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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天生就带有强烈的征服欲望，这种征服

的欲望让他们不甘平庸，人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场

场战役，只有胜利才能给他们带来存在感。这种人一

旦创业，也会跟别人诉说开创期的苦楚，但他们会补

充说那时是“痛并快乐着”。等到他们的公司积累到

了一定程度，钱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而只是

一串数字，还有什么可以令他们有征服的欲望呢？珠

穆朗玛峰。

爬珠峰必须有 3 个先决条件：第一，有钱。在春

季，政府向单独爬山的个人收费 2.5 万美元。第二，身

体好。高海拔会对人身体产生影响，通称“ 高原反

应”，另外还有低温、强日照等。第三，有决心。光训

练至少也需要两年以上。每周两到三次训练，力量训

练和心肺训练交替，必须坚持。

登珠峰让人有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向上的动

力、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当然，不是谁都能爬上

去。史玉柱也曾想征服珠峰，但是在半路因为各种原

因不得已下去了。但时至今日，挑战过珠峰的中国企

业家已不在少数，王石、郁亮、黄怒波、张朝阳、王秋

杨、王静等，在他们的榜样作用下，很多企业家也把征

服珠峰当作一个人生目标。但其实，珠峰不仅仅存在

于西藏，珠峰是在每一个人心中。

王石：我是强人

当时王石去爬珠峰，外界的猜测是他在工作上遇

到了瓶颈，公司内斗激烈，他几乎被架空，大权旁落，

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去排遣心中的郁闷。当然，这种

说法被王石极力否认。

王石说爬完山以后至少瘦了 10 斤，到了 8000 米

以上的高空，领略到了一览众山小的情怀。当时，他

和他的同伴设定了一个激励机制。同伴要到 8848 米

的高空求婚，他要跟着一起做见证人。不过登上去以

后，他并没有满足感，等到回到了大本营才缓过来：

哦，我干了这么一件牛逼的事情。

本来以为上了顶峰，把五星红旗一插，一定会非

常激动，谁知道等上了山顶，动作非常非常慢。他讲

述了高原反应，严重的时候，智力下降到了 6 岁，吸一

下氧可能能够恢复到 12 岁。从 1953 年至今，有 1000

多人爬过珠峰，还有 170 人把生命留在那里，所以在这

个过程中，王石曾经哆嗦过，害怕过，在最困难的时

候，他关掉了对讲机，不向大本营请求支援，因为请求

完成了需要两天支援才会到，自己肯定活不下来，还

不如自己好好去克服障碍。

当别人说50岁的王石是拼了老命爬上去的时，王石

也极力反对，他说70岁的人都爬过，我50岁算年富力强。

嗯，正如王石自己所说的，他是个强人，是企业界

少有的强人。

张朝阳：爬完不久就抑郁了

作为普通人，慢悠悠地向人生的顶峰攀登，许多

时候还气喘吁吁，但因为慢，可以欣赏一路的风景。

但有些天才人物不行。他们人生的路走得特别快，几

年就走完普通人一辈子要走的路，并且登上了顶峰，

他们一定是很孤独的。

这是张朝阳的自述：高海拔能帮助你更容易体验

这种没有思想的状态 (也不一定，有的人在艰苦而陌

生的高海拔地带，任何一点在平原上不以为然的小事

都会为之钻牛角尖，情绪跌宕起伏)。每次登山下来

都恍如隔世，人也有些变化，身体的弹性和适应能力

增强了，不讲究了，更糙了点，登山前的很多事情被简

化后变成了永久记忆……

登完珠峰后没多久，张朝阳就抑郁了。也许是世

界上所有难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高处不胜寒。闭关

后，搜狐的各项事业都渐渐落于人后，张哥不淡定了，

于是就在 2013 年喊着复出了，搜狗未来如何，PPTV 未

来如何，这个爬过珠峰的汉子还能创造奇迹吗？

黄怒波：爬山的诗人

2010 年 5 月 17 日，西北汉子黄怒波成功登顶珠穆

朗玛峰，成为由尼泊尔境内南坡一侧登顶珠峰的中国

企业家第一人。登临珠峰之巅，黄怒波小心翼翼地摘

下氧气面罩，轻声诵读自己写就的诗句，那一刻，被自

己感动的他已然泪流满面。

很多人都是不知放弃，最后把生命留给了珠峰。

2009 年，当黄怒波爬到 8700 米的时候，他决定放弃，

因为生命更重要。2010 年，他卷土重来。“珠峰归来，

对我来说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留下了‘后遗症’，比

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头脑中以及眼前总是有山的

影像出现，特别是晚上睡觉时，感觉自己还在不停地

攀登，感觉山那么高远总是走不到尽头。二是下山后

不愿意多说话，因为每一次的攀登都会目睹死亡、经

历风险，下山后一时还难以摆脱这些场景的影响。”

作为一名诗人，爬了一次珠峰，历时一个多月，他

写了 40 多首诗。

王秋杨：一边写日记一边爬山

王秋杨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生儿子前一个小

时还在跟客户谈单子，谈完单子自己开着车就去医院

生产了。她不仅是一名妻子，还是老公张宝全的得力

助手。

“上有老，下有小，事业上又是一个最较劲的阶

段，忽然间发现，自己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处

理不好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紧张和焦虑。”这种焦虑之

下，王秋杨决定去攀珠峰。登上珠峰前的一天，她给

老公张宝全打电话说，我一定会活着回来，尽管她冲

顶前一夜帐篷里就死了一个人。

王秋杨热爱爬山，虽然爬山需要一定的财富基

础。对此，她并不避讳，“财富确实给我带来虚荣心的

满足和很好的物质生活”，但是每次出发前，她都是偷

偷写好遗书，告诉家里人自己出差。

如果说西北汉子黄怒波是一个诗人，那么王秋杨

就是一位散文家，她用女性的视角记录下了登峰日记

并成书出版，起名《只为与你相遇》。

能搞定珠峰，还有什么搞不定？
——记那些征服过珠峰的企业家

■ 尚 洁

中国商界圈子声望榜

登顶珠峰与领导万科，哪一个难度更大？

一个是海拔8844.43米的世界最高峰，一个是2012

年销售收入1412.3亿元、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今年 5 月下旬，48 岁的万科集团总裁郁亮终于

爬上象征权力之巅的珠峰。而去年的这个时候，万

科还在被内部“宫斗”的传言所困扰。彼时，有 8 位

高管相继离职。

10 年前，万科创始人王石首次登上珠峰。2010

年，他再次登顶，创下中国登珠峰年龄最大纪录。

这项极限运动成就了王石“英雄”、“硬汉”之名，奠

定了他在万科内外无人能及的偶像地位。

但如今，在郁亮组建的登山队中，王石却难掩

暗淡。光环更多地打在少帅郁亮身上。这次登山

下来，王石体重骤降 30 斤，还因为雪盲伤了眼睛。

这正是万科两代权力统帅迥异的领导风格：王

石英雄气概、敢于冒险，郁亮沉稳厚重、步步为营。

喜欢拿《大卫·科波菲尔》当枕头的王石，被地产

界奉为“教父”。这颗光芒耀眼的企业家之星在成就

万科的同时，也埋下了一个“谁来接班”的难题——

职位的交接总是容易，领导力的传承却难于坐实。

在管理学上，“领导力”有多种定义：动员大家

为了共同的愿景而努力奋斗的艺术；转变他人的思

维方式，激发行动，并以此来成就事物的能力。总

而言之，广义的领导力就是让人追随的能力。

一贯自嘲为“菜鸟”的郁亮，此前更愿意将自己

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他用 3 年时间去精心筹备

登山。每天坚持跑步 5 公里到 10 公里，使自己成功

瘦身 30 斤。在他接任总裁职位的近 13 年间，万科

年均增长率在 20%以上，通过兼并整合、超前实现

从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规模跨越，成为房企巨无霸。

在王石偶像光芒四射的年代，“普通人”郁亮如

何在万科植入个人的影响力？“宫斗”传闻不管真

假，恐怕都是最俗套的解释。相比之下，“攀登珠

峰”似乎更具万科权力交接的象征意义。

如果说王石仅仅是因为个人爱好而选择爬山，

自 称“ 毫 无 运 动 天 赋 ”的 郁 亮 却 并 非 是 纯 粹“ 玩

票”。尽管他习惯用“传承万科勇于挑战、超越自我

的文化基因”来阐释动机，但在他对珠峰的朝拜历

程中，却难以掩饰对影响力、控制力的谋求。

3 年前，王石萌生退意。但坊间一直纷传其“隐

而不退”，远程遥控公司事务，甚至在具体战略上与

郁亮产生分歧，比如要不要做商业地产。

对于这些传言，郁亮一概公开否认。但几乎是

在同一时间，他确立了登顶珠峰的“大目标”，并开

始在万科大力推行全员健身。登山被明显地仪式

化。万科公司内部有一个经理人奖项，要求获奖者

在海拔 6000 米的山上领奖。

在郁亮成功瘦身 30 斤、成为时尚杂志封面先

生并成功登上珠峰、与当年的王石站在同一高度

后，万科的“80 后”员工群情激奋，他们已渐渐习惯

郁氏节拍，一边喊着“靓（亮）仔”，一边跟着新偶像

长跑。

万科是中国地产行业的旗舰，观察万科的动

向，往往就能看懂整个行业。

郁亮常开玩笑说，这几年持续调控，地产公司

闲来无事，因而勤于操练，养精蓄锐。但实际上，万

科从未停止攻城略地。近年来，万科正在主导一场

行业并购大战，众多在调控中搁浅的中小房企纷纷

以“合作方”姿态加盟，累计为万科带来约 600 亿元

的民间资本（郁亮称其为“合作资金”），这使得万科

在股市低迷、银行限贷、海外发债无门的调控大背

景下，仍能保持畅旺的现金循环。

在郁亮看来，今后将万科定义为“城市化配套

服务商”似乎更为务实。且不说商业地产、养老地

产乃至海外地产，“即便是城市需要垃圾场，万科也

会建”。跟着客户资源走，跟着城市化进程走，成为

万科坚定的信仰。

地产行业时局早已今非昔比。单边式上扬的

“王石时代”渐行渐远。登顶珠峰的郁亮，正在以他

鲜明的个人印记，开启万科新的历程。

郁亮“登顶”：珠峰与万科 哪个难度更大？
■ 王玉光

一个圈子，会有属于自己的性格：地产圈钱

多；互联网圈爱炒作；金融圈精英感强烈；制造业

圈 最 苦 逼 ；快 消 圈 最 厚 黑 ；奢 侈 品 圈 子 最“ 做

作”……下面就梳理一下中国商界圈子声望榜。

1.金融圈：精英感最强的圈

整天的资产证券化、收并购、IPO、增发、CPI、

PMI、货币存量的高深术语挂在嘴边，金融圈最是

高处不胜寒。而且，一般进入稍微大型的金融机

构工作的，至少都是国内外知名大学的硕士，一路

走来鲜花掌声，精英感最强烈。而且，即便是个

“金融民工”，年收入水平也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2.地产圈：最有钱却最低调的圈

可以说，地产圈里集中了中国最有钱的人，也

是中国大部分财富的集中地。福布斯富豪榜长期

以来被地产圈的大佬占据。在哪里买了块地、哪

个盘销售率如何是他们谈论的话题。高尔夫、高

级会所是他们谈事儿的地儿。不过，这个圈里有

钱是有钱，不过可能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明显比

金融圈低调些。

3.互联网圈：最爱炒作的圈

互联网圈绝对是商界的娱乐圈。一会儿这个

公司跟这个公司的大佬吵个架，一会儿两个公司又

声称大打价格战……吸引眼球，他们绝对是好手。

君不见 360 周鸿 ，跟腾讯斗完跟百度、金山斗，跟

百度斗完跟小米斗，跟小米斗完连奶粉推销员都不

放过……真是互联网圈的明星，绯闻从不怕多。

4.制造圈：最苦逼的圈

仓库里还压着无数库存；银行里还有越积越

多的贷款未还；工厂门口还有若干工人等着讨薪，

客户却迟迟拖着欠款……制造业老板见制造业老

板，表面上派头十足，其实个个心里都明白各自的

苦。唉，捱过这段时间再说吧。

5.煤炭圈：最“傻大黑粗”的圈

煤老板手握现金一大麻袋，一个月内可以赚四

五百万元，最愁的其实是怎么花钱。拍电影？投地

产？为子女办个豪华婚礼？这要看煤老板的心情。

6.快消食品圈：最厚黑的圈

快速消费品行业进入壁垒普遍较低,行业内竞

争对手的数量较多,各种明争暗斗最常见。看看蒙

牛伊利当年的“ 黑公关”们就知道他们斗得有多

凶；看看加多宝、广药的持久战就知道他们斗得有

多狠。

7.奢侈品圈：最“做作”的圈

作为奢侈品行业内的一名人员，浑身上下如

果有一件不是奢侈名牌，你还算行业人吗？作为

一名奢侈品行业的从业人员，如果你说中文不带

夹英文的，没显出点儿国际范儿，你还算业内人

员吗？ （九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