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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世界因为有企业家而不同　　复星集团董事长　郭广昌　　　　25年前，一本杂志曾经为是叫
《中国厂长经理》还是《中国企业家》而引起争议。
25年后，这样的争议已经让人觉得恍如隔世。
在中国现在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企业家精神已经大大方方地成为收入分配的依据，层出不穷的创
业者和他们的故事成为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音符之一。
在《中国企业家》纪念创刊25周年的日子里，我向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巨大变迁的这份刊物送上一份
祝福。
　　《中国企业家》的读者都很熟悉一句话，所谓国力之较量在于企业，企业之较量在于企业家的核
心理念。
25年来，中国企业家群体对社会的贡献绝不仅限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更在于这个群体日益成熟的心
态以及对商业终极意义的不断探索。
与很多企业一样，复星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经济奇迹的诞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从来没
有停止对企业使命和存在价值的思考。
　　在物质稀缺的年代里，有很长一段时间，“为社会创造价值”成为许多企业家的理想。
复星初创之时只是几个人的事情，但企业发展到今天，我们周围汇聚了数以万计的专业人才，复星的
事业更为社会创造了数以十万计的就业岗位，这个庞大的组织仿佛一台精密的仪器，一日不停地为社
会生产出产品和服务。
中国最近20年来，像复星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千千万万蓬勃发展的企业撑起了一幅宏大的中国经济
版图。
但是，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我们也常常叩问自己，这一切是否已经足够？
这个世界是不是因为我们而有所不同呢？
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藏在我们看待自己的视角里。
　　复星近20年来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与一批优秀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共同成长。
复星投资带给我们的快乐，不仅来自于价值挖掘和获得认同的兴奋，更来自于我们与合作者共同实现
梦想后的那份充实与信任。
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来说，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构成了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希望的元
素。
在这个时刻，复星人意识到自己的事业还有比数字更难于量化的价值——我们的投资为中国人并不缺
乏的创造力插上翅膀，我们帮助更多的人敢于尝试自己梦想，复星没有理由独自享受那份创业成功的
快乐。
　　上海的百年外滩边，不久前有一个特别的美术馆展览——农民?达芬奇。
这个展览里没有什么艺术大师的作品，但让所有的参观者都感到触动。
在这里，一批朴实的中国农民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自己对飞碟、潜水艇、机器人的迷恋。
尽管他们的设计离现实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参观者都从中看出了一分自信、一分中国人越来越习惯
的自如表达。
25年前，谁能设想这一切会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
25年后，谁说中国人的创造力不能造就新的商业传奇？
至少，复星对这一点是充满了信心，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个国家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无论他是青年还是
老者，无论他是农民还是学生。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因为复星的存在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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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份记录、一个镜像、一部心灵史写下了过去25年来中国商业社会发生的最重要的人和事。
从中，你能领会当前商界大腕和意见领袖的历程与感悟也将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家》能成为中国的
《财富》。
　　它是关于“人”和“事”的书，每个人和每个事件都跟过去25年来中国商业社会出现的最重要的
人和事关联，是一本杂志和一个阶层1/4世纪的商业断代史。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尝试30多年来创造的国民财富的记录者和旁观者，本书是《中国企业家》杂志
（1985-2010）成立25年的一次全面、权威、多方位视角的梳理。
　　它是国富创造历程的记录，是中国商业发蒙、成长和企业家群体逐渐走向主流地位的镜像，是一
群国富旁观者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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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署名鸱夷子，取自“商圣”范蠡的号（鸱夷子皮）。
本书实际上是一群以“让中国商业更受尊敬”为使命的记录者和参与者的文章合集，有众多著名企业
家如郭广昌、马蔚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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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方向明：《研究失败》的岁月　　我从1996年12月开始为《中国企业家》写稿。
　　我原本对这个杂志非常感兴趣，但过来一看，当时的《中国企业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虽然那时杂志已经办了很长时间，但一直都没做出品牌，很像政府办的一个文件。
东华（当时刚刚从经济日报调任的主编，后任社长）跟我谈的时候，我很感兴趣，但因为种种原因不
能调过来。
但东华改革的韧性和雄心，我能感受到，所以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不拿工资，但是为《中国企业家》
出策划、写稿子。
　　那时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我和东华合作的第一年，出去吃饭从来没超过100元的标准。
东华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给了我在当时非常高的稿酬（千字千元），而他的月工资只有800元。
　　我和东华的另个一个朋友陈惠湘，我们三人给《中国企业家》一个定位，通过做大、做响杂志的
“封面故事”和“特别策划”，把《中国企业家》办成一本面向财富阶层的“主题杂志”。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构成了“研究失败”这个课题。
我原来是搞宏观经济报道的，但后来发现随着市场作用越来越大，宏观经济这一块对企业的政策性影
响逐渐减弱。
从9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调查性报道，当时调查性报道基本上是停留在个案的基础上做调查。
于是我就把单纯的调查和揭露性的企业报道改变为研究企业成长经历。
但在研究一段以后，我又发现，找他们共性的东西非常难，每一个企业的成长环境都是由特定因素构
成的，很难总结。
这时，我有了一种模糊的感觉：企业成功的成长经历不易重现，但是失败的教训往往有同样的原因。
当时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发展迅猛的企业还很少。
于是我开始研究有关企业的这些方面。
 选择的第一个点是“点子大王”何阳。
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要深层地揭开这个企业的内部完整规律，只是想解释一个现象，看看当时整个咨
询业、公关业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写的第一篇并不好，因为当时太缺少资料了。
后来我重新研究这些资料后，又重写了一遍。
那应该是我对企业做真正研究的第一个案例。
　　当时还没有在《中国企业家》上喊出“研究失败”的口号，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研究一个企业
成功人们是欢迎的，而如果研究一个企业失败似乎不太好，所以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主张提出来。
　　第二篇关于史玉柱的文章是一个里程碑，也是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篇。
那一番调查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但是终于把它做出来了。
　　到我写沈阳飞龙那篇封面文章时，东华正式在卷首语提出了“研究失败”这个口号。
而那个时候中国企业恰恰经过10年的成长与市场磨练，一批企业成长得非常好，正面临一个更好的机
遇，但另外一些新成长的企业则遭遇到一些不顺。
　　“研究失败”一系列稿子出来后，《中国企业家》那一年奇迹般地出现了盈利，文章也被许多企
业内刊转载，作为警醒自己的一手材料。
这都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
到了年底，我跟东华、惠湘一块总结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主题，不仅找到了，而且还成功地实践
了。
一个主题打了一年。
东华说过，我的稿子是蘸着血写出来的。
　　《铁血三株》应该说是我为《中国企业家》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而整个写作过程是我在国外旅
游时完成的。
当时有一个机会，一群记者去香港、泰国旅游，但我一路上都在想着稿子，每到一个景点，都几乎没
怎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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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失败是需要对信息百里挑一的，100字的资讯我才敢用一个字，不敢随便下判断，只能多角度
地去验证。
最简单来说一个字：磨。
别人采访一个人，你采访三个人；别人采访一遍，你采访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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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提高企业家的利益自觉性和公民意识，企业家群体才能和广大民众在一起，克服横在面前的障碍
和阻力，实现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中国的目标。
祝愿《中国企业家》在这新的“世纪之战”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再立新功！
　　——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好的媒体就像一扇窗口，让我们的视野大大拓展。
像《中国企业家》，既登高望远，又求真实务，不断根据国内外的情况分析形势，总结优秀企业的经
验，让我们看到方向，学有榜样。
　　——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 柳传志　　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企业家的事业，也造就了《中国企业家
》杂志。
在市场经济的滚滚大潮中，《中国企业家》杂志25年如一日坚守本土商业全球价值，成为企业家群落
的信息平台和心灵港湾。
她让中国商业赢得全球尊敬，她自身也赢得了中国企业家的尊敬。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张瑞敏　　25年来，《中国企业家》已赢得了中国企业
界的主流话语权，对于企业家这一阶层的“生意与生活”有着过人的见解，它不但能站在一个比较高
的位置提出问题，并且还能尝试着提供解决之道——不少都是切实可行的。
我作为实践者，常能从中吸取营养，得到启发。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　鲁冠球　　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在时间的乱山碎
石中流过，两岸的景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溪流将流向沃野还是沙漠。
”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家阶层不断崛起的历史洪流中，我相信和期待《中国企业家》杂志更有作为
。
　　——招商银行行长 马蔚华　　身为企业家的一分子，我希望《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的企业家们，
坚持梦想不放弃，发挥企业家的精神、梦想和价值观，勇于担当，更加开放、具有眼光。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久。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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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中国企业家》杂志堪称中国的《财富》，在财经媒体界有无人能匹敌的影响力。
　　2.《中国企业家》成立25年来第一次系统地梳理自己的发展历程和背后的故事。
　　3．众多知名企业家和意见领袖亲自执笔，使《财富的灵魂：一本杂志和一个阶级1/4世纪的梦想
断代史》内容精彩纷呈。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财富的灵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