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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集资2.1万元，
在深圳创立了华为公司；次年，任正非出
任华为公司总裁。随后28年间，任正非凭
借持续创新创业的精神，引领华为不断创
造商业奇迹，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如
今，华为从一家立足于中国深圳特区的民
营企业，稳健成长为年销售规模超过2880
亿元人民币的世界500强公司。华为的电信
网络设备、IT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
端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成为中国杰
出的企业家之一，曾两度登上美国 《时
代》 杂志全球 100 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
……《时代周刊》曾这样评价他：“任正非
是一个为了观念而战斗的硬汉。”

年逾不惑的创业者
有句话说，“25 岁到 35 岁为创业最佳

期，40岁已经相当迟，40岁以后则是例外
中的例外。”言外之意就是说，一个人创业
时越年轻，也就越有更多尝试的机会、更
大的冲劲和实力。相比之下，任正非的成
功更像是例外中的例外：创业的时候，他
已经 43 岁了。43 岁从零开始，这谈何容
易？

但是，即使到了这个年岁，任正非依
旧保持着年轻人的冲劲和锐气。创办华为
公司后不久，任正非即决定走一条自主创
新之路。1991 年 9 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
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作为研制程控交
换机的场所，50多名年轻员工跟随任正非
开始了充满艰险和未知的创业之路。虽然
环境艰苦，但是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怀
着勇往直前的干劲，任正非几乎每天都到
现场检查生产及开发进度，开会研究面临
的困难，分工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任正非就是用这种精神弥补了当时公
司物质极度短缺的劣势，使得大家都为一
个美好的明天而齐心协力。10年后，华为
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公司

总部搬到了深圳龙岗坂田华为工业园。华
为熬过了创业的艰苦岁月。

“假设”未来的思考者
在过去近30年的发展历程里，华为始

终保持着快速的前进步伐，创造着各种令
人瞠目结舌的商业神话，将一个个历史悠
久、资金技术实力雄厚的对手甩在身后。
华为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任正非起
到了重要的引领和决定性作用。

正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危机感，默默引
领着这个庞大的通讯帝国披荆斩棘。华为
内部不时传出任正非“泼冷水”的声音，
比如，“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华
为的冬天”，甚至要求员工们坚持对自己、
对今天、对明天作出批判以及对批判的批
判等。

“这不是危机意识，这就是假设，假设
未来的方向。我们是假设个危机来对比华
为，而不是制造一种恐慌危机。”任正非曾
幽默地称他在华为最大的权力就是思想
权，而思想家的作用就是假设。他进一步
阐述了假设之于思想的重要性：“只有有正
确的假设，才有正确的思想；只有有正确
的思想，才有正确的方向；只有有正确的
方向，才有正确的理论；只有有正确的理
论，才有正确的战略……”这种忧患意识
的假设，让华为员工戒骄戒躁，奋斗不息。

同时，华为做任何事情，都以客户为
中心，全力以赴，甚至不顾个人安危——
生怕做不好让客户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思
想理念正是华为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思
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句广告语
无形中为华为的持续高成长做了最好注
脚。

“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
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
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通过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
处于激活状态。”华为不仅输出了优质产

品、行业标准和先进的管理制度，更输出
了思想。事实上，任正非的企业理念在中
国企业界乃至其他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

任正非说，华为需要一批各方面的统
帅人物，需要在管理、研发等领域造就出
一批战略家，也需要一批仰望星空、假设
未来的思想家。

放眼全球的战略家
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当下，互联

网以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信息沟通、
交流以及海量的信息资源传送、呈现、挖
掘和共享，正在颠覆传统经营模式，并对
越来越多的行业造成巨大影响和冲击。互
联网思维开始盛行，甚至颠覆、超越以往
的工业科学管理模式。

2015 年 10 月，任正非接受了 《福布
斯》杂志专访，畅谈了对中国创新、“互联
网+”、“工业4.0”等热门话题的看法。任
正非认为，互联网只是工具，我们的目的
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
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中
间，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创新至关重要。因
此，我们国家要踏踏实实迈过工业化才
行。另一方面，云计算正在摧毁基于卖产
品和卖服务的传统 IT 业，包括软件、硬
件、网络设备和传统IT服务厂商等。云计
算的颠覆性有可能是IT业有史以来最大的
一场革命。

面对这样的形势和挑战，任正非对云
计算和大数据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认识，
并吹响了坚定的冲锋号角。“当前 4K/2K/
4G和企业政府对云服务的需求，使网络及
数据中心出现了战略机会。这是我们的重
大机会窗，我们要敢于在这个战略机会窗
开启的时期，聚集力量，密集投资，饱和
攻击。扑上去，撕开它，纵深发展，横向
扩张。我们的战略目的就是高水平地把管
道平台做大、做强。”2016年1月13日，任

正非在华为市场工作大会上表示。
任正非以“纵深发展，横向扩张”为

核心，分析了华为如何立足主航道，在已
发现的战略机会上聚集能量，迅速做大。
他提出，终端业务要在5 年内超越1000 亿
美元的销售收入；企业业务要抓住成功的
部分，先纵向发展，再横向扩张。智慧城
市、金融行业的IT正向云架构转型，电力
行业转向数字化，政府和企业扩大对云服
务的需求，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机会。华
为要敢于和大数据、云计算的科技巨头博
弈，以迎来新的历史转折，实现更好发
展。

近年来，华为在运营商业务、终端业
务和企业业务三个方面，齐头并进，步入
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对于华
为来说，最大的变量，也是更具战略性和

颠覆性的，还是云计算技术，这关系到华
为的立身之本以及未来生死。这一次，任
正非再次表现出高涨的创新创业热情，向
世界水平高科技发起冲击。

“未来将是一个全联接的世界。”这是
任正非领导下的华为孜孜以求的信念。20
多年来，华为抓住中国改革开放和ICT行
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基于客户需
求持续创新，赢得了客户的尊重和信赖。
华为坚持聚焦战略，对电信基础网络、云
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进行研发
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创新，
使公司始终处于行业前沿，引领行业的发
展。华为在构建高效整合的数字物流系
统，促进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全面
互联和交融等方面一马当先，推动了行业
和社会进步。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人的一生，常常要面临出处进退的问
题 。《论 语》 中 ， 原 宪 问 孔 子 什 么 叫

“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
谷，耻也。”这和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实是一个意思。但
我们也应看到，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长达
十四年之久，目的就是希望能得到诸侯的
重用，让周礼得到恢复。就这个意义说，
孔子在行动上，是即使“邦无道”，也是要

“谷”的。孔子真正觉得可耻的，是像“荷
蓧丈人”那样的选择在乱世隐居不行君臣
之义的隐士。因此，连看城门的人也说，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我非常敬佩孔子这种做事不灰心的执
着精神。孔子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样一
个始终精神饱满、自信满满、乐观开朗的
君子形象。孔子自己也说：“不得中行而与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
为。”就“进取”这一点而言，孔子近乎

“狂者”，其實也不算“中庸”的，虽然他
的最高人格理想，应该是“中庸”。

儒家思想的最大价值，我觉得就在做
事的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记得朱镕基
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不管前
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
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
镕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雷厉
风行的领导风格，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相较而言，道家思想，在出处进退
中，显得更加灵活，也自然，但缺少点儒
家的那种劲道。但是，正如太极是以柔克
刚一样，道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弹性，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

我们知道老子是“不敢为天下先”，看
起来比较懦弱，但是，这种看似懦弱的选
择背后，是一旦看准了，就直奔主题的那
种睿智。道家是善于把握做事的时机和火
候的。很多时候，贸然出击，很可能大败
亏输。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以为道家是

“处”不是“出”，其实老子根本不反对
“出”，他说“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说窝在
岩穴之中，隐遁终身，而是要选择恰当的
时机来“出”，不可草率行事。老子的这个
思想，其实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人们常常
抓住他的这一点来攻击老子，说他保守懦
弱，明哲保身，这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老子不反对建功立业，但老子非常强
调“功成名遂身退”。建功立业之后，不贪
功，不骄傲自满，及时抽身退去，这才是
一种大智慧。这与儒家的一路高歌猛进，
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也确实反映出道家思
想的那种柔韧和回旋余地。

人要做到及时抽身，急流勇退，不贪
恋功名，实属不易。帮助勾践复国的两大

功臣，一个范蠡，能做到这点，所以成了
陶朱公，安然而富贵；一个文种，做不到
这点，所以身首异处。俗话说：“见好就
收。”这似乎有点投机心理，但是，只有真
正能够从名缰利锁中挣脱出来的人，才有
能力进退裕如，行藏在我。

人这一生中，总要面临出处进退的选
择，有时甚至很纠结。前面说过，儒家在
这个问题上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种“斗
志”。正如孔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儒家人格，
始终恢弘饱满，不丧气，
不 灰 心 ， 有 一 种 大 家 风
范。绝没有自怜自艾的小
女子气，也没有怨天尤人
的小家子气。那种“舍我
其谁”的担当精神，是很
能鼓舞人的斗志的；道家
思 想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的 价
值，我以为在于一种进退
裕如的弹性，一种顺其自
然的柔韧。“出”了可以回
头来“处”，“处”着也可
以再“出”。总之是，出处
凭我，进退自如。想当年
谢安在东山挟妓，“处”得
多么欢畅，但他最终还是
放 弃 了 “ 处 ”， 选 择

“出”，才有淝水之战一战
成名，名垂青史。陶潜也
是有过出仕的经历，但他
最终放弃了“出”，选择了

“处”，与谢安看似走了相
反的路径，其实本质上，
还 是 行 藏 在 我 ， 进 退 自
如，将生命的价值最大化
了。

孔子虽然强调一路高歌猛进，其实有
时私下里，他还是非常欣赏这种“出处凭
我”的自由自在的。他不是对颜回说过：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
夫！”虽然事实上，孔子是舍之也在行，但
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比较认同“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的。毕竟，人性是复杂的，
孔子思想上也还是有矛盾的，人都有软弱
的一刻，孔子虽是圣人，但首先他还是个

“人”。
当代社会，机会很多，人要有努力进

取的斗志，也要有进退裕如的弹性。这两
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不过我还是
想提醒大家，有时强为不一定有好结果，
还是要量力而行，知退才能知进。若只进
不退，有时甚至可能一败涂地。拿破仑的
结局，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出
与
处

一场车祸中，两位幸存者都失去了一条腿。亲友探望时，二者
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一个对亲友说：“虽说命保住了，一条腿却没了，以后的日子
可怎么过啊。”于是，他和亲友的脸上都阴云密布。

另一个人对亲友说：“虽说一条腿没了，但是命保住了，以后
还可以过日子。”于是，他和亲友脸上都洒满阳光。

同样的生活情境，为什么感受如此不同？就在于他们的话里有
着不同的“但是”。

“但是”也许算大家最熟悉的转折词了。把它用在前言后语之
间，可以让后面的意思转个“弯”。“弯”究竟转到什么方向去，就
看应用者的心境了。比如，说起人生，可以说“努力了一辈子，但
是碌碌无为”；也可以说“虽说碌碌无为，但是努力了就问心无
愧”。说起儿女，可以说“孩子心眼好、身体好，但是工作不好”；
也可以说“孩子虽然工作不好，但是心眼好、身体好”……

“但是”除了表示转个“弯”，还表示转弯后的东西才是着重
点。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思维有不同的倾向性：有人习惯于消极
思维，有人习惯于积极思维。前者总是想到事物的阴暗面，哪怕面
对好的机会，也总是想到忧患，哪怕是在阳光中，也总是看到阴
影；后者的思维总是朝向积极的一面，哪怕在忧患中，也总能抓住
机会，哪怕是在阴影中，也总是看到阳光。不同的“但是”，蕴含
了我们看人看事的不同视角，甚至蕴含了不同的人生。如此说来，
怎样用好“但是”就是一种智慧了。

经常让“但是”引导我们转换视角，会看到生活的两面，就不
至于陷入极端思维。这样心中就会少一些抱怨、偏激，多一份淡
然、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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