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勋始终关注传统文化的发

展与传承。多年来，旭日集团陆续

向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国际儒

学联合会、中国佛学院、嵩山少林

寺、山西省五台山普寿寺等多家

与传统文化或佛教相关的组织和

机构捐赠善款。

而他的另一类持续多年的

慈善，受惠群体是年轻人。他每

年都向公益教育机构捐助大量

资金，上世纪 90 年代是捐建希

望小学，而后逐渐细化到帮助贫

困学校升级硬件、设立多个专项

基金、为青年创业就业提供支持

等等。多年以来，杨勋以真维斯

的名义捐赠出的款项已有数十

亿元之数。

功成名就后的慷慨解囊，在

某种程度上是为弥补童年的遗

憾。时间倒推回 20世纪 60 年代，

杨勋仅仅读了 6 年小学就被迫离

开校园，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开始

考虑如何维持生计。杨勋的早熟

与早慧从十三四岁就显露端倪，

他发誓将来一定不让家里再这么

贫穷，“人家不干的东西我干，我

不光要干得比别人多，还要比别

人好。”

少年时期的艰苦生活或许塑

造了杨勋坚韧的性格。怀着改变

全家境遇的梦想，他 20 岁那年从

惠州来到香港。

40 平米有多大？对于杨勋而

言，香港仿佛是被折叠多层的世

界。40 平米的落脚之处挤挤攘攘

住了 16 个人，“过道只能侧身，晚

上把桌子拆了才能躺着”，丝毫不

亚于从前割草卖柴火的困难。眼

前的景象与“香港遍地是黄金”的

传说仿佛两个世界，“回家”这个

想法刚一冒头便被杨勋抛到脑

后，“别人能成功，凭什么我不

能？”

选择直面困难，令他此后五

十年的人生与中国的时代浪潮紧

密相连。来到香港两年后，23 岁的

杨勋常常一天在三个工厂干活，

凭借一股韧劲从熨烫工人做到领

班再到厂长，随后和哥哥杨钊一

起用积蓄创办了一家近千人规模

的企业，名字叫“旭日”。此后的半

个世纪，“旭日”从一家成衣加工

厂发展成集团公司，成为首屈一

指的服装业巨头。

杨勋靠“旭日”实现了告别贫

穷的梦想，物质的富裕却并没有

让他过上挥霍和享受的生活。早

在白手起家之初，他就在思考物

质与精神的关系，“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几个亿的财产。但人一

辈子可以花多少钱？我要这么多

钱来干什么？”

接触佛教之后，他得到了新

的启发。佛家讲求“布施”与“供

奉”，杨勋谦卑地将自己几十年来

坚持的公益慈善称为“供养”，坚

信把自己的财富“供奉”给大众，

能够获得福报。

故而杨勋从不是一个贪图享

乐的“富人”。在旭日集团向社会

捐赠几十亿元的背后，杨勋的生

活朴实得近乎严苛。佛家凡事皆

要“定”，打坐要定，做事要定，生

活也要定。杨勋的生活里没有娱

乐休闲，他常年茹素，作息规

律———7 点起床，做 2 个小时功

课，10 点上班，20 点下班，给每个

小时都分配了明确的任务。自从

信佛以来，他仿佛一名苦行僧，工

作多年只有一天因病没有上班。

他的日历表上被开会、巡店等各

项事务排满，不留一丝空隙。他

说，“我活着并不是为了享受。”

他积极投身公益慈善，原因

是杨勋投身商海多年以来一直坚

持的信条———穷则独善其身，达

则兼善天下。《善生经》告诉他，释

迦牟尼佛的修行便是如此，不仅

为自己，更加为众生。杨勋这样解

释“独善其身”：“我先把我的企业

管好，就是给社会作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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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四十多年前被迫将

生产线转出海外之时，杨勋就

感到，与西方国家的交易压根

没有公平可言。

愈是在贸易倾轧下受难

重重，对东方文化的认同感就

愈强烈。杨勋的家国情怀，就

源于他挨个劝说员工跟他一

起去孟加拉开疆拓土的那个

夏天，源于真维斯的鲜亮色彩

席卷内地时给人们带来的惊

艳，源于从改革开放到经济腾

飞，这个国家给每个民众带来

的切身幸福感。

“文化认同是我们的底

线，”杨勋说，“物质文明是为

了生存，但精神文明是为了我

们的幸福。”

杨勋所崇尚的精神文明，

是一种集体至上的责任感。热

忱参与到犍陀罗艺术展当中，

也有这样的考虑。“对国家来

讲，这是中巴两国之间‘一带

一路’倡议层面的交流。除了

商贸的、物质的，更是文化艺

术的、精神文明的创新。”无论

作为佛教信仰者，传统文化的

传承推动者，还是国家战略的

积极响应者，杨勋都认为自己

责无旁贷。

杨勋自己的人生，也活成

了一道光。歌德说，“色彩是光

的业绩，也是光的苦难”。杨勋

的色彩复杂而厚重，它融合了

童年的困苦，青年的坚持，苦

行与磨砺，兼善天下背后的家

国情怀与幸福感，和他坚持了

半个世纪的事业给予他的风

光与低谷。他不断地把自身这

道光投射出去，投射给品牌、

给行业、给佛教文化、给传统

文化、给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

越期待自己这份家国情怀的

文化认同能够根植到当下的

年轻人心里。从 2004 年开始，

他在全国各地高校做了超过

200 场演讲。

“什么是文化？”杨勋常在

演讲时说，“文化就是一种习

惯，家国情怀，就是我们这个

年代人的习惯。”

（阮白卿 来源：《南方人物

周刊》）

犍陀罗，公元前 6世纪即已存在的南亚次大

陆国家。

这里是丝绸之路连接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枢

纽，地中海文明、中亚草原文明和印度文明的交

汇之地，多元文化在此激烈碰撞、融汇衍生，奠定

了犍陀罗成为世界宗教中心之一的地位。

2023 年 3 月，来自巴基斯坦的 173 件珍贵文

物长途跋涉抵达中国，与故宫博物院的部分馆藏

文物共同展出，向民众展示犍陀罗文化的艺术魅

力与辉煌。

这个自 2019 年就开始筹备的文化交流项目

几经推迟，终于在暖春之际落地北京。作为展览

的特别支持方，旭日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真

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勋在致辞中

表示：“犍陀罗艺术展览不仅为两国人文交流、旅

游合作和文化对话注入新动力，也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

谐世界。”

这是杨勋多年关注传统文化的肺腑之言，也

是他从香港白手起家打拼半个世纪后的总结陈

词。从牛仔裤到传统文化，看似不相关的两条线，

在杨勋身上交汇。当这位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屡次

历经浮沉的企业家谈及他多年来涉足的文化和

公益事业，“家国情怀”成为他提及最多的一个

词———“推动文化，就是推动整个文明社会的发

展”。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广东顺德迎来了一家来投资建厂

的香港企业，正是杨勋与哥哥杨

钊创建的旭日集团，这也是在内

地建立的第一座成衣制造厂。

集团发展确如旭日，承接了

大量来料加工业务，最风光时，菲

律宾出口到美国的裤子，每三条

中就有一条产自旭日。

但旭日并非一路高歌。在中

国市场化经济体制建立直至腾飞

的几十年中，杨勋和旭日共同经

历了数次沉浮。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出口商

品普遍走的是劳动密集型路线，

很快以低廉的价格占领了西方市

场，于是美国以配额制度限制进

口。杨勋从商生涯的首个危机发

生在 1986 年，这一年 5月，旭日就

用光了一年的配额，工厂面临全

面停工。

“很现实的问题，工厂 7 个月

不干活，你不就要垮台么？”

然而接到的订单必须准时交

付，否则客户就会永久性流失，旭

日集团毅然决定把产线转移出

国。杨勋亲自到东南亚尝试外拓：

孟加拉、菲律宾、越南、缅甸……

不仅工厂要从零开始重新搭建，

技术人员也要跟随转移，手把手

教当地工人怎么操作。

现在想来，杨勋觉得当时自

己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如果不

行，这个企业就要倒闭了，倒闭会

有多少人有问题，你有退路吗？”

度过首次危机的旭日，尽管规

模仍在扩张，却令杨勋时刻感

受到不安。如果永远做基础的

来料加工生意，总有一天会被

成本更低廉的工厂替代，要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葆有活

力，只有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旭日集团收购了一家澳洲

服装品牌的所有股权，并围绕

它打通了一条完整的工贸销链

条。1993年，上海南京东路，旭

日集团的第一家品牌专卖店开

张。和统领街头着装的蓝灰黑

色系截然不同，这里陈列的是

新潮的网格牛仔裤和色彩鲜明

的T恤衫，打破了人们被长久

禁锢的想象力，也给整个服装

产业带来了震撼与启发。尽管

在工资七八百元的年代，一条

牛仔裤要花去近半个月的收

入，年轻人仍然趋之若鹜。

这家服装店，就是此后 30

年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真维斯。

以引领潮流为定位的真

维斯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填补

了中国休闲服装时尚的空白，

但没几年就遭遇重挫。1997 年

亚洲金融危机，经济衰颓，真

维斯连续两年业绩增长乏力，

“百市千店”的布局下却是真

实的销售瓶颈：“潮流”意味着

高昂的价格，但一轮尝鲜过

后，消费者难以为继。

杨勋斟酌再三，还是推动

了真维斯的亲民化，牛仔裤被

降到百元以下，T 恤三十元一

件。但产品的质量绝不能因此

打折。从名牌到民牌，“我们既

要涵盖名牌的舒适与体面，又

拥有亲民的价格，让人有物超

所值的感觉”。

大众消费得起了，品牌的

触角就伸得更广，市场探得更

深。在许多人眼里真维斯是一

个“千禧年”前夕的标志，但对

杨勋来说，他的人生至此时已

经上下颠簸了许多个来回。中

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对他影

响颇深，“飘风不终朝，骤雨不

终日”，商场浮沉难免，但他心

态极好，相信总会否极泰来。

旭日和真维斯，是陪伴了

杨勋一生的符号，嵌在他个人

身上的标志。他深深地把自己

和这家企业、这个品牌融合，

真维斯跨过的每个沟坎，也是

他自己人生中的波澜。

“人总要穿衣服，这是刚

需。你的产品不好，消费者才

会抛弃你，那你就要找出自身

的问题。”

消费者的习惯已然发生巨

变。互联网时代，真维斯也完

成了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秉

持的核心仍然是“物超所值”，

要令客户在线上和线下是同

样的感受。杨勋不喜欢为了冲

高交易额而在线上清仓销售

库存，“我们减少了陈列、租

金、人工，就要让顾客买到比

库存价值更高的现货”。

线上转型非常成功，2022

年，品牌仅线上的销售额就达

到 23 亿元，这几乎是上一年

的 2倍。

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

文化是一种习惯

真维斯董事长杨勋作为捐赠代表发言

多年来，杨勋和真维斯捐赠了许多公益教育机构

年，真维斯在国内的第

一家品牌专卖店在上海南京东路

开店

时代浪潮中，旭日亦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