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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雪

江湖

东方《三体》 西方火星

月圆之夜，必有气象奇观。

美国宇航局 (NASA)于美国东部

时间 9 月 28 日上午 11 点 30 分宣布

有关火星探索的重要科学发现———

确认在火星发现液态水存在的证据。

9 月 29 日晨，“当你纠结生活在

英国与中国，就像纠结于生活在铁岭

还是北京一样，这都不是事，而能否

在活着的时候去‘发现液态水存在’

的火星，那才是个事。 ”。

这是一位留学生给《中国企业

报》记者的网上留言。

地球人欢乐的

恐惧与纠结

就在 2015 年 10 月 6 日，科幻小

说《三体》作者、获奖作家刘慈欣力推

腾讯一款弹幕射击游戏《星河战神》

时用了“处处充满科技感，游戏一开

始为玩家构建了一个诸神与凡人、战

争与自由交织的游戏世界，守护星球

的任务从来都不会平坦。 玩家在简单

的修炼后，便要独自踏上无尽的星空

战场，会遇到哪样的奇遇，这个只有

体验过才会知道哦” 一段文字之后，

何君咨询合伙人王绍凯也发表新文

章：“很多看过《阿凡达》电影的人记

得导演描述的潘多拉星球并记忆犹

新。 人兽合一，如果是艺术想象，那么

未来 30 年， 随着核心技术的突破乃

至普及化，人类的进化将被推向一个

新的‘奇点’”。

由此，记者“微信朋友圈”转发此

文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坦言：“作者的真

实意图是企业会消失吗？ 企业管理者

们读此文，就像孩子们热爱科学那样，

调侃自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前段时间， 世界很多国家的著名

企业开发、研制、使用机器人，已经给

无数企业带来了恐惧。 包括中国万科

等企业老板都放下“用机器人” 的狠

话。 而 9月 30日 NASA喷气推进实验

室的 MECA（显微、电子化学及传导分

析仪）首席科学家 Michael Hecht 发布

的“发现高氯酸盐对于生命而言既不

是好事也不是坏事， 但它使我们重新

评估对于火星生命的认识” 的新闻更

是带来部分网民的焦虑，甚至发出“急

求《火星发现水意味着什么》”的帖子。

10 月 8 日，喜欢科学读物、喜欢

化学仪器、探测器、小火炉子以及高氯

酸根、 高氯酸盐等词汇的“孩子科学

迷”们开心了。尤其是《科学时报》给出

“NASA 成立之日起就要面对公众，因

为它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激励年轻孩

子， 让他们成为下一代 NASA 的科学

和工程团队也是任务之一”的信息后，

让北京很多看《阿凡达》成长起来的孩

子们， 挤进了北三环木偶剧院北面的

科技馆。 正如记者的判断那样，一位 8

岁小学生的医生家长表示：“世界给孩

子们出了一个新话题。 ”

科技馆中， 记者看到如此文字：

人类早在 1877 年就开始追寻“火星

人”的踪迹，频频向火星伸出“橄榄

枝”。那么，当今时代，“火星上发现水”

的事实，除了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航

天专家等等更加热爱未知的一切，对

企业、企业家、投资人意味着什么？ 仅

仅表明“对火星上生命的探索是人类

最核心的追求”？

电影投资人的

财富口袋会更厚？

一部美国新电影的上映，如果与

“科技界头号新闻”捆绑在一起，要醉

的算是 10 月将上映的、 以探索火星

为主题的好莱坞大片《火星任务》。

今年早些时间里，当“凤凰”号发

现了一种高氯酸根时，“火星的故事”

就顿生波澜，让持续数十年“水与火

星”的缠绵主题，有倾向“达到兴奋的

高潮”。 还有人幽默道：《火星任务》要

上映了，难道美国航天局和导演找到

了“受困火星的”宇航员马克·沃特尼

的下落？

早些年，美国好莱坞的《火星救

援》、《红色星球》大片，在切实掳走中

国人几十亿元财富后，中国人还要感

谢电影投资人、艺术家、明星“点燃了

想象，带来了震撼 ”。 或者，继续相信

马斯克 20 年前的“有水，离火星移民

又近了一步”的论断？ 还是像美国某

网站文章所称，“这意味着距离 NASA

派人去火星已经差两步了？ ”

《中国企业报》 记者查阅资料发

现，关于火星新闻片中“霜与荒凉”的

主题，一位诗人的解读是：“人类在期

待与火星生物会面的同时，也在渴望

开发出新的生存空间。 ”

也有大学的物理学者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美国航天局自上世

纪 60 年代开始探索火星，40 多年来

共向火星发射了大约 20 颗探测器。

现阶段，美国“好奇”号和“机遇”号探

测车正在火星表面探索，并不断发回

新数据。 这些事实，都属于美国宇航

局“卖关子”的文化。

当预言“到 2030 年，人类将成为

混合式机器人”的未来学家、谷歌高管

雷·库兹韦尔 10月 7日坚持认为“在

几年时间内， 人类就会成为类似神明

的存在”时，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会

长、企业家马云拍卖出的画作《地球》

引发艺术家的“炮轰”。艺术家可以“不

买账”马云所言“我画一个地球，希望

人们能保护地球，保护海洋”的艺术品

拍卖行为，但中国的“太空迷们”是否

可以通过马云的“中国 10 年、20 年之

后能拥有更纯净的水、空气和土地”的

慈善举动，审视自己是否积累了“在人

类还没有可能到火星生活的时候，保

护自然和水是积德之人” 的文化意识

和社会责任意识？我们可否在那一天，

承接住“火星的恩赐” ？

10月有来自

遥远星空的安慰？

9 月 30 日， 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

站楼。

一位在北京上初中的藏族少年拉

措，一路小跑到登机口。在余下的十五

分钟时间内，打开《火星之战》电脑游

戏的拉措，见记者正在读《环球日报》

“液态水激发人类探索火星雄心”一文

后， 直率地表示：“火星上能不能种虫

草？ ”这个在美国生活过一年的 12 岁

少年告诉记者，“将来要接父亲的班，

做虫草生意。但是，我真担心中国人上

了火星之后，还不讲卫生。 ”

在科学精神指引下的少年，道出

的忧虑，朴素而真诚。 或许，他也并不

觉得上火星生活是个多大的难事。 被

遥远星球慰藉了多年情感的少年，更

感兴趣的是那位宇航局“白胡子专

家”称作季节性斜坡条带那句话时的

神情，以及配合“白胡子专家”的冰清

玉洁、如蛇腰般一条水痕，时而像个

酣睡的婴儿，时而像个大眼睛的青蛙

的液态水体存在的画面。

火星有水的信号，让地球人得到

了什么？

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生鲁

詹德拉·奥哈观点相似的一位中国物

理学博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关于科学精神、科幻思想、创新思维、

人文情怀、宇宙梦想等，最眼前的利益

是，让过去 4 年间火星满目荒凉、寒冷

而干燥的结论，变为新的兴奋点。或者

可以再给好莱坞新的冲动？

这也印证了 18 世纪托马斯·马

尔萨斯担心“人类的繁衍终将超过可

供食物的数量”的结论。 就是这一思

想，为达尔文和沃勒斯的自然选择理

论打下了基础。

曾经读过《在达尔文的镜子里》

一书的一位“企业家航天迷”在航天

圈子平台感慨：“航空业未来的经济，

一定跟今天的科学研究密切相关。 而

电影、电视剧、游戏、书籍、玩具等‘太

空符号’衍生品，已经给当今的人类

无法用语言实现的灵魂安抚。 而在地

球上，液态水是生命的关键要素。 中

国很多企业家也都明白，火星上存在

液态水，表明火星的环境比我们原先

设想的宜居性更高。 ”

或许，10月份，企业家们应该积极

去看一场电影，别让孩子们给抢先了。

李嘉诚“回应”后的效应

为什么连日受到抨击也不作

回应？ 9月底，面对公众的疑虑，当

李嘉诚本人就事件作出真诚回

应，“没有建设性的语言讨伐，并

不符合中国政府不遗余力推动经

济向前发展的方向和决心”后，人

们似乎都清醒了。

解读：

一种不舍？一种恐惧？一种仇

恨？ 说不清楚的多种情绪纠结在一起，发生的效应，是李嘉诚

没有预料到的。

但是，赶上习近平主席进行国事访美带来的“好气氛”，李

嘉诚的坦言自然换来了“媒体以及公众的清醒”。“被人借题发

挥，广泛的国际讨论”也渐渐平息。

正是李嘉诚自己出来表达观点、情感、态度、决心，才换来

了正常的环境以及对待香港企业家应该有的正常心态。 其他

企业家也从中看出了门道：真诚是解决矛盾的唯一钥匙。

打破了那一层窗户纸， 无非是人的情感、 情绪需要“引

流”。 李嘉诚这次也算是领教了“国情”的另一面了。

至于李嘉诚自己家族的生意如何，谁又去真心关心？

雷军讨厌人们问“小米能走多远？ ”

10 月 6 日， 雷军说了梦想：

“一起床，拿起小米手机连上小米

路由刷微信；边吃早餐，边用小米

电视看新闻； 路上戴着小米耳机

听歌看美剧， 用小米手环记录运

动量；到家前，小米空气净化器远

程启动……”

解读：

闹心很长时间的雷军， 过节

期间又“吓唬”一下有些人：5 年时间公司就成为了“帝国”，还

是一个做手机的公司。

必须承认，小米的触角无处不在，势不可挡，甚至进入了

包括移动医疗、互联网金融以及租车服务等新兴行业。

你有野心？ 谁没有？ 雷军也学会了马云的“生态圈”：用手

机，解决人们对互联网的所有需求。

10月，当“雷军不可复制”、“小米的奇迹不会长久”的声音

此起彼伏时， 企业家雷军最愿意讲自己喜爱科幻：“将来有一

天，人类会和手机结婚的”。

“亚洲中坚力量”的小米，奇葩吧？

雷军，奇葩吧？

“祭奠小米帝国”的人们：省省心吧。

（本报记者江雪整理、点评）

马云卖画受“艺术家指责”

10月 4 日晚， 在香港举行的

苏富比拍卖会上， 马云和知名艺

术家曾梵志共同创作的油画《桃

花源》，以 4220万港币拍卖。 阿里

集团表示， 此次拍卖所得款项将

用于环境保护公益事业。

解读：

马云为自己油画处女作拍得

4220 万港币高兴不到两天， 气坏

了的很多艺术家在网上“开始自责”。在画家眼中，打着公益旗

号的企业家马云对艺术是不负责任的， 他也无法与大画家相

比。更对“马云不只是画家，还是书法家，北京某慈善拍卖会上

拍出 468万元”嗤之以鼻。

总之，拍的价高，不等于画得好或写得好。

尽管马云还是大方地表示，“第一次跟曾梵志一起画画，

倍感荣幸。这也是我第一次用油画画，感觉挺好。”但艺术家们

还是毫不客气地指责马云。

说到底，马云不是艺术高超，只是“名气值钱”。 加上有相

关人捧“臭脚”，是“令人惊讶的慈善者的财富循环”。

马云，是否应该想想，哪里不对了呢？

王健林染上“首富病”

胡润发布的《2015 瀚亚资本

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中，李嘉诚

二十年来首次被大陆富豪超越，

而新的首富之位当属万达集团董

事长王健林。 61岁的大陆首富王

健林首次超越李嘉诚成为全球华

人首富，87岁的李嘉诚位列第二。

解读：

王健林首富不是新闻。 但是

王健林成为“首富”后的几天里，被调侃因“青岛大虾带来破

产”的新闻，是很吓人的。

一个李嘉诚走了的事实， 都让中国几大官方媒体一篇接

一篇的解读来解读去，如果王健林“破产”，那世界会怎样？

调侃事件带来的深度思考是“谁的崛起、谁的成功、谁的

财富，到底与这个社会有多大关系？ ”

在全球投资者都担心中国经济波动之际，李嘉诚也好、王

健林也罢，风吹草动，都是“惊雷”。

何况， 李嘉诚公司的人早就坦言：“随着大连万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等中国内地地产巨头崛起， 市场竞

争加剧，曾经享有的建筑技术优势渐渐消失。 ”

李嘉诚是个时代现象。

王健林也是。

（上接第十七版）

所谓高手，不但是“技术”水平高，

更重要的是其价值观、 方法论都有与

众不同之处， 并且还拥有长期积累的

人脉和资源。以高手为师，从某种程度

上讲， 就意味着你站在了和他同样的

高度上，拥有与其相同的视野和资源。

而所有这些， 都是多数人无法在短期

内获得的。

在职场中，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

会和资格遇到顶尖高手， 但这并不等

于说你没有职业导师， 最有可能成为

你职业导师的人首先是你的直接上司

和顶头上司。并且，可能还有很多其他

人有资格成为你阶段性的导师。 你一

定要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的老

板会比你“聪明”。当然，这并不是他一

定会比你的智商高，比你的能力强，而

是说他可能走过许多弯路和错路，知

道哪里走不通，哪里走起来会更轻松。

在寻找导师的时候有一点要特别

注意，所谓导师，“技术”水平高当然也

很重要，但其职场态度、职业风格以及

对行业方向敏感而准确的把握， 显然

更为重要。因为，再高明的“技术”也许

很快就会过时， 但正确的价值观和方

法论却会让你受用终身。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公司里，中

国传统的“师带徒”的人才培养方式大

行其道。特别是在高管人才的培养中，

这种方式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包括见习 CEO、 备选 CEO 和候任

CEO，都会和现任 CEO共同工作一段时

间，了解 CEO处理问题的立场、态度和

方式， 以便在接任后能够保证公司的

正常顺利运营。

在大多数情况下， 能遇到什么样

的导师是比较被动的， 往往只能看运

气。如果你的上司们不能胜任导师，那

可能是你职场中最不幸运的事。当然，

如果这时候你遇到一个不是你上司，

但热心当你导师的人， 那你就偷着乐

吧。现实中，有很多人是以被动的方式

接受职场导师，或者是根本没有导师，

完全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 庸庸

碌碌地干了一辈子， 以最平庸的结果

度过了自己的职场生涯。

职场导师是职业生涯中最重要，

却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事情。 很多年

轻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

冲着单位的名气、待遇和福利去的。而

个人的成长空间、 成长机会却没有受

到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其实更应当向

中国的古人学习， 无论是在历史或者

是小说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有理想、

有情怀的古人，他们成长的方式，就是

遍访天下高手， 为自己寻找最有水平

的职业导师。

如果你在单位里只能被动地接受

一个无导师或者近乎无导师的状态，

了解同行业中有哪些高人， 到单位以

外找一个导师， 也许是你成长的最好

办法。不然，你很可能工作在一个“好”

单位里，却毁在一个差导师手里。

当然， 我们显然也非常清楚，90

后的年轻人喜欢挑战权威， 什么都愿

意自己做主，自己去试试，并不愿意听

所谓导师的“陈年老话”。其实，很多人

都一样： 别人告诉他跑快了跌倒会很

痛，他不会相信；只有自己狠狠地跌了

一跤，痛得厉害了，才会相信。 职场上

就是这样， 无论什么事都要自己经历

过才会明白的人，一般都会成长很慢；

而那些成长快的人， 则一定是能把别

人的经验教训转换成自身经验的人。

导师固然有水平高低， 但你能够信任

他，才是最重要的。正如许多宗教里所

说的，信则灵。如果别人告诉你的事情

你不相信，再高明的导师也不起作用。

我们现在都在直接利用工业文明

的成果以及互联网技术， 如果谁一定

要返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 所有事情

都由自己重新探索， 那一定是个笑话

而不是神话。有一个职场导师，可以直

接利用其成果， 而不重复其艰难的探

索过程，这既是个人成功的捷径，也是

人类文明快速发展的基本方式。 从古

到今， 人类就是在吸收和利用前人文

明的基础上， 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和新

的文明。

从 25岁到 60岁，正常情况下，一

个人的职场生涯只有 35年。这么长的

时间，其实经不起太多试错。人生只有

一次，很多事都是由偶然决定的，而很

少有必然的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没有

机会从头再来。 只有那些找到捷径的

人，才会更快地脱颖而出，才会创造出

更大的人生价值。 如果不想拿你的人

生去冒险， 那就给自己找一个好的职

场导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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