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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收官 华人回乡梦依旧

随着元宵佳节的过去，2012年的春节算是圆满划上了句号。但有关

春节的话题似乎并未因为春节的结束而终止。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

统风俗习惯。然而，思念有多长，回家过年的路就有多长。对于身在异乡

他国的海外华侨华人来说，过年回家，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多样化的过年方式。

过年方式，越来越多样

如今，海外华侨华人庆祝春节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了传统意

义上的包饺子、吃年夜饭、舞狮舞龙之外，一些新潮的过年方式正逐

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网络的普及，使得网上过年渐成时尚。很多网站考虑到海外华

人不能回国过年的实际，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网上过年活动。在德国

居住多年的赵琴女士，已经连续好几年在网上“过春节”了。在网络

上，赵女士不仅可以欣赏到各种喜气洋洋的春联和年画，还能够

“尝”到电子水饺、电子烤鸭等美味佳肴，参加网上逛庙会、网上包饺

子、网上猜谜等活动。这让无法回国过年的赵女士在异国他乡过了

一把春节瘾。

伴随着春节的逐渐国际化，一些国家已经允许华人在公开场合燃

放鞭炮。不过，很多华人放鞭炮依旧很不方便。旅居马来西亚的老华

侨郑国泰先生却并不为此发愁，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网站。

记者了解到，这家网站推出了网上“放鞭炮”项目，只要轻点鼠标，不仅

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燃放鞭炮的情景，而且还可以听到各种鞭炮的

响声，点不同的鞭炮可以收到不同的祝福。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网

上点灯笼，每点亮一个就会送出一句“吉利话”。郑先生乐此不疲。

对于这种多样化的过年方式，很多华人表示支持。一位华人就

在网上留言说，网上过年让他难忘。恍惚中，自己好像真的回到了

单纯而快乐的少年时代，在雪地里和小朋友们一起放鞭炮、看焰火，

毫无顾忌。

信息时代，拜年更方便

过年时，给国内的亲友打电话拜年，已经成为很多华人过年的

必备项目。很多通信公司也看准商机，推出了针对华人的优惠措

施。越洋电话的话费再也不那么高不可攀了。

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更是给海外华人带来了方便、实惠的交

流方式。通过在线视频通话，久违的家人不仅能够听到彼此的声

音，而且还能够“看到”对方。这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也对此着迷。

由于视频通话费用低，使用方便，因此日趋流行起来。

王强是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华侨。由于工作忙碌，已经很多年

没有回国同父母一起过春节了。他说，除夕夜通过互联网同国内亲友

进行视频联系，听父母说说春节晚会的节目内容、年三十的饺子馅、走

亲访友的计划，即使没有回家，也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此外，形态各异的电子贺卡也日渐受到欢迎。这种电子贺卡会

及时地传送到亲友的邮箱中，精美的动画设计很好地表达了对亲友

的祝福。许多华人使用这种方式给亲友拜年，祝福新春。

“回家看看”，是最大愿望

广大华侨华人虽身处异国他乡，对祖（籍）国、对家乡的思念却

丝毫不减，反而愈加浓烈。尽管如今过年的方式日渐多样化，但很

多华侨华人还是觉得在内心深处少了些什么。

其实，真正缺少的，正是祖（籍）国和家的温暖！一家加拿大华文

媒体就讲述过一位母亲的抱怨，“过年不能团聚，这叫什么事？”这位母

亲的女儿在国外工作，很多年没有回中国了。虽然电话、网络联系不

断，但母亲还是希望能够同女儿在一起过一个团团圆圆的春节。

很多华侨华人其实也很想回中国过年，但远隔重洋，往返一次

耗时费力，加之在很多地方，春节不是法定假日，这使得很多华侨华

人即使想回中国过年，也只能是一种奢望。一位在欧洲工作的华人

刘建国说，过年时每次给在中国的父母打完电话，他都会对妻子女

儿宣布，“明年我们一定回中国过春节”，已经连说了不知多少次。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如今，春节虽已过去，但在春节期间，海外的唐人街舞狮舞龙的

锣鼓声，扭秧歌的乐曲以及久违的歌声却依旧飘荡在海外游子的耳

旁。在这种似曾相识的热闹中，“常回家看看”的声音不断地拨动着

海外游子的心弦。记者认识的很多华侨华人表示，他们最想的，还

是能回中国过一次年，圆一个团圆的梦。

一个好的机会，可以将一个天资一般的人推向成功，而

一个不好的机会却会使很聪明的人做得非常之累。

我从这些年做投资得出了一些经验，回想起来有两点

可能非常重要：第一，我们过去说“天时”，这个时机非常重

要，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抓住这个机遇，我在想我们(这一

代人)如果早出生十几年，可能就下乡了，然后找份工作平

平淡淡过一生。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这个时代

正好赶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赶上了互联网这样一个新

的技术到来。我觉得要抓住这种时代变迁的独特机会，天

时大于地利大于人和。

我经常会与丁磊、张朝阳他们这些早期一起出来创

业的人聚会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早期

在 互 联 网 创 业 的 人，成 功 率 实 际 上 蛮 高 的 。 在 1995 年、

1996 年、1997 年做互联网，只要坚持住了，基本上都成功

了。我认为大家都是一般的人，不太懂商业，也不知道怎

么写商业计划，但是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时机非常

重要。

我们做互联网的时候，这一技术刚刚萌芽。所以一定

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足够大，而且还能改变历

史。你在抓住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它就推着你走。如果

1995 年我们做个人电脑那肯定已经错过机会了，因为个人

电脑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事情。每一个时期都会有这样一个

机会，我觉得抓住这个机会特别重要。

第二点，在这个(抓住)机会的过程中，到今天我也不认

为什么商业计划、商业模式，什么特别重大的产品发明、创

造是那么重要。因为当一个新的机会来的时候，你往往不

知道什么是商业模式，不知道什么是新的产品。那这时候

靠什么呢？我觉得就是靠不断探索，不断犯错误，在这个过

程中慢慢把商业机会、商业模式建立起来。只要你成功了，

那自然就有人给你总结出来了。

我认为，抓住这个大的机会更加重要。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这个机会足够大，传统的商业模式往往都不适用。所

以你这时候，往往要做的就是探索。所以，人们都用一种最

简单的东西来理解一个新的商业，你这个公司像什么什

么。像的东西都是过去成功的公司，但是实际上你如果跟

别人很像，我觉得第一，可能这个机会不够大;第二，你就算

做出来，那么竞争对手也已经很多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机

遇很重要。

（作者系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

■ 本报记者 静 安

海外华商海外华商

刘銮雄：最有故事的香港多面富豪

商海人生商海人生

最早闯入记者视线的刘銮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花花公子”，他的每一次情变、每一任女友、每一次

家宴都牢牢地占据着香港娱乐新闻的头条。他的历

任女友皆赫赫有名——李嘉欣、关之琳、蔡少芬……

这些耀眼的名字让人们几乎遗忘了刘栾雄的商人身

份，仿佛搅动娱乐圈才是他的主业。

而在福布斯 2012 年最新出炉的香港富豪榜上，

刘銮雄以 65 亿美元财富位列第 5 位。在世界经济

局 势 动 荡 了 4 年 之 后，其 个 人 财 富 却 已 经 翻 了 3

倍。可见，此人在谈情说爱之余，并没有忘记自己

蓄积财富、增长权势的能力。

面孔一：“隐姓埋名”的慈善家

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意外“ 撞见”刘銮

雄。记者采访的知名公益律师张毅伟曾私下告诉

记者，她进行青少年保护工作的资金，很多都是来

自这个有点“花心”的香港企业家刘銮雄。但由于

刘銮雄花边新闻太多，“上面”并不想让这件事做太

多宣扬。因此，刘銮雄其实是一直在默默地为中国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捐献。而他，并不太在乎多少

人知道这件事，只是每次王律师来香港看他时，他

都会轻声问起受助孩子的现状，捐助款项还够不够

用，眼神里自然流露出的关切，并不亚于对他紧拥

在怀的亲生儿女。

高调生活、大把赚钱、赤子之心……还有多少

面的刘銮雄我们没有见到？或许，他自己也未见得

全然知晓。

面孔二：股市阻击手

在 2008 年的金融海啸中，刘銮雄曾获得“股市

阻击手”的美名。2007 年 12 月 31 日新年派对之夜，

刘銮雄就对朋友们讲“应该卖股票了，现在卖掉，唯

一的风险就是赚的少点而已”。进入 2008 年上半

年，他一直在减持手上的股票，及至雷曼兄弟破产

之时，股票已几近清仓而转握大把现金。“幸运的

是，金融海啸来之前手上拿的都是现金了，在别人

都恐慌的时候，我才好冷静，敢出手，也有钱买入”。

刘銮雄自己把这一役归结为幸运，但如果仅仅

用“幸运”来解释的话，则不免敷衍了事。《资本》杂

志主编杜晖告诉记者，从刘銮雄最初仅仅想有一个

150 平方米的房子、100 万元现金的原始理想到今天

身家几百亿元；从他上世纪 70 年代在北美市场以风

扇掘得一桶金，随即在美国国债上赚取 1 亿美元，之

后在香港股市上以阻击庄氏集团的能达科技，华人

置业大酒店等等一系列资本市场运作轨迹来看，刘

銮雄颇有索罗斯、巴菲特之风。

在刘銮雄的成功学词典里，投资者不但需要理智、

敏锐，而且需要情感稳定，即使他知道市场即将下跌也

能够镇定自若、从容应对。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一个

真正的投资家极少被迫出售其股票，而且在其他任何

时候他都有对目前市场报价置之不理的自由。”这句话

仿佛是大师专门为刘銮雄的成功所做的注脚。

面孔之三：收藏创富者

除去收租物业和股票，刘銮雄还有一笔巨大而

不为人所注意的财富。刘栾雄自称从 27、28 岁时就

已经开始买艺术品，至今在艺术品投资上已经超过

33 年。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欧美陷在一片节约

能源声中，加之当时怀旧气氛弥漫，刘銮雄创办的

爱美高古典吊顶风扇在美国市场大行其道，而他也

由此赚取了人生财富的第一桶金。

在一个星期买下 5 辆法拉利之后，刘銮雄的发

型师对他说，“刘先生，你买车还要买保险，还要折

旧、维修，不断的要贴钱，我教你买样东西，不但好

看还可以保值升值”。原来，这个发型师是从内地

偷渡到香港的中国艺术家。在这位发型师的指导

下，刘銮雄开始步入艺术品收藏领域。他 28 岁时开

始买入中国瓷器，随后开始买中国画，而 20 年前开

始大笔买入西洋画。“那个发型师慢慢告诉我如何

看画，如何买。一幅明朝的画，他会告诉我很多历

史，刚 开 始 时 没 兴 趣，但 慢 慢 的 就 有 了 很 大 的 兴

趣”。刘銮雄时常兴致盎然地对身边朋友说。时至

今日，每买入一项好的收藏，都会让刘銮雄高兴上

好几天，“做生意赚钱都没这么开心”——这也是这

位商界巨贾的由衷之言。

金钱、美人、股市阻击手、飞机游艇、艺术品、名

车豪宅……交织、缠绕在刘銮雄身上的这些美名，

几 乎 满 足 了 人 们 对 香 港 纸 醉 金 迷 生 活 的 全 部 想

象。刘銮雄也由此成为香港最有故事、最有争议但

决不能被忽视的人物。他的渗透力从特区政府、经

济界贯穿到民间巷尾的茶餐厅。他的个人成功也

是“香港精神”的最佳体现。

■ 本报记者 袁 远

坏机会或许能毁掉聪明人

总裁论道总裁论道

■ 田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