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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人难，写亲人友人尤难。
朝夕相处，知其心，通其情，反倒失却了写作时的激情与敏感，这也就是“仆人面前无伟人”的道理
。
仆人尚且如此，亲人友人尤然。
如今海内，企业家多如牛毛，海内海外的投资者更如过江之鲫涌聚华夏。
继之，为富商企业家作传者也就挤破门坎。
然而，尽管书出了不少，可堪卒读者却如凤毛鳞爪。
何以如此？
要么是作家对企业家总如隔岸观火，只见其财其势，不见其人其心；要么目的不纯，只想以文字换金
钱，这就不免处处大话空话，字里行间都是肉麻的仰慕阿谀。
这样的书不能不令作者悲哀，更不能不令传主悲哀，还是不出的好。
然而，在人类发展史上，企业家的功劳不可低估，他们的胸襟、智慧和商略更是常人难比的，如朝柱
在书中每每提到的古来中国商圣吕不韦、范蠡、胡雪岩，如今天响遍寰宇的美国巨贾比尔·盖茨，如
实写出他们的奋斗与业绩、心性与追求，不能不说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宝贵积累，是世间万象中一幅幅
惊涛骇浪的独特风景。
可惜，或因企业家们的种种轻心和戒心，或因作家对商家传统性的心理错位与偏见，书写商家的传记
珍品至今面世不多。
读《我心目中的黄如论》则不能不让人眼睛一亮。
其最大的特点是彼此的心态和视角。
他们一个是黄氏“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的主席，一个是著作等身、驰名海内外、专为“共产党元帅
以上、国民党上将以上”政治人物立传的作家，两强相交，谁能服谁？
！
可他们不但相互敬服，且亲如兄弟，或清茶一杯，或陶然山川，都能手足砥砺、谈之忘了朝夕。
先交友，后通心，再写书，谁也没了错位，谁也没了距离，视角不用调试，都是眼睛对眼睛的平视；
心态不用调整，诚如两条清溪，你流向我，我流向你，写来自然真诚、清亮，高扬处，飞瀑流泉；低
迥处，清流潺潺。
我以为，这是作传，特别是给伟人、商家作传最难能可贵处。
朝柱思维敏捷，下笔如有神，写一部三四十集的电视剧两三个月即可告罄，可他要写如论先生已经说
了三四年，为什么至今才完稿？
这也就是我开篇提到的，已成莫逆兄弟，反倒不知如何下笔才好，朝柱写作最讲结构，为这庞大的“
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作传，结构不好自然难免凌乱，一般地按时序流转去写他又不甘，此心此
苦他曾多次电话诉说。
读过书稿，真不能不为他的结构叫好，它让我想起早年读过的《老残游记》，信马由缰，娓娓道来，
看似不着技巧痕迹，实则处处用心别具，只不过前者写的是外在的景与景中的人，后者写的是人和人
物的“景”。
人物的景很大很长，就外物景说，从如论先生的远祖南宋学者黄斡到他福建山乡的农民祖父；从他走
出的闽东山乡小路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湾，到香港到福州到北京，之后再到上海到江西到重庆到云南到
海南到广东到湖南到贵州到陕西到安徽到江苏⋯⋯这就是他驰骋纵横的“外宇宙”！
他心中的景或称“内宇宙”就更其高远宏阔——从其先祖血脉传承的程朱理学到他青少年时代热衷的
“文革”文化毛泽东哲学思想，再到其后研读的儒、释、道⋯⋯如此长远宽博的内“景”与外“景”
，如此宏阔魅人的“内宇宙”与“外宇宙”，作者如何描绘展示、如何剖解探微？
朝柱以他独有的政治智慧和善写大题材、大人物的架构能力，将如论先生的商海搏击重心放在纵横交
叉的政治大势拐点上，纵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史、商史、文明史；横的是近30年间的世界大势中国
大事，如1989年的春夏风波、亚洲金融风暴、北京闹非典⋯⋯笔法却是或描绘或刻画或对谈或引发，
这样，就将如论先生的心性、才情、学养、胸襟、商略、商道、业绩、抱负⋯⋯追根溯源至情至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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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于纸上、亮于世间。
读着它，不能不为这传略式的丰博与醇厚而感动，更不能不为传主如论先生的人格才气、业绩贡献，
特别是他的“慈生我心，善行天下”的情愫所折服。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企业家传略，而是一部教人如何立志、奋争、善行天下的人生大书。
行文至此，想起昨晚刚读过的几句小诗，日：落地生根的那一刻，一棵树苗，就立下了向天生长的目
标，这个永生的承诺！
因想到，这棵树苗的志向与传主如论先生何其相似！
只不过，如论先生已不是树苗，他已经成了一棵“向天生长”的大树。
李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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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心目中的黄如论》通过对黄如论的描写和评述，为我们揭示出了一条真正能通向成功的经商之道
。
黄如论出身寒门又无靠山，为何能在不可胜数的民营企业家中脱颖而出？
他的企业为什么能持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实现跨越式发展？
为什么经历那么多风浪他都能越做越强？
他为什么能多次名列“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的榜首？
书中写得很实在也很清楚：一，他坚持诚信为本，有含有得。
对顾客讲诚信，对员工也讲诚信，越是困难中就越讲诚信。
二，他坚守生财有道，注重人格和道德的力量。
从来不玩空手道、买空卖空，努力用人格操守去赢得客户和市场。
三，他敢为人先，勇于创新。
他善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科学预测，大胆地出奇制胜。
四，他能辩证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开发和经营中以独出心裁的文化内涵增强竞争力。
五，不忘报恩社会，坚守“慈生我心，善行天下”的信念，在企业做大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己的人生
境界，加大了造福社会的贡献。
黄如论的这种经商之道，如王朝柱评述的那样，它既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当代世界
经营管理与文明发展的新鲜经验，更是在他长期经商实践中形成和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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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朝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吴桥人。
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上世纪80年代初弃乐从文，相继出版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的长征》《周恩来在上海》《爱的
旋律》《女囚徒》《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三卷六部）《功臣与罪人》《谍海奸雄》《政坛败
将》《王昆仑》《剧恩来在重庆》等史传文学作品；同时参加创作了话剧《决战准海》、电视连续剧
《巨人的握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张学良》《延安颂
》《八路军》《冼星海》《船政风云》《解放》《周恩来在重庆》以及电影《龙云与蒋介石》等剧本
。
现退而不休，笔耕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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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两个成功者灵魂的对视序二  两颗诚信的心的真挚交流序王朝柱著《我心目中的黄如论》序三序
四引子第一章  农家子弟第二章  我要赚钱第三章  我要回国第四章  进军北京第五章  慈生我心第六章  
善行天下（一）第七章  善行天下（二）不是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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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农家子弟一我小时候最爱听西河大鼓，记住了很多经过民间艺人加工过的历史名人的轶闻轶事
。
或许是因为家境贫寒又想出人头地的缘故吧，艺人们讲过的两句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壁之上，一句是
“将相本无种”，另一句是“英雄不论出处”。
今天，我已经看见70岁的大门坎了，还念念不忘地把这两句话挂在嘴边。
更为有意思的是，有的时候我还拿这两句话来说事——实际上是一种宣泄。
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大潮铺天盖地袭来，某些出身贫寒的人一夜之间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对自己过去
没有饭吃的历史三缄其口；有些掌权的大小“衙内”狐假虎威，不允许讲他老子也曾经是身无分文的
农民；更有甚者，极少数从监狱放出来的新式权贵和有钱的大爷，是一定要尘封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历
史。
就说某些为了一己之私的文人骚客吧，也舞文弄墨为之推波助澜，刻意在这些人的头上制造各种光环
。
一句话，由新式大小权贵和各种大爷演化出来的所谓名人、伟人、有钱人昔日的贫穷出身——或不光
彩的历史变成了最高的机密。
残酷的现实向世人宣告：“将相本无种”、“英雄不论出处”这两句话似乎已经过时了！
为此，每当我听到吹捧我是什么大作家或大剧作家的时候，我就会坦然地答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是个农民，从小生在杂技之乡，是个耍猴的！
”由于我写作的对象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蒋介石等历史人物相继驾鹤西去，加
之我所依据的写作素材，又主要是靠档案材料和部分权威性的回忆文字，所以，我既用不着亲自去查
证这些历史人物的三代，也无须征得他们后人的同意，我只需要用唯物史观审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
功过，采用不同的文学载体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
因此，我从未和那些与生俱来的大小权贵、各种大爷打过交道。
当文艺界的同仁问起我几十年创作经验的时候，我经常答说：“我赞成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说过的
一句名言：我的成功在书斋里（大意）。
”前些年，正当北京世纪城的楼盘热销的时候，经常有些和我稔熟又想买房的友人问我：“听说你认
识金源集团的老板黄如论先生？
”“是的，也就是认识而已。
”“你了解金源集团的老板黄如论先生吗？
”“不了解，我只知道他是归国投资的菲律宾华侨，是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商。
”朋友们听后就不好再提请我帮忙买房的事了。
不过，我说的这些全是老实话。
或许因为我写作的对象大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政治伟人，因而在商海中沉浮戏游的所谓金
融巨子、房地产大鳄我是少有往来的。
另外，我是一位军旅作家，至今拿着军队的俸禄，对所谓海外关系是很敏感的。
再者，我自身还有着传统文人所尊崇的清高，加之深受“无商不奸，坑害百姓”的观念影响，我是不
愿意和商人们打交道的。
自然，这也是我在初识黄如论先生的时候，从未主动地与他进行过深入交谈的原因。
随着我们交往的增多，我本能地感到黄如论先生就是一本大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既没有归国华侨巨商的派头，也没有我国沿海地区某些企业家的奢侈。
有时，他和我一道吃早餐，经常是一碟咸鱼，一碗白米粥，最多再加一个鸡蛋。
我有时望着他吃得香甜可口的样子禁不住地自问：“这难道就是华侨巨商黄如论先生吗？
”俗语说得好，交往能增加友谊，神秘会产生好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黄如论先生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相互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深。
我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想解开黄如论先生真实身世的好奇心。
然而一想到他是来自菲律宾的华侨巨商，我这个自尊心很强的文人就又自我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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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还暗自说：“随缘即福，看缘分吧！
”不久，这种缘分终于到来了⋯⋯那是一个寒风劲吹的夜晚，我应邀来到他在香山居住的三层别墅。
宽敞的客厅温暖如春，我与黄如论先生相对坐在舒适的沙发中品茗聊天。
和往常一样，他问我答，中心还是关于毛泽东的。
当我滔滔不绝地讲完毛泽东出身农家，只念过师范，当过小学教师，为了考察湖南农村的真实情况，
他和同学们一道像个叫花子似的到处流浪。
没想到黄如论先生十分感慨地插话道：“我也是个贫穷的农民，只念过小学，也当过小学教师。
不同的是，我比毛主席流浪的地方要多得多。
”我听后一怔，忘记了黄如论先生是归国投资房地产的华侨巨商，本能地问道：“黄先生，你们祖上
是移民菲律宾的华侨农民吧？
”“不！
不是⋯⋯”“那你是在哪个国家念的小学？
又是在哪个国家当过小学教师？
”“中国！
”“中国？
”“对！
具体地说，是在中国福建省连江县马鼻乡辰山村念的小学，在辰山村当过小学教师。
”“你是哪一年去菲律宾的？
”“1981年，我刚好30岁。
”世人皆知，福建省连江县是当代有名的偷渡之乡，经常被中外媒体曝光。
当我听说黄如论先生是在1981年才去菲律宾的，遂大着胆子问道：“黄先生，你不会是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偷渡去菲律宾的吧?，，“不是！
”他沉吟了片时，又十分严肃地说道，“我不赞成偷渡的提法。
”我一听黄如论先生说话的声音，遂有意结束了关于偷渡的话题，又回到了我们原来谈话的内容。
在以往的交谈中，我知道黄如论先生是在1991年自菲律宾回到福州投资创业的。
换句话说，他去菲律宾才十年，就从一个贫穷的农民汉子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翁。
就一般的创业规律而言，我猜想黄如论先生在菲律宾这十年的创业，和普通华侨在国外所走的创业之
路是不大相同的。
换言之，一定有着十分传奇的经历，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故事。
这对作家而言是求之不得的。
恰在这时，我又想起当今的大小权贵和各种大爷不谈以往的现实，如果我把交谈的内容引到这个话题
上来，又担心黄如论先生会不会变得有些尴尬或者很是不悦?我沉吟片时，大着胆子问道：“黄先生，
我想问个不该问的话题，你愿意就回答，不愿意我们就谈其他的事情。
”“可以，随便问。
”黄如论先生干脆地答说。
“你能讲一讲自己的家庭出身吗?”“可以！
我生在一个很穷的农民家庭里，上学填表的时候是贫农。
但这并不决定我永远受穷，没有发迹的时候！
”黄如论先生十分自信地说罢又看了看我有些惊诧的表情，接着又说道，“你不也经常说自己是一个
讨饭出身的农民嘛，如今不也变成了有名的作家?如果用你爱说的那两句话来解释，这就叫将相本无种
，英雄不论出处！
”我听了黄如论先生讲过“将相本无种，英雄不论出处”这句话后，顿时感到我们之间的两颗心拉近
了，用不着再说些什么客套话。
接着，他不仅深沉地讲了生养自己的农民家庭，而且还讲了他们这支黄姓家族的渊源⋯⋯据黄如论为
《正本清源，光辉历史》一书作的序中称：“追溯黄姓祖先，是黄帝直系第六世孙陆终之后，以国为
姓，至今有五千年历史，东汉宰相黄香为江夏黄氏始祖，安邦定国，功勋卓著。
黄姓鹤立于华夏巨姓望族之林，成为中国百家姓七大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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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闽始祖黄膺出自于唐太宰黄迁之后，于唐末乾宁年问同兄敦公从河南固始随闽王王审入闽，绶秘书
丞，此后在八闽大地生息繁衍。
”讲到黄氏祖先何时迁到连江马鼻，黄如论亲口告诉我：南宋时代有一位大学问家任知安庆府叫黄斡
，他是“朱熹的女婿。
黄榦的儿子也很有本事，到元朝时因为蒙古人不用汉人，他就跑到连江来教书，两代人在连江山下隐
名埋姓。
到了明清的时候他的孩子又到了马鼻教书，后来又当了农民”。
据黄姓宗谱记载，黄如论“是膺公三十八世、宾公三十六世、勉斋二十五世裔孙”。
但是，到了黄如论的祖父的时候，黄姓后裔全都是马鼻乡辰山村缺衣少吃的农民了。
马鼻乡辰山村是一个风光秀美的村庄。
在它的身后依托着蜿蜒起伏的层层山峦，就像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保护着这方百姓的安全；漫山
遍野的杉树整齐划一，傲岸向上，象征着永不屈服、永不折腰的马鼻人民昂首云天。
在它的面前是通向大海的罗源湾，极目远眺，海天一色，一团又一团雾气缓缓滚动在平静的水面上；
再看看那数不清的渔船上的点点白帆，再听听那群群海鸟的鸣唱，真是犹如人间的仙境一般。
但是，这美不胜收的人间仙境并非是世外桃源，由于缺少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使得这里的农民祖祖
辈辈为生存到处奔命。
他们的生路大致有三：一是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寻找发财之地。
所以，连江县在海外有很多华侨；二是到福州打工——主要是靠帮官家和有钱人修建房屋赚点钱，借
以养家糊口。
久而久之，马鼻就成了福州一带有名的建筑之乡；三是留在祖宗之地，靠着下地种田或出海打鱼为生
。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心目中的黄如论>>

编辑推荐

王朝柱的这本长篇报告《我心目中的黄如论》，以发展着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结合
的方法，除了“引子”和“不是尾声”，用“农家子弟”、“我要赚钱”、“我要回国”、“进军北
京”、“慈生我心”、“善行天下（一）”、“善行天下（二）”共七章，真实、精彩地描写和评述
了黄如论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特立独行的性格魅力和与时俱进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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