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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匯報》由1948年創刊初期，至今天香
港順利回歸祖國，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始終以愛國愛港為宗旨，植根香港，面向
市民。「資深讀者」梁振英自上世紀60年代起與
《文匯報》結緣。當年，《文匯報》對於這位小
學生來說，是一份立場鮮明、嚴肅及政治性強的
報章。1978年，內地改革開放，梁振英從英國學
成歸來，《文匯報》也不斷革新，包括因應社會
經濟發展增加了地產版等，滿足讀者對資訊的需
求。

放學路上　蹲報攤吸新知

談起與《文匯報》的淵源，兩鬢長出絲絲白髮
的梁振英笑了笑，說要跟記者「講古仔」、說歷
史：「我看《文匯報》時，你們大概還未出世
吧！數一數已經是50年前了。」當年，梁振英在
父親啟發下，3歲開始讀報，在升上小學後每天
由西營盤走到荷李活道上課，一路上有不少報
攤，一份份報紙就放在地上擺賣，總會吸引 他
的眼球，「當時對內地政治事件及新聞很好奇，
放學走過報攤，我總會蹲在那裡看看報紙頭版，
那時沒有廣告，只有一片字海」。
梁振英娓娓道出當年閱報趣事，印象最深是只

要趕及在中午前把報紙交還報攤，再加上「斗零」
（指5仙輔幣，1989年元旦停止流通），即可以換上
另一份報紙。傍晚時分，報攤還會推出「拍拖
報」，一份價錢兩份報章，「那個年代物質生活
不富裕，1毫子一份報紙，那疊紙相當好用了，
有人拿來鋪 吃飯，有人用來包東西，我的同學
更會用此包書」。
長大後，梁振英從英國學成歸來，正值內地改

革開放時期，他自那時起自掏腰包購閱《文匯
報》，「好多關於內地的消息，都靠看《文匯報》
得知。」

專欄寫看法　專業傳內地

在1984年至1997年間，梁振英為香港平穩過渡
回歸而積極參與，貢獻力量，《文匯報》在此時
更加成為了他與內地省市籌辦講座活動的主要聯
繫渠道。那些年，梁振英筆耕不輟：他上世紀自
80年代起於《文匯報》副刊專欄《旋轉茶座》分
享文章，「一周七天，我、陳毓祥、劉佩瓊、程
介明等輪流執筆，當年曾鈺成及曾德成的妹妹曾
勵予負責副刊，經常打來催稿的」。
想當年《文匯報》也是他編織內地網絡、廣結

友誼的平台。1979年，律師廖瑤珠成立促進現代

化專業人士協會，梁振英等大批專業人士懷 無
私的心，決意協助祖國踏上現代化之路，「當年
20多人經常藉此平台到內地交流講課，《文匯報》
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的好朋友，許多內地
活動及關係也藉 文匯報介紹的。當年內地沒有
影印機設備，我們的講課資料也是雅典美術印製
公司（《文匯報》全資附屬機構）協助印刷的」。

老讀者盼舊知己善用網絡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一晃《文匯報》走過了
65年，時刻堅持「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理
念，恪守「包容、合作、創新、拓展」的準則，
其權威性得到香港社會各界的肯定。梁振英充分
肯定了《文匯報》多年來抓緊本地社情民意的新
聞，同時扮演 香港讀者取得內地發展資訊的重
要渠道：作為香港的報章，《文匯報》對本地社
情民意的新聞不能放鬆，與此同時，報道內地經
貿民生的篇幅亦更多，內容更深入，扮演 香港
讀者取得內地發展消息的重要渠道，「這是《文
匯報》的強項，《文匯報》在內地有關係，有網
絡，也較掌握香港在內地的經貿交往、香港人在
內地的生活，故此可以從香港人角度看國家發展
帶來的機遇」。

今年是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時光一如白駒過隙，本報與香港一起歷盡風雲幻

變、波瀾起伏的65載。身為「老讀者」，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接受本報專訪時，細說

於上世紀60年代小學時期與本報在報攤結緣，及後在內地改革開放及香港回歸的歷程中，

本報成為他接收內地資訊及與各省市籌辦活動的主要聯繫渠道之一，其中與本報同仁建立情誼，在本報筆耕撰文

的趣事，至今點滴在心間，並勉勵本報繼續善用內地關係及分社辦事處網絡，多結合香港角度做好新聞報道，引領港人把握兩地

關係的方方面面，更全面到位地掌握國家發展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邱萍菲、曾少妍、徐海煒

梁振英自上世紀80年代開

始，已在《文匯報》副刊專欄

《旋轉茶座》寫文章分享看法。他在訪問中坦

言，自己對筆耕十分享受，更自爆當年腦海裡

也曾閃過投身新聞界的念頭。

梁振英在訪問中說，自己享受「爬格子」寫

稿的感覺，當時作品內容都是生活隨筆，寫好

後先由字體工整的同事代勞抄寫一遍，再專門

找人送稿，「那時傳真機不普遍，可幸當年

《文匯報》的辦事處在灣仔，不是今天的田灣」。

醉心於「字裡

行間」，他自爆

當年腦海裡也曾

閃過投身新聞界

的念頭，更在中

學暑假學習英文

速記「傍身」，

但及後發現自己

對地理土地的興

趣更濃，終於與

報業界擦身而

過，踏上專業測

量之路。

所謂「蝴蝶效應」，指的是南美的一隻蝴蝶拍
翼，可令亞洲颳起颱風。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當年
的一份房地產講座的錄音帶，就如那輕輕的拍翼，
不但促進了中資銀行開拓面向全社會的房地產抵押
業務，更令《文匯報》首次設立獨立的地產版。
憶述起這份錄音帶，更勾起梁振英與當年《文

匯報》經濟版記者一起走過的「火紅年代」，笑
說起當年「幾個後生仔」經常於周五「埋版」後
一起宵夜，大擺「龍門陣」的美好時光。他坦
言，當年這些《文匯報》朋友中不少都是高學歷
者，「如果他們不是為了理想，只是考慮個人收
入和發展，他們不一定要加入《文匯報》，大家
一班人都有共同的理想」。

為中銀講解「地產抵押」

早年的《文匯報》並未有獨立的地產版。不過，
隨 內地改革開放，在香港的中資銀行也開始想參
與和擴大做地產抵押業務。梁振英憶述，中資銀行
在此之前都是做「圍內」的公司，不是打開門面向
全社會做的業務。「事實上，當時中資銀行借錢給

圍內的客戶，不需要有甚麼抵押，但面向全社會開
放，就要了解房地產抵押的運作。」

與本報同仁煮酒論興國

當時，中國銀行集團的培訓部設在摩星嶺某
地，專門培訓中資機構人員了解房地產市場，如
何做房地產抵押業務，並找到當時任職產業測量
師的梁振英去講課。梁振英更不忘即場作「利益
申報」：「當時為中資機構講課是有費用，但我
收了之後都是捐給內地賑災。」
在知悉有關講課的錄音帶後，文匯報經濟版記

者聯絡梁振英，希望將這些培訓班的錄音帶，轉
變成梁振英的口述筆錄，並在《文匯報》連載。
「因為《文匯報》的讀者群有許多中資機構人
員，都想參與房地產市場，《文匯報》就開始搞
地產版。」
回憶起當年的《文匯報》經濟版老友，梁振英

至今對他們的名字仍如數家珍，齊禧慶、陳南、
陳崇煒、鄂治強，「大家當時都是差不多年紀，
都是20多歲，大家會一起吃宵夜，擺『龍門

陣』」。最經典的是星期
五晚，「我會在經濟版
埋版之前到文匯報灣仔
的總部，因為經濟版埋
版比較早，我就去探
班，就那麼坐 ，等他
們埋版後，一起在灣仔
一帶吃宵夜，大家一起
坐 一起聊天」。
「大家無所不談，

亦有共同理想，希望
見到國家現代化，希

望見到國家富強，擺『龍門陣』都是聊這些。」
他直言，如齊禧慶是中大畢業的（梁任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時邀齊任總研究主任），而
這些《文匯報》老友中亦有不少高學歷的人士，
「如果他們不是為了理想，只是考慮個人收入和
發展，他們不一定要加入《文匯報》，相信他們
的薪水都會低於外面的報紙，大家一班人都有共
同的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媒體生態可說
是百花齊放，競爭激烈。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訪問中
表示，自己每日由上午8時，首個「早課」就是把香
港大大小小的報紙都瀏覽一遍，然後就會留下一些
比較長的報道或評論文章，晚一點再仔細地閱讀。
「我仍然是看一張張的報紙，在政府中，我們十分重
視媒體的報道和評論，新聞處的同事會有剪報，亦
有報紙評論的概要。」

香港不同報紙媒體有 可能截然不同的立場。梁
振英說，《文匯報》是一份政治性強，立場鮮明的
報紙，正好反映香港資訊多元、讀者兼容並蓄的一
面，他相信許多人都不只是看一份報紙，且他們的
資訊來源都不只是一個渠道。「蘇東坡曾說，『無
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我認為兩樣都應該有。」
在這個人人都可以是記者的資訊爆炸年代，梁振英

形容，現在香港的媒體生態很活潑，媒體的數目越來

越多。他笑說：「許多官員有時站在『咪兜』前講
話，發現有很多的攝錄機對 自己，心中都會想是不
是每台有兩部攝錄機。」香港特區政府完全理解媒體
的工作需要，並會盡量配合，用不同方式，有用背景
簡介會，有用「咪兜」講話等，回應社會的關注。

創「行會前講話」先例

梁振英以今屆政府才有的周二行會前講話為例，每逢
星期二，有記者來採訪行會成員，過去他們在室外等，
而新政府上任後，請他們入室內，而他每星期二的行會
前都會在「咪兜」前講話：「在過去大半年，我們都盡

量調整我們的工作節奏，即使是即時不能回答媒體就每
件事中所有的問題，我們都盡量答一部分，有些年代久
遠的事，我們需要找檔案，容後再補。」
他直言，雖然沒有全面統計，但「上一屆政府任

職的主要官員說，我們這一屆的主要官員對傳媒的
發言，接受採訪，上電台上電視的頻率是高很多。
有些現場直播的節目，包括《城市論壇》，我們的
問責官員、常任秘書長的參與機會很多」。他強
調，特區政府向市民發放消息的主要渠道仍然是依
靠傳統媒體，各個部門特別是新聞處對媒體十分重
視，「我們會盡量去答，根據事實去答」。

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講座實錄 催生本報地產版

■本報舊同事齊禧慶

（圖）獲梁振英邀請曾加

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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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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