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去秋來，我們剛慶祝回歸祖國16周年，又滿懷喜
悅籌備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周年慶祝活動之
際，喜悉風行寰宇的《文匯報》也正在刊出65周年報
慶系列專題，作為報慶報道的重點項目，並向與
《文匯報》有淵源的「新老文匯友」約稿，共話「文
匯緣」。古稀之年的我有幸被邀請，讓我在文匯緣巡
訪專題談感想與讀者分享之，當然是求之不得。
諸法因緣生。我與《文匯報》結讀者緣遠在上世

紀70年代後期，中國開放改革之初。那些年，常隨
愛國企業家王寬誠先生和霍英東先生往神州大地訪
問。為了能更多、更快、更準確地學習到國情，正
因為《文匯報》權威、客觀的新聞報道打動了我，
打從那時候起，就開始每一天，哪怕是假期，都閱
讀《文匯報》，結讀者緣至今35載之久，從中我從
《文匯報》獲得不少有益、有建設性的資訊，給我
帶來不少機遇，包括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知識和人
脈關係，例如在廣東我的故鄉梅縣、在廣州等投資
開發房地產。而我也是券商，準確解讀內地國策和
未來路向，無疑是更有效作出投資證券的部署和買
賣決定，也增加了信心。

早知梁振英非池中物

80年代初，我被港英政府委任為觀塘區議員，當
年得到《文匯報》多名記者採訪報道，在《文匯報》
交了不少朋友。全國政協第六屆會議在北京舉行
時，我作為我夫婿吳多泰委員的秘書，陪同赴京出
席政協活動。十分感謝張雲楓先生相邀在副刊「采
風」版，用上我的筆名「思旋」自立天地，從此我
可以無愧地稱自己為「文匯之友」。
近日，得知剛出版的《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中

披露，中國經濟引入市場模式，進入跨躍式黃金十
年，就曾得到像梁振英等精英全面介紹香港土地買
賣、房屋運行機制等的市場機制。從這段往事也令
我憶及寫作生涯的一段值得自豪事。話說在80年後
期，《文匯報》又給予我機會，開了一欄「時人豐
采」，逢周末刊登。當年，我與夫婿以及友人曾正、
關啟明等合作，在尖沙咀興建綜合大廈「好兆年
行」。落成啟用，聘請「仲量行」負責大廈保安及管
理。「仲量行」派出的正是年輕有為的梁振英先
生。當時梁振英已備受中央特別是姬鵬飛主任和魯
平主任所重用，為香港回歸過渡和草擬《基本法》
做了大量工作。逢「周末華采」要訪問時人豐采
時，在腦海中浮出的目標人物首先就是梁振英。幸
運之神眷顧我，得到梁振英允許，我親到「仲量行」
他的辦公地點採訪這位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香港
明日之星，侃侃而談，談他的理想和抱負，令我打
從內心敬佩他的才華和赤子之心。臨別與梁振英握
手告別時，我已認定眼前小子終非池中物。

報道公正評論有見地

《文匯報》走過風雨兼程的65載，創辦以來，正
經歷過解放戰爭勝利，見證共和國成立，以及積極
推動中國開放改革取得輝煌成就，有幸投入大時
代，見證並記錄了香港回歸祖國、香港改朝換代的
史實。《文匯報》積極推動和支持國家政治、經
濟、文化和振興中華統一大業，積極支持中央對香
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依《基本法》治港的國
策。全球《文匯報》讀者都一致讚許《文匯報》是
一份大報，是一份有文化傳承責任、有社會責任、
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務、為讀者服務的媒體。啟

迪民智、銳觀天下的《文匯報》至今仍然是我每天
捨得花錢買來看的報紙，就是想看《文匯報》上的
分析、評論文章，看忠實、公正的新聞報道，尤其
是內地政治、經濟、社會的新聞和分析評論文章。
老實說，《文匯報》在35年情緣中，給了我很多

機會，我在5年當選廣東省人大代表，20年被委任
全國政協委員的政治生涯中，《文匯報》給予我不
少文字和語言參政議政的鍛煉機會。1998年新春，
《文匯報》舉辦新春座談會，很榮幸我是被邀嘉賓
發言其中一人，我以《穩定金融才能穩定社會》為
題在會上發言，難得的是翌日報章全文登載了我的
發言稿。至今我仍珍而重之，把整份《文匯報》保
存在手。很自豪地說，相隔15年後重看此文，特別
是當下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劣境，當年我的看法和
意見是正確的。我在「兩會」召開期間，以及曾親
自率婦女團往北京和台灣舉行海峽四地婦女大會
時，《文匯報》不但廣為報道大會新聞，還分別把
我的大會致辭圖文並茂讓讀者分享，真教我感動又
感激不已。

「思旋心水馬」長贏長有

本人不才，有幸受《文匯報》「賞識」，在副刊給
我「地盤」當上專欄作者，因此有了專欄作者身
份，當上了香港作家協會會長，在香港各界慶祝國
慶籌委會當上宣傳主任。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
還聘請我當名譽會長哩。說上一句不自量力的話，
自覺頭上戴了光環。30多年的寫作鍛煉略有啟發
—報紙副刊要走進生活，從此貼近市場，配合讀
者興趣。鄧小平老先生曾許下諾言「香港五十年不
變」。「馬照跑、舞照跳」金句十分傳神。想告訴

讀者諸君，《文匯報》開了「馬經版」，在當年甚
為哄動。我以我的筆名「思旋」在文匯馬經版寫馬
經，不是自誇，「思旋心水馬」此欄甚受馬迷讀者
歡迎，皆因貼士準呀！遺憾的是鄧小平老先生未能
親臨香港與香港市民見證回歸祖國神聖的一刻。

鄧公專輯增港人信心

鄧老先生逝世舉國同悲，《文匯報》領導知我與
鄧老先生有數面之緣，讓我的緬懷鄧公文章—
《永遠懷念鄧小平老先生》在紀念專輯發表，把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多次親耳聆聽鄧公講香港問題如實
報道，讓讀者更敬仰鄧公，對「一國兩制」解讀認
識更深，增加對香港前途信心。
感謝《文匯報》給我機緣，學習與鍛煉政治智慧

和文字功。期望《文匯報》今後多賜我機會，好教
我多寫更深入、更高層次的文章與讀者分享。祝
《文匯報》再鑄輝煌！

■文：前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主席 朱蓮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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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香

港《文匯報》創刊

65周年之際，我謹向貴報

同仁表達最熱烈的祝賀。《文匯報》在港創刊65

周年，我閱讀《文匯報》也已經有50年了，記得

上世紀60年代初，我舉家剛從短暫謀生地泰國來

到香港，既不了解香港的環境，也不知道能在香

港找到甚麼出路，就是從那時起，我成為了《文

匯報》的一名讀者。

■文：前全國人大常委 曾憲梓

■曾憲梓撰文祝賀本報

創刊65周年。資料圖片

■朱蓮芬(左)為本報參與主辦的「全港學生中國國

情知識大賽」獲獎學生頒獎。 資料圖片

當年香港的愛國報
紙無論是發行

量、輿論影響力都頗大，市場上可供選擇的報刊
不多，競爭沒有現在激烈。當時的《文匯報》篇
幅沒有現在多，新聞信息比較簡單，以宣傳內地
政策為主，兼有一些國際的、香港的新聞，以及
文娛副刊等。文革發生以後，副刊、馬經等內容
還曾消失過一段時間。
十年文革之後，鄧小平先生復出搞「改革開

放」。我感覺到那個時代起《文匯報》的內容開
始漸漸豐富起來，越辦越精彩，對社會輿論的影
響力也漸漸擴大。重要的是，報紙的觀點理念較
以前更貼近社會、貼近群眾、貼近生活，一方面
宣傳「改革開放」，一方面為港澳同胞、海內外
華僑與祖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一個良
好的輿論信息平台。如果論最早為內地建設招商
引資、經貿往來提供平台的媒體功臣，香港《文
匯報》當之無愧。如果說內地這30多年經濟建設
取得了輝煌成就，那香港《文匯報》在傳媒工作
方面也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為基本法「一國兩制」護航

《文匯報》的重要貢獻，還在於團結香港愛國
人士，從輿論上支持祖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為香港平穩過渡、為《基本法》的起草及諮詢、

為「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全面貫徹
落實，承擔了宣傳和護航的任務。
回顧香港愛國報紙的發展歷史，經

濟效益始終是一個不斷被熱議的話
題。既然是一份注重社會效益的報
紙，那它的經濟效益到底應該如何
評審？如何把對經濟效益的重視程
度作一個適當的定位？這是足以影
響編輯方針、版面內容的大問

題。高雅嚴肅的內容，曲高和寡，讀者不一定
多；市俗有趣的內容，讀者也不一定少。於是乎
有人一定會說，那就雅俗共賞吧！但坦白說，當
你要落實一個好的想法，常常也會遇到知易行難
的問題。辦報紙當然沒有不花錢的。尤其是在香
港辦一份嚴肅的報紙，難度很高。

矛盾尖銳 愛國傳媒作用應增

從當前形勢來看，香港雖然已經回歸祖國16周
年，但社會各種矛盾仍然尖銳，新上任的梁振英
班子面對各種嚴峻挑戰，其中香港政制發展的問
題首當其衝，「佔中」已造成社會群體嚴重對
立，香港經濟前景也面對很多不明朗因素。在這
樣的背景下，愛國傳媒的角色作用不僅不應削

弱，反而應該切實加強。
長期以來，香港《文匯報》與愛國人士保持一

種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關係，《文匯報》的政
策信息對營商有幫助，而企業集團的廣告對《文
匯報》經營也有幫助。但千萬不能夠籠統地理解
合作關係，營商者的需求與傳媒的需求能否找到
合作的契合點，還要視乎具體情況及細節。

續支持本報活動 冀長久合作

我創辦金利來集團以來，素與香港愛國傳媒保
持良好合作，我多年支持內地航天、教育、體
育、家鄉建設和慈善事業，6年前卸任人大常委
時捐贈總額5.7億元，近7年來我和家人再接再
厲，現在捐贈金額已增至逾11億元，大約翻了一
倍。未來能否薪火相傳，不光要看我的健康情
況，還需要我家第二代、第三代人的努力。回想
起來，也許因為我參與香港過渡期工作，那段時
期，我與《文匯報》合作比較密切，我的那部傳
記就是那時由《文匯報》出版的。時隔十幾年，
現在《文匯報》舉辦的未來之星同學會等活動，
金利來集團仍然有支持。希望與《文匯報》保持
長期的友好合作關係。

■1991年華東水災，曾憲梓捐款100萬

元，由本報代轉賑災。 資料圖片 ■《曾憲梓傳》由本報編印。 資料圖片

■曾憲梓與本報社長王樹成。

資料圖片

■曾憲梓赴本報創刊60周年酒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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