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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智慧I：成长哲学》
《体验的智慧II：生活哲学》
车建新 钱庄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吴晓波

我认识车建新并不太久，也就
一年有余。之前，我知道他是因为
红星美凯龙，这家来自江苏的家具
连锁企业是它那个行业的传奇。秦
朔介绍我认识车建新，是因为他在
写一本书。

每一个人的内心有写一本书的
冲动，但每一本书如每一个人，有不
同的面貌与思想。“车建新为什么要
写书？”我问。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
晚年写回忆录，朋友问他，为什么要
写书，他说：“我要有一面镜子看清
自己。”

过去20年里，我写过很多企业
的书，也出版过很多企业家的书。
车建新的创业经历也许是一个不
错的中国故事：25年，从600元借款
变成600亿资产，财富增长1亿倍。
车建新却说：“我要写自己的体
验。”

体验就很难数字化了。体验会
有体温，会有徘徊，会变得柔软。

“14岁那年夏天，我帮母亲去
挑秧，路上有个老公公，已经74岁
了，他和我一样在挑秧，然后我想
到：难道我要像这位老公公一样再
挑60年的秧？当时我暗下决心：这
辈子一定要先苦后甜……”读着这
些文字，你可以听见骨骼成长的声
音，很原始，很直接，很欲望。它们
属于一代人，迷信进步，拒绝矫情，
以生命去换取物质，以物质来印证
价值。

对于经济与物质的成长，也许
我们尚可以勉强勾勒出稍稍清晰
的轮廓，可是，在更大的时空背景
下，我们却会产生更致命的迷失，
那就是我们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就
像R·G·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
中所写道的：“我们可能走太远了，
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
目的。”这句名言的另外一个问法
是：我们追逐财富的人生真的是出
发的起点吗？

其实这又是一个永远都找不
到标准答案的问题。提问的意义，
有时不在于答案，而是问题本身。

日后，出版了这一本书的车建
新，将仍然在追逐财富的道路上奔
跑，他的红星美凯龙将越开越多，
他的资产可能从600亿元继续膨胀
成1000亿元、2000亿元。这是他的
工作，冷暖自知。而与众不同的是，
他同时还在思考那些柔软的问题，
比如意义、价值、存在。他还像很多
年前的那个江南少年一样，向着空
气提问，对着影子自语。

所以，这是一本白手起家的中
国企业家的“成长纪”，里面充满了
与生命有关的问题与故事。每一个
读这本书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体验。

这很奇妙，我们会在同一个故
事里找到若干个，甚至是冲突性的
答案。

阅阅读读，，也也是是需需要要门门槛槛的的
“青春文学之父”曹文轩来烟“讲经”，与师生分享写作感悟

孩子应该读一些“打精神底子”的书

齐鲁晚报：您曾说过，
“今天孩子们看的大部分
书，对他们的成长和写作
都是没有帮助的。”如果让
您推荐，您会给孩子们推
荐什么样的书呢？

曹文轩：那个话说得
可能有一点绝对了，只能
说一部分的书是这样的。
因 为 这 是 个 商 业 化 的 社
会，很多图书是为商业利
润去进行制作的，这些书
呢，小孩看了我不能说它
有坏处，我只能说对他的
成长、作文写作和语文学

习的用处可能不大。
你要让我推荐什么书

的话，我不说具体的书名，
书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
给小孩打精神底子的，还
有一种是打完精神底子之
后再看的书。这也算是阅
读的“门槛”。我指的那种
打精神底子的书是指那种
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另外，
我在许多地方讲过，书是
有血统的。鲁迅的作品、托
尔斯泰的作品，还有儿童
文学这一块，《王者》、《安

徒生的童话》，这些文字都
是具有高贵血统的书。现
在的小孩这些书基本上是
不读的，他们都是读所谓
的 那 种 搞 笑 、好 玩 、热 闹
的，看上去很有想象力，实
际上是想象力很贫乏的，
严 重 缺 少 生 命 的 那 种 经
验，缺少艺术底蕴的书，就
是所谓的一种浅阅读。

如果我们所有的孩子，
只是在一个浅阅读的状态
里头来培养他的阅读趣味，
这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
让人担忧的。

韩寒郭敬明的成功全凭个人实力

齐鲁晚报：有人说“新
概念作文时代”已经远去
了，您怎么看待新概念？像
那种青少年写作的革命，如
今还会不会有？

曹文轩：新概念作文时
代是一定要肯定的，历史也
会去肯定的。因为他开创了
中国一个新的写作时代，首
先他让那么多孩子热爱写
作，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

新概念作文比赛的一
大意义，就是让成千上万
的孩子喜欢写作、关心写

作，在写作中获得一种乐
趣，也获得一种成就感。另外
一点就是新概念作文冲破了
以往教条的、僵尸的、生硬
的、毫无生气的那样种写作
状态，使它变成一种自由的、
开放的、充满活力的这样一
种新的写作状态，它对后来
中小学生的写作带来了巨大
的历史憧憬。

齐鲁晚报：您与当时力
推 的 青 年 作 家 还 有 联 系
吗？怎么看如今的韩寒、郭
敬明？

曹文轩：没有什么联
系，当时就是纯粹在文字
上 欣 赏 这些孩子，他们表
现出来的那种不同凡响的
才能，以及他们那个年龄
里头所表现出来的非常突
出的思考能力。

他们的成功跟我没有
关系，我只是作为一个欣
赏者，而不是发现者，他们
后来的成就完全源于他们
自己文字的感召力所决定
的。他们的成功完全是凭
借自己强大的实力。

儿童文学能构建人性基础的东西

齐鲁晚报：有人说，您
的成长小说中表达着对少
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
界的关怀，以弘扬人文关怀
的精神，为少年儿童书写，
在您眼里的孩子们是怎样
的？您的儿童视角在作品中
是怎样体现的？

曹文轩：儿童视角它是
一个写作的视角，因为当你
用儿童视角来看待这个世
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样子
和用非儿童视角看到的样
子是不一样的，这是它最本
质的特征，对于我来讲，他
很符合我的心意，可能是因
为这个重要的因素，决定了
我选择儿童视角去写这个
世界。

其实我并不是很纯粹
意义上的一个儿童文学作
家，我只不过是选择了一个
儿童视角，写了儿童喜欢看
的书的这么一个作家，我一
直把自己定位在这个位置
上。我的东西和那些正宗的
儿童文学可能不是很一样，
首先，正宗的儿童文学好像
更讲究它的情趣，可是我很
讲究的是它的文学性，这个
差别就很大的。

齐鲁晚报：“儿童文学
是 未 来 民 族 性 格 的 塑 造
者。”您希望您的作品塑造
出怎样的孩子？

曹文轩：那是 8 0年代
中期的时候，是由我提出
的一个观点，就是给儿童

作家下了一个定义，定义
这个时代的变迁。其实，到
了今天应该是变得更加丰
富了，因为当时是在一个
特定的语境里讲的，那个
时候我们普遍地反思我们
的国家，反思我们这个民
族的性格，是在那样一个
状态和语境里头，提出了
这样一个命题，这个命题
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今
天也有它一定的正确性，
如果说他要有一种给他完
善的含义的话，原来的那
个定义肯定是不行的，所
以后来我就又有了一个更
广泛、更宽广的一个定义，
我觉得儿童文学是构建人
性基础的这样一种东西。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曲晓芳

上周，被誉为“青春文学之父”并先后为韩寒和
郭敬明的首部作品作序的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
来到烟台。曹文轩在两所中学进行了讲座，本报记
者也对曹文轩进行了专访。曹文轩说，这个国家这
个民族，未来的欣赏水平，未来的阅读质量，其实是
由现在的小孩来决定的。所以说，阅读也是需要“门
槛”的。

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的作品

曹文轩说，写作文的灵
感来自生活中的小故事。 本
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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