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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平先生與記者分享了他人生的種種經

歷，即使移居新加坡多年，記者也可以看到他

身上仍有深深的香港人影子，「獅子山精神」

現在仍然掛在他的嘴邊。

記者並留意到陳文平刻意區分開他心中的香

港精神與現今的香港精神，說是移居多年已有

「代溝」。但事實上創業成功的人無論過去與

現在，勤奮努力都是其中一項重要條件，如今

融入大灣區的年輕人也同樣需要。所以，他心

中的香港精神其實又豈會「過時」呢？

【
後
記
】

陳文平說，香港近幾年都經歷了不同的風波，幸好最終都能化
險為夷。回歸後，他發現香港變得愈來愈政治化，以致出現

「佔中」、暴亂，以及修例風波。他感慨說，目睹香港這些事態
發展，「我想不只是新加坡的華人，而是在不同國家生活的香港
人，都會十分關心。」政治事件影響民生，最終獲得平息，沒有
朝更壞的方向發展，是值得慶幸的。

盼港汲取教訓 發揮「一國兩制」潛能
陳文平形容「一國兩制」在執行上基本算是成功，但他個人認

為「一國兩制」仍有潛在進步空間，希望香港汲取經驗與教訓
後，由今年開始向前面的25年看，「愈做愈好。」
對於香港國安法，他直指香港過去出現一段緊張時期，暴亂事

件不斷，香港警察極為辛苦，反對勢力卻愈來愈囂張，甚至一度
到了無法抑止的地步。有賴國安法的出現，一錘定音，有了法律的依據，
犯罪者便要清楚其行為的代價。他打個比方說，在國安法以前的香港，有
些人覺得犯罪是「零成本」的，好比一百架車集體違例泊車，連馬路都堵
死，執法者便難以施罰。國安法則是撥亂反正，將不正常的情況扭轉回
來。他同時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落實憲制責任，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
與國安法相輔相成。

籲融入大灣區「親身到內地城市看看」
談到香港未來的機遇，他憧憬說，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可以預

見將來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香港的格局屬於「近水樓台先
得月」。除了「一帶一路」外，陳文平特別談到香港積極參與推動大灣區
機遇，他希望更多香港年輕人利用此優勢，獲得在香港沒有的新資源，並
彌補香港市場細小的問題。
「千萬不要說香港沒有未來，其實香港年輕人有很多機會，最起碼（他

們）要放開思想上的包袱，讀萬卷書不如闖萬里路，別連大灣區也不知道
是什麼，別維持在觀望狀態。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看看，眼見為實，與當地
人溝通聯絡，再細想，便會察覺發展空間其實很大！」

冀新一屆特區政府展執行力 顧全民生
陳稱，中國政府亦已簽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香

港也應該利用此優勢發揮，「已經不是以往西方投資中國、香港作為中間
代理人的角色」，在未來，世界經濟重心勢必轉至亞洲，香港不能一直沿
用陳舊的思維模式，吃老本，而是要「眼盯中國發展大局」抓緊機會。
整體上，陳文平對香港的發展持審慎樂觀態度，他坦言暫時未知特區政

府新一屆領導班子的能力如何。他續稱：「最重要是如何實行，貫徹實
行，不要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他亦認為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執行力會
比以往強，因過去香港發展受議會拉布、抽後腿等事件掣肘，未來將
可以更集中、更顧全民生的發展。
由陳文平擔任會長的新加坡香港商會（HSBA）是於1994年在新

加坡成立，最初由金山工業集團、滙豐銀行、香港貿易發展局、新
加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等17家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部門和企業組建
成立。創建初衷是為兩地商界提供一個交流互通的平台，幫助兩地
謀求合作共贏的企業走到一起。

1964 年在香港出生的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陳文

平，小時候一家八口擠在九龍石硤尾出租公屋長大，

六兄弟中排行第五，曾經一段時日要睡在單位外走

廊，深刻體驗昔日基層的艱辛處境，大半生成就也是

憑藉獅子山下的拚博精神打回來。他自26歲起闖蕩

新加坡，轉眼間便是32年，但仍然受香港一事一物

所牽動。適逢香港回歸25周年，陳文平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以「既局外又局內」的角度談談他的感

悟。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宏

陳文平經歷多個
風浪，小時候在香
港石硤尾廉租屋長
大，19歲由船務公
司做起，1990年隻
身往新加坡發展，
及後遇上亞洲金融
風暴，1998年毅然
轉攻房地產，闖過
非典時期的人生低
谷。他回憶自己大
半生稱，輸光其實
「無咩嘢」（沒

什麼），一
家人齊齊整整，曾患重病的妻子能夠康復才
是最重要。
他憶述，小時候的廉租屋最高八層，
沒有獨立廁所廚房，大家都在走廊煮
飯，搭起帆布床便睡在走廊，也要
打木蝨。13歲前，一家仍住在100
方英呎空間內，到後來搬了去白
田上村，住屋面積增至400方英
呎，終於有獨立廁所和廚房。
但一家八口，尤其是他們兄弟
六人的體型都變大了，有段時
間他的長兄結婚，人數更變多
了。作為老五，他又要拿起帆
布床「睡大街」，通常是在升
降機走廊睡覺。
陳文平說，他當年升中試中

英文科不合格，便出來社會工
作，「（那時候）很想出來賺
錢。」剛巧碰上中國改革開放、背
靠祖國的香港經濟起飛，他初期專
攻船務，起步算順。到了26歲，他得
到一個到新加坡工作的機會，原本因為
沒錢留學，想借機會到海外一兩年擴闊眼
界，卻因緣分際遇，結識新加坡居民的太

太，從此落地生根，育有兩名兒子。
陳文平稱，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他一下子

失業，毅然轉行做地產銷售，但要說到最艱辛的日子還是
要數到非典時期。他形容2003年非典時「屋漏偏逢連夜雨」，

當時新加坡比香港恢復得更慢，地產市道非常差，妻子更患上了白血
病，即血癌。在這段黑暗時期，陳無奈要變賣家當，同時要照顧病妻和
年幼的兒子，一度欠債。最終靠着自己的正能量，逐漸從苦難中重
新站起，他曾對自己說：「我來新加坡的時候也是兩手空

空，如今只是打回原形。」後來妻子痊癒，他亦
為此感恩。

非典時期身兼母職非典時期身兼母職
輸光沒什麼輸光沒什麼

被問到香港的精神面貌是什麼時，陳文平說，就是香港人獅子山精
神，「不怨天不怨人，不怨政府不怪父母，不怕艱辛」。他續稱，在他的年
代，大家的成長故事，以及「成功方程式」其實都差不多，都是靠努力打拚。
他坦言移居新加坡多年，已不完全了解香港現在的精神面貌，與年輕人出現代

溝，「時代轉變，轉變很快。」在以前，讀書好的人出路便會
有一定保障，所以看重的是「IQ」（智商）。現在年輕人學歷
水平相若，便要靠「EQ」（情商）。舉例說，有兩位醫生，醫
術水平一樣，EQ高的那位生意肯定也較好。
不過陳文平擔心的是，年輕人反而是「AQ」（逆境情商）最

弱，不太能受得起打擊，加上近年社會出現變化，又遇上新冠
疫情，連傳統老字號也捱不過，「很多風潮，甚至是旅業，一
個浪也可能化為烏有。」新一代可能「EQ」高了，學識也高
了，但是抗壓能力低了。以前的人很能捱，受得起打擊，失戀
十次也能站起來。他希望年輕一代不要以為一切都是理所當
然，「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看成一種「Setback」（挫
折），絕不該「Fed up」（厭倦）和「Give up」（放棄），因
為一旦放棄便會變成失敗和「躺平」。

新一代IQ EQ高
只差逆境情商

陳文平年輕時往新加坡發
展，最後闖出自己的一片天。他寄語

年輕人，最重要是不要先埋怨與投訴，要有
承擔。
「（以前是）時勢造英雄，逼出來的，因為窮，所以

大家都向上。」陳記得，他第一日上班做到午夜，有工作
做即是有東西學，不怕蝕底（吃虧）。現在新一代家庭環境
好了，沒有這樣的捱法，但卻出現更多對社會的不滿。
他續稱，港英政府當年行高地價政策，從來無人覺得香港樓
便宜，現在更是超貴。這個問題要交給新一屆特區政府解決。
而年輕人可以做的便是勤力向上，少談「多少日假期、加
班」，只要肯拚博便會與眾不同，「如果你是這樣，第一個
肯定請你，升職也會最快。」
「雖然經濟是有起伏，但香港不屬亂世，不是俄
烏，也不是中東，這地方和平安定，身處亞洲，
更背靠祖國，機會比其他地方多很多，最重
要是不要先埋怨與投訴，要承

擔。」

寄語
年輕人「不怕吃虧

要
有
承
擔
」

◆◆童年時在石硤尾與母童年時在石硤尾與母
親合影親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陳文平接受香陳文平接受香
港文匯報越洋視港文匯報越洋視
像訪問像訪問。。

▶▶陳文平曾學習泰陳文平曾學習泰
拳拳，，1919歲時在大埔工歲時在大埔工
業區展露身手業區展露身手。。攝於攝於
19831983年年。。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陳文平陳文平 2020
歲時在船務公歲時在船務公
司工作司工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合影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陳文平一陳文平一
家八口曾住家八口曾住
在約在約 400400 方方
英呎大的單英呎大的單
位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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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陳文平專訪 盼港下個25年愈做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