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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之华——《〈读者欣赏〉十年精华》序文/胡亚权《读者》杂志、《读者欣赏》杂志创始人世间万
物皆有渊妙，每一个生命体都有它一生中的美丽。
大到鲸象鲲鹏，小如蜉蝣蝼蚁；巨似千年古柏，渺至无名浮萍；每一物种都遵照自己的宿命，沿着纯
粹于自身的轨迹，走它自己的路。
人们太注重热切，却忘记冷冽；太注重宏举，却忽略些小，于是新生命的诞生，如同沙漠瀚海里恰逢
一场暴雨而绽放出几朵小花，能有谁知？
1981年春，兰州，龙尾山下，甘肃人民出版社四楼朝南一间偌大的办公室里，只有两位编辑办公，那
就是创刊伊始的《读者文摘》编辑部。
空落落的西面墙壁上，张贴着一幅手写的标语：“世界上许多最美丽的花，往往开放在无人知晓的地
方。
”这幅标语是我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并贴在墙上的。
当时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兰州本地，也鲜有几人知道甘肃有一份名叫《读者文摘》的杂志。
两位编辑张贴这幅标语给自己鼓气，坚信《读者文摘》虽诞生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但她一定会是最美
丽的。
30年的时空转换印证了我们最初的信念。
《读者文摘》1993年改名，就是今日的《读者》。
如今的《读者》，在地球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的身影。
2001年，我开始做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创办一份全新的《读者》系列刊，她的名字叫《读者欣赏》。
兰州，黄河之滨，也是在一间偌大的办公室里，我们几位编辑在南墙醒目的位置张贴了一幅标语：“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国”。
这是英国诗人布莱克写下的禅意诗句。
我们的初衷是想把这份杂志办成能够轻易进入人们各自小宇宙里的一朵小花，当然，她一定也会是最
美丽的。
十年下来，《读者欣赏》，如小荷，才露尖尖角，却渐显风采。
《读者欣赏》其实是《读者》的图片版，是一份《读者》的视觉杂志，她秉承《读者》的人文精神，
凸显《读者》求真、向善、唯美的主张，试图彰显人们略知一二或尚未发掘的自然美、形式美、心灵
美。
以此为原则，《读者欣赏》开辟了一些在同类期刊中不常有的边缘栏目。
如《大师巨匠》《文化纪事》《艺术人生》《行走》和稍后些开办的《古韵今谈》《鲜话说吧》等。
这些栏目图文并茂，谐趣天成，绘声绘色，甚是悦目。
《文化纪事》作为《读者欣赏》的老牌栏目最早进入读者视野。
文化以纪事的形式出现，在当年的中国还挺新鲜。
因为“纪事”不同于“记事”，“记事”只是简单记录，“纪事”却具有文化考量和纪年般的史实价
值。
早期的《文化纪事》带有某种热点焦点的味道，如《西游记和真实的唐僧唐玄奘》对位于当时热播的
电视剧和百家讲坛。
随着这份杂志的成熟，《文化纪事》开始有了系统和规模、广度和深度。
编辑们试图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元明清政治、军事、文化领域里一些带有文化色彩的事件中，把其脉络
，萃其精华。
他们策划了《水煮春秋》《魏晋风骨》《唐诗之路》等令人过目难忘的专题。
使读者知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大圣人不是孔子而是治齐的管仲，第一名将不是吴起而是演绎晋楚
城濮之战的先軫，第一策士不是张仪而是到处献策到处碰壁的孔子，第一刺客不是荆轲而是豪言退嬴
政的安陵君门客唐雎⋯⋯这套书的历史卷书名《大国之美：中国古代文明图鉴》，选录了《文化纪事
》栏目中的精华。
大自然和社会，是人类生存与活动的两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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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旅游，就是一种审美活动。
作为一份张扬美的杂志，《读者欣赏》的旅游栏目以“行走”为特色。
它试图用最真实最美丽的图片和文字记录下行者的见闻。
我去过世界一些地方，不大拍自己的大头照，主要拍风光，积累下来，个人照只有数十张，风光照却
有上千张，闲暇拿出来翻翻，联想起许多往事。
行走主要是长见识，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也。
这一分册书名《步尺量天：走进世界最美之地》，选的都是《读者欣赏》编辑以特有的艺术眼光遴选
的行走力作。
作者们或为画家摄影家，或为文学青年，倚重精美图片辅之小文，特别适合现代青年人的口味。
我主张一个地方最好一去再去才能领略它的美。
但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游遍所有“最美之地”，怎么办？
看这本书或许是个好选择。
《人物》栏目乃《读者欣赏》初创阶段所为。
那时候，传媒对文艺界人士的集中介绍如凤毛麟角。
编辑部想通过此栏目优选一批真正的文化精英们的历史贡献，进而积淀下来，完成对文化的顶礼。
梁思成、成从周、刘文典、汪曾祺、冰心、吴祖光、马三立、启功、季羡林、章含之、何香凝、吕凤
子、谢稚柳、徐悲鸿⋯⋯这些名字因他们的事业而闪光，他们的共同点是永远有一颗中国心。
在这套书中，人物卷名为《大师映象：20世纪闻人风尚志》。
最后一本叫《笔墨江山：中国传统文化赏读》，主要编选《读者欣赏》的文章随笔。
随笔随笔，随心落笔。
仅仅浏览目录就会让你心动不已。
《中国古代房屋限购令》《汉武帝如何“拉动内需”》《火腿与状元》⋯⋯以小见大、以短搏长的俏
皮文字里也有大哲理。
最近读一本叫《塔木德》的书，讲到一个故事，说狐狸来到一片葡萄园边，看着成熟的葡萄馋涎欲滴
，但无门可入。
好不容易寻到一小洞，但它自己太肥，钻不进去。
聪明的狐狸想出办法，再把自己饿3天，钻了进去。
于是它大吃3天，享受到无比的幸福。
它忽然又想起外边的世界更精彩，于是又想从那个洞逃出，不承想这3天吃太多，出不了那洞。
于是，聪明的狐狸被迫故伎重演，再把自己饿了3天，终于来到外边。
出来后，狐狸长叹说：“葡萄园啊，你和你的果实对我何用？
里面的一切虽然美丽可爱，但于我何益呢？
我进去时什么样子，出来时还是什么样子。
”这讲的是人生。
读者在这本书里也可以读到另外一些隽永的故事。
思绪又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两条标语上。
第一条：“世界上许多最美丽的花，往往开放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说“无人知晓”，也不尽然。
蜜蜂知道！
所以后来《读者》杂志的刊徽或者LOGO是一只蜜蜂。
那蜜蜂暗喻编辑，他们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
蝴蝶也知道！
第二条：“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国”，是《读者欣赏》的旨圭。
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这份杂志时会发现，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有一个小小的彩色方块，方块中有一个图案
，那正是一只展翅的蝴蝶。
开始我们还提起过生命的话题。
我曾经说过：“杂志是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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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现在的《读者》已到而立之年，所以她显得成熟，风姿绰约。
《读者欣赏》只在垂髻之年，幼稚是很自然的事，好在有这么多热心读者，好在我们根植在中华这片
热土上，美好的未来是必然的。
这套书是生命的礼赞，也是一份生命的祝愿，建议您认真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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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者欣赏》是《读者》的图片版，是一份《读者》的视觉杂志，她秉承《读者》的人文精神，
凸显《读者》求真、向善、唯美的主张，试图彰显人们略知一二或尚未发掘的自然美、形式美、心灵
美。
以此为原则，《读者欣赏》开辟了一些在同类期刊中不常有的边缘栏目。
如《大师巨匠》《文化纪事》《艺术人生》《行走》和稍后些开办的《古韵今谈》《鲜话说吧》等。
这些栏目图文并茂，谐趣天成，绘声绘色，甚是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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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读者欣赏》于2001年由读者杂志社创办。
作为中国期刊第一品牌《读者》旗下刊物中唯一的高端杂志，《读者欣赏》以提升国人的艺术修养为
目标，通过对艺术的通俗读解，努力打造中国人的美学读本。
经过10年的发展，《读者欣赏》无论发行量还是影响力，均在艺术综合类期刊中位居前列。
本系列丛书荟萃《读者欣赏》十年图文精华，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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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武林往事之门派传奇文/华年似水 摄影/华卿“芷若，你要记住为师的话，光大峨眉⋯
⋯”灭绝师太临终时的这句话所有看过《倚天屠龙记》的人都不陌生，这背后折射出的便是“门派利
益第一”和“师为徒纲”的江湖伦理。
但江湖与武术是不一样的。
武术家看重的是师承，而不是门派。
不同的师傅练不同的武功，仅此而已，师傅对于徒弟也没有那么高的威慑力和那么大的权力。
只有当练习同一种武术的人按照宗法和江湖规矩组织起来并以同一种身份行走江湖的时候，他们才称
得上是“门派”。
而今日所谓的门派，比如武当、峨眉、青城、崆峒之类，不过是个地域概念。
某一拳法在一个地方渐渐蔓延、传承，其中一些逐渐成了气候，在一些先进文化（比如武当的道家文
化、峨眉的佛家和道家文化）影响下产生系统的理论，最后借名山之壳“上市”，在武侠小说家的“
操盘”之下成了各种各样的“武术门派”。
千年少林:一千五百多年前，一位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北方，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北魏孝文帝在嵩山为他
修建了一座寺庙，供他修行。
三十多年之后，另一位在中国南方游历多年的印度僧人也到达这里，面壁九年，创立了新的、更容易
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的佛教宗派——禅宗。
他就是达摩，而这座寺庙就是少林寺。
从此之后，这座寺庙便以禅宗的祖庭而闻名于世。
隋末，天下大乱，曾经作为皇家寺院的少林寺成为各方盗贼觊觎的对象。
于是，寺院里年轻的僧人们组织起来，以武力保护自己的寺院。
后来，他们抓住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并把他交给了当时正在逐鹿中原的秦王李世民。
李世民亲自为少林寺写了碑文，并封少林寺的十几个僧人做官。
不过除了昙宗和尚之外，其他的僧人都拒绝了。
在后来的故事中，这件事被演绎成了著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
而少林寺也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靠山，并开始了僧人习武的传统。
蒙古大军南下，攻城略地，如遇抵抗，便进行屠城。
少林寺的一位高僧雪庭福裕带着他的徒弟们四处奔走游说，试图在他的俗家弟子耶律楚材的帮助下说
服蒙古政权上层，改变这个策略，避免中原的生灵涂炭。
蒙古军队抵达开封市，周边难民已经大批涌入城内，而金人又进行了持久顽抗，一场残酷的屠城又将
开始。
耶律楚材上书力阻屠城，他说：“皇上用兵就是为了获得土地与人民。
如果屠城，得了土地而无人民，又有什么用？
奇巧精美的工程，厚藏财宝的富户，都汇集在开封城中。
倘若烧杀全城，我们将一无所获，岂不可惜？
”终于保住了全城一百五十多万人的性命。
而少林僧人在此期间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也获得了元朝统治者的信任。
雪庭福裕后来被任命为总僧统，管天下的和尚和寺院。
河南一带的和尚、寺庙都归少林寺管。
这是少林寺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段。
明朝是少林寺作为一个武术圣地而扬名的时代。
那时边关时常吃紧，东南沿海又有倭寇骚扰，而少林寺竟能多次以独立的力量协助朝廷参战。
后来，僧兵被正式编入国家的“乡兵”，少林寺则统管着本寺和五台山、伏牛山三大著名习武寺院的
僧兵。
少林寺著名的和尚三奇周友先后率领僧兵四次出征，一直远征到云南，立下赫赫战功，使少林寺的武
功天下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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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清代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中，常常会说少林寺反了。
事实上，少林寺一个方外之地，就算方丈疯了，也不会和整个国家机器对抗。
清代皇帝对待少林寺并不差，雍正亲自过问过少林寺的修缮，而乾隆更是多次到达少林寺，还到处题
字。
不过在清代帝王眼里，少林寺就是佛门圣地，不应该参与世俗政治活动，更不会让僧人参与军事行动
。
1775年，刚刚调任河南巡抚的徐绩，想请几位少林武僧到兵营中教枪法，结果被乾隆知道了。
乾隆非常生气地说：“僧人既已出家，就应该恪守清规，以和忍为主，岂能好勇争强？
你这个徐绩让堂堂大清请僧人当教头，成何体统？
传出去岂不是笑话？
”因此，少林寺的武术开始脱离政治走向民间。
居天下之中的嵩山是各路英豪往来的必经之路，为少林武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众多武术高手
在这里落脚、交流。
少林寺不断吸收各家之长，比如流行于南方的枪法、道家的导引和打坐等，使得少林寺的武术越来越
丰富。
所以，武术史专家马明达先生说:“少林非天下武学之源，而是武学汇聚之海。
”很多人认为少林寺武术有自己的不传之秘，事实上，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吸取好的东西。
少林武术并不源于佛教，更不源于达摩。
明代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是武术高手，一日经过少林，观看寺僧练棍，觉得水平太低，还
专门挑了两名僧人带回南方悉心调教，之后将他们送回少林传授其他人。
可见少林寺的武术并不是一开始就很高明。
少林寺的衰败从清中期开始。
当时，国家的灾难使得整个社会民生凋敝，少林也不能独存。
1928年，冯玉祥的部下石友三攻下北洋军阀占领的少林寺，一把火把整座寺院烧了个精光。
少林寺的主体建筑和收藏的重要文件、佛经、历代皇帝颁赐的赐牒毁于一旦。
这是少林历史上所经历的最大劫难。
之后，少林寺元气一直未能恢复，在“文革”中，全寺只剩下几个僧人，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
少林功夫历来以棍法见长，一方面是僧人不杀生，故而要用不见血光的兵器，而另一方面，棍是佛教
的法器。
僧人出门，常是一根棍、一只钵。
我们在话本和电视上看见的一头是铲子一头是月牙的禅杖只是想象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很强悍，其实
一点儿都不实用，更不会有人拿它去打仗，前面一铲，搞不好后面回来把自己捣了。
少林的棍法是棍中有枪，而今天表演的少林棍术却是跳来跳去，舞得呼呼作响，看起来花哨，却毫无
古意，也是很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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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时代，人心浮躁得厉害。
在社会飞速发展时，人的需求也在拼命膨胀。
接踵而至的文化快餐、娱乐快餐、旅游快餐数量之多、花样之多、翻新频率之高，令人目不暇接。
尝过新鲜，待这快餐的狂风暴雨过后，逐渐定格下来的人心重新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是花团锦簇的垃圾食品，还是细水长流的家常便饭？
五千年的文明和外来的精粹还能不能滋养这个民族？
我自小阅读古今中外名著，先入为主，不敢说自己品位有多高，却敢讲自己口味不低，一般的刊物是
入不了眼的，《读者欣赏》却令我心仪。
和老大哥《读者》相比，她还是个小姑娘。
10年过去，小姑娘坚定不移，带着清新的空气、和着优雅的旋律，在图文并茂的路上舞蹈，舞姿越来
越曼妙，观众也越来越多。
再过十年，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著名风光摄影家朱恩光《读者欣赏》已经迎来了她的10岁生日，这真是很令人高兴的事
。
她拥有一支非常有创造力的团队，他们的努力创造了这本高质量的视觉杂志。
我在加拿大有幸和很多中国人一起工作，合作得非常开心。
中国是个非常美丽和富有灵气的国家，到中国去一直是我的一大梦想！
　　——加拿大著名摄影家Yanick Dery阅读《读者欣赏》就像一场轻松却充实的旅行，群山间、溪流
畔、田野中、城市里⋯⋯满是文化与历史的痕迹，可口却没有满汉全席的繁复，清爽却没有快餐的不
健康添加成分。
　　——河北读者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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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欣赏十年精华3:大国之美》编辑推荐：阅读《读者欣赏》就像一场轻松却充实的旅行，群山间
、溪流畔、田野中、城市里⋯⋯满是文化与历史的痕迹，可口却没有满汉全席的繁复，清爽却没有快
餐的不健康添加成分。
和老大哥《读者》相比，她还是个小姑娘。
10年过去，小姑娘坚定不移，带着清新的空气、和着优雅旋律，在图文并茂的路上舞蹈，舞姿越来越
曼妙，观众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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