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地融通

【大公報訊】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前夕，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
長周南在《紫荊》雜誌發表題為《一點感想──寫在香港回歸二
十周年之際》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是件值得全體炎黃子孫熱烈慶祝的大事，是中國近代史、也是世
界史上的一件大事。香港二十年來的繁榮穩定向世人昭示了 「一

國兩制」 的方針是完全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的，
已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

慶回歸20年 港中樂團今周啟內地巡演

周南：一國兩制成就舉世公認
二十年抵禦風雨 不忘初心維護中央管治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為慶祝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香港中樂團將於6月2
日至11日在天津、北京、瀋陽、上海、武漢、
成都作巡迴演出。樂團將呈獻橫跨傳統與現代
的樂章，曲目包括《大得勝》、《良宵》、《
唐響》等，此外，在一些城市還將演出《莊周
夢》、《愁空山》、《黑土歌》等曲目。

此次選擇的曲目，主要體現香港中樂團的
特色，展現多元化的風格，既有傳統的古曲和
民間樂曲，也有融合現代的節目。有些曲目與
回歸20周年主題緊密關聯，比如《大得勝》就
寓意在回歸20周年香港的成就非凡；《唐響》

通過中國歷史上開放的盛世，展現當今時代的
繁盛；《黑土歌》通過對黑土地的歌頌描述對
故鄉的情感。

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閻惠昌表示，巡
演曲目意含展現回歸20周年來香港的非凡成就
和傳達對故鄉的情感，也希望讓內地觀眾更了
解香港中西交匯的文化。

香港中樂團於1977年成立，至今已有40年
的歷史。通過多年來不斷努力，香港中樂團奠
定了多元化、中西交匯、不拘一格自成一體的
藝術風格，在堅持傳統的同時重視現代元素的
融合。

二十年來，香港特區在中央大力支持
下，逐步實施了 「一國兩制」的方針和以
之為核心內容的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區歷
經風雨，有效地抗拒了來自各方面的干擾
和挑戰，實現了持續繁榮穩定，這一切都
向世人昭示了 「一國兩制」的方針是完全
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的，它不但是行得通
的，而且已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

昔日在西方喧囂一時的種種 「悲觀論
者」和 「唱衰論者」，現已銷聲匿跡。作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組成部分的 「一
國兩制」理論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說明它
是富有生命力的，它還將在實現祖國全面
統一的事業中繼續發揮作用。它也為以新

的思維採取和平方式解決國際

爭端樹立了榜樣，應該說 「一國兩制」在
香港的成功實踐，還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
和歷史意義。

「一國」是「兩制」必要前提
現在大家都贊成要全面準確貫徹 「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不走樣，不變
形」。為達此目的，首先要全面準確地理
解 「一國兩制」方針的內涵， 「不忘初心
」，不忘中央在謀劃 「一國兩制」方針時
明確指出的各項基本原則，即： 「一國兩
制」是中央在 「一國」的大前提下允許在
一些小塊地區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
港人治港」必須是由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來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央擁有對香
港全面管治權的情況下，按基本法的規定
賦予特區的自治權力。為此，必須糾正那

種只講 「兩制」不講 「一國」
的偏差，必須正確處理堅持 「

一國」原則和保持 「
兩制」差異的關係，

正確處理維護中
央的管治權力和
保證特區高度自
治的關係。

早在1982年
初，在中央一次
高層會議上就決
定了解決香港問
題的兩點方針，
即：（一）必須
在1997年全部收
回香港地區和在
不損害國家主權

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
。（二）要根據會出亂子的這種可能來安
排一切。一個是強調國家主權不容損害，
「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另一

個是充分估計出亂子的可能並做好應對。
這兩點論是 「不忘初心」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貫徹於香港回歸前後的全過程的。

23條立法必要性日益突顯
毋庸諱言，香港社會在向前不斷發展

的過程中，也存在某些負面的消極的因素
。考慮到香港遭受一個半世紀的外國殖民
管治，存在這些因素是不足為奇的，問題
是要充分認識和面對這一現實，並採取適
當的應對方針。在中英聯合聲明簽字的同
時，鄧小平就指出： 「應該想到，總會有
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這份協議的。」他一
再提醒大家： 「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
，不安定的因素存在於香港內部，也存在
於某些國際勢力」， 「切不要以為香港的
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
就萬事大吉了，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
」， 「要知道，要搞動亂是很容易的，如
果出現動亂，如果要把香港變成顛覆大陸
社會主義的基地，中央就要干預」。基本
法中關於保留中央對特區行使管治權的有
關內容和第二十三條反顛覆條款，就是在
他的關懷下制定的。談判過程中，他堅持

回歸後中央必須在香港駐軍，除了顯示國
家主權之外，還由於這對可能出現的動亂
起到遏制作用。他堅持要在過渡時期中派
駐聯合聯絡機構進駐香港，也是出自同樣
的考慮。

近來許多香港愛國人士認為，在香港
陸續出現所謂 「佔中」和 「港獨」的鬧劇
以後，更突顯了早日以適當方式實現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必要性。他們還提出
有必要落實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有必
要促進香港行政主導原則的真正全面貫徹
落實，要排除來自不同方面對行政當局依
法施政的干擾，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配
套的制度和機制，要加強愛國主義宣傳教

育，尤其要認真落實青少年接受國史和國
情教育的權利等等。這些主張都是全面準
確貫徹基本法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在港
建立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是值得認真考
慮的。

中國崛起是香港機遇
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少數人

搞所謂 「港獨」的鬧劇，採取果斷措施，
及時行使了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 「主動
釋法」，從而有效地遏制了少數人挑戰國
家主權的非法行為，對於維護香港穩定發
揮了積極作用，也為全面準確貫徹基本法
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例證。

瞻望未來，香港發展的前景是十分良
好的。中國的和平崛起，已是不可阻擋的
現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肯定將在本
世紀中實現。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
首先是香港的機遇。

香港只要能抓住機遇，發揮優勢，主
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同時又能夠全面準
確地按照基本法辦事，全面準確不走樣地
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香港肯定會發展
得更好，並在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
輝事業中作出更大貢獻。

謹祝香港的明天更加輝煌。
（作者為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註：文章標題與小題均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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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versaryth

【大公報訊】記者李理報道：2008
年，當時20歲的鄭文傑作為北京奧運會
聖火火炬手，點燃了位於沙田馬場的聖
火盆。作為香港最優秀的騎手，鄭文傑
曾先後參加過全運會、亞運會、奧運會
等多項世界大賽的馬術項目比賽，如今
，每年他都要在內地生活九個月以上。

談起回到內地的選擇，鄭文傑說，
令他下定決心的只有兩個字： 「機會」
。 「中國現在經濟快速發展，絕對有能
力將馬術運動提升到歐洲水準。」他自
己的親身經歷也證實了最初的判斷， 「
去年年初到年底，內地馬術從賽事組
織到參賽選手各方面已經有很大的提
升。」

鄭文傑此前一直在比利時訓練，他
希望能把所學到的知識和積累的經驗全

數引進內地，讓馬術能在內地快
速發展。聽聞鄭文傑長居內地
的消息後，內地馬術圈不少人
希望能拜他門下，年紀尚輕但
資歷非淺的鄭文傑真正做到了
有教無類、傾囊相授， 「我目
前有三個學生，一個是本身有
10年馬術經驗教練，一個是對馬術感
興趣的大學生，還有一個是仍在上
中學的寧波小姑娘。」

說起擁有濃郁馬術運動文化的
香港和北京之間的差別，鄭文傑的
觀察是，香港更加有秩序，但北京生
活方式很有趣， 「我適應性很強，經
常去歐洲不同的地方打比賽。回香港和
回北京都有家的感覺，因為說一樣的語
言，不會受到歧視。」

奧運騎手神州普及馬術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曾負責
香港回歸接收儀式及相關慶祝活動安

保工作的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
長朱育誠日前在接受《紫

荊》雜誌訪問時，憶述
了1997年政權交接儀式
的選址細節。

朱育誠透露，他
們從1995年8月開始
選址工作，當時考慮

的交接地點包括香港島
上的跑馬場、政府大球
場、市政局大會堂、香
港會展中心一期和紅
磡體育館。然而，會
展中心一期所能容納

的人數有限，其他地點因保安

等問題也都不適合。就在左右為難的時候
，他們得知會展中心二期可於1997年5月
完工，屆時兩個大廳都可容納近5000人，
才將之敲定為儀式交接場地。

其間，英方橫生枝節，建議在中環添
馬艦填海處搭台進行儀式，中方沒有同意
。朱育誠解釋說：此前十幾年間的6月底
、7月初，香港幾乎都有暴雨， 「如果在
外搭台舉行儀式，一下暴雨，台下的人將
無處躲雨。」經反覆交涉，英方最終同意
在會展中心二期舉行交接儀式，可他們卻
還是堅持把添馬艦作為自己舉行告別儀式
的地點。

1997年6月30日傍晚，英方進行告別
香港儀式時，風雨交加，雷電轟鳴，香港
以這種方式 「送走」了在港進行155年殖
民管治的英國。

回歸交接選址 會展非首選

▲鄭文傑在馬術比賽中 受訪者供圖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
社長周南 受訪者供圖

▲周南（中）與香港中聯辦四位歷任主任
（左起張曉明、高祀仁、姜恩柱、彭清華
）合影 資料圖片

圖說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在北京互換《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批准書》，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前右
二）和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前左二）在證書上簽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