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8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田晶 E-mail：kggs·jia@gmail.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 特稿

风雨人生 奉献社会
———中国·横店集团创始人、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主席徐文荣自述人生经历

1996 年，
《鸦片战
争》在横
店开机，
拉开横店
影视城的
序幕。图
为：开机
仪式上，
徐文荣与
谢晋握手

以我走过的七十

多年人生经历来看，

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

个梦连接起来的，所

以，也有人说“人生如

梦”。我说的梦，就是

梦想、理想。一个梦想

实现了，又会有一个

新的梦想；有了新的

梦想，就会有新的追

求，又会为实现新的

梦想奋斗；新的梦想

总是在前面引领着

你。正是因为我心中

的梦想还没有全部实

现，所以，我还必须天

天努力地去工作。

徐文荣

人的一生可以归结为
两件事：做人和做事

人的一生可能会遇到种种不同
的环境，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可是，我认为，人的一生其实可以归
结为两件事：做人和做事。这两者不
可分割，相互渗透，互为支持。人活
着必须做事，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
事。一直以来，我认为，做人是第一
位的。所以，几十年来，我一直提倡
“先做人，后做事，做好事”。我不但
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而且还把
它作为办好企业的核心理念。

做人，就要做一个对他人有帮
助、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做事，就要
做好事而不能做坏事，而且要一辈
子为老百姓做好事。这个道理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不易。有些人就走了
邪路，做了坏事，危害了社会，毁掉
了自己的一生。因此，“人生的道路
应该怎么走？是平稳地走，还是曲折
地走？是走向大道，还是走向悬崖？
是走向希望，还是走向绝望？是让人
生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这些
问题，的确值得每一个人认真思考，
并且需要做出自己明确的回答。

我认为，人活着，就要光明磊
落，坦坦荡荡；干事业，就要辉辉煌
煌，轰轰烈烈。要脚踏实地，放眼未
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
人生在世，要多为人民办好事，

少为个人谋私利。不是不要私利，只
是要“少谋”私利，而且必须是正当
合法地取得，要更多地为老百姓办
好事。

苦难不解决，人生一
世活着没什么意义

自古人生多磨难，如梦的人生，
并不像文人们说的那样浪漫、轻巧。
人生得面对现实，而现实是残酷的，
所以俗话说“世事重重叠叠山，人生
曲曲弯弯路”。我说呢，人生如同餐
馆里的抹桌布———酸甜苦麻辣，什
么样的味儿都有。

我从小穷苦出身，一直到解放
以后，“文革”以前，都是很苦的。苦
有两种，一种苦是生活上的苦，一种
苦是精神上的苦。对绝大部分老百
姓来说，最直接、最现实的苦，还是
生活上的苦。苦难不解决，人生一
世，活着也没什么意义。对这个问
题，我从小到现在一直都在考虑。那
时候老是在想，为什么苦？为什么那

么穷？为什么地主和有钱人家那么
富？怎么样才能富起来？解放以后，
我当上农村干部了，就总是在想，怎
样解决老百姓的苦难，能不能通过
自己的奋斗，再经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改变横店面貌，使大家都富起
来。

可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任凭我
们怎样努力，怎样奋斗，总是好梦难
圆，理想难以变为现实。但是，我始
终没有放弃，不管在什么艰难困苦
的条件下，都在努力地奋斗。

个人的命运，总是同
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可以说从记事起，我就一直在
考虑如何摆脱苦难的问题，可是，在
很长的时间里，我的梦想为什么难
以成真？现在想起来，不是我自己不
努力，也不是我没付出代价，而是那
时的社会条件不允许你实现梦想。

我 40岁开始创办真正的企业，
那些年，我办过好几百家工厂，虽然
许多工厂关掉了、垮掉了，或者并转
了，但是，留下来的，都发展壮大了，
我的一个个梦想开始变为现实。这
不是因为我突然有了本事，也不是
说我不需要什么努力，不再有困难
和挫折，不是的。当然，我也同样要
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要付出我的
心血。因为，改革开放让人可以有梦
想，让人可以异想天开，让人通过自
己的不懈努力和创新，可以“梦想成
真”。这不光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的幸事，更是国家的大幸。

所以，我认为，个人的命运，总
是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的。

要想成功，除了仍然需要个人
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之外，更重要的
是社会变了，是时势造就了英雄；当
然，同时也是英雄推动了时势。

必须共同富裕，社会
才能太平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追求，一
种人是追求个人致富，一种人是追
求共同致富。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他
们有钱，很富，他们为穷人脱贫起到
什么作用了吗？没有。他们一心只追
求个人的财富。在这个问题上，我一
直以来的思想，就是想要通过自己
的努力奋斗，引导大家共同努力，使
大家都能共同致富，这就是我的追
求。这一点从小就在我心里烙下了

很深的烙印，我认为，只有大家都富
起来，才是真的富。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共
同富裕，社会才能太平。比如，过去
旧社会，上有国民党的压迫，下有地
主资本家的剥削，“洒向人间都是
怨”啊，穷人穷得连日子都没法过下
去，甚至连怨气都没地方出，于是
呢，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革命，
热情很高。所以说，人民群众共同富
裕的愿望一定要实现，社会才能太
平。

尽管现在改革开放，社会在进
步，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公
平的。比如说企业家，中国优秀的企
业家很多，但是，很多企业家只是个
人富，还有许多是暴发户，他们比过
去的地主还要富有。还有的搞官商
勾结，权钱交易，出现了新的权贵资
本家，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
距越来越大。难道这样下去永远是
正确的吗？我只能以我个人的一点
力量，来说明做人应该怎么做，可能
对其他富有的企业家有所启发。当
然，希望后辈年轻一代，从我的经历
当中得到经验和教训；更希望政府
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家发展，肯定企
业家的人生价值，引导企业家当好
社会企业家，支持企业组织基金会，
自愿为社会公益服务，建立一个普
遍公平、公正的社会。

人生最大的苦痛，是
不被人理解

人这一辈子总会碰到一些艰难
困苦的事，只是形式不同，程度不同
而已。生活条件艰苦带来的可能只
是生理上或肉体上的痛苦，事业上
的或是工作中的困难，带来的只是
一种压力，困难克服了，压力也就化
解了。

生活上的苦，改革开放这么多
年后，应该说在全国基本解决了，虽
然穷富差别还很大。作为富的地方，
要继续往前走，要不断努力，比如
说，尽管我们已经富起来，但同西方
国家相比，距离还是很远的；离老百
姓的愿望要求，距离还是很大。作为
企业领导人，总想把企业搞好，总想
为社会多作些贡献，所以必须去奋
斗，但在奋斗中你就会受到很多的
制约。

邓小平提出来，搞改革，发展经
济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鼓励我
们去探索创新。改革就是意味着对
原有框框的突破，如果一切都因循

守旧，墨守成规，那还叫什么改革，
也就不可能创造出奇迹。但是，当我
们大胆地从实际出发，如开发利用
“四荒地”（荒山、荒坡、荒滩、荒水），
可能要突破一些政策规定，就要受
到很多非难和指责，有些领导就说
“徐文荣乱来”，这个部门来查，那个
部门来查，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觉得，人生最大的苦痛
是不被人理解，甚至被误解、被曲
解。这是心灵所受到的伤害，是纯正
善良之心受到委屈的精神痛苦。面
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前进，还是
退缩？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只能忍
住苦痛，负重前行。

老百姓说你好，才算
成功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怎样才算
成功呢？成功可能有大小，自己想做
的事基本做成了，可以说成功了一
件事。你的目标越远大，目标实现以
后的成就感越大。但是，真正的大成
功总是与老百姓的愿望相关联的，
只有老百姓说你好，才算是真正的
成功。

我从办企业开始，就抱定一个
宗旨：多办企业，多赚钱，多为老百
姓办好事。首先是千方百计多创造
就业机会，让更多的农民“洗脚上
田”，走出土地，走进工厂。随着工业
企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特别是发
展高科技产业之后，就有不少人被
挡在了工厂门外，我就大力发展影
视文化产业和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
产业，这样，就能使每个人都有赚钱
的机会，都有致富的可能。

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做得很好，
做到 100亿元、200亿元、500亿元，
但对老百姓没贡献，或者说，贡献是
有的，但不过是安置了部分劳动力，
那就不算是成功的企业家。企业，一
定要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是带动农
村共同富裕。如果没有我们的企业
带头，横店不可能建设得那么美丽。
要富大家富，要好大家好，这才是一
个企业家成功的标志。
从我现在已经做成的事业来

看，我是有幸的，但是，我要达到的
目标还没有达到，所以说还是在有
幸和不幸之间挣扎。我想要达到的
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让横店人都能
享受到像香港市民那样的生活水平
和福利待遇。如果这点做到了，我也
就死而无憾了。

财富只有贡献给社
会，才有价值

每个人都想追求财富，但是对
财富却有不同的看法。我曾经说过，
一个人双手空空而来，双手空空而
去，最终要见马克思，所以任何事要
想得通，不能无止境地追求私欲。谁
都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无可厚非，但
是毫无节制，贪得无厌，那就不正常
了；如果为了个人私欲，不择手段，
损人利己，甚至违法犯罪，那就是自
我毁灭。
其实，人一辈子对财富的消费

是有限的。当然，不同的人，对财富
的追求和消费是不同的，其满足感
也是不同的。我认为，对个人来说，
有比较舒适的住房，有一个安定、清
洁的生活环境，一般的享受能做得
到，穿衣服能跟上时代，一日三餐能
够适应自己的要求，行动有自己的
小车，费用能承受得起，随着时代发
展有适应自己的文化消费，看病能
付得起医药费，能够有钱培养后一
代，如觉得自己知识不够，到国外去
取经学习，一般的消费能开支得起，
我想这就足够了。

从一定角度上讲，挣钱多少也
许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大
小。但是，我认为，能挣大钱固然是
一个人的本事，怎么花钱，却更是衡
量一个人素质品位和精神境界高低
的“试金石”。

企业改制时，几十个亿的资产
要改给我，我认为不必要。人总要死
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再多的财
富留给个人也没用，应该化为社会

所有。任何人创造的财富都是社会
的，除了满足个人一般消费之外，个
人的财富只有贡献给社会，才能真
正体现出它的价值。因此，近几年来
我以更多的精力来投入慈善事业，
还专门成立了浙江横店文荣慈善基
金会。我也多次向新闻界的朋友表
示过，要把我的遗产捐给横店的慈
善事业。

荣誉能帮助推进工
作，但也会变成负担

几十年来，我得到过许多荣誉，
有县里的、市里的、省里的、部里的、
国家的，如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
企业家、省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等，但
是，我从来没有去主动追求个人的
荣誉。这些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给的，
是党、政府和社会对自己努力工作
的肯定和鼓励。

我们在起步的时候，或者在大
发展的时候，党和人民给一个荣誉，
对推进工作、发展事业，是会起到很
大作用的，能使人增强信心，鼓舞斗
志，同时能扩大影响，得到更多人的
支持。但是，到后来这些年，可能也
是因为年纪大了，对荣誉，我不但不
会去追求，而且还不愿意去接受。为
什么？因为有时候荣誉也会变成负
担。我要全身心投入工作，而得到荣
誉，免不了要到哪里去开会，到哪里
去介绍。你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荣
誉就变成了负担，还是不要的好。

事业的成功，离不开
家庭的支持

家庭对一个人事业的影响非常
大，家庭和睦，理解支持，你工作起
来就没后顾之忧，劲头就足；相反，
如果家庭不和，老是“内战”，怎么可
能还有心思搞好工作。

如果说，我这一辈子做成功了
几件事，这与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是分不开的。有人问我这一辈子有
没有福气，我说，有。最大的福气，一

是亲眼看到横店老百姓都富起来
了；二是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
与我几十年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全
身心支持我；儿女们没有做坏事，都
非常争气，他们也在为老百姓奋斗。

有家庭就有亲属，对他们我是坦
诚相待。要求工作的，如果有才能、有
能力就用，没有才能的坚决不用；他
们家庭生活有困难的，按照自己的能
力，尽量去帮助；他们当中如有违法
的事坚决不支持；对亲属下一辈年轻
人的前途和工作，尽量关心帮助，能
帮助解决的尽量帮助解决，要求做点
生意赚点钱的事我不管，要求安排一
个工作，如果在允许范围之内的，尽
量帮助安排，给他一个机会。

我对儿女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
的，要求他们必须做一个遵纪守法
的老实人，要自力更生地去创造自
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生活。对儿女
们的工作，我不参与，不干预，有困
难，要帮助。他们工作得非常好，我
很欣慰。

我认为，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
都是平等的，儿女、孙子一辈也都是
平等的。对孙子一辈，我只是爱护，
谈不上教育，没有资格去教育，因为
我们不懂科学，不懂电脑，不懂英
语，你怎么去教育他们，由他们的父
母自己去教育。

我是一个平常的人，
但我崇拜英雄

在我奋斗的几十年中，对我不
理解的人也很多，因为，我做事总是
从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处事
比较公平公道，做事比较大公无私，
所以反对的人也不少，特别是在“文
革”中，更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打击和
迫害。对反对和打击过我的人，我从
来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恩怨，从来
不去报复他们，而是让他们在实践
当中去认识我徐文荣到底是个什么
样的人。但是，对真正的坏人，我是
嫉恶如仇的，不管是亲戚朋友或者
社会上的坏人，我都决不客气，坚决
站出来斗争。

在官场上，我最讨厌、最厌恶的
人，就是那些拍马屁，追求升官；升
官以后，追求生活享受，贪得无厌；
平日里，讲空话，说假话，不为老百
姓办实事、做好事的人。在各种工作
关系和经济交往中，我最反对的是
那些不守信用的人。

对企业领导团队，我一贯希望
和要求大家讲实话，办实事，做好
事，要埋头干工作，对这样的人我
就喜欢。如果有人不按这个要求去
做，我通常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提出善意的批评，等待他提高觉
悟。如果太过分了，或者危害到集
体利益，我就绝不客气，不管是谁，
就地免职。
我崇拜邓小平，这是因为“文

革”，把整个中国搞乱了，邓小平用改
革开放来拨乱反正，治理国家，使老
百姓富起来，使国家强盛起来。这一
点我非常崇拜，崇拜就崇拜在这里。
他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

裕的道路。可惜，现在的确是有很小
部分人富起来了，甚至很富了，但社
会的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要实现小
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愿望，还离得很
远，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一个
平常人，一个平民百姓，但是，我是
一个想到就要去做，要做就要做成
功的人，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实
干家。虽然，我是一个平常人，但我
从小就崇拜英雄。所以，要是问我，
除了邓小平还崇拜谁，我会说，除了
邓小平，我最崇拜的英雄，是为人民
做贡献，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那些
英雄。

也许，就是这个英雄情结，从小
激励我去奋斗，直到暮年，仍然像曹
操的诗句所说：“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仍然要
为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不懈地奋斗。

———本文据《徐文荣口述：风雨
人生》一书综述整理，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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