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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读后感》第一本精选集将要付梓出版啦，我怀着激动而又担忧的心情为其写序。
激动的是主编邵杰先生热爱读书，勤于写作，用一年多时间，将流传于数万名读者间，且读者群还在
继续扩大的《读后感》电子杂志的二十七期汇编精选合成一集出版。
而担忧的是，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一般人已没有太多时间去读书，出版一本《读后
感》精选集也许激不起市场的热情和得不到社会的关注。
　　《读后感》电子杂志从开创以来，秉承&ldquo;以书会友、分享学习&rdquo;的理念．每月出版综
合版和诗歌、小说、散文、旅行、外语和心理等专版杂志。
读者也从刚开始的几百位逐步扩大到数万名。
《读后感》的读者中也出现了一批积极参与的编辑和撰稿人。
　　纵览《读后感》各期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文章的作者都以自己的读书感受、生活经历
，甚至人生感悟去写作。
有的文章精辟老练、有血有肉、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有的文章从内容、结构到文学性上虽都不算最为优秀的作品，但正是《读后感》&ldquo;用心写的就是
最好的&rdquo;的主张，使更多的读者参与到《读后感》的写作分享之中。
这种分享让人受益匪浅，其乐无穷。
　　《读后感》精选集共分九个篇章：读破万卷书、诗词伴平生、人物纵横谈、教育随想曲、时文梳
古章、中外和雅韵、人生情无限、影音天地宽和行遍万里路。
　　读书是学习，写作更是一种学习。
在当今的万千世界中，能在众多的诱惑下，静心读书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修炼，一种自我提升。
如又能与大家分享，就更难能可贵了。
正是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今天的分享不再受传统出版发行的约束了，《读后感》之所以受到众多读
者的关注和支持，也许正是借助了微博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书籍爱好者在阅读之余，整理思绪心得，
形成文字，交流分享。
这样的学习是多么有意义啊！
 籍此《读后感》精选集首卷出版之际，我祝贺所有参与《读后感》分享的朋友和创办人，同时也欢迎
有更多的人能参与感谢《读后感》的分享并且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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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读世界》是邵杰先生在电子杂志《读后感》基础上精选汇集而成。
邵杰先生是求知书店创办人，也是《读后感》杂志的创办人之一，怀着“以书会友”的梦想，在执著
与努力伴随下，在众网友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读世界》应运而生。

　　全书分为九大板块：读破万卷书、诗词伴平生、人物纵横谈、教育随想曲、时文梳古章、中外和
雅韵、人生情无限、影音天地宽、行遍万里路。
其内容丰富，情感真挚，带给你心灵的震撼，带给你视觉的冲击。
在躁动不安的当下，读过这本书后，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人生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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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杰，1983年生于江苏丰县，在兰州交通大学读广告学四年，后在上海工作。
邵氏求知书店创办人，《读后感》杂志创办人之一，喜欢读书、钻研学问，擅于解梦，希望能用自己
微薄的力量，对中国的教育做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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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想起来，心情是有些沉重。
　　对于诗词，我实在已有掷笔之念，中外诗刊和吟友稿约虽然一直未断，我却怎么也没有了那份雅
致。
即便是这个集子嘱我挥毫，那个专刊令我评点，也常常是应付了事。
&ldquo;寄语骚坛清咏客，年来尚为稻粱谋。
&rdquo;（拙作：《岳阳楼雅集感赋》）还是留取心魂相守为好，图什么虚名？
一来我天性懵懂，虽然有时忍不住斯文几句，但毕竟只在儿时偷了几句古诗含在口里，至今尚未消化
。
二来泱泱诗国的现状，也着实叫人不知所措，不如&ldquo;归去来兮&rdquo; 。
日本友人谈到中国诗词时，常正襟危坐，虔诚之状如奉神明，然而当中国的诗稿雪片般降临扶桑时，
他们在惊喜之余，也多了几分惆怅：平庸之作何故泛滥如斯？
其三，中国诗界的纷争为甚不亚于商市？
我哑然。
　　说到平庸，有识之士都有同感，当代的中国诗词基本上都是克隆文化下的产物，多是官本位意识
所孕育的畸形儿，不仅主题思想、语言雷同，题材和风格也是千人一面，一个模式。
我平均每个月都收到来自海内外的个人诗集和社团专刊十几本，稍稍浏览，就会情不自禁地喟然一叹
：怎么都是一个妈妈生的？
 某诗刊主编新出个集子相赠，要我只提批评意见，实话实说。
他如此纯真，我岂能违命？
当即回复他说，你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出身的诗家，竞听不到人民的声音，辞藻再华美又有何益？
这些平庸诗词，占据了当代的中国诗坛，花了那么多钱出集子，还不如将钞票捐给社会福利院，百年
之后还算你的阴善冥德，你这么瞎折腾图个啥？
说句让吟友寒心的话，我把中外个集、社团专集当废品卖出换来的酒钱，已达数百元之巨！
你说，你亏也不亏？
想附庸风雅还是想青史留名？
前者肯定此路不通，后者倒还有补救的希望，有志者请参阅拙作《而已斋诗话》，算是&ldquo;它山之
石，可以攻玉&rdquo;吧。
　　这么说来，并不代表我的诗作就很高雅，因为评论和创作是两回事，能说不能做，这是常有的事
。
前几年，台北国民党元老蒋纬国先生逝世，我看在数年忘年之交的缘分上，破例写了一首悼念之诗，
诗云&ldquo;拂袖沧溟竞不回，百年恩怨顿成灰。
匡时人物存公论，醒俗文章是俊才。
尺素情馨犹在目，众生迷惘怎开怀？
剧怜终负相期约，落叶萧萧人梦来。
&rdquo; 诗成之后，我初一看视觉效果还可以，境界多宽呀，后细细琢磨发觉，这蒋氏后裔纬国先生
，果真是个俊才吗？
他的懦弱和无能，他的悲哀和无奈，不正是没落一代的典范吗？
此诗在国内刊发后，不少诗家纷纷来信质疑：你的诗是写得不错，但立论有错，你得谨慎哦。
我想，既然立论有错，还写什么诗？
平庸如此，还是老实待着吧，发什么感慨？
联想到不少类似的大作，缅怀什么&ldquo;伟人&rdquo;、&ldquo;名家&rdquo;，讴歌什么&ldquo;节
庆&rdquo;、&ldquo;良辰&rsquo;，都没往深处想。
是伟人和名家吗？
他们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当过大官、权势显赫，就值得你去肉麻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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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历史的人是咱老百姓，你怎么就对他们不闻不问？
某些所谓&ldquo;节庆&rdquo;，带来的只是虚假的繁荣，在莺歌燕舞的后面，是老百姓无奈的叹息，
作为诗人，你怎么不代民宣都。
　　兴观群怨和美刺比兴，是中国诗词的优秀传统，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让后人津津乐道的还是
讽刺之作居多，那些歌功颂德的玩意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没有人在乎。
我们有些诗人刚好相反，昧着良心专事阿谀奉承，以此来博取功名，自欺欺人。
求名求利，并没有什么错，一部中国诗史，即是一部名利史。
不要名的诗人可以说没有，除非他不求发表，只做给自己看，但这类诗人我们不得而知，就像真正的
隐士谁也不知道一样。
诗人熙熙，或为名来；诗人攘攘，或为利往，应该不是冤词。
　　李太白云：&ldquo;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rdquo;名人之欲，是不是跃然纸上？
杜子美云：&ldquo;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rdquo;表面上他看得很破，骨子里却是一种求名难得的怅惘。
&ldquo;便作钓鱼人，也在风波里&rdquo;，那十万红尘，你诗人怎么能看破？
倘若你怀才不遇，为像个人样而争名求利，又错在何处？
但以平庸之才而窥领主之位，以欺诈之心而谋非法之利，一个&ldquo;丑&rdquo;字又怎生了得？
诗人应该是真者、善者和美者，如果用自己的作品去逢迎世俗权势，不论你有多大的才华，终归是平
庸之辈，无足道哉。
　　中国诗词的美学意义，学术界已有共识，平平仄仄需要人品自不待言，它还囊括了从语言文字学
到文艺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众多学问，不是谁都可以写好诗的。
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媲美的先秦时代，几百年才孕成《诗经》和《楚辞》．，而在汉魏六朝漫长的岁
月里，除民间乐府诗歌稍可吟咏之外，称得上诗家的却只有曹氏父子、陶潜、谢灵运、鲍照和庾信等
人。
唐宋两代的优秀诗人不算少吧，但时至今日，真正为人们所喜爱的篇章又有多少？
 当今的所谓诗人们，似乎没在这方面参悟，脱口成句，下笔成章，大量应时应景、应命应制的平庸之
作，经包装后相继问世，从不顾忌人们&ldquo;诗从打屁来&rdquo;之讥讽。
有些人，做官发财是好料子，却稀里糊涂误人了诗界。
即便这样，从头学起也是好事，却冒冒失失以&ldquo;著名诗人&rdquo;自譬，厚颜如此。
　　也有些无聊的政客们，懂一点四六句子和启蒙俚谚，竟不管人们是否作呕，写出&ldquo;独霸吟坛
我与君&rdquo;、&ldquo;三百年来我与君&rdquo;之类的壮语，岂不令人笑出尿来？
这些人自封为&ldquo;导师&rdquo;级诗家，四处张扬，挥霍公款，站名钓誉，捞取实惠；或者问鼎中
原，老拳相向，抢夺名位，把个诗坛搞得乌烟瘴气。
　　这些年来，不时有诗界冤家对簿公堂，以不共戴天之仇，泄满腔悲痛之恨，真不知所为何来。
尤有可笑者，有些冤家居然找我主持公道，硬要我给个说法，我只好撰文理论说，我位卑言轻，算个
啥？
&ldquo;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dquo;，这杜甫的警句尔等还是可以借鉴的。
但能否化解他们心中的块垒？
我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说，不要脸皮、所向无敌的&ldquo;诗家&rdquo;不是很多，但培育&ldquo;诗家&rdquo;的土壤之差
，却是不争之论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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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杂志精选集首卷：我们读世界》为2011年我社厚资重点打造图书之一！
　　一粒沙里含一个世界，而这样的境界也只有道高者才会领悟。
我们读世界，需要用心去感悟，用心去书写，大千世界就在我们眼前。
&ldquo;读&rdquo;其实是用心在&ldquo;读&rdquo;，《杂志精选集首卷：我们读世界》正是这样一本书
，它的内容涵盖了读书感悟、亲情记忆、古典解读、诗词见解、人物评析等，内容涵盖之广，很难用
一句话来概括，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书写各自内心的感受，而这种感受都是发自肺腑的，有的内容
文字华美，有的文字朴实，有的文字简约，有的文字甚至有些粗糙，一言以敝之，&ldquo;用心写的是
最好的&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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