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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民·阅读

■ 新书速递

《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

从一家小企业成长为大公司，华

为通过不断抓住机会来实现快速成

长，公司的文化和氛围对员工行为产

生重要影响。

《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得益于

作者在华为近 30 年的经历。从基层

工作岗位，到走上中层管理岗位，到华

为高管，再到被聘为华为大学客座教

授，给华为高级干部研讨班授课，作者

把自己多年的管理实践进行系统思考

和总结，形成了从思想到策略、流程、

组织以及实践之间的企业管理逻辑。

《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再现了

华为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核心文化特

征，介绍了华为的核心价值观和“以客

户为中心”的策略，同时阐述了“以客

户为中心”的策略在华为的流程和组

织上是如何落实的，进行了华为文化

传承的探索。

《65种微习惯》

萌宠导读“习惯小精灵”全程陪读，

提问 65 个启发式小问题，帮你重置习

惯，成全更好的自己；辞典设计，四色印

刷，可随手翻阅的“微习惯小辞典”。一

个人有什么样的习惯，就会有什么样的

人生。养成好习惯需要进行持久的积

极性改变。在这一过程中，你真正要依

靠的不是意志力和自控力，而是不用思

考就直接去做的下意识行为。

本书提出了“习惯冰山模型”理论，

认为在看得见的行为习惯下面还潜藏

着思维习惯和情绪习惯，只有改变了

“海面”下的隐性习惯才能改变行为习

惯，进而改变我们的人生。作者总结了

其多年来进行习惯塑造指导的实践经

验，归纳了轻松调整习惯的 65种方法，

通过鲜活的案例阐明了如何解决生活

中的“坚持不下去”“不能付诸行动”“戒

不掉”“改不了”等习惯难题。

优秀不是行为，而是一种习惯。

本书适合想养成好习惯却始终找不到

科学方法的人，教会他们用习惯重塑

自我。

在浙西南景宁畲族自治县的高山腹地大漈

乡，有一个叫梅方坪的地方是我的校友任惜春

的故乡，她生于斯长于斯，然后考上师范读书，

踏上社会又回到大漈等地教书、写作。故乡的

风土人情在她笔尖娓娓道来，几十年来她对家

乡的情缘都浓缩成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正如她

在《草木情》中所言：此生有一夙愿，在草木间置

一小木屋，周围杜鹃遍布，我愿意将我的肉体慢

慢消隐在那红艳艳的杜鹃丛中，乃至消失。

任惜春的散文集《春风惜雨》分为十个系

列，“桑梓情怀”是写她对故乡刻骨铭心的爱恋，

“至亲至情”叙写家人和亲人，“流金岁月”是儿

时的回忆，“绿野芳踪”则是走出去看世界的行

踪记录，“偶悟心得”则是她徜徉书海之中的感

悟，“如歌行板”记载着岁月静好，“烟火人间”是

对父老乡亲的描摹，“漫笔随谈”是参加文学笔

会的遐想，“征文集萃”是她参加文学创作的成

果展示，“诗画畲乡”撰写了全国唯一畲族自治

县十三个古村落的特色和变迁。一本洋洋洒洒

20 余万字的散文集《春风惜雨》，她从童年写到

知天命的如歌岁月，文思泉涌，有憧憬、有爱心、

有担当。四川省写作学会会长，著名作家、评论

家干天全读了她的散文集后说：“任惜春的散文

洋溢着暖暖春意，正如作者名字的寓意，她热爱

和珍惜生命的春天。其笔下的亲情、友情、爱情

和生活的感悟经历周而复始地四季轮回，但其

底色仍然是春天生机勃勃的亮丽。她以赤子情

怀赞美故乡和父老乡亲，以真情实感书写五味

人生，以独特感悟揭示生活真谛，文笔朴实自

然，生动优美而意蕴隽永。她的散文有着春风

化雨的魅力，让人读后增添着生活的热望和自

信。”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任惜春都是在龙泉

师范读书，她的老家在大漈，我的故乡在葛山，

两个地方相距一百多公里。那年元旦放假，我

们景宁籍的几个校友从龙泉坐客车，然后又走

了三十里的山路回家，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

我们学校有个晨曦文学社，我们学校的油印刊

物《晨曦》上我读过她写的文章，具体什么内容

都忘记了。后来在我龙泉师范那本鲜红色的毕

业纪念册上，任惜春有一段手写的寄语：“记得

初识你时是 1988年的元旦，那天，走在一条小路

上，你唱着一首歌，我表姐提醒你，说是走调了，

你却还是那么自信地接下去唱。哦，那沉着的

步伐里透着一份自信，几份固执⋯⋯因此，认为

你是有着执着追求且充满自信的男子汉，相信

这不是以偏概全，成功会属于你的。祝早日成

功！”三十多年前的留言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今

天我品读她的《春风惜雨》散文集，更能感受女

性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细腻抒情，她所描述

的乡情、亲情、友情是亲历畲乡山水与万物对话

的世界，整本书通过不同的情境和温热的叙述

议论，宛如作者敞开心扉与读者对话和沟通，当

你在品味这些散文之后心中会有更多的感慨，

令读者如赏一杯惠明茶的清香。

任惜春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女性作家，

《春风惜雨》收录她几十年来创作的 150 余篇散

文，其内容包含思亲、念人、睹物和随想，以一个

普通人的视角和情怀记录着作者对当下生活的

认知和思考。

■ 视听阅读

春色满园关不住
——读任惜春散文集《春风惜雨》

刘奕春（景宁）

《春风惜
雨》收录任惜
春几十年来
创作的150余
篇散文，她以
一个普通人
的视角和情
怀记录着作
者对当下生
活的认知和
思考。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捷克作家赫拉巴尔

最重要的代表作，酝酿二十年，三易其稿。作

者说“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写它推迟了我的死

亡”。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心灵的忧伤，文

化的忧伤。

“我伸手摸摸脸，发现全是干瘪的绿头苍

蝇，因为驱赶那些疯狂的苍蝇时，我常常使劲

拍打额头。”这就是主人公汉嘉工作了 35年的

地下室，不夸张地说，有种毛骨悚然的不适。

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 35 年的汉嘉发现了

一个喧嚣污秽却又无比宽广的世界，每日与歌

德、席勒、康德、老子、梵高等伟大的灵魂厮守

在一起，卑微又倔强地对抗着地面上的世界，

在文化迫害的年代，挽救着一部一部人类智慧

的经典。

他是渺小的，卑微的，不如一粒尘土。他

的生活里，只有自己，只有这个肮脏的地下室。

他是矛盾的，他爱书，却要以打包书籍搅

碎书籍为生。当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了如此巨

大的裂缝，那么他所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他

害怕看着自己身处的世界往坏的方向而去，却

无能为力。

故事的最后，汉嘉像结束那些书籍的生命

一样，在压力机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让人唏

嘘，却不意外，因为这就是他最好的归宿，这

就是现实本身。

因为残酷的战争，荒谬的政策，让很多书

刊印出来就直接进了废品站。没人知道书里

藏着什么，除了汉嘉。他痛心疾首，却无能为

力，只能尽自己所能加以珍视、收藏、保护。

我想，这份对文化的热爱和珍惜，这种“过于

喧嚣”的富足或许就是孤独的源头吧。

可是汉嘉说，他并不感到孤独。35 年，他

把自己深深埋在废纸堆里，深情抚摸这些美丽

典籍里的文字，体会其中人性的奥秘，领悟人

世间那生动的、愤怒的、美丽的、哀伤的、纠葛

的一切。

“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

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

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狂妄，是无限和永恒

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就喜欢我这样的

人。”

孤独是一种心灵境界，它就像一条冰凉的

虫，在汉嘉的思想里蠕动。他主宰着自己，听

任那条冰凉的虫，不屈不挠地蠕动，他已经在

孤独中汲取了最多的能量，把自己修炼到了最

顽强的样子。

人生在世，如果孤独是常态，该怎么办

呢？找到孤独的源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与之

对抗。

大部分的人，总是急切地聚会、交友、与人

分享生活，希望寻得共鸣，以此证明“我不孤

独”。然而，推杯换盏间换来的是共同的迷

惘，是虚张声势的集体自怨自艾，非但不能驱

散心灵的孤独，反而愈加空洞、稚嫩。

学会独处，才能更好地对抗孤独。你得自

己找乐趣，自己演戏给自己看，直到你离开自

己。

汉嘉的独处方式，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范本。他是幸福的，他的工作让他可以把

很多书带回家，他的家目之所及全是书，堆得

满满的，让他觉得背上仿佛背着由大大小小书

本构成的几吨重的天穹。在与哲人的不断对

话中，慢慢读懂了世界。

“⋯⋯我逐渐惊异地意识到我的工作把我

抛进了一个广大无垠、威力无边的领域。”

你看，无论何时何地，先贤的智慧都可以

帮你实现心灵的自我超越，阅读改变人生态

度。当然，独处的方式不只这一种，世事纷

繁，时光不语，只有当一切归于平静，才能收

获美丽，看见自己。

人的自己，来于孤独。

■ 读后有感

人的自己，来于孤独
陈霞（景宁）

世 事 纷
繁 ，时 光 不
语，只有当一
切归于平静，
才能收获美
丽 ，看 见 自
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