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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语录

◆“我是一个普通人，从

底层崛起的凡人。幸运的是，

我生于一个大时代。”

◆“我不是资本家，我是

一个企业家。”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

虽难，做则必成。我相信，只

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

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就一定能够把目标变为美

好现实。”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

除了吃穿用之外的财产还是社

会的，所以现在企业家不像企

业初期的时候，为了自己吃饱

饭穿暖衣在拼命。现在已经升

格了，他也在履行社会责任。

你越是为老百姓造福，先富帮

后富，人家才尊重你的财富。”

宗庆后：
“我这一生并不非凡”

2月 25日，娃哈哈集团发布讣告，娃哈
哈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后因病医治无
效，于当日10时30分逝世，享年79岁。

宗庆后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
2023年 12月 12日的娃哈哈集团全国销售
工作会议上。他身穿一件黑色棉衣，为百余
名娃哈哈先进工作者们颁奖，奖金总金额超
过300万元。

1987年，42岁的宗庆后在杭州清泰街
的一栋六层小楼里创建了杭州上城区校办
企业经销部，也就是日后娃哈哈的前身。他
的办公地点之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小楼。

他每天7时上班，晚上11时下班，经常
住在办公室。2018年，在接受环球人物记

者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他就睡在办公室。采
访当天早晨，记者8时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
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多年来，宗庆后似乎从来没有“老过”。
2021年，76岁的他考取了基金从业资格证
书。在一次与友人的对话中，他笑谈：“干惯
了以后，你一点活都不干，可能就老得更快。”

在 2018年的一段公开演讲中，宗庆后
曾说：“我唯一的念头是，当我真的老去，我
可以对所有人说：我这一生并不非凡，但我
干了一番事业，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为这
个时代、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提供了一些
正能量。很多人因我而受到鼓舞，成为主动
打造新世界的力量。”

1945 年，宗庆后出生在浙江杭州。由于家境窘

迫，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的他初中毕业后就不得不辍

学，四处打工。他曾走街串巷叫卖爆炒米，也曾在火

车站卖烤红薯。尽管身处逆境，但宗庆后从未放弃

改变人生的念头。

宗庆后的母亲王树珍是一名小学教师，对他的

人生影响很大。虽然家境贫寒，但王树珍依然给孩

子们定下了很多规矩。

有一次，宗庆后年幼的弟弟看到邻居家的孩子

吃糖，便站在那个孩子面前一动不动。母亲当即把

他们带回家中，并立下规矩：以后再看到别人吃东

西，要立即离开，不能停留。对宗庆后来讲，这无疑

是一堂自尊、自爱、自立的课程。

受母亲影响，宗庆后曾打算报考免学费还能发

津贴的师范学校，但最终因不是贫下中农出身而未

能如愿。

1963 年，他得知舟山马目农场正在招收知识青

年，不论家庭出身。宗庆后紧紧抓住了这根改变命

运的“救命稻草”。

舟山马目农场是个荒无人烟、寸草难生的地

方。农场的日常工作就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不是

挖渠筑海塘，就是拉土堆石。多数城里来的知识青

年都难以承受这份辛苦，有人躲在被窝里哭，有人当

了“逃兵”。

18 岁的宗庆后却选择承担和忍耐，白天做着跟

大家一样的苦活累活，晚间还要加班拉砖。他被评

为舟山地区的“上山下乡积极分子”。

宗庆后曾这样回忆自己的农场生活：“读书的时

候要考第一，打篮球要争第一，在农场也要成为最好

的那个。拉石头、堆土方，白天干不过人家，动员大

家晚上干，趁对方晚上休息，超过他们。”

1 年后，马目农场规模收缩，宗庆后辗转来到绍

兴茶场。茶场和农场一样，干的都是高强度体力劳

动——种茶、割稻、造地、开山打石。他把最好的青

春年华，留在农村，无怨无悔地一干就是 15年。

此时的宗庆后依然没有放弃心中的“大学梦”。在

闲暇期间，他没有像工友一样打牌消遣，而是坚持读

书，并把《毛泽东选集》来回读了多遍。尽管他最终没

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但读书的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

谈起这段艰苦岁月，宗庆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这段经历于他而言，最大的好处便是练就了强健的

体魄、锻造了坚不可摧的意志。

艰苦的历练带给宗庆后的宝贵财富，贯穿了他

的整个创业历程。

娃哈哈刚生产果奶的时候，热销全国，有一次装

货的工人少，影响发货。宗庆后过去一看，二话不

说，脱下外衣，就开始装货。干完活，浑身像是水洗

的一样。

多年后，在那场轰动国际的“达娃大战”中，宗庆

后在跨国公司达能时任总裁扬言要让其“在法律诉

讼中度过余生”的威胁之下，以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和意志力绝地反击，最终赢得了这场持续两年半的

战争，保卫了民族品牌的尊严。

1978 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元年，宗

庆后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在经历了

15年的下乡劳动后，33岁的他回到杭州。

当时有一个政策是顶职，父母退休后，子女

可以接替父母的工作。他便接替退休的母亲，

进入杭州工农校办纸箱厂，做推销员。

在校办工厂的 10 年间，宗庆后做过推销

员，也办过电扇厂、电表厂。他曾蹬着三轮车

到处送货，背着几台落地电风扇挤在绿皮火车

上去各地推销，在简陋的招待所打地铺，在广

交会大门外摆地摊，在天涯海角斗智斗勇追款

讨债……

他说：“我用脚丈量中国的市场，深入到穷

乡僻壤、犄角旮旯，‘中国市场地图’就是这样

在水里火里、摸爬滚打中摸透的。”

人生的每一段路都不是白走的，正是这段

与市场亲密接触的经历，为宗庆后从零开始创

办娃哈哈打下坚实基础。

在 42 岁那年，宗庆后终于等来一个机会，

而他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杭州市上城

区文教局要对下属的校办企业经销部采用承包

经营的方式，公开选拔经销部负责人，条件是当

年能够创利 4万元。

宗庆后毛遂自荐，承诺当年创利 10 万元，

即便按人均创利标准计算，也远超当时国企对

应的指标。“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

我心里是有底的。”

从此，宗庆后从蹬三轮送校薄、卖冰棍开

始，将这个只有 3 个人的校办企业经销部，打造

成了拥有 3万多名员工、品牌价值超过 600亿元

的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巨头。

很多人好奇他的经营秘诀，他曾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将其总结为“专注主业，小步快跑”：

专注食品饮料主业，决策上小步扩张，一旦机会

出现，立刻把握机遇。

多年来，宗庆后亲力亲为，公司几乎所有重

大市场决策都是他一人拍板。出差在外的日

子，办公室每天晚上要给他发送几十份工作传

真，他再用电话做批示或者签字回传，遥控指挥

公司的各项事务。

宗庆后说：“都说我在娃哈哈大权独揽，这

一点说得对，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都有点这样，

不集权内耗太大，根本做不起来，这是时代造

成的。”

宗庆后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一年当中，有超过

200 天的时间奔走在全国各地的生产基地和一

线市场。

在这样的勤勉之下，宗庆后创立了“娃哈哈”

这一知名品牌，也成为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的

代表人物之一。他是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等荣誉。

2010 年、2012 年和 2013 年，宗庆后曾三度问鼎福

布斯排行榜“中国首富”，但他对此并不在意。能够让

他自豪的，是为国家、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我交税就

交了 500多亿元，我们的经销商、批发商也很多，为社会

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

他曾表示，“当年开始创业是为了生存而奋斗，等

资本积累完成，是在为社会工作，财富实际上也是社会

的，对我而言就是个数字而已。”

宗庆后不喜欢大惊小怪，他的处世哲学就是埋头苦

干，拼命工作，一丝不苟。在老一辈企业家中，他向来以节

俭著称。尽管坐拥千亿身家，他却经常一个人坐飞机，而

且坐二等舱，身边没有保镖也没有助理。据他自己推算，

他每年的个人生活开销不超过5万，吃穿住行极其简单。

但对于社会道义，他从来不遗余力。多年来，他一

直坚持“办企业就要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理念，始终

弘扬“产业报国，泽被社会”。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娃哈哈集团

和员工先后向地震灾区捐款达 1500万元。

宗庆后的慈善之心更多体现在对下一代汲取知识

的关注上。

多年来，从捐资建设教育基础设施，到针对贫困学

生设立奖学金，从对教育扶贫的投入，到积极帮助下岗

职工解决家庭生活困难，宗庆后带领娃哈哈累计投入

数亿资金。从 2011 年起设立的“娃哈哈·春风助学”专

项资金，已帮助 5万多名困难大学生圆了“大学梦”。

（据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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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协拟编纂一部《攸县地名》专集，囊括全县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底蕴的地名。分派我将

新市镇光明村的唐家垅写一篇地名稿。

我畏难了。对这个山旮旯闻所未闻，一无所

知，怎么写呢？只好立马去实地釆访。在新市镇下

了班车后，立即找出租车。几个出租车司机一窝蜂

拥来，但听说去唐家垅，都摇了摇头走了。幸亏有

个摩的司机是唐家垅人，欣然应允。

摩托驶出镇区后西拐，穿越一片低矮的山丘，

进入高山丛林。路是水泥筑构的，路面坚实平整，

只是太窄太陡。两旁密密匝匝的森林，头顶枝叶交

错，阴森森的，如入洞穴。下坡、上坡，摩托不是前

倾，就是后翘，车身几乎竖起来了。我紧紧搂着司

机的腰，不禁毛骨悚然。拐过几个“Z”形弯道，突然

“嘎”地一声，重重一颠，摩托一蹦老高，煞住了车。

我的心蹦到了嗓眼上，问道：“你这是咋啦？”

“你没看前面？”

我趴在他肩上望去。路间黑乎乎的一团，一只

大腹便便、重身当产的野猪，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

走着。

“又不是老虎，咋把你吓成这样呢？”

“别看这家伙只吃素食，惹急了也咬人，尤其是

怀了崽的。”

七弯八拐登上鹅岭山脊，眼前豁然一亮。逶迤而

来的罗霄山脉在山下画了一个大圆，怀抱着一个小坝

子。司机问道：“这下面都叫唐家垅。你去哪里？”

我眺望着山下一片广袤的田垅，答道：“找村

长吧。”

“呵，那是我哥哩。”

沿着坝子中央那条村道走去。村道笔直、平

坦，两旁是绿油油的如锦如缎的稻苗；周边的山坡

间，一幢幢精美别致的小别墅点缀在浓荫中。好一

个洞天福地。

摩托向左一拐，在山根下一栋二层小楼门口停

下。他向屋里大喊：“哥，有领导找你。”

“扯蛋！”我在心里骂道。山里把外面来找村干

部的人，都叫“领导”。

屋里走出一个理着板寸头，身体壮实的中年男

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呵，领导来了哩，贵脚走贱

地，有失远迎，请见谅。”

“啥子领导呢。莫听你弟弟胡说。一个写稿子

的，其他什么都不是。”

“好，好，那更好。我们村里值得写的事多着

哩。”两人在客厅里坐下，他问道：“你要写村里哪方

面的情况？”

我便把县政协对地名稿的写作要求说了一遍。

他眨巴着眼睛，想了想，说：“比方我们这个屋

场，叫唐家大屋。风水先生都说，这里当住大富大

贵之人。”

我打趣道：“果然出了个唐村长嘛。”

“呔呀，我算个啥子，一个给村人跑腿的。”他指

着对面一片樟林说：“那地方原有一幢大房子，是有

着传奇人生的老革命唐有章故居。他才给我们唐

家争了光哩。”

我立即打开手机，查到《百度百科》：唐有章

（1906－2000），湖南攸县新市镇唐家垅人，1926 年

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觉；1927 年 12 月

参加广州起义，先后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炮兵连连

长、独立炮兵师党代表；建国后，历任机械工业部设

计总院院长、农业机械部顾问等职。

唐村长侃侃而谈：这方圆几里地都叫唐家垅，

是我们唐氏族人肇基之地。村里两千一百多人，其

中唐姓村民一千三百多，占总人口的六成多。

唐村长真是个热心人，一场畅谈后，他当向导，

领着我在全村游转。

踏上枫树坳。坳上一片天然枫林。正是秋末

冬初，遍山火红，如璀璨的晚霞。其中一株古枫，高

二十余丈，四人合抱不及，人称枫王，为当地地标性

景观。

枫树坳下，有条小河，叫明阳江。沿江而下，约

一里许，清雍正年间筑有一石陂，称明阳陂，至今保

存完好，数百年来一直用以引水灌田。

陂坝下有一水潭。1945 年 7 月，日寇一小分队

在中国军队的围堵追赶下仓皇逃命，一小头目连人

带马跌入潭中，溺水身亡。潭本无名，此后被人们

称为：落马潭。

被好奇心驱使，我绕着落马潭走了两圈。潭很

小，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圆圆的，就像一口大锅；且

浅，清澈见底，咋会淹死人和马呢？

唐村长说：“怪，确实怪，一直是人们心中一个

不解之谜。老一辈的人说：这是苍天有眼，强盗该

遭报应。”

落马潭之南，一道红崖峭壁当面而立，疑似山

穷水尽，然前行十余丈，拐过鹰嘴崖，峭壁间隐现一

线天，一路默默流淌的明阳江之水流入峡谷，嗡嗡

作响，回音荡漾。

鹰嘴崖把守在峡谷口，地势险要。1926年6月，北

伐军叶挺独立团与吳佩孚的部属在这里打了一次遭遇

战，在鹰嘴崖对面的柏子坡上留下了十几冢坟茔。

唐家垅的众山上，多次遭战火的洗礼。1949 年

7 月，国民党白崇禧部溃败到此地，欲阻击解放军南

下，在鹰嘴崖上挖掘数条战壕，遗迹仍在。

游转了半天，我心里终于有了头绪。唐家垅这

个小地方真值得一写！

2024，向新而行
（外一首）

过德文

一场小雨过后

从睡梦中醒来

已越新年

天空中绽放的烟花

送来祝福

此起彼伏的爆竹声

迎接着好运连连

一抹中国红

带我走进龙年

几声清新的鸟鸣

与我坦然相待

母亲递过来一杯新茶

那是新年最好的礼物

围炉煮茶，亲情无限

细品岁月静美

新的一年，阳光下

把所有的不快丢在身外

把苦痛变成前行的光

把风雨揉成牧童的歌谣

让微笑托起美丽的羽毛

让生活溢满四季花香

如果人生就是一场体验

那就痛痛快快

不要纠结完美和对错

向新而行，做自己的光

嫩芽已准备破土

张开双手吧，去拥抱爱和善良

直到每一分，每一秒

《回乡过年》
过德文

回故乡过年，我

还得离开

这些年，我一直

混迹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去也匆匆，来也匆匆

年，成了连接我与故乡的红绳

故乡，永乐江畔

老屋已老

像喝醉了水酒

沉默隐忍而似睡非睡

身体里的裂痕

在时光深处

长出了惆怅的野草

寄人篱下的我

静静地站在风雨中

等你，喊我的乳名

多年前，离开时是秋高气爽

垄上吹过来的风混着稻香

我背负行囊

不回头，我也知道

步行十里地

母亲还在村口观望

城市和故乡之间

始终是两点一线的思维定向

卸下一身城市的灰尘

这一刻

我已成了故乡盛情款待的

宾客。回不去的故乡

尘世间，我们注定都是客

这个村庄——

悲悯的是，从未远离

欣喜的是，从未想逃脱

儿时那段快乐的日子
小河

儿时的夏天，我到外公家过暑假，那段无与伦

比的快乐日子，充满了殷红的杨梅、清香的瓜果、美

丽的野花、俊美的哥哥姐姐。

他们村有一条宽大的河，河水清澈见底，但不

深，桥就在外公家门口。夏天我常站在桥上看水，

看伙伴们一个个接二连三扑通进水，头顶着洗发

水，去河里边玩边游边洗头，水流很快，洗发水泡泡

很快消失在不远处，场面十分热闹好玩。有时从水

里突然冒出个孩子，闭气的天才，在水下没有对

手。他们通常要在河里玩半个小时，嬉笑打闹，比

赛谁闭气更久，谁游得更快，然后在火烧云下乐呵

地回家。

我的两个俊朗表哥，还有其他十来个小伙伴，

无一例外都是好水性，就像鱼一样在水里游了起

来，这种天赋让我羡慕又疑惑，为什么我就不行

呢？而且他俩打水漂的水准也是大师级别的，常蹲

在河边与伙伴们进行比赛，赢了就得意地自称“打

遍天下无敌手”。虽然是在吹牛，但我们大家都非

常 热 情 地 跟 着 起 哄 附 和 ，给 足 了 他 们 虚 荣 心 和

面子。

这些人里面就我是个胆小鬼，没什么特殊的天

分，在游泳这方面实在不行，那群孩子里也没有能

教会我的，只有在上山摘野杨梅野葡萄的时候我能

发挥点爬树的天赋，到了水里，就不是我的地盘，我

就完全不行了。外公外婆叮嘱我，看他们玩可以，

但绝对不能下水，为了吓唬我，甚至编出什么“水里

有水猴子，会吃人”这样的故事来。

有一回我终于按捺不住，将裤腿撂到大腿，开

始往水里走，他们太快乐了，我不理解什么天赋能

让那帮家伙这么灵活，竟还能从水里给我逮只鱼

上来，我一定要参与这快乐。我大胆地往前走，河

水清澈极了，都能看到石头，那石头仿佛就在跟

前，但到了河的四分之一处，我就不行了，我开始

有点失去平衡，见到我短小的腿肚影子在水中扭

曲，跟着阳光晃动起来。然后我就栽了，在水里笨

重地扑腾，差点把自己交代给那条河。伙伴们给

我送上岸，我呛了几口水，很快睁开眼，看到他们

顽 皮 的 嘲 讽 和 关 爱 ，这 一 次 又 加 深 了 我 对 水 的

害怕。

此后我就只在河边玩沙子，给这帮孩子看衣

服。我曾经向往过成为那群往水里跳的孩子中的

一个，参与到那种热火朝天的单纯快乐中，但后来

一切都变了，长大后大家都各奔东西，这愿望永远

不可能实现了。

探访唐家垅
刘正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