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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完《归去来兮》文稿，14位杰出归国留学人员的故事令我十分感动。
这些留学人员是幸运的，他们遇上了好时代。
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他们才有可能到国外去深造；只有我们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
的轨道才对人才有了如此强烈的需求，才使他们施展才华有了如此大的舞台。
他们的成功无疑与个人的天分与努力不可分割，但想想在他们以前有多少有同样天分和付出同样努力
的人才却不能象他们那样得到发展呢？
“时代比人强”，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真是息息相关啊！
只有自觉地将自己与祖国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个人事业才能得到大的发展，在人生转折关头才能
做出果断而正确的抉择。
书中14位归国留学人员在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令人钦羡，然而更使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身上体现
的爱国热情。
他们的事迹，使我相信热爱中华、热爱祖国是深藏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情怀，是流淌在每一
位中华儿女血液中不可改变的元素。
中华百年留学潮，时代背景不同，但留学报国的旗帜代代相传，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我们的留学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已经归来的还是仍在国外学习、工作的，不管是公费的
还是自费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一颗炽热的中国心，都在想着为祖国、为民族贡献自己
的力量。
我们应该以更大的热忱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注意到，书中的主人公之所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与他们留学期间深入所在国家的主流社会有很大
关系。
他们不仅重视专业学习，而且深入西方社会实践，对西方文化有了较深的理解与体会。
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妄自菲薄，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保持着自信和热爱。
他们保持了文化的自觉，精神境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得以升华。
于是他们在自己事业的发展中就有了比外国入和其他国人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还欣慰地看到，他们中间不少人在事业达到一定高度后，殊途同归地都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开始
思索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们对人生的感悟到了新的层次，他们的精神境界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因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于是
他们的生活变得轻松并充满阳光。
书中主人公的经历也使我久久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中有些人在国内时难以发展，而到了
发达国家就能脱颖而出呢？
这里有一个人才成长与发展的环境问题。
当前在我们国家还存在不少束缚人才成长的因素，我们常常限制人的创新，常常扼杀人的个性，我们
给人显示才华的空间常常太小。
这里有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有体制与机制层面的障碍。
要使得人才强国战略落到实处，就必须突破这些障碍。
书中的故事，在这方面也给我们不少启示。
这本书中记述的14位归国留学人员的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上百万留学人员奋勇拼搏，艰苦
创业的缩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真实记录。
这本书，对于我们这些曾经有过类似留学经历的人，读起来感到格外的亲切；对于那些准备去留学的
青年学子，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而对全社会来说，大家读一读这本书，则能更加体会留学工作的重大意义与我国留学政策的正确，更
加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
最后，我要对刘瑾女士利用业余时间，怀着极大的热情完成这本书，表示由衷的敬意。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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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中14位归国留学人员在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令人钦羡，然而更使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身上体现
的爱国热情。
他们的事迹，使我相信热爱中华、热爱祖国是深藏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情怀，是流淌在每一
位中华儿女血液中不可改变的元素。
 　　这本书中记述的14位归国留学人员的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上百万留学人员奋勇拼搏，
艰苦创业的缩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真实记录。
这本书，对于我们这些曾经有过类似留学经历的人，读起来感到格外的亲切，对于那些准备去留学的
青年学子，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而对全社会来说，大家读一读这本书，则能更加体会留学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我国留学政策的正确，更
加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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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生活中游走可能现在我的名字总被和成功的电影人联系在一起，其实自己并不觉得我和其他四十多
岁的人有什么差别。
少年参军，青年出国，前者是受家庭的熏陶，后者是受时事的影响，最后都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了。
至于后来做电影，还做得挺成功，虽然现在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经商的天赋，但在当时来看，不过是
比别人多了几分运气。
而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对于我来说，更不是生活的全部。
生活有时候就像在喝茶，只要你心态平和的慢慢去品茗，不管茶是甜的、苦的还是淡的，都能品出茶
香来。
在美国1989年的时候，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些说不出的压抑，我也不例外。
那种压抑和没着落的感觉让我突然想出去走走，于是就出国去了。
在美国一待就是五年，三十岁出头那一段创业的黄金时期都是在陌生的国度里、在学习和打工中度过
的。
那时候出国和现在的年轻人出国不同，现在的学生有不少都是拿着奖学金出去，或是家里面供着的，
出国前还要对留学的国家的文化、语言进行系统的学习和准备。
对于他们来说，出国留学可能只是换一个环境，多长点见识，打工也只是一种体验，真为生活奔波的
并不多。
可我当时却是说出国就出去了，先不要说心里面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和文化，光是语
言那一关就让我很发黜。
结果在美国那么久，我始终都没有融入那个社会的感觉，始终都没有找到自己能大展拳脚的信心。
因为我在国内是学画画的，到了美国还是继续读美术，当时的生活特别的简单，就是一心一意地上学
、打工。
和我一起出国的那些人，很多都在为留在美国努力，是不是读书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因此，很多学美术的人都去当了职业画家，后来其中一些人也回到了国内，有的现在还颇有名气，像
陈逸飞、艾轩他们，当年都曾经在美国留学。
不过我始终都守着学习这条路，一直走到学成回国。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生活，真的是很苦。
那种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虽然在餐厅给人送外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精疲力尽的时候还要看书、画画，总觉得休息不够，
生活条件就更不用说了。
但我并不是不能吃苦的人，最让我觉得辛苦的不是体力劳动，而是心理上的孤独。
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但是那种发达的文明却始终不属于我们这些外来人。
语言掌握的不好，首先就已经让我缺乏一份与人交往的自信心。
或许有人会觉得我毅力不够，我想可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那种感觉。
在一个陌生的社会中，语言不好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完整地表达自己，顺利地与人沟通，完全地过自己
的生活。
而文化上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淡漠，更是让我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融入那个社会中。
记得那时候住在小公寓里，每天只在晚饭后和太太出去散散步，遇到认识的邻居，最多也就是说一声
“Hi”就再也没有进一步的熟悉。
房门一关，连住在对门的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是成为朋友。
生活不同于短期的工作和度假，如果觉得不适应，精神上时时刻刻都紧张着，那为什么还要生活在那
里呢？
在美国我始终没有融入过那个圈子，也从来没有找到过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
怀疑过自己是要回国的，即使回到国内不能事业有成也一样。
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国内的环境才是我的心理能够放松的地方，才是我能
够“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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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可能真的很传统，我适应国内的生活节奏，习惯国内的生活环境，也喜欢在国内的生活圈
子。
尤其是在国内，我会有很多朋友，他们可以和我一起分享成功，共同分担失败，彼此之间这种息息相
关的感觉在美国是找不到的。
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才会远离家乡在异国打拼。
和其他留学生在一起，我们常会讨论自己的梦想，很多人想留在美国做个中产阶级，有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买房置车，安居乐业。
几乎没有人想要创业的，或者在某个领域出入头地的。
我大概算一个另类。
每次我都会说想要回国，回国办一个公司。
——当时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相信，既然出了国，何必要再回来，这不就等于转一个圈又回到原地？
但我的确是毕业半年多就回国了，在美国只是单纯的上学，拿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的
硕士学位，除了打工之外没有任何正式的工作经历。
正因为如此，西方人的工作方式并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大影响。
而且那时候一起留学的同学，回到国内的很少，即使是回到国内的，也少有成为同行的。
现在的朋友，很多人并不知道我的留学经历。
十几年前我拿着自己的钱开始创业，公司发展到现在的规模，都是在国内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我一
直觉得自己和其他本土创业者没什么区别。
在美国五年的生活，总会有一些收获，有一些值得怀念的事情。
说实话，当年如果留在美国，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走进美国的上层圈子，也不太可能和明星、政经
界的人士有什么交流，但这些回国后我做到了。
当时梦想的车子、房子、公司、名气，现在我也都有了。
而做到这些，很难说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发挥了什么作用，其实在美国我最大的收获是吃苦这个过程本
身，那种拼命赚钱的日子，让我时时刻刻能够体会到国内的幸福，直到现在还能激励自己更加努力，
做得更好。
但是说来奇怪，现在回想起当年的苦日子心里头还是会有一些暖暖的怀念。
怀念我们那个小圈子里的留学生，周末聚在一起，凑几百美金，就已经吃得心满意足；怀念我们埋怨
生活的无奈，憧憬未来的激情；甚至怀念为生活忙碌，四处奔走的劳累。
或许是因为那种日子累，但却简单，做好今天的自己，明天自有明天的安排，而那种忙里偷闲的简单
快乐，更是现在体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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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下半年我偶然开始参与主持海外青年中国论坛(OYCF)香港沙龙的一些活动。
11月下旬有幸邀请到TOM集团CEO王兟担任沙龙的主讲人。
王兢分享了他成长、留学和事业发展的历程。
王兟传奇的经历和杰出的演讲才能，一感染了每一位在场的听众。
“大陆出生、海外留学、在港财经界工作”是那晚听众的共同特点，一时群情激昂，大家在王兟成长
的经历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心里总结着过去、思索着现在，也描绘着充满不确定和期待的将来。
兴致所至，编辑一本书的想法应运而生。
旅港八年和在外企工作多年，高效率是一贯的追求风格。
以为一本书三五个月就可以完成，真正开始收集研究资料、寻找人物、确定写作风格，才发现是一个
不小的工程。
每一个人物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都是空中飞人，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个城市。
电话打了无数次，电邮写了一长串，还是很难确定采访录音的时间。
几次想放弃，可人物和人物的故事都在激励着我、鼓励着我，令我最终完成了这个项目。
寻找人物的过程充满了遗憾。
有些人物我非常喜欢，可惜他们身处在某个行业，或处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者干脆喜欢低调的生
活，不方便与公众分享他们的故事。
我尊重他们的意愿和对生活的选择，因此，就有了割舍、就有了遗憾。
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批海外学人的缩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编辑一本书、一本报告文学题材的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因而挑战来自方方面面。
出国前，曾经读过钱宁的《留学美国》、翻译本《美国梦寻》。
市面上同类主题的书报林林种种，如何与之不同，如何突破？
最后的选择是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归来”的故事：作为归来者，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在做我们
想做的事，也在学习如何在挑战中获得心灵的安宁和愉悦。
每一篇文章，都是在采访录音的基础上整理、经故事的主人公本人修改认可而成；胡祖六、李山甚至
亲自撰写文章，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
对他们，我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这本书的面世。
编辑这本书还有一个不小的收获，就是发现自己的人缘很好，周围的亲人、朋友、同事都在帮忙。
我的姐姐刘怡、上司方黄吉雯、杨绍信给予了大力支持；朋友林虹、郭庆齐做了大量的文字整理工作
；张永、朱涛、殷长春、李波、张新、蔡为、王庆新、施婷婷、毛玉浅等都在不同的方面给予了我很
多的帮助。
编辑本书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心里承载的是温暖和感激。
本书有幸获得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院士的认可和支持，他为本书撰写了诚挚
的序言。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王俊国副总裁、三联书店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协助和意见。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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