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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藏在书店里的秘密
偶遇西尔维亚·比琪的第二天，乔伊

斯就来到她的书店———巴黎的莎士比亚

书店。此后十年，他的大多数日子，都在
这家小小的书店度过。

可别小看西尔维亚·比琪———这个

毫无书业经验的美国人， 最初只想在法
国开一家外文书店，结果，“莎士比亚”成
了巴黎文学的中心。在那个时代，也就意
味着世界文学的中心。 它成为左岸艺术
家聚集的场所， 并且为那些远离故土的
“迷惘的一代”作家，提供了一个家。

与20世纪中叶其他书店一样，“莎士
比亚”也是一家收费图书馆，顾客注册交
费之后，就可以借阅。纪德、杰茨菲拉德、
海明威、庞德、贝克特……这些书店常客
的名头之大，往往会吓人一跳。比琪的善
解人意， 让她大受欢迎———海明威见她

刚一会儿，就给她看战争的伤疤；乔伊斯
向她抱怨 《尤里西斯》 出版时遇到的麻
烦。它曾经被当作禁书，限制出版 。小说
出版中最终遇到的大麻烦来自乔伊斯本

人，他的手稿非常难认，在秘书的打字过
程中，他又不停地，大量地修改。

在逸闻趣事中，刘易斯·布兹比津津
有味地讲述着他的故事，书店的故事。

“我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随

便哪一家书店， 我总是充满一种静静的
兴奋。”这样的文字引导着你 ，去探寻书
店的究竟，以及一个书痴的生活。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利亚斯·卡

内提说，咖啡馆是我们在“人群中独处”
的地方，刘易斯认为这话更适合书店，因
为它消解图书的孤独。

在一本看似普通的书里， 其实藏着
很多秘密。《卡萨诺瓦是个书痴》 的作者
汉密尔顿，深有体会：我们不会在乎一个
管道修理工的怪癖和烦恼， 但对约翰·弥
尔顿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乐意知
道他是躺在床上进行创作的，纳博科夫则
在三英寸宽、 五英寸长的纸片上写作，济
慈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才能写出诗，萨克雷
必须在家以外方能才思如泉涌，蒲柏需要
烂苹果的腐朽气味激发灵感……

痴迷于书的人， 迟早会去研究与书
籍相关的一切，研究它不为（大多数）人
知的“身世”。尽管，开始是如此的偶然。

刘易斯·布兹比就是这样。他爱上了
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 》，从此恋上书
店，以至于全家出游时，都不放弃寻找 。
这个“书痴”少年，后来成为狂妄的乌鸦
书店、著名的普林特斯书店的店员，出版
社销售员。在书店度过17年后，改行当作
家的他，写了这本《书店的灯光》，娓娓叙
述书业的历史，出版业的旧事，书店 ，淘
书，收藏……

斯图尔特·凯利———《失落的书 》的
作者， 专门研究那些消逝无踪的书———
它们或被毁弃，或者遗失，或者只是初期
构想，未被付诸文字。他会告诉你，诗人
霍普金斯在决定将生命献给上帝之时 ，

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早期作品； 被流放的
巴赫金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卷烟抽；托马斯·曼的《盖亚》是否会像他
以为的那样，还未写出就已确定为杰作？
纳博科夫从未动笔的回忆录续篇《说吧，
美国》，能否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 《洛丽
塔》的创作？

书让太多的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尽管刘易斯说， 选择书籍作为礼物是有
风险的。“这有点像送人一件尺码不对的
毛衣，只是图书要在370万尺码中选择。”
可是，爱书的人，在读到一本好书后 ，时
常会迫不急待地向别人推荐， 甚至买上
几本，兴致勃勃地送人。如果有一天，你
在别人的书架上，看到“你的书 ”落满灰
尘却不曾拆封，一定不要失望。

“在我现在未读的书堆里，我找到了
克劳第奥·马格里斯写的多瑙河历史和
一本全球移民模式的科学研究 ， 还有
DNA和语言类的书， 它们已经成为家具
的一部分”———“家具”， 他可真想得出，
这词让人心领神会。

网络时代的实体书店 ， 差不多快
成 “古董 ” 了 ， 可在记忆中 ， 它总是
老样子 。 瘦瘦高高的书架挤挨着比肩
而立，店员轻轻地走动 ，不去惊扰你 。偶
尔 ， 会遇着和你一
样常逛书店的陌生

人 ，轻轻点头致意 ，
仿佛旧相识。

父亲的一九四二
本报记者 张黎姣

1942年，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
阶段。 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闹了大饥
荒， 陪都重庆遭到轰炸。 就在这一年， 中
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支学生军远赴滇缅

战场。
在这些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中， 很多

都是名门之后， 邓述义就是其中之一， 他
的父亲是中国大裕华纱厂的老板张松樵，
人称 “棉纱大王”。

抗战时期， 邓述义有太多机会到国外
留学深造或者明哲保身地远离战场， “但
是在战火之下， 人人都无安全可言”。 邓
述义记得有一回 “日机来了好久也没回
去 。 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 。 听拉车人
说， 收拾尸体时， 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
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

最终， 邓述义不顾父母的劝阻还是投
笔从戎， 成为重庆参军第一人， 把自己从
高中生变成一名特种兵， 与10万中国学生
一起组成了学生军。

最近刚刚出版的《父亲在一九四二》的
作者邓贤，即邓述义之子，历时3年，以父亲
和他的战友为原型塑造了一群征战印缅的

学生兵形象。可以说，《父亲在一九四二》真
实还原了那段父亲经历的特殊历史。

抗战后期 ， 后方兵源几近枯竭 ， 南
京政府派遣远征军出征缅甸遭遇惨败 ，
日军趁机攻占缅甸 ， 切断了中国通往外
部的最后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 。 当
时在校生可免服兵役 。 但是在国家最艰

难的时候 ， 以邓述义为首的学生兵选择
了上前线。

邓述义不断获悉前线的消息。 “去杀
日本鬼子” 的念头始终在起作用， 最终他
走进了重庆兵役署。 那一年， 邓述义只有
17岁 。 临别时 ， 母亲送他一块欧米茄金
表， 为的是让他在吃不了苦或后悔时， 能
换张回程的机票。

邓述义所在的部队从重庆步行到昆

明， 从昆明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 他们

接受了英美盟军的现代化装备， 学习盟军
的现代化作战理念， 掌握先进武器与盟军
互相配合、 并肩作战。

学生军面对的最凶的敌人是号称 “王
牌中的王牌” 的日军师团。 这支部队曾经
发动过 “卢沟桥事变”， 制造了惨绝人寰
的 “南京大屠杀”。 淞沪会战、 武汉会战，
他们都曾参与。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他
们从马来西亚登陆， 一个师团迫使新加坡
7万多英军投降。 他们曾大败英美盟军和

第一次入缅的中国远征军。 他们是中国军
队的 “老冤家”。

然而， 它败给了年轻的中国驻印军。
八年抗战， 敌强我弱， 正面战场历次重大
战役， 多以中国军队失利和国土沦陷而告
终， 唯有反攻印缅之战成为日本人的噩
梦。 除了现代化的装备， 这支年轻的军队
靠什么战胜强敌？ 邓贤相信， 历史之谜就
隐藏在一个个学生兵身上。

统计数字表明， 在远赴印缅作战的学
生兵中， 大学文化程度的约占20%， 高中
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 粗通英文或者具
有较高英文水平者约占四分之一。 这是一
支有文化的军队。 邓贤认为： “这样一支
高学历的军队， 相信即使是二战时期的英
美盟军也无出其右。”

这些年轻人在军队中体验到训练的艰

苦， 受过窝囊气， 被打过板子， 他们 “原
以为到印度从军只是个决心问题”， 后来
才发现现实与愿望相去甚远。 战争的残酷
改变了他们。 邓述义身边的战友越来越
少 ， 不断有人在战争中阵亡 ， 他们被装
进一只只黑色的裹尸袋， 被大卡车运走。
但这些学生兵在磨砺中也找到重挫敌人

的信心，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弃笔从戎的初
始目的。

终于抗战胜利了， 远征军即将回国。
但这支队伍回国后又遇到了解放战争。 一
时间 ， 队伍土崩瓦解 ， 所谓的王者之师
名存实亡 。 后来 ， 邓述义和他的战友大
多重返校园继续念书 ， 走上了知识精英
科学救国的道路。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的一段特殊历史岁月里 ， 他们几乎无一
例外地遭受了不公正对待 。 那段慷慨悲

歌的从军经历 ， 居然变成他们需要反复
洗刷的 “历史污点”， 直至改革开放才予
以改正。

邓贤想通过这本书表现两点， 第一，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处于什么处境， “官
二代” 也好， “富二代” 也罢， 在国家民
族危亡的时候， 都会以行动来做国家的脊
梁。 他们都知道战场的凶险， 但他们义无
反顾。 第二， 要善于学习和武装自己。 要
打败强大的敌人， 自己一定要强大。 当年
我们是借助美国人的装备， 这算是第一次
知识分子走出海外， 以 “当兵” 的特殊方
式接受先进的战术、 先进的思想、 先进的
装备， 一下子使中国军队变成世界一流的
军队， 横扫日军王牌。

对于这段历史， 邓贤也是在1980年代
才得知， 父亲那一代人竟有如此惊天动地
的壮举， 这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曾在他眼
中唯唯诺诺的形象。

如今 ， 当年的学生兵垂垂老矣 ， 相
继离世 ， 很多人甚至没能看到记录他们
人生的新书出版。 2009年， 邓贤的父亲邓
述义也告别人世， 到天堂与他的战友们会
合。 成都地区那一代金戈铁马的学生兵存
世者仅寥寥数人 。 但邓贤仍记得父亲说
的那句话： 打仗不是演戏 ， 死神大手一
挥 ， 成千上万的生命灰飞烟灭 ， 何来雄
壮而言！

在邓贤心目中，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
兵， 哪怕他的胸前没有勋章”。

凌志军：一个“向死而生”的传奇
———评《重生手记》

刘 瑜

我们一定还记得坐在地坛思考人生的

史铁生， 我们从他的 《我与地坛》 里读懂
了坚强。 《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
复之路》 作者凌志军以患者和记者的双重
身份， 既作为亲历者现身说法， 又以记者
的犀利眼光体察剖析， 呈现了中国医疗体
系的诸多问题与弊端。 更重要的是， 他教
我们读懂了乐观和勇气。 他在发病时曾写
下 “十件最想做的事”。 其中第十项是 ：
告诉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 癌症并
不可怕。 《重生手记》 可说是一个 “向死
而生 ” 的传奇 ， 是一本 “生命之书 ” 。
《重生手记》 近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与中

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它得到毕淑敏、 柴静、 何裕民、 于莺等众
多名家的联袂推荐。

“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 著名肿瘤
临床专家何裕民颠覆了中国人 “癌症是绝
症” 的惯性思维。 他说， “很多肿瘤患者
不是死于肿瘤， 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
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
应该理性对待、 善用智慧以合理防治。”

凌志军认为： “我们最大的不幸在于
被中国式的观念包围着， 同时还接受着中
国式的治疗。” 他认为， 我国癌症治疗体
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 人们对癌症的认
识也存在致命的偏差。“只要我们不恐惧，
不盲从， 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 就已有
66%的机会远离死神。 即使我们的肿瘤已
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2007年2月 ， 凌志军被诊断 “肺癌 、

脑转移” 的概率为98%， 即 “肺癌晚期”。
北京、 上海两地名医会诊， 几乎一边倒地
判定他活不过3个月。

今年3月15日， 新一轮复查结果： 颅
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 肺部和腹部未见新
的异常， 癌胚抗原指标回归正常， 脚踝骨
的阴影正在淡化， 手术后幸存的那片肺叶
生长壮大起来。

在治疗期间， 凌志军发现， 病人们花
了钱、 排了长队、 内心所期待和倚重的一
流医院的 “特级专家会诊”， 才不足三分
钟。 医生冷漠的 “你等着吧” 的 “诊断”
几乎就是一纸死亡判决书。 手术、 化疗等
高科技治疗和开 “天价特效药”， 是不同
医生的相同手段 。 而忧心忡忡 、 愁眉苦
脸、 排队就医甚至倾家荡产的那个弱势群
体， 就是中国癌症患者的群像。

在这本书中， 凌志军提出一个严肃的

课题： 壁垒森严、 充斥着门户之见、 连最
基本的信息共享都不能做到的国内医疗部

门， 与医生的误诊率乃至病人的治愈率之
间， 有没有关系？

书中提供了一组数据： 全国每年因癌
症死亡的人数是200万， 许多患者在有意
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 “过度
治疗”。 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
疗方案。 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

在过去30年中， 我国癌症患者的数量
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2012年，全世界
死于癌症的人有可能超过1000万。 世界卫
生组织公开宣布，1/3的癌症可以预防，1/3
可以根治，1/3经过治疗可以长期生存。

作者凌志军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资
深记者， 是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
誉为 “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 他从事记
者工作30多年， 报道过无数精彩的新闻事

件， 出版过 《交锋》、 《联想风云》、 《中
国的新革命》、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等
多部畅销书。

去年复旦大学女教师于娟的抗癌日记

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集结出版 《此生
未完成》。 如果说那是以乐观精神抗癌的
悲情故事， 那么 《重生手记》 则是患者逐
步康复的成功案例。

凌志军的经验是： 他把性命托付给自
己， 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 出院
时， 凌志军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
自己的体能。 他曾在一种 “末日心态” 笼
罩之下， 但也在不经意之间走上康复之
路———他每天步行5公里。 8000公里 ， 就
是他5年走过的路程。 相当于从北京到拉
萨一个来回。 现在的凌志军好似一个得道
的智者， 乐山乐水乐于助人， 喜欢摄影，
发现并捕捉光影世界中的美感， 喜欢以积
极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 他的妻子赵晓
东也说： 爱情、 亲情和友情的力量， 会让
我们的生命出现奇迹。 即使它无法起死回
生， 仍可以让我们超越肉体的痛苦， 达到
心灵的安宁。

著名作家、 心理医生毕淑敏说： “他
不但奇迹般地把病治好了， 整个人生都上
了一个新境界。”

独立书评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
俞可平

100多年来，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
一直是农业工业化的中心议题之一。 近代
仁人志士为农地产权制度的构建创新苦苦

求索， 都未能找到良方。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 创立了中国
现代农地公有产权制度模式， 回答了农地
公有产权与社会公平协调一致的历史难

题 ， 推动了农业工业化 ， 农民富裕奔小
康， 农村社会文明进步。

《马恩 “丹麦模式” 中国化之路———
农民土地持有权制度》 的作者是一名职业
高级检察官。 他在一代经济学奠基人张培
刚 《农业工业化》 的思想基础上， 结合参

加中央理论工程建设———马恩 “三农” 问
题经典观点课题研究， 对 《马恩 “丹麦模
式 ” 中国化之路———农民土地持有权制

度》 进行了深入思考， 先后撰写并公开发
表了系列文章。 其代表作有 《马克思土地
股份产权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略论新
经济政策的理论意义和历史现实意义 》、
《社会主义国家土地产权制度创设的反
思 》、 《探索建立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
度———马恩丹麦模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启示》、 《新时期必须自觉践行群
众路线》、 《我国农业发展的土地持有产
权机制创新》 等， 建立起了 “农民土地持
有产权” 的新型农地公有产权理论模式，
从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农地公有产

权模式 、 如何使马恩 “丹麦模式 ” 中国
化、 怎样建设中国当代农地公有产权新模
式 ， 推进农业现代化 、 实现农村文明进
步， 破解了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公有产权实
现形式的新难题， 回应了传统土地公有产
权模式对于农村社会力驱动不足的新挑

战， 为农村第四次改革、 完善公有产权制
度提供了新模型， 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
生产力， 促进农业现代化， 实现农民奔小
康、 农村文明进步、 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

智力支持。
作者还以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理论

为基础， 从产权制度演进的动因、 如何界
定国有资本产权、 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体
系等作了比较透彻的研究， 对土地征收、
宅基地权流转 、 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
素、 土地股份合作制实施、 土地开发整理
与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的耦合、 农村社会保
障体系、 农业补贴制度的创新发展等从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进行深入研究， 在社会

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 受到了学
界 、 实务界及决策高层的认可与高度关
注。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曾称农民土
地持有产权制度为 “中国马恩丹麦模式”。
2004年， 中央办公厅将 《中国农民土地持
有产权制度研究》 列为决策参考书目。

《马恩 “丹麦模式” 中国化之路———
农民土地持有权制度》 一书是继 《中国农
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 《中国农民
土地持有产权制度新论》 之后的第三部。
它的问世， 当会引发理论界的热烈争鸣与
高度关注。 我们期待这一理论模式能尽快
地转化为顶层制度设计， 从而有益于中国
农业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 有益于城乡一
体化推进， 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三联书店捐资30万元
重建昭通受灾小学

本报记者 张黎姣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发生的灾

难牵动人心。 灾难中有让人不忍直
视的死亡， 也激发了感天动地的大
爱。 以 “建设文化” 为己任的三联
书店全体员工紧急行动。 以三联书
店总经理樊希安为首的领导班子在

紧急征求员工意见后， 决定出资30
万元重建被地震摧毁的彝良县云落

小学， 彻底改善办学条件， 使失去
校舍的孩子们尽早在安全、 明亮、
宽敞的教室里上课， 以实际行动支
援灾区重建。

日前 ， 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
安、 其下属的 《三联生活周刊》 记
者等一行五人， 昼夜兼程来到彝良
县城。 彝良县教育局领导非常支持
三联书店的捐建意愿， 双方很快达
成了捐助建校意向。

三店捐建云落小学仪式于近日

举行。 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和彝
良县教育局副局长周光富， 分别代
表各自单位签订了捐建协议———三

联书店出资30万元重建被地震摧毁
的云落小学， 由彝良县教育局监督
校舍建设质量和进度 ， 确保其在
2013年2月竣工并投入使用 。 在简
朴的捐赠仪式上， 角奎镇中心学校
校长潘华军代表云落小学师生向三

联书店员工表达了诚挚谢意， 表示
尽快建好学校、 用好学校， 不辜负
捐建者期望。

在落实捐建云落小学事宜的同

时， 樊希安总经理还带领 《三联生
活周刊》 记者冒着大雨和余震落石
的危险， 穿过被地震和泥石流严重
损坏的道路， 到震中洛泽河镇等地
采访， 深入了解地震造成的破坏和
灾区人民抗灾自救的事迹。

虽然地震级数并不算特大地

震， 但由于彝良周边复杂的地貌地
质， 其县城正处于被重山包围夹裹
的位置， 导致受灾情况严重， 当地
很多村民房屋倒塌， 和外面连通的
重要交通道路中断， 也时刻被山体
的塌方所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三联书店一行
几人为了获得最真实的第一手资

料 ， 克服了各种困难 ， 很快进入
彝良 ， 并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震源
中心洛泽河镇 。 由于时有余震发
生 ， 通往洛泽河镇的山路不时出
现塌方落石 ， 十分危险 。 他们的
车子在行进过程中 ， 随时需要铲
土机开道。

他们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 ，
从洛泽河镇回来， 在彝良县城内又
走访了三处临时安置点， 从灾民和
驻地志愿者那里获悉了最真实的信

息。 并采访了县城最大的人民医院
和抢险救援先锋———昭通驻彝良的

武警支队支队长。
他们发现， 与之前获知的灾民

都撤离的信息有所不同， 洛泽河地
区的一些灾民虽然房子已被毁坏，
但仍留在村镇。 他们说， 这是他们
的家园， 不愿意走。 同时他们也谈
到如果离开这里， 可能会面对颠沛
流离的生活处境， 甚至失去劳动力
的老人很可能会不得已而讨饭度

日。 由此可见， 一场灾难中的经济
损失、 伤亡数字只是灾难的表层，
而灾民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

迷茫则可能是更深层、 更广泛的心
理问题。 灾后重建需要一整套完善
细致且深入的工作， 任重而道远，
但任何一个善意的举动 ， 哪怕再
小， 都被需要。

台湾“绘本阿公”携《十兄弟》进京
本报讯 （记者张黎姣） 台湾 “绘本阿

公” 郑明进近日在京举办简体版绘本 《十
兄弟》 首发式。 今年80岁高龄的台湾儿童
漫画家郑明进被看做是台湾漫画绘本的推

手 。 他曾创作的 《请到我的家乡来 》 、
《十兄弟》、 《我的家乡真美丽》、 《乌龟
娶亲 》 等绘本作品 ， 自由奔放 ， 童趣十
足，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现代感。

由郑明进创作的 《十兄弟 》 在台湾
首版于1968年 。 该作品根据中国传统民
间故事创作而成 ， 主题是 “兄弟齐心 ，
其利断金”。 曾被看做是华文界第一本真
正意义上的绘本。

杰里·克利弗中国巡讲北大首站
本报讯 （实习生刘瑜） “写作不需要

天赋， 一个好故事的发生是无法遏制的。”
日前， 美国知名写作导师杰里·克利弗在
北京大学讲授 “故事理论与技巧”。 这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 “即兴写作”
系列讲座中国巡讲的北京首站。

继2011年初的 “创意写作书系 ” 之
后， 近日人大出版社推出了杰里·克利弗
的 《小说写作教程·虚构文学速成全攻
略》。 它旨在引进美国的 “创意写作” 理
念。 一些高等学府也开设了相关课程进行
实践教学。 如， 担任本场演讲翻译的李华
教授即在人大开设了国内第一门 “英语创
意写作课”。

据悉， 杰里·克利弗此次中国巡讲将
在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进行。

端木蕻良百年诞辰

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黎姣） 作家、 红学家
端木蕻良百年诞辰纪念会日前在京举行。
与会专家评价端木蕻良 “作品融会了中国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具有独特风格， 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难以磨灭的贡

献”。 同时， 从不同视角评价了端木蕻良追
求进步的热情、 率真坦诚的人格以及精深
的红学造诣。

端木蕻良是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的杰出

代表之一。他本名曹京平，1928年开始发表
作品，后到上海从事左翼文学活动。主要作
品有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大地的海》、
《大江 》，诗歌 《土地的誓言 》，评剧 《罗汉
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其文学创作始
终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魏传忠书法再现中华文化典籍

本报讯 （实习生刘瑜） “魏传忠书法
展” 日前在京举行。 其展出的60件书法作
品是书法家魏传忠习书40多年的精品 ，
如， 大尺幅书法 “飞”、 “虎”、 “听雨”、
“无边 ” 等 。 其长卷 “临怀素大草千字
文 ” 、 “王羲之家训 ” 、 “刘邦 《大风
歌》”、 “欧阳修 《生查子·元夕》” 等， 均
再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精华。 其书法
作品也将于近期结集出版。

作为一位学者型书法家，其作品曾入选
中国书协“第三届中国齐白石国家文化艺术
节全国书法展”。在致答谢辞时，魏传忠表示

“学海无涯，艺无止境，事业永无穷期”。

邓述义当兵时的旧照。

年轻的学生兵的家庭合影。

纸上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