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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内容概要

作者在完成了《激荡三十年》后，溯源再上，亲笔力作《跌荡一百年》，此为下卷，重新梳理了1938
～1977年的中国企业史和商业变革。作者按照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
以后、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之前40年的中国商业史。作者试图在
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寻中国商业人物和企业的成长基因、精神素质以及发展脉搏。在悠长的历史
宽度中如何审视中国的商业发展？在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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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作者简介

吴晓波：1968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
”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
、《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等。 其中《大败局》被评为 “影响
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与“2007和讯华
文财经图书大奖”及“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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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书籍目录

第四部 1938－1948：抗战与挣扎
1938年：怪乱的“孤岛”
【企业史人物】江村经济
1941年：大后方
【企业史人物】李氏难题
1944年：此消彼长的中国
【企业史人物】定县实验
1945年：接收之乱
【企业史人物】
1948年：最后的“打虎”
第五部 1949－1958：沸腾的开局
1949年：两陈驯沪
【企业史人物】相纸之父
1950年：改造的浪潮
【企业史人物】英东“走私”
1953年：“156工程”
【企业史人物】工厂798
1956年：“绝种”
1958年：赶英超美
第六部 1959－1977：以“革命”的名义
1959年：最苦难的三年
【企业史人物】单干专家
1964年：秘密的三线
1966年：造反与浩劫
1972年：最后的冰期
1976年：转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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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章节摘录

　　1938年：怪乱的“孤岛”　　1938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这是一个十分贴切的隐喻。　　上
海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七大城市，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在1937年底的
保卫战中，城市遭到毁灭性的重创，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在《上海歹土》一书中
认定：“上海乃是二次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会。”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
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上海丧失了70％的工业能力。大量难民涌进只有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
租界，致使人口从150万猛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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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吴晓波像一个勤奋的论文写作者一样，从
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描绘了中国崛起的秘密。　　——英国《金融时
报》　　关于中国企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散布在漫长的历史中。吴晓波花费数年时间，将它们一
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个人观察组成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在浩如烟海的陈旧信息中
，梳理出了历史的脉络。　　——《南方周末》　　在中国诡谲多变的商场里，企业起起落落乃是常
态，能经得起时间淬炼的企业必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外人对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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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编辑推荐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是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
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
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
，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
，寻找中国商业的血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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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精彩短评

1、重新梳理了1938～1977年的中国企业史和商业变革。作者按照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
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之前40年的中国商
业史。在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寻中国商业人物和企业的成长基因、精神素质以及发展脉搏。
2、算是中国近现代企业史，比起激荡30年少了些惊喜，多了份历史的凝重感
3、没有激荡三十年企业史客观、纯粹，时代的烙印太深了。说起国民党还是那个腔调，建国后的问
题也不能深谈，往往避重就轻。吴是个知识分子，可惜不算个读书人
4、有些地方写的已经碰到底线了，又不能深入下去，有种戛然而止的感觉。作者不注明参考文献现
在看来是个缺点吧。
5、商界大佬一网打尽
6、1 豆读
7、跌宕一百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对中国企业的起步、发展、倒退轨迹做了梳理，思辨、睿智，充
满智慧！下部比上部还好！
8、很好，不仅仅是中国企业经济的发展，还有中国政治历史的变革与发展结合在一起，昔日大名的
人物更为具体可见。读完既悲痛也有豪情，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前辈们有做得更好
的地方。而过去近一百的政治似乎是在将企业玩于股掌之中，可悲。
9、了解中国近代企业史必读，好书！
10、激荡有余，反思不足
1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想要全面了解一段历史及其中人物，一定要了解当时的经济活动。
12、通勤路上听完的
13、非常喜欢吴晓波的书，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历史。比正史更贴近民生，非常好！
14、作者在完成了《激荡三十年》后，溯源再上，亲笔力作《跌荡一百年》，此为下卷，重新梳理
了1938～1977年的中国企业史和商业变革。作者按照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
争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之前40年的中国商业史。作者
试图在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寻中国商业人物和企业的成长基因、精神素质以及发展脉搏。在悠长
的历史宽度中如何审视中国的商业发展？在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
角色？
15、三十年的上下两部和一百年上下，四部书里面。三十年上在我看来是最弱的一本，也许面对了过
于沉重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可能是刚刚开始写，所以线索多显得琐碎。一百年的可读性更强，因为这
一百年，中国的历史里面的确融进了太多戏剧性的画面，令人就算想要平庸也无法。在面对一些意识
形态的问题上，吴先生的主张还是比较明确的，他无法不怀揣某种歌功颂德的篇章，但是再另一面，
也能看到他在细碎的表达里试图公正的努力。
16、吴晓波的书里最喜欢这本，激情迸发的年代，让商业也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了
17、我无疑是吴晓波的拥趸，这种立场而评论似乎天生有失客观，但仍想赞美！

NBA转播时，评论员总会说起“强队和伟大的球队”、“好球员和伟大的球员”之类的话题，便是说
堪称伟大须在将基本素质做到**之后，还能有极稀缺的追加才智和技艺，从而在精英中再度稀缺。

作为财经作家，精通财经并能流畅表达自然属于财经（专家）+（专业）作家的基本素质范畴。而吴
晓波在此之外有一种特殊的抒情能力，基于与年龄不相称的历史洞察力和人世洞察力。这极为少见！

作家堆里，之前接触中若说有类似现象的，便是金庸：武侠能力基础上有类似的抒情能力；歌手中，
吴晓波博客设为背景音乐的韩磊，也有这样的抒情能力。——基于历史和人世洞察。

本书的尾声部分，我选择从沙发上站起，朗读。
18、这本书，王晓伟师兄的读后笔记很丰富，推荐大家阅览。 
一贯的吴晓波著书风格，以具体年份为主线，关注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关系变化。历史书上，只关
注几个标志性事件的点，这本书算是给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资料，来了解在诸多国家方向选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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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族存亡等节点上，官商、民营企业家，都做了哪些努力，又怎样的影响了历史的走向。这本书也可以
慢慢读，可以结合《走向共和》、《北平无战事》等电视剧一起看。说个不靠谱八卦，当年担任官商
代表的盛宣怀在1911年接任清政府铁路总局局长，100年，2011年，传言是盛宣怀后人的盛光祖担任共
和国的铁道部部长。
19、《激荡三十年》之后，《跌荡一百年》，吴晓波再一次以全面的视角为我们解读了中国商业的百
年变迁。喜欢吴晓波的商业史是因为他那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跌荡一百年》与其说是一部商
业史，不如说是一部以商业为视角的社会变迁史。吴晓波以一贯流畅而细腻的笔触让我们再一次接触
了那个遥远却复杂动荡的年代，让我们重温了商业的变迁，通过历史的变迁让我们对商业有了更深的
认识⋯⋯
20、回顾过去的一百年，一个主题始终缠绕着中国，那就是“强国”，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饥不
择食不择手段，而每当国家经济有强盛的苗头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就会冒出来，但始终没有得到正视
，那就是我们强国的政府边界在哪里？我们的梦想从来都如此宏大，而个人的幸福是如此渺小，个人
得不到尊重所有的发展都充满阴影。下册是从抗战开始，如果说上册至少还有民国黄金十年的话，下
册几乎没有亮点，唯一的五十年代多种经济共存是如此短暂，如此脆弱，让人实在没有开心的地方。
读完全书最大的痛苦不在于过去一百年的苦难，而是眼看着国进民退的一再上演，近二十年来，每次
国家刺激经济都带来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而每次国进民退都会让国家经济在靠投资拉动的道路上越行
越远。新一轮的PPP投资中，本来的公私合营变成央企的野蛮收割，身处其中份外知道艰难。
21、跌荡一百年由于标题太长了，不知道有上下两册，只买了下册，晕。
22、近代史不光是政治和战争 还有在中间苟延残喘的商人和经济
23、从轮船招商局到讲到后来的败走台湾，这里和《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里真的是揭穿许多，
唯一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两个大贪那么嚣张，蒋校长为何纵之？
24、因为读了激荡所以读了跌荡
25、吴晓波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作者，客观，精炼，一针见血。在他的描述里，我仿佛回到了那个动
乱，热血的年代，有数不清的故事，数不清的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应运而生，令人神往
26、吴晓波的书很具冲击力，展示了百年中国经济的波澜壮阔场面，是少有的珍贵资料。看完了，浮
想联翩，下个百年中国将会走一条什么路？可否借鉴西方大国的经验，吸取自己的历史教训，稳步达
到振兴中华之路?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禁深思。政治家，学者，技术者，劳动者，大家可否达成共识？
看来思想启蒙，百家争鸣，不可避免。
27、跌跌撞撞一百年，多少悲愤图强，可耻可悲粉墨登场，让后人眼花缭乱，扼腕痛惜！
看孔宋祸国，期间国计民生，蒋氏之崩溃实属天理。再看49后不停点地折腾，国难如此，唉~
珍惜当下吧。
28、很喜欢吴晓波的作品，难得的人才，难得的好书。
看了他的书，发的深省，引人反思。
29、　 经济学有一个分支叫”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的生产关系一
定要适应生产力。第一本标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为１８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的《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强调分工与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即市场经济主导的生产资料及商品的自由流通，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资源的帕累
托最优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前，鲜有自由市场概念一说，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往往占据了决定
性作用，国营垄断和行业寡头即便在如今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后依然顽固不化地主导中国的大宗生产
资料市场和商品流通环节－地产，金融，电力，通信，粮食，能源。 
　　 
　　 所以吴晓波在本书的序言里说，“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热爱的
国家遗忘。”媒体如今常提及的一个危险的事实便是现代中国社会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过于悬殊的
贫富差距。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案”等特权阶级与普通百姓的势力对抗
，从中可以窥见的便是普通百姓阶层对财富特权的憎恨和仇视。 
　　 
　　 本书在致谢里说此书“向中国的商业推动者致敬”。从１８７２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标志着近代中
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的雏形，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为现代中国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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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推动”，我理解为“变革”，是推进中国商业不断前行，被暴力撕裂又痛苦重组的荆棘道路。企
业家，或者说商业者，都被历史的车轮碾在了路上。 
　　 
　　 我没有能力去对宏大的中国近代商业史下任何肆意妄为的评断，却只敢透过吴晓波这本《跌荡一
百年》，拉起历史厚重的大幕，以窥前进路上不断倒下的企业家们，看这些“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
贯穿春秋”并且“正砸响大门的”陌生人。期望从他们身上，捡到沉在湖底的碎片，寻找启迪。 
　　 
　　 改革。Adapt to change(适应能力),这是我常对他人做的要求。哲学上强调唯有变化才是静止不变
的。不管世界经济，劳动市场，政治格局，还是简单到街口菜市场的鸡蛋价格，都是在瞬息变化的。
清政府下的中国失去了变革的勇气，闭关锁国政策规定连一片浮木也不准流出国门。作者提到的的中
日两国修建铁路就可看到“中日百年之国运异途，显非天数，而尽为人算。”如何在面对新事物与格
局时，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快速反应以适应最新的环境从而避免出局的下场，这种如变色龙皮肤响
应的能力，不是说人云亦云，而需依靠自己的经验，以及天生的冒险精神。所以我常认为，好的领导
者，好的企业家，是实干家，也是冒险家。 
　　 
　　 然而中国近代商业史多少有点苍凉沉重的味道，总因“变革”太晚-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晚加入
金本位制的成员国。昨日看新闻称上海证券市场推出国际板已经放上议程，开放国际板是近几年政府
金融的重心-一方面是欣喜，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一次这样的排名是一百多年
前，开放国际板说明了政府的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市场和进一步改革金融市场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担
忧，所谓“改革”，便要先改后革，大陆的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对冲基金尚未打开，期货市场尚未成熟
，股市指数完全依靠小道消息脱离基本面，如要“革”必先“改”，割肉刮骨止痛方能给予希望。金
融创新的核心便是金融衍生品，如何把握创新和冒险甚至投机之间的博弈，是值得决策层反复商议的
。改革面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时也会阻断我自己寻求变化的决心，好在经历的事情不断变得复杂
和不确定，在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也找到了平衡点-看清所有人想要的利益，平衡立场，服从自己内心
最坚定的目标，剩下就是执行力。会有快刀斩乱麻之痛，也会有凌迟缓慢之钻心，在恰当的时候做自
己不后悔的事情，敢于去“改”去“革”。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和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有异曲同工之妙。詹天佑是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批由中央政府送美留学的公派留学生，而当时“四大买办”唯一富贵百年的东山席家的席正甫
，19岁到上海的钱庄跑腿，6年后25岁便成为买办，时任汇丰洋行买办年薪10万两白银及15%贷款佣金
回扣。追至郑观应、徐润及唐廷枢，无一不是年少出来独自闯荡江湖，其魄力、远见、决断力，对官
场及市场的预见性，都与其年纪不服；然后或许正是因为这与年龄不符的早熟，才让这批走在近代中
国商业最前沿的少年有了犯错的机会，这种错误的代价在年轻时不会过高，因此站下去再爬起来的“
机会成本”也不至于太高。张海鹏(冯唐)只用了六年时间成为麦肯锡全球合伙人（亚太地区晋升速度
最快的员工），之前的亚太老板用了也只用了6年的时间从普通职员一跃成为全球VP，再之前的同事5
年时间爬到全球HR总监，交谈下来，除了对自己设立较高的目标之外，坚持自己的目标，曲线救国
也好，峰回路转也罢地克服困难去完成，才是关键。感情亦如此。其实我看来，无论是职业经理人还
是商业的先锋，成功的秘诀不过两个字-“坚持”。 
　　 
　　 吴晓波到底是个悲悯天怀的作家，难能可贵的是保持了新闻从业者敏锐乐观的审计的目光，因此
文字即冷静，且激情。 
　　 
　　 中国的近代商业史无疑是悲怆的。不仅因为政府，或者说权力机构对于市场经济的过分强烈干预
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配置，还因为“企业家”，这三个字之前曾被称呼过“地主”、“反革
命份子”、“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等一系列尖酸刻薄的恶毒绰号，且背后的代价和辛酸，唯
有知者可以默晓之，所以才对敢于乘风破浪探夜路的千万个陈光甫、梁士诒、简照南式的企业家们，
致以敬意。 
　　 
　　 不是书评的评论。借此文以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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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30、能够用编年体的手法述说中国近代商业史颇为不易
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为长久以来被丑化的商人阶级正名
回望历史，既让人扼腕叹息时机未能把握，也让人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幽灵保持警醒
31、看《跌荡一百年》远不如看《激荡三十年》那么兴奋。三十年虽短，其经验可值得后人借鉴；百
年虽长，其亮点缺乏善可陈，尤其是看到某些年代出现的企业发展的断层，不能不扼腕叹息，历史没
有假设，惟祝愿中国早日完成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跨越。
32、这才是男人读了会沉默，女人读了会流泪的书。
33、看中国一百年，就是图的一乐。
34、当将三十年的激荡延长至百年的跌荡之时，可看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前便已有的中国人的商业与
企业文化，各种与政治与命运与时代相交割的人物和历史
35、吴晓波的书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36、农村是不变的泄洪口
37、吴晓波的主要力作，对中国百年经济有很好的见地。道出了中国几千年来重仕轻商的文化，道出
了中国企业家在夹缝中生存的智慧和无赖。好书！
38、吴晓波的书，从激荡三十年，到浩荡两千年，大败局，包括这本，笔触的感觉没变，像是在叙述
那些过去，你我在这里，都不是局外人。
39、之前看过激荡三十年，这次买来这套书来看，同样很激动，看完以后很感慨，在看的时候就不断
的把有感悟的地方划出来，同时写上自己的感慨，看完之后更是掩卷深思，脑子中近代发生的种种让
作者给我脑子中填满了一幅幅画卷，感慨，感慨，还是感慨，其中的历史的内在逻辑病没有被改朝换
代所打断，这句话太让我感慨了，真是如此官商，官商，国企，中国经济改革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还是走老路，这种老路还要走多久？疑问太多，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吧，空谈无用。。
40、精彩
41、吴晓波的书，值得一读，阅然纸上的描写
42、很喜欢作者的作品，都买了。作者梳理出100多年的企业史，当代作家中只此一人。告诉读者很多
，以前人们不知道，或是不敢说的事情，补充了我们这一代人空缺的历史。谢谢作者，等待下一本大
作。
43、从《大败局》到《激荡三十年》再到《跌荡一百年》，吴晓波的作品还是很值得阅读的当当发货
很快，下单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拿到了
44、本书讲述的历史始于洋务运动，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跨度一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尽收书
中，但是切入点和关注点更在当时中国商业的维度和诸多人物的命运。阅读本书，我最大的感受便是
，作者带着一种宿命感的笔调特别关注中国近代商业史的过程中，“公”与“私”的关系，并以三个
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和事件为之注解。在清末，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可谓当时典型的公私融合模
式，而代表人物无疑是盛宣怀，这是一个亦官亦商的枭雄式人物，被视为“商父”，他的经商思想在
当时已算前卫，但是也按捺不住以“官”的身份和私利一点点侵吞各个行业的民营资本。而与之对应
的是最早的一批私人资本，陈光辅、范旭东、虞洽卿、“百货四子”、张謇们，他们大多起于民生行
业，如张謇等人还胸怀改造社会的理想，抓住一战前后的一段中国民营经济的黄金时间铸造了自己的
辉煌，又接着迎来自己的困顿。
45、吴晓波的中国企业历，最佩服张謇和卢作孚。
46、吴晓波的书都比较喜欢，商业历史巨著
47、下集比上集容易买到，喜欢吴晓波的书，因为他写实且不乏各类数据做依据。
48、从大败局到激荡30年到跌宕100年，吴晓波的文字挺喜欢
49、从北洋到新中国，从经济看社会，很深刻的视角。
50、从大清盛宣怀到民国宋子文，中国政商关系的演变，其实也还是中国企业的发展史。
51、四五年前就得到此书，直到最近才在在去德州的火车上看完。学到很多知识。
52、最让人心痛的是在摸索社会形态时，为之耽误了青春的学生、为之付出了生命的知识分子。也许
弯路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走着类似的路，那也是无药可救了。
53、经典的历史记录，《跌荡一百年》（上下）与《激荡三十年》（上下）合到一起，也是中国百年
多的经济史。开卷有益，也值得收藏。
54、中国历史贯穿着企业的历史，吴晓波的书，觉得很好看，和激荡三十年一起阅读，很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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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55、因为历史遥远，体制不同，封建皇权社会，本来这系列不想看的，但是扫了一下，可以消遣下吧
。历史原因，商人地位低下且不稳，很难看到巨富们的个人思维方式，言论，思想，性格此类，所以
研究意义上来讲并不大了。
56、感触：1，拿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单纯去看百年间的历史舞台，可以看到相似的人物剧情不断
重演；2，革命革不了心，因为人性的进步是缓慢的，百年以来的教训已经很多。
57、癫狂的时代，拆下肋骨做火把的他们
58、像是记流水帐
59、当做近代史来看。
60、尽管有些心理准备，但是对于这本书描绘的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历史，我还是非常非常诧
异，吴晓波呈现的东西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比如解放初期，共产党如何在上海建立经济新秩序。他们荷枪实弹的进入证券交易所抓捕金融投机商
，并公开处决他们。比如一些农村如何在稻田里塞进足够多的稻子，以便达到放卫星的目的。比如毛
泽东站在密不透风的稻田里，居然欣喜地问，这么多的粮食怎么办哪。再比如，大炼钢铁、三反五反
，等等等等。
我猜，作为一个生于兹长于兹，对这片土地有深刻感情的中国人，吴晓波用笔逐一勾勒这些荒诞污浊
的经济闹剧，内心一定非常难受。
作为读者，我也非常难过。看到顾准在1974年悲惨离世的那一段，我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历史不堪回首。
过去权威们都说，历史从来都是人民书写的。
人民在哪里？怎么书写呢？
在向毛顶礼膜拜，在山呼万岁，在一个劲的往地里塞稻子。
据说毛泽东那个时候感到很孤独。他用他的脑子假象出无数个敌人，并将他们逐个置于死地；他用他
无比伦比的想象力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他高度大一统的政治和经济梦想。没有边际的感觉是很孤独，就
像当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孤独。
那个年代很特殊，是某一个人在书写历史。
61、吴晓波的“跌荡”系列和此“激荡”系列都非常好看，对于财经类读物，社科类读物，还是比较
相信中信出版社。此类书的写作是吴晓波的特长，自不用赘言。
一部可读性很强，系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我前辈企业家的执着的高尚的精神喝彩。
62、百年跌荡，风雨如晦
63、吴晓波的经典力作。
64、看过上册之后，就一直等待下册的出版。。。现正看到1958年前后这一部分，很奇怪，也很惊讶
。这一年的人们为什么那么疯狂，从上到下，从科学家到一般民众，人人都在“放卫星”，粮食产量
、科研成果、钢铁，似乎只要肯想，地里就肯长。。。不同的声音好弱小，刚刚有所表现就被摁下去
了，哎。。。那个时候去掉了我们最宝贵的“实事求是”。。。。知史可以明鉴，知史而可以索当今
事之渊源。。。吴晓波先生的写作思路非常清晰，这套书以及《激荡30年》都非常值得一看。
65、原来在《经济观察报》上经常看到吴晓波写的这些经济史上的小故事，都有冲动把这些剪下来收
藏，没想到出了书，真的不错。这是中国历史中很重要的方面，却是我们在正史中很难发现的，难能
可贵啊！
66、吴晓波的书从激荡三十年开始，就觉得非常不错，而这套描写自晚清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经济
发展史的书更是吸引了我很大的兴趣，一看到第二本上市了就忙不及的买来看。
    这是我看过的将政治的发展与经济（尤其是商业）的发展结合起来描述的第一本书，我想不出什么
精彩的词汇来描述它，只是在看的时候觉得确实受益非浅，对于像我这样的八零后，对于七十年代以
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确实了解不多，而且完全没有什么直接体会（因为更多的体会全完是在改革开
放以后才有的），看了这样的书，让我对中国自晚清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商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大概的认
识。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他没有把书写成人物传记的形式，其实这个并不重要，而作为读者，我依旧可以
从书中看到那些一个个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或悲或喜的人生。仅拿下半部而言，
陈云、顾准、孙治方、陈祖涛这些名字一个个在书里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们为中
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感概于这些人在重重压力面前所表现出的不屈服、坚守信念、忍辱负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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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下）》

冷静、智慧、坚强与勇敢，而这些品质是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非常需要的。
67、还没看，但是应该不错，相信吴晓波的实力
68、吴晓波的企业史系列，真不错。值得收藏。对了解中国企业史很有帮助　
69、公开课的良好材料！
70、以前没出下本的时候，买的上，结果现在出下的时候，再买版本已经配不上了，不过中信的书，
很舒服，纸张真的很好，不比史记啊，纸张差的跟盗版似的。这样的书看的很舒服。
还是一百年好看，30年不好看，原因很简单，近了的，凡是描写现在经济制度和企业的，恐怕要受出
版尺度影响了！所以，还是看评古的好看，论今就不必了！
71、一直很喜欢吴晓波的书，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都看过了，思维角度很新颖，评价很客观。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年轻的作家正在用历史的角度审视目前的商业社会，现在能够有这样的书真的很难
得。书中有引用很多的历史古籍，能够看出作者的功底深厚。好书！
72、苦难始终笼罩着这片百年跌荡的土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大饥荒、十年浩劫，通往奴役之路
挤满了计划经济和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四大家族的覆灭与某家人的崛起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历经劫
波后理性、中庸、信奉经验主义的顾准在黎明前发出了先知般的预言：这片土地终将摒弃迷恋千年的
中央威权与领袖崇拜。
73、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激荡与跌荡只一字之差，这一百年也却符合跌的含义，这一百年不只
是经济史，更是政治史，外交史，等等⋯希望世界和平，和平才能有经济的发展。
74、很喜欢吴晓波的书，看了这本书又了解了近现代中国经济了。
75、很期待吴晓波的书，值得一看！
76、写小说里最懂金融的，懂金融的里面最会写小说的。
77、从激荡三十年开始看起到现在  知道了中国企业发展的曲折历史    惹人深思
78、离我较远的年代
79、一段之前不太熟悉的商业史 最暗的夜里也还有点点光... “荒谬只有在人们不同意它的时候才有意
义，人类因善于反思而得以存在”
80、无疑吴晓波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又带有一点民族主义的色彩。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既符合当代主
流思想，又能够吸引愤青们的关注，其书能够大卖也就在清理之中了。本书就是通过一个新自由主义
者的眼睛来看中国近代企业史，其中的主要脉络就是民族资本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就能够蓬勃发展，
成为黄金时代；在管制的环境中，则国进民退或官进民退，民族资本被压制或彻底消失，经济整体则
沉闷无比。特别是在三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中，毫无生机可言。但他也忽略了中国核心竞争力在这段时
间的壮大——如果没有两弹一星，如何来支撑中国的大国地位，靠那些服装、玩具能行吗？当然，我
们赞同国不与民争利，我们赞同产权清晰，我们也感谢作者的辛勤努力！我们更希望中国能诞生更多
更强大的规范运作、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民营企业。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
81、这是读吴晓波的第一本书，写得慷慨激昂，令读者身临其境。作者用流畅的笔墨描述了清末、民
国、共和国的企业的兴盛。我们看到了盛宣怀，宋子文利用大权中饱私囊，这些红顶商人（我更愿意
称他们为权商）在当今也非常吃香，同时也看到广大的中小企业拼搏挣扎在权商和地方政府的夹层中
，联想起古人一句话，改编过来就是“兴，小企业苦，亡，小企业苦”。值得读两遍的书。
82、继《激荡三十年》后有一部好书，让自己更了解中国的百年崛起。
83、先买了吴晓波的《激荡30年》，睿智的书，继续阅读。看看跌荡一百年带给我们的启示。
84、荒唐的年代
85、吴晓波代表作，重现中国百年商业史，可悲可叹，唏嘘不已！
86、吴晓波写这本书要翻查多少资料呀！太佩服了！
87、经济史科普必读著作
88、民国初，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一直在打压私人资本，导致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私人资本更加孱弱不堪
了。民国到改革开放的商业史和金融史，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一段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斗争史
89、我是吴晓波的忠实粉丝，他的每本书我都读过。有的书我买过几次了，因为借出去就还不回来了
。只能再买一套。
90、基本都是史实的堆砌，没太多制度层面的分析，最多就是在所有制方面提了两句。不过吴晓波文
笔很好，准确来讲是叙述能力很强。权当历史书来看啦。毕竟没有受过历史学训练，书中出现多处史
实错误，比如孔祥熙二女儿事件，早已被证伪，吴晓波竟然还当做史实写在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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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很不错的，吴晓波的书都不错
92、“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一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
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一代人身上复制和轮回。”
历史的发生冰冷无比，现世人却可以各异的温度感知并汲取力量。以史为鉴。
93、看了很多吴晓波先生的书籍，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年下是我认为写的最精彩的，文
章极其精彩，事情和问题分析的有力有据。深深感受到历史转轮的痕迹。强烈推荐！
94、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每本都是细细读来，好书好在哪里：大量的历史事实，加
上作者自己的适当评判，让读者在了解历史同时，也很好的思考中国过去与未来，以及我们个人在这
个大时代所应该做的！
95、历史都在重演
96、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吴晓波以其独特的眼光分析中国在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对现在的经济改革
很有启发
97、吴晓波写的书都值得看
98、一部为中国商人乃至整个商业翻案和平反的力作！
99、一个组织--无论是国家或企业--濒临崩溃的边缘，一定会出于本能，主动地寻求变革突围，这时
候，激进或渐进成为两条可选择的道路。耐人寻味的是，在晚清和民国晚期，统治者都选择了激进道
路，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加快了灭亡的速度。
100、精彩精彩
101、喜欢吴晓波写的书的人不容错过的又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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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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