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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这些人》

内容概要

本书是深度人物特写的经典、文学与报导交会的火花。1941年生的殷允芃是新闻人必读天下杂志群创
办人，在1971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中国人的光辉及其他──当代名人访问录》，全书收录了19位名人
的采访记录，包括知名作家张爱玲、聂华苓、於梨华、赛珍珠、曾野绫子，学者夏志清，建筑大师贝
聿铭，外交家顾维钧⋯⋯等。文中有诗的语言，歌的旋律，阅读这些生命故事，可获生命的滋养与希
望。本书收录她留美期间采访当代杰出华人及日本、美国名人的特写报导，当时开启了台湾深度人物
特写的先河，且在台湾新闻写作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今年是本书出版四十年，天下杂志以全新的封
面及编排，再度推出上市。 本书是殷允芃女士四十年前出版之同名著作的最新版，全书示范了一种真
诚、如实且善意的报道形式，实为深度人物专访的经典作品集。
文中展现敏锐的观察、细腻的描摩，无论是喜欢阅读人生故事的读者、对或有意观摩深度人物报道的
新闻人，都不应错过此书。
本书真诚如实且善意的人物写作，能让人得到滋养与希望。
【编辑推荐】
★华人圈中唯一面对面访问过张爱玲的记者
★岁月如河，生命如歌
采访张爱玲、聂华苓、于梨华、赛珍珠、曾野绫子，学者夏志清，建筑大师贝聿铭，外交家顾维钧等
大师学着，凝听他们在岁月的长河里吟唱的动人之歌。
★胡舒立 许知远 亲自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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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这些人》

作者简介

殷允芃
1941年生，山东滕县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爱荷华大学新闻硕士，政治大名誉文学博士。曾
当选第六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并荣获1987年麦格塞塞奖新闻奖、2010年卓越新闻终身成就奖。 曾任美
国《费城讯问报》记者、合众国际社记者、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驻华特
派，并曾任教于政治大学新闻系。 1981年创办《天下杂志》，担任发行人兼总编辑；1998年创办《康
健杂志》、2000年创办《天下杂志出版》、2000年创办《Cheers快乐工作人杂志》、2008年创办《亲子
天下杂志》。现任天下杂志群创办人、董事长兼总编集长。 除英文专作外，主要中文著作为：1971年
《中国人的光辉及其他》，1974年《新起的一代》，1982年《决策者》，1985年《太平洋世纪的主人
》，1987年《等待英雄》，1992年《点灯的人》，1996年《敬天爱人》，1999年《素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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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这些人》

精彩短评

1、困顿时，读人物传记真好
2、启迪语录
3、时光淌过文字，人未变
4、沥沥啦啦小一年才看完。看着每篇文字最后1960、1971等落款，想象着你自己年龄稍长的文字如何
跨越长长时空落在了我手里。台湾那一代人既熟悉又陌生，谢谢joan的赠予⋯
5、不得不承认，作者的文笔相当的好。如果有谁要写采访稿，可以拿殷允芃这本书当范文。遗憾的
是书中尤其是后半部分的人物知名度不甚高，读了没有感觉。
6、原来还可以这样写采访稿⋯
7、文字是好的，但读的时候总疑惑：1，作者对采访对象似乎都带着些仰慕感，有很多个人感受。作
为人物随笔不错，但和今天的人物特稿距离其实蛮大的。这两年我本人是追求近乎“零度角”叙事，
尽量把自己隐去，拉开距离审视采访对象。2，由于没对话，感觉每篇都未完成，甚至像引言。不过
瘾，气场似总觉亏欠。
8、一本四十年前的人物采访素描，如今读来仍新鲜可感、如在眼前，从中可见作者笔底之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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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这些人》

精彩书评

1、我喜欢找个安静的角落，独处一角，静静地阅读他人的故事。就这样翻开透着墨香的书籍，时而
侧目沉思，时而遥望窗外远方的天空，感受到那份宁静中远离喧嚣的美好。《那些年，这些人》就是
这样一本适合静静阅读的书。这本书收录了殷允芃女士在留美期间采访当代杰出华人和日本、美国名
人等一共19位名人的采访记录。其中不乏像张爱玲、聂华苓、於梨华、赛珍珠、曾野绫子等知名作家
，还有学者夏志清，建筑大师贝聿铭，外交家顾维钧等知名人物。作者用诗的语言，歌的旋律，为我
们重现了这些成功人士的故事。通过阅读他们用生命写成的故事，我们亦可收获生命的滋养与希望。
在这本书中，殷允芃女士不仅示范了一种真诚、如实且善意的报道形式，而且因其敏锐的观察和细腻
的描摩，使得本书成了一本深度人物专访的经典作品集。说她开启了台湾深度人物特写的先河，且在
台湾新闻写作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是毫不为过的。殷允芃女士也是华人圈中唯一一位面对面采访过张
爱玲的记者。曾读过张爱玲的《小团圆》和《半生缘》，也仔细研究过她，当时很是不理解文采天下
的张爱玲，为何爱一个有妻室、年纪比她大12岁、而且还同时爱着几个女子的汉奸男子。现在在殷允
芃对张爱玲的采访录中，我想我看到了答案。“向来不轻易见人”的张爱玲，热情地接待了殷允芃，
和她的交流也是非常的随意和亲近，犹如遇见故人一样健谈。正是在这一问一答的交流中，我想，张
爱玲之所以爱着胡兰成，大概是因为一个“懂”字吧。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出身环境下的高贵
与优雅，也懂她因年少不幸的经历而形成及时行乐的思想。所以张爱玲才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一个懂得，淘尽了一个女子的万千柔情。一句懂得，让一个骄傲的女子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因此，当
张爱玲感知这段爱情无望并决定与胡兰成诀别时，还不忘寄给他30万元的稿筹，这就是尘埃里绝美惊
艳之花，这就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倾城之恋。一个名字，一段文字，都因《那些年，这些人》中的人物
于不经意间唤醒曾经的那些熟悉而又美好的回忆。时光虽已从他们身上掠过，但殷允芃用文字记录下
了他们，把他们烙进了岁月的轨迹，雕刻成鲜活的记忆。如此，他们才能给我们以滋养和希望，给我
们以满满的温馨与感动。
2、在一代一代人生故事的长河里，我们得到了滋养与希望。——殷允芃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本书的
新名字——那些年，这些人。总让人不禁联想起风靡一时的“那些年，XXX”句式。第一眼就会让人
觉得是轻浮世俗的追流行小书。但是，只要一捧起它，四十年前绝代风华的人们就一个个出现在你眼
前。作者写作的手法极轻极淡，那些文字不像是采访故事，更像是一幅幅意蕴悠长的水墨画。就算没
有那些黑白照片，也能让人体会到那些莞尔一笑的优雅与宁静。初到白色崖，她说“离繁华喧闹的费
城只二十五分钟，这个小镇却像是隔了一个世纪。”；写张爱玲，她说“斜斜地看去，（她）额上映
出的单纯与平静，仿佛使人觉得，她是在岁月之外的，最自由的人。”；写聂华苓，她说“她，像走
在雪地上，极少回顾留下的纤纤足迹，而却目视前方，寻思，在她已选定的道路上，怎么才能落好下
一步。”薄薄的一本书，有19位各领风骚的人物，张爱玲、贝聿铭、顾维钧⋯⋯有作家、有学者、有
建筑大师、有金融天才、有外交官⋯⋯他们都是漂泊在海外的中华儿女，都是“失根的兰花”。在他
们的人生故事里，很难看到有交汇的地方，但是却总能体会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诸多相似，尤其
是那份谦和与悠然。这些惊才艳艳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收敛起他们逼人的锋芒，以平和的姿态面对着
人生。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已有的成就是多么地惊天动地，他们眼中只有当下，只有明天。作家会忘记
曾经写过的作品，只把手中正在写的文字视若至宝。金融天才会忘记曾经投资那些股票，赢得多少回
报，只埋头研究当前最新政治、军事、天下动态，在其中寻找未来股市动向的蛛丝马迹。把自己放回
原点，才能重新出发。19个故事，19段人生，有时候会有一种在读同一个故事同一段人生的错觉，但
有分明地知道他们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成功从来不会是投机者的幸运，而是实干者的赤诚与奋斗
。希望就在这里。读完整本书，你又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在讲述那些年这些人的人生故事，“那些
年，这些人”这个新名字到底有其妥帖之处。
3、读完《那些年，这些人》后，我不知道需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抒发我此时的心情，作为一个
并不是很了解当时他们那个年代那些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总感觉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但是他们身上
的好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慢慢体会，认真学习的。正如本书的作者殷允芃所说：“他们
的共同点，除了那份敬业精神与对所好的执着，就是那坦然无畏的信心——只要一个人不断地努力，
他几乎能得到一切他所要的！”他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才有了
他们当时享誉美国的成就，才被后人所铭记，给后人以警醒。本书共介绍了十七位华人是如何在美国
各行各业里闯出天地的。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华尔街的红人——蔡至勇，文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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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这些人》

评家——夏志清教授， 电脑设计制造——王安博士，享誉国际的建筑师——贝聿铭，名重四海的外交
家——顾维钧博士，音乐指挥家——董麟，出版界的女杰——杨蕾孟，广告界的奇葩——杨雪兰，文
艺与科学兼长者——顾毓琇（一樵）博士，银行界的奇才——吴棣棠，雪中旅人——聂华苓，於梨华
，热爱中国的——赛珍珠，爱荷华河上的《金臂人》——奥格伦，榆树镇上夫妇——三浦朱门&amp;
曾野绫子，《樱花恋》、《夏威夷》的作者——米切纳。我之所以要把他们一一罗列出来就是想让自
己记住他们，以加深印象。在作者的笔下，可以看出他们虽说是名人，但是从不吝分享对人生的看法
和智慧，譬如，张爱玲说：“人生往往是乐不抵苦的，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银行界的奇才——
吴棣棠说：“尽量努力做你所能做的事。那么你不但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你也能得到一
份满足，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为年轻人，我们身上同样背负着巨大的生活压
力，工作压力，生活所带来的责任和对未来的未知，但是看完他们的经历之后，你会觉得我们生活中
这些压力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他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做到，我并不是说我
们要做到和他们一样被后人所铭记，只是做到让自己满意，不辜负家人，不辜负自己而已。每个人的
自身条件和自身素质不同，所以我们只要不断的超越自己，让自己生活的有价值有意义，也就无愧于
本心，无愧于社会了。
4、近几年来，励志书横行，畅销书榜上，常年总是有那么几本励志书傲然翘首的高居云端。不知人
们是太迷茫，太需要看清前路，太需要被激励。还是都太急功近利的想从书中直接找到一步登天，转
身便可成功的所谓“成功学”。在我看来，这些所谓励志书不过是几个不成功的人坐在一起想出来的
捞金法子，所言不过尔尔，还不如看名人传记来的实在，更加能受到启发和激励。《那些年，这些人
》全书收录了19位名人的采访记录，行云流水的文字配上19位名人的生命故事，不以个人传记的深，
而是以19位名人的广见长，给我们以人生的启迪和思考。华尔街红人，被股民们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时刻准备跟他风买卖股票的蔡志勇说：“你拿你的判断和别人的赌，如果你对了，你就赢。没有任
何人能帮你，你要自己负全责。”其实何尝只是股票，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每天、每件事，我们都
要面对无数的方向，无数的选择。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也无法明确的知道哪个选择哪条路就一定是正
确的，只好拿自己的判断做赌注，对了，就赢。不对，那么愿赌服输，自己要对自己负全责。所以在
判断之前，首先要想好自己要什么。总觉得一个只想要钱，拼命追求金钱的人并不可怕，因为他有目
标，有理想，虽然他的目标看似功利了些，虽然他的理想看似低俗了些，只是不伟大不崇高，可他至
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身边有闺蜜，27岁大龄单身女青年，常感叹找个能谈婚论嫁的男友如此之
艰难，殊不知这便是她不知自己想要什么的结果。想要多金男，怕他花心不可靠，想要有稳定工作稳
定收入者，又嫌他没魄力没气场，想要有能力者，又怕未来前途不明朗。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又何
谈去争取呢？正如《费城讯问报》的音乐批评栏曾描写著名音乐指挥家董麟的演出：他知道他要的是
什么，而他也能得到他想要的。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处身于现实的美国学界，被宾州大学聘为终身
电学教授，而另一方面又能不停进行文学创作的顾毓琇博士在被赞“当世未见其匹也”时，只轻描淡
写的说了一句：“没有什么，只要有兴趣就行了。”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之一於梨华女士说：“不
管成功不成功，人总不应该放弃尝试，You should never give up trying!”广告界的奇葩杨雪兰女士说：
“世界是在那儿等着受命于人。我认为只要一个人不断地努力，他几乎能得到一切他所要的。”银行
界的奇才，曾以亚裔女性身份任纽约银行副经理的吴棣棠女士说：“尽量努力做你所能做的事，那么
你不但能得到人们的认可，而更重要的是，你也能得到一份满足，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努
力！伟大的人都是相似的。平凡的人，各有各的平凡。几位大师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兴趣和不放弃。几
乎每一位受访者都提到了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时，兴趣也是我们在别人看来枯燥的事情上不
停重复时，唯一让我们能够继续下去的动力所在。而不放弃，是在找到兴趣点之后，唯一要做的事。
爱因斯坦说过：“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在我看来，那1%的灵感便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只有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上才能获得那至关重要的灵感，而剩下那99%的汗水便是坚持，永不放弃。
有句话说的好，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既然选择，就要坚持到底。这19位名人，这些成
功人士，便是如此，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上，不断努力，不断进步，最终取得巨大的成功。人生路上
，选择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坚持。以发现的眼光看待自己，正视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路，然
后坚定不移、永不放弃的走下去，早晚我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
5、作者自序里写到“这本书的出发点，起自于年轻时的好奇”，这本因为好奇而积累起的小集子里
记载了十几个身在异乡的人的故事，他们的名字或熟悉或陌生，他们的行业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只
是他们在自己的行业里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肯定不是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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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亦不是，最好的时代只存在于未来。因此，如作者自序的题目，这是一本分享人生智慧的书。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大师们抽离于作品与光环的另一种形象，更亲切更真实也更打动人心：张爱玲也
会假装路人问小说销量好不好，会总想拿点吃的给记者，这些细节和语出“出名要趁早”之类惊人言
论的是同一个人；华尔街宠儿杰瑞蔡因为忙舍弃了很多爱好，还坚持和儿子打乒乓球；建筑师贝聿铭
会拍搞怪大头贴，读这本书之前我对这位大师的印象还停留在美丽的狮子林和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里
，可是他居然会说”新的建筑物必须要配合、辅助原有的建筑“；谈及父母离世，“永远乐观”吴棣
棠也会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塌下来了⋯⋯这些都让我觉得很惊艳，这些犹如邻居般亲切而又平常的行为
出现在大师们的身上，依然很妥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光环的阴影里、在不被公众知晓的时候，
依然美好。对于人生，朋友的说法我很赞同：人生其实就是一堆的问题组成，小时候有成长的烦恼，
青年时有对未知的彷徨，面对学业的困扰，毕业了有就业与自我实现的矛盾和苦恼，再后来有结婚生
子⋯⋯踏踏实实地把每个阶段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阶段就做好了，下一个阶段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但
也不会太差。有这样坦然无畏的信心和执着，再差的境遇都不会困住你。我想这些大师们也是秉承着
这样的信念渡过了在异乡的一个个困难，并成就了自己。对于他们的专业领域，大师们都有自己独特
的见解，简单却又很中肯；对年青人、对社会发展，他们都报以积极态度；访谈中，他们也分享了自
己对人生的看法和智慧（在此不一一列举，书中都有描述）。对于这些，笔者不置评，而是细心观察
忠实记录岁月长河里的鲜活的如歌生命，深入浅出地还原出人物的真实的形象，让读者自己对体会去
感悟。笔者说采访、记录这些海外华人的作为、看法，拓宽了她的视野，滋养了她对人生的态度。我
们读他们，也得到了滋养与启迪。坦白说，写书评的时候我又重新快速浏览了这本书，以重温初读时
的感受，依然很受益。
6、在一代一代人生故事的长河里，我们得到了滋养与希望。——殷允芃这是作者在书的扉页上的写
的一句话。我拿到这本书时，跳过序的部分直接进去正文，看完殷女士的后记再回头看许知远的作序
，惊奇得发现，我和许知远有同样的感受，“我几乎立刻就被这本小书迷住了。不是因为这些人物的
个人传奇（他们有的仍声名赫赫，有的则喧嚣一时、如今已被历史遗忘），而是因为作者的敏感、典
雅的叙事方式，对于瞬间印象的捕捉。”就是这样，读迷了。书里大部分人物的受访时间已经过去四
十多年的时间，但其中有些他们留美时凝炼出的真理至今仍受用。殷女士出入记者这一行业，亲自采
访这些成功人士，写出这些故事，她是谦虚的，她在聆听，她在汲取，她用自己的视角去写出来。我
佩服她这份勇气，羡慕她这样的经历，只是因为她见到了我多年以来喜欢的作家，张爱玲，赛珍珠。
向来不轻易见人的张爱玲，在自家的起居室接见殷记者，“天南地北地聊着⋯⋯听着的人、说着的人
都觉得自然而不费力。因为她对任何话题都感到兴趣，而又能往往意会在言发之前。”看张爱玲的书
《小团圆》《半生缘》，你是不会想到她谈话的随意，亲近，也很难想象气息遇着气息相近的人她是
多么健谈。似乎这一切都应该是这样，吆喝出名趁早的女人，被羡慕着被迷恋着，被烦着被扰着，她
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也涉足别人的文字世界。在采访张爱玲的文字里，像是写一位朋友，她就是殷
女士的一位女性朋友。聊完天后，殷女士就跑跑跳跳地出门坐车。殷女士还采访了好几位作家，其中
就包括赛珍珠。我是因为《大地》而知道赛珍珠的，这并不是第一本我看的写中国农民的小说。行文
中作者写到赛珍珠的一些已经被周知的作品，还有她的个人经历。大量直接引用赛珍珠的原话，使得
这个离我们很遥远但在思想上一直在前言的作家赛珍珠，给了我们一个直面的机会。作家并不是活在
我们之外的人，她享受生活，她读书，她在中国的时候接受中国老师的教育。殷女士有句话写得很近
，“她笑着走出了回忆，她的笑容尽是异常的年轻与美丽。”我们想看到的不是成功人士的满腹经纶
，也不是他们对青年人的成功建议。成功的轨迹是不能复制的。殷女士观察，细心观察，她不对人物
进行点评。毕竟她去采访这些人士时正在上着大学。她阅读这些人的故事，“得到滋养与希望。”我
们读他们，也反思自己。比起读大部头的人物传记，这本书的显得小巧多了。很感谢磨铁图书出版这
样一本书，让我有这个机会读到那些人的故事。从中得到启迪，不亦乐乎！
7、作者在这本书里写了十几个身在他乡的人。他们是作家、金融家、银行家、建筑师⋯⋯虽身份不
同，却能看出他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热情、自信、努力、朝前看。换作者的原话讲是：除了勤奋
努力外，他们的态度都很积极，化劣势为优势使他们乐此不疲的习惯。他们勇于抉择与承诺，也堆自
己的选择负责。我喜欢张爱玲洞彻一切冷眼。她说了一件冒险的事儿，仍加了一句：“可是，做那件
事不是冒险呢？”我醍醐灌顶般想到：我以为不甘进取，腻歪在窝里是一种安全，熟不知这也是一种
大大的冒险，对未来的冒险。如哲学般的一句话，在她那里只是那么稀松平常的想法。可她虽冷眼看
事写书，却对后辈人热情有佳：“看你们还像孩子似的，就想着要拿点东西给你们吃。”真的很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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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话是张爱玲选集封面上那个微昂着头，穿着短袖旗袍的高冷女性所言。我也欣赏指挥家董鳞的
坦率，他认为指挥家一定要有名气，有机会自己便不会错过。在这种坦率中，流露的霸气的自信。只
要他看到机会争取机会，那机会就是他的。在人人螺丝钉的现代有几人敢言：此事非我不可？而出版
界的女强人杨梦蕾，在看待自己并不得心应手的打字工作时说：做的好，那么就会被拴住，做一辈子
女秘书，如果不好，又迟早被请走路。所以她认真学别的东西，在获得女秘书职位后再努力去学这种
非思考类技能。她不屑于被拴住，在谋生的同时去追求自己梦想的路，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霸气。而
广告界的奇葩杨雪兰与银行界器材吴棣棠则有女强人对后世年轻人温柔的忠告。杨雪兰说，在美国除
了自信，还有有好的身体。吴棣棠在知道很多女孩子在美国领着有限的工资，无精打采的工作时热心
的提供相应的教育政策，以帮助她们改变现状。就他们而言，他们都走在自己前进的路上，不回头不
回眸。往前看似乎是大家默契的共识。张爱玲说：写完后，我也就不大留意了。赛金花说：那已经离
我很远了。米切纳说：过去的绝对成为过去，我写完后，作品就和我无关了。相信很多人没有这样的
魄力，而也只有如此，他们才不是昙花一现。这本书也是作者年轻时候所写的作品。能看出那些年、
这些人对她的影响，在文中仍然能读出当年那个年轻姑娘的认真与忐忑。但年轻，又是件多么幸福的
事儿。
8、那些人，这些事——读《那些年，这些人》文/齐祺这是一个人物采访专辑。然而，这又不是一本
简单的人物采访合辑，通过这本书，我们在那些人做的那些事中去寻找自己的影子和自己要走的路。
殷允芃曾经是一位记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留美期间，采访了许多当代杰出华人及日本、美国
名人，并撰写了数篇名人的特写报道。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有一段对话：有人问殷允芃，如果让你重
新来过，你还会做记者吗？她说，她会毫不犹豫地说会！正是因为殷允芃有着这样的斩钉截铁的回答
，其实她也就是这样做的。殷允芃有着良好的采访功底，在美国艾奥瓦大学念“新闻传播”，取得硕
士学位后，曾任美国费城询问报记者，在那段时期，她曾利用业余时间访问了一连串美国的华人代表
，返台后，她曾任职于美国新闻处，担任过合众国际社记者、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亚洲华尔街日
报驻华特派员，并曾任教于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198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天下杂志》，日后殷允芃
又陆续创办《康健杂志》、《Cheers快乐工作人杂志》、《亲子天下杂志》、天下杂志出版与天下杂
志教育基金会等事业体，统称《天下杂志》群。有着这样的能力背景的人，文字功底可谓尤其深厚，
因此在《那些年，这些人》这本书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全书收录了19位名人的采访记录，包括知名作
家张爱玲、聂华苓、于梨华、赛珍珠、曾野绫子，学者夏志清，建筑大师贝聿铭，外交家顾维钧⋯⋯
文中有诗的语言，歌的旋律，阅读这些生命故事，可获生命的滋养与希望。《那些年，这些人》是深
度人物特写的经典、文学与报导交会的火花。从开篇的《访：张爱玲女士》就足以看出殷允芃的水平
以及她的文字对我们影响的穿透力。仅仅通过这样的一篇采访稿就能够让对她不熟悉的人有着一个深
刻的印象，让那些对她有着研究的人有着更深层次的了解。当然，作者也能够将张爱玲写得如此完美
。很多东西没有直接放在采访稿里面。尽管是加了附录，但也将张爱玲这个人写得活灵活现在我们眼
前。那些人，这些事。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启示。让我们追随着他们的
故事去奋斗属于我们的故事⋯⋯ 链接地址
：http://sjzrb.sjzdaily.com.cn/html/2014-01/29/content_128783.htm珠海特区报
：http://www.cnepaper.com/zhtqb/html/2014-02/16/content_10_10.htm
9、几乎是全部看完了这本书才打算上来写书评，是因为太好读了，舍不得留下遗憾，还有些意犹未
尽。如果它能有另一个名字的话，可以叫《那些年，在美国的杰出中国人》。作者殷允芃的视界可以
说是非常超前的，这本书离首次出版已经距离40年了，但读起来一点也没觉得是与40年前的人在对话
，写作手法就像是一个2000年后的记者在采访，而且这位记者还有着洞察一切的眼力和极具人文特色
的写作风格。书中的采访名单，每一个都是各领域的精英人士，他们对自己的成功都非常轻描淡写，
而之所以如此淡，就是因为他们都乐在其中，即使是周末抽出时间来工作也不会令他们觉得反感，而
是认为理所当然。这样的人，真令人羡慕。我们都在说，工作如何如何，其实反观成长的历程就会发
现，中国人真是可怜。从人生的一开始，便被规定了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像极了《三傻大闹宝莱坞
》里的印度家长，认为有前途的行业只有医生和工程师。中国人从小就被告知要读什么样的小学、什
么样的高中、什么样的大学，从区重点、市重点、省重点到211、985，只有这些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
。工作后却发现，读了又怎样，就算是工作开头几年还心存浪漫，5年后基本只剩下养家糊口的现实
了。而且学历的高低，除却技术人员，在工作能力上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说到底，我们从一开始就
没有选择，对于事业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不乐在其中，又如何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说这些，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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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很晚。事实上一点也不晚，如果我们可以尝试在工作中寻找快乐，或者直接摒弃那些让自己毫无乐
趣的工作，重新开始。总之，这本小书，还是值得现在的我们好好看一看。

Page 10



《那些年,这些人》

章节试读

1、《那些年,这些人》的笔记-第8页

        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2、《那些年,这些人》的笔记-第129页

        她（赛珍珠）也曾花了四年的时间，把《水浒传》译成英文。《水浒传》的英译名，她用的是
：All Men Are Brothers，取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3、《那些年,这些人》的笔记-第3页

        人到情多情转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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