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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点评：

日本的近代历史充满了暴力色彩，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

这些事件与所谓的“暴力专家”， 即本书的核心人物———博徒、壮

士、大陆浪人、院外团、极道、暴力团密切相关，但鲜为人知的是，他

们实施的暴力的影响甚至会超越事件爆发的时刻，他们的暴力行

径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一个系统的、根深蒂固

的元素。本书通过研究从明治时代到二战后的“暴力专家”，详叙了

他们的暴力行为被合法化的过程，揭示了日本独特的暴力文化如

何形成，又如何深深嵌入政治的整体实践之中。

本书译校、日本广岛大学硕士、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余静颖在新书分享会上以明治维新为例，探讨了暴力在其中的角

色，着重强调了该书对于明治维新所谓进步性的重新审视。 她还

从 19世纪 80年代的壮士谈起， 探讨了近代日本暴力与民主之

间的关系，指出民主并未消除暴力，反而可能加剧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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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点评：

本书的作者迈克尔·赫德森是世界知名经济学家， 他以债务与货

币史研究享誉学术界。早在 1968年，赫德森教授就基于对美国以及全

球经济运作的洞察预测到美国将不得不让美元与黄金脱钩；2006年，

他在其论文中揭示了信贷指数级扩张如何产生相应的债务，从而准确

预测到 2008年全球的经济崩盘； 对于美国国内和全球现代金融寻租

经济的运作，赫德森提出“无法偿还的债务或恶债应该被取消”，唯有

如此，才能避免全球紧缩危机和长期债务通缩导致的经济两极分化。

在《文明的抉择》一书中，赫德森教授将关注点聚焦于工业资本

主义和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他指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

崛起的新食租群体———金融寡头在坐享经济租特权的同时也将实体

经济拖入了债务通缩的泥潭。 这种金融化的进程不仅威胁着美国和西

方，也威胁着全世界。如何避免，是本书想要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本

书的价值所在。

2023上海书展·本报特别推荐

8月 16~22日，2023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成功举办，全国

20多家出版集团、约 350家出版社、18万余种精品图书汇聚上海展览中

心，一批著名作家、学者也现身书展，带来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爱阅读，爱生

活”，在氤氲书香中，本报特推荐部分好书，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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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偷走”的时间

无效的工作内卷

为什么生产效率越来越高， 人们的工作时

间却越来越长？《过劳悲歌》(中国工人出版社出

版)的译者涂伟以本书作者杰米·K·麦卡伦提出

的问题作为开篇，拉开了本次讨论会的序幕。 研

究者发现，大多数的美国人工时太长、工作太努

力， 而有些美国人则是工时与工作安排很不稳

定。 自 1817年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

欧文提出“8 小时劳动，8 小时休闲，8 个小时休

息”的 8 小时工作制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

工人的年工作时间在不断下降。然而到 20世纪

70年代，工时却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同样的

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全球上班族，无论白领还

是蓝领，都在或主动或被迫的“内卷”中失去支

配自己时间的能力。

嘉宾涂伟指出， 学界的研究发现，1981 年

是全世界工作时间由不断缩短转变为不断增长

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

的现象也随着工作时长的变化同步加剧。 随之

而来的还有劳动者个人意识的改变。 一种强调

“有意义”的新型职业道德开始出现，将意义和

个人成长与工作联系在一起， 即如果工作是有

意义的，那么工作时间变长也是可以接受的。或

者如果工作对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 那么劳动

者也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

自己给自己打工

年轻人尝试追寻工作的意义

从追寻“工作意

义”的角度来看，《薪酬

之上：多元经济中的劳

动形态》(中国工人出

版社出版)中描述的状

态则是当下的社会现

状的一种写照。书中来

自不同的学科的 16

位学者，记录了来自世

界各地 14 位“非正规

劳动” 者的工作经历。

他们的经济状况大多

是不稳定的，但他们在“搞副业”“打零工”的过程

中，同样获得了对自由时间、人际关系的掌控。

当下，“副业”已成为大部分年轻群体，甚至

是中年群体的必修课。区别于标准就业的“传统

工作”，“副业”的出现模糊淡化了工作与娱乐的

传统对立关系。 嘉宾刘晖以自身经历表达了对

“副业”的态度：“女儿问我每天为什么工作到那

么晚，我说是因为老板逼的，女儿要替我揍这个

老板，我说，这个老板就是我自己。 ”

在学界，这种“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人群有

一个更标准的称呼：产销者。 当下火热的直播、

短视频等自媒体工作者都可归于这一类别。 当

年轻人不再执着于传统的白领和蓝领工作，转

而投身时间安排上更自由、更能体现自身价值

的“副业”；当工作时长无法再被简单界定，碎

片时间成为工作常态的时候，法律又该如何保

障这些群体的利益？ 两位嘉宾就此把问题留给

观众去探索思考。

分享会的最后，特别增加了对谈环节，现场

一位女性观众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提出要确

立好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被周边的人和事

所裹挟，才能在“内卷”的大环境中保持自己的独

立性。 两位嘉宾对此表达了赞同，并总结了本次

讨论会的关键问题：“年轻人在上一种很新的班，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班？ 能自由安排工作时间的、

能不再进行无效‘内卷’的、甚至能实现人生价值

的……这些都是，但最重要的，不仅是大环境的

改变，更取决于你想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

记者 曹儒屹

受到社会环境

和家庭教育的影响，

女性逐渐被灌以独

立的观念教育，这也

是现在很多职业女

性努力的方向。 上海

书展期间，女性成长

领域专家、“阅她女

性”创始人、《无畏成

长：新职场女性成长

7堂课》（东方出版中

心出版）一书作者段

芳在上海展览中心第三活动室

开展新书分享会， 与大家分享

“女力时代”女性力量的觉醒。

活动伊始，段芳通过个人

故事短片，让大家思考“我要过

怎么样的人生”“我想成为什么

样的自己”。随后与大家分享她

对女性成长的观点， 着重讲述

了女性成长的内在精神。她说：

“不管在职场路上，还是人生路

上，勇气不仅是了不起的才华，

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在力量，因

此我们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自

我潜能，实现梦想，成为想成为

的人。 ”段芳还分享道，如今女

性生命逐渐苏醒， 女性对独立

意识和生命觉醒增长， 自我实

现能力正在加强， 女性发展是

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每

位女性都应该要感谢这个时代

给我们的机遇， 勇敢去成为自

己，不论是妻子，还是母亲，作

为女性，更重要的身份是我们自己。

分享会上，特别增加了对谈环节，由嘉宾

魏冠冠进行提问， 提问中涉及如何在实际中

运用“无畏成长”这一理念，以及在女性觉醒

时代， 女性如何在职场中展现真正的自我并

取得成功。 段芳说：“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要全

然去做自己， 听从内心的声音， 卸下各种束

缚，敢想敢干。 女性发展是趋势，每位女性变

得更好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也会变好，国家也

会更加繁荣昌盛！ ”对谈内容引发观众深切共

鸣，互动频频。

段芳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家里长

辈重男轻女，因为她的出生，奶奶为此而精神

失常，这在她心中埋下了一颗要帮助女性成长

的种子。 为了走出农村，她努力学习，考入复旦

大学新闻系，来到了上海。

毕业后的她参加工作、升职加薪、结婚生

子，成为大众眼中优秀的职业女性。 但她觉得

人生不止于此，那时候的她正在寻找自己人生

的意义。 段芳选择了转型创业，辅导帮助女性

解决职场和创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个

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自创业以来，她致

力于赋能女性充分发挥自我潜能，帮助女性清

除展现自我、实现更大作为的障碍，以使女性

在职场或创业中更大程度实现自我价值和才

华，获得外在财富增长、内在精神觉醒和生命

精彩绽放。“时代巨变，女性将成为社会新的力

量，这坚定了我的事业方向，守护女性、引领女

性，帮助她们突破迷茫，找到方向，无畏成长。 ”

段芳说道。

《无畏成长》是一本关于女性自我成长和职

业发展的书籍，以 7 堂课的形式从目标、决策、

情绪、精力、压力、自信、领导力七个方面系统总

结了职场女性的痛点， 从如何设定职场目标到

如何提升领导力，帮助读者探索自我潜能、拥有

积极的心态和信仰， 并通过自我提升实现职业

和人生的成功。 这本书是她多年来辅导经验的

总结，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成功的案例，讲述

了自我探索、积极思维、自我管理、人际沟通、职

业规划等方面的方法和技巧。段芳表示，希望通

过这本书， 将这些经验和方法论传递给更多女

性朋友，让更多女性少走弯路，帮助她们在职场

中扬帆远航，同时传达给读者一种不断向上，不

断突破自我的勇气。

据悉，《无畏成长》是段芳创作的第一本书，

也是她正在创作的“女性成长三部曲”中的第一

部。 段芳表示，未来会继续专注于女性赛道，赋

能女性成长，帮助女性兼顾好事业和家庭，在人

生路上找到自己的目标。

记者 钱依馨

著名经济学家、“宏观经

济学之父” 凯恩斯 1930 年在

《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

景》中预测“100 年后人类的

劳动时间每周只需要 10—15

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

烦恼”。 然而在 2023 年的今

天， 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工作，

却只能用来维持生计。

现代社会生产效率提高

了，本该有更多时间用来休闲

娱乐，为什么凯恩斯的预言落

空了？ 8月 19日，作为 2023上

海书展 850 场阅读活动之一，

译者、科研工作者涂伟与探照

灯好书评委刘晖携多本新书

做客上海香港三联书店，举办

了一场题为“年轻人在上一种

很新的班”的圆桌会，讨论当

下在年轻人群体中出现的工

作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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