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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向葵

这
些图样来自力天人的一次草根式市场开发旅行。2009年

的10—12月，力天人组成了一支6人小团队，偶然的机会，

去了祖国西部的某座城市。那里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一个

城乡结合部式的新型工业化新区。得益于某种机缘，让我们的这次

旅行永生难忘：我们成了这个新区里要建设的一个特别小区的全

程建设的组织者之一；其中的感悟足够写一部书那样丰富的。而历

数它的华章与故事，恐怕是以后的岁月里可能的一份实践。

只是时不时的，我们会翻阅这些图片和设计说明，回味一番当

时的情结与经历，让自己变得温故而能更加知新。偶尔，也会止不

住有些新奇其实又朴素的想法亮起来，照耀自己未来的路。或许，

以下的这爿感悟，似半开半掩的门那样，给了我们些许抑或丰富的

启发呢。

这些图样是国内某大型知名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们，对上述这

个特别小区（出于某些商业上的考虑，我们还是隐去了设计单位及西

部这座城市和它的新区包括新区中的小区名称）在规划设计里的设

计图样。

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些规划设计的蓝景充满无限的新奇和向往，

有一段在那时的某次规划设计研讨会上的力天人的发言摘录为证：

连日来，大雪给这座城市连同我们最钟爱的特别小

区，一起都穿上了银装，绿色植被的隐退，让大家，特别是

在座的我们，对原本就非常渴望、时刻梦想着快速建成的

绿色生态的小区，充满了更加强烈的憧憬和无限的追求。

无论是翠绿浓荫、柳暗花明；还是落英满地、水泊湖光，这

一切都拥抱星罗棋布、散落各处的单体式的、现代的、时

尚的人文建筑。我们怀揣着这样一种原动力，竭尽全力地

在工作着。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心态下，我们不时地在脑

海里勾划着、摹描着，很多梦中的建筑景观。并常常为它

激动不已。在此我们只能用一些关键词，来表达我们对它

的理解：

（1）偶见小溪流水，举目隐入林中，忽见廊桥，又闻花香；

（2）小湖畔旁，石椅木 不忍倚坐，却听琴声，抬眼唯见，曲径

通幽；

独立式客房

建筑设计方案

9M×9M标准化

的建造方式

美丽的嬗变与创新

第二阶段：总平面深化图

在设计草案的基础上按照功能与指标

要求进行具体的实现，并对空间进行梳

理和整合。

也许，更多的却是我们思想上跨空间的桥

与路的严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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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廊曲折，信步拾阶，探身访问时，却见钢构阁楼，名曰

洗衣房。一白衣女子，正仰着明目皓齿，微笑着款步而来；

（4）夜灯只照青青草，鞋上正沾花露，无暇顾及，拨开路边

柳枝，只拥入灯红酒绿处，一排错落低层房，虹灯闪烁着这

间屋子的芳名：特别小区Village等等。

我们感到我们的血液在热烈地流淌着。那份憧憬，仿佛我们

就是那里的主人。

时光过去，翻阅这些图片资料，除了如故的激情，更让我们多了

些沉甸甸的思考，虽然这些思考眼下看来都支离破碎，星星点点，

都微不足道。可是，它会不会照亮未来呢？

从小区的概念设计到规划设计，再到建筑概念设计与意向，加

上景观设计；我们反复阅读、回味当时设计师们的慷慨解说。发现了

（其实这不应是什么发现，只是我们太草根呢）在一片荒芜的土地

上，规划一个生态小区，与我们在既成的建筑构体里设计室内装饰

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把一个既定的土地区域规划出业主想要的建

筑群体，与把一个既成的建筑室内空间设计出主人想要的室内人

文布局，让那些无语的钢筋混凝土的冷面孔消隐于人文思想的有声

话语里，其实又何其相像？

而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室内装饰工程的过程中，被那些

冷面建筑囚于内，却常常不觉囚于内。这次草根式西部旅行，让

我们亲身参与了室内装饰设计及工程施工以外的上游市场。感悟无

以言表。室内与室外的关系，室外与城市的关系，室外景观与室内景

观的关系，室外那条水路与室内的某个角落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度，

或者，它给予我们在进行室内环境设计时带来一个什么启发呢？ 

而更多的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与协同作战，会给开发着的大项目

有多少言之不尽的益处，诸如此类，令人浮想连翩。走出去，原来并

非想像那样简单，搞大产业链开发岂几个想象，几次走出去合作能

载得动。

我们对不同环境的理解，对多维空间的认知，缺失太多。室外

与室内在呼应上存在桥与路。也许，更多的却是我们思想上跨空间

的桥与路的严重缺失。

有一种叫做黑寡妇蜘蛛的生灵，它的毒性其大无比。有雄性

蜘蛛与之交配后，它却残酷地将这位一夜夫君慢慢地（其实是顷

刻间）当作食物吞进它硕大的黑色腹房里，让这夫君变成它的一顿

美丽的晚餐，进而变成它身体的一部分。此雌性通体黑色，据此得

名。在市场中要莫你顶上一个狼子野心的骂名，成为黑蜘蛛，要不

就是一夜夫君的扮演者。西部这个项目力天因故中途退出，更精彩

的下文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这次实践，多少有点冒险的市场探寻，多

少有着令人失败的感觉。可是，谁会知道呢，这次旅行和探险，又

何尝不是一次美丽的市场嬗变旅行呢。又有谁知道，这个美丽的

嬗变会孕育力天多少创新的革命性变化呢？

市场，永远这样。不是生，便是死。或者，便成为别人的一部

分。让力天迎接它吧。

 写于2010年3月11日凌晨1时许

会所区建筑设计

总平面图

院落结构 交通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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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物致知诚意净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贤在《大学》

中用这样的同心圆勾勒了内圣外王的儒者终其一生

所能达到的境界。1947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乡土中

国》，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描述为“如一块石头丢在水

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又一个

同心圆。这样，儒教治下的社会结构与儒者个体生命轨迹居然

统一在一个同心圆下了。这就是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奇妙的同

构。在这一点上，世界文明三大起源地的智慧达成惊人的一致：

《周易》说“上天成像，下地成形，变化见矣”，佛陀说“一沙一世

界，一花一如来”，而古希腊占星术的立论根据也正在于行星和

星座的运行轨迹与蝼蚁众生的生命轨迹的同构。同构，是跳跃

性思维的一种，是激发创新火花的思维方式，若不信，请阅《美

丽的嬗变与创新》一文。

作者的思维发轫于几张图片，又从装饰实务中的“室内

与室外的关系，室外与城市的关系，室外景观与室内景观的关

系……”悟得“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与协同作战”，想必对力天

未来的发展又有洞见。后既有见于“室外空间与室内空间在呼

应上存在桥与路”，却感叹“思想上跨空间的桥与路的严重缺

失”，盖大产业链整合尚有未能尽察尽善之处？

仔细想来，作者的思维遵从同构的法则跳跃着：首先，构

建了装饰实务语境下的“生态”——室内、室外、小区、土地、

城市，以及这些层次之间的桥与路，然后，将这种类同心圆的

结构放在战略管理的语境下审视，一个新的“生态”就出来

作者简介

侯宏，男，籍贯

湖北。武汉理

工大学通信工

程学士，北京理

工大学光电工

程硕士。毕业后

从事电信行业

管理咨询，提供

战略、营销、管

理方面的策略

建议。

同构思维——妙手偶得的创新智慧

了——装饰行业本身难道不是一个生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就是“室内、室外、小区、土地、城市”，环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

系就是“桥与路”。最后，从室内外景观之间的协调这一常识

映射到“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与协同作战”这一洞见。

利用这种同构思维，还能读出很多言外之意。“我们在做室

内装饰工程的过程中，被那些冷面建筑囚于内，却常常不觉囚

于内”，盖我们的思维以及业务范畴往往也是被禁锢在一亩三

分地里而不自知……从此“生态”到彼“生态”可以同构的妙处

还有很多，作者笔墨宝贵未能展开，而我对此“生态”不甚了了，

于彼“生态”的看法也只能闭口不谈。

这个案例给出的启示是：创新的迸发，不是思维杂乱无章

地跳跃和发散，而应遵循一定的路径（或技巧），是偶然性和

必然性的统一——而“同构”，无疑正是这种路径之一。把握

这种智慧，创新无处不在。若要问要如何才能建立这种近乎

灵觉的智慧，我认为紧要处在于保持“热爱生活，保持童真”的

心态，这有助于敏锐的洞察力。想必《嬗变》一文在对那个项

目研讨时，力天人饱含激情和憧憬的发言，也是童真心态的又

一绝好例证。

只有热爱生活，才会关注细节，从而有洞察的动力。只有保持

童真，才会不怀成见，从而不会让灵感溜走。大自然的色彩是如

此丰富，层次如此分明，在快节奏的都市工作和生活中，您可曾驻

足？世事精彩纷呈，在鼓掌、呐喊或怨恨之外，您可曾感动？

 侯宏 20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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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宁培军，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

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1999年，

创办天津瑞宁律师事务所。现

为金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左岸右岸

力天内刊（总第1期）文章《婚礼上的

有心人》。文中提到：董事长（即文中

所指“有心人”）用心参与筹办了入职

仅一个月的某员工的婚礼。婚礼前，

董事长对各种细节都考虑地甚为周

到。仅一条领带，也要千挑万选，只

为那最合适的款式与颜色搭配出最

为得体的装容。却仅仅为了，他要参

加的是力天员工的婚礼。

雷锋的四个“般”：对待同志要像春

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

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

一般，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般的冷

酷无情。

这四个“般”是雷锋在日记中提到

的。成为日后人们对“雷锋精神”的

广泛和准确的解释。作者在此对文

中主人公的率真和坦诚、“左岸”与

“右岸”之为人风格作了自己的感悟

与评价。

他是我很尊重的为数寥寥的男人

关
于力天大成这个名号，在我的思维里是既熟知又陌生。熟知在十年前的塘沽（现在已经没有塘沽了，改头

换面为滨海新区），陌生于十年后的北京（准确地说应该是在祖国的西部那个城市）。虽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编辑的约稿，其实内心里纠结地一塌糊涂。一拖再拖，自知文网恢恢既不疏且不漏，况且惊动了老板亲自

要账，只好“恶毒”地告之：我像你写朱丹一样写写你，换来的是长寿眉下坏意盈盈的笑眼：随便。

提笔“欲泄私愤”，发现白描的功底与老板相去甚远；想“粉饰太平、花团锦簇”一番，但脑海里满是老板咆哮

状如河东那个什么吼的分镜头，岂有和谐的灵感！？

妈呀，此刻才知“随便”是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需要拿捏得分毫不差的驾驭能力。我说是自己挖坑埋自己啊，

毛主席说自掘坟墓，言简意赅！鄙人和伟人的差距就在于此。

想到伟人，灵感忽现。他老人家是最讲究辩证法的，一分为二是老人家思想的精髓。且向葵老板的房间里

就供着老人家的，想必他不好对我的按老人家的逻辑描摹他而怒气冲冲，即使鄙人胡言乱语。干吧！

他是我很尊重的为数寥寥的男人。不是因为他干一个事业而成功一个事业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真

的男人。十年前的风雷激电我有经历，十年后并未晴空万里，但从我所接触的力天人那里，让我察觉了和煦的春

风、彩虹的夏霁、艳阳的暖秋，也是他性格的另一面（领带的故事[·]）。大有雷锋叔叔的那四个“般”[·]的品格吧。

想起一段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塞纳河，他把我们的一颗心分作两边，左岸柔软，右岸冷硬；左岸

感性，右岸理性。左岸住着我们的欲望、祈盼、挣扎和所有的爱恨嗔怒，右岸住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在我们

心里打下的烙印——左岸是梦境，右岸是生活。”鄙人感泣。

有时候最世故的人，也是最天真的，因为心里总是守了一方净土，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自己骗自己。守住了这份

净土，不管眼里还有多少不堪的现实，还有一条退路让自己得到救赎。这里，我们其实说到了人性的问题，欲望的

问题，情感的问题。

多少时间里我们都喜欢在右岸里寻找理性，寻找那种让自己的心坚硬的东西，学着向很多事情妥协，学着不要

对命运发脾气，学着承受，学着长大，学着少些眼泪，学着八面玲珑。只是这些不管学的多好，回头来时路，少了简单

的快乐，长久的快乐。我们经常纠缠自己，自责自己，岂不知简单是快乐的最大元素。钱钟书在《论快乐》一文中说：

“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然而，简单的快乐不会参与人事、名利的争斗。快乐常常能来的人，一定

不会把自己老是困扰在右岸冰冷、现实的生活里。

左岸的流域里我们空了许多的小坑。那些黄昏下凄凉的冢里埋下了我们最初的梦想、爱恋、纯真的过去。古人

云：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现实的挤压、拥堵、纠结让我们埋藏的小沙粒一点一滴流失到岸的另一边，左岸从此遗

落在梦境里。生活不能一成不变，因此，美好的纯真让多疑、麻木、让我们的冷漠看着左岸离的越来越远。两岸间

总是找不到平衡，好像摩西分了红海，才找到一条出路。

我所感知的向葵，就是一个真性的人。单纯而深邃，性格上的两重性，造成了他的随性，那种可以爱我所爱、

痛我所痛的直接，那点直来直去无用掩饰的情绪，如同左岸。而商战的风险势必让他深如巨石投下而没有半点微

澜，如同右岸。

现实的他，徜徉于塞纳河畔，现于左，隐于右，但心中的塞纳河还是不断地流淌，不断地冲刷和颠覆我们的两岸。

谁人说得清左岸右岸的他，诚如他的名，咆哮间的分镜头幻化成向着太阳的葵花，一脸的灿烂，状如小童。

斯乃吾兄，托毛主席福，不会怪我言之无物，胡乱涂鸦。

 宁培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