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2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399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

华商故事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6年6月23日 星期四

虽然在菲律宾出生长大，直到十多岁才第一次踏上
故土，但张昭和对于中国、对于同胞的深情，却如血脉
中流淌的中国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张昭和说，他在菲律宾的家和在厦门的家完全一
样，相同的陈设布置，相同的风俗习惯。“父母一直就特
别重视我们的中文教育。逢年过节，我们也都会拜祭祖
先，并且恪守长幼尊卑的传统礼仪。”

除了从小耳濡目染中国传统文化，张昭和说起中
国的历史以及当下国内的流行事物，同样是如数家
珍，张口就来。而这份深藏内心的桑梓之情，更让他
将推动自己的祖籍国和住在国和睦相处视为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中国和菲律宾就像是我的父母，作为孩子，我希望
成为一座桥梁，把他们的手拉到一起，为此我会努力尝
试所有的方式。”为了这个目标，张昭和一边带领“商
总”向菲律宾老百姓伸出友谊之手，一边不辞辛苦地奔
走在中菲之间，亲自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推动菲
律宾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去年，就在中菲两国关系因为南海问题陷入紧张
时，张昭和听说一位菲律宾当地知名的作家写了一篇对
中国有些误解的文章。于是，他千方百计找到联系方
式，登门拜访。“我不和他说太多的大道理，只是希望和
他做朋友，告诉他我看到的中国。”而当张昭和得知这位
作家上一次去中国还是30多年前时，他更热情地邀请这
位作家和自己一起去中国看一看，见证现在的进步。最
终，他的友好与理性改变了这位作家对中国的偏见，也
让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这几年，张昭和最愿做也最常做的，就是带菲律宾
的朋友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我相信，不用我多说，
只要让他们自己看、自己感受就好。”他自信地说。

去年 10 月，张昭和还带着 20 多位菲律宾南部的议
员、政府官员以及苏禄王后代，前往山东德州拜谒苏禄
王墓。根据历史记载，明朝时期，菲律宾当时的一位国
君苏禄王不远万里到访中国，后不幸病故于山东，而他
的一些后裔至今还生活在山东。“我希望把这段历史凸现
出来，让现在的菲律宾官员和民众知道，历史上中菲就
是友好往来的邻邦，是好朋友。”张昭和说。

如今，来回奔走，年过半百的张昭和却一点儿也不
感到辛苦。“我总觉得，越是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我
们当地的华商越是该使出最大的力量。”

张昭和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等中菲关系好起来了，
中国的“一带一路”也能走进菲律宾。“到时我们华商不
仅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落地，还可以从中找到更多的发
展机遇，那会儿就是中国、菲律宾和我们华商的三赢
啦！”畅想着未来，张昭和的眼睛闪闪发亮。

张昭和：

讲好故事讲好故事 化解中菲误会化解中菲误会
本报记者 严 瑜

“假如我讲起中国的故事，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在菲律宾土生土长的华裔，因为关
于中国，我知道得太多了。”张昭和爽朗地笑道，一口普通话虽然带着家乡福建的闽南
口音，却是极其流利。

这位个头不高、说话慢条斯理的华商，是菲律宾知名的安格斯铝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也是当地最大的华人商会——菲华商联总会的理事长。他常说，在菲律宾，华人就
是中国的一张名片。而他凭借对于中国的深厚情谊和深入了解，不仅身体力行地向菲律
宾社会展现华人诚信守业、乐善好施的形象，更竭尽全力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中菲友
谊的牵线人，让中菲两国民众的心越走越近。

“我身边同龄的华商，一般都是继承父辈的产业，发扬
光大，像我这样自己出来创业的不是很多。”和记者聊起早
年的拼闯，人过中年的张昭和话语平和，仿佛是在说别人
的事，而他时而轻轻抿起的嘴角和偶然陷入深思的神情，
仍然在不经意间透露着，他的身上充满艰辛打拼的故事。

张昭和的父辈早期从福建漂洋过海，来菲谋生，而
他则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华二代。

在异乡的土壤扎根立足并非易事。中学毕业后，18
岁的张昭和虽然对大学充满渴望，但迫于家计艰难，不
得不放弃“求学梦”，到一家汽车零件公司做学徒。“我
确实要比子承父业的同龄人吃更多的苦，行为处事也更
加谨慎。”忆起过去，张昭和说，那时自己的身后是父
母、兄弟一大家人，常常觉得肩膀上背了很多十字架，
做事总是如履薄冰。

不过，年轻要强的张昭和并未就此掐灭梦想的火
种。打工之余，他一边通过夜校学完了大学课程，一边
悄悄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30岁时要有自己的生意。“在
菲律宾打工薪水很低，只有有了自己的生意才能有出
路。”张昭和习惯性地抿了抿嘴说。

有了目标，接下来就是向着目标奋力奔跑。此后，
张昭和又辗转去了一家华人老板的玻璃厂打工。而在不
断积累能力的过程中，张昭和给自己画下了一道永远不
可逾越的底线——诚信。“这是我做生意的一个本分，只
有坚守自己的信用，才是长久之计。”张昭和说着，常常
带笑的脸上流露出极其严肃的神情。

张昭和至今还记得，他在玻璃厂打工时，有一次客户多
付了钱，他请示老板该如何处理。老板反问他：“你的想法
呢？”“我说，我们应该退回给人家，因为客户才是永久的，不
能贪图眼前的一点小便宜。”张昭和的回答赢得了老板的赞
许和信任，加上踏实肯干，他渐渐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成长
为老板的助理，最后甚至成为了这家工厂的总经理。

凭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羽翼渐丰的张昭和最终如
愿成立了自己的铝制品公司，产业越做越大。然而，无论
何时，“诚信”二字始终牢牢挂在他的心头，从来不曾忘
记。“在我主要经营的铝合金这行，我的产品质量总是菲律
宾国内数一数二的，我从来不用废料、杂料。”说到自己的
经营之道和立身之本，张昭和格外地坚定。

如今，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张昭和已是事业有成。
在旁人看来，他该用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而他却反倒
比以前更加忙碌。

“每天，我在公司办公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在‘商
总’服务则至少有六七个小时。”张昭和掰着手指和记者
细数着自己的日程表。他口中这个占据了大部分工作时
间的“商总”，正是目前菲律宾华侨华人工商界规模最大
的机构——菲华商联总会，张昭和是现任的理事长。

这个已在菲律宾发展60多年的“商总”，拥有大大小
小160多个商会。令人意外的是，说起平时的工作，张昭
和这个“掌门人”做的最多的不是接洽商贸合作这样

“高大上”的活动，而是一些和华侨华人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的琐碎小事。

帮老侨解决生意上碰到的税务问题，替新侨在当地
安顿落户，带着不认识的华人朋友寻医看病，甚至为无
依无靠的过世华人料理后事……“在‘商总’，利益是完
全没有的，我们就是为当地华侨华人排忧解难。”和记者
聊起这些一般人听来不免头疼的事，张昭和却没有丝毫
的不耐烦。或许是因为早年的打拼让张昭和深知在异乡
闯荡的艰难，如今的他总觉得有能力就该帮一把。“这是
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都是华人。”

“我常和‘商总’的同事说，我们要在这里安居乐
业，就一定要把周围的关系打好。”张昭和说。为此，他
还将“商总”服务的对象扩展到更广泛的菲律宾主流社
会，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与帮助。

捐建农村校舍、成立志愿消防队、每周定期义诊，
这是张昭和最引以为傲的华社“三宝”，也是他和“商
总”的同事们持之以恒做了多年的工作。

每个周末，张昭和都会请华人医生到菲律宾各地，
给穷苦的老百姓免费看病，有时一天就得看几百个甚至
上千个病人。“我们专门开车载这些医生过去，请他们吃
饭，就希望他们能在那边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张昭和
说，“商总”资助的消防队也是如此，不分种族，不管是
华人还是菲律宾人，只要有火情就前去营救。

最近，张昭和还在忙着做“第四宝”，就是在菲律宾
发生台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为当地组织捐款
捐物。“我们要在捐赠的包装上写上中文字样，这样即使
当地老百姓不懂中文，也知道是来自我们华人的帮助。”
张昭和说，自己做这些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保护
好我们华侨华人在菲律宾的形象，让大家在这里的地位
越来越高”。

而来自菲律宾政府和老百姓的肯定，无疑是最让张
昭和高兴与欣慰的。说到“商总”办公室里挂着的几块
来自菲律宾总统的嘉奖牌匾，他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
容。

他从一无所有的学徒到拥有自己
的公司，书写了一部菲律宾华商传
奇；他带领菲华商联总会服务华社的
同时情系菲律宾人民，堪称华人楷
模；他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推动中
菲友好交流，化身民间外交使者。他
就是菲律宾最大华商组织——菲华商
联总会的理事长张昭和。

张昭和生于菲律宾。父母对中国
传统习俗和文化的重视，使他有着良好
的中文基础。张昭和 18 岁就开始了学
徒生涯，后来又辗转去了其他工厂。华
人老板赏识他的踏实和诚信，对他重点
培养，甚至与他合作经营。张昭和由此
走上经商之路。

20 世纪 80 年代，张昭和迎来人生
的第一个转机。合作伙伴因个人原因
与张昭和分道扬镳。张昭和果断化危
机为契机，开办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铝
合金生产销售公司。

1983 年，张昭和第一次回到中国。
尽管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如菲律宾，
但独具慧眼的他还是发现了中国所蕴
藏的巨大潜力。于是，他积极寻找商
机，在上海投资生产，利用政策优势一
度将产品销至北美。如今，在菲律宾，
铝合金的生产销售仍是他经营的重要
产业之一，同时兼营工业零部件进口、
中国牙膏的进口等业务，此外还涉及地
产等行业。

在菲律宾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之
后，张昭和代表所在商会到菲华商联总
会做理事，开始参与侨社服务。2015年
3月，张昭和升任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

菲华商联总会于上世纪 60 年代发
起社会公益事业“菲华三宝”——捐建
农村校舍，组建志愿防火队，深入贫困
区义诊，已惠及数百万的菲律宾人。

张昭和进入商总以来，替华人排忧
解难，在“菲华三宝”的基础上，提出建
立救灾基金会，将其继承并发展为“菲
华四宝”。此外，他还发起成立“法律研
究中心”，着重研究如何从法律的角度
维护华人的权利。

悠悠中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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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军事史上，丁拱辰是位鼎鼎有名的人物。丁氏又
名君轸，字淑原，号星南，福建省泉州府滨江陈埭乡人，是
元代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的后裔，生于清嘉庆五年 （1800
年），卒于光绪元年 （1875年）。其父丁宗璧，曾在浙江、台
湾等地经商。丁拱辰17岁时迫于父命弃儒就贾，随父辈到过
浙东、广东以及海外的吕宋、伊朗和阿拉伯半岛。

丁拱辰于握算持筹之余勤奋自学，并在航经各地时留心考
察，对几何、弧弦等的推算原理颇为谙熟。后来，他参阅中西军
器制造资料，先后撰著了《演炮图说》、《演炮图说后编》、《西洋
军火图编》等军事著作，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竞逐船坚炮利
的时代，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述这些，皆为学界所熟
知。不过，丁拱辰编纂的《指南尺牍生理要诀》，却往往被人视
作琐屑俚浅的麻沙杂抄，为论者一笔带过。

《指南尺牍生理要诀》一书，向广众庶民传授养身赡家的应世
技巧，是丁拱辰总结泉州社会生活经验所编纂的民间日用类书。

《指南尺牍生理要诀》字面上的意思是教人如何写信，如
何做生意。揆情度理，务工经商，开行设铺，写信是一项基
本功。全书共计两卷，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杂字”、“称
呼”、“尺牍”和“商书”。其中，“杂字”罗列了闽南民众日
常生活中最为常用的字汇，而“称呼”则提供了交往应酬和
贸易往来需要遵循的基本礼仪。“商书”部分包括商人书和商
业书，所谓商人书，是指反映商人经营准则和道德规范的著
作，而商业书则直接教人如何酌盈剂虚。另外，“尺牍”是此
类民间日用类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旅外人群与桑梓故
里的通信，以及彼此之间的沟通信息都需要以尺牍为媒介。

从内容上看，旧式尺牍大略分问候、思慕、庆贺、慰唁、馈
送、邀约、借贷、荐托等类，各类皆有通权达变的套语。书
中的书信活套设计出了各类人际关系以及不同的相关情境，
绝大多数都反映了旅外商人的活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社会流动频繁、高移民输出地区的民情风俗。

（来源：《文汇报》）

晚清侨商编书 造福海外华人
王振忠

历史掌故历史掌故

商机商讯

经过近一年积极筹备，第二届“侨交
会”各项工作目前正加快推进，现已接近
尾声。招商任务已完成超过 80%，目前前
来侨商智库咨询和报名的企业络绎不绝，
甚至出现了展位“一位难求”的局面。

日前，深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
侨联主席、市侨办负责人马勇智带队到
侨商智库调研时表示，将广泛发动海内
外侨界资源，为第二届“侨交会”提供
更好的服务。侨商智库理事长郑汉明表
示，在接下来的冲刺阶段，侨商智库及
旗下相关机构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高度的责任感办好第二届“侨交会”，
确保展会特色突出、影响力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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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6华创会美国推介会”在全
球十大孵化器之一的休斯敦技术中心成功
举办。活动由华创会组委会主办，得到中
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美中合作委员会的大
力支持和协助。

推介会上，国务院侨办、湖北省外侨
办及武汉东湖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运用多媒
体详细介绍了华创会发展历程、多年来取
得的相关成果及 2016年华创会筹备工作情
况，吸引华侨华人回国创业创新的支持政
策，鼓励华侨华人及各界人士参与“万侨
创新行动”，并欢迎广大旅美华侨华人专业
人士参加华创会。

（以上均据国侨办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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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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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昭和 （右）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赵家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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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诚信的底线

来自华人的帮助 牵起中菲的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