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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个 普
普通通的方块
字，近日成了
舆论追光灯下
的“明星”。事
情缘起于教育
部还在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用规范
汉字表》，其中，有 44个字的写法略
有调整。

看到新汉字表后，我的第一反应
是取过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睁大眼
睛细细比照，这才发现了44个汉字的

“变脸”奥秘。比如“琵、琶、琴、瑟”4
个字，左上的“王”的末笔，原来是横
形，在新字表中，横变形，像“球”中的

“王”字旁一样往上提了。其他40个
汉字，调整幅度也大致如此。

据说，此次字形调整有“尊重汉
字结构、考虑宋体风格、遵循统一规
则、严格控制特例”4个总原则，经过
对字形的调整和美化，进一步取得
与宋体字笔形的一致，使字形更趋
规律性、系统性。

但这种“美化字形”的专家说
法，看来并未得到公众认同。在某
网站进行的相关调查中，超过八成
的网友反对这一“整形美容”方案。
如此一边倒的意见反馈，多少出乎
有关部门的意料。其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意见，是河南大学教授王立
群。他在博客中写道：“如果以美不

美作为对现行汉字动不动‘微创手
术’的理由，恐怕要动手术的汉字远
远不止这44个，只要开了这个头，就
可以一直动下去。”

这道出了公众担心：微调固然
无伤大雅，但如果这样的调整常态
化，则可能对汉字文化的未来发展
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一个“历时 8年”、“经过专家全
盘考虑、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的局
部性汉字技术改良方案，因何会遭
遇民间的情绪反弹？从这里，我们
不仅能看出民意的复杂性和丰富
性，也能体会到在公众权利意识高
涨的时代语境下，专家精英化的文
化阐释权正遭遇越来越频繁的民间
挑战。

在今天公众表达十分活跃、社
会公共空间前所未有扩大的条件
下，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变
量”，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种
公共政策出台前，主张“变”的民意
会积极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给人形
成“主流民意”的印象；而一旦政策
出台，形成改变，一些主张“不变”的

民意往往会选择积极表达，并形成
相对强势的声音，给人“主流民意”
突然生变的印象。

其实，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
态。在诸如城市燃放烟花爆竹、节假
日改革等问题上，都曾出现过这种情
况。之前的汉字繁简争论，包括这次
字形微调，也存在类似状况。

对有关决策部门来说，寻找民
意，其实是寻求民意的“最大公约
数”，也就是公众的相对共识。对于
一些紧迫性相对较小、但分歧相对
较大的问题，谨慎地体察民意的丰
富性和复杂性，在不断深入了解民
意当下状况的同时，也要提前评估
和了解未来民意的可能变化，才可
能 明 智 和 理 性 地 作 出 判 断 和 决
策。

当然，44 个字的微调与否，还
只是处于征求意见中。有报道说，
针对“汉字微调”引发的争议,也引
起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开征求
意见领导小组的注意。我们不妨
静观。

摘自《人民日报》

170多位职业演员参与拍摄，其
中包括 80多位一线演员，成龙、刘德
华等国际巨星都是主动请缨参演。

什么样的片子能让众大腕如此
动心？国庆六十周年献礼大片《建国
大业》已于昨日全国公映。中影集团
董事长韩三平时隔 18 年后重执导
筒，任该片导演。这部影片被网友称
为“史上最牛献礼大片”。

《建国大业》动员的资源令好莱
坞震惊，他们无法想象一部电影可以
请到如此多的明星，而这些明星的加
盟，有的仅为一场戏、一句台词，甚至
一个镜头。最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甘
愿“零片酬”为该片“跑龙套”。

不为挣钱，不为出名，大腕们“零
片酬”到底为哪般？记者采访了多
位演职人员，由此还原了“零片酬”
跑龙套背后的故事。

“零片酬”请缨成了圈内热潮

在一次《建国大业》的发布会上，
张国立坦率地说，自己原本拒绝了韩
三平让他演蒋介石的邀请。原因是
他和老乡韩三平多年前“结下了梁
子。”

张国立幽默风趣地讲述了两人
多年前的一段故事。“韩董事长当灯
光师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一起，我属
于群众演员。后来他考上电影学院
的时候，我们都是好朋友了。”去电
影学院念导演专业之前，韩三平承
诺第一部戏的男主角一定要找张国
立。“我当时太高兴了，天天盼着他
上学。学业有成回来以后，我们还
欢迎他。筹备好了他跟我说，为了
他的第一部戏打响，他还是准备用
北京演员。”

所以这次韩三平来找张国立演
蒋介石的时候，张国立开始说不演。

“一个是我也不像，二来原来你就水
过我一回。我就不信你了。”结果韩
三平在电话里使出了杀手锏：“咱们
祖国要过六十岁生日了，你作为人民
的演员，不应该出来为祖国六十华诞
做点什么工作吗？”张国立说：“他给
我来了几句话，一下就把我摁那儿
了，一下我就没法说。我只能说好。”

张国立接着曝料说：“三平不好
跟我谈，他让制片主任跟我谈。说咱
们这是主旋律片子，这个经费不多。
我说，不要钱。他说，啊？真的不要
钱？我说，真的不要钱。”

8月 21日，张国立在接受《青年
周末》采访时这样说道：“自从我透露
了为何出演蒋介石的原因后，其他明
星的介入，成了一种主动。”

“在此之后，他（韩三平）就天天
接电话。”张国立一边说一边模仿韩
三平导演接听众多明星电话请缨的
场景。“哎呀，我跟副导演说说，看还
有什么角色？然后他一摁电话，小声
说‘黎明’。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小
声说‘刘德华’。都是这样的，非常主
动。”

“比上没上春晚有杀伤力多了”

韩三平最初可能并没有想到，自
己的号召力可以大到这个程度。

在影视圈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演员得听导演的，导演得听投资
方和发行方的。”作为渠道商和发行
商，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是娱乐圈
当之无愧的“大佬”。

8月23日，记者来到了中影集团
的怀柔基地，《建国大业》正在这里做

最后的录音工作，就在工作间隙，这
部电影的另一位导演黄建新接受了
本报的采访。

“明星大腕不要钱、抢着来参
演《建国大业》图的是什么？是怕
得罪韩董，以后拍片受影响吗？”记
者在谈话之初就抛来一个尖锐的
问题。

面对这种质疑，黄建新提出了
反对的说法：“不会考虑这个的，如
果一个演员是个好演员，他适合角
色的话就会选择他，跟其他的没关
系。即使他们不来，三平也不会生
气。像尔冬升，本来都谈好了，但实
在是后来档期排不开，没来成。中
影不能因为这个以后就不排尔冬升
的档期了。”

说到演员主动请缨的现象，黄建
新侃侃而谈。他向记者透露了一个
细节：“当时《建国大业》已经拍完了，
周星驰急急忙忙给韩三平打电话‘我
为什么不能在《建国大业》里客串一
下啊？听说现在要是不上这个片子，
就说明自己不是一线演员了啊？’看
得出很多演员都为是否能在《建国大
业》中露一面而着急。”

有网友这样评论道：“所谓规模
出效应，量变引起质变，80多位大腕
加盟，这数字一累积，没轮上的能不
急吗，比上没上春晚有杀伤力多
了。”

就连导演陈可辛也曾半开玩笑
地对黄建新说：“你和韩三平把我一
辈子想找的演员全都找到了，并且全
部出现在一部电影中，这是一件不可
思议的事情。”

摘自《青年周末》

《建国大业》演员“零片酬”背后
汉字“整形”：精英文化遭遇民间挑战

张颐武

依靠上海书展“查询系统”的帮
忙，毛先生准备去购买一套《红楼
梦》——本想图方便，现在反倒没了
方向。仅参展 2009上海书展的“红
楼梦”出版物，就有 171个版本!要读
者判断哪一版本才是最佳的，实在
勉为其难。

标题里含“红楼梦”的出版物大
致分为美术设计、文学、少儿读物、
语言文字、文体教育、趣味阅读、综

合、生活娱乐、音像制品 9 种类别。
“红楼梦”的大餐拼盘里有图文速读
本、汉英双语精简本、白话缩写版、
附赠VCD版、专家点评版、彩图本、
图文本、插图本、普及本、珍藏版，还
有学生版、美绘少年版、轻松阅读无
碍本以及彩色插图注音版等等，分
别由19家出版社“联袂”出版。

以北京某著名出版社为例，其
在 1998 年和 2007 年，两次出版《红

楼梦》(上、下)，书名无变化，只是作
者一栏从曹雪芹、高鹗减少为曹雪
芹一人。同一家出版社还有重印前
后的不同版本，实在叫读者难分
辨。其他 3本名著情况类似，《三国
演义》135种，《西游记》104种、《水浒
传》71种。

书展琳琅满目，但撞车、重复出
版何其多。业内人士认为，各家出
版社在捕捉出版商机的同时，要避
免“一窝风”，在选题、作者、图书类
型上努力创新，只有这样，读者才会
愿意掏钱购买。

摘自《新民晚报》

“家谱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
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根支柱。”
多年潜心家谱研究的王鹤鸣这样阐
述家谱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家
谱就是一部家庭百科全书。家谱主
要包括谱名、祖先像、目录、修谱名
录、谱序、世系表、传记、祠堂、坟茔、
契约、族产、字辈排行、家规家法、恩
荣录等内容。

家谱发端于商周。魏晋南北朝
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
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隋唐五代
以后，修谱之风从官方刮向民间，由
此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家谱。

但是，数量如此庞大的家谱留
存下来的却并不太多。除了战乱毁
掉一部分外，20 世纪 50 年代，被认
为代表着“封建族权”的家谱多被付

之一炬。“文革”则令更多的家谱遭
遇灭顶之灾。有人估计，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全国大约有 2 万
种家谱被人为毁掉。

上世纪 80年代起，民间修谱活
动开始复苏，特别是在浙江、广东、
福建等一些经济发达并与海外交往
密切的地区，由于外来的影响，原有
的家谱传统被激活。90 年代中后
期，各地修谱更为高调，历来有修谱
传统的浙江金华、丽水、温州等地，
几乎到了家家户户入谱的程度。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陈佩斯自幼喜欢电影，梦想当一
名演员。然而，可能是干一行怨一行
的缘故，他的父亲著名演员陈强赌咒
发誓，决不让儿子沾文艺的边。陈佩
斯也决不听父亲的话，当演员的志向
始终不变。

“文革”期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
团、总政话剧团招生，陈佩斯瞒着父
亲，都偷偷报了名，只因陈强当时被
打成“牛鬼蛇神”而未被录取。陈佩
斯虽然屡屡受挫，但并不灰心。后来

“八一”电影制片厂招生，他仍去报
名，这一次时来运转，他被录取了。

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总政
话剧团《万水千山》剧组帮忙，扮演一

个抢包袱的匪兵。这虽是个跑龙套
的角色，但陈佩斯非常珍惜这个来之
不易的机会。他发挥了自己全部的
创作才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
肖，活龙活现。

在排练中，陈佩斯绞尽脑汁，精
心设计了三个细节。第一个是，在打
仗时，他背后响了一声，他把脑袋一
甩，帽子掉了，然后回头大骂另一个
匪兵：“瞎了眼了，你他妈的往哪打？”
引得观众哄堂大笑。

第二个是，他扶一个匪兵逃跑，
途中，这个匪兵烟瘾发了，就点白面
儿吸着，他在旁边“馋涎欲滴”，忍不
住用手撩着烟也吸起来。观众被他

那滑稽、贪婪相逗得忍俊不禁。
第三个是，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匪

军官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抢了他的
帽子戴上，把自己的军官帽硬塞给
他。他拿着军官帽，戴也不是，扔也
不是，最后灵机一动，解开衣服，藏
在里面。这一招，博得观众一片喝彩
声。

导演见陈佩斯确实有“两下子”，
于是，“提升”他演匪班长。匪班长戏
多了，他更有了发挥的机会，他又演
好了。

导演又“提升”他演匪排长。到
《万水千山》拍电影时，陈佩斯已“连
升三级”，演一个像一个，真可谓身手
不凡。

陈佩斯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力求
在“小角色”身上做出“大文章”。

摘自《才智》

《红楼梦》有171种版本

民间重掀修谱热潮

比尔·盖茨的办公室里，挂着
一张女人的照片。照片中的女人
虽已人到中年，但看上去是那样朴
素大方、美丽典雅、圣洁和蔼，有一
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女性魅力。她
就是温布莱特，比尔·盖茨一生一
世的情人和朋友。无论她人老珠
黄，还是白发幡然，她温暖的怀抱
永远为比尔·盖茨敞开着。

“伟大而又完美的温布莱特，
我爱你。在我所认识的女性中，只
有两个人值得我这么称呼。在这
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女人有两
个 ，一 个 是 我 的 母 亲 ，另 一 个 是
你。”

“温布莱特，你宽容的胸膛，
是我停泊的海港，让我在梦想和
现实之间，有了一个可以停靠的
地方。只有你才知道，我并没有
外界想象中的坚强和伟大。在你
面前，我的一切虚伪和光环都被
剥夺了，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个
不懂事的大孩子，需要你来保护
和教导。在童年，躺在母亲怀里
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而成为亿万
富翁以后的许多时刻，躺在你怀
里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只有在
你的怀里，我那颗焦虑激动的心
才能平静下来，所有的烦恼和恐
惧都没有了。”这是比尔·盖茨写
给温布莱特的情书。

那一年，比尔·盖茨作为嘉宾
参加了一个产业研讨会，那些平庸
的发言让年轻气盛的比尔·盖茨有
站起就走的冲动。正在这时，一个
优雅美丽的女人带着迷人的光彩
走上了发言台，她哀婉文雅的气质
深深地吸引了比尔·盖茨。更让比
尔·盖茨吃惊的是：这个女人就计
算机开发的演说深刻而独特，给比
尔·盖茨很多的启发。当天晚上，
比尔就找到了温布莱特的宾馆，和
她谈论有关计算机方面的一些看
法。

温布莱特也是美国成功的女
商人，她的男朋友是一位优秀的体
操运动员和教育家，但是在几年前

的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这是比
尔后来才知道的。她的迷人姿色
在西雅图上流社会有目共睹，她的
能力也非同寻常，美国《资本家》杂
志是这样对温布莱特推崇备至的：

“她可以做许多十分刚强的事情，
但她的表达方式永远那么柔和，没
有人称她为女强人，但实际上，她
却干着一般人认为只有女强人才
可能干的事。”有一次探讨完了专
业以后，比尔对温布莱特说：“在我
没有见到你之前，我最相信我母亲
的话。但是前不久，我发现不知不
觉我最听你的话了。”

比尔和温布莱特相爱了，他
们像每一对情侣一样外出旅行，
在温布莱特面前，比尔完全是个
不懂事的孩子，在机场的时候，他
只要守住行李，温布莱特去排队
买票；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温布
莱特忙着找旅馆、办手续，跑进跑
出 。 比 尔 只 需 要 把 东 西 提 进 房
间，找到一张床铺，躺上去大睡一
觉。第二天早上，比尔醒来，温布
莱特早已准备好了早餐，床头挂
着比尔干净的衬衣，床前有擦得
锃亮的皮鞋。

爱情强烈地吸引着比尔，微软
也是比尔放不下的事业。他挣扎
在爱情与事业间。和温布莱特在
一起，比尔觉得幸福甜蜜。几天不
见温布莱特，他就会情绪低落，坐
卧不安。和她在一起，他就变成一
个聪明调皮的坏孩子。温布莱特
也有自己的事业，也是个出奇的大
忙人，但是她还是以最大的包容来
对待她与比尔之间的感情。

温布莱特是比尔事业最得力
的助手，她无偿地为比尔操劳着微
软事业。1986 年，微软的股票要上
市，而比尔又是个容易冲动，懒于
交际的人。温布莱特带着比尔去
和合作伙伴谈判，她坐在比尔的左
侧，只要发现比尔有冲动的迹象，
就抓住比尔的左手。而比尔只要
一感觉到温布莱特的手，由于激动
而通红的脸马上会平静下来。微

软股票上市，温布莱特是真正的幕
后操纵者。她运筹帷幄，深谋远
虑，沉着冷静，为微软立下了汗马
功劳。

温布莱特也想过平凡女人的
生活，为比尔生个孩子。当温布莱
特提出结婚这个想法时，比尔这个
大 孩 子 好 像 还 没 有 做 好 思 想 准
备。温布莱特以后再也不提结婚
的事，但是比尔开始思考温布莱特
说过的话了。比尔向母亲玛丽提
出了想娶温布莱特的想法，但是遭
到了母亲玛丽的强烈反对。玛丽
认为：如果比尔娶一个比他大 9 岁
的女人，会极大地损坏比尔世界首
富的形象，也有损于盖茨家族的形
象。玛丽知道儿子性格倔犟，谈不
好反而伤了母子感情，就亲自来到
温布莱特的小别墅，要温布莱特打
消和比尔结婚的想法。

温布莱特带着一颗受伤的心
去欧洲旅行，在她走后的第三天，
比尔结束了短期的忙碌，拖着疲惫
的身子来到温布莱特的海边别墅，
可是他找不到那个可以让他停靠
的温暖怀抱了。他疯狂地寻找温
布莱特，当他拨通温布莱特电话的
那一瞬间，他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
哭了。温布莱特又一次被打败了，
她回来了，在机场，他们紧紧抱在
一起，泪流满面。

比尔的母亲玛丽也不会放弃
她坚持的原则，她又找到了温布莱
特，和温布莱特进行了一次长谈。
温布莱特对玛丽发誓：“我只要和
比尔相爱就够了，我不会和比尔结
婚。”

从那以后，温布莱特开始有意
回避比尔。她经常一个人，坐在比
尔以前常坐的那张椅子上，听着海
水的拍岸声，从日出到日落，心中
的苦水也和海浪一样翻腾。比尔
的办公室里，也发生了一个小小的
变化，一张中年女人的照片，挂在
了比尔办公室的南墙上，比尔只要
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她圣母般慈祥
的笑容。只要看到她的照片，比尔
心里就有一种温馨宁静的感觉。
曾经有人问比尔照片上的女人是
谁，比尔一脸忧伤地说：“她是我的
好朋友，我一生的好朋友，我一生
的情人。”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

比尔·盖茨一生的情人
程勤华

一张中年女人的照片，挂在了比尔办公室的南墙上，比尔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她圣母般慈祥的笑容。
只要看到她的照片，比尔心里就有一种温馨宁静的感觉。曾经有人问比尔照片上的女人是谁，比尔一脸忧伤地
说：“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生的好朋友，我一生的情人。”

1954年9月14日，李敖走进台湾
大学校园，19 岁的他抬头看蓝天白
云，左顾右盼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台
湾大学校园的美景立刻抓住了青年
的心。大学是个性张扬的地方，大学
是思想奔放的地方。李敖觉得自己
终于可以大展手脚干一番了。正如
他在诗《胆》中所云：我走我的路，别
人怎能管？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
胆。

临到上课，不到 20 岁已博览群
书的李敖极为顽皮，专挑老师的错。

教“刑法总则”的老师讲到李大
钊的死，讲错了，李敖立刻纠正。教
英文的老师满口上海腔，把"Liberty"
念成“喇比利台”，李敖听了当场大
笑。教“经济学”的老师有一次被李
敖劈头大声问道：“三民主义到底有
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
然有啊！”李敖追问：“缺点在哪里
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全
班为之哄堂大笑。而这位老师更是
李敖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大
吵过。

李敖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
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
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不
及格。大一总成绩，第一学期只有
71.31 分，第二学期只有 65.45 分，成
绩之烂，一望便知。但李敖从不作
弊，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屑，而且他
觉得自己也不需要好成绩，他觉得做

一个真正的自己，比获得一个好成绩
更重要。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
高层”，李敖始终自认为有学问，只是
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那时候，香港有本杂志《大学生
活》称台大有“四怪三丑”，而“怪丑之
尤”便是“长袍怪”李敖，可见李敖在
台大的确特立独行，够狂够野。他自
己更宣称：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
文学院那穿长袍的，除非他是瞎子，
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除非他还
是聋子。

为什么大热天穿长袍？李敖有
自己的理论，他在《长袍心理学》一文
中自述他穿长袍时的情状：一袭在
身，随风飘展，道貌岸然，风度翩翩
然，屈指算来，数载于兹矣！不分冬
夏，不论晴雨，不管女孩笑于前，恶狗
吠于后，我行我素，吾爱吾袍。

在法律系学习了 287天后，李敖
突然向所有人宣布——弃法从文，重
考文学院！

李敖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
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
进入法学院。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
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成。退学后李
敖恶补数学，考了 59分，得以在 1955
年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从此告别
了法学院。

当他走进文学院的课堂后，很快
又发现这里的学者根本不像外界传

言的那样神通广大，六七个外文系的
大一英文教师都搞不清美国文学家
萨洛扬是谁！一个大学一年级的“饱
学之士”，面对这些“巍巍乎可畏、赫
赫乎可象”的“为人师表”们，心中的
梦彻底破灭了。

那个天堂般的大学怎么是这样
的呢？

但是这一次，李敖真的安定下
来，他决定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重
新整理自己的思路。从此，李敖不再
为台大的美景所吸引，他走上了一条
与其他人“各自东西南北流”的道路，
教授教他们的，李敖学自己的。

李敖拿起一本书，躲进树荫里，
任风儿将书吹到哪一页，他便从那里
开始读，直读到“夕阳无限好”，然后
回宿舍。

李敖邀上好友，游山、玩水、喝
酒、吵架，深更半夜在草地上大谈到
天明……从这些社交活动中，李敖学
到更多书本上学不到的。

李敖也像文学青年一样多愁善
感：为朋友纷争，为女友离去，为事业
无成……他甚至尝试自杀，但终能从
痛苦中走出来，锻铸出钢铁般的性
格。

在台大毕业答辩的时候，三个教
授坐在李敖面前半小时后对他说：

“李敖，你答辩通过了。”李敖说：“你
们什么也没说啊，我也没讲话啊。”教
授说：“我们知道一开口肯定会被你
驳倒的，所以还是不说了。”

李敖用他的“我行我素”，达成了
无人管的心愿。

摘自《今日文摘》

李敖的大学时光

陈佩斯：小角色真功夫

国庆六十周年献礼大片《建国大业》已于昨日全国公映。170多位职业演员参与拍摄，其中包括80多位一
线演员，成龙、刘德华等国际巨星都是主动请缨参演，而且，他们甘愿“零片酬”为该片“跑龙套”。不为挣钱，不
为出名，大腕们“零片酬”到底为哪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