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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江南，不禁惊讶于他的年轻。细瘦的身
材、利落的短发、娃娃脸，说他刚从大学毕业估计
也有人信。而他却是个文坛“老人”了。

放弃名校博士学位选择写作

高中时，江南就读于一所非重点中学，学习成
绩仅仅是中等偏上。在老师宽松的教育方式下，天
性爱玩的他，常常下午 !时半就跑到校外打台球，
或者将父亲收藏的书拿来读。得益于毫不焦虑的
心态，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江南幸运地
脱颖而出。

到了北大，他的学习成绩反而总能排进前十
名，没有课时，江南就沉溺于写作当中，开始仅仅
是想赚点稿费，后来他在看书、写书、组稿的过程
中发现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出版市场。一直到他
在美国名校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攻读医药分析博
士时，写书这个事对他依然很有吸引力。“我的导
师是学术界的大腕，如果跟着他，毕业后会有一份
安稳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但若只是在职场上混
得好，然后度过一生，我又不太甘心。”

那段时间的江南，不知道是该选择学术还是
写作。他把自己的感悟和对北大校园的回忆一股
脑写出来，这就是他的第一本小说———《此间的少
年》，讲述的是一个大学校园里的故事。《此间的少
年》在网上连载后，引起强烈反响。"#年间，这部小
说再版 $次，发行量高达 "%#万册。也是因为它，
江南最终放弃了在读的博士学位，选择了写作。

试图将幻想文学打造成一个产业

回国后，江南先是沉迷于历史，君王争权的故
事让他有感而发，于是就有了《九州》系列———一
部北陆游牧部落和东陆王朝的争霸史。几年后，他
又对神话情有独钟，于是《龙族》应时而生。

在《此间的少年》、《九州》、《龙族》这三部江南

的成名作中，后两部都是幻想文学。提到玄幻，江
南如数家珍：“从古至今，幻想小说是中国传统文
学中不可分割的板块，从《山海经》开始，到后来的
《搜神记》、《聊斋志异》、《西游记》等，都是经典。而
在西方，幻想小说早就属于主流文学，英国作家托
尔金的《魔戒》、罗琳的《哈利·波特》，美国作家乔
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等销量都不少于千万册。
在美国，幻想小说占据了图书销量的 "&!。”

至今还有不少读者，尤其是成年读者对幻想
文学抱有成见，认为这种故事没有现实意义，没有
深度，缺乏激荡人心的力量。而在江南看来，近年
来幻想文学在中国已渐入主流，其传播的励志、奋
斗等价值观丝毫不亚于现实题材。

江南说：“中国幻想文学缺少很多东西，最缺
的就是作者。”他创办杂志《九州志》，就是希望让
与他一样心怀梦想的年轻人，拥有一个专门写幻
想文学的平台。如今，江南已不仅仅是个写作、交
稿、等版税的作家，他正在试图将幻想文学打造成
一个产业。

作家应该通过写作获得尊重

对比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动辄以亿元计算的
财富值，江南 %$$#万元的版税实在是一个不值得
大书特书的数字。何况这个数字也仅仅是制榜人
根据出版社、大城市新华书店提供的销量计算出
来的，版税实际到手还有一个周期。当记者问及他
的真实收入时，江南称“仅仅位于出版界中游水
平”。“其实作家里没什么富豪。我不觉得收入多了
生活就变了样，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比我富裕。也许
变化的只是，我可以坐头等舱了，出国不用再考虑

转机。”
做过多年版权运营的江南，对中国作

家的现状深有感触：很多作家避讳谈钱，
缺乏市场化的思路。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写
了两年后，用尽了力量，却不得不改行做
编剧，或者从事和写作无关的职业。江南
最大的希望就是年轻的作者们可以通过
写作获得财富。“一个作家就应该通过写
作获得社会地位和应有的尊重”。

江南的读者大部分是青少年。他很
喜欢与校园里的莘莘学子谈写作经验：
“学语文是为了培养对文字的兴趣，而写
小说需要关注人物的塑造，这就要求作
者善于观察。”他鼓励同学们，遇到挫折
时，要坚定自己内心所坚持的。江南说，
这就是他的首富“秘诀”。

（据《环球人物》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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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高国务会议，左三为蔡元培。

蔡元培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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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的曲目都有特定的曲谱和音符，

要多鼓励孩子们抛开乐谱，进行自己的创

作和创造。因为世界不需要山寨的音乐，

更需要的是艺术上的创作。

———在钢琴家郎朗看来，培养孩子的
音乐理解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尤为重要。

我一点不担心，在哪个屏幕主持节目

不是主持节目呢？将来在你的移动手机上，

咱们再见。只要把自己做成最好的内容供

应商，新时代来得越快，你越是得意者。

———知名电视新闻人白岩松在谈及当
下传媒生存环境时如是说。

最严重的是，今天拍了，明天就没有

了。近十几年，胡同两边开了很多饭铺，

做了所谓现代装修。这样一来，胡同的格

局、形色、味道就全变了。全变了和“消

失”，并没有根本区别。

———摄影家沈继光谈拍摄古城北京。

什么时候能把动画上升到美学层面、

哲学层面，基本上根就有了，这样企业才

会站在这个根上慢慢向前走。

———动画片总导演朱敏认为，中国动
画需要把根挖得更深。

当一位年轻人说自己“想要创作剧

本，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就给出了

三个字的建议：“去写吧！”

———金牌编剧芦苇谈如何成为一个编
剧。

中国的姓氏，其实面临着一种巨大的

危机和挑战。这种危机与挑战是由中国历

史上改姓、换姓、合并姓、分流姓所引起的。

———教授钱文忠认为，忘记自己祖宗
姓氏的人，处于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孤
儿”状态，这让人痛心。

我们目前大量的儿童剧说教痕迹严

重，互动占用时间太多，激发儿童审美的

艺术表现力却严重缺失。

———导演颜永祺认为。
江南的作品

武装反清一翰林

翰林院自唐朝开始设立以来，一直是文人梦
寐以求的地方。在封建中国，读书人考取功名不
光是光宗耀祖的事，更意味着整个家族在政治上
有了靠山。"'(' 年 " 月，蔡元培就出生在一个
有着这样期望的商贾之家。

( 岁入家塾，") 岁考取秀才，%* 岁中举，
%(岁得进士。到 %'岁，蔡元培已经实现了旧式
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登科殿试，成为当朝翰林
院的编修。

就在蔡元培荣升翰林院编修后不久，"'+*

年 )月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身处京城的他开始
对民族危机和清廷的腐败有了切身感受。当时，
他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列名奏请朝廷，切勿向
日本求和，可清廷不顾朝野反对，签下了丧权辱
国的《马关条约》。蔡元培闻后悲愤交集，从此
对清廷极度失望。

"+##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在民族危机
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蔡先生以一个清朝的名翰
林，愤然与清廷决裂，走上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道
路。"+#* 年，蔡元培组织创建了秘密暗杀团
“光复会”，并亲任会长。光复会专门从事暗杀清
朝专权高官的工作，为此他曾亲自试制炸药、组
织过暗杀活动。在引领光复会举行了多次光复运
动后，蔡元培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
成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

从中国传统的旧式士大夫转为立场坚定的激
进革命党人，蔡元培堪称第一人。

走上教育救国路

"'+' 年深秋时节，蔡元培回到故乡绍兴。
此时，戊戌新政恰如一场春梦，在血雨腥风中骤
然消散。悲愤之余，萦绕蔡元培脑中多时的投身
新教育的念头变得清晰而强烈，这既是自身特长
和兴趣之所在，也是目睹维新党人惨烈失败后所
认定的一条报国之路。从此，蔡元培怀抱“志以
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踏上教育救国的漫漫征
途。

应知府之邀，蔡元培担任绍兴中西学
堂总理。绍兴中西学堂是一所由地方绅士
捐资创办的新式学校。堂堂翰林，居然做
起一区区学校的校长，这在绍兴城内不免
引起一番议论。但在蔡元培心中，最紧要
的事就是改变传统私塾教育唯经是读、唯
经是尊的积习，使这所规模不大、学生不
多的学校真正办成能有益于民族的学校，
不能徒有“中西”之名，更要有“中西”
之实。

日后成为北大校长之一的蒋梦麟就是
当时这所学校的学生，他在 《西湖》 一书
中这样评价蔡元培领导下的绍兴中西学堂：
“教的不但是我国旧学，而且还有西洋学
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
虽然先生解释的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
西学了。”蔡元培在那个时代抛弃功名，开
创性地推行新式教育，散发了一个有良心
有立场的知识分子无尽的光彩。

"+"% 年元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教育总长。就职教育总长的半年时
间里，蔡元培扎扎实实地对教育界进行了
除旧布新、大刀阔斧的改革，为我国教育、
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
的贡献。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 并
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然
而半年后，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权，蔡元培毅然离开。

改革缔造新北大

"+"(年 +月 "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
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
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由此，蔡元培最辉煌的
时期到来，并且因为他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被浓墨重彩
地载入中国教育史。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
民主改革，到 "+"( 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
量增加到 "$## 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
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
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
为社会所菲薄等。在 "+"(年 "%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
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仍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
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蔡元培在
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
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
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
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
“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
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
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蔡元培引领北大改革的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一个封建习
气严重、万马齐喑的旧式学堂，转变成为百家争鸣、学术空
气浓厚，欣欣向荣的高等学府。改革带来了广大师生觉悟的
提高，使北大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在我
国传播的早期基地。

"+"+年 $月 *日，北京大学的校园里炸开了锅，轰轰烈
烈的五四运动从这里拉开了大幕。就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
久，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实用主
义哲学的创始人杜威先生造访中国。对蔡元培这位中国教育
界赫赫有名的老友，杜威曾有过惊人的评价，他说：“拿世
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
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
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那所大学对
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
不到第二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