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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常纲。
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
”这首在客家地区广为传唱的民歌，其普普通通的几句歌词，既道出了客家人远离故土、处处为客的
历史际遇，又表现了客家人随遇而安、豁达大度的精神面貌。
“客而家焉”，作客他乡、以之为家者，即谓客家。
    与汉民族其他民系一样，客家经济的发展受惠于农耕文明。
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除了开垦农田、耕耘作物外，客家人很早就学会就地取材，利用
大山提供的林木、烟草、茶叶等资源发展经济。
在闽西北，客家人利用闽江干支流，将上游的木材运出，销往全国各地，民国时期三明地区的木材产
量一度占到全省的三分之一；在闽西，烟草被大量种植，永定“条丝烟”一度风行全国，至今，烟草
收入仍占龙岩财政收入相当大的比重；在台湾，茶叶与樟脑同入“台湾三宝”之列，客家人在其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农耕经济成为客家经济的发端，而与此同时，在以农副产品换取手工日
用品、“海洋产品”的贸易过程中，“客商”诞生了。
    在郑氏的金厦商业帝国中，客商更是其中的重要骨干，他们纵横东海，经略南洋，让荷兰殖民者俯
首称臣，乖乖纳税，显出了中国客商的威风，更成为海丝绸之路上的一段千古传奇。
    此后，客家人走出偏远贫穷的山区，渡台湾、过香江、下南洋、赴美洲，谱写了一部血泪和奋斗交
织的史诗。
客商的足迹也伴随客家人的迁徙，而遍及五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在海外，有“客人开埠，广人旺埠，潮人占埠”的说法，这生动地反映了客家人在海洋商业文明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
客家人以其独特的开拓性、包容性在海外白手起家，他们接受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商业文明，在侨居
地采矿、设厂、开店，依靠勤劳和智慧迅速积累财富，创造了近现代商业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
实力雄厚、影响深远的商帮。
    传统而言，中国的商帮大都以地域或行业结帮，比如曾经创造辉煌历史的晋商、徽商。
而客商却独树一帜，这个以文化为纽带、突破地域与行业界限的商帮，以遍布全球的客籍商人为主，
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版图中，攻城略地，纵横捭阖，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犹如一株株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深深扎根于古老的土地上。
无论在故国原乡，还是在异域他邦，他们昂扬奋发，坚韧不拔，谱写出崭新的篇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经济既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也与海洋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客商身上，体现着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碰撞。
    二    在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碰撞中，在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熏陶浸染下，在千年迁徙与开
疆僻壤的苦难辛酸里，“客商”这一杰出群体，从客家人中脱颖而出，凭借卓越的成就浓墨重彩地载
入了近现代历史的画卷。
客商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客商精神”。
    勤奋开拓 客家人大都居住在偏僻的山区，多山少田的环境，贫瘠短缺的资源，相对落后的交通，使
得客家人更加坚韧不拔、刻苦自励、敢作敢为。
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客家人辗转迁徙、风霜雨雪、流离失所，造就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
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疆僻壤，把热闹带进千沟万壑，把繁荣带进穷乡僻壤，把文明带进蛮荒
山野。
这种独特的勤奋开拓精神，伴随着沧桑岁月融入一代又一代客商的骨髓里，成为客商崛起的精神支柱
。
在瞬息万变的商海中，在险象环生的征途上，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客商发扬“硬颈”精神，以“硬
气做赢人”的刚强气概，摆脱传统观念束缚，奋发有为，百折不挠，成为活跃在海内外商界里的一支
劲旅。
    务实守信 千百年的漂泊磨难，无数次的颠沛流离，一代代的艰辛苦痛，淬炼出客家人隐忍务实的个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客商骄子>>

性，这不仅浸透到他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且深深根植于他们心中。
客商大都白手起家，他们带着围龙屋古老的梦想，走出大山，漂洋过海，四海为家。
他们没有冒险的资本，全凭智慧、勤俭、机遇，尝尽苦辣辛酸，愈挫弥坚，经年累月，终于事业有成
。
他们深知成功来之不易，一生都保持着务实的处世风格，讲求花一分钱得一分效用。
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秉承“信义”原则，不唯利是图，不恃强凌弱，不见利忘义，讲究互惠互利
。
这种务实守信的作风，使得客商能够破土凌云，层峦叠上，百尺竿头，把生意越做越大。
    特立卓行 客家人在历史的时空中大跨度、大距离地前行，不甘平庸，不随大流，坚守自己的文化边
界，无疑需要一种特立卓行的气概。
而这对于客商而言，更需要一种智慧，独具慧眼，在商海沉浮中立于不败之地。
可以说，惟有远见卓识，方可支撑特立卓行，审时度势，发现与抓住商机，乘势而上。
今天，正是知识经济与绿色经济，令客属地拥有的后发优势，使客商的特立卓行精神更为激昂。
正是这种精神的一脉相承，使客商在纷纭杂沓、风云变幻中异军突起。
    爱国爱乡 面对迁徙过程中的诸多困难和南方山区恶劣的生存环境，作为“外来者”的客家人，必须
依靠宗族力量才能生存发展。
因此，客家人的“宗族”、“家国”观念根深蒂固，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树高千丈不离根，天变地变心难变”，时空变幻，斗转星移，都挥不去、冲不淡客家游子对原乡的
眷恋和对故土的深情。
“布腰带出去，金腰带归来”，客商成功后，总是尽其所能，回报故土。
他们将对原乡的眷恋和对故土的深情，化为实际行动，慷慨解囊，支持祖国、家乡的公益文化事业。
客商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体现出他们爱国爱乡的精神，也为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贡献了力量。
    创业里，勤奋开拓，顽强拼搏；发展中，务实守信，创造财富；跨越时，特立卓行，独具慧眼；成
功后，爱国爱乡，回报桑梓——这就是伟大的“客商精神”。
它来自历史文化的积累沉淀，来自恶劣环境的磨炼锻冶，来自祖祖辈辈的言传身教，来自于一个大迁
徙族群的博大胸怀。
    三    闽台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闽台客家人在血缘、亲缘、地缘等诸多方面都密不可分。
    三明，有“客家祖域”之称。
“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其辖区内的宁化石壁是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摇篮”、“客家
中转站”，“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者”。
石壁，也因此成为客家人心中的“耶路撒冷”，令播衍全球的客家子弟不远万里，前来寻根祭祖。
    龙岩，古称“汀州”，被誉为“客家首府”，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客家人口占全市总人口
的75％。
汀江在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它孕育了客家人，逐步发展壮大了客家民系
，被誉为“客家母亲河”。
    台湾，是客家人的主要迁入地，有近600万的客家人，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个客家人，是闽南人之外
的最大族群。
他们人数众多，有影响的人物比比皆是，在传承中华文化、发展两岸经济、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闽台客属地区，过去一直被人们视为“穷山恶水”、“穷乡僻壤”，如今却凭借着无可估量的后发
优势强势崛起。
这里的生态环境优越、物种资源丰富、交通日益便利，适宜发展农业、观光业等绿色经济。
虽然因为诸多因素，错过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发展高峰，但这一区域正蓄势待发，借助“海西建设”、
“山海协作”的东风，跨越发展，踏步前行，前途无可限量。
    福建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这里的客家人抓住历史契机，化“轻商”为“亲商”，走出
大山，北上京沪，南下广深，甚至漂洋过海，全方位地展示着自身的经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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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有成后，他们踊跃回乡投资，成为当地经济发展、腾飞的功臣。
与此同时，台湾的客家人在立足本地之后，也“大举西进”，反哺原乡，为客属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助推力。
浅浅的海峡，成为连接两岸的纽带。
    本着保护与传承闽台客家文化的宗旨，三明学院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在“三明学院服务海西建
设科技开发与文化建设专项——闽台客家文献数据库建设与研究”基础上，将陆续组织编辑出版“闽
台客家书系”。
该书系包括“闽台客家经济丛书”和“闽台客家教育丛书”。
其中“闽台客家经济丛书”通过追溯历史、立足当代、展望未来，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闽台客属地区
经济发展状况和当代闽台客商的创业故事。
而“客商骄子”将全力打造“闽台客商”品牌，希望通过展示闽台客商勤奋开拓、务实守信、特立卓
行、爱国爱乡的精神，激励世人努力拼搏、奋发图强，去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也欣慰地看到，随着客商品牌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了解和研究“客商”这一伟大
群体。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我们相信，通过本丛书，让客家人更加了解自己，让客商在自胜中雄视
天下、无往不胜。
    客商，不仅拥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更拥有无比美好的明天！
    客商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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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客商骄子(闽台客属农业经济人物纪实)》遴选了闽台地区农业领域的
一批客属经济人物作为对象，通过他们精彩的刨业故事、独特的经营理念和 宝贵的成功经验，展现当
代闽台客商的拼搏精神和时代风貌。

《客商骄子(闽台客属农业经济人物纪实)》由马腾、林郁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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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字号的春天    ——记明溪荣兴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显光    人物档案    罗显光，三明市明溪县人，
明溪荣兴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身怀祖传肉脯干加工技艺。
1978年，他开始恢复“荣兴”这个老字号肉脯干的生产。
1992年，他与台商合资创办中外合资兴明副食品有限公司，开始规模生产。
此后，由于市场的无序竞争，公司陷入困境。
1994年，他到深圳、上海、广州等地从事电子产品生意。
    2006年，他回乡创办荣兴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的“荣兴牌”肉脯干远销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
2007年，“荣兴”被认定为第一批“福建老字号”品牌。
2008年，明溪荣兴肉脯干制作工艺被列入“首批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011年，“荣兴”被商务部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
    在祖国的版图上寻找明溪，那是一片醉人的绿色，那是正在崛起的海西药都，那里有说不完的传奇
故事。
“福建金牌老字号”、“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华老字号”——这一连串金字
招牌的获得，使“荣兴”名声大振。
而创造这一传奇的，正是明溪荣兴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显光。
    老字号之三代传承    据《明溪县志》记载：“明溪出产物品，尚有由手工造成而行销甚广或脍炙人
口之特产肉脯乾等多种，肉脯乾为汀属八乾之一。
”明溪肉脯干风味独特、工艺古老，讲究色、香、味、形一体。
色，特有的酱红色，油润均匀有光泽；香，散发出猪肉烘烤的自然香气；味，咸中微甜带植物香辛，
耐咀嚼有韧性感，回甘留香；形，厚薄均匀，纤维完整。
正是因为其独特的秘方和口味，使它被誉为“闽西八大干之首”，成为明溪土特产的一块活招牌。
    在众多肉脯干厂家中，若论“出身”，最正宗的非“荣兴”莫属。
当地人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在他们心目中，“荣兴”不仅是一家老字号，更是明溪地方文化的代
表。
这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由罗显光的爷爷罗林希于1939年创办。
创始人罗林希继承先人技艺，以农家猪的后腿精肉为原料，切成薄片，剔去筋丝，佐以酒糟、食盐、
蔗糖、香料浸腌，再敷贴于竹器，用文火慢慢烘烤，撒上芝麻油，加大火力使其出油，直至香溢满屋
才告完成。
“荣兴”肉脯干味道纯正，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其产品还销往江西、湖北、两广等地，曾流传一首
顺口溜：“荣兴肉脯干，观其色红润，闻其味极香，品一品入味，回之味无穷，咸香干妙也。
”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字号一统天下，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明溪肉脯干在变革中出现断层
。
在大时代的旋涡里，“荣兴”像一个无助的孩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变革的断层而停产。
    “春风又绿江南岸”。
1987年，在福建省外贸局l万元资金的扶持下，身怀祖传技艺的罗显光，在自家小作坊里恢复“荣兴”
肉脯干的生产。
随着改革春风的进一步深入，“荣兴”肉脯干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
1992年，在明溪台属联谊会的协调下，荣兴肉脯干厂与台商联合投资110万元，成立中外合资兴明副食
品有限公司。
合资后的明溪兴明副食品有限公司，引进了台湾先进的肉制品加工设备和全套食品化验仪器，采用机
械化流水生产、真空无菌包装，提高了肉脯干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产品首度销往台湾、香港
等地区，并一度供不应求，工人三班倒都还忙不过来。
    然而，到了1993年底，各种品牌的肉脯干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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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无序竞争，使刚有起色的“荣兴”陷入困境。
罗显光苦力支撑，仍无法扭转颓势。
1994年，他心灰意冷，出外经营别业，“荣兴”肉脯干再度停产。
    老字号之重获新生    虽然在外收获颇丰，但罗显光心中的“肉脯干情结”一直无法褪去。
    2006年，商务部、文化部“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让罗显光看到曙光，
他毅然返乡，重新树起“荣兴”的大旗。
    在外闯荡多年的他深知，经营老字号要适时注入新鲜血液，褪去地方品牌色彩，延伸全国市场。
在新理念的引导下，罗显光以传统工艺为基点，通过产学研合作方式进行科技攻关，推出新品种、新
风味，提升了“荣兴”肉脯干在口感、质感上的品味，确立了独有的风格，得到消费者的肯定和好评
。
    在生产过程中，罗显光坚持念好“强、严、优”三字经。
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荣兴”建立了原辅材料进货、产品检验、产品销售等制度，完善了从产品设
计、原料进厂、生产加工、出厂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全过程监管体系，保证了产品品质的全面提升。
从家庭作坊到规模生产，从单一产品到多元化生产，从粗纸包装到品牌运作，“荣兴”肉脯干实现了
自身品牌的全面提升，并逐步进入各大市场。
    明溪县委、县政府也给予“荣兴”很大的帮助。
2008年，明溪县成功申报肉脯干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组织成立肉脯干行业协会，将全县十几家肉脯
干生产企业拧成一股绳，企业问不再相互打压价格，而是各自发展彼此的营销渠道和销售方法。
    创新的产品、良好的市场环境，使“荣兴”肉脯干重获新生，再度扬帆起航！
    老字号之发扬光大    2006年6月，“荣兴”获“福建金牌老字号”称号；2008年6月，荣兴的制作工艺
被列入“首批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同时罗显光被授予“明溪肉脯干制作工艺传承
人”称号；2011年，“荣兴”被商务部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
    老字号的春天再次来临！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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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第25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将于2(】12年11月20日至22日在客家祖地—
—福建三明举行。
经过一年多相当繁重的筹备、编写工作，本书终于得以在大会举办前夕与读者见面，作为我们献给大
会的礼物！
这对于我们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此项“工程”的热心人士、客属乡亲，可以说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
    闽台客商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他们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广为世人称颂瞩目。
他们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爱国爱乡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努力拼搏、奋发图强。
为了慎终追远、承前启后，展示闽台客商的成长道路和光辉成就，我们在已有采访报道、新闻通讯、
网络资源等的基础上，结合一定的访谈，加工、整理、编纂了此书。
    本书是三明学院“服务海西建设科技开发与文化建设专项——闽台客家文献数据库建设与研究”项
目成果之一。
该数据库包括图书联合目录、期刊论文题录、地方出版物、网络信息资源导航、闽台客家人物、多媒
体资源等6个子系统，内容涉及客家语言、建筑、音乐、艺术、民俗、宗教、人文、地理等领域，种
类繁多，内容丰富。
福建客家文化与台湾客家文化一脉相传，许多客家文献中记载了两岸的文化传承，因此，本着保护和
传承客家文化的宗旨，我们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人物、地域、经济、文化的个案研究为主
，陆续编写出版闽台客家系列丛书。
    本书的编纂与出版，得到三明学院校领导和原三明学院校长郑建岚博导的大力支持；华南理工大学
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对本书的编写提出宝贵意见；三明学院图书馆馆长杨业辉和“闽台客
家文献数据库建设与研究”项目组全体成员为本书的完成付出辛勤的劳动。
此外，三明市委农办、三明市博物馆、三明市客家联谊会和宁化县、清流县等有关部门及刘善群、郑
树钰、张恩庭、刘晓迎、廖开顺、张君成、李应春、蔡登秋等客家研究专家也给予我们指导与帮助，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客商人物众多，本书选录、附录的闽台客商，并不完备，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而且对三明有
所侧重。
许多出类拔萃的客属企业家，本书未能收录介绍，有待于以后的补充。
在此，也向广大读者朋友征集闽台优秀客商的生平资料，以充实后续的出版成果，诚望大家慷慨相助
、热心支持。
本书的编撰计划虽进行多年，但因为客属人士散居各地，要作广泛的访谈记录、搜罗资料，相当费时
费力。
加上编写时间有限，本书自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差错和疏漏在所难免，尚望各位有识之士和读者朋
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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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客商骄子(闽台客属农业经济人物纪实)》是借助第25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福建举办之际，为了展
示客商风采、弘扬客商精神、打造客商品牌、服务客商创业，带来他们精彩的创业故事、纷呈的经营
理念、宝贵的成功经验，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
作者（马腾、林郁等）希望通过彰显他们的辉煌业绩，展现他们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为世人树立榜
样，从而起到启迪引领、振奋人心的作用，激励世人去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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