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文

小平写旧体诗，很见功夫。这次读他的

历史随笔，感到他另一支笔的力量。

我历来主张文无定法，不自我设限，愿意

怎样写就怎样写，能够写什么就写什么，小平

做到了，我很佩服。大凡为文写字之人，争取

写好，努力写得更好，是一个既定目标，他的

这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历史随笔《毕竟东流去》

(中国华侨出版社)，是以这样一种精神，给我

们提供那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和精准特写。前

者之视觉幅度广阔，令人叹服；后者之细节真

实可信，令人折服。

说史，尤其说清史，江山万里，辉煌帝国，

兴亡衰替，尘世沧桑，是一个大家都在涉猎的

领域，小平能够耕耘出属于自己的一块园地，

居然经营得花繁叶茂，芳菲满目，生机盎然，

自成气候，在这个很难出新，也很难出彩的领

域中，居然看到他的不同一般，别出心裁，这

实在太难得了。

当我读罢该书首卷《怒海楼船》，我就被他

笔墨震撼了。同时，也想起《世说新语·任诞》

中“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

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阮籍，由

魏入晋的那种沉沦，那份郁结，是那个太快活

的文人无法体味到的，作为汉武帝文学宠臣的

司马相如，他不可能理解什么叫作“垒块”？说

白了，“垒块”者，就是横亘在胸臆间那团不吐

不快的愤懑之气，敌忾之气。当甲午年再一轮

出现，120年过去，凡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国人，

决不会因时光荏苒而淡忘这尚未湔雪的国耻，

博学广知的小平以全球视野下的崭新角度，来

回顾这段虽然模糊，然而难忘的耻辱记忆。其

实也是当下国民心声的一种反映。“垒块”，使

得小平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熔铸

进铁和火的国仇家恨，融化着血和肉的满腔怒

火，作者的拍案而起，读者的狂潮起伏……他

不但告诉我们历史的真实，他还痛斥了一切卖

国贼、汉奸之流的污蔑和歪曲。人们常说写作

是一种冲动，是一种倾诉，当然，更是一种辩

证，一种以正视听。《怒海楼船》所以能成为这

部书的压舱石，就在于作者这份毋忘国耻，昭

雪先烈的“垒块”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小平

这样做学问，值得学习。

在这部历史随笔中，我们还读到乾隆、道

光帝、林则徐、李鸿章、张佩纶等这些熟知前

清帝臣，从不同角度所写出的不同侧面；袁世

凯、陈三立、王闿运、苏曼殊等这些清末民初

早期名流，他们在辛亥革命这场风云变幻中

的形形色色；八旗沿革、骑射养马、漕运仓储、

胡同变化等等京都故实，从中看出沧海桑田

的时代变异、社会进展；书画名家、文人韵事、

清宫轶事、秋瑾革命等等考证，一代风流，墨

香犹存；至于吃喝玩乐、逢年过节、风俗习惯、

生活趣谈等等京城风景，也让我们又回到曾

经很强大，实际很衰弱，外观挺堂皇，“内囊却

也尽上来了”的大清王朝。长许多见识的同

时，也深感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是不强

大，若是不富足，还真是难逃《怒海楼船》全军

覆没的命运。

苟且偷安，还是发奋图强。也许是这部

书提供给读者的一个思考题吧。

《吃的哲学》
[荷]安玛丽·摩尔 著

冯小旦 译

密涅瓦·上海人民出版社

吃，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活

动。而我们往往忽略的是，吃，更

是一把重启人类智慧的钥匙，一

种追问人何以为人的方式，一个

我们与其他生物、非生物密不可

分的证明。

在本书中，安玛丽·摩尔使用

了一套独特的行文方式：一段与读

者进行的理论交流，一段寻访各地

饮食的亲身经历，一段穿插在边栏

中的其他学者的民族志故事。在

理论、经历、故事的碰撞当中，我们

跟随摩尔，行走在餐馆、减肥班、实

验室和厨房餐桌等地，与阿伦特、

梅洛-庞蒂、约纳斯、列维纳斯等

思想家进行深入而活泼的对话，随时随地以“吃”来重塑我们

业已形成的关于存在、认识、行动、关联的观念。吃，让人类得

以存续，也让人类与世间万物紧密相连。

（云外）

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个很

难给出标准答案的问题。但肯定

不是“狂热”地激励孩子，本书以母

女二人的亲身经历为蓝本，以双视

角的创作方式，探讨教育的本质。

永爱——一位曾积极致力于激励

女儿的妈妈，王食欲——一位被激

励了十几年的女儿，组合搭档经历

了“坎坷又有趣”的教育之旅。学

才艺，搞学习，“偷偷摸摸”发展爱

好，考上北京四中道元班，备战北

京电影学院艺考、高考，创业，留学

等等，让王食欲踏上了比同龄人更

丰富、深刻的自我认知之旅。

她们将以一种严肃、审慎的态度来回顾既往的成长历程：

真正好的教育，应当是与孩子一同找到人生的支点，发现生活

的美好与意义。

《妈！这是我的人生》
王食欲 / 永爱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妈！这是我的人生》
王食欲 / 永爱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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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平凡的影迷》
[日]手冢治虫 著

雷丽媛 译 / 谢鹰 校订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从第一次走出大裂谷开始，人

类迁徙的步伐就不曾停止，文明多

样性也由此诞生。狩猎、采集、游

牧、躲避灾害……早期人类在自然

支配下被动迁徙，寻找生命延续的

可能；战争、宗教、殖民……在漫长

的古代史中，政治和社会力量成为

人类长途跋涉的重要原因，奠定了

现代世界的基本面貌；旅行、工作、

留学……在全球化的当下，出行的

理由变得多样，各国文化也通过移

民不断交流，碰撞出火花。

本书是移民研究领域知名学者

罗宾·科恩教授的最新作品，深刻分

析了人类迁徙过程对文明的巨大影

响。书中涉及探险、奴隶贸易、跨国

务工、流亡、战争避难等多种迁徙类型，配有超 200 幅历史图

片、迁徙轨迹图、数据分析图，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在人类

3000年迁徙轨迹中，探索文明未来的方向。

《3000年人类迁徙史》
[英]罗宾·科恩 著

扈喜林 译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

出版社

“一年看 365 部电影这个习惯，

我保持了十几年都没有改变……

这是我一边画漫画一边达成的纪

录。”手冢治虫以“漫画之神”地位

享誉世界，狂热影迷的身份却可能

少有人知。

在繁忙工作的夹缝中，他十余

年来仍保持着平均每天一部的惊人

阅片量。创刊百年的日本权威专业

杂志《电影旬报》特邀手冢治虫开设

了影评连载专栏，由此结集成书，60
篇私人观影手记尽皆体现他广博

的、对影像的见解，以及对电影无限

的爱与憧憬。

手冢眼中的伍迪·艾伦是创意

天马行空的一流“漫画家”，斯皮尔伯格站在当今电影界顶点但

高处不胜寒，迪士尼和黑泽明则是心中的偶像标杆……扎实影

史功底+观影感受锐评+脱口秀式吐槽，阅读体验堪比爽文。

温 故 而 知 今
《毕 竟 东 流 去—— 清 史 笔 记》序

春暖花开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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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民

万物皆有历史，即便是企业，无论中外、

大小，亦概莫能外。试想，作为曾经的央企负

责人，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即将到来之际，譬如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回望中国

企业的曲折来路、前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

来大势时，他会不会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他

有可能欣然命笔，将万端心绪、千般思考凝结

成书吗？答案毋庸置疑，卢纯先生的《重企强

国》《重企强国 2》即是生动例证。

出版于 2020 年 7 月的《重企强国》（清华

大学出版社）以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实现重

企强国为主线，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梳理和探

索：企业、现代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中国企

业的发展、改革与制度创新；世界一流企业

的中国需要、机遇和优势；东西方世界一流

企业案例借鉴；重企强国的中国探索。作者

一方面搜剔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由来及核

心特质，探索世界一流企业的共性和本质特

征，一方面钩沉中国企业的萌芽、新生、蝶

变，提炼出中国企业发展的主旋律——改

革，并强调“中国企业需要加快完成从‘大’

到‘强大’的二次嬗变。”

《重企强国》的封面上竖向排列了 18 个

字：“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

讨”，可以将其视为本书的副题。也许是作者

自感在《重企强国》中，对“完成从‘大’到‘强

大’的二次嬗变”的阐释意犹未尽，所以才有

了 2022 年 11 月《重企强国 2》的面世。这本

新著封面竖排的 14 个字副题：“中国企业的

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点出本书的主旨。正

如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所明示：“本书的主题是

中国企业的历史蝶变与时代跨越，选择这样

一个主题是想将中国企业的历史蝶变与时代

跨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中国企业的过去、

当下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并构成一个联系民

族历史与国家未来的连续发展整体，从中更

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企业的地位影响、功能作

用、力量贡献、全球影响和世界价值，以及应

当承担的大国企业责任并作出新的贡献。通

过中国企业的历史蝶变这一窗口，可以观察

国家百年巨变和民族百年复兴的伟大历程、

巨大成功、显著特征，以揭示成功密码和经验

启示。通过提出中国企业必须加快实现新发

展跨越的论断，预见中国将成为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最重要的自变量，将孕育改变

中国影响世界、塑造未来的大趋势、大变革、

大作为和大贡献。”前言中的这段自我明示，

从一个侧面折射着作者的历史站位、价值追

求和心心念念企业国家的襟抱。

与《重企强国》略有不同，《重企强国 2》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视线更显宏阔，对中

国企业个体的切入、引证频次更密，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兼有，精微与深入并具。

《重企强国 2》开篇即从数量规模、企业

结构、发展质量、地位角色、作用力量、本质

内涵、草根成功、全球影响等 8 个视角或层

面，勾勒出中国企业百年来嬗变的脉络、骨

骼与肌理，中国企业的生成、发展与壮大，同

时以史带论，展现了中国企业整体性质变与

系统性跃升，并详细揭示出这一历史性蝶变

的密码。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如是，企业亦如

是。企业不仅要在市场上角逐竞争，还须应

对市场之外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不难想象，当作者撰写《重企强国》时，

中美贸易战刚刚开打。当其凝神建构《重企

强国 2》时，世界时局更加严峻，新冠疫情，美

国恶劣打压中国企业、围堵中国发展，世界

经济逆全球化，供应链、产业链重置。对此,
无人不心感身受，谁又能置身事外？愈发险

恶的世界大环境下，中国企业如何担当、应

对？该有哪些作为去增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作者

在《重企强国 2》的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分

别论述中国企业的新发展跨越与时代使命、

解析实现新发展跨越的机遇挑战和战略路

径、考量中国企业蝶变与跨越的全球影响和

世界价值。其对中国企业以及世界竞争的

体认与把握，纵横捭阖间，展现了作者宏阔

视野与深厚见地，流溢着自信和定力。洋洋

洒洒数十万字，条分缕析，用力甚勤，思考、

辨析明白清晰，切中肯綮，发展路径之选择、

应对挑战谋略之施用无不与国家的发展战

略及世界大局相契合。这样的著作怎么能

不裨益于世？

裨益于世之作
——读卢纯《重企强国 2》

连日来，气温回升，春暖花开，赏花
踏青的同时，贵州省仁怀市不少市民走
进书店，阅读书籍，品味书香。

图为日前，贵州省仁怀市，西西弗书
店内市民在翻阅书籍。

陈勇 摄/视觉中国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来三亚旅游的宋先

生被一个问题难住了。每月必看的杂志《航

空知识》，几乎找遍了市区都没找到。

“市里根本没有报刊亭。找了几家书店，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杂志，还有近一半是过

刊。”宋先生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他“被迫”

打卡了几家网红书店，“拍照是挺好看，但真

正去读书的人不多。”

记者通过大众点评、高德地图等软件搜

索，三亚市现有大小书店 30余家，其中多数是

以旅游、简餐、饮品为主。随后，记者也走访

了市区的几家书刊亭，它们并不售卖报刊，只

是提供市图书馆部分图书和不到 10种报刊的

借阅。“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旅游咨询。”三亚

市解放路书刊亭的一名员工说，这里所有的

书籍需要到图书馆办卡才能借阅。 记者也在

门口看到“旅游咨询中心”“三亚市旅游信息

咨询中心汽车总站党群服务站”“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等多张牌子，显然，如此多功能的站

点与书报售卖的功能相距甚远。而这为数不

多的几家书刊亭也相互离着三四公里远。

几经询问，在海呈书店，记者在角落里的

书架上，找到了寥寥无几的杂志。仔细翻看

还有半数以上的过期杂志，甚至有 2021年的

“老古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看杂志的人

少，卖不出去还不能退，我们进货就少了。”过

期的杂志如何处理？工作人员说，“一样是原

价出售，不能打折。”

记者随后来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找遍

上下四层，也没找到两三种。“在线下买杂志

有点不好买，品类少，单一，我一般选择线上

订购。”在书店购书的市民林建豪告诉记者。

“我原来喜欢看杂志，但是市里很难买

到，所以都没有坚持看了。”市民符女士回忆，

市里路边卖报刊的亭子，早在十多年就找不

到了。“如果一定要看，估计只有去图书馆才

能查阅了。那里的种类比较多。”

“1998 年整个三亚市的书报亭都拆掉

了，现在全市一个都没有。所有的报刊订阅

只能通过订阅，由邮政送出。”三亚市邮政分

公司工作人员说，而在拆除前，全市也只有 4
家报刊亭。

“我们那边的书店、报刊亭还是有很多

书、很多报刊可以选择的。”从湖北武汉来三

亚旅游的游客孙晓浩认为，作为一座文旅名

城，全市买不到报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

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书店的布

局以及装饰很是新颖，书籍的摆放五花八

门，美观又时尚。不少年轻人在此听歌、拍

照、打卡。点上一杯咖啡，拿上一本书，成了

新的生活方式。记者观察到，书店里大量的

书籍都有不允许拆封的塑料包装，尤其是新

书、热销书，可供读者试看的并不多。也没

发现有报刊以供阅读、售卖。市民陈维建对

此也深有体会，现在在店里读书看报并不是

主流，不仅可供选择的书籍少，整个看书的

氛围不再是书香气、读书声，而是咖啡奶茶

气味、相机的按键声。

去年三亚市发布了《2022 年全民阅读工

作方案》。根据该方案要求，三亚将进一步打

造“15 分钟阅读圈”，打通读者公共阅读服务

“最后一公里”，让更多读者随时随地方便快

捷享受到阅读；推出“阅读+文创”模式，加强

与景区合作互动，助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如今，一间间网红书店看起来都很美，

但能否真正为老百姓阅读提供保障，还有待

考验。

三亚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如果连一

份报刊都买不到，显然在大力推进全民阅读

的当下，难以满足市民和游客的阅读需求。

相关部门还携手努力，让全民阅读真正惠及

百姓。

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苏墨）3 月 24 日，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

大会开幕式暨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李洱、徐则臣、唐家三

少、何常在等作家，网络文学企业代表、专家学者、部分行业代

表和新闻媒体代表近 400人参加活动。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1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

据报告，过去 10 年，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模从 24.5 亿元

增长到 267.2 亿元；作品规模从 800 余万部增长到 3200 余万

部；注册作者从 419 万人增长到 2278 万人，增长超过 4 倍；用

户从 2.3 亿人增长到 4.9 亿人；IP 营收规模从 2021 年的不足 1
亿元增长至 4 亿多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100%；海外市场

营收从 2018年的 4亿元增长到 2021年的 30亿元左右。

关于趋势与发展，中国网络文学将呈现 6 大发展态势：

提升内容精品化生产能力，仍将是产业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的

牢固基石；强化作者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势必成为企业

构建核心竞争力的不二选择；完善 IP 全链条发展，将成为企

业优化业务模式的重要手段；出海模式创新和海外传播体系

建设，必将持续深化、不断丰富；面向网络文学领域的专业评

论和评价体系，将得以较快发展和健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的行业治理，将推动形成更加清朗健康的网络生态。

大会还发布了 14部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优秀网

络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