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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匈牙利首都和最大城市，布达佩斯是一座历

史古城，多瑙河如一条蓝色丝带穿城而过，将城市分

为布达和佩斯两个区域，也为布达佩斯带来“东欧巴

黎”和“多瑙河明珠”的美誉。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第一批中国商人

抵达布达佩斯。当时正值匈牙利转型时期，商业机会很

多，中国商人从做小商品贸易起家，逐步在当地打开局

面。

叶小荣正是匈牙利第一批华商的代表。他们几十

年来在当地探索转型，几次将旧工厂“变废为宝”。

老桥梁工厂“变身”大型批发商城

1999 年，叶小荣离开

家乡浙江青田，先去了一

些西欧国家考察，最后选择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落脚。

“当时我只带了 1000

欧元，在四虎市场对面的

一个小工厂摆摊做牛仔裤

生意。”叶小荣说，那时的

摊位是用破铁皮搭的，只

有七八平方米的空间，条

件非常艰苦。

四虎市场是最初华商

摆摊的地方，1993 年由一

家匈牙利地产公司建造，

是个由集装箱铁皮棚屋组

成的露天市场。档口通常

是两个铁皮柜摞到一起，

底下卖货，上面存货。档口

夏不透风冬不保暖，环境拥

挤杂乱，总是人挨人、人挤

人。

四虎市场的生意一度

非常红火，那时候匈牙利

缺乏轻工业产品，来自中

国的服装、日用品、小饰品

等成了紧俏货，许多华商的

“第一桶金”都来自这种“练

摊”的经营模式。

为改善经营环境，匈牙

利华商于 2004 年在四虎市

场对面买下了一座废弃的

铁路桥梁工厂，并将厂房分

割改造成一个个店面，形成

一个名为欧洲广场的新市

场。

在叶小荣的印象里，欧

洲广场总是一派繁华景象，

连绵不断的档口、五颜六色

的招牌、狭窄热闹的走廊、

琳琅满目的货架……处处

洋溢着浓厚的商业气息。

欧洲广场发展成华商

聚集的大型批发商城的同

一时期，匈牙利还形成了中

国商城、亚洲中心等华商集

中的市场，形成了“进口—

批发—零售”的一条龙产业

链。这些市场不仅服务匈

牙利，周边一些国家的商人

也来这里进货。

废弃垃圾场“蜕变”建材中心

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多

瑙河东岸的一片繁华地

带，有一条独具特色的唐

人街。不同于其他国家历

史悠久的唐人街，这条唐

人街还很“年轻”，建成仅

16 年，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和热闹的商业活动闻名。

2008 年，匈牙利华商

宋万军联合多家房地产公

司和商贸公司投资建设了

唐人街一期工程，叶小荣

也参与其中。一间间优质、

美观、环保的商铺建成，为

华商营造全新的经商环

境。很多华商陆续搬到唐

人街经商，经营范围涵盖

服装鞋包、家纺家电、家居

用品等，还有餐饮、宾馆、超

市、律所、诊所、学校等。

那时叶小荣的事业已

经步上正轨，在唐人街经

营超市、宾馆、百货、服装等

生意。“2012 年开始，受欧

洲经济环境影响，百货等传

统领域利润下滑，大家开始

转变经营策略，进军建材、

物流等领域，我也开始找新

的方向。”叶小荣说。

在考察了匈牙利及周

边国家的建材市场后，叶小

荣观察到，优质建材产品稀

缺且价格很贵，由此他发现

商机，决定开一家建材中

心。建材需要方便运输，所

以最重要的就是位置，他看

中了位于布达佩斯十区巴

尔干街的一处废弃垃圾场。

叶小荣找到匈牙利的

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推介将

废弃垃圾场改造为建材中

心的项目，起初进展并不顺

利，对方完全不感兴趣。叶

小荣没有放弃，他与合伙人

一道多次向对方详细阐述

项目构想，终于打动他们。

2014 年 8 月，唐人街

建材中心动工，并于 2015

年 1月投入使用，占地 6.5

万平方米，是当地最大的

华人建材中心。2017 年 1

月，“中欧陆海快式联运”开

通，从中国宁波发出的货物

经过海运来到希腊比雷埃

夫斯港，再由集装箱列车

运抵布达佩斯。这让叶小

改造旧灯具厂探路“新零售”

在布达佩斯十区，一座

名为富利购物广场的“新

零售”商贸综合体今年 5月

投入使用，其外观颇具现代

感，内部商铺布局合理、错

落有致。这里原本是个废

旧灯具场，叶小荣团队用

三年改造，使其“变废为宝”

实现华丽转身。

富利购物广场将电子

商务与线下商业相结合，

集仓储、物流和零售于一

体，还拓展了社交、教育文

体、餐饮娱乐等多元化商

业形式。

以前匈牙利华商的主

要经营模式是批发和零

售，近几年欧洲电商市场

火热，当地人的消费习惯

明显改变，很多人热衷线

上购物，华商的传统生意

越来越难做。叶小荣说：

“即便老一辈华商难以理

解电商的概念，也必须要

转变观念。”

何为“新零售”？叶小荣

举例，富利购物广场一期工

程内有一间大型的多瑙百

货超市，不同于其他华人

超市，这间超市有一个大

型货仓，顾客可以在线下

选购，也可以在网上下单，

商品通过电商物流渠道销

售到其他欧洲国家。

目前富利购物广场入

驻商家有两三百家，每间

店铺至少有 200 至 300 平

方米，最大的店铺面积达

8000 平方米。广场将当地

的零散华商集中起来，为

大家提供了更好的创业平

台和发展空间。华人商家

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家居用

品、服饰鞋帽、数码家电等

产品，这些产品大多是华商

自己建立的工厂生产的。

国内的知名电商平台

和快递企业也将分公司和

仓库建在富利广场，广场可

以提供出货和退货服务。

“以退货为例，顾客退掉的

商品也会寄到这里，相当于

一个售后服务平台。目前

我们存在的困难在于当地

物流时效比较慢，广场也准

备与国内的物流企业合作

提高物流效率。”叶小荣说。

与早年间不同，进驻富

利购物广场的华商有了新

的经营理念。叶小荣说，如

今大家不再依赖低价策略，

致力于打造自己的品牌，不

断提升产品质量，品牌化的

趋势已经渗透到日用百货

和休闲餐饮等方方面面。

他表示，华商也更注重

品牌宣传、店面展示以及

售前售后服务，华人商铺

过去往往不太注重装修，商

品上架就直接销售，现在

大家会投入资金使其变得

更加美观，摆脱廉价快捷

的标签。

“刚来匈牙利的时候，

华商们在拥挤逼仄的市场

里摆摊，销售廉价的小商

品，那时候没有什么社会地

位可言，时至今日华人形象

已显著提升，融入主流社会

的步伐也在逐步加深。未

来我们也将不断探索转型

与创新，力求开辟更多可能

性。”叶小荣说。

（吴侃 来源：中国侨网）

荣非常惊喜，他说，有了这

样快速的物流，建材中心

的货源更有保障。

“我们的经营范围涵盖

瓷砖、卫浴、灯具等，10%的

产品在匈牙利本地销售，

90%的产品远销至斯洛伐

克、德国、奥地利、捷克等欧

洲国家。”叶小荣说。

为了更好地满足当地

消费者的需求，叶小荣还

邀请欧洲设计师参与设

计，推出了符合欧洲人审

美偏好的灰色、米色调产

品，这些产品外观时尚、质

量上乘，受到消费者青睐。

叶小荣在布达佩斯唐人街经营的熊猫超市。（受访者供图）

顾客在多瑙超市选购商品。（受访者供图）

富利购物广场外景。（受访者供图）

到马六甲来一场中马文化游
坐落在马六甲海峡一侧的古

城马六甲，总是一番热闹景象。即

便是在雨季，这里依旧熙熙攘攘。

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中国游客，

或漫步于马六甲河畔，或穿行在

街市巷弄之间，感受这座城市深

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文化交融的

独特韵味。

历史上，马六甲是东西方商

品交易、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明

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

节马六甲的故事，广为人知。如

今，历史记忆与现代风貌交相辉

映，大批中国游客前来探访郑和

遗迹，体验中国文化“出海”的别

样魅力。

“小时候学到郑和下西洋的

历史，就像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总想到马六甲看看。”在马六甲郑

和文化馆，杭州游客王霖表示，今

年恰逢中马建交 50 周年，免签政

策让他能够顺畅入境马来西亚，

完成儿时心愿。“历史课本里的故

事如今出现在眼前，我真切感受

到文化交流如同纽带，加深中马

两国之间的联系与理解。”

自去年 12 月中马两国实施

签证互免政策以来，两国人民交

流互动日益频繁，跨境旅游从过

去的“凤毛麟角”变成如今的“说

走就走”，更从以往的“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看”变为如今的文化深

度游。今年前 10 个月，到访马来

西亚的中国游客超 250 万人次，

马方赴华游客达 108 万人次，实

现双向奔赴。

“很多游客不再只是观光旅

游，而是进行文化深度体验。”多

年来致力于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

马六甲郑和·朵云轩艺术馆馆长

黄文庆介绍，近年来，马六甲举办

许多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活动，

如推广郑和文化、峇峇娘惹文化

以及赛龙舟庆端午等民俗活动。

“中国文化‘走出来’，与本土文化

融合，吸引大量中国游客前来，深

度体验这种‘美美与共’的文化之

旅。”黄文庆说。

在以鸡场街为中心的马六

甲历史城区，各具特色的骑楼、

商铺林立，这里不仅是郑和驻扎

马六甲时设立“官厂”的所在地，

也是早期华人迁居南洋的落脚

点。漫步骑楼间，不时有三两名

擎着纸伞、穿着娘惹服饰的游客

走过。“马六甲的‘小娘惹’文化

与中国渊源颇深，我在地理书和

电视上都看到过，来到这里旅

游，就是想亲身感受一下这份独

特的文化。”来自福建的游客李

婷说。

峇峇娘惹，是指当时迁居马

六甲的华人与当地居民通婚而形

成的族群，男性后代称为“峇峇”，

女性后代则称为“娘惹”。随着族

群不断发展壮大，峇峇娘惹在保

留中华传统习俗的同时吸收马来

人的文化，形成独特文化体系。在

饮食、语言、服饰等方面，峇峇娘

惹成为中马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

要象征。

“越来越多的游客寻找娘惹

餐，想亲自尝试。”在马六甲鸡场

街的小娘惹餐馆，店主黄露丝介

绍，很多游客了解到峇峇娘惹文

化后，也想品尝一下娘惹菜的味

道。“我是第五代娘惹，特别希望

能把正宗的娘惹菜分享给大家。”

黄露丝说，“娘惹餐融合广东、福

建的烹饪风格和马来西亚的本地

特色，味道很特别，甜中带酸、酸

里有点辣，很多游客尝过后都还

想再吃。”

岁末临近，新春将至，马六甲

也将换上新春装扮。谈及明年，颜

天禄充满期待地说：“2025 年是

郑和下西洋 620 周年，也将是鸡

场街连续第 35 年举办迎新春活

动。相信丰富的文化活动将吸引

世界各地游客，前来马六甲感受

当地的春节氛围。”

（王嘉伟 李奕慧 来源：人民

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