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敖曾说，《再见李敖》是一个再见不能红着眼，

那就红着脸的节目。现在，大师不再红着脸，我们却红

了眼。那位曾经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上说：“樽前作剧莫

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我在你面前跟你开玩笑、作

秀，你不要笑我，因为等我死了以后，你会想我想得发

疯。”的大师谢幕了。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李敖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

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李敖之后无民代，台湾立法院上

再也不会有正义的催泪瓦斯，台湾也再无李敖。

作家诗良说，人的一生可能因为读了某本书，认

识了某个人，从此人生的轨迹就发生了变化。李敖先

生便是在我青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那个人。李敖先生

说，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对我而言，促使

我读书求知，追求真相，便是由此启蒙。尽管我不曾崇

信他的每一个观点，但不可否认，在很大程度上，是他

启蒙了我的意识形态系统。

从《李敖快意恩仇录》开始，我方始真正接触李敖

先生的文章及其思想。最初的记忆，只是觉得这个人

好厉害，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以玩世来醒世，以

骂世来救世。从台湾政情、社会经济、治学读书、生活

女人无所不谈。他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他是胡适、殷海

光的学生，他著作等身，他以九十六本禁书创下世界

纪录。如此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被他深深吸引。

至今仍难以忘怀，在高中课堂偷偷看《传统下的

独白》、《为自由招魂》、《李敖情书集》、《李敖回忆录》...

...的岁月，那个受着启蒙的年纪。和一起“窥书”的好友

一样，我因他每一句精彩的论断或辩驳，每一段肆意

的浪漫或露骨，在课桌下按捺不住心脏的跳动，在下

课铃响后迫不及待和好友分享今天所读李敖的才华

横溢和放纵不拘。

西方媒体吹捧李敖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批评

家”，他笑谈，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

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他骂人，

摆证据、显史料，他博闻强识，他鼓励年轻人要不信

邪，拒绝心灵软骨病，年轻就要有情趣，拒绝乏味毁自

己。他告诫青年，要想不受人惑，一个最重要的方法是

要培养读书的能力，读书求知，追求真相，把我们的头

脑变得金刚不坏、金枪不倒。我们要培养独立思考的

能力，而不是在大学抄抄笔记背背讲义。诚如他对台

湾政客、历史人物从不留情的激烈批判，每一条批判

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是建立在证据与

史料之下的审判。

男女间事，毫无保留，跃然于纸。古今中外，能把

看似色情的内容引导出人文哲理，唯此一人也。从“且

且且”大谈国民党之黑暗，从“野合”考证《诗经》之不

为人知的另一面，从“男女不妨，颠倒阴阳，宣淫有理，

我为卿狂”批判中国的传统腐朽观念.......因而有人说，

他是情色狂魔，也有人说，他是情圣王子。他一生女友

无数，提倡李敖式爱情观，爱情不是霸王硬上弓，爱情

是张飞的眼睛，爱情不是痛苦，它是纯快乐。爱是乍暖

还寒，爱是云烟过。李敖是会爱的人，一点也不维特。

李敖说，我生平有两大遗憾：一是，我无法找到像

李敖这样精彩的人做我的朋友；二是，我无法坐在台

下听李敖精彩的演说。李敖的演讲张牙舞爪，八面威

风气势凌人，激情中又带着幽默，摆证据、显史料，他

逻辑清晰，古今中外，名篇百家，信手拈来。我仅学其

气场之皮毛，开场之风趣，张牙舞爪之小技，便能在高

中乃至大学之演讲小有成就。足以见，巨人之肩膀。

其实，我对于李敖的了解亦仅仅只得万分之一

二。他是一部书，一曲词，一个时代的传奇。他的千秋

功过，历史自有定论。如今，大师已矣，是非在己，毁誉

由人，只是世间已再无李敖。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那个曾经一度近于崇拜的偶

像，那个曾经对我的人生轨迹影响最大的人。

(海峡财经学院16级国贸 李杰威)

他是一个不甘却又平凡的理想主

义者，也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美国英雄

主义的普通人。

他是斯通纳，约翰·威廉姆斯的小说

《斯通纳》的主人公。《斯通纳》是一部出

版经历十分曲折甚至称得上传奇的书，曾7次被退稿，

出版后因销量不济而绝版，却在过去50年里疯狂流传

于二手书店与地下文学圈，并且在蒙尘50年后，被慧

眼识珠的美国著名文学书系NYBR Classics系列的总

编埃德温·弗兰克买下版权，重新出版，一时间在欧美

盛行，受到名人们和各大杂志推崇。

在各大美式英雄占据荧幕的今天，我们不妨来读

一读这个普通的、老老实实的美国人斯通纳的故事。

弱者与木讷
“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

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你总是对这个世

界有所期待，而它没有那个东西，它也不希望如此。”

青年时期，斯通纳的挚友马斯特斯曾对他这么说

过。他评价斯通纳是个弱者，却又是个无可救药的梦

想家，外面的世界如一张血盆大口，会将他吞噬殆尽，

唯有大学，这个把外面的世界隔绝开的地方，才是他

的容身之所。

结果一语中的，这也许是作者对斯通纳整体的评

价，每每读此，让人不禁有些揪心。不同于一贯的美国

式英雄主义———主宰世界、伸张正义的英雄主义和救

世情结，不同于大片的那种与外界对抗的价值观，斯

通纳不会与世界极力抗争，正如他的名字的谐音

“Stone”所象征的一样，一块石头，木讷的石头，世界将

他吞噬，他还纳闷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无可救药的怀

揣着自己的梦想，呆呆地，固执地怀揣着。

成为什么人
“你必须记住自己是什么人，你选择成为什么人，

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很多人的战争、

失败和胜利，很多并非军事之争，历史著作也没有记

载。要记住这个，当你试图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

农民家庭出生的他，肩负着改变家庭状况的使命

去到大学学习农学，计划毕业后回家帮忙务农。没有

料想到文学课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触动了他，他的

灵魂得到了洗礼，穿越三百年时光与莎士比亚对话，

他突然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片富饶的精神

世界。自此，他推掉农学院课程，投身于文学研究之

中，即使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脑海里闪过父母满是

皱纹的脸、闪过父母消瘦的身躯、闪过家乡贫瘠的土

地，还是毅然决然地投入自己一身所爱的事业之中，

毕业后在大学任教。

与此同时，一战爆发，校园内外所有人都热血沸

腾，都在不安的躁动。唯有斯通纳不为所动，他清楚地

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不是为正义而战，而是安心地

扎进文学的世界。懦弱的他也深刻地了解好友说的

话，更是了解自己，外面的世界如同一张

血盆大口，只有大学才能安放自己。

平凡的一生
还有什么呢？他想，还有什么呢？还

期待着什么呢？年老的斯通纳躺着病床上，在昏睡与

清醒之间回顾一生。虽然他热爱文学，热爱教学事业，

也热爱着自己读书任教的大学，但正如他本人所说他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冷漠的人，内心洋溢对文学的

热情，却用乏味枯燥的语言讲解课文，心里十分关心

自己的学生，却又对学生十分冷漠。就如一块石头冰

冷顽固，但又蕴含着火热的柔情。

他热爱文学，可一生中也只完成了两部文学研究

的相关书籍，不畅销，不是流芳百世的著作，在本校图

书馆中留有孤本。他全心全意地投入教学事业，因为

得罪了主席洛马克斯，他的职位晋升艰难，直至退休

都无法评上教授的职称。他曾憧憬过美好的婚姻生

活，但妻子近乎病态地排斥他，两个人一直处于冷战

状态。他期许女儿给他带来幸福与安慰，可女儿受夫

妻二人的冷战影响，逐渐变得叛逆，并且早早出嫁逃

离了那个家。

从世俗意义上来说，他是失败的。但仔细想想，这

不就是一个人普通平凡的一生吗？和我们一样，有太

多的憧憬，太多的诗和远方，然而生活并不总是一帆

风顺，失意也常常相伴我们。就是这样的缺憾和瑕疵，

装点了我们完整的生活。

斯通纳真的是失败的吗？

(公共事务学院16公共事业管理2班 吴舒悦)

打从呱呱坠地，我们就一直被灌输着要做一

个有理想的人，要过有地位的生活。于是，我们每

天兢兢业业，升级打怪，努力把自己纳入社会认

可的价值体系内，盲目艰辛地在人生大道上泱泱

前行。而大冰却逆向而行，他敢于发表自己对幸

福的独到见解，他敢于质疑传统观念上的幸福定

义存在偏差，他用《他们最幸福》逼停迷茫前行的

人们，唤醒他们寻找自身幸福的心灵。

幸福是什么？黄磊在写给女儿的信里这样回

答：幸福就是选择一种你们喜欢的方式活下去。

的确，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这种不同基于

大家对人生的理解和选择不同。但按照自己喜欢

的方式生活，应该符合大多数人对幸福的期待。

“幸福”曾经是一个被用烂的词，但在大冰的《他

们最幸福》里，在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世界里，这个

词变得有温度，甚至热到沸腾；这个词变得有重

量，有颜色，让你的生活顿时相形见绌。十年，十

个他们，十种幸福人生，他笔下的这些人和这些

精彩得不像话的人生，在这纷纷扰扰的红尘中，

在这信仰告缺、底线一再被跌破的小时代里，是

那么地让人感慨与羡慕。书中常出现卡尔维诺

《树上的男爵》的一句话：“要把地面上的人看清

楚，就要和地面保持距离。”在世界上，总有人在

过着你想要的生活，世界是多元的，生活也是多

元的，永远不会只有一种活法。

“幸福”来自于真正做自己。书中的他们，是

一群带着非主流价值观过着非主流的生活，却享

受着真正幸福的人。主流世界的人对他们羡慕不

已，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未必谁都愿意去尝试，即

便尝试也未必能真正享受得到幸福。像大军那种

不计后果地制唱片拍电影的大胆行为有几个人敢

效仿？像听夏那样做出想去一个可以规避数字可

以衡量商品价值影响的地方的决定有几个人愿追

随？像昌悟师兄那样挥剑斩尘丝出家修行的惊人

举动有几个人能比拟？像然灵一生不愿相见只为

可以永远写信联系的相处方式有几个人能模仿？

像丽江情侣那种爱到生命最后一秒的感人爱情有

几个人能做到？……就算做到了，那又是否都可以

感受到他们达到目标后的那种幸福与释然？这些

不停行走在路上的人们，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要的

是什么，他们不会被别人的价值观绑架，“让别人

觉得你过得好———在他们眼中，不是那么的重

要。”这本书给了我太多震撼，是书中的他们那厚

重的生命感和对幸福与众不同的的解读所带来

的。他们选择了我们无法选择的生活方式，或叛逆

或狂野，都是我们无法驾驭的生活格调，最终他们

收获的是我们羡慕不已的内心强大。

我想，我们真正需要从书中感悟的不是模仿

书中的他们如何追求幸福，也不是刻意地去学习

那种打破规则的决绝与勇敢。我们真正需要从书

中感悟的道理是“人生经历可以自我创造，生活

方式可以自我选择，幸福定义可以自我设置”。就

像书中说的那样“他们依旧各自修行在自己的世

界里，安静从容地幸福着”。现在的我们应重新审

视自己，重新定义幸福，认真解读幸福，走好人生

之路，大胆寻找幸福。不论今后的我们是安逸地

生活在快乐氛围中还是痛苦地困在牢笼阴霾中，

我们都应该保持内心的自由，让心灵始终得以慰

藉，只有内心得以自由，我们才会有得到幸福的

那天。要知道，成功并不等于幸福，真正的幸福并

不来自外界，而源自内心。

正如书中所说“人生本无定数，回首已是天

涯”，无论我们当下驻扎在何种生活中哪怕不甘

心、迷茫，但想到———在那么一个地方，有那么一

群人，过着那么纯粹的生活，便会获得笃定的力

量，发自内心去相信：幸福的出口绝不单一，并触

手可及。

渊会计学院16会计学3班 梁燕菁冤

说来羞愧，两次读余华的作品《活着》都潸然

泪下，为主人公惨绝人寰的命运而哭，也为他乐

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而哭。和许多小说一样，《活

着》揭示的是命运与现实的残酷，从而折射出主

人公乐观、坚强的一面。但和许多小说不同的是，

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比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惨更

要多上几分。

《活着》里的主人公福贵年少时是一位地主

家的少爷，他风流浪荡，吃喝嫖赌，后来被人设下

赌局骗光了所有家当，而这，只不过是他命运中

的第一个坎。家道中落后，他下定决心发愤图强，

幸得妻子家珍不离不弃，一直陪伴左右。但好景

不长，福贵在前去为母亲求医的途中被国民党部

队所抓，充当壮丁，而后又被解放军所俘虏，一别

就是好几个春秋。回到家乡时，他的不幸开始接

踵而至。母亲在其归乡前已离世；儿子因为与县

长老婆的血型相同，为救她抽血过多而亡；女儿

产子时因大出血断命在手术台上；女婿因吊车出

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妻子终因子女的死

亡，心力交瘁而不幸去世；就连他唯一剩下的亲

人———他的外孙，也因为吃豆子而撑死。身边的

亲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福贵从最初的什么都有

到什么都没有，凄风楚雨，也无怨言，只剩下一头

老牛伴随着福贵在黄昏下回忆。

生活能有多惨？读完《活着》后不禁打了一个

寒颤。作者几乎将主人公的人生安排得没有一丝

希望，却为我们描画了一个总是充满希望的人物

形象。他的语言压抑、决绝、不带一丝柔情，就连在

描写死亡的时候也是简单的两个字，“死了”，冰冷

残酷，相比于挥霍大量笔墨去描写，更让人觉得无

奈且悲伤。文中除了福贵的父母以及妻子死得尚

存常理外，儿子、女儿、女婿以及外孙的去世都带

有极大的偶然性，这样的偶然性就是为了让我们

感受到现实是一个如何巨大的深渊，你抗议、挣

扎，却不得不服从。作者不遗余力地展示了悲惨的

命运如何摧毁一个人的生活，他冷静的思维似乎

让我也跟着主人公福贵共存亡，当好运垂青他

时，我便莞尔一笑；而当灾难降临，我便心生惶

恐。就这样，我一面痛斥着作者残忍的文风，一面

却在脑海中浮现着主人公的形象，自叹不如。

若是我也遭此命运，我还活吗？大多数的读

者在拜读之后，想必都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这

本书名，既是事实的陈述，也是问题的回答。作者

将生命的脆弱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对活着充满

畏惧，但他却又将生命的坚韧也烘托得十分饱

满，他将平凡的小人物与巨大的灾难相碰撞，用

主人公历经世事仍然选择活下去的豁达态度，让

人对活着又有了勇气与力量。就像作者在书上所

说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活着本身就充满力

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不自于进

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

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他

写尽了一个人的一生，也写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

能力和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最好的时代，但也不是

最坏的时代。《活着》的创作背景恰是中国的动荡

年代。主人公坎坷的一生也有一小部分来源于那

个时代的无奈。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祖国正

在一步步地强大，人民的经济水平蒸蒸日上，这

也是作者在背后给予我们的一丝宽慰，我们自当

比主人公福贵拥有更多活着的勇气。

小说的结尾是文中的“我”看着老人福贵与他

也取名叫做“福贵”的老牛在暮色苍茫中慢慢消失。

他仍然活着，因为苦难与忍受造就了活着，而活着

才让希望存在。 渊法学院16级法学民商班 沈弋琼冤

人生本无定数，回首已是天涯
要要要读叶他们最幸福曳有感

所幸，追求过完整的自我
要要要叶斯通纳曳读后感

活着，就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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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梦想和追寻的书。情

节并不复杂但结构却极其缜密，人物和

细节的刻画也是分外细致。主人公以印

象派画家高更为原型，小说形式浪漫多

于现实，也为其增加了力度和深度。四十

多岁的怪才艺术家追寻梦想的历程，毛姆采用平静超

然的手法描绘得分外纯粹，让人读起来意味深长。伍

尔夫曾说：“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像一头撞在了高耸

的冰山上，令平庸的日常生活彻底解体。”在这样一次

与理想的灵魂对话之后，让人不禁开始反思，当你拥

有了六便士，是否愿意抬头望望月亮？

在这本书里可以获知的东西太多，作者字字珠玑

的分析，涉猎的地方包括关于人性、自我、梦想、爱情

等。毛姆的剖析可以说是直达心底，十分透彻，让人产

生共鸣感。但令人最深切的情感，还是感动二字，对斯

特里克兰德的怜惜和感动。

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

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放弃所有，独

自走上一条危险、孤独的寻求之路，最终来到远离世界

文明几千里远的小岛上画画。斯特里克兰德的行为极易

被看作痴人说梦、浪费生命甚至不负责任，而对他来说，

为的只是不负内心的热情和理想。他竭尽全力，历经了

非议与艰难，但你在他身上根本发现不了他对潦倒生活

的察觉。他在自己构筑的幻境里，将其所有都倾注进了

画画这件事里，连温饱这种于常人来说的头等大事，在

他眼里都算不得什么。他几乎偏执地追求美，却在自我

的时空中自得其乐，优雅地存活。

毛姆在书中说，“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但却是

一个伟大的人。”他追求目的一心一意，为了达到目

的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而在他的灵魂里有着某种强

烈的激情，没有一点松动的缝隙。他对那些多数人向

往的东西毫不在乎，对金钱漠然视之，对成名毫不关

心。临死之前，他交代妻子将房子烧毁。他创建了一个

世界，看见这个世界很好，然后，又傲气而轻蔑地把这

个世界摧毁了。六个便士是有用的，但对他来说，一文

不值，他对它们不屑一顾，只有那轮澄澈

的月亮，才是他心之所往。

在现实社会中，极少人会做出这样

为梦想而抛弃所有世俗观念的极端行

为，但人们内心总是怀有对精神自由的

向往。我们中的许多人，为了脚下的六便士，往往会刻

意掩藏心中的月亮，可即使得到了看似圆满的生活，

内心的缺憾始终难以填补。那种梦想被点亮的感觉我

们大抵也都能体会到，但又有多少人能鼓起勇气去追

随它呢？多少人只是抬头胆怯地看一眼月亮，又继续

低头追逐赖以温饱的六便士。很多人有理想，但等他

们成熟以后，或畏惧或无奈，就选择了一条更为便捷

的路，抛下理想各自生活去了。

生活可以有很多妥协，而理想却不行。希望你能

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诚实努力地对待内心的笃定和

认知。也正如书面的那句话，希望这本书，能让你在很

孤独的时候，发现自己原来不是唯一一个孤军奋战的

人。世界上一定有另一个你，也在为某个梦想，很卑微

很拼命地在努力着。

(外国语学院16商务英语1班 黄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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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李敖

追随心声，自由勇敢
要要要读叶月亮与六便士曳有感

《白鹿原》是陈忠实写的一部中国现代史诗

级著作，讲述的是白鹿村中白家与鹿家之间的合

作与纠葛，其中，以族长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明争

暗斗最为精彩。这部小说时间跨度为清朝末期至

新中国成立，以白嘉轩年龄的增长、日常的见闻

处事为主线，穿插着时代发展，以白鹿村村民个

人成长为副线使整部小说丰满有趣。

小说的开头讲的是白鹿原族长白秉德的儿

子白嘉轩前前后后娶了七个老婆，前六个都是因

为各种原因死去，没有留下一个子嗣，最后一个

老婆仙草则为他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破了

白家一脉单传的魔咒。而在白鹿原上共有两个大

家族，一个是白家，一个是鹿家，两家家底不分上

下，祖上有言“白鹿白鹿，白不离鹿，鹿不离白”，

所以，白鹿两家虽然总是相爱相杀，但是最后总

是会互相照顾，谁也不会放下谁。此时的中国正

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但白鹿原上的农民也

总是勤劳朴实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原上的农

民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顿顿吃的食物都是

用自己辛勤汗水换来的，这就犹如整个中华民族

的农民的一个缩影，在任何时代，农民都是靠着

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这种劳动精神在今天仍然

被推崇，用双手换来的才是伟大的。

在这部小说中，最让我敬佩的不是古灵精怪

的白灵，也不是视死如归、一心为民的鹿兆鹏，也

不是重义气、识大势的黑娃鹿兆谦，亦不是知天

命、心系百姓的朱先生，而是那个被打断了腰、仍

佝偻着前进的白嘉轩。白嘉轩身为族长，毫无疑

问他是成功的，他一心为族人谋福利，他深知罂

粟赌博会害了全村人，带头禁烟禁赌，尽管手段

残忍偏激，但是不失公道，最主要的是成功地遏

制了这种陋习。他对待鹿子霖、黑娃颇具耐心，总

说：“世上多了一个好人，不就少了一个坏人。”他

在被打断腰后也从不怨天尤人，挣扎着下地干

活。他虽然以宗族族法至上，并以此为由做了一

些与当今价值观相悖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时代

大背景下，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族长能免俗，突

然就成为封建时代的掘墓人，所以，我们要在那

种时代背景下看清楚一个人，就必须先去理解

他、同情他，再去思考他的处事为人。他是拥有大

智慧的人，经历了民初剪发令、革命军北伐、军阀

混战、国共合作，到国共合作失败，再到新中国成

立，他无数次带领族人度过危机，身为族长，他无

疑是成功的，但是身为父亲，他的做法就有失偏

颇。白孝文，白孝武都被他教育成各安天命的农

民，孝文更是被赶出家门，而作为新时代女性代

表———白灵，更是被断绝了父女关系，生死再无

相关。身为读者，我敬佩白嘉轩，不是因为他恪守

族规，坚守正义，而是因为他一心为族，丝毫不在

意自己，而且刚正不阿，不论时代如何变迁，都没

有人能使他低下头颅，这，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地方。

《白鹿原》不愧为一部史诗巨著，它勾勒的是

陕北大地万众农民的生活百态，它将我们带入到

那个年代的绝美画卷中，体会那时农民的艰辛与

骄傲。它所描述的时代变迁，寄于白鹿原上前仆

后继的时代先锋，谱写出一幅华丽的篇章，让我

们身临其境，体验流血流泪的那活生生的革命。

它所描绘的人品性格，更是描绘了农村的生活百

态，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于纸上，来到我们

的生活中。它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渊经贸学院16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江君茹冤

白鹿原：黄土里的精神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