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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寻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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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左）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合影

她喜欢网游和漫画，有一颗典型

的理科生脑袋，却在《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总决赛上夺冠。就是这个语文

成绩曾排名中下、最后一个被招入参

赛队、自称“最没存在感”的女孩，

跑到了最后———

汉字冠军
陆佳蕾

王晶晶
《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成了今夏最具
话题性的节目。

陆佳蕾在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上一举夺冠。

当今的中国艺术教育，最重

要的是去功利化。艺术教育的本

意是让人在艺术的陶冶中更快

乐，更接近人的本质，而不是为

了考级、拿证书。

———于丹谈艺术教育。

反映了现实不等于反映

了真实，反映了真实不等于

揭示了真相，揭示了真相不

等于传播了真理。在新闻媒

体和网络时代的冲击下，报

告文学需要开掘和比拼的就

是思想性。

———作家李鸣生认为。

随着双年展在各地遍

地开花，也逐渐暴露出一

些问题。某些双年展逐渐

失去最初的前卫精神，也

失去了本身的艺术特色和

学术主旨，而沦为各种

“文化庙会”的附属物。

———评论家范美俊
说。

书店生存维艰，

既有经营方式的原

因，也有图书业本身

的原因，更重要的是

后者。关键在于改变

图书业现状，改革图

书出版机制。有了好

书，才有读书的人。

———乔新生教授
认为。

信息化其实使汉

字文化更利于传播。

面对汉字的诸多问

题，我们应当检讨社

会精神追求的失落，

尽快出台新的汉字规

范，而不是仅仅将提

笔忘字归咎于电脑技

术。

———训诂学家王
宁认为。尽管现在市场很

繁荣，但年轻人千万

不要急躁、跟风。每

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

想说这个时代的话，

但真诚最重要，每个

人都要找到自己的定

位。

———导演陈力认
为。

在处理历史与现实

的关系时需要“守住边

界”，不直接影响现实，

间接地提供一种可以发

现的材料，只希望读者

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

会有感悟和反思。

———历史学家杨念
群说。

（苏 亚辑）

毕生著书立说

弘扬中国文化

梁漱溟，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
一年。国家的衰弱让很多知识分子开
始了对国家命运的抗争与思考，在此
背景下，梁漱溟少年时代就受到梁启
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期
间，梁漱溟加入同盟会，开始以独立
的视角审视中国的现状。但现实的打
击和对社会的失望，让梁漱溟一度十
分苦闷，他又转头钻研佛法，在佛学
中思考解决人生问题。四年的苦心钻
研，梁漱溟写出了对其人生有重大影
响的学术论文 《究元决疑论》。这篇
文章使梁漱溟得以被学术界认可。
!"!# 年，梁漱溟受蔡元培的邀请至
北大讲课，他本着“同一些喜爱哲学
的朋友共同研究，互相切磋”的想
法，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
期，教学之余，梁漱溟经常思考东西
文化的差异。梁漱溟认为，但凡是问
题，总要说出它的道理，如果说不出
来，就表明没有道理。“中国文化问
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能
轻轻放过，漠不关心？”经过潜心研
究，在比较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
文化后，梁漱溟写成了《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一书，标举了东方文化对人

类生活的永恒价值，
彰显了孔子哲学与儒
家思想的生命智慧，
在阐扬和维护中国传
统文化方面，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在五四
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
潮下，梁漱溟以敏锐
的眼光看到了世界文

化发展的多样性，反对把“西化”等
同于“世界化”，触摸到中国文化发
展的特殊道路这一“民族性”的历史
课题，是十分可贵的。

实践乡村建设
探索救国途径

梁漱溟自少年时接受爱国思想，
就开始热心国事，但他生长于北京，
这样一个在都市生长的人为何会想着
去做乡村运动？一开始他认为皇帝专
制是中国腐败的根源，因而主张宪政。
但在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
取后，他看到社会民众也没有争取到
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要求，从而认
识到宪政只是在上层说来说去，根本
没有深入底层的群众。在此情况下，
他觉得应该从我国是农业国的国情出
发，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乡村入手来
挽救中国，逐步改造中国社会，以实现
国强民富的梦想。!"$%年，他在广东发
起创办乡治讲习所，做了“乡治十讲”
的讲话，讲述乡治的道理、办法等。后
来由于政局变化，回到北方。先在河
南辉县办河南村治学院，又因中原大
战被迫停办。尽管时局动荡，但决心
从未动摇。&"'&年，在当时山东省主席
韩复榘支持下，梁漱溟等在山东邹平
县，划县为实验区，成立村治学院。梁
漱溟为学院研究部主任。

怀着如“佛家一般的慈悲之心”，
梁漱溟在邹平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工
作。梁漱溟认为，目前在中国进行乡
村建设要抓住两个要点：一是农民的
散漫，二是科学技术的缺乏。他认为
要是能把这两方面补上，“中国即发
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对此，
梁漱溟很有信心，他认为“这种好，
要胜过西洋”。在具体做法上，是将
“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引进于
中国的乡村，使两者互为促进，互相
推动。例如，在邹平成立了农村金融
流通处，贷款给组成合作社的农民。
又将农民生产的棉花收购，运到青岛

纱厂。同时针对纱厂的需要，做棉种
的改良工作，以提高收购价格，增加
农民财富。还计划在当地自办纱厂，
这样可以农工结合，既增加财富，又
可以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梁漱溟试
图从乡村建设运动入手，提高群众民
主意识，从而改革我国政治经济。这
是他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力衰弱
的情况下，对救国途径的一种积极的
探索。他所绘制的理想的现代社会蓝
图，提出的现代国家的建设方案，对
今天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仍

旧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促进国共合作

为和平而奔走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深感增
进全国团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年，他在重庆与部分民主
人士会面，共同商议组建
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
“第三势力”，以调解两党
矛盾，促进祖国和平。在
梁漱溟等人的努力下，
&"'" 年 && 月，“统一建
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
共合作遭到破坏，包括梁
漱溟在内的一些民主人士
一方面对共产党给予了很
大的同情，另一方面迫切
希望能够维护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这一时期，他辗转
于国共两党之间，为抗日
和统一而东奔西走，尽心
竭力。&"(&年，梁漱溟又参
与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并担任民盟的
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在中
国政局的危急时刻，民盟
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民
盟的成立是中国民主党派
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梁漱溟致
力民主建设的一个顶峰。

抗战胜利后，在大家的推举下，
梁漱溟担任了民盟秘书长，再次为实
现国内和平统一而奔忙，倾情投入到
国共两党的调停之中。但是蒋介石却
将停战协定扔在一边，制造“李闻惨
案”，并随后在一两个月时间占领了解
放区的多座城市。至此，梁漱溟认识到
了和平谈判的失败。梁漱溟和民盟所
代表的中间力量抱着真诚的想法和迫
切的心情希望能够阻止内战，
走向和平，但是理想很快被现
实撞得粉碎。此后几年，梁漱
溟隐退在重庆北
碚，闭门著书。

梁漱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他曾多次与中共领导人就“中国问
题”深入探讨，交换意见。他曾先后
两次访问延安，期间与毛泽东进行了
多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通过交流，他
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后来和
很多领导人成为了朋友。新中国成立
后，梁漱溟受中共邀请，投身到新中

国的建设中来。&")* 年至 &"+* 年任
全国政协委员。

梁漱溟的人生激情与思考同在，
他总是站立在时代的浪尖，殚精竭虑
地思考和实践“中国问题”。正如梁
漱溟自己所说：“我不单纯是
思想家 ,我是一个实践者。我
是一个要拼命干的
人。我一生是拼
命干的。”

报名截止前最后一刻，&(岁的初中女生
陆佳蕾才入选参赛团队。她的老师开玩笑说，
这简直是“最后 )秒钟找到一个冠军”。

&* 月 &+ 日晚，央视播出的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总决赛中，这个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女
生气定神闲地写出“婉娈”、“珉玉”、“裂
罅”、“海晏河清”等 && 个词，淘汰了其他
&(位入围总决赛的选手，最终获得冠军。

平凡女生成功逆袭

和被封为“学霸”“神童”“大师”的
对手相比，陆佳蕾显得过于平凡。学校举行

记者见面会那天，短发齐头帘、戴眼镜的她
穿着墨绿色格子衬衫和运动鞋，背着双肩背
书包，不声不响地就出现在会议室里。

和同龄人一样，陆佳蕾也喜欢做作业时
耳朵里塞着耳机，哼着英文歌，虽然“不是
很好听”；她边写作文边发愁地算字数。她
说自己长得又比较路人，一再强调真的没什
么特别。

比赛前期，这个话不多、总是抿着嘴微
笑的女生，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她是
全队中人气最低的那一个。有人找到她的网
络 -.，聊天时，她大大方方地回复：“我是
陆佳蕾，对，就是那个最没存在感的人。”

但这个最没存在感的选手在比赛最后成
功“逆袭”。“她很戏剧性。”陆佳蕾的指导

老师、班主任苏云生说，最
初在全校选拔测试中，她的
成绩并不突出。前 (名选手
很快就定了下来，苏云生权
衡半天，最终选择陆佳蕾作
为最后一个代表学校参赛的
选手。“我看中她低调朴
实，认真踏实，一直觉得她
是潜力股。”苏云生笑着说。

擅长的并不是语文

实际上，这个汉字听写
的全国冠军擅长的并不是语
文。她是班里的数学课代
表，喜欢的科目是化学，参
加的社团是法学，选修的是
计算机 / 语言编程，最大
的爱好则是网游和动漫，都

和语文不太沾边。甚至，刚
上初中时，她的语文成绩排

在班里倒数十名。
这个有点完美主义的女孩，不允许自

己掉队。为了写好作文，她进行各种尝
试，把歌词扩写成故事、模仿林清玄和
欧·亨利的文风、把老太太摔倒没人扶这
种社会新闻作为素材写进小说里。两年
后，这个语文后进生的成绩已经列入班级
前十。

可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团队里成绩最差
的，担心拖队友后腿。备战时， 《现代汉
语词典》 里 )01 万个词条几乎被她用各色
荧光笔画花了。别的同学很快就能画出重
点，可她哪个词也舍不得丢，心里着急，
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理别人。

她用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方法分析每一
个字词。总决赛中出现的“婉娈”，她之
前听都没听过，硬是根据汉字规律猜了出
来———“美好的样子”这个解释基本和
“女”字旁有关，而人们熟知的“峦”
“鸾”的声旁都是“亦”。

“汉字也是需要去理解的，如果只是死
记硬背，就只是横竖撇捺而已，如果去理解
它，每一部分都充满自己的意义。”她说着，
两只手臂规规矩矩地叠在桌子上。

在苏云生眼中，陆佳蕾一直很安静，很
少听到她的响声。“她是一天天进步，只要
看过的字，就再也不会忘记。她拿到冠军不
是偶然，是靠一点一滴的积累。”巧合的是，
同学私底下给她起的一个外号，就叫“积
累”，和她名字的谐音很相似。

性格有点像男孩子

陆佳蕾觉得自己的性格有点像男孩
子，她几乎没买过毛绒玩具，也很少打扮
自己。和同龄女生不一样，陆佳蕾最爱看
的不是张爱玲和亦舒，而是余华的小说。

陆佳蕾的父母是做儿童图书批发生意
的，他们在杭州拥有一家书店。小时候，
每到放学和周末，陆佳蕾就会到书店里看
书，尽管环境嘈杂，她还是能随便找个角
落坐下，一看就是一整天。晚上睡觉前，

她央求妈妈，讲个故事再睡。
“她有主见，学习上我不用操心，也没有

小女孩那种娇气。”母亲觉得，女儿的记忆力
可能是她爸爸的遗传。陆佳蕾的父亲是浙工
大的毕业生，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女儿
复赛时没有写出“楞严经”这个词，还被他
小小地批评了。

如今，陆佳蕾和她的队友已经升入初三。
那本厚厚的 《现代汉语词典》 被她放在寝室

里，偶尔拿出来翻翻。那些背过的词，就像
生活中熟悉的人，再也忘不了。同学之间经
常开玩笑，故意把香菜说成听上去更加高端
大气的“芫荽”。

她一直很崇拜学校里一个获得全球编程
大赛冠军的学长，希望将来也能自己写个网
络游戏。上个学期期末考试排名前三的她，
如今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体育成绩。她不擅
长跑步，+** 米考试还不能达标，“但是我
会跟着，会跑到底”，她说。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曹 阳

他一生精力都用在两个问题

上!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问题。

对人生问题的追问，使他出入于西

方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学问，而

被视为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求

索"使他投身于辛亥革命、乡村建

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而被视为

社会活动家。他就是梁漱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