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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 1977 年第三次复出

后 便 开 始 关 注 香 港 问 题 的 解 决 ，

此后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

为 香 港 平 稳 、 顺 利 回 归 提 供 可

能。1988 年 9 月 5 日他在会见捷

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我

的最大愿望是活到 1997 年，因为

那时将收回香港。”

但 在 香 港 回 归 的 4 个 多 月

前，邓小平去世。

对于香港这个自由港，邓小

平并不陌生。他生前曾 5 次途经

香港。

他第一次途经香港是在 1920

年。16 岁的他乘坐经改装的货轮

“鸯特莱蓬”号驶往法国。在当时

84 个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川学生

中，他是年龄最小的。

当时一个名叫冯学宗的四川

籍同学记录了他们对于香港的第

一 印 象 ：“9 月 14 日 ， 船 抵 香 港

泊第一天，此地背山面海、树木

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

宇齐整。此地 （从事） 贸易的人

虽 是 中 国 人 ， 但 那 种 种 的 管 辖

权，却完全属于英国的了。英人

得此地之后，订立许多束缚华人

的 条 例 ， 近 已 成 为 沿 海 最 繁 华 、

最紧要的商埠了。”

邓小平第二次经过香港是在

1929 年 7 月到 8 月间，当时他被

中 共 中 央 和 中 央 军 委 派 往 广 西 ，

联合当地的进步力量建立中共根

据地，组织武装起义。在坐船南

下的途中，他经过香港。

他 生 前 对 香 港 最 后 的 一 瞥 ，

是 1992 年在深圳皇岗口岸。

邓 小 平 早 年 5 次 在 香 港 停 留

的时间累计近 3 个月，有专家撰

文 称 ， 对 这 座 兼 有 殖 民 主 义 之

“短”与资本主义之“长”双重特性

的自由港的感性认识，成为半个世

纪以后邓小平剔除其殖民主义因

素、保留其资本主义因素之“一国

两制”科学构想的原始思想素材。

（朱彩云整理）

邓小平与香港的5次相遇

1997 年，香港回归前夜，一位天津市

民举着一条横幅走上了街头，横幅上写着，

“告慰小平香港回家啦”。

一直想去香港走一走、站一站，“哪怕

是坐着轮椅也要到祖国的这片土地上看一

看 ”的 邓 小 平 ，没 能 等 到 香 港 回 归 的 那 一

刻。但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让五星红

旗升起在香港、澳门，让香港成为“中国香

港”，让澳门成为“中国澳门”。

1977 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开始重

视香港问题。随着 1978 年中国拉开改革开

放的序幕，解决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

问题——香港问题的时机也越来越近。

1978 年 4 月，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成立。次年 3 月港督麦理浩初次访问北京

时，邓小平就向他透露了有关“一国两制”

政策的要点，并说“请投资者放心”。在那次

谈话中，邓小平明确地讲，“两国商讨解决

方案必须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前提。

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

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

社会主义。”

3 年后，“一国两制”被正式提出，这个

最早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构想，为香港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框架。此后多年直至回

归，“一国两制”在有关香港问题与前途的

磋商、谈判、讨论中贯穿始终，甚至到交接

仪式前几天，中方还在为中国国旗能于 1

日零时零分准时升起，与英方争夺零点前

留出指挥棒一抬一落的两秒钟。

而在多次交锋中，由邓小平提出的“一

国两制”构想也越发清晰，连谈判对手英国

首 相 撒 切 尔 夫 人 也 称 其 为 一 个 天 才 的 构

想。香港的基本法，更是从法律层面落实了

“一国两制”政策。

后 来 ，邓 小 平 谦 逊 地 回 顾 了“ 一 国 两

制”的提出过程，称自己所做的事“无非反

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

“窗 口”

解决香港问题的历史使命似乎一开始

就落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身

上。1975 年 5 月 25 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

会见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毛泽东当时

表示，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还不到，他指着

旁边的邓小平和另一些年轻干部说，“这个

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

此时的香港已受英方管治 130 多年。

而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党中央就

作 出 了“ 暂 时 不 动 香 港 ”的 决 定 。1949 年

10 月 14 日，广州解放，港英政府甚至做好

了一文一武两手准备，用英国人的话来说，

“因为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只差一

点便可重新占有香港，很难想象共产党会

不顾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仇恨，不去解

放香港。”

但当时的人民解放军一直按兵不动，

当时的司令员传话给港英政府，“他们的任

务是维持和平并准备恢复贸易和重开广州

至九龙的铁路”。这和日后的对香港“长期

打算、充分利用”政策一脉相承。

“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

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要去

谈”，可以说，在当时东西方斗争的世界格

局中，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种更积极主

动的进攻和斗争策略。用周恩来 1951 年春

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介绍的那样，“香港

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

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

堡⋯⋯英国很快承认我们，那是一种半承

认，我们也收下了，港英政府主要是为了保

全在香港的利益”。

港 英 政 府 苦 心 经 营 一 个 多 世 纪 的 香

港，对英国有超过 3 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

益。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说，当时的香

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到上世纪 60 年代，香

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

但要支持这样一个“窗口”的发展实属

不易。国内各地对港澳的供应成为一项政

治任务。即使在自然灾害时期与“文革”期

间 ，内 地 也 及 时 向 香 港 提 供 饮 水 和 食 物 。

1962 年，经周恩来批准，当时的铁道部和

外贸部共同筹措三趟快车，向香港运送鲜

活商品，一年行车 364 天，仅大年初一停开

一天，向香港供应活猪、活牛、活羊、活鸡。

据 统 计 ，1954 至 1963 年 ，香 港 进 口 食 品

中，43％是由中国内地提供，1964 至 1973

年这个数字变成 50％。

来自内地的保障让这个离开祖国多年

的小岛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供应之忧。到改

革开放时，香港这个“窗口”很快让广东等

沿海地区看到了投资、创业的机会。而解决

香 港 问 题 的 时 机 也 逐 渐 成 熟 。1978 年 8

月，邓小平让当时的港澳事务办主任廖承

志向一批香港客人保证，香港可以长期保

留它的现行制度。4 个月后，时任对外经贸

部部长的李强去香港考察时首次宣布，中

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

“请投资者放心”

来自中方的诚意在持续释放，“一国两

制”的思路也在日趋成熟。当麦理浩 1979

年把邓小平关于“请投资者放心”的意见带

回香港时，英国多位大臣开始往返于伦敦

和北京，进一步了解这一句话的真实背景

和具体内容。

到 1982 年 1 月时，有关“一国两制”概

念被邓小平提及，更多信息传递出来。3 个

多月前，叶剑英委员长向国内外公开阐释

关于台湾同祖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

政策，邓小平借此评价说：“九条方针是以

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

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

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

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

在 1982 年 4月 6日，邓小平向前英国首

相爱德华·希思具体地表明态度，香港仍将

是一个自由港和全球金融中心。它将被叫作

“中国香港”，但一切商业活动照旧进行。

这一年 6 月，12 位香港知名人士受邀

前往北京，到达钓鱼台时，才知道是要受邓

小 平 和 国 务 院 港 澳 事 务 办 主 任 廖 承 志 接

见。当时在场的香港《镜报》杂志的创办人

徐四民后来回忆，邓小平开门见山地向大

家表态，决心用和平方式收回香港。在那

次会见中，邓小平说出了和英方也强调过

的话：“英国人要求让他们在‘97’后继

续管治，希望续约。如果我们在续约上签

字，我们就是李鸿章，今天谁也不肯再当李

鸿章。”

实际上，事关国家统一的香港问题一

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用邓小

平自己的话说，“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

成的统一事业⋯⋯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

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

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

而英方也一直处于焦灼状态。中国人

民 大 学 台 港 澳 研 究 中 心 秘 书 长 齐 鹏 飞 分

析，面对“九七大限”，英国香港政府从上世

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就已经承受着前途无

定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

决心让香港回家的中国政府开始了与

英方的秘密磋商与谈判，这一谈就是整整

两年，历经 22 轮，这其中包括撒切尔夫人

访华。双方的两个半小时的会谈被撒切尔

夫人评价为“生硬粗暴”，当时西方媒体称

这次会谈是“铁娘子遇到了钢汉子”，而撒

切尔夫人在会谈结束、步出人民大会堂不

慎跌跤，也被当时的人津津乐道。

谈判的过程是艰难的，在英方“以主权

换治权”的建议下，中方始终坚持“主权问

题不容讨论”。在第四轮谈判仍没有得到进

展后，当时的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

谈 判 最 终 在 22 轮 后 有 了 结 果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代表团团长在北京草签

《中英联合声明》。消息传到香港后，在中区

政府刊物销售处门前就有人开始排队，一

个中学生排在最前面。没过多久，在他身后

就排了上千人，索要《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作为嘉应商会副会长的刘宇新在

得到消息后便筹备庆祝活动，找到香港客

属工商界的 1700 人参加宴会，在宴会上合

唱《歌唱祖国》和《我的祖国》。刘宇新在回

忆文章中说，当时没有人会唱这些歌，这两

首歌是通过新华社在广州找的。整个晚上，

两三个小时的晚宴，从开始到结束，只唱这

两首歌。

“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

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生效，香

港进入过渡期。声明附件里，写着“一国两

制 ”方 针 的 12 条 具 体 政 策 措 施 ，其 中“50

年不变”的承诺让外国企业在香港的投资

迅速增加。

在几天后的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庆典

上，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港澳同胞

国庆观礼团的全体成员。他回应了当时大

家关心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

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

这些老头子的信任。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

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

到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的那天，

“一国两制”从科学性构想开始变为现实。

在当天的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向世界宣布，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

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

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这成为“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阐释，

延续至今。而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生活

方式不变 ”意味着“舞照跳，马照跑，股照

炒”。当时有人戏称，掌管香港社会的除了

港督外，还有两个无形之手：汇丰银行和马

会 。到 香 港 回 归 时 ，约 620 万 的 本 地 人 口

中，差不多一半的人押注跑马。回归期间在

香港采访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港记者张

惠玲发现，香港回归后，跑马场中依旧“人

头攒动”。

一位叫杨鸣的先生接受她采访时说：

“我赌马 10 多年了，还没有过发大财的机

会。不过，我们都知道，中大奖的可能性非

常小，我们是花钱买希望，有希望的日子，

人总是开心的。”

“ 拼 命 赚 钱 、尽 情 享 受 ”的 香 港 人 在

1997 年 7 月 1 日迎来了香港回归。漫长过

渡 期，见 证 了 这 里 的 平 稳 交 接 ，也 勾 画 出

“一国两制”构想从提出到实现的每一步。

好几位参与香港回归事宜的老将也在

回归这一年退休，其中就包括前国务院港

澳办秘书长鲁平，这位学贯中西的老共产

党员负责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框架和主要内

容，在面对中外记者提问时总“有问必答”。

在 起 草 的 4 年 多 时 间 里 ，他 反 复 解 释“ 在

‘一国两制’的两者关系中，‘一国’是根本，

是前提；失去或忽略了‘一国’，‘两制’便无

从谈起”“基本法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这些

政策措施规定下来，全国都要遵守”。

鲁平在港澳办的下属陈佐洱回忆，当

1990 年 4 月 4 日，香港基本法草案被七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执行主席宣布以

压倒性多数赞成票通过时，鲁平激动地从

座位上站起来，使劲鼓掌，流下两行泪水。

2015 年鲁平去世后，儿子鲁恭在父亲骨灰

龛里安放的两件陪伴物之一，就是一本中

英文的香港基本法。

太多的人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倾

注心血。两年后，这一构想又在澳门得以实

践。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在离开祖国怀

抱 400 多年后回归。

一个伟大构想的实现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 英 国 人 要 求 让 他 们 在
‘97’ 后 继 续 管 治 ， 希 望 续
约 。 如 果 我 们 在 续 约 上 签
字，我们就是李鸿章，今天
谁也不肯再当李鸿章。”

来自内地的保障让这个
离开祖国多年的小岛在一定
程度上没有供应之忧。到改
革 开 放 时 ， 香 港 这 个 “ 窗
口”很快让广东等沿海地区

看到了投资、创业的机会。
“一国两制”构想让香港

成为“中国香港”，让澳门成
为“中国澳门”。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
们 这 些 人 不 在 了 ， 政 策 会
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
头 子 的 信 任 。 我 要 告 诉 大
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
也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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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2 日，福建省厦门市环岛路上，多年来一直耸立着“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的立牌，该立牌在

经过政府整修翻新后，成为游客赴厦门旅游必“打卡”地之一。 人民视觉供图

钩 沉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第一天，香港民间举行集会，民众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贺延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