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依照七十二物候，按月记
录了一年中自然里的各种生物，配
以作者手绘的色彩缤纷的插图。上
海周边公园和郊外的昆虫、蚊蝇、鸟
类、种子、植物，在作者笔下都栩栩
如生，忠实地展示了神奇自然中，各
类生物怎样按四季变化而消长、生
息的过程。

本书是作者在杂志《尽情享受
一个人的生活》上发表的连载，加
上一部分未发表的内容集结而成，
记录了作者一个人在东京生活的
点点滴滴。通过本书，曾经有过一
个人生活经历的人可以回忆起许
多值得留在心里的往事，即将开始
一个人生活的人又能够学到很多
有用的经验。

《一个人住的每一天》
作者：高木直子
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解析权力操作，看懂政治运作

《独裁者手册》当然提到了独裁，
解释了独裁何以可能。但严格意义
上讲，这是一本让人看懂政治运作方
式的书，书中所介绍的规则，不仅仅
在所谓的独裁国家、集权式企业存
在，也在民主国家、上市公司、社会组
织乃至非正式组织通行。任何集中
式的权力、权势，所有上位、用权和造
势，都很难避免按照既有的运作方式
和规则。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来自美国纽
约大学，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
塔是政治学系Julius Silver讲座教授、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心主任，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是
政治学教授。

书作者首先提出了政治和商业

领导者都需要界定清楚的三类对象：
可相互替代者（名义选择人集团，发
挥潜在支持作用）、有影响者（其支
持比较重要）以及不可或缺者（所谓
的致胜联盟）。以美国为例，上述三
类群体分别是一般选民，选出总统
的选举人团成员，对选票走向具有
重要影响的犹太人游说集团、农业
游说集团等。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之前，
一般意义上的士人、官僚阶层、世家
集团分别构成了支持皇室或军阀统
治的三类群体。至于在许多上市公
司，领导者要想稳固任职，不能离开
董事会成员及拥有极大话语权、一定
比例投票权的创始人（或其家族成
员）的支持，他们（而非分散的股民、

员工）才是致胜联盟。
可持续的政治运作，最根本的就

是取得尽可能小的致胜联盟的支持，
并致力于扩大自己的名义选择人集
团，能够让实质上主要服务于致胜联
盟的政策看上去惠及名义选择人集
团。但只有这两点还远远不够，书作
者指出，领导者要想坐稳位子，需要掌
控资源分配；还应倾斜于致胜联盟，但
不可给的太多，只能刚好确保其忠
诚。最重要的一条法则是，不要“打
劫”致胜联盟来取悦名义选择人集团。

上述法则在民主国家同样存
在。书作者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国
会经常为了选举利益改划选区（缩小
致胜联盟），部分政治集团主张扩大
移民或基于非法移民以公民权（扩大
名义选择人集团）、共和党热衷于为
富人减税而民主党则倾向于提高税
收和公共福利（掌控资源分配）、两党
成员通常会达成妥协以推动大量指
定资金使用的项目（回报致胜联盟）、
共和党坚决反对全国性医保体系及
因为医保开支而增加税收（不要打劫
支持者以利对手）。

书作者认为，要想在不同体制背
景下的国家上台，关键都在于活学活
用权力法则。民主国家的权力更替
机制与专制国家没有太大区别，都需
要挑战者提出更具诱惑力的回报价
码，这就使得许多政治家经选举上台
后，因为无法兑现承诺而在短期内面
临支持率雪崩下滑的危险。按照书
作者的分析，美国历史上名望最高的
总统林肯就非常擅长灵活使用以上
权力法则，从而在选情堪忧的情况下
如愿连任。

上台很难，掌权更难。相对这方
面的政治八卦，公众更熟悉的是许多
知名企业的“宫斗”内幕。一般而言，
无论是上一任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
的家族成员，还是外部空降的经理
人，在接掌一家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
官或董事长时，都会设法对董事会进
行洗牌，并提高董事会成员待遇。如
果忽略对致胜联盟的照顾，仅有优异
的工作表现并不足以确保企业家、创
业家留任。

掌控资源分配是权力、权势的最
好说明。在民主国家，经选举上台的
政治家必须回报致胜联盟，还要根据
未来选情的需要决定对可相互替代
者和有影响者的回报——这也是为
什么美国总统通常会在第二任选期
内力推改革。但即便如此，民主国
家、上市公司、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在
资源分配时都不能做得太过分，比
如，不能把领导者的薪酬呈十倍百倍
的调高，大肆安插领导者的亲属，等
等；这恰恰是与独裁国家、封闭式家
族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突出差别。

两种体制、组织结构的更多差异
在于，领导者都必须在有利于潜在支
持者的开支政策与有利于关键支持
者的开支政策之间取得平衡。但上
段所述的头一类组织的领导者的潜
在支持者通常是全体选民、股民、注
册成员，而后一类组织的潜在支持者
群体就要小得多，大众不在政策回馈
和支持范畴之列。《独裁者手册》一书
由此驳斥了许多市场自由论经济学
家宣称的先富裕（市场自由）后民主
的治理路线图。

权力、权势总是与腐败相伴，不
管是在何种性质的体制或组织制度
安排之下。权力法则的精髓在于得
到和保持权力，为此需要恰当的回报
核心支持者联盟（致胜联盟）。在民
主国家及性质相似的企业、组织，领
导者对致胜联盟的回报显得更为隐
晦（确实存在），额度也不会太高（毕
竟领导者所可能借致胜联盟获得的
利益也是有限的）。相反，在那些小
联盟组织，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足
联，腐败的价码就可能十足惊人。

《独裁者手册》一书还探讨了通
用权力法则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
响。民主国家同样可能成为好战之
国，为了本国利益常常还会牺牲价值
伦理原则，但领导人的政治地位更为
脆弱，一旦迎来战败或海外援助、扶
持政策的重大失败，几乎肯定要被原
先的致胜联盟所抛弃——因此，这些
好战之国必须审慎启动战事，精心谋
划对外援助和盟友选择。

（来源：新华读书）

《停在最好的时光里》
潘晓婷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时光不散，青春不止

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的第一
部散文随笔集《停在最好的时光里》
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正式出版发

行。书中29篇精致随笔，首度公开的
150幅全新写真，向大家呈现一个最
本色、最自然、最不为人知的女神

——潘晓婷。
潘晓婷15岁由父亲引领着走向

台球之路，那是她青春的开始。她的
青春里，有无助、有孤单、有迷茫，但
也有坚忍、有勤奋、有收获。她在孤
独迷茫中独一无二，在不断怀疑自己
的过程中又重新塑造自己，她对着残
酷的时光微笑，却又终于在青春里留
下了无止的青春诗篇。

多年来，大家熟知的仍然是球场
上杀伐决断、凌厉风行、“两点在眉
梢”的“冰美人”。抛开与九球有关的
事情来说，晓婷在赛场外是什么样
子？生活中又有什么喜好？这些年
她对自己所遭遇的、经历的起起伏
伏，又有什么样的精神感受？这些
都是大家感兴趣却又知之甚少的话
题。潘晓婷的新书《停在最好的时
光里》将为大家一一揭开这些神秘
的面纱。

《停在最好的时光里》作为一部
青春随笔散文集，是潘晓婷记录、梳
理生活中所思、所想的结晶。她在书
中首度表白了自己不为人知的内心、
情感和生活，融入了她对青春、成长
的诸多感受。这里，有她的迷茫、纠
结，她的坚持、不畏，她的清新、纯美，
她的情感秘密、芬芳生活。潘晓婷从
深藏的内心中走出来，这些情感心
事、闺中生活和青春感悟，帮我们翻
开那些小心情、小秘密、小惦记，那丝
伤感、泪光、纠结，那束温暖、美好和
爱，遇见一个最本色、最自然、最不为
人知的潘晓婷。

正如潘晓婷在书中所述：“我写
这本书的目的，是让自己面对被自己
忽略的自己，让青春面对被青春遮住
的青春，让自己看见在近处的远方和
在远方的近处，让大家知道更多不为
人知的我，知道更多不为人知的生活
与可能。”

《停在最好的时光里》主要有四
个主题。第一章“青春都去哪儿了”，
翻开的是潘晓婷青春时光里的各种
心事、心情。潘晓婷说：“每个人都是
通过青春认识了纠结、迷茫、泪水，认
识了信念、温暖和对美好的渴望，认
识了自己。”第二章“遇见”，分享了九
球天后人生之路上的邂逅、遇见，正
是因为遇见不易，才需要更加珍惜。
在这一部分，除了亲情、友情之外，潘
晓婷还首次触及自己的情感态度和
单身秘密。第三章“原来这也是你”
收藏的是潘晓婷跟鞋子、衣服、瘦身、
护肤不打不相识的故事，每个女孩都
是生活家，一辈子所有的美，不过是
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第四章“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排”，回眸了潘晓婷职
业生涯中不为人知的挫折与坚持，没
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也没有人能随
随便便幸福。

青春是人生最好的时光，每个人
都渴望停留在最好的时光里。怀揣
着一颗如晓婷般向善向美的心，记录
下那些青春时光的感悟，即便从青春
的入口，走向岁月的深处，只要你心
中那片最美的时光不消散，青春便如
永不落下帷幕。 （来源：新华读书）

《山河小岁月》
作者：李舒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大自然笔记》
作者：任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独裁者手册》
（美）布鲁斯·布瓦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江苏文艺出版社

曾经有一个时代，男子善于妙
手著文章，女子也会白描世态炎凉，
他们和爱人白日携手游冶，夜里把
盏到雾重月斜。离家去国，绵长岁
月在壮阔山河里游走，是为民国。林
徽因是如何成为“女神”和“妇女公
敌”的？金岳霖真的是“痴情男二号”
吗？沈从文和丁玲究竟有怎样的爱
恨情仇？本书将为读者一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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