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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 25日是清華大學110周年校
慶。據清華大學官網消息，在校慶之際，
清華大學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香港愛
國實業家曹光彪臨終囑託，將自己名下的
財產全部捐贈，助力清華大學服務國家富
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2021年3月12
日凌晨，曹光彪與世長辭，享年101歲。
香港媒體對這位「世界毛紡大王」、「港
龍之父」的辭世紛紛予以報道，稱讚其為
改革開放後首批赴內地投資興業，「畢生
所做皆為國家所需」的香港愛國實業家。
曹光彪長子曹其鏞、幼子曹其東日前接

受記者專訪，講述了父親波瀾壯闊、愛國
愛港的一生。「父親只不過做了每位中國
人應該做的。」曹其鏞在記者面前極為低
調，一如他的父親。

抗美援朝時期的香港「買手」
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著名愛國商人霍
英東頂着港英當局的重重壓力，組織頗具
規模的船隊，把藥物等大量急需物資從香
港運回內地，為抗美援朝和新中國建設作
出重大貢獻。
很少有人知道，在這段眾所周知的故事
裏，在這條突破西方禁運的運輸鏈條中，
負責最前端採購和把藥品送到霍英東船隊
手中的就有曹光彪。
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前一年曹光彪才遷
至香港，他是如何能在港英當局的嚴密控
制下採購到大量「違禁」物資？曹其東
說，答案在於父親曾在二戰期間接濟過流
落上海的猶太難民。
祖籍寧波的曹光彪17歲輟學接管父親在
上海的「鴻祥」呢絨店。他年紀雖小卻待
人和氣、機靈敏銳，僱用了十幾位猶太難
民，讓他們沿着外國人工作和聚居的街道
銷售西裝料子，逐漸打開了銷路，生意做
得有聲有色。

二戰結束後，這些患難之交回到歐洲和
美國，他們視曹光彪為救命恩人，成為他
可靠的供應鏈。「藥品、五金、工具……
當時什麼都缺，什麼都買不到。」曹其東
回憶說，面對物資短缺的困境，曹光彪急
祖國所急，聯繫曾經的猶太僱員，懇請他
們在世界各地幫忙蒐羅物資，並突破層層
封鎖運至香港。

打開「補償貿易」之門的先行者
1978年，內地百業待興。曹光彪拜會時

任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陳誠
宗，了解到國家希望把國產毛紡產品銷往
海外以多創外匯。曹光彪即刻決定，在內
地投資開辦一家毛紡廠。
彼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

外資對內地還在觀望，內地也尚未有明確
法規，曹其鏞不贊成父親的「冒進」。
「我們當時的業務主要在國外，葡萄

牙、印度、毛里求斯、東南亞多國都有我
們的工廠。如果是為了賺錢，在內地辦廠
不是一個穩妥的選擇。」工科出身的曹其
鏞十分謹慎。
曹光彪當時已成為享譽世界的「毛紡大

王」，他創辦的永新公司業務遍及全球。
他發現，內地生產的毛紡品從質量到包
裝、設計，都難以滿足國外要求，於是草
擬出一個香港出資、內地辦廠的計劃，由
陳誠宗報送中央，開「補償貿易」之先

河，為國家打開了創收外匯的新渠道。
香洲毛紡廠在珠海開辦。「父親說必須

得做，哪怕虧掉所有投資也值得做，因為
這對國家發展有用。」曹其東說。此後，
曹光彪又陸續在內地投資了60多個項目，
涵蓋紡織、成衣、電子、化工等產業，橫
跨祖國南北。
港英時期，香港民航業由英國太古集團

控股的國泰航空長期壟斷，中國地區的航
線以香港往返北京、上海為主，航班也遠
不如國際航線頻繁。

打破英資航司壟斷的「港龍之父」
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
政策的具體說明》中，有一條對航空政策
的具體說明：在香港註冊並以香港為主要
營業地的航空公司和與民用航空有關的行
業可繼續運營。
能否打破英資對航權的壟斷，在香港創

辦一家華資主導的航空公司？
不同於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航空業需

要高端技術和管理，需要海量資本，更需
要政策博弈、航權爭奪，曹光彪義無反顧
地承擔起這一使命。全程參與港龍航空創
辦的曹其東只用一句話概括當年父親的決
心：「父親說得做，我們就做了。」
1985年，港龍航空問世，阻礙隨之一波

波到來。港英當局以港龍航空須取得英方

指定航空公司的資格為由，要求港龍航空
出示公司大部分股份由英籍人士控股的證
明。
港龍航空被迫進行大規模資本重組。港

龍完成資本重組不足數月，港英當局又宣
布一條新的航空政策：一條航線只能由一
家航空公司運營，最先獲發牌照的公司自
動獲得獨家運營資格。
由於國泰航空壟斷了香港至北京、上海

等高客流、高利潤的航線，港龍航空被迫
從內地其他航點入手，最終獲得了香港往

返廈門、杭州、南京、海口、桂林等城市
的航線。港龍發展一路坎坷，曹光彪曾公
開斥責港英當局不遺餘力偏袒國泰航空和
英國的利益。
「最開始，我們只有一架飛機，別人說

我們是『天上有，地下無』。」即使時隔
逾30年，回憶起港英當局的打壓，現年70
歲的曹其東仍記憶猶新。
自1990年開始，港龍多次股份重組，最
終於2006年成為國泰航空的子公司。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國泰航空去年宣布停運
旗下國泰港龍航空，結束了其35年的歷
史。
回想起商戰的波詭雲譎，曹其鏞擺擺手

說：「作為一個商業項目，港龍航空失敗
了；但作為一個香港品牌，港龍是港人乃
至中國人的驕傲。」
曹其鏞坦言，從賺錢的角度來說，父親

投資的項目中95%都是不成功的，「但父
親始終堅持，只要國家有需要，我們都要
盡力去做」。
「國家有需要」是曹光彪一生的信念。

他受教育程度不高，從未涉足科技領域，
但深信「中國未來發展在於科技」，早在
1996年就向清華大學捐資設立高科技發展
基金。
即使是在77歲高齡，曹光彪仍心繫祖國
科技發展，在寧波老家投資收購了一家光
學儀器廠，立志發展高端科研儀器。如
今，他投資創辦的寧波永新光學股份有限
公司多次參與國家航空探測工程，生產的
光學鏡頭在多個航天項目中都有運用。可
以說，這是曹光彪晚年最感欣慰的事。
「父親人生百年，做了許多愛國、為

國、強國的大事和好事，直至生命的最後
一息。」子女最後用八個字給父親曹光彪
的一生作註解——精彩人生，瀟灑告別。

文、圖：新華社

曹光彪之子曹其鏞 曹其東：父親所做皆為國家所需
●●曹其東曹其東
回憶父親回憶父親
早年在內早年在內
地投資辦地投資辦
廠 的 故廠 的 故
事事。。

●●曹其鏞曹其鏞
稱稱，，父親父親
只不過做只不過做
了每位中了每位中
國人應該國人應該
做的做的。。

●●香港愛國實業家曹光彪香港愛國實業家曹光彪。。

●●時任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陳吉寧時任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陳吉寧（（左左
二二））、、教育基金副理事長楊家慶教育基金副理事長楊家慶（（右二右二））與曹與曹
光彪光彪（（中中））及其子曹其東夫婦合影及其子曹其東夫婦合影。。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個半月前，一場名為「情牽
一線恒愛行動2020-2021嘉

許禮暨粵藝同行」的活動拉開了
帷幕，而像這樣將慈善及粵劇結
合在一起的大小活動，周潔冰還
組織了很多。作為地區工作者，
她早於1992年在港創立婦女組織
「紫荊社」，在社區為女性答疑
解惑，亦與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
共同發起「春蕾計劃」，扶持貧
困山區女童入學，近十年，她更
以香港粵劇曲藝協會作為橋樑角
色，使更多受助長者有機會欣賞
到粵劇演出。

在港推廣傳統手工藝
周潔冰於1997年在香港成立

了「春蕾計劃基金」，除推廣
「春蕾計劃」外，亦定期舉辦環
保教育、青年交流團、單親媽媽
資助計劃等活動。「恒愛活動」
正是其中一項慈善公益活動，在
港徵集愛心企業和機構，協助編
織愛心毛衣及頸巾，送贈予弱勢
社群。她介紹道：「『恒愛行
動』在全國推動傳統編織手工藝
的傳承，我在港推動粵劇文化也
是這樣的考慮，否則年輕一代會
愈來愈減少對這種文化的認
識。」她坦言，本地編織行業式
微，民眾很容易便可買到各種款
式的機織毛衣，活動在香港的推
行頗有難度，「大家慣於急速的
生活，請他們耗費很長時間織一
件冷衫很難，所以我們在香港推
動的時候選擇織頸巾，更方便編
織及教學。」但也正因為是以愛
心家庭或工作坊為單位，港人編
織出來的產品別具設計特色，更
着重美感和包裝，「我們曾將愛
心家庭的作品拎去內地展覽，極
受讚賞。」
萬事開頭難，周潔冰腳踏實
地，從徵集愛心家庭及企業開
始，到逐步開辦工作坊及捐贈活
動，她欣慰香港眾多企業及學校
對慈善活動以及傳統手工藝的支
持，編織工作坊的足跡踏遍主題
樂園、學校及社區。活動持續至
今已逾10年，早已累積了一班
長期擁躉，近年，「恒愛行動」
的啟動及捐贈禮走到工展會，亦
會去老人院送贈愛心頸巾，每條
頸巾皆掛有愛心牌，追溯到愛心

的源頭。眼見由恒源祥集團提供
的毛冷，在愛心巧手下成為一條
條別致的頸巾，她備感欣慰，更
開始思索將慈善活動與粵劇演出
相結合的可能性。

倡建曲藝資料庫及人才庫
周潔冰近年常在台上

以花旦示人，原來她學
習粵劇是從2006年成
立香港粵劇曲藝協
會開始。她表
示，成立此會
冀為粵劇文化
愛好者搭建平台，希望藉粵劇與
內地建立文化交流，讓粵劇成為
香港人對國家及民族認同的一個
切入點，從文化根基讓港人心歸
祖國。疫情前，她發動舉辦了三
屆「全港 18 區粵曲精英大
賽」，從籌辦比賽到邀請評判及
贊助，皆親力親為鑽研了解粵劇
項目的營運模式，將粵劇文化帶
入社區。「因為要不斷與曲藝界
的人士交流，我自己也必須不斷
增強專業知識，深入了解行業，
建立共同語言。只有這樣，才能
真正明白行業面對的困難，以及
業界人士的需求。」疫情期間，
她數次為曲藝界人士發聲，幫助
他們填表申請政府資助，並倡議
逐步建立曲藝資料庫及人才庫，
推動就業，振興曲藝。「今次的
疫情其實是一種經驗和教訓，教
我們學會未雨綢繆，而抗疫基金

是否可以幫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呢？因為疫情，曲藝界很多人已
經轉了行，深層次去想，其實粵
劇傳承已經開始出現問題，希望
政府更重視如何保育粵劇這項非
遺文化。」她鄭重地說。
而在學習粵曲的過程中，她已

被其文化魅力所深深吸引，「粵
曲文化博大精深，永遠都學不
完，要投入時間和精力，融會貫
通才會有所提升。粵曲是中國的
寶貴文化資產，如果我們不去保
留傳承它，任其消失是一種遺
憾。」提及傳承，自然談到如何
在青少年間推廣粵曲，她透露正
在與團隊編寫成語故事主題的粵
曲，望吸引多些青少年參與演
出，有人上台做主角，亦可吸引
朋輩來捧場，潛移默化間推廣粵
曲文化，這也是她舉辦粵曲大賽
時吸收的經驗。

一針一線織溫暖
周潔冰推動關愛互助組「恒愛行動」

一片冰心促和諧
關心婦女，關愛學童，關懷長者，在周潔冰的履歷

中，處處可見她對人和社會的關切之心。在她的堅持

下，已舉辦多年的「恒愛行動」如同正編織着一張溫暖

的愛心網，「若每個人都識得關心別人，年輕人懂得珍

惜和感恩，便會促進香港社會的和諧。」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冀粵劇成為香港文化品牌
周潔冰認為，粵劇文化是可以代表香港的傳統文化

之一，將隨着國家發展「一帶一路」的概念而傳至世
界，而其中一個步驟便是香港要融入大灣區，共建融
合文化圈，「粵曲是最容易融入其中的。」她提到，
內地政府已經在大規模普及曲藝，以曲藝家協會的組
織形式，定期舉辦分享及交流活動，自己與香港粵劇
曲藝協會成員也已多次赴廣東省各城市交流及演出，
「原來很多內地人鍾意聽香港的粵曲，因為有獨特的
味道在其中。」
她以美國紐約的百老匯和英國倫敦的西區為例，當

地長期都有不同劇目上演，而粵劇在香港因場地限制
等原因，無法如此推廣，而大灣區既具備場地條件，
亦有足夠觀眾基礎，其實是給了港人一展所長的機
會。在這方面，與投放資金相比，政府更需要的是着
重政策上的鼓勵和扶持，為北上港人提供便利，如此
這般，便可真正幫助香港文化事業於大灣區的發展和
推廣，「還有一件事很重要，政府過往投放過很多錢
予青少年赴內地暑期交流，但卻沒有目的和焦點，我
建議其實應該以文化藝術作為交流主題，即使只是學
習其中一項，也會將祖國的瑰寶帶回香港，這也許將
來會成為年輕人發展的起點，」她補充道，「我真心
希望年輕人可以多一些機會了解認識中國現在的發展
情況，為未來赴大灣區發展奠定基礎。」

聆
聽

●●周潔冰常將慈周潔冰常將慈
善活動與粵劇演善活動與粵劇演
出相結合出相結合。。

●●周潔冰稱周潔冰稱，「，「恒愛活動恒愛活動」」既既
可助人可助人，，也可使更多人認識編也可使更多人認識編
織這項傳統手工藝織這項傳統手工藝。。

●●「「恒愛行動恒愛行動」」早前舉行嘉許禮暨粵藝同行活早前舉行嘉許禮暨粵藝同行活
動動。。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周潔冰周潔冰（（中中））於山區探於山區探
訪受助女童訪受助女童。。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 周 潔 冰周 潔 冰
（（左左））熱愛熱愛
粵劇粵劇，，常登常登
台演出台演出。。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