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点评：王朋同学的文章集中在“信与不信”“服与不服”“行与不行”三个层面之上。

反思发自内心，字里行间反映出德国游学对心灵的震撼。德国人的趋势感、历史观、哲学

气质、品格素质、国际化、品牌、道德信仰、科学创新都为给北大学子留下了具有巨大冲

击量的印象。但是王朋同学反对妄自菲薄。只要认真学习，中国一定会更好。 

 

王朋：德国游学体会 

 

提笔开始写这篇体会，与其说是在德国游学之后完成杨老师所安排的作业，不如说是一

次主动的自我反思的诉求。从德国回来的这几天，脑海中就一直在对德国五日游学的无数片

段不停地闪回。希望能够找到一条主线，捋顺思路，总结游学的成果。 

 

我个人从来没有以这样一种形式访问过一个国家，这次游学虽然不能称得上深入德国社

会，但也绝不是轻松观山景，毕竟我们做出了尝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尽可能深入地走进

这个国家的企业，政府，大学，社会并人群们，并以向德国学习的态度尝试着理解在当地的

所见所闻。尝试着为自己的疑惑找到答案，尝试着去找到可以学习，可以借鉴的地方。 

 

即使不能完全深入地了解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这次游学的过程中所掌握的素材，

通过反思那些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亲身经历的人和事，确实起作用，有效果。这样的

反思往往表现出两种形式：梗着脖子的和埋着头的。这样的两种形式充斥着我的这次游学之

中与游学之后。 

 

信与不信 

 

 德国之行是从新天鹅堡开始的，这是一个十九世纪帝王的城堡，大巴车将我们拉至半途，

循着山路再走上一段才能最终到达。走进城堡，拾级而上，凭栏远眺，这“皇宫”完全是孤

立地建在一座山上，四周围广袤的平原，农庄散落在山水间完全没有城郭可言。听完城堡里

配备的中文解说（这事在全世界各国的旅游景点里面越来越变得理所应当，自然而然起来。），

同学们的相机快门此起彼伏起来，景色之外，这里的视野真的非常好！站的高自然看得远！ 



 

 这建筑与同时代的中国清朝皇帝的宫殿比较起来，实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那种磅礴的

气势，那种高贵，那种雄伟，那种庄严…简直没有哪种建筑理念，新天鹅堡可以与故宫相提

并论。 

 

 用现在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常说的广告用语，the view, 这城堡的视野真的广阔！广袤原

野上的臣民们在视野上与帝王的城堡无以匹及。 德国人是不是就喜欢 the view？喜欢站得

高看得远？ 

 

就在这个月的 10 日，柳传志在其母校接受访问时，提到自己心目中企业家的三大素质：

第一就是能够高瞻远瞩，高远的追求。当然，同时还要为人正直，心胸宽广；并且学习能力

强。 

 

不知道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到底有多么普遍？但是在德国，走访的所有企业都竟然不约

而同的侃侃而谈 Megatrend：大趋势！敢叫板大趋势的，要讨论的事不说 100 年，也得往 30

年以上数了。这视野不可谓不长远了。其中的西门子公司在宣讲中将自己的对未来世界趋势

的判断与中国的第 12 个五年计划相比较，大有一种视野的较力：我能看见你看见的，还能

看见你目前尚未看见的。 

 

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多算方能常胜。” 

 

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人家无时无刻不在算计你呢！而且算计的更多。西门子人有

计算过，1950 年到 2004 年全球贸易增加了 27.5 倍。全球企业从 17000 家增长到 70000 家。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切并不取决于你是否愿意！ 

 

据守在伟岸皇城里，垒砌倨傲的城墙，构筑冷峻的护城河，与黎民百姓生生世世在一起，

中原故土，和谐众生！这为我们带来了过去 5000 年的璀璨文明。然而抛弃城墙，登高望远，

全球化思维应是适应于未来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更合理“皇宫”。 

 

在西门子的访问过程中，企业外联与政府事务部的 Becker 博士说道：“西门子公司不再



是一家德国公司，而是一家国际化的公司。”当然其言外之意就是在融入各个国家的当地市

场过程中，通过强调国际化，希望得到当地公司所能得到的市场待遇，取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不知道同样这句话出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如：中国，印度或者巴西之口的话，大

家将会作何感受。 “德国制造”这个国家品牌之深入人心应是德国企业国际化之路的雄厚

基础。 

 

国际化已不仅仅是所谓的大趋势，而是摆在面前的事实，小到成为一个国际化人才，中

到做成一个国际化企业，大到国家形象在国际事务中的确立，无论你信与不信，国际化这事

不取决于你是否愿意，而是如何能够尽快实现！ 

 

服与不服 

 

来到德国之后，在慕尼黑，我们继续参观了德意志博物馆。这是欧洲现有科技博物馆中

规模最大，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科技博物馆，于 1925 年建成开放。在这座博物馆里面展示了

大量的汽车、轮船、飞机，铁路以及航天。许多展品，如飞机、轮船、发动机被横向解剖开

来，使参观者一目了然。从上万件展品的橱窗前走过，仿佛看到了德国科学家们对自己科技

成果的骄傲与自豪。 

 

很凑巧的是，为了配合完成儿子的暑假作业，今年 8月份我刚刚也参观了新建成的我们

自己的国家博物馆。里面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来布展的。夏商周五代十国南北朝，唐宋元明

清，中国近代史，大量的出土文物、历史文献。站在老祖宗几千年前所烧制的栩栩如生的陶

俑面前，真的是叹服不已！但如果以同样的思路来布展德国国家博物馆的话，似乎两个馆就

可以说清楚了，近代和现代，或者 19 世纪馆和 20 世纪馆。这未免太单调了！ 

两个以国家来命名的博物馆，实际上展现的核心是完完全全的两件事：一个展现着悠久

历史，一个陈列的科技发展，甚至是现代科技。毫无疑问，这是两个国家分别引以为傲的资

本。 



正如德国不方便以历史为主线做国家博物馆，显然我们也不能把中国科技馆升格为国家

博物馆。因为里面所展示的与其说是科技不如说是中国古代科技和现代科技原理简介。而德

国博物馆所展现的可以说是真才实料，潜水艇横剖面，一代代演进的发动机，精巧的直升机，

汽车！即使是馆外纪念品商店中那些为各个年龄段孩子所准备的海量的，琳琅满目的科技制

作玩具至今令我难忘，真遗憾没能多带些回来给孩子，开眼界，长知识。 

在参观过程中不期而遇的一个德意志博物馆馆员，通过他的介绍，了解了些许德国科技

端倪。“德国是一个小国，资源匮乏，不得不依靠科学技术求生存。”这样看来，所谓科学技

术现代化，在德国是一个事关国家生存的问题。忽然回忆起，刚刚去过的天鹅堡里面，即使

在叙述古堡传奇的过程中，依然加入了对科技的介绍：堡内当时新发明的电铃，科技含量很

高的阳光房等等。这是一个以技术领先，不断创新为骄傲的国家。 

扬起头宣讲 5000 年中国灿烂文明史，显然是值得尊重并为之骄傲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洋为中用，拿来主义，跨越式发展无疑为国家带来了勃勃生机。低下头反思，尊重科技，尊

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不应只是喊烂了的一句口号。静下心来，耐住寂寞，不再为短期利

益所左右，加大研发领域的投入，已经成为国富民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走在德国的大街上，新奇的吸引眼球的美好再不像十年前出国所见所闻的那么多了。晴

朗的日子里，北京的蓝天也越来越清澈透明起来，城市里的绿地不断地在增加着，鲜花也在

更多的遍布街道；市政建设我们也已经赶上来了，甚至由于人口基数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做

得规模更大，更完备；中国的高楼大厦更新更高；大学校园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完备；大中城

市的餐馆、酒店如雨后春笋，服务也更周到；甚至在亲身经历了德国高铁之后，完全有理由

相信中国人可以把同样的事情做好，我们的高铁在速度更快的情况下，比德国高铁行车更平

稳，乘坐更舒适。当然了，直观感受之外的其他性能技术指标，安全性，经济效益还是留给

专家和时间去逐一评说。 

不必妄自菲薄，我们值得自信的事情正在越来越多起来了。但是无论服与不服，科学技

术领域我们确实还非常落后，尤其是尖端科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纲挈领，

要紧的事要先办，国家发展，科技要先行！这事又绝不是一朝一夕能立刻发展起来的，需要

耐下心来做。 

 



行与不行 

曾经在国外生活过一年时间，去中国大使馆多次，但是一直没能有幸见到使馆里大使级

别的领导。然而这次进入德国的第三天便在午餐会上见到了中国驻慕尼黑的总领事。在他短

短的发言当中，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他所讲到的“占领制高点”理论也让我反思很多。 

通过对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的指摘，对民主问题的评说，来“占领道德的制高点”以掌

握话语权。 

我不禁反思：2560 多年以前的孔子，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做《春秋》。这“儒释、道”不

仅引领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后世子孙，也为世界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曾

几何时，后生可畏，中国的道德高地就轻易地被欧美国家占领了，甚至自己数次被推上道德

的被告席。“普世价值”理论下，我们怎么总是错？现代社会下，中国人还行吗？ 

中国的教育出大问题了，中国人的素质太差！这样的言语街谈巷议，早已成了似乎“不

争的事实”！ 

然而这次走进慕尼黑大学，当同学问到负责接待的老师，慕尼黑大学在教育方面是如何

帮助学生提高素质的？答案是令人错愕的：我们学校不负责人的素质培养。这应该由学生的

家长负责。显然这不仅仅代表其个人观点，因为当同一问题再次被问到另一位教授时，答案

是相同的。 

素质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内心的坚守，是信仰，甚至宗教。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共产

共产主义”曾几何时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强信念，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拓展，

经济建设不断推陈出新，一些新观念，新思路始终在层出不穷，不断地完善、充实着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这不断演进的共产主义的理念在不断地突破，信仰的坚守愈发地“艰难”。信

仰、价值观的多样性，个性化更加明显，各种思潮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冲击着人们对日常

事物的看法，同时也显现出对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摧毁。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这实在是一个极

其尴尬的局面。 



在这样的局面下，一股脑把问题的根源全都归罪于教育，让学校来解决中国的素质问题，

这显然是过于牵强的。通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立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巩固统治地位，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这也同时需要一种勇气，一种信心，相信社会。与其四处推陈出新，建

立这样或那样的理论体系，不如静下心来，将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做实。放弃不

必要的担心。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将国民素质与稳固的政府对立起来，是一种不自信

的表现。这也一定会被所谓利益冲突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利用，对道德高地的占领，对普

世价值话语权的剥夺，对中国可持续性发展也一定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在政府责任与急功

近利碰撞中的艰难抉择，在国家文明和短期利益中的优选，这不仅是一种明智选择的过程，

也是一种自信态度的体现。 

德国的工会以严苛的对雇主的约束而闻名于世。然而这个同时工会可以帮助德国公司面

对新的全球竞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司一样，高的质量标准的同时，更高的客户要求，员

工更丰富的经验。在帮助工人提高工作技能方面，德国工会的动作速度不亚于雇主。各工会

还通过工人理事会尽量兼顾雇主的需求，同时保证足够高的标准化，以避免公司在其他公司

员工之间进行分化。 

同行的教育参赞讲到中国目前的教育，确实令我耳目一新：“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是好

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的质量的提高。国家正在掀起第二次公派出国潮。派遣 5000 名博士

前往世界各优秀的高等学府学习。同时为他们提供高额奖学金，免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回国

之后多从事教育工作。” 

真的要为中国教育部的第二次公派出国潮而击节叫好。中国人是善于学习的，中国人从

来不缺乏学习的头脑。今天我们北大国际 EMBA 的同学们不是也远道而来，虚心学习来了吗！

低下头来认真学习德国等国家的先进之处，关注趋势，与时共进，同时不盲目摒弃中国人几

千年来所传承的闪光精神，这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都应该拥有其核心的价值观和信仰，树立并坚守。德国的

奔驰公司、西门子公司以及家族企业福伊特公司这样的百年老店正是通过这种对核心价值的

坚守，认真、务实、注重技术，懂得取舍，并在其产品中反映出其品质与内涵，关注趋势，

与时俱进，从而树立了品牌，站稳市场。 



中国曾经很行，未来的中国也不会不行。行与不行，不抛弃，不放弃，坚守我们的价值

观与信仰，虚心学习，树立个人，企业与国家的自信。我们就一定能行。 

 


	王朋：德国游学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