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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生活在“线型人生”之
中，即把人生按年龄画成一条横线，
少年、青年、中年、退休，各有各阶段
的工作和生活目标。

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到了计划
中的那个阶段，未必所有的理想因
素都在那儿等着。

比如说青年阶段想挣钱买房，
然后照顾家庭，但也许等买到房子，

太太跟你讲“这段时间你没理我，再
见”；或者你说现在努力奋斗，退休
再跟老伴去周游世界，但到时身体
状况又不允许了。

而“微型人生”则是倒过来活：
辛勤工作、陪伴家人、自我进修、休
闲旅游、服务公众，这许多不同生活
面向，可以用一月、一周甚至一天时
间分配完成。

以“一周
微型人生”为
例，周末两天
就 是 退 休 时
间，前面五天

就是奋斗时间。
我自己现在是过“一天型”的

微型人生，早上四五点起来，到上
班之前，就是我的青少年求学期；
上午当成创业期，集中精神处理事
情，下午当成中年期，开会和大家
聊天；晚上是退休时间，回家休息，
陪伴家人。

摘自《青年文摘》

盘点过去这一年，“富二代”一方
面纠缠在诸如“炫富”、“飙车案”等负
面新闻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富二
代”个案和调查显示这个群体“积极
向上”，跟我们想象的纨绔子弟形象
完全判若两样。

一起“飙车案”把“富二代”推到
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009年5月7日晚20时，富家子
弟胡斌在杭州闹市街头飙车，不慎撞
到行人谭卓。谭卓被送进省立同德
医院，半小时后宣告不治。

“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无
辜路人被撞起 5米高。”一个网帖、一
张照片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声讨
运动。矛头所指就是“富二代”。

在社会学者袁岳的眼里，中国的
“富二代”们即有五种表现：一、明显
不成器，缺乏危机感与对于压力的心
理反应机制；二、缺乏对父辈事业所
在社会环境的认知；三、具有在优越
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消费能力，极端缺
乏对自我、社会关系与团队的管理期
待与能力；四、缺乏自我节制与妥协
能力，个性比较张扬；五、物质至上思
想突出，极度缺少公德修养与道义感
召力。

“企业少掌门校园选妃”再次印
证一些“富二代”口碑差

身上挂有“80后企业少掌门人，
寻找清纯美丽校花”和联系电话条幅
的“圣诞女孩”，在暨南大学饭堂门口
派发精美的“征婚传单”。嫩绿色、封
面浪漫的传单内，印有两位“80 后富
二代征婚男”的自我介绍、喜欢的女
孩类型和应征女孩的报名方式。

媒体报道，策划活动的婚姻猎头
公司已派出 300名“猎手”，深入中山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
农业大学等省内 12 所高校，替两位

“少掌门”搜索“校花”。总花费要 10

多万元。
不过细想想，“富二代”到大学征

校花，一不违法，二不违背道德。这
年头搞千奇百怪征婚启事的人多去
了。至于引来骂声一片，恐怕不在这
个事儿，问题出在“富二代”这个群体
身上，这个群体的口碑实在太差。连
搞个生日慈善会也是非议不断。

这个生日慈善会的主人公是一
名叫爱爱的南京小朋友。爱爱将生
日会上 20 多万元的礼金都捐献出
来，还动员父母捐出价值近 50 万元
的棉被棉衣，送到四川地震灾区。

“令人吃惊的是抽奖环节，特等
奖送出三辆小轿车！”一位嘉宾透露
说：“宴会估计要花掉上百万元，奖项
很多，一二等奖都是翡翠饰品，三等
奖是 10 台笔记本电脑，而且得奖率
很高。”

有网友不留情面地说，举办如此
豪华、如此奢侈、如此招摇的生日宴
会有必要吗？教育孩子学会分享、奉
献爱心本无错，但这样的炫富举动很
不足取。说到底，这是拿自己的富裕
刺激穷人的神经，是一种自我作秀，
是自觉高人一等的摆阔。

首份“富二代”群体调研报告发
布，难道我们骂错了？

“富二代”真的就是“扶不起来的
阿斗”吗？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
人？由中国青年报首发的一份《关于

“富二代”群体的调研报告》再次成为
人们关注的热点。

有意思的是，大多数调研对象都
对“富二代”一词比较敏感，希望称他
们“企业家二代”、“民企二代”。他们
认为，“富二代”是偏负面的、舆论炒
作的词语，是对这个群体的误读。

受访对象中，研究生学历以上的
占17％，本科学历的占78％。他们所
学的专业，经济管理和商科所占的比

重为59％。接受访谈的“富二代”们在
解释选择专业的原因时提到，无论是
父母要求，还是自己选择，都考虑了未
来接掌企业的因素，所以大部分人选
择了经济管理和商科类的专业。

所有受访者中有 52％的人有海
外留学经验。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
这些受访者的父母把对他们的教育
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富二代”家庭的家族企业资产
数相当可观。但从他们的收入水平、
日常开销水平以及日常的消费结构、
财富观等方面数据综合来看，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并不崇尚奢侈的生活方
式，而是选择比较理性的实用主义原
则。他们的业余生活也主要侧重在
结交人脉、休闲和增长见识方面，目
的是为了促进事业发展。

政府花钱集训“富二代”，是为破
“富不过三代”魔咒？

“富二代”跟父辈经营理念不同，
但是渐渐老去的“富一代”眼看就要
退休，怎么办？

江苏计划实施“千名民营企业家
后备人才培养计划”，让企业家后代
在江苏省委党校接受一周左右的学
习。这一计划被大家称为政府出资
培养“富二代”。其后，广东顺德等地
也大有跟风模仿江苏的势头。

比政府更着急的当然数富爸爸
们。据媒体报道，某个对“有创业需
要的年轻人”开设的“创业培训班”一
开班，呼啦啦就有 100 多人报名，基
本都是“富二代”的孩子。一些学生
家长直接给老师打电话，着重介绍自
家企业规模有多大，希望孩子能到创
业班来学习。很多学生在面试时也
主动告诉面试老师，家里的厂子有多
大、资产有多少万元。还有家长直截
了当地告诉老师：“我想让儿子快点
学会赚钱。”

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谚语。
生来就金贵的“富二代”能担当大任
吗？不光富爸爸们满腹狐疑，全社会
也是忧心忡忡。

摘自《中国青年报》

备受争议的“富二代”
布什：经常拜读《罗斯福王》
《圣经》对布什的影响有目共

睹，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在处理国家
事务时像布什这样强调宗教。在伊
拉克战争前夕，布什还很不慎重地
将这场战争比喻成“新时代的十字
军东征”。

布什读书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竞选总统前，布什曾反复研读反思
上世纪 60 年代文化的著作《美梦与
噩梦：60 年代留给社会下层的遗
产》，他著名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
义”这一施政纲领即来源于此书。
还有一本书布什经常拜读，那就是
传记作家埃德蒙·莫里斯的新作《罗
斯福王》。布什喜欢这本书，因为该
书生动地再现了他与这位已故总统
之间的“再生缘”。1901年老罗斯福
当美国总统，离 2001 年布什当选总
统正好100年。“罗斯福王”时代是美
国走向“美利坚帝国”的开始，通过
此书，布什的政治雄心可见一斑。

希拉克最爱吟“李杜”
希拉克身上有着太多中国情

结，常伴他左右的书籍中，少不了各
种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专著。在北约
的一次首脑会议上，希拉克中途“开
小差”，就是为了看介绍青铜器的杂
志。中国文学也深深地吸引着希拉
克。中法文化年期间，希拉克曾表
示，非常喜欢中国古代诗人李白和
杜甫，尤其对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有
着特殊的感情。他还表示，自己最
大的心愿，就是完成一部关于李白
的电影剧本。

普京：不读写自己的书
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读书的习惯

在中学时代就养成了。普京透露，
他喜欢读两类书，一类是俄罗斯和
世界上的经典名著，如契诃夫、托尔
斯泰、果戈理等人的作品。据说普

京中学时特别喜欢读法国大文豪大
仲马的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
度。另一类是传记和历史著作，如
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沙俄
政府强硬派代表人物彼得·斯托雷
平等名人的生平传记等。有一次他
说，他正在读两本书：一本是《叶卡
捷琳娜二世的执政史》，另外一本是
《思考俄罗斯》。他认为，要多学一
些与自己的工作有关的知识，另外，
俄罗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人物值得
人们去品味。普京最不喜欢读关于
自己的书。他总强调自己只是一个
普通人，不喜欢别人炒作自己。
卡斯特罗：海明威的忠实读者

刚刚退出政坛的古巴领导人卡
斯特罗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
的感情，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钦佩
有加，这在著作中多有流露。早在
打游击战时，卡斯特罗就十分景仰
毛泽东，最喜欢读毛泽东的《论持久
战》。他要求司令部将毛泽东关于
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著作印成小册
子，下发到各部队，被起义军称为

“来自中国的粮食”。
卡斯特罗还是海明威和马尔克

斯的忠实读者，马尔克斯亲眼看到
海明威的小说被放在卡斯特罗的车
内，同时他说“很荣幸自己的作品能
够和海明威的作品摆在一起”。卡
斯特罗用极富感情的措辞概括海明
威的著作《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
而鸣》。卡斯特罗对古巴民众说，艺
术品的魅力会“持续几千年”，文学
的生命将长过“我们所有的人”。

查韦斯：印100万《堂·吉诃德》
送百姓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虽为军人
出身，却博览群书。通常在发表演
讲的时候，查韦斯都会随口提到他
正在读的书或者喜欢读的书。而且

有一种书始终放在他的书架上，那
就是一些军事或者游击队领导人的
著作。这些人包括委内瑞拉的独立
之父西蒙·玻利瓦尔、拿破仑、切·格
瓦拉和毛泽东。

此外，雨果是深受查韦斯喜爱
的一位作家，《悲惨世界》是他首选
的必读书目。塞万提斯的《堂·吉诃
德》在查韦斯的讲话中也频频出
现。2005年，为了纪念《堂·吉诃德》
一书出版400周年，委内瑞拉政府还
掏钱印刷了100万本书，免费分发给
本国老百姓。

布朗：向大众公开阅读书目
戈登·布朗是公认的继丘吉尔

后最爱读书的英国首相，去年夏天，
他将阅读书目独家透露给《泰晤士
报》。书单中，排名前两位的是美国
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关于美国政府
怎样决策的《虐杀理性》和前美联储
主 席 艾 伦·格 林 斯 潘 的《混 乱 时
代》。布朗的第三选择让人颇感兴
趣——赛巴斯蒂安·福克斯的新作

《恩格尔比》。该书讲述的是上世纪
70年代发生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里的
故事。书中的主人公出身卑微，却苦
心钻研，欣赏音乐和文学作品，最终
成为报纸记者。一位天空电视台的
发言人说，该书涉及布朗在爱丁堡大
学就读期间的国家政治和教育。

撒切尔夫人：将《自由宪章》带
入议会

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影响
最大的，是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
冯·哈耶克的著作。哈耶克对计划
经济的抨击、对工会主义的反对以
及主张政府少介入社会的主张，都
对她政治观点的形成产生重大影
响。她成为保守党领袖后，曾把哈
耶克名著《自由宪章》带进议会，并
当众甩在桌上，声称“这才是我们应
遵循的道路”。当选首相后，她更多
次亲自会见哈耶克，并“经常重温”
哈耶克那些对“计划经济最强有力
的批判”的书籍。

摘自《决策与信息》

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是
伴随一代人成长的童话角色。在许
多人眼中，作者郑渊洁也和这些角
色一样，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已扮演了 20
多年父亲的角色——只要与他有关
的任何东西，都和他的童话一样，被
烙上了“郑渊洁”的标志。他的儿子
郑亚旗也成了一个在独特的“郑式”
教育模式下长大的孩子。

从郑亚旗有记忆起，郑渊洁就
一直让儿子直呼自己的名字——
郑渊洁。他的《童话大王》是 1985
年创办的，到今年正好 24 年；而郑
亚旗是 1983 年出生的，比《童话大
王》大两岁。于是儿子和父亲调侃
说：“别人叫你‘童话大王’，那你应
该叫我哥。”郑渊洁就一直管儿子
叫哥。

在郑渊洁一手建造的童话宫
殿里，亚旗一天天长大。看到儿子
按照自己的规划，逐渐成长为一个
和自己一样富有童心的大孩子，郑

渊洁非常得意。没想到儿子的一
次经历，却给他泼了瓢凉水。有一
天，郑亚旗和一位女网友聊天。那
女孩问他：“你知道 F4 吗？”郑亚旗
一下被问住了，就像平常一样去请
教爸爸。郑渊洁告诉他 F4 是美国
战斗机，郑亚旗就照此回答女网
友。没想到对方说：“什么美国战
斗机，我奶奶都知道 F4。”此后，她
就再也没出现过。

于是，郑渊洁开始考虑拆毁自
己一手为儿子建造的童话宫殿，让
他独自面对现实的人生。郑渊洁认
为儿子的18岁生日是个很好的突破
口：“人和汽车一样，也是有保修期
的，人的保修期就是 18 年。18 岁之
前靠父母，18 岁之后靠自己。如果
18 岁之后还靠父母，这个人就是残
次品了。”

郑亚旗 18 岁生日那天，郑渊洁
送了一辆奥迪轿车给他，说：“以后
就没有生日礼物给你，而是该你送
生日礼物给我了。”这次生日宴会

后，郑渊洁做出
了一个决定：把
刚刚成年的郑亚
旗赶出家门，让
他自谋生路。他

告诉儿子：“过完 18 岁的生日后，你
就不能从我这里要一分钱了。如果
你住在家里，还要交你那一份水电
费、伙食费和房租。”儿子非常痛快
地表示同意爸爸的做法，刚成年的
亚旗没有一般求职者所拥有的大学
文凭、社会经验和人际网络。凭借
着“郑式”童话教给的他只知快乐、
不知沮丧的心态，在无数次碰壁后，
他终于找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
作。

一天郑亚旗回家，郑渊洁发现
他的衣服很脏，原来他在一个超市
扛鸡蛋，这个工作不要文凭，扛一箱
5 毛钱。亚旗每次开车去都怕人看
见，就把车停在离得老远的一个停
车场里，“要是别人看到我开着奥迪
来扛鸡蛋，肯定会以为我不正常。”
郑渊洁非常高兴，对于儿子来说，

“开着奥迪扛鸡蛋”就像在现实生活
中扮演一个童话人物，没有任何尴
尬和不快。

摘自《人物画报》

大陆观众认识梁家辉，是从他主
演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开
始的。由于主演这两部影片，他的演
技倾倒了许多观众，他也因此而获得
了香港影帝的称号。

正当他事业辉煌的时候，却遭遇
了戏剧性的变故。这两部影片是在
北京拍摄的，由于当时台湾对大陆的
敌对，台湾方面把梁家辉当做通共的
对象，导致他的所有影片不准在台湾
放映。要知道，台湾是个巨大的市
场，哪个片商也不希望失去这个市
场。从此，没有人敢邀请梁家辉拍

片，结果，一个影帝沦落到无人问津，
接不到戏。

无奈之下，梁家辉联络了几个
朋友，自己设计、自己制作了一些工
艺品，诸如手镯、铜钱什么的，并拿
着这些东西去铜锣湾摆地摊换取生
活费。

一个记者拍到了这样的镜头。
镜头从一个个摊位掠过，最后定位在
梁家辉身上，还给了他一个特写。只
见他蹲在地上，面前摆着他的工艺
品。他没有躲避记者的镜头，反而很
自然、很友好地向记者挥手笑笑，仍

然蹲在那里守护、抚弄、叫卖着他的
那些小玩意儿。记者问他，摆地摊和
拍电影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没什么
不一样啊！都是艺术，你看，我卖的
这些工艺品不都是艺术品吗？

梁家辉整整摆了一年地摊。这
一年，他认识了很多人，包括他在香
港电台工作的太太。这一年，他积累
了很多人生经验，为他以后炉火纯青
的表演并成为国际影星增加了许多
素材。

曾有媒体报道说，摆地摊那年，
是梁家辉演艺生涯中最黑暗、最落魄
的一页。他却说：“我不觉得这是落
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

摘自《宝鸡日报》

王海鸰喜欢小沈阳，喜欢被他逗
得开心大笑的单纯快乐；她不喜欢卡
夫卡与马尔克斯，讨厌他们的阴郁扭
曲与晦涩。“如果被批‘没品’，那就

‘没品’算了，这个年纪了，大可不必
为评价而活。”

王海鸰五十几岁了，依然每天上
午写字，下午读书看报；依然每天晚
上游泳，偶尔去公园散步，去图书大
厦淘书。然而年轻时她却想，如果上
了30岁，就不活了。

在很多场合中，王海鸰被记者追
问，《大校的女儿》是否是一部自传，
因为王海鸰也出身军官家庭，甚至

“韩琳”亦是“海鸰”的谐音。
她的回答很狡黠：“以前的作品

是‘写’出来的，这部作品是从内心
‘流’出来的。”

在王海鸰的相册里，珍藏着许多
20世纪 7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照片
里，青春期刚刚发育的海岛女兵一脸
憨稚，“快乐得像个傻子”。

已经开始尝试创作。从偷偷写
完，羞涩地念给闺蜜听，到鼓足勇气
投稿、被退稿，再投、再被退……

终于稿件被部队最高级别期刊
《解放军文艺》采用。那时她刚 20岁
出头，站在海岛医院前面的海滩上，
发辫被海风吹散。依然胖，依然没心
没肺地大笑，不顾流年。

渐渐地，闺蜜们多为人妻、为人
母。她三十多了，不可避免地成为

“剩女”。越来越瘦削，少女的憨态蜕
变成文艺女青年式的沉思与怀疑。

正如钱钟书那刻薄的调侃：“那
时苏小姐把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

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
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
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花色都不时髦
了，有些自怅自悔。”

终于还是嫁掉了。保守的女兵
采取了最先锋的形式——“闪婚”。
这个“闪”，包括闪电结婚，也包括闪
电离婚。

媒体公布的数字是“45 天”，她
笑笑，没有具体统计过，但的确非常
非常短暂。

“闪婚”砸碎了她对婚姻的向往，
却抛下婚姻的结果——孩子。为了
抚养儿子，她收起刚有创作成果的
笔，从浪漫的文艺女青年变成执拗的
单身母亲。

“最渴望的是钱——要养活自
己、儿子、保姆，每笔支出都得记账，
稍有大意便坚持不到下月发工资。”

这还不算困难，更令她痛心的是
如何面对孩子渐渐成长的心灵。“必
须撒谎，经常买点东西安慰他说是爸
爸寄来的，告诉他爸爸很爱他……”

“儿子刚学说话那会儿，突然有
一天，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爸——
爸——来。我说，好，好，等我给爸爸
写信。结果他指着电话：‘来，来。’当
时我特别想哭，紧紧搂住他，不敢面
对他的眼睛。”

如同一个河蚌把自己紧紧裹在
壳里，外表坚硬，内心脆弱疼痛。“那
的确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五
十多岁的她，平静地说。

转机始于《爱你没商量》。20世
纪 90 年代初，王朔找到王海鸰谈合
作，“他并不知道我的窘迫，即使知道

怕也不为这个。世上穷人
多了，王朔不是慈善家。”

搁浅数年，再度提笔，王
海鸰全力以赴。“做‘剩女’时
经常文思枯竭，结婚生子后
突然对生命有了全新认识，

仿佛睁开另一双眼睛看世界。”
更何况，与王朔的合作令她注意

口语化的魅力，这对需要大量对白支
撑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极为重要，“后
来再写电视剧便有得心应手的感觉，
再没有为生计发愁过”。

杨绛说：“经验是火，虚构是光。”
倏忽而过的“闪婚”令她一直在反思，
渐渐明白婚姻需要一种智慧、一种情
怀，更需要一种天赋。她把这些反思
付诸文字，于是中国电视剧市场渐渐
推出《牵手》《不嫁则已》《中国式离
婚》《新结婚时代》，以及刚刚在央视
黄金档热播完毕的《大校的女儿》。

掐指算算，近20年光阴，弹指之
间。

作为中国金牌编剧之一，王海鸰
的名字俨然成为收视率的保证。而
曾经哭着要爸爸的男孩也从无知到
有知，从脆弱到坚强。

她记得《金锁记》里曹七巧的扭
曲。尽管儿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男
一号”，但“成熟的母爱是放手，爱更
是一种能力，便是让你爱的人爱你”。

她送儿子去美国留学。当高高
大大的他背着双肩包消失在人群深
处时，王海鸰深深明白，儿子从此永
远离开了自己。

那天，她突发奇想，把自己从十
几岁到五十几岁的照片贴到博客里，
看着一个女孩渐渐蜕变成女人，看着
皱纹悄悄爬上脸庞，看着眼神从迷茫
变得从容……
“年岁大了，真好。”她被岁月感动。

摘自《读者》

当影帝与摆地摊

我是闻名的“淘气包”
小时候我特别淘气。记得 5 岁

那年，我和小伙伴到游泳池去游水，
当时池里没有水，我就自告奋勇钻
到旁边的深井里去打开水龙头，“英
雄行为”的结果是以脸在水龙头上
撞了个大口子、到医院缝了7针而告
终。

上学后玩得更疯。有一次，我
和同学玩“斗鸡”，一群小男孩互相
撞来撞去，两只脚落地或者摔倒为
输。那天可能我太勇敢了，一直没
输，最后伙伴们同时向我进攻，终于
把我撞倒在地上，只听“咔”的一声，
左手当时就骨折了。摔得这么惨，
养病期间我竟然又偷偷跑到外面和
小伙伴玩摔跤比赛去了，越玩越上
瘾，结果又摔倒在地，本来就没痊愈
的手再次骨折了……

由于接二连三地受伤，我成了
远近闻名的淘气包。

父亲巧妙点拨了我
1984 年，父母从部队转业到武

汉，我也转学到了武汉市红领巾小

学。
有一次，爸爸带我看少年合唱

团的演出。演员都和我年龄差不
多，看到他们胸前戴着大红花，我心
里痒痒的。爸爸看出了我的心事，
问我：“想学唱歌吗？”我点了点头。
爸爸二话没说就给我报了名。可我
没多久就厌烦了，再不愿意去上
课。爸爸也没劝我，只是找了个机
会把我带到了他拍戏的现场。

当时拍的是一个女八路骑马追
汉奸的镜头，气温足有40摄氏度，而
这个镜头拍了 8 遍。有些人又累又
热当场晕了过去，被卫生员架出去
抢救，现场照样拍戏。我心里产生
了极大的震动：原来演员表面上看
来很风光，其实也要付出艰辛的努
力——看来，做事不认真是不行
的。回家的路上，我主动对爸爸说：

“我明天就到合唱团去，一定要坚持
下去。”爸爸依然没说什么，只是欣
慰地笑了。

父亲的鼓励助我成功
平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可

小学考初中，我竟以 0.5 分之差没
能 考 上 市 重 点 。 爸 爸 也 替 我 惋
惜，但还是鼓励我：“只要你能吸
取教训，机会还是有的，哪能遇到
一点挫折就退缩不前呢？”我感到
很受鼓舞，那以后，玩心收敛了不
少，后来初中毕业时，终于考上了
重点高中。

1994 年，我作为文艺特长生被
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到了大学，
我已过了顽皮的年龄，当然不再淘
气，而当年一直被父亲小心呵护的
活泼好动的天性则保留了下来。我
成了学校里的活跃分子，各类活动
都尽量参加，特别是演讲比赛几乎
场场不落，被人戏称为“演讲专业
户”。

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四
快结束时，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栏目到学校招聘，老师才极力推荐
了我。若是父亲当年对那个顽童横
加打击、声色俱厉的话，我在大学里
怕也不会有什么声息了。如今，在
父亲的调教下，我坐在了央视主持
人的位置上，我想告诉他：爸爸，您
当年的苦心没有白费，您那个爬高
下低、“惹是生非”的顽皮儿子已经
长大了。

摘自《山西经济日报》

郑渊洁父子俩的“童话生活”

从“淘气包”到主持人
撒贝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