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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人生

■ 堇 轩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近日，沉寂了近 6 年

的创维前董事长黄宏生

再 度 走 到 大 众 面 前 ，这

次，他的身份不再是家电

企业的掌门人，而是南京

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

据 悉，2006 年，黄 宏

生因涉嫌挪用资金被香

港区域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 6 年。这几年的牢狱生

活在黄宏生看来，是给他

上了最为刻骨铭心的一

课。重获自由的他没有

选择重回创维，似乎参透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他选择了当

今中国最热门的产业——新能源汽车。

这一次似乎与当年初创创维一样，他同样选择了最能

代表先进技术突破的行业。选择新能源产业似乎已经成

为企业转型的大方向，而黄宏生也没有例外。一切看似随

波逐流，却又充满挑战。

黄宏生：出狱后任金龙客车董事长

最 近，归 真 堂 活 熊

取胆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并遭遇了 创 办 以 来 最 大

的民间反对潮。作为归

真堂创办人的邱淑花却

对媒体表示，“ 反对我们

就等于反对国家。”邱淑

花 认 为 ，归 真 堂 养 熊 和

活熊取胆生产熊胆粉均

经 有 关 部 委 批 准 ，是 合

法企业。

邱淑花表示，1993 年

开始养熊的归真堂是国

家示范基地，实现了生态

养殖，这是对黑熊的保护。她说：“我们的熊非常健康，又

能繁殖，像在幼儿园一样非常舒服，比创始人还舒服。取

活熊胆汁对它没有任何伤害。”邱淑花还表示，“这像打架

一样，各有各的理，还是看国家规定，由政府来处理。”

据悉，事实上，春节期间，反对归真堂上市的帖子已在

网络上热传。对于归真堂有关合法的解释，业内人士表

示，“并非所有合法之事都应该做。”大家发表反对函和声

明，意义在于唤起福建林业部门的重视，引导归真堂走上

人工合成熊胆替代药品的转型之路。

邱淑花：“底气十足”取熊胆

SOHO 中 国 董 事 长

潘 石 屹 近 日 对 外 宣

布 ，旗 下 在 售 项 目 计

划 从 3 月 份 开 始 涨 价 ，

先 从 望 京 SOHO 涨 起 ，

涨 幅为 2%。

据了解，潘石屹对此

次 涨 价 行为给出的解释

是：“对于开发商而言，尤

其是期房投入很大，几个

月不涨价就相当于在跌

价。”潘石屹表示，因为上

海销售现房，所以没有考

虑和望京 SOHO 一起提

价，但“小步多频次提价”将是SOHO 中国今年的销售策略。

潘石屹表示：“2%的幅度确实不大，我主要还是看市

场的反应，如果销售得好，我们就提得快一点，每一次的幅

度都不会很大，测试市场，就跟央行提存款准备金率是一

样的，不能够一下子提太高，次数可以多一点。”

限购政策虽然不影响潘石屹销售商业地产，但他透

露，银根紧缩让 SOHO 中国的准客户们都钱紧。潘石屹

判断：“一直追随‘SOHO’品牌的浙江、内蒙古、唐山等外

地客户今年都无法成为 SOHO 中国的支柱客户，反而北

京本地人购买商业地产的需求激增。”

（本报综合报道）

潘石屹：逆风而上抬房价

当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的理论

之后，他成为一代圣贤。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要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何为“知行合一”？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知行合一”可以贯穿到社

会各界，从微观角度来说，“知行合一”可以看

作是对人生的定位。

其实，不难发现，每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

人或创业者都会遇到一个困惑，就是面对现实的

残酷，很多人开始怀疑自己：大家读的都是一样的

圣贤书，强者如云，凭什么自己能胜出？所以就放

弃了追求。王守仁曾云：“人的知识是学出来的，

人的能力是练出来的，人的境界是修出来的。”

掌握“知行合一”，不仅仅是靠学习知识，

而是要在实践中磨练出来。曾经采访过一个

“85 后”的创业者，尽管年纪轻轻，但他的经历

却可以用“神奇”来概括。在大学短短的 4 年

里，他做了让很多人都无法想像的事情：去牛

津交流学习，徒步游历了西藏全境，无氧攀登

6300 米山峰，放弃 60 万元的福特全额奖学金，

在一个学期内做了三份实习，此后又参与到

世界自然基金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当中，

并 在 美 国 的 一 个 原 始 部 落 拯 救 了 当 地 的 文

化······如今，他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项目

的官员，同时还创立了两家企业，他说，这些

事情也都是之前规划好的，做一个有规划的

人在找工作中是很重要的事情。

天下事，不在难知，而在难行，不在难行，而

在难于知行合一。投资创业亦如此。一直以来，

“知行合一”的理念都在投资界盛行。当下，投资

创业已经成为了热门，但真正成功的人却总是凤

毛麟角。而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知”与“行”

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了困顿期。知行合一，成为大

多数人跃上龙门难以逾越的最后障碍。

不难发现，各行各业的成功者，不仅能知，

且能知而后行，做到了习惯性的知行合一；而

大多数夭亡者，或不能知，或知而不行，或不知

而行，或浅知即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如何知行合一？这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

境界。心态、目标、时间管理和行动，究竟哪一个

更重要？不难发现，四者同等重要。因为从成功

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四位一体，不可分离的。

改变心态的时候，行动就开始了；确定目标的时

候，行动就开始了；时间管理的时候，行动就开始

了。心态、目标、时间管理三者集中在行动上，若

三者同时进行时，或许就达到了“知行合一”。

在一个人成功的道路上，人生定位的正确

与否是影响成功道路走向的重要向导，对于人

生的定位，借用前面提到的 85 后创业者的话：

“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你可以获得很多信息，

甚至多到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但是当

你找到自己的定位的时候，目标就会格外清

晰，在面试的时候亦是如此，面试官问你到底

想做什么时，倘若你对自己有很清晰的定位和

认识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浙江宁波三江口附近的广场上，矗立着

一组雕像，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背着行囊，准

备离家上路的样子。这组名为“三江送别”的

雕像，生动地再现了宁波儿女告别三江父老，

奔赴异国他乡开拓事业的历史画面。

宁波帮，泛指在外地经商及旅居的宁波

人 。 在 很 长 时 间 内，谈 及 中 国 商 帮 时，人 们

首先想到的就是徽帮与晋帮。实际上，在中

国 众 多 商 帮 中，宁 波 帮 不 仅 历 史 悠 久，经 济

实力雄厚，而且是惟一一个实现集团性或群

体性近现代化转型的商帮，是惟一延续商脉

至 今 的 传 统 商 帮 。 这 些 从 小 闻 惯 了 海 腥 味

的 宁 波 商 人，既 带 着 商 业 的 精 明，又 不 失 书

生 的 道 德 操 守，是 他 们，让 中 国 完 成 了 从 传

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促进了中国民族

工业的发展。

邵逸夫：从电影皇帝到慈善大家

今年年初，现年 105 岁高龄的邵逸夫卸任

香港无线电视台（TVB）董事局主席，终于成为

名副其实的“逸夫”。

邵逸夫不仅是一位影视制作人，还是星

探、商人和慈善家。邵逸夫经历的一个世纪，

或许比他拍摄的任何一部影视剧都精彩。

1907 年，在上海，祖籍浙江宁波的颜料商

人邵玉轩家又添新丁，取名邵仁楞。18 岁时，

邵 仁 楞 与 父 兄 商 量，为 自 己 起 了 一 个 号：逸

夫。从此，他以此号行走江湖。

1926 年，年仅 21 岁的邵逸夫和哥哥一起

开拓南洋市场。创业的时日里，最使邵逸夫难

忘的事是和哥哥一起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搞

流动放映。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

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

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

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

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

咬，奇痒难忍。他们终于挺过了大萧条，逐渐

在南洋站稳脚跟。

然而，残酷的战争彻底毁掉了邵氏兄弟苦

心经营 10 多年才创立的庞大产业。战争结束

后，邵逸夫考察了澳大利亚和美国市场，迫切

地感到邵氏的电影事业不应该只是恢复旧业，

而是要重新创立一个全新事业。他决心要寻

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最后

他们选中了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

司，出品了上千部电影。

邵 逸 夫 工 作 非 常 勤 勉，精 力 过 人，他 以

实 际 行 动 要 求 自 己 成 为 精 通 电 影 的 专 家 。

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

不懈。他在样片室中看样片时，不喜欢有人

坐在他的前面，也不喜欢有人来打搅。据说

有一次他正在看样片，有人从新加坡打来长

途电话说他的大儿子被绑架了，他也只是问

了一句：“ 有没有受伤？能不能用钱解决？”

得 到 肯 定 的 答 复 后，他 就 挂 了 电 话，继 续 看

他的电影。

作为一个商人，邵逸夫在成本方面锱铢必

较，非常“抠门”，但在慈善上却非常慷慨。大

力奉行“为国家富强多做些事情”的邵逸夫，曾

先后捐赠了 30 多亿港元，用于祖国各地的科

教事业。几乎遍及各大学的逸夫楼，像一个讲

述者和亲历者，向人们无言地叙说着宁波商人

的辉煌。

包玉刚：“世界船王”

他是一位叱咤政商两界的风云人物。青

年时代，他投身金融界，声誉斐然；年近不惑，

他以一条旧船起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海上

帝国”；上世纪 80 年代，他大举“登陆”，连打两

场收购战，扭转了英资垄断香港经济命脉的局

面，并成功涉足航空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海陆

空“三军总司令”。

他就是雄踞世界十大船王之首，号称“海

龙王”的包玉刚。

1918 年农历 10 月 13 日，包玉刚出生于横

河堰包家的东七房，他是北宋名臣、龙图阁大

学士包拯的第 29 代嫡孙。

从 22 岁入行到 32 岁辞职，包玉刚先后在

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

行、工矿银行重庆分行工作，从事金融业整整

10 年。这 10 年对包玉刚日后的事业发展，影

响非常巨大。

其实岂止包玉刚，宁波帮中后来成大事业

者，钱庄或银行出身的比比皆是。金融为百业

之首，宁波的钱庄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业牛

耳，有“南庄北票”之誉。以此观之，宁波商帮

的崛起绝非偶然：繁荣发达的金融业，孕育和

催生了名扬四海的宁波帮。

1949 年 3 月，包玉刚携家眷飞赴香港，与

先期而至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团聚。初到香

港的包玉刚，在和一家人团聚的喜悦消散之

后，生计问题变成了头等大事。面对严峻的现

实，包氏父子最终选择了航运业。

在从银行贷款买船上，包玉刚体现出了

宁 波 帮 那 种“ 敲 门 直 至 门 开 ”的 执 著 坚 韧 。

当 时，银 行 并 不 欢 迎 押 船 贷 款，常 常 索 要 非

常 高 的 利 率 。 作 为 银 行 家 的 包 玉 刚 却 深 深

懂 得 与 其 抱 怨 银 行，不 如 理 解 银 行，并 且 投

其所好。于是，他先到日本拜访了租户和租

户 的 开 户 银 行，恳 切 地 陈 述 了 要 求，并 郑 重

承 诺 一 定 履 行 船 东 的 责 任 并 给 予 最 好 的 服

务 。 他 甚 至 表 示，如 果 船 只 失 事，赔 付 的 保

险金归租户。经过数番周折，日本银行和租

户再三研究后，终于同意开出一张 75 万美元

的信用证。包玉刚赶紧返回香港，把信用证

交 给 了 香 港 汇 丰 银 行 总 会 计 主 任 桑 达 士 。

最终，香港汇丰银行不但根据船价加上租赁

价值贷款给他，而且开始跟包玉刚建立合作

关系。

言必信，行必果，使包玉刚在商海中如鱼

得水。正如美国《新闻周刊》在那篇以《海上之

王》为题的文章中所讲：“包玉刚传奇般的勤奋

和极好的经营信誉是他最大的商业财富。”包

玉刚正是靠“勤奋”和“信誉”敲开了汇丰银行

的大门。

可以说，是宁波人的精明、银行家的稳健，

成就了一代船王包玉刚。

点评：

清末民初，宁波商人与时俱进，在金融界

主动出击，迅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以积极奋

进的姿态投入到新兴行业，这是宁波帮后来居

上的根本原因。

宁波帮与明清时兴盛数百年的徽商、晋商

的最大差别在于，他们是“民商”，后两者是“官

商”，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瓦解，皮之不存，徽

商、晋商毛将焉附？

巧合背后似乎有着某种象征意义：以海洋

文化为特征、因国门大开而兴盛的宁波帮，之

所以成为唯一能延续商脉至今的传统商帮，处

处都离不开近现代中国急速转型的大气候。

行走江湖的宁波帮

由一名“85 后”创业者所引发的

知行合一与人生定位

商帮传奇系列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