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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耀良，1946年7月出生于上海，祖籍临海白水洋界岭村，知名旅港乡贤。香港詹氏有限公司、耀

达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浙江省商会副会长、香港浙联会

永远名誉会长。改革开放后，詹耀良心系故乡、情报桑梓，在台州累计投资70多亿元，创建了18家企

业，解决了上万人的就业，年创造税收上亿元，累计为家乡捐款捐资逾3000万元，被称为香港台州两地

经济文化往来的使者。今年3月，詹耀良获评“最美浙江人·最美乡贤”。

从詹耀良的办公室望出去，映入眼帘
的是台州市民广场，再远眺，便是台州繁华
中心CBD，一片高楼林立，一片欣欣向荣。

“几十年前，我就看好到台州发展，但
没想到，会发展得这么好！”望着窗外场景，
这位已年逾古稀，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
感慨万分。

33岁前的詹耀良，开拓创业，是在香港
商界声誉渐隆的“手套大王”；33岁以后的
他，情报桑梓，是香港回乡兴业的开拓者。

从临海第一家外资生产企业，到台州
第一家合资的工业企业，再到台州第一家
大型商场和五星级酒店……詹耀良的人生
履历里，创造了诸多的“第一”。

自1979年踏入国门那刻开始，至今，他
已经为香港和内地经济文化往来奔波奉献
了近半个世纪。他是商海的弄潮人，是慷慨
的慈善家，更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进程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

11950 年，4 岁的詹耀良随父母迁居香
港，饱受战火摧残的香港此时正满目疮痍、
百废待兴。

詹耀良的父亲詹志山，早年在上海时
做手套生意。初来乍到，一家人几无立身之
地，詹志山不得不做起老本行，办起手套
厂。由于销路不畅、竞争激烈，几年惨淡经
营后，1958年，手套厂破产，原本清贫的家
庭愈发陷入困顿。

詹家兄妹一共12人，詹耀良排行老三。
看到家里困难，他白天读书，放学后，就用
自行车载着自家手套，挨家挨户推销，如果
有店铺买上十几、二十双的，就是笔大生
意。但更多的时候是费上一大堆口舌，却没
卖出去一双，碰到冷眼更是家常便饭。

到了晚上，他就跟着家人在昏暗的灯
光下做手套，裁剪、缝纫、整烫，针织的、皮
革的、塑胶的……一副副手套经他稚嫩的
双手后，竟然也有模有样。

总结那段时光，詹耀良说，非但没有消
磨他的意志，反而培养了他坚毅的品质和
不服输的性格。

高中肄业后，詹耀良开始追随父亲经
商。他想把事业做大，就和大哥荣良携手创
业，租了个40平方米的房子当车间，招来十
几个工人，手套厂就这样开工了。

开业第一年，兄弟俩经验不足，只要是
订单就统统拿下来。结果，单子多到来不及
做，最后被罚违约金，亏了老本不说，还欠
下累累债务。

1960年代末，香港结束社会动荡后，港
英政府“痛定思痛”推行了一系列刺激经济
的政策。狮子山下，随处可见星罗棋布的厂
房和挑灯夜战的工人。

1968年，詹氏兄弟重启炉灶，办起一家
有一定规模的手套厂。一次，一个荷兰客户
看到他们的样品后，连连称赞，就拿了小额
的订单给了他。

第二年，大量订单飞到詹耀良手中，一
年内，詹耀良便还清了债务，生意就这样走
上了上坡路，手套远销美国、英国、荷兰、新
加坡等地，到1970年，更是一度供不应求。

随着经济腾飞，香港一跃成为“亚洲四
小龙”之一。此时詹耀良的手套厂也成为全
港龙头厂家，工人最多时达2000多人，并在
孟加拉、菲律宾等地投资设厂，他被人称

“手套大王”，在业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21979年，一场春天的故事拉开帷幕，封
闭许久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再次向世
界敞开怀抱。

由于生产要素短缺，改革开放初期，内
地亟须引入大量外资。虽然市场放开了，但

因为投资环境差、政策不完善、前景不明
朗，很多人持观望态度，对是否来内地投资
犹豫不决。

百废待兴之际，香港同胞敢为天下先。
1979年，美心集团在北京签下内地首家中
外合资企业，拉开了内地引进外资的序幕。

在香港，刚过而立之年的詹耀良也坐
不住了。

当时香港各行各业都发展很快，员工
人手严重不足，经营成本居高不下，詹耀良
早就萌发了去内地寻找发展机会的念头。

1979年，在港宁波籍的朋友邀请他一
道去广州参加宁波市招商活动，詹耀良从
香港坐飞机到了广州，再次踏上已经阔别
近30年的土地。

在与宁波外贸局接触后，原本只想过
来看看的他，仅花了一天工夫，就定下要来
宁波生产。

受政策限制，那时来内地投资主要从
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来料加工是其
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很快，一批原料、辅料
就发过来，由宁波方面代加工5000打手套。

1980年，詹耀良正式到宁波投资手套
厂，这也是他第一次回到浙江。

当时在宁波搞来料加工的，一共才两
人，其中一个就是詹耀良。詹耀良不仅是宁
波第一个从事手套加工的港商，在全省也
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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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宁波了，离台州就近了。
1980年，临海统战部、侨办的领导来宁

波找到詹耀良，邀请他回乡看看。
故乡，对他来说熟悉而又陌生。因为常

听父辈提起，却始终未能谋面。
“当时，我真切感受到当地政府对于改

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作为在外多年的
游子，我觉得此时正是回报家乡的时候。”

次年下半年，詹耀良一人从香港坐飞
机到杭州，再转车到临海。

从杭州到临海要翻过两座大山，那天，
一路雨雪纷飞，汽车在山路上不断盘旋，足
足开了11个小时。虽是大冬天，詹耀良还是
吓出了一身冷汗。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但那时的临海，有
的只是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楼房，连间像样
的厂房都没有，家乡的落后凋敝深深震撼
到詹耀良。

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这里有做
事创业的空间。

詹耀良决定先投 30多万元港币，创立
临海市精美手套厂做来料加工。这家厂成
为临海第一家外资生产企业。

当时办厂非常艰难。不仅交通不便，通
讯和物资也极度匮乏，生产手套的所有工
具，包括针线，甚至一张贴纸都要从香港运
过来，而且内地通讯还依靠打电报，虽然当
地政府为手套厂接了一条长途专线，但打
电话到香港依然很难，“说话需要很大声对
方才听得到，外人看来，好像在吵架一样。”

香港的同事和朋友都觉得很难理解，
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还会去内地投资？

好在内地人力充足，生产成本低，在詹
耀良的精心打理下，手套厂生意蒸蒸日上，
成为当地明星企业。很多人都愿意进来工
作，就连县领导也经常带客人前来参观。

1986年，一个在临海创业的企业家托
人找到詹耀良，希望他能出钱投资他的乡
镇企业。

这个企业家大学化工专业毕业，湖南
籍，1976年，他来到临海创办了尤溪有机玻
璃厂。在他的经营下，有机玻璃厂办得有声
有色，因为要扩大投资，他想到詹耀良。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一起创立了台
州第一家合资的工业企业——临海有机玻
璃厂，主营纽扣业务。由于当时国内企业产

品出口比较困难，詹耀良就利用香港自由
贸易港的便利，帮助企业把台州的小纽扣
卖到国际大市场。

这家企业就是伟星集团的前身，这个
人叫明丕白，也称为“伟星之父”，他也成为
詹耀良的至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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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年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两地往来越发频繁。詹耀良在内地的事业
蒸蒸日上，投资版图也一年比一年大。

1992年春天，总设计师在深圳画了一
个圈，往日的边陲小渔村成为举世瞩目的
热土。

第二年，临海市首次把招商引资会议
开到深圳。招商团的领导和詹耀良见面，询
问他有没有意向再投资家乡，并告诉他临
海市政府想另找地址新建大楼，要把原先
的政府所在地卖掉。

听到消息，詹耀良十分心动。他早就想
在家乡干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而买下土地
就可以加大在家乡投资的力度。

当天下午，他就和临海市政府签了协
议，以每亩100万元的价格购得临海老市政
府所在地23亩（合15000多平方米）土地的
使用权，并负责建设新的临海市府大楼。

当时，临海房价也不过几百元一平方
米。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不少人对中央政策
心存顾虑，对詹耀良豪掷千万的这个举动更
表示不解，纷纷提醒他，内地投资要谨慎。

“我不是没有担心过，但最终还是战胜
了顾虑。”詹耀良说，投资家乡，就算有风险
也值得，“更何况，我对内地发展有信心。”

跟年少时做手套生意一样，詹耀良性
子中有一股倔劲，认定了，就要做，别人越
不看好，就越要把它做好。

两年后的1995年12月，临海新市府大
楼落成。

此时，詹耀良又做出一个大胆决定：投
资1.1亿元，在临海老市政府所在地建造一
座5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商场和公寓。

众人再一次不解：以当时临海的人口
数量和消费能力，撑得起这么大的商场吗？

“当时就连颇有商业头脑和眼光的明
丕白先生也跑来质疑：这么大的商场做多
少生意才能盈利？我跟他说，要日营业额20
万元。”詹耀良回忆说，“明先生十分惊讶，
认为一天销售20万元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好在，另一名老友区达雄对他表示支
持。

区达雄是广东中山人，原本是来宁波
寻根的，随着詹耀良来了一趟台州后，他也
生发出要在这里投资创业的想法。两人一
拍即合，决定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商场名也
从两人名字中各取其一，叫做“耀达”。

在质疑声中，1996年 12月，商场破土
动工，两年后的 1998年 12月 26日，耀达商
场在当时临海最为繁华的回浦路上正式
开业。

有人预言，“商场不出几个月就会倒
闭”，以至于一些供应商都不愿意赊销。

詹耀良又做了一个大胆决定：自己掏
钱先买货再销售。太太詹陈桂连也给予他
充分支持，和他一起全国各地跑市场，谈合
作。商场里不少高端洋气的服装品牌，就是
她引进的。

詹耀良还把香港商场的经营理念和模
式也带到耀达商场。

当时，临海的商店是国营百货公司占
主流。“百货公司灯光昏暗，柜台封闭，服务
员都是坐着和顾客做买卖，有时买东西还
要看他们脸色。”

詹耀良决心要改变这一情况。首先，商
场里的灯光要打得十分亮堂，其次，设立开
放式的品牌专柜，每个专柜都配服务员，让
服务员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笑脸迎客，还要

主动热情地推销产品。
开业那天，商场外挂满条幅和热气球

广告，三道大红色气球拱门在门口一字排
开——现在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宣发手段，
那时还十分罕见——商场内外更是人山人
海，场面十分壮观。

第一年，耀达商场的营业额便达 6000
万元，过年的时候日营业额甚至超百万元。
这是台州第一家大型综合商场，也是那时
全省单层营业面积最大的商场。从此，耀达
百货成为了台州家喻户晓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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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维度上看，当年詹耀良兴建

耀达商场对于临海的意义，远不止提振商
贸经济那么简单。

正因为他的大胆决策，让当时临海市
政府“一旧换两新”的思路得以成行，也由
此拉开临海城市向东发展的序幕。

詹耀良的商业眼光不止于此，耀达的
经营开始从单一的商业零售转向房地产
业。

1998年底，他在耀达商场楼上投资兴
建的“耀达公寓”竣工交付，因为楼起半空
中，绿化程度高，好似一座“空中花园”，一
经推出便十分抢手，半年多时间，243套商
品房就销售一空。

2001年，台州撤地设市已经 7年，但城
市面貌依然落后，中心城区缺少一个气派
的酒店。社会上希望建设一个四星级酒店
的呼声很高。

从来没有涉足过酒店业的詹耀良，顶
住巨大压力接下这个项目。他的前瞻眼光
也再次显现出来。

詹耀良认为，未来台州的商贸往来只
会越来越频繁，“不如一步到位，造一家五
星级酒店”！

然而，因为造价成本近 6个亿，酒店又
地处新区，银行都不敢向他贷款。詹耀良只
能从香港带着真金白银到台州，自己投钱
造酒店。

2005年 7月，高 29层，总面积达 10万
平方米的台州耀达国际酒店开业，这是台
州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落成后立刻成为台
州东商务区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刚开业时，酒店生意不算太理想，但在
稳扎稳打的经营下，一年好过一年，四五年
后，便开始盈利。十几年过去，这家酒店的
营业额依然稳居台州前列。

2011年和 2013年，耀达两家五星级酒
店又相继在黄岩和温岭开业，至此，形成三
家五星级酒店连锁的布局，引领了台州高
端酒店业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台州耀达国际酒店和
后来落成的黄岩耀达酒店，均捧回了国内
工程质量最高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奖”，这在业界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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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系深情，爱心涌香江。香港历来有

“慈善之都”之称，香港商人也一直用行动
向世人诠释何为兼济天下。

詹耀良也是如此。作为一名成功企业
家，他俭朴的生活与他的财富不太相称。他
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食，只求吃饱；衣，只
求够暖；行事，不讲排场。他说要把钱用在
最需要的地方。

在詹耀良的眼中，哪些是最需要钱的
地方呢?

2019年 8月份我市遭受“利奇马”台风
袭击后，詹耀良第一时间发动香港台州同
乡会捐款捐物；2020年初，内地遭受疫情，
虽然耀达在台州的酒店业、零售业也遭受
重创，损失达数千万元，但他依然慷慨解
囊，捐赠90万元用于各县（市、区）专项疫情
防控。

不过，最让詹耀良费心，且最舍得花钱
的，还是捐资办学。

“办实业是需要钱的地方，捐资办学也
是需要钱的地方。这是一种没有金钱回报，
但比金钱回报更有价值的投资。”詹耀良
说，他投下的是金钱，得到的是人才，投资
的是现在，收获的是未来。

对家乡教育的投入，詹耀良更是慷慨
不吝。

1983年冬天，詹耀良回到老家白水洋
界岭村，村里的小学让他大吃一惊——简
陋的矮房没有窗户，雪后的冷风直吹正在
上课的孩子。

他当即给界岭村捐助了5万港币，建造
一所新学校。1985年下半年，学校建成，詹耀
良以其父亲的名字将学校命名为志山小学。

学校落成那天，詹耀良带上年幼的子
女一起参加。他对 7岁的儿子说，大学毕业
后要来这里教上几年书。

“虽然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来这里教
过书，但在当时，我真的很希望自己以及家
人能为改变家乡教育贡献一份力量。”詹耀
良说。

1989年，他又遵照父亲嘱托，将父亲寿
辰的礼金悉数捐给家乡的界岭小学，又捐
赠4万元建设宿舍和综合活动楼，对界岭小
学的捐赠前后达 32万元，让这所破旧不堪
的山村小学得以换新颜。

台州中学是台州最好的中学之一，培
养了很多优秀的大学生。可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学校都没有一栋像样的教学楼，校舍
十分破旧，1992年，詹耀良拿出 100万元，
以父亲的名字，建造了设备先进的志山教
学楼。

如今，台州各地很多学校都出现“志山
楼”，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是詹耀良捐建的。

几十年来，詹耀良陆陆续续地向家乡
的学校捐了 2000 多万元。2001 年设立的

“台州市优秀教师奖励基金”、2005年设立
“爱心助学基金”、2013年设立的“秀希助教
基金”、2015年出资500万元支持黄岩樊川
教育集团建新校区等，都是詹家兄弟在捐
资助学上的殷殷爱心。

（下转第八版）

乡贤詹耀良乡贤詹耀良

本报记者张 超/文 李明锦/摄

詹耀良是知名港商，又是风云浙
商，在台州，可谓家喻户晓，有口皆
碑，“最美乡贤”，实至名归。

出生于上海，4岁随父母迁居香
港，小时候并没有在台州生活过一天，
但詹耀良对家乡的情感，比一般人浓
厚、深沉。这份乡情源自父辈的言传身
教、循循熏染。他对家乡的印象，原本
是间接的、模糊的，严格意义上，家乡
之于他，只不过是个祖籍地。42年前，
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他才踏上这一
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感受到的是
真真切切的一穷二白、凋敝落后。

就像儿不嫌母贫，在利字当头的
香港社会，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打拼
出来，事业初成的詹耀良，毅然决然
地同步做家乡最需要的两件事，一是
投资办厂，二是捐资兴学。此后数十
年，他都遵循这样的商业与生活逻
辑，一以贯之地兴办实业、乐做慈善，
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增
进，做出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
既是实业家，又是慈善家，“经世致
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事功”主
张，这种催发台州当代民营经济的思
想源头，在这位港商身上，也得以完
美体现。他“居利思义，在约思纯”，他
秉持的“义”，既是“事之所宜”，更包
含着绿叶对根的深情、“游子”对家乡
的厚意。这些年，他在台州累计投资
70多亿元，其中取之于台州的收益，
悉数投资于台州，产业涵盖制造业、
零售业、房地产业、酒店业、娱乐业和
旅游业；他为家乡捐款捐资逾 3000
万元，涉及助学兴教、救灾扶困。他为
家乡人民所做的一件件一桩桩大小
事，他在家乡经商兴业的领域，创造
的诸多领时代风气之先的“第一”，看
得见、摸得着、留得下，令人感铭于
中；他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好商
家，甘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美乡贤。

法国古典作家拉罗什夫科说：
“利益使一些人目盲，使另一些人眼
明。”詹耀良无疑属于后者。他有着港
商捕捉商机的敏锐、“敢拿青春赌明
天”的冒险精神、说一句算一句的一
言九鼎的诚信品格。他叱咤商场，多
谋善断，眼光精准，富于预见，在机遇
与挑战面前表现出一种大手笔、大气
魄、大格局，每每释放出破釜沉舟的
勇气；他商德兼重，深知做生意先做
人，“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并懂得回
馈社会、报效桑梓，将“举义行善”发扬
光大，这也印证了“有道得财”的古训；
他为人处世低调务实、谦和平易、淡泊
明志，对物质生活往往限于吃饱穿暖，
达到居富而“不以物喜”的高境界，相
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关心
家乡、兼济天下的事务中。

这些身为成功商界人士所需要
的品质，渊源有自。詹耀良从小看着
父亲詹志山，为养家糊口，创业艰难，
自己也吃苦耐劳，亲身经历生计不
易。青年时与哥哥荣良办厂创业，也
尝足失败的况味，但他们在命运面
前，不低头、不服输，意志坚定，毅力
坚韧，顽强拼搏，在沉浮中愣是闯出
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终于得到时代
的垂青，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前景。
荣耀属于詹氏家族，背后是坚持不懈
的努力付出和无数的辛酸苦辣。詹家
兄弟当初的创业历程，暗合了“艰苦
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
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也为后来的

“合作、图强、求实、创新”耀达精神留
下注脚。詹耀良小时候受父亲的教
诲，加上自己年轻时的从商经历，还
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实事求是地
做好每一件事，吃亏不打紧，最要紧
的是自己能承担得起，只要一直踏实
干下去，别人自会认同我们的处事方
式。”这，已然成为他一辈子打拼商
场，取得节节胜利的圭臬和信条。

作为一名兼具港商和浙商双重
身份的实业家，詹耀良深受西方商业
伦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这两者
在他身上获得有机融合。一方面，在
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他的经商天赋得
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另一方面，在风
云激荡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他始终做
到“爱国爱港爱乡”初心不变。他利用
自己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以及自己
在港浙两地商界和社会的影响力、号
召力，借助香港浙江同乡会联合会等
平台，孜孜不倦地为内地与香港经济
文化交往，架桥梁，结纽带，做贡献。
他认为“社团不能只限于联谊”，而是
顺时应势，竭尽所能，为两地经济社
会发展，时代文明进步，做一些有益
于物质与精神提升的实事。这是年逾
古稀的詹耀良所做的另一项无价公
益事业，也可以说是他义利兼顾，讲
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做人
经商、立身处世的终极追求。

义利并举

图为近日詹耀良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