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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緬甸，絲毫沒有冬日的氣息，35度的高溫讓人們依然以夏裝和空調度

日，而新出爐的《外國投資法》也讓這個東南亞國家的投資氛圍如天氣一般火熱，

大批外國投資者從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等地區及日本、韓國等國家湧入緬甸尋覓

商機。仰光因為這些不速之客的造訪而開始道路擁堵，早晚高峰花一兩個小時從市

中心到郊區的工業區是常見的事。酒店擠滿了操 不同語言和口音的外國人，位置

偏僻的普通客房也需要至少提前一個月預約。就在這些外國人懷 各自的淘金夢踏

上這片熱土的同時，雲南人卻早已在這裡站穩了腳跟，扮演起了華人在緬投資的

「橋樑」角色，幾百年的發展史讓他們在這場「緬甸改革開放」中淡定自若、游刃

有餘，200萬人的龐大規模更讓他們的一舉一動影響 這個國家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倪婷 緬甸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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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本賢今年19歲，在內比都的一家四星級酒店從

事中文翻譯工作。作為第四代雲南人，這位從來沒有

到過中國的年輕人卻有 深厚的中國情結。

邵本賢的家鄉在緬甸東部的撣邦，由於與雲南接

壤，撣邦聚集了很多雲南人。邵本賢的祖父為逃避災

荒於清朝末年從雲南騰沖來到撣邦，並在這裡世居下

來。「撣邦有許多雲南人，其中最多的就是騰沖人，

我能到內比都工作，就是得益於一位騰沖老鄉的介

紹。」邵本賢說。

雖然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但邵本賢說 一口流利的

中文。隨 近年來中國投資者的大批到來，中緬翻譯

的需求急速上升，這讓只有初中學歷但精通中緬雙語

的邵本賢輕鬆在首都找到了收入不錯的工作。

「在撣邦的老家，我和家裡人都用雲南語交流，閒

暇最喜歡的就是和爸爸一起看中國的戰爭片。通過學

習電視劇的對白，我的中文水平得到了不斷提高，也

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國看看。」邵本賢表示。

不僅喜歡中國電視劇，邵本賢有空也喜歡在網上結

交中國的年輕朋友，並常常用QQ、微信和微博等頗

具中國特色的通信工具與他們聯繫。吃飯席間，這位

緬甸的雲南年輕人調皮地掏出手機：「你們看，我在

這裡用微信一搖就搖出了很多中國朋友，內比都的中

國人也不少呢！」

在緬甸北部山區的霧露河流域，分佈 豐富高
質的翡翠原生礦，世界上95%的翡翠都來自這
裡。因此，從明朝中葉開始，就有大量雲南人從
騰沖越過緬甸密支那經營翡翠生意，在南方絲綢
之路上形成了著名的「玉石路」。

目前，在緬甸經營翡翠的雲南人已達數萬，其
中最為有名的就是緬甸國家玉石珠寶協會副會
長、仰光雲南會館理事長虞有海。作為雲南阿昌
族人的後裔，虞有海1964年出生於緬甸克欽邦，
1994年搬至仰光並成立碧光投資有限公司。目
前，公司已發展為集玉石開採、加工和批發為一
體的大型集團。

公司的銷售店面在仰光一個大型購物商場的旁
邊，一座三層高的樓都是公司的產業，一樓的店
面經營的是品質一般的玉石翡翠產品，一些品質
較好的產品則在二樓陳列。我們在二樓的辦公室
裡見到了虞有海的女兒虞正聰，這裡現在主要由
她在經營。她說，前段時間，玉石、翡翠的價格
有些跌落，目前又逐步回溫，不過無論市場價格
如何變化，都不會影響品質上乘的珍品，好的翡
翠是值得一輩子珍藏的至寶。虞正聰顯得很有信
心，她還透露，目前最好的玉石和翡翠一般都不
輕易出手，大家都願意把好東西自己收藏。

公司的加工廠位於仰光雪秘達（音）工業園
內，工人們正忙碌地對精心挑選的翡翠礦進行鋸

割和琢磨。這些工人大部分都是緬甸人，由於從
小接觸翡翠，他們對於翡翠加工十分在行，龐大
的翡翠塊在他們熟練地操作下變成了精緻的手
鐲、掛珠、戒面等樣式。

然而，到了最為關鍵的雕刻環節，最在行的卻
是中國的廣州人。「目前，全世界最有名的玉石
雕刻師傅都在廣州，因此我們的材料製作好後要
運到廣州進行雕刻。由於昂貴的運輸成本，我們
正在與技藝精湛的廣州師傅商談，邀請他們到仰

光來工作，但這涉及到異地生活等複雜的問題。」
虞正聰談到這些覺得很遺憾。

當前，公司的產品多做一些批發，而前來批發
的多是北京、四川和廣東的商人，沉睡於緬甸山
區的璞玉通過在中緬兩國之間的幾番輾轉，最終
來到中國，並成為了價值連城的珍寶。可以說，
正是虞有海家族的慧眼和睿智完成了翡翠的世界
之旅，也正是翡翠成就了虞有海家族的碧光人
生。

雲南人在緬經商佔先機

在仰光街頭混雜的各地口音中，最常聽到的就是雲南話。在緬甸第二大
城市曼德勒，雲南話更是成為華人之間交流的通用語言，許多人見面

第一句話就是：「雲南人，不必說普通話。」
據曼德勒雲南商會理事長尚玉璽介紹，僅曼德勒地區的雲南人就達到

5000-7000戶，而這些雲南人中，有90%都在經商。經商是華人華僑海外發展
的主要方式，而雲南人在緬甸經商可謂做出了規模做出了地位。

施昆是長期徘徊於仰光唐人街的江蘇商人，在緬甸從事服裝生意已有7年
的時間，聽說記者一行是從昆明而來，施昆很激動：「雲南人怎麼現在才
來？這裡做生意的大部分都是你們的同鄉，他們很多年前就過來了，搶佔了
市場先機。看見前面那條街的美髮店沒有？這是全緬甸最大的美髮店，就是
你們昆明人開的！」

施昆說的美髮店有一個很有派頭的中文名字「力麗醫學美容美體中心」，
英文名則叫「Li Li Beauty Centre」。「力麗」店面裝修非常考究，且擁有多
名來自昆明的技藝精湛的美髮師。在「採用韓國最新技術為您創造美麗」的
廣告宣傳下，許多客人慕名而來，店裡經常門庭若市，如今已經在緬甸全國
開了11家連鎖店。

然而，住在斜對面的施昆卻從來沒去「力麗」體驗過美髮享受。「在緬
甸，請雲南人美髮是奢侈的事，是可以到親朋好友面前炫耀的。『力麗』做
一次頭髮比昆明貴多了，因此只有電影明星和官太太才能享受這種消費。」
施昆感慨道。

雲南會館異鄉聚滇力
在緬經商的外國人中，華人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在雲南人圈子裡，大家

漂泊異鄉多年，都深知團結互助的重要性。
11月20日，一場別開生面的喪禮在曼德勒雲南會館舉行。大約有100多雲

南人匯聚在這裡，他們頭戴白巾，身 素裝，共同奉獻花圈，鞠躬致敬，對
雲南同鄉母親的逝世表達懷念與哀思。

雲南會館位於曼德勒第80街，院內擁有商會、餐廳，寫 「大雄寶殿」字
樣的三層閣樓更是成為了擁有豐富中文書籍和報刊的圖書館。在進入會館之
前，記者被告知：「不要從正門進來，一定要從右面的小門進入，因為今天
辦的是喪禮。」

之所以有這樣的規定，一方面是因為當地雲南人很好地繼承了中華風俗，
一方面則是由於會館內不僅辦喪禮也辦婚禮，婚禮的時候則要從另外的門進
入。無論紅白事，曼德勒的雲南人都必定告知同鄉，並邀請大家相聚雲南會

館，這是不成文的習俗。
對此，尚玉璽表示：「大家身在異鄉本已不易，希望會館的存在能夠緊密

雲南人彼此的聯繫，也希望商會能夠通過這些聚會和活動真正為雲南人做些
實事。」

而就在採訪期間，曼德勒的雲南商人們正匯集在雲南會館，就緬甸政府新
出台的《外國投資法》展開熱烈的討論，並希望通過新的投資機會與彼此展
開更好的合作。

樂為入緬華資搭橋樑
《外國投資法》的出台，讓緬甸這個本就資源豐富的東南亞國家成為各國

商人爭相搶佔的黃金熱土，而熟知緬情、經驗豐富的雲南人在此時為入緬華
人搭建起了智慧與資金的橋樑。

曼德勒雲南商會最近最常舉辦的就是《外國投資法》的分析探討會，早在
緬甸總統吳登盛簽署該法案之前，商會就將議會通過的《外國投資法》翻譯
成了中文，並根據華商的經營重點、投資興趣和關注問題對法案進行了解
讀。於9月在雲南玉溪舉辦的世界雲南同鄉大會上，曼德勒雲南商會將這份
精心製作的中文版緬甸《外國投資法》發給了與會的華商，幫助世界華人搶
佔緬甸商業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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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雲南會館理事長虞有海的碧光投資有限公司已發展為集玉

石開採、加工和批發為一體的大型集團。圖為玉石加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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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中國西南的雲南是中國五大僑鄉，海外華僑
華人總數約250多萬，其中有200萬分佈於緬甸。雲
南人最早於明末清初為逃避災荒來到緬甸，後來隨
玉石產業的興起，更多的雲南人借助地緣、親緣

優勢來到緬甸投資，現在，在緬雲南人多以經商為
生，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都組建了頗具規模的雲
南商會。
隨 雲南「橋頭堡」戰略的推進和緬甸的逐步對

外開放，雲南與緬甸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交往日
益密切。2011年，中國對緬投資500億元，居世界
之首。其中，雲南對緬甸出口額14億元，進口額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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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仰光街邊的雲南燒烤店

雲南人佔先機搭「橋樑」

虞有海的碧光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