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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全三冊）

書介
圖文：草　草

《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性文件，是構成
香港各方面制度的最根本，
同時亦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
律。本書從起點出發，追根
溯源，收錄了《基本法》起
草過程中可以搜集到的官方
紀錄，當中包括各個委員會
及專責小組的會議資料、所
提出的報告，以及各種參考

文件，並進行系統整理。從他們的討論內容以及修改
建議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各界在起草《基本法》
時，到底抱持哪些思路、重點討論了哪些議題或字
眼、對尚有不足之處的條文有何建議等等。通過對整
個立法原意的理解，將對它如何既要保存香港獨特的
制度，亦要兼顧「中港」兩地不同制度所產生的差異
和維護國家主權，以及如何充分平衡各方的要求，提
供了重要的參考。

主編：李浩然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定價：港幣998元

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

他曾經是十六世紀最著名
的文人，他的《隨筆集》影
響後世千萬人，培根、莎士
比亞、拜倫、愛默生、赫胥
黎都以他為師；今日，他依
然是許多人「交往過最好的
朋友」，讓人不禁大嘆「他
怎麼這麼了解我？」

我們想問蒙田：該怎麼生
活？他說，多讀書，然後忘

掉你讀的那些，把自己變得笨一點。他說，凡事存
疑，但要與人自在相處，並守住你的人性。他說，把
工作做好，但不用做得太好。他的誠實、自由與懶
散，破除了偉大人物的偶像迷思；他的一生，就是一
本處世哲學！

作者：莎拉．貝克威爾

譯者：黃煜文

出版：商周文化

定價：新台幣480元

愛上幾個人渣

本書大部分內容曾在《中
國時報》「三少四壯」專欄
發表，其他則散見於香港與
內地的報刊雜誌，內容分四
輯：「輯一」關於兩岸三地
的文化觀察與時事議論；

「輯二」關於旅行，敏感細
膩；「輯三」關於生活，中
年體悟，沉靜動人；「輯四」
關於電影，藉影抒情，觀點

獨到。從文字到影像，從讀書到行走，自成一格的文
字，亦莊亦諧的態度，提供讀者，一種香港特有的觀
看角度。

作者：馬家輝

出版：時報文化

定價：新台幣300元

張徹談香港電影

香港武俠片一代宗師張
徹，自五六十年代投身香港
電影界，經歷與見聞俱引人
入勝。本書為張徹導演晚年
所撰，從中國戲曲影響入
緒，按年代細述「邵氏」的
盛衰、獨立製片制度的形
成、港產片的本地特色和合
拍片電影的發展。文章見解
獨到，並不時列舉大量鮮為

局外人所知的圈內故事，同時收入張徹早年以「何觀」
為筆名撰寫的香港電影評論，對岳楓、李翰祥、易
文、陶秦四位大導演的作品逐部點評，讀者可從中領
略香港電影從五十年代起步，走到黃金鼎盛時代，又
面臨變革危機的軌跡。

作者：張徹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定價：港幣98元

多變的孫科

孫中山先生唯一的兒子
—孫科，民國政治舞台上
的風雲人物，兩任國民政府
行政院院長。從反蔣到擁
蔣，他的政治主張在蔣介石
的強權面前步步後退，不堪
一擊。他軟弱、動搖、多
變，「名聲很大，事功卻不
顯著。」本書引證了大量權
威的史料，按照時間順序論

述了孫科在大革命、抗戰等各個時期的政治主張、政
治活動、與強權人物蔣介石的關係及其動搖多變的政
治立場。

作者：高華

出版：香港中和

定價：港幣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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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帝國》所代表的「基本歷史立場」實在
是太清晰不過——「從1865年到2010年，中國走
過了一條從被動開放、改革，到主動改革、開放
的探索奮鬥之路。如今，多數國人已經告別了仇
視、抗拒和悲情心態，拋棄了時而自卑、時而狂
妄的浮躁心理，以一種更加平和的心態、更加寬
廣的視野迎接新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歷史正在
波瀾壯闊地向前發展，金融改革也在繼續向縱深
邁進。匯豐近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歷程，無疑將對
中國的金融管理者、銀行家以及民眾帶來深刻啟
示。」

激越之情，躍然紙上。記錄這一段歷史，雖然
注定有無法「置身事外」的局限，但作者還是在

「盡一切可能做一次清晰而可持續的描述」，去完
成那個凌空而降的「跌宕起伏」的使命——為匯
豐帝國的發展做出系統化的歷史沿革描述。

從區域銀行到全球金融巨頭
在眾多研究匯豐帝國成長史的先行者中，多數

人都無法迴避這樣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匯豐在時
代變遷和世事沉浮中何以一直保持基業長青？由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兼華夏基石管理諮詢集團董事
長彭劍鋒與朱寧寧合著的《匯豐：全球金融常青
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曾從「發
展歷程」、「公司治理」、「領導力」、「風險管
理」和「可持續發展」五個方面透視了匯豐的常
青密碼。而劉詩平在《匯豐帝國》中則這樣指
出，匯豐成功與自身的「發酵」過程、歷屆掌門
人的卓越功勞和獨特的用人制度等是絕對不可掰
離的。在它那些出乎意料的成功裡面，其實隱含

很多「必然」。
以匯豐帝國「發酵」過程為例，在沈弼和浦偉

士時代，匯豐實現了亞洲、歐洲和美洲「三分天
下」的地域均衡策略。龐約翰時代的平衡戰略又
多了一個提法，即「維持經合組織國家與新興市
場所貢獻的盈利大致平衡」。而匯豐後來推出

「環球金融，地方智慧」（The World's Local Bank）
作為HSBC品牌的口號並在全球通用，可以看做
是匯豐帝國「發酵」的最精彩過程。難能可貴的
是，在匯豐帝國「發酵」的過程中還主張經營銀
行不以國際政治為考慮準繩——政策不偏向某個
政黨或政黨組織，在與東道主政府及監管部門進
行合作的同時，政治上應保持中立，即將匯豐的
利益伸展到與貿易無關的「地方」（比如政治是
非）去總是輕率之舉。

對於一個試圖延伸百年的常青企業而言，領導
人的經驗取向往往左右 公司的未來命運。為
此，匯豐歷屆掌門人的卓越功勞正是人們所關心
的問題。在劉詩平的筆下，締造匯豐帝國輝煌

「第一人」的龐約翰就是個典型例子。1998年從浦
偉士手中接過指揮大棒的龐約翰沒有趕上盛世繁
榮的好時光，從他面前颳過的是全球經濟的瑟瑟
寒風以及亞洲的滾滾金融寒流。匯豐也因此盈利
下降、成長空間萎縮。在常人看來，收斂業務和
伺機而動是當時最為明智的決策。然而，激情飛
揚的龐約翰卻在此時作出了一個在全球收購擴張
的「五年計劃」，並提出五年內股東總回報「翻
一番」的管理目標。

龐約翰：匯豐的「007」
與龐約翰熟識的人都讚歎於他的銀行家派頭。

儘管他溫文爾雅、言辭溫和，但在他的精明與冷
靜中又富有激情。龐約翰的名字縮寫是「J．B」，
和著名的英國特工詹姆斯．邦德（「007」）的名字
縮寫完全一樣，雖然龐約翰性格穩重，但是其骨
子裡流露出的大膽進取精神，卻總讓人不禁想起
那位神奇的「007」。另外，龐約翰完美地繼承了
古典銀行家的遺風——善於精打細算。他生活儉
樸，平日常坐倫敦地鐵上班，遇到堵車時甚至會
打摩的，而不坐出租車；出差時，他經常坐經濟
艙；他告誡同事們離開辦公室時一定要關燈；他
甚至要求在倫敦的員工打私人電話時自掏腰包。

其實，不僅龐約翰節儉，整個匯豐亦有業內
「最節儉銀行」之美名。正如龐約翰所言，成本
效率是「匯豐的生活方式之一」。當然，龐約翰
並不是一個十足的吝嗇鬼，他知道金錢應當花在
甚麼地方和甚麼時候花。愛好滑雪的他對於速度
的追求更是有 超乎常人的敏感，但在快速行進
中龐約翰所釋放出的冷靜特質和謹慎操守卻更是
一般人所不可企及的。美國《商業週刊》曾在封
面故事裡這樣評價龐約翰：「他安靜內斂，卻目
標明確——要不動聲色地將匯豐打造成為全球利
潤最高的銀行。」寥寥片語，幾乎破譯了龐約翰
成就匯豐金融帝國大業的全部密碼。

成功的「三大秘訣」
匯豐帝國「獨特的用人制度」則是劉詩平重點

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匯豐在用人方面始終強調
「忠誠」和「專一」，過去如此，今天依然，它已
成為匯豐的一種文化傳統。在匯豐全球化擴張的

舞台上，這支數百人的「特種部隊」，是匯豐高
級管理人員的搖籃，更是匯豐文化的傳播者。

「國際化、無安全感、有點運氣」——龐約翰
在告別匯豐前，曾這樣談及匯豐之所以成功的三
大「秘訣」。針對「無安全感」，龐約翰這樣坦
言，匯豐建立和成長的環境不似在倫敦或美國，
而是一直處在一個相對不安定的環境中，「我的
前輩曾經歷過戰爭、內戰、暴亂、革命、經濟劇
變。個人而言，我亦經歷軍事獨裁、民主制度、
君主政治或是殖民政府⋯⋯沒有安全的『危機
感』，正是避免企業滿足現狀、自我陶醉的最佳
良藥，亦促使企業以審慎的態度經營業務，甚至
成為未來發展的原動力。」

龐約翰頗為感性的總結，構成了本書的精髓之
一，從中可以使人們從一個側面了解和體味匯豐
帝國的成功之道。和很多企業帝國故事一樣，匯
豐帝國的故事其實是一部史詩，是一部講述災難
與成功、怯懦與勇猛、舊偏見與新觀念、愚鈍之
輩與偉世英才的史詩。正如劉詩平所說：「在香
港工作期間， 手梳理匯豐故事。在這裡，我試

講述了一個成長的故事，一個每每與中國重大
事件相連的英資銀行的成長故事；同時講述了一
個成功者的故事，一個幸運地在香港土壤裡發
芽，在『日不落帝國』庇護下成長，在匯豐大班
苦心經營下發展壯大的成功者的故事⋯⋯」

實際上，作者的筆法超越了這一點。單純描繪
匯豐帝國的成長史對於一個企業帝國來說，只是
較為初級的目標。另一種目標則是竭力復原更多
的觀念、事實與場景，讓更多的思考與行動進入
讀者的視野，從而令讀者得以把自身的智力與人
生經驗投注到匯豐帝國的世界中去，一同感受、
一同思考，直到精疲力竭、並獲得更深層理解。

趁 書展期間，筆者向喜歡看電視的讀者推介
一本書籍——《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之電
視篇》（簡稱《電視篇》）。

兩年前，鍾景輝踏台板六十年，研究戲劇的作
者涂小蝶撰寫了《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之
舞台篇》，首次將他親身講授的舞台劇歷史編撰
成書，並且附上很多其舞台劇照。這次，她將鍾
景輝的電視工作經驗撰寫成一本三百多頁的《電
視篇》，成為香港有數的電視歷史書籍。

涂小蝶在序文中表明她編寫《電視篇》的目
的：「我希望通過這本以King Sir為主體的書籍，
在記錄他豐富多姿的電視工作和經驗的同時，亦
能側寫香港電視的部分歷史面貌和發展軌跡，並
且將這些珍貴的史料整理和記錄下來。」

香港電視史始於1957年麗的映聲成立，鍾景輝
於1963年開始參與香港業餘話劇社在麗的映聲英
文台的粵語電視劇演出，之後二十年一直以編
導、監製和行政人員身份在無 、麗的和亞視工
作。他在1983年到2001年因在演藝學院全職工作
而只在電視台兼職擔任節目主持或旁白。2002年
他重返電視圈，成為電視演員至今。所以，閱讀
鍾景輝的電視工作史，很大程度上也就等於窺探
了香港的電視史。

作者並非以編年史的手法撰寫《電視篇》，而
是挑選了不同的有趣角度，分成多個章節記錄鍾
景輝的電視工作。例如她將鍾景輝為電視台創下
的多個「第一」列成一章（如他如何製作香港第
一齣長篇電視劇《夢斷情天》和收視率首次超越

《歡樂今宵》的《朱門怨》），又將他如何為早期
的無 電視台發掘和招攬人才（如廣邀粵語片明

星加盟和開辦藝員訓練班）、擔任司
儀和旁白、全職為無 拍劇等不同的
工作經驗分成多個章節，令讀者不用
像看傳記般逐年逐年硬依 人物的生
平經歷來閱讀，而可以自行挑選自己
最有興趣的部分先睹為快。

本書的另一優點是全書均是第一手
資料創作，而並非只將鍾景輝過往的
訪問輯成一書便當作獨家資料。筆者
閱畢全書，發現每篇文章均由作者訪
問鍾景輝，從他口中獲得歷史資料和
個人感想及評論。雖云鍾景輝所提供
的資料並非全都是獨家，但起碼鍾景
輝在整個資料搜集的過程中都有參與
其中，並且親身表達他的思想感情，
不是硬生生地要讀者囫圇吞棗一大堆冷冰冰的二
手引文。另外，他在出版前亦曾經將每篇文章細
閱，這可大大提高《電視篇》的認受性和準確
性。作者在訪問和撰寫文章時，以深入淺出的方
法將鍾景輝的電視經驗向讀者介紹，取材有趣，
文字活潑，令人很想追看下去。

本書還有一個章節最能展現其認受性、趣味性
和多元性，相信亦是讀者覺得最吸引的部分，便
是請來九位電視工作者與鍾景輝詳談他們在電視
台工作的甜酸苦辣，包括：梁天、梁舜燕、陳文
輝、慧茵、岳華、蔡和平、李司棋、伍衛國和萬
梓良。他們參與其中，不單為《電視篇》提供更
豐富、更全面的電視資料，亦能為全書的氣氛添
上活潑生動的姿采。從這九篇對談文章中，我們
可以進一步了解到香港電視工業在過去數十年的

運作和發展情況，如蔡和平講
述七年來他製作《歡樂今宵》
的情況、陳文輝披露化妝間罕
為人知的故事、慧茵憶述香港
在六十年代初業餘話劇社演出
現場直播的電視劇的幕前幕後
情景等⋯⋯這些珍貴的史料都
是首次被記錄、整理和編輯成
書，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重要電
視史料。

涂小蝶在序文中提到很多電
視工作者向她提供照片，筆者
覺得這些照片亦是《電視篇》
的亮點之一。坦白說，當筆者
翻閱《電視篇》時心情是有點

激動的，因為沒想到向來只聞其名而罕見其照的
電視劇如《煙雨濛濛》、《夢斷情天》、《清宮殘
夢》、《西施》等的劇照竟然活現眼前。看到了
年輕時期的李司棋、黃淑儀、汪明荃、殷巧兒等
的模樣、很多由蔡和平提供的《歡樂今宵》台前
幕後的照片、鍾景輝二十多歲時的劇照，還有逾
二百幀過去數十載的珍貴電視照片⋯⋯這些照片
其實是非常難找到的，難得這麼多位電視人肯因
為出版《電視篇》而翻箱倒篋將它們尋找出來。
所以，可以說單是看本書的照片已經值回票價，
何況還有超過十萬字的文字紀錄﹗

《電視篇》在書底的介紹寫 ：「本書內容豐
富、圖文並茂、資料詳盡、選材有趣。」筆者閱
後，認為以上的介紹文字十分中肯，值得向讀者
推介。

鍾景輝與香港電視 文：舒平平

作者：涂小蝶

出版：紅寶文化傳播

定價：港幣138元

「無安全感」成就企業帝國

所有的歷史，都需要放到足夠遙遠的距離去遠觀而蓋棺論定——太近的歷史頭緒蕪

雜而動盪未定，太遠的歷史材料散佚疑竇叢叢。因此，最難寫好的是當代史，最好寫

的是前朝史（近代史），寫得好的是再往前一兩個朝代的歷史。

撰寫一個企業帝國的成長史亦是如此。青年學者劉詩平的《匯豐帝國：全球頂級金

融機構的百年傳奇》（中信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無一例外地向人們昭示了這一

點。 文：潘啟雯

——劉詩平筆下的匯豐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