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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杂志有生以来便代表一种智慧的活动。
”“⋯⋯使健康的知识更能 适合人的口味，化玄奥的科学为应用的知识，向世界上黑暗的角落以及人
类文化教育的若干隐处，投以搜寻的光亮，发起新的运动导引旧的运动， 高揿警铃，使酣睡中的人们
自梦中惊醒，扭转那些向后张望的头颅，使它 目向前方⋯⋯”105年前，美国《独立周刊》中曾这样
说道。
 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杂志作为人 类近代文明的产物，依然具有
顽强的生命力。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绝 大多数杂志也仍然以其各自的方式和方向，运用智慧，引领精神，践行着
自己的使命。
 《读者·原创版》作为读者出版集团刊群中的一支新军，秉承《读者 》的办刊理念，在有趣与有益
的道路上不断创新和探索，彰显自身特色， 发挥传媒作用。
创刊以来，已发行数千万册，三千多篇文章，受到了众多 读者的厚爱和欢迎。
这三千多篇文章以社会、话题、情感、人物、心理、 资讯为主线，集粹原创首发内容，与《读者》和
时代精髓一脉相承，又散 发着自己的独特气质。
这些文章，历久弥新，每次翻阅，都有新发现，新 收获。
 《读者·原创版》典藏丛书汇集了杂志刊行以来最精华的篇章，并按 题材风格分卷出版。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撷取有关文学艺术的美文杰 作，涵盖艺术巨匠、古典雅趣、时代电影、诗意
情怀等内容，散发着既典 雅又时尚的艺术气息；《这个时代的爱与痛》汇集有关社会思想的时文随 
笔，涵盖人文思想、文化教育、时政观点、财经职场、谐趣小品等内容， 以丰富深厚的思想文化引导
时代精神，以睿智的眼光关注社会民生；《写 一封无法送抵的信》荟萃有关人生感悟的精品散文，涵
盖心灵小品、爱的 艺术、流年感怀、人生励志等，奉献最激励人心、富启迪心性的心灵鸡汤 ；《只
为与你相遇》精选有关真情至爱的美文佳作，涵盖青涩初恋、情感 变奏、爱的箴言、婚恋人生、亲情
乡情等内容，讲述最感人至深的爱的故 事，讴歌人间的真善美。
这套典藏丛书堪称一场文化与艺术的华美盛宴， 将给您带来新的阅读体验。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将进一步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道路上，与 更多的读者相识、相伴、相知
，携手前行！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吉西平 201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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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个时代的爱与痛》，这里汇集了有关社会思想的时文随笔，涵盖人文思想、文化教育、时政
观点、财经职场、谐趣小品等内容，以丰富深厚的思想文化引导时代精神，以睿智的眼光关注社会民
生。
解析时代脉络，透视文化热点，翻炒大国凡民的麻辣新鲜、五味杂陈。

　　这是自由多元的时代，也是纷乱多变的时代。
也许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让《自由之风永吹》；《三十而忆?碰撞》，解析时代脉络，透视文化热点；
无须盲目追随，《递给自己一只大烟斗》，就能找到属于自我的智慧视角；社会变迁，每个人也许都
会遇到诸如《剩女经济学》的问题，还要懂点社会心理学；《世间已无梁上君子》，但历史趣谈中往
往折射出现实的影子，烛照世情人性，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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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读者?原创版》作为读者出版集团刊群中的第一新军，是国内领先的综合性原创青年杂志。
2004年9月创刊以来，已发行数千万册，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厚爱和欢迎。
文章以社会、话题、情感、人物、心理、资讯为主线，集粹原创首发内容，与《读者》和时代精髓一
脉相承，又散发着自己的独特气质。
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作者队伍，如王蒙、余秋雨、池莉、贾平凹、李开复、龙应台、肖复兴、梁晓声
、六六、林夕、方文山⋯⋯等，各种思想碰撞、融合，使其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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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坐车的自然也不会平安。
这场 面让也 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
 这个人就是梁实秋。
梁先生一生绵软，甚至过于绵软，但是他评价这 种砸汽 车行为的话，倒也值得收录下来——“我当
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 知向谁 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种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
地发泄了。
 在这 种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说起来，学生们砸汽车 ，傅 先生不免有教唆之罪。
人家都说傅先生学问好，却不知道这种砸汽车的性 格贯 穿先生的始终，到晚年不变。
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先生当北 大校 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
。
不过他坚决要求当一 段时 间的代理校长。
 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主张其实自有道理。
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 做一件 事。
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颇有些人加入了日本人开办的 “伪北 大”。
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
于是 傅斯年 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 客气， 铁面无
私。
傅先生说，自己是帮胡适清理门户。
 后来傅先生去了台湾办台大，只办了不到两年就病死了，办得如何呢 ？
他的 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 也拿了 个什么博士，
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 杜鹃花城，也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台大的地址还是很浪漫的。
要说 大学校 长砸汽车，未免有点儿牵强，因为傅先生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的。
 然而，就在真正的校长中间，也不乏这样的“二杆子”。
比如，要打 学生， 此人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看老萨写到蔡元培先生打人，估计一帮北大的师伯师叔（萨爹是北大的 ，所 以就算是刚进北大的学
生咱恐怕也得捏着鼻子尊一声“师叔”）已经把拳头 攥起 来了，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
会打人？
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何许人也？
毛泽东都要尊称一声“我敬爱之孑民先生”。
北大 “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起自蔡先生，至今长盛不衰。
先生遗爱北大，人皆 感之。
造 蔡先生的谣，你不想活了吗？
这个⋯⋯那个⋯⋯谁说过“吾爱吾师，吾更 爱真 理”？
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好，那你小子说，蔡先生 究竟要 打谁了？
 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你们这帮人——没错，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他 北大的 学生。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道——“你们这班懦夫！
”他很气愤地 喊道， 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地在空中摇晃。
“有胆的就请站 出来与 我决斗。
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明确写了 ，实不 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明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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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54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
竟然是 为了 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 此愤怒 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
原来，“五 四”运 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 许多事 
情学校不能干涉。
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
 然而， 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们中有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 巴。
于 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 爱上你 爱上的课而不上
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
总之，一切随意。
 ”蔡先 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 里亲 眷，学校也不能过问，这
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 定聘任 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学 校恐怕 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指的是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 风波。
 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
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 是工本 费，而且你有本领可以不要吗？
比如汪曾祺那样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
 但是大 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P0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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