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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的创业故事
和宜家成功的秘诀

宜家(IKEA)，这一名称是由创
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 (Ingvar
Kamprad)、创始人长大的地方艾尔
姆塔里德 (Elmtaryd)，及几公里之
外 的 教 会 村 庄 阿 根 纳 瑞 德
(Agunnaryd，也是他母亲小时候生
活的地方)的首字母结合而成。如
今的宜家很难说还是一家瑞典公
司，长久以来，集团由荷兰和比利
时共同经营。但企业的发源地无
疑是瑞典南部的斯马蓝达省，坎
普拉德的祖父移居此地。但第一
代人的开拓之苦，迫使他选择了
自杀。

祖父阿希姆·埃尔特曼·坎普
拉德是大资本家地主的儿子，
1894年，他从德国《狩猎报》中得
知斯马蓝达省有一处附属森林的
农庄出售，他买下了这个农场，从
这时起，他祖父便拥有了449公顷
的瑞典森林。等他从德国启程到
达自己的农场时，才发现与想象
中相比，这里的状态实在太糟糕，
农庄需要大笔投资和艰苦的劳动
才能得以改善。阿希姆试图通过
银行贷款来解决，但没有得到贷
款，购买农场花费了他大笔钱财，
1897年走投无路，充满绝望的他
往自己脑袋开了一枪。这时，他
妻子芬妮还怀着孕。

祖母芬妮独自担负起了在艾
尔姆塔里德生活的重任，接管了
农场。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年轻
的寡妇获得了不喜欢她的婆婆的
支持，仙东妮·坎普拉德(英格瓦的
太奶)带来的不止是金钱方面的帮
助，这位老太太为了帮助芬妮，只
身一人赶到了瑞典。

孕育期：11岁经商，以“火柴
大王”为创业榜样

最初几年，父亲费奥德·坎普
拉德在祖母的监督下工作，25岁
时正式接过农场。1926年，英格
瓦出生了，他的母亲是来自离农
场不远的一个悠久的商人家庭。

赚钱在英格瓦的生活中早早
占据了重要地位，11岁时为一家
种子商店供货，同时把小塑料袋
卖给周边的农民。“那是我第一笔
真正赚到钱的生意”，用赚来的
钱，他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和
一台打字机。

那时候英格瓦有个伟大的榜

样，就是被誉为“火柴大王”的伊
瓦·克罗格。克罗格瑞典最为知
名的企业家之一，早在年轻的时
候，作为建筑企业家的他就在南
非和美国取得了成功。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克罗格回到欧洲创立
了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从事火
柴的生产和销售。通过一系列的
竞争，把旗下的瑞典火柴控股公
司发展成一个企业集团。晚年的
克罗格控制着全球至少33个国家
的火柴市场，掌握着全世界 60%
的火柴产量。

在 30年代的欧洲，克罗格的
名字尽人皆知，这位瑞典人被视
为现代资本家的典范。不过世界
经济危机摧毁了他，1932年这位
瑞典人自杀身亡。克罗格公司的
倒闭曾动摇了瑞典的整个经济结
构。

婴儿期：17岁注册“宜家”，邮
购商起步

英格瓦从小就拥有商人的特
质，爱做交易。上中学的英格瓦
与他所能接触到的任何人进行交
易。在他学校的床底下有一个纸
板盒，里面放着腰带、皮夹、钟表
和铅笔等物。他的生意很好，所
以他决定，在中学毕业时创办一
家企业。他以书面形式向管理部
门申请了一家店铺，因为他刚满
17岁，还算未成年，他便拜托舅舅
给他签字。

1943年 7月 28日，他的贸易
公司的名字被登记在案了。他取
了自己姓名、艾尔姆塔里德农庄
和阿根纳瑞德牧区的首字母，这
样就构成了公司的名字：IKEA。

1947年，英格瓦必须服兵役，
但他又不想放弃他的邮购生意，
于是征得上级同意，不必每天晚
上待在兵营，他在一个独户人家
的地下室租了一块地方并把它布
置成可以睡觉的地方，不久他还
有了一部自己的电话。那时宜家
的货品主要包括缝纫用品，尼龙
袜，贺卡，种子，钢笔和皮夹等。
不久，增加了便宜的相框，还有钟
表和低廉的化妆品。

基础兵役服完后，坎普拉德
1948年被调到了一所军官学校，
在那里，他成功地成为一家文具
公司驻瑞典的总代理人。负责他

们的圆珠笔和钢笔卖给瑞典的零
售商。

通过军官考试后，英格瓦搬
回到父母身边。从那时起，他想
以艾尔姆塔里德农庄为出发点经
营自己的生意。首先，他继续从
国外进口商品，再把它们卖给零
售商，他还印刷了多份名为“宜家
新商品”的广告单，他的父母则帮
助她处理雪片般涌来的订单。

最初几年，这一小型企业的
总部就设在这里。宜家公司在创
始初期是一家真正的家族企业，
父亲费奥德负责管理订单和账
单，母亲负责接电话并帮忙包装，
他们很忙碌，即使在晚上也忙个
不停。后来，坎普拉德亲手盖了
一座小屋，用于储存包裹。他后
来写道：“我的第一个邮购室，总
面积不过一平米，但却是全行业
最经济的。”

起飞期：创意“家具博览会”
实现，朝伟大企业迈进

英格瓦购进的第一件家具，
是一个无扶手的简易沙发椅。坎
普拉德能很好地记住价格和账户
号码，却难以记住商品号，此外，
在销售过程中，他会很直观地与
顾客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于是一
个想法冒了出来：为这张沙发椅
起一个好听的女孩名。就这样，

“露德”诞生了，顾客对家具的需
求量迅速增大。

受“露德”成功的激励，坎普
拉德顺利地扩大了家具生意。早
期客户订的最多的是睡椅或床
椅，吊灯的销路也不错。莫肯湖
周边林木茂盛，周边有许多家具
加工厂，因此不愁找不到产品制
造商。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想
法体现在家具的外形设计上。为
此，他从瑞典一知名纺织厂购买
了用做填充物的布料，家人和农
场助手花了很多晚上来剪裁这些
布料。

1948年，这位 22岁的宜家创
始人雇用了第一位职员，这位叫
恩斯特·埃克斯特罗姆的男士做
的是会计工作。英格瓦想要把自
己的企业做大，为了宣传他的商
品，他在农场阅读率很高的农民
报纸，这份叫发行量达 28万多的
《农民邮报》上刊登商品的简介。

坎普拉德下决心要做一名更
大意义上的企业家。他觉得，只
有定价低才能够成功。

在商品简介中，有一段他写
给顾客的序言，指出商店里的东
西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有中间
商的存在。他很灵活地结合农民
们的日常经验说道：“请你们比较
一下自己宰一公斤猪肉和在商店
里买同样重量猪肉的价格吧”。
坎普拉德的广告宣传成功了，订
单数量飞涨。

低价策略并不能获得决定性
的胜利，宜家刚打出价格特别低
廉的柜子和烫衣板时，其他邮购
商便立即以更低的价格应对。随
着价格的下降，产品质量也下降
了。收到的投诉信也越来越多。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坎普拉
德想到一个办法，即把商品拿出
来展览，让顾客参观家具店，借此
赢得顾客的信任。“人们可以过去
现场看那些家具，并比较不同定
价产品的质量。”坎普拉德如是
说。宜家的这场长期展览位于铁
路枢纽上的瑞典第二大城市阿尔
姆胡特举行，他们很快得出结论，
如若舍弃办公用品业务而专攻家
具生意的话，将会是一个明智之
举。

第一场宜家博览会于1953年
3月 18日开幕，家具摆满了两层
楼。这家年轻的企业凭借崭新的
理念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把邮
购业务和家具店结合起来，28岁
的英格瓦改革成功!第一次家具展
开幕后的那段时间，被晚年的坎
普拉德形容为“一份持久而有趣
的工作所带来的沉醉状态”，就像
他记忆中的那样，“每到周末便会
来一群人在我们家具展上疯狂抢
购，晚上我们则全体围坐在办公
室的书桌旁清点运费单和账单”。

宜家不断进行着实验，在宜
家早期的目录中，就有一种需要
顾客亲手组装的桌子，它有个名
字叫“马克斯”。

宜家的成功奥秘

在《宜家创业史》一书中，德
国知名媒体人吕迪格·容布卢特
总结出宜家的成功秘诀。

其一，不遗余力地维持低
价。坎普拉德曾说：“与我们的对
手保持明显的价格差异是绝对有
必要的，在所有领域，我们都要一
直成为价格最公道的。”

如果说低价位是宜家成功的
主要原因，那么设计则是它的第
二大原因。宜家的家具虽然便
宜，但它精良的设计是毫无争议
的，它掀起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家居风格的全世界风潮。这种风
格自然而明快、朴素而实用，摈弃
了优雅和浮夸。斯堪的纳维亚的
设计是牢固和理性的代名词，它
代表着一种自信、自主的生活感
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风格和
材料不断更替，人们的口味也随
之变化，宜家称为家具文化影响
广泛的潮流引领者。

其三，体验式营销。宜家自
我认定为非服务性商家。家具购
买过程中 80%的工作都是顾客自
己完成的。他们边看边挑选，从
货架上取出中意的商品，来到收
银台前，用私家车运回家。到家
后，他们再把各个零部件组装成
一件完整的家具。虽然宜家没有
发明便携式家具，但它却是唯一
把这种家具的设计和销售置于业
务中心地位的贸易公司。

其四，简单的公司文化。“简
单是一种美德”，坎普拉德在《一
个家具商的遗嘱》中写道。没有
规矩的企业不可能生存下去，但
这一切都必须简单。规矩越复
杂，就越难遵守。坎普拉德相信，

“过于强调规划是企业死亡最常
见的原因。”

这是一个励志故事。
不到24岁的穆罕默德·阿萨夫

是加沙罕尤尼斯难民营的难民。
为了能参加泛阿拉伯国家的选秀
大赛“阿拉伯偶像”，离开就业市场
不景气的加沙为自己找出路，他偷
偷溜出加沙到了开罗，又辗转黎巴
嫩去参加海选。然而，由于加沙被
封锁而延误，当他抵达贝鲁特时，
报名已经结束。

难民营走出“阿拉伯偶像”绝
望的阿萨夫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最
后决定翻墙进入选秀所在的宾馆，
但组委会依旧维持原来的决定。
另一位参赛的巴勒斯坦人听到了
他的声音，把名额让给他，并告诉
他：“我知道我到不了最后，但你
能。”

最后的结局很美好，阿萨夫战
胜了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两名决

赛对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
“阿拉伯偶像”冠军的巴勒斯坦人。

这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热议的
话题。由于时差原因，“阿拉伯偶
像”的直播时间是北京的凌晨，但
我八十多岁的父亲每次都会不经
提醒就守在电视前。他是一个老
难民，经历过1948年那段屈辱的岁
月，从故乡巴勒斯坦逃难到叙利
亚。

他对阿萨夫的喜爱，与其说是
一种支持，不如说是找回了一种久
违的归属感，一种对于失去故乡的
情愫。

老人的这种执着也感动了从
未涉足巴勒斯坦的4个孩子。对于
他们来说，祖国通常只是一个名
词，在填写各式各样的申请表时常
被用到。

孩子们拼命拨打国际长途给
阿萨夫投票，相信在这个时间，在
欧洲和美国、智利、阿根廷、圭亚那
等等国家和地区，有着无数和我状
况相同的巴勒斯坦家庭。

阿萨夫的成功让别人知道了

巴勒斯坦人不只会搞政治、搞游击
队，他们也有能力在不同的领域大
显身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艺
术，甚至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他
们还有着其他民族没有的东西，比
如监狱文化。

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政
治犯以绝食要求狱管为他们提供

“阿拉伯偶像”的直播信号。在写
给阿萨夫的信中，他们给出了史上
最壮烈的支持——“你一定要加
油，我们都在为你掉肉。”

在社交网站上，阿尔及利亚人
给阿萨夫留言：“我们全家昨天都
没有做菜，大家全部在看你。在这
个周末，你就是我们的大餐。”

巴勒斯坦人的艺术作品反映
现实，压抑的生活和以色列持续
的占领给他们带来了灵感，但同
时他们也通过音乐表达对和平的
追求。

1988年出现在一张标志性照
片 上 的 投 石 男 孩 Ramzi
Aburedwan，长大后成了为和平奔
走的游吟诗人；3个以色列阿拉伯

青年组成的饶舌组合DAM，唱出了
《谁是恐怖分子》《我需要自由》等
代表巴勒斯坦人心声的歌曲，传遍
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许多欧美国
家。

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发现，音乐
是比石头更有效的武器。2009年
初，在遭受以色列近一个月轰炸的
加沙，人们唱出了《我们不会倒下》
（We Will Not Go Down），告慰一千
四百多个亡灵。

对于三代难民的巴勒斯坦
人，上一代是痛苦的一代，他们亲
身经历了失去家园的浩劫；我们
是失败的一代，身在海外，对民族
和国家的支持有心无力；而接下
来将是模糊的一代，他们对未来
不确定，对过去又不甚了解。阿
萨夫成功地成为了一个符号，让
三代巴勒斯坦人统一起来，把持
不同政治理念的巴勒斯坦人、组
织以及派别统一起来，同时也在
阿拉伯革命这个大环境下，把所
有支持民主自由、渴望公平正义
的阿拉伯人统一了起来。

难民营走出“阿拉伯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