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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撒切爾夫人出任首相。1982年9

月24日上午9點，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

中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與中國領導人進行

會談。

當天，撒切爾夫人提前來到了人民大

會堂。她首先來到大會堂新疆廳，鄧穎超

已經在門口佇立恭迎。撒切爾夫人與鄧穎

超親切握手，獻上了一束美麗的鮮花。5年

前作為保守黨領袖訪華時，撒切爾夫人曾

經與鄧穎超相見。此次重逢，兩人談得十

分高興。

從新疆廳告別鄧穎超後，撒切爾夫人

就向福建廳走來。到首相快走到門口時，

福建廳大門緩緩打開。鄧小平笑容可掬地

走過來，與撒切爾夫人握手。幾分鐘後，

記者被請離場，會談閉門進行。在友好的

氣氛中，會談轉入正式話題。

就撒切爾夫人而言，在香港問題上始

終抱定“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仍然有效”

的主張，並在來華前就早有聲明，大造輿

論。因此正式會談一開始她就提出了這一

問題。

面對英國首相的挑戰，鄧小平寸步不

讓。他首先指出，這次談判，除了要解決

香港回歸中國問題之外，還要磋商解決另

外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1997年後採取什麼

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它的繁榮；另

一個是中英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

港從現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現大波動。

簡單地講，實際上這三大問題，就是1997問

題、1997後問題和1997前問題。這些才是中

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完整議題。

說到香港的主權歸屬，鄧小平毫不含

糊：“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講，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

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應該明確肯定：

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

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

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

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方

法。鄧小平重申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不

承認19世紀三個不平等條約的一貫立場。

83歲的撒切爾夫人坐在窗前，注視著窗

外海德公園的美景。卡羅爾不敢確定，母親

是不是聽懂了弟弟的事情。自從2003年父親

丹尼斯．撒切爾去世後，在英國政壇叱口宅風

雲多年的“鐵娘子”母親，開始流露出膽怯

和猶豫，記性也越來越差。

5年來，她一直待在海德公園附近切斯

特廣場的這棟住宅裡。她十分孤獨，每天早

上醒來後，無事可做。從前，她一直堅持為

丈夫做早飯，這個習慣從新婚燕爾持續到

老，即使貴為首相時也是如此。但現在，沒

有人來吃她的早飯了。

喪夫之痛佔據了撒切爾夫人的心靈。

有一天凌晨一點，她突然醒來，穿戴整齊，

一襲盛裝，要求去墓地看望丈夫。幸好家門

前的警衛不讓她離開。得知此事後，她有限

的幾個好朋友趕來家中：“夫人，您需要一

個全職看護了。”

性格剛強的撒切爾夫人吵鬧起來，堅

決不認為自己需要看護。她的朋友隻能讓

步，聘請了一位曾經做過醫院護理的高級管

家，以防不測。

可惜這樣的朋友太少了。在丹尼斯陪

她度過的最後一個生日──77歲生日那天，

她隻收到了區區4張生日卡片。

她心裡十分失落，4張可憐的賀卡被仔

細地擺放在壁爐台上。年復一年的生日，她

望著它們發呆。2005年10月13日是她的80歲

贏得了大選，鐵娘子也開始了長達11年的

首相生涯。

【拜相】 毀譽參半的唐寧街歲月

在撒切爾當選首相之前，工黨領導下的

英國經濟困頓，很多地區由於不斷出現罷工

而陷於癱瘓。撒切爾夫人上台之際就宣布，

她將領導英國走向繁榮，她開出的藥方是─

─自由市場經濟、放鬆管制。

她引進了削弱工會權力的立法，將國營

企業私有化，促使英國走向市場經濟，迫使

工黨放棄老舊的社會主義，開創英國經濟全

新局面。

然而，爭議如影隨形。私有化振興經濟

的同時，也造成英國貧富差距急劇加大，失

業人口增加，上世紀80年代早期英國失業

人口上升到300多萬。《獨立報》撰稿人約

翰﹒雷圖說：“在那些年裡，英國的貧富差

距急劇加大。有些人生活的確得到很大改

善，但英國社會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犯

罪率上升，社區破裂和分化。”

所以當後來她離開唐寧街首相府時，對

她的看法幾乎分裂成兩個極端，支持者認為

她帶領英國走出經濟困境、提高英國國際地

位；反對者認為她毀掉了英國的福利制度。

她不僅僅在經濟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

革，也在外交上顯示了堅決的鐵腕。

1982 年，阿根廷佔領馬島後，撒切爾

不懼萬裡之遙毅然出兵，並一舉取得戰爭勝

利，令她贏得了巨大的國內聲望，也為她的

改革奠定了民意基礎。

英雄走上巔峰，但也必然會走下巔峰。

1989年，保守黨在是否加入歐元聯盟的問題

上陷入分歧。她堅決捍衛英國的財政主權，

拒絕接受“我們根本無法控制、連利率都不

能由自己決定的統一貨幣”。

於是她帶領英國加入了歐盟，但卻保持

了英國的獨立性。然而正是因為反對加入歐

洲貨幣聯盟，1990年她被政治盟友們逼宮

下台。

生日，她孤寂地坐在壁爐旁，突然有了精

神，她告訴卡羅爾，去文華東方酒店訂最好

的菜式，她要擺80歲壽宴。

卡羅爾嚇了一跳，立即操辦。650多人

前來捧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王儲查

爾斯、時任首相布萊爾，都匆匆趕來。撒切

爾夫人容光煥發──要知道，伊麗莎白二世

繼位後隻參加過一位首相的生日宴會，那就

是1996年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舉行的80歲壽

宴。當女王擁抱撒切爾夫人時，卡羅爾在孀

居母親的臉上捕捉到了難得的笑容。

但這樣刻意制造出來的“輝煌”，畢竟

是曇花一現。卡羅爾在替母親整理衣櫥時，

發現一大堆落上灰塵、沒有熨燙的正式套

裝。“媽媽，您平常穿的衣服呢？”“我平

常就穿這些，我永遠不會買一件休閒款式的

衣服。”她蒼老、消瘦，卻回答得斬釘截

鐵。

《星期日泰晤士報》聞訊後嘆息道：她

的晚年，孤單落寞、沒有朋友。

鄧小平告訴撒切爾夫人，收回香港，是

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如果

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

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鄧小平說，在不遲於

一二年的時間內，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

港的決策。“中國宣布這個決策，從大的方

面來講，對英國也是有利的，因為這意味著

屆時英國將徹底地結束殖民統治時代，在世

界輿論面前會得到好評。”

針對香港的繁榮離不開英國管理的觀

點，鄧小平說：“保持香港的繁榮，我們希

望取得英國的合作，但這不是說，香港繼續

保持繁榮必須在英國的管轄之下才能實現。

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

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

的政策。這些政策的主要特點，就是基本上

保持這個地區政治、經濟制度現狀。”

中國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會不

會發生波動﹖鄧小平回答：小波動不可避

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

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他還告訴

英國首相，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時，各

種可能都估計到了。

當會談結束後，撒切爾夫人落寞地從門

口走出，臉色凝重。當她繼續往下走時，高

跟鞋與石階相絆，使身體頓失平衡，栽倒在

石階下，以至皮鞋手袋也被摔到了一邊。幸

好她已將至平地，摔得不重，在一旁的隨員

及工作人員立即上前將她扶起。

英國女首相這一跤，引起了敏感的輿論

界的濃厚興趣。一位深知鐵娘子和鄧小平性

格的記者分析道：撒切爾夫人鋒芒畢露，鄧

小平綿裡藏針。盡管撒切爾夫人受丘吉爾影

響極深，堅持“鮮明的傳統保守主義哲學和

強硬的經濟政策”，但在鄧的面前，她畢竟

還年輕。

撒切爾夫人沒想到鄧小平在香港主權問

題上立場那麼堅定，毫無通融余地。她心中

充滿失望和痛苦。她回去後對駐華大使柯利

達說：鄧小平真殘酷啊！要說談判一點成果

也沒有，是不對的。兩國領導人會談的歷史

意義在於開啟了中英香港談判大門。

如果說誰改變了20世紀末國際政治格

局，撒切爾和裡根肯定是答案之一。

“我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總統，一位偉

大的美國人。我失去了一位好友。”2004

年，78歲的撒切爾沉痛悼念她“生命中第

二重要的男人”、美國前總統裡根。

20世紀80年代的風雲變幻中，英美緊

密同盟關系交織著撒切爾和裡根理念與心靈

上認同，這種同盟至今仍影響著英美關系。

當撒切爾任英國反對黨領袖時，曾兩

度和裡根會面，裡根的熱忱、魅力和率直

自然，令撒切爾印象深刻。撒切爾認為，

最重要的是，裡根的想法幾乎和自己不謀

而合。

裡根當選美國總統後，撒切爾在回憶

錄《唐寧街歲月》中寫道：“聽到美國選舉

結果的消息後，我立刻熱忱地去電致賀，

並邀請這位剛當選的總統盡快來訪。”撒

切爾也是裡根當選總統後，第一位訪美的

外國首腦。

撒切爾帶著這份欣賞出訪了美國，美

國媒體將英美兩國形容為難兄難弟。

對此，撒切爾是這樣回應的，“我們

早知道 80 年代將是困難且險阻重重的 10

年，雖然這樣，但我相信潮流已順應我們

的發展。”歷史的發展印證了撒切爾的話

語還有她與裡根的同盟。

“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安倍向隨行的記者

表示：“她是偉大的領導人，從她身上可

以看到意志的力量，她是為國家和國民傾

盡全力、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接受共同社採訪

時表示：“撒切爾夫人給人的印象是一位

靠得住的大姐。在七國集團(八國集團前身)

會議上日本被歐洲國家攻擊稱‘隻和美國

搞好關系就好了嗎？’當時撒切爾夫人鼓

勵日本說‘應該在了解日本的立場之後再

發言’。”他還表示：“撒切爾夫人被稱

為‘鐵娘子’，但在倫敦她曾招待大家喝

紅茶。她非常熱情，對日本非常了解。”

日本政府探討派遣特使前往倫敦出席

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的葬禮。人選從前首

相等人士中選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