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電台節目《香港家書》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八月九日）在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

目中的發言全文： 

 

仲文： 

 

  我們期待已久的二○○八年北京奧運會，終於揭開帷幕了。相信你昨晚也一

定和全世界幾十億觀眾一樣，從電視欣賞了鳥巢體育場的北京奧運開幕式。香港

作為奧運協辦城市，昨天也跟隨北京燃點起奧運聖火。 

 

  我昨晚在維園的奧運文化廣場，與市民一起，通過大屏幕觀看了北京開幕式

的轉播。今天一清早天還未亮，又趕到沙田賽場觀看奧運第一場馬術賽事。其間

的確沒有睡上幾個小時，只是一直懷着興奮心情，浮想聯翩。 

 

  香港傳媒報道奧運，近日都每多講到四個字，說「百年夢圓」。報章引述一

百年前，天津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一九零八年在《天津青年》雜誌上提出過著

名的奧運三問，就是：中國人甚麼時候可以參加奧運會？中國人甚麼時候可以拿

第一面奧運金牌？中國甚麼時候可以舉辦奧運會？ 

 

  張伯苓與現代奧運的創辦人顧拜旦是同一時代的人，而且都是教育家，但當

顧拜旦在歐洲辦起現代奧運的時候，還在清朝光緒年間的中國與奧運的距離仍是

那麼遙遠。 

 

  過去一百年間，中國歷盡滄桑，幸好付出的血汗沒有白費。奧運三問的頭兩

問早已有了明確答案，而最後一問，昨天也在北京，以熱烈、氣派、有想像力的

開幕式作出了回答。 

 

  今天，中國終於舉辦奧運了，香港也很榮幸的成為了奧運城市。我們在興奮

之餘，也要保持頭腦清醒。事實上，奧運的榮耀、熱鬧，也給我們帶來各種各樣

的挑戰，即使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賽馬之都，又是亞洲國際都會，市民見多識廣，

各方面的設備和制度都相對完備，但舉辦起奧運的馬術比賽來，也要面對很多不

易應付的難題。 

 

  主要原因有兩個，第一是現代奧運會經過一百一十二年的發展，已形成一套

完善而又相當複雜的機制和標準，必須嚴格遵守，以示公平。很多情況是要經歷

過才能知道的。去看奧運比賽，有不少需要注意的事項和遵守的規則，這不是很

多人先前了解的。 



 

  第二是世界越來越複雜了，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因素，使世界上所有大型活

動都如臨大敵；即使奧運是宣揚和平和友誼的體育比賽，也很難避免政治的滲

入，要在場內場外提防破壞和干擾。 

 

  因此，我們不得不採取了很多措施去保證賽事順利舉行，難免對觀眾和市民

造成一些影響。不過我相信，香港市民是能夠體諒的。香港一個最大的特點，是

非常開放，每天面對着八方風雨的同時，也廣招萬國賓客。開放、包容，是香港

重要的價值觀。 

 

  香港過去舉辦過很多國際盛事，例如世界銀行年會、世貿部長級會議等，但

舉辦奧運這樣規模的體育盛事還是第一次，這無疑是一次考驗。我可以高興的告

訴你，我們已作好了應對一切事態的準備。這是政府各個部門、馬術公司、港協

暨香港奧委會、香港賽馬會等機構，還有各區區議會及民間機構等等的合作成果。 

 

  還要一提的是市民特別是奧運義工的努力，一大批香港人還到了北京去做奧

運義務工作者。更加直接參與的當然是香港奧運代表隊的運動員了，他們已如箭

在弦準備作出最大的拼搏。而所有香港市民，我相信也作好了準備為我們的運動

員打氣，並且以東道主的身份，向所有到香港來的奧運選手、代表和觀眾展示最

大的好客熱情。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發揚奧運友誼、團結、公平精神的參與者。 

 

  奧運五環的光芒已正式照耀到香港。昨晚奧運開幕之後，在全國來說，馬術

就是最早展開的一項比賽。本來馬術是奧運比賽中較冷門的項目，觀眾相對較

少。唯今次在香港各場門票都已經售罄。你對賽馬素來有深入研究，對這不設投

注的賽馬一定也能夠找到觀賞價值吧。希望你可以遙遠從電視轉播中分享到香港

舉辦奧運馬術比賽的歡樂與榮耀。祝一切順景。 

 

德成 

二○○八年八月九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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