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一达善于从一墙一跺、一草一木里汲取人文素材，继而展开他轻车熟路的京式言说。他把笔触深入到

北京的胡同，在这人文荟萃的地方，每一垛基石，每一处小巷，都深蕴着历史的久远，展现着风物的璀璨。而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是平凡的歌者，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传承着京味文化，书写了隽永的诗章。透过他们情趣盎然的小资生

活，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京城人的品格、气质和精神。

“京味”生活的浓郁画卷
◎刘昌宇

成事的思
维与智慧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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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芳华的美丽与哀愁
◎邓勤

曾写出《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万物生长》等作品的冯唐，既是著名
作家，又是华润医疗集团创始CEO。在
写作之外，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如何
管理好自己的团队，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双赢，一直是冯唐潜心思
考的话题。借助对曾国藩的《曾文正公
嘉言钞》的解读，结合自己十余年咨
询、投资、管理经验，满含智慧和激励
的经管类著作《成事》，便在冯唐的笔
下应运而生。

书中内容十分宽乏，涵盖人力资
源的综合利用、团队精神建设、职业
素养和操守的养成等等。冯唐将《曾
文正公嘉言钞》中曾国藩在立德、立
功、立言上的心得，以及自身在商界
浸染多年的管理体会，巧妙地融汇在
一起。就企业（团队）如何选人、留人、
用人，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如何保持
团队斗志，激励下属，建立规则，不断
提高企业（团队）核心竞争力。以及普
通人如何通过自勉，在管理好时间的
基础上，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进一
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等问题，予以
了细致入微的讲解。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
许多人都渴望取得工作和事业上的
成功。在冯唐看来，成功，除了得益
于人们主观上的不懈努力外，外界
的正能量给予，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所有的成
功，简单复制一下就可以让人功成
名就。但是，对于一些成功者的成事
经验、技巧、方式、方法，普通人却
是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学习和练
习，拿来为己所用的。基于这样的
思考，冯唐十分强调成事的过程，
在鉴古论今中，他将曾国藩在“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修行
感悟，与自己忙碌而充实的高管生
涯相观照，就大众如何在成事中，实
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融
合，给出了答案。

成事，看似容易，但要持续不断
地成事，尤其是成大事，绝非易事。对
此，冯唐主张凡事要从“大处着眼，小
处着手，努力的干，拼命的干，至于结
果如何，不要去想，听天由命，那不是
我们该管的事。”对于一些难事、棘手
之事，普通人往往为恐避之不及。相
反，冯唐却鼓励我们，怕什么，就做什
么，迎难而上，就会觉得麻烦也不过
如此，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他说：“难
做的大事，艰难地慢慢做，一定有可
以做成的那一天。不难，不做，永远不
成。”当然，成事，也是需要讲究效益
的。在做每一件有意义的事之前，必
要的思考是必须的。对于一些力不能
逮，或根本就不可逾越的事，我们必
须要有自己独立而成熟的判断。冯唐
传授了他的一些洞悉之道，那就是判
断一个事儿能否干成，一看外界环境
让不让干，二掂量自己会不会干，三
问自己想不想干。如果三个方面都具
备，成事终究会水到渠成。在具体行
事策略上，冯唐通过细品曾国藩在谋
事成事上的至理箴言，分享了他的一
己之得，“天下所有的大事都是一件
件小事组成的。只要我们把一件件小
事做好了，大事自然就成了。”

成事，从管理学角度而言，不但
需要解决管理者的心智问题，对普通
人而言，同样需要一定的情商作保
证，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的自律和企业
（团队）的他律。简言之，成事，既要管
理好企业（团队），也要管理好个人，
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把握好了心智
与情商、自律和他律的问题，成事也
就有了规律可循。在冯唐看来，成事
最大的“规律”，莫过于构建一个良
好的世界观。大的方面，就是要树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
让社会、民生和谐共处。小的方面，
就是要诚信为本，严以律己，宽以待
人，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去实现
企业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冯唐期
望，为人为企，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
奉献精神。其次，要学会放平心态，
凡事不要太着急。该吃吃，该喝喝，
该来的，一切都会来。对个人来说，
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不断充实提
高自己；对企业（团队）来说，打造
和谐、精进、创新的企业（团队）文
化，用文化的力量实现自我激励和
他律，可以通过软实力，强化硬实
力，在成事上，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冯唐说：“管理是一生的日常，成
事是一生的修炼。成功不可学，成事
可以学。”他以《曾文正公嘉言钞》为
底本，集合曾国藩、麦肯锡、冯唐个人
过去二十年的管理实践，提供了简单
实用的成事方法论，为管理者克服心
魔、带领团队，普通人如何应对竞争
与压力，成事且成大事，提供了强力
的精神引领。

被称为“京味文学”第四代传
承者的刘一达，在其新作《人五人
六》里，以其浓浓的京腔京韵，在有
情有趣中，充分展现出北京人的做
派和德行。三十四篇散文，娓娓说
道着胡同里的凡俗小事，悉心勾勒
着市井细民的生活原貌，在追溯历
史缅怀风物中，幽幽散发出馥郁芬
芳的京味儿。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
刘一达对京城始终深怀着浓烈的
感情。老北京的故事和语言，时时
都在浸润着他的心，让他魂牵梦萦
难以释怀。本书中，刘一达聚焦京
城平民生活，用京味儿十足的语
言，说道着草野民间的人生百态、
生活岁月的琐细庸常。于是，在他
灵动的笔下，社会各阶层人物纷
纷从幕后走向前台，以各自不同
的生活境遇、人生走向、命运沉浮
丰富着我们的视野。打拳的金二
爷、酒虫儿老胡、胡同里扫街的老
人、蹬三轮车的板儿爷、面临退休
的老主任……这些形形色色的人，
人生追求不同，理想信念各异，他
们当中有拾金不昧的、有地道仗

义的、有江湖侠义的；也有失了初
心的、虚荣逞能的。刘一达通过对
静寂岁月的细心描摹，高度还原
了皇城根下，老北京人丰富多彩的
京式生活，朴实生动的叙描里，真
挚热切的铺陈中，尽展时代的风云
与变迁。

刘一达善于从一墙一跺、一草
一木里汲取人文素材，继而展开他
轻车熟路的京式言说。他把笔触深
入到北京的胡同，在这人文荟萃的
地方，每一垛基石，每一处小巷，都
深蕴着历史的久远，展现着风物的
璀璨。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平
凡的歌者，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行
动，传承着京味文化，书写了隽永
的诗章。透过他们情趣盎然的小资
生活，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京城人的
品格、气质和精神。沿着刘一达的
笔墨，淌过岁月的长河，回望胡同
里的每一缕剪影，一颦一笑里，曾
牵引出多少温情的目光！忘不了性
格豪爽的福大爷，一生无忧无虑，
整日笑笑呵呵。然而，却在胡同改
造拆迁时，为了一颗六十多年树龄
的槐树而抱树痛哭，护树爱树的背

后，是对人间草木的深沉挚爱，更
是对胡同文化的执著坚守。同样让
人印象深刻的是靳爷，这位老实
厚道，乐于助人的北京爷们，以做
人“地道”为荣。帮了左邻右舍后，
只要有人说句“靳爷真地道”，他
便“比喝了二锅头还痛快”。后来，

“地道”的大爷因为做好事突发疾
病猝然长逝，但却以灼热的济世
情怀，把“地道”的形象长留在大
家的心里，也让那份温暖珍存于
世间，散发出夺目的光采。回眸这
些平凡而闪光的一个个故事，曾
演绎出几多动人的传说，又牵怀
出多少热切的期盼。那些树、胡
同、人，也曾在无数次的相依相伴
中，共同绘就出京城生活的浓郁
画卷。而作品中所洋溢出的独特
生活趣味、文化性格、处世哲学，
则力透纸背地镌刻出几代北京人
的精神图谱。

“人五人六”本是个贬义词，多
指人装模作样假正经，用北京话
来说，就是“装大个的”。但用在这
本书上却恰到好处，将老北京的
市井模样巧妙地概括了出来。《人

五人六》的叙述时间横跨新中国
成立前后，岁月更迭里，那些被大
历史牵动一生而仍然冲淡怨怼、
笑对夕阳的老人，像那些待拆的
胡同和待伐的老树一样，始终活
在我们多情的记忆里。陈年往事、
旧京掌故，随着光阴慢慢游走，渐
渐迸发出美丽的光华。刘一达深
得“京味文学”真传，在《人五人
六》中，以其典雅有趣、娴熟地道
的京味语言，刻画了一众北京人
的鲜活群像，饱满圆润里，透着
股清清爽爽的生活味儿。正如刘
一达所言，“能咂摸出滋味儿的
文章才是好文章。”对于《人五人
六》而言，其中在人生苦涩中的
宽容与乐观或许正是京味儿文
学的滋味儿。

追随着历史大漠里的吉光片
羽，让心沉绽在波澜不惊的岁月深
处，捡拾起那些朴实而真切的文
字，从刘一达原生态的叙写中，去
感受到他在时代变迁下的感悟与
反思，深沉的感怀中，《人五人六》
无疑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可贵的历
史存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
个梦幻的地方，胭脂香、卷发髻、灰
色高跟鞋、旗袍下隐约的腿，发黄的
电影海报上尽是迷人的东方美人
……在这里诞生了我国最早意义上
的“影后”。提起那时的电影明星，人
们耳熟能详的，胡蝶无疑是其中最
有分量的一位。与胡蝶类似的民国
影星还有阮玲玉、陈燕燕、胡萍、周
璇和王人美，至于戏曲界的名旦则
有孟小冬、姚玉兰、福芝芳。她们巾
帼不让须眉，在表演方面展现的才
华，让成千上万的国人为之倾倒。

随着西风东渐以及辛亥革命的
爆发，女子要求男女平权的运动越
演越烈。大量的女子冲破封建藩篱，
要学习求进步，勇敢地活跃在各行
各业，成就了自己的璀璨人生。除了
一些艺术界人才外，其他行业也是
人才辈出，譬如身为作家、画家和翻

译家的陆小曼，作家张爱玲和赵一
荻，建筑师、诗人和作家林徽因，实
业家董竹君等。她们各美其美，共同
演绎了一曲民国女子的绝代芳华，
至今仍然余音袅袅。

这些民国女子，她们如烟花般
绚烂，却比烟花寂寞三分。她们在女
子本就低微的时代，用独立自强圆
满了自己，滋润了他人。时光翩然而
过，她们仍然在用自己的执着，为迷
茫的你拨开生活的迷雾，帮你重新
找到前行的方向。女性传记作家桑
妮长期关注张爱玲、赛金花等颇具
传奇色彩的民国女子，她最新出版
的《民国女子》内容充实，文笔清新，
搜集了23位民国女子的大量资料，
梳理湮没在时间长河中的如烟往
事。心若淡定便是优雅，这是一本跨
越时空的女性修心手札，也是写给
女人的人生启示录。

本书的每一章都是一篇独立的
人物传记，开篇就是一首与主人公
相关的诗词和一两百字的点评，颇
具章回小说的味道。作者以女性的
直觉，现代的视角，走近那些风华绝
代的民国女子，体会她们的落寞，解
读她们的惆怅，展现她们的美丽与
哀愁。回看这些民国女子的一生，就
如同回看那段百年前的时光。譬如
在《人间无物似情浓》中，作者首先
就对张爱玲的人生进行了点评，“有
人说，她是一朵艳丽的罂粟花，蛊惑
着寂寞的可怕的文坛，蛊惑着凡俗
的世人的爱情。然而，她也被蛊惑其
中，只是与众不同的是：一身孤傲的
她可以华丽转身，只留给世人一个
苍凉、永恒的背影。”

应该说，这样的点评是颇为到
位的。张爱玲虽然在文学上才华横
溢，但是在感情上却格外单纯甚至

幼稚。作者感叹道，“她以飞蛾扑火
的苍凉姿势，和她生命中的三个男
人——父亲、胡兰成、赖雅纠缠爱
恨。在滚滚红尘中，寂寞地演绎着
她悲凉的传奇人生。”由于家庭的
原因，张爱玲格外渴望爱情和温
暖，但是由于遇人不淑，胡兰成和
赖雅都不是她的理想伴侣。到最
后，一代才女只能孤独终老，客死
异乡，让人唏嘘。

作者在梳理这些民国女子人
生际遇的同时，浓墨重彩地铺陈了
她们的才华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
她们从未输给时光，她们谋生也谋
爱，可以教会你做个有本事任性
的女子。岁月可以让容颜苍老，但
也能淬炼出从容优雅的气质。作
者希望我们在经历中成熟，在沉
淀中坚持，在优雅中迸发，成为自
己期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