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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窑生活

阴刘伟伟
有部关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

生活的纪录片叫《含泪活着》，持
续 10年跟踪拍摄了 10多位在日
本留学生的经历：他们的理想，他
们的辛酸，他们的奋斗，他们的离
合。这部纪录片轰动了日本。它之
所以动人，是因为它真实，更重要
的是，带着坚持。其实唐家岭蚁族
们的京漂生活何尝不是“含泪活
着”，但看了小美的这本《毕业第

一年：慌慌都市打拼记》，我宁愿
称他们为“含笑活着”，至少慌慌
（或者说她的原型小美）是如此。

小说《匆匆那年》的开头略带
幽默地记录了求职竞争的残酷：
北联敌不过北科，北科敌不过北
航，北航敌不过北大，北大小本又
敌不过北大硕士……这个 PK的
链条可以继续向两端延伸。虽然
未必合理，但是绝对现实。慌慌并
非名校“出身”（“出身”论英雄？），
所幸的是她的专业“绘画雕塑”让
她还能稍有“一技之长”。而那些
既非名校又读着所谓非“实用”、
非“应用”型（大学 =技校？）专业
的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会更
大。

慌慌之所以还能带着微笑在
北京“一个人勇敢地生存下去”，
是因为她刚刚“毕业第一年”。如
果一年、两年、三年，她仍然“蜗
居”（时髦的说法）在北京，我不知
道她能坚持多久。可能她现在并
没有多高的奢望，有一份安定的
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哪怕“月光”，
她一定很满足。但是，她也会面临
比她多漂了两年的 BOBO同样
的困惑：“梦想与现实碰撞的那一
刻总是残酷的。BOBO说，她很
讨厌北京，因为一份户口、一套房

子，这些身外之物，却把人分成两
个世界。她说这些话的那一刻，我
没理解，也想不出任何语言来回
应，只好沉默。”我不知道，到时候
慌慌能否还像现在这样保持微
笑。1986年出生的慌慌，过了 30
岁的时候，是否还能像现在这般
用“天真”、“可爱”（这里绝对是褒
义）的漫画记述她的内心世界。
“我看着窗外，很久很久，美

丽的北京城还是跟刚来的时候一
样灯火辉煌。可是，为什么我觉得

这些美丽，不仅不属于我，而且离
我越来越远……”我与慌慌有过
同样的感慨，虽然我的京漂生活
只有短短的半月，半个月后我像
逃离学校一样逃离北京。我承认
我没有慌慌坚强，至少她坚持了
四个多月，终于把握到一点希望，
而我选择了再次逃避现实。或许
本质的差别在于她真的别无选
择。没有家世背景，没有镀金学
历，没有关系网络，茫茫人海，别
无依靠，只能靠自己。他们也不愿
让家人朋友看到自己身无分文、
有上顿没下顿、挤公交、群租、寄
身“胶囊公寓”的落魄，而宁愿报
喜不报忧。这里有一份“80后”
（这又是一个标签）的倔强和不服
气（“不服输”的求胜意味太强），
也有一份依然充满希望和迅速长
大的年轻的心。

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了富
士康自杀的大学生卢新（卢新对
他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住上大房
子，过上好日子。”），不堪就业压
力自杀的石家庄贫困女大学生和
她留下的 10万字生死日记……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看
惯了“苦大仇深”（有些或许确实
是为了吸引眼球），乃至形成了对

于“悲情”（不论是否是制造出来
的）的“审美疲劳”的时候，很少有
人自问，倘若我是他 /她，我会怎
么做？年长的一代会以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上山下
乡”）鄙薄年轻人太把自己当事：
这点小小的挫折算什么？年轻的
“80后”乃至更年轻的“90后”内
部也在分化：“富二代”、“官二代”
与更广大的“贫二代”之间的生活
差距越来远大，共同语言也越来
越少。社会的不公平感在不远的

将来会是危险的火药桶。
小美的朋友告诉她：“工作会

有的，面包会有的，梦想也会实现
的，只要你还能微笑，就有足够的
资格去拥有全部的幸福。”小美说
这句话，她会谨记在心，我想我也
会谨记在心。对于每年几百万大
学毕业生而言，也许很多人的命
运就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零，也
许很多人就像慌慌一样在偌大的
皇城根下像蚂蚁一样不起眼地谋
生，但是我们微小却不愿卑微，辛
苦却不言辛酸。希望看到更多的
小蚂蚁像慌慌一样，不仅仅活着，
而且含笑。

《毕业第一年：慌慌都市打拼
记》，小美著，南海出版公司 2010
年 7月出版，定价：25.00元

阴王超明
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面

临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两难选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从语文
的工具性出发，创生了大量阅读
技能训练的方法，用于语文基础
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促进
了语文教学的发展，但阅读技能
训练的泛化，也使得语文教学坠
入烦琐化的深渊。到了 21世纪，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语文的人文
性得到加强，于是人们纷纷打开
语文教学之门，引导学生自由阅
读，大量时文走进语文课堂，阅读
经典成为一种时尚。但是一个新
的问题又相随而生，在浩如烟海
的古今名作中，究竟什么样的文
章适合中学生阅读，怎样读才能
产生最佳效果呢？
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和课改先

行者对此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
索，先后推出诸如《中学生文化读
本》、《新语文读本》、《青春读本》
等在内的大批教学辅助读物，与
此同时，《读者文摘》、《特别关
注》、《时文选萃》一类以中学生为
主要阅读对象的选刊也应运而
生。这些创举弥补了教材选文的
不足和体例的僵化，对拓展语文
课堂的时空、优化母语学习环境、
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起到了一定
的辅助作用。然而，这些读物虽为
学生提供了较为丰富的阅读材
料，增大了学生的阅读量，但也暴
露出开放度太大、训练量太小、针
对性不强、费时多、见效慢的弊
端。特别是当人们逐渐发现新课
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用分数来
评定学生的阅读水平和语文能
力、强化训练仍然是最有效的教

学手段时，各种以习题为主要形
式的教辅资料死灰复燃。一本数
册，一编多轮，铺天盖地，几乎无
所不用其极，刚刚有所转机的语
文教学又重新陷入机械烦琐、没
有灵魂的训练怪圈。这些做法不
仅加重了学生的经济和学业负
担，而且扼杀了学生语文学习的
兴趣，消磨了学生在长期语文学
习中形成的那么一点有限的阅读
能力。
任何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都

在中间环节达成融合，能不能找
到一种办法，既满足学生文化阅
读的需求，能够有效地增强学生
的文化内涵，又兼顾阅读能力的
规范化训练，引导学生精细化阅
读呢？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在对现阶段语文教学的知识能力
目标和人文教育目标进行认真梳
理和仔细甄别的基础上，组织了
一批课改优秀教师和命题专家，
以阅读教学与考试能力培养为研
究课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实验，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此基础上，
组织编写了这套“交大之星———
经典阅读 300 题”丛书，于 2010
年 6月陆续出版上市。
本丛书集经典阅读与能力训

练为一体，以期让学生在阅读经
典、训练答题中既得到先进文化
的熏陶，提升人文素养，又能有效
地进行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
能的训练，提高阅读能力。丛书具
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经典性。
我们从古今中外 1000多位知名
作家的作品中精选 700多篇文章
（段），按照作品风格和时代先后
顺序，编辑成篇，选文以名家名篇
为主，适当兼收新近发表的优秀
文学作品，所选文章都有较大的

阅读价值，体现经典性，具有深厚
的文化内涵。二是互补性。所选文
章虽为经典，但一般都不很常见，
多为“闺房”秘文，正好和现行教
材形成互补。而且，我们还充分利
用丛书选文的自主性，精选了一
部分个性鲜明、风格不同的作家
作品，展示文坛多样化的风貌，让
学生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弥补
教材文化教育的不足。三是可读
性。选文力求能够吊起学生的“口
味”，所选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佳
作，具有很强的艺术性。文言文部
分，我们在历代史传之外，重点选
录了一批文人笔记，这些作品文
笔自然清新，具有较强的史料价
值，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时代
的风格特点，正确地认识历史。现
代文部分，我们精选了一部分具
有鲜明地域特征、反映民族风貌
的作品，向学生展示不同的地域
文化，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同时，
我们对阅读练习的设计更是综合
各地高考和中考的命题特点，精
心打造，体现文化学习和阅读能
力培养的宗旨，按照阅读能力培
养的层级和思维训练的要求设
题，尽量做到体现多样性和规范
化，以满足阅读练习之需。能够帮
助学生正确地阅读文章，引发思
考，提高阅读能力。
全书共十二册，初、高中各六

册，现代文和文言文分开编写，分
别供初、高中各年级使用，堪称一
部文化阅读和能力训练的经典大
全。每册精选 60篇经典文章供学
生阅读，每篇阅读设置 4至 6道
中、高考训练题，总计 300题。现
代文按经典叙事、经典抒情、经典
议论和经典说明四大板块编写；
文言文分经典叙事、经典状物、经

典抒怀和经典说理四大板块，高
中另设一个经典古诗词单元，精
选 30篇古诗词设题引导学生阅
读鉴赏。各册之间既保持一贯的
体例，又体现单元特点和能力训
练层级递进的思想。
经过我们精心打造的这套经

典阅读读本，应该说既有“习得”
之利，又有“学得”之便，课外是读
本，课内是练习。如果从初中到高
中，经过六年的系统的阅读训练，
学生的文化内涵和阅读能力必将
得到大幅提升，语文教学的效率
自然会大大提高。
但愿这部丛书能够和广大的

中学师生一起，走出长期以来困
扰语文教学的“两难”困境，开启
一个全新的经典阅读时代，为济
天下的布衣青衿，开辟一条崭新
的渡津。

“交大之星———经典阅读 300
题”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 6月出版

阅读，使我们轻盈
———上海书展活动侧记

含笑活着

走出两难困境 开启阅读时代
———“交大之星———经典阅读 300题”丛书评介

从 8月 10日开始的持续 40度高温似乎是对上海书展的考验。在这个实体书店遍地都是、网络书店全面开花，几乎足不出户就能
买到任何图书的今天，还会有人冒着高温来书展买书吗？
事实证明，不仅是有的，而且人数还不少。截止到 8月 18日，主办方统计参展人数有 25万多。有出版人说，这是因为出版者需要这

样的图书盛会，读者需要这样的图书嘉年华。因为最吸引读者的，并不是 8折的购书优惠，而是与他们喜爱的作者之间的交流。8天，近
400场活动，在记者看来，就仿佛是一场场让读者、作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都参与进来的戏剧表演，大家沉浸其中，深得其乐。

台湾作家朱天文说：“生活这么重，而阅读，使我们轻盈。”也许正是阅读带来的轻盈，阅读带来的清凉，让我们忘掉生命中那些琐
碎的烦恼，忘掉窗外恍如炎夏的炙热。

阴本报记者 钟华

生活剧———
主题：社会话题女王的家事、楼事

与医事
主角：六六
关键词：医患关系 信任

从婆媳题材的《双面胶》，住房
问题的《蜗居》，再到医患题材的
《心术》，作家六六有关城市生活的
创作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话题高
潮”。长年定居新加坡的六六携新书
《心术》亮相，无疑是上海书展最受
大众读者关注的活动之一。8月 13
日下午 3点半，活动还没开始，展馆
大厅已有水泄不通之势，而六六的
现身也引起了人群的热情响应。
谈到创作主题的变化，六六幽

默地说：“这是戏不够人来凑。写
《王贵与安娜》时满腹是戏，现在戏
少了把场景做大一点。我现在想把
小说做成百万人的集会，可能跟我
的文字驾驭能力提高有关系。《双
面胶》是两代四个人，《蜗居》的时
候是六个人了。到《心术》的时候，
我已经会写 1000人，我自己感到
游刃有余，对我来说是写作技巧的
提高，但是对我个人写作的感触来
讲，其实没有任何改变。”
医患关系从来都是一个大众

关心的敏感问题，《心术》这本书并
非一部常规意义的“揭黑”之作，六
六心中的医患关系是怎样的呢？“我
个人认为这本书中，医生和患者是
相互依存的，我写这本小说的主要
目的是让大家信任，不信任让我们
的快乐指数降低。这本书让你换一
个角度，站到医生的角度看，同时我
也写了患者的想法。这本书是一个
桥梁，让人与人，医生与患者的关
系，通过这本书建立起信任来。”
自称长舌妇，六六不改本色、

一如既往，她向大家透露，围绕《心
术》他们会做一个系列产品，首先
是小说，然后电视剧，然后话剧，然
后是电影作品，而且会做成各种各
样不同的形式，比方说《心术》小说
是写实的，话剧做成喜剧版，电影
做成悬疑版。六六的小说常被人称
赞是真实地表现了上海这座城市
的生活与文化，身为安徽人的六六
却认为，她是以外地人的眼光看上
海，而这正是自己作品受欢迎的原
因。
六六说自己非常重视与读者、

网友的交流：“我非常感谢读者朋
友们给我的鼓励，人前进的道路，
需要不断的鲜花掌声还有砖头让
我不断前行。”在有限的活动时间
里，她把更多的时间留出来与观众
交流，而将签售的时间压缩。比起

某位海派清口演员在书展活动上，
一言不发，在两位黑衣保镖的监护
下进行的“机械”签售。这样的交流
与对话，也许更能获得读者的喜爱
吧。

文学剧———
主题：阅读是我们一双会飞的凉鞋
主角：朱天文
关键词：书写 电影 卡尔维诺

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在上海书
展上的亮相，是许多文学爱好者早
已期待的事。8月 14日下午，当记
者与读者一起在中央大厅的观众
席上等待时，就打听到许多读者都
是从杭州、南京等地赶来的。
朱天文此次来到书展，带来了

她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作品
系列，包括散文集《有所思，乃在大
海南》》以及《世纪末的华丽》、《传
说》、《炎夏之都》等三部小说集。这
部作品系列清晰地反映了她从 17
岁发表第一篇作品，到成为一位成
熟作家、电影编剧的成长足迹。
朱天文和梁文道、毛尖一起，

以阅读为主题展开的对话，朱天文
从上海书展的主题“我爱读书，我
爱生活”说起：“生活里都是柴米油
盐酱醋茶，怎么去爱？很难爱的。更
多的时候，现实生活总是让人沉
重。”然而说到阅读：“让我们不限
于只生活在这个被物理、被肉身所
禁锢的当代，我们打开书，就像小
叮当打开他的任意门。”她还引用
了卡尔维诺在《给新千年的文学备
忘录》中讲到的一个故事———希腊
神话中砍掉蛇发女妖梅杜莎之头
的英雄柏修斯有一双双长着翅膀
会飞的凉鞋。“我们如何可以挣脱
现实生活的重力加速度呢？阅读是
我们一双会飞的凉鞋。‘秋风无限
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作为人
我们是不自由的，但阅读使我们活
得潇洒。”

然而，正当大家津津有味地倾
听着朱天文的演讲，从中央大厅的
西侧却传来一阵阵歌声。另一场活
动正在进行表演，先是昆曲唱段，
接着是流行歌曲，一阵响过一阵，
客串主持的嘉宾梁文道只能调侃

道：“听一段朱天文演讲，再欣赏一
下歌曲。”

音乐剧———
主题：跟随列侬和迪伦，上路吧
主角：王小峰和列侬、迪伦、邓丽

君、罗大佑、王菲……
关键词：音乐 摇滚 小说 历史

每个人在年轻时代都心存理
想主义，约翰·列侬、鲍勃·迪伦也
是如此，怀着对革命的热情与憧
憬，他们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途
中遇见了吉米·亨德里克斯、吉姆·
莫里森、詹尼斯·乔普林、邓丽君、
小野洋子、刘文正、侯德健、罗大

佑、雷金、崔健、张蔷，以及王菲，一
段幻灭与成长的“奇幻旅程”就此
展开……
这是知名博客“不许联想”博

主王小峰的最新长篇小说《沿着瞭
望塔》的故事梗概。之前主办方曾
准备了与小说有关的 15首歌曲在
现场播放，但由于场馆环境嘈杂，
只好放弃。但是当“沿着自己的瞭
望塔———王小峰对话路内暨《沿着
瞭望塔》新书首发签售会”上投影
仪打出这些歌手的影像时，不仅让
提前到来的“三表”（王小峰网名）
粉丝感到激动，就连碰巧经过的读
者也都不禁驻足停留。活动现场弥
漫着诙谐的氛围，有喜欢“八卦”的

读者问他与哪些明星有过交往，王
小峰回忆了采访罗大佑的几次经
历；而当有读者提出希望他一展歌
喉时，他还十分配合地当场清唱
“我爱北京天安门”，引起现场掌声
阵阵。
作为一位流行音乐的资深乐

评人，王小峰有足够的理由用这种
方式向这些对他有过很大影响的
音乐家表达敬意：“作为时势造出
来的英雄或明星，他们身上具有时
代的印记，用他们来诠释一个时
代，再合适不过了。”
小说里有与他博客里的文字

一脉相承的幽默，也有让邓丽君喜
欢吉姆·莫里森、约翰·列侬与王菲

谈恋爱的种种荒诞故事，但是在这
些虚幻荒诞的故事中，每个读者都
能在里面寻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影
子。“我是想给更年轻的人还原一
段历史，这段历史曾经给人们带来
过痛苦。”王小峰说。

探险剧———
主题：海盗在前，家在后
主角：远洋船长、索马里海盗
关键词：日记 游记 风光 历险

世博主题是本届书展的重要
特色，除了展馆设计中的世博元
素，书展上销售的种种世博主题图
书，更有书展平台与世博平台的充
分交融，在世博园内园外共享阅读
快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海盗
在前，家在后———一位远洋船长的
日记》新书首发式就是在世博园船
舶馆举行的。
在很多人眼中，乘着巨轮环球

旅行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然而
每天都在远洋巨轮上的人们，他们
的生活并非这样美好而浪漫，他们
担负着为世界运输重要物资的责
任，面临着巨浪、疲倦、孤独的考
验，甚至是来自海盗的生命威胁。
胡月祥是新中国第一代高级

船长，他在远洋巨轮上度过了 28
个春秋。多年来，怀着对大海、对海
船、对航海事业以及家人的深厚情
感，他把自己的航海经历记录下
来，写出一篇篇记载航海艰辛与快
乐的作品。胡月祥说：“书写这些文
字，一方面排解了航海中的寂寞，
一方面也能让读者见识美丽的海
洋风光，了解海员的生活。”新颖的
主题、朴实的语言、奇妙的世界。而
这正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新出
国主义”丛书的策划理念，一种另
类的出国方式，不是观光，不是路
过，而是对一种新国度生活的融
入、参与、分享、体验。
这位远洋船长还是船舶馆的

明星人物，每周总有一两个下午，
他穿着洁白的船长服，站在他曾战
斗过的“新亚洲”号大型集装箱船
舶以及其他船舶模型前为游客讲
述航海故事。如果你们在世博园船
舶馆，如果碰见一位高大帅气的船

长，也许就是他。

科普剧———
主题：人类会是下一个恐龙吗？
主角：鸭嘴龙、双嵴龙、三角龙……

与恐龙追踪者
关键词：恐龙达人 化石 地球毁灭

从前，有一个小孩，他喜欢看
动画片《恐龙特急克塞号》。后来他
长大了就成了一个恐龙研究专家。
熟悉科学松鼠会的读者一定认识
他。没错，他就是邢立达。出生于潮
汕大家族的邢立达，从小被希望继
承家业，因此家人给他选择了金融
学，但是他无法抗拒恐龙来自遥远
时空的召唤，毅然投入古生物圈，
从自费跟着专家进行野外考察，开
办“恐龙网”，直到如今成为著名恐
龙学者的博士生。而此次，这位恐
龙达人化身恐龙足迹追踪师，带领
大家踏上穿越时空的神秘旅途。

8月 16日《恐龙足迹———追
寻亿万年前的神秘印记》新书发布
会在上海书展现场举行，但是这活
动的两大主角———恐龙与它们的
追踪者，一个在亿万年前的过去，
一个在万里之遥的加拿大求学。借
着现代科技的神奇力量，这位身居
异国的邢立达得以通过网络视频
与现场的读者交流。当然，现场还
有著名生物学家钟扬教授、《化石》
杂志主编郭建崴、科学松鼠会创始
人姬十三这三位大牌“科学明星”
友情客串。
关于恐龙我们有太多的疑问，

八面威风的恐龙骨架很难告诉我
们答案，但是留存在古老地层里的
恐龙足迹，却无意中泄露了天机
……这本由邢立达与两位国际水
准的恐龙复原图画师合作，上海科
技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本恐龙
足迹中文科普书，也许是本届书展
上推出的最为闪亮的科普作品。
姬十三说邢立达是中国科普

界少见的奇才，不仅文字好，现场
感染力也是一流。看来果然如此，
即使是通过视频聊天，邢立达也能
使现场气氛活跃起来。他绘声绘色
地向现场读者讲解如何通过足迹
来判断恐龙的身高、身长以及生活
的状态。他说自己从 4岁开始喜欢
恐龙，而现场有不少小读者也正是
那个年龄，看来研究恐龙的事业绝
对是后继有人。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日前爆出

地球将在 200年内毁灭的惊人言
论，也成为活动现场专家热议的话
题，地球会毁灭吗？人类会成为下
一个恐龙吗？现场专家的观点是大
家不必那么担心。看看书，恐龙的
足迹会给大家更多的启示呢。

上海书展标志 梁文道、朱天文、毛尖（从左至右）

远洋船长胡月祥 六六在发布会上 《沿着瞭望塔》作者王小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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