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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标签下的古今文化人
在中国，文化人经商绝对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在汉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农耕

社会虽然也把商业视为末流，但

文化人并未像后来那样热心仕

途。在大动乱大变革的春秋战国

时代，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涌现

了很多诸如范蠡这样亦文亦商的

代表人物。

近代以来，以清末状元张謇

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掀起的

实业救国的浪潮，从另一个角

度启蒙了国人：欲求国富，先必

兴商。

不过，文化人的专长本不在商

业，他们弃文经商，多半有个人因

素或时代因素的影响。张謇如是，

当代如张贤亮、沈浩波等一批文

人，亦复如是。

无论是为了救国，还是顺应文

化产业发展的大流，文化人的文

商两栖，既不需引以为怪、大加挞

伐，也不必策动鼓呼、推而广之。

毕竟，文化界和商业界分属两界，

并不是每个文化人都能在商海纵

横遨游，再则，文化人也有自己的

社会职责，即便他们不能创造物

质财富，还可以为我们建设精神

家园。

王震

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

称霸的故事里，范蠡无疑是一

个异常关键的人物。

范蠡最为后世所称道有两

点，一是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

退。另一则是，范蠡退隐后改名

换姓，泛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

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

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

后人尊范蠡为“商圣”，不

仅因为其勤勉行商、生财有

道，更在于其不为名利所累、

为富且仁，他精彩离奇的一

生，既让自己名垂青史，更为

后来商人立下道德典范。

在《史 记·货 殖 列 传》

中，子贡被列在了汉代以前

富商排行榜的第二位，紧随

被民间供为“财神”的“陶朱

公”之后。

而 我 们 所 熟 知 的 那 个

子 贡 ，则 来 自 于 儒 家 经 典

《论语》。这位深受孔子器

重 ，同 时 被 后 世 儒 生 尊 崇

的 大 儒 ，竟 也 是 经 商 的 行

家里手。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

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

……家累千金”，意思是说，子贡

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

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可以想见，孔子周游列

国，多少得益于他有这么一位

阔绰的学生。

《论语》虽无子贡经商的

具体记载，但通过考察其他文

献，可以约略发现，子贡是把

儒家思想中的一些精华运用

到商业行为上去了，所以才能

取得巨大的成功。

张謇是清末状元，但他并没

有像传统读书人那样，沿着仕

宦的道路一直向前。他先后在

清廷和民国政府任职，后因目

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

官，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张謇从商最重要的贡献，是

为民族纺织工业奠定了基础，由他

创办的“大生纱厂”，从1895年底

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

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

张謇在内心并没有彻底接

受商人的身份，他还有儒家传

统所赋予他的清高。但因为时

局的逼迫和实业救国的需要，

他终究还是不得不作出种种妥

协。终于，在投产后的第二年，

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

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

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现在可能已经很难想象，一

个封建时代的状元，是如何放

下文人的自尊，转而投身商业

的。在张謇身上，晚清文人的

爱国情怀一览无余。

曾经以捡到一个烟头为“最

大幸福”的张贤亮，后来成为

“伤痕文学”的领军者，并在57

岁时由创作向创业转变，步入

企业家的另一段人生。

他用78万元人民币的外文

版税，作为创业的贷款抵押金，成

立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

司。在没获得一分赞助的情况

下，张贤亮开始“大卖荒凉”，并且

“越卖越好”。随着许多著名电影

人纷纷来此取景，镇北堡的“荒凉

资源”成为财富资源。镇北堡不

但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

标志性所在，也为我国加强文化

产业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另

一类成功范例。

在作家下海尚被称作不雅

的上世纪90年代，张贤亮即被

罩上“中国作家首富”的称谓，

据说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上宝

马车的作家。在当时，张贤亮

面临最多的质疑就是“文人经

商”，但他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件

“丢脸”的事。

作为一名诗人，沈浩波创业

的初衷仅仅是为了“赚钱养活

自己，然后写诗。”在成功运作

春树的《北京娃娃》之前，沈浩

波的出版事业几临绝境。而随

着《北京娃娃》的成功，这种以

新闻效应拉动销售的“媒体先

行”操作模式，一直沿用至今。

2005年，他的磨铁图书有

限公司成为民营出版业从风险

投资公司融资最多的企业。

虽然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大

众类民营图书公司，但在沈浩

波的心中，未来的磨铁是一个

文化小镇，而非王国。

范蠡：
功成身退的“商圣”

子贡：
“取财有道”的儒商先祖

张謇：
民族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张贤亮：
首个开宝马的作家

沈浩波：
从诗人到最大民营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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