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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主打书

爱德华·蒙克（1863—1944），挪威
最伟大的画家，享誉世界的西方表现
主义画派先驱。蒙克一生中创作了
大量带有强烈悲剧意味、描写人类真
实心灵的绘画作品。同时，蒙克也是
最早涉足摄影的艺术家之一，更是一
度沉浸于摄影技术的实验与探求，并
在绘画创作中频繁使用摄影技巧。
此外，摄影也是他对人生赤裸裸的记
录与分析。

本书作者通过对奥斯陆蒙克美
术馆藏品的研究，以及对文字材料的
分析，记录、解读了蒙克在创作中对
于摄影的运用，揭示了蒙克艺术及艺
术实践中的新层面，并建立了对于蒙
克作品欣赏、理解的新语境，也有着
对于人性敏感的体察。

书中图片不仅囊括了蒙克几乎所
有的代表画作，还包括他的大量手稿、
素描，当然，还有他一生的摄影作品。

《蒙克与摄影》《蒙克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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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内埃格姆

欧美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
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在启
动新一轮的改革。

新的改革，带来了各种发展的机
遇。但全球化的经济联动，需要我们把
自身的发展放到世界这个棋盘上考虑。

如何厘清世界经济新的游戏规
则？新一轮改革中的机遇又在何处？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以全球性
的视角，纵论新改革年代的中国与世
界，以全球性视野解读中国下一步改
革的思路、方向与操作可能，阐释未
来全球版图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
系，让我们在摸索中有所依仗。

《重启：新改革时代
的中国与世界》

《重启：新改革时代
的中国与世界》

《行 动 中 的 绘 画 ：刘 小 东 笔 记
（1998—2014）》是由北京民生现代美
术馆、民生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统筹策
划的“刘小东全方位”研究项目的出
版成果，包含艺术史家巫鸿对刘小东
艺术道路的全景综述，访谈“睁大眼
睛看现实”，并首次系统整理刘小东
1998—2014 年间 17 本笔记本的全部
文字内容，反映出艺术家观察世界和
艺术创作方法的持续性变化，为研究
提 供 了 珍 贵 的 一 手 材 料 与 历 史 原
境。全书包含图版 150 余幅，其中作
品近60幅。

（本栏目由本报联合杭州晓风书
屋共同推荐，本报记者李月红整理）

《行动中的绘画：刘
小 东 笔 记（199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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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亮

与徐芳坚守“风眼中的宁
静”这种独特的都市文化心态
相对应的，是诗人对诗歌纯美
境界的一贯追求。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徐芳先后对瓦雷里
的象征主义、庞德的意象叠加
等诗歌艺术颇感兴趣，但她又
从不拘泥于对他人的模仿和追
随，而是自觉与自己的城市体
验不断融合，期望实现对现代
都市语境下某种具有“共时”意
义的审美价值把握，达到某种
纯诗境界。她曾说：“城市粉碎
了共时的古典浪漫，但城市的
共时在另一个意义上却空前发
达并且精确起来。”

“城市的共时”，这是徐芳城
市诗学构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其中包含着诗人对城市与美的
关系的深刻体悟。意大利小说
家卡尔维诺在《巴尔扎克：城市
作为小说》一文中认为，巴尔扎
克笔下“是一部关于巴黎的地貌
学史诗”；而波德莱尔是“根据巴
黎的形象来想象巴黎人⋯⋯”卡
尔维诺指出，“城市不仅培育出
艺术，其本身也是艺术”。这正
对应了爱德华·索亚归纳出的三
种空间观念：客观物质空间、主
观情感空间、以差异为特征的第
三空间。显然，徐芳笔下的上海
既非客观摹写，亦非主观想象，
而是有些近乎“第三空间”的创
造——它有着卡尔维诺一样对
城市诗意的坚信，注重在更大空
间意义上发现其“差异”。可以
看出，徐芳诗中隐伏着她对“现
代性”的独特感知与审美态度，
既非批判性，也非主旋律；既不
事炫耀，也拒绝沉迷；既有主体
意识掌控下的沉静体验，也时常
遭遇多重身份转换时的内在冲
突和生存尴尬⋯⋯“打开手帕/
我们终于为难地发现/四周都是
边缘⋯⋯”（《今夜》），这种“尴尬
的状态”并不止于青春期的体
验，而是一直隐含在徐芳的创作
中。而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始终

敢于直面自己的真实体验，并让
它在与城市的互动对话中保持
开放性和生命力。

徐芳对共时性城市诗意的
发现，可以细分为三个层面：一
是空间性的——从时间之流中
截获片段、瞬间定格。比如城市
景观中的一棵树、一条街、一扇
窗、一串彩灯，甚至一缕烟、一滴
水⋯⋯这类城市意象相对接近
中国古典诗意传统；二是时间性
的——从空间阻隔中突入时间
之流。这也许是徐芳一个了不

起的独创，因为城市作为空间性
的存在，对于生命的切割与阻障
恰是通过斩断时间之流来体现
的，而能够突破这重重空间阻
隔，将日常诗意落实到每一个平
凡的日子，这是时间的复苏，更
是生命的升华。最新出版的《日
历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出版），由每一个日子串缀
而成诗歌的架构，既表现出“在
不同的日子里，分别长着一张张
陌生的脸”的都市生命体验繁
复、频变的一面，又因一年（以

2011 年为标本）的“日历式”完
整抒写，隐喻了生存现实雷同复
制、周而复始的另一面；三是跨
越性的——通过时空交汇、点面
互衬、虚实相生等多种艺术手法
运用，创造出以诗人独特生命体
验为内核的颇具涵盖力的“主干
意象”，从而构筑起面目一新的
现代都市诗意。它有时温热可
人，像“盛在青花瓷碗里的/一碗
热汤/一吹如雪/再吹如同碧海”

（《一月三日，一晚热汤》）；有时
冰冷似铁，而“我们像一团/从冬
雪的寒冷里/就早早出发的柳
絮”（《二月十六日，“蠢”》）。有
时是“下不完的雨/晴不了的天”

（《四月九日，茶餐厅的下午》）；
有时却又“满眼满天都是朝阳绯
红的表情”（《八月二十六日，云
阵》）⋯⋯城市因时空贯通、收放
自如的艺术想象而呈现出其丰
富、无穷的“共时”诗意面相，“那
样一片缤纷/那样一片迷蒙/却
使我的眼帘变薄变得透光/使我
的睫毛变长变得闪烁/使我的眼
波变清变得流动⋯⋯”（《楼上的
春天》），这也许并非艺术夸张，
而是诗人一度进入纯诗境界的
真实情态！

徐芳是当代中国城市诗人
的重要代表。城市生活的体验
与思考构成其文字的全部。诗
人对于这座生养她的城市的情
感始终是深沉而又复杂、矛盾
的，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逐渐孕
育出诗人独特的城市诗学理想：
兼美之境，并为之苦苦追寻。所
有充满矛盾的体验、深含困惑的
思考，均与此城市诗学构想形成
深度而隐秘的对契抑或错榫。
城市与人的关系，始终是诗人思
考与表达的核心所在。《日历诗》
一方面将城市视为“第二自然”，
成功拓展了城市美学的内涵空
间，另一方面又把生命体验落实
于城市日常生活的土壤之上，并
穿越日常生活的表面，直抵以爱
为灵魂的人伦亲情，由此体现出
在现代都市寻求心灵故乡的兼
美可能。

都市心灵 现代诗情
——女诗人徐芳和她的《日历诗》

作者：徐芳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4年11月

俞世芬

对于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人
们而言，快递已越来越成为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寄件还是收件，作为快
捷而安全的一种传输方式，快
递对物流时间的最大限度的压
缩大大方便了人们生活，因此
深入人心。但关于快递，平心
而论，我们除了在接过快递小
哥递上的快件时感受到的风尘
仆仆与快乐满足，还有每年“双
十一”过后由于网购的井喷造
成的快件积压而发出的慨叹，
其他的所知甚少。令人欣慰的
是，由知名作家孙侃创作、红旗
出版社新近刊行的报告文学

《中国快递桐庐帮“三通一达”
崛起之谜》一书，对中国快递业
的成长史、民营快递企业“桐庐
军团”的发展史、以“三通一达”
企业家为代表的桐庐快递人的
创业史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与客
观的分析，阐释了“小快递”何
以成就“大事业”的奥秘所在。

本书开篇着力介绍了“三
通一达”，即申通、圆通、中通和
韵达这四家国内最重要的民营
快递企业如何萌芽诞生再到发
展壮大的曲折过程，解析了“通
达系”快递出自桐庐大山的原
因所在；同时以丰富的访谈材
料生动勾勒并刻画了聂腾飞、
聂腾云、陈德军、喻渭蛟和赖梅
松等各大快递掌门人的形象，
诠释了快递桐庐帮的崛起之
谜：正是凭借着“不惮于吃苦”
的精神和滴水穿石的耐力，才

相继有了申通、天天、圆通、中
通、汇通、中诚等快递企业，一
群又一群的桐庐人才能够翻过
大山投身快递业，实现创业梦
想。

勤劳、质朴、善良、执着的
山里人品格赋予了他们前进的
动力，也成就了桐庐帮快递事
业的蓬勃发展。而居安思危、
善于审时度势的特质又确保了
他们事业的发展与提升。凭着
对市场敏锐的判断，对创业之
初形成的加盟制承包经营进行
转型升级，这是中通的率先之
举。而圆通提出的“一周七天
不休息，全年无休”的服务理
念，以及与电商淘宝合作并成
立电商快递，在主要城市设立
航空部等举措，则是适应市场、

开拓事业的明智之举⋯⋯一言
以蔽之，“理想高远、善于吃苦、
坚守诚信、发挥智慧、勇敢担
当”正是这些桐庐籍的企业家
事业崛起的制胜法宝！

有了艰苦创业的基础，此
后桐庐帮民营快递企业本着

“以快求胜”的优质服务的理
念，这些企业先后进行了优化
服务内容的改革，例如在市场
考验下逐步成长为行业翘楚的
中通快递在运作机制上推出的
有偿派费、省际班车覆盖全网
络和实行股份制改造等创新举
措，而其 2010 年起大力推进的
一体化进程，使其具有了显著
的品牌效应。在企业的体制与
机制的探索中，他们都以企业
的用人之道为抓手，用心培养
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比如申通
快递为培养快递人才与国内知
名高校的联合办学；圆通围绕
着各级人才培养展开的“蛟龙
工程”、“飞龙项目”、“潜龙项
目”、“蒲公英工程”、“星火计
划”等。他们都重视建设富有
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让每一
名员工都能在大集体中获得人
生辉煌和家庭温暖。正是在这
样的文化氛围中，企业不仅产
生了“全国十佳最美快递员”的
先进人物，更是在反哺家乡、回
馈社会上做了许多实事好事。

阅读至此，桐庐帮民营快
递企业的创业史似乎可以划上
句 号 了 ，但 全 书 并 未 就 此 止
笔。直面现实，来自客户与消
费群体的更高要求、国外快递
企业的强势竞争、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的完善，这些都标示着
中国民营快递业已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节点。面对危机该如何
应对？本书第三卷着力呈现了

“三通一达”从改良并创建优秀
的企业文化，到实现由家族企
业模式向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转
变，再到由“三通一达”共同组
建“蜂网投资有限公司”的抱团
合作的 种 种 努 力 。 因 为 只 有
明 确 市 场 定 位 ，优 化 商 业 模
式，建立完备的管理体系，方
能经受时代的严峻挑战。他
们深深明白自身与国际快递
物流巨头之间的差距，明白电
商挑战之下的国际竞和是大
势所趋，他们怀揣梦想奔向未
来：挺进世界 500 强，成为世界
顶级的快递企业；做到企业文
化领先，战略规划领先，信息
技术领先，成本管控领先，市
场占有率、营销模式和产品结
构领先，人才培育和团队建设
领先的六个领先⋯⋯

纵观全书，作家以时代吹
鼓手的激情与智慧，清晰而生
动地将中国快递业的发展脉络
呈现于读者面前。在抚今追
昔、展望未来中，作品深入开掘
了创业者勇于探索、敢为人先、
执着如一的精神内在，将桐庐
快递人独领风骚的现象作了令
人信服的阐释。紧跟时代步
伐、洋溢着生命意志与青春活
力的桐庐人，让我们有充分理
由相信：中国人的快递必将腾
飞于世界！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快递桐庐帮——“三通一达”崛起之谜

“小快递”中的“大事业”

作者：孙侃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出版年：2014年10月

■ 在读

词集共收词牌八十三调，计
词二百零三首。作者先后曾出
版过三本诗集：《清风吟草》、《步
月随草》、《九峰闲草》，这本《流
岁词草》是他的收官之作。

作者长期从事金融事业，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填词赋诗，不
断丰富自己的知识，陶冶自己的
情操。词集中很多词章写景有
声有色，纯真自然；抒情婉约豪
放，真挚感人，真所谓情景交融，
佳句甚多。如“悠步上楼闲眺，
霞似血，长城瀚”（《霜天晓角·游
山海关》），“桃露水中收，欲摘还
留”（《浪淘沙·游泸溪河》），这两
句与唐代于良史的“掬水月在
手，弄花香满衣”（《春山夜月》），
可以说是同一意境，堪以媲美。
而且有些词上下两片强烈对比，
引人无限遐思。

《流岁词草》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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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作者

：蒋志华

■ 新书好好读

这是一本类似于自传体性
质的文学作品，作者从一名爱好
文学的农村青年，到乡文化员、
乡团委干部、县级媒体的记者编
辑，三十多年的旅程，一路走来，
一路感悟，作者撷取人生旅程中
的一些难忘经历和难忘片段，采
取“碎片化”的创作方式，以生
动、质朴的文学笔触，通过亲情、
友情、爱情的视角，用随笔、散
文、故事、小说等写作形式，表达
了作者对历史、现实、人性的深
刻洞察和理解。作品充盈着浓
郁的浙中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
活气息，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独
特领悟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走过夏季》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年

：2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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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作者

：章东方

梁健，1962 年生，浙江安吉
县人，曾长年在杭州从事影视工
作，是优秀电视系列片制作人。
他在诗歌圈内有“诗酒天王”之
称，曾以《闭关》组诗获平湖首届

“李叔同诗歌奖”。2010 年因病
猝死于家乡，享年仅 48 岁。众友
挽以“诗酒飘零半局棋，人生传
奇一篇真”。有人评价：“从古到
今，诗与人合为一体的诗人凤毛
麟角。梁健是当之无愧的其中
之一。”“他的诗纯净而辽阔，了
无一丝尘埃与俗气。”此书选录
了他从 1980 年至 2010 年近两百
首诗，较完整、精当地反映了其
创作全貌，附有“梁健年谱”。诗
集主要由杭州青年诗人方石英
选编。另外，安吉和杭州的友人
还编印了《梁健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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