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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的镜鉴给人一双慧眼 由厦门日报《城市副刊》与建发房产联合发起的《小城大爱》征文活动
，已进入尾声。
 作品集付梓之际，编辑要我写几个字，权当序言。
 本次征文主题为：住在厦门，爱在厦门。
 不过，据说，建发房产的意思是，要走出厦门，而不囿于厦门。
 大家知道，建发房产的理念、模式、品质、形象等等，在厦门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这些年，他们已在厦门、福建之外的一些大中型城市，如上海、成都、长沙，开疆拓土，稳扎稳打，
与当地的风土人情融洽无间。
 据说，他们这次联手《厦门日报》，是想借助这家海峡西岸最好的主流媒体的平台，把他们的品牌延
伸到全国。
 我不知道“小城大爱”的调子是谁定的，但我知道，这四个字，可能恰恰是建发房产打造百年老店的
宗旨与追求。
 建发房产是厦门这座文明、温馨、祥和的小城自己的孩子。
从呱呱落地到了今天，已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
无论是资历，还是实力，他们都可堪称是中国房地产界的翘楚。
 我没有买过建发房产的一寸住宅，没必要，也没义务为他们做免费广告。
但是，作为一名记者，我不能放弃任何对事件，或事实的探究。
 而探究事实，有三个层次，一是真实，二是全面，三是本质。
真实的，不见得是全面的；全面的，才是接近本质的。
千我这一行，最忌讳从局部真实导向本质的真实，这最容易出错。
所以，我素来主张，以完整报道事实为己任，尽最大可能表现事实的多面_生、复杂性和争议性，让
他人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良莠不分，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年来，我所在的媒体，几乎没有接访过任何的有关建发房产的投诉，
几乎没有耳闻过任何的有关建发房产的八卦。
我们的媒体上，有关建发房产的新闻报道，从未有过任何的被质疑。
 这引发我的好奇心。
 都说，现在的社会，物欲横流。
这难免以偏概全，但现实也的确存在不少荒唐现象，比如炫富现象。
一些低素质的暴发户，到了国外，急于张狂，急于炫耀。
结果，人家就以为中国人都是傲慢狂妄、不可一世的。
 其实，这样的暴发户往往是短命的。
 记得1945年7月，黄炎培与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与陪都纸醉金迷的乌
烟瘴气相反，黄炎培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
从延安归来后，他十分兴奋。
友朋纷纷来探问延安的情况，黄炎培应答不暇，遂闭门谢客，口述延安经历，由其妻姚维钧执笔整理
，一连数日，合作完成《延安归来》。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
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
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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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 53岁的毛泽东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这341字的精彩问答，出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于姚维钧之笔。
 历史的镜鉴给人一双慧眼。
 近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民众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不能同步提高，这就出现了硬实力和软实力
脱节的现象。
有些先富起来的人，掌握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占有优质的社会资源，但他的素质和能力却不足以支配
那么多财富。
 从大的方面说，这有可能造成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小的方面讲，有可能造成个人自身财富
的浪费。
 如是，“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就必然再现。
 三十而立。
三十岁的建发房产，必然到了思考、探索未来之路的时候了。
其实，他们已在实践。
 我认识的建发房产的高层不多，我更多的是与他们的一些员工交流。
建发房产的员工很骄傲，也很自豪。
他们认为，在建发房产，能够很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而这个方面，恰恰是当下社会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钱就高人一等，没钱就一文不值。
这样的社会，绝对是不健康的。
健康的社会是，无论你是一个清洁工，抑或一位大老板，你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
一些企业做不到，而建发房产做到了。
 还不至于此。
在资助弱势群体活动中，常常活跃着建发房产的身影。
他们默默无闻地承担着与自己实力相符的责任，就像春雨，润物细无声。
 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上这
种变迁？
 现实在残酷地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
作为一家有责任的企业——建发房产，他们用自己的实践在回答：让每个人都享有尊严，每个人都体
面地劳动，体面地生活。
无论他们是买得起房的富人，还是买不起房的穷人。
 这就是爱，小城大爱，大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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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小城大爱》之中，不仅有易中天对厦门的生活感悟，也凝萃了如著名女诗人舒婷、央视主持
人陈伟鸿以及朱水涌、郑小瑛等名人名家对于厦门的情感记忆。
是厦门这片土地孕育成就了这样一群优秀的子女，他们正用大爱去反哺这座小城、这块热土。
 建言主编的《小城大爱》由“小城春秋”和“百幸人家”两部分组成，无论是名人名家笔下的城市魅
影，还是寻常百姓心中的生活点滴，其中蕴含的细腻情感和真诚热爱以及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温馨”
、“美丽”、 “祥和”的厦门印象，让人们看到了厦门这座小城的精神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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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城春秋　厦门总让人想起生活　固守家园　融城共长　永不止步　厦门的美　温馨厦门　宜居生活
　留住城市发展过程的点滴　寻找厦门记忆　再回鼓浪屿　厦门之路　厦门　美不胜收的海上桥城　
小白鹭　厦门的光荣与梦想　阳春白雪　和者日众　白鹭翔梦蓝天　槟榔屿之光　在厦门播撒爱　营
平文化符号：厦门从这里开始　让孩子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百幸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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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厦门总让人想起生活 口述／易中天 2010年5月2日，“读城大师”易中天在上海世博会厦门案例馆
妙语品厦门。
 我对厦门的第一印象感觉着是一个公园而不是一个城市，推开窗户就能领略到鸟语花香。
在厦门，现在听不到机器声，只有鸟叫、海涛声。
 温馨厦门 我从1985年在厦门生活到现在，却不敢说我对厦门的解读是最深入的。
因为，我并不懂闽南话，如果不懂一个城市的方言，就无法深入了解这个城市。
但是在我的读城笔记中，对厦门的描述却是最美好的，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温馨。
 1998年《新周刊》推出中国十大魅力城市排行榜，每个城市都用一个词概括。
当时关于厦门的评价文章，就是我写的。
 当时我想了好几个词，首先是“美丽”。
 我对厦门的第一印象感觉着是一个公园而不是一个城市，推开窗户就能领略到鸟语花香。
在厦门，现在听不到机器声，只有鸟叫、海涛声。
 厦门有这样的景致，是因为厦门推行“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的政策。
 我记得以前修环岛路时，当时有一棵大榕树在道路规划范围内，为了保住这棵树，环岛路在这里优雅
地拐了一个弯。
 第二个词是“洁净”。
厦门不像很多城市，下雨之后满是泥泞。
这也是因为厦门有“不太容易脏”的先天优势。
厦门市民高度的自觉性也很重要，到厦门街头去看，很少有市民随地扔烟头、果皮。
而且这种习惯有一种很强大的同化力量，不管是闽南本地人，还是外来的新厦门人，定居在这里就会
养成习惯。
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在外地开会时，从厦门来的人绝不会在会上吸烟。
为什么厦门人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厦门人热爱自己的城市。
 第三个词是“家园之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发现厦门的一个独有现象，就是人与入之间的称谓不同于其他城市，同事、
同学、师生之间，如果对方是双名的，大家之间称呼是不带姓的。
如果在北京，一位异性叫你的名字，那就是有问题了，但在厦门绝无问题。
所以我现在都形成习惯了，接到电话如果对方叫我“易中天”，我会吓一跳，心里想：吵架的来了！
 厦门的家园之感还有一个现象，大年三十的下午，厦门街上没有人。
不能回家过年的外地人去哪里了？
都被厦门人接回自己家去了。
 厦门真正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宗的厦门人绝不让自己的朋友、同事
一个人在厦过年。
这种时候，厦大门口就只有一种人：南普陀的和尚，出家人嘛。
 通过这三个词，美丽、洁净、家园，我最后概括了一个词，那就是“温馨”。
 吃喝玩乐在厦门 我在厦门生活了很长时间，有许多生活体验可以分享。
 先说吃的吧，按照我接触时间顺序来讲。
 我来厦门第一个爱吃的是沙茶面，然后是烧肉粽、面线糊、花生汤。
我接触这些厦门小吃，其实是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
 我个人最爱去的是环岛路。
对我来说，它最大的好处是人少。
它是一个开放的公园，海阔天蓝，行人很少。
 至于好玩的当属博饼了，它不仅保留了民俗文化，而且关键是传播性很强。
我发现有两个现象，一是移民到了厦门之后很快就上手，另外一个是他们学会后到了外地，还会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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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带到当地。
现在我女儿在上海上学，中秋节聚会的保留节目就是博饼。
 还有一个最值得推荐的就是南音，非常占雅。
可能许多人和我一样都不懂闽南语，但南音最重要的是体会那种韵味。
这就好比洋人看书法，洋人也不懂汉字，但他能感受到书法的飘逸之美，又好比中国人听意大利歌剧
。
韵味是跨国界的，超越语言的，只要欣赏者感到美，感到好就行了。
 厦门人还有一个最大特点——爱泡茶，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到厦门第一个月我去医院探望同事，发现墙上贴着“禁止泡茶”的告示。
 厦门人泡茶之地无所不至，恨不得出差在飞机上都要随身携带“飘逸杯”。
厦门人其实是将生活当成茶来品，越品越美。
 固守家园 文/舒婷 紫檀老家具上的岁月之尘，园子里车前草的药味，甚至衣裳在大红樟木箱里染到的
樟脑味，是他们自娘胎里就熟悉的，终生都不会忘记。
 回想起来，我有幸见过的经典建筑还不少。
 国外的诸如古罗马斗兽场，罗浮宫，泰姬陵，耶路撒冷大清真寺等；国内的名寺大庙，古城官邸，园
林石窟，见的就更多了。
平心而论，虽然对人类艺术文化里这部分最辉煌的成就，充满敬畏之意，但我更倾心的是落日下，莱
茵河畔图林根小镇错落的红房子；马六甲海峡边热带风味十足的住宅群；以及我的家乡鼓浪屿岛上，
这些历经沧桑内涵丰富的，人格化的老别墅群。
 雨果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歌德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我参加两届“建筑与文学”的研讨会，聆听过国内建筑大师与著名学者、作家关于这方面的精辟论述
，这门学问越是深不可测，越是具有无穷的魅力。
 人们可以不参观画展，不去音乐厅，不上歌剧院，但无法拒绝建筑，无法逃避建筑的影响。
因为建筑就是你的皮肤的延伸，你的呼吸的形状，你的家庭外壳那信以为真的保护层，你的阶段性或
终绪性命运。
 如果我们在计算机里查询“建筑与人的关系”跳出来的目录，多半是房产集团五花八门的广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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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厦门，总让人想起生活”，这是“读城大师”易中天在上海世博会厦门案例馆上品厦门时的妙
语。
 建言主编的《小城大爱》邀请洪卜仁、彭一万、易中天、陈伟鸿、潘威廉等人著文，从城市建设、城
市性格、城市精神、城市人文、城市生活及对未来展望出发介绍厦门城市30年来的变迁，展示30年经
济特区发展的光荣与梦想，是“老厦门”的见证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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