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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柱是我的优秀学生之一。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习期间，他不仅勤学好思，经

常就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提出个人的见解，而且人缘

奇佳，乐于助人，赢得同学的一致好评。他请我为他撰写的《行

者》一书写序，我想就此书作一些评说。

《行者》辑录了四个方面的文章：从质朴真诚的人文释怀到

忧国忧民的兰梦思絮，从科学规范的公司治理到缜思笃行的专题

研究。“从来意静周边静，知否心宽道也宽。”作者践行“兼容

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的立业治学之道；奉行“乐施好

善修功德，自律从严心始安”的为人处世之本。多年来，他刻苦

努力，功有所成。

当代不乏富商巨贾，也有不少百年老店。客观而言，中国需

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中国民营经济如何发展？作者倡导的几大观

念值得肯定： 

其一，优秀传统文化与法制文明的和谐统一。倡导“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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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忧天下”等传统优秀文化，这在作者的诗词、随笔

和《兰梦思絮》中得到充分体现，作者同时提倡企业的民主治理

与制度控制。其人文精神，体现在企业治理中和企业文化内，融

贯东西方文化精髓。

其二，终身耕耘，严谨治学。作者在繁忙的产业实践中，长

期坚持学习研究，保持了严谨的治学精神。作者系统研究了汽车

产业及其核心竞争力，“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科学发展观”、“自

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五要素”等理论成果，对中国民族品牌创新战

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涉猎广泛，在改革开放早期就对农村经济进行了认真研

究；把生态问题和证券问题作为市场经济要素进行了专题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对产业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本辑也体现了作

者极深的历史人文和哲学辩证功底，不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其三，产学研三结合与现代企业制度并举。产是根基，学是

养分，研是动力，三者结合，才能成就企业之参天大树。“无规

矩，不方圆。”中国企业界，缺乏的便是透明、制度与长远运行

机制。作者的《海马基本法》是研究中国民营企业不可多得的案

例。

其四，勇担社会责任，践行国家战略。“外打百年牌子，内

和一片苍生”，不仅是作者的人文情怀，更是所有企业家的社会

责任。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树品牌，更需要构和谐。特

别是构和谐，不仅要构造与用户的和谐、与员工的和谐、与社会

的和谐，更要构造与环境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

目前，经济日趋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能孤

立封闭，单一经济体或经济模式很难持续。中国民营经济，应该

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树立适应经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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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创新理念和企业文化，并根据时

代要求不断增添新的内涵、新的形态和新的动力。

我相信，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强，中国民营经济之路会越走越

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会越来越好。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对包

括本书作者在内的所有从事民营企业工作的学生的期望。

                    厉以宁

                    2011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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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知行合一。

一般来说，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一套自己的经营哲学，有的

甚至本身就是思想家，景柱也是这样。我们交往二十年，思想交

流、见解交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是司空见惯的。许多时候

我都十分汗颜，身为一个曾经以“讲课、写字”为主的人，许多

方面博专程度和景柱有差距。

中国民营企业家经营之道，潜规则一度盛行，胡雪岩就曾为

许多人效仿。景柱则不同，亦商亦学，亦儒亦教，以儒家思想和

现代法制为灵魂，形成了一套“论语+算盘+法制”的经营哲学，

简明易懂且经得起实践检验。《九尊九忌》是大白话，但熟知非

真知，知易行难，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做百年老店，需要有“知

行合一”的韧力。

大爱无疆，苍生情怀。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情怀。作为企业

家，他小孝父母，严教子女；中孝社会，依法治企；大孝国家，

序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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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报国。作为知识分子，他更像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从新加坡总统国宴说起》、《浅析豫东农村经济问题》、《河

南产业经济发展思考》等，体现了他对经济、社会等民生问题的

关注与思考。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中国企业，“做百年老店、树百年品牌”，就是要有大局观、天

下观。

《行者》——值得一读！

                                              赵中社

                                  2012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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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赵中社  河南沁阳人，学者，论文百余篇，专著七部。先后任

大学教授、政治系副主任，省委政研室处长、区委书记、市委书记

等职。现任海南省人民政府海洋与渔业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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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82年就读于兰考二中。校南是万亩麦田，冬去春来，万物尽

绿，油菜花开大地。傍晚时分，同学成群结队，踏青探春。麦绿之

中，油菜花间，大口吞着春天的芬香，大声读着少年的未来。

   春  读

——1982年春于兰考二中

微风拂煦漫天绿，

油菜花香醉大地。

鸡犬相闻村远近，

乳鹅新鸭岸东西。

少年莘莘琅琅读，

春深无处不耕犁。

七仙姑娘才下凡，

飞燕轻身又报喜。

行  者
Xing  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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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年后方知那样的风叫沙尘暴。

风

——1982年4月19日于兰考老家

天地混然一片，

宇宙轰然一团。

狂沙擎柱捣天宫，

恶浪翻滚摧人寰。

上把银河打散，

下把五岳推翻。

太行王屋早不见，

不劳愚公移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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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小米花生大黄豆，

一亩良田万斗收。

嫦娥从此不奔月，

人间家家万户侯。

金灿灿的玉米垛，

银灿灿的棉花篓。

千门万户关不住，

院里院外尽是秋。

　　（下）

邻家作坊吱悠悠，

正磨浓香芝麻油。

顺手摘下长生果②，

滋滋有味嚼心头。

                秋①

        ——1982年秋于兰考老家

行  者
Xing  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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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高中秋忙假参加秋收而作。

    ②长生果——俗称花生。

鹅鸭成群呱呱叫，

塘中戏水逍遥游。

八旬老翁闲不住，

哼着小曲去放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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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时兰考二中西门北侧，围墙之内，有一个园中园。系按高中课

文名篇意境而建，堪称现代教学第一微缩景观。

   园中园的主人是语文科退休老师王翁。园中花卉繁多，单是菊花

就有数十种，我第一次见识鸡冠花就在园中园。

园中园

——1982年秋于兰考二中

吾常醉游园中园，

赏月观花看牡丹。

采菊悠然南山下，

峰回路转走天山。

十八盘险登东岳，

挺拔钻天白杨赞。

敬爱王翁不退休，

教书育人培心田。

行  者
Xing  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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