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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年前，由于一期杂志商业人物的采写需要，我采访了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
那时，汪力成因收购美国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部门而被誉为“第一中国商人”已经3年之久，其声
名早已远布中国。
但是，由于长期浸淫于人文社科的世界，我对“商人”的理解和观察，也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更加
侧重从“人”的角度而不是“商”的角度来观察其所言所行，而汪力成正是我第一个从“人”的角度
近距离观察的重量级企业家。
    令我欣喜的是，汪力成不仅以博闻强记、出口成章赢得人们的佩服，还以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对社会使命的勇敢承担而赢得人们的尊敬。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了对“人文浙商”的寻找。
巧合的是，2005年春开始，钱江晚报社与浙江图书馆联合举办了每周一讲的“人文大讲堂”。
4月18日，来“人文大讲堂”演讲的，正是汪力成。
两个多小时，数十次热烈的掌声，在这次堪称经典的“浙商转型：从经济到文化”的演讲中，汪力成
从“劳务型—知识型”、“经验型—学习型”、“实惠型—理想型”、“本土型—国际型”、“富家
型—富国型”、“企业型—事业型”六个方面对浙商的转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其中许多观点和论
述，正与我所寻找的“人文浙商”的概念相契合。
因此，更增强了我对“人文浙商”这一概念进行挖掘的信心。
    2006年夏，在成为《浙商》杂志的一名记者后，由于采写封面文章的需要，我有了更多接触“浙商
”这一群体的机会。
在工作之余，也总是在思考着“人文浙商”的内涵和“理论建设”。
幸运的是，在采访中，我先后遇到了凌兰芳、倪捷、周晓光、庄启传、竺福江、徐文荣、李书福、郭
广昌、倪良正等我所要寻找的“人文浙商”，他们不仅给我提供了鲜明而有个性的案例，还或多或少
地表达了自己对“人文”的理解，为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和观点。
    什么是“人文浙商”？
    简单地说，“人文浙商”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浙商。
而所谓“以人为本”，也就是以尊重人的价值为出发点，和谐地处理各种关系。
    在哲学的意义上，它追问做企业的终极目的；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它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社
会学的意义上，它提倡做一个社会企业家；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践行者；在文化
学的意义上，它提倡企业家个人、员工与企业整体的文明素质的提升。
    “人文浙商”的“以人为本”，至少具有三个维度，需要处理三种关系。
    第一个维度是人与自我，即以我为本。
提升人生境界，创造有意义人生的途径，找到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人生坐标，是人文浙商在“自我”
这个层面上的目标。
    第二个维度是人与企业，即企业以员工为本。
企业家与企业、企业家与员工、员工与企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人文浙商的理念不认同企业家与员工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共赢关系；不认同
企业家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种附属关系和私有关系，在人文的理念下，它应该达到以下效果，即当企业
家与企业相分离时，这两者都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宿。
这是人文浙商在“企业”这个层面上的目标。
    第三个维度是人与社会，即以天下之人为本。
人文浙商认识到做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为了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因而注重企
业对其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主动承担。
在这个意义上，人文浙商就会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选择自己企业的产业方向和发展方向，就会颠覆
那些“做大做强”等陈词滥调的企业理念，而致力于企业的社会投资，以赢得世人尊敬为目标。
这是人文浙商在“社会”这一层面上的目标。
    而在这三种关系的处理中，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知识理性和人格尊严的关怀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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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事实上，“人文”一词，在中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是有所不同的。
在西方，“人文主义”本来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世界观中兴起的一种思潮，其
基本精神是：肯定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主张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主张人有理性，
并用知识来造福人类。
    在中国古代，“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的“贲卦”中。
它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一。
人文”指社会活动中的人伦秩序、精神文化现象及其规律，它具有礼义化、道德化、文明化的特征。
具体来说，就是以“人”为中心，与其他各事物的和谐相处。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从“人文”的角度人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困扰着浙商内外部经营环
境的诸多问题。
    比如诚信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许多商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诚信问题，由于诚信的缺失而导致了在
中国进行商业运作的成本非常高。
有一个做外贸生意的浙商曾经很坦率地告诉我，近年来，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外反倾销、出口退税率
下调等原因，国外生意越来越难做，但他依然不愿意开拓国内市场，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不
按规矩办事，缺乏诚信保障，交易成本太高。
    诚信、信任，这个市场经济中最基础的要素，为什么在中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呢？
这恐怕跟中国文化里缺少“人的尊严”这个观念有关。
事实上，“诚信”就是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以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而这就是一种自尊，是人文精
神中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知识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尊重。
所以，如果打交道的双方没有一种共有的尊严意识为基础的话，就很难有诚信可言。
    比如社会责任问题。
2007年6月，在浙商大会上，由《浙商》杂志作为发起机构，由汪力成作为代表宣读了《浙商社会责任
倡议书》。
这份“倡议书”向天下浙商发起倡议，作出了五项承诺：一是改革创新，做强做大；二是关爱员工，
诚信守法；三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四是扶贫济困，热心慈善；五是修身立业，传承文明。
    发起这一倡议的，有宗庆后、楼忠福、郭广昌、李书福、丁磊、王振滔、南存辉等17名耀眼的浙商
明星。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上述五项“责任”之中，除了第一条“改革创新，做强做大”外，其余四条与
企业经营都没有直接关系。
可见，至少在起草者的眼里，“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对企业之外的“社会”负责。
然而，就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与会的记者问及发起者对“社会责任”一词的理解时，有不止一
位的发起者却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将企业“做强做大”上，他们认为：做好企业，依法纳税，解决
就业问题，就是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
    商人可以说是社会上最精明的一个群体，这种精明，不仅体现在做生意上，也体现在语词的运用上
。
将“社会责任”理解为“做好企业，依法纳税”之类，正是对这一概念精明的偷换。
然而，我无意指责他们的这种精明。
事实上，这种精明多多少少也是被逼出来的——舆论、政府、社会，不顾他们自身能力，逼迫他们无
边界地承担本该是政府承担的责任，只会增强他们的抵触情绪。
    如何处理在社会责任问题上，企业家们“想做，但又不能过分”的微妙关系？
我认为依然要从人文关怀人手。
没有人文关怀，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中的后四项，无论是关爱员工，还是保护环境，无论是热心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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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修身立业，都是本书“人文”一词的重要内涵。
而“人文”一词，所不同于“社会责任”的，其根本在于，前者是发乎内心的自觉，是一种主动的行
为；而后者，更多的是来自社会舆论的要求，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而稍具心理学知识的人都明白，自觉主动的行为更具长久性，更加真实也更有效果；而被迫的行为，
就往往会在仃为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被扭曲而走向相反的方向。
    此外，诸如做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劳动与资本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有效处理与
政府的关系，什么是既符合当下现实又符合未来社会的管理理论，这些一直困扰着企业家们的问题，
这本在“人文”的视角下解读浙商的小书，都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答案。
    最后，说一下本书的题目：“大商人”。
相信很多读者看了这个题目会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书中有些主人公的企业规模或个人资产，还远
未达到他们心目中“大”的标准。
但我之所谓“大”，本来就不是以其外在标准衡量的，而是以其精神心灵与人文关怀为尺度的。
在我看来，没有一种对他人与世界的慈悲之心，没有一种对德性与自然的敬畏之情，没有一种对民族
与国家的赤子之爱，无论其企业的规模有多大，其个人的资产有多少，都是与“大”扯不上边的。
看看“大”字的结构吧，就是一个“人”，挑着“一根扁担”。
这根“扁担”，就是担当，就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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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处理在社会责任问题上，企业家们“想做，但又不能过分”的微妙关系？
王文正所著的《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张面孔)》认为要从人文关怀人手。
没有人文关怀，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中的后四项，无论是关爱员工，还是保护环境，无论是热心慈善，
还是修身立业，都是《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张面孔)》“人文”一词的重要内涵。
而“人文”一词，所不同于“社会责任”的，其根本在于，前者是发乎内心的自觉，是一种主动的行
为；而后者，更多的是来自社会舆论的要求，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而稍具心理学知识的人都明白，自觉主动的行为更具长久性，更加真实也更有效果；而被迫的行为，
就往往会在仃为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被扭曲而走向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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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正，天秤男，记者。
尝言“愿有三生：一生读万卷书，一生行万里路，一生揽万种风情”。
生于山东五莲，现在杭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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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认识徐文荣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血红的手印作为一
个“红色”源头的话，那么在浙江，重大的经济事件早在1978年之前就已经躁动于母腹了：1969年，
萧山的鲁冠球成立了“宁围农机厂”；1975年，横店的徐文荣创办了东阳县横店丝厂——这事实上成
为当代浙商崛起的两个源头。
    3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多少风云际会的改革者都已成为过往云烟，但鲁冠球和徐文荣仍然是中国企
业界的两棵“常青树”。
尽管他们最终的路向不同：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从乡镇集体企业变身为彻底的“民营企业”，而徐文荣
的横店集团则通过“社团经济”的模式依然保持着“集体”的基因。
    而在我看来，从“人文浙商”的角度，徐文荣显然更有代表性。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创业于改革开放前，其生活和创业的过程分别跨越了整个共和
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还在于他在物质、精神和文化上所达到的高度：在物质层面上，他不但
创立了一个中国顶尖的民营企业集团，还创造了“社团经济”的所有制模式，带领横店农民实现了共
同富裕；在精神上，他不与流俗为伍，不与时尚的企业管理观念为伍，一直坚持并践行着自己的社会
理想——被人们怀疑已久、废弃已久的“大同理想”；在文化上，他无中生有创造出的横店影视城，
业已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上重要的一笔——这三者，在实践上奠定了
徐文荣的人文品质。
    对“草根浙商”的一个经典的总结是他们的“四千精神”。
那么，究竟谁是“四千精神”的最早提出者？
我曾查阅了各种资料，一直未能求得真解。
后来，在我详细阅读徐文荣的两本文集《经营之道》与《一个企业家的心声》时，竟然惊奇地发现，
早在1996年，徐文荣就在《培育文化力  发展生产力》一文中说到：“⋯⋯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变没
有‘计划’的劣势为市场经营的优势，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跑干山万水，经千辛万苦，使企业
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
”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四千精神”的最早描述。
    不仅如此，在2005年前后，“执行力”被大力提倡之后，管理学书籍中各种“力”都开始跟风炒作
，其中就有“文化力”的说法。
不过，在徐文荣那里，早在1994年，“文化力”就已经被上升为一种理论：“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企
业文化力表现为企业精神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物质文化三个层次，代表着企业整体文化的不同
侧面，同时又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三者密不可分。
”而诸如“社会企业家”概念的提出、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警惕等等，这些日后一度为全社会所关心的
话题，早在很多年前，就被徐文荣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在经济领域其实就是产权和所有制改革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时也由于权力与资本的纠葛而造成了诸多的社会
问题。
大浪淘沙，谁能最终经得起市场经济和道德人性的双重考验？
看看几个曾经与徐文荣一样享有盛誉的村镇企业家吧：天津大邱庄早已变了脸，庄主禹作敏如过眼烟
云，在1999年保外就医中去世；华西村仍受热捧，但质疑铺天盖地且与日俱增，2003年吴仁宝儿子吴
协恩接班之后，华西村疑云更重：南街村同样争议不断，特别是2008年开始，《南街真相》等报道揭
开了王宏斌的面纱，海外媒体称，“王宏斌变身红色资本家”⋯⋯    也正因为上述种种，我选取徐文
荣作为本书的开篇，作为人文浙商的一个源头，该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吧。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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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多风景，在真正走近的时候，才发现它并没有想象的美丽；很多书稿，在付梓印刷之际，才发现它
远远不是自己希望的样子。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就像青春的第一次亲吻，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它是那样的仓促，那样的青涩，有着那么多的遗憾与不
足，却又仅仅因为它是生命中的“第一次”，就被我们赋予了意义，有了被我们再三纪念的理由。
所谓“敝帚自珍”，恰是因为它曾经扫过我们的心灵。
    生命中有许多诡谲的地方。
比如我，一个毫无经济头脑的人，竟然到了一个商业杂志社做记者，成天与商人、企业家打交道；而
在当了一名似是而非的“财经记者”之后，却仍然死抱着自己的人文理想不放。
不过，也正是对“商人”的“人”字而非“商”字的关注，使我最终写出了今天这本似商业非商业、
似人文又非人文的书来。
    是的，我所接触的，是30年来中国最活跃的一个商人群体。
在这30年中，中国社会最大的改变，莫过于文化英雄的没落和商业英雄的崛起。
不过，商业社会的发展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花到对财富和金
钱的追逐之中，而精神与文化的空间却日益逼仄，社会道德的底线一再地被突破，整个社会的价值体
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商业英雄，财富神话，在过去的20多年中，无疑成了普罗大众的风向标和争相效仿的榜样。
商业精英与富人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社会风气与氛围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然而，无数的事实告诉人们，仅仅拥有以金钱为代表的财富，并不能为人生增添更多的意义，为人
们带来更多的幸福。
在商业社会的洪流中，只有确定了“人”的身份与坐标，“商”的价值才能被有意义地体现。
    或许，在一个拜金的时代谈论“人文”是奢侈的。
然而，穿过偏见的隧道，即便笨拙如我者，即使被蒙住双眼，也能够感受到人文曙光的再现了。
这本小书中所呈现的10位浙商，无论是否自觉，都显示了自身人文精神的晨曦。
    他们或许并不完美，或许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中，他们是在努力寻找并
确定着自己“人的身份”的一群。
也正因为此，我对本书主人公的选择，并不是以其商业成就为标准，而是以其精神和心灵为尺度。
    然而，精神和心灵并不像商业成就那样，有着外在的、硬性的、可供衡量的标准。
    本书所呈现的，也远非“人文浙商”的全部。
且不说由于精力和机缘所限，可能还有更具代表性的典型浙商成为遗珠之憾，即便在我所接触的浙商
中，也有许多人因为篇幅的原因无法收入本书。
我只能希望，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让他们成为主角。
    7年记者生涯，此书算作小小总结。
感谢我书中所写到的每一位浙商朋友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的诞生；感谢我所服务的《
浙商》杂志社，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密切接触浙商群体的平台；感谢每一位我所请教过的朋友，对我书
稿写作的砥砺以及提出的中肯建议；更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来震伟和同事陈丹丹，他们为本书的封面
及版式设计付出了大量心血；当然，最感谢的还是我的父母和家人，没有他们的无私付出，我不可能
有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
正当儿子王一元茁壮成长的时候，我为了记者这一职业和写作此书，放弃了大量本该陪在他身边的时
间，我同样为此感到愧疚，并希望以此求得他对我疏于人父的谅解。
    王文正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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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部iphone4，可去云南玩一圈；一个爱马仕，欧美一遍也回来了；全世界你都玩遍，可能还没花一辆
跑车的钱。
那时候，你的世界观也都变了。
生活在于经历，而不在于名牌；富裕在于感悟，而不在于奢华。
晚年时可以给后代讲述我们的故事，而不是你拥有过的一件件过气的名牌。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马云    有人文精神的企业家明白取之有道，深知见利思义，践行克己复礼
，恪守富贵不淫，坚持尚志重名。
没有人文情操的市场主体是社会发展的破坏者，会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没落的邪恶之源。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郑宇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制造假药、假酒、
假奶粉、假文凭的人如此层出不穷？
没有一点点人性、人道的残留？
我觉得不能仅仅对制假者表示愤怒，而是应该从中领悟一个道理：没有人文目标，将是人类最大的恐
怖。
    ——著名学者余秋雨    富人的责任是：树立一种简朴、不事张扬的生活方式的榜样，避免炫耀奢华
；满足他的家属恰如其分的合理的需求。
完成这一任务后，应该把其余所有的财富都视为别人委托自己管理的信托基金，并且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钢铁大王卡内基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商人>>

编辑推荐

做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劳动与资本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如何有效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什么是既符合当下现实又符合未来社会的管理理论？
这些一直困扰着企业家们的问题，王文正所著的《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张面孔)》在“人文”的视角
下解读浙商的小书，都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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