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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投入抗震救災
獲「慈善首富」美名

許伯夷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慈
善義舉。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他
個人捐贈價值9萬元的水和食品，
以及價值19萬元的帳篷、發電機等
災區急需物資，此外還將價值不菲
的珠寶進行拍賣，所得款項也用於
災區重建。四川省政府因此為他頒
發「抗震救災」銀質紀念勳章。
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許伯夷恰

從以色列途徑土耳其，把隨身所帶
寶石拍賣後，款項悉數用來購買賑
災物品。
同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土耳

其的救災隊亦於第一時間進入現場
救災，締造人道主義佳話。此等義
舉不勝枚舉，許伯夷也被冠以台灣
「慈善首富」的美名。

創中國話劇金獅獎
慈善之外，許伯夷還是一位收藏

家、藝術家，以及兩岸文化交流的
積極推動者。1987年，在他的出資
和推動下，中國話劇最高獎「金獅
獎」在北京創立。作為藝術創作
者，他不僅熟諳書法、繪畫、服裝
設計等，還將自己多年來環遊世界
時收集到的珠寶，親自進行構思設
計，再聘請台灣珠寶匠師琢成近百
件珠寶作品。
從醫生到商人，再到旅行家和慈

善家、文化使者，許伯夷為自己充
實而多彩的人生經歷感到欣慰：
「生命之美，就在於經歷不同的舞
台，擁有不同的人生記憶。」

東渡日本 發掘侵華鐵證

現今在山東博物館，陳列着100多件日文資
料，這些日本侵華時日方發行的戰報，如今成
為日本侵華鐵證。這些最新展現於世的資料的
搜集和捐贈者，就是許伯夷。
許伯夷曾旅居日本多年。四十年前，他搜集
了大批中國抗戰時期日本出版的圖書資料，在
得知山東省徵集抗戰文物後，自願將102件與抗

戰有關的圖書、影印資料無償捐獻給山
東博物館。
四十多年前，這些資料跟舊的報章雜

誌混在一起，無人問津，也便宜至極。
當許伯夷偶然讀到時，發現資料記錄的
都是日本攻佔濟南、南京大屠殺一類的
戰事記載。在當年，這些資料的歷史價
值還未被充分發掘，而許伯夷收集這些
資料的初衷，也僅僅是緬懷歷史。「從
文物裡、從報章雜誌裡才能懂得當時的
歷史是什麼樣子。」他說。

這些材料全部為日文資料。其中《歷史寫
真》出版發行於「昭和三年」（1928年），為
月刊，共十二本，書中詳細介紹了侵華日軍的
戰況，「六月號」刊登了十餘幅日軍佔領濟南
城的黑白照片，其中六幅照片真實地記錄了日
軍在濟南「五．三」慘案中犯下的罪行，每幅
照片均附有日文圖註。《抗戰剪報》為日本出

版發行報刊剪報的影印版，詳細記錄了日軍侵
佔禹城、鵲山、臨清、臨邑、晏城、齊河，轟
炸長清，包圍濟南城的情況。

拒安倍特使游說 捐贈千餘侵華史料
據許伯夷透露，他在日本多年，結交了許多

朋友，意外獲贈許多珍貴歷史文物。日方曾派
特使前來游說，還通過高雄市長陳菊牽線，希
望許伯夷能將他的收藏帶到日本，許伯夷思慮
再三，擔心文物東渡後一去難返，遂婉拒。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之際，許伯夷將1,000餘件日軍侵華戰
爭及佔領台灣期間的史料捐獻給中國僑聯保
存，並於去年7月7日在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向
公眾公開展出。「將這批珍貴的文物運送至北
京，希望讓兩岸同胞，尤其是年輕人共同銘記
中國人在二戰中受到屈辱的歷史，珍愛來之不
易的和平。」許伯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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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正伯
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有五

位：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和陳叔通。毛
澤東、李濟深分別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周
恩來、郭沫若分別是政務院總理、副總理，沈鈞儒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因此事實上只有陳叔通是全職的
政協領導人，可謂是政協的坐班當家人。所以，人們
在政協工作的各個場合，總能看到陳叔通副主席忙碌
的身影。
那麼，陳叔通何許人也？我們不妨追述一二。
陳叔通，世稱叔老，杭州人，1876年出生。父親陳

豪，詩詞書畫皆有造詣，曾任多地知縣。陳叔通生性
聰穎，兼之幼承家學，自小便打下了扎實的國學根
基，尤擅詩文，17歲時中秀才。然而，身處晚清大變
局中的他，一心救國，無意功名。早年曾投身康有
為、梁啟超等發起的維新變法，雖親歷其失敗而愈堅
其鬥志。
26歲時，陳叔通在父親嚴命之下參加科舉考試，中

舉人。27歲時，入京會試，中進士，點翰林，被授翰
林院編修。可是，矢志謀求救國之道的陳叔通並未因
此而志得意滿。28歲時，他東渡日本，入日本法政大
學攻讀政治和法律，希望探索現代國家振興之路。期
間，接觸到同盟會人士，愈加堅定了推動中國進步之
志。

30歲從日本學成歸國後，陳叔通積極參與清末憲政
運動。在清政府成立的資政院中，陳叔通當選民選議
員，是立憲派的激進成員之一。隨着對清廷民主誠意
的絕望，陳叔通轉而由立憲派發展為革命派。
辛亥革命爆發後，陳叔通參與浙江獨立運動，其後

被推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經歷了民
國初年波譎雲詭的複雜鬥爭，並在倒袁運動中發揮了
重要作用。袁世凱稱帝夢破滅後，陳叔通本以為國家
將迎來新的生機，無奈所見卻是烽火連天的軍閥混
戰。
對前途一時迷惘的陳叔通，決意不再與僚客為伍，

轉而投身實業，先後出任商務印書館董事、浙江興業
銀行董事，對兩家企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在工
商業界享有盛譽。其間，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多次
邀請他出仕，均被其拒絕。他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
「有所不為齋」，並作詩曰：「附鳳攀龍徒取辱，何
如大澤一羊裘！」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願過問政治的陳

叔通，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積極參與募捐勞軍
活動。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
發。時已61歲的陳叔通作詩憤怒指責蔣介石：「一誤
再誤唯爾辜，爾辜爾辜萬夫指！」並對中國共產黨停
止內戰、團結抗日的主張表達尊敬。

日軍進佔上海後，威逼利誘陳叔通出任上海維持會
會長，被叔老斷然拒絕。他閉門謝客，泰然自若，在
寫給友人的詩中寫道：「相期珍重到晚節。」
1945年8月，日寇無條件投降。陳叔通和全國人民
一樣喜極而泣，但面對獨裁腐敗、病入膏肓的國民黨
政府的邀請，他再次通過友人答覆：「弟於黨治之
下，誓不出而任事。」
有所不為，則有所必為。曾經對國家前途感到茫然

的叔老，始終不為名利所動，而一旦找到中國的光明
前途，則毫不猶豫地邁步向前。經過長期的交往與觀
察，叔老逐漸認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給這個民族
和國家帶來新生。
1946年5月，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民主同盟會、
中國民主建國會等52個團體，組織上海人民團體聯合
會，陳叔通為籌備委員之一。叔老積極響應中國共產
黨號召，投入到了反內戰、爭和平，反獨裁、爭民主
的洪流之中。
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定期舉行雙周聚餐會，討論時

局，分享信息，宣傳中國共產黨
的政策和主張，周恩來曾參加聚
餐會並講話。通過這種形式的學
習，陳叔通更加堅定了跟着中國
共產黨走的信念和決心。

願做兩岸交流之橋樑

■左圖：陳叔通。
（1876 年 —1966
年）

資料圖片

■下圖：1954年5
月，毛澤東主席和
陳叔通等一起參觀
中國歷史博物館，
在午門城樓上親切
交談。 資料圖片

春節前，在民革中央舉行的新春團拜會上，
許伯夷與全國政協副主席齊續春、民革中

央副主席鄭建邦等，暢談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新願
景。他表示要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要推動海峽兩
岸史學界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衛民族尊
嚴和榮譽」，更響應習總書記建設好平潭實驗區
的號召。

窮且益堅問鼎台灣首富
許伯夷幼時家窮，小小年紀便要考慮如何改善
家裡的環境，上小學五年級就開始打工賺家用。
十九歲起，許伯夷進入軍醫學校學習外科，服役
期滿，自己創業開辦診所。回憶起當醫生的日
子，許伯夷感歎，那個年代當醫生賺錢容易卻也
辛苦，賺的錢可以是常人的十倍，但肩上的壓力
和責任也是常人難以背負的。

從醫十幾年後，許伯夷略有積蓄，投資眼光獨
到的他看準台灣經濟起飛的時機，投資台灣火爆
的房地產，三十八歲便成為上市公司董事長，積
累了幾十億台幣的財富。按照市值計算，許伯夷
可以算是當時台灣首富。正是風光無限時，他卻
功成身退，賣掉持有的股票，決心開始實踐另外
一種人生方式。

光腳走地球古道熱腸廣結善緣
許伯夷有一個愛好——探索世界。從商場急流
勇退後，他開始雲遊四海。近30年來，他遊歷了
上百個國家，在世界上很多最貧窮的地方都留下
了足跡。
他笑言，地球儀上的每一個角落他都清清楚
楚，因為他已經「繞着地球走了太多圈了」。每
次出發，不帶手機，因為身體好，幾十年如一日
地不穿襪子。「別人也不知道我在哪裡，就像一
隻鳥飛來飛去，自由自在。」
每停經一處，許伯夷都融入當地，盡自己的能
力去幫助別人實現所需所想。正因如此，許伯夷
因善結緣，在斯里蘭卡獲贈滿滿一袋珠寶。

斯里蘭卡托缽行醫獲異域珍寶
許伯夷說，20多年前，他來到斯里蘭卡，震驚

於該國的貧窮，決心留下來貢獻一己之力。他原
想發揮自己的醫術幫人治病，然而以佛教立國的
斯里蘭卡人只接受佛家僧人的醫治，於是他毅然
托缽行醫。斯里蘭卡地處熱帶，毒蚊橫行，斯里
蘭卡熱肆虐。在斯里蘭卡將近一年時間，許伯夷
因斯里蘭卡熱「也在鬼門關走了一圈」，所幸活

了下來。
許伯夷行醫治病，被當地人敬稱Master（師

父）。他說，彼時斯里蘭卡人雖然貧窮，但很有
志氣，為感謝他的照顧，許多病人把傳家之寶贈
送予他。斯里蘭卡盛產藍寶石，而他竟因此收穫
了滿滿一袋寶石。那時他只懂醫學和一些企業經
營之術，並不識貨，不知當地人送給他的是一顆
顆無價之寶。
隨後幾年，當斯里蘭卡寶石在市面上交易額動

輒過億時，他才意識到自己當年收穫的是如此貴
重的禮物。許伯夷生性豪爽，又樂善好施，當年
那滿滿一包寶石如今只剩下了一小包，其餘的早
被他送予至交好友。
多年後許伯夷重回斯里蘭卡，當年的貧窮早已

不復存在，許多當地人因珠寶而發家。有珠寶商
跟他講起一個傳奇，說多年前曾有一個慈悲的中
國人來此施診，當地人將許多六星藍寶石送給了
他。「現在市面上已經看不到這種寶石了，遇到
一個，都是國寶。」許伯夷聽聞大笑，坦言「那
個中國人就是我」。

去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台灣著名企業家、慈善家和藝術家許伯夷將他40餘年來收藏的

史料捐給祖國，這些史料成為回擊當前日本右翼勢力罔顧歷史史實、試圖掩蓋二戰罪行的鐵證。今年初，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拉希德．

阿里莫夫伉儷等人，赴山東省博物館參觀了《許伯夷和他的世界》，並讚許伯夷代表了中國形象。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許伯夷透露，未

來將與民革中央加強合作，共同推動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的發展，也願發揮自身優勢，做兩岸文化交流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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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慈善首富」許伯夷：

■台灣著名企業家、慈
善家和藝術家許伯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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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拉希德．阿里莫夫讚許伯
夷（左）代表了中國形象。 本報北京傳真

■1994年，許伯夷（左一）在斯里蘭卡出家修行，為民眾服務醫病。
本報北京傳真

■許伯夷參加民革中央春節團拜會。本報北京傳真

■1978年，許伯夷（左一）在日本留學時應邀出席東
京萬國博覽會。 本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