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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实际上是做“三态”

珊丽娜：浓浓的盘扣爱 不减的中国情

说起盘扣，对于热爱潮流服饰的年轻人来说或

许已经陌生，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服装旗袍来说，盘

扣可谓是一件旗袍的精髓。张爱玲曾说过：“细节

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盘扣，正是因其

细节的精致给旗袍添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记者采访了被称为“盘扣皇

后”的珊丽娜女士。盘扣，最早出现在元朝，后来又在

旗袍、马褂等中式服装上广泛使用，之所以称之为盘

扣，是因其由手工盘制而得名。随着时代的变迁，盘

扣成为几乎快被人们遗忘的记忆，同时，盘扣这一古

老的制作技艺也几乎濒临失传。而如今，它们却在

珊丽娜的手中大放光彩，濒临失传的盘扣制作技艺

也重新“活”了过来。复活传统技艺，对于珊丽娜来说

不单单是种兴趣，更上升为一种责任。透过那一枚

枚形态各异、工艺奇巧的盘扣，可以感受到珊丽娜与

盘扣这一中国传统工艺之间的深厚情感。

据了解，在这些年里，她与徒弟共同创作的 157

个系列的 2418 枚盘扣在 2008 年 6 月被列入“大世界

吉尼斯”记录，并已获文化部门批准，成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

因故乡情开始寻觅传统

珊丽娜是一位旅居德国多年的上海女子，尽管

是一位“欧洲媳妇”，但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服饰

却有着难以割舍的爱。她告诉记者，与旗袍的结

缘，是因为她曾经所从事的职业。

20 世纪 80 年代，珊丽娜曾是一名演员，当时，她

所饰演的角色都是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名媛，而旗袍

则成为角色所必须的“道具”。正是由于那时与旗

袍的频繁接触，渐渐地，她爱上了旗袍。后来，她远

嫁德国，虽然身在国外，但却忘不了家乡的一切，反

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加怀念。在德国的这些年，

每当出席一些宴会时，她都会穿上旗袍。每次回国

探亲，她也都会做几身新旗袍。就这样，她的家里

俨然变成了一个旗袍博物馆。

因为对旗袍的热爱，她便开始研究起了旗袍。

其中，在旗袍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盘扣成了她着重研

究的对象。珊丽娜说，“每一次打量不同款式的旗袍

时，我总会注意到旗袍上的盘扣，旗袍风韵雅致，盘

扣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我发现，当时盘扣的

样式都比较单调，使旗袍少了那么一点生气。”此后，

她的兴趣从旗袍转向了盘扣。得知盘扣主要流行于

中国和东南亚一带，她还曾只身跑到东南亚收罗。

因为热爱 所以执着

珊丽娜对盘扣的热爱是执着的。也正是因为这

样一份执着，1998 年，珊丽娜在说服丈夫后，毅然回

国，将积攒下的 20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在上海开起

了自己的工作室，专门研究盘扣与中式服装的制作。

既然要研究，首先得学习。回到上海后，珊丽娜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则是无法找到一位精通于盘扣制

作的老师父。其实，对于一门即将失传的传统制作

工艺，想要找师父学习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珊丽

娜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珊丽娜经人牵线，到常州请来一位 80 多岁的盘扣制

作技艺传承人，开始拜师学艺，从最简单的扣缘学

起。“盘扣漂亮，做起来绝不轻松，引线、拉实，做久了

手指会发酸、指甲会生疼”。珊丽娜说，“我跟着师父

学习了两年多，终于掌握了传统的手工技术。”

创业总是艰辛的。由于珊丽娜将很多的精力

和资金投入到了盘扣上，已严重影响到公司的经

营。“一对盘扣，我们需要四天的时间制作完成，所

以价格一般卖得都较高，当一对盘扣的价格比定做

这一件衣服还要贵时，顾客是不愿意花这个钱的。

因此，我们那时的经营也比较困难。”回想起创业之

初，珊丽娜对记者表示，“2001 年那会儿，我们连续 5

个月都发不出工资，员工们就急了。有人给我写了

一封信，他说，你作为企业的策划者，等于是一个船

长，我们这些船员是跟着你的。”这封信对珊丽娜的

触动很大，原本，她一直认为人就应该做想做的事，

不能仅仅是为了赚钱，但看了这封信后，她感到自

己责任重大。为了公司的生存，珊丽娜开始做别的

生意赚钱。渐渐地，珊丽娜终于熬了过来。

实际上，像盘扣这样的民间手工艺，大多面临

投入大、收益小、难以批量生产的问题，不少手工艺

的失传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所致。尽管盘扣的制作

很辛苦，对盘扣的传承也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她从

未放弃，就这样，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对盘扣的热爱感染了家人

对于盘扣的制作，珊丽娜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传

统工艺的继承。在掌握了传统图案后，珊丽娜又在

传 统 中 融 入 了 时 代 的 气 息，制 作 出 了 如“ 百 鸟 朝

凤”、“龙凤呈祥”、“寿字盘扣”、“蝴蝶盘扣”等各种

新样式的盘扣。“别小看这盘扣，其钩织精巧细腻、

构思独特，每个盘扣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中华民

族 的 特 色 绝 技，值 得 传 承 弘 扬，更 值 得 向 世 界 展

示。”珊丽娜骄傲地说，“我的这些盘扣，市面上一枚

相似的也没有。”

珊丽娜有两个女儿，她说，女儿原来特别不屑

于她迷恋的盘扣。不过，随着对中国文化的逐渐了

解，两个女儿明白了每个盘扣图案的寓意。现在，

两人也迷上了盘扣，并且都在学习着盘扣的制作。

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如今，盘扣在珊丽娜的手里已经成了工艺品，

她制作的盘扣还在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上展出，前

来参观的各地观众无不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

到自豪，外国友人更是纷纷翘起大拇指啧啧赞叹。

珊丽娜表示，她早就想带着自己的收藏走出国

门，现在，她已经如愿以偿了。对于盘扣的推广，珊

丽娜还有着更多的计划。她告诉记者，她正筹备在

北京、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展览，目前，展览的各项筹

备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中。她还打算，在国内外以

家庭博览馆的形式展出后，将这些盘扣全部捐赠给

国家博物馆，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盘扣。

当畅想起盘扣发展的未来时，珊丽娜表示，她坚

信，盘扣一定能被社会广泛接受，因为它不仅有实用价

值，更具工艺价值和收藏价值。珊丽娜还希望有一天

能把全部展品捐给国家，建一个中国的盘扣博物馆。

人物简介：珊 丽 娜·岚 樱

媛，德籍华人。痴迷盘扣的她

耗时 11 年，将已濒临灭绝的传

统 盘 扣 技 艺 传 承 下 来 。 如 今

已 是 上 海 湄 梅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的 她 成 了 设 计 制 作 盘

扣 款 式 、数 量 最 多 的 人 ，曾 荣

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焦点人物

今天的商界，所有人认为商人就是唯利是图的。我

们这一代商人，一定要改变这个形象。如何改变？我们

感恩、敬畏、团结。

我们今天对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并不亚于任何一

个政府官员、任何艺术家、建筑师，我们通过自己的行

动 改 变 社 会 对 我 们 的 看 法 。 其 实，看 法 好 坏 不 重 要，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真正地促进这个社会的发展。

我今年关注最多的是生态系统，包括两个生态：第

一是自然生态，长江、黄河、水、森林的环境。这些被

破坏了，再建是很难的。原始森林和人工林对大气的

处 理 能 力 是 完 全 不 一 样 的 。 等 绿 色 环 境 完 全 被 破 坏

了，我 们 再 后 悔 就 晚 了 。 我 们 今 天 要 反 思 的 是，我 们

可 以 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让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同 时，也 能

让 环 境 更 好 。 第 二 个 是 商 业 生 态 。 从 富 士 康 事 件 到

国美股权斗争，到 360 和腾讯互斗，我们今天的商业生

态也在发生激烈的改变。简单地讲，企业家要存感恩

的心态，做事业是一种姿态。

所以，做企业实际上做的是生态、姿态和心态。21

世纪，企业真正要做的是做好企业。做好企业，是有幸

福感的。什么是好企业？客户满意、员工幸福、股东放

心。企业做得大未必是好事，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

痛苦。做好企业，一个优秀企业才是持久的。当你看到

员工满意的笑脸，看到客户满意地离开你这个地方，股

东对你的信任越来越大时，这就是好企业。

天在变。我们自己要比天变得更快，预测到未来可

能会怎样。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机会。

总裁论道

■ 马 云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用心去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最完美的。”美国法拉

盛华商会理事长、美国艾利斯岛杰出移民奖得主徐朱留

弟近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表示，“时间和机会也永远不

等你，你应该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

在当天的“华商领袖·清华讲堂”上，徐朱留弟以“在

纽约白手起家：巾帼草根成功启示录”为题，分享了她在

美国近 40 年艰辛创业的成功历程。她说：“我是一个平

凡的女人，希望通过我的故事，让大学生们知道如何经

过磨练成为有成就的人。”

“ 只要有毅力和信心，肯定能渡过人生最困难的

时期。”徐朱留弟介绍说，1975 年，她带着 4 个孩子和 5

皮 箱 家 什 及 2000 美 元 从 台 湾 到 纽 约 与 丈 夫 团 聚，当

时，一 家 6 口 租 住 在 30 平 方 米 的 公 寓 里，80% 的 家 具

是 从 外 面 捡 来 的 。 她 在 家 一 边 打 毛 衣，一 边 照 顾 孩

子、做家务。

此后，他们省吃俭用办起了中餐馆和日餐馆。但餐

饮业利润很薄，而且非常辛苦，徐朱留弟开始尝试在其

他领域发展。为此，她陆续卖掉了那些利润不高的餐

馆，开始在法拉盛进行房地产投资。在她看来，“进行任

何投资，都要看自己未来的客人是哪些人。法拉盛周围

高档社区非常多，他们的消费能力一定能带动房地产的

升值”。

6 年前，徐朱留弟开始投身社区事业，先后加入了法

拉盛华商会，创办非赢利性的康华幼儿园，创立纽约华

裔妇女总商会。她说，“钱是赚不完的，爱心是需要提早

去做的。我才 65 岁，我希望 20 年后到 85 岁的时候，还

能为大家做一些爱心的工作。”

徐朱留弟事业有成之后，坚持“不住豪宅，不开名

车，不坐头等舱”。她曾告诉孩子们，“我最开心的事就

是，今天我有能力拿上自己的支票，写下一个数字，签上

自己的名字，给予一个慈善机构”。

她白手起家，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取得的成就，赢

得 了 美 国 主 流 社 会 的 认 同 和 当 地 华 人 社 会 的 尊 敬。

2009 年，徐朱留弟荣获美国国会艾利斯岛杰出移民奖。

2010 年 9 月，她当选为有 29 年历史的法拉盛华商会的第

一位女性理事长。

“ 我 非 常 感 谢 美 国 。 对 于 我 这 样 一 个 不 会 英 文

的 人，美 国 也 给 了 我 同 等 的 机 会。”在 演 讲 临 近 结 束

时 ，徐 朱 留 弟 说 ，“ 但 我 也 可 以 很 骄 傲 地 说 ，我 把 每

一 个 机 会 都 抓 在 手 上 了 ，而 且 ，我 让 它 成 功 地 变 成

了 事 实。”

“华商领袖·清华讲堂”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和清华

大学主办，以“分享智慧、创新共赢”为主题，旨在分享华

商创业发展经验，为成功华商搭建展示风采的舞台，为

清华学子开设一个启迪思考的高层次讲堂。

华商徐朱留弟清华分享“巾帼草根美国梦”
■ 中 新

海外华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