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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外 ， 官 府 专 门 给 他
们 划 了 块 地 叫 作 “ 藩
坊 ” 。 坊 间 流 传 的 大
新 街 的 “ 珍 珠 玛 瑙 次
第 排 ” 美 誉 ， 就 是 “
藩 坊 ” 繁 华 热 闹 的 缩
影 。 当 时 的 广 州 ， 既
是 水 陆 杂 陈 的 名 利
场 ， 也 是 风 月 繁 华 的
销金窟。

宋 元 之 交 ， 广
东 又 一 次 在 历 史 上 留
下 了 惊 鸿 一 瞥 。 1 2 7 9 
年 ， 南 宋 与 蒙 古 军 队
在 崖 山 （ 在 今 广 东
江 门 ） 进 行 大 规 模 海
战。这场大宋的落幕
之战，以丞相陆秀夫
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
尽告终，宋朝十万军
民跳海殉国，也标志
着新旧纪元的分野。

从 明 代 初 年 开
始 ， 广 州 就 被 指 定 为
专 门 与 东 南 亚 、 印 度
洋 地 区 国 家 进 行 “
朝 贡 贸 易 ” 的 唯 一 港
口 。 尤 其 到 了 明 世 宗
嘉靖元年（1522 年）撤
销 浙 、 闽 市 舶 司 后 ，
广 州 更 获 得 一 口 通 商
的 特 殊 地 位 。 明 清 以
降 ， 尽 管 海 禁 政 策 时
有 反 复 ， 但 广 州 作 为
海 外 贸 易 合 法 口 岸 的
地 位 从 未 变 过 。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 1 7 5 7 年 ）
， 清 政 府 规 定 外 国 商
船 只 能 在 广 州 进 行 贸
易 。 从 此 ， 广 州 独 揽
全 国 海 外 贸 易 特 权 近
百 年 。 今 天 我 们 在 史
书 记 载 中 看 到 的 那 些
西 洋 “ 珍 奇 之 物 ”
， 如 望 远 镜 、 西 洋 钟
等 ， 大 都 是 通 过 这 个
窗 口 进 入 中 国 的 ， 丝

绸 、 茶 叶 和 瓷 器 等 也
多 是 通 过 这 个 渠 道 远
销 海 外 的 。 “ 岢 峨 大
舶 映 云 日 ” 的 商 贸 往
来 ， 成 就 了 广 州 “ 游
人 过 处 锦 成 阵 ， 公 子
醉 时 花 满 堤 ” 的 繁 华
市 井 生 活 ， 也 给 整 个
岭 南 地 区 注 入 了 不 可
低 估 的 经 济 活 力 。汤
显祖贬谪广东途经广
州时写下的“临江喧
万井，立地涌千艘。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
广州！”，堪称这千
年商都盛景的最佳写
照。

1 9 3 7 年 日 军 侵 占
上 海 ， 1 9 4 9 年 国 民 党
败 退 ， 大 量 内 地 富 裕
人 家 ， 诸 如 董 建 华 家
族 、 包 玉 刚 家 族 ， 还
有 电 影 界 大 佬 邵 逸 夫
等 ， 都 选 择 迁 往 香
港 。 国 统 区 大 量 的 财
富 、 人 才 涌 入 香 港 ，
奠 定 了 香 港 的 产 业 基
础，成就了香港在 20 
世 纪 中 期 的 高 度 繁
荣 ， 也 为 日 后 的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提 供 了 最 初
的动力。

从 丝 路 海 疆 到
洋 务 商 行 ， 因 海 而
兴 、 因 海 而 富 的 珠 三
角 始 终 得 风 气 之 先 ；
在 风 云 变 幻 、 天 翻 地
覆 的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
广 东 也 有 着 “ 思 想 摇
篮 ” 的 美 称 。 从 康 梁
的 “ 公 车 上 书 ” ， 到
黄 遵 宪 首 倡 仿 效 “ 明
治 维 新 ” ， 再 到 孙 中
山 誓 师 北 伐 ， 广 东 在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一 直 扮
演 着 “ 报 春 花 ” 的 角
色 ， 对 近 代 中 国 的

思 想 、 变 革 、 革 命 等
方 面 的 贡 献 之 大 、 影
响 之 深 ， 国 内 其 他 任
何 一 个 区 域 都 不 可 比
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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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的 改 革 开
放 是 哈 耶 克 “ 人 类 行
为 的 意 外 后 果 ” 的 最
佳案例。“中央没有
钱，可以给些政策，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
一条血路来！”邓小
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
简单的话，几乎凝缩
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
慧 。 在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 没 有 长 期 性 的 顶
层 设 计 ， 更 没 有 一 张
画 到 底 的 蓝 图 ， 具 体
的 改 革 措 施 谁 也 不 清
楚 ， 一 切 都 是 摸 着 石
头 过 河 。 作 为 这 艘 大
船 的 舵 手 ， 邓 小 平 的
立 场 其 实 很 简 单 ： “
我 是 中 国 人 民 的 儿
子 ， 我 深 情 地 爱 着 我
的祖国和人民。”

因 此 ， 他 才 能
不 为 僵 化 的 教 条 所 拘

束 、 不 为 高 大 上 的 口
号 所 绑 架 ， 不 唱 高
调，在徘徊迷茫之中
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
的原则：“发展就是
硬道理。”这是贯穿
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
内核。

细 品 邓 小 平 的 这
几 句 话 ， 我 们 才 能 理
解 他 为 何 把 福 建 、 广
东 选 为 开 放 的 前 沿 阵
地 。 第 一 ， 闽 粤 毗 邻
港 澳 台 地 区 ， 有 借 助
外 部 动 力 的 可 能 性 。
第 二 ， 正 是 因 为 闽 粤
位 于 两 种 政 治 体 制 的
交 汇 处 ， 矛 盾 空 前 尖
锐，1976―1978 年间广
东 出 现 了 铺 天 盖 地 的
大 逃 港 事 件 ， 无 数 内
地 人 诀 别 家 人 、 逃 赴
香 港 。 局 面 之 严 峻 ，
让 中 央 意 识 到 改 革 势
在必行。

第 三 个 — — 也 是
最重要的原因，闽粤
位于边缘地带，远离
中央，作为对台湾地
区防卫的前沿阵地，
时刻备战。 当时国家
的 发 展 战 略 主 要 投 入

在 “ 三 线 （ 内 地 ） 建
设 ” 上 ， 基 本 放 弃 了
沿 海 经 济 发 展 ， 大 型
的 项 目 几 乎 都 没 有 在
广 东 落 户 。 因 此 ， 即
使 经 济 特 区 的 探 索 出
师 不 利 也 无 碍 大 局 ，
这 实 质 上 还 是 广 东 历
史 上 “ 无 足 轻 重 ” 特
色的延伸。 

在 邓 小 平 的 默
许 之 下 ， 所 谓 的 经 济
特 区 探 索 ， 本 质 上 是
一 场 以 实 用 主 义 为
导 向 的 探 索 ， 一 场
以 “ 对 外 开 放 ” 来 推
动 “ 对 内 改 革 ” 的
微 创 手 术 ， 一 场 收 益
最 大 化 、 代 价 最 小 化
的 精 明 生 意 。 一 切 被
视 为 洪 水 猛 兽 的 改 革
措 施 ， 在 经 济 特 区 里
都 被 默 许 先 行 先 试 ，
执 政 者 秉 承 最 大 限 度
的 宽 容 — — “ 先 看 看
再 说 ” 。 一 旦 尝 试 成
功 ， 其 经 验 便 可 以 有
条 不 紊 地 向 全 国 推
广 ； 一 旦 失 败 ， 则 吸
取 教 训 ， 另 谋 新 路 ，
把 损 失 控 制 于 福 建 、
广东一隅。

以 小 博 大 ， 以
开放促改革，这是广
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
年的历史使命。读懂
这 一 点 ， 方 能 读 懂 改
革 开 放 。 而 具 体 到 实
处 ， 担 此 重 任 者 ， 就
是 在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起
到 重 要 二 传 手 作 用
的 、 被 广 东 人 民 亲 切
称 为 “ 广 东 的 邓 小
平”的任仲夷。

那 时 任 仲 夷 已 是
近 八 十 岁 高 龄 。 有 一
次 印 象 特 别 深 刻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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