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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6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之年：金融危机影响未卜、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金融改革暗礁横生、国企垄断
痼疾难改、分配矛盾日益尖锐、中国的微笑可能被外人误读⋯⋯所以，改革者们更需以史为鉴，以前
人为师，摸着石头继续前行。
开拓道路中常常是因人成事。
例如，经济领域的董辅礽在改革开放初期，勇敢地提出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
分开”的政策性建议；吴敬琏几乎从文革时开始就树立起了市场的观念并矢志不渝地为市场奔走呼号
。
科学领域的钱学森、钱三强、赵九章、邓稼先，这些一代科技先驱响应祖国的召唤，放弃功名利禄，
回到新中国。
教育领域的马寅初，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新人口论》。
企业界的人物更是比比皆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创办“中
国改革首个试验田”蛇口工业区的袁庚；还有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机制改革帷幕的海盐衬衫总厂
厂长步鑫生，等等。
当然，他们的出现固然有时代背景，对他们的评价可能至今仍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如果不是他们的
冒险和探索，那个年代的改革进程可能会慢一些；如果不是他们对财富的无序追求，体制的缺陷和规
则的不完善可能一时还难以改变。
他们的沉浮，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前进。
这些人物本身，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后人在改革“过河”时一个又一个可以触摸的“石头”，成为新
中国60年中国经济改革史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其实，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作为中国财经网站领跑者的和讯网已经在一部名为《创世纪》的
大型历史纪念网络专题中，以《人物传》的形式编列出那些改革的闯将们，那些载浮载沉的企业家。
试图还原一张张生动的脸孔，循着他们的人生传奇，追忆中国式改革的风雨历程，感悟财富的沉浮。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和讯网联合广天响石企划机构推出《10位标杆企业家的创业足迹》《10位话
题人物的悲情故事》《10位功勋人物的奇迹背后》《10位风云人物的激情回望》《10位改革先锋的弄
潮之旅》《10位经济学人的探索旅程》等，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60位杰出人物的故
事和经历。
仅从每一个个体来看，这些人物故事亦足够猎奇和惊叹。
但若将他们摆在一起，更能串联出一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画卷，足以让后来之人，在路经他们用身
体标示出的深水区时，能够多一份清醒和警觉，也更加慨叹改革成果的来之不易，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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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们曾是成功的诠释者，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焦点人物，他们的创业轨迹折射出建国60年以来经济发
展的前进历程。
本书详细描述了“10大争议企业家”的沉浮历程，旨在详述其引领企业创业、成长的历史，力图还原
他们命运的真实轨迹，从不同层面展示时代的风貌。
给正在奋进中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们以深刻的警醒和启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0位话题人物的悲情故事>>

作者简介

刘世英，广天响石企划机构董事长。
财经畅销图书出版策划人，财经传记作家，北京大学国际MBA。
曾任中央电视台热播节目《赢在中国》推广策划顾问，亚洲资本论坛副秘书长，长期致力于财经人物
和企业案例研究，采访过包括阿里巴巴、分众传媒、IDGVC、尚德电力、汇源、伊利、蒙牛、皇明太
阳能、华西集团等数十家国内外著名企业和企业的领导人，著有《分众的蓝海》《马云创业思维》《
谁认识马云》《汇源内幕》《赢在华西》等。
其中《谁认识马云》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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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傻子瓜子”险中诞生1937年1月，年广久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户满族人家，他是父母所生的第9个
孩子，父母疼爱地叫他“小九子”。
虽然不是很富裕，清贫的一家人也算其乐融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洪水毁了他们的家。
所有人都举家外逃，年广久一家也是一路乞讨，辗转来到了安徽芜湖。
初到陌生的地方，在当地又没有任何根基，但是一家人得活下去，怎么办？
当时的芜湖号称为全国四大米市，商贸相当发达。
没有任何背景和基础，年广久的父亲觉得摆水果摊能赚点钱。
于是，芜湖的街头出现了一个吆喝叫卖，忙忙碌碌的身影。
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想多卖出几个水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使水果摊产生最大效益，年广久一家人节衣缩食，父亲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招揽客人。
他父亲为人非常和善，和乡亲们相处得很好，卖水果从不缺斤短两，还会刻意地多给些，时间长了，
大家都喜欢光顾他家的水果摊。
有时候，别人家小孩路过，他还会给他们一个半个水果吃，那些小孩的家长觉得不从那里买点东西有
点过意不去。
就这样，小小的水果摊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
因为家里穷，父亲没有送年广久到学堂去读书，而是决心把他培养成生意人。
也许是深受父亲的影响，年广久从小就机灵、聪明，有商业头脑。
他也很懂事，常常找事情做，赚钱贴补家用，为父亲分忧。
在芜湖的某个小街道上，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四处搜寻地上的烟头，那个男孩就是童
年的年广久。
他把那些烟头收集起来，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卖掉，就能赚上点钱。
年广久的烟头生意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九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一家店铺做学徒。
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接过了父亲的生意，成了水果摊老板。
父亲被当地人戏称为“傻子”，年广久自然继承了父亲的绰号，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傻子”。
“小傻子”年广久虽然不识几个字，却从父亲那里学到了智慧。
他摆的水果摊上街后，顾客可以先尝后买。
满意的，可以称几斤；嫌不好的，尝了不算账。
遇到一些难缠的顾客，买走了足秤的水果又跑来算“回头”账，说他少给了秤，或说少找了零钱，他
一般都不计较，吃点亏也不放在心上。
看似有点“傻”的年广久却有着别人没有的智慧，他用“大方”的经营方式赢得了顾客，心里有着长
远的计划。
1962年的精彩一笔，充分证明了年广久非凡的商业智慧。
1962年，年广久偶然发现当时市场上苹果紧缺，他感到机会来了。
于是马上拍电报给产地附近的同行，让他们帮忙代购了一批4000斤统货的梨子、苹果，就地分出一、
二、三级，一、二级的由火车运往芜湖，剩下三级的全归代购的办货人。
这批个大、新鲜的果品一到手，“傻子”就卖起了独市。
白天，他叫着卖，晚上，他发了傻劲，拉起彩灯，放着音乐，把小小的水果摊弄得热闹非凡。
而对面的国营门市部和其他摊点却冷冷清清。
这次生意之后，年广久的水果摊营业额大增，钱赚了不少。
现如今，创业、干个体已经是十分平常的事了。
但在年广久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却是搞不好就会蹲大狱、掉脑袋的。
所以不久后，他的水果摊就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强行割掉了。
水果摊不让摆了，年广久整天想着还得干点什么。
1963年，年广久找到了新的目标，贩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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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生意刚刚开始，年广久就被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随后，“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生产停滞了下来，工厂、农田里多是消极怠工的人，人们每天都在讲斗争。
和其他人不同，年广久还在琢磨他的生意，他有自己的小算盘。
天生的商业嗅觉促使他有了新的计划，他选择了卖板栗。
在当时的背景下选择私底下卖板栗，无疑是撞到了枪口上，没过多久，再一次被抓了起来，关了二十
多天才被放出来。
如果是平常人，进了两次监狱，也该“老实”了。
然而“傻子”年广久仍未改其“傻”气，继续寻找他的个体谋生之道。
一位叫熊寿仁的老人促使他彻底的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早在卖水果的时候．年广久就注意到，隔壁一个叫熊寿仁的卖零食的老人瓜子炒的非常好。
晚上别人看电影的时候，他就和这个老人一起搭手炒瓜子。
时间长了，老人看年广久勤快又肯学，加上了解到他家里很困难，就决定教他炒瓜子包瓜子。
结果两个人一起炒瓜子，一毛钱一包，很快就卖光了。
一块五毛钱本钱，赚了三块五。
尝到了甜头，年广久感觉自己找对了门路。
然而卖瓜子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在当时瓜子是国家二类农副产品，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个人经营
属违法行为。
很快，危险就摆在了他面前。
他的师傅熊仁寿因为卖瓜子，遭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追查，搭上了性命。
年广久还是没有退缩，无论怎么抓怎么整，他还是决定一条道跑到黑，搞“地下工作”，坚持卖瓜子
。
那些年，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就是几百斤，通常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累了就躺在
柴堆上打盹。
到7点左右，又起来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在中午12点和傍晚6点的下班时间偷偷去卖。
当年广久转向经营瓜子时，也就是1972年，正是农村“割尾巴”，城市在“横扫”的动乱时期。
为了躲避对个体户的无端歧视与干扰，他采取“游击”战术，时而拎着小篮，时而提着口袋，时而以
衣作挡来卖瓜子。
开始卖瓜子的时候，为了躲避检查，年广久把瓜子按小袋包装放在一个竹匾里，然后用竹匾兜着走街
串巷地叫卖。
即使被没收了，他也并不害怕，因为损失相对较小。
正如他自己所说：“天天被抓，一天也不知道要抓多少次，但不怕。
抓了再炒，不就几毛钱的瓜子么，又不是几百块钱，我拿不出来的东西。
”也许人们喜爱他的瓜子和同情他那副傻相，一碰上他，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高速度地进行无声
交易。
随后的几年，年广久也经常被抓。
和师傅不同的是，在一抓一放之间，年广久的胆量变得是越来越大，他把小商贩的精明发挥得淋漓尽
致，以至于成为很多人的榜样。
很多芜湖的个体户后来回忆说：“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傻子要是挨打，我们就赶快缩头。
”就是从一个小竹匾开始，年广久踏上了他真正的创业之路。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政治上的春天来到了。
年广久以其生意人特有的敏感，觉察到芜湖中山路闹市的无限商机。
于是年广久果断地用一辆旧板车公开摆起了瓜子摊。
因从不短斤少两有人说他傻，他干脆有创意地把自己的瓜子命名为“傻子瓜子”。
而且他知识产权意识很超前，早早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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