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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掌百仁 為「佔」憂心
盼率青年邁向正路 培養正面思維為港獻力

看過世界的人，心胸格外寬廣。李文
俊在港出生，年少赴加拿大求學，1993
年學成返港。因對家族手袋生意不感興
趣，選擇自己創業。由父親打本，決定
闖造紙業，1993年隻身到東莞一個小

鎮，當初東莞的荒蕪之景，與加拿大及香港堪稱「天
與地」之差，但他卻認為，正因落後你才有機會。從
蓋廠房、買機器，少不了上當受騙，交了不少學費，
而他卻屢敗屢戰，最終將夢想化為現實，更被譽為
「造紙大王」。

自己夠食夠使 冀為青年鋪路
在內地工作創業20多年，雖然在創業之初遇到不少

挫敗，亦看到內地「人治」的刁難，甚至多番碰壁，
但他堅持不做犯法的事。他認為公司要做大、做強、
做久，一定要守法經營。「人家不守法，不等於你也
要跟着去犯法，那不是我的為人作風。」他堅守「帶
給自己有危機的事不做，對社會不利的事不做，要堂
堂正正做人」。他笑言：「我真的是什麼都做過，比
任何人都勤力，特別是遇到困難要懂得堅持，告訴自
己一定要比別人做得更好，因為人生就是一個個的淘
汰賽！」這位 「好勤力」的老闆，現在可以好自豪地
說：「現在我們出來做嘢，不為自己，因都夠食夠使
啦，我們是為香港未來的一代人，希望子孫可以過得
開心，搵到份好工，企業可以多為社會做點貢獻。」

引述馬雲語錄 苦勸「佔領」者
他對參與「佔中」的青年人有自己的看法，他

認為，人生不僅只有「爭取民主」這一件事情，

香港年輕人的當務之急是要讀好書，迎接未來的挑
戰，「做好自己最切合實際。」他引述馬雲所說：
「我們不可能解決這個世界所有問題，我們可以做到
的就是裝備自己！」

親歷內地的發展，他認為香港青年要多到內地，內
地仍有好多機遇，深圳這麼近，經濟是雙位數增長。
香港人的誠信、守法、敬業、盡責、頭腦靈活等都是
受內地企業歡迎的。他笑言：「就是做義工，我都建
議你去內地，在內地就是守門口都有排你學。」大家
對內地的印象不要總還停留在文革時期，看到的只是
官員腐敗、地溝油等不好的東西，「如果到處都是地
溝油，我在上邊吃了20年，今天不會坐在這裡。內地
進步了好多，很多港人不願意去內地工作，主要是怕
不適應內地生活環境。其實內地現在有的地方比香港

更方便。我公司的經理自己有車，住得也舒服，現在
他們都怕我調他們回港。」

得益於內地經濟發展，看到國家強盛，李文俊底氣
十足地說：「祖國很值得我們愛！」回憶往事，李文
俊感嘆，少時於彼邦成長，由於祖國不夠強大，沒少
遭人白眼。「在加拿大讀書時，中國人不是太多，去
好點的地方，人家會把你誤以為是日本人，當你告訴
他是中國人時，人家馬上換了副臉孔，即刻走開，那
種感覺真的很不好受。」現在中國強大了，外國人紛
紛爭着進入內地做生意，香港人為什麼要拒絕呢？
「青年人更應該裝備好自己，擴闊視野，把握機
遇。」他透露公司在海南島的酒店準備開業，公司很
希望請些香港員工，尤其是香港的年輕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晨

身為理文造紙主席的李文俊，每天的行程總是滿滿
的，而作為成功企業家，他較別人多了一份使命

感。他說：「企業家賺錢要有社會責任感，要兼顧社
會各方面的利益，而不能只考慮單方面的利益。」百
仁基金更是他近年出錢、出力兼花心血做義工的團體
之一。日前他率百仁基金多位副主席黃楚基、陳寧
寧、羅詠詩及社聯百仁「陽光護理大使」青年計劃督
導委員會主席柯家洋與記者茶叙，分享百仁基金服務
青年的心得。

政改框架已定 不應坐街對抗
遲到的他，一進門連連道歉說：「大失預算，『佔

領』行動讓香港交通變得很糟糕，原本半小時的車
程，現在變成個半鐘。」見到很多都是年輕人參與
「佔中」，他顯得很着急。他說：「其實他們的訴
求，大家都聽到了，政治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
更何況現在政改是中央決定了大框架，香港必須在全
國人大決定下落實普選。大家應該理性商討，而不是
坐街搞對抗，衝擊香港法治，被外人還以為香港好
亂，甚至可以目無法紀。」
他建議：「很多社會問題一時無法解決，年輕人應
更多去思考，到底什麼才是最重要？起碼你應該想辦
法先解決自己的問題，青年人要規劃人生方向，努力
裝備自己，勇於去嘗試實現自己的夢想。」

邀7,000學生參觀20個行業
李文俊介紹基金旗下的「百仁之友」計劃，服務對
象為一群有夢想、有創意、願意付出努力的青年人。
利用百仁基金同仁的專長和各種資源，協助青少年擴
闊視野、啓發潛能，促進人際網絡，建立積極正面的
人生觀，助他們去追求夢想、邁向目標，為香港作出
貢獻。過去一年，百仁基金會員合共主持30多場「菁
青相惜分享會」，分享走向成功之路的甜酸苦辣。各
人的經歷，激勵不少年輕一代，成為向上的動力。基
金會員也利用自己的龐大商界網絡，帶領「百仁之
友」參觀超過20種不同行業，包括地產、工業、建
造、服務、金融、航空等行業。參予活動的學生總數
至今已超過7,000人，涵蓋30多間中學。
李文俊透露，現在「百仁之友」到他內地公司參
觀，已不用他出來講解，而是直接由到內地工作的香
港人現身說法，與學生分享到內地工作的收穫，發現
效果更佳。

30項活動 耗九百萬港元
據悉在李文俊的帶領下，百仁基金自2013年初至
2014年10月共舉行超過30項活動，而有關款項支出
超過9,000,000萬港元，受惠人數超過55,000人，而有
關精彩活動仍在繼續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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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李文俊

加入好友恒地副主

席李家傑創立的百

仁基金任副主席，

當年這個被視為城中「富二代」合組的非牟

利慈善機構，曾引來不少話題。幾年過去，

李文俊由副主席升任主席，今年再蟬聯主

席，他說：「一直以來，百仁基金以輔助青

少年發展為首要宗旨及目標，希望透過舉辦

不同形式的活動及資助，帶領青少年邁向正

確人生方向、培養正面思維及提高正能量，

為香港未來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晨

■百仁基金主席李文俊：青少年能影響香港政局和長遠發展，通過愛國愛港教育
等多元渠道，向香港青少年宣傳正面訊息刻不容緩。

■左起：柯家洋、陳寧寧、李文俊、羅詠詩、黃楚基於傳媒茶叙談對「佔中」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群 攝

東莞小鎮創業東莞小鎮創業 榮膺造紙大王榮膺造紙大王

■行政長官梁振英擔任百仁之友菁青相惜分享會主講嘉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茅建興杭州報道）為
香港著名企業家曹其鏞及夫人曹羅碧珍共同
捐贈的160件（組）宋、元、明、清精美漆
器專設的「中國漆器藝術館」日前正式在杭
州開館。此前，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
會主任夏寶龍會見了向浙江省無私捐贈中國
古代珍貴漆器的旅港鄉賢曹其鏞一行。

「女兒」嫁得好捐多1000萬
在開館儀式上，曹氏夫婦又向浙江省博物

館捐贈了雕漆舫式香盒，並將浙江省政府獎
勵的1,000萬元人民幣獎金捐給了浙江省浙
博漆器研究基金會。浙江省博物館館長陳浩
向曹其鏞頒發了漆器藝術館名譽館長聘書。
浙江省博物館中國古代漆器研究中心同時揭
牌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路甬祥
出席開館儀式。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強
出席開館儀式並參觀展覽。
曹其鏞表示，五六年前，與浙江大學發

展委員會主席張浚生見面時，他原打算將
收藏的一批漆器捐贈給浙大，後來當時的
浙江省政協主席周國富又建議他捐贈給浙
江省博物館。「這讓我挺不好意思的，就
像是一個女兒嫁了兩個丈夫。」曹其鏞的
俏皮話讓氣氛熱絡起來。「這次捐贈像是
自家的女兒定下了一樁好婚事。我們這些
漆器好像嫁出去的女兒，能在（浙江博物
館）這麼溫馨、安靜的環境裡，為家鄉文
化添磚加瓦。」
此次曹其鏞為祝賀漆器藝術館開館，又捐

贈同款舫式香盒一件，使之成雙成對。本次
漆器藝術館展出的「重華綺芳——宋元明清
漆器藝術陳列」，呈現了中國古代輝煌而精
湛的漆器工藝。展覽設置了漆器3D賞析、
雕漆製作過程遊戲等多個互動項目，讓觀眾
在參與互動中加深對傳統漆器文化的了解。
浙江省文化廳廳長金興盛表示，漆器博物館
的開館以及浙江省博物館中國古代漆器研究
中心的成立，將使浙江省博物館的漆器收藏
和學術研究水平更上一層樓，達到內地一流
水平和地位。

曹其鏞捐珍藏 中國漆器藝館揭幕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子
京)香港中華
總商會婦女委
員會於 10 月
25日假百老匯
戲院荷里活廣
場舉辦「慶祝
國慶 65 周年
《爭氣》電影
欣賞會」活
動，中總首
長、婦委會主要成員、其他婦女團體代表以及近
200位中學生出席。是次活動由中總副會長莊學山
全力贊助活動經費。

莊學山贊助《爭氣》引共鳴
此次電影欣賞會得到學校熱烈回應，門票一早派
完。《爭氣》是一部本地製作的紀錄片，當中採訪
了一群「機會匱乏」的中學生參與音樂劇演出的過
程，電影見證了這班年輕人的生命蛻變和成長。觀
眾欣賞後紛紛表示，此部電影內容富有意義，影片
裡各人真情流露，感人肺腑，引起不少學生的共

鳴。電影結束時觀眾均報以熱烈的掌聲。
莊學山在電影播映後與學生進行分享，指這是一

部音樂劇訓練計劃的真實紀錄片，希望觀眾通過觀
賞這部電影，可以從中獲得啟發，勉勵學生發奮向
上、自強不息。他透露，來年將繼續推行類似的訓
練計劃，以提供另類教育機會予本地青少年。
當天出席嘉賓尚包括：莊學山夫人莊吳時及榮譽

會長張成雄伉儷，中總婦委會副主席周娟娟、蔡關
穎琴、鍾茂如，中總會董周莉莉、陳耘、梁婉儀，
中華廠商會婦委會主席趙鍾月琼、香港總商會卓妍
社主席梁甘秀玲等。

中總婦會邀200學生欣賞電影

11月4日，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館館員、文學院院長洪三泰（左四）一行到訪香港文匯報，獲本
報社長王樹成（右四）、副總經理姜亞兵（左三）等熱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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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副會長莊學山、中總婦委會副主席周娟娟及婦委會成員與一眾學生合照留念。

■宋—元早期黑漆嵌螺鈿人物圖盒 ■元「張成造」剔紅嬰戲圖盤

■曹其鏞夫婦將1,000萬元獎金捐贈浙江省浙博漆器研究基金會。

■李強與曹其鏞(右)共同為浙江省博物館中國古代漆器研究中心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