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燕 日记创造
世界爱心童话

□ 文 ·图 /非可

3 月 20日 ，来

自 宁 夏 的 少女 马 燕
在沈 阳翰林书 店举行了 场面隆
重的 中 文版 《马燕 日 记》签名售
书 活动 。这本记录着 中 国 西部
少女为争取读书机会 、为通过
知识改变命运 的 渴 望及她与 生
存环境的苦 苦挣扎 的 书籍 ，去
年率先在 法 国 出 版并译为 多 种

文字很快风靡欧洲 。

我 想 读 书 ：在 失 学 边

缘 挣 扎 的 女 孩 感 动 着 艰 难
的 父 母

1999年 5月 ，连续 几天的

沙尘暴将宁夏同 心县预望 乡 张
家树村朦朦胧胧地淹没在一片
天地相连的尘海 中 。这天早晨 ，
一个 身 穿蓝格衣服 的小女孩 在
拥挤的黄土沟壑之 间 的羊肠小
道上顶着沙尘向 前攀行 。原来 ，
这位 名 叫 燕 的 12岁 小女 孩 在 为 家
里的一头小羊羔 寻找嫩草 。几天之
前 ，她无法交上这一学期 42元的学
杂费 。妈妈说：“马燕 ，不要再去上学
了。”小女孩不答应 ，妈妈就哄她说 ：
“ 家 里实 在没 有 钱 了 ，爸 爸 在 外打
工 ，至今也没能邮回钱来 。你就在家
喂那头小羊羔吧 ，等把它喂肥了 ，卖
了钱 ，你再去上学。”

从此 ，家里那头瘦瘦的小羊羔
就成了 小女孩读书 的全部希望 。她
清楚 ：要想继续返校读书 ，就要把它
喂大喂肥 。这样 ，她放下书包 ，背起了
那个打草的布袋。20几天后 ，小羊羔
终于让这个小女孩喂得肥肥的 了 。这
时一个满身膻味的羊羔贩子用 13元
钱换走了它。13元 ，还是不够学费 。
妈妈就说：“我去给你借。”几天后 ，马
燕又高高兴兴地上学了 。

可是 ，第二年 的情况却变得更
糟 。爸爸去 山 西打工一年下来没有
带 回 几元钱 ，因 为包工头临发钱的
时候突然卷款而逃 。焦急之 中 ，妈妈
的 胃病和抽风病更厉害 了 ，有时甚
至还呕血 。这时 ，妈妈感到无 力再让
三个孩子 同时读书 ，马燕辍学了 。这
天晚上 ，她在一张 种植新品种大豆
的说明书的背面就像平时写 日 记一
样给母亲写下了一封信 ，那是 “我想
读书”——“……今天我上不起学
了 ，我回来种 田 ，公 （供 ）养 弟弟上

学 。我一 想起校 园

的 欢 笑 声 ，就像在
学校 里读 书一样 。

我 多 么 想 读 书 啊 ！

可 是 家 里 却 没 有
钱 。我想 上学 。妈

妈 ，我不想回家 。我

想 一 直 呆在校 园 那

该 多 好啊 ！马 燕

2000年 5月 2日 。”
20多 天后 ，学

校 的 马 老师找到马
燕 的 母亲 。马燕终

于又 回到了校园 。但父母说 ：女儿读

完 小 学 最 后 一 年 ，再 也 不 去 念 书
了 。

女 童 “真 话 ”日 记 感 动 外 国 记 者
2001年 4月 ，正是在马燕即将

要读完小学的时候 ，在北京举办的
中 国西部风情摄影展 中 ，宁夏摄影
家 王 征 的 作 品 引 起 了 工 人 们 的 关
注 ，他的 几 十件展 出 作品正是 出 自

马燕所在的 同 心县预望 乡 。法 国解
放报驻北京的记 者彼埃尔 ·阿斯基
（ 中 文名为韩石 ）先生 ，在摄影展上
决定去那里看一看农民的情况 。这
天下午 ，一行人走进 的最 后一个村

子 ，正是马燕所在的张家树村 。
头一天 中 午 ，村里干部对大家

说 ：外国 人来了 ，大家都要说好话 。
而这样又恰恰被刚 从外面 回 来 的 马

燕 的 妈妈 白 菊花听 见 ，她很气愤 ，

“ 都是假话！”因为 ，那么爱读书的女
儿就剩下两个 月 的读书机会了 ，村
里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大都是小学
都不能读完 。这时 ，她回到屋里 ，翻

出 了 曾让夫妻俩流泪 的女儿的那封
信和三本 日 记 。她塞给韩石的助手
说：“把这些给你们 ，都是我女儿写
的 ，那才全是真话！”几天后 ，韩石回
到 了 北京 ，助手首先翻译了 一年 前
马燕在失学的时候给母亲写的那封

信 。他的心灵受到了 巨大的震动 ，他
感 到一 个西部女孩那种对读书的渴
望 、对贫穷命运的 无奈 比他在那里
的所见所闻更直接……

“ 今天下午 ，马世萍的妈妈和她
在我们家里 ，喊我们姐弟去上学 ，妈

妈在我们俩临走前 ，对我们说 ：一定

要把书读好 ，那 （哪 ）怕我头苦 白 了 ，
我也要工 （供 ）着你们去上学 ，只要
你们好好学 习 ，我一定工 （供 ）养 。我
从妈妈的话里才知道妈妈一心为我
们 ，把一切都寄托在我们的 身上 ，她
自 己 的一切都可 以放弃 。我一定要
好好学 习 ……2000年 9月 11日

星期一 。

“ 今天下午 ，放学回家吃饭的时
候 ，我和弟弟去找妈妈 ，我俩到妈妈
跟前的时候 ，妈妈正在看病 ，我俩要
回学校去做作业 。可是妈妈不让我

们走 ，说是她把病看完了 ，给我俩买
吃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到小市场上

吃东西 ，妈妈没吃 ，我和弟弟在吃 ，
我看到妈妈 又渴 又饿 。我想妈妈为

了我们的肚子和学业 ，可以挨饿 ，我
一定要争气 ，考上大学 ，找上工作 ，
让好好吃饱肚子。2000年 9月 13日

星期三。”
这些刚 刚翻译 出 来 的 日 记 ，给

了韩石极大的震撼。2001年 5月 ，韩
石在助手何岩萍 、摄影家王征的陪
同 下又重新返 回到宁夏 ，在预望 乡
张家树村 ，他终于找到了马燕 。

打 开 世界 善 良 的 眼 睛 ：中

国 女 孩 日 记 创 造 了 爱 心 童话
乡 亲们和韩石簇拥在土炕上 ，

听马燕讲着 在学校 的 故事 。她说 ：
“ 原 来 父 母 说 让 我 读 完 小 学 就 行
了 ，但我想继续读下去 ，因 为我越
来 越 知 道 了 知 识能 改 变我 的 状 况
和命运……”韩石通过助手何岩萍
对她说 ：“你的 日 记非常感 人 ，你让
我们 了 解 了 一 个 善 良 而坚 强 的 中

国 女孩 。我会帮助你把书继续读下
去。”第二天临走 的时候 ，韩石将

1000元 人 民 币 交 给 了 马 燕 的 父
母 。他说：“马燕今后读书需要钱 ，
请给我们写信。”

几个 月 后的 2001年 9月 ，马燕
以优异的成绩升入 了 预望 乡 中学 。
马燕是幸运的 ，因为有 了那笔赞助 ，
她成为这个村的 第一位女中学生 。

故 事 并 没 有 结 束。2002年 6
月 ，法 国 《解放报》两个重要版面刊
发 了 由 韩 石 撰 写 的 中 国 女 孩 马 燕
的故事 ，同 时还摘录 了她十 几篇的
日 记 。就像感动韩石一样 ，许 多 读
了这些 日 记的法 国 人深受感动 。出

乎韩石的意料 ，这篇报道在法 国 引
起了 很大的反 响 。不少市民要求与
他座谈 ，报社只好特意将他从北京
请 回 来 ，安排 了 一 次 90多 人 的 座
谈 会 。在这种情况下 ，一 笔 笔 爱心
汇 款 从 法 国 寄 向 了 中 国 宁 夏 的 马
燕 。两个 月 后 ，法国拉姆塞 出 版社
找到 了 韩石：“我社准 备将马 燕所
有的 日 记结集 出版。”2003年 2月 ，
这 家 出 版 社正 式 出 版 由 韩 石整理

的 《马燕 日 记》。这本书 出 版后 ，不
仅在法 国 再次 引 起 了很大反 响 ，许
多 法 国 学生都争购这本书 。使它很
快成为 法 兰 西 2002年 度畅销书 。
很快 ，它的 影 响开始波及欧洲的 多
个 国 家。2003年初 ，这本书先后被
翻译成英文 、意大利文 、葡萄牙文
和 日 文 ，在世界 多个 国 家和地区发
行 。关于这本书 ，瑞士 的 《时代 日
报》这样形容 ：“一个让人遐想 的 美
丽童话故事。”法 国 人道报这样定
位：“应 该给所有 不 喜欢上学 的 孩
子读这本书。”

在此期间 ，法 国 巴 黎专门成立
了一个 “为了宁夏孩子协会”，马燕
的许 多伙伴都得到了 资助或重返校
园 ，到 2004年 3月 ，宁夏同心县预
望 乡 已有 100多个孩子得到了这个
协会的资助。2004年 1月 ，《马燕 日
记》中 文版在 中 国 出版发行 。

同 月 ，法 国 教育部在一篇倡议
中鼓励青年人 “参加社会活动 ，加入
各种协会 ，支持各项伟大 的事业”，
并举 出 了 中 国 马燕的故事 ，文 中 的
小标题是：“马燕，14岁 ，拯救了 自
己 ，也是援救了别人”。

照 片 说 明 ：马 燕 在 沈 阳 翰 林 书

店 签 名 售 书 与 沈 阳 小 朋 友在 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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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旁案头总是放着一叠
一叠的书 ，还有朋友不断 寄

来和送来的书 ，都是急于浏览和涉猎的 。可是
有的只读了个序跋 ，有的仅翻了 几页 ，每有负
债累 累之感 。借 口 自 然是忙 ，其实是 “白 杨树
开花——无事忙”。说穿了 ，还不是 自 己 的因
循疏懒 ，得过且过罢了 。

说到这儿 ，就由 不得忆起往昔在 中 小学
读 书时 ，在 同 学 中 广 为 流传 的 那首厌学诗 ：
“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 日 炎炎正好眠。秋天蚊
蝇冬天雪 ，收拾书包过新年。”诗不怎么高明 ，
却诨谐有趣 ，虽从节气着 笔 ，却蕴含着一种意
味 ，即要懒得读书 ，那借 口 是很容易找到的 ，
尽管理由 牵强 。后来我读闲书 ，才在 《解愠编
卷一 ·儒箴》中 发现了这首诗的原版：“春游
不是读书天 ，夏 日 炎 炎 只好眠 。秋到凄凉无兴
趣 ，不如耍笑过残年。”仔细品味 ，这并不是正
儿八经学生写的 ，而似乎是过去那个穷措大
的 自 嘲 ，属于张打油 、胡钉铰一类 。但作为一
面镜子 ，仍有其发人深省之处 。

书是人类的精神养料 ，或者说是是滋润和医治人心灵
的针剂与 良药。尤其是在这个科学飞速发展 、知识亟待更
新的时代 ，勤读书 ，多涉猎 ，不断地用各种新的知识充实 自
己 ，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该是一件不可等 闲视之的事情
了 。应该说 ，现在已有不少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很可惜只
仅仅体现在对孩子的读书抓得很紧 ，而 自 己却并未身体力
行。或借 口 公务缠身 ，或忙于柴米油盐 ，乃至有业余沉溺于
方城之戏而不能 自 拔者 。于是时下出现了做父母的每每被
孩子问得张 口 结舌，“顾左右而言他 ”的困窘现象 。看来 ，我
们这些经常对孩子 “恨铁不成钢”的大人 ，在读书方面也该
反躬 自 省一下了 。

想到宋末元初翁森写的 《四时读书乐》，我也忝作反厌
学诗四句 ，愿与朋友们共勉 ：

春风夏雨秋斑斓 ，冬雪皑皑不觉寒 。
人生乐事莫逾兹 ，但得读书 皆好天 。

“ 十六两原只一斤 ”
□ 文 /林 申

明人冯

梦龙的 《喻
世名言》中 ，有一篇 《乔太守
乱点鸳鸯谱》。其中乔太守判
“三对夫妻 ，各谐鱼水”的判词
中有云：“人虽兑换 ，十六两原
是一斤 ；亲是交门 ，五百年决
非错配。”这两与斤为何不象

其它度量衡的十进位 ，而非得
一斤须是十六两 ，原来制衡
者大有深意存焉 。秤的一斤
是十六两 ，表现在秤杆上的
是十六个星 。这十六星 ，取南
斗六星 ，北斗七星 ，外加福禄
寿三星而成 ，以此告诫不公
平买卖 ，而以秤坑人者 ，短一
两折福 ，短二两折禄 ，短三两

就不得了 ，要折寿。

与这十六两有关的 ，有
大 家 熟 知 的 成 语 “半斤八
两”，其意是彼此一样。但此
成语多含贬意 ，请勿轻用为
幸 。还有珠算的 “斤秤歌”中 ，
有 “一退六二五”的 口 诀。那
是以一两除以十六两所得的

商 ，为 0.0625的缘故。后来
人们用谐音 “推”代替 “退”，
就成了 “一推六二五”，意思
是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就
如 《诗经》中的 “桃之夭夭”，
本来 是说桃树长得很茂盛 ，
后来因谐音 ，作了 “逃之夭
夭”，那就是借来说逃跑 ，有
诙谐嘲讽的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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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右 任

先 生 ，籍贯

我 省三原 ，系西北 民主革命
之先驱 ，民 国 著 名 的 国 务 活
动家 ，是 伟大 的 爱 国 者 ，也
是著 名 的 诗 人 和 书 法 家 。
于 先 生 一 贯 主 张 国 共 合
作 ，和平 建 国。1949年 春 ，
他 积极 促进 国 共 两党 的 和
谈 ，当 得 知 当 局 拟 派 自 己

参 予 和谈 之 消 息 ，兴 奋 得
彻 夜 不 眠 。后 来 因 种 种 原

因 未 能 如 愿 北 上 ，国 共 和
谈 终 因 蒋 介 石 从 中 作 梗 而

告 破 裂 ，十 分 痛 苦 的 于 右
任 ，随 之 以 七 十 一 岁 之 高

龄 ，被胁迫 去 了 台湾 。
在 台湾 ，于先生思念故

乡 之 心 日 切 ，爱 国 之 情 日
隆 。对故 乡 三原 ，他无 日 不
思 ，“不 见 乡 关 ，涕 泣 涟
涟”。他给 朋 友 的 两个女 儿
取名 ，就不假思索地以 “西

安 ”和 “三原 ”名 之 。他盼望
全瓯一统 。这种 感 情 ，在晚

年 特殊 的 环境 中 表 现 得至

为热 切。1958年 ，于先生八
十大寿 ，他在补经颐渊 、陈

树人 、何香凝合作的 《岁 寒
三友 图 》遗字时 ，作诗二首 ，
其二云 ：“破碎河 山 容 再造 ，
凋零师友记 同 游 。中 山 陵树

年年老 ，扫墓于郎 已 白 头。”
此诗一 发 表 ，盛传海 内 外 ，
《 人 民 日 报》随之 刊载并加
了按语 ，何香凝 、林伯 渠 、朱

蕴 山 诸老 皆 有和诗 。还有一
次 ，于右任先生 登金 门 太武
山 ，于雨 中 眺望大陆 ，写 出
了 有 名 的 《望雨诗》：“独立
精神未有伤 ，天风吹动太平
洋 。更来太武 山 头望 ，雨湿
神州望故 乡 。”长歌 当 哭 ，远
望 当 归 ，于先 生 爱 国 之情 ，
直是动人心魄 。

于先生八十 一 岁 时 ，又
书赠蒋经 国 一联云：“计利
当 计天下利 ，求名 应求万世

名”。寄 望于蒋经 国 为祖 国
统一这个 “天下利 ”去求 “万
世 名”，真是金玉 良 言 。

1 962年 ，于 右 任 先 生

八十二 岁 ，在一 月 十二 日 的
日 记 中 ，他写道：“我百年
后 ，愿葬玉 山 或阿里 山 树木
多 的 高 处 ，可 以 时时 望 大
陆。（旁 注 ：山 要最高 者 ，树
要大 者。）我之故 乡 是 中 国
大陆”。一 月 二十 四 日 ，于先
生 写 下 了 感 天 动地 的 千 古

绝 唱 。日 记 云 ：“天 明 作 此

歌”。歌 曰 ：
葬我于高 山 之上兮 ，
望我故 乡 ；
故 乡 不可 见兮 ，
永不能忘 ！

葬我于高 山 之上兮 ，
望我大陆 ；

大陆不可见兮 ，
只有痛哭 ！

天苍苍 ，

野茫茫 ，

山 之 上 ，

国 有殇 ！

既 是 “天 明 作 此 歌 ”，
当 是积郁 已 久 ，一时 发 出 ；

既是 “天 明 作 此歌”，当 是
彻 夜思之 ，未能成眠 。此悲

歌 ，字字 泪 血 ，使 人 不 忍卒
读 。先 生 以 国 殇 自 况 ，国 殇

者 ，为 国 牺牲之 战士 。以 屈
原所颂 ，即 是 ：“身 既死兮

魂 以 灵 ，子 魂 魄 兮 为 鬼
雄。”于先 生 生做人 杰 ，死
为 鬼 雄 ，他 的 爱 国 之 心和
他 的 英 名 ，将 永 生 在 中 华
民族之 中 。去 年 四 月 ，是先

生 百 二 十 五 周 年 华 诞 ，霍

松林大师作献诗云 ：“嵯峨
山 下 有 高 门 ，李 靖 家 乡 出
伟 人 。爱 国 赤忱燃 笔 底 ，诗
豪 草 圣 冠 群 伦。”纪 念 先
生 ，百 年 非 止期 ，直 当 世 世

代代 ，无 穷 匮 也 。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与《血光集》
□ 文 /杨居让

毛 泽 东

的 七 律 《长
征》，几乎人人都能背诵 ，入
了 《长征组歌》后 ，更是广为
传唱 。若要问 《长征》最早发
表于何种刊物 ，以及刊登时

原汁原味的 《长征》是何 内
容 ，则知之者未必很 多 。

在 抗 战 时 由 梅 英 编 辑

的 《血 光 集 》
中 ，我们就能

一 探 究 竟 。

此 书 为 民 国
二 十七年 即

1 938年 四 川 内 江 仰 风 兴 中
书局铅印本 ，现存藏南京 图
书馆 。这部诗集收集 了 许 多

热血诗人 的 诗作 。他们面对

民族 危急 ，从 灵魂深 处 发 出
的撕心裂肺的呐喊 ，会将你
唤回 到那个动荡 的年代 。请
看梅英在诗集 “前置词 ”中 的
这些语 句：“‘七七事件 ’发
生 ，华南华北燃遍 了抗战的

烽 火 ，敌骑踏散了 多 少 ‘华
筵 ’，血 风吹 醒 了 无 边 ‘春
梦 ’，……鲜血写成了 光荣的
史 页 ，侠骨砌成了 民族 的 ‘金
字塔 ’，……儿女泪 ，英雄血 ，
怎 辜 负 得 了 这 破 碎 的 山 河 ，
寂 对着烽烟 的故国 ，使荷马
杜甫 有知 ，定 当 痛惜无 已 …
… ”这是编 者面对祖 国 山 河

破碎时的捶胸顿足 。

毫无疑问 ，“梅英 ”是个
热血诗人 ，只可惜我们 尚 不

出 其真 实姓 名 。因这 本诗集

有 “第二集”，知 其是连续 出
版物 。由 于战乱 ，又 不知 出

了 几 集 。但在这 部诗 集 中 ，
我 们 发 现 了 许 多 著 名 诗 人
的作品 ，如 王统 照 、臧克 家 、

巴 金 、郭 沫若 、田 汉 、沈钧

儒 、丁玲 、叶 圣 陶 等 。最重要
的 是 里 边 收 辑 了 毛 泽 东
1935年 10月 创 作 的 名 篇 ：
七律 《长征》。而且 ，这是至
今 发 现 的 最 早 的 毛 泽 东 在
国 统 区 公开 发 表 的 诗作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它 与 1957
年 发 表于 《诗刊》1月 号上 、
今 天 我 们 耳 熟 能 详 的 七 律

《 长征》略有 差 别 ：
长 征

雄 军 不畏 远征难 ，

万水 千 山 似 等 闲 ；
五岭 参 差 翻 细 浪 ，

乌 梁 磅礴走泥 丸 。
金 沙 浪 迫 悬 崖暖 ，
大 渡 桥横铁 索 寒 。

更 喜岷 山 万 重 雪 ，

三军过 后尽开 颜 。

七 律　长 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

万 水 千 山 只 等 闲 。
五岭逶迤腾细 浪 ，

乌 蒙磅礴走 泥 丸 。
金 沙 水拍云崖暖 ，
大渡桥横铁索 寒 。

更喜岷 山 千 里雪 ，
三军过 后尽开颜 。

前 一 首

《 长征》中 的
黑 体 字 是 后
来 改 掉 的 。

如 果 说 其 它

字 、词 的修改是 为 了 诗意 表
达得 更 加准确 ，那 么从这首
诗 中 “雄军 ”与 “红 军 ”的 替
换 ，我们一方 面能 感 受到 当
时 红 军 的 弱 小 及 蒋 介 石 对
红 军 围 追堵截 的 残酷无 情 ，
另 一 方 面 更 能 体 会 出 毛 泽
东 面 对 敌 强 我 弱 而 不 甘 屈
服 的 雄 心 壮 志 和 夺 取 胜 利
的 豪迈气概 。

绽放的玫瑰——闾丘露薇
□ 文 /刘易

闾丘露

薇 1992年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 ，之 后
取 得 香 港 浸 会 大 学 传 播硕
士学位 ，加入凤凰卫视 ，曾
采访过许多项大型活动 ，例
如长江水灾 、香港和澳门 回
归等 ，2001年采访报道了 中
国 申 奥成功 、加入世贸及上
海举行的 APEC会议；2001
年 11月 ，赴阿富汗 战地采
访 ，成为第一位进入阿富汗
的华人女记者 。

冰冷的防弹衣 ，沙漠般

土黄的脸色 ，被烈风扯乱的
黑发 ，清澈而沉重的眼神 ，铿
锵而坚定的语调……这就是
电视画面上的闾丘露薇 。

8 月 2日 ，闾丘露薇在

北京签售新书 《我已出 发 ，闾
丘露薇》。在此之前的 7月 18
日 ，记者在港澳中 心见到了
前来采访的闾丘露薇 ，出现
在眼前的却是一个纤细清秀
的女孩子 ，她叉着腰 ，和几个

同事有说有笑 ，活泼的眼神
略带些调皮 ，话音轻柔 ，说着
说着 自 己便笑了起来 。

致读者
本 报 新 辟

《读 书》《人 物 》

专 版 ，意 在 贴 近

读 者 ，以 高 尚 精 神 相 陶 冶 ，

走 出 向 上 一 路 ，企 盼 广 大 读

者 作 者 不 吝 赐 稿 。

《读 书 》版 所 设 的 栏 目

有 ：读 者 随 笔 ，新 书 推 荐 ，

序 跋 录 存 ，书 籍 品 评 ，史 海

钩 沉 ，读 书 人 语 ，一 家 之

言 ，好 书 与 我 ，新 书 点 击 ，

特 别 推 荐 ，书 海

一 瓢 ，原 来 如 此 ，

等 等 。

《 人 物 》版 设 置 的 栏 目
有 ：中 华 英 杰 ，人 物 春 秋 ，三

秦 人 物 ，名 人 轶 事 ，特 稿 ，往

事 历 历 ，人 际 春 风 ，英 姿 飒

爽 ，臧 否 人 物 ，精 英 一 瞥 ，指

点 江 山 ，立 此 存 照 等 等 。

编 辑 以 文 会 友 ，但 愿 远

来 近 悦 乐 良 朋 。

《
刘
亦
婷
的
学
习
方
法
和
培
养
细
节
》

张欣武　刘卫华　著

作家 出版社　2004年 3月

2000年 ，一部 《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
实》成为许多家长的教子宝典 ，该书 165万册的销量更
成为出版界一大新闻 。四年过去了 ，当 年引起极大轰动
的哈佛女孩怎么样了 ？这样一个很有卖点的事件无论是
出版社还是作者都不会轻言放弃 。果然 ，《哈佛女孩刘亦
婷》之二又以首印 20万册的阵势被隆重推出 。书
中 ，刘亦婷父母不但细致介绍了在 《素质培养纪
实》里 “点到为止”的具体方法 ，还详细回答了各界
读者关心的与素质教育相关的问题 ，刘亦婷也在
书 中 讲述 了 多 姿 多 彩的哈佛校 园 生 活和社会 实
践。四年过去了 ，哈佛女孩还有 当年的吸引 力吗？

作者 ：姚颖　彭程
出 版社 ：企业管理出版社

《
宋
词
地
图
—
—
跟
着
宋
词
去
旅
行
》（
插
图
本）

宋词不但美在情感 ，还美在意境。一首首词
中 展示出 了一个个古雅的 诗歌意境 ，一个个不羁
的灵魂 。我们在品读的 同时 ，可与之携手同游 ，可

与之相对品茗 。读词 ，神游 ，品茗 ，叙谈 ，人生的 几大美
事 ，如果可以同时进行 ，是美哉乐哉的享受了 。现在 ，
让我们跟随宋代先贤的情感脉络 ，去品味 山 水人情中
所散发 出 的缕幽 备与艺术魅 力 吧 ！

我们生活在一个盛世 ，所以旅游成为风尚 。
跟着宋词去旅行 、是一次 “唯美 ”的旅行 。
人生最好的时光 ，应该浪费在最美好的事情上 。
品词 、赏 山 、悦水 ，人生何不乐哉 ！

西 安 嘉 汇 汉 唐 书 城供稿　电 话 ：029-85219888

热销书之辩
□ 文 /山 海夫

时装讲究新潮款
式 ，能 流行便是成功

的标志 ，这和书不一样 ，书最忌商业操
作 ，有些书尽管可以畅销一时 ，但马上
被人遗忘 。你发现什么书借用媒体炒作
助销 ，大多一阵风 。我们逛书摊有个发
现 ，曾经热销一时的书 ，过后立刻贬值
没人要 。

对那些一夜捧红 的书 ，为什么
不可信呢？读书要十年寒窗 ，写书更
是如此 ，没有长期的积累 、沉甸 、酝
酿 ，就不可能一夜之间横空 出 世一部
名著 。我们现在走进书店 ，发现有两
类书 ，一类是一版再版的名著 ，这类书
尽管 多 家 出 版社都在 多 次 出 版 ，即 使
“过量”，但不会过时 ，读者后继有人 。还
有更 多 的是流行书 、热销书 ，都是这些
时尚 内容的 ，积累 货架 ，我担心它们最
终如何处理。人类文明 ，其一是文化积
淀 ，再就是现代信息 。只要是这两者都
是有价值的 （垃圾信息除外）。很多热销

书或者促销书 ，为什么不可信？它没有文
化积淀 ，只有 “唾余”。再者 ，这些书追赶
不上现代信息 ，在这一点上 ，它是一种弱
势媒体 ，它在这里贩卖二手货 ，或者虚张
声势 ，或者无聊 ，不知不觉已被弃之街
头了 。书籍重在文化积淀 ，人们为什么
要 “藏书”，没有文化积淀没有价值的书

还值得藏吗？这类热销书也许一时有人
争购 ，但立刻变冷。我曾和别人到一家
书 店 的 仓 库 里去挑折价书 ，书 真 的 不
少 ，一个大房间全垛满了 ，本想可以满
载而归 ，可我们倒腾了一个上午 ，遗憾
的是一本书也没有挑出来 ，我们相对而
视 ，失望而归 。书大 多是 “时兴”的那一
类 ，比如现今讲究的时尚 ，这些书就非常

时尚 ，我不好说它们是垃圾 ，但我不明 白
这些书为什么能够出版 。在我的感觉中 ，
书大致分两类 ，一种是文化类 ，人类的文
化积淀 ，所有的哲学 、艺术 、历史都包括
了 。另一类就是工具书 （和实用之类），掌
勺烹饪 、养树种花 ，包括现在的股市指南
之类的书 ，这其 中 照样不乏好书 。古人

有 “酒籍 肉帐 ，皆成佳篇 ”之誉 ，什么
文体里都可以读 出好文章 ，可这一大
堆书里挑不出一本来 。不论什么书都

应 当少不了文化的积淀 ，这些时尚书 ，

真的找不出一点文化内涵来 ，时装可
以追求流行和时尚 ，书却不能 。

书如果一个劲地追求商业化 ，那就
大可质疑了 。现在市面上的这一类书就
太注重商业化 ，就连我们走进书店里的
那种书香气氛也越来越淡 ，而商业化气
息越来越浓。现在出 书太容易 ，好 多无
价值的书进入了 发行渠道 ，最终拥积到
货架 ，如果不清理 ，书店的 “文化”气息
真的越来越少了 。

吴敬琏 ：年度经济人物各有千秋我 国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吴 敬 琏 先 生 在

年度经 济 人物发布 之 前 ，接受记 者专
访 。吴老作为评委之一 ，他对其 中 的 几
个候选 人做了 简单评价 。

龙 永 图 对 入 世 的 见 解 很 高 明

吴 老认 为 ，龙 永 图 对 中 国 加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的 见 解 非 常 高 明 。他 说 ：
“ 对 于 中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后 到 底
会给 中 国 带来 什 么 影 响 ，并不是所有
人 都 能 理 解 的 ，但 是 龙 永 图 很 有 头
脑 。他对 于健全市场机 制 方面 的 见解
很高 明 。
牛 根 生 搏 击 在 一 个 市 场 机 制 的 行 业 里

在 点 评时 ，恰逢蒙 牛乳业集 团 董
事 长 牛 根 生 坐 在 吴 老 身 边 。吴 老说 ：
“ 乳 业 在 改 革 开 放 前 是 一 个被 浪 费 了

的 资源 ，改革 以后 ，随着 多 种所有制 的 共
同 存在 ，乳业变成了 一个 比较早的 以市场
取 向和驱动的行业 。在这种制度下 ，涌现
出 来一些好的企业家 。比如说和牛根生 同
样 处 于乳业领域 的 企业家 光 明 乳业 的 老
总陈佳芬 。当 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
对 自 己 企业 的 发 展 策 略 、目 标都 如数家
珍 。可 以说 ，这个行业环境的好和个人 的
努 力 ，才有 了这么 多 好的 企业家 。

温 铁 军 ：关 注 农 民 利 益 的 人

吴 老与温铁军先生早就熟识 。他说 ：
“ 中 国 的农 民很不容 易 ，我常常觉得 ，九亿
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 ，他们托起了
大厦 。而温铁军是 中 国 农民 的代言人。”这
时坐在吴老对面 的温铁军 笑 着说：“我不

敢 称 自 己 是 农

民 的代言人 ，党
才是 。我只 不过
是 做 了 一 点 调

查而 已。”吴老说 ：“农民很 多 ，但是
真正关注农民 的 人不是很 多 ，替农
民说话的 人也不是很 多。”（魏 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