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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友
失
婚
多
年
，
他
今
年
六

十
歲
，
新
娘
子
二
十
四
歲
，
才

相
識
了
數
個
月
，
但
兩
口
子
十

分
快
樂
。

據
說
六
十
二
十
的
婚
姻
已
是

一
個
潮
流
，
如
果
要
數
說
社
會
原
因

也
很
易
理
解
。
現
代
女
性
能
力
多

元
，
她
們
期
望
的
愛
侶
最
好
有
相
應

的
條
件
，
無
論
是
物
質
的
還
是
精
神

的
。
誰
都
知
道
大
學
畢
業
後
愛
侶
之

苦
；
唸
書
的
日
子
甜
蜜
蜜
，
無
人
生

的
責
任
只
有
功
課
和
戀
愛
。
年
齡
相

若
的
人
要
一
起
儲
蓄
，
供
樓
，
照
顧

雙
方
家
人
和
父
母
，
自
己
還
要
接
受

工
作
和
社
會
的
磨
練
，
智
商
情
商
都
要
高
，
關
係

也
自
然
受
到
考
驗
。
愛
侶
其
中
一
個
如
較
成
熟
有

利
而
無
害
，
至
少
經
濟
基
礎
和
人
生
經
驗
都
對
生

活
有
裨
益
。

六
十
歲
的
男
人
擇
偶
說
易
不
易
，
起
碼
也
要
經

過
自
己
設
定
的
素
質
檢
查
，
畢
竟
閱
人
無
數
。
如

果
放
在
相
近
的
年
齡
或
資
歷
界
別
裡
看
，
容
易
只

給
人
六
七
十
分
，
對
方
且
也
有
自
己
的
習
慣
、
標

準
與
要
求
，
不
只
﹁
非
誠
勿
擾
﹂
那
樣
簡
單
。
好

友
也
曾
有
好
幾
個
成
熟
的
女
伴
，
但
交
往
下
來
關

係
無
疾
而
終
，
也
沒
有
結
果
。

男
人
們
有
個
說
法
：
男
人
不
論
年
紀
，
還
是
喜

歡
自
己
廿
歲
時
候
的
夢
中
情
人
：
清
純
、
長
髮
、

嫵
媚
、
深
情
款
款
，
這
些
都
難
經
過
歲
月
的
洗

練
。
我
的
好
友
對
於
這
個
說
法
直
認
不
諱
，
還
給

我
們
看
他
手
機
裡
的
照
片
，
新
娘
子
果
然
一
把
長

髮
披
肩
，
對

鏡
頭
做

鬼
臉
，
女
人
二
十
當
然

是
屬
於
另
一
種
範
疇
，
容
不
下
計
算
或
比
較
；
男

人
要
嗎
就
照
單
全
收
，
忘
掉
所
有
，
從
頭
開
始
。

一
個
二
十
來
歲
的
女
孩
愛
上
一
個
六
十
歲
的
男

人
很
難
嗎
？
這
點
我
不
懂
解
答
，
亦
不
認
為
有
必

要
加
上
戀
父
的
標
籤
。
或
許
一
切
姻
緣
之
事
，
還

是
保
留
一
點
神
秘
好
，
六
十
二
十
的
潮
流
只
是
外

延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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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左
丹
紅

六十二十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港
九
最
好
吃
的
北
京
填
鴨
是
油

麻
地
一
家
有
半
世
紀
歷
史
的
舊
店

﹁
北
京
酒
樓
﹂，
該
店
開
在
油
麻
地

大
路
舊
廈
之
二
樓
，
再
上
有
星

相
館
、
理
髮
店
和
舊
式
舞
廳
夜

總
會
，
不
是
老
顧
客
甚
少
知
此
為
米
芝

蓮
美
食
好
去
處
。
而
大
集
團
經
營
的
大

商
場
﹁
北
京
樓
﹂
有
許
多
家
，
無
論
排

場
價
格
廚
藝
味
感
和
此
家
古
老
店
都
頗

不
相
同
，
最
大
特
色
是
此
店
由
河
北
老

廚
工
所
經
營
，
在
鬧
市
中
心
為
自
設
物

業
，
近
年
之
加
租
狂
潮
沒
影
響
到
他

們
。
不
過
此
老
店
前
後
左
右
都
正
在
舊

廈
拆
卸
改
建
新
廈
之
中
，
看
來
不
出
三

兩
年
，
此
店
亦
難
逃
被
收
購
之
命
運
。

古
老
京
菜
食
肆
廚
房
仍
用
煤
爐
炭

爐
，
拉
麵
發
麵
之
﹁
麵
案
﹂
仍
是
古
老

搓
麵
厚
木
桌
，
燒
餅
烙
餅
皆
在
鋼
板
煤

爐
烙
成
﹁

油
餅
﹂
、
﹁
韭
菜
盒
﹂

等
，
上
桌
個
個
香
鬆
乾
脆
有
咬
勁
麵

香
，
如
此
的
煤
爐
產
物
香
港
所
剩
無
幾
了
。

在
此
叫
一
客
﹁
北
京
填
鴨
﹂
供
夾
吃
片
皮
鴨
的

烙
餅
是
真
正
的
煤
爐
鋼
板
一
張
，
烙
出
來
的
正
宗

河
北
東
北
風
味
薄
餅
。
近
年
香
港
所
有
北
方
填
鴨

供
顧
客
夾
皮
伴
食
的
﹁
薄
餅
﹂
皆
是
麵
店
之
現
成

雲
吞
皮
所
代
替
，
用
﹁
雲
吞
皮
﹂
吃
填
鴨
，
黏
口

黏
舌
絕
無
麵
香
，
實
有
天
淵
之
別
。
又
如
他
們
供

應
之
涮
羊
肉
仍
是
用
高
煙

火
炭
銅
爐
端
擺
桌
上

現
燒
現
涮
的
，
和
所
有
大
酒
樓
用
摩
登
石
油
氣
擺

上
之
時
髦
涮
羊
肉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就
如
上
述
此
類
傳
統
和
新
派
廚
藝
比
較
，
此
家

古
老
作
風
北
方
式
京
菜
館
真
的
所
剩
無
幾
了
，
可

能
此
是
碩
果
僅
存
之
一
家
。
阿
杜
小
時
為
廣
東
青

年
隊
足
球
代
表
，
當
年
教
練
劉
兆
美
是
北
京
體
院

世
界
名
將
鄭
鳳
榮
同
學
，
為
正
宗
山
東
煙
台
人
，

她
兒
子
幼
時
叫
阿
杜
做
﹁
契
爺
﹂，
如
今
其
兒
媳
也

是
正
宗
山
東
姑
娘
，
此
一
運
動
之
家
赴
美
僑
居
已

有
卅
年
，
他
們
每
年
返
國
經
港
一
定
要
阿
杜
帶
引

光
顧
此
油
麻
地
北
方
店
，
吃
過
兩
頓
真
正
煤
爐
烙

燒
餅
才
算
一
慰
思
鄉
之
念
。
去
年
開
始
阿
杜
契
仔

之
女
兒
倪
晨
曦
︵
即
是
本
人
之
﹁
契
孫
﹂︶
是
個
大

美
女
，
被
香
港
電
影
公
司
環
宇
羅
致
為
新
星
，
已

駐
港
拍
戲
經
年
，
晨
曦
小
妹
也
是
祖
傳
北
方
人
口

味
，
常
約
阿
杜
齊
上
北
京
酒
樓
吃
山
東
燒
雞
，
看

來
本
人
有
一
日
膽
固
醇
過
多
，
也
是
這
美
人
小
契

孫
所
害
。

契孫女所害
阿 杜

杜亦
有道

中
國
共
有
大
小
島
嶼
五
千
多
座
，
島
嶼
岸
線
總
長
一
點
四
萬
多
公
里
。

我
國
面
積
超
過
一
千
平
方
公
里
的
大
島
有
三
個
；
台
灣
島
、
海
南
島
、
崇

明
島
。
中
國
的
領
海
達
到
了
三
百
萬
平
方
公
里
，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島
嶼
集

中
分
佈
在
浙
、
閩
、
粵
三
省
及
僅
次
於
上
述
三
省
的
遼
寧
、
山
東
、
台

灣
。
我
國
島
嶼
面
積
一
般
不
太
大
，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島
嶼
面
積
不
足
一
平

方
公
里
，
超
過
一
百
平
方
公
里
的
島
嶼
僅
有
十
個
。

從
七
十
年
代
開
始
，
許
多
國
家
都
發
現
海
底
有
豐
富
的
石
油
、
有
色
金
屬
礦

藏
、
海
洋
生
物
資
源
，
怎
樣
劃
定
領
海
的
邊
界
線
，
成
為
了
國
際
關
注
的
問

題
。
各
個
國
家
歷
經
十
餘
年
的
﹁
馬
拉
松
式
﹂
談
判
後
，
︽
國
際
海
洋
公
約
︾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才
獲
得
通
過
，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開
始
生
效
。

在
七
十
年
代
以
前
，
國
際
法
規
定
，
每
一
個
國
家
的
管
轄
海
域
寬
度
為
十
二

海
里
，
有
了
國
際
海
洋
公
約
，
大
陸
架
可
以
擴
大
到
二
百
海
里
的
經
濟
專
屬

區
。
還
有
一
部
分
超
過
了
二
百
海
里
的
大
陸
架
，
也
可
以
列
入
經
濟
專
屬
區

域
。
外
國
的
漁
船
不
能
進
入
捕
魚
，
有
關
海
底
的
石
油
、
有
色
金
屬
的
礦
藏
，

也
屬
於
控
制
這
個
經
濟
專
屬
區
的
國
家
。

如
此
一
來
，
相
鄰
國
家
的
海
洋
邊
界
，
就
發
生
了
重
疊
。
一
百
五
十
個
沿
海

國
家
出
現
了
許
多
領
海
的
糾
紛
。
據
不
完
全
統
計
，
全
球
海
洋
中
，
至
少
要
劃

定
上
百
條
海
上
邊
界
，
而
目
前
已
經
劃
定
完
成
的
海
洋
邊
界
僅
佔
少
數
。
各
國

為
了
在
海
島
的
主
權
，
展
開
了
爭
奪
，
因
為
在
茫
茫
大
海
中
，
只
要
擁
有
一
個

島
嶼
，
鄰
近
二
百
海
里
的
大
陸
架
，
就
屬
於
本
國
，
利
益
實
在
太
大
了
。

如
此
一
來
，
中
國
的
東
海
大
陸
架
、
西
沙
群
島
、
南
沙
群
島
的
大
陸
架
，
都

受
到
了
鄰
國
提
出
了
領
土
和
領
海
主
權
要
求
。
大
家
都
在
先
行
掛
號
，
企
圖
造

成
既
成
事
實
。
中
國
最
近
幾
年
展
開
了
大
規
模
的
海
島
和
大
陸
架
的
勘
探
活

動
，
掌
握
大
量
海
底
的
地
質
資
料
，
就
是
準
備
和
鄰
國
討
論
海
島
和
領
海
的
歸

屬
問
題
。
沒
有
大
量
的
資
料
，
在
談
判
桌
上
，
就
不
可
能
提
出
理
據
。
海
監
船

的
建
立
，
也
是
針
對
新
的
國
際
海
洋
法
生
效
後
的
複
雜
局
面
。

中
國
鄰
近
的
國
家
，
相
當
狡
猾
，
都
是
不
願
意
與
中
國
談
判
，
而
是
單
方
面

宣
示
主
權
，
有
些
國
家
索
性
單
方
行
動
，
在
海
島
上
殖
民
，
或
者
建
立
行
政
單

位
。
中
國
採
取
的
辦
法
，
就
是
定
期
派
海
監
船
隻
，
到
這
些
海
島
附
近
巡
邏
，

這
等
於
廢
除
了
對
方
的
﹁
主
權
宣
稱
﹂。
如
果
對
方
採
取
拖
字
訣
，
中
國
也
採

取
拖
字
訣
，
這
樣
有
利
於
留
待
將
來
解
決
問
題
。
因
為
，
國
際
海
洋
法
並
沒
有

規
定
領
海
怎
麼
界
定
。
一
百
多
個
國
家
都
遇
到
同
樣
的
難
題
，
沒
有
辦
法
劃
出
領
海
的
分

界
線
，
看
來
全
世
界
都
要
拖
下
去
。
既
然
如
此
，
中
國
不
圖
一
時
之
快
，
不
逞
一
時
之

強
，
不
打
無
準
備
之
戰
；
堅
持
維
穩
與
維
權
相
結
合
，
既
要
穩
妥
有
效
地
維
護
眼
前
的
各

項
海
洋
權
益
，
又
要
放
眼
未
來
，
在
處
理
當
前
的
各
種
海
洋
糾
紛
或
衝
突
時
，
一
定
要
慎

重
地
從
長
計
議
，
不
能
因
眼
前
事
情
的
處
理
不
當
或
任
何
看
似
微
小
的
讓
步
而
給
將
來
的

劃
界
談
判
留
下
隱
患
或
不
利
的
因
素
；
努
力
地
為
將
來
的
劃
界
談
判
做
好
充
分
的
精
神

上
、
物
質
上
和
技
術
上
的
準
備
。

中國海島是寶貝，拖字訣最好
范 舉

古今
談

應
城
大
邀
請
，
參
觀
以
最
新

的
立
體
科
研
技
術
，
重
現
敦
煌

莫
高
石
窟
二
二
○
號
北
壁
的
立

體
動
畫
影
像
。
處
理
極
具
歷
史

價
值
的
文
物
，
從
來
是
高
難
度

的
考
慮
；
公
開
讓
公
眾
參
觀
必
定
存

在
氧
化
、
潮
濕
、
溫
度
變
化
、
人
為

磨
損
的
威
脅
，
以
及
高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
不
讓
參
觀
又
或
者
限
制
進
入
，

又
會
被
視
為
製
造
階
級
差
異
，
以
致

文
化
推
廣
未
能
普
及
。
保
育
莫
高
石

窟
，
所
面
對
的
當
然
更
有
地
震
、
洪

水
、
蟲
蛀
等
自
然
災
害
，
使
壁
畫
色

彩
和
泥
塑
剝
落
，
達
難
於
修
復
的
挑

戰
。
因
此
以
敦
煌
研
究
室
提
供
原
二

二
○
號
石
窟
北
壁
的
雷
射
掃
描
數
據

作
基
礎
，
然
後
按
藝
術
歷
史
資
料
，

替
已
經
嚴
重
褪
色
的
畫
像
進
行
修
復

和
重
新
上
色
，
以
呈
現
最
接
近
當
年

︵
約
一
千
四
百
年
前
︶
的
原
來
色
彩
；

再
以
三
百
六
十
度
的
立
體
全
景
投
影
，
讓
戴
上

立
體
眼
鏡
的
參
觀
者
猶
如
置
身
原
敦
煌
石
窟

中
，
來
﹁
搶
救
﹂
這
個
湮
滅
中
的
文
化
遺
產
，

確
是
富
有
心
思
的
嘗
試
。

至
於
利
用3D

技
術
，
使
壁
畫
中
端
坐
五
色
祥

雲
上
神
仙
衣
角
彩
帶
隨
風
飄
揚
，
樂
器
、
藥
師

佛
頂
上
的
華
蓋
，
及
舞
者
立
體
浮
現
；
再
配
襯

莊
嚴
而
帶
有
神
秘
感
的
音
樂
，
所
營
造
的
氣

氛
，
是
進
一
步
的
資
訊
補
充
抑
或
多
少
已
滲
進

了
創
作
成
份
，
適
宜
由
觀
賞
者
自
行
判
斷
。

二
十
多
年
前
走
過
一
回
絲
路
，
吐
魯
番
、
火
焰

山
、
哈
密
、
月
牙
泉
、
鳴
沙
山
、
高
昌
古
城
等

印
象
隨
年
月
流
逝
，
變
得
模
糊
，
唯
有
石
窟
印

象
依
舊
深
刻
。
立
體
重
塑
石
窟
，
於
保
存
及
普

及
文
物
認
識
無
疑
有
積
極
作
用
，
但
對
挑
剔
的

發
燒
友
，
依
然
還
有
欠
缺
：
目
前
的
投
影
技
術

為
半
球
形
，
固
然
難
於
重
現
石
窟
本
身
一
般
為

方
形
及
長
方
形
的
原
貌
，
至
於
如
何
方
能
成
功

注
入
失
落
已
千
年
那
股
石
窟
﹁
霉
味
﹂，
相
信
就

連
專
家
亦
被
考
起
。

時空穿梭千四年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國
際
電
影
節
曲
終
人
散
，
但
電

影
節
目
還
是
一
個
接
住
一
個
。
後

天
︵
十
五
號
︶
二
時
正
在
百
老
匯

電
影
中
心
，
就
有
﹁
百
部
不
可
不

看
的
香
港
電
影
﹂
之
一
︽
醉
拳
︾

的
放
映
，
映
後
談
由
我
主
講
，
月
底
則

有
另
一
部
殿
堂
作
品
︽
武
館
︾
的
放

映
，
兩
部
影
片
也
是
﹁
香
港
神
話
：
黃

飛
鴻
電
影
﹂
節
目
之
一
。

當
天
，
我
會
談
及
好
幾
個
話
題
，
例

如
黃
飛
鴻
是
不
是
一
定
由
關
德
興
飾
演

呢
？
史
仲
田
、
谷
峰
、
劉
家
輝
、
成

龍
、
李
連
杰
、
趙
文
卓
等
人
都
飾
演
過

黃
飛
鴻
，
個
個
各
有
特
色
。
︽
醉
拳
︾

中
的
成
龍
花
名
是
﹁
反
斗
鴻
﹂，
就
是
一

個
充
滿
青
春
活
力
、
關
不
住
的
小
子
。

袁
和
平
和
劉
家
良
，
是
七
十
年
代
拍

攝
黃
飛
鴻
電
影
的
兩
個
主
要
導
演
，
以

量
計
算
，
袁
和
平
拍
了
三
部
，
劉
家
良

則
有
兩
部
，
當
中
分
別
以
︽
醉
拳
︾
和
︽
武
館
︾

最
為
成
功
，
尤
其
是
︽
醉
拳
︾，
見
證
了
成
龍
繼
李

小
龍
之
後
冒
起
。

片
中
的
成
龍
雖
然
好
勇
鬥
狠
，
但
他
不
是
李
小
龍

般
的
無
敵
強
者
，
一
站
出
來
就
所
向
披
靡
，
而
是

需
要
良
師
調
教
點
撥
的
小
子
。
另
一
方
面
，
成
龍

與
關
德
興
也
大
大
不
同
，
成
龍
飾
演
的
黃
飛
鴻
，

再
不
會
講
儒
家
的
道
理
價
值
，
可
見
創
作
人
刻
意

反
傳
統
之
道
而
行
，
反
映
時
代
轉
變
，
人
心
也

變
。
而
袁
和
平
的
功
夫
喜
劇
，
靈
活
地
融
會
雜
耍

式
表
演
，
令
觀
眾
耳
目
一
新
。

劉
家
良
的
黃
飛
鴻
電
影
，
與
袁
和
平
又
有
所
不

同
，
我
所
用
的
概
念
是
新
保
守
主
義
路
線
。
劉
家

良
在
過
去
的
黃
飛
鴻
電
影
中
演
過
歹
角
，
而
在
七

十
年
代
，
他
思
考
舊
價
值
在
新
社
會
的
存
在
意

義
，
又
帶
出
規
矩
與
鍛
煉
等
核
心
命
題
，
這
些
在

︽
陸
阿
采
與
黃
飛
鴻
︾
及
︽
武
館
︾
都
有
所
反
映
。

劉
家
輝
飾
演
的
黃
飛
鴻
，
也
是
少
年
人
，
再
不
會

講
儒
家
的
道
理
價
值
，
但
他
會
以
行
動
證
明
武
德

與
武
術
之
必
要
，
悉
力
在
保
守
的
觀
點
下
，
開
創

新
的
調
和
路
線
。

醉拳與武館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春雨霏霏，思念悠悠。適逢龍年清明，是華懋
集團有限公司主席，王太龔如心女士逝世五周年
的日子。

久違的往事和記憶歷歷在目，連連湧現⋯⋯謹
此書懷，向如心女士致敬！以示懷念。

業精於勤
1988年，嶄新的華懋廣場以亮麗的雄姿屹立在

繁華的尖沙咀東部，與周圍林立的甲級寫字樓、
五星酒店、大廈、商場相得益彰。別具特色的華
懋廣場集高級寫字樓、免稅店、酒樓、影院、娛
樂等綜合設施配套，成為用家的心頭好。

當年我所任職的公司因業務擴展之需，選擇了
華懋廣場作為新址，與王太見面也多了。她的隨
和、親切、能幹，朋友常以她的英文名Nina稱
之。王太的優雅、時尚，是名流、夫人們的常
態。但最特別是她對事業的專注、勤奮、敬業樂
業的精神，令人難忘。舉一事例：

那時，我幾乎每天早晨8:30提前到公司，一是避
免交通擁擠，二是可用30分鐘閱報。有很多次，
當我步入大廈電梯時，會巧遇王氏伉儷，相互問
候之餘，我也驚訝地問：為何這樣早來公司？他
們幽默地答：「我們都是early birds。」英文：The
early bird gets worm。意即：捷足先登或笨鳥先飛
早入林。作為打工一族，勤奮是我責無旁貸的基
本。而貴為大企業的老闆，也如此惜時如金，親
力親為，以身作則，十分難能可貴。這正是華懋
可以在數十年間，迅速發展成為香港成功企業的

原因之一。王太的管治才能，還在於她十分好
學，一次王太和我午飯後，經過一間公司，立刻
被一對擺放在公司的巨型玉石立鐘吸引，不由讚
賞地說：這很實用，既可觀賞，又可增添公司的
藝術、文化氛圍，將來在華懋廣場大堂也可增放
藝術品。她還向我提了許多關於各種藝術品的問
題。Nina的「處處留心皆學問」的好學之勤，是
她管治企業的成功之道。在交往中，我也常能感
受到她對房地產業的熟悉，對各環節，能如數家
珍般地娓娓道來。她勤於學習、思考，善於聆聽
和吸取各種經驗，成就了優秀的企業家。

大愛無疆
王氏伉儷引領的華懋集團發展迅速。但天有不

測風雲，王先生的突然離去，對王太是無法承受
的損失。如何面對，引領公司繼續向前，實在是
巨大的、極難度過的艱難時世。然而「滄海橫
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在極端的困境中，王太
以超常的毅力和智慧，一如既往，帶領員工勇往
直前，實現華懋的理想。屹立在荃灣青山碧海之
間的地標性建築——如心廣場，壯觀地展示人前。
王太曾深情地描述：「廣場的高、低二座，象徵

王生王太。」這是王氏伉儷人生的傑作，它不
僅造福社會、市民，更令人見證了在困境中追求
卓越的人性光輝。王太對先生的摯愛，實現了他
們共同的夢想，在如心廣場的頂樓，有一處手模
紀念。王太在印製手模時，特別為王先生預留了
一個位置，先生永在她的心中。如此情深，令所

有的人聞之感動流淚。
在社會上或災區有難時，王太以深厚的愛心和

慈善捐助，幫助有需要的人們。華懋慈善基金更
如明燈，照亮了許多人的心靈，那感人的頌歌、
動人的文章都成為人們終身受用的動力。年前，
由華懋慈善基金聯合各界舉辦的大型「慈善中國
和諧社會」的活動，更深刻地感受到王太和華懋
集團、華懋慈善基金對社會的重大貢獻。

會議結束時已是傍晚，我從荃灣駕車急回港
島，立即決定，取消晚上的應酬，急往尖沙咀華
懋廣場，緬懷王太，完成我久久的心願。步入大
堂，我佇立良久，那最具王太創意的小甜甜飛俠
藝術雕塑，是如此靈氣、鮮活、可愛。是Nina傳
奇人生的寫照。大堂還擺放了幾尊巨大的陶瓷藝
術品，為這座雅致的大廈增文添彩，活色生香。
當年一瞬間的偶遇，王太已將其變成現實，Nina
無愧是位掌管商業王國的優秀領袖。她的勤學、
藝術修養、創意、童心、愛心更完善了能者風
範。古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智
者應自覺地過簡樸的生活」。Nina正是一位智者，
以她創造的商業成就，怎樣奢華也無妨。但她甘

於生活簡樸，將財富捐贈慈
善，令更多人得以雪中送
炭，改變命運。Nina對家
庭、事業、社會、民眾的深
愛，造就了大愛無疆的崇高
境界和人生，世人深深懷念
和敬仰她。

站在如心廣場，在藍天碧
海之間，感受到深厚的天地
正氣。華懋集團和慈善基金
在龔氏兄妹的引領下，眾志
成城，繼往開來，發揚光
大。

Nina會很欣慰。
世人更為欣慰，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培養了

香港人的驕傲！她是亞洲首富女子，成功女企業
家、慈善家。華懋集團、基金會主席王龔如心主
席，廣為香港人愛稱的「小甜甜」。

值此如心女士逝世五周年，為紀念她回饋社會
的高風亮節，贈詞一首，以示懷念和敬意：

釵頭鳳
懷念王龔如心主席

香江美，精英聚。華旗懋業創奇跡。

勤創業，傳愛心。如心如願，大愛無疆。

頌，頌，頌！

金龍吉，萬物祥。龍之傳人當自強。

人心齊，天地喜。紫荊盛艷，錦繡香江。

好，好，好！

國際工商聯合會　主席

左丹紅暨全體同仁　敬書

2012-3-6於香港

思念悠悠
——懷念王龔如心主席

十
餘
年
前
，
為
︽
作
家
︾
寫
了
一
篇
數
百
字
的

﹁
補
白
﹂
：
﹁
話
說
一
九
四
三
年
四
月
，
︽
風
雨
談
︾

文
藝
月
刊
在
上
海
創
刊
，
柳
雨
生
撰
︿
創
刊
之
辭
﹀，

提
出
﹁
盍
各
言
爾
志
﹂
的
本
旨
，
作
者
包
括
卞
之

琳
、
朱
湘
、
南
星
、
路
易
士
︵
紀
弦
︶、
包
天
笑
、
予

且
、
蘇
青
、
譚
惟
翰⋯

⋯

馬
博
良
也
在
該
期
發
表
了
一
篇

題
為
︽
蠟
炬
︾
的
小
說
，
其
時
他
約
為
十
歲
。
﹂
查
馬
朗

實
際
年
齡
約
有
三
四
年
差
誤
，
其
時
約
十
三
、
四
歲
。

那
篇
﹁
補
白
﹂
又
說
：
﹁
在
創
刊
號
發
表
作
品
，
肯
定
與

編
者
有
淵
源
，
是
約
稿
而
非
投
稿
，
由
此
推
斷
，
馬
博
良

與
︽
風
雨
談
︾
的
編
者
或
有
關
係
，
且
受
器
重
，
或
可
憑

此
條
線
索
向
馬
博
良
查
詢
。
﹂
馬
博
良
其
後
在
︽
風
雨
談
︾

還
發
表
了
兩
篇
小
說
︵︽
小
向
的
夢
︾、
︽
哥
哥
妹
妹
︾︶
和

一
篇
散
文
︵︽
飛
鷹
︾︶
；
其
中
︿
哥
哥
妹
妹
﹀
一
篇
，
收

錄
於
他
的
小
說
集
︽
第
一
理
想
樹
︾，
其
餘
三
篇
並
無
結

集
。那

篇
﹁
補
白
﹂
還
留
了
一
條
小
尾
巴
：
﹁︽
風
雨
談
︾
第

一
、
四
、
五
、
九
期
刊
出
﹃
莊
損
衣
﹄
的
詩
作
，
稱
作

︽
損
衣
詩
抄
︾，
﹃
莊
損
衣
﹄
料
為
筆
名
，
並
無
在
其
他
刊

物
發
表
作
品
，
我
思
疑
乃
馬
博
良
化
名
，
拋
磚
試
問
，
望

識
者
有
以
教
我
。
﹂
其
後
才
知
道
，
那
是
瞎
猜
，
﹁
莊
損

衣
﹂
不
是
馬
朗
，
而
是
朱
英
誕
︵
一
九
一
三
至
一
九
八
三
︶。

話
說
一
九
二
八
年
，
朱
英
誕
才
十
五
歲
，
還
在
天
津
匯
文
中
學
讀

書
，
便
寫
了
第
一
首
新
詩
︽
街
燈
︾
：
﹁
水
上
披

羊
皮
的
人
／
在

採
索
銀
魚
？
在
他
身
邊
，
／
鳥
稚
散
步
，
安
閑
地
。
／
磨
坊
裡
的
驢

叫
起
來
，
／
鐘
聲
遲
緩
的
敲

，
／
汽
笛
長
鳴
，—

—

／
這
一
切
都
遠

遠
的
落
在
我
身
後
面
了
。
／
橋
把
河
隔
開
而
把
兩
岸
連
起
，
／
我
依

舊
望
得
見
一
切
，
／
但
在
雪
中
跋
涉
，
我
進
退
維
谷
而
行
。
／
獨
自

走

，
我
趕
上
前
面
那
些
提
燈
的
人
了
。
／
街
燈
，
昏
黃
的
，
依
舊

貼
在
牆
上
，
／
像
鬼
臉
，⋯

⋯

我
幾
乎
每
一
經
過
／
都
感
到
無
端
的

恐
怖
。
﹂
此
詩
可
證
作
者
一
如
馬
朗
，
也
是
早
慧
的
文
藝
少
年
。

朱
英
誕
其
後
考
入
民
國
學
院
，
是
李
白
鳳
的
同
學
，
師
從
林
庚
，
後

獲
林
庚
引
介
見
廢
名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
朱
英
誕
自
費
出
版
詩

集
︽
無
題
之
秋
︾，
由
林
庚
作
序
。
及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
廢
名
在
︽
華

北
日
報
︾
文
學
版
發
表
了
︽
林
庚
同
朱
英
誕
的
新
詩
︾
一
文
，
對
師

徒
兩
人
評
價
甚
高
：
﹁
而
朱
英
誕
也
與
西
洋
文
學
不
相
干
，
在
新
詩

中
他
等
於
南
宋
的
詞
。
﹂
又
說
﹁
真
正
的
中
國
文
學
不
一
定
要
受
西

洋
文
學
的
影
響
的
。
林
︵
庚
︶
朱
︵
英
誕
︶
的
詩
便
算
是
證
明
。
﹂

廢
名
在
文
中
短
評
︽
無
題
之
秋
︾，
用
得
最
多
的
詞
語
是
﹁
天
真
﹂、

﹁
親
切
﹂、
﹁
生
動
﹂、
﹁
可
愛
﹂、
﹁
美
麗
﹂。

朱
英
誕
仰
慕
廢
名
，
可
見
諸
︽
訪
廢
名
不
遇
︾
一
詩
：
﹁
我
獨
自
踽

踽
的
，
／
走
過
清
翠
的
天
的
山
谷
；
／
或
者
行
色
匆
匆
，
／
道
旁
的

水
果
香
也
不
挽
留
。
﹂﹁
小
河
裡
沒
有
流
水
如
雲
，
／
枯
樹
是
靜
觀
逝

水
的
老
人
；
／
一
個
靜
靜
的
冬
天
將
告
別
的
日
子
裡
，
／
我
似
乎
感

到
一
點
寂
寞
嗎
？
﹂﹁
當
我
隔
了
玻
璃
窗
探
視
時
，
／
那
些
舊
家
具
是

一
些
安
靜
的
伴
侶
，
／
它
們
似
乎
一
點
兒
也
不
寂
寞
，
／
於
是
我
平

靜
地
回
來
。
﹂

此
詩
寫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
約
略
有
點
﹁
何
必
見
戴
﹂
的
晉
人
遺
風

吧
。
廢
名
有
一
封
信
，
似
是
回
應
此
詩
：
﹁
雪
中
我
也
是
訪
友
談
天

去
了
，
孰
知
乃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
其
實
離
橋
上
不
遠
，
何
人
不
知
而

雪
亦
不
知
乎
？
歸
來
乃
留
得
足
下
之
悲
觀
，
我
亦
甚
覺
可
惜
也
。
﹂

咫
尺
不
遇
，
恰
若
新
詩
史
上
無
數
擦
肩
而
錯
過
的
小
故
事
。

從馬博良到莊損衣
葉 輝

琴台
客聚

■龔如心（中）與本文作者（右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