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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杂志畅销激励的星正
明，选择辞掉 CQ 出版社的工作，
专心于《I/O》的出版事业。此时
的西和彦，也由于看到《I/O》杂志
的销路极佳，便轰轰烈烈地投身个
人电脑杂志行业，决定自主创业。

1977 年 5 月，西和彦从父亲
处取得 300万日元，与郡司和冢本
一起成立 ASKI 出版公司，仅仅过
了一个月便推出强调“小型电脑综
合杂志”的月刊《ASCII》创刊号。

要知道，西和彦实际接触出
版业务只有一年多，却以这种类
似革命的方式创办起了新公司！
公司成立一年后，西和彦的兴趣
就 从 出 版 转 到 了 电 脑 制 作 的 方
面 ，这 无 不 显 露 出 他 壮 烈 的 雄
心！西和彦偶然一次在大学的图
书馆中看到一本杂志，里面有一
篇文章是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
写的，教人如何利用“BASIC”设
计个人电脑软件。应该说，就是
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西和彦
感到精神一振，他敏锐地意识到
软件将会引发一场个人电脑世界
的革命。就是由于受到这个直觉
的驱策，在《ASCII》创刊一年后，
即 1978 年 6 月，西和彦便远渡重

洋到美国，只为与比尔·盖茨见面。
1978 年 6 月，在美国加州安

纳海姆举办的全美电脑会议上，
西 和 彦 与 比 尔·盖 茨 第 一 次 见
面。这两位 23 岁的年轻创业家，
同 时 预 见 个 人 电 脑 时 代 即 将 来
临，而且将个人的梦想全部投注
在这个领域，初次见面即意气相
投 。 西 和 彦 主 要 是 去 买 微 软 的

“BASIC”并以求改良，进而制造
出自己心目中的个人电脑，这也
是他做电脑行业的初衷。

最终，比尔·盖茨将“BASIC”
的独家销售权转让给西和彦。而
西和彦通过与微软合作开始在日
本个人电脑市场发挥出了极大的
影响力。NEC、东芝、日立等多家
亟待进入个人电脑市场的家电公
司，也开始积极与ASKI接触，希望
能取得微软的“BASIC”使用权。

另外，由于日本市场的业绩
大幅成长，西和彦也当上了微软
的副总经理，真正成为个人电脑
时代的风云人物，从此有了“日本
比尔·盖茨”之名。

事实上，在西和彦筹划进军
计算机软件领域时，孙正义也开
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他的起步

点正是语音电子翻译机。
语音电子翻译机的创意完成

之后，孙正义很快就认识到，光凭
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这件事。
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而完成这
样一件发明需要多项技术的支持，
他不可能一样一样地去学习这些
技术，然后再把这些技术组合起
来。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 那 就 找 一 群 掌 握 相 关
技术的人来合作吧！

伯克利大学本身就是世界
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在，自然有很
多研究电子技术的教授学者。孙
正义决定在校内寻找专家组成一
个开发团队来完成自己的发明。
他先通过同学帮忙拿到了一份伯
克利大学研究者的名单，并从中
选定了一批符合要求的专家，然
后开始一个一个地联系他们。

最先答应加入孙正义团队
的是弗莱斯特·莫泽尔博士。莫
泽尔博士是电子语音合成领域的
权威人士，也是伯克利大学附属
宇宙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

宇宙科学研究所建立在伯
克利主校区外一个环境优雅的山
丘上，被成片的绿树包围着。那

天，孙正义找到研究所时，莫泽尔
博士正在埋头工作。见来找自己
的 是 一 个 个 头 儿 不 高 的 亚 洲 青
年，他颇为诧异，但还是客气地接
待了孙正义。

“ 很 抱 歉 冒 昧 地 来 打 扰
您。 ”孙正义朝莫泽尔博士鞠了
一躬，“我叫孙正义，是经济系三
年级的学生。”

莫泽尔博士说：“哦，你来是
想……”

“是这样的。我想做一种语
音电子翻译机，因为不懂电子合
成 语 音 技 术 ，专 程 来 请 您 帮 忙
……”孙正义把他语音电子翻译
机的发明构想详细地向莫泽尔博
士描述了一遍，“如果能使用您的
电子语音合成技术，我的发明一
定会成功的！”

莫泽尔博士看着一脸稚嫩
的孙正义，沉吟着说道：“语音电
子翻译机，听起来倒不是什么很
有新意的点子呢……”

孙正义辩解着：“话虽如此，
但这个东西研制出来的话，可以
服务于外贸超市、机场等需要大
量翻译工作的地方，有很可观的
商业前景。另外，我们把它卖给
各大企业就能赚到钱了，到时我
一定会高额回报您的……”

随着孙正义的介绍，莫泽尔
博士也认识到了孙正义所说的语
音电子翻译机的商业价值，最终
决定加入。他的加盟使得孙正义
对自己的发明更有信心了。

接下来，孙正义又找到了
几位计算机方面的教授。教授们

一 听 孙 正 义 的 创 意 就 兴 奋 了 起
来。当时，计算机还是一个全新
的领域，孙正义对教授们说，我
们要制造一种专门用于翻译的便
携式计算机，这将会改变人们的
生活。

“顺便说一下，”孙正义没忘
补充一点，“我现在没有钱，要等
获得专利，把专利卖出去之后才能
支付您工资。如果我们不能一起做
好这件事，谁也拿不到钱。”

其实，教授们之所以答应
加 入 孙 正 义 的 团 队 并 不 完 全 是
为 了 钱 。 他 们 也 都 看 好 孙 正 义
的 发 明 ， 而 能 够 制 造 出 服 务 于
人 们 生 活 的 计 算 机 一 直 是 他 们
共同的梦想。

在联系研发者的同时，孙
正 义 也 在 寻 觅 一 个 可 靠 的 合 伙
人 。 早 在 圣 名 学 院 就 读 期 间 ，
他 曾 和 同 学 尝 试 性 地 办 过 一 个
小 食 堂 ， 可 是 后 来 失 败 了 ， 正
是 那 次 失 败 让 他 认 识 到 一 位 可
靠 的 合 伙 人 对 于 开 创 事 业 的 重
要 性 。 这 次 ， 他 第 一 个 想 到 了
陆 弘 亮 ， 于 是 专 程 来 到 了 “ 冰
淇淋玛丽”。

刚一见面，孙正义就对陆

弘亮说：“快要毕业了吧？”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转

眼间我们已经认识近一年了呢。”
孙正义接着问道：“毕业

了打算做什么呢？”
“找个公司上班吧。”
“ 上 班 啊 ……” 孙 正 义 有

意停顿了一下， “想不想和我
一起创业？”

“ 创业？”陆弘亮惊得张大
了嘴。他在大学期间坚持半工半
读，为的就是顺利完成学业，到
时候找家大型公司上班。毕竟伯
克利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在全美
也是一流水平的，找个薪水丰厚
的工作并不太难。现在，孙正义
竟然跑来找他谈创业——创业的
风险有多大呢？孙正义打断了陆
弘亮的思路：“我有个很不错的
点子，你和我一起干吧！”

因为两人已经是朋友了，
陆 弘 亮 不 想 直 接 拒 绝 孙 正 义 ，
于是问道：

“ 你 能 付 我 多 少 工 资 呢 ？”
他 其 实 想 用 薪 水 的 事 来 堵 住 孙
正义的嘴。

“ 年 薪 2 万 美 元 。
你看怎么样？” 15

连连 载载

我们把所有不愿意展览的，都堆
在那里，把它们藏在阳光之外。即使
有丝丝缕缕的阳光进来，也只照亮最
外面的一层，许多深埋的，如处永夜。
角落似乎是我们刻意给遗忘留出的位
置，它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却连目光都
不愿意给它。

有时候走得累了，不经意地回首，
便一不小心扎进角落里。然后会发
现，许多东西，许多当初不肯再想起
的，再见时竟多了些感慨。没有了最
初的心情，时光洗去了太多曾经的种
种，那些在心里不见天日的，却仿佛化
作了点点星光，闪烁着另一种美好。
然后，我们休息够了，收回目光，收回
心绪，转回身继续上路。于是，角落依
然是角落，依然继续被遗忘着。

就像走得热时，去寻个阴凉的地
方。角落，总是在我们艰难时，默默地
等着我们。或者在冬季，或者风起时，
角落便成了温暖的地方。可以挡风，
可以暂时温暖，就连那些被流放到这
里的所有，也仿佛温情脉脉。就像失
意的人，会被墙角的一株草感动；就像
在走投无路时，于心底的某个柔软的
角落找到了希望和勇气。

角落就在那里，与我们形影不离，
我们得意时往往忽略它的存在。我们
走着，它就在后面捡拾我们抛弃的，或
者我们失落的，它把它们储藏在那里，
储藏在我们的心到不了的地方。有些
东西随着时光变得陈旧，然后慢慢消
散，而有的东西，则在岁月里渐渐散发
光芒。当它们与我们回首的目光相遇，
就会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不期然的感动。

每个人的身边，每个人的心里，都
会有着不同的角落，杂陈着不同的过
往。或许那些地方原本不是角落，只
是我们放的东西多了，只是我们问津
得少了，便慢慢地成了一个暗暗的狭
小空间。那时的我们，从没有想过，这
样一个被我们遗弃的地方，有时候会
成为一个避风的港湾，会成为一个疗
伤的安静之所，会成为一个最后的自
由之地。所以，生命中的那些角落，更
可能会是我们最后的退路，也是我们
心灵的后花园。

当我们走进那些角落，尘世的喧嚣
便隐于遥远，离那些被我们遗落的东西
越近，也就离自己的心灵越近。哪怕有
些往事已化尘埃，却也能于一粒尘中看
到自己曾经眷恋的世界。即使当时在
那样的世界里我们伤心过失望过，此刻
重回，有的却只是怀念与留恋。那些有
形的无形的，充满着角落，也充满了我
们易感的心。角落就像一个酿造之地，
把那些我们遗忘的琐碎储存发酵，散发
出香气，便醉了我们回望的心。

似乎都是消极的人喜欢躲在角落
里，可是角落也并不全是阴暗。一个
人躲在暗处，并不一定是在酝酿阴谋，
更可能是在静静地等待伤口愈合。而
角落里隐藏着的，也并不一定全是丑
恶，更可能是我们遗落的珠，或者，角
落本就如蚌一般，包容着我们所有的
失去，将一颗颗璀璨之珠悄悄孕育。

我们喜欢在独自的时候，静静地坐
在角落里，看外面的风云变幻，守着岁
月的流逝。眼中心底全是恬然，我们在
角落里，我们不散发光芒，我们却拥抱
宁静。或许这也是一种境界，不是避世
的超然，也非消极的等待，只是一种灵
魂的憩息，或是一种生命的升华。

有时候，我更觉得，角落是两种生
命状态的衔接处，那两面墙，一面是过
往，一面是未来；或者一面是现实，一
面是梦想；又或一面是铭记，一面是遗
忘。在它们之间，形成了这个独特的
地方，足以安放我们的灵魂。

被誉为“地球上最后的伟大比赛”的艾迪塔罗
德狗拉雪橇比赛，自 1973 年举办以来，已经连续举
办了 39 届。在阿拉斯加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这
项赛事将所有人的热情点燃。

从起点阿拉斯加南部的安克雷奇镇，到终点白
令海西岸的诺姆小镇，全程近两千公里，历时十到
十五天，寒冷、孤独、艰辛、恶劣的气候，将伴随着每
一位参赛队员以及他们十六条极其忠诚而耐跑的
狗，一路上，连绵起伏的山脉、冰冻如石的河流、茂
密曲折的森林、荒芜坚硬的苔原、狂风肆虐的海岸、
零度以下的低温、强大不定的飓风，都是对选手的
极大考验。

这项赛事，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
名参赛者和他们的狗队参赛。每一位敢于挑战艾
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的选手，无疑都是令人敬畏
的勇士。可是，并非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健康、健壮
的，仅以 2010 年举行的比赛为例，参加的 96 名队
员，就有多名癌症患者和糖尿病人，而最后获得冠
军的，就是一名癌症患者，卫冕冠军兰斯·麦基。像
所有的赛事一样，胜利者总是赢得众人的欢呼、瞩
目以及耀眼的奖杯。

除了前两届，冠军选手用了整整 20天完成比赛
外，选手们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此后的历届比赛中，
第一个冲过终点的狗拉雪橇队，耗时越来越短，从20
天到18天，从18天到16天，1992年之后，每年的冠军
得主，都用了不超过10天的时间，完成了1868公里的
赛程，而迄今用时最短的，是四届冠军得主马丁·布瑟
创造的8天22小时46分2秒的最快纪录。

这样一场异常艰难、残酷的比赛，注定了不是
所有选手都能够完成的，很多参赛队伍，因为这样

那样的原因，不得不遗憾地中途就退出比赛，能坚
持跑到诺姆小镇的，往往不到半数。可是，只要选
手不主动退出比赛，那么，不管你在茫茫雪地上跑
了多少天，比赛就继续进行，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服
务站，都会 24 小时为你提供服务，而热情的观众
们，会耐心地等候在终点站诺姆小镇，像欢迎冠军
一样，迎接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选手和他的狗队。

这项比赛，只有冠军可以获得6.9万美金和一辆
皮卡车，其他名次，都没有任何奖励。然而，最后一名
完成比赛的选手，却能获得一项特殊的礼遇——亲口
吹灭悬挂在终点站的马灯，并一辈子拥有它。

在诺姆小镇的圣约瑟夫大教堂旁，就是艾迪塔罗
德狗拉雪橇比赛的终点，从比赛的第一天开始，象征
着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的马灯就被点亮，选手们
驾驭着狗队进入诺姆小镇宽阔的街道后，远远地就能
看见闪着微弱光芒的马灯，那里就是胜利的终点。

2008年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竞争得异
常激烈，癌症患者兰斯·麦基，第二次获得了冠军，
这一次，他耗时 9 天。紧随其后，狗拉雪橇队一个
接一个，进入了终点站。第 10 天，第 11 天，仍然有
零星的狗队驶进终点站。到了第 12 天，几乎所有
坚持完成比赛的狗拉雪橇队都进站了。从世界各

地赶来一睹盛况的人们，一次次地为完成比赛的队
伍欢呼。就在人们以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的时候，
从几百公里外的服务站传来消息，还有一支狗拉雪
橇队，在艰难而执着地奔向终点。

每天，观众们仍然围在圣约瑟夫大教堂，等待着
最后一支队伍。悬挂在终点站的马灯，一直亮着。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
直到第 15 天，茫茫雪地上，终于出现了一团黑

影，黑影慢慢驶近，那是最后一支疲惫的狗拉雪橇
队，用最后的力气，顽强地向终点站靠近。驾驭这
支狗队的，是来自美国南部的一位已经 61 岁的老
年妇女。她是第一次参加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
赛，为了准备这场比赛，她筹备了几年。

当她站在雪橇后，缓缓驶进终点站时，静候了几
天的观众们，爆发了最持久、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她的亲人以及早就完成了比赛的队员们，也纷纷给
予她温暖的拥抱。没有人在意她到底用了多少天才
完成这场比赛，她坚持并完成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组织者将她引到马灯前，请她代表所有的参赛
选手吹灭马灯。她静静地注视着马灯微弱而温暖
的火苗，眼含热泪，轻轻地说：“我终于完成比赛了，
感谢上帝。”然后，在众人的瞩目中，将马灯吹灭。
组织者按照惯例，将这盏马灯赠送给了她，她像冠
军举起金杯一样，双手高高地举起马灯。全场响起
经久不息的掌声。

伟大而艰辛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中，为
最后一名完成比赛的选手而永远亮着的马灯，是对
坚持者最好的鼓励和奖赏，它为每一位参赛者，也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点亮了一盏灯，引领着人们坚
定、执着、顽强不屈地奔向终点。

说到点心，有一个典故。当年在学校念
书的时候，宿舍里有个惯例，凡是星期天回家
的同学，都要把带来的东西拿出来共享。

有一次，一位同学从家里回来，提着袋子
问，大家要不要吃点心？

要，要。宿舍里尽是看见好吃的不要命
的家伙。纷纷从床铺上跳下来，蜂拥而至，拿
到手里的却是一个个点了红胭脂的圆馒头。

于是大家失望，说，这叫什么点心。
怎么不是？同学大笑。我们家乡，这个

就叫点心，在馒头顶上正中点一粒红胭脂，可
不就是“点心”。

照我们通俗的理解，点心应当是油腻、香
甜的面果子，通常用作走亲访友的礼物。当
年喜欢点心，不外乎因为点心的油腻、甜、耐
饥。那时候缺油缺糖缺面粉，当然更缺混合
了油、糖、精面粉的点心。家里收到这样的礼
物，通常是作为营养品，专供需要特别优待的
长辈或病人。

一切不易得到的东西，都很值得向往。
有一次，好像是中秋节前夕，哥哥感冒了，发
烧，没有胃口。妈妈很发愁，问他想吃什么。
哥哥说月饼。家里刚好有几封妈妈才买来的
月饼，是计划走亲戚用的。当时的月饼个儿
大，四个一封，算做一斤。

妈妈拿来一封，哥哥居然一口气吃完了，
都说月饼油腻难消化，不知道当时十多岁的
他肠胃功能为什么那么强。第二天早上，哥
哥的烧退了，感冒也好了。这可谓点心在医
疗方面的奇效。

至今，这件事成为全家嘲笑哥哥的保留节
目。但他不但不以为忤，反倒成了夸耀的本
钱：“嗨，你们谁比得上我身体好？一斤月饼
啊，二十分钟，不，十分钟，全部下肚！哈哈！”

那时候能吃到点心近乎一种奖赏。正常
情况下，年节时在众亲戚家周游列国的点心，
落脚时包装大多已经磨破，最终被家里的重要
人物享用，或者用来哄小孩子。我记得邻居家
的一个小孩，因为妈妈要去姥姥家不方便带
他，号啕大哭，在地上打滚不肯起来，奶奶为了
安慰他，给了他一大块点心，类似于今天的桃
酥。他的悲伤立即平服了，专心向那块点心进
攻。可是不知道是因为点心放得太久太干硬，
还是他舍不得吃，整整一个上午，他不停地一
点点啃着，才消耗掉那块点心的半拉。

现在超市里有太多点心，花色门类品种
一应俱全，看得人眼花缭乱。我得努力约束
自己想买的欲望。这些年，因为享用了过多
点心，我有着医生建议减肥的沉重任务。

很多次终于没能经得住诱惑，买了点心
带回家邀女儿一起分享。可是自小从不缺少
零食的女儿压根儿就不屑一顾。

时代在发展，科技也在飞速进
步，庞大的信息量让我们不堪重
负，需要处理的工作越来越多。毫
无疑问，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焦虑
膨胀的时代。每个人都患上了焦
虑这种现代病。但是，为什么仍旧
有人成功呢？他们精神焕发，心情
愉悦地应对着日益庞大的信息量；
他们似乎每天只用 1 个小时就能
完成我们 24 小时都处理不完的工
作；他们总在做“对”的事情，而我
们对这个诀窍却一无所知。这是
为什么呢？原因是这些聪明人都
是清单控。他们通过建立清单思
维，来加强自己的思考速度和行动
效率。清单的优点很多，最重要的

好处便是对思考时间的节省和对
思考效率的提升。

清单的本质是“作计划”和“定
流程”，是两种精确思维的结合。
利用清单，我们可以对自己接下来
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预先规划流程，
检视流程，提前发现一些微小的隐
患，并设定应对方案。

在这本书里，你将看到那些卓
越的成功者和一流的工作大师是如
何利用清单来分担自己的工作压
力，理清管理和生活中的繁杂秩序，
确立优先级，并使自己在重要事项上
始终保持专注的。换句话说：如果你
有一张正确的清单，它就能帮你做出
对的选择，继而让你去做对的事情。

如果要在“五四”一代青年中找出一个符号性
的人物，确实很为难，即使在近百年后，历史仍尘埃
未定。我想到了王光祈，这位“少年中国学会”最重
要的发起人，只活了 45 岁，而且“五四”后的 16 年留
学德国，埋头于音乐研究，已远离风急浪险的国内
时势，然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浓烈的“五四”气质，
一种深入骨髓、化成灰都变不了“五四人”的理想主
义，他之所以转向音乐并以全力在这个领域耕耘，
正是显示了“五四人”的一股子劲。我第一次读到
他的这些话，就沉默了许久——

我尝深思苦索中国人的性格，详考细察西洋
人的习俗，最后恍然大悟，中国的“民族文化”，便
是中国古代的“礼乐”。由这种礼乐，以养成中华
民族的根本思想。礼也者，小而言之，则为起居
进退之仪；大而言之，则为处世待人之道。乐也
者，小而言之，则为涵养性灵之具；大而言之，则
为 协 和 万 邦 之 用 。 我 们 中 国 人 生 活 于 孔 子 学 说
之下者数千年，而孔子学说又实以礼乐二事为基
础。所以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与我国古代礼乐
有至深之关系。中国的古礼古乐，诚然有许多不
适宜今日的地方，而且简单得很；但是古人制礼
作乐的本意，则千古不磨。

孔子一生阐发的中心即为礼乐，他的所思所想
无非是回应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恢复礼乐就是恢

复人心的、道德的、精神的、文明的秩序。“五四”那
一代人面对的恰好是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从 蔡 元 培 的“ 以 美 育 代 宗 教 说”到 王 光 祈 的
礼乐文化论，乃至宗白华毕生的“ 美学散步”，方
东 美 的 哲 学 探 索 ，都 指 向 一 个 长 期 被 忽 略 的 方
向，一个民族从审美入手的自我救赎。这已经不
是简单的“ 礼乐”所能涵盖的。面对被他咒骂为

“鬼生活”的时代，各种主义、思潮的涌动，革命风
云 的 激 荡 遮 蔽 了 多 少 温 和 的 、润 物 细 无 声 的 思
考、主张和声音。在雷霆呼号呐喊中，王光祈的
礼乐文化论不会引人注目，更不会激起风潮、造
成 时 势 ，但 不 能 因 此 忽 略 他 诚 实 的 追 求 。 作 为

“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年轻时代也曾是
风云际会的中心之一，对于这个民族往哪里去？
他在“五四”时和“五四”后的思考，都不是无足轻
重的。即使在以成败论一切的国度，他也绝不是
一片可有可无的鸿毛，他的分量在于他的生命始
终是与他的民族、他所在的时代血肉相关的，他
在异国他乡埋头研究音乐、费尽苦心写出《中国
音乐史》等著作，也不是自我满足、自我娱乐的学
术工作，而是在寻找未来。换言之，他不是逃避，
不是向内看、向后看，而是直面，是向前看，是朝
着未来的。台湾“ 中央大学”校长余传韬是他在

“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余家菊的儿子，早就读懂

了他，认为他的长远目标，不只是自己成为音乐
家，而是创造一个礼乐之邦的“ 少年中国”，以及
一 个 教 育 普 及 、实 业 发 达 的“ 少 年 中 国 ”。 一 句
话，他以自己特别的方式继续释放“五四人”的理
想，他没有停止过寻找的脚步。

他的心态是一种建设的心态，“我以为不但革
命后要建设，即在革命前亦要建设，一种改革运动
决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好的，而且少数人做的，绝不
可用耐久”。他认识到，一个社会的建设要集众人
之长，而不是许多人用其所短。如果大家爱用其
短，那便是社会集众人之短，当然不会产生好的结
果。“做我最好的”，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在音
乐领域用力就是找到了他用其所长、做他最好的一
个点。他在欧洲体悟到音乐家对每个民族的巨大
而深远的影响，重新发现孔子“以乐化民”的理想，
他希望中国人固有的音乐血液重新沸腾，他梦想中
的“少年中国”从中诞生。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想法，
但不能不承认，他一直用心“做我最好的”。

王光祈倡导新时代的“礼乐”虽未激起大的回
响，但在胡兰成著作中可以看到其大力主张礼乐文
化，不知道想法是不是受到王光祈的启迪，我猜想
两者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即使其灵感不是直接来
自他，毫不怀疑，这也是在他之后，汉语论述中又一
次出现对礼乐兴国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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