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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海 水 的 地 方 就 有 华
人 ， 有 华 人 的 地 方 就 有 华
商。这话并不夸张。

在 海 外 ， 华 商 曾 经 用
“三把刀”——菜刀、剪刀和
剃刀白手起家，在餐饮、理
发等行业打拼出一片天。后
来，新一代华商凭借自身良
好素质和已有的资金、技术
等 优 势 ， 开 始 涉 足 各 行 各
业。如今，各个领域都能看
到华商的身影。

海外华商是一个有故事
的 群 体 。 他 们 大 多 赤 手 空
拳 ， 漂 洋 过 海 ， 在 异 国 他
乡，谋生创业。一路走来，
有血汗也有成果，有泪水也
有欢笑。每位海外华商都是
一本故事集。酸甜苦辣，故
事 中 有 百 味 杂 陈 ； 纵 横 捭
阖 ， 故 事 中 有 豪 气 干 云 ；
深 情 眷 恋 ， 故 事 中 有 家 国
情 怀 。 在 华 商 故 事 中 ， 可
以 清 晰 地 感 受 到 中 国 发 展
的脉搏。

华商故事与中国息息相
关。有人说，世界上几乎没
有第二个族群像华商这样，
即使远在海外，仍愿意并能
够对其母国的经济发展给予
如此的关注和投入。

华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
素。数据显示，至今华商仍
然是中国引进外资的主体，
华商投资企业约占中国外资
企业总数的 70%，投资额约
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60%左右。

曾经，爱国情怀是海外
华商回中国投资的主要推动
力。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大
踏步前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诱人的发展机遇成为海外
华商回中国投资的关键因素。

“我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
受益者。”这是海外华商的心声。

华商故事与中国同频共振。
很多华商感慨：“中国是我们在海外发展的

强大后盾。”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强劲的
工业体系……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提供了“第一
桶金”，成为他们事业腾飞的起点。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很多华商也开始调整
事业发展方向。比如，开始有越来越多华商进
入技术含量高、发展空间大的高科技领域。

改革开放之初，华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
和福建两大侨乡，尤其是经济特区。此后，华
商在中国的投资由经济特区、侨乡向广大内陆
地区扩展。这与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的进程
是一致的。

如今，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随着响应倡议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海外华
商欣喜地发现了更多商机。

“个人的命运永远离不开国家的命运。”这是
海外华商的深刻体会。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时代，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为
了这个美好的目标，海外华商正在努力奔跑，
更多精彩故事正在展开。

学业：
从休学到留学

2002年，正在读大二的英语系学生沈
文德从长春大学休学，独自到北京闯荡。

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沈文德出生在
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山村，家境并不富裕。

“从小，我就梦想走出村庄，看看外面的
世界。看到飞机从天空飞过，我的心就会
被带到远方。”十年寒窗，沈文德刻苦学
习，最终考上大学，走出家乡，得偿所
愿。

虽然无比珍惜读大学的机会，但是很
快，沈文德就发现了问题。

“我的专业是英语，但我觉得英语只
是一种工具。我希望能有一技之长。”提
及休学原因，沈文德笑言，“那时流行一
句话，‘跟名师，上名校’。于是，我就去
北京的各大高校旁听课程，很有趣，也很
有收获。”

与此同时，沈文德还在为生计奔忙。
“那时，没什么钱，凭借一点英文基础，
我和朋友一起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古董字
画店铺当销售员。”

在一次销售中，沈文德认识了一对来
自美国的夫妇。交流中，出国留学的想法
在他心中发芽。

说做就做。“当时，我只是个能勉强
养活自己的穷学生。所以，我需要用最经
济的方式出国。”为此，沈文德每天翻看
各大报纸的留学广告专栏，了解留学所需
的材料、费用和方法。“我跑了10多家留
学中介，仔细比较留学不同国家的价格、
制度和文化差异等。”

认真比较之后，沈文德选了新加坡。
“当时，新加坡政府为留学生提供高达80%

的学费津贴，而且允许留学生合法兼职。新
加坡70%以上人口是华人，没有太大的文
化差异，而且申请去新加坡留学只需要高
考成绩和雅思成绩。”沈文德下定了决心。

经过一个月的突击学习，沈文德顺利
考过雅思，被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录
取。

“能出国留学，我很开心，但也很发
愁，因为学费和生活费毫无着落。”找亲
戚朋友借钱、去银行贷款，他想方设法勉
强凑足第一年的学费和路费。

2003年，沈文德到新加坡，圆了留学
梦。留学期间，他一边求学，一边利用课
余时间打工，最终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

“我运气不错。2004 年，新加坡航空
业发展迅速，学校新设立了一个航空航天
工程专业。因为成绩优异，我顺利进入了
这个新开的热门专业。”沈文德说。

职业：
从工程师到销售员

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工程师是沈文德
曾经的梦想，大学毕业后，他再次圆梦。

2006年，沈文德顺利应聘到新加坡最
大的航空工程公司上班。“这是一家上市
公司，待遇很好。我从学徒做起，慢慢积
累经验，通过参加考试和培训，升职为飞
机工程师。”

工作近 5年的时间里，沈文德的生活
很安稳。然而，在和同事的一次闲聊中，

“大家算了算薪水和奖金分红，发现工作
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百万富翁。”沈文德
说，“上大学时，我读过 《世界上最伟大
的推销员》一书，深受启发。我觉得，想
要创业成功，最好从销售学起。”

雷厉风行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还没

找到新工作，他就毅然辞掉了工程师这一
很多人眼中“金饭碗”。

2011 年，沈文德疯狂投简历，不停
“刷”面试。最终，他成为一家汽车和商
用货车代理商公司的专业货车销售员。

“没有销售经验，不会马来语、闽南
语等当地人普遍使用的语言，没有人脉，
不熟悉新加坡的地理环境，又正逢新加坡
政府严控车辆增长，市场行情不好，卖货车
更是难上加难。在新加坡重工业区，我一家
接着一家公司，挨个敲门，吃了无数次‘闭
门羹’。前几个月，我什么都没卖出去。”即
使如此，他也没有气馁。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 4个月，他终于
卖出了第一单。“那是我的第一个客户。
因为我诚恳热心的服务和全面专业的介
绍，这个客户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陆
续在我这里买了8辆货车，还介绍了很多
建筑公司的老板来买车。”这让沈文德信
心大增。

2014年，沈文德应聘到另一家货车销
售公司，售卖另一种当地知名品牌货车。

“原以为知名品牌是本地市场的‘领头
羊’，销售会比较好做，没想到却更加困
难。”他说，公司有几十位销售员，基本
都有超过 10 年以上的销售经验，有的甚
至超过 30 年，很多大客户都掌握在他们
手中，竞争很激烈。

“穷则变，变则通。通过向行业里成
功的前辈虚心请教，我学会了如何买卖更
多品牌的新旧货车，也学会了如何销售平
行进口货车。”沈文德心存感激。

“凡是不能打败你的，必使你更坚
强。”沈文德不断思索，如何利用自己的
优势拓展业务。“销售对人的锻炼是全方
位的。从知识积累、语言表达能力，到心
理抗压能力，再到紧急棘手问题处理能
力，我学到了很多。”

创业：
从“菜鸟”到“黑马”

2015年，沈文德创立自己的商用货车
公司，经营不同品牌的新旧货车。

“关关难过关关过。”回顾创业之初，沈
文德说，市场、资金和人才是创业的三个重
要因素，要协调兼顾好，不敢行差踏错半
步。但是，失误总是在所难免，自己只能在
一次次错误中总结经验。

2017 年，沈文德迎来事业发展机遇
期。这一年，新加坡增加拥车证配额，货
车市场需求旺盛。“我抓住机遇，快速扩
大公司规模。公司新增销售团队，创新营销
策略，年销售额翻了6倍，达到数千万元新
币，在货车行业同类企业当中销售量排名
前五，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借得东风，沈文德乘势而上。“2018
年，我们成立集团控股公司，组建一个提
供货车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公司业务主要
分为五大板块：新旧货车买卖、货车贷
款、货车出租、车辆保险购买和理赔、车辆
维修保养。”他说，“我们致力于打造服务型
的商用货车商，为更多企业与个人提供完
善、贴心、有效率的服务。”

为使产品的性价比更高，自 2018 年
起，沈文德的公司开始参与从日本和欧洲
平行进口货车的进口和销售业务，销售额
再创佳绩。2019年，沈文德将公司营业额
目标设定为突破1亿元新币。

“我是新加坡货车界唯一的中国籍老
板，货车界的朋友喜欢用福建话称呼我‘中
国仔’。”沈文德说，“希望未来能做得更好，
成为让顾客放心满意的‘中国仔’。”

上图：沈文德 （右一） 在向顾客介绍
商用货车类型。 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商用货运闯入“中国仔”
贾平凡 贺玉荣

每个创业者的人生都是一部精彩纷呈的
故事集，情节跌宕起伏，演绎酸甜苦辣，既
引人入胜，也能给人启迪。

沈文德，是个年轻的创业者，人生故事
堪称精彩。2001年，他考上大学，走出广西
的小山村，开始人生第一次远行。此后 18
年，他没少折腾：大二休学，闯荡北京；留
学新加坡，成为工程师；放弃“金饭碗”，当
起销售员；创办货车公司，打拼出一片天
地。在新加坡，大家都习惯称呼他的英文
名：卫斯理。不过，作为新加坡商用货车行
业唯一的中国籍老板，他也被亲切地称为

“中国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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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初闽东地区的贫困少年，
到如今悉尼知名的商界人士，林文
灯的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他
说，做任何事情，用心、专业很重
要。我只不过是坚持了这一点，又
正好赶上了国内的发展机遇。

成绩优异

上世纪 60 年代初，林文灯出
生在福建省周宁县的一个农家。兄
弟四人，他排行老大，从小聪明好
学。16 岁，他考上福建医科大学
医疗系。

1984 年毕业前，正赶上全国
医学院校的一次统考。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协和医院是福建省最好的医
院。凭借优异的成绩，林文灯进入
这家医院，经过 3 年外科临床实
践，又考上中国著名心脏外科医学
家石美鑫教授和任长裕教授的临床
医学博士研究生，赴上海深造。

1989 年，澳大利亚著名心脏
外科医生张任谦访问中国，在医院
里见到刚刚 26 岁的林文灯。当时
他已是心脏外科医生。通过学术交
流和同台手术，张任谦鼓励他到澳
大利亚医院工作及继续深造，重点

学习心脏搭桥手术。
1990 年，通过张任谦的邀请

和担保，林文灯以医学访问学者
身份来到悉尼，与张任谦同在悉
尼圣文森特医院从事心脏外科临
床工作。

当时，心脏搭桥手术在中国尚
不普及，而林文灯每天做二三例这
个手术。他本身医学底子扎实，又
勤学苦练，再加上年富力强，很快
就在行业内树立起口碑，得到当地
医学界的认可。5 年里，他做了
2000 多例心脏搭桥手术，没有出
现任何责任问题。“不谦虚地说，
我的技术当然不错。”他笑着说，
然后看看自己的双手，眼神中有一
丝不舍。

跨界转型

1995 年，林文灯在北悉尼皇
家医院工作时，为一位西澳矿业老
板做心脏搭桥手术。病人对他非常
信任，两人成为好友。一次闲聊，
林文灯得知他在为矿石销路犯愁。
古道热肠的林文灯打算帮帮他，当
时他的3个弟弟正在中国经营钢材
生意。两人一拍即合，联手开发西

澳的矿山，并将西澳的铁矿石销往
中国。

本来只是抱着帮忙的念头，
结果一段时间的实践让林文灯看
到中澳经贸往来的前景，次年便
转入商界。

林文灯把西澳的铁矿石出口
到中国，继而扩大到开发西非的
金矿。2005 年，当一些实力更为
强 大 的 同 类 企 业 投 资 澳 大 利 亚
时，他敏锐地“嗅”到风险，及
时退出矿业。

林文灯说：“我从事矿业的那
个年代，正赶上中国经济的大发
展。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发展，就
没有我的事业基础。中国是海外华
侨华人的靠山。”

近年来，林文灯把事业重点转
向房地产，陆续在悉尼4个热门区
域开发商住楼房，同时从事家具批
发，在上海生产、组装卧室家具，
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
拥有物流中心。

牵挂家乡

2014 年 11 月，林文灯在悉尼
注册成立澳大利亚福建宁德同乡会

暨商会，希望这个平台能让在澳宁
德乡亲感受到乡情、亲情和友情，
同时也希望乡亲们通过这个平台加
强联系，在澳大利亚实现自己的人
生梦想。

转入商界的林文灯对医疗领
域依然牵挂。他把医疗方面的捐
助当作公益事业的重点。2017 年
10 月，他带领西悉尼大学医学院
校长及专家与宁德市签订中澳医
疗交流进修合作协议。他捐赠 10
万澳元，作为启动资金，计划未
来 10 年每年资助宁德市 2 名医务
骨干赴澳学习进修，希望带动、
提 高 宁 德 市 医 务 骨 干 的 临 床 技
术 水 平 ， 推 动 中 澳 医 学 方 面 的
交 流 。 目 前 ， 首 名 宁 德 医 生 已
在澳大利亚完成了为期 3 个月的
培训。

林文灯说：“交流效果很让人
满意，我感到欣慰。这是一个好开
端，有很好的前景。”

从福建到上海，林文灯开阔了
眼界。从中国到澳大利亚，林文
灯学习了前沿医学。今后，他希
望成立一个基金会，扩大中澳两
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合作与
知识共享。

（来源：中新网）

从医生到房地产开发商，澳大利亚华商林文灯说——

“中国是海外华侨华人的靠山”
陶社兰

作为 2019“一带一路”华商峰
会的首场活动，中外企业对口洽谈
会 4 月 16 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会上
共有 6 个项目进行签约。来自 46 个
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海外华商、海
外华文媒体代表以及四川企业代表
参会，四川省6个市 （州）、4家侨资
企业和4家川内企业分别在会上进行
推介。

马来西亚中国印度联合总商会创
会总会长叶维鸣此次签署了两个项
目，分别是抗衰老和健康治疗项目、
发电玻璃项目。他表示：“我看好四
川的经济发展潜力，希望此次签约的

两个项目能实现良好发展。”
非洲环球广域传媒集团总裁南

庚戌与四川瑞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在博茨瓦纳建
立医疗设备厂。南庚戌表示，近年
来，四川不断加强对外开放力度，
希望未来能够举办更多活动，为中
外企业提供对接合作的平台。

2019“一带一路”华商峰会以“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发挥华商
优势”为主题，峰会由四川省政府、中国
侨商联合会主办，中国侨联支持。

图为洽谈会现场。
岳依桐摄 （中国侨网）

2019“一带一路”华商峰会首场活动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