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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民·阅读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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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纪年》

《起初·纪年》是四卷本长篇小说

《起初》中的一卷。王朔以我们熟知

的历史为出发点，将自己的情感与思

想安放其中，凭借丰富的想象力，讲

述了从汉武帝亲政到去世为止五十

多年的人生，以及生活在他的时代的

众多立体饱满的人物。李广、李陵、

司马迁、苏武、张骞、司马相如等各自

跌宕起伏又彼此交织的经历，汇成群

星璀璨的故事之网。一场大梦，有嬉

皮笑脸，也有荡气回肠。

本书取材于《资治通鉴》《汉书》

《史记》所载汉武旧事。历史就是故

事。历史景观自有其深远和无垠，一

旦进入有特别大的身不由己，有些视

角不容遮蔽，走着走着就在故事之外

上千年。这是一代帝王的故事，但归

根结底，是人的故事。

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我读了三次，第

一次读的是红色封面版，当时只看了一半，因为

要外出学习，匆匆还给了人家。只觉得文字很

朴素，故事很真实。第二次看的是连续剧，讲话

都带有陕北方言，演得很精彩，意犹未尽，就买

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白皮封面三本

版，开始了第三次阅读。看完全书，让我深切感

受到了人间的真、善、美。

《平凡的世界》文字描述很真实。因为穷，

孙少平只能等同学们都打完饭，最后一个去，这

样可以喝到一点菜汤，配吃黑馍馍；孙少平读中

学时没穿过衬衫，冬夏一件灰布制服；一双鞋

子，哥弟俩轮流穿；住不起房，一家三代挤一个

破窑，放假回家还要到邻居家借住；甚至孙少安

结婚时婚房都是由猪圈改造的。

虽然大家都很苦，但却处处体现出大家庭

的温暖、真情和友善，兄弟手足之情、同学之情、

师生之情、干群之情，互助互爱，让人感动泪

奔。孙少平正是这种善良的受益者，也是这种

善良的践行者。家里为供其读书，省吃俭用，哥

哥孙少安还因此辍学务农。金波也时常接济

他，上下学共骑一辆自行车。田晓霞把家里书、

报纸都借给他看。这些熏陶了孙少平善良、勇

敢、正义的品德，在外出劳动突发洪水时，他不

假思索地下河救人；在工地放土炮时，看到有人

不听指挥，进入危险区，就奋不顾身地冲出去阻

挡，救了那人性命；在煤矿开采时，为救工友而

受伤破相。田晓霞热情、勇敢、善良，在突发洪

水大灾面前，主动请缨，上前线报道，为救落水

小女孩不幸牺牲。身为市委书记的田福军，为

了老区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敢于为民请命，实事

求是，坚持真理。这种公而忘私的大爱，在书中

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孙少安在自己富了以后，

没忘记为村里做事，给大伙谋幸福。善也体现

在一家人对奶奶的孝顺上，每次外出回家，都会

给奶奶买眼药水、买糕点，“吃饭时会把很稀的

稀饭里尽量捞起米饭来给奶奶吃”。

小说写贫苦、写善良只是一种铺垫，是为了

更好地展现人民在困苦时期互助互爱的人性之

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奋力拼搏的创业之美，这

是作者真心赞美和深切期盼所在，相信好人会

有好报。后期，生活开始越来越美好，住上了宽

敞的新窑，吃上了白馍馍和猪肉。孩子们不但

读上了书，还上了大学。小说以这样一段文字

结束整个故事，也表达了作者满怀希望的心声。

如今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小说所反

映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困难现象已不

复存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农村贫困问题。美丽的新农村展现在世人

面前，到处是红砖碧瓦小洋楼，绿水青山锦绣

地，结婚时房子、小汽车、电脑、家用电器已成标

配。

《平凡的世界》和它的励志精神是永恒的，

是一曲用真、善、美谱成的时代之歌，无愧于“茅

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

■ 读后有感

用真善美谱成的一曲时代之歌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兰祝飚（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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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这是宋代辛

弃疾写的《清平乐·村居》首句，白描景象，生机

盎然。我阅读赵宗彪的《山河故人》，此书用的

也是白描手法，展示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江

南农家生活图景。全书以 110多篇各自独立的

短篇和 110 多幅画组成，所有短篇集合于作者

的意图，一是“对山河故人表示敬意”，二是“希

望后辈人了解根之所在”，三是“借着回忆让自

己来一次精神上的回乡”。

作为读者，我很快就感受到那片土地上农

家的生活情绪。其中《兴家山道班》说到农民对

道班工作的羡慕，具体两条:一、因为他们都是

吃国家米饭的人，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旱涝保

收。扫马路的时候，也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比许

多农民过年时穿得都要好。二、另一个好处是，

他们在马路上，对客车有招手即停的特权，他们

随时可以上车，还免费。光凭后一条，就让很多

人动心。分析简明，把农家汉那点小心思刻划

得淋漓尽致。另一篇《街头站》对农户出行的习

惯和见闻描述十分到位。村里有拖拉机，如果

去县城，车上肯定站满了人，多到挤不下。如果

拉了柴草什么的，上面捆柴的绳索上肯定也会

挂着很多身手矫健的小伙子，如杂技团的演员

一样。到了上坡时，人太多，压得拖拉机拉不动

了，司机会停下来，哀求大家暂时先下来，等上

坡后再让大家上。往往是，等上了坡，司机就加

大油门，冒着黑烟，突突突地加速跑了，丢下一

群上当者跳脚大骂。当然，如果是本村人搭乘，

肯定不敢如此。拖拉机手的家里，一年四季有

吃不完的果蔬，都是搭车的村民所送的福利。

文章高手，总是化繁为简。书中叙事抒情，

往往寥寥数语。对于人之常情的描写，时常出

现大家心中有而笔下无的情感流露，有的令人

忍俊不禁。没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对生活缺乏

体会和认知，恐怕难以做到。

《山河故人》所用素材，有不少属于大题材，

譬如唐诗之路、寒山隐居、徐霞客游记等等。还

有许多是“边角料”，一些生活中的琐碎，让作者

那么一裁剪，加上与大题材一结合，便有了沧海

桑田般的感受。作者以史笔写故乡，冷静而准

确。作者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

那片田园风光，那些故人性情，深深地融入其思

维中，表达相应思想观念可谓得心应手。水井，

石桥，官道，路廊，雷马溪，杨家溪，写着写着冒

出一句特别有分量的话，比如“农耕时代确实已

经过去了”“苦难给予人的不可能是文明”……

笔锋切口小而讲明的道理却有史话般的能量。

我因支教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户生活多少有点

了解，《山河故人》里的描述或似曾相识，或感同

身受，很喜欢这种读起来轻轻松松又如数家珍

的文章。

《山河故人》全书分五大部分，分别为地理

志、人物志、风土志、田野志和少年志。这是一

本图文并茂的书，文字生动幽默，图画风趣夸

张，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作者与上个世纪那故

乡山水田园对话，与父老乡亲对话，与乡间出现

的各种人物和事情对话，也是与自己以及广大

读者对话。作为一个知名的杂文家，作者描写

的是过去，着眼的是当下，思考的是未来。

《山河故人》中特别抒情又耐人寻味的一句

话是，从钱塘江畔到天台山，风走了八千里，而

高铁，不过一小时。

这本书，值得一读。

■ 读后有感

以史笔描画江南田园
——读赵宗彪回忆录《山河故人》

雷达（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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