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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王錦輝先生是近年來在東莞具代表性的港商慈善家。王錦輝先生視東莞建設

以至中國的教育為己任，即使在年逾古稀的歲月裡，他亦辛勤為慈善事業奔波，在

人生最後一段的時光為中國各地建立了 100 多所學校。然而，他的慈善腳步引領

著更多東莞港商回到他們的故鄉，為這片生養他們的土地貢獻一己之力。本文將從

在王錦輝先生身邊任職多年的司機福哥的口述歷史訪問獲得一手資料開始，從王錦

輝先生的生平出發，續看同時期的東莞港商回鄉的各種慈善活動所帶來的影響，並

以慈善為主軸追尋往昔清末民初東莞慈善事業的發展。 

 

二、 王錦輝先生的生平 
  
 王錦輝先生 1923 年出生於東莞石排鎮，2015 年離世享壽 97 歲。王氏年幼

時雖家庭貧困，但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可惜王錦輝年幼時正值廣東戰亂，家庭經

濟每況愈下，只好輟學工作幫補家庭。在 1957 年，他僅帶著 20 元便往香港闖1。

抵達香港後，他愈發感覺到香港找工作的艱辛，幸好最終在建築工地尋找了一份的

工作。在工作過程中，他開始跟隨師傅學習施工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經過多年

的經驗累積，王錦輝先生的專業水平為他贏得了更好的薪酬。至 1963 年，短短 5

年後，王錦輝先生辭職創業成立現今以經營土木工程、建築施工、電力設備安裝為

主的金城營造有限公司。在金城營造有限公司拿下第一個工程項目（新界大尾篤電

站工程）後，他便每天住在工地，白天負責監工，晚上便挑燈研究圖紙，最終成功

完成項目，獲得了他的第一桶金。他的成功獲得了香港業界的認證，後來許多企業

均慕名前來請求合作。 

  
        王錦輝先生中年出走香港，打下自己的事業，但他仍未忘記造福他的家

鄉。其孫王紹恆先生亦言：「常住石排後，爺爺經常在香港、石排兩地跑，帶港商

來東莞投資，支持東莞經濟發展」2。王錦輝即使事業在香港紮根，他也時常回到

故里，關心家鄉的發展。然而，王錦輝先生的教育慈善事業便從這裏開始。97 回

歸前，他便捐資 300 萬港幣資助家鄉東莞石排鎮中心小學、石排中學以及東莞理

工學院等七所大、中、小學的建設3。甚至，捐贈了 100 萬港幣在石排鎮設立「王

錦輝獎學金」以鼓勵家鄉的莘莘學子。除了愛幼，王錦輝先生亦敬老。他每年請石

排鎮王屋村的老人吃飯，並根據老人的年齡派發相應金額的紅包，聊表對老人心

意，現由其孫王紹恆先生延續這份情誼。1985 年至 1995 年期間，他更捐建了東莞

石排中學、東莞市人民醫院和東莞市石龍人民醫院。其後，他持續關注東莞市醫療

方面的發展。1996 年至 2000 年期間幫助東莞市人民醫院添購醫療器材，率先出資

千萬元建造石排新醫院。2011 年至 2015 年期間，他亦設立「王錦輝優秀醫務工作

 
1 瀋黎明：〈中國最牛捐資助學老人王錦輝〉，《黃河.黃土.黃種人》，2015 年 11 期，頁 4。 
2 林坤明：〈王紹恆：延續祖父「輝叔」心願為東莞多作貢獻〉，《東莞日報》，2016 年 1 月

14 日，A05 版。 
3 同 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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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獎勵資金」以鼓勵優秀醫務人員，並捐資 300 萬元興建東莞市石排鎮「王錦輝

活動中心」等4。 

  
  

1985 年，王錦輝先生將事業轉交給兒子王國強，退居二線後回歸故里展開自

己的慈善事業。在 20 多年間，他為中國的慈善教育貢獻了許多。1996 年，由其兒

子王國強先生創立了王錦輝基金會。1998 年 12 月，王錦輝到廣東省連州市高山鎮

斜塝村參加香港童軍總會組織的野外露營活動的閉幕式。在參與此次活動期間，他

特意去看了當地學生，但他親眼目睹了當地校舍是四面透風，學生課桌均是木板。

這種令人心酸的情形或許喚醒了王錦輝先生年幼時的記憶，於是下定決心資助該所

學校，當下捐出了 30 萬人民幣幫助學生重建校舍。其後四次到學校查看施工情

況，其後又捐資 13 萬修建籃球場等設施。在竣工典禮之際，王錦輝對孩子們吐露

了自己的心聲：「同學們，我叫王錦輝，小時候因為家庭生活困難讀不起書，飽嘗

了沒有知識的苦惱，但我不希望你們再像我一樣，現在新校舍建成了，我希望你們

好好讀書，牢記只有讀書才能改變自己，只有知識才能改變家鄉窮貌，讓生活富裕

起來！」5。此後，王錦輝先生的教育慈善事業正式開啟。當時年近 80 歲的他助力

中國內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了救助因貧困而失學的兒童重返學校的

「希望工程」，亦開啟了「百所學校計劃」。該項計劃主要由他的基金會籌劃，由

其成員調查研究需資助的學校，雙方洽談並與當地政府擬定計劃建校，最終交由專

業人士初審，最後由王錦輝實地考察作捐款決定。王錦輝先生回到內地的隨行司機

福哥便跟隨他走遍了中國各地，江西、長沙和海南等地均駕車前往，無論地方多遙

遠，他都親力親為去考察各地需要捐助的學校，實地考察學校的情況後再給予適當

的資助。福哥亦佩服王錦輝先生親力親為的毅力，福哥回憶 2003 年 4 月 19 日那

天兩人如往常駕車去實地考察捐資學校，但下起了大雨導致對面的大貨車失控撞向

了他駕駛的車輛，王錦輝先生身受重傷。當家人不斷勸他放棄捐贈學校的實地考

察，他仍堅持與福哥駕車前往需要捐助的學校考察。在他不遺餘力的努力下，

2006 年在其基金會十週年之際，「百所學校計劃」目標達成並且繼續發展下去。

在王錦輝先生金城台故居那幅地圖中，從他所做下的標記可見其資助的學校已經遍

佈中國各地。截至 2016 年，王錦輝先生已捐資創建了 120 多所學校6。  

    王錦輝先生一生勤儉，但卻慷慨於慈善。他即使步入花甲之年仍專注慈善事

業，為東莞人民的福利和中國學子的教育熱心付出，獲獎無數。他的獎盃佈滿金城

臺故居中各個角落，感謝的錦旗堆滿了整個房間。社會各界對他嘉獎無數，他曾獲

得了香港特區政府銅紫荊星章和榮譽勳章、香港浸會大學第一屆榮譽大學院士、東

莞市榮譽市民、連州市榮譽市民、廣東省僑務辦公室南方慈善人物、廣東省民政廳

首屆南粵慈善之星、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愛心使者、中華慈善總會突出貢獻人物

和首屆「世界廣府人十大傑出人物」等7。雖然王錦輝先生已經離世，但他的精神

 
4 瀋黎明：〈王錦輝：118 所希望小學的愛心傳遞〉，《新青年（珍情）》，2015 年 07 期，頁

19。 
5 王錦輝先生基金會：〈慈善足跡〉，2016 年，取自王錦輝先生基金會網：

https://www.wkfcharity.org/timeline-t/。 
6 黃潤名：〈永遠懷念王錦輝先生〉，2016 年 4 月 1 日，取自中共東莞市委外事工作委員會辦

公室網站：http://dgfao.dg.gov.cn/index.php?s=/news/9615.html。 
7 王錦輝基金會：〈輝叔生平〉，2016 年，取自王錦輝基金會網站：

https://www.wkfcharity.org/wkf-t/。 

https://www.wkfcharity.org/timeline-t/
http://dgfao.dg.gov.cn/index.php?s=/news/9615.html
https://www.wkfcharity.org/wk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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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子孫承繼，然而他對東莞以至全中國慈善的貢獻仍透過他的基金會一直延續下

去。正如他隨行司機福哥所言，在石排甚至東莞，他都是近乎無人不曉的慈善家，

是為中國教育慈善上「最牛的」捐資助學的老人。 

 
 

三、 港商在東莞的慈善活動 
 

王錦輝先生（輝叔）在東莞石排生長，因緣際會到香港打拼，而功成名就後致

力慈善，並回家鄉努力貢獻建設，其經歷引發我們對港商或華僑在今時今日，甚至

在上個世紀在東莞地區慈善事業的興趣探究。莞商可謂現今廣東地區中崛起最快、

影響力最強的群體之一，當中很大部分人都在上世紀來到香港白手興家，部分為華

僑身份，8及後回到家鄉東莞幫助當地慈善事業。本文主要研究莞商當中的港商及

華僑對東莞慈善事業的影響。 

 
香港華商的歷史多源自香港開埠初期，伴隨着香港經濟發展，許多小商販從廣

東附近地區的東莞、歸善、新安等地遷入，更有先是活躍於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買辦

自立行號，遷入香港後慢慢結成買辦世家及集團，兼有商人身份9。再加上上世紀

數次大規模的內地人口帶同資產遷移至香港的潮流，令近代香港居民的組成大多源

自廣東沿海地帶10，出身東莞的港商也不在少數。由於上世紀香港經濟發展起飛，

許多人從內地逃至香港尋求發展機遇，當中也不乏像王錦輝先生（輝叔）一樣的白

手興家之輩。 

 
王錦輝先生熱愛家鄉東莞人盡皆知，除其自身致力回鄉建設，亦帶動其他港商

好友共措善舉投資建設，更在多個港商華僑組織擔任成員或會長，例如「香港東莞

同鄉總會永遠會長」和「東莞市海外聯誼會永遠名譽會長」11，由此得見港商華僑

彼此間的緊密聯繫及致力合作。港商華僑之間的緊密合作可追溯至上世紀早期。由

於香港的獨特地位，而華僑商人祖籍大多在粵閩，清末時華僑商人已多經由香港北

上投資，故人們通常視港商與僑商為一體。香港華資企業常作為聯繫海內、外華人

經濟的橋樑，促進他們多方面的合作經濟，例如聯合採辦、公開招股集資，設立各

地聯號企業以穩定資本等。12 

 
在王錦輝先生身邊任職多年的司機福哥的訪問當中得知，王錦輝先生在九十年

代為響應當地政府的號召和邀請回鄉接手現今的燕嶺園，前身為自學成材大學和燕

嶺賓館的投資建設項目。此種投資建設家鄉的行為雖可稱為經濟活動，但實為帶領

當地經濟發展、為改善人民生活而貢獻的義助行為，故也可視為慈善活動的一環。

 
8 陸培法：〈世界莞商攜巨資返鄉謀發展〉，《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 年 9 月 22 日，取

自：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9/22/17813190_0.shtml。 
9 餘繩武，劉存寬編：《十九世紀的香港》，見張曉輝：〈從香港華商的興起看海內外華人經

濟的交融〉，《近代史研究》（1997 年 6 期），頁 81-90。 
10 見上註。 
11 王錦輝基金會：〈輝叔生平〉，2016 年，取自王錦輝基金會網站：

https://www.wkfcharity.org/wkf-t/。 
12 張曉輝：〈從香港華商的興起看海內外華人經濟的交融〉，《近代史研究》，1997 年 6 期，

頁 81-99。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9/22/17813190_0.shtml
https://www.wkfcharity.org/wk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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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出面號召港商、僑商回鄉建設並非先例，早於民國軍伐時期已有粵省主席函

請港商赴粵考察以促進投資及發展實業，政府亦頒布一系列獎勵華僑投資的法令及

對歸僑進行保護13，與王錦輝先生得到的買地優惠政策類同。香港華商在慈善事業

上不遺餘力，在民國期間已經有「實業救國」的措舉，商業團體如華商總會等轄下

亦有成立慈善組織，如商賑會，勸募公債分會，賑濟華南難民聯席會等，發起捐薪

和獻金救國運動及救濟傷兵難民等14。 

 
由於上世紀中期的內地政治封閉因素，港商和僑商再次到東莞發展慈善事業已

是上世紀末經歷改革開放的時代。祖籍東莞的港商、僑商的緊密聯繫源於地緣與親

緣的結合，擁有巨大的凝聚力。除了經濟活動外，他們也建立了機構如「香港東莞

同鄉會」。成立於 1946 年的「香港東莞同鄉會」逐漸成為有影響力的地緣性同鄉

組織，通過組織成員回東莞考察、交流、投資、創業等活動，增進東莞港商、僑商

之間的溝通和聯繫15；基於他們集合的經濟和社會力量，這對東莞的經濟建設和慈

善公益事業有極大的貢獻。 

 
除了出身石排的王錦輝先生，致力於東莞建設及慈善活動的港商還有出身於東

莞常平鎮，身為「香港常平同鄉會」的常務副會長盧漢光生生，其促成盧屋村慈善

基金會的成立，又建廠修祠多方促成家鄉經濟活動16；還有出生香港但家鄉位於東

莞橫瀝鎮的企業家香偉燦，其多年來的捐款共計超過八百萬，他二十多年前已回到

東莞投資建廠，亦有支持教育事業，在橫瀝小學和中學設立獎學金17及捐款以助校

園建設，建立老人中心每天為長者提供免費午餐等18。由此可見近年港商回東莞興

辦慈善事業不在少數，亦見港商對回鄉建設公益事業的持續性及其發展進程。 

 
華商（包括港商和僑商）在廣東，尤其東莞地區的歷史及發展能追溯自清末民

初時期，而其在當地的經濟、社會慈善業務扮演顯著的角色，除了上世紀中期因中

國政治封閉因素稍為中斷，其慈善業務的延展性及影響力至今仍存在並繼續發展。 

 
 
 

四、 清末民初東莞的慈善發展 
 

於二十世紀末，王錦輝先生及其他回流的香港商人在東莞的慈善事業發展上佔

有一定地位。其實由清朝開始，東莞已有不同的民間慈善組織興起，通稱為善堂。

 
13 見註 10。 
14 《僑團史略》，見張曉輝，〈從香港華商的興起看海內外華人經濟的交融〉。 
15 香港東莞同鄉會：〈介紹〉，2011 年 7 月 12 日，取自香港指南網站：

http://www.smartteam.hk/know/4842.html。 
16 蕭效輝：〈盧屋村慈善基金會揭牌熱心港商擺宴致謝〉，2016 年 2 月 23 日，取自中共東莞

市委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網站：http://dgfao.dg.gov.cn/index.php?s=/news/9560.html。 
17 許月華：〈港商為東莞橫瀝中學捐資助學 50 萬〉，2015 年 10 月 26 日，取自文匯報網站：

http://news.wenweipo.com/2015/10/26/IN1510260042.htm。 
18 張野、葉偉良：〈東莞市榮譽市民：橫瀝籍愛心企業家香偉燦〉，2016 年 1 月 5 日，取自東

莞電視台陽光網：

http://app.sun0769.com/mobilesun/dgygw/zx/dg/201601/t20160105_6160087.htm。 

http://www.smartteam.hk/know/4842.html
http://dgfao.dg.gov.cn/index.php?s=/news/9560.html
http://news.wenweipo.com/2015/10/26/IN1510260042.htm
http://app.sun0769.com/mobilesun/dgygw/zx/dg/201601/t20160105_61600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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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至清末民初，這善堂的社區工作更達至頂峰。而除了善堂之外，於東莞內亦有

基督宗教進行慈善工作，下文將會一一詳述。 

 
在善堂出現之前，中國社會主要依靠政府及宗族進行社區工作。於明朝，明太

祖詔令天下設置「孤老院」或「養濟院」，以濟助鰥寡孤獨；又設置惠民藥局及義

塚，以協助天下人民。19而宗族亦會救助族內貧苦人士，如東莞的梁氏於《梁氏崇

桂堂族譜》中寫到：「貧而冠婚者則予之，貧而喪葬者則賻之，年凶而飢者則賑之，

貧無子者則養之，疲癃殘疾孤兒寡婦無期功可依者則周之。」意思即指，東莞的梁

氏宗族若族內有貧苦的人，如老弱傷殘、貧窮，宗族應接濟他們。20可見，於各類

型善堂出現之前，東莞的老弱傷殘、鰥寡孤獨等主要是依靠政府及宗族救助。 

 
晚清時期城市人口增加，而廣州作為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社會資源人口的分薄，

導致社會救濟問題日漸嚴重。再加上密集的房屋引致的火災，以及風災、水災及流

行疫病，導致社會出現許多老弱婦孺及需要救濟的人，而東莞亦是其中一個城市出

現這些問題。而於明清時期政府設立的官辦慈善機構如育嬰院、養濟院等設施已不

足以負擔社會需求。因此，有以城市中的紳商為主導的善堂興起，以協助地方的慈

善救濟活動。 

 
東莞的民間慈善事業於清末民初時期發展蓬勃，廣州「九大善堂」之一的明善

堂坐立於東莞。而於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末，東莞有兩間官辦及兩間民辦的育嬰

堂，21收養孤兒或窮苦人家無力撫養的棄嬰。此外，根據《廣東省志——民政志》

中記述，東莞縣中有博愛善堂、與善善堂、仁壽善堂、保東善堂、明善堂、善慶堂、

善慶分堂、溥善堂、積厚善堂、普仁善堂、東官善堂、廣行善堂、勉行善堂、育嬰

堂、石龍惠育醫院、石龍同善堂及濟川善堂。22下文將以明善堂作例分析善堂對東

莞的影響。 

 
明善堂成立於光緒庚寅十月朔日（1890 年 10 月初一），堂址為租借的石龍沙

邊街店鋪一間，並由邑人陳銘淮等倡辦，23由省港近邑鄉閭、紳商捐助而成。而明

善堂的工作廣泛，日常工作包括贈醫給藥、施茶送襖、種天花、拾字紙及棺殯水陸

屍骸。24另外，若東莞遇上了疫症或天災，明善堂亦會協助賑災，如向災民派粥等。
25而在 1894 年春夏，東莞出現鼠疫，而是次鼠疫是由石龍往來廣州渡船上的旅客

帶入。因此，明善堂委託廣州廣濟醫院代請醫生 12 人，分配到石龍至廣州的渡船

 
19 《徽州府志》，卷五，恤政。 
20 《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頁 77。 
21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臺北：聯經，1997），頁 260, 275, 278, 

310。 
22 廣東省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 民政志》（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126。 
23 葉覺邁，陳伯陶：《東莞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21），第 1 卷，頁 581。 
24 東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明善堂記》，《東莞歷代碑刻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4）。 
25 東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新建粥爐碑記》，《東莞歷代碑刻選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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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染疫客人隨時施救，以防止鼠疫傳入東莞。26明善堂又搭蓋蓬廠暫寄死者，

並設臨時醫療所與市區隔離，以防傳染。明善堂又沿堤設廠去儲棺材及請仵工駐場，

方便水陸埋葬遺屍。27 

 
由此可見，在清末民初時期政府的官辦慈善機構已無法再應付東莞人民的社會

需求。因此，許多由紳商創辦的善堂相繼於東莞成立，救濟東莞貧苦人士及災民。 

 
而基督宗教在清朝晚期傳入中國後，在清末民初時期對於東莞的慈善事業發展

亦有重大的影響。基眢教在東莞有三個教派：為德國所屬的基督教禮賢會；美國所

屬的中華基督教會；德國、瑞士、奧地利部分教會聯合來華創辦的基督教巴色差會。
28而當中，基督教禮賢會於東莞的慈善事業繁多，主要包括醫療及教育。 

 
於道光三十年（1850 年），德國傳教士葉納清等在太平設立禮賢會福音堂，

作為傳教基地。直至同治十年（1884 年），莞城基督教禮賢會成立。而禮賢會在

東莞從事教育工作，開辦了不同類型的學校，包括神道學校、聖經女校、中學及小

學，29以提供教育機會予東莞的兒童及青少年。 

 
而禮賢會亦有於東莞提供醫療服務予東莞市民。於光緒十四年（1888 年），

禮賢會在莞城鎮文順坊興辦了中華基督教禮賢會普濟醫院，開設門診，有病床 25

張，並於醫院內附設醫學院30，為東莞人民服務。除日常的門診醫護工作外，禮賢

會亦有協助東莞市控制痳瘋病情。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瑞士籍醫生權約

翰與禮賢會在東莞設立稍潭痲瘋院，最高峰時容納 300 餘病人。 

 
可見，在基督宗教傳入中國後，不同教會在不同城市設立會堂傳教，亦會透過

從事地區慈善工作作傳教，如禮賢會於東莞設立學校和醫院，亦使清末民初時，東

莞的地區慈善工作靠重了基督教教會。 

 
由此可見，明清時期乃至民國初期，社會上的社會保障事業由政府主持，漸漸

推向由民辦的慈善組織及教會作主導角色，而在較為富裕及沿海的地區更見此轉變。

正如東莞一樣，地區慈善工作由政府及宗族，慢慢推移到民辦的善堂，以及基督教

教會，如東莞的明善堂及禮賢會。至現代社會，則由王錦輝等商紳所創辦的慈善基

金，再配合政府的福利政策去保障市民的生活。 

 

五、 總結 

 
26 《明善堂記》，黃震林 :《明善堂防治鼠疫》，《東莞文史資料選輯》第 13 輯，1988 年 ，第 

50 頁。 
27 東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明善堂記》，《東莞歷代碑刻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4）。 
28 東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東莞市志》（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頁 1352。 
29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簡港區會，摘錄於 2019 年 4 月 22 日，

http://www.rhenish.org/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23&Pid=2&Version=0&Charse
t=big5_hkscs&page=0。 
30 東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東莞市志》（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頁 1270。 

http://www.rhenish.org/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23&Pid=2&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
http://www.rhenish.org/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23&Pid=2&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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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東莞清末民初的慈善事業主要由政府官辦慈善機構負責籌劃，商人

為輔提供資金，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從「重農抑商」的時代走了出來，商人對社

會的影響力隨之大增，社會發展日趨完善，商人自我形成一種慈善體制，將自身商

業的盈利定期成為其創建計劃或基金會的資金來源，如王錦輝先生般，身為商人亦

兼懷天下，將其公司創造的盈利為其王錦輝基金提供一個穩定的資金來源，再與社

會上的非牟利機構合作，不斷開展各類的慈善活動，形成了現今以商人資金為主導

的慈善事業局面，實踐為東莞市民謀福祉的責任。 

 

 
金城臺記石碑 

出自王錦輝東莞石排故居金城臺 

介紹並頌揚王錦輝成就及其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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