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面（一）

记录本身就是意义。
每篇报道的呈现都有其背后故事，值此 30 周年之际，我们想把新

闻路上的一些所见与思考，说与您听。

初冬，浙江海盐宾馆里，步鑫生如约坐到本

报记者对面。

这位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诞生的“符号性”人

物，雪藏数年之后再次出现，精瘦，干练，语势滔

滔，浓重的海盐话，让人感觉当年那股“冲劲”并

未消减。

“算你运气好，能在我的家乡采访到我。 ”落

座甫定，他就撂出接受采访的必要条件，“得有重

要朋友引荐。 ”

事实确实如此， 这是三次邀约后的见面，得

益于同乡著名作家的牵线，采访终得落成。

年届 80 的步鑫生已经“隐居”上海，半碗清

粥，闲云野鹤，不想再沾染媒体界。 “我是逢 8 必

躲，不少记者找我，有点害怕”。

宿命般的，他人生的起伏和“8”有着太多瓜

葛。

媒体总是想方设法四处寻觅他的踪影，而他

不得不玩起“捉迷藏”，甚至自我消失。 对媒体记

者、对采访，一概拒绝。

尽管是非、褒贬、争议之声至今未绝，但人们

不得不承认，是步鑫生当时迈出的“一小步”引来

了城市企业改革的一大步。 正是这“一小步”，让

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成为绝对不能

缺席的“符号人物”。

对于本报记者反复问及的是不是 “失败英

雄”，他果断回答“不是”。 他坚定“从巅峰跌落谷

底”的改革途路上“只有经验，没有教训”。

采访接近尾声。 步鑫生推开窗子，点着一根

烟，一缕阳光对着宽边眼镜斜照过来，可以看出，

他在沉思……

约了三次，终于见到步鑫生

与宗庆后一样，问心无愧

本报记者第一次遇见宗庆后是在 2009 年 2

月 28 日。那天，天公并不作美，杭州市阴雨绵绵，

春寒料峭，路人行色匆匆。

在秋涛路一栋不起眼的几层小楼里，宗庆后

接待了《国际金融报》记者。 见面时记者还有点

懵，中国首富就在这样的破楼里上班？

当时本报记者的采访背景在于：2007 年 4

月，国内外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法国公司达能与娃

哈哈之间的合资合作纠纷。达能方面指责娃哈哈

违反“契约精神”、侵占了其在合资公司的利益；

而娃哈哈则反击，是达能不守契约，损害了娃哈

哈的利益。为此，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双方耗

巨资在国内外打了数十起官司。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金融报》多次预约到

了宗庆后，全程客观理性地报道了“达娃之争”。

专访拿到独家资料后， 不仅本报进行了刊发，全

国各大网站纷纷转载。

宗庆后给记者的印象是很纯朴。他当时虽然

已经是全国首富，但交谈中却亲切随和，没什么

架子。在他身上总有一股子干劲，只要有什么事，

他都第一个冲上去，从不退缩。 宗庆后也是位工

作狂，吃穿也不讲究，几乎每天都在忙工作，他在

办公室里间放了一张床，累了就睡一觉，醒来继

续忙。

“我扪心自问，真的没有对不起达能。 ”“相

反，是达能对不起我，第一次董事会就让我不开

心，因为他们不信任我。 ”“我是个非常守合约的

中国人，是个绝对对得起朋友的人。 ”在采访中，

宗庆后回答问题真诚、直接、很豪气，令记者至今

记忆犹新。

回忆往昔， 愈发觉得宗庆后的成功不是偶

然。蓬勃的时代生机、开放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谐

的社会生态，再加上他对商机的把握、他的管理

和共赢理念，让娃哈哈久立不倒。宗庆后直言，和

经销商一起赚钱、 与员工共享企业发展红利，娃

哈哈才能不断成长为参天大树。

在改革开放关键期，《国际金融报》很荣幸能

在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见证和参与报道一个又

一个民族品牌的崛起和兴衰。 发展实体经济，我

们始终在企业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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