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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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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
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
会转轨。
本书作者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
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
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三种力
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曲折发展；整个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整部书稿中都体现得极
为真切和实在。作者用激扬的文字再现出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
和悲愤。
作者不是将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是可
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政
策、社会和当时的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整体和个别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中国
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
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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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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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 《大败局Ⅱ》 其中《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被评为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书
（非小说类）和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浩荡两千年》被评为“2012读书盛典年度
影响力图书”，《激荡三十年》被评为 “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
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
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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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
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
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
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
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
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
步天下。
在过去十年里，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
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
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总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
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
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
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
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
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
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
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
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在过去十年里，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
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
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
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
改革的整体叙述。 就在我进行着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之际，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
要的变革时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
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 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
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
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
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
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
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
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
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
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
旋融合的空间？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
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



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
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
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
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
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
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
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
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
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
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为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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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近30年来中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跃升，无疑是现代世界*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崛起这一
宏大叙事，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各不相同的创业故事集合而成的。虽然人们对于这些故事
的阐释差别甚大，但是我深信，让作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这些故事记述下来，由大
众去加以解读和评论，对我们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有着极大的价值。
——吴敬琏
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会是中国几千年历*精彩的华章。今天中华儿女又能因我们的经济
成就昂首挺胸面向世界，这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和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吴晓波用他
的心和他的笔为我们编织了这30年间大政治背景下企业和企业的“货殖列传”，我觉得
其重要程度和精彩程度不亚于“本纪”。
——北京大学教授 何志毅
《激荡三十年》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同时他也是朝向未来的。他是标本也是标
杆，因此将成为无数人前行的伴侣。
——《第一财经日报》 总编辑 秦朔
吴晓波敏锐地发现，过去30年中国企业的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只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
未来30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与政治无涉的商业智慧构成中国企业的历史。 近30年来
中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跃升，无疑是现代世界*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叙事
，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各不相同的创业故事集合而成的。虽然人们对于这些故事的阐释差
别甚大，但是我深信，让作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这些故事记述下来，由大众去加以
解读和评论，对我们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有着极大的价值。 ——吴敬琏 1978年到2008年
的30年会是中国几千年历*精彩的华章。今天中华儿女又能因我们的经济成就昂首挺胸面
向世界，这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和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吴晓波用他的心和他的笔为
我们编织了这30年间大政治背景下企业和企业的“货殖列传”，我觉得其重要程度和精
彩程度不亚于“本纪”。 ——北京大学教授 何志毅 《激荡三十年》填补了一个巨大的
历史空白，同时他也是朝向未来的。他是标本也是标杆，因此将成为无数人前行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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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财经日报》 总编辑 秦朔 吴晓波敏锐地发现，过去30年中国企业的几乎所
有重大机遇都只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未来30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与政治无涉的商
业智慧构成中国企业的历史。 ——《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刘坚 中国缺乏连续而主流的
商业史，这让中国的崛起充满偶然与不可预见性。在眼下这个全民读史的时代，《激荡
三十年》的问世提供了一种社会与企业沟通的新的方式。 ——《中国企业家》总编辑
牛文文 以往，但凡称得上“史”的书籍，往往给人枯燥生硬之感，但吴晓波的这本《激
荡三十年》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历史，却用冷峻的灵性之笔，描绘了一个充
满刀光剑影的真实江湖，读来令人有种莫名的感慨。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
沈灏 中国企业的崛起是过去30年里，世界经济*伟大的事件之一，让人遗憾的是，迄今
没有一部完整记录这段令人激动的时代的书籍，吴晓波先生的《激荡三十年》弥补了这
个重要的空白。 ——哈佛大学教授、亚太区研究中心主任 劳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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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
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
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
忆说：
“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
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
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
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
。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
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
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
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
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
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
”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
人邓小平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光明日报》编辑王
强华。此前半年，胡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在很久没有收到回复后，他已经对此
不存幻想。王的突然来信让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忆说：“王强华在来信中寄来一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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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我还都保存着，大概意思是说，这篇文
章的意思你要讲什么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要用它的，希望快点修改一下寄来。就是提
了一条建议，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不要使人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感觉。从此
以后，我们的稿子来来往往了好几个来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给他，他隔了几天把稿子修
改了再寄给我。那么后来呢，又有一封来信不同了，调子又变化了，让我要写得更鲜明
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调子又变化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
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
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
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
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
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
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
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
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
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
忆说： “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
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
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
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
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
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
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
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
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
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
，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
。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
的治理。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光明日报》编辑
王强华。此前半年，胡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在很久没有收到回复后，他已经对
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来信让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忆说：“王强华在来信中寄来一份
清样，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我还都保存着，大概意思是说，这篇
文章的意思你要讲什么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要用它的，希望快点修改一下寄来。就是
提了一条建议，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不要使人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感觉。从
此以后，我们的稿子来来往往了好几个来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给他，他隔了几天把稿子
修改了再寄给我。那么后来呢，又有一封来信不同了，调子又变化了，让我要写得更鲜
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调子又变化了。” 5月11日，《光明
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
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



言。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
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
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
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
声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
坐牢。”妻子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5月19日，邓小
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的，后来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此文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
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
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
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
。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30年后，我们仍
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
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从而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
日后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折冲百回，曲线前行，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
。 这一年底，也就是柳传志读报后的20多天，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在全会召开前后，中
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彭德怀
、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此后两年中，全国300多万
干部群众获得平反，55万“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中国的发展主轴自此全面转变。
在这一部企业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个“主角”的话，那他就应该是邓小平。 客观
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
。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
，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
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
“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
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
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
的。”邓小平无疑就是伯格森所谓的“某个人”。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