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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霍英東（中）
會見張承宗（左）、劉靖基（右）等上海工商界代
表團成員。

訪港期間，香港 「世界船王」 包玉剛（右）與劉
靖基（左）親切交談。

1989年2月，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接
見愛建公司主要創辦人劉靖基（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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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國家富強國家富強 人家就刮目相看
憶採訪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愛國實業家劉靖基的幕前幕後

今年是滬港合作機制建立20周年。二十年來，滬港兩地合作交流不斷拓展深
化，合作覆蓋領域漸趨多元，可謂成果豐碩。飲水思源，該合作機制得以
成功構建，不得不提及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著名愛國實業家劉靖基，率
先在中國改革開放後，不辭辛勞、積極奉獻，努力謀求和推動滬港
經貿合作與發展。同時，作為媒體人，亦真切感悟其人格魅力及

愛國熱忱。 宋健

作者：宋健
畢業於國際政治學

院新聞系，曾是上海
商報記者、香港大公報高

級記者，現為香港商報上海首席代表兼
辦事處主任、香港商報上海新媒體主
編。在數十年媒體生涯中，他採訪過諸多
國家政要、社會名流、中外知名企業家

等。宋健還是上海海外聯誼會理
事、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理

事、上海青浦全球招商大使。
電郵：highersh@163.com

▲作者坐在乾隆皇帝使
用過的辦公桌前留影

▶廣交朋友，開展民間外
交的會客廳。

▲1994年9月22日，作者宋健
在劉靖基居住的別墅採訪。

▶ 位 於 上
海武康路 99
號的知名英
國鄉村別
墅外景

1994年10月10日，作者在香港《大公報》 「華人實
業家」 專欄刊發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劉靖基的整版報道。

上海首個工商團訪港反響強烈
劉靖基是老一輩民族工商企業家的傑出代表，著

名愛國人士和社會活動家。1979年3月，以中共上
海市委統戰部部長張承宗為團長、市工商聯主委劉
靖基為副團長的上海工商界代表團一行10人訪問香
港。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上海首次組團赴港參
訪，遂引起強烈反響。

訪問團先後拜訪了香港中華總商會、貿易發展
局、生產力發展協會，還參觀了香港中國染織廠、
益電電子工廠、開達玩具廠、太古新村。乘坐香港
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私人遊艇飽覽維多利亞港
海景，受遠東航運集團董事董建華邀請，參觀 「海
上學府」輪。

同年9月22日，以劉靖基為首的海內外工商界人
士發起成立了中國改革開放後首家民營企業——上
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愛建集團前身），當年
1000餘位認款人中，香港與海外人士約佔三分之一
以上。而愛建早期在上海開發的房地產外銷樓盤其
主要銷售對象多為港澳同胞。

率先促成多家滬港合資企業

劉靖基所領導的愛建公司還促成了多家滬港合資
或合作經營企業，架起了滬港兩地經貿往來的橋
樑，開啟了改革開放之後滬港合作的先河。1981年5
月，愛建公司與香港著名工商業者唐翔千等投資成
立首家滬港合資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

1983年5月，劉靖基率上海經濟考察團再次訪問
香港，積極宣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上海經濟發展
方向，強調滬港合作有利於兩地安定和繁榮，並邀
集30多家外商企業座談洽談，達成了一批經濟和技
術項目的協議。

訪問期間，劉靖基還倡議在上海和香港兩地分別
登記註冊，成立滬港經濟發展協會，以促進兩地經
濟的聯動發展。同年11月，滬港經濟發展協會首先
在上海成立，劉靖基擔任會長。1984年1月，愛建
公司與港商葉仲午等在閔行開發區內投資設立首家
滬港合資上海環球玩具有限公司。

親臨靖公英式別墅採訪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大公報》新推出了一個

品牌欄目 「華人實業家」，以報道著名愛國工商企
業家為主，其中包括李嘉誠、霍英東、包玉剛等海
外大佬，頗具影響力。

1994年9月，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工商聯
名譽副主席的老一輩工商企業家劉靖基，自然成為
上海推崇的報道對象。

不巧的是，92歲的劉靖基當時已住進上海華東醫
院，不方便採訪。而愛建公司上下對此事又非常重
視，再三權衡下，經由時任愛建辦公室主任胡宛青
協調，通過外圍採訪熟悉劉靖基的秘書侯畹華、總
經理王仁中、劉靖基女兒劉啟觀、愛建老領導楊延
修及其他老工商業者等，來推進並完成此項具特殊
意義的採訪報道。

1994 年 9 月 22 日，劉靖基秘書侯畹華大姐特意
陪同我去劉靖基位於武康路的住所，感受靖公
（劉靖基尊稱）如何廣交朋友，開展 「民間外
交」工作。

廣交朋友開展「民間外交」
上海武康路99號是一棟老別墅，建於1928年，佔

地面積3900平方米，假三層磚木結構，是當時建造
的最為出名的英國鄉村別墅之一。據說，1949年上
海解放後，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亦曾在此居住過。

當日清晨，我早早來到毫不顯眼且格外幽靜的武
康路99號大門口，當侯大姐敲門後，但見一位衣着
樸素的女士開門。起初我並未在意，以為只是主人
家的女保姆，後經侯大姐介紹，方知是劉靖基的長
女劉啟觀。令我詫異的是，她並未如有錢人家 「公
主」般的亮麗着裝與打扮，更感受不到是一位副國
級領導人的女兒。

侯大姐低聲介紹說，靖公有9個子女，前6位都是
「千金」，後3位都是 「公子」。其中，長女劉啟

觀和次女劉啟禮在上海從事企業財會工作，現已退
休；三女劉啟乾在美國一家航空公司任業務經理；
四女劉啟鼎是復旦大學教授。劉氏三兄弟中，長兄
劉龍章在美國從事核物理研究；二弟劉麟章在香港
經營實業，並在內地有多項投資；三弟劉鶴章時任
國家審計署副審計長。

家財萬貫卻無高人一等
侯大姐提及劉靖基儉樸生活如數家珍。雖說家財

萬貫，然而，劉靖基在生活上並無高人一等的要
求。他不抽煙，不喝酒，習慣於粗茶淡飯，即使在

舊上海的十里洋場中，亦不涉足舞榭歌台，有時因
業務誤了午餐，可吃碗雪菜肉絲麵簡單了事。他家
腌製的咸帶魚，小得就像辦公用的銅尺那樣寬，侯
大姐不時用手指比劃。靖公的皮帶要 「等到」坐飛
機起身崩斷了才肯更換。

劉啟觀引領我們進了這棟綠蔭環抱的英式別墅。
武康路是條小馬路，沿路的數幢別墅均幽靜不起
眼，進入大門後，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經過
車庫，推開別墅小門便來到了底樓一間寬敞會客
廳，素色沙發與牆面張掛的數幅古代名人字畫，能
折射出主人特有的 「低調奢華」。

劉靖基常言： 「書畫與陶瓷銅器相比，更難保
存，損一件就少一件。若不注重保護，有愧子
孫。」他家中千餘幅書畫，都由其自己一一悉心保
管。即便八九十歲高齡，廳堂張掛書畫，都會親自
動手，不要別人插手。

侯大姐說，靖公時常會在此接待重要賓客，開
展民間外交，亦讓來賓感受國家對老工商業者的
政策落實與信任。劉靖基善於利用書畫藏品開展
「書畫外交」，每當在家接待外賓或海外親友，

都讓他們興致勃勃觀賞珍寶，笑談中華傳統文化
的魅力。

書畫珍品勝超省市博物館
劉靖基有種一般實業家少有的愛好，那就是鑒賞

和收藏書畫。他個人先後所收藏的歷代書畫珍品曾
達千餘種。其中，有宋元名家的書畫傑作，亦有明
四家、畫中九友、金陵八家、清初六大家、四高
僧、揚州八怪等作品。內行人常讚道： 「靖公收藏
書畫，內容之豐富，連一些省市博物館都望塵莫
及。」

在劉靖基的書房裏，周圍都是布滿了各類古玩和
字畫等珍貴收藏。他的名貴紅木辦公桌椅，據說乾
隆皇帝曾使用過。侯大姐示意我坐一下，拍照留
念，着實令我喜出望外，受寵若驚。

「文革」年間，有批人闖入他家，撕毀客廳一幅
張大千的花鳥畫，劉靖基氣急交加，唯恐千餘幅珍
物毀於一旦，於是立即電請上海博物館長派員全數
取走，藏在館內。1979年後，劉靖基的書畫才完璧
歸趙。

世上豈有「子孫永保」乎？
1980 年，劉靖基挑選了元代趙孟頫《達摩過海

圖軸》、 元 代 倪 瓚 《 六 君 子 圖
軸》等 40 件書畫珍品，捐獻給
國家，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褒獎。
劉靖基曾深有感觸地說： 「自古
以來，收藏家們包括一些帝王
將相總喜歡在藏品上蓋個 『子
孫永保』一類的印章，以表
達 世 代 相 傳 的 願 望 。 其
實，世上有哪家子孫真能永
保的？要不然，這麽多書畫
會讓我收集到呢？！祖國珍貴
文物，只有歸國家，才能真正永
保。」

劉靖基還曾感慨說： 「這不
是我個人有什麼了不起的地
方，而是國家富強，人家就刮
目相看了。如果國家不富強，
個人再有錢，也是沒有出路
的。」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全國
工商聯原名譽副主席劉靖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