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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按照常人的
理解当然是利润（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是创造顾
客）。但是在我们这个信奉物质主义的时代，片面
追求利润带来了什么？我们的企业家、员工和顾客
幸福吗？让企业成为人们共同创造幸福的工具！著
名管理专家岳川博首次系统地提出幸福企业理
论，主张从“企业功利主义”向“企业幸福主义”转
型，并指明创建幸福企业的路径，堪称企业管理理
论的一次重大变革，值得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界
深入探讨。

古永锵

一个杰出的人，人们希望他不要
走得太早；一本好书，总希望不要那
么快读完；一家卓越的企业，唯愿岁
月流逝依然基业长青，锐意进取。

我在斯坦福听过乔布斯的演讲，
那时我还在念书。乔布斯是一个简
单、偏激、追求极致的人。说简单，其
实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希望做创新
很棒的产品，做一个有生命力、持续
发展的公司；乔布斯的物质生活是极
为简单的。他并没有把物质追求放在
首位，他更多的是使命感以及他对人
生的追求和改变世界的欲望。
《史蒂夫-乔布斯》这本书的作者

艾萨克森写过像爱因斯坦等传奇人
物和发明家的传记，他用讲故事的手
法，以生动、鲜活的语言，鲜为人知的
事件，层层铺陈、引人入胜。它沿着一
个时间轴行进，讲乔布斯不同重要阶
段，一些企业理念、管理，包括人生片
段，一个个小故事，启发读者去感悟。
书里没有说教与归纳升华，它是一种
自传，不是一种企业或企业家的商业
书籍。你在阅读过程里面会不断有一
些不同的惊喜，有内幕，有感悟，都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从一些小片段里面
去获得的。

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他这
样的传奇人物，他也有很多优点、缺
点，他也有成败。你看他绝对不是完
美的一个人，可某些方面他真的是偶
像一样，但是其他很多方面就是一个

人而不是神。从平常人的价值观来
看，他的毛病比别人多，但他可以把
企业、把产品做到这样。这也是一种
自我超越了。

乔布斯对人跟机会的把握非常
人能比。比如说他跟苹果的联合创始
人沃兹，沃兹也是很有意思的，科学
家，编程比谁都强，但是社交能力很
差，这也是一种奇才。所以，那么多人
里面乔布斯会选择他做创业合作伙
伴。

乔布斯跟盖茨是同年的，但是他
们对整个价值链，对商业的思维是倒
过来的。乔布斯这种思维可能跟他的
性格有关，他希望控制，想把整个价
值链从头到尾整个自己控制，这是意
志行为。苹果的产品后期才有部分开
放，他极端到用所有的办法不让你打
开苹果电脑，螺丝都没有的，设计方
面基本上都是做得很周密的，他不希
望人知道这里面的一些奥妙，或者说
里面所有的都是他要控制的。他的控
制欲很强。而微软 (微博 )的做法是开
放，所有的平台都可以用。正由于此，
许多人也说乔布斯错过了一个时机。
所以 PC 时代，在某一个角度来讲，他
失去了很多时机，但这就是他的价值
观。开放有开放的优点，开放使更多
人可以参与，更多的创意，但是会零
乱；自己控制价值链，可能产品比较
单一，但是你可以保证一定的品质，
不会乱。

乔布斯两方面的天分特别明显。
一个是对产品设计，一个是对市场推

广。他说过，失去也是获得的开始。很
多方面，他退学也好、被踢出苹果也
好，甚至死亡，这些新陈代谢永远都
会有新的东西出来，才会有新陈代
谢。他很多的进步其实是在被逼离开
苹果以后，在 NeXT公司和皮克斯公
司里面体会到的。他就是想怎样做到
最好的产品，尽量用一个合理的价格
去扩大普及率。

乔布斯的管理、商业谈判技巧等
是逐渐积累的，设计、市场推广则是
天分。他出了名，也把很多人逼到极
致，他可以用胡萝卜以及大棒奖罚
的方法把团队的原动力做到极致，
他自己也要求自己极致，他可以用
他的不同手段让你做到你的极致。
乔布斯曾经说，市场推广不太重要，
产品好就行了，产品好是最好的推
广。当然他其实也做很多推广，但是
他完全是产品为核心的这种哲学跟
理念，他坚持认为，产品足够好，顾
客自然会买。

一个人一生中能改变一个行业
已经不简单，但乔布斯改变了，甚至
可以说破坏性颠覆了电脑、音乐、动
漫电影、电子出版、手机、平板等领
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他的目
的只是对改变世界的极致追求。乔布
斯的人生使命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做
创新很棒的产品，做一个有生命力、
持续发展的公司。乔布斯说，活着就
是为了改变世界。如今，这个世界确
实因他而改变。

（作者系优酷 CEO）

《乔布斯传》，我在跨越太平洋的
飞机上一口气看完。10月 5日，在夏
威夷，这个 15年前乔布斯及好友甲
骨文 CEO 埃利森一起谋略重返苹果
的伟大计划的地方，我听到乔布斯辞
世的新闻，不胜唏嘘。

当我重温这本书的部分细节的
时候，认识到乔布斯可能早就预感到
他的时日不多了。 他这种非常明确
的紧迫感在癌症确诊之前就已经存
在，并贯穿他在每一场商业的竞争中
快马加鞭，只争朝夕的态度中。正是
这种希望在有生之年最大限度改变
世界的紧迫感，催生了我们时代的一
个巨人。这样一个巨人是如何炼成
的?

我想讲三点：
一是他的思想形成过程。本书有

足足 1/4的篇幅，讲述乔布斯在开创
苹果前的经历，特别是中学和大学时
期。

这可能是这本书最为独特的地
方：一个伟人的年轻时代，是奠定其
一生哲学和绝学的关键时期。书中讲
到乔布斯从小被亲生父母抛弃，被养
父母呵护备至，超出自己经济能力地

去供他上最好的学校。但乔布斯从小
是个叛逆者，中学时是整蛊王，大学
时是逃学威龙。他把精力都放到自己
喜欢的事情上：琢磨电子线路，研究
书法，听鲍比戴兰的歌。他疯狂信仰
东方哲学，特别是禅宗，甚至在 19岁
的时候只身前往印度一年，寻找思想

上的宗师。他一辈子严格吃素，并经
常辟谷、打坐。他是美国嬉皮士年代
的产物：那个时候的美国青年爱好和
平与自然，追求个性解放。他甚至尝
试过迷幻药，并认为这个经验给他开
启了认知世界的一个新窗口。那是美
国文化的黄金年代，那个年代奠定了
乔布斯的思想基础。

当我们了解了乔布斯成长阶段
的经历，我们也更容易理解他在商业
上的成就。乔布斯最牛的一点，是学
文科 (哲学+书法 )的来干工程师的活。
就因为这点，他的武功是我们这些学
理工的人学不会的。他经常说：“光有
科技是不够的。科技要和人文、艺术
结婚，才能产生让我们的心为之歌唱
的结果。”

他的两个最大商业成就，一是苹
果，二是大名鼎鼎的制作《玩具总动
员》、《海底总动员》的 Pixar皮克斯动
画公司。3D动画和苹果，都是艺术和
科技结合的最佳案例。乔布斯，是现
代版的达·芬奇。

最后，也许是读者最为关注的，
乔布斯作为一个商业奇才，他的哪些
特质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书中有很
多答案。总之，他不是一个通常标准
中讨人喜欢的人，绝对不是。他有极

强的领导特质：影响力 ;惊人的产品和
市场直觉 ;聚焦能力 ;永远用最好的人
才等等。有一点很关键，书里有很多
案例，就是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比
如重回苹果，其动机并不是为了钱。
这是一个有非常强大信仰的人。

我想说的是，一个伟人的炼成，
需要社会提供的精神养料，需要父
母、师长的呵护，更需要他对自己聚
焦式的锻造。

希望这本书，成为现代中国年轻
人学习人生的一部教材：追求梦想，
有时需要走一些弯路，并经过很多磨
难。没有乔布斯年轻时候的禅宗经验
和他非常独特曲折的求学经历，他可
能只会成为一个智力过人的政府公
务员甚至会成为饶舌并有个人魅力
的瘾君子。

在乔布斯逝去的日子，人人网的
用户在激烈地讨论乔布斯的墓志铭
上会写什么。有同学说可能是他送给
斯坦福毕业生的一句话：求知若饥，
虚心若愚。在我心目中，乔布斯是一
个现代版的东方圣贤，因为他信奉禅
宗，信奉简单即美。他把这种哲学用
到了极致，做出的产品如艺术品一
般，为亿万人喜爱。

（作者系 360公司 CEO）

不忍失去的人 不舍读完的书

我视他为现代版的“东方圣贤”
周鸿祎

关于《史蒂夫·乔

布斯》传，给中国企业

家带来了很多思考话

题，有感伤、有怀念、有

激励、有疑问。在这种

真挚的情感中，我们触

摸到了一种思想。让我

们攀援这种思想，升发

一种情怀。

（上接第二十一版）
据说，宋卫平本人就是个超级球迷，况且经商之前还

担任过体育老师。他自称 31 岁之前，可以在足球场踢满全
场。1998 年，40 岁的宋卫平虽踢不了全场，但拿出了宏伟的
足球计划———成立仅三年的绿城，拿出 1000 多万元成立了
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在当时看来，宋卫平此举很疯狂。

2001 年，宋卫平对绿城俱乐部的总投入为 8500 万元，
这是他当年总赢利的 2/3。正是在这一年，宋卫平卷入足坛
扫黑行动中，并因其敢说敢言成为“反黑斗士”。

反黑之后，宋卫平和浙江绿城全国皆知，绿城公司的
社会公信力急速提升。2002 年，宋卫平开始全面向全国房
地产市场进发。在此之后，宋卫平不愿再以“打黑斗士”的
形象出现，因此极力回避媒体，从“炮筒”变成了“沉默派”，
而经历反黑行动得以名声大振的绿城也已是今非昔比。

2004 年，绿城的销售额已达 46 亿元，开发的项目已遍
布全国，第一次有了直逼业界老大万科的气势。2009 年，绿
城房地产的销售业绩超过了 530 亿元。然而到 2011 年 9
月，绿城的销售收入为 270 亿元，仅为年初计划的一半。

绿城之路犹如宋卫平钟爱的绿茵赛场，胜负起伏就在
一线之间，但他应该会相信绿城和赛场一样，不到终场就
无法预知结局。

宋卫平在 11 月 2 日凌晨发文说：“今日今时，绿城的难
处，是整个行业共同的难处。但绿城一直在奋力前行，也希
望整个行业可以渡过难关。”

对足球下了血本的宋卫平曾经有一句名言：“阳光总
会照射到我们身上，中国足球终有健康的那一天。”———如
今面对绿城危局，宋卫平或许也会在心底发出相似的希
望。

这一次，宋卫平和他的绿城是否还会如同 2008 年那样
全身而退？

偏执与坚持

11 月 19 日，2011中国休闲地产高峰论坛上，战略专家
王志纲说喜欢宋卫平的偏执。

宋卫平的长相看上去不属于偏执的那类人，但他偏偏
就是例外。

有人说，宋卫平的成功是个“异数”———因为他的另类
偏执。

对于品质的专注，恐怕是宋卫平最大的偏执。
绿城的毛利率在行业内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因为在打

造产品时往往不惜下血本。在绿城集团，一个项目赚钱赚
少了不会被“撤掉”，但质量出了问题肯定会被“拿下”。在
宋卫平看来，房子“是有身段、有表情、有美感、有艺术、有
生命的”。据说，绿城集团的项目负责人大都害怕宋卫平亲
临现场，因为“他总能看出不足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某
项目的房子造好了，外立面的石材也都挂起来了，但宋卫
平来了一看，发现墙面的石材色差有点不均，结果他下令
将整面墙敲掉重来。

宋卫平对桂花情有独钟，绿城项目有很多以桂为名，
如丹桂花园、金桂花园等。“桂花是一种有形的东西，但它
的香味是无形的。在房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不仅要进行
有形的界定，对无形的境界也应该有所理想和追求，这也
许就是绿城的追求。”宋卫平这样说道。

有一种说法称宋卫平是地产业“品质教父”，还有人把
他喻为业界“乔布斯”。他的偏执、对品质近乎极限的追求，
让绿城成为行业中在产品上最难以超越的公司。上海一家
房地产公司老总曾经发出这样的反问：“没有绿城的长三
角，乃至整个房地产行业，会是什么样的？”

宋卫平对产品的苛刻和偏执，使他成为公司里的“暴
君”。据说，有位绿城的项目经理因两次回答不上宋卫平的
问题，被当场免职。虽然宋卫平公认“人很好”，但是“脾气
很坏”。

宋卫平很喜欢金庸笔下的令狐冲，但他常被称作是杨
过，原因是他更具备后者的孤傲和冷清。

据一位熟知他的业内人士叙述，宋卫平“似乎缺乏平
衡感，他不会妥协，总是选择一种激烈的方式去表达”。最
著名的例子是 2009 年炮轰万科。

言语的炮筒和行动的执拗，是宋卫平身上的著名标
签。除了下血本办足球俱乐部，还包括如下事件：上世纪 90
年代初，宋卫平认为应该修建一条沪杭高速公路，于是整
天蹲在从杭州到上海的多个路段计算来往车辆，回来后夜
以继日撰写出厚厚的可行性报告；宋卫平在全国各地捐建
了 13 所学校，还建造了五星级宾馆级别的医院，专门为绿
城员工和家属开放……
“他跟别的老板是不一样的。”弟弟宋立平这样评价自

己的哥哥。
在业内人士看来，气场强大的宋卫平甚至改变了浙江

地产界的语言风格，比如他常用的词语“人文”、“理想主
义”、“品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词语，就成了很多
浙江地产商的口头禅。

偏执的宋卫平有个公认的缺点，就是喜欢“赌”、喜欢
激进。正因如此，绿城的财务策略“杠杆率一直较高”。早在
2008 年发生的那次调控就曾使绿城陷入濒临“破产”。宋卫
平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到，等 2008 年这场危机过了，就
“不再这么激进，要稳健一点”。然而，度过危机之后的绿城
在 2009 年又掀起新一轮的高速扩张。

这一次，宋卫平又来到了新的调控节点，绿城是否还
会如同 2008 年那样全身而退？这不但是业界的疑问，也是
宋卫平对自己的。

时间闪回到更早一点的 2011 年 9 月某日，当媒体问
道：“2009 年要向万科看齐的目标还在吗？”宋卫平的回答
既无力又悲壮：“有能力的时候就多做一点，没有能力的时
候少做一点，环境好的时候多做一点，环境不好的时候，要
壮士断臂，也只能壮士断臂了。”
然而，在 11 月 2 日的千字文中，宋卫平仍是那个坚持

理想的人———偏执依然。
“绿城仍然要坚持我们的理想，为城市创造美丽……

我们依然以绿城三万员工为后盾，不论明天风景如何，都
鼓足干劲，做最有耐心、最努力、最持续的坚持。”宋卫平如
是说。

书讯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痼疾纷
纷显露，特别是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西方
人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生命力，种种
迹象显示，现在正是引人入胜地讲述马克思主义与
当今世界关联性的正确时刻。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进一步阐明了在马

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
同时还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找到了一个
极佳的契合点，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关于马克思理论
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我心目中，乔

布斯是一个现代版

的东方圣贤，因为他

信奉禅宗，信奉简单

即美。他把这种哲学

用到了极致，做出的

产品如艺术品一般，

为亿万人喜爱。

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逐渐走入了
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
和全球化正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中国粗放的经济
增长方式亟待改变，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迫在眉
睫。

本书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以详实的
数据分析了全国范围内 5000余名企业经营者对企
业战略的认识，以生动、深入的面访调查记录了九
位著名企业家对企业战略的思考与实践，展现了中
国企业家优秀的品格与深邃的智慧。

《创建幸福企业》

作者：岳川博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作者：
[英] 特里·伊格尔顿

《中国企业家的战略选择》

主编：李兰

捍卫者宋卫平
的十年凹凸

乔布斯的人生使命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做创新很棒的产品，做一个有生命力、持续

发展的公司。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如今，这个世界确实因他而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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