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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女》

内容概要

张曼菱作为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现代著名女作家，近十年采写下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随笔与
社会生活随笔，其中不少是作者本人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演讲录和学术讨论会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此次结集出版是作者十几年来散落在各处发表的随笔的精选集，以便与读者分享，其中有许多具有
广泛社会意义的论点，读来对我们不无教益。一书在手能使读者在诸多观点上耳目一新，有如沐春风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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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女》

精彩短评

1、四星。高中时代为数不多的在校图书馆看的书，是她的自传。
2、坚持、追趣、真性情
3、蛮羡慕那些轰轰烈烈的青春
4、北大出来的人好像都不是孬种，各有各的精彩。
5、前面几章挺好看的, 后面主要写她父母, 可能我一看到让我难受的东西我就不爱看, 所以在她为父母
的不平呐喊的时候我就快翻, 也会有麻木和害怕麻木的交战, 不久前那个年代的不幸最终还是会被我们
这代所有人遗忘
6、把时间拖回到某个时间···
7、勇敢的心。
8、她的话特别有劲儿~
9、才女! 让我看到了一个开朗,乐观, 充满激情的女子! 
10、   硅谷情人
11、笔端常带带激烈感情（激起我几多热泪）。并常放逐自我于浩瀚历史文学长卷之中，有时稍嫌有
没有经过河道就直达奔流的江水之突兀感。
12、丑得恶心——1看到标题，本以为又出了个“哈佛女孩”式的年轻人，结果一看作者都50多岁了。
那还用“北大才女”，无语啊。2作者的优越感太恶心了。里面也有打开水，和俞敏洪老师的打开水
比比！！！
13、无聊。
14、行文如同流水账，该结束的时候还在无病呻吟
    细读大师们的轶事还是蛮过瘾的
15、我对高声吆喝的人有着本能的怀疑和反感，但她的确让我折服且感动。
16、美国是靠先进的机制与金元霸主的优势来“结构”这个国家的，而中国，数百年来一直在一些最
糟糕的机制中挣扎，他是靠历代的人们对这个民族的挚爱和信念，自觉地付出与现身来自维持和前进
的。张曼菱不愧为北大的才子，她的 人生阅历使她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洞察力，非常赞同她对社
会对人生的看法观点
17、　　凡是敢自称才女的人，都是需要一定的胆子和底蕴的。如果只有胆子没有底蕴，恐怕大多数
都只能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情，喧嚣那么几年，就没有了声音。如果只有底蕴没有胆子，恐怕也没有
什么声音去自称什么。而往往来说，对于高调的人，我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在这个什么都虚假的社
会里面，实在没有什么好相信的。
　　
　　但是张蔓菱不一样，最初因为《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而打动了我的她，让我在购买他的三本一套
的文集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实在的东西，但是有的人的吆喝却是货真价
实。
　　
　　最近总算是利用一些鸡零狗碎的时间把《北大才女》看完了，这本随笔集主要讲述的是她自己“
穷上大学”，为了自己的理想“到处出风头”，遭到了各种角落的阴暗心理的打击报复，以至于后来
在实施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中时时目睹人性丑恶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张蔓菱是悲愤的，但是并不偏激，
联系到她的父亲一生的悲惨遭遇，我们不难理解“不是无端悲怨深”这句话的含义。在不胜寒的高处
受伤，但是为了不让仇者痛快，还是要以一种高昂的姿态，继续自己积极的生活。
　　
　　这样的人其实很寂寞，张蔓菱自己也说，因为自己的性格，在她的学生时代里面有好多位男友最
终还是没能坚持和她在一起，因为中国传统的男子观点和偏见或者是社会的舆论压力，再优秀再开明
的男子，也赶不上她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她又何尝不是，但是她对于那些中途离开的男
子们并没有什么怨恨，只能叹一句无缘。直到《硅谷情人》一篇，那是唯一一个没有和她确认男女朋
友关系的异性知己，毫无条件地包容她的全部任性妄为，温柔而又体贴，即使是去了异国他乡依然如
昔对她关怀备至。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本来就是今生不可多得的福气，那并不一定要用男女关系来约
束来确定，却一直都渗透在生命和血液里面。只可惜在张蔓菱写作此文的时候，在美国斯坦福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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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女》

里面的他已经永远辞别人世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至死都没有结婚，但是我想他应该是满足于结识
了张蔓菱的。张蔓菱写谁都没有让我为之动容，唯独是这一篇，我仿佛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捕捉到
了张心灵当中的一丝律动，在黑夜当中紧紧地抓住了我，给了我很久没有过的感动和感慨。
　　
　　张蔓菱的文字其实并不精致但是在粗糙的豪情之中自有原生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如果一直在重
点高中度过，也许会被慢慢消磨，但是她却因为从一中被流放到了二十四中，而在悲剧中被成全。我
在看《青春祭》的时候就曾经很在意一个细节：女主人公在被问起是哪个中学的时候，非常自豪地对
男主人公说：“二十四中的。”并不是说我看不起二十四中，而是因为总觉得张蔓菱这样的学生应该
是一中出生，后来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了这段渊源。张蔓菱一开始也是不愿意接受自己被流放被放弃的
现实，就像古代文人那样自怨自艾，但是随后她还是渐渐发现了二十四中的老师们没有重点中学的老
师的架子，朴实本分的非常可爱，作为一个二十四中的学生毕业的张蔓菱，超越了很多因为父母的关
系在一中混日子的学生，成为了栋梁之才。更是因为随后的北大生活，那么多个性风采的教授的言传
身教和关心照顾，张蔓菱的风采飞扬于天下。我们不再去回顾苦难，因为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我们
要的是在苦难中崛起。张蔓林没有让苦难压倒，反而被锻炼成了女中豪杰。《青春祭》女主人公的一
句“二十四中的”实在是扬眉吐气的一笔。
　　
　　张蔓菱是云南人，这又将她与西南联大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现在西南联大已经慢慢成为一个热
门的话题，张蔓菱应该是在公共传播领域介绍西南联大开风气之先的人。我们不去说作品本身的好坏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视角是全能和完美的，我们只是通过那双眼睛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担
当精神和传承责任。历史本身没有倾向，张蔓菱赋予了他脉脉温情，我们无法从学理的角度去苛求，
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被感动。
　　
　　这样的感动，在这本文集的每一处都能出现。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力量，不依靠精美的语言和虚假
的情调，只是凭借着自己对生命的热情，不停述说，直到让我们为之激扬，最终泪流满面。我想，你
们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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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女》

精彩书评

1、张蔓菱人生随笔集就是张蔓菱人生随笔集，也许书商觉得这个名头不足以吸引读者去翻阅，于是
在封面上又加了一个北大才女的名头，让我以为又是讲什么刚考上名校的学习心经了。从不愿去翻开
，这次特意来读却是因为看了她的演讲，读过她的其他的书，对于其人生经历和思索都非常感兴趣。
这本随笔集是由38个小短文组成，学术随笔，社会随笔，演讲稿等集结而成。而最吸引我的，就是关
于人如何的面对环境，忠于自我这方面的启迪。这位28岁两次高考艰难上北大的女子，在她的描述中
，我似乎看不到这种磨难带来的摧毁感，而只感受到了她那始终蓬勃的生命力和异于其他知青的精神
面貌。她始终爱学习，始终在生活中找寻乐趣，交好朋友并获得珍贵友谊。这种从书本中透出的感染
力让我慢慢恢复一些自信。而她哀叹知青生活让她的生命无缘无故少了一大截，又让我对自己来沪后
的黄金年代在懵懂无知中，在遭遇各种邪恶、狭隘、无知、忧郁、温暖、无力、希望、失败、混日子
后逝去同感悲伤。这都是时代带给青年人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是不是一定不能避免的？28岁上大学的
张蔓菱非常清醒的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塑造自己的良机，于是她利用大学的黄金4年，大量阅读，与
大师结交，与挚友攀谈、参加各种有益的或没那么有益的社团活动、努力创作、并开始旅行看世界。
这段日子，她过得酣畅淋漓一如她的性格。而北大这片精神沃土又提供了多么优渥的环境去催生这些
小芽呢？她在这里跟季羡林成了忘年交，又每每登门拜访其他的优秀师长，跟其他学科的同学高谈阔
论去碰撞去增长见识。所有这些，好像是她要努力的找补自己“无缘无故”短了一大截的金色华年。
好像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去吸收去生长。我想起自己遥远的遥远的大学时代，首先我带着对自己高分
盲报大学而带来的失落去了一所不甘心的学校的愤恨不平的思想余毒去报到，这就为后面的4年埋下
了不健康的精神之根。其次，我对一些同学是靠花钱进校的这种校风十分鄙夷，对学校更不存在什么
敬慕了，这又对我是第二大伤害。再次，我没遇上良师。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讲，她就以为这
就是天了，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并因此感到失望无趣。从此我的大学靠自己高中的那仅存的上进心，
努力去看了些必修的并不喜欢的工科书籍。以为自己总算没有浪费大学时光，又读了几本武侠小说和
几本韩版高中爱情小说，就算读完了大学。现在想想，我居然一点也没有对知识的渴求，一点也没有
读书的欲望，所有的，还是依循着高中的死读书方式，去木偶般尽力的“上进”而已。而这种“上进
”很快变成无源之水，用尽了。庸庸碌碌的日子也接踵而至，缺乏人文素养的我让自己还陷入同学之
间的摩擦和冷漠中。我在此，哀莫哀兮！并悲痛之！想起大学毕业的时候，一男生对我说，吃散伙饭
的时候，很多男生都哭了，哭泣自己大学四年一无所学一无所得。而这种痛感，我是现在才又深刻的
体会到了。但是，我当时又真的能够像现在这样的能领悟到求知之乐吗？也许未必！想起去年过年回
家，我跟大学二年级的表妹说，现在你要多读好书，努力吸收。她却说，我们岁数差这么多，你当年
能喜欢多读好书吗？我默然，也许，时光倒退，我还是会重复着个路程。但是，如果学校，同学，家
庭，社会都能提供一个引导的环境，青年人定能少走弯路，更早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张蔓菱是一个
极有激情又飘洒的女子，兴趣太广泛，搅合很多事情导致没能精心进行更多的学术研究和创作。这点
给我提了醒，我何尝又不是兴趣太为广泛而废掉很多宝贵时间呢。有的活动我没有看清，就极力的一
跳进去，耐不得孤独思考的痛苦感，受不住独处时间，回忆的啃噬。更有甚者，我还远比她脆弱、退
缩、狭隘。长此以往，何以去一步步的成为自己呢。     我手里的一支笔，常常无法写出更有思考性的
，更智慧的作品。而梳理这些一路走来的作家的脉络。我似乎知道，阅读的脉络和行走的力量。张蔓
菱大胆跟师长讨论，写信，当面，从而获得教益。而她去新疆流浪去体验，自感终于放开了手里的那
支笔，写得更加得心应手。这，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是令人信服并有信心去实践的。远
好过多数人的泛泛而谈。那是没有力量也不愿意去听信的。阅读、交益友、行走、实践。这就是宝贵
的来源。最重要的一点，不能被年轻的愚蠢和失误打倒！永远蓬勃向上富有朝气！这是读她的随笔集
给我的一些感悟。每每，我自己难以有东西可写的时候，我愿意读读书，每本书读完，我便思绪暗涌
，有时还波涛汹涌，这是催生文字的来源。感谢每个思想者。
2、凡是敢自称才女的人，都是需要一定的胆子和底蕴的。如果只有胆子没有底蕴，恐怕大多数都只
能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情，喧嚣那么几年，就没有了声音。如果只有底蕴没有胆子，恐怕也没有什么
声音去自称什么。而往往来说，对于高调的人，我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在这个什么都虚假的社会里
面，实在没有什么好相信的。但是张蔓菱不一样，最初因为《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而打动了我的她，
让我在购买他的三本一套的文集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实在的东西，但是
有的人的吆喝却是货真价实。最近总算是利用一些鸡零狗碎的时间把《北大才女》看完了，这本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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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女》

集主要讲述的是她自己“穷上大学”，为了自己的理想“到处出风头”，遭到了各种角落的阴暗心理
的打击报复，以至于后来在实施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中时时目睹人性丑恶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张蔓菱是
悲愤的，但是并不偏激，联系到她的父亲一生的悲惨遭遇，我们不难理解“不是无端悲怨深”这句话
的含义。在不胜寒的高处受伤，但是为了不让仇者痛快，还是要以一种高昂的姿态，继续自己积极的
生活。这样的人其实很寂寞，张蔓菱自己也说，因为自己的性格，在她的学生时代里面有好多位男友
最终还是没能坚持和她在一起，因为中国传统的男子观点和偏见或者是社会的舆论压力，再优秀再开
明的男子，也赶不上她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她又何尝不是，但是她对于那些中途离开的
男子们并没有什么怨恨，只能叹一句无缘。直到《硅谷情人》一篇，那是唯一一个没有和她确认男女
朋友关系的异性知己，毫无条件地包容她的全部任性妄为，温柔而又体贴，即使是去了异国他乡依然
如昔对她关怀备至。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本来就是今生不可多得的福气，那并不一定要用男女关系来
约束来确定，却一直都渗透在生命和血液里面。只可惜在张蔓菱写作此文的时候，在美国斯坦福校医
院里面的他已经永远辞别人世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至死都没有结婚，但是我想他应该是满足于结
识了张蔓菱的。张蔓菱写谁都没有让我为之动容，唯独是这一篇，我仿佛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捕捉
到了张心灵当中的一丝律动，在黑夜当中紧紧地抓住了我，给了我很久没有过的感动和感慨。张蔓菱
的文字其实并不精致但是在粗糙的豪情之中自有原生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如果一直在重点高中度过
，也许会被慢慢消磨，但是她却因为从一中被流放到了二十四中，而在悲剧中被成全。我在看《青春
祭》的时候就曾经很在意一个细节：女主人公在被问起是哪个中学的时候，非常自豪地对男主人公说
：“二十四中的。”并不是说我看不起二十四中，而是因为总觉得张蔓菱这样的学生应该是一中出生
，后来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了这段渊源。张蔓菱一开始也是不愿意接受自己被流放被放弃的现实，就像
古代文人那样自怨自艾，但是随后她还是渐渐发现了二十四中的老师们没有重点中学的老师的架子，
朴实本分的非常可爱，作为一个二十四中的学生毕业的张蔓菱，超越了很多因为父母的关系在一中混
日子的学生，成为了栋梁之才。更是因为随后的北大生活，那么多个性风采的教授的言传身教和关心
照顾，张蔓菱的风采飞扬于天下。我们不再去回顾苦难，因为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我们要的是在苦
难中崛起。张蔓林没有让苦难压倒，反而被锻炼成了女中豪杰。《青春祭》女主人公的一句“二十四
中的”实在是扬眉吐气的一笔。张蔓菱是云南人，这又将她与西南联大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现在西
南联大已经慢慢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张蔓菱应该是在公共传播领域介绍西南联大开风气之先的人。
我们不去说作品本身的好坏，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视角是全能和完美的，我们只是通过那双眼睛看到了
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担当精神和传承责任。历史本身没有倾向，张蔓菱赋予了他脉脉温情，我们
无法从学理的角度去苛求，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被感动。这样的感动，在这本文集的每一处都能出现。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力量，不依靠精美的语言和虚假的情调，只是凭借着自己对生命的热情，不停述说
，直到让我们为之激扬，最终泪流满面。我想，你们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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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北大才女》的笔记-第127页

        从新疆辗转到海南，我第一次领略到拍片背后的各种市侩、人情冷暖、利益交割~

“一个社会有序无序，公民的素质如何，自信心如何，在这些地方到处可见。糟蹋自己的文化，糟蹋
自己的地盘，糟蹋自己人，是弱者的拿手好戏。与此同理，往自己的土地上扔那些不能消解的塑料垃
圾，正是各阶层有各阶层的扔法。”

P129 《流金岁月》

“是的，在婚姻生活里，两个都有独立个性的人，谁都习惯于主宰自己的生活。那么，谁是中心呢？
争夺生活的主宰权，夺权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夺权意味着爱的存在。否则只有迅速冷漠下来。”

“归宿的意思，对于我，不应是对人生的禁闭，而应该是——永远待你的意思。”

P137 《流金岁月》  
“那些想在现代中国法律之外创造奇迹的刁民可是不多也不少。比如，过去根本不让做买卖，现在可
以做外贸。可他们却大肆走私。文艺界，同样也有人想创造法律外的奇迹嘛。”

P.212 《年华如水》
我认为：只有把整个国际当时的封闭，冥顽不灵的状态，知识界的流放，以及理性治国的人民的惨死
等等，连在一起，才可以理解“知青”这个事物的诞生根源。

P.226 《年华如水》

毕业后,父亲曾写信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寄钱。想到此，不禁有些悲哀。我一直以为，我退休以后
，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此了。因为我还能为你上大学出力，还不是没用的人。四年来，每个月的这
一天去领退休金，然后就直接去邮局给你汇钱。因为怕你再学校少钱，刮风下雨也不误。邮局的人都
认识我，也羡慕我家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现在你毕业了，再也不用给你寄钱了。我的这份精神上
的快乐也失去了。"

《后记》

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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