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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爱珍：绿叶对根的情谊

从宝岛台湾到首都北京，从苍茫九州岛到广袤世界，她用大爱无疆的坚韧步伐与商海竞帆的巾帼气度书写了生命的传奇。作为著名女企业家，她化
苦难为坚韧，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发展成为台湾贸易界巨舰，颇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她化天堑为通途，几十年如一日奔波海峡两岸，为两岸政通人
和鼓与呼，为促进两岸妇女交流甘做铺路石；她化偏激为大义，强烈反对国民党提出“亲美远陆”政策，呼吁两岸同胞亲帮亲，而非请外人制衡自家
人；她大爱无疆、富而思源，帮助女性企业家维护更加公平和正义的发展环境，为社会弱势群体谋求正当权益和人格尊严。渗透她的血液与灵魂的，是
一个传承五千年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深深热爱台湾、热爱祖国的爱国者——“统一才是台湾2300万人真正的福祉。”是她近半个世纪始终不渝为之奋斗
的情怀所系，信仰所在。尽管如今80岁高龄，她依旧情系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满怀豪情地奔走与奋斗。

她，就是台湾著名爱国女企业家马爱珍。

铁肩担道义
为民族复兴助力

上篇

苦难辉煌
大爱无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1840年鸦
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
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
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
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
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台湾问题因
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
而解决。”

作为近半个世纪穿梭海峡两岸的
台湾著名女企业家，马爱珍的生命足
迹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羸弱走向复兴的
伟大征程。1950年，马爱珍9岁时，随
当军医的父亲落脚到台湾新竹。因为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新竹为大陆来的老
兵修建的眷村面积不大，僧多粥少，父
亲只是少尉军衔军医，自然没分到眷
舍。于是一家三口只能暂时栖身在日
据时期修建的一所传染病医院里。由
于随国民党残部败退台湾，全家身无
长物，连睡觉用的铺盖都没有，只得捡
拾稻草晒干用来充当铺盖，居住的和
乞丐没有两样。

恶劣环境中马爱珍和父母先后感
染传染病，幸亏依靠父亲的医术全家得
以痊愈。为了生活，马爱珍和妈妈捡拾
过菜叶，还揽过糊火柴盒的活儿；没有
自来水，9岁的马爱珍便承担起到附近
井里挑水的活儿，并走街串巷去卖水补
贴家用；没有熨烫衣服的设备，就利用
夜里时间把褶裙理好，摆在睡铺的两层
稻草中间，凭着躺卧其上的身体重量压
平，而一整夜的辗转反侧，唯恐压坏褶
裙……

苦难是一座大熔炉，有的人因此
毁灭，有的人却斗志弥坚，涅槃重生。
马爱珍是后者。进入中学后，她积极从
事体育运动，取得骄人成绩，曾到香港
参加过比赛。高中毕业后，她本可以到
体育专科学院继续深造，但考虑到生
活艰辛，她毅然放弃学业，选择工作，
挑起养家重担。早年她换过很多职业，
在艰辛的职场磨砺中积累了丰富的人
生经验，更体验到无畏生命逆流的奋
斗乐趣。结婚后，马爱珍和丈夫相亲相
爱，谁知祸从天降，幸福的婚姻生活还
没进入第四个年头，丈夫在一次飞行
中不幸遇难。在接踵而来的生命逆境
中，她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勇敢地挑起
生活的重担奋力前行。她一面悉心照
顾两个幼女以及双方老人，一面怀着
尚未出世的孩子艰苦工作，维持生计。
为了增加收入，她晚上下班后再到一
家贸易公司兼职。在工作中，她比别人
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始终没有忘
记学习，利用一切可以挤出来的时间
学习贸易知识、恶补英文。

1970年，马爱珍迈出人生关键一
步，启航创业。从一张桌子、一部电话
以及从亲友处借贷来的10万元钱创
办了“常富企业公司”。1974年又创办
一家工程技术顾问公司，1977年创办
一家工程公司，1981年，创办桦慕企
业公司，并任董事长。在这段艰苦创业
的日子里，她一路摸爬滚打，多次调整
业务方向，凭借不懈努力，成功把一家
小小的贸易公司发展壮大成为台湾贸
易界巨舰企业，更逐渐开拓海外业务。

凭借诚信经营和热情周到的服务，马
爱珍在不少国家建立了长久客户关
系，目前麾下企业在钢材、皮革、纺织
品、农副产品等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功，
在美、德、法、英等七个国家设立分公
司，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
公司。

经营有方，在收获商业硕果的同
时，自幼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
的马爱珍，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为
企业厚植了敦厚仁爱的优秀企业文化
基因。几十年如一日，她始终把员工当
作家人。台湾地区有一个习俗，每年有
一个“尾牙”日，就是招待员工吃饭，表
示对一年来工作的感谢。几乎所有公
司都是在外面餐厅安排，马爱珍则不
然，她将几百名员工分成几批，亲自烧
菜，陪他们喝酒谈天。“员工们辛辛苦
苦帮公司一年，我只辛苦一天做饭是
应该的。”由于和员工建立起稳定和深
厚的情谊，大批员工往往一干就是几
十年。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三个孩子也
都培养成才，公司日益发展壮大。而她
善于经营、乐善好施的事迹也逐渐在
台湾各地流传，台湾“十大杰出女青
年”等荣誉也纷至沓来。

马爱珍的大爱之心也伴随着事业
精进而惠及到更为广阔的慈善公益事
业。1989年，马爱珍加入台湾工商建
研会，她的人生也绽放新绿。本着互助
合作、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台湾工商建
研会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担当建设研
究功能，同时综合中生代企业家实际
经营向台湾地区相关部门建言。在台
湾地区民生产业及制造业排名前十大
企业中有70%隶属台湾工商建研会
的成员，会员生产总值也占台湾地区
生产总值40%以上。

台湾工商建研会在台湾地区分设
北、中、南、东四大分区联谊会，自1995
年担任北区联谊会会长后，马爱珍成功

筹办“建研心、企业爱”等活动，关爱智
障儿童，让弱势群体感受到来自企业界
的关怀。

在参加台湾工商建研会以来，她结
识了很多在工商界奋斗的优秀女性，女
性创业过程中遇到了苦与痛让她们紧
紧联系在一起。回忆初创事业时的艰
辛，马爱珍感慨万分：尤其在男人为天
下的商场中，女性要与之竞争谈何容
易。除了要承受“女人成不了气候”的成
见外，在很多方面也因为女性角色而不
能得到信任。

她回忆道：“与别人进行接洽生意，

对方一看是女士，第一反应是‘你们老
板怎么不来，反而叫女秘书来谈’。到银
行贷款也是如此，无论你的手续多么合
规，对方还是百般刁难……”

她意识到，女性要想成功，就应该
更加团结紧密，互相帮扶。她发现在工
商界奋斗的女性，有许多在能力、成就
方面不逊于男性，却不被精英社团“扶
轮社”所接受，她便萌生了创立女性扶
轮社的决心。

世界上第一个扶轮社是由一名年
轻的律师保罗·哈理斯以友谊与了解
的精神，结合一群各自以不同行业服
务大众的男士，于1905年 2月 23日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组织成立。
因当初参加者为清一色男性，所以立
下了非女性社团的传统。

在马爱珍女士积极斡旋和努力抗
争下，美国扶轮社总部终于同意她在
台湾建立一个纯女性扶轮社的要求。
1991年7月，台湾第一个女性扶轮社-
台北芙蓉社成立，她任创社社长，有93
位女性精英成为第一批会员。当时世
界一片哗然，多家媒体报道此事，有家
媒体报道称：“扶轮社从此不再清一
色，打破大男人私人俱乐部形式，促进
专业女性精英的横向联系。”

她随后在1995年创立另一家女

性社团——台湾华丽关怀妇女协会，“华
丽”二字意义为“希望所有中华妇女都美
丽”。在各行各业女性广泛联系的基础
上，1999年马爱珍又成立台湾女企业家
协会。

在台湾的女性企业家交友圈中，人
们尊敬地称呼马爱珍为“马大姐”，就连
女企业家的另一半也很尊敬她。有时候，
她的女性精英朋友在家与丈夫有矛盾
了，也会找到马爱珍倾诉。马爱珍就会给
她的先生打电话，约请喝咖啡。这些先生
一听“马大姐请喝咖啡”都紧张得要命。
长此坚持的约谈制度，解决了不少女性
精英的家庭矛盾。

她除了关爱成功女性成长，对社会
上的弱势女性群体也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台湾的“大陆新娘”。

1995年成立台湾华丽关怀妇女协
会，她的初衷就是帮助弱势女性。当时大
陆新娘有3万多人，她们遇到家庭暴力、
居留和工作等一系列难题，台湾海协会
会长汪道涵和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委托马
爱珍担起帮助她们的责任。马爱珍设立

“马大姐”热线和华丽关怀委员会，帮她
们请律师打官司，资助那些想回去的“大
陆新娘”回到自己家乡，她在此方面“散
金”无数。

一次，一位“大陆新娘”因为受到虐

待，想买飞机票逃走，结果在飞机场被人
砍了十几刀，有人通知了马爱珍。她赶快
带着律师、医生和员警赶到机场，立刻把
她送到医院急救。救治过来之后帮她办
离婚手续，把她送回了大陆。

马爱珍还联合多位知名人士上书台
湾立法地区立法部门争取“大陆新娘”权
益并取得积极成果。修正通过的“两岸人
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放宽大陆籍配偶
在台工作权及继承财产限制，并缩短取
得定居资格时间。最新规定为，大陆配偶
经许可入境后，申请在台依亲居留；在台
依亲居留满4年，可申请转换为长期居
留期间；在台连续长期居留满2年，可申
请定居。此外，大陆配偶继承遗产或受遗
赠，不适用总额不得逾新台币200万元
限制规定，且经许可长期居留者，可继承
以不动产为标的之遗产。这与之前居留
8年也未必给予居留权和遗产继承总额
不超过新台币200万元的规定，已经有
了很大的进步。

但马爱珍没有停歇脚步，她下一
步想做的是，将“大陆新娘”统计在
册，按照地域和原籍进行精细划分，
由台湾女企业家协会出资，让这些

“大陆新娘”学习自己本地的家常菜，
并出资开店请她们来经营，从而在经
济上自强自立。

对于马爱珍这个名字，台湾妇女界和政
界并不陌生。作为企业家，她曾是台湾女性
创业者的楷模；作为曾经的政界女将，马爱
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一直坚持和“台独”作
斗争，政治理念上始终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公开表示衷心拥护祖国和平统一。

马爱珍长期奔走两岸，为两岸交流鼓
与呼。

2000年，她率台湾代表团参加在北京
举行的海峡两岸妇女经贸合作研讨会。作
为台湾企业界代表，她的发言题目就是《台
湾人当然是中国人》，此举在台湾各界引起
强烈反响。

两年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岛内
“台独”势力污名化大陆，马爱珍说，“我祖
籍河南，9岁去了台湾，但无论在哪，我始
终以我是中国人而骄傲；我认同两岸必须
统一，也必然统一；我始终希望自己能做祖
国统一大道上的一颗小小铺路石。”她呼吁
广大台胞促进两岸联手抗疫，多做有利于
两岸和平发展的事。

马爱珍说，“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互
信的基础，但却被台湾当局污名化，所以自
己和国民党同仁有必要大声说出来，为“九
二共识”正名。

马爱珍说，面对未来，国民党要敢于理
直气壮讨论统一，把党魂找回来。

马爱珍表示，大陆提出了“两岸融合”，
而且还定调“两岸一家”，这就代表“两岸的
事是家里事，既然是家里的事，就可以通过
交流沟通来解决，而不是通过美国人介入
来处理”。马爱珍说，大陆对台政策是理性
且一贯的；反观台湾当局呢？充满民粹、不
理性、政策不连贯且带有选举考虑。

黄复兴党部是中国国民党特殊党部之
一，是为台军退役人员设立的党部，党部成
员包括退役官兵及其眷属。作为中国国民
党黄复兴党部原副主委，马爱珍强调，在此
过程中，过去和大陆沟通顺畅的国民党绝
不应该置身事外，甚至跟着民进党走。她坦
言，国民党内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希望两岸
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如果国民党不重视这
群人，或者选择忽视，真的会失去基本支持
者。“我们必须向台湾同胞进一步解释‘九
二共识’和‘一国两制’，重新把两岸话语权
从民进党手中夺回来。而要做到这点，不能
让两岸断了交流。”

无论是幼时飘零台湾的艰苦岁月，还
是对家乡的思念以及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
耳濡目染与浸染，都是马爱珍成为矢志不
渝推进两岸统一的原因。早在20世纪80
年代后期，马爱珍就提出前瞻性分析：海峡
两岸同文同种，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虽然
台湾开放较大陆为早，与世界经济深度接
轨，而且当时台湾的农产品加工业等出口
情况很好，但毕竟只有2300多万人口，资
源少，市场小，而大陆地大物博，拥有巨大
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两岸
优势完全可以互补。这也使她深刻意识到
推动两岸经贸合作的巨大机遇和广阔舞
台。早在1988年，她就率团参访大陆，自觉
担当起两岸经济发展“红娘”的角色，以其
杰出贡献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成为
最早在中南海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台湾
工商界代表。

马爱珍不负众望，早在1999年，就曾

率领台湾女企业家协会会员赴北京举办两
岸妇女经贸合作研讨会；2001年，在马爱
珍的推动下，在台北举办了两岸暨港澳妇
女经贸论坛，从此打开两岸妇女界经贸活
动的互动局面。在她的积极组织和推进下，
台湾工商团体、妇女团体、教育团体、农业
团体等相继访问大陆近20个省和自治区，
举办各领域洽谈会，促进台湾各行各业对
大陆的经贸投资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促进
两岸商界人士互动和了解，为双方提供更
多合作空间和机会。

2002年，马爱珍当选台湾工商建设研
究会首位女性理事长后，更积极倡导台商
台企西进大陆，促进两岸经贸交流，并积极
促成台湾学界与大陆知名高校合作，创办
台商在大陆高端企业研修班，让台商快速
熟悉大陆的社会、经济、人文环境，成效显
著，得到台商好评。她适时呼吁，对于台湾
企业界来说，两岸直接“三通”刻不容缓，而
作为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马爱珍承诺
将与占台湾GDP约 45.8%的工商建研会
会员们一道，共同推动两岸“三通”尽快实
现。在她的鼓励下，很多台商到大陆投资办
厂，并得到很好的发展。

2005年前后，马爱珍率先垂范，在北
京建立台湾精品中心，在上海新浦东正在
装修的“五角大厦”占据其中约10万平方
米的一角，建立“台湾商品交易中心”，并与
上海市政府与农业部下设的农展馆签订合
约，引进31个省区市的农副产品；与商务
部下设的贸促会加强合作，引进产品，以期
发挥台湾农业方面高新技术优势，在祖国
大陆和国际市场之间架设合作桥梁。她和
台湾农委会、台湾外贸协会，到农业部和贸
促会了解情况，带台湾招商团队实地考察
了不断深化和推进两岸经贸合作。

马爱珍还致力于两岸文化教育的交流
合作，多次率领台湾工商团体、妇女团体、
教育团体、农业团体等访问大陆大部分省
区市，积极参加和主持海峡两岸举办的各
项联谊活动，为两岸文化、教育、司法界人
士的交流互动穿针引线。

多年来，她奔走于海峡两岸，目睹祖国
大陆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置身全球化浪
潮世界经济新格局，马爱珍对祖国统一以
及台湾的未来有了更多新思考。她坦言，

“改革开放初期，大陆提出搞经济特区引进
‘三来一补’企业，那时是‘台湾帮助大陆’，
而现在主题正好反过来是‘大陆帮助台
湾’。”马爱珍一语道破两岸经贸时势。在金
融危机肆虐全球，台湾受危机影响严重时，
如果没有大陆对台湾企业界的帮助，台湾
经济不可能恢复这么快。如今伴随中国跃
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社会
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
国经济战“疫”前行，并在全球率先复苏并
稳健增长。

眺望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辛
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
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
切风险挑战。马爱珍对此满怀信心并衷心
拥护，她坚信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接续奋
进的新的伟大征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必将实现，而两岸统一也必将在
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

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