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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擲地
有聲：「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香港同胞從未缺
席。」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可以說是從香

港起步的。清朝鴉片戰爭失敗，香港被割讓，是
中國夢的歷史起點。從此，一代代中華兒女前赴
後繼，為中華民族重新崛起不懈努力。
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運動，香港作為軍事指揮

中心和經費物資籌措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
工人階級走上歷史舞台，香港海員罷工、省港大
罷工具有標誌性意義；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
期，香港成為革命聯絡的中轉站；中國共產黨開
闢華南敵後抗日戰場，香港是一個重要支點；
1949年前後，大批民主人士經由香港北上，參
與建國大業。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對香港採取「暫不收回，

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爭取
了巨大的戰略主動：英國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的西方國家，有利於打破歐美對我
的外交封鎖；抗美援朝戰爭中，香港愛國商人冒
着危險，將一批批戰略物資運往前線；中蘇關係
交惡後，香港幾乎成為中國惟一出海口；新中國
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鬥爭，香港是重要的戰略要
衝。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香

港更是以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獨特地位，作出
了舉足輕重的貢獻，起到了投資興業的龍頭作
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
用、雙向開放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
和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
華的名言「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
好」，無疑是改革開放大背景下香港與國家關係
的真實寫照。
這些作用得以充分發揮，有着深刻的歷史邏

輯。長期以來，受國際關係博弈和地緣政治影
響，香港遠離英國政治權力中心，又免受中國內
地政治變革衝擊，處於一種相對超然的地位。香
港以彈丸之地，歷經國共兩黨的合作與對抗，台
灣與大陸的分治，以及數次內地逃港潮，一直小

心翼翼地維持着政治力量和國際關係的平衡。這
種平衡使香港獨存於東西方的夾縫之中，偏安一
隅，自由生長。這是香港的宿命，也是香港的幸
運、香港的價值。
整個20世紀，中國對外聯繫的總體態勢是落

後對先進，封閉對開放。香港作為中國與外部世
界的聯繫人，工業化、市場化起步較早，久而久
之，形成了一種對內地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
在改革開放初期因內地對境外資金、技術、人才
的強烈需求而被放大。相當一段時間裏，僅憑
「香港商人」的身份，就可以獲得特別的經濟利
益和超國民待遇。
進入新世紀以後，這一態勢逐漸改變，香港的

相對實力有所下降，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的傳統功
能被其他城市分解，自身一些深層次矛盾也日益
暴露出來。20多年櫛風沐雨，香港社會已經發生
了很多變化，但由於回歸前香港就作為亞洲四小
龍之一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各方面體制機制趨
於成熟，這些變化看起來並不明顯。於是，不少
人產生了以不變應萬變的傾向，抱殘守缺，故步
自封，把「五十年不變」作了簡單化甚至庸俗化
的理解。其實，鄧小平早在1984年就指出：
「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
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
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
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
面，不也是變嗎？」
世界處於大變革之際，變革會催生新的機遇，

但變革過程往往充滿風險挑戰。中國在快速發
展，周邊國家和地區都因應這一發展，對自己的
發展思路及與中國的關係不斷作出調整。香港作
為中國的一部分，反而沒有及時調整，卻因產業
空心化、地產金融高度壟斷、經濟轉型困難，發
展空間愈益狹小。深圳、廣州等珠三角城市在人
才、資本、生活方式等方面對香港形成越來越大
的壓力。港人在與內地交往中的話語權有所減
弱，難免產生失落感和沮喪情緒，有的甚至發展
到怨恨和偏激。
新形勢下香港的發展定位，深深蘊含於國家深

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進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已進入新時代，意味着國家改革開放和「一國兩
制」事業也進入了新時代。中國以日益增長的實
力參與世界秩序重構，已經從追趕時代發展到了
與時代同步，並在某些方面開始引領時代。隨着
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開放的大門將越開
越大，一個以國內國際雙循環、「一帶一路」倡

議等為引領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發揮過十分重要的橋樑

作用，但隨着中國全方位開放格局逐漸形成和國
際影響力持續提升，世界局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
日益突出，香港的傳統角色面臨挑戰。同時，中
央逐步落實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美西方越來越
無力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國的基地，香港受到的制
裁、打壓將愈發頻密和嚴厲，過去從美西方獲得
的「特殊優惠」和「發展機遇」將不斷被剝奪，
作為中國與西方世界超級聯絡人的空間急劇縮
小。香港應適應這一深刻變化，在中國參與大國
博弈中實現自身角色的提升。顯然，不能滿足於
習以為常的橋樑作用，要從國家對外開放的「橋
樑」變成全方位開放的「橋頭堡」。橋樑只是通
道，橋頭堡本身擁有戰鬥力。
香港的真正價值，不體現在經濟數據的簡單比

拚，而體現在以國際化的規則和文化為內核的軟
實力。
一方面，香港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單獨關稅區，

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維持簡單稅制及低稅
率，擁有充分的公平競爭環境。香港可以發揮國
際聯繫廣泛、專業服務發達、高校資源豐富等優
勢，與內地的廣闊市場和完整產業體系結合起
來，內聯外引，優勢互補，積極參與國家經濟高
質量發展和新一輪高水平開放。
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多元文化共存、中西文化

匯聚的國際性城市，有着不同於內地任何城市的
獨特魅力。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
發展空間，保持自己的特色，香港自有不可取代
的存在價值。香港就是香港，不要變成深圳，也
不可能成為新加坡。中國崛起，全方位與世界磨
合互動，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也是一個長期的過
程。在此過程中，香港在金融服務、科技創新、
專業運作、社會治理、城市管理等諸多方面，可
以發揮借鑒作用、探索作用以及緩衝作用。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

優勢，香港市民很珍視，國家同樣很珍視。保持
香港的獨特性，包括獨特的話語體系，有助於傳
播中華優秀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和「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的故事，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
鑒、民心相通。人心回歸，不是自說自話，終歸
要在相互交流中才能實現。

看劉以鬯的《看樹看林》（香
港：書畫屋圖書公司，1982 年 8
月），頗有感想。這是劉先生一系
列回憶文字，總共二十五篇，都與
新文學有關。筆下所寫的作家包括
蕭紅、豐子愷、陸晶清、葉靈鳳、
趙清閣、老舍、姚雪垠、茅盾、孫
伏園、靳以、王平陵、陳西瀅、葉
紫等。當中，相信方今的讀者，都
不知何許人矣，但在當年的文藝
界，名氣亦甚譽。
在〈後記〉中，劉以鬯說：
「研究新文學，不應該將猜想當

作事實。」
「研究新文學，必須求真、求

確。」
「研究新文學，不能只看樹不看

林，更不能只看林不看樹。」
這番話，不止研究新文學者應有

的態度，更是其他學科必具的態
度。劉以鬯的評論文字，確能做到
這一點。他強調「記憶是靠不住
的」，因此，在寫憶舊文字而未證
實時，他強調：「文中所說，全憑
記憶」，這是「先此聲明」。他說
的是老舍的《四世同堂》：
「我只記得《四世同堂》在《掃

蕩副刊》連載的時間相當長，直到
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後來有資

料指出：《四世同堂》是由1944年
11月10日起開始在《掃蕩報》連
載，至1945年9月2日續完。劉以
鬯據此而「證明我沒有記錯」。他
根據的資料是舒濟在《社會科學戰
線》總第五期（1979年2月20日出
版）發表的〈老舍著譯目錄（初
稿）〉。舒濟所憑是否親自檢閱過
《掃蕩報》而寫的？抑或憑記憶？
或他人所說？
不錯，寫下論斷的文字，憑記憶

或據他人所說都是「靠不住」的，
必須看過「原件」，也即是「原始
資料」，這是我諄諄告誡學生的研
究法則。記得有篇訪問文字，有位
老報人供述，《明報》在1959年創
刊初期，一日，金庸在北角明報報
社下來，情緒低落，滿臉愁容，和
那老報人相遇。金庸說報社陷困
難，徬徨無計；他擬散步散悶，向
東走或向西走？卒此他選擇了向西
走。這一走，便救了《明報》，因
在路上遇見中學同學、在港一印刷
廠任會計的沈寶新。兩人一談起，
沈寶新毅然增資入股。
當我看到這裏，便斷然那位老報

人記憶錯誤。吾生也晚，當然不知
當年事，但據文獻，這有兩大誤
差：一、《明報》初創時，非在北
角；二、金、沈二人在《明報》創
刊前，已是合股者，沈寶新非後來
加入。
所有的口述歷史，講述者所云，

一定要存疑，一覺有問題就應求
證。劉以鬯在這方面，是相當嚴謹
的。他慨嘆：「不論誰『編』的
『著』的或『編著』的，總覺得：
重視新文學的真面目，不是容易做
到的工作。」例如〈「寶馬」未獲
大公報文藝獎〉，他便費煞苦心、
四出找資料去求證，如此「看
樹」，才可看出整個沒有毛病、沒
有瑕疵的「林」來。
這種研究精神值得提倡。指金庸

向東走或向西走的老報人，最後還
堅持自己所說的沒錯。真固執。

2022年6月30日是Beyond黃家駒逝世29周
年。筆者特意在此刻按聞一多和徐志摩3篇代
表作的格調寫了幾首悼念家駒詩文如下：

《也許你裝着睡一睡》聞一多《也許》版

也許，也許你覺得有點累
也許，也許你先來睡一睡

也叫樂師把你的曲兒輕輕的彈
也叫樂迷把你的歌兒緩緩的唱

那麼你先把眼皮緊閉
我們就讓你來個甜睡

不許陽光射進你的眼
不許冷風吹上你的臉

那麼我們叫小孩不要追逐
娃不要哭，雀鳥都不要飛
也許泥土上有路人踐踏
也許泥土下有蟲兒攢動
全世界都不許把你驚醒
我們在那裏守護你入睡

也許，也許已知你已離去
也許，也許你裝着睡一睡

《偶爾憶起黃家駒》徐志摩《偶然》版

你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飄過，偶爾也投影在我的波心——

你的曲搖撼我的軀殼，
你的詞感動我的靈魂——

你不幸的竟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搖滾的樂海上；

如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空間；
你不在也好，
永不會忘掉，

在交會時你發放的光亮！

《告別家駒》徐志摩《再別康橋》版

你匆匆的走了
正如某天你匆匆的來

我匆匆的揮手
告別你一生的風采

看那海上的夕陽
仿佛照耀着生命中的波濤

波濤中的起伏
教人們心頭盪漾

還在青葱歲月的你
誤打誤撞的闖進了音樂這個圈子

還在摸索階段的你
受盡壓力與打擊，迎着冷眼與嘲笑

你從沒有
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

理想？傳承搖滾、忠於原創
與其說理想，不如說適應

不作適度的妥協
無以向實踐理想進發

想通了
就此迎來一個豐盛的音樂人生

現實終究現實
你不甘心把底線一再降低

正值事業巔峰的你
毅然出走了

滿腔音樂熱誠的你
希冀在海闊天空下高歌

但你已不能高歌
默默是別離的輓歌
人們都為之黯然

黯然是你唱過的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

你默默的走了
正如某天你默默的來

上天把你帶走
卻不帶走你一生的風采

◆黃仲鳴

求真就要求證

悼念家駒詩文﹕《也許你裝着睡一
睡》﹔《偶爾憶起黃家駒》﹔《告別家駒》

唐順宗的永貞革新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讓歷史之光照亮未來
◆◆香港有着不同於內地任何城市的獨特魅香港有着不同於內地任何城市的獨特魅
力力。。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這書可看出劉以鬯的研究精
神。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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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
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
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
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
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所謂時也，命也。唐德宗寵信宦官，

讓他們有機會掠奪百姓的財物。而當時
的太子李誦，姓名五行為丙辛，則被安
排了兩位官員王叔文及王伾陪伴讀書及
下棋。
由於王叔文是下級官員出身，懂民間疾
苦，而王姓名「辛」金乃實務主義者，
會審時度勢，於是明白影響未來的執政
者是非常重要的，加上太子李誦的李姓
是丙火，自然「丙辛合化水」，除了投
契外，化水即懂得體恤他人。

李 丙 王 辛 王 辛
誦 辛（內、外卦） 叔 伾

故能體恤愛民，加上兩位王姓的官員
進入了太子的內卦，自然成了心腹，可
惜「辛」在身體部位屬「管道」狀性的
器官，即血管、大腸、小腸、呼吸道
等。公元804年，甲申歲，甲木代表
頭，申中有庚壬戊，庚甲沖剋，頭部有
病，而姓名內的辛金令庚金化退變辛
金，即腦血管，受強木「甲」反剋便形
成中風，而影響的腦區域是負責語言
區，致不能說話。因而永貞革新，有心
無力，最終隨着王叔文被處死而宣告徹
底失敗！
而歷史實況如下：
唐德宗寵信宦官，貪得無厭的宦官便

想盡辦法來盤剝百姓，不擇手段地掠奪
財物。他們設立了「宮市」，派太監專

門到宮外採購宮裏需要的東西。這些太
監看到他們需要的貨物，只付給百姓十
分之一的價錢，強行購買。後來，索性
派了幾百個太監在街上瞭望，看中了就
搶走，叫做「白望」。
還有一些宦官在長安開設「五坊」，

五坊是專門替皇帝養雕、養鶻、養鷂、
養鷹、養狗的地方。五坊裏當差的太
監，叫做五坊小兒，這批人吃飽了飯不
幹正經事，專門向百姓敲詐勒索。
那時候，太子李誦住在東宮，由兩位

官員王叔文及王伾陪伴讀書。太子讀書
之餘，喜歡下棋寫字。而王叔文和王
伾，一個是個好棋手，一個寫得一手好
字，於是他們倆就經常在東宮陪太子讀
書下棋。
王叔文是下級官員出身，多少了解一

些百姓疾苦，他趁跟太子下棋的機會，
向太子反映外面的情況，太子聽到宦官
借宮市為名在外面胡作非為，大為不
滿。有一次，幾個侍讀的官員在東宮議
論起這件事，太子氣憤地說：「我見到
父皇，一定要告知這件事。」
王叔文說：「我看殿下眼下還是不宜

管這些事。如果壞人在皇上面前挑撥離
間，說殿下想收買人心，皇上懷疑起
來，殿下很難辯白。」太子猛然醒悟
說：「沒有先生提醒，我很難想到這一
點。」充分反映了「辛」金的特質：懂
審時度勢！
從此，太子對王叔文更加信任，王叔

文認為德宗已是暮年，太子接替皇位是
遲早的事，就私下替他物色朝廷中有才
能的官員，跟他們結交。沒想到過了一
年，太子得了中風病，說不出話來。年
老的唐德宗為此事急出病來，貞元二十

一年（西元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德
宗去世，時年64歲。二十六日，太子李
誦於太極殿即皇帝位，是為順宗。
順宗即位前，已因中風而不能說話，

所以不上朝堂處理國事，唐順宗不能說
話，只得靠原來在東宮伴他讀書的官員
王叔文、王伾來幫他處理朝政。王叔文
明白自己力量不夠，不便公開掌握朝政
大權，只好請一個老資格的官員韋執誼
出來做宰相，自己當一名翰林學士，為
順宗起草詔書。他和韋執誼、王伾相互
配合，又起用了劉禹錫、柳宗元等一些
有才能的官員，這才把朝政大權抓了過
來。
王叔文掌權後，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整

頓宦官欺壓百姓的壞風氣，他替唐順宗
下了一道詔書，免了一些苛捐雜稅，統
統取締了宮市、五坊小兒一類欺負百姓
的事。這個措施一實行，長安百姓個個
拍手稱快，一些作惡多端的宦官卻氣歪
了臉。
王叔文又對財政制度進行了改革，歷

史上稱為「永貞革新」（「永貞」是唐
順宗的年號），王叔文大力度的改革，
自然觸犯了掌權的宦官。宦官頭子俱文
珍認為王叔文的權力過大，便以順宗的
名義解除了王叔文翰林學士的職務。
不出一個月，俱文珍又勾結一批擁護

他們的老臣，以順宗病重不能執政為
由，由太子李淳監國，又過了一個月，
太子正式即位，這就是唐憲宗。
順宗一退位，俱文珍等一批宦官立刻

把王叔文、王伾革職，貶謫到外地去。
第二年，又處死了王叔文。「永貞革
新」不到一年就全盤失敗，那些支持王
叔文一起改革的官員也受到了牽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