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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开始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节目《环球
名人坊》中，推出多语种深度系列访谈——“作家与世界”，旨在挖掘作家眼中的独特世界，向全世
界推介中国作家及中国文学作品。
访谈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受众的热烈反响。
不少听众表示，希望能够留住这些转瞬即逝的声音，更细致地感受每一位作家的独特之处。
“作家与世界”系列图书，即根据系列访谈节目开播以来的作家访谈实录和主持人采访手记整理辑录
而成。
本套图书的出版，是作家和主持人交流、节目和公众对话的一种延续。
图书采用人物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张贤亮、迟子建、韩少功、贾平凹、莫言、张抗抗、阿来、王安忆
、陈忠实等一大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做客《环球名人坊》时披露的人生故事、心灵疆域和存在之思。
知识性兼趣味性，强调书写方式与读者之间的亲切交流，让读者在心灵的喜悦中获取思想的启示，是
本书追求的目标。
之所以定名“作家与世界”，是希望这不仅仅是一档文学赏析节目，也不仅仅讲述作家的人生故事，
更希望读者能通过每次谈话，感受多彩的世界，提取人生的真义，体味生存的韵致，探寻作家的精神
家园，破解他们与众不同的思考习惯，对习以为常的世界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家与世界”这档访谈节目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通常，很多大型系列采访节目会采用两名以上的主持人与所有嘉宾对话。
而为了使“作家与世界”系列访谈具有更强的连贯性，在整个系列当中，我们只使用了一名主持人。
她在对外联络、资料收集、提纲制作、采访剪辑等流程中要全面负责，她在完成了海量的阅读，熟悉
大部分评论界对于作家的声音后，能够横向对整个作家群体进行对比，让作家敞开心扉，以他们独一
无二的人生态度和话语，留下诸多精彩的瞬间。
这使访谈节目真正成为面对面的心灵对话，也烙上了主持人自身的鲜明风格和特色个性。
系列节目想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主持人这根丝线，串联起中国作家这个独特群体，织就出一张纵横
交错的网络。
通过这张网络，让节目的听众和本书的读者，借助顶尖作家所拥有的高度，分享他们之所以成功的心
灵底蕴，共同思考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体味一个更为深远的世界。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国家对外传播的主力军，经过7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语种最多、全国媒体形
态最全、海外受众最广的现代综合新型国际传媒，承担着“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
界报道世界”的重任。
中国作家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具有文艺门类齐全、文艺资源丰
富、文艺人才荟萃的优势。
相信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作家协会联手推出的“作家与世界”系列图书，将让世界更多的人增
进对中国优秀作家作品的了解，增强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积极贡
献。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总编辑：王庚年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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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作协重点合作访谈节目“作家与世界”的文字记录。

　　文人，作为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中国历代都担负着定位那个时代精神，并反应其韧性和张
力的责任。

　　《用文字呐喊》一书采用人物访谈的形式，记录了阿来、莫言、张贤亮、贾平凹、韩少功、迟子
建、张抗抗、陈忠实、二月河、李洱、白先勇等一大批中国当代最特立独行的文人，披露的人生故事
、心灵疆域和存在之思。
他们用中国最具穿透力的声音，对社会、时代、世界、理想、死亡、幸福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思想评述
。
这是他们每个人的简明创作史和思想史，所勾勒出来的，是过去30多年中国文人的进化轨迹。

　　这是一批了解中国必先了解他们的人，他们的作品和思想推荐到国际上，将会颠覆传统对中国的
认识和价值评价。
世界只有聆听了来自他们的声音，才是叩开了一扇正确理解中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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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晓雨，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硕士。

　　曾经的北京女子手球队队员，曾经的《北京晚报》摄影记者，曾经的模特、外企文秘和电视编导
。
现供职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任高端访谈节目《环球名人坊》及国际时评节目《新闻盘
点》主持人。

曾获中央电视台《挑战主持人》月冠军，“都市女孩服饰风采大赛”最佳形象奖，“朵而女性新主持
人大赛”季军。
先后主持过中央电视台　　《戏中有戏》《文化正午》等谈话节目。
策划并专访了上百位中外知名人士，如法国导演雅克?贝汉，传奇女性陈香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
南书毕，电影人顾长卫，音乐家李云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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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家与世界”系列图书总序
阿来：浮华时代之中的本真质感
　　历史本身的真相跟事实，总得有人把它说出来，现在我也想清楚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不是为了
讨谁高兴来活的，我们大概就是那种讨人不高兴的。

莫言：梦幻文字背后的现实足音
　　前几年我会说是请看我的《丰乳肥臀》，但是从2006年以后，我会改口了，我说你看一看我的《
生死疲劳》，因为那里面我把我很多的个人的奥秘，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全部写出来了。

张贤亮：传奇足迹之下的不老青春
　　第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恐惧的东西，因为恐龙已经绝种了。
第二个，幸福是一种愉快，能够长期地保持愉快，就是幸福，所谓知足者常乐，所谓知足者就是幸福
的。

贾平凹：穿过笑骂评说，谁解真实心境
　　一生为什么老受争议，我一生一直在受争议，从我一开始写作就受批评。
关键是有时写作我就不管那些东西，我反正把我怎么想的，我把它写出来就对了，《废都》基本上也
就是这样。

韩少功：精神世界的山南水北
　　当然，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压力巨大，甚至价值观迷茫，也特别容易让人苦闷，让人不舒服，让
人很容易愤怒。
不过，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观非常清晰和稳定的时代，一切都由大人物安排好了，不需要我们思
考了，难道就很有意思吗？
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吧。

张抗抗：河流般的岁月成长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承担，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我试图跳出知青文学的套路，站在人性的高度上来反思自身，超越知青文学的局限。

迟子建：心灵在夜晚绽放的光芒
　　在你生活很不如意，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个写作的世界给予你的这种力量和安慰，超出了常
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写作的世界，跟大自然一样，对我是特别重要的。

后记 午夜的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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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贾平凹：穿过笑骂评说，谁解真实心境他是当代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
“一生为什么老受争议，我一生一直在受争议，从我一开始写作就受批评。
”他的长篇小说《废都》被禁近20年后，依然是话题的中心。
“我反正把我怎么想的，我把它写出来就对了，《废都》基本上也就是这样。
”今天他如何回顾那些被删减的文字？
“最后是出版社删了一部分，我也还删了一部分，但是当时我都要写了，不写，那一种真实感不能出
来。
”而在细密的文字背后，他有什么样的内心？
“我见人多的时候，我就害怕了，为啥老得病，有好多压力，叫我去开会，我都不知道咋开，就紧张
了。
”什么是他眼中的爱情？
“原来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其实癞蛤蟆从来不想吃天鹅肉，因为它太远了，离它太远了。
”他又用怎样的方式诠释死亡？
“人到老的时候，到死亡的时候，真正的生命枯竭，他是没痛苦的，只有幸福感。
”他是一个自称为农民的作家。
“你骂我，我一般也不骂你，你欺负我，就欺负，这也是当时无奈的一种社会把你变成这样子，这种
心理一直贯穿到现在。
”在《秦腔》《高兴》等作品中，他对乡土一往情深。
“再没有那些很温暖的东西，那些人就没办法活了。
”他的《浮躁》《废都》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但他却曾如何看待写作？
“在年轻时写作也跟赌博一样，谁也看不来前头。
”他如何定位自己的读者？
“写腐败，写反贪的小说，哪个贪官看了，反倒都给不贪污的人看了，给写民工，实际上民工看得少
，都是给不是民工的人来看，引起社会一些关注就对了。
”本期《环球名人坊》，对话作家贾平凹，穿过笑骂评说，解读真实心境。
“写得多了以后，人越来越害怕，这像开车一样，开头的时候，啥都不怕，越开越胆小。
”我就是石头变的吧？
各位好，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邱晓雨。
本期“作家与世界”系列深度访谈中，我将对话的是贾平凹。
从1973年发表自己的处女作开始，贾平凹已出版了小说、散文、诗歌、书法、美术等方面的著作一百
部以上。
30多年的作品就算挑着说，我也很难在一到两期节目中说完。
因此在我们的对话当中，主要谈到的只有四点，它们是：病、农村、女性和爱情。
我相信关于每一点，贾平凹都有最充分的发言权。
贾平凹不是第一次做客《环球名人坊》了，几年以前在他创作长篇小说《高兴》的时候，我们的主持
人弥亚牛曾经到往他在西安的家中进行专访。
而这次，我们则是在多雨的重庆和他聊了很久。
邱晓雨：你好，贾平凹，欢迎再次光临《环球名人坊》。
贾平凹：好，谢谢，谢谢。
邱晓雨：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好几年之前，我们的主持人弥亚牛采访你的时候，你正在写《高兴》那
本书。
贾平凹：对，对，那是1997年，1996年了。
邱晓雨：我们这次约你，是在“两会”的时候，你病了，所以拖到现在。
贾平凹：对。
邱晓雨：最近身体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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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还可以。
因为“两会”的时候，开两天会就发烧了，发烧就走了，但是我没想到这次你又到会上了。
邱晓雨：所以我特别怕你这次又生病了。
贾平凹：不敢说，一说就病了，就是（笑）。
邱晓雨：我采访莫言的时候，觉得饥饿这件事对他的创作影响特别大，其实从你好多作品里面，我觉
得“病”这件事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贾平凹：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得过一场病。
大学毕业后，在30多岁的时候，病特别多，从那以后，病就再没断过。
当然这几年还算好的，比我30多岁那个时候状态要好一点，体质不是说多强壮的。
一劳累，就啥也不想了，所以一般我不爱出门，也不爱到哪儿去，旅游也不爱跑，一累，就没有啥兴
致了。
邱晓雨：你说你是适合静养的那种类型。
贾平凹：对，我也不锻炼。
人绝对是分两类，一个是动的，一个是静的。
有些人，动物变的，托生的，他就要动。
有些他就不是那一种托生的，他就必须要养。
邱晓雨：你觉得你是什么托生的？
贾平凹：我就是石头变的吧，反正就是不动了。
庄之蝶是有趣味的，他有他的苦闷在散文《人病》当中，贾平凹提到了自己在患上肝病之后感到的人
情冷暖。
文章里说：“惟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
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
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
我只做我的坐椅，我用脚开门关门，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
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
’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
的父母，我却被蚊香熏得头疼。
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
我似乎觉得那烫泡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
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如果说散文《人病》是贾平凹因为自己的病，感受到社会的病，中篇小说《病像报告》则是致力于
贯穿不同时代的“病”。
家喻户晓的《废都》虽然在性描写上广受关注，实际呈现的也是一种都市生活的病态。
邱晓雨：你那么多作品，像《人病》《病人》《病相报告》都跟病有关，是不是人自己生病的时候，
特别容易观察到其他人的病，包括社会的病，很敏感。
贾平凹：病吧，也是一种体现生活的、人生的一个方法。
人一病以后，他看别的啥也不一样，尤其在特别痛苦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发生变化了，这起码影响你
的情绪，情绪低落。
邱晓雨：你的一些作品写出了当代社会的通病，像《浮躁》。
而《废都》是不是也在说文化界的一种病？
贾平凹：拿我自己来讲吧，比如说小时候，个子小，不像你那么大的个子，像你这么大个子，那我性
格现在绝对不是现在这性格。
个子小，再接着文化大革命，家庭又打成反革命，我父亲打成历史反革命。
出身不好，政治地位没有，身体又不好，他这个就形成一个特别敏感的人，不是说慷慨激昂的那一种
。
他是把你整个的人生基调给确定下来了，内向、老说话、不爱动。
他内心可丰富，他敏感，他能感受好多东西，就像眼睛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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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的耳朵就好了，聋子的时候，眼睛就亮了，道理是一样的。
邱晓雨：所以不管是《浮躁》还是《废都》里面那些社会现象，你容易看得更清楚一点？
贾平凹：嗯。
反正文学作品它基本上就是，如果一个人生活状态，生命状态和这个时代在某一点投合的时候，你虽
然写自己，其实投合的是中国时代的东西。
就害怕找不到这个点，或者是偶然碰到这个点，你把他拿来，像曹雪芹他写大观园一样，这个点正好
和那个时候当时那种社会，衰败它是投合了。
经常是个人命运和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一旦达到，有的是有意识，有的是无意识，容易能写得好
一些。
邱晓雨：你举这个例子，《红楼梦》里面有一种衰败，而《废都》也有一个字，是“废”。
贾平凹：嗯。
《废都》基本写上世纪末的那个时候，写知识分子的一些心境的，精神状态。
在当时写出来，一般人不愿意承认那个东西，谁也不承认，就包括知识分子，他也不承认，是我我也
不承认。
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也不愿意承认那些东西。
实际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冷静下来，就是那回事情，大家当时都对性的描写，那方面，关注的那方
面，引起争论，当时写的还是有些早了，但是文学作品，不管是你对社会的感知，还是对人生的感知
，我觉得一定要预见性，或者前瞻性，或者提前性的那些东西。
邱晓雨：我想问，如果在生活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是庄之蝶，在你的身边，你会跟他做朋友吗？
你怎么看待他？
贾平凹：现在这种人也多得很，朋友吧还是可以交朋友的。
你不能把家里人当成你自己，不能把亲戚当成你家人，也不能把朋友变成你家里人。
朋友就是有个事情互相帮助，互相关照着，这就是朋友了。
庄之蝶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很有趣味的一个人，生活作风那是他个人事情了，愿意干啥你干啥，与
我无关了。
现实生活经常有好多人，他本身就是很正经、正统的一个人，他对你也特别好，但是这个人老没趣味
，你和他待在一块也难受，给你拿钱，送钱来，你就希望赶快把钱放下，你赶快走，因为他没啥意思
。
有些人明明知道，说来说去啥东西，就要占你便宜，但是他有意思，你还愿意来和他谈话。
邱晓雨：你就让他占便宜？
贾平凹：嗯。
往往人就是这种毛病，就是觉得有意思，这个人有趣味，庄之蝶应该是有趣味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苦
闷法。
邱晓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他们的这种困境。
贾平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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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午夜的花开有一天，我生病了。
清晨要去医院抽血，放在9只小小的管子里。
因为大家都饿着肚子排队，到了中午还排不到，有一个女人竟然哭了。
我们都很惊慌，不知道怎样来安慰。
这和我的作家系列访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是觉得，如果不来看病，我不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生这么多种病。
我想了解这个世界，但是我不可能去往它的每一个角落。
我喜欢月亮，但只是看一小会儿，我就进屋去了，我不能陪她过整个晚上。
那些夜晚绽开的花朵，她们的美，她们的艳，她们的轻盈、招展以及孤单，我都因为睡得太早没有看
见。
我看见的东西太有限了。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限，有时限，有界限。
一眼望不到边的生命里，我们浑浑噩噩地在小小的井里蹦跶了几蹦，比身边的青蛙多叫了几声就以为
自己是王子。
直到有一天，咕咚，我们就死了，接二连三地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
年龄越大，身边死去的朋友就多了起来，一点一点，超过活着的数量。
然后，我们自己就成了别人的故去的朋友。
我努力地做好作家系列访谈的原因是，希望在上天给我有限的日子里，到达更高更远的地方。
而我知道，仅仅凭我自己，有些地方永远也到不了。
这对你也一样。
莫言的高粱地后面躲藏了什么样的现实中国？
陈忠实在白鹿原上，经历过哪些大悲大喜？
王安忆的《长恨歌》，张抗抗的《作女》，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融入了她们怎样的心路
历程？
在《废都》的方框背后，谁解贾平凹的真实心境？
不止这些，远远不止我提到的这几位。
这个系列当中的每一位中国作家，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思想者，他们写这个世界上的荒诞和娇艳，供我
们陷入思考。
事实上，和作家对话是件煎熬的事。
我老是在压力下觉得恐惧和忧郁，怕我做不好。
我经常很烦。
我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的主持人，负责的节目有《环球名人坊》和《新闻盘点》。
《新闻盘点》每天都要直播，除此之外的时间才属于作家们的系列访谈。
我要做的工作包括外联、策划、采访、剪辑、配音。
如果不是作协的胡平、李朝全和岳雯三位的帮忙，我一定做不下来。
如果不是音频制作杨晓蕾配上无与伦比的音乐，也一定不会有那么多听众喜欢这档节目。
如果不是国际台和中国作协的这个平台，我也没有机会做这个项目。
我想我应该珍惜机会。
但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很多次想停下。
因为光是看几十个作家们的书，一度完全丧失业余生活的我就已经快崩溃了。
能坚持到现在，是因为每采访一个作家，就看见一重世界。
每看一重世界，我就想要往下走，继续去看别的世界。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同一个世界里。
如果你不走进别人，如果你不从别人的视角来看世界，你就永远只拥有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往往很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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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央视主持人马东给我的建议：设立同题。
这让作家们可以回答相同的题目来彰显不同之处。
有些题目，很多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回答。
比如：“如果可以选择，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他们的回答和当时的表情，都让我记忆深刻。
而接下来，当我问道，他们死后希望转世成什么，回答更是各种各样，有水，有树，有人，有猪。
如果你喜欢这些作家，那就猜猜他们为什么如此选择吧。
《环球名人坊》不是个八卦娱乐的节目，我们的谈话不是为了满足追星的需要。
所有的问题，指向的都是心灵。
我希望这些通过他们的回答，显现出他们真实的精神面貌。
而他们与众不同的回答，确实给了我们理解和分析他们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一的作家呈现出来的东西，远远不够重要。
当这样一个群体，在我们面前展开，你才会发现，他们就像一张地图，把生活铺展开来。
你听到和看到的，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心声，而是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思考者，提供的视点和风景。
这对每一个关注世界发展，思考当今中国的人来说，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参照和启迪作用。
我还喜欢一道题，是让每个作家用三个词来定义自己。
我能记得一些答案，比如贾平凹的“胆怯”、韩少功的“知行合一”、张抗抗的“真诚”等。
这些特色，你在他们的文字里，也能看得见。
但是，绝不会像在访谈里这么明确。
书里藏着作家的观点。
我的节目里，他们不藏着，直接说。
每次准备采访，总是让人揪心。
我必须有把握看过足够多的东西，让作家愿意和我交流。
而我相信，他们不是随便和谁都敞开心扉的人。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必须时时保持警惕。
我看得见，当一个问题和他们的内心世界格格不入时，他们脸上微妙的变化。
出于礼貌，我的谈话嘉宾，谁都不会太直接的说出不满。
但是，我必须捕捉他们的反应。
这让我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力图进入他们的思维领土。
如果失败，那么有很多独特瑰丽的风景，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捕捉到了。
那对我，对听众和读者，甚至作家本身，都是一重遗憾。
我记着，刘振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曾经有过一个形容，大致是这么个意思：两个人的谈话，之
所以是吸引人的，是因为谈话让他们到达了一个从来没到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谈话牵引他们去的。
在谈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你们会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去往什么样的地点。
我还采访过一位德国老人，他也曾经说，任何人之间的交流，远远不是“1+1=2”的过程，互换信息
只是最基础的部分，关键是相互激发起的那些东西，使交流更像是乘法而非加法。
遗憾的是，我还远远不是一个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
我总是希望，我和作家之间问与答，包括我对他们作品和相关现象的表述，能够激发起他们内心更多
的涟漪，是之前和之后他们接受的采访中，不曾也不再有过的。
我希望我能够像打一口井那样，可以挖得更深，而让他们涌出更丰沛的内容。
但我想，我一定因为能力所限，不能让我对每一位的采访，都做到最好，每一问，都最深入，每一次
互动，都最灵巧。
虽然大部分作家，也都在采访后，感谢我能够下足够的功夫来进行准备，让我们能够聊起来。
但我想，30年以后，如果再让我们聊一次，我一定比今天能挖掘到更多的东西。
不过好在，面对他们，我的年轻既是一种浅，也是一种新鲜。
我和他们大部分人隔代，但正因如此，我们的交谈才能在逾越年龄界限的同时，连通时代，也连通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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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今天，现在与未来。
我能尽力做到的，就是勤能补拙，多读，多想。
有时候，读书累到想吐的时候，我也会想，为什么我非要读这些书而且希望读懂，为什么我要推荐给
我的听众这些书和这些写书的人？
这些小说里的故事其实你一辈子都没有必要知道，他们既不是常识也不是发财致富的门路。
你看书的时候那些人物在你的沙发旁走来走去，你合上书想什么样的沙发既不贵又实用。
你在你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跳来跳去，像跳棋一样，你一步他们一步。
你发现这个世界不只是你在下棋，每个人都在下棋。
你可以不光看见自己怎么走，你也看见别人怎么走。
多变态的走法都有，多笨蛋的招数都用，多遗憾的棋局都有。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念着别人的经，你发现自己的经虽然还是那么难，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很难，
而不是一本经难，一个人难，一个家难。
让那些午夜的花朵绽放吧。
我本来不想说“文学”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觉着做作，因为我不想也没有能力站那么高，作为一个
读书的人，我只是摇摇晃晃的拽着这些故事的藤蔓爬到了墙头上，看见别人家的院子里结了些什么样
的果子，开了些什么颜色的花。
他们，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
我不想错过午夜的花开。
让我们把那些午夜的花开在心里，一丛一丛。
让世界因为他们的卑微、杂乱、藏污纳垢、狰狞却顽强而闪动光芒。
我不否认文学在特定时期里可以照亮黑暗，但并不是我们目前的时代。
我不觉得现在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能够为活在午夜的生灵扭转时光，但我还是知道他们会绽放。
他们像食品填充你的胃一样饲养你的心灵。
那些故事，那些人，活的死的，真的假的，也许你真是一辈子都没必要知道。
但是，也许某一个契机，你还是知道了，看见了，感觉了。
就像进入你的梦里一样，他们进入你这一刻的生命。
他们，没有立刻改变那个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是他们改变了你身体里的世界，里面的
世界很精彩。
当你听到《环球名人坊》当中我们的谈话，当你看见我们落在文字上的访谈实录，当你看见我手记里
的那些访谈外面的细节。
我相信，你的世界，一定会感受到我们的到来，让你产生一种，因为你的特别，和别人都不尽相同的
体验。
我愿意你来听我们的谈话，更愿意你参与其中。
如果我们所谈到的任何东西，能让你突然停下来，定睛想几秒，我就知足。
邱晓雨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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