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浩生为美国女兵讲授中国历史

������

祖国的和平统一一直牵挂着大哥的心，他想利用他
的特殊身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香港、澳门的回归做
点事情。

大哥
1966

年全家到过台湾，而且还访问过蒋介石，

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台湾。

1973

年他首次访问大陆，以
后每年回国，写了很多文章，积极参与海外华侨的爱国
运动，这样以来，在台湾当局的眼里，他就成了“亲共分
子”，因此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他在台湾出版的书籍被官
方没收。

自从台湾同胞访问大陆的禁令解除后，情势有所改
变。大哥感到时机到了，迫不及待地要去台湾访问。申请
签证十分顺利，很快他和大嫂都拿到了签证。多年不见，

他感到台湾的变化确实不小。 老朋友热情地接待了他
们。他这次到台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拜见原重庆《中央
日报》和《东南日报》的老板胡健中。 胡是大哥走上新闻
记者这条路的引荐人。 到台湾不久，由胡先生作东邀请
台湾各界名流和大哥大嫂见面。当晚被邀请出席宴会的
都是国民党元老，有总统府资政陈立夫、总统国策顾问
陶伯川、“立法院长”梁肃戎、张学良亲信东北名将王铁
汉等。旧友重逢，开怀畅饮，宾主尽欢。宴会结束前，“立
法院长”梁肃戎建议大哥应该和李登辉谈谈。 大哥欣然
接受了这个建议。 梁先生热情地表示他负责和“总统秘
书长”蒋彦士联络安排。 第二天大哥就接到蒋秘书长的
电话，已经安排好和李登辉见面。

次日，“总统府” 派专车和一名副官来迎接大哥，这
是大哥第二次进入“总统府”。客厅是长方形，不大，引人
注目的是沙发全是黄色绣龙的缎子， 完全是皇宫的装
饰。 大哥刚坐下，主人就出现了，他个子很高，穿着一套
并不十分讲究的浅灰色西服。 他一边和大哥握手，一边
说：“我们是早应该见面的。我做台北市长时曾到耶鲁大
学参观，可惜当时未能见面，今天欢迎您到台湾来。 ”大
哥告诉他，“

24

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访问， 见到蒋介石
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中和我见面。 ”大哥接
着说：“我是刚从北京来的，在北京我曾见到国务院台湾
事务办公室主任丁关根先生。 丁先生对我说，到台湾如
能见到李登辉先生，想托我带一件特别的礼物送给您。”

大哥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问大哥是什么礼物，大哥
说：“丁先生想送一套《毛泽东选集》给您。”“为什么要送
一套《毛泽东东选集》呢？”他大惑不解地问。大哥说：“丁
先生看到你在就任总统时的演讲中，谈到两岸关系以及
目前的情势，倘若你手头有一套‘毛选’，可以提醒您，国
共合作有着长远的历史，过去有过多次合作，今天仍旧
可以合作。 ”

他听了大哥的话笑了笑说：“那次演讲原来的题目
是《中华民国的前途》，后来征询各方意见，包括蒋秘书
长的意见，改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我对两岸关系的看
法，完全基于中华民族这个观点。 ”

谈到海峡两岸的新闻、文化交流，大哥告诉他，离开
北京之前，中国记协的负责人曾向大哥表示，现在已有
不少台湾记者到中国大陆采访，大陆方面也希望台湾能
对大陆开放。他说，台湾不久要召开“国统会”，讨论废除
台湾的“动员戡乱”立法，此法废除之后，大陆记者即可
到台湾采访。

谈到台湾企业家对大陆的投资问题，李登辉建议中
国大陆当局要注意不要让专门炒房地产的台商到中国

大陆从事地产投机，应注意发展工农业。他说，台湾对发
展农业有一些经验可供中国大陆参考。

政治、外交到他留美生活，李登辉侃侃而谈，态度十
分友好。告辞前，他提议和大哥合影留念，还送给大哥一
个非常精致的红木烟盒。

大哥回到北京，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人民大会
堂接见了他，他把在台湾的活动，特别是会见李登辉的
情况向杨主席作了汇报。杨主席对“中华民族”的提法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

大哥认为，双方既然对“中华民族”都感兴趣，就应
该开始直接对话， 基于这个原因， 大哥曾向北京建议：

“在未达成统一之前， 双方领导人之间是否可以建立一
条热线。”现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不仅早已架设热线，而且
国共领导人已多次会晤。 大哥的期望变成了现实。

香港回归，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董建华任特首，

也有大哥的一份心血。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香港的船
王，大哥和他的交情笃深。 浩云下世后，建华子承父业，

事业蒸蒸日上，大哥和他也建立了亲密的友好关系。 一
次大哥和董建华在北京王府饭店会面，谈到中国大陆改
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和香港回归后实行的港人治港，“一
国两制”的政策以及香港经济发展的前途，他更有自己
的精辟见解。 他给大哥的印象是：他和香港一般只会做
生意的老板不同，除了善于经营外，他还具有政治家的
世界眼光和修养。 当时大哥心血来潮，感到面前的这位
侃侃而谈、仪表堂堂、精力充沛、如日中天的企业家正是
一个理想的未来香港的行政长官人选。 于是大哥提出，

以你的能力，才华和对香港的了解，你应该出来竞选香
港回归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 这让建华非常吃惊，他愣
了片刻，连连摇头。 他解释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企业
家，对政治不感兴趣，“东方海外”有员工

3000

多人，不
能扔下他们去从政。大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报效
国家的好机会，你具备所有的条件：一、生在上海，长在
香港，是地道的中国人，也是地道的香港人。这正符合港
人治港的条件。 二、香港是个经济城市，需要企业家主
政，你正好是位声誉极高的成功的企业家。三、你曾在英
国留学，知道应该如何对付统治香港的英国人。四、你长
期在美国工作，在美国交游甚广，一定会得到美国的支
持。 ‘东方海外’的船只大部分是日本造的，在日本的信
誉极高，日本也一定会支持你。六、‘东方海外’最早的基
地是在台湾， 你的妹妹嫁给了前台湾警备司令的公子，

有助于沟通两岸三地的关系。天时、地利、人和都叫你占
有了，你还犹豫什么？ ”

1996

年
4

月，香港首任“特首”的竞选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董建华的名字开始出现在竞选的名单中。 为了
迎接香港回归，为了支持他的竞选，大哥写了《我看香江
三十年》一文，连载在香港《大公报》和北京《人民日报》

海外版上。

结果，董建华众望所归，以压倒多数当选。香港回归
是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大哥应邀以大会顾问和贵宾的身
份参加了香港回归的交接及庆祝仪式。大哥事后说：“这
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 目睹英国旗帜的徐徐降
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目睹由香港人民自己推行出来
的第一任‘特首’宣誓就职，快慰之情无以言表。 想到自
己能在这个历史性的大事件中发挥过一些作用，更感到
一种由衷的满足。 ” （作者赵更生系赵浩生的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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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在哥伦比亚大学鲁迅纪念会
上朗诵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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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韶山毛主席故居时， 赵浩生在
毛主席的书桌边听讲解员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