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签家族协议精神承传

在我看来，家族企业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物
质传承，它的根本在于文化传承，企业只是这
个文化传承的载体，而家族文化必须跟企业文
化契合。

我们其实不过是社会资产的保管者和经营
者，财富是把双刃剑，如何避害趋利，既需要
精神理念的传承，也需要科学合理的机制。

我们徐家家训中有一条，叫“不贪”。
2007年9月8日，我在集团管理读书会宣布

了《徐氏家族共同协议》，提出了华茂家族“分
家不分产”的原则，下一代的企业红利可以分
配，企业股权不能拆分稀释，企业资产不能动
用。

次年，我在家族会议上签订了《徐氏家族
共同协议》，从法律、民事、传统等多个角度，
安排了我和华茂集团的财产在未来几十年乃至
一百年的继承与分配原则。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企业遇到不可
抗力，徐氏家族把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转移
给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以表示徐家对教育的
最后贡献。

勤俭持家也是徐家的家风。现在虽然有条
件了，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家里人随便浪费。我
很欣慰的是我们家人也不会铺张浪费，有时我
想给后辈们表表心意，反而会被孩子们“教
育”呢。我的小孙子喜欢收藏钢笔，我想送他
一支新款钢笔做礼物，结果被拒绝了。他说：

“这支钢笔虽然是新款，但增值空间不大，还是
别浪费钱了”。

小孙子和我特别亲，他也在华茂读书，还
和我商量好了，要是在学校里遇到，彼此不要
打招呼，免得惹人议论。懂得低调做人，也算
是基因遗传了吧。

我也希望我们家族文化，除了诚信、勤
俭、不贪，最核心的，是要对社会承担起力所
能及的责任。

“取之于教育，用之于教育”，这是我的承
诺，也是华茂回报教育、回报社会的方式。自
1993年以来，华茂累计捐资助学1.3亿多元。其
中，彩虹公益事业专项支出近1000万元，惠及
全国各地万余名学子。

我也总给小辈们说，别想当富三代，社会
责任感要从小养成。

放手交给下一代

2000年，华茂经历了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当时华茂陷入一场跨国官司，被
驻美国分公司的内鬼冒用我的签名转
移了资产。事情败露后，我火速赶往
美国启动法律程序，结果反被内鬼以

“国有资产流失”的名义向有关部门
举报，事件一时间失去控制，我也难
以回国。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华
茂也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为了稳定
企业，当地政府与我联系，问我最信
任的是谁？

我的回答是：我的儿子立勋。
随即由鄞县政府出面召开华茂临

时董事会，任命立勋为集团副总裁，
全面主持工作。立勋也是在这一风波
中接过了华茂的“指挥棒”。

创业难，守业更难。立勋当时刚
从学校毕业，加上他也没有任何管理
经验。一上任就受到了很多挑战。内
忧外患，内部要理顺管理，外部要做
好市场。更有“一费制”改革导致教
具业绩逐年下滑，到2005年年底，
华茂出现了成立以来的首次亏损。

在用人权、财权的额度以及投资
理念等方面，我和立勋常有分歧和摩
擦，他的性子很像我，两个执拗的人
碰在一起，关系一度紧张到两个月没
说一句话。

我反思了很多，我们这一辈是在
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成长起来的，老一
代与新一代的成长历程完全不同。比
如我们是通过“四千精神”奋斗出来
的。而新一代，他们是在高学历、高
科技、高资本、高信息的条件下成长
起来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
代，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希望
用科技与智慧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如果要求下一代也像我那样去
做，行得通吗？下一代在这样的环境
下他能做到吗？双方需要的是沟通、
没有理解、没有换位思考，肯定会格
格不入，还谈什么传承。

于是，我开始对公司的事情“不
问、不听、不理”，放手让他去干，
我要做的是让他有更大的空间成长发
展，毕竟他才是肩负着华茂未来的
人。

事实证明，他有很大的进步。从
2004年入股宁波银行，后又相继入
股宁波建工、名流置业等企业，十多
年来，仅投资板块创造的利润就占华
茂年均利润总额的一半左右。

现在我们交流都很坦诚，很畅
快。

徐万茂操着四明山口音的普通话，十分慈祥。虽年过七
旬，言谈间思路依然清晰，几个小时的交流后，依然精神头
很足。

他笑称将企业交给儿子后，自己是个“闲人”。但实际
上，他却“闲不住”，每日风雨无阻地出现在学校。

在这个老人身上，已经很难找到过往商场硝烟的气息，
他以“教育的服务者”自谦，在谈办教育时他总是神采奕
奕，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单纯，一种坚定，一种情怀。

他以“重资产办教育”的气魄推动中国民办教育事业发
展，也因此获得了2017年胡润终身成就奖，但他只说自己是
教育的服务者。

他很敬重他的父亲，在那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的年代，
父亲毅然为他请了6年的私塾先生。他说：“我父亲临死前遗
言就是告诉我，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读书，一定别忘了为发
展教育做些事情。重视教育、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们的家
族文化、家族宗旨、家族理念。”

一定要把教育做好，这种由父辈沉甸甸的嘱托和自己儿
时求学无门的惆怅记忆凝聚而成的情结，可以说影响了他的
一生。

“育人为本，支教为荣，奉献教育，回报社会。”徐万茂
为华茂树立的这个座右铭已经耳濡目染地传给第二代华茂
人。这也是徐万茂最大的心愿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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