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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活

企业家·书生活

相关

大家

对企业家来说，物质上的有限需求，必然转化为更高

境界的精神追求，这是一种伴随着一生的心灵修行。 在全

球化进程中， 中国企业家打破西方管理者独家话语权，写

出自己的人生感悟，让灵魂跟上脚步，影响世界。

周鸿

祎

高调《拒绝平庸》

2013 年 11 月 25 日，一位清华学子看到携新书《拒绝

平庸》走进礼堂的“安全之父”、360 创始人周鸿

祎

之后，赶

紧把想问的话题仔细地看了一遍。 之前学校贴出的广告

是“让你见识一个怪咖偏科生的丰盛人生。 ”

学生们说，愿意接触“大咖”企业家，是感觉得到大咖

精神与自己的心灵相近。

当年创业时，跟雷军吃一次饭都“仰视着”的周鸿

祎

,

表现出了“先炒红了企业再炒红自己”的文化底蕴。

在周鸿

祎

眼里，前辈柳传志、求伯君、张瑞敏等大咖

出书，都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正如王石早年出版的《让灵

魂跟上脚步》，周鸿

祎

不知读了多少遍。 但是雷军出书了，

马化腾出书了，周彦宏出书了，马云都出书了，这在他这

个大咖眼里可不是小事。 用身边人的话说“人家也都不是

一本、两本的了。 ”

尽管，也深信过古希腊“节制美德”的名言。 但是，每

次出差都要带一堆人物传记、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的周鸿

祎

无法沉默了。 正如牛文文在清华与周鸿

祎

对话时所言，

“他是有话可说了。 ”

“灵魂一直起舞”的周鸿

祎

无数次问自己“想说啥就

说啥？ 可以如此精神奢侈吗？ ”

心灵的回答是：“可以”。

3 月的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拒绝平庸》和日本企业家

传记一起放置在显要位置。 首师大一位博士生导师对外

国留学生介绍说：“周鸿

祎

十年前就说自己‘从小就与众

不同’，闯入企业家群体时，很多企业家都看不上他夸张

的‘拒绝平庸’。 他必须用结果证明自己。 ”

“其实，周鸿

祎

最喜欢读各类人物传记。 ”见识了周鸿

祎

在清华演讲时“大咖样子”的这位教师对记者说。“他敢

于当场问清华的学生，你们可以接受我的拒绝平庸，与众

不同吗？ 我在高中阶段即将一生梦想锁定在计算机。 但是

大学毕业后在互联网世界历经百战后， 我才找到了颠覆

腾讯、百度，然后再和他们齐肩的机遇。 ”

周鸿

祎

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时常反问那些创业者或者

希望创业的人“你敢于拒绝平庸吗？ 他说自己读书，就是

与名人做思维碰撞。 ”

陈南禄 难忘《美人美事》

大凡书写过自己人生历程的企业家，基本认同“创业

时灵魂要激情澎湃；梳理人文情怀时灵魂要宁静。 ”

有无数光环的香港著名企业家、太古(中国)有限公司

主席陈南禄就特别喜欢人们问他：“是不是还当《文汇报》

专栏作家？《美人美事》是第几部游记了？ ”

在做香港赛马会董事时， 陈南禄就热衷于“Youn－

gOnce”乐队吉他手的角色。“痴迷那样的日子，痴迷和太古

公司的哥们在红

磡

舞台风激情演绎。 ”而事实上，半夜里，

陈南禄还要以“遨天”为笔名为香港《文汇报》的专栏写稿。

他的灵魂家园里驻扎着“作家使命”。

8 年后， 陈南禄海外见闻专栏文章汇成了《蓝天绿

地》、《风花说日》、《美人美事》 多部文集。 那样的光彩日

子，对一个企业管理者来说是何等的奢侈。

获得香港特区政府颁发“太平绅士”荣誉的他写道：

“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一执笔就是 8 年。 听起来风花雪月，

其实是我从星巴克的咖啡、 波士顿文化到生活和管理理

念等等的点滴记录。 ”

过程中，太古，成为香港、内地时尚商业地产的灵魂

符号。

太古，也成为很多优秀企业家仰慕的文化符号。 那些

伴随着《美人美事》而潜入人们心灵的慈善精神，都是对

企业家精神奢侈的敬重。

读者们最为感动的是，“商界奇才” 陈南禄在每一本

书的底页上无一例外的标注着“本书之个人收入悉数捐

赠与香港恩光之友会和国泰爱心儿童轮椅库。 ”

这样的奢侈，需要灵魂的认同。

把《忍不住开了间旅馆》一书与王石、宁高宁、陈南

禄、韩寒、郭敬明的书籍并排排放在杭州国际青年旅舍大

堂供游客阅读的女老板游莉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创造品牌公司的老板，心里一定驻扎着荣耀与艰辛。 只

有类似唐吉坷德似的疯子行经和毅力， 才可以贯彻精神

和理念。 ”

吴晓波不久前写道，企业家写书，是灵魂独立、塑造

过程 。在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优秀的企业家们由此获

得了一次次寻找

自我的机会。 正

如王石所言：10

年前的出版，或

许 还 是 一 种 功

力 ， 而今天 ，的

确是醒来后的再

行走。 走向新的

不确定。

2013年重阳节前夕，我带着新古体

诗的情怀和新古体诗集《一枝梧叶知秋

声》的草稿，拜访了贺敬之先生。 先生虽

已年近九旬，但耳聪目明，思维缜密。 在

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我们主要谈了对

新古体诗的理解。 先生豁达、 谦逊、平

和，坐在他的面前，有一种小时候坐在

家乡的皂荚树下与父辈们聊天的感觉，

那是一种久违的朴实和踏实的感觉。

说起诗歌，先生认为当前的诗歌是

在前进的， 同他们这一代的诗歌已经拉

开很大的距离了。我作为诗歌界的新兵，

不敢妄自揣摩先生所言是谦逊之辞还是

真情流露，但在我的心中，先生是位不倦

探索的诗人。他的诗歌吸收了传统民歌、

古典诗词和“五四”新体白话的营养，形

成了独特的魅力。 这种魅力从延安窑洞

里开始绽放，一路走来，鲜花盛开。

七十年代上高中时， 读到先生的

《回延安》，诗歌语言质朴，节奏明快。 后

来得到一本《放歌集》，几乎把诗集中的

诗都背诵了一遍，直到今天仍能背出一

些经典的句子。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诗

歌艺术的感染力和诗歌的美感，也算是

我在诗歌方面的启蒙教育了。 从那时

起，自己也试着写过几首小诗，上了大

学后就没有坚持写下去。 正式发表诗歌

时，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几年来，在

朋友们的鼓励下，笔耕不辍，走到哪里

写到哪里，并结集出版了《浩舸诗词选》、

《大地苍茫》。 令我困惑的是，越是对诗

歌有了一些了解，越是觉得笔下的东西

难以令自己满意。 一位练习书法朋友

说， 你写诗歌是不是也和书法一样，无

论写行书还是草书， 打好基础是关键，

要打好基础，就应该从正楷练习。

有道理！ 但什么才是诗歌的“正楷”

呢？ 难道是唐诗宋词?于是，我开始研读

唐诗宋词，从诗词的结构、节奏、格律方

面去品味，去模仿。 但要真正创作一首

严格的近体诗来，我的文字功底就颇显

捉襟见肘了。 要严格讲究格律，我便无

法自由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能不能找到

不同于近体诗格律的诗词表现形式？

有一天，偶然间读到先生在《贺敬

之诗书集·序言》里的一段论述：“用的这

种或长或短、或五言或七言的近于古体

歌行的体式， 而不是近体的律句或绝

句。 这样，自然无需严格遵守近体诗关

于字、句、韵、对仗，特别是平仄声律的某

些规定”。 我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一条

抒发心绪的康庄大道———新古体诗。

在交谈中，先生说：“写新古体诗是

一种尝试和探索。 目前虽没有看到过批

评的文章。 但也有观点认为，这算是什

么诗呢！ 面对这些观点，我觉得，唐代的

近体诗出现以前，不是还有古风吗？ 像

《诗经》、《离骚》 等等不都是传承千古的

好诗么！ 唐代的几位大诗人，他们的诗

既有近体又有古风，李白有名的诗恰恰

是古风。 人们把崔颢的《黄鹤楼》视为七

律里面的经典之作，其实根本不合乎近

体诗的格律。 ”

我谈了自己的想法：“诗首先是要

言志，要表达出诗人的思想和感情。 而

格律应该是服务、服从于言志的。 如果

一定要拘泥于一种诗歌形式，诗词难以

大众化，很多人就读不懂，很多人就写

不好， 如果诗歌没有与时代的步伐契

合，只能惨遭淘汰。 ”先生对于我的理解

表示认同，他讲：“诗词的发展应该有所

突破，形式可以不同，但是首先要有诗

意，另外，诗意要注意是不是跟时代的

精神是一致的、吻合的。 正如有的诗人

提出的那样，要‘求正容变’，文学艺术要

发展，变化是应该的。 不管是新体诗还

是旧体诗，关键是要发展得好。 在普及

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 ”

同先生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实在不

忍心继续打扰。我试探着问：“贺老，能否

为我即将出版的新古体诗集《一枝梧叶

知秋声》题个书名呢？”没想到，先生非常

爽快地答应了：“好！ 不过两天后才能给

你！”后来，他的秘书说，先生认真阅读了

文稿，展开笔墨，分别用简体和繁体各

写了一个书名。

我把“一枝梧叶知秋声”这几个字

装裱起来，一个放在家里，一个放在办

公室， 这样我就能够整天看到这几个

字。 这几个字的背后，是贺敬之先生对

后生的鼓励， 也是我的新古体诗情怀。

在这种情怀的支撑下， 用质朴的语言，

顺口的格律表达出一种人生之秋的意

境，让别人能读懂，让自己的情感得以

释放，挺惬意的。 正所谓师古不泥古，诗

歌不能定于一尊，而是应该成为一曲心

灵之声的律动，成为一盏照彻人性光辉

的明灯。

我的诗歌小船刚刚起航，我得加油

划桨。

本报记者 江雪

浩舸

李瑛先生的诗歌人生

一个洒满阳光的早晨，我怀着仰

慕的心情，叩响李瑛老师的家门。 老

人家精神矍铄，满面春风，十分热情

地把我们迎进书房。书房简朴、洁净，

四溢着的墨香里饱含着诗意，坐在那

里，心很容易就变得平静了，平静之

中还带有一种淡淡的温暖。

一个多小时里，我们聊了很多过

去的事儿，就像唠家常一样，没有时

代距离感， 也没有过往的沧桑感，仿

佛过去的日子就像一首诗，静静地躺

在那里，不喜不悲。李老很喜欢笑，谈

吐之时嘴角总是微微上扬，坐在他的

面前， 时不时能感受从他的脸上、眼

中释放出的一种父辈的慈爱。后来才

知道，他比我的父亲还大十几岁呢。

李老十五六岁时在沦陷区上中

学，由于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等爱

国运动，受到当局的迫害而遭学校开

除，一度失学，过了一段流浪的日子。

李老是个要强的人， 不甘心沉沦，借

钱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北大，他如鱼

得水，加入了文艺社，在文学创作上

得到沈从文和冯至先生的帮助。 从

此，沙滩北街的北大红楼里和后面的

民主广场，留下了李老求知的足迹和

追求理想的身影。

在北大红楼里， 李老一边读书，

一边创作，一边搞学生运动，后来参

军， 正式踏上革命征程。 解放战争

时，李老亦文亦武，在子弹横飞的乱

世里， 他参加过抢购运输粮食的军

事行动。 朝鲜战争时，他在异国的战

壕里，用笔杆子当做武器，记录下可

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把战士们对祖

国母亲的爱和不怕牺牲、 英勇杀敌

的豪迈悲壮场景永久地刻在《为了

祖国》的诗行里：……以他们的任何

所有，甚至生命/热爱着祖国/热爱着

世界/热爱着那和平劳动的人类。 朝

鲜战争结束后， 李老一直在部队工

作， 几乎跑遍了全国的边防部队驻

地和哨所， 把驻守在祖国边疆的战

士，变成了诗行里的主角，汇集了 14

卷诗集，几千首诗歌。

说起诗歌，李老异常兴奋。 他说，

诗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生活中沉静

下来，倾听发自心底的声音。 一首好

的诗歌， 应该是从血液里流出来的，

要有温度、有气息、有性格、有痛感。

从部队离休后， 李老继续读书

创作，笔耕不辍，又出版了二十多部

著作。 从老人家微笑的脸上能看得

出，他回首往事时，是如此的平静，

那是一种没有虚度年华的充实。 正

如李老的女儿、 同为诗人的李小雨

所言：“在这个世界上， 能把诗作为

自己毕生至爱并坚持不懈， 历尽磨

难而无悔的人本来就少， 而在今天

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现实社会中，仍

不改初衷，以诗为荣、为乐、为叹、为

痛的人则是少之又少。 我的父亲就

做到了。 ”

临别时， 李老拿出早已为我签

好字的书相赠。 这是他去年新出版

的著作《比一滴水更年轻》，书名源

自书中一首诗： 当手杖/成为我世界

的一部分/我却比一滴水更年轻/因

为这个时代/因为我的祖国……

手里捧着这本《比一滴水更年

轻》，想着创造她的诗人已经年近九

旬，十分感慨。 是的，李老确实是年

轻的，是来自于生活的、来自于血液

里的诗让过往的历史变得年轻起

来，让李老的生活充满着活力，好像

无忧无虑的孩子， 尽情畅游在诗歌

的世界里。 衷心祝愿李老诗心常青，

永远年轻！

《家道》是作者多年来体悟“家文

化”的成果汇集，包括了以“家”为主

题的书画作品和感悟文字，还提出了

一系列关于“家道”的重要观点，看得

出，作者关注和思考“家道”已久。

母亲身教影响孩子一生。 人从

一出生开始， 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

关系，孩子从父母、特别是母亲身上

学会如何做人。《颜氏家训》、《了凡

四训》、《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

等都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家规， 但 ,

传统文化遭批判，家规废弃的今天，

家庭施教子女多有逆反就不足为

怪，“富二代”、“官二代”所受“家教”

与传统的家规以及孝亲敬老、 勤俭

持家的传统美德相背离。

作者在家庭接受了遵从尊敬长

辈、友爱兄弟、和睦邻里的家教，形

成谦恭有礼、与人为善、诚实诚信的

态度，走上社会也就尊师重道、忠于

职守，与领导、朋友、同事和谐相处。

修家谱、祭祖是家教表现。 作者

在编修《孔子故里志》的过程中体会

到，家谱记载了家庭、家族、姓氏的发

端，人口繁衍实际；记载了家族的光

宗耀祖功名志士；家谱不仅是一个家

族的文化传承，也是国家和民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祭祖，是孝爱的

延续和弘扬，是家教、家庭道德的表

现。这些虽然来自作者个人的生活经

验和体悟， 却抓到了孔子教诲的实

质。 通过修家谱和祭祖，可以培养一

个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以及

对家族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家和家文化的延伸。 在《家道》

一书中， 作者提出： 家是亲情的凝

聚，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温暖的怀

抱。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没

有家庭和谐就没有社会和谐。 建议

现代的企业也要继承“家”的精神与

功能。 如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释

净空所说：“企业这个‘家’ 就要用

‘道义’来运作，领导将敬爱、关怀、

照顾、 互助和谦卑落实到每一个人

的身心，使员工都有一种归属感，从

内心真正化解对立， 做到相亲相爱

如一家人。 ”此外，政府机关、单位、

社会组织、团体、社区等等成为传承

中华“家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这个

意义上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也就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作者在概括家风内容时说：“家

有八风 、四孝”：爱孝之风 、善和之

风、勤耕之风、育才之风、节廉之风、

传誉之风、容忍之风、好客之风和孝

父母长辈、 孝国家人民、 孝事业岗

位、孝诚信仁德的“四孝”。 很赞同他

的观念。

孔子半部论语治天下， 祝愿张

守富《家道》兴万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教授）

企业家著书：

让灵魂跟上脚步

张守富先生的《家道》启示

刘余莉

新古体诗集《一枝梧叶知秋声》自序

浩舸

我的新古体诗情怀

浩舸(笔名)，山西永济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曾先后

在地方大型国有企业、国家部委任职，现为某大型中央企业党委书记。 曾于

1995年入选《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2008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诗歌，201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近年来

创作诗歌、散文 400 余篇，在《诗刊》、《人民日报》、《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

报刊发表作品百余首，著有诗歌集《浩舸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版，李肇星作序，贾平凹题写书名）、《大地苍茫》（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年 1月出版，王蒙题写书名，雷抒雁作序，赵丽宏、贺绍俊推荐）。诗歌《闪耀的

科技之光》、《壮志凌霄———感念钱学森》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日报社联合

举办的“放歌六十年”征文作品。诗歌《水乡的桥》、《齿轮》分别入选《中国年度

优秀诗歌 2011卷》和《中国年度优秀诗歌 2012卷》。 2014年 3月,散文《晋祠

古树》入选《人民日报》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美丽中国征文”。 2014 年 4

月，新古体诗集《一枝梧叶知秋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贺敬之题写书名，白

庚胜作序，屠岸、郑伯农推荐，赵长青、吴东民等 14位书法家倾情献墨。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