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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大佬如何看待“90 后”

在印度加尔各答，至今还居住着一个

特殊的群体——华裔印度人，丽塔·陈便是

其中的一位。在她的记忆中，加尔各答的

唐人街塔坝原本十分繁华，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愈来愈多的华人选择离开了这里。

华裔在印度已经有200多年历史

丽塔·陈今年已经 60 岁了，她可以说见

证了加尔各答华人影响力逐渐消退的过程。

丽塔·陈从 15 岁起就开始跟别人学习

理发，后来成为了一名理发师，在之后的 40

多年里，她一直都从事这项职业。在加尔各

答，原本有很多中国人开的美发店，加尔各

答的女人们都很喜欢到他们开设的美发店

里来做头发，只是后来，这些店越来越少了。

在印度的华人很多都是客家人，来自

中国的广东、江西和福建。他们在加尔各

答 居 住 了 至 少 230 年 ，可 以 追 溯 到 18 世

纪。一位名叫杨太钊的中国人在 1780 年左

右乘坐着一艘中国商船来到了加尔各答。

他应该是有文字记载的来加尔各答的第一

位华人。加尔各答的华人都称呼他为“阿

钊”。“阿钊”后来又带来了 100 多名华人，在

加尔各答开办糖厂，用甘蔗榨汁制糖。这

些华人中也有很多人开办皮革厂，做皮革

生意。这些华人逐步定居在了塔坝，这里

后来发展成了加尔各答的唐人街。丽塔的

祖上也是这样来到的印度。

从开皮革厂到开中国餐馆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加尔各答的华人

数量一度达到了 10 万以上。丽塔·陈说，她

的祖先在加尔各答算过得相当不错的。

因为印度人很少利用牛皮，皮革业也很

不发达。来到加尔各答的华人曾经在塔坝

创建了印度东部皮革业的中心。在那段时

间里，塔坝相当繁荣。印度东部各地的生牛

皮被收购到塔坝，260 多家大大小小的华人

皮革厂向印度乃至世界各地供应着牛皮。

那时候，在塔坝的唐人街，红灯笼、中

国食品是非常有名的。加尔各答的印度人

很喜欢中国人做的煎饺、糯米等食品，所

以，华人开办的中式餐馆生意大多数都不

错。还有开鞋店的、做茶叶的，丽塔·陈选

择了做美容美发。

丽塔·陈回忆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唐

人街有一个著名的中国餐厅，名叫“南京”，

这里生意兴隆，很多宝莱坞的明星专门到

这里来就餐。

塔坝这些繁荣的状况到 1962 年之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那一年，中国

和印度发生边境战争之后，很多华裔印度

人被扣押在拉贾斯坦邦的收容所，在那里

备受屈辱和折磨，很多华裔印度人想方设

法逃离了印度。所以在加尔各答，华人人

数急剧减少。当然，也有的华人后来又回

到了加尔各答，只不过只是少数。

夏洛特街原本有很多中国鞋店，后来

只有 1/4 留存了下来。

而 1995 年，印度出台的法律要求将污染

环境的皮革厂都搬出加尔各答，以皮革生意为

生的很多华裔印度人也选择了离开这里。几

百家皮革厂倒闭了大半，这里的华人居民也大

为减少。不少商户改换经营业务，开起了餐

馆。于是，塔坝渐渐出现了十几家中餐馆。

很多华裔印度人选择了移民海外

为了让最后的华裔能够留下来，目前有

一个抢救加尔各答现存中国建筑的计划，现

在有一些新的中国建筑已经被修整了出来：

一座有整齐庭院的寺庙、一艘雕刻精美的龙

舟、一个麻将馆、一个由鸦片室改成的殡仪

馆，还有一座红砖建筑就是丽塔·陈提到的

那家著名的中国餐馆——“南京”。

只是，这些办法能够留住那些正在逐

步离开的华裔印度人吗？

丽塔·陈并没有走，她的美发店虽然生

意不如以往，但是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而

且，她在加尔各答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早

已经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故乡。离开唐人

街，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

根据官方的统计，如今生活在加尔各

答的华裔印度人只有 4000 人，也有人估计

说，实际数量可能比这个还要少。以往有

很多华人在早上卖中式早餐，如今，很多摊

位都已经易主，成为孟加拉人的生意了。

而年轻一代的华裔，更多人选择了移民海

外。有的父母也跟随着自己的子女离开了

生活了多年的加尔各答。

对于丽塔·陈来说，海外是一个熟悉而

又陌生的地方。她的父母、儿子以及 6 个兄

弟姐妹都已经离开了加尔各答，移民到了

海外，他们有的去了澳大利亚，也有的去了

中国香港和澳门。

有很多家庭都像丽塔·陈家一样，一部

分在海外，一部分在加尔各答。目前，还有

很多人等待着移民目的国签证的发放。对

于亲人们的移民，丽塔·陈表示十分理解，

因为“在加尔各答，确实很难有一个很好的

未来”。亲人们的移民，无论是对他们自己

还是将来的后代，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她

仍然不想去海外，她觉得，加尔各答也是她

的故乡。 （亦 文）

唐 人 街 因 何 衰 落
华裔印度人讲述在印华人故事

如今，“90 后”这一年龄段已经全面占

领大学生群体，如何取悦他们，已经成为商

业社会的一道公共课题，对此，不同的企业

家有着不同的策略。就在最近，李彦宏亲

临南京大学，扎克伯格造访清华大学，俞敏

洪去了北大，他们的表现可以代表当前的

主流企业家对于“90 后”的态度和期待。

李彦宏：体制光环褪色，跟对人最重要

高管亲自出马为校招服务，是百度的

一项历史传统。南京大学是一所老牌文理

综合院校，理科底子不俗，百度 CEO 李彦

宏在这里做的演讲主题就叫“技术连接未

来”，主要的目标受众，也是那些有志于成

为工程师的技术人才。

“当‘80 后’毕业的时候，社会风气是大

家都去考公务员，最优秀的毕业生都进入

了体制内……从 2003 年到 2011 年，我们国

家招公务员的人数，从每年 5000 人上升到

1 万人，但考公务员的人数从每年不到 9 万

人涨到 90 万人……如果这个社会最聪明、

最优秀的人都进入到体制内的话，这个社

会的创新能力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李彦宏对于“80 后”的不满，也是著名的

“李约瑟难题”的解法之一。李约瑟是英国

著名学者，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这个难题，

指的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

的中国发生”。即使有了改革开放，公务员

热的兴起仍然势不可挡，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去大学演讲，亦不乏学生趋之若鹜的景况，

但是这些学生在毕业后的首选，仍然是去参

加公务员考试，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李彦宏认为，相比“80 后”，“90 后”是更

为幸运的一代，因为社会环境及风貌发生

改变，民间涌现出大量的创富机会，自由竞

争同样能够获取与之对等的个人财富和社

会地位，这是百度愈加重视校招渠道的原

因所在。马化腾在两年前的一场峰会上曾

经有过一个说法，称腾讯的 HR 抱怨在招

揽大学生时“百度哄抬哄抢”，以至于连腾

讯也“没有办法跟它（百度）去争”，这也从

行业层面映证了普遍性的人才饥渴症。

至于百度的竞争力，李彦宏以吴恩达和

张亚勤先后跳槽百度为例，讲他作为技术出

身，对同样从属于技术领域的人才开展说服

工作时会更加容易，因为他“能够听懂”吴恩

达们的表达，而“当他觉得我能够懂他的时

候，我对他的吸引力就已经很大了。”

这就是劝说年轻人找工作要深思熟虑

且“跟对老大”的另一种表述了，“90 后”大

多被认为崇尚个性化，实现自我价值的需

求远胜于前辈，所以择业也就是择人，“千

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困境，在提供

了充分表现舞台的互联网时代不复存在。

在百度可以找到个人才华与从事工作的最

大公约数，在李彦宏看来，是吸引“90 后”

大学生的重要因素。

扎克伯格：广告业务先行，涉猎本土人才

扎克伯格的中国行，就像是一个盛世

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他受到清华大学

的高规格礼遇，大学校长和政府官员纷纷

西装革履，轮番接见这个西半球的互联网

新贵，假装不知道他的网站 Facebook 长久

以来都无法在中国访问。

这种充满仪式感的场景，似乎也向外传

递出一个隐晦的信息：台上的人们，无不信以

为真——或者说已经竭力说服自己相信——

他们已经接受了不可言说的背景设定，同时试

图以妥协和圆滑的方式来证明一切正常。

所以，当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经管学

院演讲，称“Facebook 正在和中国各城市合

作，分享中国文化”，而且杭州和青岛已经

有了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时，人们已经懒

得指出其中值得吐槽的地方了。

Facebook 的曲线入华，是以广告业务

作为落地项目，使中国的科技企业新增一条

国际推广的渠道——大量的移动游戏公司都

在谋求“出海”之道，Facebook 的价值的确极

高 —— 其 商 业 模 式 成 熟 而 清 晰 ，所 以

Facebook 暂时不需要在中国物色中高层骨

干，只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执行人力，帮助

Facebook发展更多的中国本土的广告客户。

根据扎克伯格的透露，Facebook在9月已

经招聘了20名中国学生，到了明年，正式的招

聘也将启动。虽然面临波诡云谲的前景，但是

就应届毕业生而言，为 Facebook 工作仍然不

失为一个接触和学习领先科技企业的极佳机

会。针对清华大学，Facebook 还在今年夏天

向计算机系、自动化系和电子系的应届毕业生

和研究生伸出橄榄枝，接受简历投递。

彭博社曾引述一家投资机构分析师的

预测，称 Facebook 不懈招揽中国的大学生，

是其了解中国市场的战略之一，从这个角

度，“90 后”选择 Facebook，也有机会踏出一

条职业经理人的路线，随着中美两大互联

网国家的竞合日趋激烈，这种能够衔接两

种迥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往后注定珍稀。

俞敏洪：不要轻言创业，重视读书交友

作为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原型，新东

方英语的创始人俞敏洪一直是年轻人心目

当中的励志榜样。而在 2013 年以来，“90

后”创业者也已成为了搜索热词，得到了来

自媒体和投资界的聚焦关注。

然而，俞敏洪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却是

冲着“降温”去的。

“不要以为创业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

这些创业成功的人，总会跟大家谈论创业

成功的美妙和好处，这就像一个谈恋爱成

功的人告诉你，谈恋爱不难，结果你去试一

试，被每一个女人打一个耳光。成功者总

是善于讲自己成功的故事，想要创业成功

还是要先打好基础。”

俞敏洪给北大学子的建议，是大量读

书和广泛社交，前者可以增加创业所需的

知识储备，后者则有助于团队协作能力的

锻炼，若是没有这些积淀，创业就无异于空

中楼阁，失败几率很高。

不过，从大学生创业需要专门被泼冷

水这一现象来看，创业本身的高门槛已经

显得过时，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打造属于

自己的事业，也不再是少数有着家世背景

的大学生的专利。

有趣的是，俞敏洪曾经的员工、如今在

互联网上风头更盛的罗永浩，也是许多“90

后”大学生追随的对象。从牛博网到老罗

英语培训再到锤子科技，罗永浩的创业轨

迹，同样令人侧目。将 t.tt 这一域名卖给罗

永浩的郭秀峰，就是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

的一名“90 后”创业者。

总体而言，“90 后”正处于一个人生选

择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机遇时代，享尽时代红

利。在求贤若渴的科技巨头眼中，他们是决

定公司能否致胜未来的宝贵资源，在频频阵

痛的跨国企业眼中，他们是能够帮助自己适

应中国特色、了解中国用户思维的高效媒

介，在抽身楼市的资本热钱眼中，他们是意

味着超高成长空间及回报率的潜力股，是新

的市场概念的开创者，是带领投资者越过海

洋抵达黄金都市的探险家。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是这么说

的：“年轻人是一只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

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也有人

说中国的现状，是“上一代人燃烧，这一代

人取暖”，无论是备受期待还是饱受争议，

“90 后”都会继续成长，并且开始担忧更年

轻的一代。 （阑 夕）

近日，据英国 BBC 网站报道，英

格兰足球队前队长贝克汉姆的妻子维

多利亚·贝克汉姆在《今日管理》杂志

评选的英国百名最成功企业家当中荣

登榜首。

该杂志称赞贝嫂凭借其精湛的

商业头脑将自己的时装生意扩展成

一 个 拥 有 3000 万 英 镑 营 业 额 和 100

名雇员的商业帝国。该杂志的编辑

马修·格威瑟承认，有些人可能会嘲

笑这位前辣妹乐队的成员在这一评

比 中 脱 颖 而 出 ，但 是 她 的 确 创 造 了

一个“真实的和成功的公司”。贝嫂

在 2008 年 开 发 了 她 自 己 的“ 维 多 利

亚·贝 克 汉 姆”时 装 品 牌 。 2011 年，

她赢得了英国时尚大奖的年度设计

品 牌 奖 。 其 年 营 业 额 5 年 来 增 长 大

约 30 倍，达到 3000 万英镑，雇员从 3

人 增 至 100 人，个 人 身 家 达 到 2.1 亿

英镑。

贝嫂成英国
“最成功企业家”

胡润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14 胡

润慈善榜》显示，中国首富——阿里巴

巴的马云以 145 亿元捐赠额刷新中国

慈善记录，成为新一届“中国最慷慨的

慈善家”。据悉，马云和蔡崇信以他们

在阿里巴巴 2%的股权设立了两只慈

善信托基金，其中马云和蔡崇信分别

占 7 成和 3 成。该基金将用于环境、医

疗、教育和文化领域。按照阿里巴巴

招股价计算，马云为该基金会捐赠的

股权金额约为 145 亿元。

“这是第一次中国首富同时成为

中国首善。”胡润百富创始人兼首席调

研员胡润表示：“虽然企业家的主要精

力还是在企业发展上，尤其是最近的

企业国际化发展，但是对慈善领域的

参与也成熟了很多。”

胡润慈善榜：
马云捐赠145亿元折桂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沙

特阿拉伯石化公司——沙特基础工业

公 司（SABIC）的 首 席 执 行 官 穆 罕 默

德·阿尔—马迪表示，油价下跌可能持

续一年左右，但仍为暂时现象。

阿尔—马迪称，从长远角度看，人

口增长将刺激石油消费并维持油价平

稳，因此油价波动是暂时性的。与此

同时，受油价走低影响，波斯湾地区的

各石油输出国正致力于缩减政府开

支，加速经济改革计划。

（本报综合报道）

沙特阿拉伯石化公司CEO：
油价下跌系暂时现象

海 外 华 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