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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言

梦想与奋斗，属于每一位年轻人

王更辉

张东是我的老同事，他曾经两进南方报业，也曾

经与南方报业共渡难关。看到他的新书《出门人》出

版仅两个月就已发行两万册，并且再版一万册，令我

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这本书是一位传媒界弄潮儿的

缩影，只有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才能出现这样感

人动情、敢想敢干的传奇故事。

《出门人》是一本真实记录心路历程的书，每一

个字都饱含真情，每一句话都来自心间。书中有作者

的痛苦与辛酸、任性和忏悔，写出人性深处的明与

暗，温暖与寂寞。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追求的半路上退

缩了，也看到很多人在成功后沉沦了，但张东相信成绩

在背后，鲜花在前方，他才一次次享受收获的喜悦。

每一位出门在外奋斗的年轻人都可以在本书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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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影子，张东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我们也看到他心灵的伤痕。

一个没有粉饰与矫情的男子汉，别人不能说的话他来说，别人不能喝

的酒他来喝，别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他来承受，别人不敢承担的责任他

来担当。在一个充满假话的时代，读到这样的作品令我感动。

这是一本值得年轻的传媒人阅读的好书，现在每年都有大量优秀

的大学生进入传媒业，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吃过张东这么多的苦，所以

也缺乏张东这种勇往直前的闯劲。

我们从这本书可以看到张东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一是野

蛮生长的勇气和韧性。张东从最底层做起，但他决不向命运低头，决

不安逸于已经获得的岗位和成绩，他想做的事一定努力做成，他像一

位跋涉者从一座山峰攀登上另一座山峰。

二是在困境中不断创新的精神。报业在今天遇到新媒体的冲击，

报业如何转型也在考验所有经营管理者的智慧。张东是一个经营方面

的怪才，他每次遇到经营困境，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不等不靠，剑

走偏锋，带领好团队，全力以赴来寻找蓝海，从而在经营上一年上一

个台阶。

三是要有社会活动家的胸怀和眼光。张东从他踏上广东这片热土

就明白一个道理：出门靠朋友。他广交朋友，结识了无数的社会精

英，而且真诚对待每一个朋友，于是很多名人成为他生命中的贵人。

南方报业向所有有梦想的年轻人开放，有无数像张东一样的人才

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奋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在困境时不要忘记坚

持梦想。奋斗者的故事，属于每一位有梦想并且不懈努力的年轻人。

 2013年2月18日

（王更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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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梦想改变命运

陶诚

季节已进入仲秋，北方的天气已有几分寒意。摆

在面前的《出门人》这本书却为我送来了南方的气

息，那气息让我感到亲切而熟悉。这不仅因为我曾在

广州工作与生活过多年，而且本书的作者及主人公张

东，与我有过多年的交往，书中的有些人和事，我至

今还留有印象。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但这个故事或许又

不是张东一个人的经历，它同时也应该是一代打工人

创业的缩影。书中几乎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文笔极

为普通和平实，但内容真实感人，道出了作者及相当

一部分人的心声。我想，正是因为张东有过苦难的生

活、贫穷的出身，才使得他后来的人生有了更多的可

塑性，才使得本书有了更多的阅读价值。

伟大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上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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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许多中国人命运的大变革。在计划经济时代，底层百姓上升的空

间极为有限，学历和社会背景，是改变穷人命运的两大关键要素。但

这两大要素，张东没有，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们也都没有。但张东有

梦想，他不愿安于贫穷落后的现状。因此可以说，赶上改革开放大好

时光的张东们是幸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用梦想与汗水

改变了命运。倒是那些安守现状、不思进取的有学历和有背景的人，

被时代的潮流抛在后面。

人才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这意味着人才的竞争从此

打破了“学历”的限制，而更加注重“学力”，注重“英雄不问出

处”和“不拘一格用人才”。以往只有“体制内”、“有资历”的人

才能担任的报纸主编，“体制外”的人也可以担任。这就是人才市场

化的活力与魅力所在。

有梦想，就有希望，尤其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开放的大时代。人生

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没有梦想和方向；若未经努力就事先被自卑所

打败，那将是何等的遗憾啊！某种意义上，《出门人》这本书对许多

人来说，或许是一部不错的励志故事。我们期待更多敢于向命运挑战

的人，与张东同行，做一个“出门人”。

2012年9月26日

（陶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博士。曾任广州市文

化局局长、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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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大路朝天

椿桦

长风在高高的山尖上卷起黄尘

大路向晚　如心灵的水域

朝天边延伸

孤单的马车上

坐着那个在众人中消失的人

 

请不要问他从哪里来

请不要挽起袖子

擦拭满途风尘

一只背负青天与石头的瘦鸟

他要越来越远

离开那个凌晨　离开众人

任风与车轮激起梦一般的尘埃

喧响　掩盖　回升　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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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风的中心

 

请不要问

一个在众人中消失的人

要行走多远

才能摆脱滚滚飞尘

不舍的穷追 

——《尘土飞扬》 

一

1994年，春节还没过完。我坐在皖西南长江北岸的一个乡间小屋

里，写下了上面这首诗。

那时候，我并不能确定这首诗究竟是为谁而写。在不远处的村道

上，不时会有背着行囊的路人走过，我知道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抵达

离村子不太远的安庆市，然后从那里乘车或乘船出发，各自前往已率

先改革开放了的大都市。尽管那时候距邓小平南方谈话已有两年，但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下海潮”、“民工潮”依旧风起云涌。

几个月之后，我将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可是，每每从收音机里听

到南方如火如荼的建设气息，我的内心总会有一丝莫名的躁动。我知

道，在那庞大的建设大军之中，有我的乡亲，我的同学，我的亲友。

也许不久之后，其中也会有我的身影。坐在乡间小屋里，我写下了

《尘土飞扬》这首诗。

此时，我不可能知道，就在春寒料峭的上海市外滩，有一位陌生

的、又黑又瘦的农民工兄弟，正斜倚栏杆，任黄浦江的风吹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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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那时候，安徽的打工者最爱往上海跑，这位农民工兄弟便来自

安徽巢湖的农村。来来往往的行人根本不会多看他一眼，更不可能知

道他正在为200元路费而发愁。他在外滩上好奇地欣赏着黄浦江两岸

的高楼大厦与都市美景。他的衣服和鞋子上，布满了已经风干的水泥

灰。而他的左脚，不久前被钢筋扎破，留下了一道疤痕。

这位农民工兄弟从安徽跑到上海的建筑工地拼命干活，目的并不

是为了留在上海，而是为了筹集去南方的路费，他的目的地是1500

公里之外的广州。当然，他那时去广州的动机也不是为了留在广州，

而是筹集救治父亲的医药费，以及改造摇摇欲坠的乡下老宅所需的钱

财。

安徽的农民工兄弟徘徊于黄浦江畔的时候，遥远的北方依旧白雪

飘零。

此时，在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市，有一位美丽的女大学毕业生，正

在温暖的客厅里烤火。家中的彩色电视机，在播放新闻，是关于春运

的报道。新闻说，滚滚的民工潮远远超过了铁路运输的极限。这位美

丽的姑娘看到电视画面上人山人海的场面，既觉得不可思议，又对南

下打工者满怀同情，同时还对遥远的南方，满怀好奇。

我、农民工兄弟和西安的姑娘，素昧平生，三个人生活在三个完

全不同的世界里。假如，农民工兄弟是我的朋友，我当然会将身上仅

有的百来块钱借给他；假如，农民工兄弟是西安姑娘的心上人，姑娘一

定会心疼地帮他擦拭脚背上的鲜血，包扎好伤口……但是，在1994年的春

天，这些只是假设而已。

不得不说，在现实面前，小说的想象力是苍白的。四年后，三个

不同的世界在广州重叠——我、农民工兄弟、西安的姑娘，在同一幢

大厦里成了同事。又过了两年，农民工兄弟成了我的上司；又过了一

年，西安的姑娘与农民工兄弟手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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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一本书《在路上》，在中国

年轻人中颇受追捧。“在路上”一度成为一句口号，激励年轻人追求

自由生活，走向外面世界。也正是在那个年代，足不出户的中国农村青

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流动。

走出去，是一个很关键的动作，迈出那一步，墨守成规的人生就

会充满多种可能性。中国有句俗语，叫“大路朝天，各走各边”，意

思是说，我们所走的道路，并不是属于哪一个人，各走各的，不要彼

此妨碍。但是对这句话，我个人还有一个新的解释，那就是：每一条

大路都通“天”，就看你从哪边走，怎么走了。我们得承认，每一个

走在大路上的人，都有各自的精彩或无奈。毕竟，人类不是孙悟空，

可以通过“筋斗云”这条捷径而直达天庭。实现梦想真要是那样容

易，人生也就太无趣了。我的朋友张东给自己创办的公司所定的口号

是：“有多少出门的人，就有多少奋斗的故事”，说的理儿便是奋斗

的意义大于出门本身。而他本人，便是一个永远的出门人，是一个创

造了精彩人生的人。

认识张东，是在1998年的夏天。

一天傍晚，在南方日报大楼电梯口，我遇见我的同乡兼同事曹霁

正同一个生面孔有说有笑地走出电梯。曹霁见到我后，叫我一起去外

面吃晚饭，那位生面孔也非常热情地向我发出了邀请。我本来是要回

办公室办点什么事的，但觉得已经到吃晚餐的时间了，而且有免费的

晚餐可吃，犹豫了一下之后，就跟他们一起去了。记得当时我们去的

是环市东路黑天鹅饺子馆。不久之后，餐桌上又多了一位靓女。经曹

霁介绍，我知道请我们吃饭的这位生面孔叫张东，安徽人，是南方都

市报采访部的记者，说起来跟我既是同事也是同乡了。那位靓女名叫



序二　大路朝天
9

乃馨，当时是张东的女友。

那时候，张东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太好，他夸夸其谈，热情过度，

令我这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难以接受，尽管他出钱请我吃了饭。倒

是他身旁的女友，颇得我的好感，文静，清秀，举止得体。那个时

候，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位令我不太喜欢的男人和那位已经

成为别人女友的女子，将来会与我成为事业上的伙伴。

自那次餐桌相识以后，张东时常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泡酒吧，

或参加聚会。渐渐地，我觉得这个人虽然表面过于热情，过于爱讲没

心没肺的俏皮话，但内心同样热情似火，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那种口是

心非的虚伪之徒。你觉得他吹牛，但事后你常常会发现他讲的又确实

符合事实。他为人谦虚，工作细致，乐于助人，广结善缘，朋友遍天

下。我印象中，朋友请他办事，他几乎从不拒绝，有条件要办，没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办。我经常想，他哪来这么多的社会关系，哪来那么

好的精力和能力呢？

许多年以后，我突然想：张东待人接物之所以永远热情洋溢，或

许是因为他有一段非常凄苦的过去，受到过太多的冷眼。在他心目

中，所有在城市打拼的人，都是出门人，都是同路人，都是兄弟姐

妹。当然，他同时也要让热情的面孔为自己的事业打开通道，让自己

的大路通向更高更远和更宽广的地方。

三

20世纪90年代的广州，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高潮期。无数热血青

年，唱着《春天的故事》、《外面的世界》、《走四方》、《我的

未来不是梦》等流行歌曲来到这里，挥洒汗水，收获梦想。他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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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如今已是不同领域的精英和领军人物，成了新时代的顶梁之

才。

张东选择了广州这片热土，这片热土也选择了他。他一无学历，

二无经济基础，三无社会背景，是名副其实的“三无”人员，是从零

开始的一代创业者。从1998年相识以来，我几乎见证了他在14年中的

每一个奋斗过程——从建筑工，到业务员，到记者，到报纸主编，到

企业董事长……他的经历表明，大路确实朝天，有梦想才有可能。

我与张东是同龄人，不小心又成了他“在路上”的同行者、见证

者、参与者，这是一种巧合，也是一件幸事。14年来，张东虽然一直

拿我当哥们儿，但也一直谦虚地称我为老师，因为他觉得在新闻写作

和办报方面，从我这儿有所获益。说起来很是惭愧，因为我觉得张东

在为人处世、创业敬业等很多方面，都足以担任我的老师，而我却从

来没有尊称过他。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是我并没有真正学到他

的“看家本领”，当然，我也学不到。

说到这儿，大家都已经清楚，当年在上海外滩徘徊不定、为区区

200元路费而发愁的人是谁了。而我在本文开头引用的一首诗，大概

也可以理解成是当年提前为未来的朋友张东所写。至于那位美丽的西

安姑娘，会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出现，她的名字叫袁芳……

不多说了，各位还是看书吧，看出门人张东聊他在广州的奋斗故

事。

2012年9月28日于广州倚翠轩

（椿桦，原名汪春华，知名时事评论家，资深报人，畅销书《舆论尖

刀》、《异论中国》的作者，系列年选《中国年度时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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