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光飛逝，香港《文匯報》到2013年9月9日便是
65歲了，在這個慶祝紀念活動的同時，當然少不了
出版一本紀念冊，而我亦有幸地被朱凱勤先生邀請
細說一下我跟《文匯報》的關係和歷史。

回想我開始為本地報章和雜誌撰寫有關體育的文
章或專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時我之所以
有機會被報章或雜誌邀請寫文，主要是我在1981年
和1982年兩度參加了當時香港無㡊電視台籌辦和製
作的香港全能運動員選拔賽，雖然兩屆的比賽中我
都敗給一位居港的前蘇格蘭傑出運動員摩利臣而屈
居亞軍，但由於無㡊電視翡翠台的現場直播比賽，
以及本地報章和雜誌的記者廣泛報道這項賽事，讓
我在媒體的曝光率和知名度大大提升。此外，亦加
上我本身擁有大學的體育專業和在大專院校任教體
育，就在這有利條件下促成我在報章和雜誌的爬格
子生涯。打從那些年開始至今，我寫過的報章接近
10份，當中，能夠橫跨3個10年的也只得《文匯

報》，這也代表我在報章寫作生涯最有感情的也是
《文匯報》。

這兩天我特意翻查我過去跟《文匯報》寫過的文
章的記錄，得知我在《文匯報》的第一個定期專欄
是始於1988年11月， 而專欄的名字是「體壇茶
座」， 當時這個名字是從右寫向左的，也是早年慣
用的中文書寫方式。由於當時正是網球熱潮，加上
美國華裔球手張德培在1989年以17歲之齡而取得網
球大滿貫賽事之一的法國公開賽冠軍，把內地、香
港、亞洲等地的網球熱潮推上最高峰。正好我當時
也熱愛網球，並且考取了美國職業網球教練資格，
同時擔任浸會大學網球隊教練和無㡊電視翡翠台的
網球評述員，所以我便以系統和由淺入深的方式在
這專欄為讀者介紹網球的基本技術和打法。

到了1990年，「體壇茶座」這個專欄便改版為
「運動創傷」，內容主要給讀者介紹有關預防和處理
運動有關的創傷。而這個專欄的改動，也切合當時

普羅大眾的需要。因為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健
康舞和健體Keep Fit熱潮，吸引了大批青年男女加
入Keep Fit健身行列，但由於參加者缺乏正確的健
身運動知識，運動創傷的數字便不斷增加，當時體
育版的老總朱凱勤先生也看到這一點，遂建議我為
讀者介紹有關預防和處理運動創傷的知識。

在1990年完成了「運動創傷」這個專欄後，相隔
了17年才有機會再跟《文匯報》合作，這是從2007
年8月8日開始，連續寫了有關奧運和精英運動的文
章，但專欄沒有一個固定的名稱。到了2008年2月17
日開始，總編給我的專欄套上「伯光視點」這個名
稱，並且定期在周日刊出。去到2008年的12月7日，
專欄再改名為「鍾伯光專欄」，並且維持至今。用
姓名作為專欄的名，讓我感到無限光榮。

作為一位體育人，我十分欣賞和敬佩香港《文匯
報》多年來對體育的支持，能夠在每天的報章中給
予三頁版面體育是件不簡單的事情，而這三版的體

育報道和寫作都十分認真，內容包括本地、中國內
地、國際等體育新聞，當中沒有把賭波相關的內容
包括在內，是一個難得的做法，這也反映體育版總
編的明智決策和對體育報道的良好方針。而我亦對
總編給我在專欄寫作的自由度致以萬分感激。最
後，祝賀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的成功，並祝
願《文匯報》報業繼續蒸蒸日上。

（鍾伯光撰文，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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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創刊65年來，與香港同步跨越滄桑歲月。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

主任、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憶述，上世紀

70年代，他作為首批進行補償貿易商人，必須透過本報接收內地資訊，掌握國家方針

政策，從此對本報情有獨鍾。往後30年來，他與本報更無間斷、全方位合作，包括合

辦「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等，做到「取諸文匯，用諸文匯」。他又勉勵本報堅持

「想了解中國，就看文匯報」的優勢，讓讀者抓緊國家發展脈搏。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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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與本報的緣起，蔡冠深儼如憶起一個相
知相惜多年的「老朋友」。上世紀70年代

末，國家正值改革開放，蔡冠深已經走遍內地經
商，成為首批進行補償貿易商人，《文匯報》擁
有鮮明立場定位，清楚掌握國家發展的脈搏，自
然成為他接收內地資訊及掌握國家方針政策的首
選，轉眼間，他已經成為幾十年的「忠實讀
者」。

「內地經商不看無法生存」

他說：「老實講，細路仔好少閱讀報章，但當
年到內地做生意，不看《文匯報》根本無法生
存。轉眼間已經30年。時至今日，我每朝早仍然
堅持要翻閱《文匯報》，即使無時間，下午都要
翻開速讀新聞標題。所以，《文匯報》陪伴好多
香港人，特別與內地有貿易關係的人，走過好多

難忘時刻。」
自此，蔡冠深與《文匯報》開始種下不解情

緣。他透露，當年最早認識《文匯報》記者是香
港文匯報退休職工聯誼會執行會長黃仕培，碰巧
他的同學正是新華集團老同事，所以，黃仕培時
常到新華探班聊天，開始與《文匯報》建立情
誼。其後，經黃仕培引介原《文匯報》執行總編
輯張建華，訪問新華集團海產製作速度，講解如
何由「小舢舨」做到「大戰艦」，及後又為父親
㞫星作題為《蔡繼有星》的專訪。

難忘父親專訪 緊貼兩地發展

蔡冠深笑說：「當年《文匯報》訪問新華集團海
產製作速度，如何又快又準將小漁船做到大戰艦。
我好記得，我稱須按㠥香港潮流發展，新華集團海
產食品到金融發展，每個階段均與香港及國家同步
發展。《文匯報》之後又為父親做專訪。可以說
是，兩個跨版令我與《文匯報》合作無間。時至今
日，兩會期間的提案亦是經由《文匯報》對外發
放。我對《文匯報》可謂情有獨鍾。」

今日新世代資訊爆炸，蔡冠深勉勵本報要堅持
「想了解中國，就看文匯報」的優勢，讓讀者抓緊
國家發展的脈搏，「《文匯報》的中國時事及經濟
新聞，在香港成功奠定了突出及權威性定位。在
內地經商，哪個不看《文匯報》？政府官員哪個
不看《文匯報》？我認為不能夠以銷紙量定奪市
場接受度，正如有報章被視作休閒性，但《文匯
報》則是嚴肅及可信性高，與休閒性是兩個不同
的想法，這既是成功地方，亦是文匯定位」。

嚴肅可信高 多譯英文版

因業務關係幾乎走遍全球的蔡冠深直言，《文
匯報》65年奠定的基礎，不但為愛國愛港力量搭
建發表平台，凝聚大批愛國愛港聲音，更成為外
國商會及使節了解香港的重要渠道，「今日《文
匯報》讀者，不單止有愛國人士或商界，更有好
多外國商會及使節，好多時到外國領事館更會翻
譯成英文版本。至於讀者群如何肯定《文匯報》
公信力？我好記得，有次到中文大學與學生座
談，他們表明做功課定會選擇《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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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述與香港《文匯報》長達30年

的淵源，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

會副主任、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新華集

團主席蔡冠深並非單純的「老讀者」，而是化被

動為主動的「參與者」。多年來，他通過《文匯

報》了解世界走勢後，透過贊助及合作等，做

到「取諸文匯，用諸文匯」，包括與本報合辦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又牽頭成立「中

國科學院院士榮譽基金會」，資助全國數百位80

歲以上的榮譽老院士，宏揚敬老尊業精神，及

透過《文匯報》將好人好事對外宣揚，與《文

匯報》雙向互動。

蔡冠深接受本報專訪時坦言，在1994年至

1995年，因緣際會下，經時任中國科協主席、

基金會前任理事長周光召，中國科協黨組書記

兼副主席、院士榮譽基金會常務理事張玉台介

紹，認識到中國科學院發展，得悉很多老院士

包括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年輕時候，如何

在美國及法國艱苦奮鬥，最終甘願放棄國外優

厚生活，為新中國建設回流建立好多研究所，

無私奉獻為中國科學帶來偉大成就，令他盼望

為他們多做回點事。

探訪感殘舊 資助宣敬老

他說：「以前在文匯報得悉好多老院士的偉

業。但上世紀90年代到中國科學院實地探訪，發

現科學院非常殘舊，裡頭梳化座椅失去彈性，好

多老院士屋企亦是非常簡陋，因此，我決定設立

『中國科學院院士榮譽基金會』，資助全國幾百個

80歲以上的榮譽老院士，宣揚敬老尊業精神。並

透過《文匯報》將好人好事對外宣揚。往後十

年，每年春節前後我仍然堅持到科學院拜訪，與

老院士聊天送暖。」

合辦國情賽 倡歷史文化

近年，新華集團基金又贊助100萬港元，與香

港《文匯報》聯合舉辦「『中華文化知多少—新

華盃』的國情知識大賽，共同宏揚中國歷史文

化。他直言，他多年與《文匯報》的合作是全方

位、無間斷，「我們傾過網絡及業務合作，又有

廣告合作，當中既有順利又有不成熟計劃，未來

更會陸續有愛國愛港及教育文化事業等合作，包

括徵文比賽等。我多年致力推動『民間外交』，

既有經濟又有文化推廣，我特別關注文化宏

揚」。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老讀者變參與者創設科學院基金

祝賀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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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宏揚中國歷史文化，蔡冠深贊

助百萬港元，與本報合辦「中華文

化知多少—新華盃」。 資料圖片

時 至 今

日，蔡冠深

即使工作再

繁忙，每天

都會翻開本

報速讀新聞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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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冠蔡

浸大教授鍾伯光 爬格子結文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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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社長王樹成 (右)，向蔡冠深致送中國文化盃紀

念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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