無止橋西安工作站進行實習，
期間曾出差至無止橋三個內地項目點，包括甘肅馬岔村、陝西清
峪村及河北小窩鋪村，在內地逗留大約共6個星期。她在小窩鋪
村與當地超過二十位村民進行深度訪談，了解小窩鋪村的歷史文
化風俗和村民的生活故事。在清峪村參與暑期民生改善項目，與
香港及內地學生一起優化戲台及與村民舉辦文化活動。至於在馬
岔村協助拍攝及剪輯宣傳短片。Carina表示這次體驗對她成長和
思考很有啟發和幫助，「身在馬岔村高原地方，坐在翠綠梯田感
受自然，隨手可觸碰草木，反思自己住在香港城市與自然有何關
係，令她對自然有敬畏之心，更尊重身邊環境，返港後變得喜愛
戶外，亦留意生活習慣，因內地偏遠鄉村水源緊絀，會更珍惜所
有的資源，這些都是要親歷其境才有這感受。」Carina亦體驗當
地鄉村傳統文化風俗，看到村民進行領牲儀式求雨，令她大開眼
界，另外，她亦從貼地角度了解國家政策。

年
建橋

黃錦星在內地第一條建設的橋，之前是由村民用樹木
所建，後來無止橋改建成新橋，學生可以安全地上學。

黃 錦 星 與
學生陳俊宇和
余芊衡一起為建
橋振興鄉村而努力。

連結中港兩地年輕人的環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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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可以正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