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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格言成奮鬥動力

安子介年表】【
1912年出生於上海
1948年來港開拓紡織事業
1961年出訪歐洲多國游說開放市場，馬不停蹄
1965年任香港棉紡業同業公會主席、香港大學及

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副主席
1969年擔任主席的南聯實業在港上市，成為東南

亞的紡織業龍頭
1970年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1973年任香港訓練局主席
1974年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1975年任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
1983年任全國政協常委
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基

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以 「安子介漢
字電腦編號」 為基礎，創造出 「安子介寫
字機」

1988年任深圳市人民政府高級顧問
1990年任香港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
1992年任港事顧問
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

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1996年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副主任
2000年 6 月 3 日在港病逝，享年 88 歲，長眠深圳

大鵬灣

有誰知道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是什麼，安子介會告訴你： 「是漢字！」他指出，漢字是最富
聯想性和邏輯的文字，既有拼音聯想，也有拼形聯想。一九八五年，他用英文出版了《解開漢
字之謎》，成為外國人學習漢字的寶典，自此漢字對外國人而言再不難學，相反是越學越有趣
味。他在該書中文版的卷首寫出自己的心聲： 「為漢字發揚光大，在世界文化史上增添光輝的

一頁，同為炎黃子孫，與有榮焉。」
安子介也學以致用。為了推廣中文電腦化，他作出了深入研究。一九八五年，他發

明了 「安氏漢字六位數碼法」，即是在鍵盤上按六個號碼，就能在電腦屏幕上顯示一個
中文字。為了執行那套軟件，安子介更與兒子合作，創造出 「安子介寫字機」。該機器
與一般電腦不同的是，只需單手便可順利操作。自從那部寫字機問世後，分別獲得多國
的專利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專利品，在中國專利史上
還是首次。

竭力把漢字發揚光大

「刀在石上磨，人在人上磨。」這句說話，是安子介
母親在他童年時常說的格言。這句格言，成為安子介一生
奮鬥的原動力。原來安子介的外祖父早年遇上海難葬身海
底，安母自幼生活艱苦，所以養成了堅強的性格。安母善
於用民間諺語教導安子介，令安子介明白堅強的重要，助
他渡過生命中的難關。

說到堅強，不得不說一件安子介的少年往事。他十八
歲那年，參加了十三公里馬拉松。豈料比賽開始後，他便
開始肚痛，甚至要在路旁嘔吐。但他不服輸，咬緊牙關便
急起直追，由第二百六十二名追到第八十三名。到達終點
時，他表現得比贏取冠軍更加興奮，雙足不由自主地向前
衝了幾十步才停下來。

除了安母外，對安子介影響深遠的，還有他的兩位妻
子。一九三五年，安子介與首任妻子葉紉荃於上海結婚。
兩人共同經歷過抗日戰爭的顛沛流離，也經歷過解放戰爭
。後來安子介到香港發展事業，也全賴葉紉荃照料四名幼
兒的成長。一九八七年八月，葉紉荃因心臟病逝世，安葬
於深圳大鵬灣的墓地。

一九九四年，安子介與第二任妻子鄭惠榮結婚。在鄭
惠榮的協助下，安子介完成了他最後一部漢字著作《漢字
易學》。

九一二年，安子介在上海出生。與同時代人一樣，他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裡，先
後經歷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等，期間被迫多次輟學。但他對知識的追求，克
服了當時的惡劣環境。他刻苦自學英、法、日、德和西班牙語，翻譯過美國科

幻小說《陸沉》。後來，他通過翻譯日本商業書籍《間接成本之研究》，驚覺中國的
工業生產力遠遠落後於世界列強，遂引發他借外國經濟理論振興中國民族工業的念
頭。

抗日勝利後第三年，年僅三十六歲的安子介和幾位好友從上海來到香港，興辦了
華南染廠。完全沒有做生意經驗的他，研究了大量先進紡織技術的資料，創造出一種
「三經一緯」的斜紋布，帶領香港紡織業走進高速發展的新紀元。一九六九年，以安

子介為董事會主席的南聯實業宣布上市，成為東南亞最具規模的紡織、印染和製衣聯
合企業。

帶領紡織業打進歐市場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香港紡織品被眾多西方發達國家拒之門外，安子介的語言天

分終於派上用場。他走訪歐洲多個國家，游說他們開放紡織品市場。他曾經試過十七
天中睡了十三張床，時差之下，一天過兩個白晝或兩個夜晚也變成等閒。努力與堅持
換來碩果，香港紡織業最終成功打進歐洲市場。自此，安子介名震香港工業界。一九
七○年，他被選為工業總會主席，一九七五年，他被委任為貿發局主席，對推動香港
的對外貿易立下汗馬功勞。

安子介當上貿發局主席後，隨即籌劃面向全球推動香港外貿。他組織貿易訪問團
訪問主要的貿易夥伴國家或地區，參加了國際博覽會和在外國舉辦港產品展覽會。他
在不同的國家，能以不同的語言發表演說，很容易便打動了當地人的心。除了推動工
業貿易外，安子介還擔任過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教資會副主席，訓練局主席等，為
香港的政治、社會和教育等方面作出傑出的貢獻。

建言獻策助港平穩過渡
已到 「從心所欲」之年的安子介，原本打算從政商界退下來，全力研究漢字。但

是他最終未能從心所欲，因為八十年代，啟動了香港回歸祖國進程，他毅然 「出山」
。一九八三年，即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得如火如荼之際，安子介應邀出任全國
政協第六屆常委，此後全情投入香港回歸祖國的工作，歷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九八四年，即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的當年，他在全國
政協會議上提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十六條建議，對穩定香港人心起到積極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安子介先後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
。配合基本法的起草過程，開展一系列推廣和諮詢活動，匯集各界人士對制訂基本法
的意見，先後向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遞交了五十多份報告，為成功制定《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作出了重要貢獻。

九十年代起，安子介參與籌建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集中研究香港經濟如何發
展和香港過渡時期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在香港回歸祖國的後過渡期，他擔任香港特
區政府籌委會要職，以年邁體弱之軀，頻繁地奔波京港之間，聽取和反映香港各界人
士意見，參與制訂各種方案和政策。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翌日，他獲授予大紫荊勳章。
二○○○年六月三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安子介病逝於香港。國旗披身，他的喪禮

以國家最高規格進行。各界人士高度評價他 「對國家、對香港社會的重要貢獻」，稱
讚他 「為香港回歸和 『一國兩制』的實施竭盡全力」， 「不愧為愛國愛港人士的一面
旗幟」。

「你是不是中國人？中國人就要愛中國。」
這話，出自一位熟悉多國語言的中國人。他以發揚漢字為己

任，其對漢字的研究已達國際級水平；他喜歡尋根究底、找不到
答案誓不罷休；他在香港創業，研究出當時世界獨有的優質斜紋
布，奠定其紡織王國的基石；他參與基本法草委會工作，為香港
順利回歸祖國獻策，為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作出重要貢獻。

本報記者 羅秉昆

壹

去到前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梁振英的辦公室，見到一本本安子介的著作放在辦
公桌上。記者揭開其中幾本來看，均看到書的首頁均有安子介親提 「梁振英惠存」。原
來安子介每逢有新書出版，都會送贈一本給愛書之人梁振英。梁振英說，安子介博覽群
書，思想開闊，每次和他談話，都會學到很多東西，絕對是 「儒商」的典範。

梁振英說，自己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時，就是向安子介負責，
因此兩人接觸機會甚多。梁振英稱讚，安子介雖然在社會上德高望重，但從
來不會擺架子，沉默寡言，重視實際。當時與兩位副秘書長馬力和邵善波經
常和安子介用餐。安子介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學識淵博。

梁振英又指出，該會當時就基本法的第一和第二稿諮詢市民意見，打算
用嶄新的宣傳手法，包括邀請徐小鳳在不同媒體唱小調、邀請劉家傑作旁
述，以及製作盲人凸字版等。起初梁振英和秘書處人員擔心安子介不會接
受如此前衛的建議，怎料得到的回答是信任與鼓勵： 「這些事你們年輕人
若有周詳的部署便可以做，具體內容由你們自己決定便可。」梁振英說，
由於安子介的開明，令大家更有幹勁做好基本法諮詢工作。

胸中有墨水就能著書。安子介二十三歲時，便和友人艾維章合作，翻
譯了美國科幻小說《The Second Deluge》，改名為《陸沉》。一九
四五年，他完成了《國際貿易實務》，成為第一本由中國人所著關於國際
貿易實務的專著，對推動中國國際貿易的教育和研究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學庫五車外，
梁振英也難忘安子介的
稚氣： 「他談到輕鬆的
話題時，會笑得很純真
，好像孩童的笑容。尤
其是他年紀越大的時候
。」

思想開明 毫無架子

▶在梁振英眼中
，安子介堪稱是 「儒
商」 典範（本報攝）

安子介（中）與董建華（左）
及李嘉誠（右）在一起

鄧小平（右二）接見香港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安子介（右一）等人

19951995年年 江澤民（右）會見安子介（中）率
領的 「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 理事訪
京團

19971997年年 安子介在北京天安門香港回
歸倒計時牌下留影

19791979年年 安子介與家人合照

19181918年年 安子介六歲
時與父母合影於
上海

▶安子介為香
港長期的繁榮穩定
作出了重要貢獻

▲安子介與其著作《解開漢字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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