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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中美建交以後，國際獅子會在過去二三十年曾嘗試多次在中國發展會

務，都不得要領。但最近卻先後在深圳和廣東先成立分會，本月十一日在全國其

他地區更有多二十三個分會同時成立，當中香港長期都發揮了有效的中介、穿針

引線、策劃、推動和斡旋作用。更值得探討的是，這種模式可有效地引申到香港

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的發展，同樣能發揮出香港精神，為香港創造新機遇和就業機

會。 

 

  首先看看獅子會在港近數十年的發展，如何利用香港精神推動國際合作，從

而令國內解凍一些被認為是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活動。獅子會早年在港也有其社區

和商界活動，但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當沈樂年、范佐浩和譚榮根等先後出任 303

區總監後，明顯地覺得班獅兄獅姐有很大決心，要發揮他們的獅子精神，以行動

來創造一個又一個的高峰，例如捐贈救護車、設立腎病教育中心，以及在西貢設

立自然教育中心等等。九零年代初，筆者往日本出任香港首席經貿代表時，也曾

參與他們在東京和神戶舉辦的活動，感受到他們將香港的精神展現於國際。其後

在回歸前後的六年間，他們更史無前例地連續兩次成功爭取在港舉辦全球性的國

際獅子會大會，不單每次為香港的旅遊業爭取到兩萬多名高消費商務旅客，更令

香港在國際上的曝光機會和知名度有所增加。  

 

  約在六年前，譚兄告訴我，獅子會不單要在香港努力，還要向國際總會爭取

大量的國際資源和支持，在國內舉辦「視覺第一中國行動」(簡稱視中)，結果他

們在九七年成功爭取到一千五百多萬美元的國際總會撥款，這是很難得，也是當

時從未聽過有類似做法。而中國政府更投入了一億六千多萬美元，在中國殘疾人

聯合會及中國衛生部合作下推行視中第一期計劃。九七至零二年間，視中已於國

內完成了逾二百萬次白內障復明手術；組派醫療隊、培訓眼科醫護人員、建立眼

科診所為偏遠地區服務。另外也協助蘇州醫療器械廠，生產價廉而質優的人工晶

體。  

 

  今年，國際獅子總會再撥款一千五百多萬美元，聯合中國政府二億美元的撥

款，推行視中的第二期項目，在今後五年，於全國各省市再施行逾二百萬次白內

障復明手術、援建眼科中心、培訓醫務人員。前陣子，我很高興在電視上看到介

紹這個計劃的節目，看到譚榮根、冼姵璇和文錦歡等多位獅兄獅姐的訪問，也看

到內地的白內障患者一一重見光明。  

 

  這不單是一個在國內舉行的大型慈善活動，沒有一班熱心的獅兄獅姐作為催

化劑(Catalyst)，在現階段就可能看不到這項有具意義而影響深遠的活動。這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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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香港有能力發揮其他人做不到的優勢，反映香港的潛力驚人，創造出一個三

贏局面：  

 

  第一，對內地而言，不單在遍遠地區的四百多萬白內障患者能重見光明，醫

療機構也可建立本身的條件去治療更多白內障患者。雖然國家本身投入了大量資

源，但在外來的支持和鼓勵下，在如此短時間內能完成這樣龐大的醫療項目，實

在難能可貴。計劃也讓內地與香港及海外建立一條友誼、文化和醫學的橋樑。  

 

  其次，源於及深受美國影響的國際獅子總會方面，多年來獅子運動在全球受

西方影響的各地都有極好成績，例如西歐、日本和東南亞等，但在中國內地，他

們經過多年嘗試卻似乎全無進展。但透過這次由 303 港澳區所帶頭的斡旋和推

動，國家和很多省市開始了解和接受這種源於美國的獅子文化，可說使中美交流

跨前一大步。  

 

  第三，香港已展示「能人所不能」的作用，使外國文化和資源透過這行動成

功造福內地遍遠地區，發揮香港的優勢。事實上，以美國及西方國家為首的國際

獅子總會，撥出如此大筆的資金到一個國家，是很少有的情況。今次取得這筆資

助是中國，而並非比中國更貧困的非洲和南美洲等地，主要是香港的行動，能喚

起了歐美及國際間對中國的關注。在祖國和國際社會眼中，也證明了香港確有過

人之處，我們的潛力可為香港、內地和國際建位伙伴關係，造就出一個大家都得

益的局面。  

 

  找尋機會和方法去發揮一個地方的潛力，是很大的藝術。很多謝 303 區獅子

會在視中行動中，給予我們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顯示出香港如何發揮優勢去創造

無限福祉。同樣的公式一樣可放在工商、財經、文娛、專業和科技等層面。我本

人在日本六年間，便見到當地的工商界，尤其是中小企業，每當談到與中國合作，

更感到老鼠拉龜，無從著手。而美國和歐洲等地方的中小企也遇到同樣問題。在

這方面，香港同樣能發揮其中介、穿針引線、策劃、推動和斡旋等作用，從而為

香港創造無限商機、就業，打開一條康莊大道。香港人努力吧！  

 

(本文已節錄刊載於 2002 年 11 月 23 日之《星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