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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现任中国王码集团董事长的王永

民，是中国“五笔字型”（王码）的发明者，他曾在

《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 100 个瞬间》一书中被誉为

“ 把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人”；他发明的五笔字

型，开创了电脑汉字输入的新纪元，同时，他还被

称作中国当代的“毕升”。2003 年，国家邮政总局

专门为其发行了纪念邮票“ 当代毕升——王永

民”。这位至今仍自称“一介书生、半个农民”的

名人，始终关注着信息时代的汉字命运，并将毕

生精力和智慧投入了汉字产业 。

王永民：“我是持续搞发明的企业家”

其 实 很 难 用 一 个 身 份 来 定 义 王 永 民 。 他

是 一 个 学 者，一 个 发 明 家，也 是 一 个 公 司 的 管

理者……

30 年前，当电脑对于大众来说还是一个十分

罕见的物件时，王永民花了五年的时间研究并发

明了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

刷术”的“五笔字型”（王码）。在过去的数十年

里，中国的 IT 技术发展迅猛，从第一台电脑进入

中国市场到当下电脑已覆盖全国城乡，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即有电脑，而一旦提

及汉字输入，不可忽略的五笔字型，正是王永民

的贡献。

以前，人们知道王永民，是因为他发明了五笔

字型；如今，王永民让我们看到了他“演讲家”、“诗

人”的一面。在不久前的中国经济论坛上，王永民

用风趣、诙谐、幽默的语言将他的演讲天分展露无

疑。在人们的印象中，IT 界的人总是以一副严肃

的表情示人，但采访王永民时，他却与众不同，很

难想象，同样作为 IT 人的王永民会如此幽默。

贫穷造就了他

在王永民的身上，凝聚的是老一辈中国科技

工作者的质朴与单纯，专业技能自不必多言，但

他的发明却是纯商业的。如果把商业的逻辑与

学术的思维联系起来的话，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但这一点却在王永民身上得到了验证。

王永民的成功，与他贫穷的童年、个人的发

奋，以及他那份坚持发明创造的执著精神和挑战

激情是分不开的。

饱受贫穷之苦的王永民，从小学习刻苦，在

1962 年参加高考时，以河南省南阳地区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王

永民的求学治学经历在他的河南南阳老家被当

做教育范本，而当年他的母校南召一中则用他的

故事教育了数届毕业生。“我脑子里就是要考科

大，一心一意考科大，要做科学家。在高中毕业

典礼上，在 1000 多名师生面前，我发表了演讲，我

说，我有一个感慨：翻开物理课本、化学课本，为

什么都是外国人的名字和头像？中国人为什么

不能有自己的发明创造，然后把自己的头像印进

课本去？我的高中校长，拿着这句话，教育了我

后面的一代代学生。我高中毕业后，学校把我所

有的作业本、作文本留下来在学校展览。”

在中国科技大学的 6 年里，他聆听了老一代

科学家华罗庚、严济慈、钱学森、马大猷等人的教

诲，养成了科学家必备的严谨的思维习惯和认真

态度，同时，他还具备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

与忧患意识，兼具发明家的头脑和文人的情怀。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落

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王永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

们必须有自己的发明，而且还必须拿出自己的产

品，然后进行推广，最后形成产业。一个人、一代

人要完成这四个步骤，难度可想而知。“你发明的

东西不被别人认可，你要苦口婆心地去说服；要

让别人知道你的产品，就必须得把产品做出来。

谁给你做？当然是你自己，谁会出钱支持你的企

业往前发展，成为你企业的有源之水呢？你得自

己去经商。这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出现的

奇特现象，这四个阶段都要经历，而且还要做得

很优秀。”王永民说。王码集团的成立也验证了

他的想法。

成功贵在坚持

在王码集团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王永民经

历过很多事情，他不仅自己当过原告，也曾成为

被告；资金紧张、员工辞职等事情，他遭遇过不止

一次。但是，他认为，要想做好一件事情，就不能

惧怕别人的诽谤和争议，必须得执著、务实。在

王永民看来，王码集团经营得很好，20 多年来，王

码集团既不坑蒙拐骗，又不走私，完全是靠自己

的发明创造来开拓事业，获取企业持续发展的资

金。“真的很苦，我将来要写一本很厚的书，描述

中国 20 年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有多么困难，多么

步履维艰。所有的人都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

精神，带动我们国家高科技的发展。”回首自己的

创业历程，王永民感慨万千。

据王永民回忆，在研究产品的日子里，他每

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尽管研

究室里有一张小床，他却很少躺过。咸菜稀饭、

挂面辣酱是他的主食，长期的营养不良，使王永

民如今经常旧病复发。

为了使五笔字型这项发明得到认可，1984

年，王永民来到北京，没有钱，就住地下室 。那

段时间，王永民穿梭于北京 100 多个大大小小的

部委，开始了早出晚归的日子，为各个部委讲解

五笔字型，“谁请我都去，有饭吃我去，没饭吃我

也 去 ，三 天 五 天 都 行 ，哪 怕 费 用 全 部 自 理 也

行”。两年下来，五笔字型被中央机关接受并普

及开来。

“要做创新领跑者”

对于王永民来说，“机会”是他成功不可或缺

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机会”，或许就没有今天

的王永民，也没有今天被广为应用的五笔字型。

而对于机会，王永民有着另一番见解。王永民

说：“机会是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但机会不等

于是机会主义，也不是落井下石，不是趁人之危，

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内，譬如当前的欧债危机

时期，我们就可以展现出我们的长项，把有助于

我们自身发展的事情做好，这是我个人对机会的

理解。”

虽然王永民赶上了中国的“好时候”，但是他

对中国在发明方面的现状却有着许多遗憾。“我

是一个企业家，但我更是一个发明家，作为发明

家，我仍不断搞发明和创新。”这是王永民一贯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你算一笔账，就会发现，类似于一些高级

的医疗设备、电脑芯片以及所有的电视设备和

互联网芯片、光纤等等，如果是国产的，我们国

家能省很多钱，”王永民说，“例如圆珠笔，现在

圆珠笔 90%产量出自中国，但出口圆珠笔 98%的

笔芯却是进口的，墨水也是进口的，中国自古就

有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却四大不灵，其实这就在

提示我们要创新了”。的确，在创新方面，我们

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确实有所欠缺，但王永民却

一直坚守着自己那份创新，“这些年，王码在创

新方面就是一个领跑者，微软购买了我们的专

利，五笔输入法就为中国省了不少钱，这也算是

我给中华民族做的小贡献吧。”他不无自豪地对

记者说。

我每年都要面试几百个本科生，坦率地说，

大部分人都是眼高手低，恨不得上来就当总经

理，上来就给他一份全世界工资最高的工作。

有的时候，我会试一下，我说“同学，所有你

想要的工作这都没有了，但是我现在有两个卫生

间没人打扫，你愿不愿干？”几乎不会有学生说，

那我扫吧，实际上，他在拒绝打扫两个卫生间的

时候，丢失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机会，我让一个大

学毕业生去打扫两个厕所，很明显是对你的考

验，你在打扫卫生间的时候，我绝对会关注你的

一举一动，当你真的把两个卫生间打扫好时，你

想，我能让你一辈子打扫卫生间吗？至少我会给

你增加工资，我让你打扫两个卫生间，当你把四

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以后，我肯定不会让你打扫

八个卫生间了，我会考虑是不是把所有打扫卫生

间的后勤人员都给你管理，你不是很自然地变成

管理者了吗？当你把这些打扫卫生间 的人员管

理得井井有条，整个公司的环境因为你的管理变

得赏心悦目时，你想，我不把你提到后勤主任这

个位置上，我提谁？你如果又干得非常雷厉风

行，非常出色的话，我不把你送到哈佛大学去读

MBA 我送谁？当你读完了 MBA 回来后，你不当

新东方的总裁，谁当？

我刚开始办新东方的时候很难为情，为什么

呢？穿着破军大衣，到北大校园去贴广告，那是

一副什么悲惨的样儿？而我自己，原来是穿的西

装革履，风度翩翩走进教室给北大学生上课的，

但是，我要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关口，我就没有

创业的心态，我就不会把北大老师的面子拿掉。

你不能忍受的事情，但是你不得不忍受，而

不忍受就不能成功，我们未来生活最重要的一

个能力，叫做忍辱负重的能力。当我们在为一

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大的时候，必须排除你生

命中一切干扰。你设想一个场景，假如在路上

被一辆自行车轧了一下，你奋起反击，结果一不

小心你的鼻梁骨被打断了，最后在医院躺了一

个月，你的生命就被医院消磨了一个月。但是

如果倒过来说，这是小事，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呢，你就告诉他对不起把路给你挡了，对方再蛮

横无理，他还能揍你吗？还能打你吗？他马上

就会说我不好，对不起，于是，生命中的一件小

事就化解掉了。

韩信就是因为钻人家的裤裆，最后才帮刘邦

打下了天下。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你只有忍

辱负重才能发展，你得为自己争取时间，争取未

来，而争取时间空间未来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

你有理想，你敢于忍受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对你不

公平或者是一切你认为受不了的事情。

（作者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焦点人物焦点人物

马列伟：转型高手的别样人生 商海人生商海人生

他们一起创业近四年。马列伟从20多年的排球生

涯中学到了两点——团队精神和坚持到底。他谈到：

“团队精神，你打的好坏不能决定胜负，你要让队里每个

人打好球，你才能赢；坚持到底，哨子不响比赛就没结

束。好几次，我们队都在比赛结束前一分钟反败为胜。”

爱挑战——要想上山，先得下山

毅然离开曾经拥有精彩时光的清华大学，上世

纪 80 年代，马列伟投入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到了美

国，我就像个新生儿，啥都不懂，啥都没见过，从零开

始。还得快速学会生存，也第一次觉得钱的重要。”

硕士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门子中央

研究院。由于硕士论文在行业中有突破性的成果，

他获得了西门子公司的全额荣誉奖学金，顺利地完

成了博士论文。

学术的攀登很快变得缺乏挑战了，他转型做工

程，从四处讲学变成四处讲产品。不久之后，他领导

的工程团队就开发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元件模型库。

他在工作中逐渐发现，工程开发是企业商务链

的末端，想做好产品必须先做好需求定义。他便又

转做市场调研。市场人员的思维方式和技术人员很

不同——产品价值、毛利、定位变成每天的话题——

这又是一次巨大的自我挑战，又得从头学起，但他很

快又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市场部门主管。

“为什么自认为好的产品卖不出去？”他再次转

向，开始做销售，走到公司商务链最前端，成为上市

公司的高级总监。

马列伟谈到了自己的“登山”哲学——要想攀上一

座高峰，首先要做的是从自己现在所站的山峰走下去。

在经历了多种职业角色之后，他感觉自己已经真

正了解了企业全貌，便开始了创业。2001 年，马列伟与

另外两个博士合伙开办了安科半导体公司，成果不错。

在美国市场获得成功后，他又将眼光转向了更

广阔的中国市场。丰富的工作和创业经历让他敏锐

地看到国内教育资源不平衡和“哑巴英语”的教学弊

端。他带领团队，在网上打造优秀虚拟英语老师。

这位“老师”可以和学生用英语对话，随时随地给出

专家评价，还能帮助学生完成作业。

想回归——梦回大学校园

马列伟说：“做大学老师一直是我最大的梦想。

博士毕业时本应顺理成章地去大学教书，但当时的

我除了学校和研究所外，没见过世面，也没尝过社会

的酸甜苦辣，我有什么资格教出更优秀的人呐？”

现在，他有信心了。“经过近 20年的历练，现在可以

说有资历了。我和来自各个国家、不同资历、不同文化、

形形色色的人一起工作过。我总结出一点：先做人，后

做事。人若成就大事，靠的是领导力。做不好人，就没

人愿跟着你玩命。这是我最想教给学生们的。”

■ 本报记者 静 安

抓住打扫卫生间背后的机遇总裁论道总裁论道

■ 俞敏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