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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籍商人到新加坡开拓业务，已有100多
年的历史。在新加坡的建筑、木器、百货、钢
琴、眼镜、书店等行业，都不难发现成功的浙江
籍商人的身影，像被称为影视界巨子的邵氏兄
弟，也是以新加坡为重心，在南洋闯出了一片天
地。据统计，至上世纪80年代末，在新加坡人
中，原籍浙江的有1万人左右，约占新加坡当时
人口的3%。目前，有10万浙商活跃在新加坡的
各行各业，其中宁波约有2万人。

为了凝聚浙商力量，李国生多方奔走，为成
立新加坡浙江商会而努力。2013年5月1日，新
加坡浙江商会成立仪式在李达三先生的卡尔顿酒
店举行，吸引了很多国内浙商和新加坡企业家参
加。

为了把新加坡这个全球贸易中转港的优势和
浙江的制造优势相结合，新加坡浙商总会每年都
要举办主题活动，举行圆桌会议。如2017年举办

“浙商走出去”主题论坛，参会企业包括100多家
国内的浙商企业和300多家新加坡企业。2019年
的活动更上台阶，新加坡浙商总会联合了东南亚
的所有浙江商会联合办会，主题是制造与金融的
对接。会上，新加坡浙商总会还与新加坡交易所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李国生总希望为家乡的建设事业尽一份绵薄
之力。他多次带领新加坡浙商总会的会员企业、
三江会馆和华源会的成员来宁波和浙江考察，洽
谈投资兴业的事。2012年首届宁波帮大会，李国
生带了一个新加坡团到宁波，其中不少是“宁波
帮”的第二代、第三代代表。宁波在新加坡举办
的活动，李国生也非常尽心。2003年余姚赴新加
坡招商，2008年 1月举行的新加坡宁波周等活
动，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现在不少企业的产品走出了国外，但企业和
企业的品牌还未真正走出去。”李国生说，他希望
广大企业跳出宁波和浙江看世界，多在国外设立
一些销售办事处，销售员直接与客户见面，这是
开拓国外市场的有效做法。

他希望家乡的企业能够去新加坡开设公司、
注册品牌，或者企业抱团合作，积极开拓新加坡
市场及整个东南亚国家市场。开拓市场需要有用
的国际化人才，除了助力宁波招商引资外，李国
生还积极帮助甬企引才。“新加坡有很多国际化方
面的人才能为甬企所用，他们是能代表组织机构
走出去的，能打出一片天地，冲出一条路的人
才。”

李国生认为，甬商最大的危机是人才的危
机，宁波要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特别是品牌管
理方面的或销售型的国际化人才。今年，他欣喜
地看到，有两家人力资源公司上榜了2020年宁波
百强企业名单。“事业成功靠人才，人才的价值重
要的是看他的潜力，人才战略是个大战略。”李国
生说。

“有思路就有出路，有想法就有办法，有人才
就有一切，只要努力开拓，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李国生认为，宁波的中小企业应该把眼光
多放在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与新加坡
企业的合作与贸易。

“新加坡具有非常好的地理优势，海运、航运
业发达，转口贸易十分兴旺，这里是全球第三大
金融中心，并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李国生说，如
何利用好新加坡这个辐射多个周边国家的大平
台，是广大中小企业应该考虑的问题。

说起家乡宁波，李国生满怀深情，
但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他认为，宁波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内涵丰富，底
蕴深厚，关键是要学会把一些历史文化
资源活化利用，而不是简单地、平面化
的陈列、展示和低水平的开发。

他说，宁波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
文化，在历史课本中已经被大众所熟
知，宁波在发展稻作文化方面大有可
为。另外，像王阳明是一位世界级的文
化名人，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精华，在弘扬和传播阳明文化方面，宁
波任重道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如何挖掘名人文化的现代性，做好
名人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弘扬，打响名人
牌？如何让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力量涵
养更多人的审美趣味与情操？如何在国
际舞台上传播宁波文化？值得思考。

熟悉李国生的人都知道，他是阳明
心学的超级粉丝和研究者，研究阳明心
学颇有心得。他经常受邀给一些企事业
单位讲授阳明心学，也经常在国际舞台
传播宁波文化。

李国生还兴之所致开了一个名为
“心学新解”的微信公众号，及时记下点
滴感悟，汇集成“生活中的阳明学”。不
知不觉，3年多积累了四五百篇文章，选
其精华出了《每天读点王阳明心学》一
书。李国生说，作为500年前的先贤王阳
明先生的同乡，传播和弘扬阳明文化，
他责无旁贷。

“尽管身在异国他乡，但走得越远越
觉得我只是一个宁波人。无论我走到世
界哪个角落，凝聚宁波人生活智慧的

‘老话’不时会在脑海中浮现。”李国生
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最需要感谢的是
父母双亲。在最困难的年代，父母亲节
衣缩食，养育了他们兄妹3人，而且一个
个培养成了大学生。他们面对困难毫不
退缩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他。

在新加坡定居多年了，但每当黄昏
时分，望着落日，他常常会想起自己的
家乡。在他记忆的深井里，故乡的黄昏
早已定格成最美的图画。而家乡给他最
深刻的记忆是秋天水稻丰收后，村里家
家户户做年糕的情形。“那时整个村子被
米香笼罩了。现在，传统的东西很难找
到了，从前的日子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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