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前中國的三大轉型

由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在中國已歷經三十二年。從中國近代史上看，
改革開放其實是十九世紀中葉洋務運動之後的中國第二次現代化努力。無

論從追趕西方的雄心，還是從富國強兵的目標，甚至是和平改良的手段，改革開放與洋務運動都
有不少相似之處。然而，洋務運動全面失敗，改革開放則基本成功，其間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
課題。從洋務運動失敗到改革開放開啟的八十多年，是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中華民族仁人志士，
嘗試用革命手段拯救苦難深重的祖國而走過的一段曲折之路。
歷經三十二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對內經濟水平和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對外則迅速崛起，但同時

也面臨三十二年前所無法預計的、更高層面上的問題和困惑。這些問題基本上來自三大轉型：
一、中國正迅速從農業國轉向工業國，人類歷史上工業化開啟二、三十年後必然經歷的城市化艱
辛，似乎正在由中國複製，其間產生的農民工問題、暴力拆遷、工人維權、貧富不均等，正在成
為緊迫的社會問題；二、中國正在迅速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但由於原有體制尤其是傳統文
化思維的因素，這一轉型尚不徹底，市場、政府和法治三位一體、各司其職的關係尚未形成，由
此出現的腐敗盛行便集中折射了這一轉型的困惑；三、中國正迅速從一個封閉社會轉型成為多
元、開放的社會，人民的權利意識上升，多元利益結構需要並探尋表達和博弈的平台。
上述三大轉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都進入各自的瓶頸階段，以至於今天的中國在許多方

面呈現出成就與問題賽跑、經驗與困惑並存的局面。面對這些由瓶頸導致的問題和困惑，中國社
會似乎出現了改革共識出現分歧的情況，無論是對進一步改革不力的指責，還是在穩定名義下的
暫時迴避，其實都折射了某種程度的迷茫。實際上，今天中國最需要的是進一步凝聚共識。然
而，凝聚共識不易實際上來自於對未來的迷茫；而對未來的迷茫，一定程度上又來自於對已走過
道路的缺乏梳理。
鄧小平曾有一句名言：「摸㠥石頭過河」。這自然是就改革開放之初而言；然而在改革進行了三

十二年之後，中國則不應該繼續「摸㠥石頭過河」，而應該探尋中國現代化的一些深層邏輯，並使
未來的道路走得更為清醒、自主和穩健。

中國改革的三大終極問題

關注中國的改革，有三大終極問題不可迴避：一、導致中國三十二年改革基本成功的最主要因
素是什麼？二、如果說改革是從此岸過渡到彼岸，那麼改革的彼岸到底是什麼？三、中國的改革
之舟目前處於從此岸到彼岸的哪個階段？
就上述第一個問題而言，雖然中國改革開放成功有眾多因素，但最重要的無疑是開啟了民營經

濟的發展，其原因有兩個：首先，從市場經濟原理而言，經濟本身就是市場上的個體行為，因此
個體永遠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其次，從中國近代史上首次現代化的嘗試——洋務運動來看，其失
敗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官辦經濟無疑是洋務運動在經濟領域裡失敗的主要原因。
鄧小平的偉大不但在於開啟了改革開放，而且還在於摸到了從中國歷史和經濟規律而言都是中

國經濟成功的「金鑰匙」，把創造財富的權利完整地交到了民眾手上。更重要的是，這一舉措顛覆
了中國文化千百年的思維和行為定式，那就是以「國富民強」、「富國強兵」和「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為代表的家國觀念。
客觀地看，中華文化的某些深層基因，一定程度上與市場經濟的深層邏輯存在悖論。市場經濟

強調個體行為，注重個人權利，崇尚契約精神和法治，這些似乎都是中華文化的深層基因所缺乏
的。當然，華人具有經商和致富的原始潛力，但一旦達到經濟活動的制度層面，原有的思維定式
就會產生負面作用。因此，中國的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與傳統文化產生摩擦的階段。
這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強調政府

與市場的分離和各司其職，同時又強調法治的獨立監督。這在今天的中國顯然還沒有做到，而且
政府職能轉型步履維艱，既有政治體制的原因，也有深層文化基因的因素。
因此，中國的三大轉型都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非典型」特徵，繼而固化成為當前的瓶頸。瓶頸

當頭，中國各階層的人們需要的不是指責和施壓，而是沉下心來，既從改革本身的專業原理，同
時也從中國自身文化基因入手做一些梳理。文化的梳理和沉澱需要時間，但它若能成為中國社會
有意識的行為，其進程和效果都會大不一樣。
「五四運動」的前輩曾提出「器物、制度、文化」的命題，這一命題至今仍困惑㠥中國的改

革。

中國改革需長久探索

中國改革的彼岸更是一個需要持久探索的問題。過去數百年，現代化在西方土壤上得以成功，
其保障框架主要是個人權利保護、法治和以選舉為特徵的政治民主。中國到底是拿來主義還是尋
求創新？適合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保障框架到底是什麼？

另外，若以物質現代化、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來區分現代化的階段性進程，那麼中國目前正處於從物質現代化
到制度現代化的交界處。更苛刻地說，如果說三十二年的物質現代化在中國只是基本解決了溫飽和不均衡的富裕，那
麼作為物質現代化的第二階段，現在正是建構平衡發展、公平正義的轉折點；而對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的探索，
在中國則遠遠還未開始。從這個意義上看，稱中國的現代化只走了四分之一的道路，已經是一個十分寬容的說法了。
今天的中國，一方面需要凝聚共識，另一方面需要對中國現代化的深層問題進行扎扎實實的思考和研究，兩者均不

可偏廢，而且都已到了需要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了。

憑藉改革開放之東風，中國的富豪階
層迅速壯大，消費豪舉更「享譽」全
球。據去年公佈的《2010胡潤財富報告》
顯示：中國內地千萬富豪達87.5萬人，

其中億萬富豪5.5萬人，十億富豪1900位及百億富豪140位，初步
實現了鄧小平先生有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方針與設想，
實可喜可賀。然而很多人卻忽略了鄧小平原話之精髓：「我的一
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
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
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由此可見，以「先富」幫「後進」達致
「共富」，才是鄧小平思想的終極目標，多年來享受改革開放成果
才脫穎而出的富豪們，值得為此深思反省。
如今中國的經濟成就一日千里、舉世稱頌，然而無可否認的是

貧富懸殊亦如影隨形、不斷加劇，衡量社會分配公平指標的堅尼
系數已衝破0.4警戒線，達至0.5之危機水平，可見鄧小平先生的
理想目標並未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尚遙遙無期。
當然財富乃辛勤所得，要慷慨解囊捐出去難免有些不捨。改革

開放之路歷經無數風浪，能於激烈競爭中打拚成為富豪更非易
事，風光的背後都蘊含㠥一段段辛酸奮鬥史。縱觀內地富豪，大
多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過難苦的歲月，很多人曾從事
農耕、畜牧、推銷或工人等基層工作，他們憑藉聰明才智及堅毅
意志，把握機遇，艱苦創業，奮發拚搏，終成大業。
人生在世，成功是無數人夢寐以求之目標，然而成為富豪就算

成功了嗎？確是見仁見智。富豪只是代表一個人財富的多寡，若
未能對社會作出有益貢獻，以部分人善妒之本性，招來的「仇富」
將多於讚賞。相反，若富而好仁，樂善好施回饋社會，扶貧濟困
造福人群，則能得到人們的敬重與愛戴，獲得普世的尊崇。
李嘉誠先生乃華人首富，亦堪稱首善，他同樣是從貧困中努力

奮鬥走上成功之路，多年來他的事業成就名揚天下，慈善工作亦
獨佔鰲頭，堪稱為富好仁之楷模。華人社會福蔭子孫觀念根深柢
固，不必強求「裸捐」，但若能像李嘉誠先生視慈善基金會為第
三個兒子，將三分一財富用於行善，對社會定有極大裨益，若有
多一些富豪仿傚，則社會風尚必將煥然一新。
狂買奢侈品並不能代表其真的富有，也不是致富後的唯一出

路，「拚命賺錢，盡情享樂」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沒錯，但務必念
及身邊無數未能得享經濟成果的窮苦同胞，「處富貴地，要矜憐
貧窮之酸辛」是中國古老之傳統，只有發揚互幫互進精神，才能
達致「富而無驕，貧而無怨」之社會和諧局面；也只有實現全中
國人民共同富裕，鄧小平先生才能壯志得酬、含笑九泉，中華民
族才稱得上真正的復興與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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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日前在台灣的所謂記者招待會，以及他在申請來香港的高調宣傳，本身就是一種政治

衝擊和挑戰的姿態。他的動機和目標就是要利用香港作為活動基地，通過喪禮搞政治，要配

合民主黨和「支聯會」的政治鬥爭，要「結束一黨專政」，挑戰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種行

為的本身，就是「井水犯河水」。從張文光到王丹，都說「一國兩制」蕩然無存，王丹更加高

調發表聲明，宣稱「一國兩制是騙人的謊言」。很明顯，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發動對「一

國兩制」的攻擊，阻撓兩岸的和平統一。

2011兔年春節即將來臨。以中國人的傳統來說，這是一個總結過去、展望未

來的時機。而2011年，既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又是中國「十二五」

規劃開局首年，同時更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似乎注定

在這一年要有所交匯，也給了本身處於急劇轉型之中的中國以一個梳理和思考的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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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奧會，是中美關係的分水嶺，也拉開了世
界權力新格局的序幕。在這場由中美兩國領銜
主演的全球化大戲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對
中國實力的確認。就像《時代》周刊1月20日所
述，在新世界經濟秩序中，我們將看到由美中
共同支持的惠及所有人的全球化新舞台。同
時，該刊慨歎，「新興世界正迎頭趕上，華盛
頓和倫敦對此無能為力。」

美國對華崛起抱有猜忌焦慮

這種舊帝國對新強國的複雜情緒，如果從消
極的宿命昇華為積極的接納，倒不失為雙贏的
選擇。弔詭的是，在美國人的視野裡，滿眼看
到的都是中國硬實力的強大。雖然因為利益而
不得不和中國接觸，但從靈魂深處充溢㠥對華
的擔憂、驚懼、猜忌、焦慮，下意識地將中國
視為威脅。於是，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
地緣等各個層面對華採取混亂不堪的政策，使
中美關係游移於敵友之間。就在白宮給予胡錦
濤盛大歡迎儀式，胡奧二人觥籌交錯之時，希
拉里國務卿面對中美是敵是友的媒體追問而給
不出答案。
若美國永遠糾結下去，不僅無法阻遏中國的

崛起，而且會使中美關係重蹈歷史上強國間零
和博弈的怪圈，老帝國自討苦吃一蹶不振，新
強國從血戰中前行強大。如何破解中美關係的
這種潛在隱憂，除了政治的互信、經貿的依
存、軍事的交流，還有文化上的相互吸引。

中國開放性地擁抱美國文化

對中國來說，這沒有絲毫的問題。美國是軟
硬實力全球唯一超強，中國從未懷疑和挑戰
過。即使是全球普遍看好中國的今天，對於美
國重返亞洲戰略對華地緣上的搶逼圍堵，中國
也予以克制；對於人民幣匯率和對美貿易順

差，中方不僅穩健地升值，而且送給美國450億
美元的大合同。在最新一期的《外交評論》雜
誌中，中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司長樂玉成撰文
指出，至少在未來20年內，美國的全球主導地
位仍將「保持無可置辯」，中國政府應在自信和
克制中保持平衡。

美國應學會欣賞中國文化

不僅如此，中國人對美國的軟實力也極盡推
崇。好萊塢(港譯荷里活)大片，是中國人的最
愛，在中國百億票房中，十幾部好萊塢大片幾
乎抵得上數百部國產電影的市場份額；美式快
餐、飲料，遍佈中國城市、鄉村；以蘋果為代
表的美國高科技信息產品，成為年輕時尚的象
徵；中國精英階層的孩子，美國是最佳的遊學
地⋯⋯美國文化產品，不僅在華創造㠥不菲的
經濟利益，還裹挾㠥美國價值觀，深刻影響㠥
中國年輕一代。有趣的是，按照亨廷頓文明衝
突的理論，儒家文明的中國對基督教文明的美
國並未產生衝突，而是開放性地擁抱吸收。而
和美國屬於同質基督教文明的法國，對於好萊
塢電影的輸入，則視為「文化侵略」。

這說明，中國對於美國的承認與欣賞是全方
位的，是發乎外及於心的。有人形容中美關係
是夫妻關係，那中國就是誠心誠意的妻子，而
美國則是充滿猜忌之心的丈夫。夫妻之間，只
有欣賞對方的優點，發現對方的魅力，雙方關
係才會和諧。「軟實力」概念的首創者約瑟
夫．奈指出，中美彼此增加吸引力可減少誤
會。而美方眼中緊盯的是中方的硬實力提升，
忽略的是中國的軟實力，尤其是文化的吸引
力。研究中美關係的中國學者閻學通曾對中美
文化吸引力做過深入的研究，中國的文化總體
吸引力約為美國的8.6%。但這不是美國自大自
戀的理由，而是發現中國文化魅力的契機。
從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和廣州亞運到在全球

開辦孔子學院，再到在美推出國家形象宣傳
片，中國積極地展示㠥自己的文化，釋放㠥自
己的魅力。若美國真心觀察中國，會發現中國
文化的開放、博大和平和。很遺憾的是，美國
政界和媒體對中國的努力要麼是誇張的驚呼，
要麼是浮漂的讚歎，最終還是歸之於中國表現
自己的強大。普通美國人，也對宋祖英的演唱
會報以熱烈的掌聲，也歡迎張藝謀中西合璧的
歌劇《秦始皇》，但那是對中國藝術的好奇而不
是真正的欣賞。
如果美國像中國那樣關注對方，就會發現中

國文化的內核裡有的是中庸、寬容，而絕少殺
伐、霸道。禮、智、仁、義、信的國家文化傳
統和溫、良、恭、儉、讓的個人文化修養，傳
習了數千年。儒教文化盛行的中華帝國時代，
憑借文化的吸引力而不是武力的征伐，贏得了
亞洲各國的欽敬誠服。
「應該讓『中美國』繼續下去」（「中美國」

(chiamerica)概念的創始人弗格森語），美國有必
要學會欣賞中國文化。用一顆真誠的心，就能
化解中美兩國矛盾，還有比這更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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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不來香港了。—正確一些
說，王丹是不能來香港了。為甚
麼？因為香港入境事務處不批准。
好！這一決定，利國利港利民，是
大好事，值得大眾報以掌聲。
王丹此人，姑且勿論他現在是不

是「民運分子」，此人至少是個「麻
煩友」。舉例說，王丹說，他是華叔
親自「救」出來的，所以一定要來
上香。首先，感恩應源自心底，報
恩可以有多種方式，而不必拘泥於
上香「作秀」。其次，倘若上完香就
「恩怨情了」，豈不是簡單到極？其
三，王丹要悼念華叔，不一定要來
香港，在台灣也可以，在美國也可

以。
在被拒入境香港之後，王丹大發

牢騷，表示憤怒，說是在政府保護
之下入境幾小時，難道會損害香港
的穩定？香港這樣的穩定豈不是太
脆弱了？王丹的說詞，偷換概念，
本末倒置。王丹一人之來去，又怎
能與香港的穩定作對照？螢燭之光
又豈能與日月爭輝？王丹不但不自
量力，實在也太夜郎自大了。舉世
頭號強國的美國，也常有將不受歡
迎人士拒之於門外的例子，難道
說，美國的穩定也脆弱了？
有人一直拿王丹能否來港「說

事」。王丹若來港，自己可以「三

不」、「四不」，包括不說話暫時扮
啞巴，但必定有許多人會充任王丹
代言人，他們可以大說特說，可以
比一百個王丹說得還多，更可以拉
王丹做大旗，搞出許多的小動作或
大動作。如此這般，在一段時間
內，香港又豈有寧日可言？
因為特區政府不批准王丹來港，

竟有人上綱上線，指「一國兩制」
蕩然無存。這些人是否「發㝤
風」？難道說，對國家不利之人，
對香港絕無好處之人，香港要恭請
他入境，才算是「兩制」？如此思
維，不但荒唐，兼且荒謬。王丹要
悼念華叔，請在台灣上香吧！

最近，民主黨、支聯會、教協進行了三位
一體的策略，不斷利用劉曉波事件、司徒華
喪禮進行連串的活動，在每個小選區舉行了
追悼會，向學生宣傳劉曉波企圖改變內地社
會主義制度的主張，支持「民運」，並且企圖
把間諜分子王丹引入香港，大搞政治活動，
攻擊「一國兩制」，攻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
度，攻擊中央政府，作為主導今後四場選舉
的議題，構建選舉工程。

不容王丹來港搞事

所謂不招待記者，不入住酒店，不搞政治
活動的王丹承諾，早已經在報紙版面高調宣
傳，其實本身就是一種以輿論作為壓力的鬥
爭策略。這不過是為了讓台灣的間諜和「民
運分子」可以來香港參與政治性的葬禮打開缺口，以後
就可以經常大搖大擺進入香港。
王丹日前在台灣的所謂記者招待會，以及他在申請來

香港的高調宣傳，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衝擊和挑戰的姿
態。他們的動機和目標就是要利用香港作為活動基地，
通過喪禮搞政治，要配合民主黨和支聯會的政治鬥爭，
要「結束一黨專政」，挑戰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種
行為的本身，就是「井水犯河水」。從張文光到王丹，
都說「一國兩制」蕩然無存，王丹更加高調發表聲明，
宣稱「一國兩制是騙人的謊言」。很明顯，他們所做的
一切，就是要發動對「一國兩制」的攻擊，阻撓兩岸的
和平統一。
在司徒華生前的時候，到了美國紐約，王丹懶得去見

他。司徒華死了，王丹卻熱情得很，立即要飛來香港。
區別在什麼地方，區別就是在紐約見面沒有一個入境的
效果，在香港則有，通緝犯、間諜要突破「一國兩
制」，要回到內地搞「民運」，配合美國的策略，就要在
香港尋求突破。不能入境，就破口大罵。王丹與司徒華
非親非故，司徒華死了，立即自認是親密戰友，相當令
人奇怪。王丹的意圖，就是要為自己尋求一個合法來香

港進行政治活動的身份和地位，要利用行政長官也在現
場的場合，共聚一堂。這是「民運分子要回家鬧革命」
的一個投石問路。所謂不高調宣傳，不作高調政治活
動，通通都是假話，日前王丹的行動就非常高調，就充
滿了政治色彩。

反對派正是「井水犯河水」

「一國兩制」的原則，是不企圖改變對方的政治制
度。香港直轄於中央政府，香港是高度自治的特區，但
絕不是完全自治的特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然要遵守其
法律地位和義務。《基本法》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要
維護國家的安全。
任何間諜分子、顛覆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分子，都不

可以在香港搞搞震，香港不是海外「民運分子」的活動
基地。「支聯會」企圖和海外的「民運分子」合流，進
行掩護提供方便，明顯破壞了「一國兩制」的互不干
涉、互不顛覆的原則。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更針對「特區
政府會很好地處理這事」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指王
「言而無信、言不由衷」。但他完全忘記了王光亞「井水
不犯河水」的言論。

容許王丹來港才是破壞「一國兩制」
蕭　何

■美國價值觀逐漸影響中國。

■作者認為，王丹日前在台灣的所謂記者招待會，以及他在申請
來香港的高調宣傳，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衝擊和挑戰的姿態。他的
動機和目標就是要利用香港作為活動基地，通過喪禮搞政治，要
配合民主黨和「支聯會」的政治鬥爭。圖左為吾爾開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