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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香港——中国的佛罗伦萨？
○ 李山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

依然？”素有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其光芒似乎

正变得黯淡。房价飞涨、大气污染、贫富分化导

致社会矛盾加深、政治冲突激化，其金融中心的

地位正受到上海的挑战。人们不禁担心香港的

未来。

1995年我从美国移居香港，目睹了香港回归

祖国前后的变化。后来我也参与了一些香港特区

政府的工作。董建华先生任特首时我是特区政府

经济就业咨询委员会成员，最近又在新一届特区

政府的中央政策组担任顾问。虽然香港发展面临

不少难关，但随着对香港了解的加深，我却对香

港的未来抱有了更多的期望和更大的信心。

香港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她与美国一

样，是一个移民社会。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从内地

来到香港创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成就了举世瞩目

的商业奇迹。同时有许多外国人来香港打拼，创

建了像汇丰银行这样的世界级金融机构。香港也

孕育了许多政治领袖：孙中山在香港求学；周恩

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退居香港；一些著名爱国民

主人士1949年从香港北上，与共产党的领袖们共

商建国大业；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胡志明曾以香港

为基地，领导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台湾领导人马

英九则因出生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九龙而得名。

香港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开

放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香港是连接中国与外

部世界的桥梁，同时香港本地的资金和人才也在

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内地几乎所有省份的主要

领导都曾率代表团到香港招商引资、广交朋友。

香港人的敬业精神和香港企业的商业运作模式对

内地企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香港的文

化时尚更是风靡内地。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经济状况开始

恶化，香港甚至要依靠内地“穷兄弟”的帮助度

过经济难关。同时香港的社会矛盾也更充分地显

露出来。随着中央政府承诺的2017年实行普选特首

期限的临近，各种政治势力也在民主的旗号下展

开了角力，使社会冲突更加尖锐。而面对大批从

内地涌入香港抢购名牌商品和天价豪宅的大陆新

富豪，香港人的物质优越感亦在减退。内地的勃

勃商机又吸引了大批专业人士，包括外国人都北

上淘金。若非香港远低于内地的个人收入税率，

许多现居香港的金融人才极可能选择去北京、上

海居住，使香港失去引以为傲的人才优势。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对香港

的未来充满信心。香港相比于国内省市的最大优

势是其“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香港一方面在

经济上充分得益于“一国”，得益于中国内地这

一世界上最具增长潜力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又

得益于“两制”，可以充分吸收全世界先进文明

的精华，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洋为中用、推陈

出新”。

香港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份，而是一个特别

行政区。最近我和香港中央政策组成员拜访中国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时，有人向公署的领导

提出一个问题：特派员公署与特区政府是什么关

系？他回答说：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是殖民地，

伦敦和香港是君臣关系。而今天的香港是中国的

特区，特派员公署和香港特区政府是合作关系。

这表明香港回归祖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

自治权力，这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包括文化、政

治的建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香港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很容易让人想

起15世纪时意大利境内两个著名的城邦国：佛罗

伦萨与威尼斯。这两座城市当时都有独立的政府

和司法体系，经过工业的组织、商业的拓展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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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家的经营，二者都成为了当时意大利和欧洲经

济及金融最发达的地方，恰似今日香港在中国和

亚洲的地位。有趣的是，在佛罗伦萨发生了改变

现代世界的文艺复兴，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基

罗和马基雅维利等文化思想巨人，而威尼斯却几

乎对文艺复兴毫无贡献。二者的对比也许可以对

香港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和香港一样，这两个城邦国都积累了惊人

的财富。而财富是所有文明的基础，是产生文

艺复兴的必要条件。正如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

作家威尔·杜兰特在他的著作《历史中的英雄

们》（Heroes of History）中所言：“直到财

富的积累能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能让他们

收买议院、政府和情妇。在这些需要之余，他

们便会聘请米开朗基罗或提香，把金钱转化成

‘美’，使自己的财产带着艺术的芳香。”但

是，“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把所有的精力都花

费在追求财富和快乐上，而佛罗伦萨人也许是

被半民主政体的狂热所刺激，发展出了敏锐的

思想和智慧，以及一切艺术的技巧……在这座

城市中，党派之间的斗争提升了对生活和思想

的热度”。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注意到“文艺复

兴时期的政治条件利于个人发展，却非稳定。

也像在古希腊一样，不稳定和个性表露是密切

相连的。稳定的社会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迄今

想出来的一切稳定制度都妨害了艺术上或才智

上的特殊价值的发展”。 

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读着这样的描述

和分析，我们难道不会从今日香港的社会政治冲

突和矛盾中看到未来香港的希望之光吗？难道不

会觉得过去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香港更像威尼

斯？而今天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在社会矛盾

冲突中走向民主的香港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佛罗

伦萨？香港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法制条件是

内地任何省份无法比拟的。过去的香港是中国建

立市场经济的楷模，今后的香港则极有可能成为

中国政治改革和文化复兴的先锋。

佛罗伦萨的辉煌成功首先得益于经济精英

的推动。该城中“敌对的家族不仅仅在追求权势

方面竞争，也互相攀比着赞助艺术的发展”，其

中最杰出的是大银行家梅第奇（Medici）家族。

从科西莫·梅第奇到洛伦佐·梅第奇，该家族的

主人慷慨资助了很多学者、艺术家、诗人和哲学

家。科西莫建立了柏拉图学院，洛伦佐则自己动

手写作精彩的诗篇。

梅第奇家族的故事使我对香港的富豪们抱

有了希望。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不能仅依靠特区

政府官员的远见卓识或勤勉工作。富有的家族

对推动香港的发展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梅第

奇们相比，香港富豪们并不缺金钱，但也许缺

乏远见、责任和勇气。希望有一天他们不仅可

以因为跻身世界富豪榜令人羡慕，而且可以像

罗伦佐一样自豪地说：“我已为国家的繁荣作

出了贡献。这个国家的繁荣可以与世界上任何

强大的国家相媲美。”

如果说在文化发展方面富豪们义不容辞，香

港政治民主的发展则有赖于全体香港人的智慧和

努力。香港的思想精英们不一定要成为马基雅维

利式的政治理论家，却应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亚历

山大·汉密尔顿式的政治民主制度设计者，将古

今中外的优秀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和香港的现实

相结合，设计出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香港政治

民主体系。

香港会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成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先锋吗？对这一历史的景象我满怀憧

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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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表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好！

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水木清华》杂志。希望您协助我

们完成以下的问卷调查，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改

进，为您提供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谢谢！

 

1. 您阅读了本期《水木清华》杂志的多少内容

□几乎全部  □大部分  □一半  □一少半  □很少一部分

2. 您对《水木清华》的总体印象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3. 您对本刊设计及印刷的整体印象

□很好  □好  □一般  □不喜欢

4. 您对本刊各栏目文章的满意度

动态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封面文章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人物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观点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大师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文化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专栏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捐赠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科技桥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5. 本期您最喜欢的栏目/文章是：

6. 您在杂志内容、设计、印刷等方面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姓名                  入学年份                 系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问卷填好后请寄回编辑部，或传真至010-62797336，也

可登陆清华校友网www.tsinghua.org.cn的《水木清华》栏

目参与问卷调查。

《清华校友诗词选集》
征稿启事

2011年，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

作为清华学子对母校百年校庆的贺礼之

一，我们将选编出版一本《清华校友诗词

选集》（书名待定），以便更好地记录百

年来清华校友诗词创作的成果。

1、所征诗词作品，内容不限，体式无

论，新旧体皆可。

2、本次征稿具有非排他性版权。已公开

出版或发表的作品，请注明详细出

处；未公开发表的，请严格自选，并

注明完成时间。

3、稿件经编委会遴选后，将编辑成诗词

选集正式出版发行，并选摘部分作品

刊登在《水木清华》杂志上。

4、来稿不退，入选者赠书一册，不另付

稿酬。

5、欢迎广大校友踊跃参与、积极投稿！

同时欢迎赞助支持本次活动，对于赞

助者，将在本书编后加以明细。

（已赞助汇款的校友，请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010-62797455）

稿件请发送至电子信箱：smth@

tsinghua.org.cn；或邮寄到：北京市海淀

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A座1210室《水木

清华》编辑部	收（邮编：100084），并请

在邮件标题或信封上写明“校友诗词选集

征稿”，文中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入学

系别、年级班级，以及通讯地址等，以便

联系。

截稿日期：2010年7月30日。

	 	 									清华校友总会	

	 	 			校友诗词选集编委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
更	正

上期“人物”栏目第39页：阚凯力应为“清华大学电子系1970届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