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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懂得了这片土地内容的人，就可以修炼自
己的内容了

一

中国身处互联网前沿，很多有志青年喜欢追逐新潮概念，瞩目新生
变化，捕捉新鲜机会，想着赶快冲上去搏击一番，万一闯出个什么“独
角兽”呢？这样充满干劲的朝气自然很好。

伴随着一波波新潮概念不断冲击着视听，诸如垂直产品、免费、共
享、私域流量、知识付费、底层逻辑、短视频、直播等等，搅得大家心
动神摇，也不免让更多人时常焦虑，担心自己哪天不小心错过了什么潮
流，被“时代抛弃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其实，紧跟“变化”有必要，却不必这般心急火燎。很多人忽视了
最重要一点，那就是在时代的千变万化面前，你能否抓住机遇、赶上潮
流乃至领导潮流，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你自身是否首先具备了一些“不
变”的素质。

你拥有了这些“不变”的东西，才是决定你能不能站得住、又能够
走多远的关键。

在我看来，所谓“不变的东西”，第一是你能否懂得中国这片土地
的内容，第二是你本身是否具备属于自己的内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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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懂得了脚下这片土地，你就会发现，在那些什么云、算法、
数据、架构等技术层面之外，真正颠覆性的内容实际上并不多。那些能
够出现在市场上的时髦花环，背后往往都有一片芬芳盛开的山坡。

很多新鲜概念并非无源之水。

你是否想过，当我们谈到垂直产品，谁能比得过鲁班呢？谈到私域
流量，谁能比得过宋江在朋友圈搞出的“及时雨”口碑呢？谈到免费，
谁能比得过李自成“闯王来了不纳粮”口号对农民的诱惑呢？谈到共
享，谁能比得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
钱同使”的蛊惑呢？谈到底层逻辑，谁能超过汉初贾谊《过秦论》对秦
帝国入木三分的剖析呢？

认真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的确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我们也从未挣脱过中国历史深层的人
性束缚。

所以当互联网弄潮儿们有那么一阶段都喜欢说“内容为王”时，你
是否想到在互联网的各种概念浪潮下，无论你是想要“称霸”，还是想
要“为王”，你首先就要懂得中国这片土地的“内容”呢？

这个内容，正是大中国几千多年沉淀下来的那些不变特质。

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曾经在中国引领过新潮流的那些西方互联网巨
头最终纷纷折戟败走呢？为什么雅虎干不过新浪、Msn干不过QQ、
eBay干不过淘宝、Google干不过百度呢？其实，这都跟他们这些“外
来户”不懂这些中国这片土地的内容有关。

长征途中，周恩来曾跟博古说过，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吃过洋
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的确，要
看清东方潮流的趋势，从而把握与引领潮流，就必须真正深刻懂得中国
这片土地内容，比如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当初就看出了中国的秘密在农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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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懂得了中国这片土地的内容，仍然是不够的。

能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最终还要看你自己本身是否拥有足够硬
核的内容。

有没有自己的志向与决心，决定了你能不能起步；懂不懂中国这片
土地的内容，决定了你能不能站得住脚；而你自身的内容够不够硬核，
才真正决定了你能不能走得远。

所谓创业，本质上都是在强大对手意识尚未全然觉醒的暗夜里，率
先点起星星之火，然后组织人力、财力、物力去试图燎原。然而说
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却有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你要在大家眼前
还都是一抹黑时，你因为懂得中国这片土地的内容而能够看提前预见
到“燎原”那个未来场景；第二是要靠你自身具备足够硬核的内容去兑
现想象中的那个未来场景。

回顾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生活经验，你就会发现在大致相同的条件
下，如果你有足够硬核的“内容”，即便是贩夫走卒，你也可以比别人
有更多机会站到潮头风口，例如编织草席、贩卖草鞋为生的刘备，比如
饥肠辘辘、抱着把剑四处晃悠的韩信，等等。

如果你自身没有够硬核的“内容”呢？即便你侥幸成为拥有千军万
马的带头大哥，你也可能在群雄逐鹿中搞得乌烟瘴气，一败涂地，例如
贵族出身、手握庞大军队的袁绍，他最终败于社会地位与队伍规模远不
及他的曹操，难道不是因为袁绍肚子里的“内容”远逊于曹操的缘故
吗？

再比如那个曾经考了17年、却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的洪秀全，他那天
赋愚钝、腹中才学贫瘠的客观事实也支撑不了他办大事。就算他后来因
时就势，侥幸占据了半壁江山，结果又能怎样呢？他本人既没有能力理
解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也没有能力洞察到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趋
势，仅仅靠街头捡来本不伦不类的耶稣小册子，就在发小冯云山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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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改头换面搞“拜上帝教”那一套，完全脱离了传统中国文化土壤与
当时的社会现实，遭到了当时书生、士人、乡绅阶层的一致反对，那怎
么可能走得远呢？要知道如果不能赢得社会知识精英群体的加入，历来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都是难以成功的……更何况洪秀全本人技术层
面的领导力“内容”也严重匮乏，他靠着那套装神弄鬼的“共享”概念
能糊弄贫困阶层一时，并且还能勉强支撑十来年，主要还是因为晚清八
旗绿营兵已腐朽透了、社会现状又实在太过糜烂、民不聊生之故。等到
洪秀全遇到了既懂得中国土地内容、自身内容又特别硬核的曾国藩时，
那么太平天国被收拾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即使曾国藩的队伍兵力远
少于洪秀全。

如果我们再比较蒋介石、毛泽东两人的文韬武略内容，那么这两位
领导者对中国这片土地“内容”的理解程度、他们自身胸怀“内容”的
硬核程度，其实力对比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

梦想的高楼再大，归根到底还需要你一要懂得脚下这片土地的内
容，二要建设出自己足够硬核的内容去支撑。

在这方面，那才是无分贵贱，真正叫作众生平等了。

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在这本书中特别选取了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大改
革家管仲、王安石、张居正，选取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之际具
有典型意义的胡雪岩、曾国藩，选取了梁山宋江、晁盖两种领导类型，
也稍微触及了先秦诸人物、秦孝公、刘邦、张良、诸葛亮等历史故事，
再结合一些当初的时事热点加以分析，以寻找他们自身“内容”与成败
之间的关系。

对他们自身那些“内容”的观察，也包括意志的养育、精神的注
入、政商边界的审慎、现代观念的探索等等。

对此，这本小书下半部分已经用了专门章节分别简要论述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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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儿，也许你已迫不及地要问：到底怎样建立自己的硬核内容
呢？

事实上，由于每个人个性与资质都不同，从事职业种类又林林总
总，人生目标千差万别，因此要想概括出一个建立硬核内容的通行方法
是不可能的。

那这本小书说了些什么呢？

它从一个人“长线生长”需要哪些条件为问题起点，尝试着从心
法、内功、外力、组织、实践、意志、身姿、精神等八个方面去点燃你
心中的一些东西，触发你为如何建立自己的“内容”去了解、去思考、
去懂得、去决定。

将“心法”放在第一章，在逻辑上是有深意的。在我看来，既懂得
中国这片土地的内容，又在长线中修炼自己的硬核内容，不断生长，它
们首先都从属于一个东西：你的心念。

心的修炼，是早期儒家精神最为看重的内容。孟子问：“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的区别，孟子的答案是就在于人的心性。
一个人一生无论有多大成就，它都始于“起心动念处”。人生最终的结
果虽然也许是由各种人力、时与势、出身、外界环境等诸多因素综合决
定的，但最根本的还是在起心动念处的那一刻。

可以说，一“念”之别，最后就是天壤之别。所以《大学》里特别
看重一个人的心性修炼，强调“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一个人一生
中最终抵达的那个所在，那个“止境”，都是他的心驱使他抵达的。

在艰难起步的阶段，在遭遇障碍的途中，在攀登上丰满荣耀的顶峰
之际，每一阶段，你的“心”都会不断地受到严峻的挑战。也正因为如
此，我们就需要在源头分辨、探索、寻找、测验、修正、坚定我们的心
志。

我想，这大概就叫“定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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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最重要的一章大概应该是“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
定心猿”，这也是孙行者人生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它对应的，难道不正
是《大学》里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吗？

一个人能不能定心？什么时候定心？在我看来，这都是需要点醒悟
的功夫的。有的人天资聪慧，很早就清楚并坚定了自己的心志；有的人
生性顽劣，要经历过一番折腾之后才定下心志；有的人生而平凡，经历
了复杂的人生歧路之后，才看清并确定自己的心志；有的人识见总是迟
钝，蹉跎了大把岁月之后，迹近晚年才分辨出自己的心志；有的人不免
愚笨，终生不明自己的心是什么或是在哪……人生所以千差万别，就都
在这里面了。

心既定，就可以去弄懂中国这片土地了。

或者，也可以反过来去做，在弄懂中国这片土地的过程中，去确定
自己的心志。比如在那些生而平凡的人群中，他们很多人就都是在经历
了一番人生歧路之后，才终于在不断勤读中国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人
生志向。

正因为以上这种种缘故，在《长线生长》中，我从传统中国与现代
中国关系方面着力，说了这片土地两千多年来沉淀了什么特质内容，说
了它们对我们现代中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说了两千多年中央帝国制度
巨大惯性如何作用于今天的现代团队身上；说了在这种影响与惯性之
下，要看清、面对、扬弃或坚持、远离或倾向于些什么内容，从而为我
们建立自己内容打下基础；说了这片土地内容的本质正在于两千年儒家
农耕文化与近现代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的剧烈碰撞，以及它们的革变、
交融与新生。

说了在这种剧烈碰撞与新生中，我们可以逐渐懂得脚下这片土地内
容的磅礴与复杂、光芒与暗影、深厚的智慧与潜伏的病毒。

同时也包含了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赞美与批判，对现代中国的由
衷相信，对未来时代的无限期待，以及必不可少的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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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你拿在手上的这本小书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说如何“长线
生长”，没有具体探讨如何建设自己的“内容”，但这本小书又通过一
种“模糊的感觉”将这些说清楚了。

我喜欢模糊。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正是因为我们看得太清楚了，但
实际上，模糊比清楚更清楚。所以你要想真正地看清，你就必须从远处
模糊地看，退而远瞻。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小书是在我此前一些文章基础上进行选取、整
理、修订而成的，有些内容与想法的修订幅度虽然已经不小，但一些当
初的青涩痕迹还是在所难免。

五

要恭喜你身逢这个中国时代。

它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可以说每个中国青年都已置身
一个多彩变幻的时空中，它比过去五千年中国所有变迁加起来都还要更
加广博，更加繁复，更加浩渺到近乎无限，每个人拥有的机会也因此前
所未有地多。

但在传统中国的农耕文明社会里，人员流动性少，体力仍然是主要
的劳动基础。相比于此，在如今的现代中国这个时代，社会激烈竞争程
度对于多数普通人家的子弟来说也更加不讲情面。在滚滚而来的信息化
巨浪中，如果你不具有长线生长意识，不能在某个领域持之以恒地修炼
出自己的核心内容，那么随着时光流逝，你被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边缘
化的概率也远比传统农耕社会要轻易得多。

虽然如此，也要相信，人类这种动物，块头不如大象，强壮不比牛
马，搏斗难敌狮虎，可凭什么是人类而非其他生命主导了这个星球呢？
就凭较之于任何其他动物，人类大脑的“内容”更硬核：人类会抽象思
考，会逻辑推理，会天马行空地想象，从而能驾驭各种各样的环境，创
造各种各样的可能，并且这种智慧与能力还能一代代地以内容的方式记
录、累积、传递、升华、跨越……因为这个缘故，当你决心已定，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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