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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萨马兰奇先生相识于 1991
年日本举办的第 41届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上。当时，他由日本皇太子陪同
观看了我与朝鲜李粉姬的女单决
赛。只有 18岁的我敢打敢拼，3∶0获
胜。颁奖前翻译对我说：“你知道一
会儿谁给你发奖？萨马兰奇！”

我睁大了眼睛问：“萨马兰奇是
谁？”

颁奖后，萨马兰奇笑着说：“我请
你到国际奥委会总部做客。”我只礼
貌地说声：“谢谢！”

直到数月后果真成行至瑞士洛
桑，萨马兰奇宴请时说：“你是全世

界第一个被我正式邀请来国际奥委
会总部做客的运动员。”我才终于明
白这一邀请的分量。就是在那次吃
饭时，他向我提出了要求：“你要学
英文。”还说，“我认为你是最好的运
动员。明年在我的家乡巴塞罗那举
办第 25 届奥运会，乒乓球决赛是哪
天？我去给你颁奖。”安妮马上拿出
赛程表，说了日子。萨马兰奇随之
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本子，认真记
上。

老人给我颁奖，前后共 5 次，最
难忘的当然是 1996 年奥运女单决
赛。记得赛前我正热身，领队忽然对

我说：“小邓，你外公来了！”“外公？
谁是我外公？”“萨马兰奇啊！”我这才
看到，萨马兰奇已与夫人一同坐在主
席台上。

这次比赛真是一波三折。我与
中华台北队的陈静直到打满 5局，我
才以21∶5获胜，蝉联了奥运冠军。赛
后我哇哇大哭，电视台采访时我还泣
不成声，只是说：“太难了，真是太难
了……”大概是看见了我的满脸泪
痕，又亲眼见证了这个冠军的来之不
易，颁奖时老人才笑着轻轻拍了一下
我的面颊。这一拍，竟成经典瞬间，
广为流传。

我忘不了，2001 年申奥成功后
在莫斯科举行的招待会上，老人特意
走到我面前，笑着问：“你高兴吗？”

“当然！”我也笑着回答，看到的是和
中国人一样的一脸欣慰。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美国投资公司在新组建的亚洲
商务区总部要招人，经过几轮残酷
竞争，最终留下 5个人。这 5个人的
综合素质差不多，如何具体分工，人
事部门难以确定。

总裁迈克是个美国人，他想了
想说：“最后面试由我来主持吧。”面
试时，每人发了一张试卷，试卷上的
题目都是一样的：请把“不用对对手
怀有过多的慈悲”12个字，填在后面

的11个方格里。
迈克一边看交上来的试卷，一

边现场进行了职位安排。他让交白
卷的那位到企划部；在格子中只填
写前 11个字的到财务部；将 12个字
挤满 11 个格子的到后勤 部；只剩

“不用对对手怀有过多”9个字，在最
后两格中写上省略号的那位到公关
部；还有一位将“不用”浓缩成“甭”
字，11 个格填 11 个字的，迈克安排

他到 文档处理部。
人事经理对此疑惑不解，迈克

解释道：“交白卷的那位出于顾虑不
肯轻易答题，说明他有极高的风险
意识，这种做事深思熟虑的人适合
去做经营策划：填了句子中前 11个
字的人比较刻板、保守，当然是做财
务的最佳人选；把 12个字全挤在 11
个格子中的，很有节约意识，应该去
管后勤；至于后面用省略号，句子怎
么理解都 行，自然也包括了原来的
意思，说明这人处世圆滑，善于交
际，他理应去干公关；将‘不用’浓缩
成‘甭’的，是处理文件的高手。”

摘自《名人传记》

世博会是国际社会交给上海的
喜庆日子，同时也交给上海一份试
卷，这份试卷的奇妙在于，由我们自
己出题，然后由我们自己回答，要求
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给人类生活
的精神增添新的内容。

我们定的题目是“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我以为这是一个好题目，
却也是一道难题。感谢世博会给予
行动中的人们一个思考的时刻，审
视我们的目标和理想，检验初衷，重
新提出幸福的观念。

我的职业是写作小说，所以习
惯在小说以及其他的虚构艺术中寻
找社会生活的材料。老舍先生笔下
的骆驼祥子，是一个农民，失去了父
母和几亩薄地，怎么失去的？老舍
没有说，那个时代，无非是灾荒和兵
祸，于是，来到北京，到北京干什
么？拉人力车，凭一身好力气，单打
独挑，尚能活下去；茅盾的“林家铺
子”，在江南小镇上，面对四乡八野
的低消费，农业的萧条使得这微量
的消费都压缩了，巨大资本进入，从
根本上颠覆了小本经营，终于倒闭，
破产的林老板去了哪里？茅盾先生
没有说，我想大概是去上海，上海地
场大，需求也大，出路也就多；巴金
的《家》，新青年觉慧，抱了满腔的热
望，要去拯救上世纪初腐烂的社会，
结果连身边至亲的人都救不了，甚
至于他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爱情都
没有保住，失望的觉慧离开了那个
铜墙铁壁的家，乘船溯流而上，小说
写道：“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
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
市去。”这城市叫什么名字，作者没
有说，但是，我们都知道，巴金先生
来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的小说《伤

逝》，子君和涓生的自由结合，是发
生在北京吧！他们那个同居的小家
安在了吉兆胡同里，市井坊间虽然
不免有闲话，可到底也不能过于干
涉，最后的失败，是败在涓生自身的
颓唐，他担负不起鲁迅先生对爱情
的期望；多年之后，《青春之歌》里，
林道静和余永泽也是在北京同居，
一套中国式的小公寓，遗憾的是，由
于政见不同，他们没有将这新式爱
情坚持到底……我想说的是，城市
的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使得人们
有能力走出传统伦理的秩序，放弃
一切物质和精神的遗产，独立生
存。换一句话说，城市是一个相对
公平的空间，不仅是强者，弱者也可
在一定程度获取和实现自身的价
值。

我们可略微回顾一下女性地位
的转变——1900 年，美国纽约成立

“国际女装工人工会”，为女工主张
权力，是国际“三八”妇女节的起
源。这一个初级的男女平等条约产
生的背景，就是工业化，女性与男性
不同量级的体力，在机器上消弭了
差异。社会的现代化可说是随城市
发展而进行，女性受启蒙受教育，在
这个不单纯依凭体力的世界焕发出
各种潜能，越来越具备与男性竞争
的条件。

再有，残障人的权益。这一个
群体需要在高度合作的结构中，方
能够自立然后体现尊严。2007 年，
上海曾经承办过特殊奥林匹克运动
会，开幕式上有一个节目，是以诸多
人体连成一道血肉长城，两名脑瘫
残障者分别从两端攀上“长城”，向
前攀爬，跋涉中，身下的“城墙”屡屡
伸出手臂，扶助他们，推动他们，不

让倒 下 ，众 志 成 城 ，终 于 到 达 顶
峰。这可视作一个象征，象征着协
作，互动，能量相加然后重新分配，
达到全部启用。以此推论，年老、
体衰、疾患、竞争不力而失败，等
等，弱势群体都可能也应该拥有生
存的保障。而城市是可较大限度
集中社会资源，合理进行配置，让
每个人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
际中共享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想。我以为，这就是城市的科学精
神和人道意义，我们的主题“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将这精神
和意义发扬光大。

我曾经参加过世博中国馆的主
题讨论，有一个有趣而令人感动的
事实，那就是各种方案和建议，无论
出发和角度、形式和手段有怎样的
不同，可是，就好像千条江河归大
海，当描述城市的理想的时候，不约
而同，都刻画着民生安乐民计兴隆
的景象，一个小康社会的具体生动
的景象。不由想起在纪念邓小平生
辰的日子里，读到和看到的这位国
家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画面，那是如
何温暖和合的居家的气息，含饴弄
孙，天伦之乐。关于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大约就来自这位老人对生
活和人生的认识。他经历过残酷的
战争，激荡的政治斗争，有过亲人离
散的遭际，在晚年享受着快乐的家
庭生活，他最懂得什么才是幸福。
在这时时处处都发生着很炫的事情
的时代里，人们并没有丧失清醒，还
保持着朴素的幸福的观念，这是事
情的发轫之初，它决定着我们的未
来方向。还是要感谢世博会，它给
我们一个机会，梳理人类文明走过
的道路，检验目的，再次提醒我们，
什么是我们真正要的。世博会是一
个世界的大节日，主宾双方都将极
尽努力和热情，献上最美好的礼品，
万物汇集，竞相交流，凡此种种，都
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让生活更美
好。

摘自《人民网》

泰坦尼克号下沉时，游客们逃到
甲板上拥向小船，偏有一个叫威德纳
的青年逆向而行奋力返回船舱，仅仅
是为了抢救一本弗朗西斯·培根的散
文集。威德纳和散文集和泰坦尼克
号一起下沉了。这个爱书胜过生命
的青年人是哈佛的学生。

威德纳的母亲就是泰坦尼克号
那位幸存的太太。老太太以威德纳
的名义给哈佛捐助一座图书馆。这
座威德纳图书馆是哈佛最大的社会
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图书馆，仅图
书有 345 万多册。图书馆正门两侧
各有一块石碑，分别刻着这样的碑
文：

“威德纳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在
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去世的。他生于
1885年 6月 3日，死于 1912年 4月 12
日。”

“这座图书馆是威德纳的母亲捐
赠的，这是爱的纪念。1915年6月24
日。”

哈佛的毕业生有一个传统：捐助
哈佛。哈佛的资金三分之一来自捐
助。很多学生的家长，也都是哈佛校
友哈佛人。一代一代的哈佛人，进入
社会上层又把财富反馈给母校哈
佛。每年的捐款，是哈佛收入的重要
部分。

给予往往是相互的。是先有哈
佛的给予还是先有给予哈佛，这个问
题或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样说不
清。或者只有让哈佛告诉你。

哈佛没有高楼大厦，只有新英格
兰的红砖墙。即使诺贝尔奖获得者
也不过在校园有一个决不起眼的停
车位。毕竟哈佛最起眼的是 100 座
图书馆，尤其是一个个像图书馆那样
的人，或者说，一个人就是一座图书
馆。哈佛或哈佛人是不需要任何包

装的。
有人称史华慈是哈佛的一位类

似东方的大儒，在他动过癌症手术的
82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天天早上按时
去办公室工作，即使有时要倒下。而
他办公室里挂大衣的两个衣架，竟是
用铁丝胡乱缠绕而成的。

某教授对学生说，你学我这门
课，你就一天只能睡两小时。学生
想，那么，我学四门课，我就没有睡
眠时间了，我就得倒贴睡眠时间
了。

哈佛的博士生，可能每3天要啃
下一本大书，每本几百页，还要交上
阅读报告。哈佛过桥便是波士顿，前
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在哈佛读博士
那几年，没有上过桥没有去过波士
顿。

哈佛学生或是哈佛教授，首先不
是一份荣誉，而是一种证明。

人到底可以有怎样的意志力，人
到底可能有怎样的发挥潜力？哈佛
告诉你。

哈佛是一种象征，最高智慧的象
征，最高学府的象征。

人的意志，人的才情，人的理想，
为什么在哈佛能兑现？哈佛告诉
你。

哈佛的学生餐厅，很难听到说话
的声音，每个学生端着比萨可乐坐下
后，往往顺手把大衣扔地上，然后边
吃边看书或是做笔记。我就没见过
哪个学生光吃不读的，更没见过哪个
学生边吃边闲聊的。感觉里，餐厅不
过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图书馆，是哈
佛正宗 100 个图书馆之外的另类图
书馆。

哈佛的医院，同样地宁静，同样
地不管有多少候诊的人也无一人说
话，无一人不在阅读或记录。医院实

在也只是图书馆的延伸。
于是——
哈佛产的诺贝尔奖得主有 33

位。
哈佛产的美国总统有7位。
哈佛校园里，不见华服，不见

化妆，更不见晃里晃荡，只有匆匆
的脚步，坚实地写下人生的篇章。
哈佛不是神话，哈佛只是一个证
明，人的意志、精神、怀抱、理想的
证明。

在美国，行人是有序地听从红绿
灯指挥的，除了哈佛校园。哈佛人不
相信红绿灯，只相信自己是重要的，
自己的每一分钟都是重要的，见缝插
针地快步过马路，旁若无人，旁若无
车。

哈佛的学费不是一般家庭负担
得起的。哈佛校园里，恐怕有相当部
分的学生，他们为每一课交上美金，
但是不拿学位。这也是哈佛收入的
可观的部分。不过你看不出哪些学
生是可以得到学位的，哪些是不拿学
位的。因为都急匆匆地赶路，都一边
吃比萨一边啃大书。

哈佛校园里的中国人不少。有
一次几个中国人边走边议论前边几
个美国人“老外”，那美国人笑了，用
地道的中文说：在这儿你们才是老外
呢！

我最常去的是哈佛广场的书店，
喜欢那里的书卷气，佩服哈佛的生意
眼 。 玩 具 熊 穿 上 写 着 Harvard
University的红背心，T恤打上哈佛法
学院、哈佛商学院等的标记，各种帽
子、书包、笔、本子、杯子、文件夹、工
艺品都是哈佛、哈佛。打上了哈佛字
样，就都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一只
并不很大的绒毛熊，连税卖到大约19
美元。为什么？因为是有学问有身
份有身价的熊，是哈佛熊。一只普通
的茶杯，连税卖到大约 16 美元。为
什么？因为是有品位有内涵有深度
的杯，哈佛杯。

摘自《中华读书报》

哈佛告诉你
陈祖芬

总裁的面试秘诀

王安忆谈世博：

什么样的生活更幸福

二十多岁时，丘吉尔当过战地
记者。在南非，英军与布尔人交战，
他被俘后，从牢笼里机智地逃脱
了。布尔人悬赏二十五英镑，活捉
他或打死他，两样都行。多年后，丘
吉尔仍把那份通缉令装在镜框里，
挂在书房中。他总喜欢用戏谑的口
气对来访者说，“我只值那么几个钱
吗？二十五英镑？”尚未发迹的伟大
人物，其身价被如此低估，也是正常
的。

丘吉尔曾跟一位朋友谈及生命
的意义。他语调低沉地说：“我们大
家都是虫子。”这话令他的朋友为之
一怔，紧接着，他又语调高昂地补充
道：“不过，我的确认为我是一只萤
火虫。”表面看来，丘吉尔有悖常情，
但在人类的心目中，昆虫也是好坏
参半的，蜜蜂固然比苍蝇高贵，萤火
虫更是被尊奉为“光明使者”。丘吉
尔抑人而扬己，他究竟是自大，还是
自信？在二战期间，这只老“萤火

虫”确属黑暗世界中难得的光亮，希
特勒放出“苍鹰”来，意欲啄灭它，也
未能如愿。

丘吉尔对苏联一直抱有敌意，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二战期间，
他发表演讲，欢迎斯大林加入反法
西斯阵营，立刻有人讽刺丘吉尔的
政治态度转弯太急，他幽默地回答
道：“假如希特勒侵犯地狱，我也会
在下议院为阎王讲好话的。”学问家
可以固执己见，政治家则必须洞察
时局，因势利导。丘吉尔此言一出，
那些自以为占据上风的政敌便顿失
故垒。

英格兰国会中第一位女议员
阿斯特女士私底下谑称丘吉尔是

“饶舌的大烟枪”，有一次，她对丘
吉尔不无刻薄地说：“假若我是你
的妻子，我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
丘吉尔针锋相对，从容反驳道：“假
如我是你的丈夫，我会喝下那杯咖
啡的。”什么叫借力打力？什么叫

四两拨千斤？丘吉尔做了很好的
示范。丘吉尔还与另一位工党女
议员贝茜·布拉多克有过口角上的
较量。

某晚，丘吉尔在下议院喝高了，
遇到膘肥体胖的贝茜·布拉多克，后
者当即发难：“你喝醉了！瞧你这副
模样，醉得令人恶心！”丘吉尔酒醉
心明，幽默感丝毫未减，杀伤力甚至
更强，他说：“贝茜，尽管我今晚喝醉
了，明天早上就能清醒，可你就不
同，明天还是无法变成窈窕淑女。”
这句话确实太噎人，足够贝茜·布拉
多克狠狠地消化一阵子了。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让人给丘
吉尔送去两张戏票和一张便条，便
条上面“客气”地写道：“来看我的戏
吧。如果你有朋友，就请带一个
来。”他这话暗讽丘吉尔树敌太多，
交友太少。丘吉尔心知肚明，回复
时也打趣道：“首场演出我没空去。
但我愿意第二天晚上去看，如果你
的戏还演第二场的话。”丘吉尔的话
踩中了萧伯纳的痛脚，那时后者的
戏还没有大受观众的欢迎，能弄个
首演已殊为不易。

摘自《今晚报》

我平生只跟一个女孩谈过恋
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 17
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
个时候，我没有跟她说话，也不想在
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
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
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
后，我约叶莉出去玩。

她说不行。
这并没有让我放弃。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

化。在接下来的 6 个月，她还是说
“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
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
待。”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
就是我的那一半。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
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
悉尼奥运会开始的。悉尼奥运会是
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
纪念章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

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
200个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纪念章。

我挑了其中 50 个最好的送给
了叶莉，作为她 19 岁的生日礼物。
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
软下来。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
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
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
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我向参
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
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
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
吧。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 CBA 赛季开
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
结。那一天是 2 月 14 日，情人节。
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
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
做的。她的看上去新一点，因为我
打的比赛比她多。比赛越多意味着
汗水和冲洗也越多。我的戴在左
手，她的戴在右手。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
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

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
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
在夸奖我。

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叶
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
熊，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
那样的熊，里面也有块磁铁。把两
只熊放在一起它们就粘在一起。

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
择了在火箭队穿 11号，因为我在大
鲨鱼队一直都穿 15号，而且在我来
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那是因
为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
个 Y，就是姚和叶的 Y。你很容易
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
车牌号和两个 Y，而且车里的地毯
上也绣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
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
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
得换了。

全明星赛除了关于篮球，就是
关于女人。我记得在比赛结束后一
个记者问我：“这个周末你找到女孩
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在中国有
女朋友。”他听了很失望。我经常有
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我不去得到
所有作为一个 NBA 球员可以得到
的东西是犯了个错误。我喜欢看女
孩子，但是一个叶莉对我来说足够
了。

摘自《中外书摘》

我刚到化妆间就听说十几个临
时演员都冷得跑了。大家推举我打
电话给徐克。“导演,天气太冷了,又
下雨,临时演员都跑了,还拍不拍？”

“下刀子都要拍！”徐克导演这样说。
到了现场才知道我得站在高高

的 树 顶 上, 表 示 东 方 不 败 武 功 高
强。武术指导把两条“威亚”穿过戏
服,扣在戏服里绷得紧紧的威亚衣
上。“一！二！三！拉！”我上了树。
个把钟头后才听导演喊“预备！开
风扇！放鸽子！Action！”一大群鸽
子朝我这儿飞,“啪”的一声,一只鸽
子打在我脸上，脸滚烫。我心想千
万别眨眼,忍着点,挺起胸来扮威
武，否则重拍更辛苦。结果因为鸽
子没演好还是得重来——这是东方
不败的出场。

十六年后居然有人跟我说,那
天晚上,把我吊在树上个把钟头,是
武术导演在整我。还好当时我不知
道。

东方不败练功。沙尘滚滚。
我在沙滩上,张开双臂奋力向

前奔,大风扇吹起红木泥,银幕上的
我神勇威武,银幕下的我灰头土脸。

东方不败要从海面升上来。
拍这场戏前一晚,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早睡。
但是,电话铃响了,是杨凡找我

打麻将。“不行！今天我要早睡,明
天早班要下水。”“拜托啦！三缺

一。”打了四圈,到十二点我坚持要
走。其他三家千求万求地不让走。
好吧！勉为其难,再打四圈,就这样
四圈又四圈,一直到天亮六点才“收
工”。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觉也没睡
就到了拍戏现场,化好装准备一会
儿下水。左等右等还没轮到我,也
不敢睡觉。直到黄昏才叫我穿上戏
服。

海水里,几个武行拿着灭火器
制造水泡,表现东方不败的爆炸力,
一台油压升降机让我站在上面手扶
着杆子,稳稳地浮出水面。“预备！
开机！”几个灭火器开启,水面咕噜
咕噜的,像煮开的水,我抓着升降机,
还没到水面,假发就给升降机夹住
了,吓得我猛往上蹿,生怕上不来给
淹死。

导演以为冒出水面的,会是一
张美丽的脸孔,没想到出来的是一
张恐怖扭曲的脸。

天马上要黑了,再戴假发也来
不及。我提议,不如把我的长发往
后拢一拢拍好了。灭火器也因为效
果不佳而取消。结果在夕阳的余晖
下,东方不败由平静的水面缓缓上
升,配合着强劲的音乐,反倒成了最
美最自然的一个画面。

《东方不败》最后一个镜头又是
黄昏,又得赶拍。武术导演手举着
笨重的摄影机,因为要拍出东方不

败死前掉下山崖最后一瞥的眼
神,摄影机必须配合演员转动。
时间紧迫，这个镜头要在太阳下
山之前拍成。武术导演心浮气
躁地一边调整焦距,一边移动脚
步,踩得碎石沙沙作响,嘴里还骂

着粗话。在这兵荒马乱时刻,我告
诉自己要镇定,要镇定,这个镜头很
重要,千万别受环境影响。于是我
整一整假睫毛,滴上眼药水。我说:

“来！”“ROLL机！”我含着眼泪,带着
东方不败复杂的情绪,微笑着跟着
摄影机转半个圈。这三秒钟的眼神
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电影终于杀青了,导演徐克设
宴在福临门。我举杯敬导演:“好高
兴哦!这部戏终于杀青了。”“你明天
几点上飞机？”徐导演问。我心里正
以为导演对我关心而感到温暖。我
说:“十一点。”徐克说:“明天九点通
告,加拍一个东方不败出场特写。”
我还没高兴完,马上又收起笑容,相
信我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徐克忍得
很辛苦才让自己不笑出来。

结果东方不败出场的第一个镜
头,是由树林里飞出来,脸上的面具
因为穿过林子,被枝叶刮掉而见到
他的真面目。武行在面具上绑着

“威亚”,等飞到镜头前就拉走。幸
亏我运气好,没把脸划花。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上天
虽不至降大任于我,至少我得担得
起“东方不败”的称号。

《东方不败》的票房,是做梦都
梦不到的好,所有的辛苦都变成了
甜美的回忆。

摘自《南方周末》

丘吉尔的机智和幽默

我要一个叶莉就已足够
姚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