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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仰望星空后认识世界

□贾康

人们常引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

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随之会感叹人世有

代谢，往来成古今，目眩神迷之中，人生的体验、多

是落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语无两三” 。 人

生于何世，全然无法选择，读书人的际遇感、时代

感常是一种最强烈的历史感， 也是一种最无奈的

宿命感———星移斗转，时移世易，充满矛盾的世界

之不可逆的时代演变，即是历史亘古不易的道理，

只是莫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我是“50后” 的一介书生，“生在红旗下，长

在新中国” ，虽未尝经历1949年之前的战火狼烟、

峥嵘岁月，却也曾随激越而优美的少先队队歌，在

红旗下宣誓“时刻准备着” ；少年时，即伴着一段

一段的“最高指示” 参加一波一波的运动，后又胸

怀战天斗地的豪情奔赴农村， 得知社会底层艰辛

痛苦；再后来，感谢时运惠顾走进军旅，经受了严

酷而心境充实的磨炼。 当我以京西矿务局产业工

人的身份工作数年之后， 欣逢改革开放大时代的

到来：高考恢复改变了我的命运，出现了如今自己

想来仍是人生轨迹上最重要的节点———进入大学

的知识殿堂， 圆一个血液中无可救药地植入了求

知基因的中国读书人之梦。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一向坚守的信条，读书

学习、思考求知既是人生的必然需要，也是人生意

义的重要支撑。 时代的潮流推着我在大学之后接

读研究生，并以财政经济的专业定位，进入“理论

联系实际” 的研究工作过程，又在种种机缘织成

的挫折与幸运、奋进与无奈、忧郁与欣慰、出世与

入世的人生画卷中，得览全球信息，置身祖国变革

大潮，力求贡献点滴，不负光阴逆旅。 我从上世纪

80年代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 之一员，到阴差阳

错地担当财政部门研究机构管理者身份前后20

年， 再到终于超脱地定位于纯粹的学者而继续求

索，意想发挥一点“余热” ，正是“往者无可谏，来

者犹可追” 。

在年过六十后的这两三年， 我得以更多地按

自己的选择参加研究和交流活动。演讲内容，拜新

的信息处理方式之赐， 往往可较快地生成录音整

理稿或速记整理稿， 再借助自媒体与出版物等形

式来扩大交流。不少朋友反映，有别于我过去多年

间已形成的为数不少的专著与论文， 这些更口语

化、更求深入浅出表达自己所思所想、所愿所求的

演讲稿，常常伴有更鲜活、生动的信息元素以及对

读者的亲和感。 虽然我原来最看重的还是经过自

己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后形成的那些文字，但注意

到为适应现今飞速变化的人际交流和信息传播方

式，的确应有意识地更多寻求雅俗共赏、更不“端

着”的一类特点及形式。

在和同事努力创构新供给经济学框架、 出版

相关专著之后， 按另一种风格类型把我不同场合

演讲内容整理成书的《供给侧改革十讲》，颇获社

会积极评价， 而且还意想不到地被评为国家精品

出版物。 我在感谢出版界领导和朋友的厚爱与宝

贵支持的心境之下， 现愿把另外一些可选出的或

长或短、不同侧重的演讲、访谈稿，再作结集出版，

以就教于更广大的读者。

这本书名为《彼岸情怀此岸言》的演讲、访谈

录，收入的主要是我2014年以来，特别是2015—

2016年的一些演讲与访谈内容， 与已有的公开出

版物基本上不发生重合， 力求保持原来的现场氛

围，愿能成为一种“阳春白雪” 与“下里巴人” 的

混合体。

之所以有“彼岸情怀此岸言”的书名，自己确是

基于一番思忖的。我所言者，虽不可能句句都出于细

密推敲，但基本的思维框架、逻辑结论、观点取向、思

路建议， 确实还是来自几十年来以学者定位孜孜不

倦的上下求索、深思熟虑；虽可能不免种种“一得之

见”的局限，但一定是自己主观意愿上“无哗众取宠

之心，有实事求是之意”形成的力求中肯、有用之言，

实也是怀抱基于读书人书香根底的“彼岸情怀” ，而

试给出的关于此岸世界的论说， 表达着理想主义的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诉求。 所发议论，所述观点，指

向必是现世的种种“问题” ，是植根于自身“仰望星

空”后“认识世界”的水平、想尽可能产生有益的建

设性，助益于“脚踏实地”地“改造世界” ，来奉献于

有同样诉求或类似关注的人们。

少时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就注意

到理想与现实相对照的历史感与思想者博大的情

怀。彼岸世界是价值的、理想的，此岸世界是经验的、

现实的，沟通两岸的努力永远存在，永远不会完结，

永远处于激情与痛苦、憧憬与焦灼、壮志凌云与人生

苦短、天地有道而世事无常的矛盾混合物状态。 如

果比照宗教范畴， 似也可喻拟为冥冥宇宙间人的

“出世”与“入世”之异：无出世情怀，不能持宁静致

远、万物无争的心绪，则为过俗；无入世言行，无法行

悲悯生灵、利乐众生的愿求，则为空雅。 以佛学境界

语“出世”与“入世” ，多少可联系我所认为人生应

求的“彼岸情怀”与“此岸作为”的汇合。 九华山间

巨大横幅“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表达的宏愿，与马

克思主义的“初心”未来世界应是“自由人的联合

体” 、 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

展的前提条件（我们当年表述为“解放全人类”），

难道不是相通的吗？

我陆续经过“而立” 、“不惑” 、“知天命” 之

年，得入“耳顺” 之境，思初心、想宏愿，自认为应

可超脱于尘世恩怨，既不纠结于功名利禄、不局限

于流俗趣味，亦不蒙昧于书斋自赏、不满足于羽毛

爱惜。所感叹者，“欲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

人” ，在历史和时代的宿命面前，个人实在太渺小，

但依“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之初心，秉持学者立

场和读书人定位，还是应当“出则大彻大悟，入则

有理有策” ，力求有一点建设性的认识成果。

日本家族企业

为何具有长寿基因

□郑渝川

日本一国的百年企业有多少，是

3937家、1938家， 还是147家或者21家？

上段所列的4个数值， 其实是日本连续

经营200年、300年、500年和1000年以

上的企业的数量。 日本长寿企业的数量

之多令人惊叹。 这些企业分布在日本各

地，以东京、京都等地最为集中。 而从行

业特点来看，食品制造、流通和服务业所

占比例超过一半，但也不乏金属加工、电

子等近现代产业的企业， 甚至还有而今

转而从事尖端产业的长寿企业。 换句话

说，长寿企业之所以长寿，并不限于某些

行业， 而是能够通过其专业精神摸准所

在行业的发展规律，适应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各地各行业

都涌现出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 数量

巨大， 不少企业也快速成长为上市公

司，或实现跨国经营，或对接互联网浪

潮而丰富了经营层次。 最近十年来，

“交棒” 、“接班” 成为我国民营企业

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而这也驱动商业

研究领域更加关心日本、美国、欧洲的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实践以及相关的

理论成果。 许多本土企业家走访日本

等国， 实地观察当地的家族企业如何

经营，怎样平稳实现事业传承。

日本经济大学研究生院特聘教

授、 家族企业研究专家后藤俊夫编著

的《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业的长寿基

因》一书中谈到，中国掀起工匠精神、

建设企业百年老店的浪潮，令人感慨，

他本人希望将日本长寿企业的经验提

供给中国业界。

工匠精神不是脱离商业实践的务虚

精神， 而必须融汇在长期一贯的企业经

营之中，基于长期视野的经营理念，重视

持续增长、 不断构筑和强化企业本身优

势，重视利益相关者关系，才能让企业、

产品、 品牌的质量和口碑超越于短期财

务利益。 书中指出，在宏观层面，日本企

业较早的引进和建立了较为现代化的管

理体系和制度， 特别是财务领域和风险

管理领域建立了沿用至今的制度体系，

这一点使得日本许多不同规模的企业能

够规避快速成长期、萧条期的外部冲击，

让企业经营长期延续下去。

家族企业要想实现长期传承，相比

人事风险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业务风险。

因为家族企业的开创企业往往会在很

大程度上被神圣化，创始人的一些理念

更是可能被教条化，但这恰恰可能让企

业因此无法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书中以

日本不同行业的长寿企业面对业务风

险，如何启动重大改革，又是在怎样的

情况下放弃过去坚持不变的方针 （比

如从技术保密到向同行开放秘方而构

筑规模更大的市场）；在过去的商业模

式行不通的情况下，如何彻底改革业务

结构，创新经营、变更商业模式。后藤俊

夫分析指出，跨越业务风险，家族企业

要学会跳出本企业的本位视角，比如让

继承人、中青年管理人员在其他公司积

累工作经验，学会不同视角观察和分析

问题的方法。

全书第五章还以日本的精工、不二家

等知名家族企业近年来遭遇伦理风险的

案例，说明指出家族企业永续传承必须重

视价值观建设，从根本上降低伦理风险对

于企业的威胁，强调指出要摆脱只重视眼

前利益、奉行利益至上主义的影响，要不

断注重伦理观、自律精神的建设。

全书结语部分指出， 企业长寿需要

具有五个原因：关注社会的思维、长期导

向、可持续的产品/服务、长期的利益相

关者关系、一致的家族价值观。具有这些

因素，重视人事风险、业务风险、地震火

灾等不可抗力风险、伦理风险，就可以避

免不必要的业绩扩张冲动， 可以避免企

业为获得短期快速增长的业绩而不顾风

险的扩张、过剩投资。 家族企业、长寿企

业的经营方式，说到底就是谨慎、克制而

不失进取，这完全符合可持续社会、节约

社会、低碳环保社会的发展要求。之所以

说家族企业、 长寿企业有助于打造工匠

精神，就是因为为了传承家业，会帮助戒

掉过度的私利私欲，让私利与服务员工、

顾客、社会结合起来，自觉的累积信用，

而这正是“匠人匠心” 的深刻体现。

书名：《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业的

长寿基因》

作者：【日】后藤俊夫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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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家蓉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生动讲述旅美华人赵朱

木兰的人物传记。 以时间和故事线为经

纬，通过人物访谈资料、生平经历介绍、平

凡而精彩的生命故事， 结合大量图片资

料，为读者讲述了赵朱木兰的一生。

作者简介：

崔家蓉，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学士、

新闻研究所硕士，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演

说及传播系硕士，美国伯克利大学语音学

研修，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博士班肄

业。 曾任广播公司记者及英文编译，台湾

交通大学传播科技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及

网络社会学科召集人。

低欲望社会

作者：【日】大前研一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所作的观察和策应， 对读者了解

日本社会经济状况和发展很有帮助， 也富

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时，大前研一基于以

上观察和“身处21世纪，成就事业的关键

是培养和拥有多少顶尖人才” 的认识与危

机感，对家长和年轻人，提出了“要有胸怀

全球的憧憬教育” 的理念，这一点对国内

读者同样有很好的启示。

作者简介：

大前研一，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

论家。 英国《经济学人》评其“全球五位管理

大师”之一，“日本战略之父”。 并认为是亚洲

国家唯一可与彼得·德鲁克与汤姆·彼得斯

比肩的商业管理思想大师。

战略简史

作者：【美】沃尔特·基希勒三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前所未有的视角讲述了企业

战略数十年中从无到有的不为人知的发

展历程。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大多数公

司甚至还没有意识到战略这一概念的存

在。 但是在之后，随着战略概念的提出和

一系列方法论的出现，却使得整个公司世

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是使整个企

业界的管理导向有了从具体运营向宏观

战略的重大转变。

作者简介：

沃尔特·基希勒三世， 美国商业作家

及资深记者，《财富》杂志前总编、哈佛商

业出版社前总编及《哈佛商业评论》出版

人。 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先后获得文学

士、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空间简史

作者：【意】托马斯·马卡卡罗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自人类第一次用步伐丈量大地， 探索

空间的欲望便从未停止。“我们在哪里” 这

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从人类有空间认知以

来，答案总是暂时性的，不断被新的发现更

替。 过往的理论或被证实，或被推翻，但我

们探索空间的脚步从未停歇，“哪里” 这个

不断变化的概念也在等着“后来的我们”

去开拓。

作者简介：

托马斯·马卡卡罗，意大利天体物理学

家，从事空间和天体物理研究几十年，曾任

ESO

委员会主席、 布雷拉天文台实验室负

责人和意大利国家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

在天文物理学领域享有权威地位。

饥饿帝国

作者：【英】莉齐·克林汉姆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了二十道美食作为研究大

英帝国历史的切入点，通过非洲人如何教

美国人种植水稻、东印度公司如何把鸦片

变成茶叶、美国人如何成为世界上吃得最

好的人等历史事件，详细阐述了从十六世

纪至今， 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经贸发展、

物种迁移、人员流动、技术革新的历史过

程。

作者简介：

莉齐·克林汉姆，英国历史学家，剑桥

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为剑桥大学耶稣学院

研究员，于华威大学教授历史，现为华威

大学副研究员，皇家文学基金会驻剑桥大

学纽纳姆学院研究员。

大师的管理课

作者：【英】马歇尔·戈德史密斯等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汇集了一些畅销书作者、思

想领袖和管理专家等人的领导思想和智

慧，揭示了他们在自我修炼、管理组织和影

响他人的一些经验以及他们在关键时刻如

何突破困境，成功实现事业转折的秘诀。本

书能够给当今管理者更多关于逆境时如何

提升领导力的启示。

作者简介：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全球

50

大管理思

想家之一，被《泰晤士报》和《福布斯》列为

最具影响力的

15

位商业思想家之一， 全球

高级领导者教练领域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