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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纽约时间凌晨两点。
这已经是第二次因为时差而失眠了，4年前在美国同样的一次失眠，让我突发奇想要做一本有趣的电
子杂志，人在被迫醒着的时候跟自然醒着的时候思维频率和思维方式似乎不太一样，人会变得异常兴
奋。
当时想了很多名字，最后确定为“风马牛”。
这份杂志自诞生以来，以我个人对事物的体验和议论为主，扯了很多东西，有董事会的事儿，有房地
产的事儿，也有其他一些有趣的活动记录，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朋友讨论到创业、生命和情感的方方面
面，随意率性，但很真诚。
有了《风马牛》的这4年，让我感受到生命中更多青春活力的一面，也折射出整个社会丰富的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感受到人们对创业的这种激情、冲动和向往及参与。
《风马牛》的读者，绝大部分是热爱创业、投身创业，并且在创业中收获成功和失败的朋友。
成功的人因为《风马牛》而更愿意交流，失败的人也因为《风马牛》更被互相鼓励。
　　我想起一个故事，因为《风马牛》，有一个朋友从外地来到北京，他在创业的路上希望拜访到各
种各样的人，包括很多中国知名企业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因为行程、因为工作、因为不相识及很多其
他原因，他很难见到他们。
有一次他堵到我门口一定要见我，我跟他聊了一会儿。
当了解到他被拒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一个创业者不被大家接纳，不被大家帮助的苦闷，其实哪怕5
分钟，仅三两句话的鼓励，对这个创业者来说，或许都是改变一生和创造财富的契机。
　　在比他还年少的时候，我也和他一样，在中国奔走，到处闯荡，希望得到成功的大人物们的支持
，但我写了很多信，都没有人理。
直到有一年春节我意外收到了北大周一良教授两页纸的回信，这封信不长，但拿在手里我反复看了好
久，包括读硕士期间依然不断翻阅这封信，以此鼓励自己努力去想一些问题，正因有这样一个经历，
我特别理解这个年轻人，于是我就说：那好吧，你要有机会再见什么人，我如果认识，我帮你找。
有一次在国外，他给我发短信说：“我站在俞敏洪的门口，但是秘书不让我进去。
我可以说是您推荐我去见他吗？
”我给他发短信说：“可以，我给你发个短信，你拿着我这个短信给俞董事长的秘书看一看，说是我
认识你，希望他见你。
”后来非常高兴的是他被俞敏洪接见了，聊天时间很短，但给了他很多鼓励。
从这件事作为开头，他后来又参与了很多研讨会，他的创业活动也因为这件事而被鼓励，一直到现在
他仍然在努力。
　　《风马牛》中这样的故事我还可以讲出很多。
还有个叫柏煜的创业者，前一阵我听说他已经融到一笔资，连续开到几十家连锁店，而且效益有大幅
度的提高，我真的很为他高兴。
记得我曾跟他讨论过几次关于企业的问题，他的创业故事在当代创业者群体中也是很精彩的。
前一段我的腿因为去台湾环岛骑自行车，半月板有点问题做了个小手术，柏煜听说后立即来看我，还
给我送来一部轮椅，让我非常感动。
他再三表达出对我这个小伤的关切，我能看出在《风马牛》的群体中，创业者心中那彼此相通的弥足
珍贵的情感河流。
《风马牛》给我很多感动，它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也是当代创业者的世界，以及无限大的丰富的
未来世界，它蕴涵着更多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的来自于草根的民间力量。
　　非常高兴的是《风马牛》从一本杂志发展为一个网络社区(风马牛集中营)，并且还诞生了风马牛
草根戏剧节，他们不断演绎着创业的话题和生活，如今《风马牛》已经成为很多创业者的精神家园，
也是我继续创业的精神驱动力量。
我衷心地希望这样一个很好的园地，能够收获更多的果实。
　　今天，《风马牛》编辑部和中信出版社非常有信心，愿意将《风马牛》作品中的一些片段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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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后集结出版。
在此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用心和对我的支持，还要感谢潇潇、刘刚和小皮认真地对文字进行编撰。
“风马牛”的世界是一个无限大、无限精采的世界，一本书不足以反映这个世界，希望所有线上还有
线下的风马牛人，能用风马牛的方式丰富自己的人生，因为风马牛有“创造生活，快意人生”的精神
，哪怕像凤姐、凤姐夫，像犀利哥这样生活中个性的人物，也会成就令人快乐、精彩的人生。
 　　我爱“风马牛”。
是为序。
 　　2010年4月18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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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已经有太多关于冯仑言论与行动的新书面市了　　我们不准备凑热闹　　我们准备帮所有感兴趣的读
者　　钻进冯仑的脑袋　　看看这个时而逆风而上，时而信马由缰，偶尔对牛弹琴的“职业董事长”
究竟如何思考人生、思考他的工作、思考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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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部　乘风世间，无处不读史　冯仑有三好：坐小车，看小报，听小曲。
坐小车行千里路，既透视历史的现场印记，也发现当下的历史，是为冯仑式“大”历史观察；而看小
报，听小曲则是为了在野史中，在民间生活里，解读社会密码，是为冯仑式“小”历史品鉴。
从中央党校的教师，到体改委的官员，再到知名企业万通的创始人，无论顺逆，冯仑悠然如列子乘风
，自由旷达，百转千回而不改。
　带着中国心在江湖里行走　牛的性生活与人类的高潮　戏说抗日电影中台版本之异同　点评10个人
　世间本没有是非　胡适故居　在定军山读诸葛亮　品阎锡山挽联　南非游记：人是禽兽不如的动物
么（原题《人是禽兽不如的动物么》）　在不丹找幸福　宝岛千里走单骑　看马克思、邱吉尔、蒋介
石如何炒股　先当妈妈后当爸爸，先当老婆又当丈夫　对于陪睡保姆的三问三拍　朝鲜的真实生活　
最残酷的交易　跃马江湖，练达即文章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做人需如此，做一个生意人更需如此。
  大官商盛怀宣说过，做生意，要官场、洋场、赌场、商场、情场五场皆通方可。
可见，生意亦人心。
  生意江湖，有刀光剑影，也有侠骨柔肠，百态千姿，冯仑身在其中，又超然其上。
有人慨叹：他境界通透脱俗，做事通权达变，做人通情达理，有此“三通”，冯仑“万通”。
　沟通是互相给面子的过程　流氓大亨的黑社会定义　江湖·圈子·企业　女人嫁印钞机？
　天下男人分四类　章子怡与汤唯　男人是动物　熬就一个字　你，把人尊重一下　前半夜想想别人
，后半夜想想自己　人无废人，器无废器　金钱能买到什么？
　有一种优雅叫“无聊”　没有一代是可以垮掉的　陈伟明的传媒嗅觉　徐宗懋：和历史和解，与记
忆共存　李景汉：时尚，一个时代的灵魂　黄中流畅：孩子眼中的成人世界　双冯变形记　快意人生
谁做主？
下部　守正出奇，商界思想家　“结婚是误会，离婚是理解”、“五岁娶媳妇，不一定能生孩子，15
岁生孩子，不一定能当爹”，类似的经典语言每每出自冯仑之口。
性情、麻辣的语言背后，是对世情，对商道的洞悉，他也被人们成为“商界思想家”。
冯仑一直思考和实践着如何才能打破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这让他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立言者。
　19年来，冯仑和他的万通始终谨守四个字：“守正出奇”，坚持学习和学好，“坚持理想，顺便赚
钱”（冯仑语）。
正因如此，万通一直活着，并且越活越健康，越活发展的加速度越快。
　你要让我把你看得清楚　贞操和绿帽子　守住正的再说　价值观颠倒开出“恶之花”　西方拳击 vs 
中国功夫　赵四与小凤仙　只爱一点点　找准与投资者对话的波段　15岁生孩子不一定会当爹　不要
让如花少女风干成木乃伊　宽容青春期的“恶之花”　需求出发，信息勿扰　企业公民责任的边界在
哪儿？
　今天你变成章子怡了么　羊群与织物　未来的组织　万通的企业公益时代来临　从“王石样本”看
中国企业家慈善　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　如牛引犁，职业董事长　创业19年，冯仑做且只做过董事长
，作为一个职业董事长，冯仑说他做且只做三件事：看别人看不见的事，算别人算不清的帐，做别人
不做的事情。
　在万通内部，冯仑致力于通过价值观管理，通过组织变革，通过制度建设，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
而这些重要的决策，都是董事会的核心职责所在。
　商界思想家冯仑的职业董事长智慧结晶，是给所有管理者和创业者的珍贵礼物。
　怎样建立一个顶级的董事会　董事长必须要做的三件事　董事长的决策质量与责任意识　做一名优
秀的“交警队长”　开好董事会是硬道理　次级董事会和临时董事会也不能马虎　非上市公众公司的
美丽新世界　一场马拉松式董事会　上市公众公司与非公众公司的董事会比较　按国际规则玩基金　
一个电话背后的考核　年底“发鸡蛋”还是“发母鸡”？
　警惕决策的重心下移　一碗水要端平　多上会，多决议　不让决策信息有一个死角　脖子以上的拿
捏　化分歧为力量　在博弈中寻求平衡附一：少年冯仑日记附二：有个社区叫风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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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带着中国心在江湖里行走　　经常有记者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总结自己的性格和特点？
我会脱口而出四句话——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士大夫的
精神享受。
应该说这四句话大概是我人生每个阶段的烙印。
　　所谓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是我现在的角色，董事长肯定是资本家的岗位。
在中国如果评最资深的董事长，我可以算一个，我做了19年董事长，没有做过经理。
董事长要代表股东利益，组织董事会，是资本的管理者。
　　谈到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基本上都是在非常正统的环境下受的教育。
1989年以前在中央机关工作，所处的也是传统意识形态非常浓厚的环境，所以我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
社会理想。
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比如共产党宣言，比如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要消灭剥削，要实现大
同，要建立各取所需、按劳分配的制度，只有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劳动才成为享受。
只有大家共同发展都成为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诸如此类。
一些伙伴说我不像商人，对钱的事无所谓，这恐怕和我当年受的教育和形成的社会理想有很大的关系
。
　　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是指开始创业的时候，整天都是跟流氓无产阶级在一起混，流氓无产阶级
是什么呢？
就是痞子，不按规则办事，没有道德约束，而且非常勇猛。
如果是处在乱世，你可以选择为匪为盗为娼，也可以选择做英雄，去关怀天下。
我们(一起创业的弟兄)不处在乱世，当然希望变成英雄，变成豪侠，而不是匪、盗、娼。
我们只是在这个江湖里行走，但愿精忠报国，关照天下，以众多人的利益为依归，去探寻一条正确的
道路。
这不是今天我们给自己扣帽子，当年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经济浪潮中那么多人倒
下，而我们“海南六兄弟”没有一个人出问题被抓，而且是现在六个人都发展得很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趾你的公司更张艺谋》，实际上就是反映一种想法——怎么样变成主流，按照
社会主流的体制要求、法规要求、价值观的要求来做企业。
在过去的混乱中，我们的确沾染过一些江湖习气，但我们探索和发展的方向始终没有改变。
　　最后是士大夫的精神享受。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很纯粹的中国人，喜欢旅行、观察、读旧书、听民间小曲，中国文化人传统的琴棋
书画我都好，忧国忧民的精神特质我都有，中国土大夫的怡情养性的精神追求和爱好我也非常崇尚，
甚至希望中国文化的营养能够继续滋养自己及自己的后代。
我是个中国人，而且在不断努力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的中国企
业家。
　　牛的性生活与人类的高潮　　与王石诸兄去内蒙和林格看蒙牛的牛根生，面对牛眼，开了人眼。
　　人的幸福生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牛奶里来的！
牛奶又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奶牛身上挤出来的。
而奶牛身上的品质相同的奶又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剥夺了性生活和性快乐的奶牛身上来的。
草原上的人都知道，奶牛为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牺牲最大的是终身被剥夺了性爱和做一头正常母牛的权
利。
中国有将近800万头奶牛，为了确保牛奶品质的纯正和消除病菌传播的机会，人们创造了禁绝奶牛自然
交配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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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制的手段，将所有奶牛与公牛隔离开，不仅不许偷情交配，也不许公牛活动于奶牛目力所及的区
域，甚至连公牛味都不许闻。
一定要把公牛圈得远远的，以防风成为淫媒将公牛的骚味吹到奶牛的鼻子里。
终于，不单母牛永远失去了性的自主权，连公牛也失去了正常交配的记忆，并最终彻底丧失这一美丽
的本能。
据传有一天，牧民心生怜悯，把一头想骚的公牛放到正在发情的母牛边，公牛对母牛的屁股毫无“性
”趣，却四下打转，狂找木架子(平时被采精时前蹄要搭在上面)。
公牛死了，但精液活着；母牛死了，但鲜奶卖着，流芳百世。
　　人类不仅粗暴地剥夺了牛的正常性生活的权利，而且为了使自己的两性社会和谐，一夫一妻如鱼
得水，还肆意践踏牛的和谐社会，以改革的名义，建立起牛的母系社会。
牛被工业化(人工授精、配种、优化种系、集中饲养)地制造出来之后，立即按性别和母尊公卑的原则
给予不同待遇，母牛被小心呵护，好吃好喝地伺候着，直到她两岁青春期之后，便用公牛的精液诱使
其怀孕、产仔，然后爆产鲜奶。
之后，如此往复，年复一年，直到十四五岁时被请出正宫，迁往敬老院，催肥上膘，然后被屠宰上市
。
而公牛仔却悲惨地被处以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血清被卖到制药厂，尸身被肢解后送入超市涌入市场经
济的大潮。
据说，一头奶牛可以日产30-80公斤鲜奶，如果以平均每天产奶50公斤、平均工作6年计，一头奶牛一
生要为人类贡献109500公斤(109.5吨)鲜奶。
更有甚者，牛被进化为从嘴里排气(相当于放屁)，但却失去了随意放屁的权利。
畜牧业发达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每年光征收牛的放屁税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相形于牛的悲惨生活，人类却从牛的痛苦中得到了自己的“高潮”。
自从汉族人由吃稀粥改为喝牛奶，不仅身高有所增长，骨骼的密度也大大增强，比过去结实多了，跌
倒了爬起来，不伤胳膊不断腿，完全跟蒙古人一样孔武有力。
更有科学家研究表明，喝奶的人性欲比不喝奶的人要旺盛得多。
由此推断，广大汉族人民自从奶牛的正当性生活被残忍剥夺后，自己的性生活却因此更加蓬勃，“性
”趣盎然，高潮壮阔。
其实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同样如此。
人的进化是与对动物的奴役成正比的。
特别是汉人为了自己能男耕女织，老婆孩子热炕头，愣是把所有原来奔放自由、健美骁勇的动物强行
圈养驯化，先是女人为了摆脱自身的重体力劳动(如耕田等)强迫牛马猪羊成为自己的替代品，妇女的
第一次解放就是建立在牲畜的第一次堕落(不再自由奔跑和随性交配)的基础上的。
后来男人又学女人样，把女人当猪狗一样地圈养和驯化，终于使女人依附于男人，同样剥夺她自由交
配的性自主权。
所谓文明，其实不过是女人按自己的理想改造动物，和男人按女人方式把女人改造成动物的进化史。
而妇女的所谓解放，最终取决于以奶牛为代表的广大哺乳类动物的性解放程度。
　　离开蒙牛时，心潮澎湃，顿悟：“志大奶足，牛在根生。
”　　戏说抗日电影大陆、台湾版本之异同　　以前我们熟悉的是大陆版本的抗日电影，最近在出国
的飞机上我看了8部台湾拍摄的抗日电影，看完之后作了一个对比，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差异。
　　第一，题材上明显不同。
大陆版本的抗日电影名字很边缘，比如《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李向阳》。
而且反映的抗战多半是乡村的抗战，非城市正面抗战，比如《敌后武工队》。
而台湾版本的抗日电影起名较宏观，比如《笕桥英烈传》(空军跟日本人激战)、《八百壮士》(四行仓
库保卫战)，还有《英烈千秋》(讲张自忠)、《梅花》、《香火》等，多半选取城市正面抗战题材。
　　第二，人物身份选取不同。
大陆拍的全是穷人的抗战，比如乡下老百姓、穷人参加革命抗战，地主老财是汉奸。
而台湾拍的全是富人的抗战，比如《梅花》，讲的是绅士、大乡绅的抗战，家里几代同堂，生活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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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体面，小孩都在国外留学等等。
而《笕桥英烈传》里的人物角色也全出生于有钱人家。
国民党在大陆代表有产阶级的政权，价值体系对富人是正面的，对穷人是负面的。
　　第三，国恨、家仇的先后顺序不同。
大陆抗战电影多半是国恨在前，家仇在后。
但在台湾电影里顺序恰恰相反，往往家仇是一个故事的引子，而国恨是背景。
比如《梅花》体现的是民族精神，但是它也是先家仇后国恨的逻辑关系。
　　第四，抗争的出发点不同。
大陆版本反映抗战最主要是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对抗出发，多从正义、侵略等角度来阐释，而台
湾版本更多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出发来阐述一种文化的抗争。
比如《梅花》这部电影，梅花的精神百折不挠，喻示着中华文明不能被日本人打断；再比如《香火》
，喻示着中华民族香火不能灭、不能断，而且要顽强地接续下去，这是一种文明、文化的抗争。
　　第五，对阶级和人性的处理不同。
大陆抗战电影往往重阶级性、斗争性、反抗性，比如展现日本人的残酷性和中国人的斗争性。
而台湾版本着力反映了很多在抗战过程中微妙复杂的人性。
比如《梅花》里老大的父亲被日本人杀了，老大决定去从军，临行前他跪下来向母亲辞行，这是中国
传统文化，没有“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要参军”的台词，而是很简单地说了一句：孩儿不孝，
长子不能保全家安全，所以我应该去从军。
老太太站在台阶上送他，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打赢了回来”。
短短几句话，给人心灵留下的震撼很大，因为它体现出人性及中国文化方面的顽强。
　　比较之后我发现，把这两个版本合起来看应该更能反映抗战的事实，单看哪一方面都不够。
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去看历史的另一面，看历史被遗忘的那一面，被歪曲的那一面，被掩盖的那一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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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马牛：冯仑和他的快意人生》你知道少年冯仑的日记里有多少成长密码？
　　《风马牛：冯仑和他的快意人生》你知道智者冯仑的段子中有多么精辟麻辣？
　　《风马牛：冯仑和他的快意人生》你知道行者冯仑的足迹视野有多么自由旷达？
　　上部《野蛮生长》，思想者冯仑为民企立言，带你读懂中国的生意江湖；　　这部《风马牛：冯
仑和他的快意人生》，镜像自由者冯仑的红尘问道，带你读懂男人的快意人生。
　　　　《风马牛：冯仑和他的快意人生》若干年前，的一个夜晚⋯⋯　　冯仑在美国纽约的酒店里
休息。
　　在白天的商务活动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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