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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消费行业经济人物志 之 昭元企业董事长 郭照原 郭照原属于那种典型的青年才俊。
他外表俊美，很有韩剧里青春偶像的感觉，中学时代，他曾天天穿着白球鞋和牛仔裤，“外貌”使他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如今他已不虚有其表，事业有成、年轻有为，一手创立昭元企业，并使之成为了国内摄影行业中名列前茅的知名品牌。
他对摄影痴迷，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艺术行业里的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个爱做梦的人。十余年间，昭元企业从量

变到质变，郭照原却秉性不改，性格温和的他开始尝试涉及更多的领域，只不过这一切的原点与中心，仍旧是“摄影”。
直到现在，跟着郭照原十几年的“战友”也看不出他到底是个艺术家、企业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

摄影师是满怀艺术气息的，多少有些艺术家
的个性和偏执，而企业家更多需要的是冷静和理
性，这也是摄影行业缺乏将摄影师和管理者融于
一身的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原因。郭照原是个例
外，他身上有着艺术工作者的感性，也有着企业管
理者的理性。

在国内知名的摄影企业中，既是技术高超的摄
影师，又是深谙管理之道的管理者，这种拥有双重身
份的企业家，甚是罕见，郭照原是其中极为出色的一
个。他和他的昭元，一直被当作样本，为业界所参
照。

其实，这与郭照原当初的想法是有点相悖的。
对于这个二十多岁便跻身于中国高级摄影师行业的
年轻人来说，他的梦想是做一名时尚圈里的专职摄
影师。

这个梦想曾经离他很近，在 1996年的北京时尚
圈里，郭照原为很多人所熟知，包括一些现在当红的
明星，都曾找他拍过照，看中的是他的摄影技术。如
果没有后来的变故，郭照原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
景象。

1999年，父亲的突然离世，促使郭照原回到了郑
州，他必须子承父业。其父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在
做建筑的同时也经营一家摄影器材公司。

对于毫无管理经验，又年纪尚轻的郭照原来说，
接手父亲的摄影产业，面临的困难不仅来自内在的，
也有外在的。

1999 年和 2000 年，这两年似乎成了中国婚纱
摄影行业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这个行业里随处
可见的是因暴利而迅速膨胀起来的暴发户，人们
对此的形容是，“连睡觉都在数钱。”而在这之后，
一切都开始逆转，暴利时代终结，在 1996 年花 3000
元才能拍摄的照片，现在可能只需要 1000 元。整
个中国婚纱摄影行业都在走下坡路，无数家采取
粗放式、作坊式经营模式的影楼，成了行业前行的
殉葬品。

受命于危难之间，二十出头的郭照原走马上任，
接管父辈的摄影公司。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母亲
安慰他，“如果赔了，就当是交学费了。”

事实证明，郭照原是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上任
后，他开始缩小企业的业务范畴，转而注重企业内部
的建设和完善，他将技术和服务作为重点，一方面想
法设法提升摄影师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增强员工
的服务意识。

技术和服务并重，这在作坊式影楼大行其道的
当时，郭照原的做法明显走在了行业的前列，他以一
个摄影师的眼光来管理企业，“一个优秀的摄影师眼
光一定是超前、善于发现的，企业的发展正需要这
些”。

摄影师是满怀艺术气息的，多少有些艺术家的
个性和偏执，而企业家更多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这
也是摄影行业缺乏将摄影师和管理者融于一身的企
业家的一个重要原因。郭照原是个例外，他身上有
着艺术工作者的感性，也有着企业管理者的理性，

“我不是个固执的人，像我父亲一样，虽然都非常喜
欢摄影这种艺术性的工作，但他会听从别人的意见，
不会一意孤行。”

在郭照原的带领下，昭元企业不断成长壮大，如
今已经成为国内摄影行业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品
牌，昭元经典、昭元元素、昭元宠爱、昭元艾娜、昭元
之爱、昭元 studio32……

在一份时尚杂志上，记者看到该刊物这样介绍
昭元企业：亚洲最具规模及影响力 A 级智能化影像
机构，亚太最具风尚影楼金像奖得主，拥有世界先进
设备的国际标志性企业，同时，昭元企业旗下还设有
12家店面、1家后期制作中心。

不少人说，以昭元现在的品牌号召力与影响力，如果
进行连锁经营、加盟发展，不仅能快速做大做强，也能迅
速聚集财富。

但郭照原并没有这么做，“连锁经营确实能使昭元在
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财富，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摄影是
我的爱好，我只是想做最纯粹的艺术摄影。”他始终坚信，
摄影是一个高雅的艺术行业，艺术是单纯和纯粹的，是无
法批量生产和复制的。

从十几年前作坊式的照相馆，到如今标榜艺术的现
代化影楼，行业发展的诟病始终存在：从业人员素质不
高，竞争无序，大打价格战，缺乏行业规范。昭元，可以说
是国内婚纱摄影行业中第一个坚持高端艺术追求的品
牌。

“在国外，有专门的行业协会来管理，各方面的规章
制度都比较完善，开新店必须经过协会的同意，但在目前
的中国，一些行业协会还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在郭照原

眼中，做摄影企业并不简单，“摄影企业是无法进行规模
化复制生产的，不像川菜、湘菜什么的，是什么味道，做出
什么味道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行业，每
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与要求。”

在摄影上，郭照原是个单纯的人，他只想把昭元做到
最好，让每一张照片都成为艺术。“要想规模化扩张，很容
易，我只需要喊一声，想加盟的人就能排起长队。但我不
能这么做，我要对每一个选择昭元的顾客负责，昭元给他
们的是一张张堪称艺术品的照片，而不是在十几、二十年
后，被看做是一堆垃圾的东西。”

“照片质量的好坏，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是需要
时间来考验的。好的照片当然需要昂贵的设备，昭元用
的设备是国际上最好的，别的地方可能用一万元一套的，
但昭元用的至少是五六万的。但数码相机的寿命基本是
一样的，过几年就会淘汰，投入非常大。我不能保证我的
加盟商都能这么做，我不能拿昭元这个品牌来做实验。”

高品质也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在摄影行业利润不断
微薄的今天，加之一轮轮价格战的不断侵蚀，留给摄影企
业的利润点并不多。要想获取更多利润，最好的办法就是
缩减投入，这似乎成为了一个矛盾的共生体，顾此失彼。

然而，昭元走的似乎是一条“逆而上行”的路，投入不
断加大，不仅使用昂贵的器材，甚至还建立了国内唯一、
亚洲最大的摄影片场。“我做摄影不是为了挣钱，更多是
为了我和家人的兴趣。”郭照原要做的是最好的摄影，而
不是最挣钱的摄影，“我不想从昭元摄影里索取财富，相
反，只会将从其他行业里挣的钱，投入到摄影里来，我要
做最好的摄影，因为我会拿巨大的资金的来支持，而不是
为了追求利润。”

他不想把昭元企业的摄影项目做大做强，更愿把昭
元摄影做久远。“我只想把昭元摄影做到更好、更艺
术。”当然，他意味深长地强调，我会让昭元企业中的一
个项目，做大做强。

郭照原要做的是最好的摄影，而不是最挣钱的摄影，“我不想从昭元摄影里索取财富，相反，只会将从其他行业
里挣的钱，投入到摄影里来，我要做最好的婚纱摄影，因为我会拿巨大的资金的来支持，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

十几岁时，郭照原就有了自己的照相机，是海鸥牌
的。二十多岁时，他成了中国最年轻的高级摄影师。这
期间，他的足迹遍及上海、重庆、杭州、广州、北京等地，他
的摄影技术一直是各大摄影企业看重的资本。

1995年的郭照原，已经过上了月薪六七千元的小康
生活。2008 年的郭照原，是昭元企业的董事长，资产颇
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郭照原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但
他并不满于这种角色的扮演，他想尝试更多的角色，想成
为一名传播者，“将一些好的东西传播出去，为这个社会
做点什么。”

他说自己是个爱国情绪很高涨的人，想做个负责任
的中国人。“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不辜负别人的信任，将一
个团队带好，能够给团队正确的影响力。”在昭元一间装
修得极为典雅与现代的会客厅里，一脸热诚地他说道。

“使命感”、“信任”、“责任感”，这些并不时尚的词被他反

复提到。
郭照原有着与他年龄并不匹配的成熟，他在自觉不

自觉地承担着一种“使命感”。“我致力于在公司做好工作
的同时，代表一个河南人的形象，让更多的人对我们尊
重，让他们意识到河南人也是很文明的，这里也是有大发
展的。”

他成立了昭元文化传播公司，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推
介中原文化，展示河南形象。“外人一提起河南，想到的可
能就是武术和豫剧，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底
蕴深厚，但要想吸引投资者，这显然不够。”作为一名商
人，他很清楚投资者看重的是当地的经济活力和投资潜
力，“河南还有很多东西，不仅只有少林寺和龙门石窟，不
仅只有戏剧武术，郑州这些年的经济一直是中西部地区
的亮点，这些都需要传播出去，让别人了解我们。”

正如摄影业的发展轨迹一般，郭照原也期待改变。
十几年前，照相是无所谓个性特质的，经常拿某个明星作

为样本，大概上有些像就行了。但如今，顾客追求的是个
性的化展现，要表现的是自己独特的魅力，通过外在美展
现自己的内涵。

郭照原的改变是，若干年前，他只想成为一名优秀的
摄影师，如今，他希望做到更多，希望自己的价值在更多
的地方，得到更加有意义的体现。

他做了一些地产项目，虽然行事低调，但也让体验到
了另一种快乐。他想建立一个平台，将河南乃至中国的
形象推介出去，文化传播公司被他认为是最好的形式，于
是他也做了。他还想涉及法律行业，成立具有国际观念
律师事务公司，尽管行业之间跨度很大，但他认为，“做好
摄影行业的人，就没有做不好其他行业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尊重别人，但绝不盲从”，即便是
当初作为摄影行业里的新人，郭照原也没有将权威当作

“权威”，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参照。如此，他的角色演绎起
来是那么随意和轻松。

曾经有个游戏，让郭照原元印象深刻。
“如果你存活的时间只剩下五分钟，五分钟之后

你将不在人世，你最想做的是什么？”这个游戏，他认
真的去做了，也认真的去想了。“人生短暂，在生与死
之间，我只想多做一些事情，少留一些遗憾。”他信
佛，有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家人热爱，对员工宽容，很
多在他身边的人，说他能让人温暖。

尽管外表年轻时尚，但郭照原骨子里很传统，
“如果在古代，我可能会是一个绿林好汉，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重情重义，崇尚忠孝礼义。”一个在昭元工
作了十一年的老员工这样评价他，“一个天真而纯粹
的人。”

许多人在见到他的第一眼时，也许会想“养尊处
优”四个字，因为他始终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这种特
质很契合书香门第、翰林世家。但郭照原的人生却
与这四个字大相径庭，他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很多时候可以用“艰辛”来形容。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并没有从小就过上安逸
闲适的生活。原本是焦作一事业单位领导的家人，
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让不谙人世的郭照原
与父母“背井离乡”，回到乡下老家。八年时间的乡
下生活，让他挨过饿，受过穷，遭过罪，深知生活的艰
辛和不易。随着那个年代的走远，即便是后来随父
母进城了，他还是感觉与城市人有种说不清的隔阂，
这使他始终保持了那个时候朴素谦和的本质。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外祖母。虽然
那时家里很穷，但她从小就教育我，不能乱拿别人的
东西，不能打架说脏话，即便在最苦最穷的时候，外
祖母也要让我挺起胸膛，堂堂正正的做人。”忆往事，
郭照原的眼中泛出点点泪光。

或许也正因为此，他所要寻找的愉悦与幸福也
应该是最真最纯的。

“如何让公司员工过上优越的生活，在六十岁回
首时，不虚叹在昭元的岁月，这是我经常想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之上，帮助更多的人。”他说，“为身边的
人活着，为他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就是一种幸
福。”

“对于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公司都要负责，考虑
员工的未来。”在昭元内部，郭照原提倡员工“快乐地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打造“国际化”的经营理念与
文化。

汶川地震时，他留下维持公司正常运转的资金，
将其他的全部捐给了红十字协会。而在此之前，他
捐助过1000多名孩子，几乎每年都会给贫困山区捐
款，经常鼓励员工参与慈善事业，并一直在积极地努
力，想建立昭元的希望学校，帮助更多的人。

职场的现象往往是这样：西方的职业经理人经
历过二三十年前的工作狂状态，重新将家庭放在人
生第一位置时，他们的中国同行正在以“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的姿态演绎着曾经的故事。

但郭照原似乎没有被这样一个“怪圈”左右，工
作之余的时间，他喜欢安静地呆在家里，陪母亲聊
天，陪女儿游戏，在他看来，“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最
开心。”他是个模范丈夫，全力支持妻子的工作，还是
个好父亲，有时出差会带上女儿，会在半夜起来为她
换尿布。

时尚而富于内涵，这是与郭照原聊天时的最大
感受。在精神上，他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人，有一
种现实主义者的严肃和焦灼，也有理想主义者的浪
漫与真诚，他与传统契合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喜欢豫
剧，陪母亲听豫剧听着听着也能让他感动得落泪。

其实，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有必要结合到一
起的，“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个星球之上，但是你的
脚必须踩在大地上”。郭照原或许是这样的人。

其实，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有必要结合到一起的，“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个星球之上，但是你的脚必
须踩在大地上”。郭照原或许是这样的人。

郭照原，20起家，任命于危难之时，家族重任一肩挑；30立家，成为中原乃至国内最具知名度摄影
品牌机构的当家人；预言40，他说他想成为公司里的“花瓶”，让大家看到他都快乐，都开心；再往后，他
想只为他爱的人活着，为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当然，这个“爱的人”包括很多，他的母亲、妻子、孩子、
朋友，以及跟他十几年的同事、员工，当然还有他身边许许多多善良的人。

相信没有很多人能够把郭照原的外在和内心联系起来。与他促膝而谈，大多数人不敢相信很多
话是从他这个年龄、或他这样外表下的人所表达出来的。当让坐在一旁的副总“安娜”评价他时，都不
禁惊讶，跟着郭总那么多年却不曾发现老板的内心竟是如此的丰富，突然感觉自己的“老领导”竟然变
得如此“陌生”。

对于我们“中原消费行业经济人物志”把郭照原定为采访对象的第一人，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
了找寻他年轻有为的创业之道和成功经验以及昭元特有的管理模式。然而，当伴着窗外的雪花，和他
侃侃而谈的时候，记者的视角竟鬼使神差般地被他的思路所牵引。当采访即将结束时才发现，他谈得

“经商之道”内容并不多，而大多时候他都沉浸在对做人、做事、精神与情感方面的感悟与哲理上。
“在商不言商”，这句话在郭照原身上恰如其分的表现出来，他自己也感觉，“已经从纯粹的商业环

境里面抽离出来了”。
他坦言，成功的企业发展之路各不相同。对于一个企业发展来说，很少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模仿别

人或被别人模仿，很多好的发展模式只可以适度的借鉴，不可以模仿，更不可以照搬。但成功企业“为
商之道”的根基都是相同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根本的为商之道。然而在他眼中，无论是
同行业还是别的行业，现在很多企业发展都太过“功利化”“利润化”，太过于“急功近利”，这样反而会
使企业失去行驶的方向，背离正道，走向深渊。

所以，郭照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一些企业运营上的东西，把他谈话的重点放在了自己的生活感
悟、从商哲理以及企业的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上来。

在郭照原看来，关于他的采访对大家特别是意欲创业的青年人来说，能够带来的并不是如何挣
钱、如何包装、如何宣传，而是能够通过昭元特有的文化气质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思想动力，给大家带
来一些精神支持，树立正确的人生之路和为商之道。

现在介于30和40之间他，只想能为家人做些什么，能为身边的朋友做些什么，能为自己的工作伙
伴、员工做些什么。

对于何为成功的人生，郭照原坦言：自己快乐，同时也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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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摄影师到管理者的昭元样本

C

追求追求 我只做最纯粹的艺术摄影

人生人生 寻找最本真的愉悦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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