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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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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无疑是一家有战略眼光的企业。梳理历史，

不难发现人才早被华为当作第一资源。它之所以能从
地方走到全球，和它把人力资源战略与人力资源规范
标准提高到全球最高级别是密切相关的。也正因为如
此，关键时刻，华为才会有振奋人心的备胎计划。

根有多深，决定了企业能走多远。“问渠哪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事在人为。人，才是企业
这棵大树的根。成功的企业要养根、培根、护根。

人才战略是根本。人才也好比种子，有合适的温
度和水份，就会萌芽、生根、开枝、散叶，茁壮成
长，生生不息，甚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但关键是要
涵养好这粒种子。孟子曾打过一个“牛山之木”的比
方，说的是有一座名叫牛山的山上，原本林木茂盛，
鸟语花香，但因为处于大国首都的郊区，城里的人天
天上山砍柴、伐木，没过多久，牛山的树木就被砍光
了。虽然如此，在黄昏夜间，雨露滋润，还是有嫩芽
细叶生长出来。但是，一旦天亮，又有牧羊人带着牛
羊上山，把这些嫩芽细叶啃个精光。久而久之，牛山
就光秃秃了，好像从来没有草木存在过一样。这足见
涵养的重要性，要想草木茂盛，就别让牛羊啃；要想
马儿跑，就要让马儿吃饱草、吃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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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今天招进“学霸”，也是在企业的土壤埋下

了种子，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今天”做
对了，才会有好的“未来”。这个“未来”，是梦想，
或者叫做目标、人生理想……

每个人眼里的未来是不一样的，做出的决策自然
不同，这导致现在企业的差别很大。马云在18年前说

“让天下人没有难做的生意”，他那个时候的“未来”
就是电商。对于创业者而言，当你是创办人、大股
东，如果你把未来假设错了，或者你心目中假设的未
来是对，但是你做的决策错了，方法错了，路径错
了，都可能导致走不到光明的未来。我们要做的，就
是如何在今天做“对的事情”，然后走向未来。好比
桥那边有座山，“今天做对的事”就是过桥，而不是
对着桥往相反的方向走，或者跳到水里把自己淹死。

不忘栽培之功，何怕没有枝叶花实
记者 薛智谊

最近，华为成为“学霸收割机”的消息在网上热传。有数据显
示，华为已经连续数年成为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毕业生的“最大雇
主”，以绝对优势将腾讯、阿里、微软等名企甩在后面。除了国内名
校，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毕业生也对华为情有独钟。

这让我联想到若干年前的一个事件：在收购一家破产的国外
企业时，爱立信、摩托罗拉等企业想着的是去买下厂房、设备，
华为想的却是如何得到这家公司有着技术专长的工程师们。

此举独具慧眼。任正非曾说：“华为没有可以依存的自然资
源，一切工业产品都是人创造的，唯有在人的头脑中挖掘出大油
田、大森林、大煤矿……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
息。”其实，五百年前的王阳明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与其为数
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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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树木繁盛，人会心生欢喜，却不会

去想树地下有根在源源不断输送养料。根有
多深，往往决定了树能长多高。泰戈尔说

“花的事业是甜美的，果的事业是尊重的，但
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其实说的也是要在别
人看不到的地方用功。

现实中，有的企业热衷包装，玩花架
子，寄希望于弯道超车，却不知其中的巨大
风险。潮水退了就知道谁在裸泳。做企业就
要把基础打结实，把篱笆扎牢，在科研上加
大投入高筑自己的护城河。要耐得住寂寞，
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把精力放到
根本上，在人家不愿投入的地方用功。“本立
而道生”，根深才会叶茂。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过：“初种根
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
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
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他拿种树作比较，告诉我们：把树种下
后就不要担心树不会开枝散叶、开花结果，
只要去栽培灌溉就行了。对企业来说，外部
环境的变化是无法改变的，艰难困苦的时
候，其实就是苦练内功，增强自身竞争力的
时候。

我们都喜欢追求物质的有用性，其实有
用性有两种：一种是利，一种是用。如你拿
着棍棒或者刀剑，能明确地知道干什么，你
用的是它的“有”；还有一种用的是它的

“无”，就像一个碗，我们不是用它的边沿，
而是用里面的无和空。老子说“有之以为
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看不到的东西才可
以用。好比一栋房子，我们看到的是门、
窗、墙、顶，但这些其实是没有用的，能用
的还是围出来的空间，是无。没有中间的
空，没有无，大家住哪儿？“利用”这个词就
是这么来的。

对企业家来说，要有于无声处听惊雷、
于平凡中见深邃的功夫。人才是根，企业的
价值观、愿景也是根。产业是实，文化是
虚；制造是实，文化是无。但是“有生于
无，无中生有”，文化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
它能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塑造形象、占据
心智。一流的企业做文化，做企业就要虚实
结合。如果没有“虚”，没有企业文化，也无
法做大做强。

钱钟书有本书叫《管锥篇》，取这个书
名，意思是好比他拿着管子仔细观察历
史，拿着锥子使劲锥东西（历史），是经过
仔细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只有在用管看天，用锥刺地的时候，才能
够达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世界。天地是广阔
的，谁看到的都是广阔的天地。只有用

“锥”刺地的时候，才会达到别人所不能达
到的深度，才能发现物质和事物的本身；
只有用“管”看的时候，才能聚焦到一个
点，也才能感知到细微的差别。我们需要
做的，不就是找到赖以立足的那个点，然
后汇聚全部的力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