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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光华

李绯悦：

好奇心和体验派
文 | 本刊记者 姜润琦    编 | 王虔琳

—— 专访北大光华金融经济系 2016 届本科毕业生李绯悦

从瓦尔拉斯均衡严谨的推导，再一头

扎进埃德加描绘的艺术世界，得益

于自由的学习环境和宽松的学院氛围，修

读金融经济系和艺术双学位的李绯悦在理

性与感性的交织转换中如鱼得水，并在多

元的碰撞中明确前行的方向，坚持做自己

人生的体验派。

理性感性交融的知识体验派
从小学习绘画，以成为设计师为最初

愿景的李绯悦，在发现自己比起灵感迸发，

更加适合和喜欢理性的逻辑思维后，毅然

选择了来到光华学习经济学。与此同时，

北大开设的艺术双学位则为其坚持爱好，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提供了良机。而理性感

性相互交融的学习历程，也成为了这位“知

识体验派”四年来坚持的生活方式。

谈到对两种专业的看法，李绯悦提到

“经济学是看世界的一套系统性的、严谨

的、科学的方法论，从劳动到行为，从宏

观到微观；艺术则是充满感性，不仅教会

我很多艺术理论，更打开了我感受和欣赏

世界的很多感知。”除了学习内容的差异，

李绯悦也感受到两边接触到的同学也有所

不同。在光华每天和倾向于理性思维的人

在一起，与严谨的模型打交道；在艺院每

个人做的事情则各有不同，从剧星编剧到

影片导演，充分反映了艺术的天马行空。

然而不同课程的内容并不是完全割裂，令

李绯悦惊喜的是，她深入学习两种课程后

发现，艺术的感性正是经济的理性的完美

补充。

除了学校的学习，李绯悦也曾在大一

时参加耶鲁的暑期学校，修习经济学和艺

术史的课程。短短的五周时间，给她带来

了深远的影响。在每天读写论文的过程中，

李绯悦了解了学术论文的产生过程，初次

推开了学术的大门。

凭借此时产生的兴趣，李绯悦在一年

后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的校级交换项目，希

望体验一流的经济学系的教育。“芝加哥

大学的学术氛围很浓，那时的生活特别纯

粹，因为经济学院的学术标准很高，经常

熬夜写作业到凌晨三四点。”而在一个学

期的体验中李绯悦也明白了做学术是一件

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将人的认知范围比作

一个圆，那么读 PhD 是站在圆边缘的一个

点将圆拓宽，她则更喜欢站在不同的点上

去汲取不同的知识。亲身体验后，李绯悦

明确了不走学术道路的想法，但理性和感

性交织训练出的思想光芒却也从未熄灭。

多方平衡的活动体验派
除了学习之外，在整个大学期间，李

绯悦也体验了各式各样的活动，辩论、学

工、设计、棒球，她积极行走在领略不同

风光的人生边上。

谈到大学生活的第一盏灯塔，李绯悦

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初入学时辩论队学长学

姐的音容笑貌。大一期间，李绯悦加入了

辩论队，为了备赛，大家有时要讨论到后

半夜，“但正是刷夜时见过了彼此最真的

模样，一起探讨了许多超越辩题，关乎人

生、世界和选择的‘无用’话题，在这里

我收获了最好的朋友。”而那一年的“北

大之锋”也令李绯悦终生难忘，她作为一

辩出战，虽然直面强敌且考试繁重，但最

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光华辩论队拿下了

冠军。“信心是队友给的，正是大家一起

一遍遍模辩，我才能在比赛的时候即使面

对去年冠军队的传奇辩手，也有刀枪不入

的勇气。”

除了辩论外，设计也是李绯悦的一大

爱好，因此她大一时同时加入了派设计协

会和光华团学的传播与设计部。大二时，

她接手了传播与设计部的部长工作，将热

爱设计的心与学院的发展相结合。李绯悦

认为传设的使命是光华的一个窗口，在任

部长期间，她创立了学院团委微信公众号

“每日光华”的栏目，每天发一张关于光

华的设计图，这也是学院团委公众号建设

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小到体育队的队徽

队服，大到学院 129 视频，微电影，大大

小小的活动背后都有李绯悦的影子，“有

种参与了学院历史的感觉”。而在派协的

体验，则让她更加自由地在设计的海洋里

畅游。她曾为剧社，为北大讲坛进行过种

种设计，设计作为桥梁，把李绯悦和不同

的活动，不同的人联系起来。她认为设计

对她来说最奇妙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世

界上好奇的事情太多，虽然不能亲身参与，

但能为这些做着各种各样美好事情的人们

做设计，帮他们把理念和热情通过设计传

达出来，让她感到非常幸福。“为了戏剧

祭设计《卡珊德拉》的海报，于是就看完

了整个剧本，如果不是做设计，可能都没

有机会接触到这些。”

在大四，李绯悦又有了新的尝试。

以光华梦想秀为契机，她参与组建了 12

级自己的乐队 Atlas，在其中担任吉他手。

“之前自己弹吉他和在乐队里是完全不

同的。当所有乐器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

震颤心灵的感觉，还有唱摇滚的时候在

台上想要跳起来的感觉，大概就是音乐

的奇妙吧。”她还担任了棒球校队的球

队经理，和球队一起出征了今年的首都

高校棒垒球锦标赛，完成比赛记录等工

作。她觉得校队是中国大学最特别、最

青春的事情之一，尤其在北大，棒球队

没有特长生，甚至还有好几个理科竞赛

金牌，但仍然会付出加倍多的时间在球

场训练。“一开始自己上了垒球课所以

喜欢棒球，来了校队就更热爱这项运动，

每周在球场上的时候是最开心的，觉得

自己百分之百都投入在此时此刻，投入

在这一个球、一个打席。大家一起挥洒

汗水努力拼搏的感觉超级燃。”这段经

历让她更加觉得，北大多元的环境能够

给人足够多的体验的机会，但只有自己

非常用心投入其中，才能体会到畅快淋

漓的快乐。

敢于试错的工作体验派	
大学生活之外，站在工作读书的十字

路口，李绯悦仍决定做一个体验派。大二

参加的贝恩杯咨询案例比赛让她第一次觉

得毕业工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她发现，

咨询工作需要用严谨分析和逻辑思考能力

去解决常新的问题，因而自己也会从中不

断学习新的知识。大二暑假她去东京的

beBit 咨询公司实习，更让她确信了毕业

工作的选择。

在大三交换期间，大家都开始寻找

实习。此时李绯悦首先申到了高盛香港

的 Sales and Trading 部门，“当时听学姐

说这个工作每天都会学习大量信息，要迅

速消化，我喜欢这种新鲜快速的工作氛

围，所以想要尝试一下。”在高盛，她体

会到了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好似“自己身

处于信息流中”。而一番体验下来，她发

现自己还是更喜欢咨询这种和人类生活息

息相关的工作内容。本着“大四是试错成

本最小的时候”的想法，她决定开始申请

咨询的全职工作。被问到之前咨询经历较

少会不会没有别人准备的充分时，她认为

“在之前的实习中得到的在高压下思考以

及逻辑和分析能力的训练都很通用，感觉

summer intern 对我的锻炼已经融入血液

啦”，并最终顺利斩获了 McKinsey, BCG

和 Bain 的 offer。

回顾作为“工作体验派”的历程，

大一初入学时蔡洪滨院长的教导一直指引

着李绯悦的方向，保持“a cold head and 

warm heart”，理性分析的同时关心社会

的方方面面，让自己的工作创造价值，这

也是她最终选择做咨询工作的原因。

回头看四年的生活，李绯悦深刻感

受到，包容和多元化的价值观在北大这所

园子里是真实存在的，“不仅是自己的选

择越来越多，别人对待这些选择也非常尊

重”。谈到未来，她则笑道，“规划是静

态的，未来是动态的，我会继续保持好奇

心，做一个体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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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昕玥：

在光华重新认识自己
文 | 本刊记者  韩艺华 

—— 专访北大光华 2016 届金融硕士毕业生赵昕玥

一头干练的短发、温文尔雅的谈吐，

这是初见赵昕玥的第一印象。与她

交谈，会觉得原本快节奏的世界安静平和

了许多。光华六年的沉淀，也让她从一名

天真烂漫的高中生成长为了一位可以独当

一面的职场新秀。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谈到毕业后的去向，赵昕玥表现的

十分坦然和平静。“一开始也没有想到

会去中信资管做产品经理，我想这是天

时、地利、人和的必然选择吧。”随着

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逐渐步入中产阶级，

老百姓可支配财富逐年增多，资产管理

行业正面临着一个需求井喷的时期；机

缘巧合下的暑期实习经历，更让赵昕玥

坚定了这一方向；最后，结合个人的兴

趣方向，带有更多研究性质的产品岗对

她来说无疑是最佳的归属。然而看似显

然的选择，也许并不是那么容易。只要

是光华人或多或少都会对“投行”这个

行业有着特殊的感情，赵昕玥也不是没

有想过这一方向，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

另一条道路。“我身边有很多同学也在

投行实习、工作，我听了他们的很多建议，

发现投行并不是很适合我。”投行快节

奏的生活和光鲜的外表的确十分诱人，

但是对事物进行独立、细致而深入的思

考、和同事共同对研究课题进行反复的

探讨、不被工作任务追着走而是主动去

寻找工作重点的过程貌似更能让赵昕玥

享受到精神上的愉悦。从一开始的迷茫

不知所措，到慢慢明白自己的心之所属，

再到最后鼓起勇气不随波逐流，光华陪

伴着赵昕玥做出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选

择之一。

“矛盾”的双子座，
理性和感性的共同体

也许是对数字天生的敏感，在放弃保

送数学学院的机会而来到光华之后，赵昕

玥选择修统计学双学位来弥补对数学的这

份小小的遗憾。不仅如此，在本科期间赵

昕玥更是光华学生会编辑部的执行主编，

每两个月负责出一版师生杂志－“流光华

彩”。她还弹的一手好古筝，在家聚晚会

上为大家展示了优美的琴声，带来精彩的

民乐演奏；在光华院排球队更是一员不可

多得的干将，从小学开始的排球训练，使

得身手矫健、沉着冷静的她出色担任了二

传的角色……学工部的老师和她的朋友对

她的评价大多是“踏实”，“靠谱”和“善

良”。当被问及为什么别人会有这种评价

时，赵昕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挽了挽头

发，“可能是性格的原因，我比较看重自

己对他人的意义，希望自己的存在是有价

值的吧，所以会有很强的驱动力做好需要

自己完成的事情。”看似违和的数学少女

和文艺女青年的标签在赵昕玥这里却有着

不一样的和谐美，她既喜欢经济学缜密的

逻辑推理，也喜欢探究人类社会的历史问

题。“这世间人来人往千千万万，何必被

他人所左右，不如花更多的时间做好自己，

剩下的交由缘分。”沉思了片刻的她，如

是说道。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出于对学术的热爱，本科毕业之后继

续读书一直是赵昕玥坚定的想法，而她也

的确将其付诸于实践。但是到底是申请国

外还是国内的学校想必是所有申请读研究

生的同学们一个共同的困扰。赵昕玥当时

并不是没有考虑过申请国外的名校。她深

知，在国外读研究生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氛

围，一种是位于市中心的喧嚣与热闹，一

种是来自乡村的朴素宁静。但是之前纽约

大学的交换经验让她明白，虽然自己喜欢

参加欢乐的团体活动，但并不是过于热衷

于大城市的喧闹，偶尔也会需要独立思考

的空间，而北京恰恰能很好的实现这两者

的平衡。相较于完全陌生的环境，她更喜

欢在有归属感的中国完成进一步的学业。

当然，光华最吸引她的还有极具个性与人

格魅力的教授们。本科期间的导师翁翕在

她完成毕业论文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研

究生期间的导师匡澜对她人生观、世界观

的形成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个

选择背后都是一条路，走着走着其实到最

后都是殊途同归，没有必要过于计较眼前

的得失。”赵昕玥颇带哲学意味地如是回

顾自己当初的选择，睿智的笑容中透着一

份自信与洒脱。

寄语光华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被光华的

特质所吸引，才会在这里相遇、一起共

同成长；光华给了我们很多给养，我们

亦要以此为基础奋发努力，对于未来要

有自己的洞见和判断，而不是随波逐流。

希望学弟学妹们多看看书，将创新、发

散的光华思想延续下去，积极面对竞争，

多和同学培养情感上的联系。

硕士·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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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之路上滴水穿石
文 | 本刊记者  黎明原    编 | 王虔琳

—— 专访北大光华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 2016 届博士毕业生邹韬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平生。”苏轼的一首《定风波》寥寥几句

却透着旷达豪放之气。漫长的 9 年光华之

路，邹韬亦是伴着这种豁达从容前行。学

术之路向来没有坦途，在经历了迷茫与彷

徨后，邹韬还是以坚持不懈的科研精神与

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

路，并成功受聘澳洲国立大学（ANU）商

学院下设金融、保险与统计学院教职。

科研路•吟啸徐行
当身边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努力向业界

的方向发展时，邹韬站在求职与学术的交

叉路口上，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迷茫。出

于对学术的兴趣，邹韬在本科一年级的时

候就申请了林莞娟老师的助研，然而由于

当时还缺少足够的知识储备与科研经验，

这份助研经历只持续了较为短暂的一段时

间。本科三年级的寒假，邹韬去了四大会

计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担任实习生。正是

通过这段实习经历，使邹韬意识到，自己

的优势在业界工作中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发

挥。而此后跟随陈松蹊教授的助研经历，

则进一步坚定了邹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决心，并且从未再次动摇。

“既然最聪明的人都去了业界，那

我就不要去跟他们竞争了，做好自己就好

了。”邹韬谦逊地笑着总结自己选择学术

道路的决定。然而，敢于选择学术之路的，

又何尝不是佼佼者呢？

而想要做好学术，更是需要找准自己

的方向，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经济金

融方面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为理论与实证

两个方向，其中实证研究的门槛较低，但

是要求研究者具有创新性的思维与独特的

见解，而创新思维与好的想法需要长年累

月的经验积累；理论研究则与之相反，它

的门槛较高，在入门之前需要用大量的时

间打好基础，但是入门之后对于创新性的

要求，则比实证研究低很多。在对自己的

能力与特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后，邹韬认

为以自己的模式更容易在理论研究上做出

一些成果，并最终选择了理论研究的方向。

而这时邹韬也意识到自己本科阶段所受到

的数学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他

所在的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同时承认光

华管理学院与数学科学学院的课程，这使

得他有机会选修许多数学方面的课程。他

笑着说道，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系全部

老师的课程，他基本上都修过或者旁听过，

有些课程甚至听过不止一遍。对于概率理

论体系的扎实掌握，使得邹韬在统计理论

方面的后续研究中如鱼得水，并取得了诸

多研究成果。

对于有志于走学术道路的学弟学妹

们，邹韬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一定

要找老师做助研，在学术道路上，如果没

有一位好的老师的指导，自己入门真的非

常困难；其次，要多与师兄师姐进行交流，

他们能够告诉你学术研究中你可能面临的

选择与困难还有收获，这能够帮助你更好

地决定自己是否适合向学术的方向发展；

此外，学有余力的本科生同学还可以参加

研究生的讨论班，去了解学术研究到底应

该怎么做；最后，在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中，

要与导师保持良好的交流与沟通，同时为

自己打下良好的数学基础，学术道路是学

无止境的。

忆往昔•竹杖芒鞋
博士在读期间，邹韬不但在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等 国

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更是以

第一作者的身份，在美国统计学年会、国

际概率统计学年会、北大 - 清华 - 斯坦福

数量金融国际会议、清华国际计量年会等

大量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了自己的研究

成果。

学术之路走得有声有色，生活中的邹

韬却也并不是所谓的书呆子。他喜欢运动，

几乎擅长一切小球。邹韬不但曾经担任光

华乒乓球院队的第三男单，同时还是光华

统计系羽毛球俱乐部的组织者。在音乐方

面，邹韬的小提琴达到了十级，在本科一

年级的家聚活动中，他还曾进行了表演。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邹韬在美

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访问期间的穷游经历。

随身背着睡袋、找同学做沙发客、坐只要

一美元的 Megabus，邹韬用自己的脚步丈

量了美国的数个城市，芝加哥、纳什维尔、

洛杉矶、圣地亚哥等，都留下了邹韬的足

迹。他笑着回忆，由于当时的手机地图还

不是很发达，自己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先把

地图背下来，然后再开展一天的行程。旅

途也并非总是一切顺利，比如在芝加哥危

险的黑人区过圣诞夜、在 Des Moines 的

skywalk 中被怪大叔尾随，但邹韬总能巧

妙地化险为夷。当然，其间更多的则是愉

快的回忆，在 Nashville 著名的 Grand Ole 

Opry 欣赏乡村音乐，在 Hollywood 听电

影的起源，在 Los Angeles 偶遇同行伙伴，

这些都给邹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他看

来，美国穷游的经历，除了达到自己想要

四处走走、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目的之外，

更是对自己意志品质的一场磨炼，在陌生

的环境中，探究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邹韬不但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同时

更没有忘记学术研究，途径三番其间，他

在 UC Berkeley 统计系的机房度过了一周

的时间并完成了相应的工作，最终这份工

作的结果也得以发表。

再回首•无雨无晴
回顾一路走来的经历，邹韬的心中

充满了对帮助过、支持过自己的家人、

老师和同学们的感激。其中，他最想感

谢的人是引领他走上学术道路的陈松蹊

老师。陈老师在邹韬本科最迷茫的时刻，

对他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认可，

这使得邹韬有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勇

气与动力，在博士阶段更是用自己的工

作成果报答陈老师的这份知遇之恩。同

时，在学术的道路上，陈老师为邹韬提

供了许多指导与帮助。邹韬回忆道，自

己最初参加讨论班与研讨会时，由于很

难听懂晦涩的报告与研究成果而感到气

馁，但是陈老师鼓励他耐心地不断学习、

不断积累，虽然当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但是会对这个领域有大致的概念与了解，

而通过对这个领域相关知识的反复接触，

一而再再而三，总会有水滴石穿、豁然

开朗的一天。此外，无论在做学术还是

为人处事方面，陈松蹊老师所展现的人

格魅力与个人品质都深深地影响着邹韬。

在学术方面，陈老师崇高的学术追求以

及不断的自我突破深深地感染了邹韬，

激励他通过独立思考，不断突破新的领

域，从而实现学术目标；在生活方面，

陈老师更是对邹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

心，开车、打网球、pizza night、喝茶谈天，

两个人之间不只是师生，更像是亲密的

朋友，而陈老师这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

态度更加坚定了邹韬向学术方向继续发

展的信念。

对于未来，邹韬对于自己任职期间的

工作安排与研究方向更是有着非常清晰的

规划。在任职的第一个学期，邹韬将担任

应用统计学课程的老师，这将是邹韬第一

次正式地站上讲台，而全英文授课的要求

更是为他增添了挑战。通过这门课程，邹

韬一方面希望将自己的知识尽可能多地传

授给学生，同时也希望不断积累教学经验，

从而不断改进提升。在科研方面，邹韬则

计划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

拓展与探讨，同时与陈松蹊老师的“燕东

数据派”团队、光华的“狗熊会”团队等

等，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继续做

出一些优秀的科研成果。同时，邹韬并不

满足于现状，他希望“每一天都能学到一

些新的东西，通过不断的学习与积累，在

几年之内构建丰富的理论知识体系。”

谈到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与研究背

后的动力，邹韬的答案质朴而真诚，“原

因特别简单，就是我不会呀”。学术之路

是一项没有止境的进程，学到的越多，发

现自己不会的也越多，需要进一步学习、

掌握的也就更多。而邹韬凭借着自己对学

术知识的强烈求知欲与坚持不懈的个人品

质，想必能够在这条道路上长长久久地走

下去。

心中自有一番天地，何惧前路风雨

征途。

邹  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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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声：

用运动员精神做每一件事
文 | 本刊记者  华天韵

—— 专访北大光华 2016 届 MBA、中国击剑队男子花剑运动员雷声

2012 年 8 月 1 日，伦敦奥运会击剑项

目男子花剑个人赛决赛场地上，中国

选手雷声以 15-13 战胜埃及剑客阿莱尔

丁 • 阿波尔卡西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

首位获得该项目金牌的运动员，打破了欧

洲对该项目 116 年的垄断。

今天的雷声，是一位正在积极备战里

约奥运会的击剑运动员，同时也是北大新

闻与传播学院的毕业生、北大光华管理学

院的 MBA 学员。

机缘巧合走上击剑之路
1990 年，6 岁的小雷声跟随父母举家

迁往广州。最先，相中他的并不是击剑教

练，而是游泳教练。他来到新小学的第二

天，就被选入游泳训练队。连续练了四年

游泳，但是雷声的成绩不突出，他也并不

享受游泳的过程——他觉得一个人闷头潜

在水里的运动项目有些枯燥。六年级的一

天，一位击剑教练来到小学挑选击剑运动

员的“苗子”，当时对击剑一无所知的雷

声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此走上了一条

特殊的道路。

击 剑 教

练 员 问 全 班

同 学，“ 你

们 谁 平 时 用

左 手 写 字 或

者 拿 剪 刀

的？” 大 家

都没有反应。

雷 声 心 里 一

想， 似 乎 的

确 自 己 是 左

手拿剪刀的，

于 是 高 高 地

举起了手。在

击剑赛场上，由于左手拿剑会更加有优势，

因此击剑教练想要找一个左撇子的“苗

子”。这样的机缘巧合下，雷声就成为了

他们学校唯一一个练击剑的运动员。

在打基础的时候，击剑和所有项目一

样，非常枯燥。雷声每天都在练上步、下

步、弓步等基本步法。因为雷声年龄比较

小，教练又觉得他是可塑之才，有意让他

打稳基本功，迟一点拿剑。入队半年以后，

同一批的队友们都拿上剑了，只有雷声一

个人每天还做着基本步法训练。但扎实的

基本功很快就有了回报，少年雷声的击剑

成绩十分优秀，他也渐渐爱上了这个“技

巧性强，需要用策略”、“与对手互动性

强”的运动。

雷声的父母并非专业体育出身，他们

知道体育这条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要做出成绩太难、也太苦，雷声的爸妈有

意让他从高中开始回到正常上学的路径。

教练不忍心雷声放弃这么好的资质，坚持

劝说雷声的父母让他留在队里。雷声自己

也非常喜欢击剑，喜欢跟队友们辛苦但快

乐的集体生活。雷声的父母拗不过教练的，

终于同意让他继续留在击剑队。这后来被

证明是一个无比正确的抉择。

　　

北大学子与奥运冠军
2009 年，雷声作为体育特长生进入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本科。刚来的

他十分不适应。一方面，因为雷声之前文

化课基础相对薄弱，没有经过非常系统的

学习；另一方面，在北大校园里，聚集着

的都是各地经过高考选跋出来的精英，雷

声时常觉得自己跟不上身边的同学们。他

坦言自己的大一过得很“艰苦”，在恶补

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保证每周至少三个

整天的训练时间。

但困难并未打倒雷声。如果期末一般

同学需要一周的复习时间，那么雷声就会

提前两周、提前一个月开始记忆知识点。

同宿舍的其他三位同学都是高考生，在学

习方法和复习指导上给以雷声许多帮助。

雷声知道自己的基础比较薄，因此甘愿花

两倍、四倍的时间在同一件事情上。作为

一名优秀的职业运动员，他认为自己的拼

搏精神、耐挫能力会比常人更强，正是在

这种精神品质的作用之下，雷声通过一年

时间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和节奏。

学习与训练并重，这对雷声的时间

规划提出了很大挑战。以往体育训练结

束后，雷声肌肉反应比较大，身体休息

一下就能恢复过来；现在加上课程学习、

各种课后阅读任务，雷声的大脑也在时

刻高速运转。往往他一躺下，在身体与

大脑的双重疲惫下，雷声经常躺下不过

一分钟就能沉入梦乡。虽然辛苦，但他

觉得这一段时光十分充实。雷声的时间

管 理 秘 诀 是 分 阶 段 分 重 点，2009 年 大

一一年，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学业，训

练上只维持体能；而在 2012 年伦敦奥运

会之前，他则是退掉大量课程、基本休学，

专心训练应对比赛。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击剑项目男子花

剑个人赛决赛，是雷声甚至更多国人这一

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场比赛。决赛异常艰辛，

雷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旧惊心动魄。到

比赛中段偏后，雷声第一次比分落后。由

于裁判的失误，雷声的情绪受到极大干扰。

经过很多次大赛的磨练，雷声明白，“输

赢都在一念间”，情绪对于发挥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过于急迫或者暴躁都将成为

非常危险的因素。于是，他暂停比赛，休

整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他用毛巾盖住

头，让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把所有注意

力都专注到比赛上。恢复情绪后的雷声回

到赛场，与对方一交手，雷声就发现对手

的情绪开始有些急于求胜了，对手在之前

的比赛过程中一直严密防守，但在此时却

开始频频发起进攻。雷声抓住机会，找到

对方的破绽反攻上去，在比赛倒数 20 秒

的时候实现了追平，并且赢了对手两剑，

反超领先 6 分。

获得 2012 年奥运会男子花剑冠军的

雷声荣誉归国，许多采访、报导、商业代

言都找上门来。但此时的雷声需要迅速调

整状态，回到校园，从一个奥运冠军，重

新成为一名普通的北大学生。

光华，人生下一征程的铺垫
2014年，雷声从北大新传广告系毕业。

2015 年，他选择进入光华管理学院 MBA

继续深造。因为以后并不会走专业性很强

的学术道路，雷声希望自己能够拓展眼界，

增广知识面，多多了解各行各业。北大光

华 MBA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相比

于本科同学们生活经历的高度相似性，

MBA 的同学们大多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人生历练和阅历更加丰富多彩。雷声每跟

一个同学聊天，就能迅速掌握一个行业的

基本情况。“还有一点，”雷声笑说，“因

为比本科同学平均大六七岁，虽然关系都

很好，不过到底像个大哥哥。现在终于能

跟同龄人一起上学了。”

在光华，雷声格外喜欢经济类、战略

类的课程，从一个博弈的角度理解事物运

转的规律，这让他觉得与击剑有相通之处。

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雷声并不明确，他

想过也许在今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结束之

后，他会退役；但又或许会继续奋战在击

剑赛场上。但不管如何，他坚定着的是将

继续留在击剑这个体育行业内。光华的学

习，让他拓宽了视野，也让他打开了思路，

退役后他的角色可以不止定位在教练员，

雷声期待着在体育行业实现更多身份的转

换，比如推广击剑运动、组织击剑赛事，

甚至成立自己的运动品牌。

2015 年，雷声成为了一个爸爸。他

与妻子周雪相识于花剑队，相恋七年，是

一对“剑客夫妻”。周雪如今转型成为了

一名金融从业者，这个转型过程同样艰苦。

雷声觉得，是运动员出身的精神意志品质

让周雪不仅转型成功，还能做得比常人优

秀。雷声夫妻二人在教育上主张自由平等

的教育风格，希望给孩子足够多的自主权，

让孩子拥有一个自己喜爱的运动爱好。如

果他喜欢击剑，雷声绝对会高兴地支持；

如果他不喜欢，雷声也会尊重孩子自己的

选择。目前，雷声正在积极筹备里约奥运

会的比赛，往往只能每周末回一次家。但

一回家，看到宝宝，雷声说自己瞬间就会

忘记所有的辛苦和疲惫。

时光荏苒，又到毕业季，正在紧张

备战 8 月份奥运会的雷声希望告诉学弟

学妹们，“珍惜北大这个能够与优秀者

共存、畅所欲言、奋力学习的环境，珍

惜这个能交到各行各业精英、甚至一生

挚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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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学读会计专业之后，从国内到国

外，从邮政航空到华电北燃，靳志

恒专注企业财务工作已有十二载。从基层

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背后，是他对财务

知识的熟练掌握与财务理念的深入思考。

进入事业的稳定期，他迈出了早已瞄定的

下一步——来到北大光华读书。转瞬两年

MPAcc·光华

时光已逝，此时与彼时，又有大不同。

兢兢业业，与人为善
2004 年初入行，靳志恒在每天做银

行汇款单，核航空油料单等重复繁琐的平

凡工作中度过了一年多，由职场菜鸟逐渐

业务熟练，在心态上也完成了由学校到职

场的转变。功夫不负有心人，邮政航空建

立韩国分部时，靳志恒被选作财务小团队

的负责人，跟随大部队进驻韩国。然而机

遇总是与挑战并存，第一次出国，语言不

通，税制差异等困难重重。但这并没有把

靳志恒难倒，语言不通就一点一点主动去

学，需要手续就一步一步耐心去跑，靳志

恒花了半年的时间彻底把韩国的工作踏实

下来，甚至之前几乎未进过厨房的靳志恒

还在这段时间习得了一手好厨艺。经过这

些历练，靳志恒不仅在业务能力上有了大

的提高，他觉得自己对待挑战的心态也平

和了许多。从韩国回来，因为公司业务需

求，靳志恒又去过南京、也待过日本大阪，

如今又在北京安顿，这一圈下来他几乎在

所有财务岗位都做过，工作起来也愈发得

心应手，靳志恒的职业道路也顺风顺水发

展起来。

回忆起在日本的工作经历，靳志恒

感触良多。他也深刻感受到诚信的社会风

气对于整个社会的向前推进是多么重要。

日本的消费税退税制度，流程简单退税

及时，外资企业只要打好自家的单子盖

上公司的章，第二个月 5 号退回的税款

会准时打到账上。在这种条件下，公司

自身稽查发现退错了，也会主动改回来。

靳志恒感叹，“诚信体系不同对财务部门

的影响也大不相同，良好诚信体系的构建

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

到了 2009 年，当时的靳志恒工作已

处于平稳期，但他却发现自己倒没什么向

前的动力了。于是靳志恒想跳槽，再去搏

一下，因此当新的工作机会出现时，靳志

恒果断抓住了它。然而因为跳槽本身就是

信息不对称的行为，靳志恒经历了初跳槽

的痛苦和慢慢适应的过程，如今他任职于

华电北燃的副总经理，在更大的平台上施

展自己的能力。

做过 IPO，尝过财务工作的辛苦，体

悟到“无论处于强势还是弱势，都不给别

人添麻烦”的善良品质，才是在单位真正

立足的根本。不管是在日后的工作中还是

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这种对善良品质的

培养都是靳志恒一直推崇的。

光华课堂，正本清源
靳 志 恒 在 工 作 中 曾 跟 一 位 从 光 华

MPAcc 项目毕业的同事打过交道，靳志

恒感叹道，“当时我就觉得在光华读过

书确实不一样，眼界啊，思想啊，都更宽

阔、更先进。”这位光华校友身上展现出

的优秀品质也激起了靳志恒对继续读书的

向往。2014 年，靳志恒觉得工作和家庭

都趋于稳定，于是就直接选择报考光华

MPAcc，并顺利入读。从职场到求学，靳

志恒没觉得有太多的不适应。他坦言“因

思想而光华，光华给人的感觉不错。北大

的积累就是思想，思想就是观念，观念转

变不了，就会原地踏步。”

相较于年少时的求学，靳志恒认为现

在再读书的思想比当年更成熟，性格更完

善，学习更务实。最重要的改变是从以前

单纯的知识汲取，与同样懵懂的同学一同

学习所谓社会化的经验，到现在以在职者

身份读书，无论是与老师还是与同学，互

动性都得到了大大增强，并且带着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去学习，针对性更强，效率也

更高。

在光华两年的学习，靳志恒收获了

很多。一方面，光华教授们的渊博知识

给了自己很大的指引。虽然在实际操作

中，靳志恒都已将这些财务理论应用得

很熟练，但回到课堂之上，他觉得自己

总算彻底地了解为什么这么做，有种正

本清源的作用。而且靳志恒在合资企业

工作多年，自认为对合资研究的很透，

论文就以合资为主题，但有时就是导师

三两句一解释，靳志恒就会恍然大悟，

发现自己之前想法的不完善，并在导师

的引导下继续往前探索。另一方面，与

同学的交往则是一个资源共享，相互促

进的过程。同学来自于各行各业，“以

前有超出能力范围的问题只能寻求第三

方，现在可以先咨询同学，心里就更有

底了。”这种横向的资源共享，是难能

可贵的财富。同学们有不同的职业经历，

互相交流中可以收获其它行业的视角和

思维，“即使有时候不认可他的观点，

但在未来也会作为自己的一种角度参考，

这对自己思考能力的提高来说也有很大

的帮助。”

不忘初心，一生光华
从 2014 年来到光华，靳志恒在这两

年的时间里亲身体验了光华提供的诸多

精彩的课程和活动，他现在回望时依旧

觉得自己当初选择光华的决定很正确。

靳志恒觉得，大到综合性的教育体系、

海外交流活动，小到素质拓展、论坛交流、

篮球赛事等等，都表现出了光华严谨的

态度。“这个项目教学是认真的，不仅

是课程安排的完善，课余时间也在全心

为学员提供丰富的活动，打造交流互动

的优秀平台。”

短短两年间，靳志恒对理念与实践的

认识有了巨大的转变。一方面，他认为“思

想来源于知识和交流，从诸多平台，通过

交流和沟通，进行资源分享，从而点亮思

想。知识则是另一个层面，是个人主动性

的问题，不能说给什么学什么。”另一方

面，在实务上，以前靳志恒经常担心财务

工作不被企业重视，现在想法则不同，“财

务还是要自己去适应经营状况，不能只是

关起门算账，打开门报销。”现在靳志恒

觉得“业财结合”才是重点，“财务专业

其实和经营息息相关，优秀的财务人员需

要做到：别人在财务上无法质疑你，你可

以质疑业务上的人。” 

在光华的两年时光，实现了靳志恒继

续读书的梦想，也带给了靳志恒不一样的

体验。靳志恒总结道，“光华是个很好的

平台，但不能光要借助平台，而是只有大

家一起努力，平台才能发展壮大，每个人

都要努力成为巨人的肩膀。”

临近毕业，靳志恒愈发不舍这段光华

时光，思忖一会儿，他说道，“既然走进

光华，相信所有走出光华的人都会铭记光

华人的身份。不忘初心，一生光华。”这

是靳志恒说给自己的，亦是所有光华人的

心声。

靳志恒：

持之以恒，且思且行

文 | 本刊记者  姜润琦    编 | 王虔琳

—— 专访北大光华 2016 届 MPAcc、
北京华电北燃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靳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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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上午五点十分，北京致远协创

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

软件）副总裁胡守云像往常一样起床，

泡茶，读书。

六点半左右，北京已经日出，胡守云

将书搁到一边，留待晚上接着阅读，并且

开始着手处理日常的工作。

八点半，早餐食毕，胡守云驱车来到

北大，距离和记者约定的采访时间还有一

个小时，他选择在宁谧的未名湖畔逛逛——

毕竟，待下午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和毕业照

的拍摄，他就算从光华 EMBA 毕业了。

专家型人格——“干一行爱一行”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

胡守云笑称自己是个“标准的理工男”：

“我做了 16 年程序员，写了超过 200 万

行代码。”大学期间，胡守云就在一级学

术刊物上发表过两篇围绕实际应用程序的

研究论文。大学毕业时，导师更是对胡守

云的专业能力称赞有加：“你的毕业论文

水平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的研究生，在计算

机专业方面，我对你很放心。”

为了提高在研发通信的军工厂工作的

专业性，胡守云专门到电子科技大学请教

老师，学习了通信领域的专业知识。凭着

过硬的专业实力，胡守云从一个普通的技

术员，成为技术团队管理者，最后被破格

提拔为军工厂的分厂厂长——那一年，他

才 27 岁。

刚刚被任命为厂长的胡守云内心充满

了惶恐，缺乏管理学领域专业知识这一短

板，让他十分心虚。前一天被委任厂长、

第二天就上任的胡守云甚至迟到了 5 分

钟，当他面对因为没有听到他的工作安排

而尚未开工的全厂员工时，内心的尴尬和

震撼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为了成为一个

称职的管理者，他恶补了不少管理学的书

籍，并且由此开启了漫长的管理学经验积

累之路。

在现在就职的企业中，胡守云和公司

总裁、也是他多年的兄长和好友徐石说过

这样的话：“我学过三个专业，计算机、

通信和管理学，虽然不是专家，但我敢保

证自己是专业的。”这样胸有成竹的气魄

和胡守云的学霸精神是分不开的。

2012 年，致远软件授命胡守云任公

司副总裁，主管营销。当时，致远软件已

经是一家具备一定规模、并稳定增长的管

理软件公司，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品体系，

开始进入扩张阶段。致远软件的直属机构

覆盖除了拉萨和西宁的所有省会城市，绝

大多数营销体系的人员胡守云都不大熟

悉。没有任何市场营销工作背景的胡守云

面对这样的挑战，对自己毫不手软，在接

到委任令的半年内，他读了五十几本专业

领域的书籍。胡守云的朋友们劝他不要接

受委任：“技术转到营销，是个把男人变

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的过程啊！”学霸

型的胡守云不畏惧挑战，接受了被委托的

重任；尽管当时十分辛苦，但回忆过去，

他总结道：“当时是个向死而生的过程。”

在 胡 守 云 的 带 领 下， 致 远 软 件 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实现了近 40% 的年收入

增长率，在利润不高的软件行业，这样的

增长率相当出色，而这两年也成为致远软

件高速增长的年度。

胡守云将自己能够在各个领域完美切

换的能力部分归功于大学专业导师的毕业

赠言。导师在胡守云完成论文提交和毕业

答辩后叮嘱他：“记得，走上社会后，要

对所有事物都充满好奇，认真学习！”这

句话始终鼓舞着胡守云面对新的行业孜孜

不倦地吸取知识，“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从事营销两年半以后，朋友们口中具

有“专家型”性格的胡守云决定到光华攻

读 EMBA，享受学院派系统知识的洗礼。

拥有十几年管理学领域的从业经历，

胡守云在第一节管理学课程上就向班级同

学们承诺：“我可以给大家提供免费的管

理咨询建议！”同学们纷纷表示不相信。

胡守云淡定地表示，自己保证在两年的学

习中看完所有的课程书籍。

课程结束时，胡守云不仅完成了自己

的承诺，还完成了每门课程的延伸阅读，

累积阅读量是课程书籍的两倍，也获得了

同学们“管理学学霸”的认可。

即使在最忙的时候，胡守云依然坚持

阅读，至今保持着每年深度阅读书籍 50 本

以上、轻度阅读书籍100本以上的惊人速度。

学用相长——谦虚与“莽撞”并存
尽管对自己在管理学方面的经历和经

验很有自信，胡守云依然像一块海绵一样，

无论对学院派知识还是企业实操管理经验

都有着极强的兴趣，随时吸收，随时充实

自己。

在攻读光华 EMBA 课程的初期，胡

守云时常上课提问、质疑老师的观点，回

忆起那段时间，他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时候挺冲的。”但他的“莽撞”倒也

有理有据，质疑背后的原因是他多年实际

企业管理经验的强大支撑——理论遇到现

实，常常无法一帆风顺，理论在现实的受

挫往往是修补理论漏洞的契机。“北大的

氛围相当自由，大家可以随时打断、提问，”

胡守云认为北大的学术氛围使得这种学用

相长的做法能够实施，“教授们讲的知识，

尽管很多通过阅读和实践就能够获得，但

他们分析的视角和深度给我的启发是无法

替代的。”胡守云善于提问、精益求精的

品质使得他和许多教授成为了朋友。

除了张志学、张影、周长辉、刘俏等

老师精良的教学工作以外，胡守云表示光

华的同学也使他受益匪浅。胡守云用“个

个都很牛”来形容光华的同学们。“通过

和光华的同学交流会发现，起初他们在表

述时不使用专业术语，在专业性上来说不

够严谨，但背后的道理和他们做的决策往

往都是对的，”胡守云谈起交流感受，十

分感慨，“同学们从业多年，在实践经验

上有很强的优势和专业性，而在光华的学

习恰好是理论上的升华与补充。”在光华

的校园氛围中，聚光灯前扁平的企业家们

纷纷呈现出日常而亲切的一面，胡守云听

过同学们毫无保留地分享创业成败、内心

的苦痛挣扎、管理企业的故事与经验，既

感激又感动：“校园氛围还是不变的，同

窗之情也和我读书时一样单纯美好。和同

学们交流是难得的和高管层交流的机会，

我非常珍惜。”

2016 届北大光华 EMBA 同学们在古北

水镇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毕业晚会，请来

的表演队伍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大校

园为故事背景演唱了一曲《送别》。“‘长

亭外，古道边’响起来的时候，一个个都

老大不小了，还不是哭得稀里哗啦，”胡

守云回忆起同学们面临毕业时的伤感与不

舍，“我这个人比较‘脸盲’，深圳班的

同学还没认全。真的希望还有更多时间能

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交流，记住每一个人。”

与时俱进——与“世界涡旋的中心”
并进

胡守云的学霸气质不仅仅体现在好读

书、勤思考上，他对时代的洞察力和新事

物的接受能力使得他是个能够保持长足进

步的佼佼者，而非学究。

在毕业论文致谢词的结尾，胡守云提

到他的妻子与女儿。“今晚我要飞回成都，

明天就是周日了，明天上午和我女儿聊聊

天，下午送她回学校，她即将高考。”胡

守云语气坚定地和记者说起这一年来坚持

进行的“家庭投资”。

胡守云是个相当跟得上时代的父亲，

不仅会陪女儿去电影院看《小时代》，还

会在看完后和女儿讨论好几个小时。胡守

云和大众媒体的意见不太一致，他认为《小

时代》对九零后面对爱情、友情、职场、

社会四大元素时的态度、做法的展现是比

较贴切的，甚至兴致勃勃地分析起剧情：

还是实习生的林萧打破了老板的奢侈品杯

子，尽管经济实力不支持，依然选择用借

钱的方式购买了一个新的杯子作为赔偿。

这在胡守云看来，是九零后更负责与勇于

担当的良证。“九零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他们能够轻松读懂前辈的语言，但前辈很

难读懂他们，”胡守云笑着说，“他们才

是世界涡旋的中心。”

从事互联网行业和研发协同管理软件

的经历，使得胡守云擅长分析人群的群体

特质，从而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经营对策。

他用马斯洛的理论分析九零后的生理与心

理发育：“九零后没有经历过贫困，因为

物质的富裕，所以在生理和心理上对安全

的需求水平就低，满足度高，因此第一需

求就是奋斗和自我实现。”九零后对安全

的低需求导致他们的警惕性与七零后、八

零后都体现出下降的趋势，七零后、八零

后眼中缺乏保障的网购等行为，九零后不

仅觉得可靠而且十分依赖。随着九零后的

成熟，他们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群

体，胡守云清晰地指出：“目前最大的问

题就是，如何让九零后从网上走到网下。”

对九零后深刻的剖析和透视，只是胡

守云群体洞察力的一个窗口。在老爸面前

略有傲娇的女儿都承认：“老爸你的学习

能力……还行！”

胡守云：

学霸型企业家的跨领域进击之路
文 | 本刊记者  张栋琳

—— 专访北大光华 2016 届 EMBA、北京致远协创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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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之于赵秋唐，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

更是启智明德、拓展视野、引发深思的智

慧之源。从历史中汲取力量，赵秋唐不断

提升自我、一路前行，并将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不断地传承下去，以媒体人的身份

始终担任着正能量的守望者与传播者。

初心
92 年邓小平南巡，在奠定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基础的同时，更是打破

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陈旧观念，掀

起了一股下海潮、创业潮。这股思潮的解

放，也激励了历史专业出身的赵秋唐，开

始追逐初心，向电视媒体行业转型。并非

科班出身，赵秋唐初入电视台只能从最基

础的工作做起，跑个腿，卖个力，而也就

是凭着昂扬的学习欲望与踏实靠谱的精

神，他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电视梦。而对

于赵秋唐而言，成功进入电视媒体行业的

秘诀只有两个字：热爱。“你只要热爱这

个行业，就足够了。”

虽然已过去 20 年，赵秋唐如今却依

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到山东电视台后第一个

参与拍摄的

片子——纪

念红军长征

胜 利 60 周

年的大型文

艺片《万里

红 飘 带》。

在短短一个

半月的拍摄

时间内，赵

秋唐随摄制

组重走长征

路，用心感

受与记录这

段伟大的历程。走出书本、亲历现场，他

在过去历史专业学习的“读万卷书”之外，

更是实现了“行万里路”，从书本上的历

史陈述，一下子走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空

间，赵秋唐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得以验证，

视野与格局也在历练中不断拓展，与此同

时，艰苦的拍摄过程也使得他对于红军长

征的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而从江西

瑞金、贵州遵义、云南石鼓、陕西延安的

一路跋涉，更是让赵秋唐深深地感动于红

军当年的革命精神，心灵上受到一次洗礼。

有了这段体验，赵秋唐对电视这一行

业爱得愈发深了，之后的工作也更加起劲，

在经验与能力的不断累积与提升下，赵秋

唐一步步做到了编导与制片人的位置。此

时，赵秋唐对于电视综艺拍摄的各个方面

已经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但是出于对自

己更高标准的要求，2001 年他前往北京

电影学院的电影摄影专业进行了为期一年

的专业进修。在这一年间，赵秋唐不仅对

电影导演、摄影与灯光等专业知识进行了

系统的学习，更深入的了解了世界最流行

的影视语言及观念，实现了个人知识架构

的飞跃。

敢当
进修结束重返工作岗位的赵秋唐，

无论从理论知识还是实战经验的角度，都

经得起推敲、能够独当一面了。台里交给

他负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著名歌手张

明敏拍摄歌曲《登上泰山》的 MTV。由

于拍摄需要在泰山完成，面临设备运输、

人员组织、环境处理等多重挑战，无论是

拍摄难度还是拍摄跨度都非常大。第一次

拍摄，就遇到了泰山极顶的异常天气。早

上四点拍山顶日出的第一个镜头，就遇到

了大雾，此后更是狂风暴雨，大风将拍摄

的摇臂支架都刮断了。持续了四天的大雨

将整个剧组六十多号人困在了泰山山顶，

挑山工与索道也都无法把食品供应送达山

顶，第一次拍摄就这样搁浅了。赵秋唐坦

言，自己当时也有些挫败感，但没办法，

交给自己的工作还是要尽力去完成。几个

月后，赵秋唐带着摄制组重振旗鼓，开始

了第二次拍摄。经过七天艰苦努力，他们

终于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从泰山山顶到山

脚、从 MTV 到风光片的全套拍摄。

前行的路并非一马平川，挑战与挫折

总是不期而遇。2010 年，在山东援建北

川完工前夕，赵秋唐在 12 天的时间内负

责制作一台大型慰问演出。由于北川条件

与经费的限制，演出的场地是由六辆推土

车在废墟上推了三天三夜临时推出来的一

块空地，所有的演员直到最后一天才抵达

北川。而在演出正式开始前的一个小时，

意外发生了：大型吊车在搬运舞台主景的

13米跨梁时，钢架跨梁吊运失衡发生断裂，

这就意味着晚会的舞美几乎全部无法运转

了，面临紧迫的时间与突发的状况，赵秋

唐临危不乱，以吊臂为梁、以吊车为舞台

背景，创新性地完成了舞台的布置，最终

向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节目。经历了这

样一次高压情形下的挑战，赵秋唐笑着说，

“之后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觉得算什么困

难了。”

守望
从 1996 年到 2016，赵秋唐在电视媒

体行业的这二十年，也恰恰是传媒行业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二十年。随着互联网的

不断发展，手机、电脑、平板、电视这“四

块屏”的角色正悄悄发生变化，传播手段、

传播方式以及传播理念也随之改变。

面临传统媒体所遭遇的挑战，赵秋唐

并没有过多的悲观。对于历史的学习与思

考使他意识到，变化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

任何一件事情，无论当时看起来多么波澜

壮阔，倘若放到历史的洪流中去考量，都

会变得微不足道。“我们不仅要勇敢地理

解并接受历史的变化，更要积极地迎接并

顺应历史的变化，这样才能在历史中顺利

地生存下去，才能随着世界的发展而不断

进步。”

在近几年的媒体竞争中，山东卫视不

仅在电视剧行业越做越精、越做越强，在

文化类节目中更是强调接地气与现代化，

创造出了许多观众喜闻乐见的模式。一个

典型的例子，就是赵秋唐 2015 年所导演

的以“一封家书”为主题的山东卫视春节

联欢晚会。相比于传统的春晚，赵秋唐更

希望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做一台接地气的

晚会。而当今相对浮躁的文化氛围则激励

他在晚会中以新颖的方式呈现对传统文化

的完美诠释与现代表达。“一封家书”的

春晚创意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炉的。家

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不仅仅叙述着乡

愁离恨与儿女情长，更是自古以来，中国

人对于家国理念的坚守。这台晚会虽然只

筹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却在观众中收

到了良好的反响，因为这个主题与呈现已

经透过荧屏触碰到了观众柔软的心底。

在赵秋唐看来，无论时代如何改变，

媒体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始终不变的，永远

都是正能量的守望者与传播者。“一定要

把中国人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把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地传承下去，这

才是媒体人应有的担当。”

明德
2015 年，赵秋唐来到北大光华读“从

历史看管理”项目。谈及当时的原因，赵

秋唐说，“在看到课表的那一刻，我就被

‘从历史看管理’项目的课程设计与课程

安排打动了。”无论是从制度得失、古今

商道、雄主名臣、革命历程、纵览世界等

学习模块的设置，还是从课程中学术大师

级的师资力量，“从历史看管理”项目都

深深地吸引了赵秋唐，他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开启了在北大光华的思想之旅。

对于赵秋唐而言，学习历史的过程，

也是一个启智明德的过程。原来所学习的

历史，可能仅仅停留于知识层面，而没有

去深入挖掘历史背后的动机、考量历史发

展的全球脉络。而通过北大多位老师深入

浅出的讲解，将历史放在上下五千年、纵

横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分析与探究，从历

史中探究管理学思想，使赵秋唐不由产生

醍醐灌顶之感，在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上，

在视野的拓展与视角的独特性上，在心性

的培育与境界的升华上，都有了很大的提

升。赵秋唐笑着评价，“十几位知名教授

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就像是打吊瓶一样，

直接打进你的血液循环里去了。”

课业的“启智”之余，光华丰富多彩

的活动对于赵秋唐更是“明德”的体验。

2016 年 5 月，在长达 112 公里的“征 2”

戈壁挑战过程中，赵秋唐与学院师生一起

行走戈壁，走过雅丹地貌，走过漫漫黄沙，

这使赵秋唐在体会到人所具备的无限潜力

与能量的同时，更感慨于人类在自然面前

的渺小。“在自然面前，人就好比一颗砂

砾，随风而起，随风而落，而天地寥廓，

来日方长，要学会放下，不断前行。”赵

秋唐在这茫茫天地之间念起逝去的母亲，

潸然泪下却又洒脱淡然。

赵秋唐：

敢当与守望

文 | 本刊记者  黎明原    编 | 王虔琳

—— 专访北大光华 ExEd 校友、
山东卫视总编室副主任赵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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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一直是光华管理学院发展的主

旋律，贯穿在学院的所有工作中，

经过三十余年的不断发展，光华管理学

院已经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领

先商学院，在师资、科研、教学和学生培

养等各方面呈现出具有突出优势的国际

化特色。光华已通过 AACSB、EQUIS 两

项权威国际认证，同时亦活跃于 PIM、

GMAC、EMBA Council 等国际管理教育

组织。此外，光华与国外优秀的商学院

在联合 EMBA、MBA 双学位，高层管理

项目及国际学期交换等层面开展深度、

丰富的合作，如北大光华 -Kellogg 国际

EMBA 项目、北大光华国际 MBA（IMBA）

项目以及学院各项目的海外游学版块等

等，都为光华学子提供了更为丰富、更为

国际化的就读体验。

为了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和多元思

维，光华力求为各个项目的学生创造更

多的对外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国际交换

项目是较常见的方式，合作双方互派学

生到对方学习一个学期，学费互免、学

分互认。截至 2016 年 6 月，与光华签

订交换合作协议的院校达到百余所，分

布在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拉丁

美洲等 30 个国家和地区，为学生提供

丰富的海外学习机会。近些年，交换名

额与交换人数显著增加。 目前，本科

学生派出率可以实现 100%，MBA 项目

的海外交流也已全面覆盖。

2004
17所

20所

36所

62所

71所

79所

86所

93所

96所

101所

109所

0-30
31-60

61-90
91-12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作院校年增长数量图（截至2016.06）

106所

108所

2004-2005

13人

30人 71人

80人

150人

260人

300人

339人

346人

349人

410人

0-100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500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交换名额年增长数量图（截至2016.06）

351人

365人

05特别策划.indd   36-37 2016/6/25   13:45:05



38

光华·国际 光华校友JUL.2016INTERNATIONAL

39

北京市朝阳区凤凰置地广场写字楼 A

座 17 层，正是在导航地图业务深

耕 14 年的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所在地。穿过格子间，四维图新副

总裁吴浩的办公室就在走廊一侧。

上午十点半，吴浩刚结束和一位外国

同事的谈话。他精神抖擞，语速很快，这

彰显着他直接果断的工作风格。

与公司共成长
2004 年初，进入职场不久的吴浩选

择加入了一个仅成立一年多的年轻公司 -

四维图新。

20 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导航地图

业务刚刚兴起，四维图新正是中国第一批

“吃螃蟹的人”。2001 年底，中国加入

WTO，预告着全球汽车行业将涌入中国

市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四维图

新于 2002 年从原来中国测绘局下属的中

吴  浩：

经纬之间，纵横人生

文 | 本刊记者 华天韵   编 | 王虔琳

—— 专访北大光华 Guanghua-Kellogg 项目首期班、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浩

国四维测

绘技术总

公司独立，

利用所掌握

的 测 绘 行 业

资源和知识经

验，开展中国的

导航地图业务。

在 公 司 的 前

12 年，吴浩一直负责

销售工作。中国汽车行

业喷薄的黄金十年，同时

也是四维图新蓬勃发展的

十年。对于负责销售的吴

浩来说，由于汽车核心部

件的选择决策都是在各个

总部做出来的，吴浩需要

与全球主要汽车制造企业

的总部接触谈判，谈判成 

功后四维图新的地图产品在生产环节再回

到中国落地。正是因为长期在国际商务的

环境下工作，吴浩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商务

英文。

在吴浩及其团队的努力下，四维图

新与全球 80% 的汽车品牌实现了合作关

系，包括宝马、大众、奔驰、通用、沃

尔沃、福特、上汽、丰田、日产、现代、

标致等等主流品牌。公司的业绩逐年上

翻，经过五年快速发展期，在 2010 年，

四维图新登陆深交所中小板块，成功上

市，为未来的公司发展及融资并购项目

获得平台。2015 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

达 15 亿。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以及新的商业模

式的涌现，四维图新也面临着转型并寻找

新增长点的挑战，吴浩的角色也发生了改

变，从原来负责汽车行业的大客户销售业

务转向负责公司的市场、战略和法务。

互联网时代的新布局
2013 年开始，四维图新最大的竞争

对手高德地图被阿里巴巴收购，逐渐向互

联网公司转型。汽车行业作为四维图新最

大的市场，也在孕育着转型。四维图新同

样也感受到了来自互联网风口的冲击，开

始了自己的布局。

吴浩介绍，四维图新的发展主要有两

个方向，第一是专攻主业，将地图做得更

好更精。中国国情与大多国外发达国家不

同，因为建设速度极快，发展中的城市道

路时刻都在变化，因此对地图的更新速度

要求很高。四维图新现有的 600 多位测绘

员、100 多辆测绘车、35 个核心城市的基

地可以实现地图的快速更新。同时，随着

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的技术进步，高

精度地图将逐渐成为汽车的核心零部件，

地图的精度要求也从原来的米级别提高到

分米级别。四维图新专门组建了新的事业

部，配备更加高级的采集设备，用于面向

自动驾驶的高精度地图的制作工作。

除了在主业上的发展，四维图新同时

也谋求着互联网 +、大数据方面的发展。

四维图新计划，在未来成为基于地图的大

数据收集、云计算和大数据信息服务提供

商这样全新的商业形象。四维图新正在进

行一桩大并购，通过并购主营业务为生产

车载信息系统芯片的台湾联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子公司，为大数据方面的发展

布局做准备。

2014 年，腾讯入股四维图新，成为

其第二大股东，成为了业界震动不小的大

新闻。吴浩回忆当时，四维图新接触过许

多大互联网公司，因为腾讯的社交产品与

四维图新的地图产品结合点较多并且互补

性很强，于是最终拍板成为了合作伙伴。

目前，四维图新在与腾讯的各个事业部做

对接，计划将腾讯的社交类，媒体类，游

戏类等多项腾讯的优质资源和产品引入车

载系统，打包提供给客户。

互联网时代的新布局要求着新的眼界

和理念，“也许该充充电了。”吴浩心底

生出这样的想法。

与光华Guanghua-Kellogg项目的偶
然相逢

一次飞行，吴浩偶然地在飞机上看

到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Guanghua-

Kellogg 项目的招生信息，颇感兴趣。光

华 GK 项目是中国大陆地区首个中美联

合 EMBA 学位项目，由北大光华与美国

西北大学 Kellogg 商学院联办，在 2014

年开始招收学员。GK 项目共分五个模块，

分别是洞悉大趋势、提升分析决策能力、

善待利益相关者、引领组织发展、布局

全球经营，由光华和 Kellogg 的教授们共

同授课。经过 22 个月的全英文课程及论

文后，学员将获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与西北大学 Kellogg 管理学院联合硕士

学位。在此过程中，每个学员还可以选

择香港科技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德国法伦达尔企业领导大学、加拿大约

克大学以及 Kellogg 在芝加哥和迈阿密的

EMBA 项目进行短期交流主题访问。这

对于工作基地主要在北京、接触大量外

国客户的吴浩而言，似乎是再完美不过

的选择了。

回国后吴浩很快递交了申请。他还

记得面试那天的面试官是光华的张志学教

授、颜色教授与一位通过视频会议加入的

Kellogg 教授。吴浩独特的行业经历和他

豁达的人生态度为他赢得了面试老师的赏

识。当颜色老师问他怎样看待人生的挫折

时，回忆起打拼多年经历的风风雨雨，吴

浩说，“It's part of life. ”

吴浩开始了他为期 22 个月的 GK 项

目学习。班上有与吴浩同样是谋求国际发

展的本土企业家，也有海归或者外籍华裔

企业家，还有一些同学是希望在中国的新

环境下开拓业务的外国企业家。同学们的

背景各不相同，有来自大型国企和金融业

的，有从事国外大型制造业的，甚至也有

从事奢侈品管理、艺术行业的。行业背景、

文化背景不同的学员们在一起，不时碰撞

出新的理解和新的思路。

吴浩用“中西合璧，学以致用”这八

个字形容光华 GK 项目。一方面，Kellogg

的课程讲究实用性，向学员们介绍了很多

先进的商业框架。吴浩常常觉得，这周在

课堂上听的课，下周回到公司几乎就能在

实际中用上；他以前在实战中获得模糊感

受，经过理论的梳理，都变得格外清晰。

例如，在第二模块“提升分析决策能力”

的学习中，来自 Kellogg 的一名教授讲到

作为 Guanghua-Kellogg（简称，GK）项目的首期学员，吴浩即将结束

这段光华之旅，而这段光华岁月给予的“更中国、更世界”的学习体验却永

不会磨灭。在东方人文管理哲学的智慧中求索，于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创意

中徜徉，北大光华 -Kellogg EMBA 项目助力每一位学员深入中国又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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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理论，吴浩立刻回想到自己以往做

RFQ (Require for Quotation) 的经历。车厂

向各个供应商发布所需产品的各项指标，

再由公司提供报价。教授介绍，RFQ 的

目的，就是为了同质化产品，从而使得供

应商只能在价格上做竞争，从而坐收渔翁

之利。了解到这一层后，吴浩意识到应对

RFQ 的关键在于说明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特

质。

另一方面，光华的课程深抓中国国情。

吴浩回望自己在 GK 项目两年的学习经历

总结道，光华教授们如蔡洪滨院长、周黎

安教授、张志学教授、颜色教授等等立足

本土，与政府、国企的交流合作经验很丰

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了解十分透彻，

能够从剖析原理的高度上介绍中国经济的

运作规律。而刘俏教授、金李教授等金融

系教授，则对中国特有的金融市场和这种

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经营方式了解较多，课

堂上常常会结合许多生动的中国案例。吴

浩笑说，“外来和尚不一定会念经”，西

方的框架很先进，但不一定能够生搬硬套

过来，中国的管理哲学适用于中国特殊的

国情。  

2014 年对吴浩与四维图新都是充满

挑战的一个时间点。这一年，吴浩选择来

到北大光华进修，感受着先进管理知识对

自己的冲击；随着自己能力的不断提升，

吴浩担负了新使命要在战略上引领公司在

全新的市场氛围中闯出一片天地。同样也

是在这一年，四维图新与腾讯的联姻，让

其从一个传统科技公司，迈向一个传统与

互联网结合的全新形象。而这些挑战如今

看来都已转化成了最坚实的财富，支撑吴

浩及他所在的企业在新的蓝图上继续昂首

前进。

海外交流，思维碰撞
每年的 8 月，Kellogg 商学院的全球

6 大校区所有学员将会共同来到芝加哥度

过学习强度极高的两周课程。2015 年 8 月，

吴浩去到了芝加哥。不同肤色、背景、行

业的学员们济济一堂，在课堂讲座之余，

还有各种社交日程。两周密集高强度大的

生活，让吴浩印象深刻，“这种跨国籍、

跨行业的同学之间的交流机会特别宝贵，

真的可以实实在在感觉到很多想法的交融

和碰撞。”

GK 项目提供 6 大校区的短期交流

机会，每个交流地点有不同的主题，比

如香港开设的是消费品营销专题、德国

是奢侈品管理专题、以色列是高科技和

VC 专题。因为四维图新是一家高科技

公司，吴浩选择对应的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作为访学对象，在 2016 年的 1 月

前往以色列度过了难忘的一周。回忆起

在以色列的课程，吴浩赞叹其课程设计

非常实用。特拉维夫大学专门邀请以色

列一个著名风投企业家讲授 VC 课程，

他在课上旁征博引了大量新近的、生动

的案例。课程还包括了去到当地的高科

技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的参访交流。以

色列的企业家、创业者以及当地学生也

一起参与学习过程，与前去学习的光华

同学们交流观点，互通有无，双方都受

益匪浅。课程之余，还安排了前往耶路

撒冷“重走耶稣之路”的文化之旅，耶

路撒冷的厚重历史感时刻冲击着吴浩的

心灵。

8 月芝加哥，1 月以色列，虽然交流

时间都不长，却为吴浩在公司繁忙的工作

之余拓宽了通往全球和跨界商业版图的道

路，与本土、外国企业家们的交流让他更

加了解自己以往和未来的商业伙伴们，对

于自己公司的发展也拥有了更加广阔和成

熟的视野。

在东方人文管理哲学的智慧中求索，

于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创意中徜徉，在

北大光华 Guanghua-Kellogg 项目的学习

经历给了吴浩别样的体验。如今毕业在

即，吴浩不断地感叹，“时间真是过得

太快了！”时光虽已流逝，但时光里留

下了吴浩在光华、在四维图新奋发成长

的身影。

这种跨国籍、跨行业的同学之间的交流机会特别宝贵，
真的可以实实在在感觉到很多想法的交融和碰撞！“ ”

曹成智：

我在光华的“光华”旅程

文 | 本刊记者  蒲劲秋

—— 专访 EMBA91 班，家乐福中国区副总裁、
华南区总裁曹成智

“平时上班我都拎公文包，但每次

来光华上课我都是背着书包的，里面装

着每次上课都用的笔记本、课前阅读材

料，还有笔袋等，我很享受这种状态。”

谈及过去两年在光华的求学经历，曹成

智一遍又一遍地提及“享受”一词，他

喜欢能偶尔从工作的琐碎当中抽离出来，

更喜欢能在藏着诗人的未名湖畔充实地

度过这每月四天的奢侈时光。

从基层做起，脚踏实地，曹

成智突破事业发展的瓶颈，成为

进入国际大型零售集团家乐福最

高行政委员会的首位华人。一路

走来，一路学习，伴着在北大光

华 EMBA 读书的美好时光，曹

成智正在国际企业的舞台上绽放

光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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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到最终实现结果，这需要很强的

沟通技巧。”谈及国际化企业的本地化

过程，曹成智认为人才本地化就是最好

的写照。“我们需要在运营决策方面多

多聆听来自本土的声音，并且考虑当地

消费习惯和国家政策，深耕细作。”

在 光 华 的 两 年 学 习， 尤 其 是 海 外

模块的内容，也深化了他的这些认知

与观点。“不同于以往的填鸭式教育，

光 华 更 注 重 讨 论 和 交 流， 更 加 开 放，

会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得出自己认为

正确的结论。”

当然，曹成智对光华 EMBA 项目的

未来还抱有更高的期待：“咱们光华海

外模块的教学目前已经走在了国内商学

院的前头，未来也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可以和国外著名商学院的师资力量做更

多的交流与互动，“我是真的希望光华

能越来越好。”

“就像‘光华’这两个字一样，这

是一段非常不凡的旅程，令人充满‘光

华’，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采访的最后，

曹成智这样总结。他很满意经过这两年

历练之后的自己：“更加真实，更加自信，

更加强大。”

稳扎稳打，自律实干
加入家乐福之前，学习英语出身的

曹成智原在大连从事酒店行业。1999 年

的家乐福还不是现在这番遍及全国的规

模，当时只有 20 多家分店，且大多集中

在北上广深。当时家乐福集团正筹划在

大连开设新的门店，一伙班子时常出入

曹成智所工作的酒店。一来二去，随着

接触的深入和交流的增多，他逐渐发现

了在中国尚处于上升期的零售行业的活

力与乐趣。

“其实我当时也算是处在一个事业

发展的瓶颈期，在酒店行业做到了一个

华人很难再往上升的位置。”谈及从酒

店行业到零售行业的转变，曹成智更愿

意把这当作是接受生活和事业中的一

次新的挑战。就这样，一个国际大酒店

的餐饮总监摇身一变成了零售巨头的

生鲜处长，没有太多的经验，手里攥着

五六个部门，一切都得从最基础的工作

做起。

近 二 十 多 年， 他 的 两 份 工 作 都 与

国际化文化息息相关，这种经历让曹

成智对外企文化有了十分深入的理解，

他 最 看 重 的 是 实 干 性。 于 他 而 言， 裙

带关系少意味着不必花费太多精力在

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职业经理人的制

度环境下，员工的晋升发展也显得更

加透明公正。

“如果你是一个工人，那你就要有

很强的工作能力；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

你就要有很强的领导能力；这个领导能

力进一步打开，包括沟通、协作、组织，

控制等，但一定要务实，还有很重要的

一块是创新，通过创新可以实现更大的

红利。”从基层到中层再到高层，曹成

智始终秉持着这样严格的自律。

他很看重自身内部的激励作用，尤

其在职位越来越高、责任越来越大的时

候。“不需要坐班，没有老板盯着你、

逼着你去干什么，告诉你该干什么，实

质性的压力越来越小，这时候其实对自

律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曹成智习惯

于不断给自己制定更高的目标，“压力

不来自于外部，压力来自于自身，很多

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迷失，但我不可

以，我不能随波逐流，那样一定会被淘

汰。”

步入不惑，重返校园
与北大光华结缘之时，正是曹成智

工作生涯中的第二次重要转型期。当时

的他刚刚结束了长达两年多神经紧绷的

高强度工作，也正步入不惑之年，“有

很强烈的需求和愿望，需要对过去的经

历做一个彻底的梳理，该归纳的归纳，

该总结的总结”。

2011 年，曹成智被提拔为家乐福华

南区总裁，作为第一个进入家乐福最高

行政委员会的华人，他感受到了从未有

过的差别与压力，初期甚至有些无所适

从。“我要去跟以前的上级领导平起平

坐，讨论问题，工作性质也完全转变，

不光是心理上，还有沟通方式和行为上，

这些调试花了我四到六个月的时间，完

全不同于以前从店长到区长一类的职位

和心理转换。”

接下来的两年，他带领整个华南区

团队取得了五大区财务绩效第一的好成

绩。“确实心气儿高，确实很想干出一

番名堂，让集团公司看到华人领袖是非

常厉害的，公司这种人才本地化的尝试

是可行的，是成功的。”

回 想 起 紧 张 繁 忙 的 那 两 年， 曹 成

智说自己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支撑与帮助，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

谦逊的态度。“不是忽然觉得自己很牛

很了不起，尤其对于前辈，之前所抱有

的尊敬依然要保留，要做到不卑不亢。

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唯唯诺诺，我得

体现我的价值，而不是单纯做一个 Yes 

Man。”

这种平和的心态也让他意识到过去

的血气方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在职位

对他能力和能量的更高要求了，曹成智

说当时的自己感觉有点像被抽空了。“这

样不行，我得充电，我得学习，我不能

老往外挤，我要像海绵一样去吸收。”

抱 着 这 样 的 想 法， 他 决 定 再 次 走

进学校走进课堂。通过周边的朋友和网

上搜索的信息，曹成智发现北大的视野

和高度跟自己最为契合，“已经在西方

文化的公司里了浸润了这么多年，北大

的历史沉淀和文化风格才是我真正想要

的”，之后两年的经历也让他确信并验

证了这一点。

享受学习，放眼国际
“完全超出预期的体验。”临近毕

业之际，曹成智这么评价过去两年的光

华岁月。“如果我不来念这个书，我可

能会跟社会上很多人一样，对商学院有

这样或者那样的误解，但是现在我知道

了，是真的很不一样啊！”

无论是课上课下与老师同学的学习

交流，还是学习课程中教室、酒店等各

种安排的环境和服务，他都止不住地说

“没有差错，一切都那么好”。拥有丰

富工作经验的他深知这种统筹安排是一

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平时参加一些

外部活动时都会经常出现一些大大小小

的问题或意外，但在光华，一次也没有！

能一直为我们创造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真的很了不起，班主任们真的都是兢兢

业业，非常负责。”

深厚的外企背景让曹成智在国际化

领域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切的

理解，在光华求学的过程中也对这一领

域给予了更多关注。他工作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跟“老外”打交道，“即使外国人，

也不能一概而论，法国人，德国人，美

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东南亚人……

这其中的差异性真的非常大。”

不同的思维习惯与认知带来了或大

或小的文化差异与冲突，中国人的谦逊

内敛和西方人的外露直接给双方在工作

内外的沟通交流带来一些不便。“委婉

的表述也许会造成一些误解，太直接的

表达有时又会让人觉得受到了冲击。”

多年的工作与学习下来，曹成智才渐渐

更理智地去看待和分析这背后的逻辑，

“沟通方式和技巧真的很重要，这一点

不仅体现在是同级之间，有效的沟通还

包括下级对上级的“管理”中，如何适

时的提出自己的建议，“推销”自己的

“就像‘光华’这两个字一样，这是一段非常不凡的
旅程，令人充满‘光华’，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采
访的最后，曹成智这样总结。他很满意经过这两年历
练之后的自己：“更加真实，更加自信，更加强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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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露恒：

法籍华裔青年的光华时光
文 | 本刊记者  段宇光    编 | 王虔琳

瘦削，高挑，年轻的脸庞上溢满阳光，

这位法籍华裔的青年在法国高等经

济商业学院（ESSEC）学习营销与沟通，

如今在北大光华的国际 MBA 项目读双学

位，每每谈起近一年来在中国的生活，他

总是打心底里透着热情与喜爱。

这位年轻人名叫潘露恒，生于法国，

长于法国。在来光华读书前，潘露恒只偶

尔回过中国。

回“家”看看
当被问到为什么想要回中国读书时，

潘露恒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本来就是中

国人啊，自然想回“家”看看。另外，北

大清华始终还是父辈心中的圣地，因此家

人对他申请 ESSEC 与北大光华合作的

双学位项目无比支持。

这次回国，潘露恒亲眼看到了中

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彻底打破

了从国外媒体获取的中国印

象。在海外，潘露恒听到

的大部分有关中国的报

道都在强调中国的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和雾霾问题。

但这次回来，

他 却 看 到 了 中

国更多的机会和

积极面。他看

到 了 中 国

充 满 活

力 的

创业市场和广大的发展空间，并对此充满

激情，“作为中国人，看到中国的发展，

我觉得特别骄傲和自豪。”

潘露恒希望自己通过在光华的学习

全面了解中国的市场，未来也能在中国

获得发展。为了将理论学习付诸实践，

潘露恒决定利用未来的一段空档期去一

家创业公司实习。一边利用自己在国外

积累的经验为他们提供帮助，一边在实

习中学习中国的创业和营销方式。他发

现中国消费者变化很快，这点与法国十

分不同，让他充分意识到了解中国国情

对未来创业的重要性。

在光华的美好时光
谈到申请光华 MBA 的经历，潘露恒

说道，和其他学校的 MBA 只有一次面试

不同，光华的国际 MBA 双学位在 ESSEC

和光华都要进行面试，而且面试竞争特别

激烈，这让潘露恒一度有些紧张，然而最

终潘露恒还是凭借认真的准备和优异的表

现脱颖而出。潘露恒介绍说，光华 IMBA

的面试很看重面试者对未来发展的规划，

青睐有想法的学生。一方面光华可以了解

学生的想法以期提供更好的帮助，另一方

面这也体现了光华创新、敢当的精神追求。

在光华学习了近一年，潘露恒很享受

这段时光。“光华国际 MBA 来自海内外

的老师教学各具特点，但他们都乐于以他

们的方式给学生提供帮助，注重实际经验

的传递。”比如创业课每次都会邀请一位

创业者前来讲述自己的经历，针对性强，

学生可以从他们的真实故事中学到很多经

验；一位谷歌高管在讲课时极其强调细节

的重要性；还有一位专门介绍如何做汇报

展示的老师，让大家意识到学会展示自己

的想法是多么重要。

除了专业学习，同学们还可以选择

太极拳、国画等传统文化课，帮助他们更

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潘露恒之

前曾经认为太极拳是供老人消遣娱乐的活

动，但亲身体验之后，才发现这种拳法柔

和中又充满力量。“它不仅给人以运动的

感受，更会带来一种心理变化，由于太极

的动作柔和、缓慢、精细、准确，所以内

心一定要平静，不可暴躁。”他这样描述

自己学习太极拳的感悟。

而在光华国际 MBA 结识的这帮来自

五湖四海的同学在潘露恒眼里更是一笔财

富。他们一起组织了许多丰富多彩的班级

活动，这也成了他们光华记忆中的美丽一

笔。

像学期初的迎新晚会上，潘露恒和同

学们一起策划、排练、最终成功呈现出一

场 10 分钟的舞蹈表演。尽管过程十分辛

苦，但演出成功却让一切显得无比美好。

经过这次团建，同学之间迅速熟悉起来，

之后大家一起学习、旅游、享受美食、体

验瑜伽……

但由于班中同学的年龄、经历各不相

同，所以每个人的想法和思维方式也有所

区别。在小组作业中，潘露恒学会了更好

地与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他也从同学身

上学到更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现在，经过在光华管理学院一年的

学习，潘露恒认为他已掌握了比较充分

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他将带着这一年的

收获充满信心地走入职场，去实现自己

的创业梦想。

来自法国的中国小伙潘露恒、来自尼泊尔热爱中国文化的 Atulya……像

他们一样优秀又有趣的同学在北大光华 International MBA（IMBA）还有

很多。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如今共同汇聚光华，在这里他们继续书写着人生

新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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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ulya Acharya：

Life in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Atulya Acharya, from Nepal, has 

been  in International MBA of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for the past one year. And now he is 

willing to share his life in Guanghua with 

us.     

LIFE	BEFORE	GUANGHUA
I  completed my Bachelors  in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from Indiana 

University – Bloomington, Indiana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at I completed a 

two year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Diploma from Pathways World School in 

India. The IB diploma can be compared 

to the A Levels/AP curriculum, but is more 

intense. 

After I graduated from IU, I worked in 

a media company – a magazine publisher 

which also had presence online and on 

TV – as a Marketing and Promotions 

Executive. I helped create a Promotions 

& Branding Department, established the 

procedures and led/initiate projects on its 

behalf. After leading the department for a 

year and a half, I was given responsibility 

for two other major projects: Revamping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for our 10+ 

magazines and revamping the entire 

distribution network. I completed both of 

them successfully. 

COMING	TO	CHINA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s a long term career goal, I want to 

become a sort of a bridge by connecting 

business interests of China and Nepal 

as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gets closer and closer. 

In order for that to happen, I realized 

that I needed to pursue an MBA degree 

from China to build a network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economic climate and 

the culture of business here. While 

researching the prospective schools, 

I felt Guanghua was easily the best 

choice because of its excellent reputation 

and academics and the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from being associated with 

Peking University

I am really glad to have made the 

decision to study at Guanghua. Whenever 

I meet people outside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tell them where I study, they are 

always impressed and excited. Even 

student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in PKU 

think very highly of Guanghua. All the 

professors who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studying with have been extremely 

approachable and helpful. Needless to 

mention, they are at the top of their fields, 

so learning from them about China has 

been very insightful. 

L IFE 	 INS IDE 	 AND	 OUTSIDE	
GUANGHUA	

In terms of education, Guanghua 

exceeds the educational standards of 

my hometown by a significant amount. 

Professors of Guanghua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active participants and not 

just sit in on classes and take notes. In 

every class we had intelligent debates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and it was 

always guided in a very strategic way by 

the professors. Most of the classes have 

the right balance of theory versus real-

world.

As for my classmates, I think they 

have taught me almost as much, if not 

more, than the courses themselves. 

We have a lot of smart classmates who 

provide different insights and approaches 

which help propel the discussion forward 

in an enriching manner. Similarly, people 

from the MBA office have also been very 

approachable. For that reason, I don’t feel 

as if I have had to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adapting to the new life. 

All my classmates from IMBA are 

great friends. Since we are a fairly small 

class compared to the Full-Time Chinese 

MBA and Part-time MBA, we are much 

closer. Everyone knows each other 

extremely well. We all come from a lo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backgrounds and 

everyone is unique in his or her own way. 

Overall, I’ve definitely become a better 

person as a result of getting to know 

my classmates and I am sure we will 

be in touch long after we graduate from 

Guanghua. 

Cultural differences do arise once in 

a while and it is always interesting and 

insightful to see how people react to the 

same particular situation. However, if and 

when it does arise, everyone is mature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opposing/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and everyone tries 

to appreciate these differences and learn 

from them. 

Besides academics and classes, 

I am very active in sports and music 

activities. So far I have participated in two 

football tournaments representing the 

MBA 2015 and Guanghua Football team 

respectively. Similarly, since I play drums 

and guitar, I have performed in a number 

of concerts for the Guitar Club of PKU as 

well as talent shows for Guanghua. As 

a result, I have made a number of new 

friends outside of my class and outside of 

Guanghua as well. 

FROM	HERE	ON,	WISHING	A	BETTER	
FUTURE

Even though it is a cliché, the world 

is becoming much more tightly connected 

and intertwined. As a result, it is not just 

an advantage, but a necessity to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o I believe that Guanghua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by placing 

such high important to it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hould continue doing 

so. 

The study in Guanghua helps me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its promising market, so I plan to 

work in China for at least 5 years after 

graduating from Guanghua. Eventually, I 

will move back to Nepal, but when exactly 

that will happen, I am not certain.  

Wechat: atulyacharya 

LinkedIn: https://np.linkedin.

com/in/atulyaacharya 

Email: atulya@pku.edu.cn

special contributor Atulya Achar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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