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则》 是美国著名基金公
司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的经验
之作。达利欧曾成功预测 2008
年金融危机，该书则将其白手起
家以来 40 多年的生活和工作原
则予以公开。

《原则》分“我的历程”“生
活原则”和“工作原则”三部
分。作者指出：“时间就像一条
河流，载着我们顺流而下，遇到
现实，需要决策，但我们无法停
留，也无法回避，只能以最好的
方式应对。”“我的历程”是作者
与大家分享的个人经历以及一些
失败教训。而更吸引人的应该是

“生活原则”和“工作原则”这
两个部分，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
立体阐述了生活、工作、管理原
则，其中包含 21条高原则、139
条中原则和 365条分原则，并以
此构建起以极度求真、极度透明
为基石，以创意择优为路径的评

价决策机制。
在“生活原则”中作者指

出：不要固守你对事物“应该是
什么样”的看法，这将使你无法
了解真实的情况。一个东西要

“好”，就必须符合现实的规律，
并促进整体的进化。而进化是宇
宙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唯一永恒
的东西，是一切的驱动力。作者
归纳了实现自己目标的五步流
程：设定目标、找到问题并且不
容忍问题、诊断问题、规划可以
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执行方案
要求的各项任务。

在“工作原则”中作者指
出，工作成功的必备条件就是文
化与人的高度契合，任何组织或
机构若想要正常运转，其工作原
则必须与成员的生活原则相契
合。阐述相关原则时，作者还经常
用到一些形象的比喻，如在《尝尝
汤的味道》一节中，作者说：把你
想像成厨师，菜出锅端给顾客前
先品尝汤的味道，是不是太咸或
者太淡了。管理员也要针对其所
负责的每个工作结果做这样的
事。这样的比喻，让人印象深刻。

（推荐书友：虞时中）

龚红雅

拿到《万向重心——鲁冠球和
他的中国梦》是在去年年底，周荣
新老师的女儿周箐托朋友带过来
的。新出的书还带着墨香，可作者

“周荣新”三字却打上了黑框，三
年前他绝笔作古。而此时，书中的
主人翁鲁冠球也离世不久。书，拿
在手里有些沉。一个浙江日报高级
记者，一个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
他俩该在另一个世界相约访谈了。

周荣新是余姚人，20 世纪 60
年代初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杭大中文系
开设第一届新闻专业，除了学校老
师上课外，还时常邀请省级媒体的
领导及资深编辑记者来给学生讲新
闻业务。周荣新当时已是浙江日报
的文教新闻部主任，他来到母校，
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给我们讲授

新闻采访和写作。那洪亮的声音，
生动的语言，敏锐的视角，令我记
忆犹新。在他担任省新闻研究所所
长、浙江日报副秘书长期间，应邀
多次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开新闻业
务讲座。偶尔有机会向周老师请教
业务，得到他耐心细致的帮助指
导，倍感珍惜。

他曾说“记者是时代的瞭望
者，要站在时代前面，观察和提醒
时代”。他，就是一位瞭望者。他
站在时代的前沿，敏锐地捕捉改革
开放的时代脉动，凭借扎实的文字
功底和澎湃的工作激情，写出一篇
篇充满生命张力的报告文学，为时
代留下见证。他当年写的《鲁冠球
笑谈猴子与老虎》 获中国好新闻
奖。他与江坪、陈冠柏合作采写步
鑫生的 《企业家之歌》，成为新闻
报道的典范之作。10 年前，退休
的他退而不休，挖掘出余姚王龙集
团王国军与黑龙江七台河煤矿宁波
知青李信国两个“宁波大哥”之间
的感人故事，轰动一时。而今，他
的封笔之作 《万向重心》 付梓出
版，这既是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历程的时代样本，又是作为时代瞭
望者的记者的新闻业务范例。

鲁冠球是中国著名企业家，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就成了浙江乃
至全国乡镇企业的标杆。鲁冠球以
4000 元起家，把万向从一个小铁
匠铺经营成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
领军企业，进而成为一家涵盖制
造、清洁能源、现代农业、金融服
务等多领域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
团，并完成海外并购，进入全球产
业链核心层。他是中国民营企业成
功的一个典范，用著名财经作家吴

晓波的话来说，他是“激荡年代的
常青树”。吴晓波在为 《万向重
心》写的序中，认为鲁冠球“早年
做过四件事情，在当代企业改革史
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称鲁
冠球为：最早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
企业家，最早具有质量意识的企业
家，最早具有产权意识的企业家和
最早具有阶层意识的企业家。

《万向重心》 是周荣新老师从
新闻岗位退下来后写的。他在后记
中说：“我跟踪采访万向有 30 年
了，向报纸读者讲了不少万向的故
事，但都是碎片的，没有讲过一个
完整的故事。而讲一个万向 40 多
年来不懈奋斗的完整故事，讲一个
新鲜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是我的一
个大心愿，也是不少读者的期待。”

为了了却心愿，年逾七旬的他
开始整理资料、约谈采访、组织提
炼、谋篇布局。企业家不好写，写
不好会落俗套，读之乏味，特别是
对年轻读者来说，要吸引他们的眼
球不容易。为增强可读性，他尽力
去挑有生动细节的故事，特别是幕
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尽力选新近
发生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大事，从时
间上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努力去

“接地气”，在中国农民创业“教
父”到国际范现代企业家之间充实
丰富的内涵，让鲁冠球这个人物丰
满起来。他从鲁冠球的名字写起，
一位农民，从田野升起梦想，“想
进城当个工人”；随后搞承包，经
历风雨陷阱；1985 年，第一次到
美国考察，震惊于两国之间的生产
效率的悬殊，10 年后萌发到美国

“种苹果树”的念想；2008 年，在
世界金融危机中冲浪搏击；近年

来，燃起永不熄灭的“汽车梦”、
田野里的“三农梦”以及造福员
工、造福社会的幸福梦，最终把个
人梦想融入全面小康的中国梦。

本书的后一部分有鲁冠球与读
者的互动问答，作者把整理的基调
定为“这是一位早年农民工与当今
农民工的全心沟通，这是一位自觉
成才、纵横国内外市场的博士与莘
莘学子的真诚互动，这是一位以

‘农’为荣的成功创业者对农民的
深情牵挂，这是一位常青企业家与

‘创二代’的坦诚交流。”书中充满
故事性和哲理性的叙述手法，让文
章荡气回肠。

天有不测风云。动笔后不久，
他旧病复发，住院、各种检查、手
术以及艰难的术后恢复、化疗……
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周老师断断续
续在病床上完成了初稿。2014 年
上半年，我和朋友老顾 （也是他的
老同事） 一起去浙一医院看望周老
师。他撑着虚弱的身子感慨道：

“初稿完成得差不多了，出版恐怕
等不到了。”随后，他的遗愿定格
在了 2014年 10月 20日。后来，是
女儿周箐整理书稿，完成了父亲最
后的心愿。2017 年底，周荣新倾
其人生最后心血写就的 《万向重
心》出版，几位浙报老同事和友人
还在杭州湖畔居茶楼举办了一个简
朴的首发纪念仪式。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万向重心》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
个缩影，也是一位故去的老新闻工
作者敬业精神的结晶。此时把这本
书推荐给大家，我想，远在另一个
世界的本书作者和书中的主人翁一
定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崔海波

《如花在野》 由日本花道大师
田中昭光所著，作者历时一年，遍
访山野，图文并茂地呈现四季插花
物语。田中昭光先生说：“花是靠
脚插出来的。”意思是说，要自己
出去寻花，观看花朵盛开的样子，

把它们摘回来插在花器里。跟花店
里买来的鲜花相比，在严峻的自然
环境中长出来的花，更有气势，更
加美丽。就凭这句话，我一下子迷
上了这本书，迷上了插花。《如花
在野》中的每一篇美文都配有一幅
插花图，有时候作者意犹未尽，还
会附上一首小诗。

简洁就是美。书中每一件插花
作品都非常简单，一个花器里插一
支或两支花，很少有三支以上的。比
如在第二章《初夏的色彩》里有一篇

《虎耳草》，插图是一只普通的陶罐
上插着一株虎耳草。作者说，很久以
前，村落的石垣边有成片的虎耳草，
开着很不起眼的小花，大概是小时
候看惯了吧，许久不见就会想念。插
虎耳草的陶罐是作者朋友的孩子做
的，谈不上珍贵，那小孩在烧窑时，
还不小心沾上了别的器皿的外釉。
就是这样一个花器配上一株虎耳
草，也很有情调，很有诗意。虎耳草
是我熟悉的一种野草，因其叶子的
形状像毛茸茸的老虎耳朵而得名，
在宁波乡间随处可见。《贝母花》这
一篇也让我非常惊喜，长长细细的
瓶子上插了一支贝母花。作者说，自

己非常喜爱贝母花，春色尚浅，望着
刚刚鼓起的花苞，总会翘首期待花
开的日子。估计作者对自己的这一
件插花作品非常满意，文末还附上
两句诗：尤爱贝母低低垂，浅春庭前
楚楚开。贝母是我家乡樟村的特产，
它的花从来不是昂首怒放，而是以
一种谦卑的姿态面向大地盛开。我
一直觉得贝母花是很漂亮的，因为
农事的缘故，贝母花尚未完全开放
就被农民摘掉了。外人可能会感觉
很可惜，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贝
母是一种经济作物，必须让所有养
料供应地下的块茎，以提高产量。

还有菖蒲。田中昭光说，初夏时
节，菖蒲刚刚鼓起花苞，修长的叶子
迎风摆动，用在“熏风自南来”的初
夏风炉茶席中再合适不过。菖蒲也
是我熟悉的植物，父亲的承包地里
成片种植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菖
蒲叶子似剑，有避邪的作用，所以每
到端午节，我们把菖蒲全部拔起，拿
到集市上去卖掉，以致我从未见过
菖蒲开花。在《如花在野》中，作者将
一株已经长出紫色花苞的菖蒲插在
陶碗里，风情万种。

“如花在野”的意思是：重现花

在树上开放的姿态，思考器皿与花
之间的平衡。一件赏心悦目的插花
作品，除了花朵好看，花器也是很讲
究的。田中昭光有很多古董级别的
花器，比如江户时代的香炉、镰仓时
代的大坛、平安时代的经筒等。当然
也有寻常物，在本书的开篇，作者坦
诚地说，自己从年轻时候起，每逢迎
新年之际，总会去竹林里挑选一些
竹子，做成花器，插上院子里剪来的
红梅和白山茶花，挂在墙上。从配图
中可以看到，他不是简简单单地把
花插在竹筒里，而是从两个竹节中
间抠出一个方形的“窗口”，把花插
进“窗”里，诗情画意就出来了。而竹
节处生发出来的细细长长的竹梢，
自由自在地伸展开去，作为插花作
品的组成部分，非常俏丽。作者说，
青竹插花一摆上桌，那种清冽的感
觉，对于辞旧迎新再合适不过了。
此外还有葫芦、鱼箩、酒瓶做的花
器。

古人说，深入自然方能寻花。
不必花很多的钱去买花器和花朵，
日常器皿和山野之花，只要精心构
思，用心搭配，也能让心情愉悦，
斗室生辉。

宁波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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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食享不停》

戴骏华

去年 11月，中华书局推出宁波
学人丁翔华先生所著《艺人小志》，这
距离该书的首次面世已经 70 多年
了。当年，《艺人小志》部分篇章曾在
上海《宁波公报》连载，全书收入1940
年版《蜗牛居士全集》。长期以来，学
林对此书只闻其名，难睹其容，此次
单行本的出版，堪称一大幸事！

何为艺？古时有“通五经贯六艺”
之说，其中的“六艺”为礼、乐、射、御、
书、数。丁翔华先生所处的摩登时代
又有“八艺”之称，即文学、音乐、绘
图、剧曲、建筑、雕刻、跳舞、电影。作
者认为“凡诗、文、书、画、琴、棋、篆
刻、拳剑、星相、医卜，以及其他有独
特之长者，均艺也。”该书分上、中、下
三卷，以人物为经，以掌故为纬，着重
展现了200多位大师的治艺春秋。古
往今来，有的人因传奇经历而闻名，
有的人因等身著作而显世，有的人则
兼而有之，《艺人小志》记载了许多被

后人津津乐道的大师，如陶渊明、李
白、白居易。历代为他们写的传记不
胜枚举，而丁先生力图抹平传统沟
壑，以开阔的全新视野，严谨立传，行
文一叙一议，极富见地，使后人读其
书，想见其人。

云水襟怀，松柏气节。丁翔华先
生原名祥华，字训康，号吉金、乐石，
别署蜗牛居士，世居宁波镇海丁家
山。《艺人小志》为10余位甬籍艺人立
传，若加上客居宁波的艺人，则将近
20人，以随笔的形式保存了许多乡贤
轶事，极富史料价值。许多宁波人听
过这段老话：“宁波名医真勿少，阿拉
先派四大家：外科严海葆，伤科陆银
华，内科范文虎，妇科数宋家。”而在

《艺人小志》中，就能找到甬上名医范
文虎先生的身影。范先生寓居江东，
门不悬牌，诊金特廉，善用古方，药不
过二三味，真是用药如用兵，不在众
而在精，时人誉其医理、诗文、书法为

“三绝”。先生佯狂玩世，不矜小节，人
皆以“范大糊”称之。他听了之后，没

有不高兴，反而自鸣得意。
丁翔华先生认为：“代无远近，人

无今古，有忆则记，有知则详，使艺人
芳名，传播于读者之前。”作者在书中
记叙了一段奇遇：民国丙子年（1936
年）七月十五日，丁先生乘船回乡，邻
铺有一位老翁，声若洪钟，身手健捷，
这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交谈之后，得
知老翁是镇海人洪巨川，已经 81岁
了，曾是潜水夫，能弄潮，踏浪如鸥，
水中闭气时间可达半小时，能入海底
捞取百物，多次遇险却都奇迹生还。
作者惊叹其艺之难，造诣之深。

述往事而思来者。甬上外科前辈
严一夔先生，就是宁波老话中“外科
严海葆”的父亲。《艺人小志》中的严
一夔先生，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善丝
竹、多才艺。作者还记载了一则颇具
启示意义的掌故：严一夔十分好学，
起初从事百货业，没过多久因店铺倒
闭而失业，托朋友介绍工作。朋友认
为当时“谋武易，谋文难”，问他是否
愿意当炊事员，他欣然答应，于是进

入宁波百丈街衡全油行当了火头军。
有一天，司账生病了，店里无人会干
财务工作，严先生听到大家议论，拿
着厨刀出来，称自己能做这活，并承
诺如果收到假钱或账目不平，一概由
他负责。试用之后，发现远胜司账。经
理立即决定由严先生担任司账，另外
再请厨师。后来经理在弥留之际，举
荐严先生担任经理。

今年恰逢丁翔华先生百年诞辰，
通过《艺人小志》的若干内容，我们可
以推测作者的简短生平：先生从小聪
颖，深嗜金石、书画、诗文及武术，九
岁学太极拳，寄乐于艺，会心于古。其
人文素养之建构，除了家学渊源与师
承关系外，还有自身对艺术的接纳甚
至通晓。可惜先生英年早逝，令人无
比痛惜。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沧桑世事，
千古文心，这本“以运甓习勤之意，寓
其景行行止之怀”的《艺人小志》，将
自然的写实凝结为精神的写意，意蕴
深远。

品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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徯晗

花城出版社

2017年2月

中国民企发展历程的时代样本
——周荣新和他的《万向重心》

作者还原了 20 世纪 70 年代
初的生活，与那批热血沸腾、怀揣
梦想的知青一同生活在星空下的
江汉平原上。青春与爱情是一对
缠绵悱恻的双生花，无论身处何
地，爱情总不会缺席人生最美好
的岁月。本书以四位知青张敬之、
杨柳、徐晓雯和林红缨的爱情和
经历为主线，勾勒出一段颇具人
性光辉的故事。在书中，所有的人
都是主角，每个人都可以大声喊
出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即使在
那样一个相对闭塞与阴暗的社会
环境中，也没有感到过分的压抑
和悲凉。

本书时间跨度很大，读完后
我不禁将书中的故事串联成了一

部 20 世 纪 70 年 代 至 今 的 纪 录
片，感受到岁月流金的美好与深
刻。时间正是本书的精髓，它见
证了知青与当地人的种种情感与
纠纷，还有他们的追求与梦想、
爱情与挣扎、牺牲与奋斗。作者
并没有专注于批判与揭露特定历
史时期的阴暗面，而是把笔触更
多地花在了人们的反思与救赎
上。也许生活没有办法尽如人
意，但作者还是将美好理想淋漓
尽致地渗透在字里行间。

倘若你未曾踏足江汉平原，
却想一睹鱼米之乡的风采，本书
可以说是你的不二之选。作者的
细腻不止于对情感和人性的描
绘，在民风民俗的还原与科普
上，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鲜
嫩肥美带着甜味的鲫鱼汤，松软
湿润需要穿着木屐、踩着高跷才
可以踱步前行的土壤，留在地下
瓦罐里不舍得食用的腊肉，一望
无际的江汉平原……这一切让读
者觉得很接地气。

（推荐书友：王睿）

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面
食是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的祖先
在收获了粮食以后，为了更好地
感受自然的馈赠，在面食制作方
面一直精益求精地探索前进。时
至今日，我们的面食制作沿袭了
许多古老的工艺，柔软的面团融
入了历史的记忆和一代代人的情
感。

在最早的记载中，面食是以
小麦、大麦、高粱、玉米及谷物
类为主，粗制粗吃。后来，人们
发明了石磨、石碾子等器物，开
始对粗粮进行再次加工，产生了
面粉等细粮。千百年来，面食体
现着民俗，也广泛、深刻地传达
着人们的意愿。

畅销书作家灯芯绒的新作
《面食享不停》 经过 2000万网友
的亲测，是一部既适合厨房新手

又适合面食达人的面食宝典。书
中详细介绍了 80 道深受大家喜
爱的面食，馒头、花卷、饺子、
面条……可谓吃货必备。从标题
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待美食、对待
生活的态度——“馒头天天见，
总有一款适合你”“花卷，卷起
来的幸福”“包子，包罗万象的
美味”“饺子，吃的就是家的味
道”……

有时候对一个城市的想念，
只是因为一碗面食。想起从小到
大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食就是外
婆做的手擀面。在我的记忆里，
外婆伏案擀面的样子是最深刻
的，也是最美丽的。面吃在嘴
里，劲道爽口，让人回味无穷。
这个味道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消失，它是我心灵深处的味道。

相比其他的美食书，《面食
享不停》更具有针对性，充满人
间烟火的气息，每描述一种面
食，就像在你面前展示制作工艺
一般，令人垂涎欲滴。灯芯绒用
温暖的文字告诉我们，美食犹如
人生，只要投入爱与热情，一定
能品尝到不同寻常的味道。

（推荐书友：黄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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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登书山访群贤
——读《艺人小志》有感

重现花在树上开放的姿态
——《如花在野》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