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族企業需「治未病」

「一個珍惜健康、懂得生活的老闆」是李惠森給
人的第一印象。事實上，李惠森確實很會享受生
活，每月大約只工作兩天，更多的時間，他在球場上
揮桿、在雪場上飛躍、與家人在某地度假……與此同
時，他的公司仍能有序發展，交出每年兩位數增長的
成績單。如果說李惠森瀟灑從容得像一個傳說，這個
傳說的秘訣便在於他的「自動波」管理模式。
1992年，李惠森在李錦記集團董事局的大力支持

下，創立南方李錦記，並與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第一軍醫大學合作成立了無限極(中國)有限公司，承
擔弘揚中國優秀養生文化的使命。創業初期，李惠
森也曾長年奔走於粵港兩地，常常一天工作十幾二
十個小時，甚至自己去站過櫃枱賣貨。

「無形領袖」催生「自動波」
1997 年，李惠森接觸到老子的《道德經》，其中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

之；其次，侮之」這句話給了他很深的印象。儘管
少年時求學海外，自稱中文只有小學六年級水平，
但他很快明白了這句話的含義：最高層次的領袖是
大家只知道他的存在，但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稱為
「無形領袖」。受此啟發，他開始打造「自動波」
的領導模式。
「自動波」，本是港人對不用手動換檔汽車的俗

稱，被李惠森借用過來，專指他所推行的領導模
式。教練的心態和技巧、高度信任的氛圍、選對人
才、充分授權、高效的團隊和共同目標，是該領導
模式的六個因素。如同一條流水線，只有各個環節
做好了，整體才會運轉自如。
歷時十餘年，如今 「自動波」領導模式已臻成

熟。在李惠森看來，營造一個高度信任的氛圍非常
重要，這就要求管理者懂得放心地讓員工做事，同
時要適時指引和鼓勵員工，讓其充分發揮潛能，獲
得成長和滿足感，也能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

用京劇傳播中國

森

擁有近130年歷史的李錦記，已名列香港四大醬園家
族，其分銷網絡遍佈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然其初入
內地市場時卻遭遇過「水土不服」的尷尬境地。
今日李錦記已成長為全國三大調味巨頭之一，李錦記第
四代傳人之一的李惠森表示：「一個企業若想實現企業永
續，立於不敗之地，就應該懂得『思利及人』的道理。」
「思利及人」從老子的《道德經》中吸取，是指要

懂得換位思考，關注對方的感受，同時，要擁有「直升機
思維」，做到「我們大於我」。對於家族企業的發展，應
「與其救療於有疾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疾之先。」

興盛秘訣家族憲法
而「家族憲法」則是李錦記家族的興盛秘訣，李惠
森透露，「李錦記家族憲法」和「李錦記家族委員
會」為李錦記家族最高權力象徵。其中，家族委員會成
立已有十餘年，會議內容主要是討論家族問題，而非企
業問題。
他說，這不僅避免了多數家族企業「一回家就開董
事會」的困擾。同時，家族會議亦為家族成員建立了一
個溝通平台，在這個高度信任的氛圍中，大家一同分享健康
和壓力指數等。李惠森稱，只有建立在家族成員健康等各項
指數都達標的基礎上才能一步步去考慮家族企業的使命。

履職政協實業報國
同時，「思利及人」的思想也被李惠森運用到了政

協委員的履職過程中。「作為來自香港特區的全國政協
委員，我和我們的李錦記家族，都擁有一份濃濃的民族
情懷。」他說：「我們熱愛祖國，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實
業報國，為祖國的經濟建設貢獻力量，也希望通過政協的
平台，去建言獻策，為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努力。」

「我們大於我」
■■李惠森作品李惠森作品《《思利及人的力量思利及人的力量》》簽售現場簽售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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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日漸開放，國際交往程度不斷深
化，如何更好地向全世界塑造和傳播中國形
象，引起了孫萍的思考。公共外交，是她近
年來的關注點所在。
在海外工作了二十年，孫萍認為自己在用
每一個工作細節來實踐公共外交的理念。身
為全國政協委員，她也屢屢在發言中提及公
共外交，並撰寫了《大力推動中國的公共外
交》提案。

「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
孫萍熱衷於探討文化與公共外交的關係問
題，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闡釋藝術在中國公
共外交中的微妙作用。「我是一個藝術家，
民族文化自信和藝術魅力通過我的表演可能
會被國外很多觀眾接受，包括一些上層人
士。」
孫萍說，今年5月向尼克松圖書館贈書

活動時，她曾對到場的包括尼克松基金會
主席等在內的多位美國政界要人傳達這樣
的信息：「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國、
美國。」
孫萍表示：「文化憑修養，外交靠智慧。
在我看來，這兩個概念是終極一致的：人類
只要存在，就與文化共生，文化若能共生，
人類怎難共存？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是構成
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礎和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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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萍向美國尼克松圖書館贈書孫萍向美國尼克松圖書館贈書。。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曉雪、實習記者聶
晨靜、張聰）今年是史稱「京劇黃埔軍校」的富連成社成立
110周年，來自梨園世家的孫萍，說起這段歷史如數家珍，她
的先生葉金森的祖父，正是富連成社的創辦人葉春善。
孫萍作為中國京劇歷史上的第一代大學生，不僅在海內外
京劇界聲名遠揚，更通過中國高校第一所國劇研究中心將
《國劇藝術大觀》帶進知識的殿堂。
孫萍也是公共外交的積極踐行者，在歐洲，在美國，用京
劇藝術的無窮魅力感染着各國名流政要，用巡迴講學傳播着
古老中國的傳統文化，用自身言行詮釋美麗中國的形
象。

承「傳道」精神 育國劇人才
乾隆年間，四大徽班進京，始成京劇濫觴。1904年的北京
珠市口西大街，紀曉嵐故居，中國第一所整建制的戲曲學校

富連成社在這裡成立。這是京劇教育史上辦學時間最長、造就人
才最多、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所科班，44年間培養出「喜」、
「連」、「富」、「盛」、「世」、「元」、「韻」、「慶」八
科近800多名京劇學生，包括侯喜瑞、馬連良、譚富英、葉盛
蘭、裘盛戎等一大批京劇名家，梅蘭芳、周信芳等也曾在這裡搭
班學藝。
新中國成立後，富連成社被完整地交給國家，才有了如今的中

國戲曲學院，繼續為現當代戲曲發展輸送人才。

「不為發財致富，只為祖師爺傳道」
富連成社的創辦也帶動了當時一批體制內戲曲學校及私人學校

的成立，但它們都不如富連成社辦學持久。孫萍將原因概括為葉
春善對教育的執着，「他當時發誓說，再過十年全中國的京劇團
沒有我富連成的人，開不了鑼。這句話沒到10年就成為現實。」
「各位同仁不為發財致富，只為祖師爺傳道」是富連成社幾代京
劇大家共同堅持的信念。
這種傳道育人的精神，也一直激勵和影響着孫萍。自上世紀90

年代起，孫萍先後受邀到歐洲諸國和美國各地演出、講學，在將
京劇藝術帶向世界的同時，京劇表演形式還沒有真正理論上的體
系化，相關資料缺乏，翻譯落後等等問題，使孫萍深深感受了
「走出國門的煩惱」，也意識到了一種迫切的責任。
2007年10月，中國高校首個國劇研究中心在中國人民大學成

立，孫萍擔任執行主任，並開設了關於京劇的選修課。她表示，成
立研究中心旨在建立一門新興學科—京劇學，繼斯氏體系和布氏
體系之後，構建京劇表演體系的理論體系，為京劇的現代發展提煉
理論依據。同時也推動京劇進大學，填補這一領域的教育缺失。

「把京劇送到各國領袖身邊的人」
「把京劇送到各國領袖身邊的人」是孫萍的一個雅號。1990

年，孫萍受邀赴匈牙利進行文化交流，9年間，孫萍把京劇推向
歐洲藝術舞台，創造了動作戲劇，被匈牙利總統稱為「中匈文化
的大使」，並被授予「榮譽國民證章」。
2000年，孫萍同華盛頓國家交響樂團、費城賓夕法尼亞州立大
學交響樂團等樂團合作，嘗試用西洋樂器伴奏演唱京劇中的名
段。她的「交響京劇」個人音樂會在美國受到觀眾熱情稱讚，取
得巨大成功，前總統老布什也為她的巡演發來賀信。2012年，孫
萍獲得由奧巴馬頒發的美國總統人文獎。

今年5月27日，為紀念中美建交35
週年和梅蘭芳先生誕辰120週年，孫
萍受邀將由她主編的《中國京劇百部
經典英譯系列》叢書前十冊贈送給尼
克松圖書館收藏。叢書在構建京劇表
演理論體系的基礎上，首次系統地向
世界用英語展示京劇藝術，彌補了京劇
在這方面的空白。

作為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從
2008年至2014年，李惠森連續7年提交了建

議國家重視家族企業現狀及發展的提案，分別從企
業傳承、抗禦經濟危機、建立可持續發展平台等方
面對家族企業的現狀和未來闡述了觀點和建議。

七年提案 冀重視家族企業特殊性
隨着內地「商二代」陸續開始「接班」，家族企

業如何傳承廣受關注。李惠森認為，與其他類型
的企業相比，家族企業具有極為鮮明的特殊性，
即「家」的概念：維繫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不僅
是利益關係，更重要的是個人之間的情感和血
緣關係。
很多家族企業在傳承之時面臨自身難以解決的

矛盾和問題，亟需得到幫助和引導，但傳統的文化
觀念、目前的社會環境以及家族企業自身問題等因
素，決定了他們不大願意把企業內部的問題公之於
眾，而是更傾向於在家族企業群體之間探討。

搭共享平台 促社會責任推廣
李惠森指出，建立一個分享平台顯得十分必

要。從「治未病」的高度，提前關注家族企業的可
持續發展，減少家族企業在傳承與交接中可能產生
的負面問題。
「治未病」是中醫預防疾病的一種理念。「我把

這看作是我和李錦記家族的一種責任。」他說。
李惠森建議，國家應鼓勵建立家族企業可持續

發展共享平台，通過這類組織進行自我教育，
認識到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的意義。國家亦可
發揮引導和協調作用，客觀公正地採取共同但
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社會上樹立典型，推廣
成功的企業社會責任模式，激發家族企業履行
社會責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促進社會責任在
家族企業群體中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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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孫萍萍：：

■李惠森與希望小學的孩子們在一起李惠森與希望小學的孩子們在一起。。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香港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
主席兼行政總裁李惠森主席兼行政總裁李惠森。。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孫萍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孫萍。。




當「富不過三代」成為很多家族企業逃不出的魔咒時，如何成功傳承事業已是全球家族企業普遍面臨的最嚴峻課題。「我之所以連續七

年提有關家族企業提案，是希望多一些家族企業能得到『治未病』觀念的啟迪。」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主席兼行政

總裁李惠森告訴記者，目前中國90%的民營企業屬家族企業，家族企業的發展已成為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江鑫嫻

■李惠森打造李惠森打造「「自動波自動波」」領導模式領導模式。。

■孫萍劇照孫萍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