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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起「以左壓左」，鄧力群知不知道用意？久經考驗的戰士難道會不知道？倒是要

問，他為什麼願意幫忙？ 

 
 

鄧力群為何容許「以左壓左」？ 
 

鄧力群住在北京東城區一條不起眼的衚衕盡頭的四合院。諷刺的是，幾年

前也成了拆遷戶，但為他在附近重建一處住所。我一般是下午他午覺後到

訪，在客廳兼書房聊天。除了要秘書辦事，否則都無外人，方便暢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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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警衛會進出滴眼水、送藥，到傍晚家人來逐客還要談完才走。他從來不

留我吃飯，因為吃得太清淡，我受不了。 

 
鄧力群的贈書。（作者提供） 

 



左王的得意事 

談什麼？天南地北都談。但我的感覺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未必是官場升

遷，而是 1935 年參加 12.9 學生運動並擔任一個小領導；1949 年和國民

黨談判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以及 1959 毛澤東點名要他陪讀《政治經濟

學教科書》。這三件事，分別涉及學生運動，主權領土完整和馬列理論，

我和他的交集，多半是環繞這些議題：保釣接上 12.9、港台接上新疆、改

革開放接上馬列。 

 

我只有一次安排客人和他見面，談的就是香港回歸的問題。 

 

背景是 1992 年我從北京返港，無論演講還是接受媒體採訪，都強調 3 

“de-“，即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去刑事化（de-criminalization）

和不讓問題升級（devolution）。這是經驗之談：我從 1971 年開始，前

後親歷多起內地的政治動蕩。除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每次運動的結果，無

論刻意與否，結果都是政治重心向「左」移，還必然孕育一批靠「左」吃

飯的人。而隨着時間推移，更會滋生一大批「形左實貪」（貪錢、貪權）

的官員和商人，但那是後話。1992 年我擔心的是在當時內地政治氣氛

下，「左」的思潮會左右回歸的談判。 

 

彭定康實行政改 

1993 年，彭定康醖釀政改，乾柴碰上烈火，危機遲早要爆發。正巧彭定

康改組了行政局，裏面有熟人，就安排不公開赴京和他會面。談了一個下

午，問題講得挺透徹。當然，看法有相當差異，但起碼知己知彼，認識更

全面。 

 

平常我談完就告辭，但當天他特別在兩份他撰寫的內部資料上簽名並標上

日期，一人一份，但沒有抬頭。日後他才告訴我，是為了避免空口無憑，

而沒有抬頭是怕對方不方便。 



 

鄧力群的簽名。（作者提供） 

 

曾反對經濟特區 

我無法判斷那次談話有沒有起作用。但是此前，他多次談到反對經濟特區

（被鄧小平的南巡否定）；認為「三來一補」經濟價值不大，還組了研究

班底整理「黑材料」。但了解到對香港的影響，調子調低很多，還請我整



理港資工廠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的資料。而往後的中英談判雖然磕磕碰

碰，「極左」人士卻表現十分克制，沒有趁機興風作浪。 

兩起「以左壓左」，他知不知道用意？久經考驗的戰士難道會不知道？倒

是要問，他為什麼願意幫忙？真正原因已無法知道，但我估計是兩個因

素。第一，不涉私利，沒有利害衝突，不算「走後門」就贏得一半支持。

第二，涉港台問題，只要能說明利害，他會全局為重，甚至破例，譬如當

年星島集團要在內地辦刊物，都是先托人找他首肯。反觀現在很難看到這

樣的格局，以致回歸後反添離心力，而統一問題，愈發遙不可及。 

 

我最後一次看望他，是前年 9 月在北京醫院。當時估計佔中能成事，酷似

12.9 運動，想跟他交流一下。他眼睛不行，但精神、記憶很好，我還答應

今年和他慶祝百年大壽，但已無法兌現。 

 

斯人已矣。他的遺體告別儀式，政治局七位常委都有出席，規格夠高了。

但我再忠厚也要說：他的不貪，應是所有官員的榜樣；但產生「左王」的

政治土壤，應從中國文化永遠鏟除。 

 

目前國家尚未完全走出「唱紅行黑」、「形左實貪」的災難，貪腐無疑是

對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但要警惕的是，為穩住局面，用「左」的手段辦

事可以省心，能減少一些短期的病痛，但帶來的可是絕症。兩個黨的若干

歷史問題的決議要時刻銘記！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 11 月在紀念胡耀邦 100 年冥誕會議上的講話，應是他

本任內第二重要的講話。冀望能一手重申胡耀邦當年開明開放的風格，另

一手強調民主法治，彌補當年體制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