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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一个时代的传奇。
    这不是一个企业的成功史，而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勃发。
    本书以大历史的视角，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将出生于1954年的楼忠福的人生命运和广厦创业经历放
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来叙述和解读。
从他充满传奇的人生和广厦成功的创业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他以及很多和他一样优秀的中国企业家
身上杰出的精神品质和企业家精神，还可以见证新中国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
    记录楼忠福和广厦的成功,，不是记录一个孤立的人和一个孤立的企业，而是为了记录一个开天辟地
的时代。
    记录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记录一个社会必须容纳的一个群体，记录一个民族必须赞颂的一种精神
，录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和厚积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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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镇洋，1970年生于广东吴川，求学于长春师范学院外文系和中国新闻学院国际新闻系，双文学士。
在校期间曾单独骑车周游于吉、辽、津、京、蒙，露宿玉米地里20余天。
曾供职于广东省外经贸研究所和深圳特区报，2000年底任香港商报首席记者，以《湛江经济陆沉解谜
》、《汕头经济陷危机》、《广东经济：中间开花 三面死火》等深度文章震动广东朝野。
2001年以《长三角与珠三角世纪大比拼》系列报道摘取香港报业经济新闻报道奖冠军，被武侠大师、
资深报人查良镛指“给香港经济报道带来新文风、新视野、新高度和新活力”。
2002年以《粤港融合须谋战略突破》、2003年以《大佛山重组宜早不宜迟》、2004年以《海洋经济战
略攸关中国崛起》等系列重大报道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周建顺，浙江省江山市人。
1978年至1981年在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1997年至1999年在浙江大学新闻系读硕士研究生。
1981年之后，历任讲师、记者、编辑、机关公务员。
1996年至今，供职于《香港商报》，现任总编辑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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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没有中国企业家就没有中国未来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了历史
的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
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更好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幸
运，不如说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希望。
　　　　我是一个历史感特别强烈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常常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香港传媒记者，
我一直感觉自己像掉进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间隧道”一样。
　　　　作为“时间隧道”的行者，我一直用左眼看着香港，用右眼看着大陆。
2003年我的左眼看到了香港政局的纷争，而右眼看到了中国民营经济力量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
台。
　　　　所以在2003年底，我的老毛病又来了。
我叫自己写两本书：一本名为《香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另一本是《民营企业家：一个
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但是这么多年来，动不动就想写书的我却像个习惯性流产的妇女一样，“怀孕”很多，但从未成功“
生产”。
　　　　不过，这一次却因为很多偶然的因素改变了我的“习惯性流产”，因此便有了本书。
　　　　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参加会议的6位浙江民营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举
行专场记者招待会。
因为民营企业家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所散发的新闻魅力，加上这是整个人大会期的首个专场记
者招待会，所以二百多中外记者蜂拥而至。
其间，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向他们提问：“如果马克思到浙江，你们说他会有什么感想？
”　　　　这是一个看似无趣但却十分刁钻、严肃的问题。
向来务实，习惯在无趣和无聊面前装傻的浙江企业家们，本想以笑声和打哈哈来消解这个看似无趣的
问题。
　　　　但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却不肯因为表面的无趣而丢掉一个严肃的问
题，所以等大家打完哈哈之后，他主动接招。
　　　　他说：“我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马克思如果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
定会很高兴，第二他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　　　　马克思仍然是一个沉甸甸的、能钩起无数往事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关键词。
楼忠福是在内地有标杆意义的民营企业家之一。
民营企业家群体是分量越来越沉甸甸的、能寄托很多梦想的中国未来关键词。
　　　　所以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简短对答，对于一个有“宏大叙事”毛病、常常在“时间隧道”中
穿行的我，有如巨石击水，久久不能停止思索。
这一幕不仅冲击着我的内心，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我写《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的愿望。
　　　　无巧不成书。
两会归来一个月后，我的同事香港商报总编辑助理周建顺先生，正打算写一本关于楼忠福的传记，而
且邀请我一起合作。
于是我的写书计划再向前走了一步。
　　　　通过几个月的调查和采访，我们被楼忠福先生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历深深吸引，被
他以及其他浙江民营企业家身上健旺的企业家精神深深感动。
楼忠福先生不仅个人命运曲线的起伏跟新中国的国运曲线完全吻合，而且他个人经历中的很多细节也
跟国家当时的变化起伏丝丝入扣。
　　　　选择了渐进改革的中国，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离不开在体制边沿上创新的中国民营经济力
量。
而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每一阶段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了旧体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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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世界惊诧的中国经济奇迹，一个日见其好的改革开放局面，其实就是一场体制内外力量协调的
“双人舞”。
　　　　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
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素来对中国内地民企极端不友善的个别本港学者再
次向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发炮”。
其后，其“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
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爆发并迅速蔓延。
　　　　如果见诸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最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共党史的个别
本港学者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
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与此同时，历来对改革开放政策基本全盘否定、主张关起门来自力更生的个别北京学者也在
北京振臂高呼：“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而且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言辞之激烈，
大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气势。
　　　　史家袁伟时曾经说，中国“历史包袱非常沉重。
死的拖住活的，该死的不死，这是两百年来中国苦难的最重要的根源”，“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
容，就是冲破这个‘铁桶江山’的苦难史”。
　　　　个别人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
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
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谁拍胸脯就可以给出答案的，这些答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很长时间
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试错成本之后的慎重抉择。
　　　　基于这些考虑，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本
书的时候，抛去了传统人物传记的写法－－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
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解答。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写楼忠福的个人成功史。
我们是怀着求证的目的、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去考察一个国家、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
我们表面上是写一个人，但实质上我们在写一群人、一个国家、一段重要的历史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起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注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革命。
这场前无古人的革命，如果要取得成功，注定只能是一场改革。
在这场注定只能是改革的革命中，民营企业家就注定是其中最伟大的战士。
而对于战士，不管是站着的还是已经倒下了，我们都必须报以敬意。
　　　　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国民革命的先烈时所说的：“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
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
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
”　　　　对于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和革命的战士是同样的伟大和值得尊敬的
。
　　　　尊敬他们，就是尊敬他们身上的伟大精神－－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征服了西方并重塑了西
方，进而征服了世界并重塑了整个世界。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之一，可惜我们一直在蔑视它、践踏它，所以它也蔑
视我们、践踏我们。
因此1840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就只能是被践踏、被重塑－－这与其说是被外族和外来文明打
败，不如说是我们的中华文明不曾善待过的企业家精神对我们文明的报应。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了历史的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
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更好地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
幸运，不如说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希望。
　　　　本书写完后，本来打算请德高望重、一直以来为中国民营经济仗义执言的茅于轼先生或者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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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琏先生为本书作序的。
但两位百事缠身的老前辈实在太忙，所以只好自己代劳。
　　　　情之所至，百感交集，语无伦次！
　　　　谨以这些语无伦次的话语，纪念那些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摸索过河之石的勇敢先驱们，纪念
那些仍然站着或者已经倒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同时也算是本书之序吧！
　　　　龙镇洋　甲申年冬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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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谨以《中国力量：以楼忠福和广厦为坐标》，纪念那些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摸着石头过河的勇者
，纪念那些仍然站着或者已经倒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
　　我们怀着求证和实证的目的，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去考察一个国家的起伏、一段历史的功过和
一个时代的变迁。
我们表层上是在写一个人，但实质上我们是在写一群人、一个国家、一段关键的历史和一个伟大的时
代。
　　作者题记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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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