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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里面
悟人生

	| 王麒翔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红楼梦》
的，一种是没看过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
一点也不夸张。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
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
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张爱玲说，《红楼梦》在中国的地位全世界
没有任何小说可比。就连在国外，《红楼梦》
的地位也非常之高，英国《大英百科全书》
称“红楼梦是一部非常高级的作品”。但是
同时《红楼梦》也高高位于“那些想读但
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榜单第一位，读不下
去的理由大多是语意不好懂、人物关系记
不住、或者是还没看到精彩的地方就停止
了。但我觉得《红楼梦》是一本很好读的
小说，有趣又有内涵，甚至觉得看上几十遍，
上百遍还不厌烦，恨不得把里面每个人物
都说出门道来。

《红楼梦》中牵涉的知识甚广，内涵非
常丰富，从人性、爱情、官场、美食、服
饰等角度都可以研究很多。红楼梦中人物
个性很有特色，对事对人，以及最后的命
运都不一样。比如女强人王熙凤，非常会
管理和说话 ；宝钗在做人的智慧上可谓超
绝，有着“看破但不说破”的智慧 ；而不
起眼的那些丫鬟中，也有敢于争取爱情的，
争取自己职业发展的。而红楼梦中男女之
间的感情，有一种浪漫，就像是青春期的
懵懂感情，一群少男少女充满了性的欲望
和对爱的渴望，开始尝到人生的失落与幻
灭之苦。

将《红楼梦》一读再读，慢慢的，看
到的人物，可能不再是宝玉、黛玉，不再是
王熙凤，不再是那些风光亮丽的主角，而
是作者用极悲悯的笔法写出的小角色。我
会在自己身上看到那些角色的影子，看到
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原来也都在《红楼梦》
里，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
己的命运。

每次看到 70 回的时候，贾家已渐渐显
露败落之相，我会越看越慢，舍不得这个
故事结束，就像贾府的大树贾母不希望这
个大家庭散掉一样。而后 40 回的滋味远远
不同，曹雪芹是真正经历过荣华富贵的人，
经他手写出来的细节和境界，明显比后续
者的层次高多了，所以总感觉《红楼梦》
中人的人生没有结束。

以“软价值”为导向创造新需求
	| 王红霞

当今时代，传统商品和传
统服务很难再引发新的需求，
而更多的是依靠企业员工的
创造性、独特性形成的商业
模式和价值创造，来不断引
领人们生活的独特需求，从
而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身
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
的形势和环境对需求识别、
创造、价值等提出了新的
要求。如何创造新需求并
持续满足？滕泰、张海冰
所著的《创造新需求》一书，

通过“软价值”理论和创
造新需求“五法”回答了这

个问题，对于企业转型创新颇
具启发性。

该书以“软价值”为导向，
简明扼要地解释了时代变化所需，

系统阐述了创造新需求的路径及其
意义。作者从 2020 年疫情前和疫情后

这个巨变的时间点来切入，以量子力学
等理论支撑，针对来自制造业、信息产业、
高端服务业等多个产业中，在“软价值”
理论和创造新需求的方法指导下获得巨
大成功的案例，总结了他们成功的方法、
经验，验证了其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和
价值性，升华了其成功理论。如果我们

通过阅读，能够学习并掌握
这些创造新需求的理论和

方法，就意味着应对未来
有了理论的武器，并且拥有

更多可能性和创造力，也使创新和转型
有了更明确的方向，从而避免“草莽式”
的胡碰乱撞。

何谓“软价值”？与软实力不同，“软
价值”是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一个产
品或服务中所包含的研发、设计、创意、
品牌、流量、体验等非物质价值。也就
是通过发挥人们的想象力，通过创造性、
独特思考和智慧而形成的产业价值、商
业价值、经济价值等，更多的是强调通
过创新性实现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带
领人们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现如今，“消费分级”
现象的出现越来越不容回
避，其本质含义是 ：单纯
制造业环节生产的商品价
格越来越低，而拥有研发、
设计、品牌、流量、体验
等“软价值”的制造业商
品价格却越来越高。面对
消费分级，传统的制造业
如何转型？是致力于以高
效率、低成本的生产来满
足越来越廉价的基本物质
需要，还是用研发、设计、
品牌、流量、体验来满足人们追求高品
质生活的精神需要？毋庸讳言，选择前
者，道路会越走越窄 ；而选择后者，道
路会越走越宽。

新 时 期 创 造 新 需 求 的 本 质， 就 是
“用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满足人们的精神需
要”。怎样用“软价值”创造新需求，找
到创新方法和转型方法，并实施软价值
战略呢？书中从软价值制造业、信息产
业、文化娱乐产业、知识产业、高端服
务业、新金融业六大方向进行归纳总结，
提炼出了通过人的创造力产生价值，创
造新需求的“五大法则”：提高研发创意
的有效性、创造和经营流量、改善客户
体验、创新商业模式，以及围绕以上经

营活动的组织变革。
书中指出，企业要带领人们从过去

的技术、经济环境中走向未来的生活场
景之中，从而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创
造新的需求。比如苹果手机的出现，把
全世界的人们从过去“功能机”时代带
领到了“智能机”时代，实现了引领人
们生活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实现了苹果

公司的价值最大化。
作者认为，“商业模式”

探索和变革是创造新需求的
一个核心要点，也是最能直
接体现企业创造新需求，用

“软价值”理论实现企业战
略的方式之一。而“组织变
革”则是企业内部的核心，
它使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要
素发生变化，不再仅仅依靠
某一个人、某一个产品、某
一个专利或某一个商业模式
创造价值满足客户需求，而
是需要依靠组织变革，服务

好企业中的每一个独特的、具有创造性
的人才，通过人才之间的价值创造，形
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企业价值。

以“软价值”为导向创造新需求，
是传统产业破茧新生的出路，也是当前
企业创新变革的方向、加速转型的利器。
只有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才能引起更
系统、更深刻、更广泛的创新和转型思考，
并引出更有价值的实践探索，从而奔向
创造新需求的广阔天地。而《创造新需求》
这本书，能帮助我们打通思维模式的闸
门，把底层逻辑和基础实践想清楚，对
企业决策、市场策划、战略发展和商业
模式选择具有非常直接的借鉴价值。

我们应该我们应该
度过什么样的人度过什么样的人生生

	| 任梦莎

《刀锋》这本书主人公拉里的
原型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被罗
素称为“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
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实在
是太过传奇，且《刀锋》是作者毛
姆唯一以真名代入的作品，所以带
着好奇翻开了本书。

当然，究竟维特根斯坦是不是
拉里的原型我也不得而知，但是，

《刀锋》确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的
好书。

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剃刀边缘无比锋利，欲通过者
无不艰辛。如果注定要经受剃刀之
苦，那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人生
的意义是什么？作者在书里并没有
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他向
我们展示了像艾略特、伊莎贝尔、
拉里、苏菲等人不同选择下的真实
人生。

艾略特一生汲汲于物质生活，
极尽奢华，追求虚荣，热衷于一个
又一个社交宴会，来往于各个政商
名流，尽心竭力经营维持他在社交
圈的地位，看似宾客盈门，然而那
个他在生命最后还在与之较劲的社
交圈早已把他忘记了。旁人看来或
许觉得可笑可悲至极，但是他把这
作为生命的追求，作为成功的标准，
作为人生的意义。

伊莎贝尔，曾经是被作家毛姆
如此盛赞的女性。少女时代，她为
人活泼热情，诙谐大方，浑身充满
了纯真爽朗的天然魅力，她勇敢追
求理想的爱情，对舅舅艾略特的物
质与世俗不屑一顾。她的爱建立在
一定物质基础上，面向的是现实的
生活，人生前进方向是基于世俗意
义上的成功、基于当时社会上的主
流价值观。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资
格去评价她错误与否，只是每个人
的选择不同而已。但是，在她故意
诱导苏菲堕落后，那个“长得赏心
悦目、说话落落大方、凡事一点就
通、也无害人之心”的伊莎贝尔再
也不见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她
成为了她曾经蔑视的人。

最后再说说拉里，这个在书中
仿佛集聚了世间一切最美好品质的
人。曾经，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少年，
尽管家境说不上富裕，但是物质生
活也不算匮乏。他外貌俊朗，性格
温暖，为人善良，又幽默而富有魅
力。然而，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
一切。在亲眼目睹战友为了保护他
而战死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
变。回到美国，对人生意义的追寻、
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始终呼唤着、困
扰着他，让他再也无法成为以前那
个无忧无虑的他。一旦顺从内心召
唤，世人所追求的钱财于他只是枷
锁，名利于他更是累赘。他更愿意
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满足于过自
己选择的生活。他可能会找到生命
的真谛，或者一辈子也无法找到。

于他而言，这个寻找的过程就是不
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就是追寻自我
幸福的过程。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

我们是应该执着于物质生活，
追求所谓世俗的成功？还是忠于自
己的内心，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我
想无关对错，克里斯托弗说过，这
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以
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

我从书中感悟到的第一点是，
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首先要学会
如何与自己的欲望相处。伊莎贝尔
认为战胜欲望的最好方式是满足欲
望。她忽略了欲望本质上是痛苦之
源，我们满足不了欲望会痛苦，满
足了欲望会产生新的欲望，也会产
生新的痛苦。正如王尔德所说 ：“人
生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想
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人生路
上处处是诱惑，我们应该学会克制，
增强自己克制欲望的意志力。同时
加强学习，提高认识，以我们的理
性来控制冲动。

我感触颇深的第二点是，与其
执着于一个完美的结果不如执着于
追求完美这个过程本身。一战后，
拉里开始不顾一切追寻一个内心的
答案，为此他放弃了世俗意义的优
越生活，博览群书，游历世界。到
书中的最后，我也不认为他真的寻
求到了所谓的人生真谛。他以艰苦
的物质生活来磨砺自己的意志，以
此保持身心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完善、不断地
顿悟，最终他得到的是精神上的平
静。如此，我认为我们的学习也不
必追求一时的得失，不必抱着功利
的目的，更不必急躁与焦虑。我相
信，只要还在扬帆，只要不停止奋
楫，曾经路上的一切都会化为养分，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尽管《刀锋》告诉我们世界上
的生活方式千千万万，但是最终还
是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应该度过什么
样的人生。

优雅一生

	| 洪梅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
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
了，我也准备走了。”这首诗是杨
绛翻译兰德的诗，也是她一生的
写照。

1911 年 7 月 17 日，杨绛出
生在北京，自小在宽松和睦、生
活优裕的大家庭中长大，在父亲
引导下，爱上了读书，促使她走
上了文学之路。母亲则是她人生
中的第一位榜样，教会她如何做
一名贤妻。多年之后，丈夫钱钟
书赞誉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
的女”，上能博古通今，下能操持
家务，在学者、母亲、妻子、朋
友各个角色之间来往穿梭、应付
自如。如今，可能再也没有丈夫
能给妻子如此之高的评价，大多
认为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时缺少
了温柔和体贴，在事业发展时疏
忽了对家庭的关爱。殊不知，夫
妻双方要相互欣赏与支持，才能
在事业和生活上双丰收。

杨绛和钱钟书在文学界同享
盛名，他们携手共同走过半个多

世纪，给浮躁而多变的现代人的
婚姻以启示，理想的婚姻应该是
志趣相投、平淡相守、共度一生。
他们是夫妻，也是朋友，从第一
面相识到确定恋爱关系，不过短
短数月的时间。婚后，这个曾经
在家的娇小姐，成了旧式家庭的

“老妈子”，身份转换后她竟没有
感到一点委屈。别人问起原因，
她回答说 ：“因为爱，出于对丈夫
的爱。”虽然他们原生家庭一个新
式、一个旧式，一个优裕、一个
寒素，在他人眼里是那么地不登
对，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却是那
样的和谐。

赴英留学期间，为了让丈夫
能够吃到中餐，十指不沾阳春水
的大小姐在摸索中学会了做饭，
那个笨手笨脚的丈夫则为她做了
一辈子的早餐。婚姻就是需要互
相包容、为爱付出，夫妻不是把
对方改造成自己期望的那样，而
是要相互尊重和体谅，还要经常
给对方称赞和鼓励。

杨绛不仅帮助丈夫著书治学，
自己也出版小说、编撰话剧，后
来还涉足翻译领域。留学回国之
后，为补贴家里的开支，她开始
尝试写剧本，待拿到第一笔稿费
后，她请家人吃了一顿酱肉，美
美地改善了伙食。虽然她在戏剧
界声名远播 ，回到家中却还是原
来模样，一点也没有改变。承担
着家中劈柴、生活、做饭、洗衣
的家务，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958 年，已经步入中年的杨

绛决心自学西班牙语，20 年后，
译作《唐吉坷德》出版。当年西
班牙国王访华，杨绛被邀请出席
晚宴，席间邓小平惊讶地问起该
书的翻译事宜，她只淡淡地说道：

“今年出版的。”很难想象，在问
题重重、外部环境压力很大的情
况下，她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学习钻研，逐字逐句完成这项翻
译工作的。何况她当时人在“五七
干校”，命运不知该向何处，译稿
还曾被没收。很多人都认为“人
过三十不学艺”，在杨绛身上，我
们看到了学无止境，无论在什么
年龄，也要对生活充满敬意 ；无
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坚信一定
会过去。

上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女
儿钱瑗、丈夫钱钟书的相继离世，
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了她一个。
她全身心整理《钱钟书文集》，自
己也创作了《洗澡之后》等作品，
展现给世人的不仅有文字，还传
递着爱的温度。2016 年 5 月 25 日，
杨绛逝世。她怎样度过漫长的百
年人生，《杨绛传》为我们提供了
详细的答案。

开卷有益、品味书香。杨绛
的精彩人生，给现代女性带来启
示 ：全心投入家庭，夫妻恩爱和
谐，事业不断进步。一个幸福的
家庭不仅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
互相的包容付出也尤为重要 ；夫
妻相处之道不只是举案齐眉，也
需要相敬如宾。事实证明，事业
家庭完全可以兼得。

精于此道 乐此不疲
——读《鞋狗》领悟耐克创业精神

	| 王辉

《鞋狗 ：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
亲笔自传》，当我初次看到这个书名
时，差点笑出了声儿，什么是《鞋
狗》？

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了一次特
别的阅读，读到最后，我才明白了
鞋狗就是那些全身心投入其中，努
力制造、销售、购买或设计鞋子的人。

《鞋狗》讲述的是关于 NIKE（耐
克）鲜为人知的品牌故事和公司的
创立史。深入诠释了创新和创造力
的魔力。一个怀揣梦想的小镇青年
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关于信仰的力
量、品牌的价值、团队的相处方式，

以及成功与失败间的无缝对接，都
可以在这部书中找到答案。

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的创业
史，讲述了耐克品牌从无到有的过
程，出于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奈特
从销售代理跑鞋发展到拥有自己的
品牌，直到公司上市。在充满磨难
的创业之路上，他经历了合作伙伴
的考验与背叛、银行的翻脸，经历
了资金短缺、无力偿还债务，经历
了竞争对手的把戏……无论遇到什
么危机、困难、官司和障碍，他都
保持着勇往直前的状态，勇敢、冒险、
坚持、自信、冷静以及创新，造就
了他最终的成功。

奈特的领导力，以及组建团队

是成功的关键。鲍尔曼、约翰斯、
伍德尔，这些早期加入的人才，出
身平凡，对事业充满了激情和使命
感，伴随公司走过低谷，帮助耐克
在关键时期做出正确决策。

耐克是奈特、鲍尔曼教练以及
一群“鞋狗”一起打造的一个品牌、
一种信念。“我们不仅要创立一个品
牌，更要打造一种文化。我们卖的
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理念、
一种精神。”在奈特的身上，你会感
受到一种运动精神，还有一种更为
普世的创业精神。热爱、信念、责任，
让一位跑者为自己所热爱的运动付
出最真挚的情意，创立了世界知名
品牌运动品牌。

奈特用自己的传奇一生阐述着
这样的道理 ：懦夫从不启程，弱者
死于途中，只剩我们前行。

读完《鞋狗》，特别是“夜晚 ：
永远不要停止”一章，我对“鞋狗”
一词的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鞋
狗”就是一辈子“以此为生、精于
此道、乐此不疲、革新此业”的人，
他们是撑起每个行业的脊梁，是驱
动这些行业弃旧创新的领军人物。
读《鞋狗》，我们不仅能够从中汲取
涉及战略、组织、成本、融资、品牌、

运管等方面的管理知识，还能从中
学习产品的创新和品牌价值观塑造
理念，以及创新力和领导力培养的
宝贵经验，为我们创新创业提供一
种品牌文化的力量。而这些创新理
念和管理经验值得我们每个航空人
去学习、去借鉴，更好地追求“三
创”——创造业绩、创造价值、创
造奇迹。

“ 我 们 要 往 前 跑， 拼 命 往 前
跑。”“永远不要停止。”每一个运动
爱好者不要停止奔跑 ；每一个创业
者不要停止创业，正如菲尔·奈特
所说的“不论面临什么，都不要停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