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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 林鄭月娥 楊健 胡建中 何啟茂 姜在忠等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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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書法名家共賀大公
報115周年書法筆會」昨日

在大公報報史展覽廳舉辦，一眾書法名家飽蘸
濃墨，祝福《大公報》再創輝煌。筆會上，百
位書法家分批題字，在宣紙上提、按、頓、
挫、疾、徐、迅、緩，產生出極盡的變化。

趙學敏作七絕述百年功績
全國政協書畫室副主任趙學敏創作七絕一

首：「大公文匯鍾靈秀，妙筆回春繪彩虹，
『四不』抗戰主義正，路帶圓夢建奇功。」
趙學敏指，昔日大公報在《創刊詞》中提出
著名的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

盲」，這「四不」主義是《大公報》的報
格，也正因有這樣的報格，鑄就出了《大公
報》人的錚錚鐵骨。「現在香港回歸祖國20
年了，又恰逢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發
展的契機，相信《大公報》在這個關鍵時
刻，依舊秉持它鮮明的個性，在實現『中國
夢』的道路上再建奇功。」
中國書協香港分會副主席范淳奇表示，

《大公報》歷史久遠，對推廣文化藝術不遺
餘力；當年內地開放時，兩地書畫家便透過
《大公報》互相交流。他讚揚《大公報》具
影響力及號召力。
中國篆刻藝術院院長駱芃芃寫下「源遠流

長」，指《大公報》以文人辦報、文章救
國，對傳承中國文化有重要貢獻，因而表示
敬意。她又指香港回歸祖國懷抱，在文化、
經濟各方面都與內地有互動，希望未來香港
繼續進步。

施子清自詡60年忠實讀者
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指，他居港

60年，看了《大公報》60年，是《大公報》
的忠實讀者。他現場書寫一副草書對聯慶
賀，並表示：「希望明天的香港會比今天
好，而《大公報》的明天也會比今天好！」
中國外文局副局長陸彩榮亦一蹴而就創作

了一首狂草七絕：「紫荊花開香江暖，太平
山高接雲霞，大公文匯擔道義，激濁揚清傳
正心。」他指出，是次筆會除了祝賀《大公
報》創刊115周年，也是一場匯聚兩岸四地書
法家的文化交流盛會，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姜昆贈草書《滕王閣序》
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會

員姜昆則以草書的氣勢寫下《滕王閣序》，
他同時贈送書法作品《呂渭老水調歌頭一
首》予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張夢薇，
實習記者 鄭雲風

書法百家揮才筆 同讚大公揚正氣

■左起：蔡毅、譚兆璋、張國良、羅范椒芬、高珮
璇。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群 攝

■楊孫西(左)與姜在忠握手合照。 ■左起︰王國強、紀文鳳、馬逢國、林貝聿嘉、梁君彥、梁錦松。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左起：林建岳、廖長城、張宇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
長李大宏主持酒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清麗、邵萬寬、鄧學修）全球目前唯一辦報歷史

超過百年的中文報章《大公報》，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慶典，隆

重慶祝創刊115周年。慶典冠蓋雲集、群賢畢至、星光熠熠，逾800名政要

賢達共襄盛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

辦副主任楊健，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胡建中，解放軍駐港部隊參謀長何啟

茂等共同主禮。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副董事長李大宏、

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歐陽曉晴、董事姜亞兵，以及大文傳媒集團其他人士，

與各界友好聚首同慶。梁振英致辭時，讚揚《大公報》多年來本着愛國愛

港的精神，以深入詳盡的報道、持平公正的評論，讓香港社會了解國家最

新發展，同時增進內地同胞對香港的認識，貢獻良多。

■梁振英(中)、林鄭月娥(右四)、楊健(左四)、胡建中(右三)、陳茂波(左三)、姜在忠(右二)、歐陽曉晴(右一)、姜亞兵(左
二)、盛一平(左一)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蘇士澍為《大公報》題寫「忘己為
大 無私為公」，由全國政協書畫室副主任趙學敏
（右）代表致送，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歐陽
曉晴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長安畫派開創者趙望雲之子趙振川（右一）、之孫趙
森（右二）合作繪製《華岳雄風》送贈慶祝《大公報》
115周年，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姜亞兵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眾嘉賓與林鄭月娥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左起：何超瓊、李嘉音、林貝聿嘉、朱李月華、汪明
荃、紀文鳳。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群 攝

■左起：鄧清
河、施子清及吳
良好。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大公報》創刊115周年酒會，逾800各界嘉賓到賀，其中
不乏政商界知名人士，眾人紛紛為這份逾百年歷史的華文報送
上生日祝福。政界、商界及社團首長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均難掩喜悅心情，高度評價《大公報》，並冀《大公
報》與時俱進，堅持正確的新聞輿論導向，為香港「一國兩
制」及國家富強作出新的貢獻。

盧瑞安：吸納更多年輕讀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副主席盧瑞安

表示，自己是《大公報》的長期讀者，讀書時期便開始閱讀，認
為《大公報》的發展不斷向好、與時俱進。他指，自己印象中商
界較多人會閱讀《大公報》，現時與《文匯報》組成大文傳媒集
團，兩報側重點不同，分工更為明確，希望《大公報》在以經濟
主導的香港社會，加重在經濟方面的報道，吸納更多年輕人。

吳亮星：歷史悠久國際馳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董事長

吳亮星表示，《大公報》歷史悠久、國際馳名，閱讀《大公報》
至今超過50年，早年被《大公報》記者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所吸

引，工作之後更是每天都離不開《大公報》。他指出，《大公
報》現正向多媒體發展，既是良好的開端，也是適合潮流的需
要，以多媒體去進一步擴展傳播的空間，希望《大公報》能夠進
一步發展，報道更多適合不同階層口味的新聞，擴大受眾層面。

蔡毅：助港青了解國家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表示，
《大公報》致力弘揚中華文化，報道了不少關於國家的訊息，
在傳播正能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龐大的作用。他認為
時下香港年輕人對國家認識不足，希望《大公報》能夠增加關
於內地的報道，以針對香港年輕人的需要，帶領他們正確認識
國家於文化、經濟等多方面的發展。

王國強：報道詳盡廣納博採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金城營造集團主席王國

強指，不單單自己每天閱讀《大公報》，公司亦會訂購讓同事
每天閱讀，他認為《大公報》新聞報道詳細、內容廣泛，希望
《大公報》能夠進一步提升新聞影響力，在香港社會事務、經
濟報道等方面滿足香港人所需。

吳良好：公正持平表現出色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吳良好認為，《大公報》能夠走過115周年，是相當不容易的
事情，又讚揚《大公報》多年來表現出色，報道公平公正，為
市民帶來全面和屬實的訊息，為社會帶來正能量。他希望《大
公報》能夠保持自身優勢，越辦越好，繼續加強愛國愛港、維
護香港穩定的工作，多為香港作出貢獻。

盧文端：舉足輕重影響深遠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端指，

《大公報》創立至今超過一個世紀，是香港傳媒業界一個「老
牌子」，地位舉足輕重，影響深遠。他透露自己數十年前來港
後，便開始閱讀《大公報》，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他希
望《大公報》能夠向多元化發展，並就港人關心的議題，提供
更多相應的報道和資訊。

紀文鳳：改版後形象更清新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紀文鳳

指，《大公報》近年改版之後形象更為清新，採訪角度和手
法更為現代化，能夠迎合大眾青年的口味。她希望《大公
報》未來能夠在網站、互聯網等方面做好，培養更多的青年
讀者。

鄧清河：一紙風行公信力高
全國政協委員、宏安集團主席鄧清河形容《大公報》一紙風

行，公信力高，希望《大公報》未來能夠向電子化、新媒體的
方向發展，以吸引更多年輕讀者，加強影響力。
他續指隨國家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希望《大公報》能夠

加強金融方面的報道，讓市民能夠緊貼有關的消息。

馬介璋：忠於事實不偏不倚
香港九龍潮州公會主席馬介璋表示，能夠見證《大公報》成

立115周年，是值得高興的事情。他認為《大公報》的報道能
夠忠於事實，不偏不倚，為業界貢獻不少。此外，他讚揚《大
公報》向時下年輕人報道了不少關於國家歷史、文化的訊息，
幫助年輕人認識國家，成為了香港年輕人認識國家的渠道之
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萬寬、鄧學修

800嘉賓共祝願：與時俱進 再創新猷

政要賢達襄盛會 同賀大公 華誕

■左起：林健
鋒、朱李月華、
汪明荃、盧文
端、鄧清河。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梁振英：逾百年創報史貢獻良多
梁振英在慶典上致辭指，《大公報》創辦
於1902年，是全世界唯一辦報歷史超過百
年的中文報章，歷史悠久，是香港、內地以
至華人社會極具影響力的媒體。《大公報》
以「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為辦報宗
旨，以文人論政、文章報國為己任，記錄和
見證了不少國家、香港和世界大事，包括香
港回歸祖國的歷程。
他指，香港回歸20年來，在國家的大力
支持和內地省市的配合下，成功落實「一國
兩制」，在社會各界各階層的齊心協力下，
經濟和社會穩步發展。香港在祖國改革開放
進程中作出應有貢獻，也分享了豐碩成果。
「作為中國人民一分子，目睹國力和國際影
響力不斷提升，我們感到非常自豪。」
他稱讚，《大公報》多年來本着愛國愛港

的精神，以深入詳盡的報道、持平公正的評
論，讓香港社會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同時
也增進內地同胞對香港的認識，貢獻良多。
他最後祝願《大公報》在未來百年報業興
隆，香港繁榮穩定，祖國富強昌盛。

姜在忠：堅持愛國愛港再創輝煌
姜在忠致辭指，今天是《大公報》創刊
115周年的紀念日，再過半個多月，還會迎
來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慶典的大日子。
「我們在這裡隆重舉行酒會，既是慶祝《大
公報》創刊115周年，也是在以我們的方式
慶賀香港回歸20周年。」
他指出，《大公報》創刊於1902年，是
中國乃至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
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也是公認的文人
辦報的典範。一路走來，《大公報》經歷
了晚清、北洋政府、民國和新中國四個歷
史時期，始終秉持愛國辦報傳統，不僅忠
實記錄歷史，而且在多個關鍵時刻推動歷
史進程，令其朝着有利於國家民族的方向
發展。115年來，大公報一直以維護中華
民族根本利益為宗旨。
他說，回歸20年來，《大公報》堅持愛
國愛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特別是近幾年
來旗幟鮮明地撐政改、反「佔中」，堅決反
對「港獨」、捍衛國家主權，通過報道事
實，揭露「港獨」分裂分子真實嘴臉，以負

責任的言論扶正祛邪。大公報人也一直恪守
「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報訓，克盡
言責、文人論政、文章報國。
他表示，如今，我們的國家處於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候，香港也將繼續深
化「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在這樣一個大
格局和大背景下，大公報亦站在新的時代起
點，「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我們將繼續
堅守並弘揚愛國辦報傳統，以115年沉澱厚
積的光輝歷史為基礎、以國家民族根本利益
為己任、以香港市民福祉為依歸，順應時代
潮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更好地完成大
公報肩負的歷史使命。

大公文匯合併優勢互補展宏圖
姜在忠還介紹，去年1月，香港《大公

報》與香港《文匯報》正式合併，整合組成
了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這是為順應媒體
融合發展潮流而做的主動轉型和自我革新。
一年多來，集團在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及兩
報的錯位發展上成效顯著，集團初步構建了
集報、網、端、微及各社交平台在內的立體
傳播體系，傳統媒體、新媒體融合發展，實
現全媒體一體化運作，傳播力、影響力大幅
提升。
他表示，未來將繼續全方位地探索創

新，不僅是傳播形式，更重要的是媒體承
載的思想內容的創新，把中華民族核心價
值觀與新的時代風尚、與鮮活的新聞事
實，有機地結合起來。報道確切的消息，
發表負責任的評論，堅持正確輿論導向，
為「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為香港的繁
榮穩定作出新貢獻。
出席慶典的主禮嘉賓尚包括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張炳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江華等。
慶典上，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蘇士澍贈送

「忘己為大 無私為公」墨寶予《大公
報》，又賦詩一首以示祝賀：「大道之行
逾百年，公平正義秉持堅。報端揚善砭時
弊，好把良知天下傳。」長安畫派重要開
創者趙望雲的兒子趙振川、孫子趙森合作
繪製了《華岳雄風》，以慶祝《大公報》
115歲生日。 ■姜昆將書法作品贈予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盛一平。

■■《《大公報大公報》》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慶祝創刊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慶祝創刊115115周年周年，，逾逾800800名政要賢達共襄盛會名政要賢達共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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