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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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包含《笔墨江山》、《大师映象》、《大国之美》、《步尺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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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读者欣赏杂志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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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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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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名人广告 　
　　古人也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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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为何喜欢查户口
《大师映象》
《大国之美》
《步尺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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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方朔：汉朝的撒娇派教主文/郭灿金东方朔保持了多项个人纪录：他是第一个以东方为
姓的人。
据说东方朔的父亲姓张，在他出世前就死了，母亲生下他三天后也去世了。
而他出生之时，东方刚亮，所以就被兄嫂命名为东方朔。
大隐隐于朝，这是后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对这话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也是东方朔。
当时他和别人辩论，一不留神就说出了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名言。
后人对这句话推崇备至，尤其是那些拿着俸禄，却又标榜自己拥有高尚情怀的人。
后人甚至还将这句话延伸为：“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谪仙”这个名字最早也属于他，只是李白后来居上，将这个名字占去了。
东方朔是以一种特别个性的方式让皇帝记住的。
他本来是齐地人，酷爱读书，为了有更大的发展，就兴冲冲地来到了首都长安。
到了长安之后才知道，长安人才济济，想博个出人头地还需恶搞才行。
于是，他决定直接给皇帝上书。
他一口气用了3000个木简才把这封信写完。
3000个木简是什么概念？
就是公车府的两个年轻人刚好抬得起来。
于是，武帝在宫内阅读东方朔的上书，一连读了两个月才读完。
我们不知道这封需要两个月才能读完的信水平如何，反正读完了信之后，汉武帝就下令任命东方朔为
郎官，让他经常在皇上身边侍奉。
东方朔这人很机智，经常让汉武帝高兴得傻笑不已。
他最著名的段子是对下面两个词语的“考证”。
在去甘泉宫的路上，汉武帝看到了一条红色的虫子，头目牙齿耳鼻都有，随从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
武帝就让东方朔来辨认。
东方朔回答：“这虫名叫‘怪哉’。
从前秦朝时拘系无辜，平民百姓都愁怨不已，仰首叹息道：‘怪哉！
怪哉！
’百姓的叹息感动了上天，上天愤怒了，就生出了这种虫子，名叫‘怪哉’。
此地必定是秦朝的监狱所在地。
”武帝就叫人查对地图，果然如此。
武帝又问：“那怎么除去这种虫子呢？
”东方朔回答：“凡是忧愁得酒就解，故以酒浸这种虫子，它就会消亡。
”武帝叫人把虫放在酒中，一会儿，虫子果然消失了。
汉武帝曾到上林苑游玩，看到了一棵好树，问东方朔是什么树。
东方朔回答：“这树名‘善哉’。
”汉武帝暗地里叫人给这棵树做了标记。
几年后汉武帝又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树，可这次东方朔却回答：“这树名‘瞿所’。
”汉武帝立即说：“东方朔欺骗我好久了。
树名前后不同，这是何故？
”东方朔说：“大的叫马，小的叫驹；大的叫鸡，小的叫雏；大的叫牛，小的叫犊；人小时候叫儿，
长大后就叫老。
这棵树过去叫它善哉，现在叫它瞿所。
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数？
”东方朔习惯于以自己奇怪的行为方式给大家惊喜。
由于汉武帝时常下诏赐他御前用饭，饭后，他便把剩下的肉全都揣在怀里带走，把衣服都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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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屡次赐给他绸绢，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
然后，他就用这些赐来的钱财绸绢，娶长安城中年轻漂亮的少女为妻。
然而，他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娶来的美女他最多保持一年的兴趣，之后就再娶，因此他的钱财和
精力都用在了物色小美女、迎娶大美女、抛弃老美女的功夫上，弄得同僚们半是嘲弄半是嫉妒地称呼
他为“疯子”。
他却反唇相讥：“笨蛋，你们没有明白我这样的人是在朝廷里隐居吗？
”他喜欢撒娇，尤其是在汉武帝的背后向汉武帝撒娇。
有一天，东方朔又在为自己的满腹才华自吹自擂，公开扬言在大汉王朝，学问的前三名一定是东方、
东方、东方！
同僚一起发难：“你如果说苏秦、张仪水平高我们承认，因为他们偶然遇到了大国的君主，便能混个
卿相。
至于您，我们却不敢恭维，因为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您在朝廷里奋斗了数十年，官衔不过是个科
级侍郎，这难道没有您自己的原因吗？
”东方朔的回答堪称经典：“不要乱说什么张仪、苏秦的往事，时代不同了，高低都一样。
周朝十分衰败，诸侯王得到士人的帮助就能强大，失掉士人的帮助只能自取灭亡，所以士人可以身居
高位，子孙长享荣华。
那显然是非正常年代的非正常事件。
在如今正常和谐的年代，贤与不贤，凭什么来辨别呢？
古书上常说：‘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
’我做小官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你们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这段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打击了他人，又抬高了自己，同时还拍了朝廷的马屁。
这娇撒得空前绝后，依仗自己的智力，东方朔成了隐居在朝廷中的撒娇派教主，弄得汉武帝一天不见
东方朔，就会觉得哪里不舒服。
面前无人撒娇岂不是空有江山？
于是汉武帝也不时地给东方朔提供表演的舞台。
一天，有一只动物跑了出来，它的形状像麋鹿。
汉武帝就下诏叫东方朔过来。
东方朔果然不负众望，马上开始撒娇：“博学如我，怎会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但只有让我吃好喝
好之后，我才愿意说出来。
”吃饱喝足之后，东方朔又开始撒娇：“我知道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只有陛下将这块公
田赏赐给我，我才愿意说出来。
”得到汉武帝肯定的答复后，东方朔突然大叫道：“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这种动物叫‘驺牙’。
它的出现，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必然有人过来投降！
”过了不长不短的一年多，匈奴浑邪王果然带人归降汉朝。
东方朔料事真如神！
东方朔临终时规劝汉武帝说：“《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
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
’‘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
’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
”汉武帝感叹道：“如今回过头来看东方朔，仅仅是善于言谈吗？
”过了不久，东方朔病死了。
古书上说：“鸟到临死时，它的叫声特别悲哀；人到临终时，他的言语非常善良。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东方朔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人才，在伟大而专制的年代里，他学会了如何调节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
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用知识换取物质利益，并学会了用这些东西去换取其他方面的享受。
知识就是力量，这话难道是骗我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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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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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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