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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
我捐钱是幸福

李连杰
造血比“输血”好

宗庆后
给员工福利是慈善

“君子喻利”的时代已经到来

商业对接公益依然“长袖善舞”

江雪读博客

颠覆者忍受着被颠覆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的耐心、
体力、激情来实现这个梦幻式的“灵
魂自救”？用企业家曹德旺的话说，那
是“心理诉求能力”。

曹家几代信佛，但曹德旺坚持不
烧香。他的种种个性相加起来，让人
很难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找到跟他
类似的人。

即使捐款数亿给社会，曹德旺也
直言“不喜欢与经济学家、政治家过
多打交道”。

所以，希望他回答“为什么捐款”
简直就是亵渎他的智商。一边赚钱，
一边捐钱对他来说就是快乐和幸福。

面对很多人质疑花7000多万建
筑的“皇宫式”庭院，他一样反感。在
捐赠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成立了“河
仁慈善基金会”当日，曹德旺在公司
网站发表了部分接受采访的内容：我
要告诉人们，我的钱是30年做生意一
分一分赚来的，所以，我特别强调生
活品质和个人幸福；但另一方面，我
还非常愿意捐出财产，这是信仰的因
素，获得的还是幸福。我们国家13亿
人，如果有5%的人能够从心里头喊出
这句话，国家就有希望。慈善有很多
方式，我选择的是自己喜欢的方式。
我捐出的每一分钱都要严格管理。

无论是曹德旺的股权捐赠还是
陈光标的“暴力慈善”，都在2011年初
春引发了人们对公益慈善事业方式
的高度关注。自2010年冬天“巴菲特
裸捐风暴”以来，中国人的思维一下
子跳跃到一个新境界：慈善者都是好
人吗？他们努力慈善的目的是什么？

就在一个个事件争议的背后，有
一个人也被频繁地推向公众的视野，
他就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北
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院
长王振耀。

说起这两个“特色慈善企业家”
的表现以及带来的质疑和谩骂，王振
耀5月29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
示：高调慈善其实是现代慈善的基本
品格，社会要容忍有缺点的人来做慈
善。如果善心不被善意引导，最后社
会就极端化了。我们应该多问问自
己：我们的社会怎么了？为什么会频
繁出现国际社会都不理解的“对慈善
者剥皮”现象？

曹德旺因此也提示各位企业家：
不要特意学习我的方式和做法。一个
企业家首先要做的是保障员工及消
费者的人权、保护环境、依法纳税。如
果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都做不好的话，
所做的慈善也是摆样子、花架子。受
西方教育的儿子给他讲了一个观点:
任何人捐献出的钱只是慈善系统的
一部分, 关键的关键是钱背后的情感
方式和思想立场。“商业对接公益”,因
为有着延续性。

或许, 正是看到了企业家的亲情
的互动,我们才可以很好地理解,在特
定时间、特定环境下诞生的“河仁慈
善基金会”，也理解了他捐出的与配
偶、子女共同持有的福耀集团3亿股
股份。

王振耀非常担心财富方式的创
新所引起的言论风波”伤害到慈善者
的心灵，因此，他一再提示人们“不善
于引导善心，危害是非常大的。富豪
失望了，社会的极端化更难改变。不

要推慈善者上‘祭坛’。”
接纳新生事物都有“水土不服”

的现象。作为一个颠覆者，曹德旺表
示不怕被颠覆。

“世界野心”和中国世故

为什么比尔·盖茨、巴菲特在美
国把慈善事业也一样搞得震天动地？
因为在美国, 如果他们不积极地去做
“裸捐”的推动,富豪和贫困人都可能
对他们表示失望或减少尊敬。他们承
担不起。

李连杰，曾经的电影明星, 建立
“壹基金”3年来一直想突破制度瓶
颈。只有突破这个“瓶颈”才能使中国
的慈善事业不再仅仅是“遗忘性”救
灾。

周游过世界的李连杰想做中国
的“印度穷人银行家”。正是在“社会
企业”思想的影响下，他拿出了400万
元来启动公益项目，让8000名妇女实
现就业。

他希望持续造血。壹基金2010年
12月落户深圳，交由多个企业家管理
之后，他在博客中写道：假如我们要
解决社会的自闭症，一个自闭症的企
业不断地创造财富以后就复制，就做
成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行为，但是股东
不分红。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带动
公益事业自己的造血功能，可以持续
做下去。

这不仅仅是给财富以尊严、以价
值，而是给所有普通人以希望、以权
利、以尊严。要想真正化解世界因为
贫富带来的差距和人心之间的情感
沟壑，只有放飞爱的希望才是最大的
希望。

从某种角度说，李连杰十分理解
和同情陈光标。像他这样一直默默坚
持以“捐钱”为直接慈善方式的企业
家不少。实事求是说，中国目前使用
这个方式也不为过。

但是，作为慈善家他也提示行业
研究者，“中国的很多商人、富人都在
躲避中国的财富数字。这个数字很大,
确实像洪水一样来了，淹没了我们传
统的河道、传统的体制、规定。实际上
我们应该学大禹治水的方法，要疏通
加宽河道。”这是他的心里话。

作为高调慈善企业家，陈光标度
过了“痛苦的5月”之后在博客中写
道：“尽管我诚信慈善遭到攻击、谩
骂，甚至以极其苛刻的道德标准检验
我的动机，但是，我还是挺过来了。我
会反思自己的方式，会继续走下去。”

事实上，被这个事件做了“道德
洗礼”的绝不仅仅是陈光标，而是全
社会有良心的人,讲究中国世故的人。

一位北大教授在5月环保行业企
业领导学习班开班仪式上讲道：对陈
光标堂堂正正答应“裸捐”的行为，我
们的社会要多一点宽容和理解。哪怕
他在其他问题上出现了一点瑕疵，我
们也要理解和宽容。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缺点。这是现代慈善的基本品
格。

5月中旬，陈光标再次给台湾捐
款1000万元，以此表明不变的慈善态
度。

他也表示非常理解李连杰们的
努力方式，称为“世界野心”。

慈善需要“完整价值链”

在不久前举办的“家族慈善国际
交流会”上，宗庆后表现出了新姿态。

过去他坚持“中国企业家最大的社会
责任就是做好企业”的理念，如今发
展为“我将考虑建立更大的全国性的
慈善基金会，以支持中国的科技创新
与教育事业”。

宗庆后日后在网站上发表观点：
这次活动中，有人建议我可以考虑加
入新能果机构，成为首个中国大陆地
区成员。我的理性思考是，我提倡“造
血”功能，所以，我们在很多贫困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建了很
多工厂，帮他们富裕起来。目前，让我
去国际上做公益还有很多距离，但是
我并不反对自己与世界上家族企业
和慈善机构做国际经验交流，这是一
件好事。

尽管这还只是一个态度，但我们
发现，这是“中国首富”在公益立场上
向中国财富界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也
是有价值的新信息：尽管《中国可以
说不》显示出了民众从人心到大脑其
裂缝之大、其隔阂之深、其家园感的
疏离和丧失，使得很多人对“向何处
去”无以言对。但是，作为中国民营企
业家代表，他要有东方式的承当。

他的女儿宗馥莉表示“追随父亲
的步伐，支持公益事业”。

这次“家族慈善国际交流会”汇
集了来自洛克菲勒家族的佩姬·洛克
菲勒、多纳利家族的以力亚特·多纳
利、阿联酋投资集团的拉沙·加法、陈
诚家族的陈宇廷、北极光投资的邓锋
等海内外财富家族的代表与财富人
士。与宗庆后交流最多的佩姬·洛克
菲勒强调：慈善是一种系统的、动员
多种资源帮助被资助者的长期发展
的事业，钱只是整个慈善体系的一部
分，更重要的是，财富家族在慈善事
业中得到自我的内在平衡、追求自我
与社会的平衡与寻求社会和自然的
平衡。

宗庆后公开跟媒体交流的心得
是：这个境界是他以前没有感受到
的，包括佩姬推崇的“从事慈善事业，
也需要不断学习，很多时候我们迅速
的作为掩盖了很多问题，但我们停下
来反思一下，就能发现很多问题”。

这或许就是中国慈善家和世界
慈善家的本质区别。

宗庆后结合中国当前慈善的实
际情况后做出分析认为：“首富”也
好，企业家也好，他已经开始用国际
新视角思考慈善的关键问题：完整的
价值链。

中国素有家族文化，但是家族如
何由一私益单位发展为更具社会责
任感的公益单位，目前还鲜有成果和
经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财富人
士，包括曹德旺、牛根生等在建设组
织化与参与建立组织化的慈善事业
上迈开了步伐，但是在公益方向的选
择、公益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公益圈
建设方面，中国的财富家族所做的很
有限。

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就坚
持自己的观点：真正的财富家族从事
慈善事业，更珍惜家族名望，动机更
为单纯，对于慈善实效更为追求，为
使得财富家族奠定其更为长远的发
展契机提供了社会道义基础。
“如果企业到这个阶段，我最希

望能建立一个类似诺贝尔奖基金会，
鼓励我们国人创新。”宗庆后表示，
慈善是一个漫长的路程，更是考验心
智的过程。每个企业家都需要激情加
理性。

本报记者 江雪/文 新的历史时代
里，慈善行动不再
是富人的专利，慈
善行为也不是简单
的模仿，慈善手段
更不仅仅是捐钱。
这是一个注重结果
的时代，慈善家们
不再听天由命，而
是愿意把种子种植
到基金会，孵化出
更多的资金。持续
性已经成为共识。
这样的公益才

可以日渐活跃，减
少争议。

哈药企业的领导无数次在各种
会议上强调，企业要创新，就要骨骼
健康，要时刻给自己补钙。

张维迎，中国最重要的企业理
论研究者，在 2002年参加亚洲企业
家年会时“不无忧伤”地发现，尽管
中国经济是所有参会人谈论的焦
点，却没有中国企业家入选亚洲最
佳企业家。

透过这个看似简单的插曲，他
可以感觉到，事实暗示出中国经济
在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悖论，中国经
济迅速增长，而中国企业却并未起
飞。

所以，有评论家早在 5年前说：

“在繁荣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好的
表演者，但只有危机时刻才能真正
检验一个企业领导者是否可以成为
企业家。”

21世纪的今天，中国依然呼唤
伟大企业家出现。而事实是令人忧
伤而焦虑的。很多企业尤其是企业
家却“心智”缺钙。

6 月 7 日，端午节刚过，哈尔滨
各大网站就传出消息：央视《朝闻天
下》报道，臭气到处散发、废水直排
小河、废渣随处燃烧，位于哈尔滨的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明目张胆地偷排
乱放，排放的臭气熏得附近居民夏
天不敢开窗，污水直接排入一条小
河，固体废渣简单焚烧后不再管理。
而且，这种水陆空立体排污，已非一

日。黑龙江政协委员对药厂相邻区
域空气质量检测显示，硫化氢气体
超标 1150倍，氨气超标 20倍。

公众似乎相信又不相信这个新
闻，原因在于，这是一个疯狂的时
代，任何企业做出不负责的事都不
奇怪了；可是，天天在电视上看明星
一遍又一遍宣传“做良心人，制精
品药”的哈药总厂怎么也这个德行？

理性分析者首先提出观点，“是
否是偶然失误？企业是否正在积极
补救”？令分析人士尴尬的结论是，
哈药违法排污的事实不是“失误”，
而是“失德”。企业一边向消费者要
“满意度”，一边把“公信力”丢弃。普
通百姓通过这一事实都可以得出结
论：一家时刻伤害着周边居民健康

的企业，又怎么可能真正关心病人
的健康？

同时，公众还看到，如果没有执
法者的纵容包庇，就不会有污染者
的傲慢猖狂。哈药总厂是大企业，是
医药行业里的明星企业。这样的企
业都可以明目张胆地“排污”，说明
当地主管部门对企业是采取保护
“姿态”的。这样的大环境，企业怎么
能主动“践行”自己的环保义务？

事实上，在 2009年 8 月，《人民
日报》就对哈药总厂“怪味扰民”一
事进行过报道；黑龙江省多位政协
委员更是连续两年联名提案。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撼动”哈药
总厂肆意排污的“特权”。

哈药总厂多年“傲慢”的事实很

大程度说明，旧有的发展理念一直
在地方延续。但是，他们真的要看
到，沸沸扬扬一年多的紫金矿业恶
劣污染事件，已经点燃了公众维护
自己生命健康权益的火种。哈药的
行径是与“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创
新精神”的本质背道而驰了。我们倡
导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
是以智力和提倡人人平等精神为源
头的。

企业种种恶劣的行为，让我们
再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当中国企业
家开始进入一个世界性的舞台竞争
时，一切弱点就会暴露得更加鲜明，
那些令中国企业在国内取得成功的
很多方法将会失效。对于中国新一
代商业领袖而言，首先要意识到自

己成功背后的某种偶然因素，而考
验是时刻摆在面前的。如果心理和
智力上准备不足，那么对于商业行
为所带来的真正荣誉、权利和冒险，
都不会有机会欣赏了。
“我们对此都有矛盾的情感”。

无数失败过的企业家都在事后有过
这样的悔恨。毕竟商人或者企业管
理者不全是商业思想家。

但是，笔者也相信，企业领导者
问几遍自己“天性中有对荣誉的热
爱吗？渴望用自己的力量使世界变
得不同吗？相信自己能够为这个世
界增加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吗？心
理和智力有储备吗？”答案就会有。

6月 9 日，哈药已对公众表示
“改进”。

剔除那已深入“骨髓”的短视吧！

序与跋

李今生 刘雯/文

石缝间的小草，哪怕土壤再贫瘠，只要有水和阳光
就能茁壮成长。

尹明善和他的企业就像一棵生长在夹缝中的小草，
不因身躯的弱小而卑微，不因环境的艰险而退缩，不因
对手的强大而萎靡，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不断吐露细
枝嫩芽，最终形成一片芳草。

尹明善创业之初，与一般人相比，毫无优势而言。
他既无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傲人的学历，更没有雄厚财
团作为经济支撑。他是典型的草根创业者，所取得的成
绩，完全靠自己打拼、努力积攒所得。

他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如同夹缝中的小草顽强生存。
临近高三毕业时，被打成“右派”，随后升级为“反革
命”，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失去自由，与大学擦肩而
过，与工作和美好前途失之交臂。当他被平反时，已经
到了不惑之年。这样的人生看起来已经毫无前途可言。
但不屈服于命运的尹明善从困境中崛起、从逆境中奋进，
不断挑战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他奋起直追，千方百计要
追回失去的宝贵光阴。他在不惑之年捧上了让人羡慕的
“金饭碗”，却在年近“知天命”时摔掉“铁饭碗”，毅然
投身商海，并迅速掘得创业发展的第一桶金。

搏击商海，需要的是智慧，但更需要勇气和冒险精
神。尹明善以锐利的眼光，找准了能给自己带来巨额财
富的行业，作为后来者，他在夹缝中不断地战胜困难，
挑战困境，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最终修成正果，成
为身家百亿的富豪。

尹明善在财富上获得成功的同时，在政治上积极参
与并发挥作用。2002年 4月 29日，他作为全国闻名的民
营百强企业的老板，被选为重庆市商业联合会第二任会
长，成为第一个担任此要职的民营企业家；2003 年 1 月
11日，他当选为重庆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成为
改革开放以来首位进入省部级高官行列的民营企业家。
他分管经济工作，经常为重庆市的经济工作尤其是民营
企业的发展提供决策性意见。他同时也是中国民间商会
副会长，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被称为半官半
商的新“红顶商人”。

传统“红顶商人”的典型代表是清末著名徽商胡雪
岩。胡雪岩依靠官商勾结大发其财，成为富甲东南的商
业巨擘。所以，在人们心中，传统的“红顶商人”主要
指那些依靠官位为自己捞取经济利益的商人。而尹明善
这位新“红顶商人”，不仅仅在创富途径上与胡雪岩大相
径庭，而且在取得成功后，他不仅热心于自己的事业，
更热心于参政议政、为民办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贡
献。他希望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光和热。

本书试图梳理尹明善一波三折的不平凡人生，全面
展现他不屈服命运，与命运顽强抗争，最终抓住机遇迅
速崛起成为百亿富豪的传奇经历。

在夹缝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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