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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 由中信出版集
团推出的吴军博士人生进阶三部

曲《格局》全网上市。 吴军常被问
到这样的问题： 研究了那么多的
企业，也接触了很多商业巨子和学
术界领袖，能否从他们身上找到一
些相似的过人之处？他们有什么成
功的秘诀， 可以学习之后也获得
类似的成就？

吴军认为特别灵验、 一学就
会的成功秘诀肯定不可能有，因
为如果真的有，大家都照着做，那
这些秘诀就不起作用了。 不过这
些人的确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
是格局都超乎寻常地大。 这也是
新书《格局》的缘起，中国台湾商
业巨子王永庆先生有一句话，“人
有多大的气度 ， 就做多大的生
意”，其实就是在诠释这个道理。

偶然的成功看运气， 必然的
成功看格局

一个人明确了自己所在的位

置和方向后，根据自己的能力掌握
好节奏，已经在格局上领先于同辈
人。当然，很多人会觉得，知道自己
的位置还不简单吗？ 往四周看看，
找一个参照系就可以了。 其实，现
实中真不是这样。 比如，不同人对
今天时代的认识就千差万别。

你如果到社交媒体上看看，
就会发现依然有很多人梦想成为

拿破仑， 他们试图通过显示自己
的力量而赢得社会的认可。 但遗

憾的是， 今天不是拿破仑的时代，
而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如果谁还想
通过武力 （包括商业上的武力）成
就事业，那就大错特错了。 提升这
个时代人类的福祉， 才是正确的、
该做的事情。 当然，如果一定要成
为这个时代的“拿破仑”，那肯定不
是某位将军， 而是比尔·盖茨这样
的人。 今天，创造出比别人更好的
东西，才能体现自己的力量。

对大多数人来讲， 获得偶然
的成功并不难， 人的一生总有几
次好运相伴， 难的是逐渐让成功
从偶然变成必然， 即使搭上了时
代发展的快车， 人的格局也会决
定他们最终能站多高、走多远。比
如，在同一个时代做风险投资，J.
P. 摩根和马克·吐温由于格局不
同，投资的结果就有天壤之别。

吴军在书中写到， 金融巨子
J. P. 摩根应当算美国最好的天
使投资人， 他在爱迪生还没有发
明电灯之前就投资了这位天才发

明家。不过，如果他仅仅投资了爱
迪生，只能算是运气好。 事实上，
他还投资了爱迪生的竞争对手特

斯拉，以及特斯拉的竞争对手、无
线电通信的发明人马可尼 。 对
J. P. 摩根来讲，他投资的其实不
是某个具体的发明家或某一项技

术，而是“电”这个未来的产业，这
就是格局大。

相比 J. P. 摩根， 同样做天

使投资的大文豪马克·吐温的格
局就差多了，马克·吐温是位了不
起的作家，一生挣了无数版税，却
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他的投资全
都打了水漂。 马克·吐温的问题在
于， 他只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希
望通过投资控制一些出版公司。他
只看到一家家企业， 而非一个行
业。 事实上，出版业在当时并不是
一个能够快速发展的行业。有人向
他解释过贝尔的电话技术，但他觉
得那是天方夜谭，于是错过了最有
希望的一次投资机会。

掌握好人生节奏， 体验叠加
式进步

吴军认为，要做到高速率、可
叠加式的进步，关键是做减法，懂
得放弃。 放弃森林中各种小岔路
上风景的诱惑， 才能更快地到达
目的地。

《格局》中还写到，今天谷歌
公司内职位最高的华裔工程师，就
是从一名普通工程师做到了主管

全球架构的副总裁，这在工业界是
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位置。他能做得
这么好，也是因为放弃了所有不能
对长远发展有用的短期机会。

谷歌曾经想让他负责整个中

国的研发业务， 这个机会看似很
好， 不仅能在职级上迅速得到提
升，还可以衣锦还乡。但这限定了
他发展的天花板， 而且会让他远
离谷歌最核心的业务。因此，他选
择在美国坚守谷歌的核心业务。
最终， 由于他的业务对公司越来
越重要，公司对他也越来越信任，
并将最核心的业务交给了他。

不过，做减法很难，人通常喜
欢获得而不愿意舍弃。 一个青年
人，如果能坚持做到高速率成长、
可叠加式进步，即使起点低，即使
30 岁还不富裕，10 年后的成就也
是不可限量的。 当然，人也好，企
业也罢， 高速发展一段时间就会
累的。 因此， 掌握好节奏是必要
的。不懂得把握节奏的人，会因为
一次失误失去之前的全部收益。

（据新华网）

吴军新作《格局》上市

偶然的成功看运气，必然的成功看格局

《读给孩子听的四季诗词》

编著：张克中
出版： 江苏教育

出版社

这是一本极具中

国风的古诗词美绘

本，也是一本有声书，
融读诗 、识字 、赏析 、
情境音效、童声朗诵、
启发思考、 阅读互动
等功能于一体。 由 20
首中国古典诗词和 20
种四时风物组成 ，一
首诗配一种风物 ，画
面以儿童视角构图，根据诗的意境创编绘本式的语
言，展现了儿童身边的春夏秋冬和四时美好，让幼
儿在花鸟虫鱼、 飞禽走兽中悄然走进诗词的世界，
不知不觉中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

（综 合）

作者：[英]休·佩曼
出版：人民出版社
作者休·佩曼是英

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

家，也是一位颇有名望
的经济史学者 。 他指
出：“中国人创造了世
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
长的经济增长 ， 其规
模、速度和影响都是史
无前例的。”在他看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已

深深地融入世界全球

化进程中，是发展中国家和谐发展的典范。

《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

《国家记忆：新中国 70 年影像志》

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新华出版社
本书精选了新华

社几代 （数百位 ）职业
摄影记者、中国照片档
案馆的 900 多幅珍贵
照片，以专业的主题图
书编辑理念和图片影

像叙事方式，回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

中国走过的 70 年非凡
历程，重温了一个个可
以载入史册的重大事

件和重要时刻，呈现了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神童与录音机
文学很重要的作用之一，在

于让人透过层层迷雾， 看清生活
的本质。好的文学作品，也总归要
带给读者以回味和思考。 青年作
家林培源所著的 《神童与录音
机》，就有着这种特质。

本书是作者的短篇小说集 ，
收录了 《白鸦》《邮差》《诞生》《秘
密》《神童与录音机》等九个短篇，
具有强烈的实验、 魔幻和寓言色
彩。初读此书的读者，恐怕会有一
些不适应， 与固有的阅读期待不
太一样。 它不像一般的小说那样
有着完完整整、指向明确的“故事
框架”，也没有所谓“意义”，甚至
它还会让人怀疑文字和所有事件

的真实性，仿如一座“语言迷宫”。
这应该是作者创作的一种崭新尝

试，让人抱有一种“原来小说还可
以这么写”的新鲜感。

从作者的这些小说中， 会隐
约看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一些

先锋文学的影子。连带、衍生等文
学写作技巧，作者都运用得当，相
当纯熟。父亲、故乡以及小人物的
无助和挣扎， 是书中这些小说的
“母题”。 《白鸦》借助“白鸦”的意
象， 阐述了摧毁一个中年男人有
多么容易；《邮差》 全篇采用了灵
魂视角， 写的是去世邮差的所见
所闻，最终阐明“离别不是死亡，
忘却才是”；《神童与录音机》讲述

了一位饱受生活变故折磨的妻子

失去了期待的勇气， 选择了离开
和放弃， 而父与子的捆绑更像是
现实生活的一种变形。

一位朋友曾说，好的文学作品
会“把每一个文字都弄疼”。而《神童
与录音机》正是在传奇性和寓言性
的基础上，以片段式、碎片化的写
作方式， 通过对意识场景的提炼，
展现出人物的挣扎和现实的荒诞，
从而表达出一种真切的痛感。

《神童与录音机》会让读者看
到， 好的小说一定是储存了生活
的鲜活与生动， 触摸到了现实的
尖利与残酷， 最后散发出温和的
思想光芒。 （董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