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家们承受的生存压力要比一般人多得多， 如果不能建立良好的内部
与外部化解机制，他们很容易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出现严重的心理失衡

中国企业家不
懂政治，就做不好
经济。 企业家离开
党的领导，离开政
策，就是盲人骑瞎
马。据说，浙商有一
个 22条军规，其中
第一条就是：每天
看新闻联播

品牌故事

谭木匠的门店很小。 小到你几乎
不会注意这个品牌的存在。 但就是这
个“微小” 的品牌，2009年 12月 29
日，采取特许经营模式成功实现 IPO，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挂牌， 融资 2
亿多港元。 谭木匠掌门人谭传华夫妇
共同持有谭木匠 67.88％的股份，持股
数量为 165162500股，截至 2010年 12
月 31日按收盘价 4.8港元计算， 谭传
华夫妇身价达到 7.68亿港元。

一把小小的梳子， 让谭木匠成功
登陆资本市场， 也让创始人谭传华夫妇
实现了财富梦想。那么，一把小小的木梳，
也能走上上市路，这其中有何奥秘呢？

上世纪 80年代，记得每家的衣箱
上都放了很多梳子， 梳头成了当时打
理头发最重要的工具。

不过，消费习惯的变迁和理发、美
发美容等衍生服务产业的发达， 让梳
子的使用价值在衰减。

而且， 木梳镜子这些小物件都是
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非常容易仿造。全

国做木梳的成规模企业超过 200 家，
却偏偏只有谭木匠产品的毛利率超过
55％，纯利率不低于 30％。这快赶上芯
片、软件业了。 80-300元一把的高价
梳子，不打广告甚至从不降价，谭木匠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前段时间偶然去逛谭木匠的街边
小店，其产品似乎更精美了，木头的材
质分了很多种，它已经不是在卖梳子，
而是在卖中国传统的文化产品和功能
产品———把梳子当成文化产品、 礼品
和保健产品。

打开谭木匠 2009年的年报，赫然
发现， 梳子的销量和利润贡献率只有
30％左右， 更多的是木制小家居和文
化木制品。

谭木匠整个产业在延伸， 这是最
重要的发展奥秘———从梳子到梳理用
品系列，到木质家居系列。

虽然还是在做木头， 延伸的产
品属性却全然不同。显然，谭木匠已
经“混合”了新的消费元素，甚至时

尚元素，实施着跨界的“木头精品”
战略，在看似混合乱搭的产品背后，
有一条最本质的准绳在指引着，那
就是朝着“善于制木”的战略定位
发展。

混合是痛苦的， 进入的都是原本
不熟悉的领域，但没有这样的“与时俱
进”和自身变革，不跨界不越界，可能
谭木匠早就走下了商业舞台。

然而对于谭木匠而言， 梳子可谓

是起点，也可谓是支点，有了这个起
点和支点之后，谭木匠就有了可能建
立起属于自己的渠道和网络，并进而
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完成对消费者
的俘获，在此基础上，开始铺设自己
的“善于制木”的品牌混合通路和管
道，在这个准绳下，开始有限度地不
脱离本质地延伸相关木制产品， 从而
在其他木梳子纷纷消失之际， 昂首笑
傲江湖。 （石章强）

谭木匠的混搭战略

彭明盛

对很多企业来说，企业文化等

同于企业创始人的个人理念。 正是

基于这一点，那些具有明星风范的

企业领袖会被人们疯狂崇拜 。 同

样，在商业世界中 ，这种个性优势

也所向披靡，包括媒体也在不断渲

染这种人格魅力。 但问题在于，如

果某天 ， 这个企业的创始人不在

了，企业将如何继续存在？ 将这种

文化进行延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近日 ，IBM 公司董事长 、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盛来到清

华大学，就企业管理 、持续发展等

内容进行了精彩演讲。

领导力当大佬们病魔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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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平

将企业做到一定程度， 在实现财
富梦想和自身价值以后，便功成身退，
开始过上一种怡然自得的享乐生活，
这无疑是诸多企业家的理想结局。 但
更多的企业家往往“作茧自缚”———被
自己一手创建的企业所束缚，终年如一
日地劳心劳力，为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事
件所困扰，大多数时候处于极度焦虑和
狂躁状态，以至于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
严重恶化，甚至最终被拖垮。

企业家的病，是企业的最高机密，
外人难以知晓。很多中外知名企业家，
都被病魔深深地折磨着：史蒂夫·乔布
斯近期被报料得了胰腺癌，安迪·格鲁
夫曾被检查出了前列腺癌，泰德·特纳
是躁狂性抑郁症患者，理查德·布兰逊
从小有阅读障碍症， 堤义明深受孤独
症的侵扰， 稻盛和夫和孙正义都因为
肺结核差点丢了性命， 柳传志被美尼
尔综合症困扰多年， 王石被诊断出有
血管瘤， 张朝阳一度患有较重的心理
疾病……

苦其心志

2004年， 当乔布斯被传出患有胰
腺癌时，整个“苹果世界”都陷入了无
限的恐慌。从那以后，关于乔布斯的生
死存亡就成了所有“果冻们”无法回
避的辛酸话题。

从已经公开的报告看， 乔布斯所
患的疾病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胰腺
癌，而是胰岛细胞瘤。胰岛细胞是胰腺
的内分泌部，它散在于外分泌部之间，
可以分泌多种内分泌激素， 调节人体
代谢功能。换而言之，对乔布斯生命状
态形成挑战的， 主要是生理层面的内
分泌失调。

导致乔布斯患上胰岛细胞瘤的因
素有很多，精神压力巨大、长年的不良
生活习惯以及长年积累下来的慢性疾
病，肯定难逃其咎。

很小的时候， 乔布斯就知道自己
是一个弃儿。被亲生母亲抛弃，让乔布
斯一生都摆脱不了这种伤痛。 为了弥
补心灵上的失衡，乔布斯选择了退学。
从学校肄业后， 乔布斯只能窝在朋友
房间的地板上睡觉。为了填饱肚子，乔
布斯曾像流浪汉那样到处去捡可乐罐
换钱， 或者是每个星期天晚上走七英
里路， 去印度教神庙吃一星期惟一的
一顿好饭。

这种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让
还未成年的乔布斯的内心被极度扭
曲。 “苦其心志”的结果，一方面让乔
布斯养成了“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
精神，另一方面也为其长期的“与天
斗，与人斗”的孤立状态埋下伏笔。

在中国，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
传志， 也曾在公司内忧外患的成长
过程中不幸种下了美尼尔综合症的
病根。

1987年， 联想第一次从香港进口
计算机设备。那时，整个外贸市场还没

有完全开放，要引进设备，不仅要找进
口商人帮忙， 还要有人民币兑换指标
和进出口商品的批文。

几经周折， 柳传志找到了一个深
圳进口商。 因为介绍人说这个进口商
非常可靠， 所以柳传志很爽快地把从
银行贷来的 300万元打了过去。 可没
想到， 钱一到账， 进口商就“人间蒸
发”了。 为了追回公司的救命钱，柳传
志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追款中，因为
心理压力巨大， 柳传志每到晚上一两
点钟就会从梦中惊醒。

尽管随后联想逐步走向正轨，公
司规模不断壮大， 但柳传志的病不仅
没有好转， 反而随着 1993 年爆发的
“倪柳之争”而愈演愈烈。

劳其筋骨

随着媒体的不断曝光， 企业家因
病英年早逝的案例不断进入公众视
线， 使得人们也开始对企业家这个群
体的生理及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
2001年 7月， 时任青岛啤酒总经理的
彭作义因心脏病发作离世， 时年 56
岁；2004年 11月， 均瑶集团董事长王
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离世， 时年 38
岁；2005年 9月，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
孙德棣猝死，时年 38岁；2008年 7月，
同仁堂董事长张生瑜突发心脏病去
世，时年 39岁。 除了身体的不健康，还
有心理的不健康：2003年 9月，河南黄
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悬梁自缢，

时年 51岁；2008年 8月， 浙江一新制
药董事长郑亚津因公司效益滑坡自缢
身亡，时年 51岁。

实际上， 大多数中高层管理者健
康状态恶化， 也多半与企业家本身处
在不健康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 这一
点，凌志军在畅销书《联想风云》中的
描述就相当有代表性：“2004 年 1 月
的某一天，柳传志到海军医院看病，被
一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 多年以前为
柳传志医疗‘美尼尔症’的李大夫告
诉他，‘你手下的那些年轻人都不要
命啦。 ’他对柳传志说，‘你看看，全都
是一身病。 ’于是柳传志看到那一串
名字和一串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脑
血栓、肝功能小三阳。他深知治理一个
大公司的艰难， 但却怎么也没想到这
才过了 3年， 他的年轻经理们几乎个
个拖上了一身疾病。 ”

是不是企业家一定要抱着“鞠躬
尽瘁，死而后己”的心态才一定能把
企业做好呢？

事实也不尽然。 比如皇明太阳能
董事长黄鸣，也深受竞争压力之苦，在
一篇文章中，他曾写道：“企业家表面
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一个人一旦选
择了以企业家为业， 便意味着他的一
生从此将与压力、竞争、劳累、焦虑结
伴而行，再也不得轻松……”正因为
他看到了企业家风光背后的煎熬，所
以一直在寻求超脱之道， 经过反复的
摸索和实践， 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
职业团队， 并建立起一套最符合自己

企业的绩效考核制度。 崇尚充分放权
的他，甚至如此“警告”全体员工：事
无大小，直接找管理层归口部门，不要
找老板，违者轰出去。

成为甩手老板后， 黄鸣每周都有
一两次机会到街头找那些素不相识的
小伙子踢足球。 让那些愣头愣脑的年
轻人难以想象的是， 这个常常被他们
撞得鼻青脸肿的人， 竟然是一位亿万
富翁。

“曾益其所不能”

企业家们承受的生存压力要比一
般人多得多， 如果不能建立良好的内
部与外部化解机制，他们很容易在巨
大的压力面前出现严重的心理失
衡，这一点无论在乔布斯，还是柳传
志、亨利·福特身上都有体现，但也
正因为他们从来不向困难妥协，他
们总是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因此，他们的各项潜能往往能
在不间断的逆水行舟过程中得到最
大限度开发。

为了应对种种外部冲击， 也为了
梳理各项内部矛盾， 他们慢慢学会了
“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他们
也正是凭借这种能力， 在无数风浪中
逢凶化吉。尽管他们在具备这种“处变
不惊”的超凡能力之前或者之后，可能
处于不佳状态，但不管怎么样，无数的
风雨洗礼，的确改变了他们，也帮助他
们顺利实现了改变世界的目标。

◆池向东

最近翻看马云各处讲话汇编
起来出的一本书， 其中有一句话
讲得十分到位，“中国企业家不
懂政治，就做不好经济。”诚如此
言， 经济与政治从来就如影随
形。 列宁有句名言：“政治是经
济的集中表现。 ”邓小平同志也
深刻、 尖锐地说过：“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
政治。 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
治， 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
问题。 ”

在中国， 大凡做得好的企业
都是讲政治的企业， 成功的企业
家是懂政治的企业家。 因为中国
的企业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既
是经济细胞，又是政治细胞，是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家政治发展
的支撑点。

曾被浙商疯狂热捧的浙江工
商局局长郑宇民也说过：“我们
这样一个国度， 企业家离开党的
领导， 离开政策， 就是盲人骑瞎
马。 ”据说，浙商有一个 22条军
规，其中第一条就是：每天看新闻
联播。

企业应该怎样讲政治呢？
一是要处理好与政府部门之

间的关系。 我多次说过要与政府
谈恋爱，但不能结婚。冯仑说得更
好，要热恋但不能同床。就是说要
尊重、支持和配合政府部门，但不
要与政府做交易， 不要靠官员挣
大钱。

二是要处理好与政策法规之
间的关系。我认为不要犯傻，但要
守法。 许多企业说， 我们不会打
劫、放火诈骗，我说，你们对守法
的理解太狭隘了。劳动合同法、产
品质量法、 环境保护法……这些
都是法， 就连政府发的公告、通
知、办法，也具有法的意义。

企业家讲政治， 从哲学层面
说就是要有时空意识， 知道你在
哪儿，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古人讲
时势造英雄， 不识时务者不仅成
不了英雄，而且会处处碰壁。孟子
说孔子是“圣之时者”，鲁迅释义
为“摩登圣人”， 圣人都要看时
间、地点去做事，何况企业家。

企业家讲政治， 从某种意义
上说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在当下，
就是要坚持全面科学可持续发
展， 实现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相
统一， 在做强做大做好企业的同
时，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和谐稳定的社会贡献力量， 为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良好的
物质基础。整不明白这些道理，就
一定做不好企业。

企业家就是企业家， 不要做
政治家，也不要做艺术家，但企业
家一定要懂政治，讲政治。

(作者系北京稻香村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Xinnruinzhinsheng
新锐之声

父母只是给了你一个外表的轮

廓，但是后来的修饰还是靠自己，你

的内心、 生活环境和心态就是你的

外表。外表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尺度

可以很大……内心简单阳光， 外表

也会很不一样。

———23 日，新华都集团总裁兼
CEO 唐骏在个人微博中这样说。

唐骏

乔布斯和盖茨的差别是： 两人

都常被媒体批评， 但是乔布斯不在

乎别人怎么说自己， 可以客观评估

每个报道和节目。 而盖茨在乎他在

人们心中的形象， 会为负面报道生

气。乔布斯发火可能是“做戏”，为了

要达到目的或效果。 盖茨则无论喜

怒哀乐都比较随性。

———23 日， 创新工场 CEO 李
开复透露，微软共同创始人保罗·艾

伦在《Idea Man》一书中将苹果公
司创始人乔布斯与微软公司创始人

盖茨进行了对比。

李开复

李善友

看见人家墙要倒 ， 如果不能

扶，那么不推，也是种善良。 尤其当

身边的墙要被推倒时，你无力去扶

也就罢了；如果还帮着去推 ，并且

媚笑曰：这墙早该倒了 ，这就无耻

了。 况且墙和墙都是连着的，一片

墙倒下了，跟它临着的墙还不早晚

得倒？

———22 日，酷六网创始人李善

友在个人微博中如是说。

企业家
要懂政治

李东生

不论做人还是做企业，诚信和

口碑都是最重要的基石 。 只求目

的，不问手段也许能挣到 “快钱 ”，

但同时也在透支信用，扼杀企业未

来做大做强的机会。

———20日，TCL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东生说。

谭木匠掌门人谭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