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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
号召力。

要成为好的管理者，首要任务
是自我管理。要经常反思自问：我
有什么宏伟的梦想？我懂不懂得什
么是节制的热情？我有没有面对恐
惧的勇气？我有没有拼战命运的决
心？我有没有实用的智慧？我有没
有面对顺流逆流、懂得恰如其分处
理的实力？你的答案可能因时、因
事、因处境而有所不同，但思索是上
天恩赐人类捍卫命运的盾牌。很多
人总是把不当的自我管理与交厄运
混为一谈，这是很消极无奈并且在
某种程度上很不负责任的人生态

度。
其次，所有企业领袖都应是伯

乐，责任是甄选、延揽“比他更聪明
的人才”。挑选团队，忠诚是基础，
但光有忠诚而能力和道德水平不高
的人迟早会拖累团队、拖垮企业。
建立同心协力的团队的第一条法
则，是能聆听到沉默的声音，能挑选

有原则和坐标而不妄自尊大的执行
者。

还有两点不要忘记，第一，特别
要花心思在脆弱环节；第二，在任何
组织内，优柔寡断者和盲目冲动者
均是一种传染病毒。前者的延误时
机和后者的盲目冲动均可使企业在
一夕之间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做领袖者，要致力于建立一个
没有傲心但有傲骨的团队，在肩负
经济组织特定及有限责任的同时，
也要努力不懈，携手服务，贡献于社
会。

摘自《青年文摘》

领袖
李嘉诚

张海迪的丈夫王佐良是经朋友
介绍相互认识的，然后两人一直通
信，发现彼此性格、志趣十分相投，于
是在 1982 年结了婚。他们没有举行
婚礼，一切都在平静中度过。现在山
东师范大学从事翻译工作的王佐良
希望能够保持这样的生活，所以一直
拒绝在媒体上露面。

原籍上海，曾在安徽插过队的王
佐良斯文儒雅。1991年 1月，海迪被
诊断出患了基底细胞癌。同年，佐良
陪着海迪赴上海中山医院做无麻醉
手术。

手术前，海迪对佐良深情地说：
“如果我活下来，当然非常幸运，我希
望还能和你在一起生活，但如果我死
去，也是时候了。这么多年拖累你，我
跟朋友们讲了，如果我死了，让他们给
你找一个健康的、比我更好的女人。”
佐良握着海迪的手，眼睛湿润了。

手术后，护士推着海迪从手术室
刚一出来，佐良就一个箭步冲上去。
见海迪脸上绕着厚厚的绷带，还浸有
血渍，佐良又难过地流泪了。倒是海
迪忍着疼痛，劝慰佐良：“如果在战争
年代，你肯定当叛徒，不然我做手术
你干吗吓成这样！”手术、植皮、放疗，
细胞被大量杀伤，体力被大量消耗，
头发也大片大片脱落。但是，海迪靠
着真挚的爱情和乐观的精神，再次战

胜了病魔。
说到佐良的爱好时，海迪笑了：

“他什么爱好也没有，除了做学问之
外，最大的优点就是爱干净，打扫卫
生洗衣服。”有一次，海迪问佐良：“你
能感觉我是个残疾人吗？”佐良说：

“我觉得你比健康人还有魅力。”
海迪有许多书，其中很多书都是

佐良给她买的。有时为了买一本书，
佐良常常要跑许多路。他还把那些
海迪没说要买的书的目录抄下来，带
回家让海迪选择。

少女时代就喜爱画画的海迪，在
写作之余还创作了许多油画。为了
海迪的那些油画，佐良又变成了个木
匠。海迪的油画有时需要配旧船板
那种颜色的画框，佐良就用棕色、黑
色鞋油混在一起涂染，效果极佳。有
几幅油画在韩国展出时，被一位大商
人看中，愿意出高价求购，但海迪婉
言谢绝了，因为它包含着佐良与她的
感情！

张海迪爱唱歌，时常陶醉在美妙
的音乐中。有时，张海迪、王佐良拿
起麦克风，来个夫妻对唱。张海迪唱
歌，颇有天赋。她的 MTV《我的梦》
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还获得了首届
中国音乐电视大奖赛金奖。

1998年上半年，张海迪和丈夫王
佐良合作，共同翻译了美国当代作品

《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
这本书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
文学图书奖。“读《莫多克》的时候，我
一次次地流下了眼泪。我觉得，遇到
那些哀伤的段落我会译不下去的，我
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请爱人王佐
良与我一同翻译，这是我们十几年来
第一次合作。只有一本原文书，我每
天下午翻译我的章节，他就在夜晚进
行工作，我将那些伤感的章节‘让’给
了他。”

两个相爱的人，每天都想着为对
方做点什么。张海迪虽然只能靠轮
椅移动，但她还是尽可能地做一些家
务活，比如扫地、擦桌子什么的。她
还喜欢做饭，但家里厨房太小，轮椅
进不去，她就让王佐良代替她“操
作”，做她配制的菜。张海迪对夫君
的“不满”只有一点：王佐良不擅长烹
饪。家里只有他俩的时候，王佐良总
是提议吃方便面。

张海迪回顾自己 20多年的婚姻
生活，感觉很欣慰。她说：“我们在各
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成绩。我
们坦然地面对生活，从不理会各种猜
测。我想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当然渴望有一个孩子，女孩
儿。我曾跟我爱人说，如果我们有孩
子，现在也该上大学了。想到这些我
的确有一丝伤感。”

一次，海迪问佐良：“我们没有孩
子，等我们老了，该怎么办呢？”佐良
将海迪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平静
地说：“到那时，我们一起上敬老院。”

摘自《家庭生活报》

21 世纪的首个十年是中国经济
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急剧变化的十
年！在 2010 年的历史坐标点上眺望
2020年的新生活景象，一方面使我们
心潮涌动，一方面也让我们喜中有
忧。无论有多少不确定性，我们的镜
头都将定格为一个提前实现的崭新
的小康生活画面：绿色，健康，有尊
严。

绿色，将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首先是绿色生产。一个社会的

生活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中
国的人均GDP现在已经达到3000美
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 2020年再
翻一番达到 6000 美元没有问题，这
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
接近目前美国的水平。应该说，我们
的社会生产函数中真正构成约束的
已经不是资本和劳动。如果不从根
本上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
的生产方式，资源(特别是能源)和环
境就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
的约束条件。因此，实现绿色生产，
也许是未来十年我国社会生产函数
优化的最优解。

其次是绿色消费。2020 年，富
裕起来的中国人在未来的消费方面
不会再大快朵颐，更不会暴殄天物。
鱼翅应该在宴席上消失，各类野生动
物会受到更好的保护。总体上，节能
环保将会是人们衣食住行用当中最
时尚的生活元素，并由此构成了未来
消费的主色调——绿色。

健康，将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首先，我们的衣食住行将更加健

康。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营养更加
丰富和全面的食品都会摆满我们的
餐桌。穿衣方面，太空棉之类以化纤
为基料的服装会减少，以彩棉为基料
的纯天然服装会成为时尚。

节能环保的智能化住房设计将

为我们打造出循环经济的生活社区
样板。3G 手机、可视电话等通信工
具是低辐射的产品才能被广泛接
受。城市之中和城际之间的轨道交
通会是人们出行时安全快捷的首
选。旅游将成为人们健康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催生旅游产业的
快速发展。

其次，我们的教育和医疗将更加
健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教育将改应试教育为能力教
育，改变“填充式教育”为启发式教
育，让下一代在健康快乐的氛围中掌
握现代知识和技能。十年之中会有
近亿万大学生和留学生毕业或归国，
并成为创造性劳动的生力军。在职
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社会教
育网络会逐步完善。健康和完善的
人格将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人们
不会满足于做一个网上信息的“知道
分子”，一定会通过系统读书使自己
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再次，我们的网络和游戏将更加
健康。互联网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
迅猛发展，并对生活起到了革命性的
影响。2020年，并行计算和云计算等
计算机技术与更加快捷的网络技术
相结合，会使人们在网上毫无障碍地
云游世界，尽情享受信息网络带来的
丰富性。毒害了多少青少年，甚至一
些成年人也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的
色情网站和暴力游戏将成为“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同时，各级政府会投
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持续的整治。我
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十年的治理，一
个干净的网络环境和健康的网络世
界将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基本保证。
我们可以在网上“偷偷菜”，找找乐，
但绝不能沉湎于网络游戏世界的打
斗，甚至以网上“杀人”为乐！除了虚
幻的网络世界，现实中的游戏规则也

在进一步规范和
完善，通过对“赌
球”行为的大力
整治，相信中国
的 游 戏 环 境 到

2020年会是一个健康的局面。
大国复兴说到底是文化的复

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文明的标志，
文明是文化的核心和价值体现。
2020 年的中国将通过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向全世界展现风采。
有尊严，将是生活的共同价值观

一个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一定
是彼此互相尊重。尊重他人的劳动
和权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体面
地、有尊严地生活，将是我们共同的
价值观。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财富的最大
化与福利的最大化从来不是同一个
概念，而公平分配是福利最大化的制
度路径。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再造，实
现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目标，才能让
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与自己身份相
适应的、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未来十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
使亿万农民涌入城市。农民工及其
子女的城市生活如何是我们这个二
元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志之一。如何
使上亿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获得有尊
严的生活是未来十年定要实现的目
标。与此同时，城市的贫民、失业者、
残障人、乙肝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等弱
势群体在基本生活、医疗和教育等方
面的权利理应得到保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如
果我们能够正视环境的严峻约束，
真正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我们就能够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
境优化型社会；如果我们能够坚持
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价
值和尊严，我们就能够构建一个和
谐社会；如果我们能够禁绝一切黄
赌毒，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习惯，我
们就能够实现绿色、健康、有尊严的
生活方式。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十年展望：绿色、健康、有尊严

张海迪：婚后这些年
孙红雷是个固执的人。固执得

彻头彻尾，不管对方是谁。
1999 年，《我的父亲母亲》开拍

时，孙红雷还不红，很年轻，积累了
一定的表演经验，一心想红起来。
拍第一个镜头时，张艺谋就领教了
孙红雷的固执。

冬天，下着雪，院子里的土地白
了，石头白了，那个教室的瓦房顶也
白了，瓦房顶的天空更是一片苍
茫。母亲坐在雪地石头上，怀念刚
去世的教师老伴。父亲去世，远在
城市的儿子回家奔丧。

孙红雷扮演的就是这个远道回
来的儿子。孙红雷看到“妈妈”坐在
寒冷的天地间，“妈妈”说，生子，你
的父亲没了，再也见不着你的父亲
了。孙红雷扮演的生子立即大哭起

来。
就在这一哭上，孙红雷和张艺

谋较上了劲儿。孙红雷认为，我哭
得多好啊，多痛啊，这可不是一般人
想哭就能哭成这样的。可张艺谋
说，你完全不对了，你就不会表演。

孙红雷不服气了，凭什么说我
不会表演，一个孩子父亲没了，见到
雪地里泣不成声的母亲，不哭还能
怎么着？

孙红雷就别不过这个劲儿，再
演还是哭，再演还是哭……

张艺谋那时候已经 48 岁，是个
成熟的男人。他有着成熟男人对生
活的思考和理解。他告诉闷着头准
备一条道走到黑的孙红雷，你是村
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分到城里中学
做了老师，你是全村人的骄傲。现

在，你父亲没了，你回来了，你看到
了母亲在院子里冻着，你是一个男
子汉，全村人都在看着你……

那一刻，孙红雷一下子明白
了。父亲没了，他这个做儿子的，还
只能伤心吗？他不能，他还有一个
老母亲，他要先把老母亲带回家，他
不能让雪地里悲痛欲绝的母亲再冻
坏了。

再站到镜头前，孙红雷扮演的
生子用他的臂膀揽起母亲，他丝毫
不带哭腔地说，妈，天这么冷，咱回
家去吧，说着话把母亲揽回了家。

这个表演和张艺谋达成了共
识，只一条就通过了。

这件小事儿影响着孙红雷的表
演生涯。孙红雷说，在这儿，我学会
了一个观念，那就是，一切表演，都
要在假定环境里，把表演做到绝对
的真实。孙红雷说，是这个表演观
念影响了他的表演，成就了他的今
天。

摘自《齐鲁晚报》

李鸿章晚年易怒，动不动就扇别
人耳光。但被他扇了耳光的人，或升
迁，或赏赐，二三日内必得佳音。所
以在他门下，寡有气节之士。

张宗昌性格豪放，挥金如土。
他有一次坐黄包车，计价不过数角
而已，他甩手就是一张 10 元钞票。
车夫以为要找零，身上却无现钱，惶
急不已。张看到车夫犹疑，却以为
对方嫌少，冷笑道：“穷人心狠！”一
探手又掏出 8 张 10 元钞票给他。车
夫始知其意，喜出望外。不料张的
跟班落在后面，竟向车夫索回那八
张。张极为警觉，在前面大喝一声：

“这是他的，你想干吗？”令他还给车
夫。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
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

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 500元，
雇厨子一人、听差二人以供侍奉。他
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
向其请安三次，清晨九时一次、下午
三时一次、晚上九时一次，请安方式
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
贷。听差、厨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时
已下午三时，章犹自午睡不醒，听差
必联袂入房，就枕畔低语：“大人醒
来，打更时间到了！”按例章每日可享
受两个大洋的菜肴，极尽丰盛，他便
要求只做 1 块钱的，剩下的 1 块钱公
然饱入私囊。但即便是这 1 个大洋
的菜肴，光他一人享用也过于丰盛，
他从来只吃摆在面前的两个菜，对摆
在远处的则懒得举箸。久而久之，伺
候他的听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
放在他的近处，而把鲜腴的菜肴放在

远处，等他吃完后，听差们便自己享
用。后来钱玄同晓得了，便和官方取
得联系，将两个听差开革了。

张大千不懂洋文，却周游列国。
他在国外经常迷路，于是托人用洋文
写了一张帖子带在身上，文曰：“愚，
张大千，中国画家也。现住某城某街
某号。因不识洋文，以致迷途难返。
尚盼过往仕女君子，援我一臂，送我
回寓，不胜感纫。”他身着长袍，足蹬
布履，长髯飘洒，仪表雄奇，故这一招
在国外居然屡试不爽。然后来李宗
仁初至美国，张大千以此法相授，李
却始终不敢一试。

段祺瑞向日本大量借款，大总统
冯国璋十分忧虑，问段如何偿还。段
答道：“入不敷出,不举债怎么办？至
于还债的问题，日本对我们如此，我
们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
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起来，赖着不
还便是！”

摘自《读者》

名人趣事趣谈

孙红雷的眼泪

不做宋庆龄的“特型演员”
演出《建国大业》之前，有不下

三个剧本的“宋庆龄”来请我演，包
括《大清风云》的导演陈家林，在我
们拍戏的时候就说，“许晴你应该演
宋庆龄”，还有《红磨坊》的导演，拍

《水浒》的张绍林也这么说。他们都
是老导演，都是60多岁，对宋庆龄有
所了解。《建国大业》找我演宋庆龄，
我并不惊讶，但是演出 1945～1949
年的宋庆龄，我有点扛不住，因为年
龄相差有点远。

我收到邀请的时候，还在美国
上学。他们说，那来试一下妆，好不
好，你来感觉一下。化妆师王希钟
老师也很优秀，他特别有意思，没有
给我贴这个贴那个的，他说：“许晴，
我认为不需要，你的气质和场足够
了。”所以我在造型上就是把头发一
梳，甚至连眉眼都没有特别刻意地
去弄。因为他觉得已经有很多特型
演员了，不希望我再去做宋庆龄的
特型演员。

演宋庆龄需要沉静下来
演宋庆龄的时候整个人要沉下

来静下来。
历史上，见过宋庆龄的人，都会

说“她真的太美了”。她确实非常

美，但她的美不是表面上常规所说
的那种五官怎么美，而是她的气
韵。她的这种气韵不是一天两天能
够造就的，而是从骨子里从小而来
的。这关系到她整个的学识背景以
及她整个家庭的成长环境。我在上
海的时候，专门去拜访了她的故
居。她的那间屋子，家具全部是纯
白色的，欧式的，地上铺了厚厚的地
毯。还有一间上了锁，我们想办法
从门缝里看进去，发现那是间书房，
四壁全都是书。

我这次演宋庆龄，得到了领导
的表扬。他说别的演员都是在演那
个时代，唯独许晴是进入了那个时
代。领导说，你看她鼓掌都是这样
子，手臂是斜着的。这其实特别简
单，因为我看了资料片，宋庆龄鼓掌
就是这个样子。我确实做功课做得
比较多，因为不能怠慢。我会特别
注意这些细节，包括她的神韵。我
觉得她最有灵魂的是她眼睛里的
爱，而且是慈爱，我觉得这才是最吸
引人的。她坐在那儿就那么静，但
是心里的场却那么大，她也不用说
话。

理想主义者是最美的
有一场戏，我拍摄的时候真的

很感动，但是没有剪进去。那
场戏就是宋庆龄和邓颖超一起
谈论她们孩子的问题——因为
这两个人都没有孩子，她们的
孩子都在革命中流产了。那场
戏我们拍了两夜，很动情，一直
在哭。那场戏是特别女人、特

别阴柔的，看上去好像和整个电影
的氛围不是很搭调，但其实我觉得
特别搭调。革命轰轰烈烈，死的是
男人，受伤最深的是女人。革命的
成功，后面有许多人在奉献。

邓颖超是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的命令去请宋庆龄出山的。我觉
得，当时宋庆龄的心境，是不再想登
政治舞台。但她对新中国还是寄予
期待的。我不认为她是心灰意冷，
我认为她表面是退，心还是在那里
的，她对时局是很清楚的。尽管有
个代总统，但是蒋介石还是掌管一
切的，她一直在关心着，我认为可能
比她在位的时候还要更关心。

有一场戏，是解放军官兵进上
海，为了不扰民，都睡在街上。宋
庆龄出去看到了，那场戏我的表情
是悲悯的。我觉得她心里有悲悯
之心，就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她对共产党有了信心，又找回了和
孙中山一起革命的心情。所以她
被感动了，后来才答应去北平。我
一直认为宋庆龄是个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是活得最辛苦的，也是
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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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的人是最美的
许 晴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
上，你会感到城市一种非常舒服的
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
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
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
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你在他们的博
物馆里看到那种传统生活中纯朴的
直线、那种很少人文雕琢的简洁、那
种木头柔韧的材质与本色的生态
美，也鲜明地在他们现代的生活中
被使用着、表现着、享受着。

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
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
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
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
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
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
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
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
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
己文化主体元素。

它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是，他
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
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审美是文化中深层的要素。他们已
经完成了自己的现代文化。

北欧人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审
美转型，是有历史文化优势的。首
先它们的历史较为单纯，没有太多
的文化的更迭；再有是地处偏远，距
离几个重要的欧洲文化中心如佛罗
伦萨、巴黎、法兰克福等都较远，源
自这些中心的一些重大的文化思
潮，如同发生地震的震中，到了北欧
就影响大大减弱。比如崛起于十七
世纪意大利的巴洛克文化，那种跃
动的曲线、华丽的图案以及流光溢
彩，在巴黎和维也纳几乎沉迷了二
百年，弥漫了整个朝野，但对北欧的
文化及其审美影响却甚微。在北欧

人的审美中几乎找不到巴洛克的文
化成分。没有过深过重的人文积
淀，反而使北欧较轻松地找到自己
在现代文明中的文化位置。

比较起来，中国就麻烦多了。
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
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
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
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
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
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
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
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
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
含蓄。可是到了清代中期之后，国
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
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
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
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
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
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
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
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
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
地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
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
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
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
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再看看北欧人。看似他的传统
的横平竖直和很少雕琢，极容易与
现代工业审美结合，其实不然。比
方，他们与德国人不同。有着重工
业传统的德国人更喜欢用钢铁作为
建筑与器物的材料。北欧人则坚持
使用他们传统的木头。在这些森林
茂密、盛产木材的国家里，他们在温
暖的木屋里，使用木头造床、桌椅、
盆罐、勺子和笔杆来生活。木的文
化深入到他们的骨头里。今天他们

依旧坚持使用这种具有亲切感的材
质，而且决不刷漆，凸显木头的本色
与气息。这样，木头本身的质感与
色泽，已成为北欧人简约的现代审
美的元素了。如果说德国人的现代
审美多一些冷峻，他们则多一些亲
和。

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
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
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
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
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
索。瑞典是崇尚发明和设计的国
家。瑞典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使用
自己的传统元素时，要做认真的考
察和研究，决不草率。在这一点，看
看瑞典人的家居装饰的连锁店“宜
家”里的各种物品就会一清二楚。
另一方面是公众的认可。没有公众
认可，就不会成为集体审美，只有成
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
特质。

然而，这公众的认可需要全社
会有着现代审美的要求，需要整个
社会具有较高的审美素质与文化水
准，这就必要有美育教育，可是我们
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
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
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
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
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

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
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
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
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
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
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
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
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
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
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
发户审美”。

在这一点上，北欧人会不会给
我们一些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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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朴到简约
冯骥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