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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学华结婚已有十七年之久。
十七年来，我们朝夕相处，鹣鲽情深，尽情享受着爱的温暖、生活的甜蜜、人生的幸福。
我如今八十四岁了，可感觉还像六、七十岁一样年轻。
    大约十年前，学华就提出为我写传的想法，她认为我的人生是不平凡的，有各方面的经验值得后人
了解和借鉴。
可我想我只是个小买卖人，既没创出大事业，也没什么大贡献，做过一点小善事，实在觉得不足挂齿
，因此并未放在心上。
而学华从那时起就已开始做有关的准备工作，随时记录、收集我的资料，并陆续寄给李玉霞图书馆馆
长屈林生整理保管。
在她不断的劝说和鼓励下，我对此事逐渐产生了新的认识：如果我的人生经历能给人以启迪，那么我
非常愿意去做这件事。
    2007年11月，在温哥华的家中，我正式开始写我的回忆录。
    往事如昨，历历在目，思潮涌至，一气呵成。
于2008年3月，真不敢想象我竟然能写出十余万字的回忆文稿。
2008年5月，我们乘邮轮，在新加坡——迪拜的旅途中，学华早已准备了小录音机和拟定了大纲，她以
采访的形式启发帮助我回忆了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制作了十六小时的访谈录音文件。
这为本传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9月，学华经过深思熟虑并征得我的同意，精心挑选了三位对我本人经历有较深了解的人，组
建了文字整理小组。
第一位是河北日报社记者吴艳荣小姐。
她是枣强人，李玉霞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她在大学读书时就曾写过采访我的文章。
第二位是屈林生先生。
他任李玉霞图书馆馆长多年，对我十分了解，为整理我的资料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第三位是学华的胞姐张学采女士。
我们已有十几年的交往。
她曾在香港大公报及香港亚视任职，精通英文和粤语。
文字整理小组成员在北京见面开会，确定了总体框架，安排分工，各负其责。
    2010年2月，本传第一稿整理完成，书名《根在大营》。
    由于艳荣的工作非常繁忙，2010年9月，我们特邀屈馆长的夫人张贵云女士加入，她是枣强县文化馆
创作员，曾为某中学资深语文教师。
他二人的合作非常有利于本传的顺利推进。
2011年7月，第二稿整理完成，书名《皮草人生》。
    经过我、学华、学采姐与其他各位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反复求证修改，2012年2月，本传定稿。
    此传记录了我一生的坎坷经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果它确实对准备创业的年轻人
有借鉴的作用和价值，我真感到此生没白活。
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为社会再做一点贡献，我心里十分地高兴。
    我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没学识，不会写，幸有学华支持鼓励，以及诸位的齐心协力、鼎力
相助，才使本传得以面世。
在此，我谨向为本传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的爱妻学华、艳荣、林生、贵云和学采姐表示衷心感谢！
向为印刷出版发行此传做了大量工作的学江弟和他的团队表示衷心感谢！
    经我屡次审阅，本传内容全部属实。
因本人年事已高，记错说错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海涵。
    孙佐民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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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皮草人生：孙佐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8章34节120个小标题，28万字，170幅
照片，真实地讲述了孙佐民1929-2011年这83年中令人难忘的人物、事件和情感，有成长中的温暖与惊
险，有创业时的喜悦与艰难，有患难中的真情与无奈，有成功后的荣耀与牵挂⋯⋯孙佐民说：“这本
书是我的人生总结，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点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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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佐民，又名孙连义，英文名Michael，1929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大营镇后马庄，1951年初由上海
赴香港创业，1997年移居加拿大。

　　在香港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先后创办了香港皮草有限公司、香港皮草厂有限公司、宝利皮
草硝染厂、中国联合毛皮企业有限公司、恒利毛皮（深圳）有限公司、恒隆皮革硝染厂等十几家公司
，打造了一个世界顶级皮草品牌——MichelleFur（美雪）。
1979年，他发起创立了香港毛皮业协会，当选为创会会长，被香港服装界誉为“香港制衣先驱”、“
皮草生产模式的革命者”。

　　祖国改革开放后，他回内地开厂，培养了大批皮毛从业人员，促进了内地皮革业的提高和发展。

　　从1977年至今，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报效家乡——发起创立河北省海外同胞教育基金会
，捐助希望工程，设立枣强县李玉霞教育基金会，孙佐民奖学金，捐建李玉霞图书馆、大有影剧院、
马庄联合小学、民华慈爱敬老院，举办公益英语培训班，推动引领大营皮草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累计捐资逾千万元。

　　孙佐民先生曾任香港中华联合厂商会会董、冀鲁旅港同乡会副会长、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海外
联谊会理事、河北省公共关系协会顾问、河北省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顾问、石家庄地区海外联谊会
名誉顾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衡水市支会及中国国际商会衡水商会顾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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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在乱世中成长门
　一 故乡
　　生逢乱世
　　天下裘都
　二 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
　　母亲
　三 童年趣事
　　玩游戏
　　压花轿
　四 求学漫记
　　郑老师
　　转学
　五 结婚
　　父母之命
　　16岁做新郎
　六 跟二叔学徒
　　二叔
　　学徒生活
　　母亲去世
　　从大有到大中
第二章 在香港艰苦创业
　一 接管大中
　　初到香港
　　独自经营
　二 另谋出路
　　涉足皮革
　　办皮革公司
　　幸遇贵人——尼克斯夫人
　　开服装店
　　代客采购
　三 艰难的岁月
　　二叔返港
　　分家
　四 柳暗花明
　　缝毛衣里
　　重开皮草店
　　天降财神——多诺康纳先生
　五 最后一面
　　与父亲相聚广州
　　为二叔二婶送终
　⋯⋯
第三章 向内地发展一波三折
第四章 人生因此而精彩
第五章 痛失爱妻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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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开启新的生活
第七章 难以割舍的乡情
第八章 我的亲人们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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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1518年（大明正德13年），我的始祖孙进礼由山东省武城县
孙家庄迁至河北省枣强县大营镇后马庄，至今已近五百年了。
以始祖孙进礼的“进”字为首，孙氏祖先拟定了30代的辈份排序，即：进有兆向美，枝福玉魁仲，德
胜庆连绍，景耀克延崇，学念绪以培，嗣世继怀宗。
我这一辈已是第14代子孙了。
 我的父辈是“庆”字辈。
父亲兄弟四个，父亲名庆堂，号寿臣，为长兄，在家务农；二叔名庆田，号荩臣，在上海经营地毯；
三叔名庆祥，号瑞臣；四叔名庆榜，号汉臣，他们都在上海电车公司上班。
兄弟四人尊老爱幼，团结和睦，多年没分家，家里家外的所有财产归兄弟四人共有，不分你我。
我的祖父母去世后，身为长子的父亲挑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
在他的带领下，兄弟四人继续同心协力，置办家业，共谋发展。
 二叔在上海创办了大有地毯公司。
公司创办之初，三叔四叔把工资都贴补到了里面。
公司越办越好，同时也陆续从家乡带出来一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都是父亲挑选出来送到上海的，大多是亲戚朋友家的孩子。
他们从此走出闭塞的村庄，融人外面精彩的世界。
后来，很多人靠自己努力，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父亲没什么文化，但是非常勤劳能干，他在家种着地，开着油坊，偶尔还倒腾点皮子。
我家是一处大宅院，分前后院。
新盖的大门外，有一个高大的牲口房，里面喂着一头白骡子、两头牛。
出了胡同口，街对面，还有一个较大的南场院，场院里有草料棚、磨房和油坊。
油坊里常常蒸着棉籽，烟雾弥漫看不见人。
雇工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挥动大锤击打木柱挤棉籽油，那声音铿锵悦耳，不时传来。
家里雇着俩干活儿的，但是好多活儿还是父亲自己干。
他里里外外，忙东忙西，很少有闲下的时候。
 我家本来很穷，在父辈的手中，变得越来越富裕，逐渐成了村里的大户。
然而，土匪的骚扰打破了家乡的安宁，日寇的入侵使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盘踞在枣强县的日军，为了巩固这块占领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扫荡。
1942年6月，日军1.2万多人对枣强南部进行铁壁合围。
抗日军民在数十个村庄与敌人迂回作战。
鬼子在距大营镇不远的焦里祥村将老百姓围在一起，拿着刺刀逼问粮食藏在哪里。
老百姓无一回答，惨无人道的鬼子活埋了18位乡亲。
9月，日军再次纠集万余步兵、骑兵，并动用汽车、飞机，对枣强南部进行更大规模的铁壁合围。
抗日军民奋力还击，历时12个昼夜，终于使敌人败退。
在这次扫荡中，鬼子无恶不作，杀死300多位乡亲，奸污了一些妇女，还抓走一批劳工。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1942年，父亲毅然决然地抛下全部家产，带着一家人逃到北平谋生。
初到北平时，父亲为大有地毯公司在京津采购地毯。
他很会买地毯，总能把价钱砍到最低。
他经常去上海，看到公司缺什么货、什么花样最流行就记在脑子里，回来照着采购。
除非遇到特别的订货，二叔才会到北平亲自与厂家洽商，一般的牛意都由父亲一手操办。
 后来京津地毯业不景气，父亲就不再代理大有公司采购地毯了，开始在京沪两地跑单帮。
他去上海买毛笔料，买做毛笔用的黄狼尾_（一把100根，价钱很贵）、山羊毛，带回北平卖给毛笔厂
家，在北平买牛角梳子、分发针，带到上海卖；也曾去其它外地批发衣服，带回北平到天坛墙根摆摊
儿卖估衣。
一般在南方买，到北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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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带着二姐和焕妹同去。
有一次，父亲带她们去上海跑单帮，回来时在火车上碰上日本鬼子上来查验货物。
他们说是要上税，其实是抢钱，父亲给钱慢了，鬼子拿着刺刀，向父亲一刀挑去，把棉衣穿了个大洞
，差点没刺破肚皮。
这次遭遇把父亲吓得要命，从此，父亲再也不跑单帮了，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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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有幸与孙佐民先生结为夫妇，那是1995年8月8日。
用他的话说17年来我们从未分开过。
在形影不离的生活中，我随他去他的出生地枣强大营后马庄，去孙氏家族墓地祭拜历代祖先，去他儿
时在北京的住家西八角胡同和北方小学，去上海同孚路大有地毯公司旧址，去九龙汉口道57号2楼大中
地毯公司的旧址⋯⋯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所到之处都会引发他无限的回忆和感慨。
他几乎每日向我述说着他的陈年往事，娓娓而谈，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我成了他最好的知音与听伴，对他的人生经历，我耳熟能详，感同身受，我们有着共同的喜怒哀乐。
我敬佩他质朴豁达的品格，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对皮草业锲而不舍的探索追求，爱国爱乡的拳拳赤
子之心，乐善好施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所见所闻，使我深受感动。
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一生中最尊敬的良师益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孙先生就以对香港皮草业所做的卓越贡献和坚持不懈报效家乡的爱国精神而
倍受社会关注。
他的事迹曾被香港的《大公报》、《星岛晚报》、《明报》以及《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
河北日报》、《相知》等许多媒体报道，曾被编入《群英谱》、《香港服装史》、《枣强县志》、《
枣强珍闻大观》、《大营皮毛志》等书。
通过收集这些资料并仔细阅读，我对自己身边的这位亲人肃然起敬，认识不断升华。
《香港服装史之香港制衣先驱——孙佐民》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他在香港皮草业发展史中的历史功绩
，称他为“皮草生产模式的革命者，将皮草制造工业化，推动香港皮草业蓬勃发展”。
他创出多个第一，他是香港首位开创皮草工厂的先驱，是将成件起转变为分科生产的企业家。
他打破皮草行业传男不传女的旧传统，率先启用女工入行，他善于吸收欧美先进技术，将手工制作改
进为机器化生产，他发起创立香港皮毛厂商会，并出任第一届主席⋯⋯30年后的今天，香港已成为世
界毛皮中心。
饮水思源，孙先生在香港皮草界德高望重，他对皮草业的贡献确实功不可没。
出于深深的感动和敬佩之心，我下决心做一件事：协助他写回忆录，把他一生的奋斗史和香港皮草业
的发展史结合起来看，我想这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将通过一位皮草商人的成长，见证香
港皮草业的发展历程。
    本传整理历时3年多。
我俩和我们的四人文字整理小组，远隔千山万水，多是通过电话、电邮保持着密切联系，随时补充材
料，提出许许多多意见，反复求证修改。
文稿没有什么艺术加工和华丽辞藻，力求准确记录孙先生自己的叙事内容和他本人的语言风格，希望
做到文如其人，让读者阅读文章时就如同聆听他在述说自己那些动人的故事。
    文字整理小组的诸位精诚合作，各尽所能，数易其稿。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本传一定还有很多不妥或纰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孙张学华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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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一生的坎坷经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果它确实对准备创业的年轻人有借鉴的
作用和价值，我真感到此生没白活。
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为社会再做一点贡献，我心里十分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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