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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做企业要急用先学

我是2009年6月到国药集团出任董事
长的，从此展开了既当中国建材董事长也当
国药集团董事长的“双料董事长”的职业生
涯。我在国药集团的工作也得益于学习。
2009年国庆节七天长假期间，我在家系统读
了八本写给投行的医药行业的书。我也专
门找了上海医工院的侯院士请教。我本来
是学化学的，对制药有些基础知识，再加上
系统的补课，在国药集团成了“外行中的内
行”，国药集团的基层技术人员常问宋总是
学什么专业的，大家都觉得我是搞建材的，
怎么对医药行业这么熟。其实我一直认为，
企业的外部董事一定要潜心深入学习企业
的行业知识和专业知识，不是说一定要有专
家水平，但至少要成为“外行中的内行”，不
然的话如何在企业行使决策权。感到高兴
的是，我在国药领导的董事会所做的决策今
天看来大都是正确的。那五年正是国药快
速发展的五年，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主张学习要急用先学。其实这么多
年，我有很多感悟，无论遇到什么问题还是
做什么创新，我都要先学习一番，看看人家
做过什么研究、有过哪些经验。不少人知道

现在我的床边有个书筐，书筐里经常有二三
十本书，大多是我关心问题方面的书。当然
如今进入网络社会，我也会从网上看一些资
讯，把不同的观点反复进行比较，找到一个
令自己信服的观点，然后再去研究，当然这
也会受我个人偏好的影响。大家知道我有
读书的喜好，来看我时总会带一两本比较前
卫的经营管理方面的书送给我，以前这方面
的书台湾地区出版得早一些，现在中信和机
械出版社也出得很快。我一般晚上总要读
两小时以上的书，无论多晚都会坚持，白天
紧张工作跑来跑去，晚上读书写作，清晨思
考也写些东西，几十年如一日。

如遇到好的书或者企业里大家普遍关
心的问题，我也会给大家讲讲。我是总裁读
书会全国领读者联盟主席，这些年，我先后
在《总裁读书会》电视栏目上为大家领读分
享了赫尔曼·西蒙的《隐形冠军》、德鲁克的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柯林斯的《再造卓越》，
这些节目在多家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再造卓越》这本书尤其值得大
家认真学习，作者柯林斯写过三本书，第一
本书《基业长青》分析了18家高瞻远瞩的公
司，曾风靡全球；第二本书《从优秀到卓越》
讲的是如何让平庸的公司变得卓越。可是
到2000年之后，书中描述的这些样本公司纷
纷倒下，这让柯林斯反思出一个道理，世界
上没有强者恒强的企业。他把曾经卓越企

业的倒下分为五个过程，狂妄自大、盲目扩
张、漠视危机、寻求救命稻草、最后无声无
息；在柯林斯三本书中最有价值的是这本
《再造卓越》。有感于前两年我国不少企业
在惊天动地的扩张，风险已是“山雨欲来”，
我给大家解读了这本书。我提醒大家，“爬
上一座山峰可能需要10天，但从山峰上掉下
去只需要10秒钟”，但那时大家忙着跑马圈
地，没有多少人听进了我的话。直到去年，
正和岛翻出了我以前讲的视频，把内容给大
家再次做了介绍，有不少企业家说早些听听
宋总的提醒就好了；也有企业家发微信我，

“我正在掉下去的10秒钟，宋总救救我！”

学会讲中国企业的故事

我觉得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老祖宗的学
问也是很有用的。2014年的“五一”节假
日，我感觉卸任国药集团董事长之后比以前
清闲了些，就用了假期三天时间到曲阜的孔
子研究院跟着杨朝明院长学习儒学。杨院
长是位大家，著有《论语诠释》、《孔子家语通
解》等著作，我每天上午听他辅导，下午去孔
府、孔庙和孔林参观静思。后来孔子研究院
聘任我做研究员，2015年9月我受邀在孔子
研究院的讲坛上做了《半部论语做企业》的
报告，这里的“半部”指的是我对《论语》一知
半解，但其中的道理对我做企业很有帮助，
现场演讲的文稿刊登在《国企》杂志上，受到
了读者的一致好评。

记得我问曲阜的一位同志，“孔子理论
的核心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是“仁”，而
后又反问我的看法，我说，“孔子理论的核心
是‘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
做事要能将心比心。”除了学孔子理论之外，
我还建议大家学学《老子》，孔子理论大多是
讲为人之道的，而《老子》则更多是讲自然规
律的，《老子》讲的“道”应是在哲学和宗教之
间的学问，高过哲学但又没上升到有神的宗
教，像无为而治、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利而
不害、为而不争等等，这些对我们当今做企
业也很有指导意义。

有一次我接待美国一家大企业的
CEO，期间谈到有关中美文化。我说，“其实
我们了解美国人比美国人了解中国人要
多”，他同意我的观点并说道，“要了解中国，
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哲学。”他说请了一
位老师给他讲《论语》，我给他建议不光要学
孔子的理论，还要学《老子》，孔子讲的是为
人之道，而老子讲的是自然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企业管理基本是
向西方学习的，西方的理论偏重于量化和实
证，而中国的传统理论偏重于定性和辩证，
其实企业要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应把中西
文化结合起来。稻盛和夫做了两个世界
500强，用的就是佛家和儒家的思想，这也
引起了我的深思。回想这些年，我们先是读
美国和日本企业家的书，后来又读韩国和台
湾地区企业家的书，现在应该也让全球读一
下我们中国企业家的书。但和他们相比，我
国的企业家还不太善于总结归纳，还不太会
讲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管理的故事，这种状
况是到该改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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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论语做企业

宋志平

我是个有好奇心的人，凡事都想问个为
什么，而且钻牛角尖。“创新”这个词是我插
队时从歌德《浮士德》诗里第一次接触到的，
没想到正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改变
了我和企业的命运。我在企业四十年，无论
在北新建材、中国建材、国药集团赢得的成
功，其实根子上是源于我们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行动。

创新意识也来源于好奇心

我觉得创新意识也来源于好奇心。小
时候，我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但总是充满好
奇心。我是在县城出生的，稍大些父母带着
我们去了公社工作，先后去过两个公社，我
的童年就是在公社宿舍度过的。记得我5
岁时，那时公社还没有电灯，有次我跟大人
去县城找到个灯泡，回到家里找了铁丝搭成
网拴上灯泡，总在想它会亮，有一天我盯着
盯着发现它真的亮了一下，我当时高兴得叫
起来。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因为长大后有
了常识知道那个灯泡不可能亮，一定是当时
出现幻觉了。后来我们家有了缝纫机，我就
趁着大人不在家时把缝纫机“大卸八块”都
拆开再安装上，其实是想一探究竟，幸好母

亲对我很偏爱，每次都知道是我动了缝纫机
却从来没有批评过，有时缝纫机出现故障时
还让我来修理。

文革时，我回老家在村里读了几年书，
因崇拜村上一位老中医的医术就喜欢上了
中医，曾买过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还自己
做了一个医药箱，每天放学后去地里、路边
上采草药。有一次，我从地头上拿到家里一
小块碳酸氢铵化肥，在一个大铜瓢里加上盐
做化学试验，结果把铜瓢腐蚀得铮亮，把奶
奶当年陪嫁的一个梳妆桌的大漆桌面的漆
也都腐蚀掉了，奶奶虽然很心爱这张桌子，
但她很疼我，也没说我什么。

孩童时代的乐趣很多。每每过年我就很
喜欢放小鞭炮，有时也在墙角根的砖上刮一
些硝盐再加点炭粉包在纸里去燃烧，看到劈
里啪啦的火星四射，心里很有成就感。我还
喜欢做两样东西，就是弹弓和风筝。做这两
个东西有点小学问，尤其是糊风筝要有点水
平，要让风筝飞得稳、飞得高，其实是很不容
易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空气动力学”吧。

小时候，我还很喜欢看《十万个为什
么》，可以说那是我的启蒙书，对自己有很大
的影响；还有吴运铎的那本《把一切献给
党》，我对他自制的枪榴弹极感兴趣。我还

读过一本翻译的国外小说《神秘岛》，对书里
的一些科学知识非常感兴趣。应该说，这些
书籍在我早期起到了启蒙作用。

我在插队期间，当过生产队长和公社农
业技术员，尤其对杂交育种感兴趣。那时亩
产很重要，大家都在想办法培育多产粮食的
好种子，我当时主要培育杂交玉米和杂交高
粱。我做公社技术员，还要给十几个村的农
业技术员上课，当时自己还只是一个高中毕
业生，村里的技术员大多是有文化的中年
人，但我潜心学习，读了不少书，从没讲过外
行话，也因此大家对我很尊重。

后来上大学时，虽然我是学化学的，但对
数学却着了迷。那年暑假，我用一个假期写
了一篇对数学极限理论的体会，开学后给数
学老师看，结果他翻了翻对我说，你现在的主
要任务是学习，不要总想发明，好发明的都被
别人发明过了。这位数学老师是我很敬佩的
一位老师，我也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他在课堂
上给同学们讲，“上课大家要做笔记，你们不
像志平，志平听课时一动不动盯着老师听讲，
他的记忆力也很强。”可是他说的“能发明的
都被别人发明过了”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很大，
直到今天，时常感觉还像个魔咒一样挥之不
去，好处是让人扎实学习、不想入非非，坏处

是影响了人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因此我
想，一定要鼓励年轻一代的创新意识，即使他
们有些幼稚的想法，也不要给他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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