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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 道 理 ：分 寸 之 间》

是 地 产 界 思 想 家 、商 界 哲
人 、畅 销 书《野 蛮 生 长》

《理 想 丰 满》《行 在 宽 处》
作 者 冯 仑 的 新 作 。 冯 仑
集 数 十 年 人 生 感 喟 与 商
界 经 验 ，在 书 中 以 独 具 冯
氏 特 色 的 劲 爆 、麻 辣 而 深
刻的“冯子论语”为基础，
浅 入 深 出 谈 论 理 想 、人
生 、圈 子 、地 产 、创 业 、金
钱 等 ，与 商 界 精 英 们 纵 论
房 产 江 湖 ，分 享 商 道 秘
笈 ；与 年 轻 人 漫 谈 理 想 人
生，闲话分寸之间。

编辑推荐：
演讲不是模仿别人，而是成就自

我。抛弃演讲套路，学会掌控自如、打动
别人的影响力艺术，重塑更好的自己。
或许你听过了很多场演讲，或许你看过
了无数演讲书籍，或许你久经沙场不再
畏惧演讲台，但——你是否了解商务演
讲？你是否真正明白演讲的价值？你
又是否知道自己所能创造的影响力？

在《演讲的本质》一书中，马丁·纽
曼和郑燕娓娓道来，向你讲述了演讲
的本质与价值；从视觉、听觉、语言 3 个
方面，分享了如何在演讲中打造个人
影响力；用大量深入浅出的具体案例，
为你剖析了如何在演讲中发挥个人影
响力。

□刘英团

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
新史。在《强军策》一书中，刘亚洲、任
天佑、王卫星等军事理论家、战略家围
绕当前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对美国、
俄 罗 斯 等 世 界 军 事 强 国 的 军 事 改 革 及
其 对 我 国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的 启 示 进 行
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方向明确的论
述和阐释。

中国梦召唤强军梦。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刘亚洲、金一南、姜鲁鸣等 27 位军
事 理 论 家 深 刻 洞 察 世 界 新 军 事 革 命 趋
势、我国安全形势变化、军事力量需求和
军队建设状况，以宽阔的战略视野、强烈
的使命意识、深邃的军事思维、坚定的改

革意志，高屋建瓴地论述了美国、俄罗斯
等世界军事强国的军事改革及其对我国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启示，以及我国国防
和军队改革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形成了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涉及作战
指挥、训练管理、军民融合、武器装备、陆
海空天、网络信息、颜色革命等军事革命
的方方面面。其中，蔡仁照在《“百万大
裁军”拓展中国精兵之路》中强调，“兵贵
精，不贵多 ”。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
路，这是我军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科
技领域的飞跃性进步，以及先进科技在
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历史地把军队建
设推进到“新技术革命”“新军事革命”的
潮头，只有努力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
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坚
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才能从战略上达成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一个国家，惟有变革图强方能迸发

前进力量；一支军队，惟有勇于自新方能
赢得制胜先机。从甲午战争的“国运相
赌”到日俄战争的“震撼结局”，“改革—
强军 ”蕴含着多么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

“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潮流，
积极稳妥进行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中
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这是党中央
站在历史与时代高度，着眼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
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强军策》中，不少
军事理论家认为，军事改革应在打造联
合作战指挥体制上有所突破。刘亚洲认
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构建能够打赢
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
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是实现从大国
军队走向强国军队的关键一跃。

《强军策》
作者：刘亚洲（名誉主编）

曹智 张铁柱（主编）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强军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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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

梦
﹄
的理论指导和战略指引

□刘雨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关键词就
是“联接”。在传统互联网时代“人
随网走”，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
随人动”，每个组织和个体之间都
可以随时随地无缝沟通，“联接”让
整 个 世 界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然而，移动互联网绝不是传统
企业的毁灭者，而是传统企业的新

“风口”，这一次，传统企业和互联
网新贵一样，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上。因此，传统企业一定要抓住这
个机会积极谋求转型，以获得真正
长远的发展。

万事开头难。转型真正落到

实处并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转
型失败的案例时有发生，“不转型
等死、转型转死”困扰着每一个传
统企业的管理者。其实，传统企业
主完全不必对移动互联网产生畏
难心理，传统企业运营多年，在渠
道、技术、规模、供应链等方面都拥
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一旦理解了
移动互联网并进行恰当转型，就能
迅速将上下游资源紧密整合，获得
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传统企业如何抓住这最后的
机会迎头赶超？要知道占尽天时
地利的互联网企业是绝不会容忍
传统企业分走自己餐盘里的一杯
羹的，更别说停下来等着你慢慢
转型成功了。不得不说，传统企
业真的已经站在了一扇非生即死
的三界之门面前。说到转型，首
先要“转心”，如果你抱着旧观念
不放，再先进的理念也入不了你
的眼；再次要讲方法，盲目转型更
是死路一条。

《转型革命》这本最新上市的
畅销类经管书籍内容聚焦于移动
互联网时代下的传统企业转型问
题，从理清企业的商业逻辑思路开
始，讲到企业的战略部署，再到具
体的方法论落地，为传统企业指出
了一条清晰的互联网时代下的转
型之路。

本书案例丰富，逻辑清楚，从
宏观环境讲到企业困境，从战略部
署讲到落地实施，具有很强的实操
性，可称得上是一本行之有效的管
理学经典读本。

《转型革命》
作 者：谢华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转型革命

》
：

传统企业

转型首先要

﹃
转心

﹄

□李旺

现代汉诗有了百余年的历史，但
如何面对现代汉诗、用什么角度和方
式来阅读它，现代汉诗与中国古典诗
歌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样的问题直到
现在还在困扰着很多现代汉诗阅读
者。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鄢冬博士所著《现代汉语诗歌的空间
意义》一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阐发空间对诗歌的介入、诗歌对空间
的表现，说明现代汉诗为什么是现代
的。

作者开宗明义“与古代空间的冲
突表现形态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空
间之争更为隐蔽，但却无处不在”。而

“在文学所有体裁中，新诗以其简洁、
有效、凝练的形式感，独特而典型的空
间意象，以及意象背后的深厚的空间
体验，理应成为观察当代人空间感知
的重要镜像”。也就是说，作者要告诉
我们现代汉诗的思维逻辑是什么，现
代汉诗思维逻辑的表现形式以及外观
是什么样的，这二者是如何被诗人的
现代生存体验所影响、决定，最终以诗
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以此清晰呈现现
代汉诗的意义生产过程，建构现代汉
诗的空间诗学。

鄢冬在书中建立了完整的现代汉
诗诗学体系，即“二维三元论”。“二维”
指诗歌的物理坐标与心理坐标两大维
度，“三元”指诗歌的空间体式、空间意
象和空间情感。物理坐标与空间体式
合二为一，心理坐标与空间意象合二
为一，而空间体式与空间意象又都聚
焦于空间情感。

著作第一章对空间思维的阐发
中，作者对诗歌的现代汉诗的思维特
点、空间思维与诗歌语言的关联有一
针见血的察觉。明确指出线性思维重
结果、轻过程、重意义、轻表现的特点
后，指认了空间思维的横向性、重过程
的特征，并且说明了线性思维与农业
文明的直接联系。在这一点上，作者
说中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农业世界时间
性思维的同质性特征，从空间思维与
时间思维的迥异呈现现代汉诗的独异
性。这样敏锐的理论眼光并不多见，
特别是在经常以感性的读后感方式解
读现代汉诗的当下，理论的自觉非常
难能可贵。

在著作的主体部分，作者从空间体
式角度分析了现代格律诗、双行体、三
行体诗、图像诗的空间意义。作者是从
声音的空间性质来谈现代格律诗的诗
学价值的，从声音的角度解读一首诗，
这个观点揭破了诗歌音乐性只与韵脚、
停顿表面相关的庸俗化理解局面，从语
言形式到语音效果再到主体知觉感受，
然后诗的整体声音效果再次与诗的语
言形式对应，并在诗的声音空间索解诗
的意义。作者清晰地描述了对一首诗
的阅读从诗的声音空间到诗的空间意
义的过程。在空间意象一章，作者认为
广场、乡村与家是现代汉诗的三种典型
记忆图式。启蒙与救亡的紧迫性激发
了 20 世纪中国诗人浓烈的家国情怀。
对乡村意象携带着的新诗记忆图式的
指明，再一次回到为什么现代汉诗是现
代的追问，现代化最重要的具体产物就
是大面积的都市化与乡村的空心化及
凋零。被都市化的生存感受应该是现
代汉诗的现代境遇呈现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特别是对作者所选取的研究样
本——近几十年的中国新诗而言，尤其
如此。所以故乡记忆就不仅仅是指向
对实体故乡的回归，而是对文化故乡、
记忆之乡的奔逃与呼喊，无根的漂泊者
的生命书写一定会带来家的意象与记
忆图式的无尽循环。这三个典型记忆
图式的定位，体现了作者高度的理论抽
象力。

《现代汉语诗歌的空间意义》
作者：鄢冬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建构现代汉诗的
空间诗学

编辑推荐：
齐 白 石 是 中 国 人 最 熟 悉 的

艺术家之一，但我们对他真的了
解吗？我们知道他画虾，他的虾
是 怎 么 画 出 来 的 ？ 是 在 什 么 情
况 下 创 作 出 来 的 ？ 有 什 么 独 特
的 用 笔 方 法 ？ 不 同 年 代 的 虾 画

得有何不同？甚至，他究竟爱不
爱 画 虾 ？ 他 还 画 过 什 么 ？ 他 画
画的方法、步骤是什么？他用什
么 样 的 笔 和 颜 料 ？ 他 有 什 么 画
画 的“ 秘 方 ”？ 他 怎 么 教 徒 弟 ？
等等。《李燕聊齐白石》为相声演
员 、主 持 人 徐 德 亮 对 李 苦 禅 之

子、齐白石再传弟子李燕先生的
访谈录，书中回忆了关于齐白石
生 活 、从 艺 、传 艺 的 种 种 逸 史 趣
事，并有对面世拍卖及家传珍藏
的齐白石画作的鉴定，包括有趣
的历史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书中附有数十幅珍贵历史照
片和家藏画作图片，都是首次面
世。

《李燕聊齐白石》
作者：李燕 徐德亮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揭秘齐白石艺道真义

□钟芳

刘心武在散文新作《十二幅画》里向我们讲
述了其生命中一则则动人的相遇故事：与爱人伴
侣的相遇、与恩师知己的相遇，以及与群体命运
的相遇。人生中那些重要的人、重要的时刻、重
要的记忆化为图画和文字，跃然纸上，点点滴滴
都饱含着他对中国文坛往事的感悟和理解，也包
含着对中国 20 世纪小人物命运的深思与悲悯。

书中，刘心武重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读者
一起回望生活，体味独特的生命印记，并将它们置
于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再加审视。全书共收录了刘
心武创作的 12幅水彩画，作者将这些画与文字结
合起来，构成相互映衬、互为表里的关系。12 幅
画里有 12篇回忆，每一篇回忆皆是关于“我”和世
界的相遇之中所发生的种种故事，有他对妻子吕
晓歌朴素动人的回忆，也有他与周汝昌、吴祖光、
王小波、谢晋、丁玲等人的君子之谊。也许缘悭几
面，可生命里留着他们永不磨灭的痕迹。其中人
物命运的交错、揭示的人性诡谲、掀动的情感波
澜，皆置身于曾经特定的时空里，给读者以无限的
感喟与浩叹。

《十二幅画》曾于 2009 年在《上海文学》上连
载 1 年，每期发表 1 篇刘心武写人物命运的大散
文，并配发他的创作画，可谓图文并茂，相得益
彰。之后新增《<班主任>的前前后后》等 15 篇
回忆文字，一同结集出版《命中相遇》一书，是文
化学者张颐武写的序，序写得富有诗意，将刘心
武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书中文字是一种与历史
和人物的相遇，既是理解和穿透心武先生前半生
创作的重要路径，也是体会和了解中国人的二十
世纪风云的一个路径。张颐武感叹，心武先生始
终保持对世界的敏感和很好的人文悲悯。《十二
幅画》就是《命中相遇》的增订和补充，文配画的
组合，给予我们一种情感与命运的深度，从中还
可以感受到创作者内在心境的另一种表达。

该书里 12 幅图画，我最喜欢《五塔寺的银杏
树》，在这幅图画下作者分享了自己生命历程中
与王小波的相遇。作者在书中写道：“人生苦短，
得一谈伴甚难。但人生的苦寻中，觅得谈伴的快
乐，是无法形容的。”这份相遇是人与人相知相识
相交的美。

人生就如同一段旅程，旅途中有一种难得的
惊喜，那就是生命与生命邂逅知遇的最美时刻。
本书满是隽永安静的文字，细腻地传达了作者的
个人经验与气息，具有丰厚的历史纵深感和广阔
的文化视野，带给我们感动和思考。

《十二幅画》
作者：刘心武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我”和世界相遇

□陈华文 何慧轩

在俄罗斯文坛，列夫·托尔斯
泰（1828—1910）是首屈一指的伟
大作家，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曾
这样说道：“托尔斯泰既是艺术创
作中的哲学家，又是哲学中的艺术
家⋯⋯有些人，他们之所以不敢做
坏事，就因为托尔斯泰还活着。”而
高尔基则说得更加直接：“不认识
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大传》，以大量的
史料、信函和当时的新闻报道，还
原了一个真实、清晰和复杂的托尔
斯泰形象。

作者巴维尔·巴辛斯基，是当
代俄罗斯著名作家，他在本书中指
出：“19 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有两
个沙皇：一个是顶着皇冠的亚历山
大三世，另一个是顶着良知的托尔
斯泰。”托尔斯泰和其他伟大作家
一样，其思想认知总是在不断地发
生变化，因此，他在每个人生阶段，
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主题方面有显
著的差异。纵观托尔斯泰一生的
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三大时期：早
期（成 长 期 ：1851—1862）、中 期

（巅峰期：1863—1880）和晚期（理
性批判期：1881—1910）。如早期
的文学作品，其特点是忠实还原俄
罗斯宗法制社会形态下的贵族地
主生活，记录自己的成长足迹，代
表作有《一个地主的早晨》等等。
而 托 尔 斯 泰 最 著 名 的 长 篇 小 说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写成于创作巅峰期。当时托尔斯
泰的生活渐入佳境，雅斯纳雅·波
良纳领地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丰厚
的收入，促使他结束放荡不羁的
精神追求、飘摇无定的生存状态，
开启了他建设家园、潜心事业的
人生黄金期。而进入创作晚期的
托尔斯泰，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
颠覆性变化，这一方面与其年事
渐高、从生理到心理均已进入衰
退期，以及夫妻矛盾导致的萧墙
之隙使其身心俱疲有关；另一方
面 也 缘 于 俄 国 改 革 乏 力 积 重 难
返、内忧外患日益凸显的社会现
实。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文学创
作除《复活》之外，再无长篇小说
问世。

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首先
是他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历史的
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

笔 触 揉 和 着 细 腻 的 描 写 。 如 在
《战争与和平》中，巨幅的群像中
显现出个人的面貌，史诗的庄严
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
万千，蔚为奇观；其次是善于驾驭
多线索的叙事结构，又能突破小
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
活那样无始无终；再次是托尔斯
泰的文学魅力，不仅善于再现宏
观 世 界 ，而 且 善 于 刻 画 微 观 世
界 。 如 他 晚 年 创 作 的 长 篇 小 说

《复活》，不仅细致入微地描写心
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还
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
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最后，
托尔斯泰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
家，在小说人物的性格塑造方面
出神入化。他的一系列作品，能
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
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仅写其突出
的 一 面 或 占 优 势 的 一 种 精 神 状
态，还不隐讳正面人物的缺点，也
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
微光。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
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
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
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中
显示生活的残酷。

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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