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香港《文匯報》的
老朋友，第八屆及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聯合國際
董事長蔡德河談起本報，不時重複一句話：「我對
《文匯報》很有感情！」

作為最早赴廣東投資的港商之一，蔡德河於香港
內地之間往來經商逾半個世紀，並以他在香港商界
的影響力，與一班香港工商業老友共同於1982年創
辦了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頻繁聯絡溝通兩地，
大膽開放交流之勢一時無兩。

報道內地詳盡 助港商投資

「那時，我響應國家號召，抱 一顆愛國心，想
要支持內地經濟建設，《文匯報》給了我很大的幫
助。」蔡德河娓娓道來。當時，肯到內地投資的港

商不多，對內地資訊都不甚了解，大家都不知道如
何展開，而各方面條件也仍未成熟。不過，到內地
投資之前就關注《文匯報》的蔡德河，坦言自己從
本報每日鮮活及時的內地新聞中獲益良多。

閱財經看招商 讚本報中肯

蔡德河說，他赴內地投資比較早，那時國家經濟
剛剛開始發展，還不叫改革而是叫建設四化，《文
匯報》對內地這方面的報道和資料很多很全面，他
想知道的訊息很多都可以在《文匯報》上找到：
「我家三代經商，家族生意很多在內地及歐美，大
仔已長住內地，看一份《文匯報》便知內地事、知
世界事，對我生意又有幫助，幾十年都是如此，你
說我怎麼會對文匯沒感情？」

到現在，他依然有每天看《文匯報》的習慣，並
笑說：「家人都跟我看《文匯報》的。」蔡德河家
中及公司各有一份《文匯報》，早上有時間便在家
看，如去公司就在辦公室看，「我不可以硬要求公
司的同事看，但是家人都是跟我的，我帶動一家都
看《文匯報》」。
談及如今的《文匯報》，蔡德河很肯定地說：

「我一直最看中《文匯報》的中肯和全面，特別是
現在對內地的報道非常詳細和充實。」在商言商，
他仍然會多留意財經報道：「我連招商活動都看得
很仔細，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招商內容，從中可以
知道內地哪裡在發展、哪裡有商機嘛！」他殷殷期
望《文匯報》越辦越好，在保持內地資訊充實的同
時，有更豐富的財經和香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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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興學助教、善澤四海而聞名的香港大慈善家、協成行集團主席、基金主席方

潤華，每天都透過包括《文匯報》在內的香港主流媒體，第一時間了解和收集需

要受捐對象的信息。《文匯報》已成為方老先生及基金負責人每日必讀的報紙之

一，也是方樹福堂基金及方潤華基金推動慈善的夥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解玲

■蔡德河是最早赴內地投資的港商之一，通過《文匯

報》獲得不少內地資訊，令他受益良多。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自2006年起，一直
熱衷為《文匯報》撰寫專欄的方潤華受邀開始同
時為「文匯網」撰寫博客，點擊率一直高居前
列。翻閱方潤華的專欄與博文，從他所熟知的工
商界、經濟話題，到政治議題、夫妻之道、食品
安全、養生理念、文化拾趣，題目幾乎無所不
包，字裡行間更可以感受到一位長者的豁然智慧
與淡泊心性。問及話題從何而來，方潤華笑道：
「看書就有了！」

日花六小時 酷愛歷史書

方潤華酷愛看書，似為彌補少年時讀書少的遺
憾，實則看書同游泳一樣，已經成為他的生活習
慣，像空氣和水的存在一樣，必需而自然。「我
喜歡看中英文書，尤其是老書，古今中外都看，
每天要看五六小時，讀到有興趣的內容，就多想

想，寫幾筆，就成了專欄的內容，每天也要寫上
很多篇。」
他講到興起時，在記者的採訪本上認真寫下一

行字：「不了解歷史，便不能創造歷史。」他解
釋道，政治、經濟和投資都是一樣的，過往的歷
史過程很重要，都是有高有低，不了解風險就不
可能創造未來：「我喜歡看歷史書，做工商業的
一定要了解歷史，以史為鑒，借古鑒今，你知道
以前發生的事，才能知道今後的發展方向。」

軟性助航天 減壓免後顧

年少時一心希望國家強大，方潤華也不遺餘
力支持國家的航天事業，在酒泉、西昌都有方
老先生捐建的運動場、小學、文娛中心、電腦
中心。他這樣解釋其獨特的捐助思路：「那時
神舟1號至3號不是太成功，大家很苦悶，我和

朋友捐些錢，支持他們建卡拉OK之類的娛樂設
施給大家放鬆一下，對緩解工作壓力有很大幫
助；中心工作人員不能離開基地，我建了小學
可以讓他們的第二代有地方讀書，解除他們的
後顧之憂。」
1994年，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獲國際小行星

中心批准，他也成為繼邵逸夫、曾憲梓、田家炳
之後第四位將名字永留星空的香港名人，而與他
共過患難的妻子方譚遠良亦在2006年獲小行星命
名的殊榮。「再過兩年就是我同夫人結婚70周年
了！」方潤華此時臉上竟泛出紅暈。
繁華落盡，唯有伊人在伴，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大概就是方潤華當下的心境吧。從他今年5
月份自書的一首《我的願望歌》中也可一窺端
倪：「春夏秋冬，南北西東，古往今來，善與人
同；保健延壽，有恆運動，及時行樂，秋月春
風；家庭和諧，寬容尊重，隨緣善慶，天賜福
壽，人生如此，盡付笑談中！」

愛看書多思考 造就火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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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威 攝

採訪方老先生這一天，正值8月15日──日本
戰敗投降68周年。少年時經歷太平洋戰爭

爆發、「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方潤華幼
小的心靈因此留下畢生難忘的印跡，在家國淪陷
的命運中激勵自己積極向前，子承父志樂善好
施、興學助教，利用方家成立的兩個基金，在近
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幫助更多人用知識改變命
運，貢獻社會。

輟學留遺憾 捐助失學兒

「因為戰爭爆發，我當時沒有機會繼續讀完中
學，就要幫助父親做生意、照顧家庭，我內心一
直有一個心願，希望中國的孩子都有機會唸書。」
被迫輟學的人生遺憾一直伴隨 方潤華，他回憶
道：「父親讀至小學，我則中學未讀完，我和父
親都有這樣的心願，有朝一日賺得錢來，可以捐
給失學兒童或者貧困家庭，讓人人有書讀，如果
讀完中學還能讀大學的，我們也會支持。」
回憶那烽煙四起的戰爭年代並不輕鬆，面對家

國無安、傷病無依的慘況，親歷國人受日本人欺
凌，這些都讓方潤華終身難忘：「那時我就想，
有能力就要捐醫院和衛生所，改善醫療狀況，讓
窮人也可以看醫生、病了有藥吃；國家不富強就
要受外國人欺負，所以中國一定要強大起來！」

拒港英壓力 辦學振中華

1956年，方樹福和方潤華兩父子在家鄉東莞捐
建了一間小學，當時敢捐助內地的香港人不多，
怕有政治瓜葛，港英政府也來質問方家：「我就
和港英政府說，我是資本家，不涉及政治，捐錢
是為了教育家鄉的子弟，造福後人。」
自那時起，方家陸續開始捐助教育、援建學

校，1970年方父專門成立了用於慈善的方樹福堂

基金，隨後方潤華也成立了方潤華基金繼續扶貧
賑災、興學助教、濟殘扶弱。當中，興學助教也
成為基金的首要捐助目標，至今捐建的學校已有
近200所，教育科研項目也不計其數，善舉遍布
兩岸四地。
1994年，方潤華秉承父親遺志，捐資20萬元人

民幣在寧夏西吉縣平峰鄉張武村修建希望小學。
此後，方潤華又為學校寄去《文匯報》，令學校
師生有機會了解香港及海外的很多信息。多年
來，山村小學會議室裡的一疊疊《文匯報》成為
西海固地區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香港報紙，鄉
縣政府以及當地郵政局都視若珍寶，經常借閱，
令學校與有榮焉。

閱報聞苦況 助疆孩圓夢

2003年本報刊登《疆一貧困戶竟培養三博士》
的報道引起了方潤華的注意，清貧的家庭竟然連
出3位博士生，當中兩姐妹陳新梅和陳新華卻因
出疆就讀，被原校新疆醫科大學要求支付9萬元
在校培養費。方潤華經基金透過當地統戰部向學
校轉交2,000元，希望幫助孩子出疆就讀。由於方
潤華的關注與捐助，學校免除了兩姐妹的培養
費，兩人讀完學業的心願得以實現。2004年，姐
妹倆赴新加坡出席醫學研討會時，特地到港拜會
方老先生表達感激之情。

致函本報社長 倡設基金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基金的剪報簿做了一本
又一本，連基金負責人都數不清積累多少本了，
而這樣的工作仍在繼續。方潤華說：「雪中送炭
是我們基金工作的重點，我們無論幫助教育、醫
療還是社會福利，都是希望幫助他們解決貧困，
尤其是解燃眉之急，而且一定會用到貧苦大眾的

身上。」
「我8歲的時

候，媽媽就不在
了，所以我會很
關心孤兒，希望
他們感到些溫
暖。」方潤華對
捐助孤兒總是更
多一份關切。
2009年「六一」
前夕，本報一篇
有關內地孤兒生
存現狀的報道驚
動了中南海，時
任國家主席胡錦
濤親自過問並兩
度批示，方潤華看到《文匯報》2010年5月的後續
報道《胡主席情牽孤兒》後，立即致函本報董事
長、社長王樹成，建議《文匯報》成立基金，協
助扶助孤兒，他樂意捐款助養孤兒；並建議在各
級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能盡快出台新的孤兒撫育
標準，使他們的生活得到進一步改善。
他同時還呼籲海內外同胞都積極捐款支持該援

助基金。未曾想在短短一年後，2011年「六一」，
國家兒童福利普惠保障制度逐步具體落實，全國
70萬18歲以下的孤兒因此受惠。
「我讀書不多，但是十幾歲在讀小學和中學之

間還上過私塾，傳統文化和道德思想都多少有些
領悟。做人始終都是要愛國、孝敬父母，是要有
愛心的。」「我們捐錢，不為名，不為利，有的
只是愛心，只是想完成心願。做人要飲水思源，
有錢出錢，有生之年能夠幫助別人是最開心
的。」方潤華總是這樣淡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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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潤華看到《文匯報》後

續報道《胡主席情牽孤兒》

後，致函本報董事長、社長

王樹成，建議《文匯報》成

立基金，協助扶助孤兒並樂

意捐款助養。 資料圖片

■經歷太平洋戰爭和日治時期，方潤華

希望中國人人有書讀。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