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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祖上本很平庸!

没出过高官名士"他要登基

坐龙廷了!总觉得祖上不显
赫!脸面上不光彩"于是!那
些马屁精们就粉墨登场了"

在广东省的东莞!有个
叫张伯祯# 字沧海的人!其
见袁氏洪宪帝制既成!就巧
施媚袁之术!先伪印了明版

由袁安至袁崇焕的$袁氏世
系%一书!谓据元明麻沙刻

本" 又编了袁崇焕遇祸后!

其子孙某支由东莞迁至项
城的始末!并将这段&胡言
乱语'!精抄成书!有顺德的
罗敦曧者为此题词曰(&袁
氏四世三公)当时推袁者皆
美为汉代袁安四世三公之

后*!振业关中!奄有河北!

南移海隅!止于三水#东莞!

清代北转!项城今日正位燕
京!食旧德也" 名德之后!必
有达人'云云"

袁崇焕乃明末忠臣良
将" 明天启六年清太宗)努

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发兵
击朝鲜!明熹宗令袁崇焕统
领关内外各军!由于朝中奸
臣魏忠贤专权!袁崇焕只知
御敌!不知行贿!本来有功!

却被昏君下旨斥其有罪"思
宗继位后年号崇祯!起用袁

崇焕为兵部尚书! 督师蓟

辽" 袁崇焕奉命赴辽后!筑
城增堡!置戍屯田!规划一

年有余!颇有成效!有东江
总兵毛文龙!势大官尊!跋
扈难驯!不服崇焕节制!被
袁崇焕所杀" 时满清用反
间计! 使好猜疑的崇祯将
忠勇之臣袁崇焕拘令下
狱! 后施以极刑! 磔死市

曹!并诛连九族" 最后崇祯
帝吊死煤山 )今景山公
园*" 到了清入关后!满清
深知袁崇焕为忠臣! 遂为
其平反昭雪" 袁崇焕的悲
剧命运!因穿透历史时空而
令人撩魂动魄深长思之"

张伯祯献媚于袁世凯!

把袁崇焕说成是袁世凯的
祖先!族谱印成书后!将书
交给广东省三水的梁士诒
代呈袁世凯"

梁士诒字翼夫! 号燕
孙!!"#$ 年考中进士!%#&'

年任北洋编书局总办!后又

任交通银行帮理" !#!(年 '

月!袁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

统后! 梁任总统府的秘书
长"梁为袁氏推行帝制不遗
余力" 袁氏死后!梁被列为
帝制祸首"

梁士诒把伪族谱呈袁
氏后!袁大喜!各部遂会衔
奏请尊祀袁崇焕为&肇祖原

皇帝'!建&原庙'"把北京城
中崇文门外的袁崇焕墓加
以修葺"袁氏还派专使赴东
莞致祭袁崇焕! 祭文中有
&皇祖有灵! 尚祈来享'之
语! 末署 &十九世孙袁世
凯'"时有溧水濮一乘)字伯

欣*作打油诗以讥之云(

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
威望溯辽东"

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
人家认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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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记者一样，两位博士都没

有想到一个学者会因为讲授《论
语》的缘故成为大众明星。《论
语》 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性文
献，因为年代久远，也因为它本身
也是一哲学著作，客观上很难为
大众理解和接受。“事实也是这
样，于丹火了，但是她的成名并不

是因为她讲授了《论语》，而是因
为她借《论语》这张虎皮，推销了
她自己的‘心灵鸡汤’，她的书不
是什么学术著作，不过是本休闲
散文而已。”李昌舒认为，“心灵
鸡汤”受大众欢迎一点不奇怪，
发行量大得吓人的《读者》杂志，

它之所以畅销，跟它的心灵鸡汤
的定位不无关系。傅元峰把于丹
与上个世纪 80年代走红的汪国
真相提并论，“汪国真的诗歌大
卖，但是他的‘成功’与诗歌没有
关系，他和他的诗歌在诗歌史上
没有任何位置，同样的，于丹的畅

销与《论语》，与学术也没有关
系，他们俩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
善于煮‘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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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火了，就会有人出来灭

火。很多学者指出，于丹在解释
《论语》的具体词句时，有很多硬
伤。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更
重要的是，按于丹的理解，《论
语》 是和她的心灵鸡汤相契合
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讲得那么得
心应手。很显然，她误读了《论

语》，她一个人这么认为没事，可
是她上了讲坛，出了书，问题就不
简单了，她带着她误读的观点说
给大众听，显然也就误导了大
众。”李昌舒认为，在她影响下，
大众就有可能误把《论语》当成

了一本心灵鸡汤，这是很荒唐也
很危险的后果。傅元峰则对于丹
的心灵疗法不以为然，“一个人在
社会上遇到了挫折，他不勇敢地
面对现实，在现实中想办法解决
问题，而总是依靠调适自己的心
态来缓和和稀释挫折感，这显然

是不合适的。”他认为，一个有良
知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道德
底线，应该建议公众在现实中解决
问题，而不是一味地退让到自己
的所谓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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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于丹，还是先红一步

的易中天，他们之所以红，一个决
定性的因素是他们借助了央视的
“百家讲坛”。南大的两位博士，

提起“百家讲坛”，颇有微词。在
他们看来“百家讲坛”不过是央
视一个以收视率高低为衡量价
值标准的商业栏目而已。一方面
打着学术的旗号，而实质上走的
却是商业化的路子，根本没有学
术可言。傅元峰表示，“于丹在我
来看是一个受害者，她首先是
‘百家讲坛’这样一个栏目的产

品，她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已
经被异化，已经站到一个生产线
上。” defg 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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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丹燕的心里，欧洲
已成了她的精神故乡。她背

着一只包，握着一张地图，
走进德国、意大利、法国、西
班牙、奥地利、波兰……层

层叠叠的异国文化风味，让
她是那样的开怀、自在、放
纵、紧张、沉迷、感动。

最新出版的 《漫卷西

风》还是以欧洲为主角，主
要记录奥地利、德国之行。

与前几部欧洲随笔不
同的是，《漫卷西风》着重
纠缠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的旅行记录，正如陈丹燕在
《漫卷西风》的序言里如此

述说：西风浩浩荡荡地摇撼
着我半生的生活。这本书，
是特别为我的同时代人写
的，我们有着共同的回忆。
在我的生活里，那些共同经
历过的浩荡西风，演化成维
也纳的日日夜夜。

所以，她的旅行记录有
着很多上海的故事和回忆，
这种对比，鲜明得可爱、华
美，却也惆怅，于复杂的感
情中，对欧洲有了一种更物
化更真实的感知和思索。比

如，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
学生们学交谊舞是当时的

一种时髦。而在作者的笔
下，却把这种时髦融入了欧
洲文学史和音乐里：“当他
们终于跟上了拍子，开始小

心翼翼地退进，生涩地旋
转了一小圈。众目睽睽之
下，他们不敢看我们，也不
敢看对方。他们的脸尽量
地庄严和抒情，像欧洲文
学史的必读书目里描写过
的那些舞会里的人一样，

渥伦斯基和安娜·卡列尼
娜，罗密欧和朱丽叶，还有
普希金的长诗里描写过的
那些舞会。但是他们的脸
上有着我们那个时代的青
年才有的勇敢和懵懂，以及
仿佛恼怒般的害羞。”

这个舞会的场景，的确
是那一代人的共同体验。而
在陈丹燕的笔下，却因为欧

洲这个文本的加入，舞会就
有了一种不平凡的魅力，那
就是一种对文化的共同追
寻和向往。陈丹燕以一个小
小的视角，就透出了与众不
同的风范，这就是她随笔独

特耐人寻味的品位。虽然所
写也只是 “陈丹燕的欧

洲”，但她的一双眼睛很尖
也很特别，总是盯上别人熟
视无睹的东西，并且有她的
新发现。那些她喜欢的，打
动了她，多年之后仍留在记
忆中的事物，也许别人觉得
平常，可经由她的描述，就

独有一种韵味和情调。
陈丹燕的文字里一直

有一种“用了许多日子，被
客人的纸烟熏黄了的”时间
慢慢过去的沧桑感，即使面
对血腥和残酷，她也不会言
辞激烈，一笔一笔地慢慢写

来，却让你的心隐隐作痛。
她如此写奥地利的沧

桑，“那里无所不在的金
色———奥地利人内心真正
的颜色———将灰绿色里的
惆怅调和成文雅的炫耀和
精致的享乐……地球上，哪

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地方、这
样的人、这样奢侈的生活态
度呢。所以，第一次世界大
战，奥匈帝国成了分割后小
小的一块德语区，像个断手
断脚的残废人。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差点连国都亡
了。奥地利的历史，简直像

一出在歌剧院上演的戏。”
温温婉婉的文字，却一针
见血地道出了奥地利的疼
痛，那种痛，却蕴着温文尔
雅的感伤，缠绕得你透不
出气来。

她对欧洲城市的感悟，

文字总是那么让人莞尔。
“维也纳是个不光有温文
尔雅的感伤，而且也时时把
玩这种感伤的絮絮叨叨的
城市，非常布尔乔亚。”“在
柏林得做个一板一眼负责
的人。但在维也纳，脆弱和

崩溃本身就是正当的理由。
有了弗洛伊德和他的病人
们，茨威格和他小说里的女
人们，克里姆特、瓦格纳和
他们那些阴郁的、充满情欲
的金色曲线、千奇百怪的隐
衷都可以得到宽恕。”寥寥

数语，就把不同城市的风格
如此鲜明地印在了读者的
脑海里。她的细腻、婉约的
文风，使她的文章中虽然不
乏琐琐屑屑，却又大雅得让
人共鸣。 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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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明先生的 《古今
人物逍遥游》，原是台湾远

流出版公司出版的一部通
俗历史著作，这次由中华书

局推出简体中文版，既是为
大陆方兴未艾的读史热潮
推波助澜，同时也的确为大
陆读书界贡献了一本雅俗
共赏的历史类小书。书名既
已点明“古今人物”，作者
评论的人物自然不分古今、

不拘身份，其中帝王、名士、
巨贾、宰相、奇人、先哲，都
可以用来分篇别论；书名既
已点明“逍遥游”，作者的
文字自然不拘一格，点评更
不拘于定论，而且除稗官野
史、笔记杂札无所不取之

外，对历史以外的东西亦多
有涉猎。所谓 “诸说要罗

列，正稗共掇取”云云，其
目的不过是为了 “还古人

一个真面目”而已。
《我的秘密书架》，看

到书名，首先让我想起知
堂老人说过的一句话：“自
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
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
被看去了自己的心事。”一

个人的藏书就是一个人面
孔，所以，从某种角度上
说，走进爱书人的书房，即
意味着走进了一个最私密
的领地，你不仅能够从中
看出书主人的性情，同时，
也能够触摸到书主人内心

隐秘的纤微。事实上，这正
是一本能够让人窥见作家
个人秘密的小书，其中选
取了 58位著名作家的 58

篇读书心得和书评书话，
这些作家都是现、当代中

国文坛最好或最活跃的人
物，这些自得其乐的文章，
则显示出他们本人曾经读
过什么书、或者正在读什
么书，从中固然能够看出
每一位作家的个人趣味与
癖好，更重要的，还能够看

出他们各自的创作轨迹，
以及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艰
难探索的过程。
《人体美丽史》既是一

部人体美丽的进化史，又
是一部装饰审美的艺术
史。书中详细记录了自文

艺复兴到二十世纪，欧美
社会人体审美的演变过
程，作者不厌其烦地为我
们介绍着性别的差异和身

体的功能，津津有味地罗
列着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

体审美与衣饰美容的特
征。作者认为：“作为被镜
子反映的不安或荣耀的客
体，美本身也是社会的一
面镜子。”人体美丽的标准
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变化，
作者其实正是以人体为视

角、并通过世人对待人体
的态度，客观记录了人类
思想逐渐解放的过程。由
此可见，人体美丽史既是
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
人群审美方式和价值观念
的体现，同时，它也是一部

私人生活的历史，一部个
人解放的历史，一部与时
俱进的、文明进化的历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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