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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誕生於1948年9月9日，由李濟深、何香凝、蔡
廷鍇等民主進步人士聯合徐鑄成等著名報人共同創辦，

郭沫若、茅盾、千家駒、翦伯贊、柯靈、胡繩等均參與初創
時期的採編工作，成為中國新聞史上一段佳話、一大奇觀。
創刊之初，香港文匯報就旗幟鮮明地樹起「爭取民主、反對
內戰」的旗幟，積極為新中國的建立擊鼓呼號，搖旗吶喊。
新中國成立後到1997年香港回歸前，香港文匯報以大量翔實
的報道見證香港與內地經濟社會的改革發展。香港回歸祖國
後，香港文匯報繼續堅持愛國愛港的宗旨和「文以載道，匯
則興邦」的理念，全面、客觀、準確地報道新聞事實，有效
傳播國家民族理念、履行媒體責任。

嘉賓讚文匯：中國心 香港情

在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張秋儉，北京市委常委、宣
傳部部長李偉，全國記協書記處書記王冬梅，國務院新聞辦
港澳局副局長郭利群，上海文匯報黨委書記袁岳濱，香港文
匯報首任董事長李濟深孫女、民革中央聯絡部部長李靄君，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等嘉賓分別致辭，共
賀香港文匯報創立65周年，對香港文匯報為國家自強、社會
進步、人民幸福、民族復興做出的貢獻表達誠摯的敬意，並
祝願香港文匯報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越辦越好。
特別是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的發言，

引起與會者的共鳴，表達出各界的心聲：「文匯報是一個有
世界觀的報紙，它有全球的視角，對世界獨到的觀察；是一
份有中國心的報紙，充滿對國家發展的責任感，對中國未來
的承諾；是一份有香港情的報紙，始終對香港的發展、香港
的未來抱 堅定的信心，充滿對香港同胞的關懷和愛。從過
去到今天，文匯報歷史已經銘刻了自己的輝煌，未來文匯報
會創造更多的輝煌，為國家的發展，為香港的發展，做出自
己不可估量的貢獻。」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陳立，光明日報總編輯何東平，解放軍

報副總編輯朱英秋少將，以及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
國務院僑辦、外交部、國防部、公安部、財政部、科技部、
國土資源部、住房建設部、文化部、國資委、國家宗教局、
全國工商聯、全國文聯、總參港澳辦、北京市委、市政府、
中央企業、著名高校等相關部門和機構有關官員、社會各界
名流、首都媒體代表、香港文匯報創報元老之後等數百人出
席座談會。在座談會期間，內地著名書畫家向本報贈送書畫
作品，以誌慶賀。

王樹成總結：辦報「三大職責」

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在致辭中指出，65年來，香
港文匯報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和發展，記載了「一國兩制」
實踐的探索歷程，與祖國同心，與香港同行。在長期實踐
中，「我們進一步明確了香港文匯報的三大職責：一是努力
促進香港的人心回歸；二是積極推進經貿文化融通；三是努
力探索『一國兩制』條件下的媒體運行規律。」
經過65年的不懈努力，香港文匯報已經初步發展成為覆蓋世

界五大洲、極具國際影響力的海外華文媒體旗艦。目前文匯
報每天約60個版，除在香港、內地發行外，還同步發行33個
海外版，日發行量接近200萬份。
王樹成表示，我們將堅持「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核心價

值理念，積極履行媒體責任，繼續堅持愛國愛港、客觀公正的
報道立場，不斷擴大新聞影響力和公信力，為促進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應有的貢獻。
座談會由香港文匯報副社長馮瑛冰主持，香港文匯報總經理

歐陽曉晴，副總經理、財務總監邵詩利，副總編輯尹樹廣等
參加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六十五載，

風雨文心路；香江內外，肝膽家國情。「履行傳媒

責任，匯聚香港人心」－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

座談會9月7日下午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與會

嘉賓一致認為，香港文匯報自創刊以來始終秉承愛

國愛港、客觀公正的辦報理念，肩負歷史使命，履

行媒體責任，在中國新聞史上樹立了一座豐碑。與

會代表寄望香港文匯報再接再厲，為推進「一國兩

制」的偉大實踐，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做

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履行傳媒責任 匯聚香港人心
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

與國同心 與港同行
65年來，香港文匯報

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和
發展，記載了「一國兩

制」實踐的探索歷程，任憑世事變幻，與
祖國同心，與香港同行。全體同仁始終堅
守媒體責任，執 於理想信念，為香港的
發展穩定，為祖國的繁榮昌盛，恪盡職

守，探索進取，辛勤耕耘。
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進一步明確了香港文匯
報的三大職責：一是努力促進香港的人心回
歸；二是積極推進經貿文化融通；三是努力
探索「一國兩制」條件下的媒體運行規律。
當今，香港又處於一個新的歷史節點，隨
2017年特首普選的日益臨近，社會輿情

日趨複雜。我們將堅持「文以載道，匯則
興邦」的核心價值理念，積極履行媒體責
任，繼續堅持愛國愛港、客觀公正的報道
立場，不斷擴大影響力和公信力，為推進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為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為實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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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張秋儉：

政協專刊 初具影響
香港文匯報從人民政

協誕生之日起，就積極
報道政協工作，圍繞政

協委員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等展開報道，贏
得海內外各界知名人士的認可，以及香港委
員們的喜愛。時至今日，香港文匯報依然為

向社會說明人民政協工作，推動人民政協事
業的發展，做 積極的工作。
今年，全國政協授權香港文匯報創辦

《人民政協》專刊，成為首個面向全球華
人、專為政協新聞宣傳的境外媒介平
台。目前，專刊已出刊28期，受到各

地、特別是港澳委員的關注和好評，初
具影響力。
今後，全國政協和香港文匯報將一如既往

地精誠合作，踐行「一國兩制」，在架起香
港與內地民眾間信息交流的橋樑方面，作
出新的更大貢獻。

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李偉：

京城發展 忠實見證
香港文匯報作為海外

華文旗艦報紙、主流大
報，具有較強的公信力

和國際影響力。65年來，香港文匯報用港式
語言、國際傳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
國聲音，贏得了海內外讀者的廣泛讚許。

一直以來，香港文匯報是北京改革發展
歷程的忠實見證者和記錄者，是首都良好
輿論環境的積極建設者和推動者，是北京
走向世界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香港文匯報
《首善北京》開創了新局面，也已成為境
外媒體與內地合作的新典範。

在此，我提三點希望：一是希望與香港文
匯報深化交流合作；二是希望《首善北京》
專刊打造成精品特刊，成為北京走向世界、
世界了解北京的重要窗口；三是希望香港文
匯報等媒體駐京記者抓好主題策劃，積極向
海外傳播正面聲音，向內地傳播正能量。

全國記協書記處書記王冬梅：

創新拓展 華文大報
自1948年創刊以來，

香港文匯報始終以愛
國愛港為辦報宗旨，

植根香港，面向廣大香港民眾，堅持「文
以載道、匯則興邦」的理念和「包容、合

作、創新、拓展」的準則，與廣大香港民
眾同呼吸、共命運，經歷了共同的悲歡。
今天，香港文匯報正順應時代的潮流，朝
集團化、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除本身的新

聞報道、印刷發行和廣告拓展之外，還在香

港、內地和全世界積極開拓媒體經營的新渠
道、新天地，已經成為一家覆蓋全球華人社
會，具有重要影響力和公信力的華文大報和
媒體集團。

國務院新聞辦港澳局副局長郭利群：

兩地橋樑 輿論鏡鑒
我是文匯報的長期讀

者。我有幸親眼目睹文
匯報為香港的順利回歸

和繁榮穩定，為增進香港民眾對內地的了
解，為擴大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為在海

外傳播真實的中國形象做出了令人經久不忘
的貢獻。文匯報已經成為人們了解世情、國
情、港情的重要窗口和橋樑。每當風雲激
盪，文匯報總會及時發出中道、理性、客
觀、公正的言論，成為輿論鏡鑒。

一個人如果到了65歲，就要開始進入人生
的暮年。但媒體卻不然，文匯報的生命力
正當盛年。我相信，文匯報一定能忠實履
行傳媒的神聖責任，廣泛凝聚香港人心，
創造更加光輝的業績。

上海文匯報黨委書記袁岳濱：

同業兄弟 爭輝滬港
參加今天的座談會，

我們不是嘉賓，因為
文匯報三個字，早就

把我們聯繫在一起。上海文匯報與香港文
匯報是一對舉世罕見的同業兄弟。因為歷

史淵源，我們兩家至今還有一個相同的報
頭「文匯報」三字，在各自的城市辦報。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永遠需要科學理性

的聲音，永遠需要有品質的文化表達，
永遠需要真實可靠的信息傳播。這也是

文匯報的文脈精神和價值所在。讓我們
兩家共同努力，在未來的歲月裡，為香
港、為上海、為全國提供精神文化的正
能量。再一次祝願我們香港的兄弟生日
快樂！

香港文匯報首任董事長李濟深孫女、民革中央聯絡部部長李靄君：

華媒旗艦 告慰祖輩
香港文匯報迎來65年

華誕，可喜可賀。上個
月，我第一次踏足香

江，為李濟深夫人、我的祖母掃墓，第一次
到訪香港文匯報報館。記得那天，在社長王
樹成先生的引領下，我們到報史陳列室參

觀，看到文匯報從當年陳舊的小屋艱辛創業
一路走來，如今已發展成為海內外華文世界
的旗艦報章，我不由得心情激動，感慨萬
千。
65年前，我的祖父、祖母在香港親歷了文

匯報的創辦，祖父北上又參與了新政協與

共和國人民政府的創立，見證了新中國從
積貧積弱走向繁榮與富強；65年後，文匯
報參與到「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更為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中國夢的實現努力
奮進，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祖父祖母在天
之靈更可欣慰。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

載道興邦 貢獻卓著
香港文匯報文以載

道，載中華民族發展之
道，載香港發展繁榮之

道，載道其實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使
命。匯則興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

量，通過報業媒體人的角度，溝通各個方
面，匯成一個巨大的力量，通過文匯報傳
達，讓香港的發展，中國的發展，讓更多
人了解，文匯報盡自己的職責，為國家的
發展，為香港的發展，作出自己不可估量

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具有跨平台，跨代季，跨文化

的作用。她必將有自己更輝煌的未來，為
香港繁榮穩定和中華民族復興作出自己重
要的貢獻。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

獨特功能 無可取代
一張報紙，有眾多的

大人物參與創辦，在全
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這在中國新聞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我
認為香港文匯報之所以能夠成功，與它獨

特位置有非常大的關係。65年來，香港文
匯報獨特的功能作用可以用一句話概括，
它扮演中西文化橋頭堡的作用。
如果說過去是第一次革命的話，中國現在

正在進行第二次改革。第二次改革難度更

大，面臨問題更多。如何在中國第二次改革
中，更好地扮演角色、發揮作用，把中國文
化和世界文化，把中國文明和世界文明融入
到一起，使中國少走彎路，香港文匯報仍然
可扮演其他任何媒體都不具備的獨特功能。

行履 聚匯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王玨 北京報道）

初秋傍晚，惠風和
暢。一頭銀髮的張亞雄老人早早來到了京西釣
魚台國賓館，他是代表父親—資深報人、
民革元老張克明而來。張克明今年剛滿百
歲，而他在上世紀參與創辦的香港《文匯報》
也已走過一個多甲子的不平凡歷程，即將迎
來65周年華誕。

李偉評語：用得上頂得住可信賴

釣魚台5號樓華燈璀璨，紅色調的背景板洋溢
喜慶氣氛，「65」的數字格外奪目。「履行

傳媒責任、匯聚香港人心—香港《文匯報》創
刊65周年座談會」在這裡隆重舉行。除張亞雄

等創刊元老後人，另有近百名在京政商名流、
社會賢達齊聚一堂共賀文匯華誕，並追昔撫
今。與會人士感歎，65年的歷程，是香港文匯
報與祖國同心，與香港同行的光榮見證。
任憑世事變幻，赤誠初心不改。進入新時期以

來，香港文匯報進一步致力兩地經貿文化融
通、向海外傳播好中國聲音，其努力和成就得
到各界人士的一致讚許。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張
秋儉盛讚，全國政協授權本報創辦的《人民政
協》專刊，作為首個面向全球華人，專為政協
新聞宣傳的境外媒介平台，受到各地特別是港
澳委員的關注和好評，初具影響力；北京市委
宣傳部部長李偉則評價，香港文匯報在關鍵時
刻「用得上、頂得住、可信賴」，特別是《首善
北京》專刊通過北京故事、港式表達、國際傳
播，成為了境外媒體與內地合作的新典範。

上海文匯報：祝港兄弟生日快樂

與會的其他各界賢達也踴躍發言，講述自己與
文匯的特殊情緣，並對文匯的未來發展提出真
知灼見。自稱香港文匯報「舉世罕見同業兄弟」
的上海文匯報黨委書記袁岳濱稱，同名同宗的
兩張文匯報身在不同城市，為彼此的成就與光
榮引以為豪，對彼此的喜樂憂愁感同身受，他
滿含深情地祝福「香港的兄弟生日快樂」；著
名文化學者張頤武透露，早在30年前，尚為19
歲少年的自己第一次在廣州賓館看到本報，令
見慣內地刻板報章的他深感新奇，並為之深深

吸引，而近年兩次赴港更
進一步感受文匯報跨文
化、跨群體溝通的重要影
響力。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汪玉凱則從政情角度對本
報提出建議，他表示，內
地正在啟動第二次改革，
未來困難不可低估，阻力
前所未有，文匯報如何在
融合中西文明中發揮作用，提醒內地少走或者
不走彎路，仍然有很大發揮作用的空間。

百歲元老賜墨寶：「我愛文匯報」

多名創刊元老的後人亦來到座談會現場，見到
父輩嘔心瀝血創辦的基業如今枝繁葉茂，已發展
成為海內外華文旗艦報章，都感慨萬千，深感欣
慰。香港文匯報首任董事長李濟深的孫女李靄君
表示，65年前，我的祖父、祖母在香港親歷了
文匯報的創辦，祖父北上，又參與了新政協與
共和國人民政府的歷史，見證了新中國從積貧
積弱走向繁榮與富強。65年後，文匯報參與到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更為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為偉大中國夢實現努力奮進，取得了驕人的
成績。祖父祖母在天之靈更可欣慰。
張克明之子張亞雄，現場向王樹成社長贈送百

歲老人張克明的親筆題詞，浸透前輩深切眷戀
與殷殷期望的「我愛文匯報」五個大字徐徐展
開，會場掌聲雷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孟慶舒、王曉

雪 北京報道）在座談會現場，一批香港文匯報
創刊元老的後人引人矚目，首任董事長李濟深
的孫女李靄君、籌辦元老張克明的兒子張亞雄
與外孫李望，周刊主編郭沫若的女兒郭庶英，
首任發行人楊培新的兒子楊斌等。他們憶述祖
父輩的辦報史，更表達 一個共同的願望，就
是接續文匯緣。

創刊元老 一代人傑

作為香港文匯報創辦時的發行人楊培新之子，
青年經濟學家楊斌代表老父親臨座談會。看到現
場播放的幻燈片和現場高朋滿座的繁榮景象，楊
斌告訴記者，經常聽父親講起創辦香港文匯報時
的艱辛和榮光，儘管父親一生有過很多傳奇經
歷，但創辦香港文匯報的經歷仍念念不忘。
在得知香港文匯報出版發行了文匯名人紀念郵

冊，其中包括李濟深、何香凝、徐鑄成、郭沫
若、茅盾、楊培新等報社元老時，楊斌非常高
興，並表示希望能帶給父親楊培新，以慰父親懷
念之心。作為國際經濟領域的研究學者，他希望
能繼續結緣文匯，為本報撰寫相關評論。
郭沫若的大女兒郭庶英甫一出現，眾人都驚

呼「太像郭老了！」郭庶英說，父親和香港文
匯報有 很深的淵源，當年郭沫若主持香港文
匯報周刊各版，並邀約在港學界名流分任各版
主編：他和侯外廬主編哲學周刊，茅盾主編文
學周刊，翦伯贊主編歷史周刊，孫起孟主編教
育周刊等，助力文匯報在港「一炮打響」。

文匯情緣 代代傳承

李靄君在座談會現場回憶了祖父和文匯報的
緊密淵源，她的講話感人至深，也傳遞出一家
人不斷傳承的文匯情緣。李靄君還對文匯報記

者談起一則趣聞。作為香港文匯報創辦者李濟
深先生的後代，同時也是新一屆全國政協委
員，她因此成為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第一期的訪談嘉賓。刊載首期《人民政協》的
報紙面世後，李靄君在港的同事第一時間在書
報攤上發現了文匯報當天的宣傳海報，欣喜之
餘拍照傳回給李女士。她說，朋友本想買當期
的報紙寄回，結果發現文匯報在報刊亭很快售
罄了。
文匯報籌辦人張克明先生已逾百歲，張亞雄

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父親張克明之所以長
壽，原因在於一生都在從事自己心儀的職業，
對自己的工作，始終樂在其中。「我父親心目
中最為理想的職業有三種，一是成為一名職業
革命家；二是創辦報紙；三是從事教育工作。
他很幸運，一生從事的職業從未超出這三個範
圍，而從業經歷中，便有創刊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江鑫嫻 北京報道）在香港
文匯報創刊65周年座談會上，來自企業的代表們講述了他
們的文匯之緣。在座談會現場，中煤集團黨委宣傳部主任
郭堅即興贈言：「文化引領方向，精英匯聚香港；壯麗中
華民族，傳播中國力量」。
作為港股上市公司，央企中煤集團因「走進中煤」活動與我報結

緣，文匯報報道了中煤集團「十二五」新的戰略規劃佈局；十八大期
間，文匯報記者又採寫了中煤集團優秀基層產業工人的動人故事。
以嶺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宣傳部長，河北醫科大學中醫

藥研究院教授郭雙庚現場贈言：「大言為使家國旺，墨香醉
得紫荊紅」，祝賀香港文匯報成立65周年。
郭雙庚表示，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曾專訪全國政協

委員、以嶺藥業董事長吳以嶺，通過對一個中醫藥研究專家
的報道，增進了海外人士和國際社會對中國中醫藥事業發展
和改革的認識。

企業賀文匯 儒商獻妙語

洪源憶文匯 人脈廣助「脫困」
著名軍事專家、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

中心副秘書長洪源教授7日出席本報在

北京舉行的65周年座談會。作為香港文

匯報的「老朋友」，洪源讚本報報道有相

當水準、影響力大，是中國面向國際重

要的對外窗口。除了報道出色，他也對

本報在內地的深厚人脈印象深刻。

洪源談到與本報的一段「情緣」。他說，前幾年他曾

自駕赴西部某重鎮，不曾想遇到「封城」，被困其

中。百般無奈之下，他想起了經常與他有 互動的香

港文匯報。於是他將情況向本報反映，而本報則找到

高層特批「路條」，幫助他解決了出城「燃眉之急」。

■記者馬琳

韓景陽：「未來之星」 眼未來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韓景陽表示，不

論在香港還是在內地，文匯報均頗有影

響。文匯報在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信息交

流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每年8月，文

匯報與清華大學聯合舉辦的「未來之星

─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就是文匯報促

進兩地交流的一個很好案例。

韓景陽告訴記者，「未來之星」活動使港生們通過清

華的國情教育課程，更深入地了解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當前經濟形勢、教育體制及未來發展方向，可謂「獲益

良多」。她表示，國情班是溝通兩地大學生的橋樑，多

年來，一批批港生能親身體會祖國社會、經濟、文化的

發展，許多學員目前正在各自工作崗位上努力為香港發

展和祖國繁榮作貢獻。 ■記者江鑫嫻

紀連海：期待參加百年慶典
《百家講壇》著名講師紀連海表示，

「張頤武教授在發言中表示，恐怕自己活

不到文匯報的百年慶典之時。我不這麼

看，我還要再活35年，參加文匯報的百

年紀念活動。」65年來香港文匯報立足

香港，面向全世界，是新中國一個重要

的外宣窗口。他想見證香港文匯報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歷

程，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報道。「衷心希望香港文匯報越

辦越好！」他說。 ■記者江鑫嫻

蒙曼：望更好展現中國魅力
《百家講壇》著名講師、中央民族大

學歷史系副教授蒙曼表示，文匯報在未

來應繼續堅持承擔「文以載道、以文會

友」這兩個功能，並寄語文匯報：再接

再厲，將中國的魅力更好地展現給海外

讀者。 ■記者江鑫嫻

百嘉賓聚國賓館 文匯友敘文匯情

文匯元老後人 憶報史寄殷望

花 絮

■本報創刊人之一、百歲老人張克明委託其子張

亞雄向本報贈送親筆題詞。 李茜婷攝

■著名畫家馮冰向本報贈送畫作，本報社長王樹

成接畫。 李茜婷攝

■著名水墨畫家鄧曉崗向香港文匯報贈送畫作

《紅竹》，本報社長王樹成接畫。 李茜婷攝

■著名畫家安雲霽向本報贈送畫作。(左至右)本

報北京分社社長秦占國，畫家安雲霽，本報社長

王樹成，副社長馮瑛冰合影留念。 李茜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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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 李茜婷攝

■文化部港澳台辦副主任蒲通在閱讀本報創刊65周

年紀念畫冊。 孟慶舒攝

■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座談會現場。 李茜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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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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