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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实交待吧，这套丛书的缘起，跟《南方周末》创刊二十五周年有关。
创刊二十五周年，逢五，“南周”未能免俗，搞了一些纪念性的事情。
先是在紧邻生日的那一期，打了一个纪念包，在二十五年里各选了一点紧邻生日那一期内容的只言片
语，弁于每版的上部；头版则是一篇编辑部文章，题曰“生于1984”。
生于1984，说了个大实话，并由此声称自己是“一份80后的报纸”，顺手捡了个现成。
记得惹起过一些非80后的读者朋友的非议，但我想，以他们的天纵神武英明，对我们的这一点小九九
，应该洞若观火。
要我这个个中人老实交待的话，跟80后攀个同年，也不过是“南周”想跟年轻人，包括非80后的年轻
人，勾肩搭背的意思，属于淘气——也许算不上是“精致的淘气”——一类，不是要刻意排他的。
办报，自然是要人看，谁不想男女老中青华洋通吃呢！
那大实话里也有一些别的意头在里边，也是个现成，我们的读者恐怕是一望而知的，这也属于一种淘
气。
奥威尔的《1984》，精不精致不知道，知道的是，这是一种年份的偶合，却无疑义。
告别1984，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大故事；生于1984，“南周”书写着中国的大故事。
噩梦慢慢醒来，拿破仑对睡狮的预言，似乎正在兑现。
中国人敢做梦了，中国人能圆梦了。
为“南周”幸，为国家幸，“南周”提出了“中国梦”这个概念。
在上海文广传媒的支持下，我们在上海向“中国梦”的践行者致敬，也以此作为我们二十五年生日庆
的一部分。
以国家作为梦的前缀的，听得最多的是“美国梦”；“中国梦”，一望而知，也是现成，也是挪用，
也许也是淘气。
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像从乌托邦的虚空中着地的安泰那样，缓释出力量；像一个还
在为青春痘烦忧的少年一样，勃发着生机。
这跟一个早已在地的巨人，跟一个健康成长的少年，私心觉得，也许是可以分庭抗礼的，当然，也可
以握手言欢。
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难免拥有一些共同的梦想——不是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当然，
有实现梦想的不同道路。
殊途而同归，大约归于人。
这同归的路，是人道——是人像个人的样子的道，是让人能像个人的样子的道；是人不是被缚的、不
是被养的、不是被“被”的，不是跪着的、不是一个人站着的、不是几个人站着的，是所有的人都站
着的⋯⋯道。
有些路是挤的，有些门是窄的，人的道是难的。
但总有一拥再拥三拥而上的，总有破门破窗破头而入的，总有分身粉身焚身以殉的。
悲欣交集，非黑即白，或者灰色，平淡如水，忽而绚烂，忽而绚烂归于平淡，是人的故事。
生于1984，有生以来，“南周”记录着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记录着人像个人的故事，国家像个
国家的故事。
除此而外，它能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呢？
我曾经说过，《南方周末》是个补集。
那一年的2月11日，它甫一出世，就是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补充的；自此以来，它也不
过是以尽可能专业的方式，做了点同业不能做的，不愿做的，有时候是不敢做的，或者忘了做的。
补充而已，借用一个数学的术语，是为补集。
以后，补集似乎成了它的宿命，或者，竟是一份使命。
“南周”奔三了，幸耶非耶，同业与“南周”的交集越来越多，“南周”能“补”的就越来越难，也
越来越少；只是使命难卸，宿命难免，“南周”同人一如既往地找着，补着，找补着⋯⋯矫情点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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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写着，就想到曹雪芹笔下无材补天的石头。
女娲炼就了三万六千零一块，补天剩下的那一块，自怨自悼之际，遇了两位肢障人士，不是“被”，
自请被携去红尘走了一遭，于是，中国出了个《石头记》。
“南周”当然不是《石头记》。
我们这里首先结集的，都是“南周”第二十五周年里刊出的各色东东，算是今年的那些补集，或力求
成为补集的补集吧。
作为“南周”年度丛书，亦以为“南周”创刊二十五周年的又一个纪念。
顺便卖一句广告：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分门别类，选编这些各类补集，年度作一合观，以见
我们努力找补的一点成绩，以作读者了解中国的参考。
跟平时一期一期或应时应景又不可预测而发的一篇一篇（自不是连载），这用心合辑的“南周”年度
丛书，虽不“新奇别致”，应该也是别有生面的吧？
花些银子，不一定冤枉。
再废话一句，是为序。
2011年4月19日于陈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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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闻报道趋同化、独家报道越来越少的今天，副刊是塑造报纸个性的重要元素。
《示读者以大信(阅读卷)》精选南方周末阅读版的文章，通过以书为媒介的思想文化评论，给读者以
启迪和思考。

《示读者以大信(阅读卷)》共分五辑，包括：学术规范；非虚构；人与书；小品以及秘密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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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方周末》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以“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
，激浊扬清”为特色；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责；将思想性、知识性
和趣味性熔于一炉，寓思想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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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篇小文，4个车胎被扎我的那篇小文发在2006年第6期《当代电影》上，署名吴迪(启之)
。
题目是《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电影研究中的抄袭与剽窃》，文中点了林先生、倪副教授、何教授
、黄教授4人的名。
拙文问世后，出了几件可歌可泣的事——最令人感动的是，何教授给编辑部和我来电。
说他恨不能马上飞到北京，向被他抄袭的郦先生赔礼道歉。
他还写了一个检讨，答应在《当代电影》上发表。
最令人可怜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前影视所的梨枣先生给《当代电影》的主编和我来信，信中披露，
倪副教授的《中国电影史》还剽窃了他的《中国电影电视》，抄了他9000余字。
但是，他诚恳地要求，“还是以吴迪、启之的名义揭露，不要暴露他”。
(此先生将吴迪、启之当成了两个人)最令人佩服的是，一名“从事影视教学的教师”给编辑部的来信
。
此信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说我那篇小文是“话语霸权并且有较强的人身攻击性”，针对我将抄剽者的单位、职务、学位、职称
公之于众的做法，质问我，是否想“给单位施压以惩治违规者”？
来信进而认为，“这种感情超越理智、超越法治的做法不但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行为，而且也体现出
学术研究者客观立场缺乏。
”在写信者看来，造假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为之”，另一种是“因文风习惯而导致的”。
“应该区别对待”。
来信还劝诫《当代电影》不要发表这类“贴大字报”式的文章，因为它“降低了《当代电影》的学术
含量”。
来信中最有分量，因而催我走上“打黑”道路的言论如下：“学术打假者可能未必会将目光放在目前
最具有话语权的研究者们身上，因为这样打假的成本和风险可能会很高，即使攻击他们恐怕也未必会
对其个人造成太大影响，因此矛头必然会主要指向青年人，以这种方式进行批评，我以为非常不利于
青年学者的成长。
”最吓人的是，我差点因这篇小文惹上官司——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负责人之一，尹教授给《当
代电影》编辑部打了电话，用了近一个小时对我进行严厉的斥责，并声称要到法院告我。
尹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他是何教授的导师，他曾为何的一本书做序。
序中对何做了高度评价。
最让《当代电影》难过的是，何教授突然改变了主意，拒绝《当代电影》发表他的检讨。
堤内损失堤外补。
这一期的《当代电影》卖火了，据说，光中戏的师生就买了200本，后来又加印了数百本。
《文艺研究》、《电影艺术》的主编纷纷找我，希望我再有这方面的稿子给他们。
《当代电影》受到鼓舞，催我再写第二篇。
就在此时，我的车胎两次被扎。
到派出所报案，警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肯定是得罪谁了。
”真不愧是人民警察，一语中的。
可让人郁闷的是，我等了4年，始终没收到法院的传票。
第二篇小文：圈内无处可发我的第二篇小文点了3个人：倪副教授、路教授(某学院系主任、博士生导
师、《电影艺术》编委)、高教授。
但《当代电影》言而无信，压稿不发。
两个多月后，主编要我把人名、书名隐去。
理由是，路教授是国务院学术评议委员会的委员，得罪了此人，对于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不利。
何况，路还是我的朋友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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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人名书名隐去就文不成文了。
路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没有干这事的。
不约而同，《文艺研究》的主编也变了卦——托人传来的理由是：路是他所在研究院院长的同学，是
研究院的客座。
而高是他去年博士答辩时的导师之一。
刚拿了学位，就揭导师的短，不够意思。
《电影艺术》倒没有抽肩膀，但是我也不想找了，那主编是我电影学院的学生。
我不想给他出难题。
圈里盘根错节，只好转到圈外去，此文最后发在了《博览群书》上。
于是，圈子里太平了，主编们踏实了，抄剽者安心了——反正没几个人博览群书。
就算览了，又奈我何？
既然可以“好官我自为之”，为什么不可以“好师我照当之”？
话虽这么说，有我这个“不安定因素”在，“好师们”总会犯嘀咕。
央视电影频道节目部主任陆弘石告诉我，路教授给他打电话，请他劝劝我，不要再写了。
陆对此发表评论：“他还好意思！
”然而，我却对这位导师突然怜悯起来——连我的学生都从我那篇小文中看出来我属于那种“见了棺
材也不掉泪”的主儿；这位在学界泡了大半辈子的教授，竟然没这点悟性。
倪副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不仅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好做人！
’这是刚进学校的时候，路老师在第一堂课上的第一句话，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在导师榜样的激励下，倪副教授在学习做人上又迈出了一大步——2007年4月13日晚9时许，倪给我
打电话，承认自己抄剽了陆弘石的著作。
问我怎么办。
我请她公开检讨。
她说怕《当代电影》不发她的检讨。
我向她保证肯定会发，并将编辑部主任的电话告之。
然而，她从此杳如黄鹤。
直到3年后，北大教授李道新惊讶地发现，她的新书又剽窃了他的著作。
12万：打个老虎人们说我“打苍蝇，不打老虎”。
其实，我很想打“老虎”，可我不掌握“老虎”的证据。
“权学交易”者才称得上“老虎”。
这类交换都是私密行为，像我这样的等闲人士怎么知道？
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成立一个“学术反腐工作室”。
通过互联网，放手发动群众。
让“老虎”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权学交易有3个无法超越的环节：一是入学考试，二是外语成绩，三是论文答辩。
要考硕博士，必须经过笔试口试两道关，那些浪得学位的官员是否合格，一查原始记录就知。
二是外语。
硕士要求外语成绩及格，博士要求两门外语。
查一查考试卷子，就一目了然。
三是学位论文。
白纸黑字，你写得怎么样，导师的评语，答辩委员会态度，都有案可查。
可是，掌握证据的人，凭什么要把证据给我呢？
有了，我拿出12万，奖励给勇于揭发并提供证据者。
打他几只老虎，出这口鸟气！
2007年8月，“学术反腐工作室”成立，我向社会承诺：凡向本工作室提供权学交易的确凿证据者，本
工作室一次给予奖金1万元人民币。
时至今日，举报信接到了几封，说的还都是“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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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大者，不过是某校的教授，抄袭了某在职博士的论文。
总之，“老虎”连个毛也未见，我一分钱也没花出去。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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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寻常百姓的心声，新生事物的哨兵。
　　——钟南山在这里要读懂中国，并不容易，但他们的努力和执着，正在让这一个期许变为现实。
经历过诸多的风雨，但那一种力量还在！
　　——杨锦麟舆论监督，南江一珠。
情关民疾，理发民主。
　　——张思之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有力者有爱，让幸福者沉思。
　　——王石南周生南国，七天出一期，愿君多培育，此报最堪思。
　　——贺卫方关怀社会，心系大众，呵护理想，保持智慧。
　　——李开复百姓呼声，社会正义。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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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示读者以大信(阅读卷)》为“南方周末文丛”中的一本，全书共分五辑，主要收录了“体温日本”
，“上水船歌美如斯”，“一个平民的自由理想”，“价值关怀与实证研究”，“左右为难的乔姆斯
基”，“畅销之罪”，“国学的学与术”，“从经典到经验”，“民主：古代的，现代的”，“林沛
理的书单”等作品，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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