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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首刚刚成为历史的20世纪，我们不能不为人类社会在这一百年里风云迭起、沧海桑田而感慨。
作为香港和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惊叹香港和祖国近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更为香港、澳门在世纪交
替之时和平回到祖国怀抱，以及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
    我庆幸自己是香港和祖国沧桑巨变这部辉煌历史巨剧的见证人，也是其中的一位参与者。
    我是水上人家出身。
水上人家俗称“蛋民”(音蛋，也写作蛋、蜒)。
以前，“蛋民”与优(戏剧者)、娼(龟公、龟婆)、皂(差役)、卒、批(修脚甲)、捶(骨)、奴(包括门房)
、剃(理发)合称“下九流”。
“下九流”是不能参与科举考试的，也就是没有机会登科而仕。
到了清朝末年，蛋民、惰民(宋朝罪俘的后裔)、丐户(以行丐为生者)这三类民户，在社会各类人等中
地位仍是最为低下的，他们的多种社会权利均被剥夺。
    我原本并不知道“蛋民”这两个字的来历，想不到连孙中山也知道“蛋民”的地位低下，所以在建
国纲领中要求给“蛋民”人权、自由。
建国纲领的“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民权利文》称：“天赋人权，胥属平等⋯⋯
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
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
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
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    由“蛋民”成为在社会上被尊敬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当然，我以此为荣，以此为傲，既非因为我现在担任什么政治性职务(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之类)，也非
因为我拥有一定的财富，而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和成就事业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与香港半个多世
纪来从一个小小渔港突变成国际都市的历史相息相关。
一系列关乎香港发展和前途的历史大事，比如战前兴旺的海上货物驳运、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战后
军用剩余物资的买卖、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参与对中国大陆“禁运”、地产行业的勃兴、银行挤提风潮
、填海开港、淡水湖的兴建、“六七风暴”、大陆开放后中港经济的交流和合作、《基本法》的起草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建、港澳回归旋风⋯⋯我不但都身临其中，很多时候还在里面扮演相关的角色
。
    我的成长和成就事业的经历很艰难，这当然是因于我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
更主要的，是在我发迹之后，我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隐比一而这隐}尤非常沉重，成
了我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不知道，在香港，有哪一个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我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
在商界，我一向稳健，有些人说是“保守”，也有人说我做生意有如“钢索吊灯笼”般稳妥；但在人
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我的处境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
我向来总小心翼翼地做人和处事。
以往，在香港，我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我，我也是默然
处之，逆来顺受；什么事都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
，不爱自我宣传。
    多年来，在商界、体坛和政治事务方面，我很超然，既超脱圈内的各种纷争，也被各派势力接受和
尊重；既有不少像何贤、利铭泽、胡汉辉、李嘉诚、何鸿粲这样的好朋友，也几乎没有树敌。
可能也是因为我不爱张扬，逆来顺受，所以缓和了我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保护了自己，保存了实力。
    广东方言称：“能伸不能屈是一碌木(粤语里“碌”是量词，相当于“根”)，能屈不能伸是一只虫
，而能伸能屈者，则是一条龙。
”我不是一条龙，但能伸能屈确实是我的性格。
    我从来没有蹉跎岁月，但港英政府的歧视，却使我眼巴巴地望着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那段黄金机会
与自己擦肩而过，不能继续与别人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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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此虽有些遗憾，但从没有流露过半句怨言。
在淡出地产界的同时，我在另一些领域如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积极活动，尽自己的能力去推动中国体
育事业的发展，我以此为荣。
    回首往事，应该对自己怎样评价？
假如人生满分是一百分，那我给自己不止打一百分，而是一百多分。
为什么给自己打一百多分，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止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陈
超、罗湛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我敢说，我从来
没有负任何人！
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一个商人，信誉、道德很重要。
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说的那样“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这种存心，则天下就大乱了！
世界没一个“信”字怎么行？
像“文革”时，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我热爱体育。
做运动很有意思，打网球，球是否过界，双方有时会争拗，甚至与裁判争论，打足球，时常亦会打架
。
但打高尔夫球就完全不同，这种运动没有裁判，没有证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
我们成班人打高尔夫，打完由自己报打了多少棒，人了多少个洞，全靠自律，靠一个“信”字。
做生意也一样，没有信誉，那怎么行？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将会把我这一生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记录下来，包括外界时常有议论的朝鲜战争
“走私”事件、澳门赌业事件，我参与地产界的过程，我受港英当局歧视的内幕，我为中国体育走向
世界奔走呼号的详情，我和党中央建立信任关系的来龙去脉，我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心路历程⋯⋯ 
  这本回忆录，一定要做到真实，哪怕有一点点内容是假的，也要不得，因为别人不知道多少是真，
多少是假，造成真假难分。
历史，别人怎样看是一回事，但事实一定要准确。
有些事实，无人知；有人知的，但也无人写，比如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当然这并不是好事，但亦并不
是坏事。
以前写我的一些文章，很多不经我看过，写得不真实。
其实，赞我、骂我都好，关键是要有事实根据。
    一些事情，我从来不想回避，朝鲜战争也好，澳门赌业也好，但很多事，外面写的并不真实。
    很多人来写我，我都回绝了。
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明白我的经历，到现在为止。
以前出版的那些关于我的书和文章很多是不真实的，我始终觉得应该有一本回忆录、自传之类的书，
并非想出版，只是想留下一些史实，留给自己的家人也好。
    到了这个年龄，也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再过一两年，一些已过去多年的事情可
能也记不起来了。
    以下，就是我个人从商和做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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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霍英东的一生，伴随着东亚政局数十年的风云变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港英政府拍卖剩余物资，22岁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与投标，转手赚了2.2万元。
从此，他的生意就与时局勾连在了一起。

朝鲜战争期间，欧美对中国实行封锁，霍英东冲破禁运为大陆运送物资，不但为自己挣得第一桶金，
也为日后布局大陆打下人脉基础，甚至早在1960年代就得到邓小平亲自接见。

1950年代，香港步入稳定繁荣，经济“花繁叶茂”，霍英东进入地产业，通过“售楼说明书”“卖楼
花”等发明，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霍英东第一时间读出其中的微妙讯息，成为第一个到大陆投资的香港巨
商；此后，霍英东不断正确解读时局，“看裸画辨政策风标”，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实现了新的起飞。
1990年代大国崛起、香港回归的大局之下，霍英东再次将投资重心转向体育、慈善，及家乡的基础建
设；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以拳拳爱国之心，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书真实、详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历往事的追忆，对敏感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
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亦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捕捉商机
的大格局、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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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英东（1923年5月-2006年10月），香港20世纪罕有的商业奇才，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广为
人知的慈善家；第一位晋身国家领导人的“红色资本家”，“率先支持改革开放事业的爱国者”（杨
尚昆题）。
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霍英东幼年丧父，因战争辍学后，当过船上的烧煤工、糖厂的学徒、修建机场的苦力，开过小杂货店
。
后从事海上驳运业务。
朝鲜战争期间他冲破英美禁运，对中国大陆运送物资，赢得第一桶金。
1953年创立地产公司，用“卖楼花”“售楼说明书”等创新手段，短时间内聚集了惊人财富。
改革开放后，霍英东是最早在大陆进行投资开发的香港商人之一。
晚年，他致力于南沙的建设，并活跃于政治、体育、社会公益领域。
1995年获得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
1997年7月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的大紫荆勋章。
冷夏，港澳政治问题学者，曾担任霍英东先生私人顾问。
2002年起至今，担任香港某智囊机构首席研究员，就港澳未来政治制度发展、中央与港澳特区关系等
问题向有关决策层提供意见。
已出版专著超过20部，被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特聘为客座教授或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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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生意，并不总是赢；但人生，我给自己打一百多分！
1 第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以前战争年代艰难成长、历经磨难 第一章1923—1941：战前风雨飘摇中的
悲惨童年7 第二章1941—1945：香港沦陷时期，涉世艰难14 第三章1948：第一宗失败的生意告诉我要带
眼识人20 第二部分：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运送物资发迹，累积资本后投资地产 第四章1950—1953：
朝鲜战争期间冲破禁运为大陆运送物资29 第五章1953：战后于资金涌入、人口急增时投身地产36 第六
章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见证地产界兴衰，在起起落落中稳健自保56 第三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英关
系紧张，时局动荡，淡出地产界 第七章淘沙开港，亏在自己，利在社会69 第八章身不由己介入澳门赌
业，寄望繁荣澳门74 第九章中英关系紧张时期初上北京93 第十章香港社会震荡、地产低潮期：创建香
港地产商会，谋求共同发展96 第十一章1967：时局动荡，远走海外避风头104 第十二章遭受政治迫害
，壮士断臂，淡出地产界110 第十三章1968：以守为攻，承建工程116 第四部分：20世纪70年代中英关
系缓和，我帮大陆开展体育外交 第十四章中英关系缓和，我与大陆日渐密切125 第十五章淡出工商界
，体育帮我获得重要社会地位130 第十六章利用香港体育界特殊影响力展开体育外交135 第十七章改革
开放前后，密切留意大陆政策变化149 第五部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投资大陆，大胆创新 第十
八章大胆搞改革，探索可参考的模式159 第十九章小平同志说：白天鹅好！
168 第二十章梦牵家园，回报祖国183 第六部分：20世纪90年代大国崛起，积极配合大陆政策 第二十一
章缓和与港英的关系195 第二十二章东方海外事件，与董建华家族结缘201 第二十三章大国崛起，情系
亚运和奥运206 第二十四章香港回归，参政议政215 第二十五章响应中央倡议，开发海南221 第二十六
章晚年梦想：建成南沙港新城229 后记240 附录一霍英东生平大事年表246 附录二霍英东履历254 附录三
原版出版说明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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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回首刚刚成为历史的20世纪，我们不能不为人类社会在这一百年里风云迭起、沧海桑田而
感慨。
作为香港和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惊叹香港和祖国近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更为香港、澳门在世纪交
替之时和平回到祖国怀抱，以及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
我庆幸自己是香港和祖国沧桑巨变这部辉煌历史巨剧的见证人，也是其中的一位参与者。
 我是水上人家出身。
水上人家俗称“疍民”（音蛋，也写作蜑、蜒）。
以前，“疍民”与优（戏剧者）、娼（龟公、龟婆）、皂（差役）、卒、批（修脚甲）、捶（骨）、
奴（包括门房）、剃（理发）合称“下九流”。
“下九流”是不能参与科举考试的，也就是没有机会登科而仕。
到了清朝末年，疍民、惰民（宋朝罪俘的后裔）﹑丐户（以行丐为生者）这三类民户，在社会各类人
等中地位仍是最为低下的，他们的多种社会权利均被剥夺。
 我原本并不知道“疍民”这两个字的来历，想不到连孙中山也知道“疍民”的地位低下，所以在建国
纲领中要求给“疍民”人权、自由。
建国纲领的《大总统通令开放疍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民权利文》称：“天赋人权，胥属平等⋯⋯
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
若闽、粤之疍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
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
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 由“疍民”成为在社会上被尊敬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当然，我以此为荣，以此为傲，既非因为我现在担任什么政治性职务（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之类），也
非因为我拥有一定的财富，而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和成就事业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与香港半个多
世纪来从一个小小渔港突变成国际都市的历史相息相关。
一系列关乎香港发展和前途的历史大事，比如战前兴旺的海上货物驳运、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战后
军用剩余物资的买卖、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参与对中国大陆“禁运”、地产行业的勃兴、银行挤提风潮
、填海开港、淡水湖的兴建、“六七风暴”、大陆开放后中港经济的交流和合作、《基本法》的起草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建、港澳回归旋风⋯⋯我不但都身临其中，很多时候还在里面扮演相关的角色
。
 我的成长和成就事业的经历很艰难，这当然是因于我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更
主要的，是在我发迹之后，我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隐忧──而这隐忧非常沉重，成
了我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不知道，在香港，有哪一个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我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
在商界，我一向稳健，有些人说是“保守”，也有人说我做生意有如“钢索吊灯笼”般稳妥；但在人
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我的处境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
我向来总小心翼翼地做人和处事。
以往，在香港，我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我，我也是默然
处之，逆来顺受；什么事都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
，不爱自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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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初。
自那之后起，我和霍先生时常见面，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广州的
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香港深水湾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
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
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交谈。
在交谈中，霍先生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人的
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    每次见面，霍先生总是滔滔不绝。
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地方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十二点钟，霍先生的儿子开车送我回家
，他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
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先生意犹未尽，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
约十五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
明天，不知你有无事？
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    霍先生有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
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给我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
什么问题想找我谈，也约我出来面叙。
    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我认为，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比较关注香港历史和时政，对这
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大家有不少话题可以谈。
交谈中，霍先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询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知，谈自己的见
解。
这种交谈是双向的。
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先生，都是他说什么，对方记什么。
我想，尤其是当霍英东登上政治“神坛”之后，对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诺诺)的人可能更多。
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
    应该说，霍先生不算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一当然，这并非是指他不合作，事实上，在采访过程中，
他多次鼓励我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或提醒我还有什么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他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反反复复陈述一些他可能自认为重要但已经讲过多次的内容
；而且，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当我们正在就某个问题交谈时，他往往会忽然问中断这个话题，而转
谈一些与我。
的发问毫无相关的内容，让人无所适从。
有些时候，他甚至会反过来问我，提出一些让人大感意外和摸不着头绪的问题，比如：“你在大陆有
无档案？
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
”他何以提出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问，他答道：“⋯⋯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国
内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    另外，霍先生既不喜欢评价自己，亦不愿意评价别人，对我提出的这类问题，他总是避而不谈。
所以，即使他也多次在我的要求下讲出一些诸如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贸易、澳门博彩业之类的读者可能
极感兴趣但又不为世人所知的真实内幕，但却极少有骇世惊人之语。
    但是，我至今仍然记得，1995年8月28日，在香港南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可能是因为他那天的心情
好，霍先生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亢奋神情，谈兴甚浓，甚至对一些以往避而不谈或总是轻描淡写用一
两句话简单掠过的问题亦主动提及，并且一反常态，谈得酣畅淋漓，出语惊人，似乎不吐不快。
    “你从商已有半个世纪，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有个自我评价。
假如人生满分是一百分，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    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希望能听到霍先生对他半个世纪的商界生涯来一次总的自我评价，但我
想，他可能会一笑置之，或答非所问；谁知，他连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    “不止一百分，起码一百
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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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先生表露出一副满不在乎、轻描淡写的神情，既不带半点自傲与自负，亦并不那么理直气壮，
但听起来，仍然令在座的每个人感到惊喜和愕然。
    霍英东对自己评价如此之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沉吟片刻，解释说：“为什么给自己打一百多分，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
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
⋯”接着，他又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末了，他又补充说：“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    “像你这么说，在商界，你真正的朋友不多？
”我问。
    他平静地说：“那倒不是，像李嘉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生意往来，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
系很好。
”    环顾港澳两地商界，名流巨贾不乏其人，但试想，能十足自信地宣称“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的，当中又有几人？
而够胆表态“与我合作过的人，不少都有负于我”的人，当中又有几个？
这些话出自向来处事作风极为低调的霍先生之口，不能不令人大感诧异和难以置信。
    霍先生的这些话，令我想起之前与他的一番交谈。
那天，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霍英东突然递过来一份杂志，上面有一篇大陆作家写他的文章，
他特别叫我看其中的一段，这段文字是作家虚构而成的，写的是小时候的霍先生，时常去找一个叫何
叔的人，这人喜欢给他讲《厚黑学》⋯⋯    看完，霍问我：“对这段文字有何看法？
”    我简单谈了我的看法后，霍先生一边处理商务，一边自语：“一个商人，信誉、道德很重要。
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说的那样‘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这种存心，则天下就大乱了！
世界没一个‘信’字怎么行？
像‘文革’时，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    过了一会，我们一起离开中银大厦，要去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
搭乘电梯下楼时，霍先生又问我：    “《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
”    “是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李宗吾的四川人。
”    “这个人写这本书真要命！
听说阿爷(毛泽东)亦很中意看古书？
”霍又问。
    “毛泽东确实很偏爱古书，《资治通鉴》是他最爱读的。
”    “这本书讲什么的？
”    “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纪录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中国朝代的演变历史，本来是写给皇帝
以及士人借鉴的。
”    出了电梯，坐上“奔驰”房车，霍先生意犹未尽，继续刚才的话题。
说了一通《厚黑学》，他又引申谈到体育：    “体育运动很有意思，打网球，球是否踩界，双方有时
会争拗，甚至与裁判争论；打足球，时常亦会打架。
但打高尔夫球就完全不同，这种运动没有裁判，没有球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
我们成班人打高尔夫，打完由自己报数，全靠自律，靠一个信字。
做生意也一样，没有信誉，那怎么行？
”    霍先生反复强调做生意要讲信用，应该不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为人，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这
些话来判断他几十年的商业道德行为。
但他的这番话，倒是再次调动起我去探寻他的商业活动、评价他的经商操守的兴趣。
    霍先生叱吒商界半个世纪，其间，除了他在朝鲜战争时期的那段海上贸易经历，因真实情况不为外
人所知，或因立场、观点不同而引致一些人的微词外，至今，尚没有听过关于他的商业行为的其它负
面传闻——倒是某人有负于他的消息，时常见诸传媒书刊，或流传于市井坊间。
何贤、“赌王”何鸿桑、“金王”胡汉辉等港澳两地的一些富商，也曾公开称霍先生对他们的事业予
以极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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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澳两地商界，霍英东信誉至上的商业操守，有口皆碑、尤其是同一辈的那些商家们，提起霍先生
，个个敬重有加。
有一位与我较为相熟的商家翁锦通老先生，早些年曾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与霍先生共事多年
，闲谈之中，一提起霍先生的商业操守，他总是翘起大拇指直呼：“霍英东好样的！
”    有一天，我曾问霍先生：“自从你发达以后，有无担心过被绑架？
”    “从来没担心过。
”    “为什么？
”    “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要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据一些在霍先生身边工作几
十年的人说，几十年来，从未见到他出入带保镖，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
在采访期间，我见到他也总是独来独往的，自己搭缆车下山，独自步行到中华总商会开会，一个人前
往中华游乐会打网球⋯⋯    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回首往事，能够问心无愧，实属难得。
霍先生很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且把自己看得很高——虽然这种自我感觉是深藏于心底的，但有时亦
会在有意无意间，隐隐约约地从他的言语中流露出来。
虽则如此，但霍英东并不在乎别人怎样评价他——或者说，他既不得意忘形于别人对他做出很高的评
价，亦从不抗拒别人对他的贬损，他所关注的始终是关于他的经历真实与否。
这也正是一九九四年，当他得知大陆一间电视台要开拍电视连续剧《霍英东》后，连忙致函当地党政
部门表示不满的原因，因为他很清楚这类电视剧毕竟难免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有一些不真实的内容会
令他尴尬。
    关于这本书，霍先生多次向我谈及他的看法：    “⋯⋯材料一定要真实，哪怕有一两成内容是假的
，也要不得，因为别人不知道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造成真假难分。
历史，别人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事实一定要准确。
有些事实，无人知；有人知的，但亦无人写，比如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当然这并非好事，但亦并不是
坏到什么程度。
以前写我的一些文章，很多不经我看过，写得不是很真实。
其实，赞我、骂我都好，关键是要有事实根据⋯⋯”    “一些事情，我从来不想回避，朝鲜战争也好
，澳门赌业也好，霍文芳事件也好。
但很多事，外面写的并不真实。
”    “很多人来写我，我都回绝了。
写来写去都是东沙岛、朝鲜战争、卖楼花，不过如此。
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明白我的经历，到现在为止。
以前广州中山大学、北京新华社出版的那些关于我的书都是代表官方的，始终我觉得应该有一本回忆
录、自传之类的书，并非想出版，只是留下一些史实，哪怕是留给自己的家人也好⋯⋯”    我想，“
留下一些史实”，应该是霍先生愿意抽出那么多时间与我交谈的主要原因。
我记得，第一次到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去时，霍先生对我说：“⋯⋯到了这个年龄，也应该对历
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况且，再过一两年，一些已过去多年的事情可能也记不起来了。
”    从那天起，我们进行了长达两年时间的访谈。
在访谈中，我曾多次咄咄逼人地提出一些令他难以应答的问题，但他从未表露出半点不高兴、不耐烦
的情绪。
我很感谢他的宽容和大量。
    我曾把初稿交给霍先生，咨询他的意见。
几磅重的书稿，他随身携带，出差在外，书稿也带在身边。
对书稿内容，霍先生提出过不少富建设性的意见，并曾安排他的秘书凌汉伟先生到我公司来，花了几
天时间修正其中的内容。
对于整部书稿，霍先生曾经对我说：“你不是为我抹粉涂金，但事实是一定(准确)的，你比任何人都
理解我的历史，才这样写。
(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我很难忘1995年8月28日那一天，在乡
村俱乐部交谈了两个小时后，霍先--生毫无倦意，意犹未尽，又提议到他家里继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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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十点钟车右，我们离开乡村俱乐部，冒着蒙蒙细雨驱车前往山顶种植道的霍先生私邸。
在那里，霍先生把他一生的经历和人生的体验简明扼要地向我陈述，让我再一次去重温、分享他多姿
多彩、波澜起伏的传奇人生。
霍先生不仅见证香港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更以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一次次开拓性的创举，推动了
香港的繁荣发展。
他的一生，如一块多棱镜，清晰地折射出香港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光辉岁月。
    约摸十一点钟，我离开霍氏私邸。
坐在房车里，沿着蜿蜒的山路下山，如同浏览一幅巨型风景画：一些豪宅错落有致散布于山上，点点
灯光星罗般点缀夜空。
到了山脚下，夜轮穿梭的维多利亚海港两旁，一幢幢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散发出璀璨的灯火，幻作一
片灯海，把香港染成一个美丽迷人的不夜都市⋯⋯我沉醉于这都市夜色，禁不住喃喃自语：“刚刚和
我话别的那位长者，不正是这美丽的东方之珠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    冷夏    1997年2月初稿    2000年1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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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编辑推荐：霍英东唯一自传，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不回避，不隐瞒，看这个传奇巨商，坦率讲述自己与时局共舞的一生。
《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真实、详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历往事的追忆，对敏感事件、
历史人物的评价。
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亦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捕捉商机
的大格局、大智慧。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局的生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