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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径探幽】

仅凭公司名字就断言投

资值不值得是武断的，期待随

随便便把钱投给一个叫牛顿

商业或普朗克科技的公司就

能挣钱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

开。不过研究公司的名字仍然

是有意义的。

【念念有余】

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

看来，那些金发碧眼的人不过

是货物的搬运工，他们带来的

那些武器可以为我所用，但并

不足虑。

【磊哥说书】

对于神宗启用王安石，

当时吕晦极力反对，指出王

好固执己见，喜用阿谀奉承

之人，敏于理论而疏于实践，

一旦大权在握，天下必受其

祸。事后看来，王安石为人处

世基本如此，而变法诸举措

不仅全部失败，且扰民甚深。

吴捷径

研究一个公司，先从研究其名

字开始。所谓人如其名，一个叫富

贵的小孩，身上往往映射了父辈对

财富的渴望，另一个叫巴顿的，父

亲可能对二战颇有了解。公司亦

是如此，只要创始人愿意将创办企

业的愿景、世界观、价值观注入公

司的名字，我们就得以对公司的初

心和手段窥见一二。大江大河孕

育着生命，川流不息。以大江大河

命名的公司，创始人可能志存高

远，胸怀天下。于是我们见证了亚

马逊这样的世界级公司的崛起，也

看到了李嘉诚的长江实业这样的

华人翘楚屹立不倒。李嘉诚解释

长实名字由来时说，长江不择细

流。以长实几十年的经营业绩及

股东回报而言，其当之无愧配得上

这样的名字。

名字隐含强烈使命感、致力于

提升社会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的公司，也往往脱颖而出，谷歌和拼

多多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谷歌的

名字源于数学术语“googol”，指的是

10的 100次方，体现了公司希望让

人们能够访问和管理互联网的海量

信息的使命。拼多多来源于“拼”和

“多多”的组合，公司的使命和愿景

是通过拼团购物，让人们享受到更

多的实惠和更多的乐趣。

取名致敬伟人尤其是科学家

的公司，不少也都获得了成功，其

中最显赫的例子当属特斯拉。尼

古拉·特斯拉，奥地利美籍科学巨

子，一生曾 11次被授予诺奖，九次

让贤，两次拒领。纵观诺贝尔物理

学奖历史，受其直接启发而获奖的

科学家占 27%，间接启发获奖的人

数超过 65%，这导致他 75 岁生日

时，收到了 8 位诺奖得主的感谢

信。早在1898年，特斯拉就已经建

议建造和推广自动驾驶车辆。马

斯克的取名呼应了人类历史关于

自动驾驶汽车的最早预言，可谓神

来之笔。

与上述几种正能量取名背道

而驰的很多取名方式，在现实生

活中相当普遍，以至于人们习以

为常，根本没有思考过这是否旁

门左道。

最常见的一类取名与风水及

玄学有关，名字中多带福、旺、汇

（水为财）等字，在广东、福建等流

行风水的地域尤其盛行。这类企

业信奉形而上学多于商业本质，取

名已经反映了其容易为旁门左道

吸引的品性，注定难有商业上的终

极成功。如果我们把广东、福建最

为成功的企业列出来，如华为、腾

讯、美的、宁德时代、安踏等，就会

发现它们竟完全见不到任何风水

与玄学的影子，而那些热衷于此的

企业，过段时间看慢慢就不见了，

如过眼云烟，终南柯一梦。

对知名公司采用碰瓷法取名的

公司不在少数，这样的公司从出生

开始，骨子里就带着想走捷径的心，

不肯老老实实去啃品牌长期建设的

硬骨头，妄想以擦边球的方式，利用

对知名企业品牌、商标的相似度，快

速把销售做起来。世界上最牛的玩

具生产商是乐高，A股有家玩具公

司就对乐高采用了碰瓷法取名，从

2018年开始，这家公司的营业收入

开始逐年萎缩，各种监管函更是收

到手软。见茅台 1935取得了巨大

的 成 功 ，有 公 司 也 急 忙 推 出 了

XX1935，连酒瓶的颜色和设计也高

度仿真。这些公司终会发现，捷径

其实是最慢的路，而且最后常变成

绝径。

还有一类公司非常霸气，名字

里含有大、王等类似字眼，一看就

野心不小，但结局往往令人唏嘘。

至少在5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里，

我们很少见到该类公司做成知名

企业的同时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

反而是在退市股票和 ST股票里见

到了其身影。其大胆选用张扬的

命名，折射出鲁莽、傲慢、缺乏常识

和敬畏之心的动机和初心，时间一

长，失败自然而来。

当然，仅凭公司名字就断言投

资值不值得是武断的，期待随随便

便把钱投给一个叫牛顿商业或普

朗克科技的公司就能挣钱的想法

无异于异想天开。那么，研究公司

名字的意义在哪里呢？笔者觉得

主要有三点：

其一，从公司多用心取名，我们

就可以窥见公司有多用心在做产

品。步步高当年取名，是采取了有

奖征名的方式，从数万个候选名字

中，精挑细选甄别出来的。沃尔玛

的取名，更是公司成本至上理念的

体现：山姆沃尔顿(Walton)希望用自

己的名字加上Mart为公司命名，但

如果从Walton里只取一两个字母会

显得单薄，6个字母全取，门店招牌

或广告牌的长度会更长，日常耗费

更多（比如霓虹灯的电费），最后折

中取了Wal三个字母，组成了Wal-
Mart。

其二，公司成功后品牌已广为

人知，如更改代价太高，由此，不像

财务报告可以造假和美化，代表公

司初心的命名很难篡改（不断更名

的公司通常名字及品牌没有什么

价值，所以不珍视）。于是，投资者

便可以将公司漫长的历史与命名

背后的价值观比较，看公司是一直

在坚守初心还是不断风格飘移，由

此得出公司诚信、战略定力等方面

的定性判断。

其三，为投资者充当最初的滤

镜。投资的世界五花八门，令人眼

花缭乱，投资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

时间。当我们看到一家公司取名

“永恒的大”时，我们大概率推测，

其未来将谱写一首波澜壮阔的债

歌（举债之歌），其大概率会把汽车

开得比车灯还快，这样的公司，连

花时间看一眼报表，都是多余。而

当我们瞄到另外一家叫稳健葫芦

的公司时，我们大概率觉得，这家

公司或许值得仔细再往下翻翻，看

看葫芦里面究竟卖的是不是好药。

（作者系资深投资人士）

投资始于研究公司取名

郑磊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历史

上一次重要制度变革，谈到宋朝历

史，很难不涉及这个话题。近两

年，这方面的历史研究作品迭出，

笔者看过不少。吴钩新著《宋神宗

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的特点是引用

了大量来自当时历史人物的个人

文献记录，对变法举措的出台、推

行、争议作了极细致的描写，还原

了保守派与变法派间火药味十足

的攻防战。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北宋受

“三冗”拖累，财政陷入困局，变法

主要目的是解决政府财政困难。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与

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变法如出一

辙。作者依照惯例将当时的历史

人物分为两大对立派别：保守派

主张循旧路，节流到底；以王安石

为首的变法派则主张开源，提出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大

纲，深得天子宋神宗的支持。王

安石围绕富国、利民、强兵，打破

北宋初年形成的皇权、相权和谏

议权分离，既协商又有监督的治

理架构，通过设立新机构打破制

衡，强行推出青苗法、募役法、市

易法等颠覆性的变法举措。这部

书围绕变法主线刻画了当时众多

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

“变法”是指改变旧法、破旧立

新。与改革不同的是，变法是中性

词，比如王莽、康有为，都曾经以变

法之名改弦更张，将变法等同于改

革，是修辞导致的认知偏差。在这

个维度上，我们可以根据当时卷入

变法过程中的人物的说法和行动，

重新梳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当时被视为主要反对派的司

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苏辙等

人，极少用“祖宗成法不可变”这类

迂腐说法作为反对变法的主要理

由。其中甚至很多人初期参与了

变法政策的制订，中途改变立场，

退出变法阵营。如苏轼弟弟苏辙

曾担任过变法政策主要起草人，坦

率和王安石讨论过青苗法的问题，

指出官吏难免上下其手，无论是富

裕人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难避

开盘剥，官吏为了完成放贷任务，

还会采取各种强制手段，为基层政

府带来更大麻烦。事实上，青苗法

在推进过程中，多地官员不愿配

合，有些还向朝廷提出明确反对。

御史李常奏报“今百姓之室，空匮

已甚，苛峻巧削，日入于穷困。困

穷之至，为盗而已矣”，司马光说

“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苏辙也

曾向神宗指出均输法必然引发行

贿贪污，商贾的利润改由政府收取

之后，物价反而会上涨，预言会“谤

议腾沸，商旅不行”，均输法必然失

败的结局。事后看来，这些反对变

法的官员预判的问题确实发生了，

甚至比他们所说的更严重。

如果以变法结果看当时反对

变法的人的立场，就会得出完全

不同的结论。对于神宗启用王安

石，当时吕晦极力反对，指出王好

固执己见，喜用阿谀奉承之人，敏

于理论而疏于实践，一旦大权在

握，天下必受其祸。事后看来，王

安石为人处世基本如此，而变法

诸举措不仅全部失败，且扰民甚

深。吕晦可谓识人，并非诽谤虚

妄之言。其他诸人就事论事，预

先提出的对变法后果的担忧，最终

也都变成了现实。

宋神宗是变法的强有力支持

者，接到众多大臣反馈变法遭遇

困难的信息之后，也曾有过几次

犹豫。作者将其塑造为有为皇

帝，却难辞负有过急推进变法的

责任。正如苏轼曾直谏“陛下求

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建

议“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

后应之”。神宗听后悚然，表示

“朕当详思之”。熙宁七年下诏征

集官员意见，提问天灾是否因“赋

敛失其节”、“阿谀壅蔽以成其私

者众”而来。尽管该书很少引用

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变法造成的后

果，引用的都是各级官员在条陈

上的说法，但是作者将这些说法

都归为守旧派的臆测或道听途

说，很难站住脚。

对王安石抱有负面看法的并

非只是那些典型的“守旧派”人士，

如说过王安石“大言滔滔，诡论灭

世”的苏轼。他指出王安石很有可

能重蹈桑弘羊覆辙，导致“商贾不

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变法结

果也证实了“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

动”的结果。即便王安石曾经的学

生郑侠等，甚至他的亲兄弟王安国

也最终站在了反方，而与变法没有

太多利益关系的皇室成员高太后、

曹太皇太后、皇帝赵颢也说“王安

石变乱天下”。乾隆曾点评王安石

非“正人”君子，对“宋室治乱安危”

负有责任。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屡次遭遇

人才不足的难题，起初他邀请了很

多饱学能干的官员，或者礼貌推

拒，或者短时间共事之后就退出

了。起初王安石也意识到变法不

能过急，规劝神宗“天下但见朝廷

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

见朝廷以理财为务……恐风俗坏，

不胜其弊”，而后期则宁可任用有

能力但品行有瑕疵的官员，期望在

变法取得效果后，能够吸引更多的

人才加入进来。书中一些事例真

实反映了王安石的为人处世之

法。为了扳倒一个不满变法的负

责皇宫礼宾事务的小官李评，王安

石不惜多次告病辞职，神宗也多次

让步，最终将此人外放他地。

读者依靠这本书提供的历史

资料，不难得出对变法和反变法主

要人物的观点。不足之处是，作者

对文献的解读和人物臧否带有明

显倾向。作者将不利于变法的人

和事都放在“反方”，尽管没有引用

变法造成社会经济损失的客观数

据，仍很难将一个几乎引起了大部

分官员反对，和民间非议不绝的变

革美化成不顾守旧势力阻挠的锐

意革新。这既不符合逻辑，也违背

了人们的常识。无论初心还是结

果，一切变革应有利于大部分人

才能成功，这是历史铁律。

（作者系深圳经济学者）

变法的人和事

余胜良

读史可知，大航海时代（大致

对应中国历史的明清之交）崛起的

强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对整个

亚洲大陆的影响有限，从军事上

看，他们在和东方政权的交战中落

了下风。

明朝名臣徐光启受到利玛窦

影响，知道海外武器先进，主张邀

请葡萄牙人训练明朝新军（这有点

清末名臣按照海外军事建制训练

清军的意思），不过这支新军没有

训练出来，被明朝毁约了，但是关

宁铁骑使用的红夷大炮还是发挥

了很大作用。很快，努尔哈赤麾下

的清军也通过种种途径获得了新

式武器制作方法，在更为灵活彪悍

的指挥下，清军的这些武器成为打

败明军的利器。

当时，郑成功集团作为明军

的一支，攻打占领中国台湾的荷

兰军队，荷兰军队对中国军队的

战斗力印象很差，中国军队基本

上一打即散，这跟后来清朝军队

面对西方军队以及民国时期面对

日本军队的情况也相似。郑成功

的军队比较有纪律，但是他麾下

两万多人对荷兰军队的一千多

人，还是打了 8个月。

在郑成功集团割据台湾后，荷

兰人寻求和清军合作，一起攻打台

湾，但被清军拒绝了。

在明清之变时，西风东渐中，

除了军队火器，也可以看到传教士

身影。1644 年，张献忠攻占了成

都，建立大西政权。当时在成都传

教的意大利教父利类思和葡萄牙

的安文思，记载了张献忠不少匪夷

所思的做法。

在明清首次大战之前的 100
年，麦哲伦领着一个小型舰队完成

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将亚洲大陆

和诸多岛屿首次跟欧洲国家连接起

来。葡萄牙人随即来到了中国，在

东莞的屯门被赶走，他们在和明朝

水师的交战中落败。1553年，葡萄

牙人使用诡计占据了澳门。那时，

在汪直的海盗队伍中，有葡萄牙人，

说明葡萄牙人志在求财，有钱赚就

好。这个海盗队伍是明朝倭寇海患

的主力。

除了做贸易谋利，传教士以澳

门为根据地，来到中国大陆，但是

当时传教受到严格限制，传教范围

有限。皇帝可以很容易驱逐传教

士，甚至杀害教士和教徒。

日本人首次接触葡萄牙人，是

在 1543年，当时，一艘由澳门开往

宁波的葡萄牙船，漂流到九州南部

的种子岛。日本的战国时代，葡萄

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

都先后来到此地，并和各地大名有

或深或浅的联系，战国时期的日本

武士会用火绳枪射击，就是因为使

用了这些外国人的技术。

日本的统治者可以决定和谁

通商，通商的规模以及区域，他们

牢 牢 把 控 主 动 权 ，也 曾 禁 止 传

教。丰臣秀吉曾一次处死了 26名

传教士和天主教徒。不大热衷传

教的荷兰人在日本获得受限制的

贸易权。

1503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沿海

地区建立据点。荷兰也在这里建

立了据点。当时印度次大陆王侯

林立。对这片大陆影响更大的是

喀布尔的帖木儿国王巴布尔，1505
年帖木儿首次向印度发起进攻，并

最终建立莫卧儿王朝，将伊斯兰教

传播到这里。

不能不提及奥斯曼，这个称雄

一时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1453
年，奥斯曼攻占君士坦丁堡，将其改

名为伊斯坦布尔，作为首都。在这

一时期，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文

艺复兴复兴的是文艺，在与奥斯曼

的军事对垒上，欧洲国家持续处于

下风，奥斯曼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大

部分地方，统治该地区400多年，并

在1521年征服匈牙利，1529年直逼

维也纳。也就是在此前不久，麦哲

伦完成了全球航行。此后 150 多

年，奥斯曼依然处于攻势，并将克里

特岛占为己有，牢牢控制住地中海

东部。

可以发现，在和东方政权的交

战中，大航海强国并没有占到便

宜，他们占领的是像菲律宾等原来

没有建立政权的海岛。他们在印

尼、马来西亚取得很大成就，是因

为当地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部落时

代，无法有效组织资源。

葡萄牙人明朝进入中国，中国

按着自己的节奏进入清朝，日本从

战国时期进入到漫长的德川幕府

统治，印度进入莫卧儿王朝统治，

而奥斯曼与亚洲国家的近距离对

抗，也坚持了好几百年。在亚洲国

家尤其是中国看来，那些金发碧眼

的人不过是货物的搬运工，他们带

来的那些武器可以为我所用，但并

不足虑，和他们贸易是赏他们一口

饭吃。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大航海时代的中西对抗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