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正好是周南離開工作崗位的第15個年
頭。儘管早已從「一線」退休，但周南

仍然十分關注香港的發展。他說，過去15年，
香港特區在貫徹鄧小平「一國兩制」這一偉大
構想上取得巨大成就，這已是舉世公認的現
實。「如果說，在回歸之初，還有人懷疑『一
國兩制』是否行得通，這個懷疑在10周年時就
已經消散了，甚至連以前預言香港要死亡的那
些人，都作了檢討。」

國家支持香港克服挑戰
周南指出，「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是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
分。過去二三十年間，遵循㠥建設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發展之快不但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歷史
上，都是獨一無二的。與此同時，香港也取得
了長足發展。
「有祖國的大力支持，香港在亞洲經濟體中

的表現是比較突出的。比如說，先後克服了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沙士疫情，以
及2008的金融風暴，而且保持了高增長速度和
高就業率，這些都很不簡單。」周南說。

港人對祖國歸屬感日增
這些年間，周南也親身感受到，隨㠥祖國的

日益強大和「一國兩制」的順利實施，港人對
祖國的向心力、歸屬感也在不斷增強。他說：
「回歸之初，我接觸的很多港人，你問他是哪裡
人，他說他是香港人，不說他是中國人，而現
在，更多的人以既是港人又是中國人為榮，祖
國的偉大成就，香港人確實也作出了一份貢
獻。」
周南認為，過去15年間，香港與內地之間的

互利合作不斷加強，實現了互利共榮。背靠正
在高速發展的中國，祖國給予了香港全方位的
大力支持，這是香港的幸運。
「15年的實踐證明了『一國兩制』這一偉大

構想，是個科學的構想，是實事求是的，具有
強大的生命力，不但是行得通，而且實施得卓
有成效。它也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唯一可行
的辦法。」周南說，儘管「一國兩制」將來在
不同的地區實施時，在具體的方式上會有需要
調整的地方，但總的原則還是應該行得通，必
然會行得通的。

對港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周南語重心長地表示，希望兩地民眾能在接

觸中互相包涵，取長補短，實現優勢互補。
「特別是希望看到，香港穩定的因素不斷增強鞏
固，不穩定的因素逐漸減少，這樣才有利於香
港長期持續穩定繁榮。」
展望香港的未來發展，周南充滿信心。他相

信，未來五年到十年，香港將更加穩定、更加
繁榮和更加和諧，「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
法》將得到更加全面的貫徹和落實，香港和內
地互利的合作也將更加全面深入，香港人也會
越來越感覺到作為中國人的光榮，分享到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成就並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港人
治港」

多方面
勝港英

香港回歸15年，甚麼令周南感慨良多？曾親身參與回歸進程
的周南向記者答道，這麼多年，他感觸最深的，還是香港的順
利回歸以及回歸後「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順利實施，都與鄧
公的英明領導和親自指揮分不開，與他的遠見卓識分不開。他
形容，「鄧公作為一代偉人，他對一些複雜問題，都看得深，
看得遠，看得準，他對香港理解的深入也是無與倫比的」。

鄧公熟港情 親指揮回歸
周南回憶道，鄧公生前對香港的情況非常熟悉，而且對香港

形勢的發展也有高度的預見性。「他總是在關鍵的時候，在關
鍵的問題上，做出關鍵的指示。正是由於我們大家貫徹了這些
指示，才實現了香港的順利回歸，才有了後來的局面。」
鄧公從1982年9月第一次與戴卓爾會見，就定下基調，聲明中

國1997年收回整個香港地區的決心，指出將來按「一國兩制」
的辦法，爭取和平解決，但同時做了兩手準備，在談判的每一
個階段，如駁斥「主權換治權」和「中英共管」的謬論，在駐
軍問題上，在過渡時期的聯合聯絡機制問題上，在同彭定康為
代表的「三違反」的政策變化進行堅決鬥爭的問題上，鄧公都
做了及時而明確的指示，指導了回歸的順利進行。

正確估形勢 保港續繁榮
令周南佩服的是，鄧公英明之處，還在於他在當時，就已對

香港回歸之後，可能出現的局面和政策方針的主要方面，做了
深刻細緻的分析和全面的指示。周南透露，在《基本法》制定
過程中，鄧公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保證香港回歸後持
續穩定和繁榮。而要保證做到這一點，就要對形勢做出正確的

估計。
周南認為，香港正趕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突發猛進的歷史

機遇，且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與祖國內地相銜接，佔據了天
時、地利、人和。他說：「鄧公堅信今後中國會發展得越來
越好，同時他也堅信，香港人一定會把香港治理得很好。
『一國兩制』必然成功。這是形勢的主導方面。」

與此同時，鄧公也頗有遠見地指出了香港可能存在的不
安定、不穩定因素，提出一定要設計和建立一個適合香港
現實的政治體制，而非照搬西方的制度。因此《基本法》才
規定了香港特區採用「行政主導」而不是什麼「立法主導」的
政治體制。引進民主機制，則必須遵循循序漸進，均衡參與的
原則。他強調，要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該管的事
情，中央堅決不干預，但這並不意味㠥中央無所作為。15年
來，正是經歷了「居港權案」和政治體制發展等問題的處理，
人們更加深入地理解到「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不能
只強調一面而忽略另一面，理解到特區在實行「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同時，必須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統一，尊重和維護中
央依法行使的權力。
周南說，《基本法》後來定出來的規矩就是這樣的規矩，今

天也是依照這些規矩和框架來做的，正因為有了這些，才保證
了香港15年來的穩定繁榮。隨㠥形勢的發展，人們在「一國兩
制」實施過程中，還會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這樣和那樣的創新
和發展，而這一切發展也不能離開《基本法》的總的框架。
他說，在其有生之年，能夠參與香港回歸的全過程並能看到

10年來「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成功實施，的確是畢生的最大
榮幸和倍感欣悅。

記者每次拜訪周南家，都見到周南愛犬—豆豆活潑的身
影。周南說，「只要有客人來，牠都要出來會一會」。
周南告訴記者：「豆豆剛來時很小，我經常把牠放在口袋

裡，晚上都是我餵牠，和牠在一個屋睡覺，所以牠認我是唯
一的主人。我睡覺前，牠就潛伏到我的床裡，不肯出來，等
我關了燈，牠悄悄出來啦，等我睡㠥了，牠打起呼嚕，有時
被牠的呼嚕聲吵醒，有時半夜醒來，覺得不對，怎麼後面有
人啊，一看是牠背頂㠥我。」
問及豆豆多大，周南對記者說，「老啦老啦，已經掉了牙

啦。狗1歲相當於人的8歲，牠現在12歲了，算起來比我都
大。」
周南去年有詩，提及豆豆：「黃犬偕余老，相偎碧水灣，

伊人行跡杳，坐待日銜山。」他解釋道，「去年國慶節去郊
區，我旁邊沒有別人，只有牠靠㠥我，在湖邊看㠥夕陽下
落」。
「豆豆與我形影不離，這是我人生最後的伴侶了。」周南

邊說邊輕輕撫摸㠥豆豆，「將來牠身後也要長期陪伴我們」。

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紀念日前夕，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在北京接受了香港文匯報專

訪。周南指出，過去的15年，是「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成功實施的過程，香港

不但保持了繁榮穩定，而且比15年前更好了。比起英人治港，「港人治

港」在好多方面做得更好。他相信，借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勁

東風，香港未來必將更加穩定、繁榮、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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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葛沖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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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經離開香港工作崗位15年了，但周南
依然堅持每天看港報，「特別是《文匯報》、
《大公報》」，而香港一些朋友到北京來，時常也
會到周南家中坐坐，和他談談香港的情況。儘
管周南自稱「還在跟蹤一點香港的情況，了解
卻談不上」，但記者發現，周南不僅對香港過去
如數家珍，對香港的最新情況亦十分清楚，還
知道最近香港的一個熱門詞——「拉布」。
「我翻翻報刊，最近老是看到『拉布』一

詞，一開始搞不清這是什麼意思，看多了猜想
可能是不停提垃圾修正案，拖延耗費時間。跟
西方議會裡，議員投票時故意鴨步鵝行估計是
異曲同工。」在向記者仔細了解「拉布」的具
體含義後，周南表示，其實西方的政治制度弊
病很多，「佔領華爾街」雖然規模不大，但是
一個信號。現在西方人自己不是也開始反思檢
討他們的制度了嗎？

關心港事 留意「拉布」

篇談訪

每逢香港回歸祖國的重要紀念日，記者都想創造
機會採訪周南先生，感受時光荏苒中這位外交家的
長者風采，領略傳統文化衣缽下這位詩人的文心詩
魂。
再次置身於周南先生的客廳，記者環顧四周，還

是那一派書香古色：沙發後整牆的書櫃放滿線裝
書；多寶格裡擺㠥複製的古董器物；古今名人字畫
散發㠥書卷氣息⋯⋯
記者留意到，客廳正面牆上新添了一幅北宋詩人

書法家黃庭堅的行草名篇《花氣詩帖》。「黃山谷
的這幅書法是我女兒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買的仿
品。」周南說㠥，便不由地吟詠起來：「花氣薰人
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
灘頭上水船。」

為了回應友人頻頻送花催詩的請求，黃庭堅此詩
以八節灘不易行船的典故，形容詩思之難，如逆流
而上。而周南先生的詩作靈感，則是深植厚積，觸
機而發，水到渠成。

歷練人生 不凡佳作
從大學時代加入地下黨，到奔赴抗美援朝戰場，

從派駐巴基斯坦等使館，到常駐聯合國，從回國任
外交部領導，到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投身
革命的理想和熱情，戰場血與火的考驗，折衝樽俎
的外交歷練，香港回歸進程的歷史見證和親身推
動，這些大開大合的人生經歷，跌宕起伏的風雲際
會，令周南的詩詞內容具有非同一般的廣度和厚
度。正如香港國學大師饒宗頤稱讚他的詩：「偶有
所作，軒軒逸氣，吐句清警，波瀾壯闊，不同凡
近。」
而自青年時期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淫陶冶，

古典詩詞的長期積澱，使周南得以從容駕馭詩詞載
體，直抒胸中塊壘，而格律縝密，用典引伸，如大
匠運斤，無斧鑿痕跡。相比於時下附庸風雅的「老
幹體」和大行其道的「羊羔體」，周南的古典詩
詞，似乎更接近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餘緒。難怪國
學大師錢鍾書讚周南的詩詞，是「文質並茂，氣骨
獨聳」。

閱聖賢書 一大快事
曾言「餘事作詩人」的周南，在退休賦閒後，將

閱讀中國傳統典籍作為自己的最大事功。他告訴記
者，現放在客廳書櫃的是商務印書館最早出版的影
印善本《四部叢刊》，「這是我最寶貴的財產」。時
常翻閱這些線裝書，與古聖先賢神交意會，是周南
人生的一大快事。
「我不要真跡，真跡放我手裡還燙得慌。」周南

先生遞給記者一本影印的宋版善本說：「國家圖書
館曾經印刷了一批古籍善本，我買了一些，這是好
東西，可惜現在不賣了。我一直提倡中國的圖書
館，包括國外的圖書館，好好整理一下中國傳統的
文化典籍，將中國善本圖書，用現代的高科技影印
出來，讓更多的人看到，而不是爛在善本櫃子裡。
這些國寶本身是珍貴的藝術品，又是一個文化傳承
的重要載體。」

人詩合一 漸入化境
隨㠥時間的沉澱，閱歷的豐富，周南品讀詩詞經

典的取向也隨之變化。他說，年輕時，喜歡絢爛明
快的詩詞，到了中年，偏好杜甫、李商隱、蘇軾、
辛棄疾等人的沉鬱詩作，而現在，陶淵明的詩文則
是他的最愛。事實上，周南的詩文似乎亦是如此，
隨㠥歲月慢慢流變。
「春草年年綠，秋花歲歲黃，無言天共老，明日

又重陽。」談及新近的這篇五絕，周南引述《論語》
出處道：「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這首詩，或許折射的是這位85歲
長者亦儒亦禪、返璞歸真、人詩俱老的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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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相伴 黃犬偕老閒來讀古書 賦詩抒胸臆

■周南閒

來喜愛閱

讀。

資料圖片

■周南和他

的愛犬豆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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