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传记，读懂领潮者

鲁冠球，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创始人。
在他去世后的第7年，2024年4月，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冠柏所著、万向集团独家授权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领潮：鲁冠球传》（下称《领潮》）出版。
本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办的《领潮》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积极发言，解码鲁冠球非凡的一生，探讨该书对当下及未来的价值。

李一鸣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读了这本书很受震撼，拿在手里
沉甸甸，放到心上也是沉甸甸。这是
一部大书，有著作的体量、思想的重
量、精神的含量、审美的质量。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
本书详细讲述了万向集团从一个手工
作坊到跨国企业的过程，万向集团的
发展道路就是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道路，这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史、经济发
展史。

《领潮》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探索历程，
看到了经济发展如何在正确的政策
支持下，不断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
历程。

这是一种时代启示录。在当前阅读
这样一部作品，让我们回想到飞腾的过
去，也期盼着沸腾的未来，这种时代价值
是不可低估的，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

李晓东
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

鲁冠球的形象早已在各种媒体、
各种荣誉中逐渐丰满，所以写什么不
是问题，关键是怎么写。在这种情况
下，如何把一个许多人都熟知的企业
家写好，是《领潮》最大的挑战。

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从
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环境、个人与自
身、个人与他人这四个角度，塑造了一
个全面的鲁冠球形象。比如，书中不
仅写鲁冠球的故事，还以他为中心，写
了他的家人、邻居、同事，以及生意合
作伙伴，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网，从独特
的角度，向读者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
鲁冠球。

白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领潮》关于鲁冠球的书写，是全
面的、扎实的、权威的。这部书既是万
向和其家人授权的，也是关于鲁冠球
一生的集大成之作。从中可以读出的
一个特点是，作者跟鲁冠球的关系是
不一般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在写熟
人、写朋友。因此，整个作品是有温度
的。

书中把鲁冠球创业的历程，以及
他在不同阶段遇到的问题和处理方
式，包括最后取得的成就，都写出来
了。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细节，比如放
上了鲁冠球在开厂房时的用电申请
书等，这真是不容易。更重要的是，
作者引用了许多鲁冠球本人的思想
语录，这些话看起来很质朴，但都是
他基于生活经验和个人成长等总结
提炼出来的，这是从前关于鲁冠球的
作品中很少看到的。

贺绍俊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

我认为可以把《领潮》当成一部小
说来读，作者采用纪实文学的结构，结
合叙事和议论，完成了对鲁冠球整体
形象的塑造，这很吸引人。

当然，作为一部人物传记，它的虚
构和小说的虚构还有所不同。小说的
虚构是无中生有，而人物传记的虚构
是有中生有，是一种对真实进行想象，
从而达到还原真实目的的虚构。在这
一点上，《领潮》运用得很好。

比如，该书以少年鲁冠球骑自行车
的场景为开篇——“一辆自行车颠簸着

‘噔噔’驰过，骑车少年的头发被江风吹
卷了起来。‘谁家孩子？’‘鲁家嘛！阿球
呀！’”这样的细节可以是一种虚构，但
这是还原真相的虚构，当时的场景或许
就是这样的。而这种细节上的虚构，一
下子就把鲁冠球跟“车”这个与他一辈
子相关联的意向点了出来。

王晖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本书通过“改变”和“再改变”两
部分来书写，既有鲁冠球创业初期的
故事，也有他和儿子在新时代关于经
营理念的磨合、发展的故事。因此，既
可以看成是鲁冠球和万向的命运史、
发展史，也折射出了以改革开放为主
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
这是宏大叙事中的大历史和个人故事
中的小历史的有机融合。

对于一部企业家传记作品来说，
《领潮》做了一个示范。书中所写的
鲁冠球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企业
家、慈善家、思想家，作者通过鲁冠球
的故事告诉读者，最成功的企业不是
简单的产品生产者，而是在时代洪流
中为社会、为人类锻造出具有创新思
维、探索勇气、坚韧毅力和善美大爱
的现代企业家，这是这部作品最成功
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鲁冠球（中）和新进厂的大学生在一起交谈。

20世纪80年代，鲁冠球在办公室。 2005年7月，鲁冠球（右三）与夫人章金妹（左三）和四个儿女合影于西子湖。

文学各门类中，传记文学门槛低，
但想写好却难。门槛低，是因为传主生
平事迹等皆有可循，写作者只须深挖广
寻，觅得材料即可缝缀而成。写作难度
高，是因传记文学并非纯粹的纪人纪
事，它还需在人的精神、意志、心性、境
界等方面，写出人物内在的丰饶。且传
记不似虚构文字，可天马行空；它容不
得虚构，故留给写作者的腾挪空间，全
在见识、领悟与洞察。正是如此，传记
比虚构文学写作难度高。

陈冠柏的《领潮：鲁冠球传》，煌煌
50 万言，为企业界风云人物鲁冠球作
传。因传主的特别，《领潮》写作的难易
处都极为分明。易处是鲁冠球的材料
好搜集，毕竟是风云人物；难处还是因
鲁冠球是风云人物，世人看到的都是鲁
冠球的事功，是他的成就，但何以是鲁
冠球？鲁冠球何以成为风云人物？作
者既要载述鲁冠球一生的行事，还要加
以论断，使读者知其人，晓其事，更要使
读者知其为人，知其行事。

作为传记文学，陈冠柏写《领潮》，在
材料上下了不少的功夫。阅读、采访、企
业和田野调查，这些都是必备的。从作品
完成度看，可看出陈冠柏材料做得极扎
实。但材料归材料，能否写出好的传记文
学，材料从来都是基础性的，写作者能否
从材料和事实中建构出突出的传主形象，
这才最重要。鲁冠球生活的时代，是一个
大时代。时代在风起云涌，潮起潮落，鲁
冠球能成就不凡的功业，自然有与时代和
时势的共振。这本鲁冠球的传记，陈冠柏
给书起名就叫“领潮”。何谓“领潮”？如
何“领潮”？于鲁冠球而言，“领潮”就是于
时势有所见，且能独立于潮头。于陈冠柏
而言，就是于时势有所见，且能以史家的
眼力洞察、笔力表现出鲁冠球的“领潮”。
陈冠柏上个世纪80年代便曾以报告文学
作品名动一时。合写当时改革的风云人
物步鑫生的《中国的回声》，曾获1983—
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他的其他
作品如《黑色的七月》《蔚蓝色的呼吸》等，
皆曾产生广泛的影响。此后因其他原因,
陈冠柏搁笔多年。如今再拾创作，胸臆、
心境、见识，更加苍茫辽阔，笔力更为雄
健。特别是早期陈冠柏的创作，就以其语
言的精确、传神、生气勃勃而为人所称道，
如今沉潜数年，陈冠柏的语言更显老道和
富有表现力。

就《领潮》而言，陈冠柏写鲁冠球，最
成功的地方，就是他把鲁冠球放在人与
历史的坐标中去写，既突出描写鲁冠球
的个性，写他的敏锐、果决、魄力、内敛、
沉稳等，更写鲁冠球所处的时代特点，激
荡、变革、创新、挑战、迂回等。时势成就
英雄，英雄顺应时势。鲁冠球的成功，很
显然就是英雄与时势互动的结果。没有
英雄的禀赋和气质，就没有洞察、顺应时
势的能力；没有外部的时势，纵是英雄，

也终究会是“英雄气短”。陈冠柏的《领
潮》，便是在英雄与时势的辩证中，写出
鲁冠球风云激荡的壮阔人生。作品中有
一段，写鲁冠球拍苍蝇很神，引申出一段

“顺风”“逆风”的议论，其实就是谈时势
和人的关系。谋事者，欲成事者，皆需看
清风向，当顺势而为，鲁冠球就是看懂时
势并能顺应时势的人。

作品分上、下两部。上、下半部的标
题，分别是“改变”和“再改变”。这说明，
陈冠柏写鲁冠球，是在“变”中观照鲁冠
球。时代的风云变幻是大势的“变”，这
个“变”是恒定，陈冠柏主要是在鲁冠球
自身的“变”上下功夫，写鲁冠球对外部
时势之变的回应，写他的“应变”。作品
从开始，就在写鲁冠球的“变”，职业、身
份、命运等，体制内外的几番折腾，直到
万向节厂建立起来，这是鲁冠球在时势
的潮流里的小“变”。此时之“变”，见出
的是鲁冠球的灵敏、灵活、机智和果断。
见出鲁冠球大视野、大格局、大智慧的

“变”，是在万向企业由小变大，成为万向
集团，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鲁冠球作
为企业领导者，他的眼界、胸怀、定力、智
慧，他的洞察力、分析力、决断力，决定着
企业的每一步发展，决定着企业的未来
和方向。他的性格、心性、情怀，决定着
企业文化和企业的性格。传记文学的要
义，就是以事见人。陈冠柏以诸多的故
事、事件、细节，包括鲁冠球自己的日记、
书信以及他人的回忆等，向读者展示出
鲁冠球之所以成为企业界风云人物的
人、情、事、理逻辑。

变，是鲁冠球成功的关键；不变，更
是鲁冠球成功的关键。陈冠柏写鲁冠
球，正是从变与不变的辩证，相反相成的
两面去把握人物的。“从田野走向世界，从
世界返回田野”，这是鲁冠球对自我和万
向集团的概述。陈冠柏写鲁冠球，抓住
的正是他的“田野意识”，这是鲁冠球的根
本，是他的根性。田野意识首先是身份
意识，鲁冠球企业做得再大，他始终不忘

“田野”，不忘“农民”；“田野”是鲁冠球的
根，是万向的根，是鲁冠球和万向的“来
处”。“田野”也是大地，是生命，是乡土社
会，是文化。有了这个根和来处，鲁冠球
就有了精神的来处，万向也就有了企业
文化和精神生命的来处。但鲁冠球也清
楚地认识到，乡土社会和现代企业、农民
和企业工人之间，有着从思维到观念等
的根本差异，所以，鲁冠球提出“跳出农民
观念，保持农民本质”这个说法。这是鲁
冠球的超常之处，跳出农民看农民，跳出
田野看田野，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需
要超常的洞见和智慧，才能做得到。对
鲁冠球来说，“田野”念兹在兹，既是心意、
情感，更是战略，其实是为万向集团的后
世立百年大计。世事无常，如波涛，有潮
起必有潮灭，企业同样如此。而有了“田
野”，企业就有了根，就有了应对无常的

“有常”，就有了目标和生生不息的气机。
万向集团的发展壮大，是鲁冠球的

“功”；陈冠柏写鲁冠球，不止于陈其功，更
在立其德，立其精神。《领潮》中，写到鲁冠
球的“11条军规”；十一个“不”只是鲁冠
球自己列出来的，陈冠柏写鲁冠球，还写
出了他的其他“不”，如不贪，不奢，不斗，
不怒，不骄，等等。“11条军规”以及这一
系列“不”，归结到一个字，就是“正”。这
个“正”，是正道，是天地间的大道。有了
这个“正”，才有一系列的“不”，才有鲁冠
球和万向企业的成功。在作品中，陈冠柏
特地开辟一章，题目就叫“守正”，写这个

“正”字与鲁冠球的企业家精神的构建。
陈冠柏甚至通过比较的方法，将鲁冠球与
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家，如禹作敏等并置在
一起，禹作敏的张扬狂狷，与鲁冠球的沉
稳内敛，既是企业家的个性差异，更是南
北两种文化的差异。全书很多地方，陈冠
柏似乎都有从地方文化中去挖掘鲁冠球
成长为现代企业家的“地方”逻辑和文化
逻辑，如浙东文化的务实、事功、理性、节
制等。确实，统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
年，浙江民营企业发达，全国领先，特别是
浙东地区尤为发达，其中的文化逻辑和

“地方”逻辑何在？这个恐怕是陈冠柏一
本《领潮》回答不了的。但是在作品的下
半部中，陈冠柏用不少的篇幅，写到鲁冠
球的儿子鲁伟鼎对万向集团和万向文化
的继承与革新。作品中，陈冠柏通过鲁冠
球和鲁伟鼎的通信、对话等形式，字里行
间，我们看到的是那种地方文化根性、“田
野”意识的绵延与传承。

其实，透过整部作品看，陈冠柏写
鲁冠球，写万向集团的发展史，自始至
终把握的核心就是“正”。这个“正”，守
一而止，不偏不倚，是儒家的中庸之
道。它通向个人，就是个人的德行；通
向企业，就是企业的文化、企业的精神
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在《领潮》这部
传记中，陈冠柏多处写到鲁冠球的财富
观。鲁冠球和万向集团的起步是为了
摆脱贫困，但积累财富做大企业并非万
向的目的。在万向集团提炼的“鲁冠球
精神”中，最后一个词语就是“大同”。

“大同”，才是鲁冠球财富观的核心。鲁
冠球和万向的“大同”，不是社会理想和
理念，而是实践。慈善、捐赠、办学，是
小的“大同”。以“善”的姿态，通过自己
的善举和社会行动，把自己的“善”外推
向社会，弥合社会的贫富和阶层的差
距，从而削减社会中人们的“仇富”和

“嫌贫”心态，这才是鲁冠球和万向集团
最终的追求。

陈冠柏的《领潮》，就是在“大同”的
文化哲学和鲁冠球的生命哲学的高度，
建构起鲁冠球的杰出生命人格，以文字
的方式呈现了鲁冠球的非凡人生。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
学院教授】

大时代与“田野上”的丰碑
周保欣

大时代与“田野上”的丰碑
周保欣

第一，《领潮》是一部时代性、思想性
和文学性兼备的优秀人物传记，作者浓
墨重彩描绘了鲁冠球的创业史与整个时
代大潮的相互激荡，在宏大历史语境中
呈现了一位农民、一位劳动者、一位企业
家的奋斗历程和弄潮风采。这是一部具
有高度精神意涵和时代性的鸿篇巨制。

第二，《领潮》有助于激发当代企业

家的创新创造力量。鲁冠球把一间乡
间铁匠铺发展成汽车零部件和清洁能
源产业的跨国集团，为民族工业振兴发
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国优秀的
民营企业家，也是影响世界汽车行业的
杰出代表，《领潮》的出版是以展示鲁冠
球一生宏阔创业历程的方式，以此来激
发当代企业家创新创造力量。

刘祚臣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

我小时候就很熟悉鲁冠球。我来
自江苏，书中写的故事跟我们那里发生
的事情许多都是一样的。小时候，乡村
里最重要的工厂就是农修厂，也就是书
中鲁冠球开始办的农场。因此，乡镇办
企业，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
说，鲁冠球是浙江的，也是中国的，更是
世界的。这样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为
他立传是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和责任。

一个经典的文艺形象会成为一
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志。《领潮》写

鲁冠球也有这样一个意味，这样一
个憨厚精明、坚韧不拔的中国企业
家形象，这个人物是立得起来、传
得下去的。

这也是一部厚重的大书传记。鲁
冠球是一个有灵魂的人物，我认为书中
有一章写得特别好，直接引用了鲁冠球
的笔记文书，写了他的思辨，叫做哲学
园。这些话可以看出鲁冠球的精神是
很丰富的，但他这种个人心灵的东西，
也能给当下读者带来很大的启发。

丁晓原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领潮》写的是鲁冠球这个人，但
其实更注重的是写他留下来的遗产。

首先是改革精神。鲁冠球是一个
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企业家，他身上
体现着“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的浙江精神。在他所处的那个时
代，曾出现过许多轰动全国的改革者，

而鲁冠球一直是常青树，通过创新创
造、追求卓越，立在时代潮头。

其次是奉献精神。就像书中所
写，鲁冠球难能可贵的是他很早就有
引领大家共富的意识，他有鲜明的回
报社会、报效国家的意识。对他来说，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

李朝全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在《领潮》中，作者用还原性书写
的方式，立体呈现了鲁冠球的形象。
对这样一个大家关注和熟知的人物，
用还原性书写的方式是需要立场和勇
气的。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让我印象
深刻，鲁冠球七次递交入党申请书，这
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困境。而作者正是
通过对这种困境的客观书写，写出了

鲁冠球身上具备的精神气质。从这里
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所在。

这样的案例在书中比比皆是，作
者把一堆生活里的素材、一个生活里
的人，还原成了文学中的形象。这让
我们读完这本书后，看到了一个真实
的鲁冠球的人生成长之路，并让鲁冠
球的精神思想，直抵人心。

刘琼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领潮》以鲁冠球奋斗的一生为主
要素材，书写了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
生活的风云。

这本书写鲁冠球，但同时也展现
了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的创新
精神。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浪潮
中，鲁冠球带领万向创造了很多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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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书里可以读到那种荡漾着改革
开放的时代气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
是全民族的精神所在。而这种精神将
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人不断前进。

梁鸿鹰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这是一部对作家来说具有相当难
度的和重要意义的作品。如果从写作
的角度分析，鲁冠球把一间7名员工、
4000元起步的乡村铁匠铺，发展成横
跨多产业领域的跨国集团，时间长达
半个多世纪，因此不仅纵向历史时间
跨度长，横向的层次关系也颇为复杂，

其间还交织着大时代背景下的众多事
件和人物，要在这些千头万绪中梳理
出清晰的脉络，并不容易。

作者通过有虚有实、详略交错、虚
实相接的笔法，既表现了商场的风云交
织，也透视出了时代的晴雨变化，从而
完成了对鲁冠球这个人物的立体架构。

张子影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张子影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领潮》不仅写鲁冠球，还写了鲁
冠球所处的大时代，这是该书的格局
所在。《领潮》写鲁冠球是一部分，书中
还用较多的笔墨讲述了鲁冠球怎么找
到潮流、如何识别潮流，包括他去国外
看到生产流程、先进技术后，就想着先
跟着跑、再超越他们去领跑。

其实，这背后不仅是鲁冠球个
人的成长，也是整个国家在改革开
放中的发展。所以读这本书时，可
以把鲁冠球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见证者、参与者、引领者、受益者。
如此，这部书就不是一般意义的企
业家创业史。

王国平
《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评论版主编

我用一年多时间翻阅鲁冠球的全
部私人笔记和文档，并与百余名鲁冠球
亲友、同事及相关人士倾心对谈，力求
还原鲁冠球作为一个人、一名民营企业
家、一位时代领潮者的最本真模样。

这本书写的是鲁冠球个人的创业
史，更是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中走向
世界的激荡奋斗史。写作时，我致力

于让个性的鲁冠球和所处的时代相融
合，让书中的内容既能展现领潮人的
精神风采，也能体现中国改革开放的
深度和广度。

将来，希望这部传记能成为时代
发展中的一个历史坐标，通过构筑一
个鲜活的、丰满的中国企业家形象，让
世界从鲁冠球的故事里认识中国。

陈冠柏
《领潮》作者

创业 55年、经营万向 48年，鲁冠
球领劳动者之潮，用铁锤敲出了万向
燎原之火；他领改革者之潮，在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勇当弄潮儿；他领奋斗者
之潮，不断创新自我突破；他领优秀共
产党员之潮，把农民培养成产业工人，
打造出一支能做善成的队伍，从田野
走向世界，从世界返回田野，服务三
农，造福社会。在《领潮》中，我们再次

感受到了他带来的力量与鼓舞。
在拿到新书后，万向集团就开展

了读书月活动，全员学《领潮》谈感
悟。其中有跟随鲁冠球一起创业的
老员工，也有一批批进入万向的年轻
人，大家在读到《领潮》后无不激情满
怀，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现在集团已
经收到了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 3000
多篇。

莫晓平
《领潮》策划、万向集团鲁冠球精神委员会秘书长
莫晓平

《领潮》策划、万向集团鲁冠球精神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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