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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前言

我认识刘永好有些年了，真正比较深入的接触是在2003年到2004年。那时候我在全国政协任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经济委员会把对民企的生存状况调查和政策建议的调研作为当年的一项重要的调研任务，
委员们到辽宁、浙江等省进行调研。在“民营经济调研组”，我和刘永好都担任组长。我当时感觉到
这个调查十分必要。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比例日渐增加：平均每天增加1500多家
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注册资本每天增加30亿元，仅2003年一年民营经济增加资本金大约1万亿元。民营
经济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的作用不断扩大。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
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70％以上在民营企业中就业。通过调研，我见到了许多
民营企业主，虽然他们反映的信息是零散的，但具有共同点：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帮助解决某些重要问
题。调研期间，我和刘永好接触较多，相互了解也增加了。2004年2月，我们根据历时半年调研的成果
，写成了一份报告《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对于民营企业普遍遇到的融资难、行
业准入难、税费过重、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不足等问题都做了梳理和小结。报告上
报国务院后，受到重视。接着，我们又分别召集了几批民营企业主座谈。所有这些都促成了“非公经
济36条”的出台。我对这段经历印象很深，相信刘永好也一样。在调研过程中，尤其是在最终撰写调
研报告阶段，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因为“非公经济36条”不仅对整个民营企业，而且对整个中国
经济的未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刘永好自己就是一个从四川农村的一家育种场走出来的企业家，作
为民营企业主，他所经历的酸甜苦辣，让他更有做好调研的意识和动力。最近一些年，他还担任了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他既是一位杰出的工商界人土，又是积极的参政议政
者。同时，他还是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家，他为自己所在的群体鼓而呼，为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
振奋、苦恼、焦虑、仗义执言。也许若干年后，我们会认为这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但在今天，
这仍然是不多见的。在交往过程中，我发现，平时他的话不多，倾听多于发言，基本上不说惊人主语
，也很少诉苦。如果见面次数不多，他并不是一个让人一见面就牢牢记住的人。然而，正因为他持续
而专注的倾听，让人感觉到，他是善于思考、勤于思考的。他不张扬，衣着朴素，待人礼貌，他的倾
听是在消化别人的观点，从而形成自己的主意。“天府之国”自古就以“川商”闻名，刘永好就是一
个典型的“川商”。过去，“川商”有时不言不语，却往往会进出大智慧、大手笔、大事业，让人吃
惊，其实，仔细想想，这又都在情理之中。刘永好在战略投资方面的判断力很强，这从他至今几乎没
有大的战略失误能看出来。看来，他从没有被财富所扭曲，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刘永好常说，做实
业就要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百姓，帮助解决当地就业和社会公益事业问题，说到底，实业的高质量是经
济体健康的根本，这应是企业家的使命。这本书写得很细致，让人看到了与大众印象中不那么一样的
刘永好，也让我有机会再识刘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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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内容概要

《藏锋:刘永好传》：一年多遍访刘永好身边数十人，百万字的采访录音整理，近两年的艰辛打磨，全
面呈现。你不知道的真相：关于分家；出局希望集团董事会，出局民生银行董事会；你不知道的企业
长盛之谜：不树敌，不折腾，不狂妄，善决策，会刹车；你不知道的从商智慧：峨嵋派川商，绵里藏
针的独特打法；你不知道的商业帝国：从饲料到金融，四轮驱动；你不知道的家族企业故事：关于接
班人，关于职业经理人；不知道的刘永好：关于家庭，关于兄弟感情，关于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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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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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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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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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章节摘录

从育种开始“育新良种场”在1982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算正式开业了，1983年初，在国家单位呆了仅
仅八个多月的陈育新正式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所谓停薪留职是政府为当时国家干部所谓“下海经商
”所作的善意考虑，在百度词条里这么解释：“是指企事业单位富余的固定职工，保留其身份，离开
单位，从事政策上允许的个体经营。”相关通知规定，停薪留职时间不得超过两年。这显然是一个心
理上的抚慰之举，实际上，真正立意要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很难再走回头路，更何况只有两年之限?
显然，陈育新已经下决心和国家公有体制说“永别”，他成了新津县城辞掉公职的第一人。四兄弟说
做便做。首先是资金问题。贷款?当地信用社首先就摇了头，私人贷款，没有相应政策，想都别想，一
元都不可能。那么，只有自己硬着头皮凑，能凑多少凑多少，有多少钱做多大事。大哥变卖了手表，
二哥卖掉了唯一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刘永好把积存的三百多元钱拿出来，几兄弟把手里的钱一汇
拢：一千元。陈育新把自己的房子腾来，作为育种场工作用地，又把自留地贡献出来，作为蔬菜育种
的基地。——这便是最原始的有形资本了。人呢?马克思说了：“雇佣八个人以上就是资本家”，私营
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区别就在于雇工人数，而私营企业那就是剥削者了。中央提出，农村种田能手、
城镇的能工巧匠“可以清一两个帮手，带三五个学徒，最多不要超过七个”。像1979年“傻子瓜子”
的创始人年广久雇工多达百人，轰动社会，政府起初打压，后来又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予以保护，
类似事件每每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所以他们打算先请2-3个工人，加上四兄弟也不超过8人。四兄
弟创业的艰难可想而知。人勉强有厂，项目呢?没有更多资金，只能从成本最低的项目开始做起。四兄
弟计划在陈育新的自留地种一些良种蔬菜，利用自己和兄弟们的专业知识和文化技术这一长处，提高
良种蔬菜的产量。往下一步便是把其他农民的自留地租过来，农民可以转变身份作为育新良种场的工
人，这样可以实现良种蔬菜种植的规模化——想法很美好，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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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后记

从2009年3月接到王石先生的电话到全书定稿，这本书的准备、采访、写作和修正花了近二十个月的时
间。经历了这个“漫长”的过程后，我心里有太多感谢⋯⋯首先当然要感谢王石先生，是他为这项工
作开了一个头，没有他的热心，这本书的出版时间也许是个未知数。要非常感谢刘永好先生，他的坦
诚是这本书的基石；而他在百忙中腾出时间来不厌其烦地接受那么多次、那么长时间的采访，我从中
看到了他为人的美德、做事的美德。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偶有思路“卡壳”的时候，这会令我非常沮
丧。但是，新希望集团的朋友们在这些时候给了我实际的帮助和鼓励。其中，黄代云先生对新希望发
展历程高瞻远瞩的点评和回顾、赵韵新先生非常精彩细致的讲述，给这本书定了一个高的起点。而杜
娟女士对新希望历史言简意赅的总结，别具一格的思考视角，也给了这本书不少的启发。还有许多许
多朋友，为这本书都倾注了心力，刘围小姐、王新彪先生⋯⋯当我看着近百万字的录音整理稿，对他
们的谢意不是“谢谢”二字能表达的。感谢挚友赵从昱，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她毫无保留的信任和鼓
励总是让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重新充满信心。感谢本书的策划方希，她出色的策划能力和清晰的头脑
对这本书帮助很大。身边有一个智慧的，理智的，有着丰富商业知识的人在，对一个写作财经人物传
记的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我很幸运，我身边有我的先生路通。在这近二十个月里，我的写作
很多时候都会被我两个女儿的各种琐事打断。可是，当我完成书稿，看到她们与一年多前相比，成长
了很多，变化了很多，我突然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也对我的女儿们充满了感激。在写作这些过往的故
事的同时，我每一天都在迎接她们成长的变化，正是她们崭新的每一步让我知道，生活的道路遥远而
漫长，明天，总是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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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天府之国自古就以“川商”闻名，刘永好就是一个典型的“川商”。过去，“川商”有时不言不语，
却往往会迸出大智慧、大手笔、大事业，让人吃惊，其实，仔细想想，这又都在情理之中。刘永好在
战略投资方面的判断力很强，这从他至今几乎没有大的战略失误能看出来。他从没有被财富所扭曲。
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厉以宁 经济学家 至少从表面看，刘氏兄弟的分家是成功的，刺激了公司
业务增长：三年之内，分公司发展到130多家，年销售量也从当时的几十万吨增加到三百万吨。我从中
琢磨出味道来，这种分家模式，完全在家族内部完成，实分名不分，核心资产共有，讲究共存和持续
性，又不回避竞争，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也能看出刘氏兄弟对市场的深刻理解。 ——王石 万
科集团董事会主席 从《福布斯》杂志开始关注中国民营企业家、编制富豪榜，刘永好就在榜上，直
到2010年最新发布的榜单上，他依然稳居前列。他见证了中国的繁荣，更参与了繁荣的建设。刘永好
在中国企业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企业的稳健扩张和持续力。在今天的企业界，这是一种更值
得深入研究的商业智慧。在周桦的书中，我们能得到答案。 ——沈颢 21世纪报系发行人、《福布斯》
中文版出版人 刘永好先生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企业家，也是企业界的常青树，最难得的是他
的企业今天依然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对刘总有很深入的理解。也因此发现，市
场上很多关于他的图书都是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之作。而此书以全新的视角告诉读者以为真实的刘永
好。他做企业的经验、使命感与责任心，都会成为那些行走在路上的创业者们的一盏灯。 ——陈婷 
《环球企业家》杂志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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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编辑推荐

《藏锋:刘永好传》：刘永好作为企业家的价值被低估了。多年来，跟随刘永好的标签往往是“财富”
。确实，上世纪80年代初，刘家四兄弟以1000元从四川农村的育新良种场起步，1994年，这四个当初
只是单纯想做点事、生活好一点的几兄弟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到今天，刘永好和刘永行两兄弟的名
字也分别挂在各个版本的财富榜上。但财富并非最重要的。刘永好这些年的开疆拓土，从金融、房地
产到化工，加上之前的立身之本农牧业，四轮驱动的产业格局已经让他的商业版图大大丰富。外界说
他是“第一猪倌”，他安之若素；对兄弟分家多有猜想，他闭口不谈；身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被排斥
在董事会之外，他依然为民生银行多方劳碌；他善于以沉默应对纷争，最终却获得了更大的尊重和收
益。一个企业家把企业做好，是能力，也是本分，更重要的是价值是在做企业之外。做实业出身的企
业家，对风险和成本有天生的敏感，一手一脚打出来的商业天下，有着更有实战意义的运营经验。谨
慎、克己和谦恭的性格，让他处处得人相助，峰回路转。关于过去，他今天依然说：我不想分家。如
果我和二哥的事业没有分开，我们的合作一定是了不得的。关于企业的未来，他说，当公司的制度完
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制度的保障下合理分离，儿女接班或不接班已经不是一个重大命题。藏锋意味
着收敛锋芒，但必定饱含犀利的锐气，在不疾不徐中，“出力千钧，一击即中”。藏锋更是一种传统
的处世哲学和雍容的做事之道。生命如水，载流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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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名人推荐

天府之国自古就以“川商”闻名，刘永好就是一个典型的“川商”。过去，“川商”有时不言不语，
却往往会迸出大智慧、大手笔、大事业，让人吃惊，其实，仔细想想，这又都在情理之中。刘永好在
战略投资方面的判断力很强，这从他至今几乎没有大的战略失误能看出来。他从没有被财富所扭曲。
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厉以宁 经济学家至少从表面看，刘氏兄弟的分家是成功的，刺激了
公司业务增长：三年之内，分公司发展到130多家，年销售量也从当时的几十万吨增加到三百万吨。我
从中琢磨出味道来，这种分家模式，完全在家族内部完成，实分名不分，核心资产共有，讲究共存和
持续性，又不回避竞争，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也能看出刘氏兄弟对市场的深刻理解。——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从《福布斯》杂志开始关注中国民营企业家、编制富豪榜，刘永好就在榜上，直
到2010年最新发布的榜单上，他依然稳居前列。他见证了中国的繁荣，更参与了繁荣的建设。刘永好
在中国企业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企业的稳健扩张和持续力。在今天的企业界，这是一种更值
得深入研究的商业智慧。在周桦的书中，我们能得到答案。——沈颢 21世纪报系发行人、《福布斯》
中文版出版人刘永好先生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企业家，也是企业界的常青树，最难得的是他
的企业今天依然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对刘总有很深入的理解。也因此发现，市
场上很多关于他的图书都是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之作。而此书以全新的视角告诉读者以为真实的刘永
好。他做企业的经验、使命感与责任心，都会成为那些行走在路上的创业者们的一盏灯。——陈婷 《
环球企业家》杂志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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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精彩短评

1、受益匪浅：
1、刘总的实打实的销售能力，从镇到县到省到外省到国外；
2、几个创新：（1）在墙上打广告；第一集团公司；第一个民营企业家投资银行；
3、分析项目广纳意见，识人、用人；
4、话不多，绵和，有力度，所谓的藏锋。
2、1.创业的挫折体现的太少，而每个事业转折的亮点很多；
2.刘永好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是个多面体，文章作者在书中仅将其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家书写的淋
漓尽致，却对他作为儿子如何如何、作为丈夫如何如何、作为父亲如何如何描写的太少；
3.书中对于刘永好如何管理好这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谈到的很少，或许跟他主要是从事对外业务有关，
而将希望集团的管理职能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应该是其二哥刘永行，所以很期待市面上能有刘永行关于
其管理之道的书籍问世⋯⋯
3、具有智慧的一部书，值得一看。
4、成功人的书，送给老公的很喜欢，对这本书也很赞
5、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非商业人士也可一读！
6、花了一天的时间读完，收获很大，寒假在细细读几遍
7、很值得一看的一本书，语言朴实，将刘永好兄弟成长为首富的历程一幕幕展开。藏锋，非常符合
刘氏兄弟的为人和为商之道，对要创业的人很有启发。
8、这本书很给力啊，期待已久啊！
9、很崇拜刘永好，我是重庆的，在四川读书，很喜欢藏锋二字。
10、没读完
11、刘永好及刘氏五兄妹，四川人的骄傲！带着敬畏与学习的心态认真阅读了本书，感受颇多，受益
非浅，推荐正在路上的朋友们阅读。
12、发货的速度很快，刚拿到书的时候，内心还是很开心的
13、欲做大事，要懂得先避锋头，积累实力。
作为读者，我猜想，这就是书名的由来。
在成功学泛滥的今天，对于成就事业，有如此清晰认识的人，不太多。我们见惯了吹嘘、忽悠，也因
此见惯了一个个气球被戳破，见惯了一个个成功人士背后的红色猴子屁股。
刘永好，是一个做实事的商人，一个卖饲料的人，不言不语，却稳健发展。成功的路上，有时一帆风
顺，但是又不乏险恶的陷阱；主人公有时很老道，但是有时又因为缺少经验而显得过于理想主义。
《藏锋-刘永好传》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真实，如同一本纪传体史书，不隐恶，不扬善，
客观地勾勒出刘永好饲料帝国的发展脉络。这本书不仅文字流畅，而且极有理论深度，让我们读得痛
快的同时，又能掩卷沉思。

14、励志，创业者必读。
15、读传记，抱着学习的态度，了解别人的同时也剖析自我，不错
16、怎么在中国做企业家？什么叫“中国特色”？佩服。
17、公司总裁的书，激励我们做好自己
18、这本书很好的写清了刘氏兄弟创业的事，为创业的年轻人很有借鉴意义。
19、教会我们要专注：对饲料行业的坚守；要有韧性，要创新。
20、书已经收到并下发给了员工，要等到员工分享了读书心得以后，再做详细评价。服务和物流都很
给力，会一直支持当当~
21、这书超好看
22、这是一本非常值得看的书  刘永好缔造了真正的传奇
23、应该不错还没看呢
24、刘永好，低调的首富，一直以农业为主业，一直基业长青，是什么在支撑着他的成长？他的思路
及企业发展的阶段，如何在农业中取得成功？这是买这本书的原因。这些东西在书中我都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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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

因为作者就是个旁观者，根本没有深入到对象的内心，隔着好几堵墙来写人物传记，流于片面、泛泛
而言，远比不过冯仑的自传《野蛮生长》，看来，传记还是自传的好。
25、很多时候，新希望人就是靠着这些东西，才创下了一个又一个新高。
26、因为时间关系，用了一个多月才看完，真的是收益匪浅，挺好的。
27、早闻刘永好，仅知新希望，但翻此书后，方知大不同。
28、好书，再买五本送人
29、好书，好人，好希望
30、不错，很实用。是一本好书。很喜欢
31、很喜欢刘永好，也喜欢这本书的文字。很流畅！
32、看到刘永好 看到一个时代的过去

一时代之情怀评读，好书
33、很全面的介绍了刘永好和希望集团的的成长，在书中，可以读到希望集团各个发展阶段所面临的
处境和应对，四兄弟之感情深厚，各自发挥所长，共同造就了一个民营企业的神话。
34、读完一本书，爱上一个男人。写的很生动
35、喜欢刘永好老师，很简单朴实。
36、老板的传记
37、不错的书籍，帮你了解刘永好的传奇人生。
38、书的质感不错，内容也好，只是有的部分文字内容有重复的感觉，总体还不错。
39、好的 哈哈哈
40、作者的文笔很不错
41、内容还是很值得看的，其实刘永好在我心里可以说是个神秘人物，呵呵，他，只是个养猪的。真
低调。
42、83年至87年卖鹌鹑蛋可以赚1000万实在是夸张，零下30多度大年29走路2个小时，去粮库买豆饼，
是怎样的精神支持的?坚持、责任、低调、勤劳、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特质
43、在《藏锋》之前，以刘永好为名的传记并不少，多以“首富”为侧重点。作为福布斯及各种财富
排行榜的常客，刘永好的名字里当然有财富的含义，但是作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第一代企
业家，财富并非最根本的，也并不是最值得书写的。在《藏锋》一书中，刘永好打破往日在媒体前的
缄默低调，隐去光环，与读者诚挚对话，首度曝光了大量珍藏照片。刘永好在书中回忆了儿时的点滴
，动情讲述与兄弟的创业历程和那些不曾说与外人的家族故事；澄清关于分家，关于出局希望集团董
事会、出局民生银行董事会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传闻，回应了接班人和职业经理人的话题；更与读者分
享了他“峨嵋派”川商绵里藏针的独到商业人生智慧。
44、希望以后当当发货速度快一点，提升送货的速度
45、这本书真的不错！！！新书，质量也好，内容也真是丰富！！！我喜欢！！！
46、有点粉饰，有点拔高，总体客观
47、书的包装都很不错，但是感觉书写的稍微简单了一点
48、全书已经看完了，不像有些人评价的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说的已经很详细了，至少把刘永好的
一些大的投资经历和过程描写的够详细了，至于分家吗？那是每个家族企业必须要走的，还要怎么告
诉你为什么分家吗、不就是一句话吗：二哥刘永行认为企业成功了，企业成功得到的荣誉和光环好像
都只有刘永好一个人的，一个企业的成功对于内部的管理也特别重要，所以刘永行认为太不公平了，
所以提出分家，人之常理，如果是我，也可能这样做。
49、从商当如此~~
50、写的不错，以好懂且较为平实的语言描述了优秀企业界刘永好，不易，值得认真学习！
51、觉得当当网上的书质量都不错，这本书没有看到，是帮朋友买的，应该也不错啦、
52、仔细阅读大企业家创业历史
53、和韦尔奇、舒尔茨的比不够具体。行文平淡。
54、非常好的书，希望大家都来买哦!值得大家购买学习！
55、平易近人的一本传记，就像新希望给人的感觉一样真实。
56、写得一般，内容太杂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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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详实、细致，应该有启发。
58、作者文笔很好，值得推荐！
59、这本书，不错，值得看，包装有塑封皮。
60、难免有点高大全和文艺范儿，有关刘永好和新希望，大体框架算是勾勒了一下。
61、他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春节前再黑龙江双城采购豆饼。双城县粮食局有家很大的粮油加工厂，有
比较丰富的豆饼资源，刘永好趁春节前去采购，一是饲料厂需要，二也希望春节前采购多一些，春节
期间就不愁断货了。他春节前十多天就到了双城，没想到厂长却出差了，工厂的人让刘永好等，说厂
长过几天就回来。既来之则安之，更何况这里是和四川几千公里之遥的黑龙江，刘永好于是揣着一包
钱住进了双城的小旅馆，那个年代在县城，投宿只有旅馆招待所，条件都一样：黑，小，公共卫生间
，公共澡堂。刘永好在旅馆住着一等再等，直到除夕前一天，厂长回来了。但刘永好住在县城中心唯
一的旅馆里，粮油加工厂却在城边，腊月二十九，没有交通工具，私人开的小摩托都收工回家过年了
，刘永好只好步行去工厂。东北的腊月，零下二十几度，风把帽子吹得要掀起来，地上要么⋯⋯
62、言传身教，敢于创新，深受启发。
63、读了这本书，我更喜欢这个人了，虽然他没有刘用行有钱，但是我觉得他综合各方面都很优秀
64、书质量很好啊  内容也很丰富
65、确认晚了。物流超快，书也很好！谢谢
66、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67、描写一个家庭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家创业经历，直到今天的新希望帝国出现。
68、成功企业家啊~值得看啊
69、书不错，第二次购买，还没来得及看，公司内部读物
70、虽然很多东西都是浅尝辄止，但是还是能窥一斑见全豹，值得回味咀嚼学习。
71、很好 建议看看。。
72、平铺直叙的一本书。对主人公一路旅程有个基本的梳理。期待刘永好的自传。
73、在国内企业界，最欣赏的两个人之一。不过做传的人水平一般，当然，诚如德鲁克所言，成功的
管理是平淡如水的。那么，成功的人，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的故事要讲了。做传显然有难度
。
74、这几天网上关于刘永好先生的新闻挺多的，看了新闻才知道他出了一本传记，很想看看是否如报
道上说的那样——爆了很多料。
75、很好的 一本 书 学习了 谢谢
76、书还木有开始看，同事推荐的书，应该不错，期待
77、不自觉的拿来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对比，本书作者语言太平淡了，而且努力向着“伟光正
”的方向去写，像是共产党自己写的党史，缺少真实感。书名起的不错，作者是位美女，难怪可以有
渠道写刘永好跟王石这些大亨的传记。只能打两星。
78、作者的语言平实而吸引人，整本书讲述了刘永好走向辉煌的重要过程，亲切而且深受启发。书本
身的印刷和材质也很好，还有许多值得珍藏的照片，用来送人和自己收藏都非常适合~
79、书写得很好，不过纸张像是A4纸
80、文笔一般，故事都很好
81、善良是人生永不失败的投资。
82、不错，在看，让我对商业有了认识，如果早点看到更好
83、从内部人角度看刘永好，值得一看
84、收到书后，将序言与前言看了一下，对刘永好这个人以前通过报纸新闻也了解一些，慢慢的要将
这本书多看两遍。
85、喜欢藏锋这本书，收藏 收藏，书的质量也挺不错
86、人性的残酷
87、不平凡的经历，成就了不平凡的人！
88、很不错的传记，刘永好，一个朴实农民的代表，从饲料一点一滴起来的帝国。
89、作者褒奖的痕迹太过浓重。但在书中，依然可以看到企业家成长的轨迹。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刘永好做的这么好？
90、该书讲述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成功史，内容真实，而富有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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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很适合创业的人看
92、都是同行中人，送人，权当礼物
93、挺好的，看了一半了，十几年前知道刘永好，一直关注他，当时感觉此人绝非等闲，是可以干长
久事业的人，不会昙花一现，不会出事，想向他学习，但他老人家太低调了，很难去了解他。通过看
这本书，了解了不少刘永好的成长历程，挺好的
94、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刘永好的话我会选择“正”。思想正，行为正，作风正。做人的风格就是
“藏锋”，不露锋芒，但江湖都是他的传说。光彩事业不求任何税收优惠，旗下企业严禁去民生银行
贷款，被踢出董事局的自我反省并主动求和（尽管自身出发点没错，但是商人本是为了利益而来，断
了别人财路也就造成这样的结果），极强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是刘永好给人的感触。稳中求胜、顺
势而为是他能够屹立于商海30多年的最大资本。刘永好能够在商场发展这么好当然跟他的政治经历也
有很大的关系，无求是大求，加减乘除都能做到极致，这也是他成功的不二法门。成功人士都是人精
或者说是哲学的践行者，哈哈，是的。
95、十四页倒数第四行,二歌应为二哥
96、碍于“当朝不写史”吧。有些小的细节没有交代清楚，不过瑕不掩瑜。
历史果然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97、创业的艰辛经历、家庭企业的适时转型、兄弟间利益的划分，感觉刘永好都是轻车熟路的驾驭着
，他独到的眼光、敏感的商机、双赢的智慧，真不愧为界奇才啊！这也是一本很好的励志书籍
98、帮别人买的，说还不错！
99、很好！有启发！
100、还好吧，会看。
101、知道该做什么还不够，知道不该做什么才算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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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继 王石这个人 后又出新书，真厉害。以前沈公子夸她，说周桦之后，江湖一蟹不如一蟹，这让我
想起她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 大人物小故事的专栏。周桦总是愿意用好的一面去看待人。她也就是那
样的好人。上天回报，就生了一对可爱至极的双胞胎。
2、上周日参加了刘永好在财大的新书发布会，有幸认识了博雅光华的副总方希方老师。方老师是个
典型的女强人，对图书的见解非常深刻，这本书就是她亲自策划的。在后来和方老师聊天的时候，知
道了更多关于刘永好的事情，从而解开了封面那句话：这是一个被低估的企业家。刘永好虽然很出名
，但是以前我更喜欢看杰克-韦尔奇的故事。对于这位四川最有名的人，印象还停留在他是养猪的。可
万万没想到，“养猪”这两个字，却是他成功的最大秘诀。我突然很有兴趣更多的了解一下他这个人
，所以《藏锋-刘永好传》一定要看。这是他唯一授权的，也是他的唯一一本正牌传记。可惜的是，碍
于面子，没好意思在发布会的时候找出版社讨一本免费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要让我以行动
表示支持正版，明天就去买一本。听说，刘永好是这样的：低调——从不张扬，并且说自己还没成功
，没啥好写。沉默——不打口水仗，不澄清，不惹事，专心做实业。安全——很少听到希望集团的负
面消息。养猪——他总说自己是养猪的，把自己放在负一楼，你想摔都摔不到他，一句“我是养猪的
”，让自己无懈可击。他总说自己是养猪的，所以他在做民生工程，虽然养殖已经不是希望集团的最
大利润来源，但是他靠这个争取到更多的政府支持。据说他和政府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好，充分利
用了中国特色。民生银行——刚刚知道，掌控民生银行的竟然是刘永好和刘永行。股东最大持股不能
超过10%，刘永好有9.9%，加上刘永行的股份，兄弟俩是民生银行最大的股东。牌照——我不懂财务
，可能没听清楚，大概意思是四川省十几年来的第一张财务管理公司的牌照是刘永好拿的。懂财务的
朋友百度了解释一下，总之，好像就是很牛。创业——他建议大学生工作几年再创业，我很认同。我
们不能盲目学美国，觉得比尔-盖茨没毕业就成功了。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肄业去创业，有两个大环境
：第一、自由的商业环境和政府支持，为小企业提供了无限可能。在中国，光是工商税务就累死人了
，谁还能专心在业务和研发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有句话说的好：本以为创业是每天盘算如何赚
钱，结果发现，原来是每天盘算还剩多少钱；第二、国外的教育相比之下先进很多，高中毕业就拥有
社交能力、专业技能等，而且素质教育激发学生创意，让学生能张扬个性，所以到了大学一二年级，
完全有可能出人才。在中国，研究生读出来都有可能傻傻的，话都说不清楚，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封闭
式的，扼杀学生创意和个性的。于是，个人素质很难达到创业标准。国内最好的大学，毫无疑问是社
会大学，所以先就业再创业是有道理的。分家——刘氏兄弟分家，当年外界很多猜忌。刘永好从来没
澄清，也从来不解释，他说：没什么好说的，做了大家就能看到了。十年过去，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
经典的决定，现在刘氏几兄弟一个比一个强。（我也是听说，嘿嘿，没去研究过他们。）这么多有意
思的事情，勾起了我对他的极大兴趣。成功是没得复制，其实也无法模仿的，只要能从书中看到最朴
实的经历和他的睿智，就心满意足了。看传记的人，千万别抱着看致富经的态度，否则啥也感受不到
。
3、写的不错，以好懂且较为平实的语言描述了优秀企业界刘永好，不易，值得想了解优秀企业家特
别是从事农业的民营企业家刘永好的同志一阅！找了多遍周桦同志早年写的《王石这个人》，一直没
买到，最近又开始入手《褚时健传》了，也挂我这个人喜欢揪住一个点要看完这个作者的所有作品，
谈不上好坏。周桦的作品值得一读！
4、现在的人们都崇尚什么啊，都想搞金融，去银行，当基金经理，以为这就很厉害么，闹了一辈子
，就是给人打工啊，而且真是累死累活。说实话累死累活也成啊，但是问题是才挣多少？这值么？根
本就不值。刘永好我真的很敬佩，很喜欢，人家很低调，但是真有本事，看起来也可靠。人家真是实
业家，白手起家，最后有了自己的产业。好多人说中国社会急功近利，我一开始不同意，觉得批评这
些人的人都是没有进取心，后来才发觉，被批评的这些所谓急功近利的人最终谁挣到大钱了？很少啊
，也就整点小钱，自娱自乐，还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还很虚荣，好像自己真的成了首富。永好一点也
不急功近利。创业一开始不体面，但是人家真是干成了。从买小鸡鹌鹑的，后来成了整合产业链的集
团公司的所有者，还是工商联副主席，还是民生的大股东。这才是个人物，有自己的一手儿。最后想
说一下本书作者。她是个美女，有点混血的感觉，惊艳了。不过文笔真的一般，故事讲得不够好，当
然有可能我说的不对啊，毕竟我看介绍人家在媒体工作的时间可能比我上学的时间还长，但这也不代
表我就不能够批评她。这本书吸引我最主要的是永好的故事，如果说故事的精彩程度给本书加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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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描写与刻画便给本书减了一份，当然最后结果还算不错。如果换作写激荡三十年和吴敬琏传的那
哥们儿也许会更好，有另一种跌宕的风采。
5、记得十多年前，我到四川探望一位合作伙伴，途中经人安排，拜访了刘氏兄弟。这是我第一次见
到刘永好。当时，希望集团已经完成分家。这桩企业界的热点事件，也引起了我极大兴趣。1982年，
刘氏四兄弟以手上仅有的1000块钱创办“育新良种厂”——后来的希望集团就是从这里起步。兄弟四
人在集团内扮演什么角色？老大刘永言任董事局主席，老二刘永行担任董事长，老三陈育新任总经理
，老四刘永好任总裁。管理公司时能按照头衔来分工，各司其职吗？董事局主席和董事长有什么区别
？——不难看出，头衔的设置目的是平衡，与分工无关，大家都是“一把手”。实际上兄弟四人是按
兴趣和特长分工：老大负责设备，老二老三负责技术和生产管理，老四负责对外的销售、公关等事务
。“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哥儿四个吃苦肯干，有劲儿往一块儿使，事业很快打开局面。
到1990年代初，希望集团不仅领跑中国饲料行业，还排名中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同时，刘氏兄
弟在1994年第一次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高居首富位置。为什么要分家呢？猜想原因：首
先是四兄弟对公司发展战略看法不同。不同的人对未来有不同理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问题是，出
现分歧之后如何处理？按照我们现在的常识，应该由股东按股权比例投票决定。刘氏四兄弟最初创业
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血浓于水，不分彼此。四个一把手，一旦出现分歧，该谁说服谁？想必刘
氏兄弟会意识到：应该明确议事规则，这之前又应该明确产权。1992年，四兄弟决定分开发展：刘永
言热心高科技产业；陈育新管理存量资产；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扮演重要角色，到各地发展分公司，
建饲料厂。资产平均划分，各占25%的股份。1995年，希望集团进一步“划江而治”，将饲料产业
的26家分公司划分为东北与西南两个区域。兄弟俩采用罗马士兵分饼的规则，刘永行提出划分方案，
然后从地盘到人都让刘永好先挑选。不过，整个集团又没有分家，希望集团的冠名权和商标作为无形
资产，仍为大家共有。新津饲料厂和科研所是老家底，由陈育新掌管，产权均分。分家结果怎么样？
至少从表面看，分家是成功的，刺激了公司业务增长：三年之内，分公司发展到130多家，年销售量也
从当时的几十万吨增加到三百万吨。我从中琢磨出味道来，这种分家模式，完全在家族内部完成，实
分名不分，核心资产共有，讲究共存和持续性，又不回避竞争，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也能看出
刘氏兄弟对市场的深刻理解。有意思的是，我那次原定的拜访对象，也是兄弟几人组成的企业家族—
—陈宇光，1984年开始成为我的分销商，卖投影机、录象机。和弟弟陈宇安、陈宇建淘得第一桶金后
，创办海南新能源公司，并于199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琼能源”，叱咤一时风云。
到1994年，陈氏兄弟资产已达10亿元，与当时的刘氏兄弟应该有得一比吧！刘氏兄弟和陈氏兄弟都生
长在四川，家庭环境本来比较好，在年幼时，又都经历了父母被打为右派的苦难。周桦这本书中就写
到，刘永好小时候捡煤渣树枝供家里开火，由于他的勤快，家里省下了买柴火和煤球的钱。显然，年
少时经历的苦难对他们的性格影响深刻。哈佛一位教授告诉我，哈佛的学生相比于其他美国学府的学
生，一是擅长文艺，二是擅长体育，不擅长文艺和体育的则经历更多磨难。 不过，1995年之后，两个
四川家族企业却呈现截然不同的走势。陈宇光一度遭遇牢狱之灾，生意连连失败，甚至远走异国他乡
，直到2000年后回国，近年才上岸重整旗鼓。而刘氏兄弟多年来“中国饲料大王”的光环不褪，并进
入重化工、金融、房地产等行业，一直稳稳居于福布斯中国顶级富豪的行列。除了造化弄人，是否还
有一些自身因素在其中？陈氏兄弟当年曾在两大发展基地先后遭遇滑铁卢，海南遭遇官司，虽然最后
无罪释放，但已在狱中度过近两年时间，大环境已随宏观调控进入寒冬，机会不再。另一边，在成都
投资的熊猫城规模过于庞大，资金链断裂，无以为继。有媒体评价，陈宇光一直比较习惯打政策擦边
球、利用银行关系，在市场规律越来越起主导的环境里，反而阻碍了他的发展。再看希望集团的分家
，即便起因有强烈个人色彩，但客观上理顺了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使得希望集团从传统的家族企
业，向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转变，进而走向公开化，逐步引入家族外的股东和管理人才，
完善公司治理，建立起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避免因为人事和产权不明确出现的管理内耗，为发展扫
清了障碍。在市场力量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希望集团得以占据先机。规范化，透明化，明确公司的发
展战略——从希望集团的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兴企业的发展脉络。那以后，我和刘永好见
面，常常是在各种各样的企业峰会或论坛上。作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方，刘永好免不了成为商业银行
界和财经新闻关注的焦点，相对而言，在他老本行主导的变革常常被忽略了。2009年新希望集团销售
了1200万吨饲料，在中国排第一，全球排第三位。我知道，刘永好怎么会满足于此呢？实际上他一直
在不断优化新希望集团的战略，试图建立一个农业帝国。和刘永好始终是那么朴素的笑容不同，如今
新希望的业务已经演变得相当复杂。他把金融引入农业产业链，利用资金杠杆撬动养殖市场，从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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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产业链上游，进一步试图建立一个从农户到渠道的产业链新模式。创业初期，我也曾经从事过饲料
贸易。站在那个时点上，怎么能想像刘永好“做饲料”会做成今天这个样子？世界人均消费肉、蛋、
奶是中国人均消费的3.7倍，有足够大的空间任他长袖善舞。在这一点上，他当然不会在意曾经打拼、
最终又离开了这个行业的我。不过，作为一个喜欢素食者的王石，想必就会让刘永好十分十分在意了
。王石
6、藏锋之语，以智慧，更在乎做人做事的风范、低调宽怀、踏实坚韧，甚合适于刘永好。古语云：
善藏锋者成大器 。意为懂得谦虚，知道内敛的人往往能做成大事业。很值得在商业沉浮的人看，是创
业者在路上的一路明灯！面对财富、智慧、家庭、亲情，他是后来人做了一个榜样。
7、正如厉以宁在序中所说“写得很全”也如作者序中转述王石的话“写刘永好吧，因为有意义”一
、个性和新希望的企业文化作为地产从业人员，我对希望的了解仅限于旧时看到的“养猪希望富，希
望来帮助”，仅限于锦官新城，仅限于希望设计中的两栋超高层写字楼项目最近在成都其他公司的不
断挖人，仅限于和几位新希望地产朋友的个人交流，一直把眼光放在王石、潘石屹、任志强等名佬身
上，没有对刘永好做过更多的了解。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决定了企业家所创办企业的文化和风格：
刘永好是一个低调的企业家，出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在一个和谐大家庭
长大，历经磨砺，不断折腾，吃过亏，受过骗，踏踏实实从小做大，和几位兄弟们，从小做大，做到
中国首富，非常的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其人其企业还保持着低调的作风。不冒进，不守旧，究其
原因，还是何其家庭环境，知识和成长背景有关系。不像有些地产老板，把一次投机经验当真理，头
脑发热就四处拿项目。刘可以说是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里面 走得最稳的一个人，也是新闻最少的一个
人，不要说全国的大佬，甚至成都本地诸侯 置信杨豪、蓝光杨铿、杨豪、樊建川，都有很多奇闻异事
，但是针对刘永好的，基本没有。另外，几兄弟要文化有文化，要理论有理论，要技术有技术，要商
业头脑有商业头脑，正是绝佳的创业组合，何况还是亲兄弟，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情况在开始比契约
更有效的支持了创业 并节约了成本。二、时代分析和很多民营单位不一样，希望没有所谓的原罪。一
开始就不是集体企业，产权上明细，也没有无公司法可依据的情况下，走灰色地带的需要遮遮掩掩的
原罪情况三、战略分析没有原罪，战略合理，现金充裕，实业和金融结合，主业与创投结合，产业链
较完备 是新希望的特点从爆米花刺激了刘永好对商业的渴望，到良种鸡蛋起家、养鹌鹑、到偷师正大
做饲料，然后做银行，投资地产，做乳业，做PE，投资化工等等，一直都走得很稳健相比民营企业空
间逐渐缩小的房地产，农业、银行更有良好的远景。而主业与PE结合的方式，也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的
最好体现。四、治理结构我相信刘是一个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人，不然 一些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
人才不可能聚合在一起长久的合作。他也是一个 能够放手，也能沉下去管理的人，可以将战略和授权
、执行和运营结合得非常好。很多民营企业，高管缺位，三权不分一些公司，高管管着自己的一块，
你只要不干涉我或者做出重大损害公司的事情，就互相不得罪，只剩中层几头不讨好的东跳西跳；有
些公司，所有权、管理层、审计 不分:老板喜欢介入日常管理，或者无意识的介入了日常管理（长期
会导致管理层不作为或者无责任），集团董事兼项目负责人（集团怎么对项目考核呢？）、项目负责
人兼管审计，种种乱象，都是治理结构惹的祸无论身处何地，何职，心怀畏惧，善于学习和自省，善
于妥协和平衡，才是成功者应该保持的的特点。五、胸怀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 刘永好对于以人缘好，
大股东身份落选民生银行股东后，刘在长时间沉默后的反省以及与 意见不合者的 沟通他说，我觉得
自己股东，就不允许自己的项目到民生贷款，我没想到自己受到政策的扶持（农业免税），现金充裕
，就没考虑到其他人的需求。这个反省，给我两点启示，作为一个企业家，不是你做一个好人就做到
了你应该做的 事情；不能让雷锋吃亏，想创造美好的社会，靠海瑞靠雷锋是没用的，必须从人性、企
业的本质来考虑问题。六、几点遗憾1、书中没有 刘母亲的照片，是一个遗憾；2、坦白讲，就一本传
记而言，只能算 中等偏上愿意一  现在刘还在当打之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也处在拐点，农业产业
发展也刚刚起步，故事还长着呢。另外文风定位有一定问题，在客观第三者、本人自述转载 中摇摆，
内容歌颂得多，对于负面或者政府关系这一块往往一笔带过，当朝不写史 导致这种原因也可以理解。
总之，这是一本有意义，值得读的好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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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藏锋》的笔记-第1页

              刘永好四兄弟各有所长，但都是相当有想法的，当时每个人都有份外人看来很让人骄傲的国有
企业上班的公务员，放下安逸的生活、工作，白手起家，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好时
机！难能可贵的是大家在创业成功后的“分家”并没有大动干戈，而是以一个简短的家庭会议来明兮
了各自的利益，也形成了希望集团，这个最大的民营企业，而“分家”后，也得以让他的前詹性在事
业上得到很好的提升！
      快，是刘永好的一贯做派，但只快半步，求证的过程远远比决策过程漫长，不急于作出决定。刘永
好无论是在他的战略投资——金融，还是产业投资——房产和化工，在这些投资上都可以看出他做的
调研和认真分析，不恋战，才让新希望一步步的走的如此稳健！
       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差不多都有一些共同点：从小家庭的重担就开始落在自己的肩头，也算是印
证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他们越是成功，对待他人或是竞争对手，态度也是极其谦虚的。
        告诉我：很多时候做事情要多想、多去找到支撑的论据，不要被当时的情绪干扰到判断，碰到再
让人觉得不公或是不开心的事，也要很好的控制情绪，因为发脾气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给人留在一
个很差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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