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到培养格局的现实路径
□刘小兵

生活当中品评一个人，总少不
了提到两个字——格局。格局不仅
反映出一个人的气量和胸襟，还可
从中窥察出其做事的态度、方法，
进而影响到做某件事时的效率和效
果。身处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无处
不在。一个人一个企业面临重重压
力，在应对各方面挑战时，有无格
局，格局是大还是小，显得越来越
重要。格局，需要学习，需要沉
淀，也需要培养和造就。在吴军新
作 《格局》（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
11 月出版） 一书里，这位硅谷投资
人、文津图书奖得主，结合自身管
理实践，通过大量鲜活的事例，就
如何培养和提升格局，提出了自己
的真知灼见，系统总结出快速提升
格局的五步法，即认清位置、找准

方向、找对方法、加快步伐、把握
节奏。

吴军从处世、生活、心智等多重
维度，就如何脱离琐碎，如何从日常
的忙碌无序中理清头绪，找到一条
培养格局的现实路径，展开了层层
论述。作者认为，有敬畏心，知道哪
些事情可为，哪些事情不可为，这是
奠定格局的第一步。真正的格局，
不是好高骛远的夸夸其谈，也不是
情感冲动下的意气用事，而是做人
有底线，做人有边界，珍爱世间生
灵，遵从人类美好道德，“只有敬畏
这 样 的 力 量 ，我 们 才 能 把 事 情 做
好。”作者把修行与格局紧密联系在
一起，让人在寻常的生活当中，通过
强化自身的品德修养，找到培养格
局的方法和手段。

格局有大有小，如何在提升视
野、开拓胸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

我们的格局？吴军主张，突破定势
思维，不要在拾人牙慧中亦步亦
趋。虽然学历、知识结构、人生经
验会影响到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但
要真正拥有一种大格局观，在山重
水复疑无路中迎来柳暗花明的至

境，则还需要多谋而善断。也就是
说，既要懂得坚持，更要在纷繁多
变的局势下，学会放弃。格局的养
成和提升，不是一夜之功，唯有认
清自己，找准自己努力的方向，做
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懂得顺势
而为者，才能在功成事遂中，让自
己的格局得到快速提升，成为人生
和事业的赢家。企业也是如此，在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中，每一步的成长，每一次的蜕
变，其实都离不开格局的培养和造
就。纵观那些百年老店、世界知名
企业，它们总是能在另辟蹊径和创
新求变中，找到一条发展壮大之
路。是宏大的格局，成就了它们。
这种格局，既体现在对品质的永恒
追求中，更体现在它们诚实守信、
服务社会的庄严承诺里。格局，能
提升人的境界；格局，能让企业走

得更加高远。
在吴军看来，提升格局的最终

目的，是获得重复的成功和可叠加
式的进步。他强调说，无论是个体
的人还是经营有方的企业，要实现
这种愿景，还要学会做减法。正如
优秀的网球运动员把球发得又刁钻
又精准一样，成功的背后，是穷一
生毕一事的专一。企业亦然，越是
声名显赫的大企业、大公司，越是
能聚焦优势，在行业竞争中，做到
长盛不衰，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培养和提升格局，并非高不可
攀。吴军在书中所提到的五步法，
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更多
的疑难，还需要在实践中去灵活把
握，将鲜活的理论融入具体的生活
工作当中，融入火热的事业追求中，
虚功实做，久久为功，就能在删繁就
简中，提升格局，持续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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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文学的嬗变与应对

探寻温暖的精神家园 ——评蒋韵《你好，安娜》

□邓 勤

“任何时候看去，村庄里散乱
的院落、院落里的房舍，与四围的

景致搭配得浑然一体，没有雕琢的
痕迹。起到色调过渡作用的，我认
为是那些瓦，青瓦。它们被青的
山，绿的树环合拥抱，就像是一种
没有异议的必然，与白的雪霜、黄
的土地、秃顶的树木站在一起，也
浑然天成，宛若一幅人间水墨画
卷 。” 这 是 甘 肃 作 家 李 新 立 新 作

《村野的温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9 年 7 月出版） 中的一段描
述。作者在不经意间发现延续千年
的青瓦已经被各种机制瓦、彩钢瓦
占领后，蓦然明白还是青瓦绿痕更
符合乡村的特质。

其实作者的担忧并非没有道
理，村庄房舍上的青瓦也无一例外
地换成了各种机制瓦，甚而就是钢
筋混凝土的现浇屋顶。而在三四十
年前，大地上矗立的还是清一色的

土墙茅屋，能够住上一院红砖青瓦
房，已经算是大户人家了。红砖青
瓦以及与此伴生的鸡鸣犬吠、瓜棚
豆架，就是曾经熟悉的乡野味道。
而今，这些物事或场景早已消失殆
尽，我们期待乡村能留住那些原生
态的环境、文化和生活方式，使得
灵魂和乡愁有所归依。

李新立作为打工者，背井离乡
的经历让他笔下流泻出的文字充满
了对故乡的思念、回忆以及爱与愁
绪。写作多年的他，生活是坎坷
的，但这坎坷反过来却成为他写作
的难得养分和驱动力。李新立说：

“我在行走中以文字怀念和感知家
乡的温热与赠予。想必，大家对故
乡的留恋与回望，温暖与感恩，心
痛与祈愿，和我几乎一样吧！”诚
哉斯言。作者用缠绕思念的笔墨书

写家乡的草木人情，以赤诚纯粹之
心感恩家乡的温情赠予。这就是尽
管他描述的都是甘肃村野的过往，
却能让无数读者产生共鸣的原因
所在。

《村野的温度》 分为“屋檐的
梦痕”“时光的流沙”“村野的歌
唱”三辑，收录了 《青瓦绿痕》 等
31 篇散文。作者从乡村的物质和非
物质两个方面，回溯过往，在徐缓
流淌的文字中刻画了六盘山下甘肃
村庄的往昔岁月。他的文字，有对
尘世冷暖的悉心体悟，有悲悯，有
深思，有发现。他的语言不喧哗，
不机巧，质朴无华，却深入表达了
他对世界的理解、包容和热爱。我
们从中既可倾听个人心灵的私语，
又可与时代的足音和地域的风情相
遇。故乡的山水、草木鸟雀、人、

民俗文化、吃食、四季等都被容纳
进李新立所构建的回忆乡土里，融
化在他优美而质朴的文字中。

李新立的创作更接近乡村生活
的内核，从容，节制，在缓慢的光
影中折射出村庄的疼痛与质感。从
品质上来说，我更确认这是一种灵
魂的追随，以及对乡土深沉的歌
吟。在 《青瓦绿痕》 中，作者谈到
了传统制瓦的工序、青瓦和机制瓦
的区别、建房的过程以及瓦上的苔
藓。“天色暗了下去，狂风乍起⋯⋯
雨点，似乎很重，先是几颗，在青
瓦上‘啪啪’地摔碎，接着，一串
串的雨珠，发出哗哩哗啦的声音，
与青瓦合奏似的。”这样栩栩如生
的描述，如果没有乡村生活的长期
体验和细致观察，是根本表达不出
来的。

追随大地的流韵与歌吟

□钟 芳

“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在中国
的传统文化中，数
字是非常重要的语
言，有了数字，就
如同有了普罗米修
斯的火种，文明由
此滋生、蔓延、发
展。中华文明数千
年，除了用于计算
之外，数字的意义
由原来表示纯粹的
数目和数量发展演
绎出多种语义。著
名学者、中央党校
教授钟国兴的 《中
华文化密码》（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2019 年 10 月 出
版） 深度挖掘从零
至九这十个数字背
后的文化秘密，阐
释其在中华文化中
的丰富内涵，解析
中华文化所独有的
思维方法，让读者
以全新的视角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畅
游 于 中 华 文 明 的
长河。

本书是作者十
年心血的结晶，全
书共分为十章，从
零开始，按照数字
顺序讲解其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特定、
丰富的含义。与一
般书籍不同的是，
这本书的章节排列
非 常 有 特 色 ， 从

“第 0 章，无中生
有”开始，除了更
符合中华文化的逻
辑，也可以看出作
者对中华文化理解
的独到。书中还附
有近百幅作者个人
书法作品，意境独
特，既可以欣赏品
味，也有助于理解
书中的内容。

钟国兴认为，
人类社会的文化灿
若 繁 星 、 多 姿 多
彩，根源在于其信
息的排列方式、表达方式不同。因此，
从这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入手，就可以对
不同的文化进行解读。在不同的民族
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逻辑，而这些
逻辑背后又有信息的排列组合方式和表
达方式上的基本规则，这就形成了不同
民族自己的“密码本”。这个“密码
本”，是在文化发展中不断演化而出现
的，是人们为了文化本身便于理解和把
握，对其逻辑顺序不断进行整理和概括
而形成的。

那么什么是中华文化的“密码本”？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糟粕和误区？
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又是什么呢？作者
认为，零至九这十个数字是中国人思维
的“ 密 码 本 ”，也 是 中 华 文 化 的“ 密 码
本”。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世界是从什么
都没有开始的，也就是从无开始的，世界
万物是从无演化生成的，这就是所谓“有
生于无”。道家讲无，佛家讲空，其实空
也就是无。空、无用数字来表示就是
零。因此也可以说，零是中国哲人认定
的世界本原，零是中华文化世界观的根
本，是中华哲学之根。零在中华文化中
具有特殊的意义。不知道这一点，就不
可能从根本上认识中华文化。

作者在书中还指出，西方文化最根
本的数字是一，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归结
为一个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东西，并且这
个东西又不被其他东西所决定。而中华
文化最根本的数字是零。这是东西方文
化之根的最大区别。中华文化的“密码
本”比较复杂，从零开始，每个数字都
分别被赋予丰富的含义，这是理解中华
文化的钥匙。用这一串钥匙，就可以连
续打开中华文化宝藏的一层层大门。

我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此书读
罢，能让我们明白数字在传统文化中的
意义和价值，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
厚积淀和独特魅力，从而涵养中国精
神，滋润现代人生。

解密中华文化的钥匙
—

—

评钟国兴

《中华文化密码

》

□周思明

新媒体时代文学发生的嬗变，
为作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
何应对这种嬗变？笔者以为，作家
首先要关注生活的改变及由此带来
的文化新态势。

对作家而言，阅读是自我素质
提升不可或缺的手段和途径。新媒
体的出现带动了全民阅读，改变了
国人的阅读生态。据统计，中国有
七八亿人通过社交媒体，比如手机
微信进行阅读，而在新媒体平台写
作的人也不在少数。全民阅读的推
进无形中提升了作家写作的标准和
难度。

目前，网络文学不断升温，已成
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
一位学者指出的，“网络文学和严肃

文学一样，也可对人的存在本身做
出思考”。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目前的网络文学仍不免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许多作品仍未逃脱功利
化、浅俗化的樊笼，我们大可不必担
心大众因为阅读太多新媒体文学而
排斥严肃文学。传统文学作家应该
汲取网络作家的优长，以高质量的
创作对受众进行有效的美学素质教
育和经典文学滋养，从而祛除大众
阅读中粗鄙化、泛娱乐化的弊病，让
新媒体技术为严肃文学的创作、传
播、阅读鸣锣开道、铺路架桥，从而
起到正面引领的价值导向作用。

面对风云巨变的新媒体时代，
作家既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
力与韧性，也要有“坐地日行八万
里”的紧迫感，为铸造新时代“人的
灵魂”做出与时俱进的努力，倾心打
造更多精品力作乃至文学经典。文
学佳作可以让阅读慢下来，这正是
严肃文学的价值所在。虽然电子书
取代纸质图书，就如当初纸质图书
取代书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即

便使用手机阅读，也并不影响经典
作品世世代代延传下去。

广西作家东西曾经说过，警惕
媒体，又离不开媒体。新媒体时代，
作家离不开媒体提供的经验，甚至
在 写 作 时 常 常 需 要 参 考“ 二 手 经
验”，从而对“一手经验”进行有益的
补充。然而在面对新媒体海量的信
息时，作家又必须学会使用“减法”，
要在信息与作品之间设立一道过滤
的工序，这是作家需要拥有的化学
反应能力和素质。事实上，这个反
应过程就是写作过程，真善美被保
留，假恶丑被摒弃。经由作家的心
灵检测与过滤，人们就能从文学作
品中读到真正的中国故事、中国经
验。这也正是新媒体时代作家依然
活跃的原因所在。如果作家失去灵
魂引导，放弃高远的精神追问，丧失
资源开采能力，那就有可能永远触
摸不到生活与历史的真实，一本本
砖头似的长篇小说、散文集作品所
呈现的，也许就都成为了经验的表
皮，或者说是水货、赝品、伪经验。

不管写作者是否承认，新媒体
时代的文学，严肃的也好，网络的也
好，其他形态的也好，已然不再单
纯。文学作为精神产品、文化资源，
甚至是文化商品，已经被纳入商业
价值生产链条中。即便是严肃文
学 ，不 也 得 通 过 市 场 进 入 受 众 视
野吗？

所以，新媒体时代，文学的多元
化甚至产业化，使得竞争的格局越来
越明显。新媒体为文学的生产与消
费提供了新的平台。然而，各种各样
的文学类型在新媒体时代得以迅猛
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它们各自的短
板与局限。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让中
国迅速进入全民写作时代，无门槛的
写作首先带来文学作品数量的激
增。然而门槛的拆除不光意味着文
学生产力的解放，同时也在不经意中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产生了令人始料
未及的负面影响。通过对新媒体时
代文学发展态势的分析，我们可以发
现，当在严肃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找
到一个平衡点时，文学新的通途就慢

慢显现出来，文学得以继续发挥“载
道”功能，并将以新的面貌在当代文
学史上闪耀光辉。

置身新媒体时代的作家们，亟
须要做的是打破多媒体之间的壁垒
和桎梏，多向“左邻右舍”学习，取人
之长补己之短；不拘泥于媒体形式，
更重视内容本身；多与我们生活的
这块土地亲密接触，多与人民群众
亲密接触，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与近百年来的现代文化；不可拘泥
于个人意志、一己情趣，不要陶醉于
玄幻、仙侠等类型创作，而是要拓展
文化视野，写出更多反映国家意志
和民众诉求的文学作品，切实做到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也应相
互学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
为灵活。更重要的是，要赋予作品
更多、更深、更广的文化内涵，为读
者奉献更多现实的、直击心灵的作
品，培育广大受众求真、向善、寻美
的品质。

□王红霞

蒋韵新作《你好，安娜》（花城出
版社 2019 年 9 月出版）被称作一代
人的青春之书，呈现了一代知识青
年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人性善恶
的抉择面前如何找寻自我和坚守信
仰的过程。罗·勃朗宁说，爱情、希
望、恐惧和信仰构成了人性，它们是
人性的标志和特征。蒋韵在小说中
借助这些元素，为我们建构了丰满
的人性图式。作为一本献给母亲的
书，小说还承载了对上一辈人逝去
岁月的寄语和对其如火“旅途”的
致意。

全书分为“天国的葡萄园”和
“玛娜”两部分，作者在上篇以纯净、
节制的语言追述了四十年前一代青
年的成长记忆，故事主要围绕素心、
三美、安娜以及彭承畴等人因父辈

之间的关系而发生的友情、爱情展
开。细读发现作者的眼光并没有止
步于此，而是将人性的叩问、时代的
思考和隐秘情感的洞悉等同时置于
文本书写中，开拓了小说的审美表
现空间。下篇则将视角聚焦于四十
年后，着重对人物久别重逢后的心
灵状态进行捕捉，表现人物对回不
去的青葱岁月的感慨和追忆，以及
用过来人的身份与自身和所处现实
世界和解的过程。

书名《你好，安娜》来自小说中
一个少女的名字“安娜”，她敏感多
思，热爱文学艺术又多病多情，小说
中多次提到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安
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这不免引
起人们的联想。小说中的少女安娜
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尽管所处的
时代和境遇不同，但对待情感的态
度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可

以为了“渥伦斯基”付出生命。托尔
斯泰在进行《安娜·卡列尼娜》的构
想时，曾想把安娜塑造成一个堕落
的女人，可是在创作的时候，他对笔

下安娜的形象产生了同情，于是改
变了初衷，才有了如今性格丰满完
整的安娜形象。而蒋韵在小说最后
让安娜“复活”，可以说是对托翁的
一种遥远呼应，以悲悯的情怀去体
谅 笔 下 的 人 和 事 ，由 衷 地 向 安 娜
问好。

小说中物象的设置也颇具特
点，最重要的便是那本神秘、充满诱
惑的黑色羊皮笔记本。它在四十年
前的出现给主人公素心、安娜的生
活带来了巨大的震颤和变动，她们
心中对彭承畴含蓄而热烈的爱慕同
这个笔记本奇异地融为一体，笔记
本被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所在，为
此她们都付出了沉重代价。笔记本
的最初守护者——少女安娜，因丢
失了恋人彭承畴珍贵的黑色羊皮笔
记本而自责不已，最终选择用生命
换取对恋人承诺的坚守。而素心为

了保护笔记本更是丢失了贞洁，当
羊皮笔记本再次现身的时候，早已
时过境迁，可当初素心隐藏笔记本
犯下的错误，却成了心中永远隐隐
作痛的伤疤。

小说中出现的众多女性形象
大多是浪漫、美丽的化身，有着炽
热的青春理想，尽管在年少时期出
于懵懂或私心而有意无意地伤害
了他人和自己，但经由时间长河的
洗 涤 ，持 续 不 断 地 审 问 和 反 思 自
己，最终都完成了人格上的自我救
赎。张爱玲曾说，因为懂得，所以
慈悲。蒋韵以其敏锐的神经打量
着大时代背景下普通青年男女的
隐秘悲欢，体现了对人物的悲悯情
怀和对生活的真挚解读。《你好，安
娜》站在人性关怀的立场上，直抵
人类生命经验深层，为我们探寻真
正的精神家园提供了温暖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