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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怀我大中华

——记香港大中华表行董事长、宁波市荣誉市民应圣瑞

                                            

文/张建明

 

年末岁首之时，我接到香港应圣瑞先生的电话，他说，虽然香港

疫情严重，但我还是戴着口罩，把长柄伞当“司的克”（拐杖），每

天乘 12 站电车去上班。太太、儿子、侄子管店堂，我把楼上当休养

院。阴霾总会过去，阳光必将普照，“大中华”的门面不能关！

谁能想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响亮声音里有满满的自信，竟出自一

位 92 岁的耄耋老人。

香港中环历来是政治、金融、商业中心，这里人流如潮，高楼林

立；特别是多栋造型别致的摩天大厦，更给港岛增添了迷人的丰采。

在六星级“四季大酒店”对面，有一家一开间门面的商店，名为“大

中华表行”。招牌上 “大中华”三个红色的大字显得特别醒目。这

家创办已近 60 年的老店，在香港知名度很高。表行董事长应圣瑞是

宁波樟村人，现任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是宁波市的荣誉市民。

每当有人问应圣瑞为何取名“大中华”？他总是自傲地说：“我

是一个中国人嘛，况且，‘大中华’的英文 GREAT CHINA ，也可翻

译为‘伟大的中国’。我看好大中华！”真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在

应圣瑞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充满了爱国心、爱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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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贫寒   负笈海外

  1928 年，应圣瑞出生于樟村蜜岩，这是宁波鄞西章水镇一个古

老的山区村庄。村前村后隔岸相望的是狮子山和白象山，村东的蜜岩

山奇峰峥嵘，宛如屏风。一条“大鲸溪”在村前顺流而下，浩浩荡荡， 

蔚为壮观。这样一个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的地方，从前农民却连饭都

吃不饱。

应圣瑞兄妹 6 人，他排行第五。至今，他清楚地记得在他读小学

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天色才黄昏时分，母亲就催他上床睡觉，

说是今晚没饭吃。第二天一早起床，母亲又催他去上学，说中午也不

要回家，家里断粮，还是没吃的。中午，他饿得昏昏沉沉的，只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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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待在课堂里。下午上课，老师开口就说，大家检查一下，有没有少

东西。当时的他年少懵懂，一时并不领会。晚上，把这件事情告诉了

母亲，母亲一把抱住他嚎啕大哭：“阿瑞，他们在怀疑你偷东西

啊！”这件事给应圣瑞幼小的心灵带来的震动很大，他暗地立下心愿，

将来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蜜岩村四面环山，山多田少，村里只有一条小径通往外面世界，

几乎与外界隔绝，农民没有什么收入，仅靠种贝母、绿麻（草席中的

筋）和养蚕维持生活。应圣瑞家人多负担重，在他读到四年级下半学

期时，父母不得不让他中途辍学，送他到上海一家钟表眼镜店当学徒。

1950 年，又托人带他去香港谋生。临行前，他特地回了一趟老家。

他记得分别的那天，母亲紧拉着他的手，牢牢叮嘱：“阿瑞啊，侬在

外面要吃苦争气，千万不要当‘回汤豆腐干’（宁波老话，意为被辞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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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求存   立志奋斗

  蜜岩是“亨得利”钟表店创始人应启霖的故乡。浙商重乡谊，

故有许多乡亲挽亲谋眷都能到“亨得利”谋取到一个差事。据《鄞县

志》记载：蜜岩“居民出外经商，尤多钟表业”。  

应圣瑞到香港后，不久被介绍到一广东人开设的钟表眼镜店做售

货员。当时的香港经济不景气，就业十分困难，能寻到这份工作实在

不容易。他十分珍惜，做事格外用心和尽力。其时，有许多内地北方

人去香港做生意，他们经常到表店里来光顾，他能用国语和客人熟练

沟通，因此，获得老板青睐。老板见他长得年青英俊，做事勤快机灵，

除卖货外还叫他外出接业务、跑洋行等，不久被升为高级练习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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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资 80 元，半年后加到 150 元。应圣瑞省吃俭用，把钱积攒起来。

他知道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有出息一定要自己当老板。在精心钻研

钟表业务的同时，他还自学英语、广东话和会计知识。

1959 年，应圣瑞用 3300 元港币在港岛“筲箕湾”开设了一家小表

行，起名即是“大中华”。但“筲箕湾”地段冷僻，生意并不兴旺。

几年后，他毅然购下了地处中环的干诺道中的一间店面，从此，“大

中华”一直落户在香港这一中心地段上。以后，他又争取到世界名表

“欧米茄”在香港的总代理权。凭着良好的信用和业务能力，银行给

了他许多支持，生意日趋见好。曾经有人要出高价向他买“大中华”

牌子，他说：“出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卖的，‘大中华’一定要在中国

人手里，我要把它经营得越来越火红！”

当今已耄耋之年的应先生，依然每天站在店堂里接待四方来客，

他说：“凭着我这块老牌子、老面孔，相信生意不会差！”

 

回报故里   首选安老

应圣瑞身在香港，心系故里，少年时家乡的情景经常浮现眼前。

蜜岩村山多田少，而且耕田都在远处，到田头劳作不是爬山越岭，就

是涉水过溪。而溪上的木桥每年要被山洪冲掉好几次，村民肩挑重担

只得赤脚淌过溪中石磴，不慎滑倒常扭伤腰腿，村里孤寡老人生活艰

难，孩子们上学更加困难。每当想起儿时的这些印象，他觉得自己如

今有能力了，应该为家乡办些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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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1985 年上半年，应圣瑞首次回

乡省亲，就向当地领导表示，愿斥资 100 万元港币在蜜岩村建造一座

安老院，以接纳丧失劳动力、生活自理有困难和无依无靠的老人。当

地政府非常支持，同年 6 月安老院动工，次年 3 月在樟溪河畔落成。

安老院主楼建筑面积 2670 平方米，设有 90 多张床位，还有其它附属

建筑。县政府根据应先生的意愿，以他父亲房名命名为“应虞房安老

院”。他专门偕夫人和子女回乡出席了安老院的开院典礼，并陆续向

安老院捐赠了面包车、彩电、冰箱、沙发等。

应圣瑞时刻把安老院里的老人们挂在心头。每次回家乡首去之处

必是安老院。他要上楼与老人们叙旧聊天，藉此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他下厨房看看老人们吃些什么？去医务室询问药品够不够？他还从

香港带来家庭常用药品分送给老人们，他经常汇款来补贴老人的生活

费。为了给老人创造一个赏心悦目的环境，他又出资修建了安老院内

的小花园。在应先生的绵绵关爱下，这些处于社会弱势的老人们现在

安享着晚年。他们发自内心赞美：“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重教兴学   乐于奉献

  资助家乡教育事业发展，是应圣瑞的又一大心愿。回顾自己少

时因家境贫困，中途辍学，文化不高，以致后来创业艰辛的痛苦，他

深感教育的重要。蜜岩村学龄孩子多，应先生每年清明回乡祭祖总要

去学校走走。看到校舍破旧，设备简陋，便向当地政府建议，由他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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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45 万元新建蜜岩村小学。政府领导十分赞同。不久，建筑面积 3120

平方米的“应虞房教学楼”也在樟溪河畔落成了。看到家乡的子弟能

在窗明几净、光线充足的教室里读书，应先生感到非常欣慰。

从此，应圣瑞捐资助学一发不可收。他先把目标定于残疾人这个

特殊的群体。1992 年，他出资 30 万元在杭州建造“应虞房残疾人学

校”，浙江省聋儿康复中心就设在这里。主要是组织聋儿进行听力语

言训练，开展聋儿康复教师和专业人员培训，以及对聋儿家长的函授

教育等。开办以来，社会效益十分明显，聋儿通过配带助听器，经老

师对他们进行呼吸发音训练、听力语言训练后，不仅能听到声音，还

能与正常人进行语言交流了。人们对应先生和夫人的这一善举赞不绝

口。为此，应圣瑞被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聘请为顾问。

1996 年，应圣瑞又决定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支持年轻的宁波大学

发展。学校把这笔钱用于建造大学的医疗中心。在“应虞房医疗中心”

落成典礼上，他回顾自己少年读书艰难，勉励学生们要珍惜光阴，好

好学习，努力向上，日后成为国家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并表示将

继续为家乡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出力。应圣瑞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

多年来一直默默支持着家乡的教育事业。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1998 年以后，香港经济遭遇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一系列

突发事件影响，市场萧条，也影响到应先生店里的生意。尽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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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里，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故乡的支持。他出资为家乡修桥铺路

建凉亭；捐助贫困学生上学；当闻讯家乡受灾，积极募集救助款。此

时，应先生虽年届古稀，却连续两届被推荐为宁波市侨联名誉主席和

宁波市政协委员。先生更视宁波之事为自己之事，对家乡的建设和发

展备加关注。

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和实地考察，提交了“关于加快樟溪河治理”

的提案，被市政协评为最佳提案。他与原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忻礼轼

先生一起归纳的《大陆影响外商投资的八方面问题》的材料，由于针

对性强，获得了省、市政协的好评。

2004 年起，香港经济刚刚复苏，他就决定再捐赠 2 个教育项目。

不久，由他出资 60 万元在鄞州樟村中学和塘溪中学助建的两栋新教

学楼，在校园里拔地而起。至此，一个仅在香港做钟表生意，赚点辛

苦钱并不是大老板的应圣瑞，凭着海外游子的赤诚之心，在家乡等地

的捐赠已超过了 700 多万元人民币。

2006 年 10 月 29 日，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在宁波中信国际大酒店隆

重举行典礼，授予应圣瑞先生为“宁波市荣誉市民号称”。那天他显

得十分兴奋，他在发言中说：“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太公、

太婆，爷爷、娘娘和父母都安葬在这块土地上，我对这块生我、养我

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是不会忘记的。今天，我并不以为获得了

荣誉市民称号而可以自满，在我有生之年，我将要再接再厉，为宁波

发展得更好、更美而作出自己更多的支持。”这番铿锵有力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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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大家都被这位古稀老人的一片壮心所感动。

故乡将永远铭记着这位海外游子的赤诚之心。

为此，我赋诗一首为应先生点赞：

少年离别走天涯， 

创业功成报国家。

慷慨解嚢桑梓惠，

缘由怀我大中华。     

（作者宁波市系甬港联谊会原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