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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

访问学者! 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

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 客座研究员!

#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常年从事公

司研究!"#$%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

国经营者' 栏目主持人% 主要出版著作

有(&大败局'&大败局 "'&穿越玉米地'

&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

十年')上*下卷+% 其中&大败局'被评为

#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 之一!

&激荡三十年'被评为#"$$%年度

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要找到一生追慕的偶像

毕业 !"年，这是吴晓波第一次回到新闻
学院出席活动。他感慨再聚首的不易，也回忆
起当年的书生意气。“当年我非常渴望拥有纯
粹的写作生活，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了新闻
系。在新闻系的四年里，我常常泡在图书馆里
汲取营养，持续寻找着我的精神导师。”在这
个过程中，他慢慢找齐了对他的写作生涯影
响最大的十个人和八句话。

这十个人里有卡尔维诺，他让吴晓波明
白，“一个人的价值观成型于他的青春期”，应
当多读经典、重读经典；亦有生活安定、健康
长寿的李普曼———吴晓波非常羡慕他那从青
年到老年的持续写作生活———不用担心死在
战乱的大街上，而是“死时旁边有亲人在哭”；
尼采和周国平则打破了他从小接受的单调的
社会主义教育，让他明白了不是每一个人都
必须成为一颗螺丝钉，带领他完成了向自由
主义者的蜕变。作为写作者，初始的文本往往
建立在对他人文本的模仿上；而沈从文的从
容笔法就成了吴晓波的最佳摹本；张承志曾
用小说《心灵史》敲击着他的心门，金庸则是
自己每年都会重读一本著作的挚爱；茨威格
的所有作品几乎不曾厌倦地通读，诗人北岛
则是腿伤住院也要慕名前往、索要签名的超
级偶像。

吴晓波毫不避讳地袒露心声：“你们从我
的偶像便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
级’。我承认我喜欢体面的生活，我会很享受
专业领域的成就。我也希望每个同学都在大
学找到自己一生愿意追慕的偶像。”

反对青年人匆忙去冒险

吴晓波大三那年恰好遇上自由化浪潮；
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他忧虑着国家发展。因
此，有次实习机会中，他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
样去报社、电视台做常规采访，而是约上两三
好友辗转祖国南部进行“南疆考察”。“有那么
两次经历我记得特别清楚。一次是我们爬到
一座不高的山上，山顶是一座陵园，那里埋着
的都是因战争动乱死亡的同龄人，那一刻我
突然感受到死亡并不遥远；还有一次是我们
几个去拜访一户山村人家，他们家有个小女
孩因为一条裤子都没有所以从不出来见人。
那一刻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了贫穷的滋味，当
即拿出剩余的五十元给了她。”

从那时起，吴晓波说自己的想法变了：
“我不再相信所谓意义巨大的颠覆性革命，转
而更相信渐进主义和充满妥协的商业文
化。”

吴晓波也劝诫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一
定要读哲学和历史这些最根基的东西，往上
是美学、文学。应当认真读一些经典的作品，
在阅读过程中慢慢形成自己喜欢的价值观和
东西；不要被碎片化阅读所改变。在 !#来岁
的成长时期要建立一个好的知识结构和价值
观体系，在自己的专业培养自己的能力。”但

他并不鼓励创业与冒险，他觉得做一个中长
跑选手应该善待自己的筹备期，匆匆忙忙去
冒险反而容易被时代裹挟。

每段研究用一本书记录

$%%&年，吴晓波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
书———《吴晓波看世界》。那是一个令他充满
感触的年代———世俗化评价代替了理想主
义，房子和收入成为人们关心的重点。他回忆
起自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写作生涯，“我毕业
分配到某个通讯社，用最初的三年时间跑遍
除西藏外的祖国大江南北；九三年开始写专
栏，误打误撞地成为中国第一个写财经专栏
的人。”

于是，他想起自己“每年写一本书”的夙
愿，联系出版社自己花钱包销策划起了第一
本书。他挥斥方遒，在第一本书上狂傲地写下
“谢绝八类读者”之语；他桀骜不驯，有人点醒
他此书须改名，他不愿妥协。果不其然，文化
检查大队后来要对其本就销量寥寥的成书销
毁、罚款，但幸好被他糊里糊涂地逃过一劫。

像吴晓波这样进行非虚构写作的作家，
要做到每年一本的“战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遑论大量的资料搜索和数据归纳，主题选
择和文字布局都绝对是智力和体能的双重考
验。但吴晓波却觉得，“每年写一本书”的目标

是他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应该自觉奉献的市场
回馈，也是一种身兼重任的职责担当。虽然
“出师不利”，但随后第二本关于农村经贸市
场的作品销量过万，第三本剖析“中国企业界
的泰坦尼克现象”的杂文集也收到不错反响。
第一本百万级著作《大败局》更是为吴晓波树
立起财经写作的信心和标杆。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就好比中药房装药

的箱子，每一个格子里都装着他的存货。我其
实会这样看待我的写作———当我每次研究一
个领域和方向时，我就写一本书来纪念和证
明这段经历，把它存进我的药箱格子里；随着
格子增加，我可以看到这十几年来的收获。”
吴晓波笑言，这种对于写作的极致追求也许
和自己是“处女座”不无关联。

与财经写作难舍难分

一开始如果不做财经会是怎样？吴晓波
说这是个“不堪设想”的情境。自己误打误撞
一毕业便进了“工业组”，也就顺其自然喜欢
上了商业。他特别喜欢那些不易戏剧化的数
据，似乎和大多文科生的爱好背道而驰。但他
却也曾经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大学四
年都是地下诗人；给全中国所有诗歌栏目投
过稿却从未被采用。他笑称自己：“只能去文
学荒漠（商业报道）展现才华。”

在通讯社待了十三年，吴晓波深谙“用
事实讲话”的道理。在他看来，身为好的财
经写作者必须要有一手的数据和对时政的
敏锐观察力。回忆起《激荡三十年》的写作
缘由，他满是感慨：“零四年我在哈佛肯尼
迪学院做访问学者。在那里的四个月我了
解到，美国百分之六十的参议员没有出过
国，因而当时迅速崛起的中国于他们而言
如一个突然膨胀的怪物。我当时在想，我能
不能做一个叙述回顾的工作，将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企业的成长史做一次有系统的规
整，让人们更加了解历史、了解企业？恰好
我当时有那样的时间和精力。”后来吴晓波
对于中国企业的热爱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用《跌荡一百年》探讨了中国工商文明的
根本，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里回顾中国经
济浩荡两千年的变轨，甚至因《吴敬琏传》吃
了一通恼人的官司。

!##"年接下撤离中国的“贝塔斯曼读书
会”下的“蓝狮子”财经写作品牌机构，吴晓波
正式从企业的“旁观者”变成了“操盘手”，亲
手运作后更加了解企业运作，也更加着迷于
其间门道———他甚至在“蓝狮子”设立了一个
叫“企业研究院”的部门，专门研究企业史和
公司案例。去年五月，在目睹传统媒体的倒塌
后，“吴晓波频道”应运而生。他在频道的开创
致辞上说道：“我们要骑在新世界的头上。”好
奇心让这个“多维理想人”继续观察着新媒体
后来居上的世界。

何文琳 )复旦大学+

匆忙去冒险容易被时代裹挟
吴晓波谈!我的写作与我们的时代"

! ! ! !5月23日下午2时，复
旦大学“蔡冠深报告厅”座无
虚席。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先生携其新书《把生命浪费
在美好的事物上》回到母校，
为同学们解析“多维理想
人”，回顾时代背景下他的写
作生涯。

学者、青年导师、商人、
记者……吴晓波的公众形象
从来就没有定论。在他自己
看来：“我的终生是一个记
者，一个码字为生的人；其他
的身份不过是附加而来的。
我最大的希望则是，若干年
后我的书还能侥幸被世人提
到那么几本，别的都不是很
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