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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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者欣赏·大师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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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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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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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立德立功立言——追忆马三立的艺术人生文/张淑英一提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
这个名字，人们的脑海里就会显现出这样一个形象：瘦瘦的高个子，体重也就80多斤，两只大耳朵几
乎占据半个脸，并不稀疏的头发总是平分着，特别是两只不大的眼睛总是闪烁着光芒。
马三立1914年出生于北京，回族，祖辈世居甘肃省永昌县，父亲马德禄和哥哥马桂元都是相声艺人。
到了马三立这儿，家里想改换门庭，不想让他学说相声，父亲和哥哥努力挣钱供他上学。
可是马三立爱听相声，8岁那年头一次听相声，乐得差点儿没躺下，于是偷着学个一段半段的说给同
学们听，结果让老师知道了。
马三立当时十分害怕，没想到老师不但没批评反而让他阴天上不了体育课时在教室里说。
不久，马三立声名鹊起，已经是学校文艺晚会上的知名人物了。
在那段日子里，同学们热情的掌声和欢乐的笑声，为马三立清苦的中学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由于家境不好，马三立的父亲和兄长不得已也让他吃这碗“开口饭”。
1929年，马三立开始了他坎坷而漫长的艺人生活，师傅是周德山。
早年和马三立说相声的搭伴名叫朱阔泉，与马三立同辈，后来当了侯宝林的师父，所以侯宝林称马三
立为师叔。
由于马三立的刻苦，艺术水平提高很快，22岁开山门收徒弟，大徒弟名叫闫笑儒。
马三立自从进了相声这个界口，就没有过上一天松心日子，他摆地摊、跑茶社、闯关东、下金陵，饱
尝了旧社会的辛酸苦辣。
直到新中国成立，马三立才结束了到处漂泊的苦难生活。
新中国的诞生，使马三立焕发了艺术青春。
他两次到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经常深入厂矿和农村，收徒传艺，先后演出传统相声200多段，创作
、改编并演出新相声70多段。
其中，《买猴儿》《十点钟开始》《西江月》《讲卫生》《猜戏名》《家传秘方》等脍炙人口。
马三立以他含蓄隽永、质朴自然、蕴藉深远的独特风格自成一派，在中国曲坛久享盛名。
在马三立的90年岁月里，艺途上经历的坎坷不少，人为制造的蹉跎也不少。
他因一段《买猴儿》被凑数打成了“右派”。
相声《买猴儿》是何迟的作品，经过马三立的二次创作，被成功地搬上了舞台。
据说这是马三立最为喜爱也是投入心血最多的一段相声。
为了把它推上舞台，马三立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演出后立即产生了强烈反响，一时间“马大哈”不
胫而走。
正当马三立走红之际，一些人硬把《买猴儿》说成是“反党作品”，名演员成了名“右派”。
随后的20年中马三立历尽磨难，直到1977年10月后，才重返舞台。
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富，马三立的财富就是观众。
马三立的艺术造诣炉火纯青，而他的为人更受到人们的敬佩。
马三立上台严肃认真，下台自珍自爱。
相声界讲究以艺会友，马三立的朋友很多，观众中既有普通的工人、职员、商人，也有名气很大的人
物。
1984年，马三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全身心地回报社会，经常应邀参加演出，却从不计较报酬。
他说：“别人对我艺术的喜爱就是最大的报酬。
”马三立也是一个十分爱家庭的人。
老伴甄惠敏是个穷人家的女孩，很老实，也很勤快，1934年嫁到马家，那年马三立20岁。
夫妇二人恩恩爱爱，感情十分融洽，共生育了8个子女。
甄惠敏跟着马三立福没有享上，罪倒受了不少，不仅生活困苦，而且政治磨难不断，她伴着马三立走
过了半个世纪不寻常的日子，但她从不抱怨，不叫苦。
1984年3月9日晚上，在甄惠敏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马三立为了对得起两千名观众，毅然参加了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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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工作捐款的义演，为观众说了40分钟的大小段相声。
凌晨两点钟，甄惠敏去世了。
马三立深感对不起妻子，以后每提起此事就十分难过。
从此以后，每当老伴的忌日，马三立都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仔细品味两人共同度过的既困苦又幸福
的日子。
古书曰：君子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
这是马老生前告诉笔者的。
“三立”始终贯彻马老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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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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