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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慧眼抢商机
展览馆第三部分创业时

期讲述了杨孙西的创业过
程。1969年 4月，而立之年的
杨孙西在香港九龙观塘区创
办了自己的公司“香港国际针
织制衣厂”，主营针织毛衣生
产。60万港币的启动资金，厂
房面积不足500平方米，雇工
60人左右。别看厂房规模不
大，却是配备了香港同时期行
业最先进的制衣设备——毛
纺行业自动化机械生产线。
创业之初，杨孙西管理、设计、
技术一肩挑，有时工人来不及
上工就自己上流水线。被朋
友戏称为“打工老板”，也被誉
为“纺织行业的全能人才”。

杨孙西站在世界服装潮
流的浪尖上，创立了第一个女
装品牌 Malina Wong（以杨孙
西夫人黄美玲名字命名），以
独具匠心的设计、精细入微的
做工、迷人的东方格调稳居香
港出口欧洲纺织品第一品牌。

励精图治数十年，杨孙
西创办的“香港国际针织制
衣厂”晋身为“香江国际集
团”，成为香港知名的多元化
跨国公司，业务遍及亚、欧、
美和大洋洲，涉及制衣工业、
玩具业、电脑软件、大型百货
商场等多个行业。

1980年，杨孙西在广州市
荔湾区与内地企业合办首家
来料加工厂，专做手工钩织时
装的加工，是改革开放后我国
最早一批合资企业。“前店后
厂、三来一补”的港粤合作模
式为珠三角洲经济起飞作出
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杨孙
西还率闽商助推改革开放巨
澜，被尊崇为“闽商的领路
人”。2001年 9月 17日，应北
京建设世界城市之需，杨孙西
以匠心打造传世建筑——北
京财富中心。杨孙西先生开
辟地产界的“财富中心模式”，
从“发现地段价值”到“创造地
段价值”，在完善北京城功能
的宏伟蓝图上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近10年来，香江国际
集团深耕茶业，大手笔擘画发
展蓝图。

在每一次重要的历史节
点上，杨孙西都能以独具的慧
眼捕捉到商机，创造自己的商

业帝国。

爱国爱港践真心
展览馆的第四部分参政

议政详细地记录杨孙西先生
参政议政及参加各种社会事
务的事迹。1984年 12月，《中
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签
署，香港进入历时 13 年的过
渡期。“香港必须顺利回归，
回归后必须保持稳定和繁
荣。”这是当时杨孙西内心深
处发出的声音。1993年 2月，
杨孙西率九龙东区各界联合
访京团北上，反映香港社情民
意，了解祖国经济发展情况。
同年，杨孙西出资出力，组建
香港协进联盟（简称“港进
联”），担任主席。该组织由
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和专业
人士组成，旨在支持中国政府
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的方针政策，并培养
未来治港人才。杨孙西认为，
香港面临历史巨变关头，每个
港人都应为香港的未来负起
责任。1994 年，杨孙西被聘
为港事顾问；1995年底，杨孙
西被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筹委会委员，成为筹委会“第
一任行政长官小组”和“经济
小组”成员。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简
称“厂商会”）是香港最大及最
具代表性的非营利工商团体
之一。 2004 年，杨孙西被推
选为“厂商会”第 35 届会长。
在杨孙西领导下，“厂商会”在
内地的联络处和代表处遍地
开花。杨孙西说：“香港与内
地唇齿相依，‘厂商会’的发展
与香港同步，更与内地的发展
不可分开。”

2005 年，“港进联”与“民
主建港联盟”合并，更名为“民
主建港协进联盟”（简称“民建
联”）。“民建联”是香港最大的
政治团体，拥有近4万名会员，
代表跨阶层的中低层人士，致
力于香港的民生和社会事业，
促进香港与内地互动。杨孙
西任“民建联”监委会主席10
年，现在仍担任顾问一职。香
港与台湾经贸合作活跃，为了
发挥香港在推进和平统一进
程中的独特作用，2009年7月
30日，拥护中国和平统一的香
港各界人士成立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香港总会，杨孙西担
任董事长。

此外，杨孙西还在福建省
政协、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履
职中谏真言、献良策，为祖国
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了宝
贵的时间、精力和智慧。

为表彰杨孙西对香港作
出的巨大贡献，2014年，香港
特别行政区颁授杨孙西先生
香港最高荣誉勋章——大紫
荆勋章。

热心公益长不辍
展览馆第五部分是公益

活动内容。杨孙西是石狮一
中永远荣誉董事长。20世纪
90年代，杨孙西慷慨捐资港币
1400万、人民币330万元参与
建设石狮一中，解了石狮市中
学学位缺口近千人的燃眉之
急。同期捐款200万元，筹建
首届校董会。他于石狮一中
20 周年校庆斥资 1000 万元，
创立杨孙西教育基金会，并为
一中图书馆添置了全套《四库
全书》。几十年来，杨孙西对
石狮一中的资助从未间断，他
用赤子之心、家国情怀托举起
一届又一届石狮一中莘莘学
子的求学梦。

杨孙西向石狮市慈善总
会捐资超过 1000 万元，旗下
的香江国际集团向漳州市
慈善捐款额超过 400 万元。
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复
旦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
学、华侨大学等多处都可以
查找到杨孙西捐献慈善的
身影。

“慈善不是钱，是心。”杨
孙西这样说道。

多彩人生显本色
第六部分多彩人生，展现

了杨孙西先生多姿多彩的生
活。杨孙西是一位成功的商
人，也是一位懂得装点生活的
艺术家。杨孙西喜欢旅行、摄
影、收藏及品茶品酒，是香港中
苑摄影协会永远名誉会长，作
品经常在专业摄影展上亮相，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影
艺缤纷——香港摄影艺术作品
展”就入展了他的力作。杨孙
西对中国书画艺术尤为钟情，
不仅收藏他人的书法绘画，自
己也挥毫泼墨，于白纸上洒豪
情。杨孙西行书、楷书、草书、
隶书样样精通。石狮一中大门
前，气韵生动的“福建石狮一
中”校名便由杨孙西所题写。
位于曾坑社区的祖宅古厝牌匾

“四端堂”的隶书题字，也出自
杨孙西之手。

2016年，杨孙西独资捐建
“杨孙西文化馆”。馆里，古
董、名家字画、奇石玉雕、苏绣
等不胜枚举。

正如该展览馆前言部分
所言：“杨孙西先生拳拳爱国
之心、殷殷赤子情，不愧为社
会楷模，垂范后世。石狮一中
特立杨孙西事迹展览馆，以砥
砺青年学子弘扬先生爱国爱
乡的精神，奋进成才，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王秀婷）
图一杨孙西事迹展览馆揭

牌；图二2014年10月18日，时
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向杨孙
西先生颁授最高荣誉勋章——
大紫荆勋章；图三石狮一中杨
孙西教育基金楼。

杨孙西在工作之余自学西方纺
织机械技术

杨孙西事迹展览馆于2022年石
狮一中建校30周年建立，旨在弘扬杨
孙西先生努力拼搏、奋发进取、乐于
奉献及其浓烈的爱国爱乡精神。杨
孙西事迹展览馆位于石狮一中陶然
艺术馆四楼，共分为六部分，记录并
展现了杨孙西先生从求学、打工、创
业到参政议政、投身公益等不同时期
的动人事迹和鲜明形象。今天就让
我们走进杨孙西事迹展览馆了解杨
孙西先生那些催人奋进的事迹及其
与石狮一中的情缘。

吃苦耐劳“打工仔”
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是稀缺

的天之骄子，是人才市场的宠儿。
22岁的年轻大学生杨孙西却选择了
就职于一家制衣企业。这是该馆的
第二部分打工时期所记载的。时值
香港工业刚起步，纺织业锋芒初现，
在志存高远的杨孙西眼里，这是一
个正在崛起的行业。杨孙西在香港

“玫瑰针织厂”打工8年期间，干活不
怕“吃亏”，甚至把老板的事业当作
自己的事业。他经常加班加点，不
仅如此，还一边打工，一边坚持到香
港工业学院进修工商管理、纺织技
术、外语等课程。

杨孙西的吃苦耐劳、聪明能干，
公司上下都看在眼里。进厂后不
久，他被提拔为厂务主任。也正是
杨孙西这种不怕吃亏的工作心态，
让他学到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得到
别人得不到的发展机会，公司两度
派他前往德国学习世界最前沿的纺
织技术和管理方法，最终成为令人
羡慕的纺织专家。

“年轻人有很多机会，但是只有
勤奋，才会有出头天。”这是杨孙西
先生经常对年轻人说的一句话。

坎坷艰辛求学路
展览馆第一部分记录了杨孙西

少年时的艰苦求学路。1937年，杨孙
西出生于石狮曾坑村，9岁才上学。
期间，他四迁五校，辗转求学。1951
年，杨孙西随家人迁居香港。初到香
港时，杨孙西人生地不熟、语言不
通，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语言
关，后来多次转学，直到进入香岛中
学，才安下心来学习。在英国殖民统
治时期，香岛中学顶住压力，坚持开
设“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杨孙西
在该校学习期间品学兼优，被评为

“殊荣校友”。中学毕业后，考入暨南
大学华文学院。一年后，因其父亲突
然撒手人寰，懂事的杨孙西不想成为
家庭的包袱，毅然辍学打工。

坎坷艰辛的求学路培养了杨孙
西乐观、自信的性格，造就了他对恶
劣环境超出常人的适应力，以及从小
保持至今的看书读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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