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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深圳愈來愈有文化品味
朋友邀請去深圳參

觀絲綢文化博覽館，說
是值得一看，我沒有抱
太大期望。江南織造在
江南，參觀絲綢文化自
然是要到蘇杭，跟深圳
有何關係？上周六來到
龍崗區南灣的中國絲綢

文化產業創意園，眼前是十幾幢低矮的灰
色舊廠房，每座都有名字 「繡閣」 、 「綢
閣」 等，其中一座牆上有一幅中式橫排篆
書水泥招牌 「中國絲綢文化博覽館」 ，名
字來頭很大，卻似乎有點其貌不揚。但兩
小時走馬觀花式參觀完出來，感覺已然完
全不同。離開之前，賓主一行就以這七個
大字為背景拍大合照留念。

進入博覽館首先見到一座黃帝元妃西
陵氏白色塑像，據說黃帝元妃教民育蠶，
是炎黃子孫育蠶治絲繭的始祖。由養蠶育
繭的歷史講起，到絲、綢、綾、緞等材料
及其製作流程和工具，實物配上圖文和視
頻，知識含量很高。最精彩是琳琅滿目的
各種刺繡作品，有蘇繡、湘繡、蜀繡、廣
繡、潮繡、漢繡、晉繡、夏布繡、苗繡等
等，風格各異秀美紛呈，內容有人物、動
物、花鳥、山水、圖騰，也有大場景，如
蘇繡長卷《清明上河圖》。工作人員戴上
手套，小心翼翼向我們展示兩幅 「鎮館之
寶」 《姑蘇繁華圖》和《漢宮春曉》，各
色人等栩栩如生，乍一看分不清是繪畫還
是刺繡作品。更罕見是一幅毛澤東主席書
法《婁山關》，以細膩的針法，完美
呈現這幅龍飛鳳舞的草書作品的氣勢

和神韻。該館還有一批 「定製典藏」 作
品，包括幾十幅國禮作品，其中最早一幅
是亂針繡《列寧與農民談話》，是一九五
七年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慶祝蘇聯十月
革命四十周年的禮品之一。還有一幅《雪
虎》，是二○○九年時任國家副主席贈送
給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禮物。

黃帝距今五千年，養蠶育繭是中華文
明也是人類文明早期的成果之一。有了蠶
絲育繭，而後有絲綢；有了絲綢，而後有
絲綢之路。據介紹，蘇繡的歷史已經有兩
千多年。年輕人了解絲綢的歷史，自然對
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感到驕傲和自豪，這
也許是這座絲綢文化博覽館的意義所在。

在博覽館的一間公眾體驗室，筆者見到幾
十名男女青少年，也有年輕媽媽帶同小朋
友，正在埋頭學習刺繡的第一道工序：描
圖、上色。

據介紹，這座博覽館的前身是十五幢
深圳經濟特區早期從事 「三來一補」 的舊
廠房，創辦者鄭桂泉是軍人出身，駕駛過
轟炸機，後轉業到大學做行政管理工作，
派駐著名石油城市大慶，走南闖北十多
年。退休後下海，做過房地產商，然後改
行做文化創意產業。鄭桂泉對中國傳統文
化很有情懷，喜歡搜羅名家字畫，特別對
各種絲綢刺繡工藝品情有獨鍾，後來索性
入股蘇州中國刺繡藝術館和中國蘇州刺繡
研究所，旗下擁有多位國家級工藝大師的
工作室。我終於明白，為何與絲綢似乎沒
有歷史淵源的深圳，會有這樣一座絲綢文
化博覽館。正因為有像鄭桂泉這樣對文化
有情懷的企業家和民間收藏家，深圳這座
年輕的移民城市才變得愈來愈有文化品
味。

由開轟炸機到開絲綢工藝作品博覽
館，鄭桂泉的變化跨度如同深圳從一個小
漁村變成一座世界著名大城市一樣，其實
是大時代的小縮影。在會議室看完十幾年
前把一幅英女王伊利沙白像刺繡作品贈送
給英國王室的紀錄片之後，鄭桂泉告訴我
們，打算到香港故宮舉辦中國絲綢藝術展
覽，他透露，屆時不僅有深圳收藏的珍貴
精彩的作品，而且還會把一批蘇州刺繡藝
術館的典藏作品一起運到香港展出，讓香
港民眾和海外人士可以有一個全面了解中
國絲綢歷史和絲綢文化的機會。

多年前，我的上
海公司在溫州設了辦
事處，每年有三分之
一的時間要去常駐。
有一天晚間，臨時加
班工作對接當地一家
全國知名房地產公司
的主管。一番簡約的
商務交流之後，正準

備掛電話，忽聽對方說正在武漢處理家
事。在湖北以外的地方遇到老鄉，常常倍
覺親切。加上年齡相仿，瞬間就覺得 「臭
味相投」 起來了。那天初次電話，我們就
通了半個多小時。

這就是帆兄。
很快，帆兄回到了溫州。男人見面最

酣暢的語言常常是酒，推杯換盞間才知
道，帆兄在武漢處理的是父親的後事。三
十歲出頭的男人，其實一半是成年人，一
半還是少年。聽帆兄講述他多年來為父親
的疾病奔走，講述一個人在百般傷痛的世

事糾葛裏努力面對父親的去世和葬禮的繁
複細碎，語調淡定而超脫，讓我暗暗敬佩
他的堅強。一半清醒一半沉醉裏，最容易
滋生江湖兄弟的友誼。

後來，帆兄離開了溫州，去了一座新
的城市拚搏。後來，又換了一座城市……
還好，微信時代的優勢是，無論兄弟有多
遠有多久沒見面，都會覺得近在咫尺。地
球畢竟就這麼大。

帆兄很愛護家庭，他常常抓緊一切休
息時間帶家人滿世界地旅行，乘飛機常常
要路過上海。所以我就借着接風宴餞行宴
認識了他的家人，認識了他帥氣乖巧的兒
子，認識了他安靜賢淑的妻子，還有他的
溫柔優雅的母親。

第一次見到他母親是二○一七年的夏
末，也是最後一次。那次，他只帶了兒子
和母親到上海旅遊。我把見面的地點約在
陸家嘴濱江大道一個臨江的歐式風味餐
廳。黃浦江畔晚風涼爽，碧綠的草坪遼闊
安靜，不知名的花香飄四溢。帆媽媽頸上

戴着一條彩色的絲巾，精緻知性，花甲之
年的她看起來像空姐一樣嫻靜如蘭。晚餐
後的江邊，霞飛滿天紅似火，再沒詩意的
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我也用手機為
這個充滿了天倫之樂的三代人拍下了不少
甜蜜的合影：奶奶帶着孫子侍花弄草嬉戲
開懷，兒子靜靜地佇立在旁邊凝望，夕陽
斜照在他們身上不時地閃爍着紅色的光
芒，柔和的剪影像一幅動人的油畫……那
是我印象中陸家嘴最美的黃昏。

帆兄悄悄告訴我，母親看似硬朗的身
體實則已經癌症晚期，不知道哪天就會倒
下。那一刻，我驚呆了，這麼美麗的母親
卻在進入生命倒計時，一時不知道給這個
獨生子兄弟安慰點什麼。他的父親剛去世
兩年，如今又必須面對母親即將離去的殘
酷，不知道他該如何趟過這沒有盡頭的生
活磨難。此刻的他卻顯得那麼從容平靜。
讓人無奈的是，每個成年人都有自己要煎
熬硬扛的現實，即便再親近的朋友也無法
分擔絲毫。

最美的黃昏（上）

桌遊文化
過幾天要去

看倫敦的好友，
我思前想後要給
他們一家帶點什
麼禮物。我抓着
女兒和兒子問：
「你們想想，送

什麼？」
「他們喜歡桌遊麼？」 兒子指

着客廳矮櫃上疊起來的一堆桌遊，
覺得這是個很好的主意。對哦，不
錯。

要知道，德國可是現代桌遊
「勝地」 ，有許多經典桌遊都發源
於德國，特別是集策略分析和資源
優化於一身，遊戲的隨機性佔比重
較輕的策略類桌遊。這一類桌遊不
只具備單純的娛樂性，其教育性也
堪稱一流。其暗藏着經濟學原理、
城市規劃策略、資源優化，以及人
與人之間的合作與博弈原理。

馳名的策略遊戲當屬 「卡坦
島」 ，這也是我們全家最喜歡的遊
戲。這個遊戲一般三四個玩家最合
適，每位玩家通過一定的隨機性獲
取 「建設資源」 ──木頭、磚、礦
石、羊毛等，自行謀劃資源最大化
來建設道路、村莊和城市，並且需
要通過和其他玩家的互動來交換獲
取稀缺資源。還有一些增加娛樂性
和刺激性的 「機會卡」 ，出現 「資
源掠奪」 等突發事件。

「卡坦島」 不僅在德國深受歡
迎，還在全球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
言，銷售超過三千多萬套。除了原
始版本，還有許多添加主題的衍生

版── 「星際卡坦島」 、 「權力的
遊戲卡坦島」 等等。這些有主題的
衍生版根據主題增加相應的情節，
比如 「權利的遊戲卡坦島」 裏，就
會有北方野人入侵的元素，所以除
了建設領地，還多了一個防敵入侵
的任務。

還記得最開始我們和兒子女兒
玩這個遊戲時，他們年紀尚小，主
要還是依靠隨機性和運氣來爭取獲
勝。但慢慢地，他們在玩遊戲的過
程中動腦筋思考，開始學會累積資
源和計劃使用資源。再過了一兩
年，他們在計算建設領地本身的基
礎上，學會和其他玩家進行交易和
談判，來實現更大的目標。談判過
程也從最開始的 「強買強賣」 ，一
言不合就談崩，到後來學會互相探
討合作，承諾一些未來可以給予和
交換的利益，最終達成共識。

與其說這是一個遊戲，不如說
是一個濃縮的綜合教程。小孩們在
玩遊戲過程中的思考讓他們成長，
潛移默化地學會去觀察和處理一個
立體又複雜的世界。

不難看出，德國的桌遊也反映
了德國文化中對邏輯思維的重視
──在玩耍中積極思考，體驗規則
和邏輯創造的美感。每年在德國埃
森都會舉辦盛大的桌遊展會，吸引
無數設計師和玩家們前去「朝聖」。

對於家庭來說，桌遊不僅僅是
娛樂，是教育，更是情感的交流與
昇華。一板一眼的德國人身後，有
一個思想情感更深刻，相處溝通更
「邏輯」 的世界。

市井萬象

「月季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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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他的眼裏含着熱淚
葉 梅

（
北
京
篇
）

四月的京城，風還帶着些許料峭，就在前
不久，京東的創始人劉強東，一大早穿着一身
紅色的外賣工服，開啟了他的外賣員兄弟體
驗。據說在十多個小時裏，他騎着電動車經過
了十二個商圈，完成了二十多單配送。勞累一
天之後，他又邀請了數十名外賣騎手來到火鍋
店，與大家共進晚餐。這時他仍穿着那套外賣
服，笑容滿面地稱身旁的外賣員一口一個 「兄
弟」 。席間，一對騎手夫婦上來給他敬酒，
說： 「感謝公司給交了社保，以後老了有了保
障。」 一句樸實的道謝，讓劉強東眼含熱淚，
在場的外賣員也無不動容。

細想起來，劉強東的動情並非偶然。
首先可以從他的成長經歷中找到答案。他

出身農村，小時候家境貧寒，考上大學之後，
是鄉親們你一元我五角地湊錢送他走出了大
山。多年之後，他還清楚地記得鄉親們遞給他
的是五百元錢，七十六個雞蛋，之所以記得那
麼清楚，是那時的相助極為珍貴，對於他一生
命運的改變給予了極大的動力。所以他一直牢
記着鄉親們的恩情，時常想着回報，為村裏做
了不少好事，每逢佳節還會給鄉親們送去禮
物。他了解那些正在為生存拚搏的普通人，因
為他也曾是他們其中的一員，創業初期的艱
難，在中關村站櫃台，每天扛貨十二個小時，
城市的陌生，漂泊的無助，他都有過深刻的體
驗。他說他希望那些努力生活的人都能過上好
日子，老了有保障，這話正是出自他與打工者
的共情。

但除此之外，劉強東親送外賣，與外賣員
共進晚餐，也可以說是 「經營有道」 。

話說到此，我不禁想起曾獲得過諾貝爾物
理學獎的著名科學家李政道先生留在中國高能

物理研究所大門前那座 「物之道」 雕塑基座上
的一段話： 「道生物，物生道，道為物之行，
物為道之成，天地之藝物之道。」 李政道先生
是一位特別喜愛研讀中國古代哲學的科學家，
他將天地之道引入科學研究， 「物之道」 即是
科學與哲學的相融，揭示了天地萬物生成的自
然規律，即 「有道」 ，給人以啟示。

「道生物」 ，表明宇宙萬物是由這些基本
規律所衍生和支配的，體現了一種從抽象的法
則到具體物質世界的生成關係。而 「物生道」
則強調在物質世界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又會不
斷地揭示和豐富這些規律，物質的存在和演化
是規律產生和發展的基礎，二者相互依存、相
互促進。 「天地之藝物之道」 可以理解為天地
之間萬物的存在、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
係，各個部分相互配合，才能共同構成一個完
美的整體。在生態科學中，研究生態系統時要
考慮到生物與環境、物種之間的相互關係，以
實現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穩定。在社會關係中
同樣如此，團體與團體，人與人之間更需要相
互依存，相互促進。

劉強東深諳此道，他的淚花體現了情感，
也體現了凝聚人心，齊聚合力的道法。他與員
工的情誼非一朝一夕，二十年前，當京東有了
第一個快遞員，他就堅定地承諾，要給兄弟們
全部上五險一金。讓這些大多來自農村，家庭
並不富裕，在一線奔波的員工獲得保障，一筆
賬算下來，在京東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員工，退
休時光公積金就能一次性拿到二三十萬元，此
後還有每月的退休金，不低於五千元，大病醫
保全部報銷。這意味着給予員工們的不僅是金
錢，還有安心和尊嚴。

在風雲跌宕的商業競爭浪潮中，有些企業

應對危機經常採取的手段便是 「裁員」 ，而劉
強東不輕易開除任何一位員工。員工們也加倍
願意為企業的發展而拚搏。劉強東的 「兄弟」
文化，拉近了管理層與員工的距離，員工得到
的長期保障與企業的長期發展緊密相連，同船
共渡而非短期利益，有助於建立穩定和諧的勞
資關係，員工的忠誠度，更無疑增強了企業的
凝聚力和競爭力。

當然，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本是現代企業
應有的品質，而具有仁愛之心，厚道待人，也
是現代企業家應有的情懷。孟子曰： 「君子所
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
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
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有些不良企業
拖欠農民工的工資，甚至耍賴，讓農民工因討
薪無果，在寒風中靜坐；有的不顧工人死活，
讓流水線上的年輕工人長期加班而暈倒……這
些令人痛心的事件，讓人對那些關愛普通人的
企業更生敬意，企業不是冰冷的機器，而是由
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命運共同體。這話說
得沒錯。

民營企業家任正非從華為創立時就很關愛
員工，他說吃飯是個大問題，員工能不能吃飽
飯、吃好飯，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工作狀態，不
能光把 「以人為本」 貼在牆上，而要落實到關
乎人的細枝末節中。任正非盡可能地提高飯菜
營養和口味，甚至還經常去食堂幫忙，以至於
有新員工以為他就是食堂的師傅。

在資本逐利的浪潮中，任正非到食堂的幫
廚，劉強東眼中的熱淚，既是對勞動者的真情
流露，也是對 「義利兼顧」 商業文明的精心營
造。他們的行動表明，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
同時，可以兼顧社會效益，實現企業與員工、

與社會的共贏。而深層次意義還在於，他們在
構建一種有價值的企業文化，體現了傳統文化
的厚德載物，以此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增強企
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為可持續發展注入源源
不斷的動力。

當企業和企業家不斷提升品質時，相信所
在企業的員工素質也會不斷得以提升，那些身
着工服騎着電動車飛馳的外賣員，他們會以更
加沉穩的心態，停在紅燈亮起時，而不會不顧
自身和他人的安危，去莽撞地搶那半分一秒。
事實上，每當那些外賣員不管不顧地闖過紅燈
時，城市的眼光裏既有指責、擔心，也有嘆息
和同情，但如果有了更多的任正非、劉強東，
以行動致敬勞動者，便或許不止是紅燈前的停
留，更有綠燈後的一路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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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迷宮」 位於浙江東陽花園村，
以兩米以上的藤本月季作為花牆，由二十
多個品種的月季組合而成，總面積近三千
平方米，吸引了諸多遊客前來探秘闖關。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