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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1937：血战危城》
[丹麦]何铭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填补了论述抗日战争
的英文著述中的明显空白，首次
全面阐述了 1937 年的南京保卫
战。作者用震撼人心的文字描述
了赢得淞沪会战之后的日本军
队如何以破竹之势向南京推进，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证明了其野
蛮程度。

《从大都到上都》
罗新 著
新星出版社

这是一本多角度的历史大
散文，生动还原八百年前元朝两
都间辇路的真实面貌。作者自北
京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徒
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
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步一步走完
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
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在
作者的讲述中，历史与现实交
错，呈现出迷人的色彩。

《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
[美]卜寿珊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肇始于苏轼、文同等士人的
文化运动，使得身份尤其是与身
份匹配的文化品格，成了决定画
作高低的关键因素，并影响了此
后五六百年的中国画史。本书的
作者卜寿珊没有被汗牛充栋的
明清画论带入泥潭，而是沿袭社
会史和文化史，试图厘清文人画
的历史发展脉络，还原文人画产
生的社会环境和真实含义。

《厌作人间语》
阿丁 著
作家出版社

这本短篇小说集中，作者以
《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为底本进
行了一次再创作。这些故事或惊
悚、或恐怖、或温暖、或令人唏嘘
感叹，《聊斋志异》的超现实和讽
刺色彩被阿丁继承，并延展为一
种“厌作人间”的绝对消极与失
落。

《万物归一》
[德]君特·格拉斯 著
天地出版社

本书为 1999 年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铁皮鼓》作者君特·格
拉斯的遗作，他用诗歌、散文、绘
画相互交织、呼应的方式，记录
了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对于即
将告别的世界，格拉斯用寓言来
加以表述：最后的希望被老年击
沉。

《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
服饰与身体》
赤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回顾了二十世纪中国
人的服饰与身体的变化与联系，
作者赤桦用翔实的考证与辩证
的思考，再现了一部穿着史诗。
如同作者所说：“穿戴本来就是
一场又一场关乎地位、关乎政
治、关乎性关系的表演，是一场
又一场关乎秩序的战争。在衣衫
之上，附着了欲念、目光、态度和
权力。”

《柬埔寨旅人》
刘绍华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作为人类学家的刘
绍华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务
团”，提着一只皮箱去了柬埔寨，
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之后，她以
人类学家的视角、散文家的笔法
写下自己的柬埔寨记忆：这是一
个迅速变化的社会，走向全球化
的同时仍有美丽的“非现代性”
残存。

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
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对
于以前传统文明的估价，得到
的结果往往也不相同。我想，
如果我们现在要对中国文化
前途的趋向取得一个目标，那
就应该对以往的传统文明从
新来估价一番，截短取长，然
后才有准绳。

近几年来，一般人对于中
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的评论，这
些评论，或好或坏。我们知道，
在现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得
极厉害的时候，要对某一个民
族的文明加以估价，就要将他
和别的民族的文明来相比较一
下，然后才易得到结果。因此，
要去估价中国的传统文明，也
就要将中西文明来比较一番。
我要说的几点，是我们对中西
文明作比较时应有的几个标
准：并不能算是文明的估价，而
只能作为估价的帮助而已。

第一，两个民族接触，便
发生了文化交流，如果甲民族
文化受乙民族文化的影响，而
乙民族文化不受甲文化的影
响时，那么能影响别人的乙文
化自然较为高超，不能影响别
人而反为别人所影响的甲文
化自然比较低下，这是对文化
估价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
准往往有例外的地方，一个好
懒的民族，即使文化较低，也
不容易受外来优秀文化的影
响。像中国和印度，从周朝汉
朝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了唐
朝，关系更为密切。中印文化
交流的结果，印度文化影响中
国文化的地方比中国文化影
响印度文化的地方为多。我们
看唐三藏一方面将佛经译成
中文，一方面又将《老子》译成
梵文，可是现在所看到的，只

有中文的佛经而没有看到梵
文的《老子》。但是我们不能因
为这样就根据上面的标准说
中国文化不如印度。所以这个
对文化估价的标准，往往有例
外之处，有时因为某一个民族
的民族性较懒，有时因为某一
个民族较富有接受性，所得的
结果往往就不尽符合这个标
准。至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
的关系，自从明朝万历年间西
洋通商传教的人到中国来以
后，西洋大炮和天文学对中国
的影响很深，清初算学，更多
受西洋的影响。利马窦来中
国，中西文明开始接触，迄今
三四百年，在这一段期间，中
国文明受西洋的影响，俯拾皆
是，到现在还是如此。至于中
国文明影响西洋文明的情形，
近来很有些人在研究，我想这
种影响也是有的，不过主要的
影响是在艺术方面。当年乾隆
造圆明园时虽然仿造西洋宫，
但是腓特烈大帝也曾仿造中
国式的宫殿，十七十八世纪，
西洋宫廷建筑和城市建筑，受
中国影响的地方很多；他如绘
画，欧洲将植物性的东西做绘
画的题材，明明是受中国的影
响，中国在艺术方面影响西洋
的情形是如此。思想方面，中国
对他们有提醒性，但并不能说
他的根本是由中国激励出来
的，中国文化对他们只有一种
刺激性，对他们文化的主流却
没有影响。总之，中国文明受西
洋文明的影响远甚于他所予西
洋文明的影响。西洋文明影响
力大，中国文明影响力小。

第二，凡是一种民族文化，
对于那个民族的生存帮助大的
价值较高，反之，对于那个民族
的生存没有什么帮助的价值较

低。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凡
是社会繁荣达到极高峰的时
候，往往跟着就是受外族侵凌
得最惨痛的时候，这实在不能
不说是文化的一个弱点。中国
自从汉朝以来，文化达到最高
峰的时候是北宋，当时政治虽
不尽好，但亦不尽坏，而美术与
文学则至为发展，可是北宋时
代，也是中国历来受外族侵凌
最惨痛的时代。一种文明，对于
那个民族的生存有帮助的价值
较高，没有什么帮助的价值较
低，这一点的标准，也可供对文
化估价时的一个参考。

第三，如果单根据第二点
的标准，往往就很容易将专讲
生存专讲力量的文明看得极
高。自从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
盛行以来，有一个很大的进展，
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应该以
大多数人的福利为前提。一个
民族的文明，如果能够普遍使
一般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很
高的享受，生活很有意义，这个
民族文明的价值才高。像中国
的瓷器和绘画，许多人都称赞
精美，但是只有贵族富户才能
欣赏，一般百姓都没有方法去
享受，那么请问这文明的价值
在哪里？我也认为中国瓷器和
绘画很好，但如果能够供大多
数人普遍地享受或欣赏，它的
价值也就较现在高得多了。

由这几点看来，可以知道
中国传统的文明，还有许多缺
陷，非根本检讨过去，尽量参
考别人不可，否则长此以往，
如果外来的侵凌不能抵抗，大
多数的人民都在过着艰苦的
生活，文化不能影响别人反被
别人影响，这对于民族前途是
有很大的危险的。

（节选自《傅斯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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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东省会，又有连接
京沪之便，济南历来是商业繁
华之地，1904 年自开商埠后，
商贾云集，儒家文化的深厚积
淀，为这里打上了浓重的儒商
印记。

济南华联集团董事长、总
裁李茂年先生是山东新儒商
的代表，于中国传统文化、现
代企业管理方面颇有心得，在
多年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
他思考并提炼出了一套独特
的企业管理理念。捧读他的新
著《做人做事与管理哲学》一
书，如同翻阅一位企业家的心
灵史、奋斗史。书中收录的文
章时间跨度很大，从李茂年先
生进入华联的 1980 年代初至
今，一共有三十多年。这一时
间点也基本上和我们的改革
开放步伐与现代企业制度的
建立同步。如今全社会都开始
重视企业家精神，《做人做事
与管理哲学》便充分展示了一
位当代新儒商的精神风貌、创
新活力和经营管理才能。

李茂年先生管理的华联
集团从一家国有集体成分的
企业演革而来，有他所表扬的
传统企业的优良传统，也有他
批评并要坚决摒除的六大弊
端。多年的经营摸索，他以创
新包容的精神提出“新儒商文
化”的管理理念。在他看来，新
儒商=儒家+法家+创新。他深
知，华联从一家传统企业发展
成为如今员工上万名的大型
企业集团，离不开与国际接轨
的现代化管理手段和理念，离

不开对落后管理模式的否定和
创新，离不开中西管理文化的
有机融合。李茂年先生博采中
西方文化之长，将儒家、法家、
道家文化兼容并蓄，为我所用，
形成了顺应企业发展规律，符
合自身发展特色的新儒商文
化。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过，
阿里巴巴在摸索中学习了很多
企业管理的经验，但是始终坚
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同
时也相信在中国文化中可以找
到企业管理和文化的精髓。根
植齐鲁大地这方厚土的华联集
团，能够以自己的实践和探索，
为中国企业探索出一个可借鉴
的管理模式，真是一件令人鼓
舞的事情。

此前读过一些企业家的
传记和他们谈管理的书籍，每
每都会很受触动。寻常人喜欢
从财富榜、名利圈中追逐企业
家的光环，殊不知这些光环背
后企业家所背负的超出想象
的艰辛与责任。几年前，褚橙
刚上市的时候，耄耋之年的褚
时健二度创业的故事，引发包
括王石在内的众多企业家的
追捧。互联网时代，赚快钱成
为很多企业和创业者的首要
追求，企业家精神因为稀缺而
越发珍贵。一位经济学家曾非
常担忧地告诉我，干实业的一
个必需要求就是要实心实
意——— 打造一个品牌需要很
长时间，产品开发也要好多
年，不能今天想干这个、明天
想干那个，不能看什么赚钱就
干什么。

在《做人做事与管理哲
学》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位

热衷实业的企业家的执着追
求，李茂年先生身上有很多优
秀企业家对企业家精神的相

同体认：吃苦耐劳、勇担风险、
精于专业。这位喜欢将晚上的
时间用在看书学习思考问题
上的企业家，为华联人提炼了
8 字箴言：忠诚、正直、廉洁、诚
信。他对细节也有严苛的追
求，为了强调细节的重要性，
李茂年先生发明了一个公式
100-1=0，因为在他眼里 1% 的
错误往往会导致 100% 的失
败。干事创业离不开人，李茂
年先生在书中专门拿出很多
篇幅谈他的做人理念、用人准
则。他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事
在人为，而在华联优秀的企业
文化和高标准的管理之下，自
然是人才的优胜劣汰，老实
人、德才兼备的人、有真才实
学的人得到用武之地。

大道至简。《做人做事与
管理哲学》里的 111 篇文章都
谈不上长，但每一篇文章都是
一位企业家于实践中求真知
的智慧结晶。李茂年先生进入
华联集团三十多年，亲历过多
少商海沉浮，又见证过多少企
业在市场大潮中的你方唱罢
我登场。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先生写过《大败局》，书中那么
多市场里的弄潮儿、风流人
物，最后都免不了李经纬般的
仰天一叹，而李茂年先生和他
管理的华联却始终屹立不倒
基业长青，其中秘籍何在？华
联的用人思路、管理理念、企
业文化、经营之道有何独到之
处？如果你仔细读读《做人做
事与管理哲学》里的 111 篇短
文，便能找到答案并有所悟，
也会发现这些短文的分量和
含金量实不一般。

【书评】

《做人做事与管理哲学》

李茂年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感悟最本真的企业家精神
——读李茂年《做人做事与管理哲学》

傅斯年是中国近
代文史研究的领军人
物之一，为中国近代
学术的发展和人才培
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先生逝世后，各方
力量数次为先生编纂
文集，续有增补。中华
书局于北京大学欧阳
哲生教授在湖南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傅斯
年全集》基础上，重新
编订《傅斯年文集》，
增收文章数十篇、书
信逾百通，于近日出
版。其中收有傅斯年
探讨中国传统文明价
值及中西文化比较的
演讲稿一篇，原件藏
台北“中研院”史语
所，系他人记录稿，未
曾公开发表。

作者简介：
李茂年，1962 年生，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
究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商业
政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济
南市商业联合会会长。1984
年开始任济南市百货公司
西市场商场(济南华联商厦
的前身)副经理，1986 年任
经理，1989 年任济南西市商
场总经理，1992 年任济南华
联商厦总经理，1994 年任济
南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1995 年任济南华联商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裁、党委书记，2002 年兼任
济南嘉华购物广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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