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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是在今天的中国商界很能立得

住的一个名字。

  从我听说到了解任正非其人，已经过去

了快20年。

  第一次听说任正非的时候，我对他的了

解 很 浅。因 为 他 总 是 很 低 调 ，不 怎 么 见 媒

体。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任正

非 看 过 我 的 书《野蛮生长》，想要约我聊一

聊。他会和我聊什么呢？他从事的是电信

和制造业，而且是年龄比我大的企业家，而

我是一个做房地产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好像

有点不搭调。

  那次聊天，任总给我留下的印象就一个

字———“大”。第一，块头挺大，他个子高、身

形比较大；第二，格局大，我们做房地产那会

儿，只盯着一块地、一件事，而他考虑的是全

世界的事；第三，视野大，他给我横着讲、纵

着讲，讲了很多历史，也讲了很多在国外的

见闻。

  他聊天跟别人不一样，很多时候大企业

家也好，做小买卖的也好，聊的事都比较小，

比如聊自己怎么赚到钱、多么牛，而他喜欢

谈一些辽远、空旷的事，或者说纵向垂直很

深的事。

  那次聊天之后，我们没再多联络。后来

有一天，华为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任总

请我参加一个活动。这很少见，因为华为的

活动跟房地产业没有什么关系。任总也不

太喜欢举办论坛之类的活动。正因为这样，

我一定要去参加。活动是在北京西边的一

个地方办的。当时我进了胡同一看，里面是

个院子，院子里摆了两横排像对坐吃西餐的

桌子。

  那天的现场有中关村科技园以及教育

部门的领导，还有一些文化人。这个人员组

成看起来非常奇怪，我看不明白这个活动攒

的是什么事。不过就像之前讲的，我对任总

的第一印象是“大”，所以我认为他找我们为

的一定是件大事。

  我记得那天正值初春，天气特别好，树

已经开始发芽了。他们在院子里挂了一块

幕布，循环播放片子，有时候播出的是烽火

硝烟的画面，有时候播出的是很多年轻人在

街头演讲、唱歌的画面。大家都不知道这是

个什么活动，这个时候任总来了。

  会上，任总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一

件事”，听到这里，在场的人都以为是一件特

别大的事，结果没想到他是请大家来帮忙想

校训的。

  任总的高中是在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

读的，叫都匀一中。那是一所很老的学校 ，

老到它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代嘉靖年

间。都匀一中出了任总这么一个优秀的校

友，现任校长希望他捐款支持学校建设。

  任总答应了校长的请求，并问校长学校

的校训是什么，校长答不上来。于是任总对

这位校长说：“如果你不能把校训搞清楚，不

清楚为什么要办学校、怎么样办学校、想办

成什么样的学校，我找朋友来帮你搞清楚，

我们一起来定校训，定好校训就按照校训的

要求去做，然后我捐款支持你。”

  听 了 这 次 活 动 的 缘 起 ，大 家 都 特 别 兴

奋。这是一件私事，也是一件公事，关键是

大家从来没想过在捐一笔钱给学校之前，要

学校把校训讲清楚。我事后一想，任总这个

做法确实很有道理，做一件事最要紧的地方

不在于钱，在于理，不在于事情本身，在于它

的缘起和发心。

  大家拿起桌子上的资料看，发现资料准

备得特别齐全，不仅收录了当今中国著名学

校的校训，甚至还收录了民国时期一些学校

的校训。后来，任总还给大家播放了一段讲

述都匀一中校史的视频，大家就根据这段视

频和桌上的资料，边看边想。

  这时候我才发现，定校训是一件挺有讲

究的事。有的校训是往大里写的，有的校训

是往小里写的；有的是写给学生的，强调品

格的塑造；有的是写给校长的，强调办学的

宗旨；有的则是写给时代的，要求全体师生

爱国、敬业。

  最后任总让大家把想法写在纸上，他收

集起来回去跟校长再研究。过了一段日子，

任总还把这件事的结果反馈给了大家，定好

的校训是六个字：立志、崇实、担当。

  这校 训 是 定 给 学 生 的 ，也 是 定 给 学 校

的。他希望学生立志、崇实、担当，希望自己

和老师们踏踏实实办学校，办一所生命力顽

强的学校。此外，学校要承担起时代和社会

赋予的责任。其实这六个字里面，也有任总

自己的身影。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和今天的

华为都秉承立志、崇实、担当在做事。

  为了帮助学校定校训，任总请来这么多

的朋友，花了这么多的精力，直到今天，每当

我想起这件事还是很感动，因为我从没见过

哪个人像任总这样重视定校训这件事。他

要帮助这所学校明确发展的愿景和方向，同

时再投一笔钱给它，让它有充足的资金把学

校办好。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原来任总不仅

“大”，还“轴”。这个“轴”就是坚持、较劲，这

是一种一定要把事情搞透的劲头。这也是

我们跟任总之间的差距，我们做事的时候不

够 较 劲 ，不 够 往 深里凿 ，不够当真 ，不够坚

持，不够用心，而他能够3 0多年如一日地坚

持内心的那个理、那个劲，然后低调地埋头

做事，就像他研究这个校训一样。这么较劲

的事，是不大容易做出来的。

  今天，“任正非”这三个字之所以赢得这

么 多 尊 重 ，华 为 之 所 以 做 到 今 天 的 市 场 地

位 ，跟 任 正 非 的 这 些 理 念 和 特 质 是 分 不

开的。

  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品质，使华为在通

信、消费电子及5G等领域，站到了行业前端，

进入到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任正非。

（摘自《中国商人》）

我心目中的任正非

□冯仑
  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演讲，一名同学

问了我一个问题：“老师，大学学的知识对

你现在的工作有多大的帮助？”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稍微犹豫了一下，

回答说：“不到10%。”

  为什么这么说？

  我这一生只能学会三件事，就是知识、

技能和态度。

知识

  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已经被發现和

证明的规律。它是确定的，不需要你通过自

身的成功、挫败去验证。

  比如，“1+1=2”是确定的；再比如，供给

大于需求 ，价格就会下降……这些都是 确

定的。

  学 习 知 识 的 方 法 简 单 直 接：通 过“ 记

忆”，把知识分门别类地存放在你的“存储

脑”的某个“抽屉”里。

  在大学里甚至整个学生生涯中，我们学

的 大 部 分 都 是 知 识 ，数 学、物 理、化 学、地

理、历史、生物……都是知识。

  但知识是有适用边界的，甚至是有保质

期的。你生命中最有知识的时刻，几乎是你

高考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估计就忘了一半。

我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很多，但现在还有价

值和时效的已经不多了。

  工作一直在变，要求一直在提高，我一

直在学习，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不学习

就要被超过。学习知识，要用“脑”。

技能

  比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技能。

  什么是技能？技能就是那些你以为你

知道，但如果你没做过就永远不会真的知道

的事情。

  很久以前，有人教过我怎么同时抛三个

橘子：第一，用左手把橘子抛到空中；第二，

立刻把右手的橘子交到左手，并等待落下的

橘子；第三 ，等上升的橘子到了最高点，抛

出下一个。要领很简单，我很快就记住了。

可是到今天，我还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

我缺乏练习。抛橘子之所以叫“技能”，就

是因为它是“学”不会的 ，要靠“习”，要用

“手”。

  还有哪些是技能呢？骑自行车是技能，

你永远“学”不会骑车，只能靠练“习”，甚至

练到浑身淤青之后，才能掌握这门技能。演

讲是技能，你读了100本教你如何演讲的书，

但如果从不上台，恕我直言，你还是一辈子

都“学”不会演讲。谈恋爱也是技能，但很

可惜你一辈子也谈不了几次恋爱，所以，因

为缺乏练习，自古以来地球人都是不擅长谈

恋爱的，等你真的“习”得了这种能力，估计

已经用不上了。

  仔 细 想 想 ，我 们 是 不 是 常 说 沟 通“ 技

能”、谈 判“ 技 能”、演 讲“ 技 能”、管 理“ 技

能”，却不说沟通“知识”、谈判“知识”、演讲

“知识”、管理“知识”？因为这些都只有靠

练习才能变成条件反射，存储在你的“反射

脑”中。

态度

  最难学的，是态度。

  什么是态度？态度就是你选择的用来

看待这个世界的那副有色眼镜。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门，无论外人如何

呼喊、冲撞，这扇门始终只能从里面打开。

态度是没有人可以教的，态度是你的“心”

的选择。

  历 史 上 ，知 识、技 能 达 到 极 致 的 人 很

多，丘吉尔、希特勒都是。但是他们选择了

完全不同的态度，于是对世界产生了完全不

同的影响。

  态度源于心灵。所以有人说，态度决定

一切。

  关 于 知 识、技 能、态 度 ，我 给 你 两 个

建议：

  第一 ，不要把知识当技能学。有一 些

“实战主义者”，只相信自己感悟的东西，说

“听了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所

以拒绝学习前人思考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

把知识当技能学，通过四处碰壁，总结出一

些似是而非的经验。这就是“重新发明 轮

子”。你的顿悟，可能只是别人的基本功。

只 有 站 在 前 人 的 肩 膀 上 ，人 类 才 能 不 断

进步。

  第二 ，不要把技能当知识学。有一 些

“理论主义者”，喜欢通过买书来学习。想

学演讲，买本书来看看。想学谈判，买本书

来看看。你能买到的书，教的都是练习技能

的步骤，而不是技能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用脑学习知识，用手学习技能，用心学

习态度。把知识学以致用 ，把技能练成 艺

术，你用心相信的东西才可能实现。

（摘自《风流一代》）

  文坛大作家们的作品都一本正经，他们本人也

如此吗？不，他们非常有趣，可爱，古怪！还有很多

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葩”行为！

  鲁迅：酷爱甜食的铁血文豪

  笔锋尖锐如刀的鲁迅 ，平日里——— 极度嗜甜！

他蛀牙严重，吃多了甜食会痛到崩溃，然而还是会在

看完牙医后，愉快地买一堆饼干，回家大快朵颐。

  有一次他的朋友给他带了柿霜糖用来治口腔溃

疡，结果鲁迅没忍住，半夜爬起来狂吃！还给自己找

理由，万一最近嘴上不生疮，岂不就浪费了？还是趁

新鲜赶紧吃了吧！于是鲁迅正值英年便牙齿不保，

30岁就全镶上了假牙。

  余华：好朋友是用来坑的

  “把痛苦留给读者，把快乐留给自己”的余华，自

然也不能缺席！余华年轻时酷爱踢足球，有次比赛

时他放了个大招，半道把自己的好朋友史铁生推来

当守门员。还跟对手说小心点，别把我们铁生踢坏

了。“敌方”一看，大事不妙！这谁还敢朝球门踢，史

铁生可坐着轮椅，踢出事儿来咋办？有史铁生坐镇，

余华队确实没再失球。

  大仲马：真硬汉，软心肠

  话说有一次，大仲馬的好朋友来探望他，结果看

到他坐在书桌前哭。这一哭就是几十分钟，朋友实

在忍不住了，问大仲马到底怎么了。这才得知，大仲

马正在写《三个火枪手》，只有其中一个火枪手死了，

故事才能写得下去。但大仲马超喜欢这个角色，一

直试图改变角色的结局，却写不出来！他的笔不听

他的使唤啊！大仲马的朋友知道后也笑了，说你知

道我来多久了吗？大仲马的仆人说：“先生，你才来

了几十分钟，我的主人可哭了好几个小时了。”

  马克·吐温：一生致力于做“斜杠青年”

  马克·吐温一生有很多伟大的著作，但并不妨碍

他做过许多工作，印刷工、水手、出版社老板……以

及发明家。他的一生中甚至有两项发明获得了专

利！其中一项，就是防止宽松衣服下滑的可拆卸松

紧带！现在女性文胸上使用的松紧肩带就用的这个

原理！感谢伟大又勤快的马克·吐温，不仅留下了包

括《百万英镑》在内的数十本精神养料，还为后世提

供了宝贵便利的发明。

  巴尔扎克：天下第一咖啡狂魔

  巴尔扎克坚信睡眠无益于写作，还会扰乱心智，

于是成了咖啡狂魔。为了能保持清醒，从白天到黑

夜又从黑夜到白天地写作，他一天起码要喝50杯咖

啡，而且只喝浓的咖啡！《人间喜剧》这部洋洋洒洒由

90多部小说构成的大作，就是在一杯杯咖啡里泡出

来的。连著名咖啡狂伏尔泰也只能甘拜下风！ 毕

竟——— 伏尔泰一天只喝40杯咖啡。

  雨果：为了不拖稿，我啥都能干

  写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巨著的雨果，

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写稿拖延症。为了能顺利

写完小说，他只好让仆人把自己所有衣服都藏起来！

没法出门了，他才好埋头激情创作。但时间长了，他

总能找到仆人藏衣服的各种隐秘角落，于是他又想

了一招，把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各剃掉一半！怎么着

也是个名人，这样出门不体面，只好待在家里安心写

稿了。

（摘自《奥秘》）

文坛大家的“奇葩”行为

□升龙

  什么是好的生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人生哲学的

基本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争论不休的问题。许多人都同意

人生的意义在于获得幸福，这个答案直接明了，但麻烦在于，

“幸福”是什么意思呢？

  我 们 先 来 看 一 个 例 子 ，这 个 例 子 出 自 柏 拉 图 的《理 想

国》。想象有一种“魔戒”，戴上它以后可以隐身，随便做什么

事都不会被发现。许多我们想做但又不敢做或不能做的事

情，在隐身之后就都可以做了。

  比如你可以把书店里所有想看的好书都拿回家，到餐馆

随便大吃大喝也不用付钱，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可以为所欲

为。那么，戴上这个隐身魔戒之后，你会获得幸福吗？

  这个思想实验表明，我们的幸福感不足似乎是因为受到

了许多限制，比如人情的、道德的、法律的种种限制，阻碍了

我们某些欲望的实现，好像只要满足了这些欲望，我们就能获

得幸福，或者幸福感会大大提升。

  但仔细想想，可能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被道德和法律限

制甚至禁止的许多欲望（不是全部）是低级的欲望，仅仅满足

低级的欲望会使我们获得幸福吗？这是大可怀疑的。

  以前的君王、现在的大富豪，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为所欲

为，但他们真的感到幸福了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并不

支持这一点。

  其次，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美好的人生，我们幸福来源

的一部分，是获得社会或者他人的承认：让别人看到你的面

目，尊重你的人格，肯定你的成就，承认你的价值。如果戴上

了“隐身魔戒”之后你变得不可见了，这些幸福的来源也就失

去了。

  由此看来，“魔戒”的魔力是很有限的。我们再来看一个

例子。假设有这样一台电脑装置，接到你的神经系统后，可以

模拟你的任何大脑活动。进入这个“体验机器”的虚拟现实世

界后，你可以获得任何你想要的体验。

  比如，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写出了伟大的小说，在著

名媒体上谈笑风生，和你的偶像约会散步，甚至还有更好的，

你自己就变成了偶像明星，享受飞黄腾达的感受……

  这个思想实验是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提出来的。它的

意思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处境都是不够理想的，时常受到

困苦和烦恼的束缚，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接受一种更好的处境，

哪怕是制造出来的虚拟现实，只要它虚拟出来的感受足够真

切，我们就摆脱了所有的困苦和烦恼呢？

  如果一生都能在“幸福体验机”中度过，那么何乐而不为

呢？这样我们就会获得幸福了吗？好像还是缺少了什么。

  我们的幸福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我的价值感和尊

严感，而价值感和尊严感的达成往往是涉及过程的。比如，我

们去旅游，并不只是直达一个风景点去观赏。通往景点的跋

山涉水的路程，甚至其中的辛苦和沿途的变化以及最后的风

景，它们连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旅行的享受。

  又比如，你在期末考試中获得了满分，你为此感到喜悦，

大家也纷纷向你祝贺，由此你获得了成就感。但真正的成就

感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个满分的结果。

  你平时的学习、复习备考、在其中付出的努力，包括曾被

一些难题困扰，以及解决难题后的豁然开朗……这整个过程，

再加上最后取得的满分的结果，才构成了你的喜悦和成就感，

这样的满分结果才是值得骄傲、值得祝贺的。

  假设你的老师不让你参加考试，直接在你的成绩单上给

你记100分，你能够获得同样的幸福感吗？恐怕不能。

  这些思想实验激发我们去思考构成我们幸福感的各种条

件和要素。显然，幸福包含着许多丰富的组成部分和内容，单

独抽取出某一个要素，很难满足幸福的条件。

（摘自《格言》）

究竟怎样才能过上好的生活

□刘擎

知识、技能与态度

□刘润

  今天，在外用餐，听到邻桌一个母亲在厉声斥责她四岁的

稚龄儿子：“不要把东西丢在地上！捡起来！”

  孩子嘟着嘴，不情不愿地把鸡骨头和纸团捡起，负气地丢

在桌上；捡得不干净，地上还残留着他制造的垃圾。

  上述母亲教训孩子，用意良善，遗憾的是，她在众目睽睽

下气势汹汹地叱责他，却没有好好解释个中缘由，可以肯定的

是，他日后还会重蹈覆辙。

  许多家长，对孩子最常说的两个字是：不要、不许！不能！

不可！不该！

  孩子雙耳灌满了这个“不”字禁令，然而这后面的道理，他

们却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一旦触犯禁令，就会招来犹如“紧

箍咒”般的责骂，所以，他们只好照做如仪。那些性子狡黠的

孩子呢，还会阳奉阴违，根本收不到教育的效果。

  实际上，在父母的“禁令”里，是藏着长者的智慧和道德守

则的，只要耐心向孩子道明，孩子会受惠终身。比方说，父母

叫孩子不要朝地上抛垃圾，就必须向他解释那是与大环境的

清洁有关系的；不许吃剩食物，那是因为地球的资源不能恣意

糟蹋；闪电打雷时不该在户外玩耍，因为那涉及人身安全，父

母更可借机向孩子解释自然界的各种天文现象。以此类推。

  孩子长期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当会长成一个自信、自

重、自爱的人。

（摘自《羊城晚报》）

你得告诉孩子个中缘由

□尤今

  我曾读过两个关于牛的故事。

  其一：一位农夫和儿子一起想把牛牵进牛棚，牛却

较起劲来，死活不肯进。父子两人你拉我推，牛却丝毫

不动。这时，农夫的妻子从河邊拔了把青草，一边喂牛

一边向前走，很快就顺利将牛带进了牛棚。

  其二：有人在乡间旅行，看到一位老农把喂牛的草

铲到一间小茅屋的屋檐上 ，感到奇怪 ，于是就问道：

“你为什么不把这草放在地上呢？”老农说：“这种草草

质不好，我要是放在地上，牛就不屑一顾了。但我若是

放到了牛勉强能够得着的屋檐上，牛就会努力去吃，直

到全部吃完。”

  这两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农夫的妻子和铲草的

老农都认知牛的本性，并依靠牛的本性，很好地掌控了

牛的行为。

  牛则只顾满足自己本能的欲望，被动地顺应了人

的要求，同时失去了相应的自由。

  这两个故事也给人启示，“向非悟本性，未免声律

拘”。

  人应该知道如何顺应本性地去生活，但又不要被

名利、贪嗔、情绪等外在之物所困扰；既实现了自我意

愿，又获得心灵上的自由。

（摘自《今晚报》）

本性与自由

□李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