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健波：守禮始能贏得尊重
立橋徵文賽勉學習國史 盼獎項成橋樑給青年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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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立橋保險集團
行政總裁陳健波於本月6日為立橋金

融集團設立的「少年中國歷史博學獎」及
「感動香港獎」徵文及短片比賽9月及10
月得獎者頒獎。
其間，陳健波與一眾得獎者分享了對
「禮」的看法，更勉勵道：「在現今混亂
的社會狀況下，得獎者仍能恪守中國傳統
的優良文化十分難得，而守禮更是十分重
要，只有以禮待人，才能贏得尊重，也是
立身處世之道。」
得獎者亦紛紛分享個人對禮的看法，其中
有得獎者提到「無規矩不成方圓」，希望人
人都能禮貌相待，造就更美好的社會。
立橋金融集團「少年中國歷史博學獎」

2019年9月及10月的得獎者分別是來自天
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的金熹荍同學及蔡韻
汶同學、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的
何花同學、福建中學（小西灣）的蔡君婷
同學、林佳茵同學及林雨鈞同學， 以及嘉
諾撒聖方濟各書院的梁曉瑩同學。

學生引「三顧草廬」談禮
其中蔡君婷同學分別引用「三顧草
廬」、「孔融讓梨」以及已故偉大作家歌
德的名言「 有一種內在的禮貌，它是同愛
聯繫在一起的，它會在行為的外表上產生
出最令人愉悅的禮貌」為例，說明禮的重
要性以及在現今社會的傳播性，內容精闢
有力。
此外，「感動香港獎」則由陳嘉研奪

得。她在作品中描述了一段懵懂童年獨處

外國的故事，慶幸在當年常伴身邊的好友
的支持和鼓勵下，克服一段段難關，最終
得以成長。即使被時區和距離分隔，那段
感動人心的友誼卻常在人心。
「少年中國歷史博學獎」 每月從參賽作

品中選出優秀作品進入決賽，入圍可分別
獲發1,500元獎學金；「感動香港獎」每月
從參賽作品中挑選3份優秀作品進入決賽，
入圍可分別獲發2,500元獎金。
另外，為鼓勵年輕學子能更積極學習中

國歷史，立橋金融集團新增「中國苦難
史－憶苦思甜」徵文比賽，分別設中學組
及大學組， 每月將分別從各組別挑選3份
優秀作品進入決賽，入圍可獲頒發2,000元
獎金。立橋金融集團歡迎本地中學生、年
輕人以及家庭單位積極參與，具體詳情請
瀏覽立橋金融集團官方網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立

橋金融集團第二屆徵文比賽正式啟

動，「少年中國歷史博學獎」正式

更題為「不學禮，無以立」，「感

動香港獎」更題為「尋找身邊動人

故事」。為鼓勵年輕學子及社會大

眾主動學習中國歷史文化，集團希

望藉這兩個獎項作為一道橋樑，給

予本港年輕人成長的空間和創作的

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國
術總會、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日前在灣仔
伊館聯合舉辦「武林薈萃國術名師耀香
江」，邀請本地一眾國術名師參與盛
會，展示絕技，為香港市民送上一埸精
彩的國術大匯演。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香港
武術聯會會長霍震寰，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胡曉明、貝鈞
奇，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會長江沛偉，
香港泰拳理事會會長周昭賢、國際影星呂
良偉等出席主禮。
香港國術總會創會會長兼大會主席王
嘉恩表示，香港一直是國術界的福地，
不論南北武術都在此得以自由發展，但
要集中各門各派的大師傅，聚首一堂及
一次過展示出他們的獨門絕技，則是非
常難得。

他希望能夠通過主辦今次活動，多方
位及角度去展示武術文化的魅力，進一
步推動中國國術文化的普及和傳承，為
推廣、保育傳統中國武術出一點力。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榮說，

近年，香港的國術團體舉辦大型綜合的
國術表演已經非常罕見，傳統武術亦趨
於沉寂，有見及此，該會參與舉辦今次
傳統國術的大型綜合匯演，冀藉此推廣

中國武術，傳承中華文化。
他又提到，今天發生在香港的暴力行

為已對法治產生衝擊，造成社會秩序變
形，大家必須止暴制亂，並弘揚愛國主
義精神，凝聚香港社會迫切需要的道德
正能量。
香港國術總會名譽會長施家殷、陳香

蓮，香港國術總會副會長兼大會副主席
周國豐等亦有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總商
會日前邀請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
樑擔任會董會講座嘉賓，就當前香港經濟及市
場狀況、中美貿易摩擦及修例風波的影響等議
題，與該會成員交流意見。
謝國樑表示，中美貿易摩擦及本地修例風波的

疊加影響，令香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修例風波
遲遲未能平息，市場對本港經濟陷入較長期蕭
條、資金及人才外流的憂慮上升是可以理解的。
他說，修例風波爆發以來，香港金融市場的

表現較預期穩定。港元匯率、利率及跨境資金
流動未有異常波動，銀行體系結餘一直維持在
540億港元，顯示香港並沒有出現資金外流，
反映投資者不認為修例風波會動搖國家對港澳
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基本方針。
另外，內地經濟及社會保持繁榮穩定，是香港

社會及信心最重要的穩定器。謝國樑相信，香港
面對修例風波衝擊的風險依然可控；內地新一輪

改革開放將有力促進經濟發展與提升，與世界開
展更廣泛的投資與合作，內地企業仍有巨大的離
岸金融服務需求，香港作為亞洲區國際金融中
心、轉口貿易及航運樞紐的綜合地位及優勢，其
他城市將難以取代，香港仍可以繼續在國家新時
期發展中扮演重要及獨特角色。
是次講座由中總副會長劉鐵成主持。該會副

會長楊華勇、胡曉明、陳仲尼，永遠榮譽會長
林銘森，以及一眾常董、會董及會員等出席。

中總邀謝國樑析修例風波對經濟影響武林薈萃名師耀香江以武會友

■立橋金融集團為「少年中國歷史博學獎」及「感動香港獎」徵文及短片比賽9月及10月
得獎者頒獎，賓主合影。

■「武林薈萃國術名師耀香江」，邀請本地一眾國術名師展示絕技。

■中總邀請
謝國樑剖析
香港經濟地
位及前景。

新中國70年—現代經濟學反思與新結構經濟學研討會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主辦 林毅夫主講 現場座無虛席

■■研討會座無虛席研討會座無虛席

由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

主辦，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

及鳳凰衛視協辦，聯泰集團贊

助的「新中國70年—現代經

濟學反思與新結構經濟學研討

會」日前（11月 6日）假中銀

大廈11樓演講廳舉行。活動

邀請到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

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

毅夫教授為主講嘉賓，香港知

名經濟學家何濼生教授、雷鼎

鳴教授為互動嘉賓，現場近

200名政商及金融業從業者參

加，並就當下的經濟熱點話題

與3位嘉賓進行了互動。

深受啟發 獲益良多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理事長陳亨利致歡迎辭時表示，感謝多位重量級
的經濟學者和嘉賓參加研討會。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發展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作為中國人感到十分驕
傲。他指，再聆聽分享林毅夫教授的現代經濟反思和新結構經濟學，並和
雷鼎鳴教授何濼生教授一起探究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秘訣，大家將深受啟
發，獲益良多。

林毅夫：現代經濟史須有一場結構革命
林毅夫教授就「新結構經濟學」這一話題與香港知名經濟學家進行研

討，並就為何要反思發展經濟學、為何現代經濟史必須要有一場結構革命
等進行了闡述。他認為，中國的發展奇跡不能用現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來
解釋。西方主流經濟學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差異性，不適合發展中國家
的現有經濟發展。
林毅夫表示，經過70年的發展，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現在國際

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他指，
中國這些年能夠發展起來，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之
後，中國則用漸進的、雙軌的方法推進經濟發展。近40年來，中國是世界上
發展最快的國家，而且是唯一沒有出現系統經濟危機的國家。他續指，「新
結構經濟學」就是根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研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
題，探討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發展。

現場與眾互動 探討經濟發展
雷鼎鳴教授及何濼生教授也先後分享了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展望和看

法，並和林毅夫教授一起回答了與會觀眾提出的問題。研討會現場座無虛
席，與會者認真聆聽，收穫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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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雷鼎鳴（左）、何濼生（右）於研討會現
場

■■陳守仁陳守仁（右三）、、陳亨利陳亨利（右一）、、陳金烈（右二）等向等向
林毅夫教授林毅夫教授（（左三左三））致送紀念品致送紀念品

■■陳守仁陳守仁（右二）、、陳亨利陳亨利（左一）、陳金烈
（右一）等向何濼生等向何濼生（（左二左二））教授致送紀念品教授致送紀念品

■陳守仁（左二）、陳亨利（右一）、陳金烈
（右二）向雷鼎嗚教授（左一）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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