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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之外，慈善是
杨受成另一份经营多年
的事业。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刚刚在商界崭露头角，他就把相当一
部分收入回馈社会。

几十年来，杨受成先后成立了三个慈善基金
会，多次入选“中华慈善奖”及“中国慈善榜年度
十大慈善家”。今年 4 月，他还在“第十四届

（2017）中国慈善榜”中获得“终身成就奖”殊荣。
助学、赈灾、支持文体发展……只要有需要，

杨受成向来慷慨解囊。他说，自己从来不算一共
捐了多少钱，“算出是个
天文数字也没用，更重要
的是用心”。

最近十多年，杨受
成将大部分心力投注于
一个非常“冷门”的领
域——临终关怀。2006
年，他向湖北省慈善总
会捐赠 500 万元，建立

“湖北慈善英皇集团关爱
孤寡老人基金”，并在武
汉一家医院建立“湖北
慈善香港英皇关爱老人
护养中心”，引入香港成
熟的社工体系和临终关
怀经验，开展孤寡老人

善终服务。
此后，在河北、广

西等地，杨受成又资助
兴建多座善终服务中心。在这里，许多弥留之
际的“三无五保”老人能够享受温馨专业的护
养，安详而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的里程。

杨受成去过每一所捐建的善终服务中心，
和不少老人有过交流。“其实，一些老人躺在床
上，只有几个月的生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也没有机会再谢谢你。”而这，恰恰正是他
愿意做这份慈善的原因。

当初，一些内地养老院的负责人找到杨受
成，请他帮忙，那时他才知道，人们往往都愿意捐
助孤儿院或是学校，培养代表着未来的年轻人，
却不是个个都乐意捐助临终服务。因为，走到生
命尽头的老人，往往来不及说出感谢。

“我做慈善，不是希望别人永远记得我是恩
人。”杨受成说，他做慈善不想图什么，就想让
那些“空巢老人”有质量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
段，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在他看来，这种不
求回报，才是真正的慈善。

如今，这份杨受成最为重视的慈善仍在继
续，他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充满人情味的临
终关怀服务。

钟表大王、娱乐大亨、商业巨子……杨受
成的身上有很多标签，而他说，“我最希望人家
看我是一个慈善家。”

杨受成的多面人生
本报记者 严 瑜

香港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的名字，在中国娱乐圈可谓如雷贯耳。他的旗下明星云集，众多商业大片都出自他手。
不过，他却并不希望只用一个标签定义自己。

从底层走来，最终在香港商界占得一席之地，杨受成有的不止“娱乐”这一面——
他年过70，却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用最新一代的苹果手机，下载各种应用软件，尤其爱玩微信。
他投资电影，却爱看电视剧，《甄嬛传》、《琅琊榜》等国产电视剧热播那会儿，他和妻子天天在家追剧追到凌晨两三

点。不过，说起最爱，他毫不犹豫报出的还是《雍正王朝》和《汉武大帝》这两部历史大剧，甚至还曾到处请人帮忙引荐这两
部剧的导演。

和记者聊这些时，他坐在高档酒店的会议室中，穿着考究，头发一丝不乱；而就在前一天，他还站在刚刚竣工的
新楼工地上，裤腿和鞋面上全是泥灰。

关于他的传闻，形形色色，真真假假。他自己说：“我希望，认识我的人都能觉得，杨受成是一个好人。我要做到
这样，就觉得自己很成功。”

“中国的市场不得了”

在北京长安街边林立的高楼中，英皇集
团中心大厦是一栋落成不久的新楼。这里刚
刚成为英皇集团的中国内陆地区总部。在过
去的几年间，这是杨受成最在意的项目。

“我平均一个月来一次。”之前很长一段
时间里，每次来北京，无论行程多紧张，杨
受成都会去大楼建设工地看看，哪怕只是站
一会儿。选择最好的设计师、最贵的建筑公
司，他在这栋大楼上倾注了格外多的心血，
因为它代表着他北上发展的坚定决心。

杨受成举了一组简单的数据：2010 年，
他在内地的投资占总投资的 20%；2020 年，
他要让这个数字变成 50%，甚至 60%。“从今
年开始，我一半的时间都会在北京。”

其实，早在 1985 年，杨受成就已迈开北
上投资的脚步。不过，那时的他还很谨慎。

“我最初来做的是很奇怪的行业——女装的高
跟鞋。”直到1993年，他才在北京赛特购物中
心开了第一家钟表店。

而如今，谈起内地的发展前景，杨受成却
毫不犹豫地做出极为肯定的判断：“中国是全
世界机会最多的国家。我绝不会去美国，也绝
不会去欧洲，我相信以后的商机一定在中国。”

这份越来越强的信心，来自杨受成作为商
人的敏锐目光，也来自他感受到的就在身边发
生的变化。比如，在他熟悉的娱乐产业，因为
内地市场的开放，香港艺人的收入从过去的几
百万元上涨到如今的几亿元，“相差100倍”。

“现在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中国的市场不
得了。”杨受成发现，最近 10 年，不用他召
唤，越来越多香港的导演、演员开始自发地
将工作室搬到北京、上海，甚至浙江横店。

“2000年那会儿，一些内地演员去香港，即使
演配角，他们也很高兴；而现在，都是香港
的明星大腕主动来找内地演员合作。”

也正因此，这几年，杨受成在内地的身
影愈发活跃，他的投资遍布房地产、金融、
零售、文化等众多领域。

不过，杨受成在内地做的并不都是赚钱买
卖。最近，建军90周年献礼电影《建军大业》即
将公映，杨受成的英皇集团就是投资方之一。
在此之前的五六年间，他还先后参与投资了

《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电影。“这些片
子不是商业片，在当年都不是赚大钱的。”杨受
成说，就像许多演员即使没有片酬也争着要演
这些片子，他选择投资的原因只有一个——

“这是爱国的电影，能够参与就很光荣。”
“我很乐意也很希望做一些电影，让年轻

人知道我们建国、建党、建军的历史。”杨受成
说：“因为这是我的祖国，我是特别有感情的。”

而这，正是诱人的机遇之外，杨受成坚
定投资内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林玉燕是菲律宾虎豹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任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菲律宾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副主席等职。

中学毕业后，林玉燕离开家乡来到香港，过
着富裕而温馨的生活。在命运的撮合下，她与旅
菲的唐文良缔结良缘，毅然离港，远赴遥远的菲
律宾。

直挂云帆济沧海

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玉燕从幕后来到了台
前。本来，林玉燕丈夫是跟人合开木材场的，却
因对方改变计划，名誉受到影响。于是，林玉燕
安慰、鼓励丈夫，同时决定夫妇俩创立一家房地
产公司。

旅菲早、人脉广、精通英文、熟悉建筑学，
唐文良的这些优势与林玉燕的创业激情一经碰
撞，便产生了火花。1972 年，林玉燕和唐文良开
办的虎豹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在菲律宾成立。他们
在拓展菲律宾本土业务的同时，还先后在中国厦
门与人合资投建了华菲大厦，在成都和哈尔滨也
成功投资并开发了一些项目。林玉燕经常单枪匹
马往来中菲之间，一步步走上成功企业家的道路。

热心公益做桥梁

公司走上了正轨，林玉燕放心地走出办公
室，走向社会，参加菲华侨社社会活动。

不管走到哪里，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总是林玉
燕解不开的情结，她要肩负传承中国文化的使
命。近十年来，林玉燕为华侨华人融入菲律宾主
流社会、为中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她对菲律
宾和中国的教育、慈善等事业的捐助更是让人感动，得到了菲中两国人民的
肯定，菲中两国的一些领导人高度赞扬她在菲中友好交往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为了保持菲律宾华侨与祖籍地石狮的往来，林玉燕牵头投资并主持建设
了石狮市菲律宾广场，为菲律宾与石狮市两地乡亲搭建起了联络往来的桥梁。

撒向故乡都是爱

如今，林玉燕事业有所成就，又有了卓越的社会活动声誉，不过她仍未
停歇。她追求报效祖国，不忘家乡教育事业的宏伟理想。

唐文良为支持林玉燕回报桑梓，在她的故乡——石狮市塘边村与其内弟
林荣谋、林昌明共筑水泥大道及塘边村教学楼，并捐建大礼堂，设立塘边林
氏奖教奖学基金会，出资支持林氏比干学术研讨会等。最近，林玉燕又捐资
重修塘边林氏宗祠，方便旅外乡亲回乡寻根谒祖。林玉燕还给母校石光中学
捐建一座五层教学楼。

每逢在异国他乡，凡是华人的校友会或宗亲会，林玉燕总喜欢上台歌唱
《我的中国心》、《我爱我的祖国》。她的歌声响彻云霄，从故乡飘到异国他乡。

（来源：《福建侨报》）

﹃
玉
燕
衔
泥
奉
桑
梓
﹄

唐
涛
甫

林

潞

图为林玉燕（中）因热心公益受福建省人民政府授牌表彰。 资料图片

“其实，娱乐在英
皇 集 团 占 的 分 量 很
小。”无论是在香港，
还是在内地，杨受成这个名字，让人最先想到
的总是“娱乐大亨”的名号。而事实上，他真
正想建立的是一个以实业为基础的商业王国。

最终的结果也是如此。如今，杨受成的产
业涵盖钟表、珠宝、证券、地产、酒店等众多
领域，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几乎都以实业为主。

这份做实业的“执念”，很大一部分源自杨
受成的童年烙印。1943 年，他出生在父亲开在
香港上海街的一家钟表店中。那时，香港还在
日本的占领之下，屈辱而贫寒的童年生活让他
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只有争气、努力，做出
实实在在的事，才能受人尊重。

为此，杨受成一直将“争气”二字视为自
己的座右铭。至今，他还津津乐道一个故事，
那就是在他还是 20多岁穷小子的时候，凭借一
股毅力，连续几天登门毛遂自荐，终于如愿拿
下欧米茄、劳力士等名表的代理权。他将此视
为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成就，“没有当初，就没
有之后的一切”。

多年之后，阴差阳
错进入娱乐行业，从最
初对娱乐一无所知、“手

中一个兵都没有”，到最后做出香港最大的唱片公
司、做成举足轻重的娱乐巨鳄，“争气”同样是杨受
成最大的动力。“当时，听别人在背后说我只是玩
玩，我就很不高兴，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做不到。”

因为要“争气”，于是，拼命做事成了杨受成
一个改不掉的习惯。从20岁出头到近60岁的40
多年间，他每周工作 6 天，经常干到午夜 1 点多。

“有些人觉得工作很痛苦，可是我很享受。”杨受
成眨了眨眼，笑道：“我觉得一个男人有事业、有
财富、有专注，那才有男人的魅力。”

如今，年过 70，杨受成每天的行程还是以
小时为单位，排满了各种会议，而他乐此不
疲。“在做这个采访之前，我刚开完三个会，一
会儿还有两个。”说这话时，已经临近晚上 7
点，但他神采奕奕的脸上完全看不出疲倦。而
在此前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中，他始终保持
笔挺的坐姿，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神情专注。

“工作是我最大的享受。”杨受成说，他给
自己设定的退休年龄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工作是我最大的享受”“工作是我最大的享受”

“最希望人家看我是慈善家”

▼

图
为
杨
受
成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

▼

图
为
杨
受
成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

商 机 商 讯

近日，2017“侨资企业西部行”
活动在成都启动，来自澳大利亚、香
港等地的海外侨商共计 49 人相聚四
川，寻找投资机会。

国务院侨办经济科技司负责人在
活动启动仪式上致
辞，希望代表们通
过此次交流机会了
解中国和四川最新
的相关政策，更加
密切关注中国特别
是西部地区发展走
势，结合自身发展
需求，积极与中西
部地区企业合作，
搭上中国区域发展
快车。

四川各市州在活动期间作了推
介。据了解，此次四川省各市州共选
取了 23 个项目进行投资推介，总投
资额近300亿元。

（来源：中国侨网）

“侨资企业西部行”在川举行“侨资企业西部行”在川举行

图为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成都高新区供图

近日，来自南美洲北部的苏里南
福建商会访问团一行访问福建莆田侨
商会“侨商之家”。

莆田市侨联负责人对访问团的到

来表示欢迎，并希望大家积极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传
播中国正能量，为促进莆田与苏里南
文化、经贸等方面交流，为建设美丽莆

田再作贡献。
苏里南福建商会会

长谢达介绍，苏里南福建
商会 2012 年 7 月成立以
来，致力于团结乡亲、维
护侨益、公益慈善、文化
交流、经贸合作，捐资支
持当地慈善事业，热心帮
助当地贫困者。苏里南
福建商会将再接再厉，加
强与市侨联、市侨商会的
交 流 合 作 ，共 襄 盛 举 。

（来源：中国侨网）

苏里南闽商会访问福建莆田

图为苏里南福建商会访问团与莆田侨商会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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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业得到很大的解放，我
们正大集团着眼于这个商机，进入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和畜牧业。30
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中央出台了许多支持“三农”的优惠政策，中国
的农业今后更加大有可为。中国将成为正大集团最重要的发展基
地。

——泰国正大集团高级董事长谢国民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目前
处于全面调整的时期。在此期间，所有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
开发商、老百姓等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公正、公平、合理的成
分会越来越多，投资环境会不断地改善和变好。

——新加坡仁恒置地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钟声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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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背后的投资秘笈，是要看市场空间，看产品和服务是否
有新意，看介入市场的时机，最重要是看人。选人，我最看重格局。
单靠某一种技术和专利，很难打遍天下。只有把一群厉害的人聚集
在一起，才能做大做强，而这就需要领导人的格局。纵观历史，我们
不难发现，大人物的大格局是他们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

——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

企业成就中的每个步伐都记载着企业的心路旅程，同样也决定
了企业的未来。如同攀山，这些过程决定了企业未来能攀上的高
度。过程、心态及格局都是决定企业能走多远的关键。当登上梦寐
以求的山峰时，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始。

——马来西亚世纪皇朝集团主席吴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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