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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记者眼

唐骏：重新出发
姻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

唐骏是谁？
他曾是微软（中国）、盛大、新华都总裁。
他是北京邮电大学学士、日本名古屋大

学硕士、美国加州西太平洋大学博士。
他是职业经理人，被称为“打工皇帝”。
2013年初，唐骏完成了中国商界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 MBO（管理层收购），他本人出
任港澳资讯董事长兼 CEO。

他将又一次的工作跑道转换称为“重新
出发”，不仅仅因为他的角色从“打工者”变成
了“主人”，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之前
沸沸扬扬的“学历门”事件。

8月底的一天，唐骏现身北京一家书店，
与长久未见的媒体和公众见面。运动的习惯让
唐骏的体重从大学时代起就没有发生什么变
化，这让他颇为骄傲。最近他投资且参与表演
了电视剧《新乌龙办公室》，导演建议他在着装
风格上进行调整，虽然一样是规规矩矩的西
装，但颜色变得更加时尚、剪裁也更加合体。
“导演和我说，你需要颠覆性的造型。我

问还有空间么？他说你不颠覆就更没机会
了。”唐骏的开场白还是和以前任何一场演讲
相同，有力昂扬，不忘附加几句自我调侃。
“我是个还有点文化的男人。最近几年我

特别怕大家说自己没文化。所以我接受了这
个提议。”

媒体的爱与伤

初掌港澳，唐骏曾经考虑是不是要将全
方位的立体媒体作为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像
新闻集团看齐。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在当下的
大环境之下并不现实。
“我马上就放弃了。遇到不现实的客观条

件，不是靠执著就可以成功的。现在做《唐骏
来了》，我不能拥有媒体，但可以参与到媒体
中去。这可能对其他方面有所促进。”

唐骏同媒体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曾是
媒体的好朋友。微软进入中国早期，被媒体批
评为霸道和傲慢，甚至有的媒体人公开“挑战
微软霸权”。“打击盗版”的“一刀切”强硬模式
以及若有若无的配合，让微软的公关工作鲜
少起色。

2002年 4月，唐骏出任微软（中国）总裁
时，接受了央视《经济半小时》的采访。节目中
他侃侃而谈，表现得颇具风度而又自信儒雅。
微软越来越受到媒体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通过媒体开始认识唐骏。
“我有很多媒体的朋友。在微软期间，我

把我所有能说的都告诉记者，不能说的但要
是他们问了，我也会暗示他们，能让他们知道
的都让他们知道了。我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
有媒体，员工大会、渠道大会，还有去井冈山
等等，无不如此。”唐骏说自己和媒体建立了
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得到媒体“唐骏是最公
开的、最坦诚的微软中国区总裁”这样的评语
让他很开心。

在唐骏第一部独立完成的自传里，他花了
很多篇幅描述自己与媒体的互动。加盟盛大的
记者发布会，他亲自邀请了许多采访过他的媒
体；离开盛大任职于新华都时，媒体的好奇心
被他的沉默不语激发到最大化，而这也无形之
中提升了“唐骏”两个字的品牌价值。

但媒体的宠爱一瞬间就可以变成利刃。
“学历门”事件之初，唐骏觉得自己问心

无愧，他援引罗斯福的名言佐证自己不解释
的理由。“当有人诽谤你的时候，你忙着回应，
这些诽谤的话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真理；如
果你不理它，坚持做你自己要做的事，要不了
多久，这些话就会变成废话。”

但时间不但没有让事件淡化，反而愈演
愈烈，他选择的不回应也助长了“唐骏确实有
问题”的声音。一直和媒体处于“蜜月期”的唐
骏，在微博和传统媒体的联合夹击下，一时间
不知所措。

2010年 7月 6日，他选择接受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的采访，翻出自己的博士学位证书和
博士论文以证清白。未曾料到，媒体和公众的
怀疑却更进一步，完全没有任何消停的意思。

唐骏对记者说：“我有次参加企业家论
坛，有企业老总专门和我说唐骏我支持你，我
也没什么文化，小学四年级，学历不重要。我
说谢谢你的鼓励。许多人认为我没文化没学
历。我怕别人说我没文化，但我还是在追求文
化。‘学历门’事件让我学会如何面对。”

2010年唐骏的新闻价值不再是因为他的
经历，而是因为他过去的一张文凭。也有不少
媒体没有坚持平衡报道的原则，甚至对他的
话进行故意曲解。回忆当时，唐骏说：“我真的

被伤到了！我真的怕媒体了！”
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和小布什交流过的内

容，小布什告诉唐骏自己担任总统的 8年之
间，除了《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电视之外，不看
任何其他报纸或者电视。因为媒体几乎天天
都在骂他的施政纲领，对国家面临的问题喋
喋不休，小布什对他说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被
这样的报道影响自己的心情和决定。
“人生总会有曲折、风波。我选择的方式，

是去欧洲小国游学。背着书包去读书。当地没
有人认识我，把手机关掉。我躲到无人知道的
地方，过了几个星期。”这段独处的时光让他
平静，“人在极端情况下，会做出极端的事情。
冷静下来，反而变得更加客观。经过这段时
间，我回到普通、平凡的唐骏。”

过去即价值

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特别是有着“打工
皇帝”绰号的职业经理人，唐骏的名片先先后
后换了不少。但在颜色不同、样式各异、头衔
不同的名片中，总有一行字保留在那里———
“微软（中国）公司终身荣誉总裁”。

“你经历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通过努力获
得的，包括名誉、地位、权力、背景等，这些都
名正言顺地属于你自己。如果你把过去的荣
耀永远放在记忆里，那么它就会积上厚厚的
灰，过去的辉煌对你来说仅仅是这样的结果
就太不值了。你的过去，就是你的一张王牌，
是你价值的传承和体现。”

这个“终身荣誉总裁”的头衔，确实对于
唐骏离开微软之后的历程产生了作用；而且
他本人也将此看作自己现在拥有的最高荣誉
之一，对此津津乐道。

加盟盛大之后，唐骏面临的第一个大事
件便是盛大上市。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并不乐
观，加上纳斯达克市场上中国网络概念股表
现不佳，盛大要在这个时候上市，其难度犹如
想要在严寒湿透的木柴中生起一把火。

唐骏的具体任务是要精彩地完成每一次
路演，将盛大的盈利模式推销出去，让世界各
地的投资人认同这种模式，并相信它在未来
持续赢利的可能性。

2004年 4月 26日至 5月 12日，17天时
间里唐骏和他的团队转战三大洲，在 16座金
融中心城市进行路演，从中国香港到新加坡，
再到伦敦、法兰克福、汉堡，最后杀到美国的
华尔街。

每场路演，当主持人介绍唐骏是微软中
国区前总裁的时候，现场的投资者都向唐骏
投去一种别样的目光。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
了这一点，而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让他确
定在微软的经历是让投资人相信自己、相信
盛大的砝码之一。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问唐骏：“为什么要离
开微软？”

而唐骏的回答也十分一致并且简单：“我
放弃微软 500万美元的股权来到盛大，说明我

对盛大有信心，你们也应该对盛大有信心。”
但这种幸运却没有持续下去。路演团队

抵达伦敦之时，虽然前一天发布的新浪上一
季度业绩大大超过预估，但以其为首的中国
概念股却狂跌了 15%以上，纳斯达克市场一
路下挫。市场失去信心源于政府发布的消息：
中央政府需要加强宏观调控。
“对于盛大的上市，我们总是得不到大环

境的眷顾。”对于无力改变的客观事实，唐骏在
不能失败的压力之下，唯一的策略就是背水一
战。而他在微软的经历，再一次帮助了他。

伦敦的投资人在路演中对唐骏阐述的盛
大前景毫不感兴趣，甚至悠闲地抽起了雪茄。
唐骏对他使出了杀手锏，他问对方：“你信盖
茨么？”对方回答相信。
“那你知道盖茨信谁吗？”
“谁？”
“盖茨信我。”
微软的影响力让这位傲慢的投资人马

上放下了雪茄，欧洲人直线式的思维方式让
他迅速将自己的投资和微软的赢利建立了
联系：盛大———唐骏———比尔·盖茨———微
软。他很快地开始计算准备购买盛大股票的
金额。

唐骏将这种直线逻辑称为“盖茨信唐骏”
效应。

站在那里就好

在“学历门”之前，唐骏有一个广为人知
的故事是：他在教育部门口“站岗”，早、中、晚
向负责出国事务的领导问好，直至收到出国
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那天。
“如果当时我没有通过自己的执着得到

留学的机会，也许我的职业生涯就完全不一
样了。”唐骏告诉大家，“要把握离你只有一步
之遥的机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我这个‘唐
骏模式’———站在那里就好。因为很多人一定
会被这种执着感动。”

在微软，唐骏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和盖茨
之间还隔着经理、总监、副总裁的时候，他直
接给盖茨写了邮件。
“我想改变微软的开发模式，如果可以改

变Windows NT的内核构造，把英文内核变
成国际化语言的内核，这样国际版本的开发
便大大简化了，只需进行简单的界面翻译即
可，而且可以作到与英文版同步上市。”

由于直接上司对此不认可，唐骏下定决
心给盖茨写邮件。他将自己的想法、内容悉数
写下，但这封长长的信件并没有得到盖茨的
回复。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唐骏给盖茨发了第
二封邮件，基本内容和第一封并无差异，他告
诉盖茨，如果一直收不到回复的话，自己会每
星期重写一封。

第三周、第四周……一封封几乎同样的
信件飞向比尔·盖茨的邮箱，唐骏以为当有
一天盖茨不胜其烦的时候就会给他回信。事

实却并非如此，直到最后，盖茨也没有回复
他的邮件。

盖茨将他的邮件转发给了唐骏当时所在
部门的副总裁，建议他和 Jun（唐骏）沟通一下。
“因为我的这一次执著，改变了我的命

运。”唐骏说。
唐骏有一条著名的职场经验，内容很明

晰，无他，唯“简单 +勤奋”而已。但“执着”关
乎“机会”，似乎排在经验的前面。

关于跳槽，唐骏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
不能在公司需要你的时候走，要在自己做得
最好的时候走。担任微软（中国）总裁期间，
他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各种论坛
和活动中，当他被介绍时，众人都会投去羡
慕的眼光。

这种眼光曾经给了他很大的自信，但当
他决定离开微软进行不一样的挑战时，他希
望能够通过某种方式保留住自己的自信和别
人的这种眼光。

他给微软 CEO 鲍尔默和自己之前在技
术支持部任职时的主管写邮件，告诉他们自
己要离开微软了。对方极力挽留之下，唐骏询
问自己之前的主管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认可
自己。

主管告诉他，在微软从未有过这样的先
例，唐骏回答说过去没有不代表未来没有，他
希望能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如果能成为荣
誉总裁的话我会非常的满足”。

经过微软董事会讨论，唐骏获得了微软
的特许，2004年 2月 9日，微软大中华区总裁
陈永正向他颁发了“微软（中国）公司终身荣
誉总裁的证书”。

幸福的定义

执著在很多时候有着和勤奋相近的含
义，而真正教会唐骏勤奋的，恰恰是当初迫使
他离开名古屋大学的人———导师板仓文忠。
“由于板仓老师的一些‘伤害性语言’，我

和他发生了争执，在读博的最后半年，我放弃
了我的博士学位，我放弃了日本。”虽然师生
间有着不愉快的过往，但这并不影响今天的
唐骏重新审视曾经给他带来困窘的老师。事
实上，在日本的求学经历被他看作自己获得
“勤奋”这把金钥匙的源头。

“我原来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我甚至
认为不用勤奋同样可以做好工作。但到日本
留学之后，在板仓老师的高压之下，我拼命熬
夜工作。”

转投盛大的前几个月，“空降兵”唐骏一
直保持着一个固定的节奏：来得比“老板”陈
天桥早，走得比他晚。
“你必须要勤奋，哪怕作秀也要显得勤

奋。如果你可以天天这样做，当然也就不能算
是作秀了。没有领导会讨厌这样的员工。”

勤奋的唐骏唯一会在工作时间开小差的
理由只有一个，就是看到女儿上网的时候。他
一定要和女儿或者妻子聊上几句。在宣布跳
槽的发布会之前，他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女儿
甜甜的肯定声。

这或许就是唐骏世界中的脉脉温情，他
在职场之外的幸福感。

在《唐骏来了》节目中，他和大家探讨什
么是真正的幸福。讲到自己在北欧游学时的
经历，他援引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霍华
德·金森的调查，指出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
不会长久，而只有心灵上的淡泊宁静，才是幸
福的持久源泉和唯一归宿。

他并没有将自己在职场坚持的“简单 +
勤奋”原则与幸福建立起直接的关系，但按照
“盖茨信唐骏效应”的逻辑形式，勤奋和幸福
之间似乎也有着相似的联结：因为勤奋，所以
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也就不会有过度的
欲望，从而获得幸福。

带着这样的幸福感，以及一种阳光健康
的心态，“学历门”之后的唐骏，以崭新的姿态
重新出发。在完成MBO的尝试之后，他希望
能在港澳资讯实现第一个 EBO（员工收购）。
“年轻人二十七八岁一事无成，抱怨机会

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占据。我认为
这是浮躁的心态，我 32岁才开始自己的第一
份工作，还只是一名小小的软件工程师。年轻
和年龄无关。”

重新出发，唐骏已然做好准备。
“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还年轻。虽然年龄

不小，但是心态很年轻。有使不完的劲。我还
有冲动，有许多想做的事情。到了一个高度之
后，选择另一个起点，每一次职场变换，都是
从零开始。”

公共利益何处安放
开学第一周，

本是学子们重返校
园、再闻书香的好
时节，但兰州市一
所小学的师生们却
面临窘境。

为给属于重大
招商引资项目的中
央商务区让地，兰
州市决定拆除甘肃
省最悠久的学校之
一兰园小学，其前
身为清光绪年间创
立的“采兰经舍”。
而兰园小学的学生
们，则不得不“挤进”周边其他几所教育资源已近饱和
的小学里。

8月 31日，此事一经新华社披露，立刻引起广泛关
注。9月 1日，当地政府已叫停该小学拆迁计划，称兰园
小学将在原址永久保留，并就拆迁计划不周而给学校、
家长造成的不便和影响道歉。事实上在此之前，该校师
生已经为保留学校呼吁多日。

因为一篇官方通讯社的报道，兰州市地方官员对
这所百年老校的态度就有了 180 度的大转弯———尽管
我们无从考证地方政府究竟是真的考虑到学校的文化
价值和教育资源的紧缺现状，还是出于畏惧被媒体“揭
短”而进行危机公关，但追根究底，这背后折射的恐怕
还是部分地方官员政绩至上的执政思维。

或许这些官员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一所学校能够
传承多少教育精神与文化，而是一个项目能够给自己
的仕途加多少分。

表面上看，招商引资项目或许能够给城市发展带
来活力，但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事实却很容易被
官员们所忽视。这从长远来看，未必真正符合大多数人
的利益。

图片来源：新华社

“如果你把过去的荣
耀永远放在记忆里，那么
它就会积上厚厚的灰，过
去的辉煌对你来说仅仅
是这样的结果就太不值
了。你的过去，就是你的
一张王牌，是你价值的传
承和体现。”

唐 骏 在 他
的新书《我还年
轻，我还可以重
新出发》发布会
现场。

因为提出“2030
年我国可实现工作
4 天休息 3 天”，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王
琪延引起广泛关注。
不少网友认为，“4
天工作制”只是一个
美好的梦想，甚至有
人评论：“先把双休
日制度落实到位了，
再谈其它的”。对此，王琪延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自
己研究休闲经济 30 年了，“没想到这个话题会引起这
么大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王琪延所说的“4 天工作制”，是从
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一个理论，解释的是一种新型供给
和需求的经济形态，与普通民众想象的休息愿景与政
策期待仍有一定差距。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休闲其实
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并不是单纯的休息。

暂且抛开这些经济理论，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需
要真正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未来某一天实现了 4天工作
制，我们能否在工作之外，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王琪延希望倡导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把人们的
生活从工作重心中解放出来，引导人们进行休闲，做有
益于身心发展、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终日打
牌、看电视，进行不恰当的休息。正如王琪延所说：“从
哲学的角度上讲，休闲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过程。”

休闲的法则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72 岁的宫崎
骏宣布自己要退
休了。

有媒体盘点，
这是这位动画大
师第三次宣布退
休。不过，以他主
持的吉卜力工作
室发表官方退休
声明，还是第一次。
也就是说，这次宫
崎骏退休的真实
可能性很高。

作 为 日 本 动
画界的一个传奇，
宫崎骏被誉为“第
一位将动画上升到人文高度的思想者”，也是日本三代
动画家中承前启后的精神支柱人物。

过去数十年间，宫崎骏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感官
享受和最纯粹的感动，在《千与千寻》、《天空之城》、《幽
灵公主》、《风之谷》等知名动画电影制作的背后，是这
位大师严谨的态度与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正如曾与他
共事过的动画制作人奥田诚治所说：“宫崎导演把每部
作品都当作最后一部，倾尽全部精力从事动画制作，每
次都发起新的挑战。”

在电影商业化背景下，宫崎骏曾多次表示坚决
不会与好莱坞合作，说自己将继续手绘作品，“直到
画不动为止”；他还走上街头抗议核电，称吉卜力的
动画不会使用核电制作；他总在善意地提醒人们注
意自然、生活环境变化，一如在近日上映、他所执导
的《起风了》一片中，提醒人们警惕日本的民族主义
和战争风险。

大师的隐退令人们感到惋惜，但这位执着于爱好
的七旬老者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为理想，永不懈怠。

（吴益超）

为理想，永不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