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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东：如何选择你人生高调还是低调 

 
 

   本文内容来自优米网《在路上》栏目中，主持人以及现场观众

与王志东的对话录，主题是“如何选择你人生高调还是低调”。文

字内容经过编辑整理，未经主持人、观众与王志东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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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高调才是真正的高调 

 

     观众：到目前为止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王志东：最大的成就应该是在事业上至少干过两件让我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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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真的事情，第二个是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尤其有两个幸福的龙

凤胎。 

 

      主持人：王总是哪两件事情？ 

   王志东：一个是作为工程师，能够做一个产品让千万级的用户

去使用，在某些程度上是对行业做了改变，从 BDWin 中文之星到

RichWin，完成了中国软件与世界同步这样一个梦想，这经历了十

年时间。 

      第二个是，在中关村能够按照美国硅谷的模式，去重新创业

最后取得成功。从我做新天地还有后来的四通利方一直到新浪网，

直到新浪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这两个事情一个是作为工程师的

梦想，一个是作为创业者的梦想，这两个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主持人：咱们聊到了两类成功，一类是企业的管理者和创业

者另外一类是工程师。如果和我们今天的主题高调和低调的人生做

一个比较的话，您会怎样划分？ 

      王志东：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挺高调的。因为作为工程师，

BDWin 第一次出来是 91 年在福建福州，一次 Windows 研讨会上，

那年我才 24 岁，第一次把产品拿出来的时候，整个会议引起轰动。

我一下子就成为整个会议的中心，应该说是一个很高调的事情，一

直到后来中文之星 RichWin都非常的高调。第二件事情成立新天地

就是中文之星，成立新天地一直到四通利方最后到新浪，这是一步

比一步更加的高调。 

 

       主持人：您理解高调是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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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东：都包括。一方面是受关注；第二方面你做的事情

影响了太多的人，对行业等各方面影响面非常的广，这是我觉得比

较高调的地方。 

     

      主持人：您说哪些事情是比较低调的事，您自身经历过的？ 

       王志东：在生活方面我是比较愿意低调的，包括当时在新

浪，在外面比较受关注，但实际上关注的原因更多是工作的需要，

第二是因为媒介公众主动关注，我并不是刻意去追求。 

 

       主持人：在您的价值体系里面，对高调和低调的人生是怎

么看待的？ 

       嘉宾：人高调和低调是相对的，有些人就希望出去被人尊

重。但这个尊重他也许靠的不是自己，是靠他身上穿用的这些东西。

曾经有个香港人跟我说，他说我们香港人有时候挺无聊的，一出来

跟一个圣诞树似的，这边戴一个金表，那边戴一个金笔，全靠身上

一些名牌来吸引人。 

    一个人如果有充分的自信，或者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工作各方

面很享受的话，他不需要这些。 

       比如像比尔·盖茨坐飞机就是普通经济舱，住酒店也是普

通客房，甚至他跟巴菲特去麦当劳吃快餐。在美国见过很多我崇拜

的 IT 界精英，其实在生活上追求并不多，而且他们自己的人生会

变得非常的快乐，有时候越是这样越显得自信。你看似低调，实际

上可以看到他内心是很高调的，因为他的自信是在所有的行为里面

的。内心的高调才是真正的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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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本身是件幸福的事 

 

       主持人：咱们怎么理解外在表面出来的低调呢？很多人沉

默寡言，做了很多事情也不声张。这种低调是性格使然还是行事风

格呢？ 

       王志东：性格肯定是一方面，其实往回看 20年前，我那时

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程师，同学老师都觉得我是个很内向的人。

因为跟别人很少说话，然后天天在图书馆、实验室，不善言辞，所

以给人感觉是比较沉闷，比较内向。 

       慢慢性格上会有所转变，转为高调。高调或者被关注其实

有三种需求：一种当然是自己内心的性格和内心的一种需要，他希

望通过言辞、通过外表各种方式来引起关注，就是个人的需求 

       第二种可能是工作的需求。比如说那些明星，他必须高调

不然就没市场了。包括我当时在新浪，曾经我们市场部的人批评我，

说王总你不能老不接受采访，总不抛头露面的话，注意力全让张朝

阳给抢去了，你必须得出来多说说多见见面，这是工作需求。因为

新浪他既然作为大众品牌，他需要高调，需要有代言人代表公司发

言。 

       第三种需求是社会需要或者公众需要。比如说我从新浪出

来后，很希望能够低调一阵子。但是后来很多情况下我不能够完全

低调，譬如说我经常会去一些节目，尤其去一些高校。我现在每个

月有至少一次或者两次要去各个学校里面，参加各种论坛讲座等

等。这里面个人需求是没有的，工作需求大部分时间也是没有的，

但更多是一种属于社会需求。很多人说志东你走过那么多路，有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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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的经验和感受，你有义务去跟大家分享，我想这是一种社会需

要。 

 

       主持人：网上有位叫“芸芸”的网友说，需要被关注的人

往往是自卑的吗？ 

       王志东：不一定。因为有些人性格外向，他享受被关注的

感觉。你不能把他们都说成是自卑的人。如果说你生活中不需要靠

满身名牌去得到关注，你很朴素也能够引起关注，这样的人才是真

正自信的人。 

 

       主持人：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并且也是相当有实力

的人，他们喜欢用这种名牌、名车、豪宅，来把自己装点的很高调？ 

       王志东：其实有些人的确就是喜欢。譬如说我也有些朋友

特别喜欢车，从小的梦想就想开车，开各种各样的车。但过去他没

有这个条件，后来创业成功事业成功之后有条件了，看到好车就买，

他本身是享受这个过程。外人看来他很高调，但对他并不希望通过

这样去招摇或者引起别人关注，他本身就喜爱，如果他自身有条件

去做这事，也未尝不可。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叫“仙洞山居士”说，我是今年的毕

业生，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很迷茫，不知道未来做什么，打工、创业、

做生意、考公务员，应该怎么去定位自己？您当时创业的感受跟我

们分享一下，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去创业？ 

      王志东：我想这个朋友在一个分岔口上，正在想到底是打

工、创业、考公务员还是继续去考研等等，我羡慕他选择多，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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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本身是件幸福的事情。其实人生的路很长，大学毕业从人才的角

度来说你只是个半成品，你在学校的这个阶段结束了，后续还有在

社会上找自己的位置，还有一个阶段。 

       不要指望大学毕业找的工作或者要创业，就决定你未来的

人生，这不一定的。当然有些人能做到，比如说比尔·盖茨他没毕

业就找到工作然后一直干到退休，但这种人少。更多人他是在大学

毕业后的三年、五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才会找到自己人生的目

标。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人问过我，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说不知

道。现在就定这个我哪知道未来是怎么样，我要做的就是把可以做

的可以学的做好，不是比现在谁找的工作好，是比三年、五年之后

大家怎么样。 

       我 88 年毕业到现在已经有 20 多年了，你回过头来看的确

如此。真正笑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最满意的。这

个世界变化太大，尤其在中国这个社会，所以我给他一个建议，不

要顾及太多。专业对不对口，现在找的单位合适不合适，其实这些

不重要，你现在要做的是进入社会，你会增加自己的人生经历。所

以你现在的选择，好也罢坏也罢，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关键还得

看你以后自己每一步怎么好，再加上你的运气如何。 

 

       主持人：很多同学在毕业后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是什么因

素？是他们自身的因素或者说社会的因素，使得他们发生这样一些

很意料之外的变化？ 

       王志东：各方面因素都有，譬如说有很多出国的朋友都认

为出国好，很多年之后回来了。有个朋友组织了同学聚会，聚会完

之后就愤愤不平。他说当时出国的都是成绩比较好的，结果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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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当老板了。我说你当初为什么会出国，他说我哪知道中国变

化那么快。全世界有多少人会想到中国变化会那么大，社会的变化

没人能预测。 

       第二个，定的目标过于具体，你设定的路未必是你最适合

的，而且未必是当时整个社会和外部环境最需要的、最合适的。 

       有一句话就叫顺势而行，你刻意设定自己的价值观，以及

价值曲线。然后在人生每一个阶段，不断分析周围有哪些东西是可

以学习的，哪些机会是可以去利用的，从哪些人身上是可以得到帮

助的，然后站在这个位置再看走哪条路更好。当然有一个长远的愿

景很好，但具体的目标一定要离你的现实更近一点，这么走的话效

果会更好。 

 

 

追求内心感觉是最幸福的 

 

       主持人：再具体点，比如我今年大三或者大四，我毕业后

的几年，应该分几个阶段？ 

      王志东：说出来就不好设了。比如说有的人选择创业，什

么时候创业好？我的基本概念是这你应该有一个创业的想法，想起

来就很激动，然后这个事情你要不做的话你可能学习也学不下去，

干别的东西也没心思，这个就叫创业冲动。认为你自己为了这个想

法，已经准备好承受各种痛苦、困难、失败，如果是这样你就值得

去做创业。 

       但如果没有这种冲动，为了创业而创业那就不合适了。这

种冲动什么时候来，也没人能够预测，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你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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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方法还是按部就班，该做什么做什么。设计好一个既定的路线，

同时观察有没有新的机会。 

 

       主持人：王总刚才描述如何找创业灵感和冲动的时候，听

着很像大学里男孩追女生的感觉 

       王志东：没错。比如大一的时候，你想我大三时候开始搞

对象，你要把这个设的太具体很难实施，因为很多时候需要缘分。

所以其实你工作、创业等等都一样，很多是靠缘分的。 

 

       主持人：一位网友叫“铁梧桐”他说：有人说现在年轻人

创业激情不够，都去考公务员了，是体质的问题还是创业环境的问

题？创业是一种高调的生活，公务员是低调的生活，这种比较明显

的趋势是因为什么？ 

       王志东：我不觉得现在年轻人缺乏创业冲动，反而全民都

想创业不是一件好事情。大家都愿意去考公务员，其实也是好事。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单位是需要有一些年轻的、有知识的，比较优

秀的人才能。 

       我认为现在一些变化，整体不那么悲观，考公务员也好创

业也好，时间长着呢，对社会来说都是好事。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高调和低调的人生不是自己

选出来的，而是你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外界给你施加的标签？ 

       王志东：其实也很难说。比如说有人曾经公开说过，享受

当公众人物的感觉，就是说他自己愿意选择和努力过一种高调的生

活。也有一些人本来想高调结果很低调，被人看的很低调。有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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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很高调，都有可能的。     

       我总结一个人在梦想成真的时候，是最有满足感的。人幸

福不幸福，跟他出不出名，有钱没钱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主持人：叫“二蛋呵呵”的这位网友说，高调和低调之间

的度应该怎么把握？怎样既能保持我能吃龙虾又不把它吃腻呢？ 

       王志东：你要吃龙虾不要吃腻的话，就是别天天吃龙虾。

不去过多的在意别人怎么看，只追寻自己内心感觉，这种人其实是

最幸福的。原则就是，你能够很自我的应对自己。但这个说白了，

或者是这是需要有实力的。第二种就需要你自己的内心的坦然。 

 

       主持人：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他是个亿万富翁，所以大家觉

得他坐地铁上下班是个很低调的事情，大家非常尊重他。 

       王志东：没错。其实我现在穿衣服也是一样，可能跟做 IT

行业有关，有时候要求穿正装我穿了体恤就过去了，然后说不是让

你穿正装吗？我说这就是正装。 

       我觉得运气比较好，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头大家都差不多。

在某些行业人家都穿名贵西服，你要是不穿名贵西服感觉对人家不

尊重。但在 IT 行业里面大家都已经形成风气，对我来说这是一件

好事。 

       另一方面，往上推三十年大家都是穷人，从根本上来说大

家都是暴发户。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更关心怎么样去面对财富，

所有人都要重新适应。大家谈论更多的是我有些什么新的想法，最

近做了什么事情很好玩，而不是过多的去讨论自己怎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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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是身不由己的 

 

       主持人：中国有这么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

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高调的人往往遭到其他人不太公正的评判或

者攻击呢？ 

       王志东：也不一定，人能不能够变得高调是身不由己的。

因为从公众来说，他总要找一个话题或者说找一个代言人，所以这

个人他是叫被高调的。所谓大家公众关注的人物，的确是聚光灯上

面的，然后人多口杂，方方面面的话都会有，任何一个细节可能都

会被放大，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尤其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家表达意

见的能力或者机会比原来强了很多。网上任何一个公众人物或者公

众事件，大家各种说法都有。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如果有大部分人在攻击你的话，

那可能你做的事情跟主流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有些人故意享受这

种事情，他是故意的。否则的话整体来看，这个舆论还是比较公正

公平的。 

 

       主持人：有一位叫“逗妇乳”的观众问，您经历过人生低

谷的状态吗？有这样被低调或被高调的状态吗？ 

       王志东：这个肯定有了。我 24岁凭中文平台在业内引发不

小的轰动，那时候有点意气风发。当时就认为，硅谷的创业梦已经

实现了。很短的时间，中文之星的发展发现很大问题，就是关于合

作伙伴合作的问题。当时是对自己价值观和理想的冲击。 

       好多人说王志东你就是一个工程师的心态，太过完美主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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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想的那种创业模式你说的硅谷模式只有在硅谷才能真正实

施，所谓中国国情是不允许这么去做的。好多人还说因为志东你太

好了，你不会使坏。当时甚至有人说志东你选错路了，你要想创业

的话，尤其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想创业就不应该留在中国，你应该去

美国。你去美国重新考托福考 GRE在美国找个名牌大学，拿到毕业

证之后然后再到大公司找个工作，然后条件成熟后再重新创业。相

当于毕业五年完全走了弯路，你得完全回去，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

的打击。我那时候将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是内心挣扎的一个阶段。 

      过后我下定了决心，我觉得原来所坚持的东西是对的。第二

个就是我不相信在中国，就是让硅谷的模式在中国创业不能成功，

我愿意再去做这么一次尝试。我原来学无线电的，从小最喜欢的是

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后来我把创业当做一个实验，非要试试，或者

说最后赌一口气，如果不行到时候再说我也认了。憋着这口气去做

了四通利方，然后去做了 RichWin。由一个工程师技术人员转变成

管理者，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转变。结果完全超出自己的设想，

而且所谓的硅谷模式，现在年轻人创业基本上都在走这个模式。 

       所以事业取得成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安慰。碰到

低谷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自己的信念、决心。愿意不愿意为自己的

信念继续坚持下去，愿意承受失败带来的各种代价，这个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个体验。 

 

       主持人：王总做的这个人生的实验不是为了证明别人是错

的，而是要证明自己的对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王志东：可以这么说。最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工程师所谓

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我希望这个信念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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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我做毕业三年多感觉挺迷茫的，想给自己设定一些

目标，如果短期目标不具体就没有意义吗？ 

      王志东：一个人在定自己目标的时候有两个概念。第一个

概念，首先你要有一个大远景一种价值观。然后第二个是自己给自

己定的使命。首先这些相对虚的部分是应该有的，要有一个基础的

定位。 

       然后如果再定具体的，我倒是觉得有些人定的所谓具体目

标就是，要得到某个工作，或者说是要去哪个位置，这个指标定的

没有实际意义。 

 

 

管理公司 50 人是一个坎 

 

       观众：我从 24岁大学毕业开始创业一直到现在，我下一个

项目是做公益事业，但所有人都告诉我公益事业是有钱人才能做

的，您怎么看？ 

       王志东：我觉得公益事业谁都可以做，所谓叫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从各个角度都可以做。有些人他有钱他可以用自己的钱去

做公益事业，比如说比尔·盖茨他当了世界首富之后，觉得可以用

这些财富干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搞了个基金，这是有钱

出钱。 

       做公益还有另外一种有力出力，咱们从奥运开始大家都知

道有志愿者，志愿者单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他出了这份力，

对这个事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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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刚才说有钱不是你的长项，那好你可能是愿意做这方

面的努力，或者说你有在公益方面有这样的思路和想法，你有这样

的决心有这样的爱心，我觉得这本身是好事。比较可怕的是什么

呢？就是你把公益当做一种企业去做，或者把企业当公益来做，这

些都是错的。如果你真做公益，只要全心全意把公益的事情做好就

可以了，至于有钱没钱并不重要。 

 

       观众：普通人的宿命是不是应该低调，创业是高调行为，

普通人是不是应该跟创业绝缘？普通人怎样在高调和低调上跳

舞？ 

       王志东：首先，创业不一定是都高调，创业者风格也都很

不一样的。有些创业者可能在各种场合里面需要表现，刚才所说的

三方面需求。也有很多创业者非常低调，公司很有名但是创业者永

远躲在后面，这种人也非常的多。高调还是低调完全是由自己去选

择，自己判断哪个更好哪个更合适。 

       第二个观点你说普通人，我一直认为创业者其实也是普通

人。普通人也可以高调，当然我的高调是在我的圈子里高调。普通

人也可以创业，谁该高调谁不该高调没有绝对的标准。就跟我似的

等你到了这个位置你该高调，可能以后你身不由己你只能去高调

了。 

 

       观众：您这么多次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外界的一些

诱惑、负面的观点导致您想放弃？如果有的话您是怎么克服的？ 

       王志东：一个人做事也不可能完全闭门造车，别人怎么样

的评论怎么样的想法完全不理，这样也容易误入歧途。尤其你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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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业本身也是为了公众的，对不对？ 

       我比较注重和关注大家的一些评论、想法、建议等等。从

自身的一个体会来说，我最感谢各种各样的朋友给的帮助和支持，

其实朋友就是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是比较多的去听。当然了就

是各种声音都有，至于你要不要去执行，最终还得自己去做判断。

因为外人看问题信息不对称，他所了解的情况跟你自己所知道的并

不一样，所以多听然后自己多想，最终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想这

个还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观众：您在管理过程中是更注重于人性化管理，还是更注

重于制度化管理？ 

       王志东：第一，跟你企业的规模阶段有关系，我在刚开始

创业的时候，曾经有过几个属于前辈或者大哥级的那些管理人或者

经理人他跟我说过，在管理里面有两个所谓魔术数字，一个是 7 一

个是 50。7 是什么呢？你一个人你直接管的这一圈人最佳数字是 7

位。管理公司 50 人是一个坎。50 人以内和 50 人以上管理方法是

不一样的。一个人在创业管理公司，7个人左右的管理团队绝对是

核心的核心，一定要有这样的核心，因为他直接向你汇报。你通过

7个人的小团体，形成的这个团体能够让他们弥补你的不足，成为

你自己真正执行的力量人。 

       公司在 50人以内的概念，你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认识，甚

至 50 个人都可以在一个房间里工作，然后喊一声大家都能听到。

所以 50 人之内更多靠一种人性化的、感情的，每个人互相之间都

是认识的，一个大家庭一样，这样的话才能有最高的一个效率。 

       但是超过 50人，互相之间做什么事默契不太容易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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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你要求什么？慢慢的制度、流程、规矩等等，就必须要有

了。一个企业管理的时候，他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 

       第二个就是大家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创业？那是因为每个人

都觉得相信你这个人，相信你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还是平等，

相互尊重更重要。从我内心来讲，希望创业是个非常人性化的，但

在具体管理的执行方面，在某种规模上要有很多规章制度，这是根

据需要来定的。 

 

 

创业是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无限的梦想 

 

       主持人：创业领袖的风格可以分为高调或者低调，那么这

种风格上的不同，会对创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志东：高调和低调或者说各种不同的风格都有成功的案

例。所以创业本身是没有模式的，这个也是创业最精彩的地方，谁

都有机会，什么样的模式都可以。 

       但是一个企业在创业的时候必须有一个灵魂有一个核心，

就是对外表现出高调或者低调。但是在他自己的团队内，他一定是

高调，因为大家都是相信他的。 

       我对创业曾经有过各种定义，非常赞赏的一种定义是，“创

业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去实现无限梦想”。无限梦想是谁的梦想？首

先就是创业者的梦想，也就是核心的梦想。其实创业的过程就是创

业者把自己的梦想，通过一个企业、团队去实施，最后把它变成现

实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创业者他就是这个企业的灵魂，就是这个

企业的核心，企业的梦想往往就是创业者的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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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到很多企业，整个公司上下的风格跟这个创业者的

风格是完全一致的，创业者是张扬的，公司的行为公司的员工也是

张扬的。 

 

       主持人：我们看到很多的老板，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却

是在给员工画饼，最后达到不是创业成功的结果，反而是欺骗的效

果在里面，您怎样看这样的高调？ 

       王志东：创业刚开始就是要画饼的。但是首先自己要相信

的，别画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饼然后去给别人，这是属于欺骗。这

个饼画出来以后，要尽全力去实施的，不断的把画的饼变成真实的，

这个最重要。 

       刚才提到我是完美主义者，一直谈到梦想。我也分析自己，

到底是高调还是低调，是赌徒还是稳重。到后来我想来想去，把自

己当做各种矛盾的综合体。我有高调的地方也有低调的地方，我希

望自己是一个梦想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实干者。 

       回到这个话题，画饼可能是梦想的部分，完美主义者的部

分，但是你只有梦想没有实干那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有所结合。 

 

       主持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高调的时候过的很风

光，但是到低潮的时候就不行了，这种心态的调整根本原因在哪？ 

       王志东：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内心。我们家有俩小孩，你

现在的培养就会决定他未来的人生，至少这方面会有相当大的影

响。我跟我们的小孩从小强调一点，家里有多少钱不是你的，你也

不因为有钱能多幸福。你自己有什么想法自己去努力得到，这样你

才会真正受人尊重。他可能坐个豪华车很开心，我带他挤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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