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产品，陪伴一代代人成长
虾条、洋葱圈、田园薯片等

“上好佳”食品是不少人心中的童

年记忆，其创始人正是施恭旗。

施恭旗出生并成长于菲律

宾。1946 年，他的父母在马尼拉

开设了一间小型的家庭手工作

坊，以包装玉米淀粉和咖啡为主。

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作为家中

长子的施恭旗脚踏实地，学习如

何打点生意，成为父母在事业上

的得力帮手。

1966 年，手工作坊扩转为菲

律宾晨光有限公司，主要代理销

售淀粉、咖啡、糖果等食品。1974

年，公司进军休闲食品领域，并自

创“Oishi（上好佳）”品牌。“品牌

巧妙契合了闽南语中‘最好吃’的

译音，中文名也表达了‘最优秀’

‘质量最佳’之意。”施恭旗坚信，

经商之道在于信誉和口碑。“坚持

生产良心产品、放心产品、信心产

品是引领企业不断发展前进，赢

得市场认可的生意经。”

从上海出发，走向世界
20 世纪 80 年代起，施恭旗

多次考察中国投资环境，最终将

目光投向上海。年少时，施恭旗喜

欢的许多影片都是以上海滩为背

景拍摄的华语电影，让他心中对

上海充满向往，而改革开放带来

的机遇，让他对上海的发展潜力

极具信心。1993 年，施恭旗与上

海市食品杂货总公司、上海虾片

食品厂签订合作协议，生产膨化

食品，后又创建上好佳(中国)有

限公司，1994 年 10 月正式投产。

“万事开头难，扎根上海经

历了一段难忘的奋斗时光，也见

证了改革开放为企业发展带来的

机遇。”施恭旗表示，上好佳在包

装设计上不断推陈出新，积极探

索并优化营销策略和管理模式，

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随

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进

程，上好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以上海为起点，上好佳已在

江西、江苏、山东等地设立了 10

多家生产基地，陆续在越南、缅

甸、泰国、印尼、柬埔寨等国家设

厂拓展业务，从一个生产休闲食

品的企业，成长为多元化的跨国

食品集团。

近年来，上海不断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也为上好佳的发展带

来更多可能性。施恭旗表示，上海

的新发展将为上好佳提供更为广

阔的舞台。上好佳正不断聚焦新

质生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品、

生产更加绿色健康的食品方面，

给广大消费者更美好、更健康的

体验。

热心公益和交流是责任
华侨华人是连接中国与世界

的桥梁，有着血缘相亲、文化相通

的独特优势。施恭旗的祖籍是泉

州晋江，他说：“吃苦耐劳、团结拼

搏、敢闯敢干的晋江精神一直激

励和指引着我。”在经商的同时，

施恭旗热心公益，积极为中外交

流牵线搭桥。

施恭旗于 1997 年、1998 年获

上海市政府颁发“白玉兰纪念

奖”。2005 年，被授予“上海市荣

誉市民”，这是上海为来沪投资有

突出成就的海外人士所设立的奖

项。2008 年，施恭旗获颁中国民

政部“中华慈善奖”。

饮水思源，回馈社会是施恭

旗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初衷。多年

来，他慷慨解囊，向慈善机构伸出

援手，致力于扶贫义诊、关怀贫

童、扶助贫民等公益事业，在地

震、雪灾等自然灾害发生时，他总

是第一时间捐款捐物，用实际行

动传递温暖与希望。

多年来，上好佳积极推动菲

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促

进两国民心相通。通过上好佳的

牵线搭桥，促成了菲律宾和中国

之间多个友好省份的缔结。“推动

中外民间友好交往早已融入了我

的血液里，现在我的孩子也传承

了这份责任。”施恭旗说。

（金旭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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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起高高的发髻，穿上红、

黄、绿三色的唐制襦裙，手拿笛

子、琵琶、竖箜篌等民族乐器……

女孩们“化身”唐朝少女，在匈牙

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家博物馆前

跳起中国古典舞《唐宫夜宴》，向

观众们演绎千年前的古老东方故

事。

这是日前上演在霍普·费伦

茨亚洲艺术博物馆内的灵动一

幕。

参加表演的女孩们来自匈

牙利中德实验学校，近日，她们

受邀前往霍普·费伦茨亚洲艺术

博物馆进行了一场中国古典舞

表演。表演包括《唐宫夜宴》《采

莲》和《春雨》三个节目，其中，

《唐宫夜宴》的反响最为热烈。

匈牙利中德实验学校校长赖

华说，从分解练习到合成排练，学

生们花了半年左右才将《唐宫夜

宴》的节目练习到可以登台演出

的水平。

事实上，作为主要在周末办

学的华文学校，匈牙利中德实验

学校只能安排学生们在文化课后

的兴趣班上排练舞蹈，“半年登

台”对于年纪尚小的孩子们来说

并不容易。

“上完中文课、数学课和德语

课，学生们只有 15 分钟的时间换

上练功服、做好舞蹈课前准备，接

着练习一个半小时。”赖华说，这

次参加表演的学生年龄从 6岁到

14 岁不等，都是生活在匈牙利的

“华二代”“华三代”。

在匈牙利中德实验学校，除

舞蹈外，学生们还有书法、国画、

编程等其他兴趣班可以选择。谈

及学生们为何选中颇为辛苦的舞

蹈班，赖华称，这都是因为喜欢和

热爱。

“在以往的演出中，学生们也

有一些中国传统服饰的演出服，

她们会在平时上学时，穿着这些

演出服去匈牙利的学校。”赖华

说，学生们很愿意展示自己身上

源自中华文化的美，有的学校也

会在网上发布学生们参加舞蹈比

赛的照片。

赖华介绍说，《唐宫夜宴》的

整套表演服装都来自中国，要经

过两个月的漂洋过海，才能来到

匈牙利。学生们第一次见到唐朝

的服饰，不免感到新奇。“她们

会问为什么要穿让人看起来变

胖的衬裙，我们就会给她们讲些

唐朝的故事和当时的审美潮

流。”赖华说，参与《唐宫夜宴》

表演的学生年纪大些，古典舞基

础更好，也能更好地消化舞蹈的

文化背景。

“我告诉孩子们，表演的时

候就把自己当作博物馆里的文

物，它们突然有了生命，要把上

千年前的美好故事通过舞蹈展

现给现在的人们，她们一下就能

理解到那个感觉。”赖华表示，

学生们从小学习古典舞，身法、

身韵、气息等基本功已经十分扎

实，也能够在舞蹈中更好地理解

中华文化。

早在今年初，匈牙利中德实

验学校就收到了霍普·费伦茨亚

洲艺术博物馆的古典舞表演邀

请。

赖华介绍，霍普·费伦茨亚洲

艺术博物馆汇集了来自中国、日

本、印度、尼泊尔、韩国等亚洲地

区的文物，馆方在开展相关研究

的同时，还不定期举办相关展览

等活动。匈牙利中德实验学校的

学生们就在表演后，跟随讲解人

员参观了正在展出的古犍陀罗文

物。

“我们的学生从小就生活在

跨文化环境中，在这样的背景下，

接触更加多元的文化不仅能帮助

他们厘清自身的身份认同，也能

够丰富孩子们的艺术感知力和日

常思维方式。”赖华说。

在霍普·费伦茨亚洲艺术博

物馆的花园中有一道“中国门”，

据说是由霍普在中国订制的砖瓦

修建而成的，门上楹联写道：“门

前喜气三千尺，户外春光十二

时”。参观结束后，赖华组织学生

们在这道“中国门”前拍摄了合

影。

“文化艺术的融会贯通不囿

于形式和时空，就像学生们能在

古典舞中更好地领悟中文，也能

在如今的布达佩斯见证一百多年

前一位匈牙利人对中华文化的热

爱。”赖华说。

（门睿来源：中国侨网）

“这是一份崇高的殊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菲律宾著

名华人企业家、上好佳集团董事长施恭旗荣获 2023 年度中国政

府友谊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如是说。

施恭旗张明 /摄

第四届进博会“上好佳”展台设计成菲律宾马尼拉市唐人街。受访者供图

匈牙利中德实验学校学生在霍

普·费伦茨亚洲艺术博物馆表演古典

舞《春雨》。卡普拉尔·巴拉兹 /摄

匈牙利中德实验学校学生在霍普·费伦茨亚洲艺术博物馆聆听讲

解。卡普拉尔·巴拉兹 /摄

匈牙利中德实验学校学生在霍普·费伦茨亚洲艺术博

物馆“中国门”前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匈牙利中德实验学校学生在霍普·费伦茨亚洲艺术博物馆表

演古典舞《唐宫夜宴》。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