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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民·阅读

《理念(卓越组织的原动力)》

企业为什么能做强？

华为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范

围内的一个危机管理经典标本，一个

接一个的内外危机把任正非逼成了

独具风格的商业思想家。这个以强

大的思想能量和理念领导力管理企

业的人，以其卓有成效的管理实验与

管理实践启示人们：理念是一切优秀

组织的原动力。

除了华为和任正非，众多优秀企

业家和创业者的经历也证明：组织的

理念体系，决定了一个组织到底能走

多快、走多远，决定了一家企业的兴

衰存亡。

本书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哲学、

企业管理等多元视角，系统解析了理

念与组织成长的辩证逻辑，并以华为

公司为主要案例，阐述了理念在企业

文化建设、制度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与

内在机理，突出论证了“组织的理念

发育和成熟于危机”这一命题，以期

让更多企业家和管理者真正认识到

理念之于组织命运的独特价值。

■ 新书速递

《小米创业思考》

雷军首部商业思考作品，小米方

法论内部工具书，完整解析创办和经

营小米的商业思考。

雷军系统梳理 30 年创业心法和

经营哲学，深度复盘“小米模式”，认

为取得持续成功的核心在于只干了

一件事：坚持“互联网+制造”路线，推

动效率革命，实现用户利益和经济效

率的最大化。

雷军在书中首度全面公开包括

三大铁律、七字诀、高效率模型、爆品

模式、生态链要素等，涉及管理、投

资、工作等多维度经验，为创业者和

管理者提供借鉴和指导，也可以为普

通人提供持续精进的头部思维。

如果你是管理者，本书为你梳理

中国企业的成长逻辑和管理经验；如

果你是创业者，本书将帮你看清技术

和商业的趋势，把握增长机遇；如果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将学到可用于

生活、工作方方面面的思维和方法，

并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偶得了杨绛先生的一本书《我们仨》。

起初只是在书店半价的折扣架上看到，

想起布置学生的寒假作业有品读《围城》，便

不觉惭愧，自己是个对杨绛与钱钟书知之甚

少的“半瓶子水老师”，便果断买下决定给自

己也布置一个寒假作业。

读的第一遍，着实摸不到头脑，只觉这是

个啰啰嗦嗦的老太太，回忆了许多与丈夫、女

儿之间的琐事，做饭、读书、生病、陪伴，还有

数不清的梦境。浏览完毕后，上网查阅了相

关背景资料，才发现，原来许多细节都被我忽

略了。这个 102岁的老太太先后送走了女儿

钱瑗、丈夫钱钟书。她笔下那些快乐而艰难、

爱与痛的日子，都深深地化在了梦境里，也带

去了另一个世界与家人团圆。

再选读第二遍，我却读出了字字酸楚，至

于有书评写“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我

大概是阅历尚浅，感触不深。每每读到“我脚

软头晕，成了风能吹倒的人”“我现在出门，路

都不认识了，车也不会乘了，十足的饭桶了”

“我自觉惭愧，只有我是个多余”这样的字眼，

一个满头银发、穿着朴素，倚靠在自家窗台望

着丈夫女儿归途的老太太形象便浮现在我眼

前，真想上前为她披件外套，扶她到藤椅上坐

下。这是个太善解人意又温文善良的老人，

对当下的生活不曾抱怨，只是满心惦记丈夫

日益减弱的身体、暂别后是否孤单，惦记女儿

备课、改试卷、编教材繁琐工作下腰上的毛

病，她却不诉说无依傍的担忧，扛下孤独。梦

境里每每出现的画面，也必定是担忧她的至

亲。我在想，这不就是我母亲日后的样子。

饭后之余，我给五百公里以外的母亲去

了个电话，骗她说，昨晚梦见了。没想到，她

一下子激动起来，“真的呀，我昨天晚上也梦

到你了。昨天夜里不是雨很大嘛，我一直想

雨这么大，你第一次高速开这么久，会不会不

安全，就一直看新闻，很晚才睡着，后来就梦

到你在开车了……”我细细地听着，母亲一会

担心地直叫“哎呦”，一会又为自己的料事如

神窃喜，真是个极好的“配音演员”。想起以

前母亲和我啰嗦起她的梦，我毫无耐心，一会

便要扯开话题。但至此，却是再也不会了。

我曾经想过，等我长大了，等我有钱了，

就带她去旅游，给她买她舍不得买的衣服包

包。渐渐才发现，我长大了，工作了，没时间

了，烦恼多了，花钱的地方还是需要她来贴补

的。这些诺言是等不来了。我想我现在能做

的，就是比她对我更耐心，去听完她的每一个

梦。

■ 读后有感

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沈秋芳（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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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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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而艰难、爱
与痛的日子，
都深深地化在
了梦境里，也
带去了另一个
世界与家人团
圆。

乡土诗源于乡村生活，又为现代生活所

观照。乡土诗写作从源头追溯，具有“质朴自

然、清新灵动”特性。当乡土诗写作发展到今

天，更多的现代诗元素融入，进一步拓展乡土

诗创作视域，极大丰富了其内涵。乡土诗以

“乡土”作为承载体，而蕴涵在乡土之上的则

是诗人之于生活乃至生命的深层次挖掘。

诗人洪峰近些年致力于乡土诗的写作探

索，将一颗跳动的心依附在自然之中，泥土之

上。在他笔下，一草一木，一村一镇，是有温

度的，因为，在他眼里，无论颓败还是葱茏，这

存在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洪峰在题记中

说：“许多与我同样卑微的生命/在这片紧靠

瓯江的土地里成长、腐烂，再成长/让生命周

而复始，让歌唱从未停歇”。是生命，构筑着

“乡土”博大的内涵，也是生命，赋予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及其深藏其间的无穷无尽的隐秘。

我能从《在那些村》中找寻到洪峰乡村诗

写的多维性。他的诗写不是简单的平面呈

现，而是“物像”与“心像”的有机融合，在精神

层面上凸显立面效果。与当下众多的乡土诗

相比，洪峰的写作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他

的书写支撑点不仅仅是情怀、热爱，还是一种

捕捉、考量，一种拨开“迷雾”的追寻和开启。

这组诗具备如是几个特点：

敬畏之心根植乡土，真情源自热爱。一

个诗人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带入，那他笔下的

作品必然是苍白的。洪峰对乡土不一样的情

愫令他的作品处处彰显爱的波澜，“像给山野

铺上一层金黄的地毯”。

以点及面，细节辉映生活。在这里，洪峰

的情感是蛰伏的，让眼中的“存在物”开口说

话，其切入点在于“细节”。如何用活细节，诗

人深谙其道。“这些曾经耗尽村民一生梦想和

荣耀的守卫者/如今已经纷纷老去，上面爬满

绿苔和蚂蚁”。只有用活了细节，作品才见张

力。

当下性写作，叙写时代变迁。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乡村也不例外。在洪峰

诗中，点点滴滴都散发当下气息，是时代赋予

了创作的源泉，也是时代赋予了他作品真实

的力量。“四月的均益，屋内依然生着火盆/春
寒和湿度被挡在屋外/寻找瓦屋的人，在用心

寻找/生活的温度”。

借壳生蛋，为作品“扩容”。在洪峰很多

诗中，他的表现是繁复的，善于“借壳生蛋”，

乡村只不过成其更多意义指向的路径，他最

终要抵达的诗的内核，是客观世界折射在他

心灵深处的光照，是“物像”与“心像”在生命

旅程中的碰撞。因而，他所写的村庄是村庄，

又不仅仅是村庄，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

一个时代。好的乡土诗，落脚点终归在于

“人”，有“人”介入，才有广度和深度。

从乡土诗审美价值看，如何面对日趋陌

生化的“乡土”，去营建理想乡土，追求终极价

值，并在关注乡土现实的写作中，去寻找新的

精神家园，这无疑是每一个乡土诗写作者必

须直面的新课题。时代发生变化，乡村也在

发 生 着 变 化 ，不 变 的 只 能 是 乡 村 永 远 的

“魂”。我们将当下的乡土诗归结于“新乡土

诗”，这个“新”里容纳的不仅是表现视角、取

材和形式的变化，更在于时代更迭中的乡村

内涵已随之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一个乡土

诗作者首先是一个发现者，一个思考者。洪

峰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现者、思考者。在他的

创作实践中，我们总能读到一些乡村物事的

“潜移默化”。而正是这些变化，构筑着新乡

土诗写作的根基。

新的生活呼唤乡土诗,伟大的时代呼唤

乡土诗。愿洪峰永葆诗心，在乡土诗写作之

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好。

■ 读书沙龙

用一颗诗心，为乡村立魂
——读洪峰《在那些村》

流泉（市直）

诗人洪
峰近些年致力
于乡土诗的写
作探索，将一
颗跳动的心依
附在自然之
中 ，泥 土 之
上。在他笔
下，一草一木，
一村一镇，是
有温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