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今年是《文匯報》
創刊65周年，曾任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劉宇新接受
本報訪問，分享自己與《文匯報》的40多載情緣，

「我一直是《文匯報》的忠實讀者和戰友」。他說，
40多年來，《文匯報》是他每日必看的報紙，他從

《文匯報》中了解到內地工商資訊和香港社會時
事。「《文匯報》在眾多傳統愛國報紙中，具有超
然地位。《文匯報》新聞報道詳實客觀，對讀者有
好處。」

汲取精神食糧 了解國家發展

事實上，翻閱報社資料室，這幾十年來，「劉宇
新」這個名字的確經常出現在《文匯報》。回看舊
日新聞，也發現劉宇新具有「多重身份」：他是愛
國實業家，1978年國家改革開放，是首批到內地投
資設廠的企業家；他是知名慈善家，當年將賺取的
第一桶金用來報效家鄉；他曾任四屆全國政協委
員，多次就政治議題發表意見，針砭時弊；他是活
躍的社會活動家，至今一直全身心投入社會活動。

對此，劉宇新表示，「作為香港市民，他與廣大
讀者一樣，從《文匯報》中汲取到豐富的精神食
糧；作為工商人士，他與各界工商趐楚一樣，藉

《文匯報》了解到國家的發展變化；作為社團首
長，他與很多愛國愛港領袖一樣，視《文匯報》為

一面愛國旗幟，堅定愛國主義，努力不懈支持國家
發展進步，支持香港繁榮穩定。

報道回鄉捐資 給予極大鼓舞

劉宇新憶起自己與《文匯報》的情緣：1978年
「三中全會」前夕，他回家鄉梅州捐資辦學，當時
內地報紙新聞仍受到「左」的影響，但《文匯報》
已經領會了中央改革開放精神，將他回鄉捐資辦學
進行顯著報道，讚揚其愛國愛鄉的情懷，這篇報道
給予他極大的鼓舞。

劉宇新之後與《文匯報》保持 良好合作關係。
1987年，東北森林大火，時任香港嘉應商會會長的
他，托本報向災區送上20萬元捐款和一封慰問信；

《文匯報》報社新搬到田灣現址時，他贊助10萬元
添置音響設備；《文匯報》出版畫冊，他積極贊助
經費並自掏腰包購買。

倡開辦社團版 團結愛國人士

香港於1997回歸前，劉宇新也經常透過《文匯報》
發表意見，針砭時弊。劉宇新指，「末任港督彭定
康上任才3個月，就提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
我接受採訪時，一針見血地揭露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是『糖衣毒藥』，是反華亂港的一項陰謀」。

劉宇新還透露，《文匯報》現在的「社團版」是

他提議開辦的，「三中全會後，我提議《文匯報》
開辦工商社團版，採訪報道香港工商界投資內地的
情況，這也促成港商回內地投資興業的潮流」。香
港回歸前後，很多愛國愛港社團相繼成立，包括香
港客屬總會等。身為客家人的一分子，劉宇新認
為，《文匯報》為團結愛國愛港人士，促進香港安
定繁榮作出重要貢獻。

承擔歷史重任 盼建祖國橋樑

作為《文匯報》的忠實讀者和戰友，劉宇新指
出，《文匯報》從創辦至今，就一直自覺地承擔歷
史賦予的重任，發揮輿論力量。在重大歷史關頭，
都能準確宣傳中央精神，適應形勢轉變，及時宣傳
中央決策。「無論任何時期，《文匯報》全體上下
都始終忠於職守，做出成績有目共睹，也獲得社會
廣泛讚譽。我特別能感受到《文匯報》與社會各界
建立的良好關係，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喜愛。」

被問及對《文匯報》未來發展的期盼，劉宇新表
示，現在是中國進入實現「中國夢」的偉大時代，
香港是「中國夢」的一部分。《文匯報》立足香
港，背靠祖國，期望繼續發揮更大的宣傳作用，配
合國家的發展，廣泛宣傳國家發展取得的成就，也
讓香港同胞更多了解國家各項發展，引導年輕讀者
更多參與到國家和香港的未來發展事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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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香港還未回歸祖國，亦未有金融風暴。對於不少人來說，可能

不是個「值得記住」的年份，但對於李秀 來說，1993年是與文匯報首

度結緣的一年，而這場緣分一結就是20年。「這一年的記憶十分深刻，

是我第一年在文匯報上刊出自己的文章；同時也是第一次被《文匯報》

的記者採訪。」李秀 把這一天關於他的全版報道珍而重之地掛在會客室，之

後《文匯報》的有關文章，他也仔細地保存下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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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劉宇新稱讚《文匯報》在眾多傳統愛國報紙中，

具有超然地位。 沈清麗 攝

■劉宇新 (中) 曾任香港嘉應商會會長，並就東北森

林大火向本報捐款賑災。 資料圖片

說起李秀 的第一個全版報道，他笑說當時
並沒有任何廣告交易，只是代表行業接受

訪問。「當年已經到內地投資的港商還不是太
多，而我是其中一個。當時，《文匯報》已經有
許多介紹內地投資環境的資訊，很有眼光。」

當然，李秀 真正認識《文匯報》並非該次
的訪問，而是因為當年他成立的『中港經貿商
會』（即現香港經貿商會前身）開始。「（我）
決定成立『中港經貿商會』，由1991年就開始準
備，至1993年正式成立，其間並得到了《文匯
報》的支持。我成為了『中港經貿商會』第一
任會長後，跟《文匯報》的接觸也就日漸增
多。」

父追讀每日必備 助進內地市場

其實，李秀 在更早的時候已經認識《文匯
報》，因為他爸爸一直有看《文匯報》，到自己正

式從商後，《文匯報》更是他每日必備的一份報
紙，「要留意內地的情況，《文匯報》就是行內
數一數二的報紙」。他說，自己每日都會讀多份
報章，而《文匯報》在中央政府的公布、官員委
任狀況、國家政策和招商活動等內容上，都比其
他報章有更全面和深入的報道。

「我認為在內地與香港之間有貿易來往的中小
企，可以藉 《文匯報》留意更多內地經濟和與
自己行業有關的社團活動。」李秀 指，《文匯
報》舉辦過不少招商活動，幫助不少企業走入內
地市場，認識陌生省市，了解各省市的投資環
境，創造更多商機。

多接觸增友誼 共結兄弟情

隨 李秀 與《文匯報》有更多的接觸，他與
本報的高層之間也結下十分深厚的友誼。「《文
匯報》十分重視介紹內地的經貿情況，舉辦不少

招商和拜訪內地的活動，以及參與研討會的機
會，因此在不少場合都與《文匯報》的高層有
接觸，很快就熟絡了，並成為好朋友。」他
說，去年8月，湖南省長沙市政府及《文匯報》
發起成立香港長沙商會，他出任首任會長，而
發起人之一、《文匯報》總經理歐陽曉晴則出
任副會長。

李秀 說，之所以會成立香港長沙商會，「我
和歐陽曉晴都覺得，隨 國家的經濟發展，長沙
未來將是個理想的投資熱點，亦有後發優勢。所
以就一起成立這個商會，同時也得到《文匯報》
的大力支持」。他更笑言歐陽曉晴是位年輕、有
活力和表達能力高的領導。

他又笑說，自己與多位《文匯報》社長的感情
也猶如兄弟，但就苦笑道，自己與多位社長的上
班時間不合，大家很難在一起吃頓晚飯，這是一
個至今仍縈繞在心頭的小遺憾。

李秀 在1993年7月就開始在《文匯報》發表個
人文章，機緣來自於他讀博士學位時，在本報得
到一個撰寫非固定文章的機會，是早期讓他刊登
文章的報刊之一。他笑說，歷年來，自己在《文
匯報》上應該發表過幾百篇的文章，其中令他最
難忘的，就是知道自己文章有國家領導人看，更
包括原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留意。

李秀 與香港《文匯報》的淵源，要從他大學
時投稿說起：「當我讀博士學位時，要研究不少
關於經濟發展的題目，於是我心想反正都要寫論
文，不如試試看可不可先在報章上寫。」結果，

《文匯報》成為當年讓他刊登文章的報刊之一。

視兩地溝通橋 頻「筆耕」獲關注

其後，香港回歸，自己有感當時有部分人對此
「有恐懼」，同時也不是很多港商有空寫文章，而
《文匯報》是當時港英政府與中央之間的一個很
重要溝通橋樑，「我覺得《文匯報》是香港與北
京高層一個重要溝通途徑。當時的香港官員與中
央基本上沒有溝通，所以雙方很多資訊和觀點，
討價還價，都是透過《文匯報》接收和發布，是
很有Selling Point（賣點）的一份報章」，故李秀
就自然而然地繼續「筆耕」。

至今，李秀 在《文匯報》上應該已發表過幾

百篇的文章，最令他難忘的經驗，是知道自己文
章引起國家領導人的關注，包括前總理朱鎔基：

「我記得那是一篇是有關廠家的文章，由於觀點
上與他的看法有點不一，於是特別叫港澳辦官員
打電話給我，說朱鎔基總理剛讀過我的文章，並
對有關的觀點很感興趣，想更詳細了解。」

嘆港政治化 盼發表意見

他說，自己後來也為此題目，寫了更深入的文
章。「到今日為止，雖然已經有不少香港官員可
以和中央直接溝通，但我覺得這裡仍是一個可以
讓中央了解香港商界情況的地方。香港近年愈來
愈政治化，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港商，也希望
可以發表一下我們對香港的意見。」

讀博士時首刊文 難忘朱鎔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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