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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究竟是攻城還是攻心，有當年的水平嗎？高層有沒有被誤導？這是要：

「所有政黨跟所有社會各界……大家認真思考。」（習近平近日語）説到底，關鍵是

政策和吏治：怎樣的政策和班底才有向心力，能得人心？這是第二個戰略轉變的核心

問題，其過程同樣痛苦，涉及面很廣，但也突顯香港的特殊作用，包括當年港澳工委

領導出人意表的表現。 

  

 
 

政改要攻城還是攻心——一國兩制再啓蒙（上） 

香港政改涉及很多層面，糾纏不清，有必要正本清源。欣幸近日内地

年輕官員提出要「再啓蒙」，十分及時，我完全同意，有必要重溫一

國兩制的來龍去脈和核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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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這個名詞是鄧小平 1982 年 1 月 11 日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

主席李耀滋時首度提出的。1982 年的講話，連同此前的兩次戰略轉

變，我都有幸直接間接參與，不妨分享一下，和目前政改操作對比對

比。 

鄧小平當時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一

國兩制目前用在港澳，但對象是台灣。正如鄧所說：「一國兩制構想

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 

鄧小平爲什麽選定在以上場合表態，下文交代。關鍵是：要全面認識

一國兩制，必須以大局爲重：台灣、香港是同一問題的兩方面，這邊

敲那邊響，不能偏廢，更不能囿於本位主義、山頭利益，造成副作

用，讓一國兩制淪爲反面教材，影響國家安全和主權。 

鄧小平和他的同輩一樣，走到這一步可不容易。那是清醒的時候難得

的自知之明，因為共產黨立國於「鬥爭哲學」，常態是左傾、排外，

沒事炮製各色内、外敵人，免不了還會反覆。所以他補上：「國家的

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

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還特別強調：「我們講大政方針。沒

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要達至以上境界，不僅先要經歷兩次「戰略轉變」（原國台辦主任楊

斯德用語），還要偶然遇上鄧小平 1980 在台灣問題上受誤導。工作

遂快速發展，1982 年正式宣布一國兩制。 



兩次「戰略轉變」分別爲：「台灣要解放」vs「一定要解放台灣」；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vs「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其艱苦歷程，屢經

反覆，現在仿佛變相在香港重演，考驗各方的氣度。 

戰略轉變第一步：不提「解放台灣」 

1972 年，作爲保釣第一團成員（此前有保密五人 0 團），我第一次

和北京官員詳談香港、台灣問題。儘管周恩來總理曾表態「先台灣後

香港」，二者有先後輕重之分，卻從未切割。我的大學論文題目是假

藉德國一起外交事件，隱喻香港的回歸，所以喬冠華（時任外交部副

部長，後接姬鵬飛爲外長，曾在德國留學）設宴餞行時，拉我坐在身

邊，進一步詳細討論二者關係。 

一行十多天的討論重點之一是台灣。建國後，國策一直是「一定要解

放台灣」，但我夠年輕夠斗膽也夠韌勁帶頭反對，原因是：統一或回

歸，應是攻心服眾，不是攻城掠地；人民是主體，不是被動的受體。

所以哪怕要説解放，最多只能說：「台灣要解放」。當時立即惹來中

共中央調查部高層的反對（此部已被滅，以前對外稱「西苑中直機

關」，但看到李後回憶錄直呼其名，也不必隱瞞）；但我依然堅持觀

點，幾乎不歡而散。唯一欣慰的是，其三局（台灣）的資深領導，最

後私下表現模棱兩可。 

周恩來首次捨棄「解放台灣」 

1973 年，周恩來總理在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對台灣

的表述一改先例，採用了「台灣要解放」： 



台灣省是祖國神聖領土，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我們對台灣同胞寄予無限的關懷…。台

灣一定要解放。我們偉大的祖國一定要統一…！（參考連結） 

這絕無僅有的一次，也算是個小成就吧！其實也是大勢所趨，同樣想

法的人或許不少，更因尼克遜總統已經訪華發表《上海公報》，兩國

又早已進行軍事情報交換，所以在台港等領土問題上，已經不用擔心

外國勢力。要考驗的，倒是港台大政方針能否得人心，操作的官員能

否勝任。 

但問題尚未根治，接踵而來的是極左的反撲，批林批孔、反右傾翻案

風、45 運動等等。「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在 1977 年的十一大復

活，直到完成第二個戰略轉變，還幾經波折，最後才由鄧小平於

1979 年 1 月在外國勢力的大本營，在美國參衆兩院演説，正式宣布

其結束：「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只要台灣回歸祖國，

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 

不再提「解放台灣」，是認識的飛躍；日後面對歷史遺留下來的港澳

台問題，目的不僅是收回領土，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民心所向，講的是

方針政策，不是刀槍兵馬。如上所説，要考驗的，是政策能否得人

心，措施能否到位，操作的官員能否勝任。 

然而，鴉片戰爭的恥辱，爲國人帶來長期深遠的後遺症。其一，高層

容易被所謂外國勢力、國家安全煽動綁架；其二，高層容易相信投其

所好但查無實據的分析。領導稍許不慎，日後就必定要付出代價。

如：周總理在彭明敏台獨問題上被騙，以爲是美國在操弄；鄧小平被

中調部誤導，以爲台灣統一指日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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