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婚女性，在发展自身事业的道
路上，离不开对伴侣关系优质高效的
处理。张丹茹在书中分享了她的沟通
法则，让生活伴侣成为事业搭档，其中
特别提到“夸奖对方”，缓解矛盾冲突，
让关系保持良性状态，“我一直践行在
处理亲密关系上的方法，把爱还有夸
奖的语言分享给身边的人。要少说恶
毒的话，在身（身体）、语（语言）、意（意
念）三方面，少出现消极负面的词汇。”

亲子关系也是已婚已育女性的重
要人生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智慧分
享中，张丹茹特别提到，要顺应孩子的
特质，挖掘孩子的天赋优势，从言传身
教做起，对子女进行品德培养，等等。
很多女性觉得生活很累，张丹茹的建
议是，“要有仪式感的休息”“每天至少
要有三十分钟独处时间”等等。此外，
在书中，她还特别提到女性如何挖掘
潜能，打造属于自己的IP，掌握更多的
主动权，“乐观、勇敢、独立，做自己的
女闯王”。

在《向前：新女性的IP打造》序言
中，张丹茹写道，作为两个男孩的妈
妈，自己“真正开始觉醒是生完孩子
后，我在想怎么样能够成为孩子的榜
样，在儿子对外讲到他妈妈的时候会
很骄傲。于是我开始不断地探索，开
始去努力尝试。事实证明，这样的动
念特别好，我会把一些好的行为传达
给孩子。”

情绪对人的存在非常重要，好的
状态离不开好的情绪。张丹茹说，“遇
到过形形色色各种优秀的人，也看到
很多人间疾苦，我发现其实自己还蛮
幸福。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要花更
多时间去探索更精彩的人生，要花更
少的时间去生气、去内耗自己。当发
现自己很容易生气，觉得全世界都是
问题的时候，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自
己的世界不够大，自己的爱意太少
了？总之，当你的世界变大了，你的问
题就会变小。”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张丹茹是如何做到的呢？近日，这
位事业和家庭平衡得很好的职场女性来
到成都，在文轩 BOOKS 书店做了一场
读者分享会。在新书《向前：新女性的IP
打造》中，从人生规划、时间管理、沟通秘
籍、亲子法则、精力管理、个人品牌打造
六大维度出发，分享了她的诸多经历、经
验和心得。

比如在“时间管理”上，她提醒众人，
不要陷入一种“睁眼忙到睡，普通职场女
性最容易掉入的时间管理黑洞”，要用必
要的时间管理术来重新夺回人生秩序
感，为自己赢得个人成长时间。

张丹茹在时间管理上有一个小妙
招：“每个月都会写一个清单，列出要做
的两三件事，然后用事情来驱动管理时
间。我们可以给自己分配任务，自己做
自己的CEO。同样，我也会以一年为单
位，写下未来一年内 20 条大的梦想清
单。每个人可以用这四句话去衡量人
生：每天行动，每月清单，一年方向，一生
使命。当然无论梦想有多大，每天还是
要脚踏实地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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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城市化程度
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的
各式各样的人物，人的成
长与情感，生命中的偶然
与必然等元素，自然也经
常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灵
感和素材来源。不管是张
爱玲、王安忆的小说，陈丹
燕的散文，还是《花样年
华》《上海滩》这样的电影，
都在表达着上海的百态。
最近王家卫导演、胡歌主
演的剧集《繁花》上线预告
片，再次让人感受到浓浓
的沪上风味。

青年作家禹风的长篇
小说《蜀葵 1987》，对 20 世
纪80年代的上海做了一次
文学的回溯与重构。小说
借由一位男生与不同家庭
背景的上海女性所发生的
感情纠葛，巧妙地编织了
一幅富有时代气息的上海
画卷。笔墨席卷上世纪80
年代上海知识分子、技术
工人阶层、商界人士、海外
背景家庭及公务员等群
体，呈现了一个时代的风
俗和气息。与“伤痕文学”
迥异，这本小说着重展现
的是当时处于青春成长
期、而后走向世界的那一
代上海人的城市记忆。

书写上世纪80年
代上海独有的美

禹风是土生土长的上
海人，复旦大学学士，巴黎
高等商学院硕士。《蜀葵
1987》表面是写青春和爱
情，但其背后却有着超越
个人感情之外的东西，指
向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
上海人的性格、上海的历
史、上海跟世界的关系等。

评论家何同彬在序言
中说，禹风的上一部长篇

《静安1976》被他自己命名
为一种“怀旧小说”，通过
几名小学生的童年视界，
怀念1970年代末上海弄堂
里小市民热闹、卑微、局

促、平庸的日常生活。新
长篇《蜀葵1987》可以视作
他把怀旧的时空顺延到
1980年代，小说的主人公成
长为高中生和大学生，该书
聚焦于他们的青春、爱情、
成长和历史选择，因此从延
续性上来看，这部作品也可
以题为“圆舞浜1987”。

近日，在该书分享会
上，作家石一枫从不同的
角度分析了这部小说，比
如《蜀葵1987》写到了好几
种爱情形态，有少男少女
纯真的爱情，有师生间以
精神性为主、不平等的感
情，也有物质环境下的爱
与欲望。小说中的女性各
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命
运，有点像微缩版的沪上十
二钗，小说书写的那个时代
的上海美人，有上世纪 80
年代独有的上海女性美。

描写了上海人独特
的做事风格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
北京人，石一枫在《蜀葵
1987》中读到了上海人独
特的做事风格，“上世纪80
年代，其实全部中国人都
面临着新的生活方式，面
对开放、面对突然而来的
机会，每个地方的人表现
真是不一样。就我所知，
那个时候很多地方的人面
对新变化是懵的，并不像
这个小说里的上海人那样
迫切、渴求，立刻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书里的那些女
孩子，在爱情上是迷惘的，
但是在人生选择上她知道
要做什么。于是，我们可
以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性
格，也让我们更深入地认
识上海人，认识上海这座
城市。”

石一枫还谈到了文学
和时代的关系，“我们看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
品，或者看别的时期的作
品，恋爱成功的典型很多，
像《小二黑结婚》那种经典
的感情小说，恋爱都会有
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
在我印象里，1980 年代的
文学永远是和一次次痛彻
心肺的失恋相连。记得

《当代》杂志发表的被拍成
电影的《1980 的情人》，是
写北京三里河地区的，相
当于上海的静安，也是讲
那个年代几个北京年轻知
识分子，也描写了痛彻心
肺的失恋。这是很有意思
也值得探讨的话题。王朔
写的《永失我爱》《空中小
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
水》等等也是代表。”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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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
《向前：新女性的IP打造》提供好案例

《蜀葵1987》张丹茹与读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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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时间节奏紧凑，如何高
效管理、利用时间，对于任何人的

事业、生活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对需要花
费时间生育子女的成年女性来说，时间管
理和自我人生规划，更显得尤为重要。

不少女性处于以下一种或者几种状
态：做着一份谈不上非常喜欢的工作，有
着一份不多不少的固定收入，每天上班忙
忙碌碌，虽然下了班精疲力尽，但还要打
起精神带孩子；没有兴趣爱好，为家庭付
出了工作之余的一切时间……

《向前：新女性的IP打造》的作者张丹
茹在书中提供了她的人生案例：出生于
1985年的她，本科毕业于广东一所普通二
本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第一份正式工作
是非常普通的、基础月薪只有2000块钱
的销售客服。经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学习，
不断寻求自身局限的突破，如今她是两个
创业公司CEO，出版了《学习力》《副业赚
钱》《副业思维》《向前》等畅销书。难能可
贵的是，在事业向前发展的同时，她还有一
个圆满的家庭，是两个男孩的母亲。 《向前：新女性的IP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