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稀土储量大国发展成稀土强
国，中国已经经历了整整一百多年。
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描写中国稀土百
年奋斗史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记叙
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稀土科学家筚路蓝
缕的求索之路，呈现了中国稀土从落
后一个半世纪，到逐步改变世界稀土
格局的恢宏历程。

《淬炼》
杨自强 著
浙江科技出版社

该丛书邀请文博界、收藏界专家
撰稿，语言通俗平易，讲述博物馆馆藏
文物故事。第一辑分别从博物馆展览
时常遇到的生僻字、三星堆的发现及
诸多未解之谜、如何细读《清明上河
图》、古代铜镜上有哪些神奇的动物、
文字在古钱币上的演变 5 个角度，配
以大量图片，讲述历史文化知识。

《书架上的博物馆》
刘斌 主编 周新华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朱平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1516 邮箱：zjrb@8531.cn8 阅读

书讯

这是一本解码浙江非遗工作缘何
走在前列的非遗工作宝典。全书撷取
了浙江非遗事业开拓者王淼从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至 2014 年
10 月底病倒在工作岗位整两年的工
作日记。这本工作日记，以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为背景，聚焦浙江非遗
传承发展，关涉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展
现了浙江非遗事业波澜壮阔的历程，
浙江非遗开疆拓土、突飞猛进的场景，
相关政策措施出台的过程。

《一个非遗处长的工
作日记》
王淼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人生是一本读不尽的书。
这是我们阅读厚厚一本最新出版

的《领潮：鲁冠球传》时的感想。
鲁冠球，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

企业家、万向集团创始人。2024 年 4
月，在他去世的第7年，由著名报告文学
作家陈冠柏所著的《领潮：鲁冠球传》付
梓出版。

未曾公开的全部私人笔记、文书档
案，对百余位鲁冠球亲友、同事以及相
关人士进行访谈⋯⋯种种碎片整合而
成一段段故事，搭建起鲁冠球跌宕起
伏的成长与发展史。也难怪，它成为
万向集团独家授权出版的一部鲁冠球
传记。

阅读它，我们回望了一个企业走向
成功的商业密码，更深刻地领悟一种超
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来自一个与中
国改革开放时代进程相契合的，敢为人
先、义利并举、经世致用的企业家。

7份入党申请书

走进鲁冠球精神展陈馆，先看到的
是一辆做旧的自行车，在《领潮》开篇，
也以《骑车的鲁家少年》为首章。

用陈冠柏的话说，鲁冠球的一生都
没有离开过车轮子。

创业伊始，他骑着自行车从萧山宁
围出发，一路跌跌撞撞，走在了开启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队伍的前列，把一间
乡村铁匠铺发展成横跨多产业领域的
跨国集团。

创业55年、经营万向48年，鲁冠球
始终走在潮流前头。

这是书名《领潮》的由来，也是陈冠
柏在回顾鲁冠球一生后，最想告诉大家
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在
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鲁冠球是那个带
有鲜明时代标识的改革者。他个人的
奋斗、万向的世界版图，印证的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陈冠柏要写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企
业家创业史。他希望我们从他笔下的
鲁冠球，读懂“领潮”的意义。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鲁冠球的 7 份
入党申请书。

在鲁冠球精神展陈馆的展柜前，陈
列着其中 4 份。看着泛黄的信笺，陈冠
柏说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1972
年第一封入党申请书，用的是“宁围人
民公社农机修配厂革命领导小组”的信
笺；1973 年是“萧山宁围农机厂”；1981
年是“浙江省萧山万向节厂”；到 1984
年第七封入党申请书，信笺变成了“杭
州万向节厂”。

12 年、7 份申请书，仅仅是信笺的
变化，就无声展现了万向的发展之路，
体现鲁冠球一步步突破体制、观念的沟
壑险滩。就算困难再多，他要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信念却从来没有动摇。

陈冠柏说，鲁冠球总能用自己的实
践，让改革的课题自下而上地呼应顶层
设计，并促成政策和法规的形成。如此
企业，在全国开创先河。

1992 年，国家证券管理机构成立，
中国资本市场的统一格局形成。那一
年，万向有了近 30 亿元人民币产值，鲁
冠球想赶上头班车，争取上市。当时的
上市名单倾向于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
型企业，乡镇企业不在其中。

鲁冠球致信国务院：“改革是全民
族的大事，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既包
括国营大中型企业，也包括乡镇企业，
以及其他经济成分在内。既然党中央
的大方向已经确定，为什么还要沉湎
于‘白猫黑猫’的颜色问题上？为什么

不‘引流归海’，而要人为地‘筑堤拦
坝’？”

这封信得到重视，为乡镇企业上市
争取了更多机会。不久，国家颁布了企
业申请上市可以由地方推荐、证券交易
机构批准办理的新规定。万向成为中
国乡镇企业获准上市第一股。

在时代浪潮中，鲁冠球“见事早、判
断准、行动快”，实现了多个第一：“全国
1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中唯一的乡镇企
业；中国乡镇企业获批上市第一股；第
一家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中国民营企
业⋯⋯

许多人感叹：“鲁冠球始终与时代
同命运、共节拍。回顾他的经历，仿佛
又看到了中国经济腾飞之景。”

时至今日，鲁冠球也是年轻一辈的
榜样。

他的儿子鲁伟鼎在回望父亲的人
生路后，更理解他做的一切：“他对大变
革时代的洞察，对改革开放的认知，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总是自觉率
先力行，让万向‘始终处于一个领导潮
流的地位’。未来，我们也要做创造历
史的勇敢者。”

万向食堂的包子

萧山，是鲁冠球出生、成长、创业的
地方。哪怕后来生意做到大洋彼岸，他
也没有搬离这片土地。在他生前，一直

与妻子住在一幢上世纪 80 年代修建的
农家小楼中。

与鲁冠球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的
萧山乡音印象深刻。这是鲁冠球的自
我定位，“我是一位从乡野走出来的农
民企业家”。

鲁冠球的身份认同，是他最本真的
特性，也让他更能共情他人。

他曾主持编写一本《万向文化》的
小册子，提到企业应该让人本文化像阳
光、空气一样存在于管理之中。

就像万向食堂的特色包子。鲁冠
球爱吃包子，热气腾腾的肉包，在他看
来是最美味的早餐。他想传递这份美
味，就叫来行政科长，从面粉到馅料一
一交代，先在家试做再把配料比例记下
送给食堂，还要定期检查包子质量。

后来，万向不仅有越做越好的包
子，还有夏天的“万向棒冰票”、冬天的
万向澡堂等等，员工幸福感越来越高。

这样的人本文化不止在万向，鲁冠
球要把阳光撒向广阔的世界。

陈冠柏说：“最初鲁冠球只想走出
贫困改变自己，后来改变了自己以外的
更多人，并让改变在下一代继续，这是
时代交给领潮者的使命。”

鲁冠球一直心系“三农”。
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尝试以各种

方式发展农业，此后投资入股了万向德
农、承德露露、大洋世家等。他看重的，
是许多农民能因此获得就业和增产。

1994 年，万向在《人民日报》等报
刊上登出《西进宣言》，以 10 万元奖金，
诚求市场化西进谋略，引发轰动。

这是鲁冠球听闻“民工潮”涌动的
消息后形成的愿景，如果能在西部地区
再造一个乃至几个万向，就可以给成百
上千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助力地方乡
村经济发展。

这份浓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贯穿
鲁冠球的一生。

陈冠柏指着鲁冠球精神展陈馆内
的一面信件墙说，这上面是来自全国各
地受过万向资助的人们寄来的信。“仔
细看，这些信纸的抬头来自全国各地的
大学，寒门学子学有所成，这是他希望
看到的。”

这源于万向公益事业的“四个一
百”工程。

鲁冠球曾让人摸底排查，宁围乡、
萧山县哪些人需要长线救助？根据走
访结果，他决定从残疾儿童和孤寡老人
等四类帮扶对象开始，由近到远各帮扶
100名。

相关工作人员回忆：“鲁主席批下
这个报告时显出从未有过的高兴，说我
们做公益、造福社会的事业有了开头。
对万向来说，只是一笔钱，但对救助者，
那是有了一个明天！”

此后，资助面跟随万向的发展版图
不断扩大。从本乡的“四个一百”到全
省的“四个一千”，再到全国的“四个一

万”。
让陈冠柏动容的是，鲁冠球在万向

定了个规矩，要像规划企业经营那样规
划公益投入，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
置。“这意味着企业越发展，投向公益的
精力就越多，太难得了！”

鲁冠球播下的种子，在公益的土壤
里生生不息。

他去世后，鲁家决定，把万向三农
集团属于鲁冠球的股权全部捐献给鲁
冠球三农扶志基金。鲁伟鼎说：“把爸
的钱捐给以他命名的基金，通过捐资扶
志，使更多农民得益，农村有发展，是爸
所期待的。”

从未停止学习

身着深色涤卡中山装，高额头，略
卷发，眉下双目有神。微笑时扬起的嘴
角显露着机敏。这是陈冠柏 1983 年见
到鲁冠球时，对他的第一印象。当年采
访结束，陈冠柏定义：鲁冠球是一个勇
于改革、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

30多年后，当陈冠柏坐在鲁冠球生
前办公室的外屋翻阅他的全部私人笔记
和文档，完成对他过往历史的一次次回
访后，有了更多发现，支撑鲁冠球作为企
业家创业、作为慈善家公益善举的背后，
是他对事业、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辨。

“鲁冠球是个企业家，也是个思想
家。”陈冠柏在书中设置了专门的章节，
来记录鲁冠球的言论。

15 岁辍学，为何能被称为“思想
家”？鲁冠球又如何能提炼出许多微言
大义式的精妙哲理？因为他从来没有
停止学习。

翻看 1962 年鲁冠球为办厂向村里
申请用电的报告原文：“现在由于生意
轻淡同时现在正是农忙季节，可是现农
民伯伯大量的吃麦⋯⋯”

这份报告文字语句标点有错失，行
文也不太通顺。那是他的起始，但鲁冠
球愿意花时间，扩大自己的知识容量，
并坚持了一辈子。

鲁冠球把空余时间都拿来读书、看
资料。他的秘书每天要提供几万字的
资料信息，包括时政、经济、科技文化等
内容。20多种报纸看下来，他手上沾的
油墨要洗好几遍才干净。

上世纪 90 年代，每周一，鲁冠球会
赶一小时路，去浙江大学听经济管理选
修课。上这门课的王爱民教授说：“鲁
冠球从不缺课，第一排中间一侧的那个
座位上总是可以看到他聚精会神的样
子，听课，记笔记，提问题。”

多年后，鲁冠球被特聘为浙江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被香港
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并在全国
和地方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以工作生活实践为基础，加之世界
化的视野、个性化的思考，鲁冠球的经
营理念和谋略自成一派。

“提到做销售，他说‘有些人三天见
不到家里的烟囱是要哭的，那怎么担
当’。受资助的孩子犯错后被问还要不
要继续资助，他说‘一个人好比一滴水，
滴到酒缸里是酒，滴到粪缸里是粪’”和
我们讲起鲁冠球的言论，陈冠柏不断叫
好，“形容太妙了。”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鲁冠球那
样领潮，但他身上的坚持与热爱永远激
励着我们。

如今，在鲁冠球精神展陈馆，“全
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最美奋斗
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四枚奖章整
齐摆放，诉说着人们今天依然追怀他
的原因。

读不尽的鲁冠球读不尽的鲁冠球，，为什么能为什么能““领潮领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听雨沈听雨 严粒粒严粒粒

“起吊！”随着一声指令，鲁冠球的
铜 像 被 缓 缓 吊 起 ，稳 稳 落 到 运 载 车
上。鲁伟鼎上前轻拂去坐像上的纤
尘，双手深情抚摸他的脸颊，低声说：

“爸，我们回家啦！”
这是 2018 年 10 月的一天。河北饶

阳沿街边的芙蓉花香沁人，京城某雕
塑家在这里的工艺厂浇注完成的鲁冠
球铜像将运回杭州。鲁伟鼎前来接
迎，雕塑工厂前一长串鞭炮声为其归
途送上了道不尽的祝福。

一路顺风无碍，千里驰行，相伴皆
是绿野苍山。

鲁伟鼎的脑子静不下来。当决定
要给他爸做铜像，请了雕塑名家来先
做样稿时，人问：“希望是什么姿态？”
这可让一家人费了思量。

走姿？好！鲁冠球这一生就是从
乡间田野走来，以一个农民的步姿走
向了世界。他以铁匠铺为原点，走出
了一条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示范性路
径，并在纵横世界市场后又走回到田

野，反哺、赋能、再造他念兹在兹的乡
村土地。他走了一条中国世代农民想
走而未曾走过的路，从贫弱到富强，从
为一己好到为天下人好，直到倒下也还
没收住脚步。

立姿？也挺好啊！50 多年风雨路
程，多大难，多大弯，他都立得正，站得
直，从没弯腰趴下，成为中国民营企业
中罕有争议的“常青树”。如果中国大
变革的时代像家乡钱塘江上的大潮，
他就是立在涛头前的领潮人。他在创
造、创业、创新这“三创”中立起来的，
是一座财富的山、一座未来的城、一个
精神的世界。

如果是坐姿呢？当然！透过办公
室窗户看他长年不改的端端坐相，读
书、批阅、写作，双眉微蹙，目光深远，
那份思想者的专注，那股天地间的定
神正气，都令人无法忘怀。不管啥时
候想起来，仿佛他还在老地方坐着，为
明天看着什么、写着什么。

“做几个样稿看吧！”

难题留给了雕塑家。他需要从鲁
冠球诸多照片中找到不同姿态的表现
灵感，不只是形，更是神与灵，让雕像
吻合委托者的期待。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
鲁冠球的长女鲁慰芳受弟弟鲁伟

鼎托付，到雕塑家工作室定稿。她一
进房间，目光逡巡，倏地停留在那件坐
姿泥稿上。她将它轻轻捧起，仔细地
转着看了几个来回，“呜”的一声哭出
声来：“爸，我来了！”

声音惊动了满屋的人。
鲁慰芳指着雕像说：“这个很像，

只是我爸南人北相，你这双颊还不够
饱满，鼻子也不够圆，尤其脚上的鞋不
对，我爸从来不穿系鞋带的皮鞋，他嫌
费时。”

雕塑家意识到对细节的疏忽，回
应道：“好，好，马上改！”

鲁慰芳说：“就这个坐像吧！爸这
一生累了，让他坐着休息休息吧！”

⋯⋯

2019 年 7 月 8 日是个好日子，万向
迎来了创业 50 周年的纪念日。每年这
天，万向都会开庆贺大会。如今，鲁冠
球不在了，开会的章程不改。

也是这一天，由鲁伟鼎提议创建
的“鲁冠球精神展陈馆”开馆，鲁冠球
的铜像就安放在展厅迎面的大堂。当
人们走进展厅，看到他们的董事局鲁
主席迎面含笑而坐，瞬间感伤不已，有
人忍不住抽泣起来：“主席，我们又见
到您了！”

鲁冠球是 2017 年 10 月 25 日去世
的。他走后的这些年，世界发生了很
大变化，中国迈过了历史纪年中几个
重大的时间节点。人们对他的追怀与
思念却没有变，且更加深长。他的荣
誉册被一页页地加厚，人们在说及那
渐次远去的时代时无法将他遗忘。

201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40 周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鲁冠球“改
革先锋”称号。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鲁冠球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
称号。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鲁冠球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当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
史》中，鲁冠球作为中国乡镇企业家的
代表被写入其中。他的事迹进入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还很少有一个中国农民有这样的
殊荣。

现在，那 3 枚奖章连同他 1989 年获
颁的“全国劳动模范”等其他奖章就陈
列在以鲁冠球铜像为先导的展陈大厅
里，叙说着他的既往与荣光。

本书是对这部跨越半个多世纪个
体史的文字穿越。在饶有兴致地穿越
前，想起了纪伯伦的诗：“我是烈火，也
是干柴，一部分的我消耗了另一部分
的我。”

鲁冠球烈火般的开拓与创造“消耗
了”他生命的另一部分，那燃烧的光热
也融入了即将开始穿越的全部文字中。

“爸这一生累了，让他坐着休息休息吧！”
摘自《领潮：鲁冠球传》序章《铜像与奖章》节选

陈冠柏

“爸这一生累了，让他坐着休息休息吧！”
摘自《领潮：鲁冠球传》序章《铜像与奖章》节选

陈冠柏

书摘

鲁冠球（右一）与5位创业时期的员工在一起（左一为其夫人章金妹）。 受访者提供图鲁冠球（右一）与5位创业时期的员工在一起（左一为其夫人章金妹）。 受访者提供图

这是一部讴歌英雄人物、颂扬社
会贤才，充满正能量的散文集。该书
收录了描写岳飞、陈文龙、于谦、张苍
水、沙孟海、叶浅予、秦秋谷等著名人
物的30余篇散文，所选人物在不同时
期、不同领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福祉做出了贡献。

《西湖贤杰》
傅通先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为鲁冠球。 万向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