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瑜的父親1989年從台灣到廣東中
山投資帳篷廠，基於對傳統產業紅

利周期約20年的判斷，家族企業面臨兩
個選擇，去東南亞或往內陸走。2007
年，眼見家鄉投資環境變好，江瑜的父
親立即投資700萬美元，將家族企業遷至
吉安，以轉型企業報效家鄉。彼時，江
瑜與大陸同事們作為先遣部隊，奔赴吉安
負責員工招聘、投產運營，成功地將父親
在中山的創業經驗進行複製，但他們未必
能料到企業遷移的背後是一位遊子對回不
去故園的深深執着。

進軍文創 拓寬產業結構
十餘年過去，江瑜已掌舵兩家專業帳蓬

及戶外旅遊休閒用品製造公司，分別專銷
歐美、大陸市場；開辦井岡山白銀湖紅色文創
園，與白銀湖村民宿群合作，涉紅色研學業務、
客家文化展示及特色伴手禮；與員工合作創立品
牌「堂堂花草生活」，研發以天然香草植物為原
料的保養品。因一直不遺餘力促進台商來贛投資
及推廣招商活動，江西省台辦系統於2019年授
予其「贛台交流合作突出貢獻人物」獎。
江瑜雖然是鴻興（吉安）實業有限公司的總經

理，但他很放心地將業務交給追隨公司幾十年的
管理層，不喜歡擺架子，有事跟大家商量着來。
走進公司車間，縫紉機踏板運轉聲響不停，工人
在帳篷堆裏埋頭裁剪拼接，中檢和終檢區的工人
忙着檢查拼接部分是否嚴密、產品防水防風性
能。公司在平穩撐過中美貿易戰後，去年在全球
疫情下，全年訂單量仍應接不暇，同比增長50%
以上，部分訂單還進行了外包。

借「雙循環」培育大陸市場
江瑜認為，當前，大陸正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是順勢而為。十多年前，他們家族就意識到，傳
統加工製造產業已面臨外銷代工成本增高的窘
境，大陸將由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大陸人口
紅利的釋放將由生產轉為消費。幾經斟酌，他決
定在經營外貿的基礎上，抓內需及自創品牌「凱
格爾」，培育大陸市場。
父親對江瑜是有所期望的，「表面上，他可能

希望我能把事業做得更大，公司更賺錢。他應該
更是希望我們能應對公司發展上的艱難挑戰，擔
起追隨我們的員工及家人的幸福。」其實，無論
江瑜是否取得普世價值所定義的成功，僅其在吉
安工作的本身，也算是父親另一種形式的葉落歸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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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父親常年在外奔波，自己又有很長一段時間在
美國，江瑜一度認為自己不如身邊人了解父親。等回
到父親身邊工作後，他常常充當司機陪父親到處跑，
看一個企業家怎麼進退，如何言行，怎樣分享。他深
深記得，一直以來，父親以仁愛的理念管理工廠：是
首位在中山辦尾牙（祭拜土地公的儀式）、舉辦運動
會及中秋烤肉的台商；2003年甫一買工廠地，立即建
夫妻房宿舍，讓廠區住宿更人性化。在潛移默化中，
江瑜繼承了父親經營企業的風格，也跟父親一樣，為
善常樂，淡泊名利。

穩健經營 改善員工福利
鴻興（吉安）實業有限公司廠長龍金燕
說，「小江總（江瑜，下同）與老江總（江
瑜的父親，下同）雖然性格不同，但是都有
很多台企掌門人的共同點，穩。」
龍金燕說：「近年來，大陸經濟高速發
展，商機源源不斷，江家家族企業依然穩健
經營，不盲目喊建設多少億的項目，婉拒過
當地政府邀約共同開發農產品。小江總認真
耕耘戶外用品行業，盡量改善員工福利，保
持充足的企業現金流，在充分考察調研的基
礎上，進軍了紅色文創產業。」
江瑜還曾在台灣921大地震、四川汶川地
震後，為災區捐贈了價值共計數千萬元台幣
的帳篷，長期發放助學金勉勵吉安白鷺洲中

學、井岡山白銀湖村以及中山民眾鎮的清貧學子。
2020年4月底，大陸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高考進
行倒計時，江瑜所在的吉安市台商協會決定從2020年
起，每年資助白鷺洲中學2名家庭貧困、品學兼優並
考入大學本科以上的高三畢業學子（資助金每人5,000
元/年，資助期限為4年）。作為吉安市台商協會常務
副會長，江瑜稱，自己雖然在台灣成長，但也是「吉
二代」，將會一直與市台商協會致力回饋社會，也非
常樂於幫助家鄉學子，解決他們在求學之路上的經濟
困難。

江瑜坦言，他是33歲時第一次回到吉安，如果不
是父親的安排，他對老家的概念注定會模糊。「大
陸來台的第一代，大都不在了，還在的也都90歲以
上。至於在台的外省二代，不像一代在大陸出生成
長，對祖籍並沒有這麼深刻的情感。所以對於與二
代、三代甚至四代、五代的交流，大陸應該用另一
種方式。」
江瑜續稱，在地球村時代，地域已經不是這麼重

要，年輕人需要的是舞台。大陸為台灣青年可以提
供的是更大的市場，更多種類的舞台。
「我們企業在大陸十多年的穩健發展，有我們自

己奮鬥的原因，也要感謝吉安當地政府信守承諾，
給我們的發展提供了保姆式服務和自由空間。大陸
惠台措施，以前主要輻射面是台企，現在已遍及到
個人。在落到實處方面，我希望更多地授之以漁，
更多地輻射到有需要的台青。」

「中國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時，奶奶交代14歲

的父親陪大姑媽去台灣作伴，沒想到，一家人一

分別竟是將近40年。如今，老一輩人逐漸作古，

父親也已去世，我帶着父親的心願，扎根老家江西

吉安工作。」這場跨度約70年的南渡北歸，是江

瑜家族三代人的血淚史。「70後」的江瑜自稱在台

灣成長的「吉二代」，青年時期雖旅居美國，但自

己舊版台灣身份證的本籍一欄一直寫着江西吉安，

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哪裏人。他在吉安的口碑甚

好，被讚譽為「擁有家國情懷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冀予台青更大舞台「登陸」

為善常樂 資助貧困學子

●江瑜（右一）代表吉安市台商協會向學子們發放扶貧助學金。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去年在全球疫情下，公司全年
訂單量仍應接不暇，同比增長
50%以上，部分訂單還進行了外
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

▲江瑜江瑜（（左左））已掌舵兩家專業帳已掌舵兩家專業帳
蓬及戶外旅遊休閒用品製造公蓬及戶外旅遊休閒用品製造公
司司。。圖為江瑜在車間與員工交圖為江瑜在車間與員工交
流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江西傳真江西傳真

●江西省台辦系統於2019年9月授予江瑜（左一）「贛台
交流合作突出貢獻人物」獎。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帶動台青回鄉 合力挖掘商機
「三年前，我通過贛台會，認識了同是『吉二
代』的小江總，了解到他在吉安發展得不錯，吉安
的生活和營商環境都很好，就下定決心回家。」堂
堂花草生活總經理梁秀君如是說，「父親16歲離
家去台灣，現在有92歲了，因行動不便，將近10
年沒有回家。他希望子女能回鄉發展，和渼陂村的
家人多團聚。」
梁秀君將在台灣所學所專的成果，在吉安進行了

轉化。2017年起，她與同事們打理井岡山白銀湖紅
色文創園，以精緻貼心的服務接待前來體驗紅色文
化、客家文化的兩岸三地遊客，旺季日接待量以數
百計。受疫情衝擊，文創園生意萎縮至接待散客，
她與江瑜立即成立堂堂花草生活，精選包括吉安在
內的世界各地植物開發手工皂、護膚品、果開水，
兩個月就將產品上市。
2020年9月，梁秀君將25歲的女兒范子葳帶回吉

安，一邊體驗大陸生活，一邊負責公司產品的軟裝
設計及網絡銷售。范子葳笑言：「我很喜歡吉安的
菜，很辣，和我們台灣家中是一樣的口味！」

●●梁秀君將在台灣所學梁秀君將在台灣所學
所專的成果所專的成果，，在吉安進在吉安進
行了轉化行了轉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攝

家書跨海峽
父親淚沾襟

「在吉安的十四年裏，有父母、有玩伴、有家，這個故鄉是父親一
輩子最重要的！」去年收到父親病危消息後，江瑜急忙返台，遺憾的
是，在吉安前往廈門高鐵的時候，父親就離開了。借由此次採訪，江
瑜停下腳步，細細品味了父親的鄉愁。
在台灣的很長歲月裏，父親記得媽媽，記得親人，記得故鄉，

卻忘了怎麼流利地說吉安話。「離家時父親還是個孩子，並不了
解太多家鄉的習俗，我們家很少留有吉安的痕跡。他無法和只會
台語、日語的外祖父母交流，和我媽及我們暢談故鄉又找不到共
鳴，只能和姑媽及後來赴台的大伯偶爾講吉安話。印象中，我從
沒有見過父親流淚，唯一的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初，父親看完
從吉安家裏寄來的信，就趴在床上啜泣。」
兩岸開放探親後，父親回吉安越來越頻繁，一年能有三四次。「他
要跟兩位姑姑及叔叔相聚，慰勞兩廠同仁，給爺爺奶奶掃墓。每次回
吉安，他都會搖下車窗，用手指着某一處問別人，這是以前的哪裏。
很少提及家鄉的他，也樂意告訴我，他在念小學時去騾子山遠足、在
贛江的大榕樹下玩、在贛江裏游泳的趣事。2018年11月，是他最後
一次回吉安，他再也走不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