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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一本《海底捞
你学不会》火遍大江南北，
把成功企业的经典案例从
商 学院的课 堂上搬 进了

“寻常百姓家”。今年 7 月，
又一本以企业经典案例为
主题的书《创业学绝味》出
版。不过，与前者主打的

“学不会”相比，《创业学绝
味》的作者郭宇宽更想打
造一本模式可复制、人人
学得会的全民创业经。

2005 年，绝味的创业
者在湖南长沙开出了第一
家店，短短几年后，这个以
鸭脖为主打产品的企业已
经在全国拥有 5000 家门
店，平均每天卖掉 100 多
万根鸭脖，年零售额达到
了 40 亿元。一个地方小吃
是如何发展为今天火遍全
国的连锁加盟品牌的？绝
味的团队和管理模式是什
么样子的？这种成功能否
复制？带着这些疑问，郭宇
宽对绝味鸭脖这个经典商
业案例进行了跟踪调研。

在两年多的观察和研究之后，他将所见所
闻所感全部写进了《创业学绝味》这本书
中。

在这两年中，郭宇宽深入绝味的各个
环节，了解企业发展的历程。他从当年长沙
南门口第一家店的具体情况开始着手，了
解此后的企业是如何发展加盟店，如何做
宣传，如何建立供应链体系等一系列过程。

“经过一步步分析之后，我们发现绝味的案
例大家都学得会。”郭宇宽说道。

郭宇宽认为，当前时代已经颠覆了大
众对于成功的观念，大家开始关注身边的

“平民英雄”。在对绝味的案例认真考察之
后，他发现把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做好并
不容易。“就比如一个鸭脖，你自己在家也
能卤，但是要做得像绝味这么好，还能保证
全国这么多家店都做得好、品质稳定，这背
后是蕴藏着学问的。”郭宇宽说道，“绝味是
非常鲜活和前沿的一个案例，这本书就是
想让有梦想的年轻人从绝味的案例中，找
到一个可能会有启发，会给自己将来要做
的事情带来帮助的一些方法论。”

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为《创业学绝
味》一书撰写了序言。在刘晓光看来，绝味的
案例是“小企业大巨人”的代表。“中国需要
千千万万这样的企业，它会解决很多就业问
题，创造经济价值，最重要的是它适合大众
的需求。需求是多样化的，供给也应该多样
化。房地产、汽车等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把小的事情做大。中国
的市场这么大，只要你有恒心，扎扎实实地
深入一个产业，都是会有成长的。”

对于年轻的创业者来说，郭宇宽认为当
前中国的食品行业蕴藏着很多机会。“国外
很多快餐企业，比如赛百味，都做得很成功。
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小吃，如
黄桥烧饼、肉夹馍等。但现在中国还没有在
休闲食品、快餐领域能够做大，能代表中国
餐饮文化的企业，想创业的年轻人不妨投身
于此，将中国的食品餐饮行业做大做强。”

《创业学绝味》，郭宇宽著，企业管理出
版社 2014 年 7 月出版

王蒙的烦闷与激情
姻本报记者 王俊宁

王立志 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
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思想史、过程哲学。

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观。为了
鉴赏这一伟大的群体创作，科学史家们把目光集中
于从 1500 年到 1700 年的“科学革命”时期。有关这
一时期的著作数以百计，不过，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
授王立志认为，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科
学革命》，虽是一本仅 100 多页的中英对照小书，但
它作为美国卓越的科学史家、培根奖章获得者劳伦
斯·普林西比的杰作，兼具了权威性和通俗性。

探寻科学思想的渊源

“这本书把‘科学革命’看作是观念与潮流的织
锦、充斥着相互竞争的体系和概念的喧闹市场、涵盖
了一切思想实践领域的忙碌的实验室。”王立志说，
作者近距离考察了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及其原因，
描述了近代早期思想家对周围世界的设想、研究、发
现以及这一切对他们的意义，讨论了他们如何为近
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奠定基础，如何努力解决至今
仍然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如何精心打造充满了美和
希望的新世界。

作者劳伦斯·普林西比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科学技术史系和化学系双聘讲席教授，1983 年毕业
于特拉华大学，获化学和文科双学士学位，1988 年
获印第安纳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任教，1996 年获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普林西比不仅是一位
优秀的职业科学史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很擅
长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条理分明地讲述历史。

“我们居住在科学的世界里。”对于选择读科学
史著作，王立志一语道出其必要性，“探寻科学思想
深远的渊源，抉发科学思想真实的生命可以培正精
神，自觅出路。”

科学革命时期对自然界发问的人增多了，探寻
自然的新途径大量涌现，新的回答层出不穷，科学知
识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改变世界，赋予人类更大的控
制世界的能力。因此，王立志认为，对我们创造并生
活于其中的科学世界的理解决定我们未来的抉择。

“历史是孕育新思想的温床，当历史不能照耀未
来，人类将陷入黑暗中。深刻的历史意识可以在阅读
历史著作和对现实问题深刻思考的过程中培养。”王
立志还提出更为具体的书目，在阅读《科学革命》后，
接下来可以读戴维·林德伯格的《西方科学的起源》
和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如此上下求索，涵
泳其间，可以拓宽视野，形成定见。”

建立新的关联世界

科学改变了那个时代。“近代早期的自然哲
学家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目的，密布着意义的世
界，他们的动机、问题和做法都源自于这种视

野。”王立志解释道。
以书中第二章《关联的世界》为例，王立志进一

步解释，十六七世纪的自然研究者们生活在一个“关
联的宇宙”中，对他们而言，研究世界不仅意味着揭
示内容事实并加以分类，而且意味着揭示其隐秘设
计和无声的寓意。

“这种对各个学科之间以及宇宙各个方面之间
关联性的感受是自然哲学的典型特征。整体宇宙观
是各种努力和事业的基础。近代早期的思想家和中
世纪的先辈们一样，凝望着一个充满关联的世界，一
个富于目的和意义，饱含神秘、奇迹和许诺的世界。”
王立志说。

但如今专业化、专门化的专家取代了视野宽广
的自然哲学家，“我们也因为丧失了近代早期那种全
面的眼界而变得可怜”。王立志感叹道，如何在现代
科学的基础上确立起一个新的“关联的世界”是我们
续想的问题。

“在科学发展的过程，无数的理论、解释和世界
体系在争相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中承受了各种命运的
考验。科学的探索是使思想和精神运作的转换，一次
次观念的历险使人类表达、理解和利用自然界的方
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王立志说，了解这个
充满奇迹的科学技术的世界的生成过程，是我们获
得富有意义的生活的前提。

然而，王立志表示，思想方式的问题是中国思
想界目前面临的大问题。在这个“科学的世界”里，
对科学思想的渊源和生命无所了解，任何思考都
难以扩大和深入。“无独特思想的民族不能独立自
存于世界中。”

王立志还特别提到本书的译者张卜天，他还是
“科学源流译丛”的策划者和翻译者，“人文主义者内
在的精神追求贯注在译文中”。

王立志谈《科学革命》：

让历史照耀未来
姻本报记者 温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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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12 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在中华世纪
坛开幕，作家王蒙暌违十年的首部长篇小说《闷
与狂》在图书节上首发。

为了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新书内容，主办方
还邀请了刘震云、麦家、盛可以、张悦然等著名作
家“五代同堂”，为读者一起解读了王蒙心中的

“闷”与“狂”。

一种“疯癫”的写作体验

本书是年逾八旬的王蒙继 2004 年《青狐》之
后，10 年以来的最新长篇小说，这本书有一个很
特别的名字：“闷与狂”。

谈及为何将作品命名为“闷与狂”，“闷”与
“狂”又各具什么含义，王蒙解释说：“因为我年龄
比较高了，以往的精力、沧桑、历史等已经在各式

各样的作品中呈现过。但这些东西堆积到一块儿
以后，除了沧桑、历史和时代，还有其他一堆感
受，同时又是主观的、与生命相关的那种切肤的
酸甜苦辣、疼痛、愤怒和舒适。”

在王蒙看来，这些东西堆在一块儿，便有种
潜能，并且始终没有发挥出来，这种潜能就好比
是“闷”。“但是一旦开始写这本书之后，就把我内
心里最深处的情感、记忆、印象、感受的反应堆给
点燃了，点燃以后，就发生狂热的撞击，便是

‘狂’。”
起初，王蒙想给这部小说起名叫《烦闷与激

情》，但发行方认为这样容易让读者误解为是一
本学理方面的书，于是就改成了现在的《闷与
狂》。

全书共 28 万字，从主人公的婴儿时期一直
写到老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评论此书
说，看前四章觉得应该给王蒙发儿童文学奖，看
到后来，又觉得应该给王蒙发老年文学奖。

除了小说内容，《闷与狂》洋洋洒洒、一气呵
成的语言艺术也成了王蒙写作 60 余年的诗意浓
缩。《闷与狂》的责任编辑在最初看到书稿时，称
王蒙已经写疯了。王蒙也觉得自己在创作过程中
是一种癫疯的状态，“我把这些前前后后、左左右
右的很多东西都组织进去，就变成了这个书，就
变成了这么一大堆语言的狂舞，就变成了能量的
一种淋漓的释放，当然这种写法能不能被接受，
我不知道”。

“反小说”的方法写就

王蒙《闷与狂》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为了悼念
亡妻。

2012 年，王蒙的初恋、与其一起生活了 55 年
的妻子患癌症去世，王蒙的精神倍受刺激。“我当

时是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写的，名字是《明年我将
衰老》。”王蒙说，“在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具体的
事件、精力都可以退去了，我要写的就是我的感
受，就是我的情绪，就是我的悲哀，就是我悲哀之
中实时有的那种豁达和理解。”

王蒙写完这篇悼念亡妻的小说以后，一下子
找回到一种非常陌生的写作状态。“类似风格的
作品 1990 年我还写过《我又梦见了你》，在《收
获》杂志上发表。”王蒙说，“1990 年，我的生活也
出现了一个节点。《我又梦见了你》里边也是略去
了、隐藏了一切人物、故事、情节、生活经验，但是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感。”

在这样的创作冲动下，王蒙又想写一个童
年的故事，从人们最初的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
写起。“我的出现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种什么
样的体验，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王蒙认为，

“我自己三岁的事情记不得什么了，但是还记
得一两点，在这一两点当中，我有一种追寻，就
像在黑暗当中寻找一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事
物一样。”

这样，王蒙决定采用一种“反小说”的方法来
写，最后把 1990 年的《我又梦见了你》和 2012 年
的《明年我将衰老》以及 2013 年的《为什么是两
只猫》等组合起来，构成了小说《闷与狂》的主要
章节。

“小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物、故事、环境，有
时候再加上时间、地点，我偏偏不这样写。”王蒙
说，“其实《闷与狂》是一种心灵化的创作。”

虽然用“反小说”的手法写就，然而王蒙却仍
强调《闷与狂》是小说，而不是散文。“因为我觉得
散文的背后是生活、学问和自己的思想感情，而
《闷与狂》不直接从生活当中来，是一个已经夸张
化、戏剧化、文学化、情节化、人物化了的小说。如
果要再准确一点，我觉得应该叫‘潜小说’。”

对时代怀揣一种爱

通过《闷与狂》，读者可以为王蒙年逾八旬
依旧笔耕不辍而感动，也可以为书中幽默、诙
谐、充满诗意的语言所折服，然而更难得的是
可以欣赏到王蒙笔下一贯的对生活、对时代的
乐观态度。

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认为，当今中国，“心狠手
辣”写社会阴暗面的作家太多，但是能写出那种
温暖、亮光、希望、宽大的这种作家太少。王蒙的
作品就是少有的可以带给人温暖的。“王蒙总能
够保持对生活的那份爱，或者说他能找到和生活
和解的力量，他永远不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永
远对活下去有着一种憧憬。”

然而作家刘震云却认为，一个作家未必热爱
这个时代，但他一定热爱生活中具体的人。“我不
知道王蒙喜欢不喜欢这个时代，但他一定是喜欢
生活中的细节，特别是作品里，对一花一草的热
爱。他的温暖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刘震云讲了一个故事，王蒙说他喝酒喝得最
好的时候，是在新疆那段时间，有一天一个买买
提赶集回来买了一瓶酒，俩人碰上了，王蒙骑个
自行车，俩人就坐在路上准备喝一顿，但是喝酒
没工具，就把自行车上的铃盖拧下来，把酒倒在
盖里，你喝一口我喝一口。“我觉得这种生活的温
暖跟时代、跟时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就是
非常具体的一个生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不同时代的
人各有各的困惑。所以，年轻人别想光享福，也
别觉得自己最倒霉。”王蒙说，“青春和耄耋本
来并不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青春太多
了，压缩成了耄耋。耄耋切成薄片，又恢复了青
春。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兴趣，所以每天都
闷、每天都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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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网络红人夏小暖的新作，书中
分享了店主是如何毅然离开职场，和小伙
伴一起创业、追求梦想的故事，传达出“把
创业做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由的状态”
的理念。同时这也是一本可借鉴学习如何
开一家小店的实践书。

作者自述：“我也曾在一个固化又臃肿
的体制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经历过梦想
未曾实现时的迷茫与纠结，每当我想热烈
地活时，现实就会泼一盆冷水下来。直到有
一天，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于是开了一
间自己的小店。开店后，生活才真正有了落
脚的地方，变得笃定和充实……其实能走
多远的路，取决于愿意牺牲多少，当理想的
生活真的呈现在你面前时，你才会抓住它
的灵魂再也不撒手。” 栏目主持：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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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尚无批准上市的针对埃博拉
病毒病的特效治疗药物和疫苗，因此，及时发
现疑似病例、做好个人防护和感染控制对于疫
情防控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公众对该病有科
学、理性的认识。

本书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高福研究员担任主审，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处长余宏杰博士
担任主编，该书对埃博拉病毒病的发现和流行
历史、传播途径、危险因素、临床表现、治疗和
预防手段等公众关心的 70 多个热点问题进行
了科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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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1400～1487），字以政，中国绘画
史上标榜史册的开派宗师，明代著名宫廷大
画家。同时是明代中国绘画史流派“浙派”“院
体”的开拓者、奠基人，也是“闽派”和“闽中画
派”名符其实的开山鼻祖和第一创始人。

本书除了李在作品赏析，还有艺术简介、
生卒年考索、出生地考辩、李在研究资料汇
编、李在出生世系族谱等大量珍贵的实物图
片和翔实的文献史料，其中大部分图片和史
料为首次公开发表，为学习研究李在绘画艺
术成就和艺术风格，提供第一手极其难得的
宝贵材料。

作者俞宗建历经两年、奔赴海内外藏有
李在作品的博物馆、图书馆精心考证并整理
编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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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旅居海外的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
的最新著作，是探讨中国思想起源问题的一
部专题研究著作。

作者借用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突破”
概念，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通过比较文
化史的路径，以凸显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及
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本书的一大纲领在于断定三代的礼乐传
统（也可简称“礼”）为中国“轴心突破”提供了
直接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中国“轴心突破”
的展现，也是中国哲学性思维的全面而有系
统的发展。

阅读分享

马坚（1906~1978）是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东方
语言系教授，他翻译的《伊斯兰哲学史》（第·博尔著）
最早是 1944 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1946 年
在上海再版。该书德文原本出版于 1901年，“译者是
根据出版于 1903 年的英文译本和 1938 年出版的阿
拉伯文译本重译出来的”。我所拥有的是 1958 年 4
月改由中华书局出的第一版，印数仅 3100 册，“此次
重印曾经译者就全文加以修改订正，并加了一篇译
序”。“内容提要”如是说。倘若该书此后没有再版机
会，我的这本藏书如今恐怕也很稀罕了。

《伊斯兰哲学史》的译序是很有见地的，马坚
客观地评价了伊斯兰哲学的价值，强调指出：“伊
斯兰哲学的功绩不仅是把希腊哲学保存下来，而
且加以发扬光大。欧洲人在中世纪时代关于希腊
文献的知识大半是从阿拉伯文译本重译为拉丁文
后才获得的，伊斯兰哲学传入欧洲后，黑暗时代的
欧洲人才听到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才接触到希腊
哲学，对于研究哲学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
得出的结论是：“伊斯兰哲学是西方哲学史的一个
重要环节，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谈到伊斯兰著名哲学家伊本·鲁世德（现译
为伊本·路西德，1126～1198，拉丁名阿威罗伊，出
生于西班牙）的广泛影响时，扯出了历史上臭名昭
著的“宗教裁判所”，不禁引起我的兴趣。译序指
出，由于鲁世德的学说的影响，“教会生怕科学和
哲学借伊本·鲁世德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在法兰西
和意大利南部的势力传布于欧洲，所以设立宗教
裁判所，这个古怪的裁判所是由于僧侣托尔克马
达的请求而设立的。”这就把臭名昭著的“宗教裁
判所”的来龙去脉作了明确的交代。

本书译者怀着极大悲愤，以讽刺口吻说道：
“宗教裁判所是非常尽职的。自公元 1481 年到
1499 年，十八年之间，把一万零二百二十人判处火
刑，这些人统统被活活地烧死了。又把六千八百六
十人判处绞刑，这些人游街示众之后，都被绞死
了。又把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判处各种不同的
刑罚，一概都依判执行了。”

“这个宗教裁判所当日所用于审讯时的方法
是把嫌疑犯监禁起来，用种种刑具施以各种酷刑，
直到招供，然后判决施行。”

谈到宗教裁判所的作恶多端、迫害无辜的疯
狂，译序的作者无比愤慨地指出：“宗教裁判所竭
力查究求学的罪犯，以尽其扑灭异端的职责；异端
无论藏得怎样秘密，无论是藏在城市里，藏在私宅
里，藏在厨房里，藏在山洞里，藏在森林里，藏在田
野里，统统都要搜索出来，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们都
是热心宗教的人物，所以能够胜任愉快地执行他
们干涉人民思想自由的任务。”

宗教裁判所的最高目的就是干涉人民思想自
由、信仰自由，扑灭一切异端思想，进而从肉体上消
灭他们。译序作者写道：“无论是在寺庙里的僧侣，
在教堂里的神父，在宫殿里的贵族，在商店里的商
人，在工厂里的工人，在田野里的农民，一经告发，
立即被捕，送到宗教裁判所去加以审讯。”“这个裁
判所，自公元 1481 年到 1808 年，曾判决三十四万
人，其中有三万二千人是活活地用火烧死的。”

我孤陋寡闻，在我所读的有限的书中，关于
“宗教裁判所”的介绍，这是比较详细的，特别是关
于它的杀人业绩。

这篇译序写于 1957 年 10 月 17 日。

宗教裁判所的“业绩”
姻金涛

《闷与狂》，王蒙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年 8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