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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自然的一条捷径

郭沛源

“它随处可见， 从最大的海洋到最小
的水坑 ， 从最茂密的森林到最干旱的荒
漠， 从最富饶的沼泽到最高的山峰……它
是一个活的银行账户， 为人类全部事业和
财富提供资本。 它是什么？ 它就是……生
物多样性。”

翻开 《生物多样性知识达人手册》 的
第一页， 在“开头的话” 中， 就能读到上
面这一段饶有趣味的文字 ， 让人不自觉
地联想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赖以生

存的地球。 这是一本以生物多样性为主
题的读物， 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告诉人们，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 生物多样性为什么
重要 ， 怎样才能保护好这个星球的生物
多样性。

这本书会讲述很多好玩的数字和故

事。 它用提问回答的方式告诉人们， 地球
上有超过150万个物种———“如果你决定举
办一个庆祝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聚会， 并
想给每个物种发一张请柬， 你需要发多少
份请柬呢？” 而一只雌性东北虎平均需要
的领地范围是450平方公里， 一只雄性老
虎的领地范围是雌性老虎的3～5倍。 它还
会告诉人们， 外来物种的进入， 可能会对
本地物种造成灾害性的后果， 所以从日本
引进的美味的小龙虾一旦在水稻田中投

放， 就会威胁到当地食物链。
作为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成

果之一， 《生物多样性知识达人手册》 的
目的， 是要把读者从零开始， 培养为生物
多样性知识的初级达人———对动植物、 生
态系统、 栖息地、 种群遗传等有基本理解
的； 或更进一步成为中级达人———懂得气

候变化、 物种的重要性和外来物种的危
害； 甚至最终变成高级达人———理解为什

么要理性消费、 选择低碳生活。

这是一本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科普读

物 ， 其内容主要针对少年儿童以及青年
人。 它不是用说教的方式将知识 “教育”
给读者， 而是通过活泼的方式传授知识，
寓教于乐。 有很多知识点的讲述都是独具
匠心的。 譬如， 在说明人和自然、 生态之
间的关系时， 书中设计了一个 “七巧板”
游戏， 将阳光、 空气、 动物、 人类等等描
绘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在讨论基因和遗
传的问题时， 书中设计了一个 “幸存者”
游戏， 说明遗传多样性越丰富， 越有助于
野生动植物种群的保留和存活， 也越有助
于人类的生存。

可能有人会问， 学习生物多样性， 了
解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处？

或许这不是 《生物多样性知识达人手
册》 所探讨的内容， 所以书中并没有直接
给出答案。不过，笔者认为，不论什么人，也
不论现在或未来从事怎样的工作， 学习一
点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知识， 是有百利而无
一害的。生物多样性是大自然的基本现象，
了解生物多样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然界

的各种现象和生态系统内部的复杂关联，
比如，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濒危物种，我们怎
样做，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等等。

如果你已为人父母， 你可以拿这本书
或从本书获得的知识， 去回答小宝宝提出
的各种奇怪的问题。 你甚至还可以将书中
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你的工作中去， 因为几
乎每一个行业都或多或少和生物多样性有

着关联。 以银行为例， 多数人会认为银行
业务与生物多样性相去甚远。 事实并不尽
然。 近日， 世界银行就曾召开关于银行业
务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的讨论会， 主张银
行在发放贷款时加强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

识别， 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此时， 如果
懂得生物多样性知识， 就能更容易明白和
掌握此类风险的评估。

因此， 人们有必要尽快成为生物多样
性知识达人。

站在路边的那个人
———读 《观音的秘密》

王秀云

我一直不知道马明博从哪里来。 这种
疑问持续了十几年。事实上，我和他出生于
同一个地方， 那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铁佛
寺，我们几乎同时离开了那片土地；15年前
冬天的一个晚上，他们夫妇到我家吃饭，他
给我带了一盒圆珠笔。 我们的交往从此开
始。后来，我们又在北京不期而遇，我们站
在一起，不说话，却感觉很近。可是，想想，
我还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真正从心里认可他， 是因为他的一篇
散文。他写牛从雪地上走过，蹄印是三瓣还
是四瓣，和人争论。慢慢地，我知道了他在
柏林禅寺有过修持，但我始终觉得，仅有那
段岁月不足以启悟他那么多。 他一定有别
的灵性和思想。然而，那是什么呢？我想不
明白。

有一天，门卫喊我的名字，说有快递，我
打开一看，是《观音的秘密》。我愣怔着，心里
突然有一点光亮。我懂了马明博，他和我不一
样，他和我们也不一样，我们都是路上的人，
而他，是站在路边的那个人。他看着我们来来
往往，我们都是懵懂的，到底走哪条路有时身
不由己，而他不，他看着我们去而复返或者去
而不返，然后选择了最顺最近的那条路。

《观音的秘密》就是他竖在路边用来指
路的一方碑石。

弘佛法，写禅意，自古及今这样的书浩
如烟海。 绝大部分书本意向好， 却屋宇高
置，墙街冷硬，让人敬而远之。马明博站在
路边一定看见了， 所以他选择了另一种视
角，打开窗子，书里面枝叶氤氲，禅韵悠扬。

我喜欢他写诗人树才那一段。 马明博
这段文字，让我读懂了树才，也懂了什么叫
“缘”。 树才与本觉法师相处数日， 言语相
契，却不问彼此姓名。多年之后，马明博拜
访本觉法师 ， 说 ：“北京的树才让我来看

你。” 本觉法师在唇齿间重复着 “树才”二
字，忽然，他欢喜地“咦”了一声。这“咦”的
一声，令人与人与佛之间的一切牵念，都有
了。

看起来，马明博在答疑解惑。他问，你
是否知道菩萨在哪里？ 我相信有不少人有
过这种疑问。也有很多人给我们答案，但答
案多云绕雾缠。 马明博却告诉我们，“菩萨
就是智慧升级版的你！ 就是当下能够自我
觉照的你！”他不是在解构，而是在普及，在
祛魅，在还原佛意禅心。

在我看来， 马明博好像从来都能做到
不沉迷。所以，他能把王菲《传奇》中的“爱
情”一词换成“慈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
是告诉人们，“观音菩萨一直在你身边，从
未走远”。如此转换，他就把菩萨从庙堂里
请了下来，走到我们中间。马明博找出一个
干干净净的瓶子，放进个纸条，封了口。在普
陀山，他将这个漂流瓶放进了大海。这个心
意深厚的漂流瓶，名字就叫 《观音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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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其实文学是被人民逼着走的
本报记者 张黎姣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准备

为三卷本新作 《许子东讲稿》 写序时， 打
开某网站搜索栏， 输入自己名字， 出来的
一连串标题吓了他一跳———《许子东： 达
芬奇公司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 《许
子东： 卡扎菲搞的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民
主》、 《许子东： 批冯小刚的孙海英真把
自己当老干部了》 ……

网站工作人员用 “锵锵三人行” 嘉宾
许子东的发言做成的标题颇为 “耸动 ”。
“有些概括得很准确精辟， 也有些并非我
的原意。” 许子东说。

虽然已是电视上的 “明星学者”， 但
许子东坦言自己本质上还是一个普通的

教书匠， 他更愿意谈的还是有关文学的那
些事儿。

上世纪80年代， 许子东开始在上海做
文学评论。 “最初， 我用19世纪的研究方
法， 强调社会、 作品、 作家的三角关系，
是知人论事的方式。 到中国香港、 美国以
后， 受英美现代文学批评流派———新批评

的影响， 以研究作品为主， 是 ‘断六亲’
的研究方法。 断作品跟作家、 读者、 社会
的关系， 当然它的好处是可以文本细读。”
他说。

不同研究方法， 也让愿意勤勤恳恳做

学问的许子东拓宽了研究范畴。 郁达夫、
张爱玲以及 “文革” 小说、 当代小说都进
入了他的研究领域。 而对当下的文坛， 他
也颇有看法。

在他眼里， 内地文坛和香港文坛的共

性， 是纯文学越来越
边缘， 失去了主流读
者， 对主流意识形态
参与的能力也在减

少 。 “上世纪 80年
代， 刘心武、 王蒙的
小说可以成为大众话

题 ， 变成意识形态
的东西 ， 但现在最
好 的 作 家 ， 如 莫

言 、 王安忆 、 余华
等人的作品不会有

那 样 的 影 响 。 ” 许
子东指出 ， 香港文
坛同样如此 ， 尽管
不乏如西西 、 刘以
鬯等优秀的纯文学

作家 ， 但他们远没
有李碧华 、 金庸的
影响大。

之所以纯文学被

“边缘化”， 许子东认
为与整个社会的发展

息息相关———“上世
纪90年代之后， 内地

走向商业化， 文学不是走通俗文学的道
路， 就是回归上世纪50年代的革命文学道
路。 尽管作家写得很前卫， 像莫言的 《生
死疲劳》 中， 连地主被杀掉都得到反思，
但如果不被拍成电影、 电视剧， 它的影响

范围就很有限。”
但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许子东认为， 以

前内地文学介入主流， 也不大正常， 是由
于政治上高度重视文学 ， 用它做宣传工
具， 以便解释历史， 摆脱阴影， 而仗打完
后， 弓箭就要被挂起来了。 但在该宣传幸
福生活的时候， 主流作家未必能歌颂， 只
能靠演唱会、 通俗文学等直接的形式来完
成。 而香港区别于内地的是， 通俗文学从
来都是主流， 纯文学很少进入主流意识形
态。

如今， 通俗文学盛行， 有着庞大的读
者群和名利收益， 然而有趣的是， 多数作
家并不希望自己被贴上通俗作家、 流行作
家的标签。 “在概念上， 大家还是以它为
耻的 ， 鲜有作家标榜自己是通俗文学作
家， 流行文学也像个贬义词。 余秋雨的作
品很流行， 但说他是流行作家他一定不高
兴。” 许子东说。

在他看来 ， 作家对通俗 、 流行不认
同， 导致一个 “畸形” 的状况： 能满足广
大人民阅读需求的网络阅读、 手机阅读，
几乎跟铁凝、 王安忆等纯文学作家以及作
协毫不相干， 而知识分子不闻不问也不
看。 这些阅读量很大的文学作品， 不管其
质量如何， 它的文字、 情节、 流派已非常
复杂， 把原来定义的文学挤到一个非常小
的角落里。

“这应该引起关注。” 许子东强调说。
他分析了网络文学创作的两种趋势， 一种

走的是 “鸳鸯蝴蝶派 ” ， 许子东称之为
“新媒体、 旧文化”， 许多文学网站像民国
初年的报纸， 尽管媒介是新的， 但热衷的
是言情小说， 形成 “网络鸳鸯蝴蝶派 ”。
另一种是从文字上适应新媒体的段子创

作。 如李承鹏、 韩寒， 在小说的开头写些
段子吸引读者。

“话怎么说会影响说什么， 微博等形
式的网络写作， 会对我们的文字创作、 阅
读习惯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不过， 许
子东觉得这不妨碍原来用笔写作的作家。
不少人为网络文学冲击下纯文学的发展忧

心忡忡， 但许子东总结了十二个字： 新媒
体旧文化， 政府管人民逼———其实文学是

被人民逼着走的。
他仍看好贾平凹、 莫言、 王安忆这批

作家 ， 他们没有太多诱惑 ， 可以静得下
来。 “据说贾平凹的 《古炉》 销量不错，
这让我对纯文学充满信心， 因为 《古炉》
细节琐碎， 可读性较差， 跟现实生活离得
很远， 但贾平凹写得很认真、 不媚俗。 这
样的作品居然仍有一批忠实的读者追捧，
情况比香港好。 在香港， 这样的作品销量
不会超过500册。”

当然， 许子东也不掩饰自己对纯文学
不满意： “当代文学处在一个缺乏自身动
力的状态， 它在某种程度上被招安。 作者
在体制内享受较好的待遇， 因此他们不会
做很大突破 ， 并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
‘停’ 下来， 也共同分享胜利成果。 当下
文坛不如上世纪80年代有生气。”

他认为， “那些纯文学作家是可以写
出很深刻的作品的， 但问题是这些作家自
身动力不大 ”。 他曾给作家朋友出主意 ，
写些 “出格” 的作品， 然而他得到的回应
是： “你怎么不写？”

书 讯

人物访谈

儿童文学作品
不能娘娘腔
本报讯 （记者王波） 1月6日， 少年

儿童出版社发布 “老臣阳光成长小说”
系列新书 《漂过女儿河》、 《怪眼岛风
暴》、 《女儿的河流》、 《狼仇》、 《远
行的鸟群》、 《十六岁诗人的远方》。 与
此同时， “老臣阳光成长小说” 作品研
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

据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周晴介

绍， 老臣是国内最早提出 “成长小说”
概念的作家之一， 曾获冰心儿童文学图
书奖等重要奖项。 此次推出的6本作品，
既有作家的早期代表作， 也有近年来的
新作。 与不少写母爱、 亲情等 “显得轻
一点” 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同， 老臣的作
品都凝聚着哲思和深刻感情。

“作为辽西大地走出的作家， 老臣
以少年眼光的观察， 用关东风情与少年
情怀， 在作品里写出了北方气韵， 也写
出了青春年少的力量与阳光。” 中国作
协副主席高洪波在发言中这样强调。

曾多年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

社长的海飞 ， 对此也深有感触 。 2007
年， 他陪同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甘尼等
人观看中国孩子表演时， 觉得台上的不
少男孩有些娘娘腔。 他开始反思， “我
们的儿童文学是不是 ‘差’ 了点什么。”

“差就差在儿童文学的重量上， 从
文学气质上看 ， 中国儿童文学作品阳
刚之气不足， 不少作品显得比较轻 。”
近5年之后， 担任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
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海飞自己给

出了答案。
他认为， 如今的儿童文学作品， 除

了写与花花草草、 猫猫狗狗为伴的 “小
我世界”， 也需要描写充满阳刚之气的
“小男子汉” 成长之重。 而老臣的成长
小说系列 ， 注重人性的探究 ， 展示人
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 显得沉郁而
凝重 。 既是儿童文学的重量回归 ， 也
是儿童文学作品风格一种不可或缺的

丰富。

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成功
余世存

一

三四年前，我到厦门访友，遇到一位做
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的年轻朋友。 为做自
己喜欢的工作， 他从北京到海南， 又到厦
门，放弃了现代都市人的正常生活，默默地
跟农民工一起，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奋斗。在
深入交流后，我问他何以走上这条道路，他
说得极其平静：有一天，他读晏阳初先生的
传记，夜深人静，无以排遣，一人放声大哭，
哭过之后，决定了现在的生活。

这是我能够理解的。 我还知道很多这
样的例子， 从一个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人
生坐标。清末以来的中国，出现了无数堪称
人生楷模的圣贤、仁者、志士。这些人立身
处世之正念、正信、正精进，已经成为当代
中国人望之难以企及的高标。 他们留下的
人生遗产， 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都难以忘
怀，在毛泽东的心里，有着一个长长的感念
的名单：张之洞、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章
士钊、李鼎铭、陈光甫、鲁迅、孙中山……

这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圣贤君子

之风教， 即我们从自家文化中寻找到人生
的教益。它使顽者廉，使懦者立，使天地得
以复其心，生民得以立其命，使世道人心得
以维系。直到今天，市场经济如此发达、公
民社会如此繁杂之际， 我们仍要不断地挖
掘、推出历史人物的当下意义，以满足我们
当代人生自我完善的需要， 即 “发潜德之
光，以风世耳”。

遗憾的是， 尽管有毛泽东以及年轻朋
友的实践， 我们当代人的眼界多是向外看
的。在我们跟清末以来的民国人物之间，有
一道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 我们的市场宠

儿更愿花几百万元跑到美国去跟巴菲特等

人合影、共进午餐，我们的企业家开口闭口
都是德鲁克、盖茨、索罗斯、松下……我们
的知识人笔下多是哈耶克、哈贝马斯、哈威
尔、斯特劳斯、施密特……我们的市场消费
也多是卡耐基人生哲理箴言、罗兰小语、刘
墉经典语录……人们就这样迷失其中，乐
而忘返，找不到自己的来处和去处。

这样的情形连域外人士都不免惊讶。
据说， 一位美国学者在一次跟中国学人交
流时，郑重指出，你们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去
穷究福柯、哈贝马斯的学说，不如多去了解
你们自家的宝藏，须知，近代中国并非一穷
二白，在思想资源的提供和人生示范上，唐
君毅等人的努力不亚于西方的学术同行，
而且更切己……

这种守着金饭碗仍要向外讨饭吃的情

形，似乎一时难以改变。即使我们口口声声
说读经、尊孔，但在我们跟经典、孔子之间，
仍有着深刻的断裂。 我们难以理解经典何
以救济我们当下， 难以理解孔子跟我们日
常生活的关系。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
至今未能全面理解民国人。 要打通我们跟
自家传统文化的隔膜， 回到民国几乎是不
二法门。一句话，回到民国是回到自家经典
的方便之门。

二

但我们当代中国人， 在很大程度上对
民国是想当然地理解了。 即使一个人以为
自己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偏见， 不再以为民
国是 “万恶的旧社会”， 甚至不再以为那
时 “一穷二白”， 但在心里仍不免以历史
成败论看待民国人物， 以当代成功人士心
理看待当时的生活。 他们以为， 民国人在
知识、 实业、 地方建设、 乡村实验等方面

的努力已经有历史的结论了。 即使他们承
认民国人的德性、 事功、 革命， 但他们以
为那都已经被告别了。

我曾经在北大作 “现代中国的实业
家” 之演讲， 以卢作孚等人为例， 演绎其
人生的丰富性。 听众同意， 但仍以为他们
虽然了不起， 活得却累了一些。 我也曾问
过一些当代富豪， 众人眼中的超级成功人
士， 您觉得您跟民国的企业家相比， 有什
么不同？ 富豪朋友想了一想， 回答我说，
比较起来， 我们比他们善于生活， 懂得生
活。

这种隔膜之深可以想见。 甚至我自己
虽不同意， 但也曾以为然。 比如， 我感叹
当代成功人士的无知时， 就觉得当代富豪
完全不知道旧上海买办们是多么懂得生

活， 以及善于生活； 完全不知道旧中国的
晋商、 徽商们是多么懂得生活， 以及善于
生活。 但我没有想到卢作孚、 张謇、 范旭
东这样的救国救民的实业家， 我在心里也
想当然地把他们当做清教徒了。

实际上， 就是这些所谓的 “清教徒”，
较之买办、 晋商徽商们在生活方面也不遑
多让， 他们也许少的是口腹之欲， 或说他
们虽然多不执著于口腹之欲， 但在生活的
诸多领域一点儿也不匮乏。 固然， 士不可
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但是， 与天地参，
高尚其事， 这又是何等浩荡的生命乐趣。
甚至就享受生活而言， 我们当代人的享受
也多是难以见光的。 诚如中关村的一位企
业家所说的， 他羡慕比尔·盖茨等西方同
行 ， 因为后者可以生活得 “那么阳光 ”。
卢作孚的社会园艺家之生活、 范旭东的企
业王国、 张謇的南通实验， 等等， 确实远
比当代成功人士的生活更纯正、 更丰富、
更阳光。 须知， 原创力之发扬本来就是最
好的生活。 甚至说， 正是他们的生活， 才
真正在纯粹的商人之外， 奠定了极为丰富
的中国人生实践。 他们打破劳资关系的汇
通努力， 不仅是传统儒家伦理或清教徒式
的革命， 也确实在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
义计划之外， 开辟了新的道路。

卢作孚们显然是成功的， 但这种成功
远非当下成功人士所能比拟， 在当代人的
想当然里，卢作孚们的人生是悲剧的，甚至
是注定失败的。 所谓民国人物被雨打风吹
去，这就是结论。这种想当然，仍受到“走俄
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类历史决定论阴
影的蛊惑。 因此， 当代人才会陷入历史虚
无主义中， 并徒然地以现代物质成就的可
能性打造出所谓的成功人士神话。

实际上， 我们当代社会最大的虚无病
症之一即是对所谓成功人士的加冕和羡

慕。 成功人士成了一个生活确定的目标，
成了一个令普通人嫉羡交加的物质消费代

表。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 成功人士就是买
什么东西， 都买最贵的， 不买最好的！ 成
功人士就是穷得只剩下权钱了！ 在这种成
功人士的人生参照里， 卢作孚的人生当然
难说成功。 但中国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管
理大师德鲁克说得好， 根本没有成功这一
回事， 生命是一个过程， 所有的成功不过
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 直到有一天， 我
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 因此， 就在中国
人对成功人士献媚或成功人士洋洋得意之

时， 社会戾气空前地高涨。
因此， 该卸下我们心中关于成功的想

当然了， 该回到我们应该回归的地方去
了。 人穷则应返本。 是以西方人在穷窘状
态里会返回来处， 寻求人生社会的思想资
源， 他们不断地回到自己的先人那里去，
甚至提出口号， “回到康德”， “回到苏
格拉底 ” ……他们深知自己并非一穷二
白， 因此不愿手捧金饭碗到处讨饭。 我们
当代这些拿着金饭碗的人， 也应该回到卢
作孚那里去， 回到晏阳初那里去……

三

卢作孚从一个穷苦孩子自学成才， 在
人生道路上一路打拼， 横跨政界、 商界、
学界， 立功、 立德、 立言之不朽都可赞可
叹可颂， 被人称为圣贤。 实际上， 这种圣
贤， 在我的研究而言， 并非什么高不可攀
的超人， 而是一个深得自由真义的心灵和
行藏极度自由的精神个体， 因此， 他的话
语才那样契合大众的心理。 所谓千古圣贤
的一点真骨血传承， 其实就是这种珍贵的
自由精神。 其立言之明心见性， 之与普通
人相通， 当代成功人士一类的企业家的言
行远远难以望其项背。 当代人与其看成功
人士的训导， 不如回到卢作孚去。

卢作孚在当时人眼里被称为完人， 完

人并非不懂得物质享受， 而是比急功近利
的当代人更懂得生活。 了解卢作孚的人会
同意， 他是打通了圣凡之隔碍的。 他不像
我们当代社会上层下层之间、 贫富之间、
强弱之间这样分歧、 对立 ， 甚至彼此敌
意， 卢作孚在这些看似断裂的地方出入自
如， 或者说， 他的一大功德就是弥合这种
社会断裂。 因此， 当代人急切地要求社会
成功圣经， 要求和谐或人生絮语， 不如回
到卢作孚去。

卢作孚经历过人生严重的时刻。 我曾
称道卢作孚有一种 “利艰贞” 的 “明夷”
智慧： 内难而正其志， 君子以之， 明不可
息。 这种智慧无论是创业 ， 还是对待危
难， 都有大功用。 当代人要求励志明心的
哲理， 要求应对个人身心危机或社会危
机， 不如回到卢作孚去。

据我所知， 一如年轻的志愿工作者回
到晏阳初那里去， 教育工作者回到陶行知
那里去， 回到卢作孚那里去的人也越来越
多。 从学者、 作家、 退休人员， 到影视工
作者 、 规划设计师……越来越多的人发
现， 卢作孚是一座富矿， 可以挖掘不尽。

卢作孚的言论深入浅出 ， 朴实 、 明
白， 又有着隽永的意味， 可以说他的言论
是他人生的表达 。 在今天互联网如此发
达、 微博如此繁荣的时代， 每一个体都是
“自铸伟辞” 的作者； 但重温卢作孚的言
论， 可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心性、 知见和信
行。 我们当知， 跟表态、 作秀、 炫智、 逞
才、 任气……不同， 卢作孚的言论是其圣
贤人生的反映， 卢作孚及其言论是我们文
明史上难得的 “时间的玫瑰”。

我个人在成长之路上也从卢作孚那里

受益匪浅。 现在看到 《卢作孚箴言录》 问
世， 拜读之中， 再次印证我的想法： 卢作
孚跟我们并不隔膜。 他深通我们平凡人心
理， 而尽心尽力地鼓励我们个人自立自
足， 从而推动我们生命的自我完善。 这部
著作也再次印证我的想法： 卢作孚跟传统
文化并不隔膜， 跟西方文化也不隔膜。 他
是中西文化结合而产生的现代完人， 他是
圣贤， 又是现代社会自由的典范。 我们在
这自家文化人物中， 能发现由过往至现时
而通向未来的道， 唯有惊喜与感恩。 诚如
作者所言， 这是一份 “迟到的追怀”。 较
之市面流行的语录、 人生箴言， 较之成功
人士自己都浮躁的言不及义， 我敢肯定卢
作孚的言行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生的圣

经。 因此， 我乐意为之饶舌， 将我们自家
文化中这千古相传的真骨血揭示出来， 并
与读者共勉。

（注： 本文系余世存为 《卢作孚箴言
录》 一书所作序言， 略有删节， 标题为编
辑所加。）

《老詹的幸福秘诀》出版
山东美术出版社日前出版 《老詹的

幸福秘诀》，作者詹国枢系《人民日报》海
外版原总编辑。该书所收70多篇文章，系
作者为《健康时报》所开“养心之道”专栏
所撰写。书中很多故事，都是作者的亲身
经历，所总结出的所谓幸福秘诀，也差不
多是作者在吃过不少苦头， 走过不少弯
路后个人的经验教训。 （王波）

第四届“我心中的澳门”
华文大赛颁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澳门基金会等联
合举办的第四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
文散文大赛日前颁奖。 其中， 陈奕纯的
《时间的同一个源头》获一等奖。加拿大
女作家汪文勤的《致澳门》、香港作家张
晓林的《澳门，这座城市其实很温柔》、散
文家孤岛的《一扇门开启一座城》获二等
奖。此外，《二十三年进澳门》、《孙中山从
这里走来》、《解读双重遗忘》等10余篇作
品分获三等奖与优秀奖。 （岳文）

《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
花繁叶茂

日前，根据读者投票评选出的“《小
说月报》 第十四届百花奖” 举办颁奖典
礼。荣获本届“百花奖·优秀中篇小说奖”
的是方方的《琴断口》、迟子建的《鬼魅丹
青》、孙惠芬的《致无尽关系》、衣向东的
《养父养母》、徐坤的《通天河》、范小青的
《嫁入豪门》、叶广芩的《状元媒》等。刘庆
邦的《人事》、苏童的《香草营》、裘山山的
《致爱丽丝》、铁凝的《咳嗽天鹅》、乔叶的
《妊娠纹》、韩少功的《怒目金刚》、须一瓜
的 《红痣 》等获“百花奖·优秀短篇小说
奖”。叶兆言的《苏珊的微笑》、张者的《季
节河》 荣获原创长篇小说奖， 罗伟章的
《考场》、叶广芩的《小放牛》荣获原创中
篇小说奖。

作家叶广芩在获奖感言中表示，“完全
根据读者投票结果评选出的《小说月报》百
花奖是一个干净的奖、纯洁的奖。” （岳文）

民族文学年度奖揭晓

2011“民族文学年度奖”颁奖典礼日
前在京举行。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
《神授》、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小说《梧桐》、
普米族作家鲁若迪基的诗歌《神话》等获
奖。此外，多篇少数民族文字的原创作品
及翻译作品获得年度奖。据介绍，为适应
多民族的文化交流需要，《民族文学》将创
办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 （张黎姣）

《裸地》还原乡村原生态
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作家葛水平新

作《裸地》。《裸地》是葛水平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 对中国乡村原生态生活进行了
真实描摹，以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女人
的命运变迁， 展示了解放前几十年太行
山区的沧桑巨变。 （张黎姣）

许子东 本报记者 杨 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