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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領受人  

趙國雄先生 

公開講座 

 
有樓得天下？ 

- 從房地產熱看香港的價值觀 

 

尊敬的陳新滋校長、各位教授、各位來賓、各位同學：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來到浸會大學，和大家一起交流。相信各位都希望我談談

房地產的走勢和樓市泡沫會否爆破，但浸會大學是一所很好的學府，英才輩

出，而且香港資訊發達，房地產的資料數據垂手可得，加上現時樓宇供應短

缺，資金泛濫，要預測短期樓市走勢，相信任何一個香港人都是樓市專家。

關於樓市的動態大家已經掌握得非常充分，不用我多言。所以今天我想和各

位務務虛，從另一個角度看看地產與財富，談一談「有樓是否得天下？」探

索一下香港人的價值觀，這也是我個人最真實的感受。 

 

我的工作領域是房地產，但今天想和大家說的第一句話是：「未有充足準備，

不要急著買樓。」 

 

相信我，這是真心話。你想，一個剛開始工作的年輕人在香港要買樓，尤其

是要買大一點的單位，可能要揹上大半生的債務，你人生的很多可能性就得

要捨棄了。為了供樓，你需要一份非常穩定的工作，不敢輕易跳槽，不敢去

作出新嘗試，不敢去追夢，甚至無法做出暫時中斷工作去繼續學習，或者休

息一段時間後再重新上路的決定。因為每個月的按揭還款在時時刻刻鞭策着

你不可以冒任何風險。我看過太多香港人，在辦公室與住所之間的“兩點一

線”奔波，忘記了自我。 

 

各位同學選擇進入大學，自然是希望通過打拼，實現自我財富飛躍。我聽說

香港大學生畢業後最想做的工作是在投資銀行做基金經理。這個行業報酬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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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充滿挑戰，有名有利。年輕人有這樣的選擇自然是無可厚非，但我在這

裏想對大家分享的第二句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你一定要劃定自己

的底線。 

 

大學畢業後投身社會，同學們會遇到很多機會，碰到很多挑戰，此時我最想

問大家，你們準備好了嗎？我指的不是技能，而是心態。自從我開始進入社

會工作，孔子的一句話時常警惕着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

並不反對人們追求富與貴，但是要取之有道。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是多麽豁達的人生態度！如果可以

求到富貴，就算拉馬車這樣的工作孔子都願意幹，但如富貴不可求，那就做

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好了，這樣起碼會開心些。 

 

然而面對著各種的利益誘惑，不少人還是無法不動心。近幾年，一些知名機

構的高層管理人員涉嫌違反法律，遭到有關監管部門調查或定罪的事情時有

發生。其中有些涉案人士還是我認識的。每次看到這樣的事情，我都深感痛

惜。曾經有不止一位做投行基金經理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很多工作外界看似

眼花繚亂，其實都是常規動作，就像轆出一個保齡球那麽簡單。如果你聰明

和肯用腦，不難發現該行業在制度和法律上的一些漏洞，一定知道有些途徑

可以把很多錢放入自己的口袋。這時，聰明的你能守住底線，抵得住這個誘

惑嗎？  

 

浸會大學一貫秉承著“全人教育”的教育理想，對此，我非常欽佩。孔子也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叫做：「君子不器」。意思是說，一個人不能局限在小

的格局裏，應該有更高的追求。與“器”相對應的是“仁”，和“道”。但求

仁、得道並不容易，其間你必然會經歷無數的取捨，內心的鬥爭。當仁義與

富貴發生衝突時，你又會作出怎樣的選擇呢？ 

 

從讀書到工作，從成家到立業，你會面臨很多抉擇取捨。就像上面所說，這

其中最大的抉擇，是要繼續追求個人財富與社會聲望，追求一己慾望的滿足，

還是更多致力於為社會謀求福祉，給更多人歡笑和希望？我想對各位說：中

環、陸家嘴或者華爾街的高薪工作可能給你高度的成就感，但這些都是空洞

的，只有不斷回饋社會、扶助他人才能讓你獲得到內心的愉悅。這樣就是所

謂的「兼濟天下」。也是我想和各位說的第三句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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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點都不懷疑，未來十年或者二十年，在座同學當中肯定會有人獲得驕人

的成就，擁有巨大財富。屆時，我希望大家仍然能記得「君子愛財，用之有

道」這八個字。即使你們的財富是從正途得來，但如何有意義地去運用這些

財富也是我們的挑戰。 

 

沒錯，金錢非常重要，但要有尊嚴地生活基本上並不需要太多金錢。當你們

到了我這個年紀就會知道，簡單的生活其實最可貴，有意義的生活其實和財

富沒有直接關係，有樓也不代表一切。如何簡化生活，把你從各方積累到手

上的財富，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才活得更深刻、更精彩。 

 

可能是基於我們的思想文化關係，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特別喜歡買樓。

每人都希望擁有物業，有樓越多越好，房子越大越妙，簡直是「有樓得天下」。

人生有一層樓，乎復何求！所以每個人都以買樓為人生首要目標。 

 

由於工作的關係，近年我經常往返於內地與香港之間。前一段時間，內地微

博有個很流行的句子：「杜甫很忙」。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詩聖，最近成了微博

紅人。為甚麼呢？因為內地近年的房地產業非常興旺，而杜甫曾做過唐朝的

工部員外郎，相當於現在屋宇署的公務員。要是杜甫生活在今天，工作一定

令他忙得頭頂出煙。在工作方面，杜甫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天下寒士俱歡

顏”，這份使命感，另人敬佩。但可惜牽涉到自身利益時杜甫的想法又不一樣

了。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幾個人聽過郭沫若，他是近代的一個大才子。文化大

革命的時候，我讀過他寫的《李白與杜甫》。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杜

甫其實是個小氣鬼」。他覺得杜甫無論怎樣清苦，還是有屋之人。相信很多朋

友都到過在成都的杜甫草堂。但給衣不蔽體的窮人家的孩子拿去一些茅草就

要呼天搶地，抱怨說“群而欺爾老無力”，還把窮孩子稱為盜賊，說「忍能對

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對窮苦大眾實在沒有愛心；所以郭沫若認定杜

甫的心態是小資產階級，站在人民的對立面。 

 

這裏其實蘊含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那就是牽涉到自身利益時，大家看問

題的角度就會不一樣。當你身處順境，假如自身的利益沒有影響時，你的態

度與行為的包容性總是比較大，但當你感到利益受損時，你的包容就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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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香港人的態度亦都是一樣。大學畢業後，大家都要從基礎上開始打

拼，如今香港的經濟與就業形勢雖不太差，但樓價卻一直堅挺，高倨不下。

大家可能會覺得置業很遙不可及，甚至是無望。所以對社會不滿，在部份媒

體的推波助瀾下，特別覺得香港的資源已為內地人所攫取，樓價也因內地人

來買樓而被托高，因此對內地人產生了排斥。這其實是一件很令人覺得痛惜

的事。更有甚者，現在他們這種排他的態度也不限於對內地人，即使是對香

港的長者及弱勢社群，我們的包容性是越來越少。就像在最近一個為長者增

加生活津貼的論壇上，我看到一位年青人， 從他談話的內容來看應該是大

學生，高調批評多發津貼是不負責任不應把安老的重擔都推到下一代的頭

上。現在要負起供樓這個擔子已經太重了，還要負擔長者生活津貼實在百上

加斤。我對這位青年人的言論，實在感到痛心疾首。「老吾老以及人之老」一

直是我們華人社會的核心價值，這個價值觀已在我們下一代慢慢的流失。買

樓真是那麼重要嗎？自身利益真是可以影響到我們的包容性。 

 

其實香港是一個自由、有效率與公平的城市，作為一個香港人，單是這一點

我們已經比很多人站在了一個較高的起點上了。如果拿北京、上海和香港這

三座城市作一比較，北京上海的物價實際上已經超過香港，但工資平均只有

香港的三分之一不到。而且由於 CEPA 的關係，香港人有機會可以自由到北京

和上海工作。當你拿國內的情況和香港比較一下，就會發現香港在財富、機

遇、教育、醫療等等方面比國內都優勝，便會意識到自己已是勝人一籌，應

該覺得比很多人幸運。浸會大學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學，「感恩」是我們特有的

核心價值。最好的感恩方法就是把我們的幸運和其他人分享。我到過很多其

他地方，有富裕的國家，更有貧窮到不可思議的地區；每次，我都提醒自己

實在很幸運。但幸運不是必然的，除了要有機遇外，也要我們有充足的準備，

努力去爭取。但得到幸運之神眷顧之後，對於有需要的人，不論何時何地，

我們都應隨時伸出援助之手。對從內地過來的同胞如是，對本地的弱勢社群

更應如此。 

 

如果不是太苛求的話，我總覺得自己是比較幸運。經過多年努力，我算是有

了一點點得着；現在我更傾向認為，我努力打拼，幸運地取得了這些成果，

我應該把這份幸運傳遞給更多的人，這才是財富的圓滿與平衡，文明的光輝。

所以三年前，我在家人支持下成立了一家基金會，來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我們尤其關注本港及內地的貧困和教育，希望透過對教育的投入，增加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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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校園的配套設施；通過設立獎學金和助學金計劃，幫助貧困學生得到應有

的學習機會。「知識改變命運、教育成就人生」，希望透過我們一小點的努力，

令更多人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我沒有把基金會以的自己名字命名而是叫做“眾

富基金會”，原因就是要表達財富都不應是私有的。 

 

幾年前，我在廣東汕尾出差，有人告訴我，這裏是南宋名臣文天祥被俘的地

方。他在這裏寫下了《過零丁洋》一詩。我想大家都知道這首詩寫出了文天

祥的抱負，「人生自古誰無死，留取丹心照汗青」。文天祥在仁義與富貴中作

出了抉擇。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衣帶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

義盡，所以仁至。讀聖言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我們有幸生

活在和平年代，並不需要像文天祥一樣作生死抉擇，但有一點“兼濟天下”

的理念，為身邊的人、為社會、為國家做一些事情，回報社會，會讓我們活

得更加精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這是多麼的光明磊落。 

 

這些年在商場打滾，對香港人的價值觀實在有很深切的感受。在很多人的心

目中，有錢便是成功，有樓便是出眾。財富累積越多的人便越被人認定是成

功的模階。好像除了賺錢，人生便沒有其他目標，有樓便擁有了一切。這樣

的價值觀實在太短視、太單元了。生命其實是有很多方面的。在各個領域中

表現出眾的成功人士比比皆是。所以我特別喜歡浸會大學所提倡的「全人教

育」，鼓勵同學多方面發掘自己的潛能，在各個領域中不斷求新求創意求突

破，為香港作出貢獻，為社會多元化增添動力，為生命加添光彩。看見浸大

多年來的畢業同學在很多行業都出類拔萃，尤其是在創意文化、傳播媒體、

人文藝術及中醫中藥方面人才輩出，造福社會，使我們這些整日在金融地產

界追名逐利的一輩，實在感到汗顏。我們賺錢可能比他們多，但生活又怎比

得上他們充實和有意義，對社會有貢獻。 

 

所以你問我「有樓是否得天下？」，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兩者無必然關係」。 

 

但不是說你永遠不要買樓，人總要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天地。不過除非你已

有足夠的準備，或有父輩的幫助，給你繳付了大筆首期，我提議你不要太早

揹上樓按這一個重擔。你們應該趁年青時去多作嘗試多求突破，趁青春走遍

你生命的每一個角落，去嚐盡喜悅，去體驗辛酸。我看到太多年輕人為了還

按揭而身兼數職，節衣縮食；為供樓而不敢跳蹧轉工，為求穩定而不敢去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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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嘗試，涉獵新的行業，更遑論說去追夢。他們受到無形的束縛，平白失去

了很多發展機會，這是完全不值得的。 

 

香港社會的價值觀越來越沒有生命力，「有錢便是成功、有樓便是出眾」。人

人都成了搵錢的機器、樓按的奴隸。長此下去，我們的社會還有甚麼前途呢？ 

 

「陸沉未必由洪水，誰為神州理舊疆」 

 

為了我們自己，為了我們社會的多元化，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得遠些大些，應

該打破這個「有樓得天下」的思想樊籠，在思想上為開創新天地作出準備。「廣

闊天地、大有作為」，不要為一層樓而綑綁你的一生。即使買樓也要量力而為，

不要未有足夠準備而背負上半生債務。我們要做物業的主人而不是做它的奴

隸。 

 

面對這個光怪陸離的社會，我們雖然不一定能做到「陰陽不能賊，顧此耿耿

存」這個理想，但我也希望大家在成功時也應該知道感恩，實踐和其他人分

享我們的幸運的這個信念。話說回來，怎樣才能「得天下」呢？我相信「捨

富而取仁者，天下無敵矣」，這也是今天我希望和大家分享的最後一點。 

 

謝謝各位！ 

 

 

 

二零一二年十一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