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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出版之际，适逢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遵嘱为序，眼前浮现出一位逝者的形象：平头，中山装，说话时生动的手势。
他是耀邦。
如果不是检索史料，我已经遗忘，1980年初的胡耀邦，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这是一位难得的可爱的中宣部长，一位“决心把中宣部办成实事求是部、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
的中宣部长。
1980年2月9日那天，在出版界的迎春茶话会上，耀邦讲了个故事：子产不毁乡校。
他是这样说的：古代有一个叫子产的，郑国人，不毁乡校。
唐朝的韩愈认为此事办得好，写了篇《子产不毁乡校颂》。
乡校，大概是古代大辩论的场所，发牢骚的地方，叫“众口嚣嚣”嘛。
子产刚开始负责任不久，“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因此就出来个“众口嚣
嚣”。
我们现在才三年多一点，多数人认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英明，办得对。
但是，也有少数人就是不赞成，众口嚣嚣倒不是，但总有那么点“三五嚣嚣”。
三五嚣嚣就叫他嚣嘛。
我们应当采取郑子产的办法，“善也吾行”，对的我就采纳；“不善吾避”，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
情搞坏的，我就防止；“维善维否，我于此视”，是好是坏，我就观察一下嘛！
采取单纯取消，单纯封闭的办法，不是最高明的办法。
其实耀邦这段话，并未正式见报。
人民日报的报道，只提到胡耀邦同志提倡“大胆地有组织地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意见”。
不过在我工作的解放军报，进行了内部传达。
这故事，在首都的同行中迅速流传。
子产不毁乡校，说得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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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岭南，向为中国启蒙新思想之孕育发源地；南方都市报，素以推进社会文明进步为自觉责任。
2007年6月，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托，南都携手思想界、文化界、媒体
界同道，全新打造“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这一思想传播平台，遍邀海内外思想文化知识名流，与
羊城市民共聚白云山麓黄花岗下，纵论天下大势，解析现实困局，梳理纷纭世象，普及常识理性，以
高端识见，平民立场，营造出公益讲坛的思想盛宴。
岭南公众论坛立足广州，辐射全国，影响力与日俱增！
　　本书辑录了20篇论坛公开演讲内容，论题涉及公民社会建设、法治、民生、环保等诸多领域，不
乏真知灼见，甚或振聋发聩，其意义必将彰显于未来，其价值必为世人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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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香港十年，未来之路　　演讲嘉宾：梁文道　　演讲时间：2007年6月23日　　嘉宾介绍：香港文
化人。
17岁起开始投稿生涯，至今其文章仍可见于《信报》及《明报》的专栏版；l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
文化艺术活动，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曾于香港理工大学
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
现职商业一台总监、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组织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凤凰卫视中文台
《铿锵三人行》及香港电台节目《打书钉》主持。
　　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　　今天是来跟大家讲香港回归十年以来的种种情况。
昨天下午在凤凰卫视录制节目，在录节目时有同事聊到，全国媒体都在做香港回归十年。
同事说起一点，香港现在有什么好东西呢？
有人下了这么总结性的话，如果香港不变，这十年来没有变，那就是最大的好处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立刻想起另外一件事。
这几天香港有另外一个大新闻，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刚刚辞职了，因为有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说她
的工作出现了错误，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这位官员打电话到一家大专院校，打给副校长，说你
们学校有两个学者做研究，要把这个研究的结果跟自己的感想发表在报纸上。
这两个学者想讲什么呢？
他们是想批评香港政府这六年来的教育改革，而这六年来香港教育政策的改革，基本上是这位官员在
推动，所以她很不满，怎么能任意批评教育政策呢？
她说要把他们炒掉。
　　这件事后来被捅出来，香港就要处理这件事。
如何处理呢？
我认为香港不变的东西，就是处理方式没有改变，首先就是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是香港政
府向来的工作方法，凡是遇到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问题，政府部门出现了错误，出现了很重大的社会
争论，要查清真相，政府要尽量避免自己调查自己。
为什么呢？
自己调查的话，会给入一个官官相护的感觉。
那么，该怎么调查呢？
两个渠道，由香港立法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或者政府本身也可以找人来调查，会找一个德高
望重的法官，通常至少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因为香港讲司法独立，法官在香港的地位非常崇高），然
后请两三个社会上名望非常高的人，请他们出来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小法庭一样，现任
的被认为可能出问题的官员，比如说管教育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就要来应询，这些被告的官员要聘
请律师，或者由政府出钱帮他们找律师。
　　比如在这次事件中，那位接到电话的副校长说了，就是这个官让我炒学校的教授，这不行。
这些原告人也要找律师，大家谈了一个半月，结论出来了，就是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并没有
证据证明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真的曾经叫这个副校长炒掉批评政府的学者，可即便如此，她的确打
过电话给那位副校长，对两个学者做研究、发表文章批评政府感到不满，这也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最后，尽管这位官员觉得很冤，觉得自己没有干过，但最后还得辞职。
　　这是香港第一个没有变的地方：处理此类问题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出来的
报告即便被批评的官员不满也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辞职。
香港回归十年，对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仍然是严格到这样一个地步：哪怕是一个政府官员
打电话到一个大学，跟这个大学说你们怎么有这种学者，写这种文章批评政府，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
，这仍然是不能做的，因为官员是不能够打电话到学校去批评他们的学者为什么批评政府，这么做就
等于是干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了，所以这个官员要辞职。
　　以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件事让我非常的高兴。
这应了昨天我在凤凰卫视同事所说的，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十年以来这个东西都没有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到常识>>

但是我却有一个疑问，你能说香港十年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吗？
这让我想起讲香港问题，一直说它是一国两制，然后是五十年不变，什么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呢？
这个概念就非常特别了。
去殖了的“殖民地社会”　　我们知道，“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这个伟大的创意，针对的是香港
回归的独特情况，而香港回归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在世界殖民地史上，香港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殖民地的结局，就是在去殖民地化
后独立。
但是，香港是一个例外，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这么一个殖民地，去殖不是独立，而是回归母国。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去殖的问题，世界殖民地史上
可供参考的去殖经验在香港很难发挥。
　　其他地方的去殖经验非常丰富，比如说去殖之后很多地方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独立之后甚
至所有的路名都会改掉，或者要做很大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化，但香港都没有经历这些。
香港这个地方，经过去殖，但是这个去殖是完全不同的去殖，别的地方殖民地去殖民地化，要经过几
十年漫长的斗争、挣扎、批评、自省，甚至独立之后还要继续惨烈地流血，而香港的去殖在很快乐的
一夜之间完成，回归那天晚上维多利亚港有无数的烟花和鞭炮，群众都是喊着欢呼声。
　　为什么在整个回归的历程中，从中英谈判开始，一直到今天回归十年，去殖两个字从来不是话题
？
我觉得这是今天把握香港问题，或者是看香港必须要注意的切入点。
如果不谈去殖，回归又是什么呢？
其实，回归就是去殖的独特形式。
　　首先我们这么理解，如果回归指的就是彻底回归中国的话，那它就不应该是一国两制，应该是一
国一制。
那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呢？
回归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今天大家都觉得回归了，但是很多的批评，认为香港和内地还是有很多的隔
阂。
我常常跟人解释说，回归仅是香港人对内地认知的隔阂，我们看新闻，内地的领导人说香港人时往往
会说“香港同胞”，为什么不说“上海同胞”？
“同胞”这个字眼正好暗示，其实你还不完全是自己人。
　　一国两制是一种很特别的设计，这个设计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让香港的主权回归，而不是整个
体制的回归。
1997年回归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主权回归，请注意这一点，于是这个去殖就变成了主权回归，主权回归
意味着你的制度不变。
那表示什么呢？
容我大胆地说一句，就等于香港它原有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价值、文化
习惯等都保持下来了。
所以它是一个去殖了的“殖民地社会”。
全世界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在去殖后几乎都是独立，像在非洲，独立之后我们还可以说它是殖民地
社会，因为它的体制没有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它的去殖尚未完成。
殖民地从来不只是一种主权问题，没那么简单。
　　香港的回归，我们讲的就只有主权的回归，而没有碰下面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今天讲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这句话其实很荒谬，如果说香港仍然保持殖民地的生活方
式、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那就是好处，那不等于大家要承认殖民地是很不错的东西吗？
我是不是因此反过来就主张我们马上推倒一国两制，让香港一国一制算了，不要等五十年，是不是要
这样呢？
当然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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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国两制的出现，是为了处理香港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非常需要香港这么一个在自身体制外的独特结构，这对中
国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1949年立刻收回香港？
当年的解放军已经开到深圳，在罗湖那边遥望香港了。
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纪录片《香港百年内幕》，解放军已经在罗湖那边遥望香港，为什么不过去呢？
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在法理上、军事上都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为什
么不收呢？
理由很简单，传说是周总理的八字真言：“长期利用、好好打算”。
香港当年对被国际封锁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创造外汇，以及在海外的各种技术、各种人员的
流通渠道都要经过香港。
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矛盾，首先我们要承认保护领土的主权完整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在当
时的情况下暂时妥协这个领土完整的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让香港继续做一个殖民地社会。
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
当时大家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相比较起来，缺乏信心，特别是香港人。
因此要告诉香港人，你们不要怕，你们放心，你们仍然像过去那么生活，这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
邓小平甚至还说过，如果五十年不够的话，一百年都可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讲难听一点是难民社会，香港从来就是一些逃离
内地的人去的地方，从清末一直这么下去，1949年去过一批，“三反”“五反”去了一批，“文革”
去了一批，大家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子女在什么样的家庭回忆下长大。
　　为了安稳信心，所以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但是很吊诡的地方是什么呢？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用我的讲法，封存了主权之外的殖民地所有条件、所有结构保存了，去
殖后，这个社会原来的殖民地特色是没有改变的，这就是香港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地方。
今天要理解我们看到的很多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都必须要从这一点来把握。
　　我再问一个问题，很多人说香港人还有没有殖民地心态，香港人难道从来不说去殖吗？
难道从来没有反过殖民地吗？
错，当然是错的，这绝对是有的。
这牵涉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认同问题，这个一会儿再说，我先说比较硬的东西。
比如说政治，我说什么叫保持殖民地特色呢？
香港的政治体制、政府结构等，都是原来殖民地特色的。
过去，大家常常说香港的公务员效率很高，行政效率很高，而且很廉洁，政治中立。
我曾经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有一场辩论，我批评说，你们所说的这些都是假的，香港从来没有公务员
政治中立过，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比如英国，快要大选了，保守党可能要上台，政府可能大换班，但
连邮差都要换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在所有的公务人员里划一条线，邮差、警察、消防员，甚至一个政府部门里某些政策执行官
员，这些人不能碰，谁上台他们都留着，维持政府稳定，这些人因此需要政治中立，哪一个党上台我
就听谁的，我就帮他打工，甚至我昨天还在执行的政策被今天的政党推翻了，今天的政党说这个事别
干了，好的，照办，这就是政治中立。
这帮人不是政治中立，而是行政中立，重大的政策都是上面的民选官员负责的。
　　香港怎么可能公务员中立呢？
香港过去除了港督之外都是公务员，你相信香港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港督搞出来的吗？
其实大部分的政策决定都是公务员决定的，既然是这样，怎么可能政治中立呢？
香港向来是假装政治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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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什么好处呢？
举一个例子，我右手边是资本家，左手边是劳工。
这帮劳工跑到政府来说要求立法保障工人权益，设立最低工资，资本家就说不行，设立最低工资就增
加营商成本，我们就垮了。
这种政治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争论，涉及到政治价值的选取。
而香港，我是公务员，我没有政治立场，我政治中立，那我怎么裁决呢？
我按既定程序来处理。
我先搞咨询，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意见收回来，然后看这个意见好像支持商界的意见比较多，那个
支持劳工的意见也挺合理，可是我查过了，根据我们政府过去的一些档案、资料、法律文件，这个很
难落实啊，可行性不高啊，订立最低工资有法律上的条文要修改，很麻烦，所以抱歉，我现在依据程
序理性的原则，告诉各位，这一回你们要求最低工资干不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他是公务员，他在假装他是中立的，所以他是很超然的，他谁都不帮的，他处理所有的问题都是用一
条官僚语言来处理，按照既定程序，原有法律条文是怎么做的。
用这样的方法，港英政府过去很巧妙地凌驾于各种社会阶级矛盾之上，因为这些矛盾是你们社会自己
在矛盾。
而这个社会从来不愿意集体来挑战殖民当局，因为殖民政府有一个很优秀的管制手法，叫“精英合作
同盟”，在这个社会上找一批各行各业的精英出来，这一批人延聘到政府行政委员会或者立法委员会
等，按照功能区分。
比如说这里是商界，那边是劳工界，前面是法律界，然后还有教育界等，政府很仁慈，听各阶层的意
见。
这么一来，大家都不骂殖民政府，而是彼此吵架，比如说法律界就骂教育界的，教育界算老几，为什
么他们两个代表，我们就一个，我们也要多一个代表。
社会彼此吵架，然后内部也吵架，比如说法律界，我也是有头有脸的，凭什么这个小子代表法律界，
不是我呢？
就变成各界之间彼此勾心斗角，政府很超然。
　　香港不存在“人心回归”问题　　港督选人也是依据这样的原则，而这帮精英绝大多数都是商界
，商界的声音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呢？
香港在亚洲四小龙中是最迟推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为什么？
当年有港督曾经想过，其他三小龙都九年义务教育了，香港也应该实行，否则人力素质上不去。
结果是商界反对，因为政府搞义务教育，政府财政支出要增加，这就要加税，商界是反对加税的。
当年商界的想法是，什么都可以市场搞定。
　　这整套原则，到今天香港还是没有改变。
我们知道，现在的香港是“港人治港”，再没有港督，而是选特首，由八百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
。
这八百人是哪些人呢？
延续了过去的特色，精英管制同盟的概念。
全世界都有贫富差距的问题，香港也有，内地同样也有。
贫富差距在香港同时反映在制度设计上，最有钱有地位的八百人同时也是最有政治权利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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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开目明。
　　——吴思　　公众论坛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许纪霖　　守卫社会底线。
　　——孙立平　　唯一是最宝贵的。
　　——葛剑雄　　文开言路，大众参与。
　　——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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