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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万通来说，我们要做所
谓的美国模式，我们现在的制
度安排很简单，就是采用特种
部队化的方式。目前世界上有
两种最新的组织形态，一种是

“基地”组织的形态，一种是特
种部队的形态。“基地”组织
的形态是分子状的，它的成本
是靠成员自己负担的，行为是
靠价值观协调的，成本和收益
完全不成正比。“基地”组织
袭击世贸中心花了不到 30 万美
元，但美国的损失高达几千亿
美元，光是纽约金融界的精英
就减少了 3000多人。

第二种组织形态是特种部
队的形态。目前，全世界的军事
变革都趋向特种部队化。日本宣
布要加强其特种部队的力量，
美国主张部队轻型化，实际上
也是走特种部队的道路。特种
部队相当于镊子，专门镊“基
地”组织这个跳蚤。特种部队
讲 求 精 确 性 、 快 速 和 互 通 互
联，这就是特种部队的组织形
态。这种组织形态在阿富汗战
争、伊拉克战争中表现非常突
出。大家看电影都知道，以往

打仗，先是派侦察兵侦察，侦
察完了就派炮兵炮轰，炮轰完
了是空中轰炸，然后是坦克装
甲部队开路，步兵藏在后面，
是这样一个套路。但阿富汗战
争非常简单，就是特种部队引
导着导弹打来打去，各种信息
互通互联，每个人都具有多重
能力。所以，美军在阿富汗总
共只动用了 100多人，就把塔利
班政权干掉了。特种部队的特
征 是 什 么 呢 ？ 就 是 前 台 非 常
小，后台非常大，前后台是互
通互联的，后台是一个强大的
资源系统。阿富汗战争中的美
军特种部队，前台的基本架构
就 是 三 个 人 组 成 一 个 战 斗 小
组 ， 而 后 台 的 支 持 系 统 花 了
5000 万美元，因为这三个人在
前台作战，完全是靠强大的后
台系统来支持。所以，特种部
队的组织形态是对抗性竞争的
最高形态，军事组织将成为未
来其他的社会竞争性组织的先
导，我们工商组织也会借鉴军
事组织的变革经验。

当然，房地产公司的制度
安排是由公司的战略决定的。

在跟富地、金地的老板交流的
时候，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
想做住宅公司，学万科就可以
了，因为万科已经做了 20 多年
的住宅了，对于处理跨地区管
理、人员流动、客户投诉等问
题，万科已经很有经验了。而万
通既不是住宅公司，也不是综合
开发公司，所以，它的组织既不
能像住宅公司那样去架构，也不
能按照综合开发地产集团的模式
去安排。万通要由香港模式转变
为美国模式，它的制度安排就要
适应现在高度开放、高度竞争的
国际市场环境。所以，万通的组
织变革方式就是特种部队化，减
少层级，扁平化、网络化。过去
层级比较多，是因为要照顾到信
息的纵向流动，现在信息完全可
以横向流动、交叉流动。

作为房地产企业，我们除
了要找到战略的力量，还要找到
制度的力量。制度的力量是一种
组织的力量，而组织的力量又是
积累资源最有效的手段。前面我
讲了目前世界上最新的组织形
态，我们再来看看传统的组织形
态。传统的组织形态大概可以分

为三种。一种叫羊群式组织，就
是一只头羊领着一群小羊走。只
要把头羊拿住了，后面的羊就会
跟着走。在陕北，放羊的不拿鞭
子，而是拿把小铲子，铲一块土
放到头羊前面，头羊就会往前
走，后面的一群羊也都跟着走。
所有的羊都看头羊，所以有个词
叫作“领头羊”。羊群式组织的

主要特征是存在依附关系，一般
来说，其他羊可能都是头羊的亲
戚，才会跟着走。

第二种组织形态是树状组
织，树冠的大小跟树根有关。祖爷
爷活的岁数决定了子孙的多少。这
种组织的活动半径是有限的。我记
得北大的刘伟教授曾说过，民营企
业是棵长不大的小老树，这棵树的
树龄很大，但长不大。这两种组织
形态都会使你的企业始终在低水平
上重复，长不大。

那么，什么样的组织可以
长大呢？织物式的组织。我们穿
的衣服花色多种多样，但无论花
色多么复杂，也不管这布织多
长，一丈也好，两丈也好，只要
事先设定好经线和纬线的走线方
式，它的花色都是一样的。只有
采取织物式的组织形态，你的组
织才能无限延伸。比如万科，万
科是一家规范的上市公司，你会
发现，不管在哪里，它的经理人
的做事方法、办事规则都一样。
再比如麦当劳，麦当劳在中国开
了几百家店，不管你去哪家店，
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企业就是织
物式的组织。信息技术的高度发

达使信息的标准化传输成为可
能，使所有人员的行为的标准化
成为可能，所以，世界上的组织
或公司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成为跨国组织或跨国公司。成为
织物式组织的首要条件是信息的
传输必须标准化。其次，人员的
行为、思维、文化等也必须标准
化。另外，公司的业务也要标准
化。也就是说，首先信息是标准
化的，然后接到信息的人的反应
也是标准化的，都是按照同样的
价值观的标准来反应，这样才能
保证行动的准确性。

所 以 ， 要 成 为 能 不 断 复
制、不断壮大的房地产企业，首
先要进行组织形态的变革，将组
织形态从羊群式或树式改变为织
物式。这个问题不解决，你的企
业就做不大。假如你有三家项目
公司，每家项目公司的老总都跟
你是亲戚，你在，他们就跟着你
走，你不在，事情就乱了，他们
跟你是人身依附关系，那这种组
织就很脆弱。你必须进行组织变
革，让信息的传递是标准化的，
是有记录可查的。远大的工厂里
有一句口号，叫作“没有记录便

没有发生”。不管发生什么问
题，都先记录下来，保证有信息
在，将来才弄得清楚。如果没有
记录，只是口口相传，那事情就
说不清楚。对房地产公司来说，
最低要求是变成织物式的组织，
最高要求就是特种部队化。

大家知道，特种部队的训
练都是标准化的，比如生存训
练。美国的特种部队还有一种训
练，是当俘虏的训练，大概一周
时间，叫作死亡一周。你突然被
抓走，丢到伊拉克，很多妇女、
儿童侮辱你，拿屎盆子往你头上
扣，打你，最后要杀你，让你感
觉像进了地狱一般。经过这样的
标准化训练，美国的特种部队在
应对突发事件时就会非常有办
法，非常从容。也就是说，特种
部队能够用标准化的方式有效地
应对非标准化的突发性事件。标
准化不能变成僵化。你是标准化
了，是不变了，但你不能应变，
这是不行的。要能够以不变的状
态应对瞬间的、复杂的变化，这
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组
织形态，所有房地产公
司都应该重视这一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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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乡愁
——读陈文央诗集《岁月回望》有感

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如何留住乡
愁，已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不少专家、学者和社
会名人，通过不同媒体和形式，呼吁“城镇化要留
住美丽乡愁”。于是，“乡愁文化”也应运而生。
不仅作家、文人，就连离退休干部、职工，也投入
了以“乡愁”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新潮。

笔者所熟知的原郑州市水利局副局长、纪委
书记陈文央，是一位退休已十余年的正县级干
部，如今已年过古稀。按说像他这般年纪，辛勤
工作了四十余载，退休后本可在家含饴弄孙、安
度晚年，但他却不愿在家赋闲，而是对学写古体
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说，也许是人到晚年，总
有许多往事萦绕心头，特别是苦涩而快乐的童
年，深厚的乡情、亲情，家乡的山山水水，以及过
去的贫穷和近年的巨变，总使自己难以释怀。这
也许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乡愁”吧！如何留住
这种发自内心的乡愁呢？陈文央选择了学写古
体诗的方式。然而，由于他早年家贫，文化程度
不高，上世纪 60 年代工作后，一直在省、市党政
机关工作，数十年间较少舞文弄墨，文学基础比
较薄弱，要想写诗谈何容易！他却知难而进，决
心从头学起。退休之后，他加入了郑州市老年诗

词研究会，专心致志听专家讲课，虚心请教老师，
跑图书馆，勤学苦练，乐此不疲。几年之后，他竟
然写了 430 多首古体诗，而且在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了一本名为《岁月回望》的诗集，终于圆了自
己的写诗之梦。他这一创作成果，使得我和他的
老同事、朋友大吃一惊。作为多年好友，我在向
他表示祝贺的同时，也为他孜孜不倦的精神和热
情所感动。

正如央视纪录片《记住乡愁》主题歌所唱的：
“乡愁是一碗水，乡愁是一杯酒，乡愁是一朵云，
乡愁是一生情……”读陈文央这部《岁月回望》，
最使我受感染的，就是他那至今难忘的乡愁。他
在“故乡情深”部分写了 36 首诗，包括“故居印
象”“童年趣事”以及民间传说、山水风景等，无
不蕴含着浓浓的亲情。如他在《故居印象》中，以

“岗旱地薄收获少，穷乡僻壤文盲多”“茅屋坯垒
破窑洞，岭壑凸凹苦水窝”等诗句，来概括儿时家
乡的居住环境；在《天桥岗》中，他以“两岗相连
一线天，夹沟路径扁担宽。少年割草常经过，每
忆心惊又胆寒。”“霜降秋风红叶落，景明斜照柿
儿鲜。扛竿登岗身轻健，甜柿入口乐心间”，来回
顾童年时劳动的艰辛和快乐。但更多的是他对

故乡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的眷恋，像黄帝故都
古城寨、黄帝宫、古县衙、超化寺塔、大隗山、洪
山庙会等著名景观，他幼年时家乡的老枣树、皂
角树、石榴树、金银花等，以及司空见惯的“石盖
路”、“老碾道”、“推卖煤”、“推水车”、“卖鸡蛋”
等农村常见的生活方式，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念念不忘。

然而如一位学者所说，“乡愁”不是过去时，
而是现在时和将来时，它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
激荡的时代浪潮中重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
故乡。在这部诗集里，陈文央也并非单纯怀旧，
而是以较大的篇幅，如在“往事漫忆”、“水利情
缘”、“礼赞祝愿”、“缅怀鼓励”等部分，深情抒
发自己对家乡巨大变化的感慨，对他数十年从
事的水利事业的挚爱。虽然在行家看来，这些
古体诗的对仗不算工整，词句也不够华美，平仄
押韵不够严谨，但是他用自己淳朴的热情，赞颂
那些为“三农”做出贡献的普通农民；他深情地
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烈士、老同事和基层干部，
追思早年故去的父母和亲人，其言辞殷殷，情意
绵长，令人感动。

慎廷凯

新书架

《一语定乾坤》
杜 莎

从无名小卒变成身家上亿的成功者，成杰用
了整整10年的时间。从曾经自卑内向、迷茫无措
的青涩小伙，成为今天在几万人的演说台上挥斥
方遒的超级演说家、成功的企业家。正所谓“十年
磨一剑”，10年时间可以让一个人从一无所有到
峥嵘尽显。

在这个励志的故事中，口才成为了成杰实现
自我蜕变的关键。在不断的历练中成杰发现，要
想掌握公众演说的智慧并不难，很多时候人们不
需要流利的口才、外向的表演和过多的技巧，就只
需要一句话。一句关键的话，就可以一语惊四座、
一语定乾坤。

不论是在日常工作，抑或是生活当中，熟练
掌握演说的智慧、交流的技巧都会让人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演说的魅力是无穷的，但凡有野
心、对生活现状不满、想要改变自我、攀登成功巅
峰的人都应该首先掌握演说的智慧，从而实现自
我的蜕变。

知味

钱钱饭
李格珂

如果说燕麦片是今生，那么钱
钱饭就是前世。

钱钱饭熬粥，是陕北民间饮食
的一大特色。

钱钱就是铜钱，钱钱饭形似古
代铜钱。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高
沟深，过去人们广种薄收，粮食不够
吃，日子过得苦焦，就利用河沟、岔
里、洼里、崖畔种些杂粮，收回来一
把、两把、半笼，闲暇时间，将各样杂
豆浸泡，用小榔头在石头上捣成铜
钱大小的薄片，比如黑豆钱钱、黄豆
钱钱、红豆钱钱，拌野菜煮粥，或者
日子好过一些的，豆钱三成，小米七
成熬粥，豆钱钱易煮、易烂，口感黏
糯，就着酸菜，听着三弦，脑畔上传
来悠远的信天游：“鸡蛋壳壳点灯半
炕炕明，酒盅盅舀米我不嫌哥哥穷”
或者是“荞面圪坨羊腥汤，生生死死
相跟上”一类的即兴酸曲情歌，有吃
有喝有曲儿听，再苦的日子，也不觉
得苦了。天长日久，那捣钱钱的石
头又黑又亮，像通了灵性似的。

钱钱饭富含维生素、粗纤维，营
养滋补，深受大家喜爱。它还是陕
北过大年必备的佳品，年三十这天，
对联、剪纸贴上了，家家户户捣钱
钱，暖乎乎的热炕上，主妇在叮叮咣
咣捣钱钱。老奶奶教小孙子：“捣呀
捣呀捣钱钱，捣来钱钱过大年。”吃
了钱钱饭，预示着来年盆满钵满，财
源广进，年年有余。

钱 钱 饭 还 有 一 段 传 奇 故 事
呢。话说汉将军李广率兵抗击匈
奴 ，行 至 半 路 ，粮 草 断 绝 ，将 士 饥
饿，无力杀敌。李广派人寻食。只
见一老奶奶正在捣黄豆钱钱，士兵
说明缘由，老奶奶送他三升钱钱，
因为兵多钱钱少，每人分得七八片
充饥，很神奇，几片黄豆钱钱下肚，
饥饿顿消，士兵有了力气，英勇杀
敌，凯旋回营。

钱钱饭凝聚了人们对富裕生活
的美好憧憬。如今陕北的煤矿、石
油、天然气等资源得到开发，带动人
民过上了富足的好日子。但钱钱饭
并没有被遗忘，生活节奏快了，很少
有人一颗一颗捣钱钱，而是机器碾
压，超市里可以随时买到各种钱钱
饭。钱钱饭已经走进千家万户。

散文

诗与画的闲情背景
王太生

爆青一词，很有趣，明明
是爆绿，偏偏说爆青。侊若看
到一团积蓄已久的力量，“呯”
的一声，说爆就爆了。

青和绿，是有区别的。绿
有嫩绿、淡绿、浓绿、墨绿。
青，只有一种，好像涵养砚池
的翰香，说起来有字面上的儒
雅。还真是，大地回暖，寒意已去，柳芽、苞叶，说爆青，就爆
青了。

先是从春草池旁的数枝柳条开始的，柳条上的苞芽，一
粒米大的青；砖缝中的草尖，一丝长的青；芦苇也爆青，老嫩
杂陈，一缭乱的青。

一阵暖雨熏风过后，田垄泽畔水汽氤氲。在这样一个特
定的诗与画的闲情背景中，就有许多香草蔓长。

李渔将植物分为木本和草本。蒲草是水里的草，一阵暖
追一阵暖，便开始一寸一寸地长。刚开始，路人以为是秧苗，
不经意回首之间，池塘里草色碧天。根须处，有墨色小逗号
蝌蚪款款游，活色生香，水里也就有了植物淡淡的清香。

美人与草，同样柔软修长，散发浓郁馥馥奇香。
豌豆花，叶秀雅，花姿轻盈别致。豌豆，在古代有一个很

好听的名字：薇。《诗经》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
归，岁亦莫止”，说的是野豌豆。可以想象，在这荒天野地，爱
情充满荒野气息。儿时作客乡间，嬉戏于田塍，常见麦田青
芒，这一弯野豌豆，牵藤攀缘，触须漫爬，不知何物？只看得
那紫红的花，似蝴蝶，在风里飞啊飞，飞不动了就栖在叶子
上，翕合着花翅膀，在青麦映衬下显得好看。

艾草的青绿，是那种旷
野绿。一簇簇长在塘边，远
远地随风送来浓香。青团，
这 种 青 青 的 食 物 ，艾 蒿 染
成。清袁枚《随园食单》里
说：“捣青草为汁，和粉作粉
团，色如碧玉。”把艾草洗净
焯水，捣成汁与糯米粉和在

一起，揉成面团，入豆沙馅，包成圆溜溜的大小团子，上笼
蒸，置凉，就可以吃了。

江南有青团，亦有薄荷糕，糕色淡雅，口味清香。
薄荷的青，薄薄的叶片，亮得能够看见上面清晰的脉

络。薄荷微凉。小时候吃薄荷糖，清凉在丝丝游走，井水润
喉，与童年的时光一起，慢慢融化。

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中说，“萸白在镇上的花市卖
花。白栀，白芍，白茉莉，白山茶，放在藏蓝色的布上。不
似其他商贩那般敞开嗓子吆喝，她常坐在椅子上读自己随
身携带的书，或是听音乐。薄荷绿色及踝长裙，长发束起，
面容平淡。”一闲情少女，穿薄荷绿长裙，卖纯洁的花，以优
雅的姿势看书。有个性的人，一举手投足，飞扬独特的魅
力与神韵。

香草蔓长，那些蓬勃芬芳的叶、藤、根和茎，在时光的河
流里，呈流淌奔涌状。

在《诗经》的旷野上，有两个人相遇，“野有蔓草，零露漙
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香草蔓长。

这一对小男小女的青涩爱意，婉转缠绵，余韵悠长，芬芳
千年。

明前茶
李迪

雨丝如尖 万枝雀舌嫩
一年的第一抿微笑

这样挂在含泪的腮边
噫 清明 清明

肃穆 气清 风正 神明
不仅可以是

纷雨 杏花 魂断 苦酒
还可以是

敬畏 告慰 再生 火前春
因此

淡而无味是雀舌
毫密稠浓是雀舌

一口对立互溶一体
无边地舒放

滴着清露的肃穆时光
接过健壮的、敬爱的先魂

交付的火前之春
再叩！

希望的微粒开始生长
即将满山云雾旗枪

遍地灵草、仙绿

博古斋

马戏

一说起马戏，很多人都津津乐道，尤
其是春节期间，一些地方的马戏团在城
乡到处巡回演出，热闹又精彩，但马戏是
怎么来的，很多人却不知。其实，马戏是
我国传统技艺之一，汉桓宽《盐铁论》曾
记载：“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
到唐宋时，马戏已相当流行。

相传，唐玄宗李隆基也在皇宫里训
练了一批御马跳舞，节目丰富多彩，成
为马戏团的雏形。唐玄宗为了把这些
马装饰得花团锦簇，用大量的织锦和珠
宝玉器披裹在马身上，并且特制很大的

“床”，配以笙箫管笛，让马在“床”上按
音乐节拍，霞帔起舞，这便是杜甫说的

“斗鸡初赐锦，舞马即登床”。唐玄宗还
曾要当时名画家曹霸画下御马跳舞的
种种姿态。后来，单纯地在“床”上让马
跳舞，逐渐发展为人马共舞，即人骑在
马上做各种表演。

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西逃四川，
皇宫马戏团的舞马四散一空，流落各地，
当时有个将军叫田承嗣，招兵买马进行
平乱，有一些舞马也被买了进来，与战马
混杂在一起。有一天，当这位田将军点
兵响炮检阅，军乐齐奏时，那些混在战马
中的舞马便闻声而舞。田将军以为是怪
马在作祟，于出征不利，怒令马夫打马，
结果这些舞马都被打死了。等到唐玄宗
李隆基归来时，所剩舞马已为民间组社
结团流落到各地演出。至清朝时，马戏
已盛行于民间，大的成团，小的为班，闯
江湖、跑马卖艺的比比皆是。

到了宋代，马戏伎艺更为成熟，表演
技巧，精湛高超。在当时的东京汴梁（今
河南开封）给皇帝表演马戏时，就有引
马、立马、骗马、跳马、倒立、拖马、镫里藏
身、赶马等多种多样的马上功夫。而清
代的马戏，又有新的创造。咸丰皇帝每
到正月十五日，都要观看马戏表演。此
时，马戏表演者大显身手：“有一足立鞍
镫而驰者；有扳马鞍前行而并马驰者；有
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互换者；有甲腾
出乙雇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
之奇。”做“中国皮影”。后来又传到了英
国和德国，在欧洲曾轰动一时。

晚清小说家曾朴在《孽海花》一书
中，曾描写过走马卖艺的情况：“在两条
绳上，串出种种把戏，有时疾走，有时缓
行，有时似穿花蝴蝶，有时似倒挂鹦哥；
一会竖蜻蜓，一会翻筋斗。一壁婀娜地
走着，一壁啭着娇喉，靡曼地唱起来。”

延至今日，马戏不仅保留了许多传
统节目，还发展了独站双马、马上倒立、
马钻火圈、马下插旗等多种精彩的节目，
并成为各种驯兽表演的统称。

汪 志

掌故

酬宾
陈永坤

时下，在街市店面，常会看到“大酬
宾”字样的招贴，醒目、耀眼。这“酬宾”
是从何而来呢？

“酬”是我国文字结构“大书”中的
形声字。从酉州声。酉，古为酒也。这
样酬与酒就有了直接关系。

我国古时候喝酒特别注重礼节。
按《玉篇》和《诗楚茨笺》所说，饮酒时，
主人先向宾客敬酒，称为“献”。宾客回
敬主人，称之“酢”(音坐)。主人接饮后，
再敬宾客酒，谓之“酬”。表示报答，含
有感谢之意。

具体到商业交易上，宾客登门购
物，是对商店的信任和支持。商店则以

“优惠”、“减价”等方式酬答宾客，即“酬
宾”。“酬宾”与残次品处理、甩卖是迥然
不同的。

清风入室图（国画）北山堂主

健康运动 张海林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