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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录这个时代的声音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一套相关的纪实类图书系列，我
很荣幸成为企业家卷的编著者。
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山河巨变、沧海桑田，那片曾经古老而变化缓慢的土地，如今林立着现代化的楼宇
与工厂，曾经杳无人迹的乡村角落，现在每天都在接待怀揣商业计划书、左顾右盼的投资者。
如同任何一个崛起的国家一样，商业是这三十年巨变的主角，无数公司的兴亡，无数企业家的起落编
织成了这段独特历史，他们的命运在推动中国重回大国之列的同时，也留下了一段段精彩故事。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经常接触到这群创造了历史的企业家，强烈的时代感透射在他们身上，如同奥地
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言：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
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因此对于这部历史的主角而言，他们是生逢了这样的时代。
我曾跟王石有过多次交流，他的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当时万科已走过二十年历史，王石回顾往昔时感
慨：若不是他在1983年时来到深圳，至今他可能还只是一个铁道兵。
而若早来几年或晚来几年，人生轨迹也将截然不同，早来几年深圳尚未开发，他可能等不及机遇到来
便已激情耗尽；晚来几年则又可能错过其后汹涌而至的企业家年代，也便不会有后来的万科与王石。
这样的道理也便如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一样，远近一分，人类皆亡。
命运往往如此，天降大任于斯人时，偶然之中亦必然，而这样的人生感慨在我接触的年广久、冯仑、
柳传志、马云等很多企业家身上同样能找到。
当然，阅读他们的故事除了能感知命运外，更重要的是找到“为什么是他们”的基因。
这个大时代给了十几亿人共同的机遇，也创造了这段历史最精彩的地方：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
瓦解时，一群小人物在众目睽睽下走上了前台。
但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呢？
年广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但他仅仅是一个文盲，平生只会写“年广久”和“同乙
”(“同意”不会写，只会写“同乙”)几个字；鲁冠球初中未毕业便为了生计而辍学，但十年后却撑
起了乡镇企业的一面大旗；李书福现在是民企造车的代表，早年却依靠野照相赚钱，还有刘永行、王
振滔等等，如今显赫的企业家，早年的历史都充满了狂野的草莽气息。
这里的反差都指向一个疑问：是什么力量触动这样一群小人物觉醒，并最终进化为具有敏锐商业嗅觉
的神奇动物？
三十年已逝，记忆散落一地。
在我写的《激荡三十年》序言中，我引用了法国入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
不解。
”尽管任何一次整理改革开放这段丰富而不可复制的历史时总让人疑惑，但我想当事人在历史中走过
的足迹却是清晰的。
便像我在三十年众多企业家的故事中始终记得关于吴仁宝的那个故事：当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
吴仁宝看到了“新闻联播”的播报，当晚他连夜叫醒了华西村的干部，第二天开始大量囤积钢材，由
此为华西村狠赚了一桶金，历史的契机与企业家的魅力在此中彰显无疑。
而我一直认为，记录历史便是要记录下这些迷人又令人深思的细节。
出于上面所言的记录历史和阅读历史的目的，编著此书时我便将目光放在了企业家成长中跟时代最相
关的一段历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到二十一世纪三个不同阶段的三十位企业家成了这本书的主体
，他们的故事便是历史。
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那些个人历程中重要的转折时刻，汇聚成了我们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而
对我来说，我亦有幸生于这个时代。
吴晓波于杭州运河边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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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激荡人生》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大败局》、《激荡三十年》之后的又一力作。
《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描写了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三个不同历史阶段30位企业家的人
生历程，出色地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激荡与繁华汇聚到了这些业界领袖最惊心动魄的人生片段上，生
动地展示了个人在大时代变动中的复杂与魅力。
　　三十年商海沉浮，无数公司的兴亡、企业家的起落，编织成了这段独特的历史。
他们在推动中国重新振兴的同时，也留下了无数精彩的故事。
唐骏、史玉柱、柳传志、郭台铭⋯⋯这些企业家个人历程中重要的转折时刻，汇聚成了我们这个国家
前进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当代中国的成长经历和人生经验，必将给无数后来者提供丰富的启示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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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晓波，1968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
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激荡三十年》（2008年）等。
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激荡三十年》获2007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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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记录这个时代的声音八十年代记忆  年广久：我就是一个改革的“傻子”  刘永行：靠饲料起家的第一
个“首富”  步鑫生：第一个“砸”工人饭碗的厂长  冯根生：我的“青春”基因  温元凯：亲历八十年
代商业启蒙  王振滔：两烧温州鞋  张贤亮：我用文化经营荒凉  马丁·波斯特：中国第一辆“桑塔纳”
 霍英东：“白天鹅”飞翔  袁庚：蛇口拓荒人  马胜利：我是怎么成为“马承包”的  吴仁宝：每天看
“新闻联播”的“企业家”  鲁冠球：向领导人“讨大学生”九十年代记忆  王石：我的道路与梦想  冯
仑：“92派”的野蛮成长  史玉柱：我是一个著名的失败者  柳传志：不在改革中犯错误  王佳芬：爱恨
合资路  王峻涛：多情应笑我  李宁：“体操王子”的新旅程  郭台铭：“我的领域没有竞争对手！
新世纪记忆  唐骏：我是盛大与华尔街之间的桥梁  吴士宏：自学步入IBM大门  马云：梦想的起飞  牛
根生：创造“蒙牛速度”  任正非：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  张朝阳：互联网最初的模样  叶莺：一个人的
战争  李书福：“疯子”企业家  金志国：一百年的啤酒梦后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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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个兄弟在新津发展我们的鹌鹑事业，其间我们的企业——育新良种场已经
开始与进入四川的跨国公司——正大集团在鹌鹑饲料上发生过一次价格战。
原因在于正大这个饲料公司也看到了新津的鹌鹑热，也进入了这个领域，与我们发生了正面碰撞。
因为我们的本地化更好，在农民中更有威望，而对于正大这个跨国公司而言，鹌鹑饲料是个小项目，
他们没有赚到多少钱，因此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就退出了这个领域。
不过很快，我们却找到了正大的大本营。
原因就在于四弟刘永好去了一次广东，看到了正大在广东全面推广的全价猪饲料在当时的专业户里掀
起了一场热潮，而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我们不甘心于只做鹌鹑饲料，决定再次转型，转向全价猪饲
料。
这次转型的困难程度要大得多，因为猪饲料对于当时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极有科研价值的产品，而
我们决定要自己开发，而主要的科研人员就是我。
经过艰难的开发过程，我们最终完成了研制。
而掌握了配方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我们之后就可以自由地运用各种粮食来配比这种饲料。
这样的一招鲜，让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吃遍了天。
直到现在，我们都受益于这个配方，它使我们做到成本最低。
但是转向猪饲料时我们也有辛酸的历史，这决定了我后来做企业的一条原则那就是绝不行贿。
当时我们要发展猪饲料需要土地，而新津的土地局长因为我们没有“意思意思”而几次驳回县委的决
议，就是不批给我们土地。
一怒之下我们决定杀掉所有的鹌鹑来发展猪饲料。
这当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却也有利于我们以后的顺利发展——不行贿使我们企业的发展走得很稳—
—虽然会失去很多机会。
在猪饲料的发展过程中，最让我们觉得惊心动魄的还是与正大的较量。
而主要的较量手法，还是价格战。
作为本土公司，理论上我们完全不可能战胜正大，它只要真心发动价格战，我们靠着自身的资金储备
就无法战胜它。
但同时，跨国公司有跨国公司的难处，我们当时只是在四川一地运营，如果它在四川一地降价应对，
势必会造成全国的价格体系出现混乱，四川的价格一低，经销商们就会到四川来进货，因此我判断，
他们可以发起降价战，但我们有成本优势，最终他们还是要与我们来协商共赢。
事实基本上按我们的想法在运行。
先发起价格战的正大最后没有顶住我们的还击，当时还叫育新良种场的我们，最后赢下了这场战役。
这引来了官方新闻媒体——新华社的关注，最后，国家领导人宋健也到了我们的企业，并给我们题写
了“中国的希望在于新型企业家”的题词。
而我们的企业，最后也因此而改名为希望集团。
口走向全国如果没有高远的志向，也许希望集团到现在还是一个地方性的企业。
但对于做企业，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我希望挑战自己的极限，看看事业到底能做多大。
这是我的个人偏好，从做企业开始起，我逐步逐步地下定了决心。
在四川做大之后，我在企业里提出了“从企业经营发展到经营企业”的思路。
希望集团在这个思路下开始在全国复制企业，首先是在四川，然后是在全国。
而在此同时，志向不同的四兄弟开始实行分家，各自按各自的偏好去做企业，一个大希望集团分成了
长兄的大陆希望、我的东方希望、三弟的华西希望和四弟的新希望。
长兄和三弟从此时就开始选择了多元化发展，除了饲料之外，他们开始生产变频器和进入地产；而我
和四弟继续专注于饲料业，先是在四川，后走向了全国，并在走向全国之时再次分家：两人把已经发
展起来的十三个厂划江而治，长江以北我来经营，长江以南由四弟刘永好经营。
我领导下的东方希望集团专注于饲料行业相当久，因为到九十年代后期我把饲料当做一项事业而不是
当做一项生意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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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饲料这个行业里，东方希望集团先后经历了多区域、多工厂、多品牌等几项裂变，但值得自豪的是
，几乎东方希望的每一个工厂都在当地效益名列前茅。
拿北京房山而言，效益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东方希望的工厂。
但没有人会注意这些工厂，它们的外表看起来都是平平常常的。
此时的东方希望，已经在全国有了些知名度。
1999年，上海提出引进民营企业，当时的副市长提出引进东方希望，我考虑再三也就应时而动，答应
了。
当然，这里面有我自己的考虑。
东方希望当时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公司，而这个公司原料所在地和主要管理人员都在四川，我希望到
上海可以使企业吸收更多的人才，也可以到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上与跨国公司同台较量。
我相信东方希望集团不会输给他们。
因为在中国，我们更为本土化，也更为优秀。
在中国这个舞台上，跨国公司有很多优势，他们资本更强大，地方政府更乐于给他们优惠政策，但同
时他们的决策过程更长，而且决策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
同时“迁都”上海，对于我个人的好处是我可以更为周全地了解信息，争取机会，更及时地对企业的
行为做出判断。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判断会给集团性的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到了上海之后，上海市政府给予我很高的礼遇，他们在浦东新区给了我们一块相当大的土地让我们盖
集团的总部。
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盖，一方面是因为这块地不断地有规划限制，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太张
扬。
直到九年之后，希望集团大楼才盖成。
而盖成了之后我们也只留用了一部分，因为希望集团从来采用轻总部策略，集团总部用不了多少地方
，而多下来的场所，我们用来出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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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多时候，整理材料是一件琐碎又不讨好的工作，更遑论整理历史材料，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
的历史见解。
但我却着迷于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历史，我时常心怀虔诚地翻阅那些泛黄的旧报纸，阅读别人的历程
，因为这段历史毕竟是不可多得的。
因此，编著此书时，我首先要感谢时代，感谢这部书中的人物，以及更广泛而未及收入此中的芸芸企
业家，正是他们富有创新与开拓的精神，让这个时代无比精彩，也让我有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有时候，看这些人物的命运便像在月光下能清晰看见自己的影子一般真切。
当历史来到三十年面前时，很多优秀的企业家自己便开始回忆成长历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版了自
传或传记，比如王石的《道路与梦想》、王佳芬的《新鲜》，冯仑的《野蛮生长》，吴士宏的《逆风
飞扬》，李宁的《冠军的心》，马云的《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李书福的《汽车疯子李书
福》，郭台铭的《郭台铭与富士康》，金志国的《一杯沧海》，吴仁宝的《赢在华西》、袁庚的《袁
庚传》，马丁·波斯特的《上海1000天》，以及描写叶莺在柯达历程的《跨越》等书，我还找到了一
些改革家前些年出版的回忆录，如马胜利的《风雨马胜利》、刘永行的《希望永行》等等，在此要感
谢这些书的传主，以及精彩描写他们历程的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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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作者吴晓波，带您重温三十载神州商业传奇！
唐骏、史玉柱、柳传志、郭台铭⋯⋯改革开放三十年风云激荡看充满狂野气息的草莽英雄，如何傲然
走上时代前台！
改革开放以后，在先富起来的人群里面有凭着汗水、智慧和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英，也有相当一
部分以卑劣行为致富的败类，有人把这两种人混为一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改革开放，使矛盾变得
错综复杂。
在构成中国经济的三大力量中，民营企业出身不好，集中社会力量能力最低，但同样可以做大事。
作为千千万万民营企业主中的一个，我从来不敢期望有多少阳光雨露会洒在我头上，只要石头有一条
缝，我就会和我的同事一起拼命往上生长，自己去争取阳光雨露。
我算是国企改革的幸运儿。
我能够“常青”的内因很简单：既然当了改革出头乌，就一定要尽力地高飞，飞飞停停反容易被猎枪
打中。
只要你保护好心脏——不要有私心，即使别处被打伤还是拼命飞，飞出了射程，再好的老枪也打不中
你了。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都在等待中观望，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入市场冲浪。
在我的带动下，沉寂了几十年的瓜子市场骤然复苏，一两年之内崛起57家生产商，其中个体的占了48
家。
而我成为当时个体经济发展的“带头羊”和“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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