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梦

——访著名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家李山

文/倪胜奇

李山，2002 年度中国十大金融风云人物，涛石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兼 CEO，广州

市尊网商通资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搜房网创始人，三山基金创始人。香港中国金融协会

副主席。曾任美国高盛公司执行董事，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区总裁，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

副主席，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著有《中国经济时事评析》、《资本逻辑与企业重塑》。

“我出去，就一定是为了回来。”

1986 年——在这个经济逐渐复苏，改革风生水起，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的年代，抱着英

雄主义与爱国情节，尚显稚嫩的清华经管院 81 级学生李山，怀揣着当时院长朱镕基一句“你

学成一定要回来”的嘱咐，踏上了留美之旅：“我是学经济的，读的很多东西是西方的，感

觉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从理论和实践有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去国外留学。”

李山是从大山里走出的孩子，家里条件并不好，文化最高的父亲也仅仅是小学毕业。他

刚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时，连学费都交不起。所幸当时的系主任比较开明，让李山边做助

教赚钱边旁听课程。在语言、生活的种种障碍下，李山硬是凭着自己的坚韧和聪慧，拿到了

全 A 的成绩，并且还成为第一个拿到加州校董会奖学金的大陆留学生。

但李山并没有感到满足，反而萌生出一丝困惑。

“当时感觉很轻松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便有点担心是不是加大的教学标准不够高。”

加之在和当时在哈佛大学读书的胡祖六和李稻葵等好友的交流中发现自己学校和一流院校

存在一定差距，李山选择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在麻省理工大学，李山一边做助教、

研究助理补贴生活费，一边师从萨缪尔森、克鲁格曼、费雪等经济学大师，最终拿到了经济

学的博士学位。

毕业后，李山没有选择在经济学领域发展，而是辗转去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做外

汇衍生产品交易经理。他调侃道：“萨缪尔森曾说过他的学生分三等，最好的留在了大学当

教授做研究，中等的就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最差的就去了华尔街，我就属于最

后那一档。”其实那时的李山非常希望回到祖国，“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的股票市场

刚刚起步，有很大的前景，又急需人才。我感觉在理论上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但没有真

正做过，抱着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应当在国外多学习一些实际经验。”

报国是李山心中挥之不去的种子，只消细雨的滋润，便会亢然生根发芽。

1997 年，时任高盛执行董事的李山陪同高盛集团总裁鲍尔森拜访中国，又一次见到了

自己的老师朱镕基，当时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叹声到：“我的学生怎

么都不回来？”李山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有点措手不及，连忙答道：“会回来的。”朱镕基说：

“我不是责备你。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李山认真地回答说：“不

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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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就在称雄全球资本市场的高盛公司上市那一天，李山在高盛亚洲总部签下辞呈，

放弃了数百万美元的股份，准备回国“打造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激荡心中十几年的报国

梦看似马上就能实现。

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满腔热血都被堵在了胸口，无处释放”。

“当时真的受不了，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了。”

回国后，李山的生活就像坐过山车一般，经受着突如其来的大风大浪与大喜大悲。

李山四处游说，说服了二十多位在国外顶尖投行身居要职的华人，本想建立中国自己的

世界一流投资银行，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应对外国投行的挑战。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和国内《证券法》出台，投资银行的筹备工作最终陷入了搁浅。那一段日子，用李山的话来

说是“短暂的消沉”，虽然无奈，但倔强的李山还是走出了阴影，和清华校友莫天全一起创

办了如今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家居网络平台——搜房网。

在搜房网融资成功，热极一时的时候，李山却又一次选择了离开。理由很简单：当初的

梦想。

为了重新回到投资银行的行业中，李山到了雷曼兄弟公司，出任负责中国执行业务的董

事总经理，在一年时间内打造了华尔街投行中最大的中国业务团，帮助中国联通、中石油、

中石化成功在海外上市。

一年后，周小川任中银国际筹备组组长，衔玉而生的中银国际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面

对实现抱负的机会，李山没有过多犹豫，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任中银国际 CEO。

“我去的时候，中银几乎没有传统的标准投行业务，IPO 项目只有中银香港上市一个，原有

的储备业务又被上市后的中银香港收回，债券、销售业务都陷入停顿，基金管理业务处于亏

损状态，盈利仅仅靠贷款业务。我是两年之内的第四任 CEO，并没有很多人看好我。为了帮

助中银走出困境，我到了那里做的第一件事是重塑激励机制，进行降薪。但显然这样大刀阔

斧的改革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当时的高管甚至威胁我集体辞职。后来我就把他们全召集到

了办公室，向他们解释扣除的工资不是还给股东，不是还给中国银行，而是放在年底的 bonus

pool（奖金池）里面，有能力的人肯定能拿到更多的工资，这对公司和员工都是有利的，结

果没有一个人反对。”就这样，副总裁级别以上的员工工资平均降低 35%。随后，公司 90%

以上的员工被裁掉，李山从各大国际银行挖来许多精英，组建起高素质的业务团队。五年下

来，中银国际在国内外投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在国内二十多个个城市、纽约、伦敦、

新加坡等世界各地都设有分公司的一流投行。

2005 年 10 月，就在李山代表中银国际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领取“最

佳本币主权债发行奖”后的一个月，天性中的不安分让他选择了辞职，和前高盛全球总裁

John Thornton 及美国金融家 Kevin Czinger 下海创办三山投资基金，主攻国内的 PE 业务。

在《致中银国际同事的告别信》中，李山写道：“一个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旅程的开始……

我希望走出一条本土化与全球化紧密结合的中国金融之路。”



正是这一次的下海，让李山尝尽了生活的苦涩。“当时第一个 PE 项目是想把万州商业银

行改制成重庆三峡银行，为三农和中小企业服务，但后来国家政策发生了变化，外资不能通

过 PE 入股中国的银行，第一次的尝试就这样失败了。”

第二次的打击则更为猛烈，时值 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在李山眼里本是投资的好时机，

花了几百万美金律师费才谈下来的美国合伙人，由于把 5 亿美金放在了麦道夫的公司里，无

法回收，最后无法继续和李山合作。“我大概是中国一个唯一一个直接的麦道夫案的受害者，

当时我在清华大学教书，那天听到这个消息，真得好难受。这是个合资企业，他撤资，就意

味着这个公司没了。我是个坚强的人，但当时真的有点受不了，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了。”

数年的奋斗，到最后全军覆没，几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遭遇这样的低谷，是李山的家

人给了他安慰。那天，李山和当时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聊天，儿子说：“爸爸，你的人生就像

一本书一样，one chapter after one chapter，这本书不可能这样就停止了，后面一定会

有 more interesting chapters。”李山的女儿也告诉父亲：“如果人生没有挫折，一路顺利，

那将是多么的无聊。”在家人的鼓励下，李山擦干眼泪，上山下乡，在了解山西煤矿资源现

状后，和中国平安集团合作设立了涛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新走上了投资之路。

曹文轩曾说过，“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创业对于李山来说，或许就有着这样的

吸引力。但创业绝不是简单地追求财富，在谈到创业理念时，李山说道：“一个人奋斗与创

业的最终目的不应当是去追逐那转瞬即逝的金钱和权力，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一种对于

社会的责任，对于生命的责任。”

清华情节

“我是一个有浓厚清华情节的人”，清华是李山梦想的起点，在世界绕了一大圈以后，

而正如李山所说的那样，他又一次踏上了归途。

清华留给他的记忆，不仅是求知求是的青葱岁月，经管院院长朱镕基“博采众长，学通

中外，大用于民族、国家”的勉励决定了日后李山浓厚的报国情怀。除此之外，当时系党总

支书记邵斌也给李山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大学生活中，邵斌三天两头把当时“玩世不恭”

的李山叫到家里去谈心，在李山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谈话充满了睿

智，更今我惊讶的是他完全没有官僚气。他的眼睛清澈透明，充满了温暖和关爱，他的谈话

妙趣横生，纵横古今，既有共产主义的理论，又有中国文化的哲理。和他谈话不仅是受教育，

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享受，每次谈话结束，我都盼着尽快再次和邵老师见面。”邵斌在得知李

山困难的家庭情况后，一句“你以后生活上的事情就由我负责了。”让二十多年后的李山依

旧感动不已，“他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注入了我的心灵。让我相信，师者，传道是放在第一

位的。所谓的道，最重要的是做人的理想、为人的道德，和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李山崇尚的大学理念，大学不应该“太集中精力”，而应该寓

知于行，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文化，“一个‘完

美’的人，不仅应当具有儒家的仁爱之心，还应当具有崇高的信仰和旺盛的求知欲望。读大

学时我想去周游中国，但买不起很好的自行车，当时看到国外有广告，就灵机一动，找了班



里几个同学，一起写信给各地的自行车厂，说‘我给你做广告，你提供给我免费的自行车。’

结果还真的很多拿到了很多自行车厂的回函。”正是凭借着自己的大胆和智慧换来的自行车，

李山从北京骑到上海，又坐船从大连折返回清华，他们的事迹还登上了当年的《中国日报》。

再次回到清华，李山开设的不是金融学的课程，而是政治哲学。一个叱咤金融界，天天

和股票、融资、私募打交道的人，却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和学生侃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

马基雅维利，从西方的荷马史诗一直讲到东方的孔孟之道。“之所以没教经济、金融的课程，

而教政治哲学，是因为我觉得人才一定要有广阔的视野，有深刻的人文基础。我想和这群未

来的金融精英探讨什么是幸福的生活，什么是美好的社会，这是大学里一定要思考的问题。

我希望把我人生的体验、感悟分享给他们。”在李山写的《建立正义的金融体系》一文中，

他说到：“和政治精英一样，金融精英可能会滥用权力，侵犯大众的利益……一方面用体制

来限制精英，另一方面用教育来塑造精英。建立正义的金融体系，既需要哲学家的洞见，又

需要金融家的勇气和精明。历史呼唤着汉密尔顿式的金融领袖。”

李山常对学生讲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有些人走出了封闭的洞穴，看见了真实的世界。

他们有责任回到洞穴，告诉里面的‘囚徒’真理是什么样子。你可能不被人所理解，因为只

有你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当你的眼睛再次适应黑暗的环境时，你就会一直呆在

里面，看清楚一百倍、一千倍。”这是李山一以贯之的“留学报国”的理念，他常惦念清华

时获得了奖学金，花了纳税人的钱，今后需要加倍回报，“我们不能只关注小‘我’，而忘却

了‘我’处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忘却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我是一个追寻梦想的人

不知是不是出于大学的熏陶，李山有一大爱好，就是读历史。亚历山大帝、拿破仑、凯

撒等伟人的故事早已熟稔于心。历史壮阔的潮起潮落，让这位处于不惑之年的金融界巨擘，

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很清晰：“能够寻着梦想去生活、去创造，对于我来说，这其间的快乐比

金钱、地位更重要。”

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回想当初年少风发的清华岁月，回国时的踌躇

满志，驰骋业界的春风得意，屡屡受挫后的伤怀寥落，到如今的不动于心，李山对命运的眷

顾充满了感激。

李山把很喜爱的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小诗《假如》译成了中文：

假如

假如你能——在别人不知所谓但对你横加指责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假如你能——在所有人怀疑你时仍相信自己，并能体谅别人对你的怀疑

假如你能等待并充满耐心

或者，从不用谎言去应付谎言，

也不用仇恨去回击仇恨；

既不故作正经也不夸夸其谈

假如你充满梦想——但绝不做梦想的奴仆



假如你勤于思考——却不把思想当作目的

假如你能——在遇到胜利和困难时态度同样平静

假如你能容忍你所说的真理，被无赖用作捕捉愚人的陷阱

或看着你所献身的事业轰然倒塌，你能屈身拾起残破的工具将它们重建

假如你能——把所有赢来的筹码都压在一把赌注上，输光后仍能重新再来，

且对输赢只字不提

假如你能——在运气不佳身心俱疲之时，仍能全力以赴抓住机遇，在一无所有只剩意志

支撑时，

咬牙坚持到底

假如你能——与三教九流为伍而独善其身，与王公贵族同行而不忘本色

假如无论是敌是友都不能伤害到你

假如所有的人对你来说同等重要

假如你能把每一分宝贵的光阴化作六十秒的奋斗——

你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最重要的是，你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我的孩子

仿佛看到了一个追梦者，奔跑在那片灿烂的田野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就像李山自己

所说的：“我是一个追寻梦想的人。有梦的人生是充实的，寻梦的生命是多彩的。儒家说：

‘内圣外王。’实现理想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种精神的追求，至于结果，并不那么重要。而

这样的追求，正是我生命中最重的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