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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母爱，让一个母亲伟大；母教，让一个母亲成功。
母亲是儿女的生命之源，也是启蒙之师。
每一位成功儿女的背后，都站着一位伟大而又成功的母亲。
《献给母亲的礼物——成功人士谈母亲》独辟蹊径，特邀部分中国各行业的杰出人士亲自执笔，共享
其已被成功人生实践所证明的母爱与母教，实为中国不可多得的启蒙教育经典之作，足为天下为人父
母以及为人子女者所借鉴。
　　《献给母亲的礼物：成功人士谈母亲》回到人生起步的最初基点，通过成功者自述其亲身经历印
象深刻的启蒙教育，真挚地阐述了十四名成功人士、十四位性格迥异的成功母亲、十四种各有特色的
教子和爱子之道，以个案带出成功母亲的共性：如何在“慈母”与“严母”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如何将“爱之深”与“教有方”集于一体？
如何让望子成龙之心培育出真正的成功儿女？
以及儿女如何领悟和感激于她们的母爱与母教？
成功人士眼中的成功母亲又是何等的形象？
这正是《献给母亲的礼物：成功人士谈母亲》留给所有读者最深沉的思考以及最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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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欧美同学会商会创始会长及2005委员会创始理事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
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北京市政协顾问，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等多家商学院客座
教授。
同时担任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
 热心社团公益事业和国际商务与国际人才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多方面的著作，包括《我在东西方的奋
斗》、《林中漫步》、《新华商之路》、《MBA通才之道》、《海归时代》、《创业中国》、《当代
中国海归》、《缤纷海归》和《开放你的人生》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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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爱若恨——特别的母亲特别的爱　　我一共有四个母亲：生母、养母、继母和岳母。
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养母，我最想写的也是她，她的一言一行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的生活
里，直到今天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依然光鲜。
　　我埋怨过她太严厉，后来却发现一味的纵容更容易让孩子堕落。
　　我埋怨过她让我干了太多的活儿，但发现自己比同龄人更独立。
　　我埋怨过她没有爱我，但现在觉得世上没有人比她更爱我。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因为她的爱太特别，我无法去形容。
　　等到了理解她的那一天，昔人已乘黄鹤去，太多世态炎凉让我数次重新认识周遭世界和自己。
　　我相信每个人生下来后，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秉性。
没有一个好的母亲，就不会有成功的孩子。
我感激她抚养了我14年，那是人生最初，也是最重要的14年。
一个人品质的基础架构和对是非的判断，乃至一切，，也基本上在那个时期开始成型。
　　她曾无限风光的岩月　　母亲念过私塾，有点儿文化。
在我小时候，她经常会给我说些历史故事，司马光、孔融、岳飞⋯⋯这些人的故事至今在我的脑海里
还是活灵活现。
她不仅说历史名人的故事，也说自己的故事。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风光无限的女人。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国民党的将级军官，深得阎锡山信任。
　　母亲虽然是姨太太，但前夫却对她宠爱无比，从山西到北京，去哪都会把她带上。
那个年代，人们连火车都很少坐，她却坐过飞机。
在当地一提起她，没有人不知道。
不管是在山西运城这个小小的县城里，还是在她的老家，母亲的名气都大得很，她像个明星一样被人
关注。
用“光芒四射”来形容年轻时的她丝毫不过分。
母亲常常跟我讲起她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些风光即便不在了，但从她一脸的神采还是可以遥想当年的
美好光景。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被政治绷紧的弦，指不定哪天就会断掉。
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母亲的风光日子也跟着结束了。
阎锡山要带上她的前夫一起去台湾。
当前夫跟她说一起去台湾时，母亲坚决不同意。
虽然她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但她知道那是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而她的母亲、她的家、她的根都在这边。
离开？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母亲一扭头说：“你去台湾吧，我留在这里。
”　　前夫见劝不动她，也横下心说：“我也不走了，留下来，我们一起好好生活。
”　　两个人就都留下来了，但“好好生活”却永远成为一个向往的愿景。
她的前夫因为留下来，被作为“战犯”抓起来了，判了20年。
被关进去的时候，母亲呆坐在家里哭了很多天，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要是她肯去台湾，那么前夫也
不会留在这里，更不会被关进监狱。
过了很久，在别人的介绍下，母亲认识了父亲。
两个人的结合属于偶然，但要是没有这种巧合，我也不会被他们收养。
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我也不好说。
因为我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我甚至可以把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源到母亲的身上。
要是没有当初她独特的爱和近乎残酷的教育方式，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和今天的蒙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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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总和别人的母亲不一样　　我叫她“妈妈”，但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出生在呼和浩特远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生父当点小官，任生产队的小队长。
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生父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
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
我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
他狠狠心，就把我卖了，价钱是50元人民币。
那时候的50元不得了，一元钱相当于一块现大洋。
城市每人每月有5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则只需3元。
　　就这样，毫无血缘关系的我们成了至亲。
　　母亲不能生育，她一直都想有个孩子。
我被抱回家后，父母都欣喜若狂。
按理说，照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备受溺爱。
可自打我记事起，就没有尝过被宠的滋味。
相反，母亲对我严厉得近乎苛刻。
　　那时总体生活水平都不高，天天吃馒头还是件奢侈的事情。
一般家庭都是粗粮细粮混着吃。
我去别人家玩，看见别人家的父母都是自己吃粗粮，把细粮留给孩子吃。
而我们家却不是这样。
每天三餐，两顿窝头，一顿馒头。
父母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很不解，委屈地说：“我刚去隔壁玩，他妈妈只吃窝头，不吃馒头呢。
”　　母亲瞪了我一眼：“馒头要吃，窝头也要吃，家里一人一份的，该你吃的，不少你一勺，也不
多你一碗。
”　　再跟她说下去，她也不会多给我馒头吃，我只好低着头喝汤。
　　唉，我心里暗自叹气：怎么摊上了这么个妈妈，一点都不宠孩子。
　　她跟别人的母亲不一样的地方还多得很，在别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到了她眼里却是丝毫不能通
融。
她要是规定了我出去玩半个小时，我也同意了，那就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回家。
她比秒表还能掐时间。
即使晚回去了一两分钟，那也要挨打。
　　她打我前，还会问：该不该受罚？
我说：该！
马上就劈头盖脸一顿打。
挨打时，我心里恨透了这个女人：一点温情都没有，这么小的事情也这么苛刻计较！
她打我，我就大声叫，邻居们都会好奇地过来瞧。
后来，她就不打我了，改饿我。
我正当长身体的年龄，每天饭量大得惊人，挨饿比挨打还要难受，饿得我头发晕，当时，只恨自己没
有力气去杀了她。
　　惩罚归惩罚，等罚完了，该对我好的地方，她也不比别人家的差。
其实我穿的吃的一点也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
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我那时对她的“意见”，总认为她无情冷漠。
　　她这种冷酷的爱，是到了很多年以后我才领悟。
等明白的时候，我就不止一遍地感慨：这到底是怎样一种爱，非得等到我有了白发以后才能明白，而
她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女人，让我把年少的仇恨化成了尊敬甚至是崇拜。
　　也许这就是她独特的表达方式——大爱若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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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所谓“慈母多败儿”，她不是不爱，而是期望我成为一个有原则、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所以
不愿意溺爱。
　　她听从了孩子的建议　　母亲是个极有原则的人。
不对的地方，她会惩罚我；做得对的时候，奖励也丝毫不落下，譬如上学时考了高分，拿了奖状，她
就会特别高兴；甚至我年少时说的一些话，她都会认真地听取。
而且不仅仅是对我，别人的建议只要是对的，她也都会虚心接受。
　　当年母亲离开山西时，家里还有一堆金银软细和古董字画。
她怕这些东西招灾惹祸，而且也不方便带走，就寄存在了当地几个比较放心的朋友家。
等家里生活稳定下来了，她就开始挂念着那些财物，于是挑了个日子带上我一起去山西准备要回来。
　　来到山西，因为想起了前夫，母亲仿佛年轻了十几岁，还没到她的老友家，她就已经满脸笑容了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家是你舅舅的一个远方表亲，当年我前夫帮过他，他一直感恩戴德的，人品也
比较放心，所以我就把东西放在他那了。
”　　母亲这么说着，我都能想像得出，这么多年没见面了，他要是看见母亲来了，肯定会兴奋得不
得了，我们自然也都是座上宾了。
我甚至开始琢磨他们会拿什么好吃的给我。
　　等我们到了那个舅舅的远方表亲家时，已经到了晌午。
母亲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了他。
他也认出了母亲，客气地拉着母亲上座，还往我的兜里塞糖果，不停地聊近况拉家常。
　　但是当母亲一提起过去寄存的东西，男主人的脸色蓦地变了：“什么东西，你什么时候往我们家
存过东西。
”　　母亲急了：“我走前，把一些珠宝放在了你们家，你好好想想。
”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都没看过你的什么珠宝，别诬赖我们家。
”女主人也过来插话帮腔。
　　母亲气得发抖：“你们那时口口声声说替我好好保管，以后原封不动地还我，怎么现在又不承认
了？
”　　那男主人走上来就一把拉住母亲的胳膊说：“走，咱们到公安局讲理去。
我就不信政府能替你这国民党的小老婆做主。
”　　夫妻两人上来连推带搡要拉母亲去公安局。
母亲一直都是个光明磊落而又要面子的人，但她的“姨太太”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后屡屡成为被别人攻
击的靶子，见政府是万万不能的。
母亲气得拉着我就走。
存在这一家的东西是要不回来了，我们又连跑了三家，却没有一家愿意把东西还给母亲。
我们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告知东西不小心弄丢了，还有家干脆说东西上交给政府了。
　　母亲气得抹眼泪，直骂“狼心狗肺。
”　　我也很难过，对母亲说：“妈妈，这些钱，寄放在别人家的金银软细咱们就别要了。
”　　她一听这话就激动了：“不要？
怎么能不要呢！
那些东西都是我前夫留下来的，他辛辛苦苦地奋斗了这么多年才挣来这些家产，为了这些都进监狱了
，我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
”　　我说：“你去要的时候，人家怎么对你，你都看见了。
反正都是一个结果，要不回来。
如果咱们进去不是问他们要东西，只是跟他们谈些以前的事情，叙叙感情。
万一谈到了那些金银财宝，就说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要送给你们的。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被人家赶出来，肯定还跟以前一样对我们客客气气的。
”　　母亲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那眼神仿佛刚刚认识我，她肯定很奇怪为什么我这么小，就能说出这
番道理。
　　良久，母亲轻轻叹了一口气：“是，根根，你说的对，本来我们都是很好的关系，现在却因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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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脸。
如果这次我大老远跑来，不跟他们要钱，肯定还被当成贵宾看待。
”　　那次山西之行虽然没有要回一样东西，但我却认识到了不一样的母亲。
以前单纯地以为我在她眼里只是个孩子，但经过那次事情之后，我才知道，孩子说的话也可以同大人
说的话一样有分量。
当然，前提是要有一个有原则和好心态的母亲，才能只要孩子说得对，她就听孩子的。
尽管，那时我才五六岁。
　　我把两角钱送回去了　　很多人说起女人，都喜欢说女人爱占小便宜。
我就坚决反对这句话，占小便宜是很多人共有的缺点，单放在女人身上有失偏颇，而且很多女人并不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的母亲。
　　有一次，我跟她去逛街，买完东西后，我们拎着一堆东西往回走。
走了大约一里地，我手酸，停下来歇了一会，母亲就把东西放下来，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
天气很热，母亲拿出钱来让我去买冰棍。
忽然，“啊”了一声，她摊开钱说：“刚刚那个店的售货员多找了我两角钱。
”　　我也“啊”了一声：“真的啊！
那可以多给我买支冰棍了。
”我伸过手去拿，母亲“啪”的一声打了我的手：“冰棍不少你的，你先把钱给人家送回去。
”　　我只听过少找了钱跑回去问售货员要的，还没听过多找了钱主动还回去。
我努嘴说：“才两毛钱而已，我们都走这么远了，我懒得回去了。
”　　母亲也不逼我：“根根，你看，刚刚你去店里，那售货员阿姨对你多热情，还给你麻糖吃。
可是，她多找了钱，我们要是不退回去，她就得赔钱。
”　　我抢过母亲手里的钱，一溜烟地跑回去了。
　　当我把钱递到那个售货员手里时，她惊讶的程度不亚于欢喜。
她不停地说谢谢。
她肯定很惊讶母亲会让我把错找的两角钱送回来。
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吃亏是福，贪便宜是祸”是她常跟我说的。
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对这句话有了很深的体会。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实实在在、堂堂正正地做人，总会赢得别人的敬重。
我所不知道的“地主”　　母亲生前曾有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要想知道，打个颠倒。
”上小学时，课本里常会出现地主和农民的故事。
老师讲课时，每次都会分析起地主和农民的形象，无一例外地把地主描述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
，欺压农民，剥夺农民辛辛苦苦种来的粮食。
听到那些故事，我心里恨透了地主，旧社会的农民原来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
回到家，母亲给我温习功课时，我就把对地主的抱怨一股脑儿地跟母亲吐了出来。
母亲摇摇头道：“根根，你说了这么多地主的事，你认识地主吗？
”　　“当然不认识。
”　　“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地主全部都是这样的？
”母亲反问我。
　　“书里就是这么写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我理直气壮。
　　她说：“跟你先说个故事吧。
我们村里有弟兄三个，老大是贫农，老二是地主，老三是雇农。
”　　我有点惊讶，地主的兄弟怎么会是贫农和雇农呢！
　　她解释道：“你知道这个地主是怎么产生的吗？
那三兄弟的父母临终前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三亩田地，一人一亩。
三兄弟虽然是一家人，但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
老大爱喝酒，后来就把地卖了买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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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喜欢赌博，钱输得快，地卖得更快。
只有老二勤快，不打牌不喝酒不吸烟，勤勤恳恳地经营自己那一亩地，闲时还出去给别人干活。
攒了些钱后又买了一亩，后来钱越多，他买的地就越多，到农活忙的时候，一个人又干不了，就请人
帮忙，于是开始雇短工了。
冬天没活时，那些短工就离开了，可到了春天，再找从前那些短工，他们已经去别人家帮忙了。
于是老二开始雇长工了，把人长期留下来。
到了土改时，把每个人的土地算一下，老大把地卖光成了贫农，老三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成了雇农。
老二就是地主。
这个地主就是这么来的，并不是书上讲的那样在家不干活，光指使别人干。
他的财富在当时是合法获得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得来的。
”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地主原来也有如此“正面”的形象，于是，我又追问：“那资本家呢？
学校都说资本家比地主还恶毒。
”　　又追问：“那资本家呢?学校都说资本家比地主还恶毒。
”母亲不紧不慢地说：“最早资本家也一样。
一些小学徒脑子好使，加上勤奋好学，先是自己进城学点手艺，然后慢慢地自己开了个作坊，作坊越
开越大，就创办了自己的工厂，那么他就是资本家了。
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只要自己奋斗过努力过，就可以像‘地主’或‘资本家’那样有钱，而且一个人
好坏的关键不在于有钱没钱，而在于他的行为和品德。
”“地主”或“资本家”从阶级的角度来看是个整体，但从每个“地主”、每个“资本家”的个体角
度来看，则他们的经历不都是一个样子，也有这样通过自己努力、勤劳致富的“地主”和“资本家”
。
她教导我：“每件事情你都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想，所谓‘要想知道，打个颠倒’只有这样，你所看到
的才会更客观、更全面。
”她让我了解到了更加真实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我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凡一件事情，我不会只有一种想法，而是会有两三种想法。
光有一种想法，可能真可能假，只有“打个颠倒”才会真正知道。
每件事情的发生我至少会想到三种结果，从各种角度来思考问题。
　 这些都让我受益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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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献给母亲的礼物:成功人士谈母亲》留给所有读者最深沉的思考以及最宝贵的启示！
对于每个人，母亲几乎是公认的第一任老师。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母亲所给予我的，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牛根生：蒙牛乳业集团董事长母性的熠熠光芒照耀于孩子，世界才变得盎然生机。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活，我们做儿女的尊
重她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顺。
吕思清：著名小提琴家一路走来，身边始终有母亲的一双手扶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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