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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成为历史的主人    今年夏天，我们的新杂志《全球商业经典》问世，能够在这个新平台上和志刚成为
同事，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同为传媒人，志刚这几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当下中国活跃的企业家群体的采访和记叙之中，《人
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便是这项工作的一个成果。
    是的，这一代企业家也到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梳理、再现”的时候了。
这是一本试图对这个群体进行历史记录与观察的书，它记录了这个时代一些领先的人做过什么、正在
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
从小处说，他们的品格来自于家庭、教育的影响；从大处说，他们的命运与中国大时代紧密相关。
    记录当下企业家群体也许并不是一件新工作，但志刚的写作还是呈现出许多特有的丰富。
成为同事之前，我和志刚有过一次长谈，自然也谈到他的写作，谈到对自己的超越。
应该说志刚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人，他在和企业家群体深入交流采访和后来的写作过程中逐渐隐约感
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呢？
从对人物成长经历的记录到对人性的体悟，从对他们创业历程细节的探究，到对大环境影响的关切，
最后找到并建立企业家个人命运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成与败、喜与忧——透过企业人物折射历史的
烙印。
事实上，黄怒波、朱新礼、陈年等人的写作已经更加关注外部世界和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与呼应。
    志刚的写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深入精致，精于对企业家朋友内心世界的把握。
看得出，他自己也在写作中逐渐缩短着与企业家的距离，成为他们信任的朋友。
志刚用的是什么招数，让这个骄傲的群体，不再只说客套话，而是娓娓道来成长辛酸。
我想志刚待人的诚恳与质朴一定是重要的原因。
    但志刚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能拉开一点距离，找到企业领袖成长历史的内在逻辑；他希望能把对
这个群体的写作，从真实、生动、深入发展到纵横捭阖，更有穿透力和沧桑感。
那天谈话，我们提到了史景迁，提到了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平衡、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如何互相映照，
彼此锤炼，共成画卷，完成从微观人物写作到历史写作的跨越。
    从更大的背景看，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没有办法脱离既往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和变化的大背景。
中国的商业写作也如此——这种大背景无疑具有某种特殊性——也许“中国模式”是一个有争议的表
述，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企业家的生长与发展环境还是有一些非常鲜明的特点。
孔子日：“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实用和经验的结果，往往就是路径依赖，而并非模式——理论的创新，是的
，这三十年我们其实还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至少在商业领域。
所谓“中国特殊性”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充分尊重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自主性，同时
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一般性。
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经验当成永恒并进行神化，其结果必然是作茧自缚，阻碍发
展”。
    显然，中国既往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符合普世经济学原理，是顺应了市场化、全球化基本原则和大趋
势的自然结果。
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大体上符合“明晰产权、扩大市场化、促进对外开放”的经典后发国
家特点。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的确结合自身国情进行了探索。
中国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
历史是不是就此不会“终结”？
中国人的道路哪怕只对中国人自己好使，也不错。
毕竟，13亿人生活幸福而有尊严也是大好事情，不一定非要别人学习之，复制之。
所谓“中国模式”更大的意义是，人类有没有可能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之外，
有其他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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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要等到中国和中国的企业真正经历一个现代化的全周期之后才能更加清晰。
    企业领袖与企业的历史，正如美国企业史家钱德勒的创造性工作，使我们知道构成美国历史的不仅
有南北战争、林肯与罗斯福，还有卡耐基、IBM。
尽管中国企业家在中国的地位仍有几分尴尬——一会儿是人们敬仰的财富英雄，一会儿又是社会不公
的替罪羊。
“日渐活跃的商业力量只拥有狭小的表演空间，表演者仍没有积累足够的表演技巧，中国企业家欲言
又止的性格使他们无法释放自己的全部能力。
”但我相信，这一群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一定会和历史共同作出正确的选择。
    史景迁说过：“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干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
⋯⋯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实际⋯
⋯”    若干年后，人们回顾既往三十余年中国这个被称做企业家的群体，会不会从诸如《人生：中国
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这类书中，在历史风烟里了解往事的真相，让已经过去的沉睡在史料背后的
人物从时光隧道中返回，成为活生生的历史的主人？
    何力    《全球商业经典》杂志出品人、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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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录了这个时代一些领先的人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
他们当中有地产界的风云人物黄怒波、任志强、潘石屹，互联网领域的先锋人物张朝阳、古永锵，电
子商务领域风生水起的陈年、王兴，实业界的元老柳传志，青年导师天使投资人李开复，以及从农村
来做着农业梦的朱新礼。

　　这些人所在的领域不同，成长的背景也很不相同。
黄怒波、潘石屹、陈年是穷孩子出身，儿时备尝艰辛，任志强、柳传志来自红色家族，有着与生俱来
的优越，李开复、古永锵、张朝阳有海归背景，能在东西方间自由游走，王兴是家境优越的富二代，
朱新礼是来自农村的致富能手。
这些人身上有着各自强烈的时代印记。

　　同时，这些人的共同点又很多，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有敏锐的眼光，都能摸准时代的脉搏
。
看领先时代的人如何应对这个变化的世界，是作者创作这本书的初衷。
这些商业领袖的成功虽然不能复制，但是他们的人生却值得我们分享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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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志刚，1975年生，曾在《南方都市报》、《南方体育》、《体育画报》中文版、《东方企业家
》等媒体作记者，现为《全球商业经典》杂志总主笔。

　　邮箱：next1066@vip.sina.com
　　微博：http://weibo.com/jizhelizhi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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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该集团主要做房地产和旅游地产，曾开发了“世界文化遗产”安徽黟县宏村。
同时，黄怒波是一位诗人，笔名“骆英”，还是一位登山家。
2011年4月13日，他踏上北极极点，成为世界第十四个、中国第八个完成“7+2”挑战的探险家。

 01　冰岛“岛主”
 02　父亲受冤自杀
 03　悲惨世界里的西北狼
 04　命运的转折点
 05　人性的复苏
 06　打造宏村，一举成名
 07　中坤的“独裁者”
 08　自由的诗人
 09　孤独的登山者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SOHO中国董事长，创造了工作与居所合二为一的“SOHO”模式，建筑风格前卫大胆。
通过高超的营销艺术，SOHO中国的楼盘屡创销售纪录。
潘石屹本人是最乐于面对公众的房地产商之一，擅长通过媒体与网络平台打造自己的公众人物形象。

 01　百亿富翁与猪
 02　苦难的少年时代
 03　下海经商
 04　海南淘金
 05　天生精明的“潘老财”
 06　没有被贪婪破坏的智慧
 07　吃干净的饭
 08　家贫出孝子
 09　和气生财
 10　海龟与土鳖
 11　衣锦还乡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上市公司华远地产董事长，出身于红色家庭，关注政府有关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他热衷发表评论
，屡出“房子是给富人盖的”、“买不起房就该回农村”惊人之言，被公众与媒体称做“任大炮”。

 01　享受被扔鞋的“总统待遇”
 02　傲慢的任志强
 03　卷入时代洪流的“红二代”004争强好胜的拧巴本色
 05　“任大炮”
 06　柔软的心
 07　实话实说的倔头
 08　忠诚的少数派
 09　断裂的经济逻辑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中国最著名的跨国公司高管，先后在苹果、微软、Google任职，现创办创新工场，任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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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个人兴趣，李开复注重中国青少年的教育，被称做中国大学生的“精神导师”。

 01　开始新的闯荡
 02　在台北的外省人
 03　忠孝传家
 04　Follow My Heart
 05　“中国专家”遭遇中美文化冲突
 06　做所有人都欢迎的事
 07　年轻人的精神导师
 08　创业影响中国
柳传志｜船长
联想控股董事长，在中国企业史上，柳传志留下最具有价值的一笔——他是少有的成功解决了接班人
问题的企业家，是少有的成功解决股权激励问题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

 01　不打无准备的仗
 02　“联想就是我的命根子”
 03　做一个正直的人
 04　以身作则
 05　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06　产业报国的终极梦想
 07　不服老的船长
陈年｜归去来
凡客诚品创始人兼CEO，来自一个贫困家庭，喜欢文学，做过记者、编辑，后在卓越网负责图书事业
部，进入互联网行业，其创办的凡客诚品是近年表现最为火暴的B2C（商家对客户）电子商务网站。

 01　门外汉做服装
 02　时尚大爆炸
 03　野心勃勃的少年
 04　西方名牌的反叛者
 05　人民时尚背后的平民情怀
 06　谁把韩寒用得最好？

 07　深谙中共党史的企业家
 08　未来的考验
古永锵｜第一的逻辑
优酷CEO，自2006年推出视频网站优酷以来，三年时间成为视频行业老大。
优酷能够后来者居上，主要原因在于古永锵本人的战略眼光、其搭建的优秀团队以及团队超强的执行
力。

 01　互联网新贵的诞生
 02　资本高手
 03　媒体情结
 04　理性的赌徒
 05　优势不只是资本
 06　版权风波
张朝阳｜惑
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中国互联网拓荒者之一，搜狐以做新闻门户起家，实行多元化经营，在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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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视频等领域均有建树。
张朝阳有深重的媒体情结，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情怀的熏陶，关注公共事务。

 01　2010年夏季的反思
 02　互联网的拓荒者
 03　上一次再造：回归技术驱动
 04　信仰：媒体情怀与儒家精神
 05　搜狐的好人文化
 06　再造搜狐
 07　张朝阳的焦虑
王兴｜富二代创业记
 美团网CEO，曾创办了校内网、饭否网，每次创业均踩准互联网新一波浪潮。

 01　创业者的典型样本
 02　“富二代”的创业启蒙
 03　资金链断了
 04　服务器停了
 05　这次有戏了
 06　他为什么总是第一个？

朱新礼｜农业梦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
这位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他的命运与国家“三农”政策紧密相连。

 01　命运的巨变
 02　“创业就是战斗英雄”
 03　“卖果难”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04　“十年后谁种地？
”
 05　儒家文化与乡土情怀
 06　大农业的梦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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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命运的转折点尽管生活困苦，但在同学眼里，黄怒波是个极爱干净的人。
他总穿着一套洗得泛白的黄色军装，戴着黄帽子、背着黄书包——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军装。
虽然总穿着这么一套黄军装，但他的同桌和丽丽从不觉得他家困难，因为黄怒波很干净，从小都不是
脏兮兮的孩子，不像有些男生，凑近就闻到难闻的气味——虽然黄怒波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他从
没有把自己当成猪狗不如的人过活。
少年时期，潘石屹需要为五分钱烦恼。
在他的心里，钱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
那时候，钱都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一元就是很大的数字。
对潘石屹来说，钱第一就是能看病、买药。
自潘石屹有记忆起，当地一直是合作医疗，无论中药还是西药，所有的药都标价五分钱。
为了给潘石屹母亲看病，就得凑够五分钱。
五分钱，足以缓解病痛、延续母亲的生命。
当潘石屹离家读书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他希望他下次回家，能看到母亲坐起来，坐在床上等他。
这是他最大的幸福。
有一次潘石屹见任志强问：最近和别人吵架了吗？
任志强想了想说：还没吵。
潘又说：吵架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不吵架，你这日子跟没过似的，难受。
潘石屹说，任志强和人吵架后反而很高兴。
他最激烈的一次吵架就是几年前和时任建设部部长的汪光焘吵架。
吵完架以后，两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任志强下来后说：这回终于把老汪给骂了。
汪光焘出去后跟人说：这回把他们叫过来臭骂了一顿。
我问李开复，他的创业如果出现最坏的结果怎么办？
他说：“也许创新工场的回报不怎么样，只保住了本金，但我们也帮中国培养了几千个人才。
他们当中总有一批人未来会成为中国富豪或IT精英，也许在他们手里会诞生中国的下一个腾讯或百度
。
我无法预测是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过我们的投资，但我们一定会有这种荣誉感，因为可以看到
他们未来的成长和成功。
”现在联想的年轻人很难见到柳传志着急的模样。
经过大风大浪后，如今的柳传志沉稳老练，不动声色。
联想老人张祖祥还记得，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柳传志急急忙忙坐飞机赶到香港，立即召开会议。
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这是国家的财产，把你们全家的资产、全家性命都拿到公
司来。
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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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一生的事业    “所有伟大作品都绽放着人性的光芒”，这是我前几年看普利策获奖作品集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我这几年做的商业报道，更侧重于“商业中的人”，注重用人性来阐述商业。
    这本书收录了2009年4月到2011年8月我在《东方企业家》发表的主要文章。
那么多企业家，我为什么采访的是这些人？
我选择企业家的标准：首先是价值观要对，其次才是企业的规模。
    2009年3月，《东方企业家》主编魏寒枫问我有无兴趣做商业报道，此前，我们分别在《南方体育》
《体育画报》共事多年。
这样，我到了《东方企业家》，开始财经领域的采访写作。
    这些文章有个特点，偏重于对采访对象的家庭、经历和个性的挖掘，我觉得，人不是从石头缝里蹦
出来的，家庭教育、经历对他的人生必然有很大影响，这导致他的性格形成，并影响到他的公司。
    要说最难的一次报道，我可能要说这一系列报道的最先创作的那一篇——张朝阳那篇《惑》。
现在看来，那不是一篇好的报道，但对我的商业报道生涯以及当时的《东方企业家》都是一个好的开
端。
我是2009年4月到“东企”，在20天内要拿出张朝阳的封面报道来。
5月是《东方企业家》改版第一期，非常重要。
与公关打交道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偶然听说张朝阳要去爬山，于是和摄影师直奔四川雪宝顶，在大本营那里拦住了张朝阳。
当时有人不让我们上山。
我特意穿上2005年和张朝阳一起去西藏启孜峰的搜狗美女野兽登山队的服装，才唤醒他的记忆。
Charles本人是相当随便和善的。
他同意了我们跟着上山。
在没有任何后勤保障、有高原反应的情况下，我和摄影师邸晋军在海拔4200米的大本营待了四天，每
天吃干牛肉和巧克力，喝果珍度日。
记得下山后给家人打第一个电话时，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我多次采访张朝阳，我想和这次上山有很大关系。
    第一篇引起较大反响的文章应该是潘石屹的《平凡的世界》，从采访到写作整整两个月。
2009年8月月初联系采访时，我给许洋(时任SOHO中国副总裁)发了个短信“我要做一篇潘石屹这几年
最好的文章”，我不知道当时的底气从何而来，反正我是这样说了。
我去了海口，花了三天时间，找到当年潘石屹挖到一桶金的九都别墅，之后我又去潘的老家甘肃天水
市潘集寨，获得了一些素材。
当我获得这些外围素材后，再采访潘石屹时，我看到了他吃惊的目光。
我能采访到潘石屹父亲潘诗麟先生，我想和这些功课有很大关系。
后来，我成了潘老先生的棋友，他的象棋水平和我差不多，虽是73岁的老人，但反应很快，令我这个
做了七八年棋牌采访的记者还有点招架不住。
在潘家，我发现潘诗麟的父亲、爷爷的照片都还在，这是清末民国初年的照片，这薄薄一沓照片背后
，是一个家族在风雨飘摇的百年历史里如何保存自我的故事。
最近半年多，因工作太忙，我很少去潘家了。
    从人性来说，我挖掘最深的应该是黄怒波，一方面他的命运是如此跌宕起伏。
另一方面，我跟随他从北京到安徽宏村，再到他的家乡银川，后来又一起到西藏，有半个月左右的贴
身采访，获得了很多故事和细节。
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2010年3月在银川，黄怒波给他的父母扫墓，我也去了。
他父母坟旁是他的同班同学，1975年知青下乡时因煤气中毒去世，黄怒波前几年才发现。
他放了一束鲜花在他同学墓前，并捡起几块砖头放到同学坟头，当时他的神情很黯然，他抹了一把眼
泪，望着远方的贺兰山呆呆地说：我的同学已经躺在地下三十多年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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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细节描写成了文章的结尾，契合了文章的主题：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悲剧。
应该说，黄怒波是我进入对方内心最深的一位企业家。
    反响最大的文章应该是2010年6月写的任志强的《傲慢与偏见》，主要原因是热点人物、独家专访。
这篇文章从最初联系到采访写作完有半年时间，我几乎每周都给任志强秘书刘雪松打电话。
采访任志强本人前，我到任志强知青时代待过的延安宝塔区郭庄去了一趟，找到他当年住过的羊圈。
我在郭庄的村长那里找到了前知青、现国防大学少将毕京京的电话。
我告诉毕京京我去过郭庄，这让他很感动，又帮我介绍了任志强同学、海口海关前关长赵晓航，毕京
京是这么介绍我的：这位记者去过我们庄。
这几位知青、同学或朋友，与任志强一起长大，是关键的采访对象，因为他们，我能够还原任志强的
少年时代，理顺了他的成长脉络，以及他一贯的思维逻辑。
    2009年6月我第一次接触李开复，当时，难度非常大，因为谷歌事件。
经多方努力，采访完李开复后。
我又开始外围采访，有两个突破，一是我了解到李开复姐姐李开敏是心理学专家，通过国际长途，找
到台湾大学教育处，教育处小姐说李老师是兼职的，放假了，找不到。
我不死心，再找，总算问到李开敏的邮箱，我给她发邮件，两天后，奇迹居然出现了，李开敏回邮件
了，这样完成了李开复姐姐的采访，获得别人不可能获得的材料。
二是，我联系四川农业大学，打了二十几个电话，找到李开复堂兄李开钊(退休了，所以难度非常大，
已经找到退休部门的电话，但办公室小姐就是不告诉我李开钊的联系方式，这让我快崩溃了，幸好后
来在其他科室问到)。
后来我又去了一趟四川，通过调查得知，李开复父亲是黄埔六期(和罗瑞卿大将是同学)的学员，李开
复本人都不知道此事(李开复是幺儿，父亲52岁才生下他)。
    后来，我采访潘石屹父亲潘诗麟，得知潘石屹的爷爷也是黄埔六期的，2009年11月26日，华企峰会
，潘石屹和李开复都参加了，我将他们两人拉到一起，介绍他们的祖辈有这层关系。
曾经引起媒体的很大兴趣，李开复当晚在微博发了此事。
    从李开钊处我了解到李天民(李开复父亲)的故事和细节时，很感动。
1990年，李天民从台湾回四川，他最爱的母亲已经去世30年，他在成都文殊院给母亲做法事，81岁的
老人在地上长跪一个多小时不肯起来。
2009年9月，我到四川采访时，曾专门到成都文殊院徘徊了半个小时，我能体会到一个孝子无法尽孝道
时内心是何等的悲痛。
    我采访过古永锵三次，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理性和执行力，他像钟表一样精准，我第一次采访他
是2009年12月，他说将于次日下午三点在机场打电话给我，时间为半小时。
次日下午三点整，电话果然打来，三点半，准时结束，他要登机了。
后来我陆续采访了其他几家视频网站，发现优酷的执行力是最强的，这和古永锵有绝对的联系。
    采访陈年时，我总共找到了42个采访对象，其中36人受访，6人拒绝。
采访素材共打印了232张A4纸，30万字。
因为主题开始有些模糊，初稿并不太好。
好在采访量很大、素材很多，我及时调整了方向，才成了现在这篇文章。
    陈年之后，我慢慢有所体会，采访之前尽量确定好主题。
提炼一句话来定下报道的主题，所有的采访、写作、故事、逻辑都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
《华盛顿邮报》潘公凯采访程益中时，前后八九小时。
据程益中告诉我，在采访前，潘公凯就定下了主题和文章构架。
采访是补充细节、填充内容。
这话我之前半懂不懂，也是最近领悟的。
《报人程益中》与欧逸文写胡舒立的《禁区》这两篇文章我都反复阅读，研究。
胡舒立这篇文章我觉得最牛的地方就是提炼了“胡舒立游走禁区的自由”的主题。
就我个人的体验，如果没有想好主题的话，文章就不好采访，甚至写作。
    因此写王兴时，我定下了“一个互联网天才在中国遭遇的尴尬”的主题，无论采访还是写作，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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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集中精力围绕这个主题在做。
最近我在《全球商业经典》写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一位全球化浪潮里的IT精英如何拉近中国制造与
海外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主题明确，采访和写作都会省不少力。
    当然，主题先行的前提是主题的逻辑得是正确的，如果是错的或出现偏差，得及时调整，不能勉强
。
主题先行必须对采访对象有准确的判断，这得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和调查的基础上。
我采访一个企业家之前，一般会买相关的两三本书来看。
比如任志强，我就买了有关任志强的《任我评说》《地产狂人任志强》，还有房地产书籍；为了写潘
石屹，我不仅买了潘石屹的相关书籍，并且还买了冯仑的《野蛮生长》。
《野蛮生长》这本书里，有一段话讲到冯仑和潘石屹曾经以为西安就是他们的梦想天堂。
我采访潘石屹的时候，讲到激动之处的潘石屹伸手虚指远处：“天水往东，翻过秦岭，就是八百里秦
川。
”那是天水人向往的富裕地区。
    朱新礼是我在《东方企业家》的最后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个新的尝试，如何在大视野、
大产业背景下写一个人、一家公司。
    这些文章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家庭教育对企业家的影响，比如柳传志、潘石屹、李开复、任志强、
朱新礼、王兴等，大都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少年时期从福建逃到台湾的台达电董事长郑崇华跟人说，如果没去台湾，可能现在还是个乡下老头，
李开复则告诉我：“如果我家没去台湾，我认为凭着我们家的教育和影响，我依然能成功。
”即使陈年，从小没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但他的聪明才智依然来自父母，他的父母都在20世纪60年代
考上北京大学。
    迄今为止，我自己最满意、最喜欢的文章是三年前发表于《读库》的《暴力棋王》，这肯定和我20
年的围棋爱好有关系。
我知道自己现在还有不少缺陷，我为此请教过《读库》创始人老六(张立宪)先生，他是国内最好的编
辑，十年前他是我在《南方体育》做编辑时的专栏作家。
老六给了我三条非常中肯的意见：一是视野需要放大，二是与采访对象的距离要适当，三是结构的逻
辑性还需要加强。
今年七月，我的工作发生变动，老六的这三点意见也是我考虑的原因之一。
    我今年36岁了，在中国，这个年龄还在一线的记者已经非常少见，他们要么走上媒体管理层，要么
改行了。
但在美国，一个职业记者的黄金时间才刚刚开始。
对我来说，我的采访写作也才刚刚开始，我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我将永远做一个采访写作者，直到
我再也写不动为止。
当下的中国是个选题的宝库，我将用一生去寻找。
    李志刚    2011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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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志刚善于捕捉人物身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也愿意为一篇文章作充分的调研和分析。
志刚采访过我三次，文章一次比一次细致。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还从海量资料里找到我父亲上过黄埔军校的证据。
父亲52岁才有的我，所以我并不知此事。
2010年底，我大姐从美国回台湾，和我确认了此段历史。
    ——李开复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    志刚是一个读人心灵的人，不带任何先见的眼光接触他的受访
者，具有优良的传记作者的素质。
跟志刚交谈后，受访者往往都会成为他的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
希望当今的媒体界多出一些像志刚这样的资深人士，用手中的笔勾画出中国当代企业家的群体形象，
尤其是描绘他们的成败得失、生生死死，为后人勾画出一个利益多元化时代的浮世绘。
    ——黄怒波  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    不同于过去关于我的报道，志刚的文章写父亲对我的影响，写童
年对我现在的影响，这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过去。
社会上总是问，中国的根在哪里？
我想，中国的根就在家庭教育里，正直、善良、诚信等美好品质在父辈的言传身教里延续下来，我们
也应以身作则，传给下一代。
    ——潘石屹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一个群体浮躁的时代，志刚是个能静下心来观察、思考
的资深媒体人。
他的这部作品不是这个时代应景、随喜的小品，其行文沉静、思辨，直指人心，勾勒出这个时代极富
色彩感、画面感的商界人物群像。
    ——古永锵  优酷CEO    李志刚是我见过的记者中，最关注细节的人。
他采访之后所作的背景调查，更是惊人。
看过他的作品后，我往往会想起当年做记者的时候，和志刚比，我觉得自己太粗糙浮躁了。
志刚的口音很重，乍一见，会觉得他很糊涂很着急，我想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大智若愚吧。
    ——陈年  凡客诚品董事长兼CEO    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
做企业如此，做媒体也如此。
志刚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媒体人。
    ——王兴  美团网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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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是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得到了书中企业家高度认可，他
们中的很多人欣然作序推荐的传记。
《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记录当下企业家群体，看领先时代的人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
与读者分享商业领袖的成长经历、人生感悟，披露不同领域商业领袖背后共有的成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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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志刚善于捕捉人物身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也愿意为一篇文章作充分的调研和分析。
志刚采访过我三次，文章一次比一次细致。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还从海量资料里找到我父亲上过黄埔军校的证据。
父亲52岁才有的我，所以我并不知此事。
2010年底，我大姐从美国回台湾，和我确认了此段历史。
——李开复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 志刚是一个读人心灵的人，不带任何先见的眼光接触他的受访者
，具有优良的传记作者的素质。
跟志刚交谈后，受访者往往都会成为他的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
希望当今的媒体界多出一些像志刚这样的资深人士，用手中的笔勾画出中国当代企业家的群体形象，
尤其是描绘他们的成败得失、生生死死，为后人勾画出一个利益多元化时代的浮世绘。
——黄怒波 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 不同于过去关于我的报道，志刚的文章写父亲对我的影响，写童年
对我现在的影响，这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过去。
社会上总是问，中国的根在哪里？
我想，中国的根就在家庭教育里，正直、善良、诚信等美好品质在父辈的言传身教里延续下来，我们
也应以身作则，传给下一代。
——潘石屹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一个群体浮躁的时代，志刚是个能静下心来观察、思考的资
深媒体人。
他的这部作品不是这个时代应景、随喜的小品，其行文沉静、思辨，直指人心，勾勒出这个时代极富
色彩感、画面感的商界人物群像。
——古永锵 优酷CEO 李志刚是我见过的记者中，最关注细节的人。
他采访之后所作的背景调查，更是惊人。
看过他的作品后，我往往会想起当年做记者的时候，和志刚比，我觉得自己太粗糙浮躁了。
志刚的口音很重，乍一见，会觉得他很糊涂很着急，我想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大智若愚吧。
——陈年 凡客诚品董事长兼CEO 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
做企业如此，做媒体也如此。
志刚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媒体人。
——王兴 美团网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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