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社會挺身而出，是商人核心價值觀」
沈慧林：透過鐘錶工藝說好中國故事 深信香江未來更美好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

在澳門與工商界人士座談時，高度讚揚港澳工商

界和企業家素有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光榮傳統，

每逢重要關頭都挺身而出為國擔當、為國分憂，

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在2020年香港疫情期

間，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董事長沈慧林

捐出口罩及快速測試包等物資，又協助籌辦了多

個防疫、抗疫活動，並親身探訪獨居長者或基層

家庭，了解他們在生活及經濟上的需要。他於多

份報章撰文論述對社會發展的建議，包括政府在

創科方面協助中小企數碼化轉型、重啟及優化

「保就業」計劃、支持制定正常通關時間表，促

進港企與內地經濟交流等。他坦言，在社會的重

要關頭挺身而出，是作為一個商人的核心價值

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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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慧林的父親沈墨寧是著名木雕及古董音樂盒收藏家，以
木雕為載體傳揚中華傳統文化。「受到爺爺及爸爸的影

響，看到他們收藏的古董音樂盒及中式斗拱建築構件，令我
思考如何將中西完美結合成為獨一無二的設計，透過品牌承
載着香港的獨特性。」
沈慧林說到，自己創業的初衷，就是透過鐘錶工藝說好中國

故事。他相信，在國家的支持和關懷下，香港的未來一定會更
加美好，自己也會積極投身到國家的發展中，特別在為國家培
養下一代方面，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指青年是民族傳承最關鍵一環
在創業道路上，沈慧林不忘弘揚中華文化的初心。他會將父

親收藏的古董圖案，或一些道家、佛家、儒家的思想或字句刻
在錶盤上，更會不計成本地協助許多慈善團體訂製鐘錶、拍賣
籌款的同時，讓更多人對中華文化有所了解。在事業有成後，
他更積極回饋社會。「青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也是民族傳承
最關鍵的一環。」他至今已向數十間內地和香港的學校提供資
助，用以支援學校重建、設備更新、設立獎學金等，幫助學校

培養優秀人才，未來他還準備進一步擴大資助範圍。

向兩地學校捐贈資金或物資
除了專注於通過中西合璧，傳揚中華文化，沈慧林長期關注

社會公益，並透過企業及個人名義支持多項慈善活動，包括多
次向香港及內地的學校捐贈資金或物資，支持基層學生的教育
發展，以及透過贊助文化展覽或工作坊，推動鐘錶藝術與傳統
技藝的傳承。
他說過，希望通過自己微薄之力，為更多有需要的人燃亮生

命。他多次向NGO及學校捐出陀飛輪拍賣籌款，並為他們打
造專屬陀飛輪腕錶作籌款用途，扣除成本後把所得收益全數撥
捐慈善。他認為，慈善和生意可以並行，每次慈善活動均吸引
名人及學校舊生出席，他們佩戴陀飛輪並拍照上傳，可說是對
產品最佳的宣傳，既可做善事又有利於建立品牌，可說是雙贏
的策略。
沈慧林多年來不忘初衷，以自身故事激勵年輕人勇於追夢。

他近年經常抽空到各大小中學及八大院校分享演講，將個人創
業故事作為演辭主軸，無私地分享創業的寶貴經驗，以生命影
響生命。去年，沈慧林榮膺香港政協青年聯會第六屆執委會主
席。他說到，將不負期待、全力以赴帶領執委會成員做好港青
工作，包括為青年與政府交流搭建橋樑，發揚創業創新精神，
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作為企業家，在進行商業發展的同時，必須以家國情懷為

先，每逢重要關頭都挺身而出為國擔當，這是商人的價值觀最
核心和重要的。」他說。

昨日中午的氣溫雖
然高達31度，且天氣
悶熱，但仍阻擋不了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
大隊老兵和老兵後人
們來到深涌李家大屋
緬懷。有老兵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要銘記抗戰時期
的艱苦歷程和民族所
受到的屈辱，在現時
更是時刻要將維護國
家安全記在心中。也
有老兵後人指出，此
次參與揭幕儀式，除
了要提醒自身謹記父
輩抗戰的精神，亦更
加珍惜現時來之不易
的安穩生活，將愛國
愛港精神繼續傳承下
去。
「抗戰這一段歷
史，是不論身處何地
的中華民族兒女都需銘記在心的，在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
更要繼續傳承這一份抗戰精神。」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
擊戰士聯誼會會長、現年90歲高齡的林珍表示，當年其胞姐林展
是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她受到胞姐的啟蒙加入東江縱隊港九獨
立大隊，並成為小交通員及護理員。

憶姐遭日軍誣陷偷軍票挨毒打
「我記得8歲那年，親眼目睹姐姐遭日軍誣陷偷取軍票，被押送至家中

搜查及毒打的情景。」林珍回憶說，當時她親眼所見日軍甚至用刀割傷姐
姐，但姐姐堅決不向日軍低頭。當說到這一幕，林珍一度哽咽。在目睹日
軍的殘暴行徑後，她更是堅定自己身為中國人要為抗戰作貢獻。
提到對當今年輕後輩的期望時，林珍指出：「歷史真相對每個人都至關
重要，2019年的黑暴事件正是因為年輕一代輕信被歪曲的事實，才導致他
們做出過激行為，故讓他們深入認識歷史真相，銘記歷史教訓，才不會重
蹈覆轍。」
武術教授余小平的父親余貴（桂）興，曾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一
名教導員，看着紀念碑時，她不禁想起父親當年對她的諄諄教誨。她表
示，自己之所以熱愛武術，並一直投身於武術領域中，也是因為父親希望
自己成為一個勇敢、刻苦耐勞的人，「我選擇習武也是因為父輩給我的啟
示，他們在當年用血汗為我們守護家園，我也想透過武術傳承這一份保家
衛國的精神。」
余小平也提到，作為後輩的她，除了秉承了父親在抗戰時堅韌不拔的精
神，更學會珍惜現在來之不易的生活，尤其是珍惜糧食。這是因為父親在
世時告訴她，當年隨着大隊行軍路程中，曾遇過隊伍糧食短缺，三天僅靠
一粒黃豆支撐下來，故反覆提醒自己要學會節約資源、珍惜糧食，亦令她
深刻體會到抗戰時期父輩們的不屈精神，以及後來的艱苦奮鬥，才換來了
今天的安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學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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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珍佩戴抗戰勝利勳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余小平展示父親在東江縱隊時的大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特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學怡）今年是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周年。為進一步傳承愛國愛港精神，令
更多人深入了解這段抗戰歷史，新界鄉議局
與多個團體昨日在西貢深涌舉行「東江縱隊
港九獨立大隊交通總站舊址紀念碑」揭幕
禮。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
正在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將會繼續加強市
民的愛國情懷及民族認同感，引領年輕一代
正確認識抗戰歷史、秉承抗戰先烈的高尚情
操。鄉議局主席劉業強透露， 希望能聯繫
社會各界將本地抗戰遺址組成一條紅色旅遊
路線。
交通站舊址李家大屋是一座白牆大屋，屋
上方標明建築年份的「1936」四個數字。大
屋由李源毓斥資於1936年建成，供其兄弟
及家人居住，至今仍保存完好。在1942年
至1944年期間，該大屋被用作東江縱隊港
九大隊情報交通總站，用於掌握敵情變化，
接受上級指示以及指揮各中隊協同作戰，是
當時東江縱隊在港的重要聯絡中心。
據史料顯示，該交通總站的站長初期是葉
培，後因葉培遭日軍俘虜，1943年轉由李
坤接任站長，而最後一任站長是羅許月。該
交通站共有六條交通線，在傳送情報及物資
方面均發揮重要作用。大批物資經此交通站
轉送到內地抗戰前線，從各方搜集所得的情
報亦經此傳遞到大隊部指揮機關，令大隊部
可及時作出有效的作戰部署。李家人除了在
日常吃住方面幫助游擊隊，也曾在1942年8
月20日，日軍到交通站搜查時，鎮定地掩
護年輕的交通員張發脫險。

梁宏正：代代相承愛國精神
梁宏正指出，抗戰時期無數愛國之士自告
奮勇，為守護祖國奮戰到底，寫下波瀾壯闊
的歷史篇章，「我希望市民透過參觀抗日戰
爭紀念設施及遺址，可深入認識到先烈們在
抗戰歲月裏的艱苦歷程，從而將愛國精神代
代相承下去。」

李慧琼冀各界共推愛國教育
出席揭幕禮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表
示，此次紀念碑揭幕儀式不僅是一份對歷史的
尊重，亦是一種愛國精神的承傳，這段歷史
可以令更多香港青年深入了解到，在香港這
片土地上也有許多先烈在抗戰時期為國捐
軀，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她
亦期望，社會各界共同推動愛國主義教育，

支持抗戰歷史的研究及弘揚，共同守護這一段
可歌可泣的民族記憶，「我們要讓愛國愛港的
精神，猶如這塊紀念碑一樣屹立不倒、代代
相承！」
「交通總站舊址的保留與紀念碑的設立，
讓後人得以追思先輩的犧牲與貢獻，以激勵
我們傳承愛國愛港的精神。」新界鄉議局主
席劉業強指出，深涌的李家大屋見證了抗日
戰爭期間烈士們的英勇事跡，並記錄了當年
交通總站在傳遞情報、運送物資、籌集軍
糧、保護游擊戰士及支援抗日戰爭的關鍵作

用。而李坤、羅許月等先輩先後擔任站長，
亦體現了香港同胞與內地同胞團結一心、共
禦外敵的偉大精神。

劉業強：夥抗戰遺址組紅色路線
對於未來如何能吸引更多市民及遊客來

此參觀，劉業強表示，未來會攜手社區
各界人士，聯同其他本地的抗戰遺址組
成紅色路線，使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
來深涌了解及紀念中國人民的抗戰歷
史。

東江縱隊交通總站舊址紀念碑揭幕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交通總站舊址紀念碑揭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沈慧林的父親沈墨寧醉心中國文
化，對工匠精神尤其着迷，更是一位
木雕及古董音樂盒收藏家。沈墨寧的
辦公室裏珍藏許多木雕藏品，這只是
沈墨寧 3萬餘件明清木雕藏品中的冰
山一角。他認為，這些古代無名工匠
的作品值得被世人重新看見和審視，
精美繁複、裁雲鏤月的木雕工藝和它
所代表的傳統文化，都值得傳承與發
揚。
沈慧林介紹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
代末，父親從香港回到故鄉杭州參與
杭州手錶廠的投資及股份改革。為方
便工作，他在廠房旁建了一間自住的
房屋，並希望這間房子體現中式風
格，而木雕是承載中華傳統文化的重
要載體，於是裝修的時候就開始找各
類木雕作品。
由於適逢改革開放初期，許多農村人
翻新舊物，認為家中保留清朝遺留的木
雕、木具等沒有價值便丟棄，沈墨寧覺
得非常可惜，便一一收集起來，數十年
來累積數以萬計有價值的木雕。沈慧林

認為，這些古代無名工匠的作品滿載中
華傳統文化精髓，每一件作品背後都可
能有自己的文化故事。
從小受到父親的言傳身教，沈慧林在
積極發展事業的同時，亦不忘傳承中華
文化，更把木雕文化融入一向是西方主
導的陀飛輪鐘錶之中，開發出香港的自
家品牌。
他介紹道，錶肉的陀飛輪是西方發明
的技術，但錶面上的木雕圖案卻是東方
藝術精髓，代表着中華文化與西方技術
的有機結合，非常有意義。

將多用人工智能提升生產力
沈慧林表示，企業成功應回饋社會，
他將慈善視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部
分，故鼓勵員工參與義工活動。在現時
瞬息萬變的時代中，堅持愛國愛港是每
一名商人應盡之責。未來會更多使用人
工智能來提升生產力，以產品為依託，
在國家需要時挺身而出，繼續向世界每
個角落傳播中華傳統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幼受庭訓 工作不忘傳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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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手持《克爾日記：香港淪陷時期東江縱隊營救美軍
飛行員紀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老兵和老兵後人出席揭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沈慧林（左二）在青海進行慈善探訪。 受訪者供圖 ●沈慧林（右）及父親沈墨寧。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