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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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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日本年度感人暖心之

作，一本让你笑过、哭过，从

中获得力量的书。每个人

所做的事情，都有可能照亮

别人的人生。33岁的海野

雫罹患重疾，且到了绝对无

法治愈的程度。雫带上少

许必需的物品，选择了位于

濑户内海柠檬岛的疗养院

——狮子之家，作为最后

的住所。每周日是狮子之

家的点心日，每一个住在

这里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

人生最后时刻想吃的点心，

雫最终选择了什么点心？

答案在书中揭晓。

《狮子之家

的点心日》

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

的纵向传承与外来文化的

横向互动中，在这种“纵横

交错”的文化背景下，刘擎

教授结合历史、文化、政

治、哲学等众多元素，解读

社会发展变化、思想的演

进，通过发人深省的文字，

启发我们以理性化的方式

来探索世界和自己，思考

“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

怎样生活”“如何理解和应

对困境”等诸多问题。

《做一个清醒

的现代人》

书店是城市的审美底

色，沉淀着浓浓的书香和

醇厚的思想。掠过书店的

每一个身影，都存有迷人

的身姿和动人的故事。在

作者绿茶心中，城市中最

美的风景是书店。十多年

来，作者先后走访了国内

外十几个城市的书店，以

资深读者和书店观察者的

视角，为这些书店留下精

彩一笔，让我们从中体味

书店之美、书香之味。

《如果没有书店》

拉美文学巨匠波拉尼

奥的短篇小说集。全书由

13个故事组成，形形色色

的主人公或主动或被动地

闯入其中。从热爱文学的

黑帮头目、垂垂老去的色

情电影明星、掌握某种魔

法的足球运动员到被误认

为艺术家的士兵、目睹自

己死后遭遇的鬼魂，还有

诗人、流亡者、困于梦魇的

年轻人等等，共同道出了

挥散不去的黑暗和令人惊

叹的光芒。

《重返暗夜》

□记者 周丹丹 摄报

说起“ICICLE之禾”，也许你会觉得

陌生，但在很多城市的高端商城里你都

能看到它。实际上，它是咱们中国的本

土服装品牌，诞生地就在上海。从 1997
年成立开始，“之禾”的地址里就一直有

“临港松江”“漕河泾”的字眼。用创始人

叶寿增的话说，从最初的漕河泾松江园

区到现在的临港松江科技城都给予了

“之禾”许多帮助。

“之禾”在它“二十岁”之际曾推出

了一本书，书名便是《之禾的秘密》，编

者是洪晃。而作为洪晃“中国制作”系

列丛书的首部作品，该书真实记录了一

个中国服装品牌的成长历程。洪晃从

其独特的视角与审美出发，解密“之禾”

品牌之中有趣的人、事、物，揭示“之禾”

如何诠释、利用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

的理念来制造当代服装。

《之禾的秘密》共分为八个部分，从

服装制作到品牌建设，书中的记述和笔

触深入“之禾”每一道生产线与每一个

部门，通过妙趣横生的故事和活生生的

人物自述，记录了它成立以来走过的每

一步路。书中，各种有趣的制衣工艺介

绍错落点缀于文字之中，图文并茂地展

示着“之禾”制衣的精致过程，以及“通

勤、简约、环保”理念的具象化。“之禾”

的设计理念蕴含了中国式的简约——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此时无声

胜有声”的表达，看似简单却包含浓厚

的民族情结和中国传统文化。透过“之

禾”的故事，读者除了享受阅读的喜悦，

还能对当下的“中国制造”有所了解，甚

至有所思考。

“之禾”从一家初创公司，到如今拥

有独立制造、品牌开发和直营零售等全

产业链的服装公司，甚至在法国巴黎也

成立了公司，其中的“秘密”在书中一一

揭晓。书中写道：“在别人做代工的时

候他们不做代工，当别人放弃代工把厂

子卖了的时候他们在收厂子，当其他有

钱人把收来的厂子变成地皮炒了的时

候，他们在把厂子做大。”由此可见，对

制作的热情和执着是“之禾”发展至今

最大的秘密。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不止洪晃一

人，而是“之禾”的所有员工。从普通

工人到设计师，以及“之禾”从世界各

地招募而来的视觉设计师等等。书中

这些性格迥异的“之禾人”与品牌一同

成长，他们的故事多姿多彩，有喜有

悲，有笑有泪。他们个性十足，却也有

着奇妙的共通点。这可能就是“之禾

人”的独特气质。

如今的“之禾”已成为一家拥有设

计、制造、物流、零售及特许经营的全业

务链环保时装企业。作为高品质天然服

饰品牌的设计、制造和运营企业，经过

20余年的发展，“ICICLE之禾”品牌服装

在中国主流市场获得了高度认可，连续

多年被评为“上海著名商标”。而正如开

头所说，之禾集团和临港松江科技城的

密切合作成为它一路坚持“中国制作”的

底气之一。“园区提供给‘之禾’的不仅仅

是土地和厂房，他们帮我们做了服装专

业以外的所有工作。比如，怎么开办公

司、怎么办理税务和工商手续等等事宜，

还包括在厂区、办公区的建设过程中需

要与各部门协调沟通的工作都是由园区

协助我们完成的。园区的服务无微不

至，这让我们全身心地把精力放在了企

业的经营活动上。”叶寿增说。

2019 年，占地面积约 4.33 公顷，建

筑面积约 8 万平方米，总投资 13.2 亿元

的上海临港·之禾时尚产业园项目在临

港松江科技城开工，预计今年年底将竣

工。之禾时尚产业园将建设有梭织制

造、针织制造、检品中心、智能物流分拣

配送中心以及秀场、员工宿舍、屋顶生态

农场等综合配套。依托园区的建设，之

禾集团也将通过对工厂环境、设备、技术

的升级与制造人才的培养，打造面向未

来、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平台。未来，一个

绿色、现代高科技的时装产业园将在这

里崛起，“中国制作”的高品质服装也将

在这里延续它的传奇。

□记者 周丹丹

今年3月30日，林清轩保

密配方存入了上海中心宝库

1号。所谓宝库 1号，是中国

首个第三方保险箱，用于存放

价值上亿的私人珍藏艺术品

和重要文件，位于上海中心地

下五层、25 米深处。林清轩

保密配方的存入，让林清轩成

为首例高端护肤品配方放入

第三方保险箱的企业。

作为中国本土高端护肤

品牌，林清轩也是松江本土

的一个原创品牌。截至目

前，林清轩拥有60项专利，其

中发明专利就有 19 项，不但

开创山茶花润肤油品类，而

且创造了含有核心成分清轩

萃的保密配方。而这项保密

配方的背后，是林清轩上亿

元的科研投入、30 多位科研

人员近十年的辛劳付出的知

识产权成果。林清轩为何能

取得这样的成果，在《一路向

东，林清轩增长密码》一书

中，你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在今天激烈的商业竞争

中，一个品牌能否胜出取决

于其创始人所选择的战略方

向。出发之前，没有人能告

诉你通向成功的路在哪里，每个创业者都会根据

自己的判断选择一条路，每条路都有自己的方

向，它们分别通向了不同的目的地。“它怎么敢把

一个本土原创护肤品品牌定位在中高端，怎么敢

和国际一线品牌对着干，但让人更加惊讶的是，

它所做的一切，竟然是卓有成效。恰如它将品牌

定位在中高端，反而品牌实现了盈利，背后有什

么秘密，它像磁铁一样吸引我一探究竟。”该书的

作者王晓锋在谈到创作该书初衷时这样说。

创新者并非都是天赋异禀，而是用行动改变

了自己的创新基因。在书中，林清轩创新赢未来

的脉络清晰可见。书中写道，正如中国的美妆市

场，当其它品牌选择向西之行即模仿、山寨国际

知名护肤品之时，林清轩逆向创新，选择了一路

向东，坚持原创，坚持用中国元素、坚持用中国本

土植物原料，做中国本土中高端品牌，进军上海、

北京等一二线市场，在高端百货商场与雅诗兰

黛、兰蔻等国际知名品牌直面竞争。

很多公司为了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覆盖更多

的人群，通常的做法是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当同

行们纷纷做加法的时候，林清轩却逆向创新做减

法，砍掉所有大众价位的产品只保留中高价位的

山茶花油品类，主打高端市场。与此同时，林清

轩大胆地创新，启动了全链路数字化战略推动品

牌高端化，从此驶入了一个全新的赛道。“最危险

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问题是你敢不敢。”这是

林清轩创始人孙来春的想法，他认为，没有冒险

的创新就不叫创新。

“这就是我要找寻的，奋斗在一线的创业者

和企业家精神，我想找寻他们身上未来的企业范

式和曾经的影子，研究他们的实战精神和几十年

如一日的面壁带来的思考与实践，用来探索、发

现一条真正能破局中国商业的路径。”作者王晓

锋说，在这本书中，你读到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企

业的成长过程，更是一种创业精神的表达。正如

本书的序中所写的：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你将

从中找到企业发展的“破壁”之道；如果你是创业

者，你可以学到如何创新实现机会最大化；对于

每位读者，你都会体会到一位企业家逆境中生存

的执着。

□记者 胡畔

隔壁的李老先生是个热情似火的

人，每次在楼道里遇到他，他的一句“侬

好啊”从不缺席。李老先生个头不高，爱

穿灰白色的老式毛衣，小时候在闸北区

长大，后来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大家都叫

他“李教授”。一天，我又在楼道里碰到

他，便和他聊了起来。我询问他：“如今

闸北区变成了新的静安区，为什么要从

市区大老远来松江区呢？”他笑着说：“大

女儿一家都在这里，而且这里环境好，适

合养老。”说罢，李老先生便邀请我到他

家去喝茶。

来到李老先生的家，发现家里就他

们老两口居住，物品不少，但却收拾得整

整齐齐。一进门的书柜里摆放了不少

书，书柜上的一本《浦东史诗》格外醒目，

李老先生说自己最近正在看。提起这本

书，提起老上海，李老先生便开始滔滔不

绝地讲起：“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从中

央老一辈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到一届一

届上海市领导的接续奋斗和田一夫、汤

君年等中外企业家创造了在浦东的发展

奇迹，再到陆家嘴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

心、上海中心次第拔地而起，最后到今日

浦东的文化发展。”

李老先生说，作者何建明把浦东和

浦西比喻成了恋爱中的王子和公主，这

让他觉得惊异却又恰到好处。“宁要浦西

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当时人们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30年过去了，从一片

片农田到高耸入云的大厦森林，而立之

年的浦东如今已经脱胎换骨。作者把

“上海精神”理解为上海的“五座高峰”，

前四座高峰他用上海带有地标意义的四

座高楼——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

融中心、上海中心作了阐释。第五座高

峰就是“人”。人是浦东开发最重要、最

顶端的峰，也是组成其他峰最重要的基

础。这些人既包括浦东开发决策者，也

包括千千万万的浦东建设者。他们和无

数精彩的故事组成了整个浦东开发过程

中史诗般的历史画卷。

李老先生说，小时候他和兄弟姐妹

们就是住在弄堂里，密集又四通八达，

到处是随风飘扬晾晒的衣物和漫溢的

排水沟，在黄昏时刻，家家户户的油烟

味也是相近的……如今的上海焕然一

新，已经不是小时侯零星琐碎的模样，

而是一个个建筑群，尽显上海的飒爽风

姿。他说，不在上海的人可能没亲眼看

到华美高楼大厦背后这些拼搏努力的

“上海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也未必真正了解“上海人”是怎样的人，

更不完全清楚今日的浦东以及今日的

上海是如何创造的。

谈起读这本书的感受，李老先生说，

自己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心有感触。该

书虽然是在讲述浦东30年来的发展，但

更像是在唤起无数人年少时的记忆，让

人心有感触，难以释怀。他说，上海人把

黄浦江当作“母亲河”，作者却更愿意把

黄浦江比作“爱情河”。因为这条爱河，

让相思了千年、凝望了百年的浦东、浦西

一对“恋人”重新拥抱在一起，以罕有的

方式，演绎了一曲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

有的经典爱情诗篇。“瓦片温热，黄浦江

船鸣”，李老先生说，作为一名上海人，他

庆幸自己能和上海一起成长，亲身经历

上海的巨大变化，感叹着上海的发展和

祖国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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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禾的秘密》中了解“中国制作”

《浦东史诗》让你理解一个真实的“上海”

近段时间，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出

版的新作《走向乡村振兴》。读了该书，

我认为除了作品紧扣新时代发展脉搏，

还因为作者带着理性的温热和感性的挚

诚，娴熟地奏出历史、哲学、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学科智识融会贯通的交响曲，

视野宏阔、思想深邃、情感挚笃，在文学

的表现空间里，叙事、议论与抒情交相辉

映、余音缭绕。

全书围绕聚力脱贫攻坚、走向乡村

振兴这一主题，以“组织起来”为主线，以

党支部领办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为着

力点，从“一个致力于改变贫困的试验

区”拉开宏大序幕到“闻其饥寒为之哀”

的回望与叩问。从“再不能忽视的常识：

组织起来”的真挚呼唤到“大党建统领大

扶贫”的扬帆启航，再到最后的“风都在

传播久违的声音”“你能留下什么”，总共

18章，环环紧扣，从容展开，以严密的史

实、深邃的道理、感人的故事，反映了“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生动实践，演绎了一

部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脱贫攻坚壮丽

史诗。每一章都可独立成篇，其间的空

白会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和思索。

阅读王宏甲的作品，往往被他的知

识魔力所吸引，为他厚重强劲的笔力所

打动。在《走向乡村振兴》中，作者的笔

触像无数灵动的射线伸入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领域。如对“组织起来”的探

究，用演讲式的笔法追溯贵州文化的源

头“黔西观音洞”，揭示从部落时代到信

息时代“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接着笔

锋转到西方社会“组织进来”推动的工业

革命，再回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把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组织

起来的探索实践和伟大成就。一点点展

开，一层层翻转，古今中外尽收笔底，腾

挪跳跃，耐人寻味。

从《走向乡村振兴》的整个创作过

程，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有一种滚烫炽热

的人民情怀在鼓舞着他、支撑着他，每

一章节、每一字句都是用双脚走出来

的，用饱含“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的激情迸发出来的。该书

的出版时间正处在我国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奋力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节点，颇有点“应

运而生”的意味。

作品的尾章叫《你能留下什么》，我

不禁想套用这句话：在新时代走向乡村

振兴的大格局中，这部作品能为我们留

下什么？肯定有不少读者和我深有同

感，它留下的不仅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赞

誉，而且还有建设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的

信心、智慧和力量。

来源：中国作家网

《走向乡村振兴》：根植于土地的人民情怀
○傅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