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土地契約年限問題的
「遭遇戰」，把香港前途

問題提上了國家大政的議程。

版面設計耐人尋味
1982年6月16日，《大公報》
在頭版重要位置刊登了一條標題
平淡無奇的新聞──「鄧小平昨
會見港澳人士」，新聞中列出了
12名港澳人士的名字，其中也包
括了《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和總
編輯李俠文，但會見內容，則僅
以「共商國是」四字輕輕帶過。
乍一看，讀者也許會把它理解為
一次普通的友好會見。真相卻
是，正是在這次會見中，中國最
高領導人首次明確說出中國將於
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的重要決
定。
深知這一消息可能給香港經濟
和社會帶來的震動，以及出於中
英談判即將展開的策略考慮，中
國政府當時沒有單方面發佈這一
信息。但《大公報》耐人尋味的
版面安排，含蓄地傳遞出了「6．
15」會見的重大性。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中南海的決策於此春雨般靜靜滲
入香港民間。三個月後，英國首
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圍繞香港回
歸的中英交鋒，大幕撩起。

收回港主權 打破英幻想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
夫人帶着戰勝阿根廷，保住了
馬爾維納斯群島這塊殖民地的
餘威訪問北京。與中方討論香
港前途問題，是戴卓爾夫人這

次訪問的重頭戲。
根據英方當事人回憶，戴卓

爾夫人當時曾考慮過三種可能
性：一是以武力抗拒中國收回
香港；二是通過「全民公決」
把香港變為「第二個新加
坡」；三是利用國際力量搞
「國際託管」。在意識到這三
條路在現實中行不通之後，她
又企圖以「以主權換治權」的
方式，來換取中國同意英國繼
續長期統治香港。
英國人以為通過威嚇和討價

還價，可以繼續維持英國對香
港管治的現狀，但是，鄧小平
在與戴卓爾夫人的第一次會談
中就斬釘截鐵地表明了中國
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的堅定立
場，打破了英國人的幻想。

圖文並茂報反響
中英第二階段談判經過前後兩

年、共計22輪的談判，就一系列
問題全面達成協議，1984年9月
18日全面達成協議。一周後，中
英兩國代表團舉行了草簽儀式。
中英草簽聯合聲明成了全香港

人當天最關注的大新聞。當日
《大公報》搶先發「號外」報道
了聯合聲明的內容，並於翌日詳
細刊發了聯合聲明及三個附件的
內容，並用多個版面圖文並茂地
報道了香港各界的反響。
同年12月28日，中英聯合聲
明在北京正式簽字。香港各界
逾百人獲邀上京觀禮。《大公
報》當日出「號外」，第一時
間報道中英聯合聲明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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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傳遞中央決定巧傳遞中央決定
搶先刊聯合聲明搶先刊聯合聲明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告別文革噩夢，走向開放改

革。正在神州大地百廢待興的此時，港督麥理浩受邀訪

問內地，他向鄧小平當面提及新界土地契約批出受到

「九七大限」制約的問題。鄧小平告訴麥理浩，中國將

把香港作一個特殊地區，特殊問題來處理，「到了

1997年，香港問題不管如何解決，香港的特殊地位都

可以得到保證，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間

內，香港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

義，因此請各國投資者放心。」

■■前英國三軍總部前英國三軍總部
的威爾斯軍營大廈的威爾斯軍營大廈
午夜升旗午夜升旗，，解放軍解放軍
駐港部隊先頭部隊駐港部隊先頭部隊
正式接防正式接防。。

中英聯合聲明宣告，香港將在1997年回歸祖
國懷抱。二百年的歷史屈辱，一朝洗雪。它使
香港人從未有過的揚眉吐氣，同時卻也帶來隱
隱的不安。
這是激動的年代，也是迷茫的年代。「一國

兩制」的宏大構想令人憧憬，但理想與現實如
何接榫，未來管治體系如何設計，是擺在面前
的重大任務。

鄧小平1984年6月23日會見香港知名人士鍾
士元、鄧蓮如、利國偉表示：到1997年還有
13年，從現在起要逐步解決好過渡時期問題。
在過渡時期中，一是不要出現大的波動、大的
曲折，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二是要創造條
件，使香港人能順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
士要為此作出努力。
1985年4月10日，六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決

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根據
中英聯合聲明的12條指導方
針，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實
行的制度用法律規定下來。
1985年6月18日，人大常

委會通過了59人組成的起草
委員會名單，其中內地委員
36人，香港委員23人。主任
委員為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姬鵬飛，八名副主任委員
中有四名是港人，分別為：

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李國寶。《大公
報》社長費彝民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
主任，顯示出國家及香港各界對《大公報》為
香港回歸所做工作的肯定。

港人首參與制訂自己未來
基本法是未來香港社會的「小憲法」，港人參

與起草基本法，意味着港人首次參與制訂自己
的未來。不同階層的利益、不同的理念在基本
法起草過程中激烈碰撞。香港的政治生態從未
這樣生機勃發、百家爭鳴。《大公報》參與其
間，把脈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傳遞中央的聲
音，令港人對落實「一國兩制」更有了信心。
基本法草委會用了五年時間，完成了有關的

草擬工作，於1989年1月9日至15日在廣州舉
行第八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基本法》草案和
為人大代擬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
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
1990年2月基本法草委會舉行最後一次全體

會議，對《基本法（草案）》作了最後修改和
完善，提交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審議。
在1990年4月4日的七屆人大第三次會議

上，正式通過《基本法》及三個附件。

見證基本法誕生

■鄧小平會見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語重心長地希望香港各
界要在過渡期防止出現大的波亂，同時創造條件順利接管政權。

1997年6月30日，這一天，全世界的目光聚
焦於香港。
從1984年12月中英聲明正式簽字那天起，
香港人就一直在談論「九七」。有的人曾經憂
心忡忡，變賣家產趕在「九七大限」前移民海
外；有的人缺乏信心，排隊申領英國海外居民
護照（BNO），儘管英國人自己也坦言那個小
本本並不意味着任何實際承諾。更多的人則對
這一天充滿期待，憧憬擺脫殖民統治後的嶄新
社會，甚至為擬訂新社會的藍圖爭論不休。但
當這一天終於到來時，幾乎全體港人放下了曾
經有過的惶惑和爭拗，沉浸在歡樂海洋裡，感
受到海外赤子重回祖國母親懷抱的歡欣與自
豪。
大公報人和七百萬港人一起，為見證這一時

刻而興奮、歡欣，全體動員，務求濃墨重彩地
展示香港回歸這歷史性的一天。編輯部預先制
訂出詳盡報道計劃，每一環節的報道、攝影、
版面編輯都細分落實到具體的人。總編輯曾德
成更在報館內部「懸紅」：當日頭條新聞標題
的創意者，總編輯將發予獎金。

米字旗黯然降下
7月1日早晨的《大公報》，用16個版面，

從「末屆總督」彭定康告別官邸，到香港市民
夾雨夜道歡迎駐港解放軍進城，濃墨重彩、酣
暢淋漓地從不同角度報道香港回歸日。最給人
留下印象的，是橫跨封面封底的全張照片，一
圖勝千文地刊出回歸夜主權移交最經典的一

瞬：主禮台上，賓主肅立，五星紅旗升起，英
國米字旗降下，標題是六個金色大字：「回歸
了 開新篇」。攝影，由《大公報》攝影組組
長周章文親自操刀；標題，出自老報人陳杰文
的推敲。
「日出日落，天行有常，但香港一九九七年

六月三十日的日落，卻絕不尋常。這是中華民
族百年期盼的日落，是香港市民欣然面對的日
落，也是英國結束在港統治，『日不落帝國』
在亞洲的終極日落。」
政權交接的盛大儀式之後，又是另一場盛典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儀式。凌晨1時30
分，國家主席江澤民宣佈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
成立，然後是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宣誓就職，
政府高級官員、行政會議成員、臨時立法會議

員、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陸續宣
誓，而在會場外不遠處的添馬艦軍營，解放軍
駐港部隊也完成了香港防務的交接……
回歸日的夜晚，《大公報》報館的燈光通宵

明亮。忙了一日一夜的《大公報》記者，轉眼
又投身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首日的報道工作
中。從6月30日傍晚到7月1日晚，《大公
報》在二十多個小時內創紀錄地連出四次「號
外」。興奮使人們忘記了勞累，這是這一代大
公報人最意氣風發、自豪的一天。

霍英東曾說過：《大公報》
很大的一項貢獻，是整個回歸
過渡期的十多年。當時鄧小平
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但很多
香港人都不了解，也缺乏信心，
因為預委會、籌委會、草委會在
北京開會的消息，香港傳媒報道
不一定準確。《大公報》的報道
就一直很準確、很全面，慢慢令
香港人了解到中央的政策，增強
了信心。香港在回歸過渡期沒有
出現大規模的移民「逃亡
潮」，《大公報》的報道起了
很重要的作用。

1996年12月11日，經400人
推委會無記名投票，董建華以
322票壓倒性多數當選特區首任
行政長官。在投票結束一個小
時後，《大公報》慶祝董建華
當選的「號外」就上了街，過
路行人爭先恐後索取「號
外」，稱董建華當選是「港人
的福氣」。
《大公報》當日的社評歡呼

「港人選出了自己的當家人」，
指出「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
生，標誌着香港即將進入一個嶄
新的時代，標誌着港人開始實踐
真正的民主參政」。

「港人選出了自己的當家人」

港揚五星旗 一日四「號外」

■■鄧小平向戴卓爾夫人指出鄧小平向戴卓爾夫人指出，，19971997年年
中國一定收回香港中國一定收回香港，，中英談判商討的中英談判商討的
只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只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

■戴卓爾夫人在與鄧小平會談後，心神恍惚，在人民大會堂的石級
上摔了一跤，成了中英圍繞香港前途角力中最具象徵意味的存照。

■《大公報》的慶回歸對開跨頁頭版，一圖勝
千文，六個字盡表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