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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库1405》

内容概要

本辑《读库》一共包含十篇文章，《告别演出》，《回城》，《纽卡斯尔的中国水手》，《半亩山池
半壁天》，《1936年以前的肖》，《我自聊斋来》，《禁忌之盐》，《鹤的四季》，《改地名》以及
《囊云、贡云与锁云》。
二十年前李白滔从一所财经大学经济贸易专业毕业，到一所高校当老师， 最近几年高校的现实情况改
变，2013年9月，她决定转岗为行政人员。给两百零一名大二的学生教授“专业英语课”成了她的最后
一次授课，她决定用“读一本书，写一份读书报告”来作为课程考核的方式。课程结束，她收到了全
部的作业。她说，这种评定成绩的过程让她很有感触，使他更真切地了解了她的学生和大学。把这一
切写下来，记录此次谢幕演出，记录终结的教师生涯，记录这些学生，也记录她的大学。
《回城》里，作者大力记述了在南疆阿克苏的上海知青们回城的经历。他们在十几岁时意气风发地搭
上去新疆的列车，已经把新疆当作家园，忽然又记起了黄浦江畔，记起了自己原来是个上海人，人到
中年时又不惜变卖家当返回上海。大力采访了很多人，他们中有自己踏上回家归途的，有的让儿女替
自己完成还乡梦，回到上海后遭遇种种问题，为生活奔波各自谋生。
1881年，丁汝昌等人远赴英伦，去纽卡斯尔接中国政府从阿姆斯特朗厂订造的当时最先进的两艘巡洋
舰。北洋水师军官池仲祐作为丁汝昌的幕僚随行，在《西行日记》里描述了这一路的见闻以及他自己
的一段奇特异国之缘。这批北洋水师水兵里有几名中国水手以身殉职，埋葬于纽卡斯尔的圣约翰公墓
，百年之后，萨苏的朋友邓新力去到现场，发现这些墓碑宛在。《纽卡斯尔的中国水手》里展示了几
张珍贵的照片。
园林是一种有生命的综合性的艺术，内容丰富，建筑、山水、花木均是其不可分割的要素，只要疏于
保养，很容易就会出现花木枯死、水池干涸乃至假山坍塌、建筑倾圮的情况相对而言，一座园林远比
一幢单纯的建筑乃至一个建筑群更加难以长期保存。建于清朝初年的半亩园可算是近三百年北京旧城
建筑的一个缩影，早年历经坎坷，道光年间在麟庆的手中得以再次兴盛，独领风骚数十年，之后日渐
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最终没能逃脱冷落和毁灭的命运。贾珺在《半亩山池半壁天》详
细描绘了这座花园在鼎盛时期的整体园林布局和室内收藏，记录下它的前世今生。
《1936年以前的肖》里，庄加逊为我们讲述了苏联时期最著名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传奇人生与创
作生涯，同时也展现了同时代苏联文艺创作的环境。
继在《读库0903》中《浮生旧梦说隋唐》里梳理“说唐”的各种版本连环画后，蔡小容这次带来了《
我自聊斋来》，十五个故事，有人有妖、有鬼有仙、还有奇女子和呆道士⋯⋯蔡老师发动各地连友，
为故事找到了合适的小人书版本，挑选配图，以飨读者。
前一期《读库》里《破裂的沙漏》，洪韵梳理的电子游戏中的非线性叙事。这一期，他又带来了《禁
忌之盐》，探讨暴力元素与游戏产业的关系。
吕妍的《鹤的四季》里介绍了几种鹤的栖息、迁徙与存亡，在它们迁徙经过的地方，人类能否与其友
善相处，对它们的生存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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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23 告别演出 李白滔
24-75 回城  大 力
76-88 纽卡斯尔的中国水手  萨 苏
89-133 半亩山池半壁天  贾 珺
134-159 1936年以前的肖  庄加逊
160-224 我自聊斋来  蔡小容
225-263 禁忌之盐  洪 韵
264-288 鹤的四季  吕 妍
289-301 改地名  陈徒手
302-317 囊云、贡云与锁云  孟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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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第一本读库到今天，一本不落的买，却没办法一页不落的读了，好些本到了就直接放到书柜里
，这一本倒是从头到尾读了下来，感觉很好。
2、告别演出--同样的高校英语老师；回城--上海知青
3、原来上海人不仅排挤外地人。还要排挤从外面回来的上海人。记得读库之前有一篇文章讲上海文
青去支援边疆的文章，一去一回，反差之大。啧啧啧。
4、火车上读罢。孟晖最后一篇好，东坡囊云真是神仙性情。《我从聊斋来》也好，我觉得我该再读
一遍聊斋啦。XD
5、《回城》讲普通人的命运
6、最喜欢聊斋和新疆知青那篇，而第一篇中的教学现状则与我熟悉的高校不吻合，不如之前写学校
学生的王小妮和艾苓
7、我要重看聊斋
8、24-75 回城 大 力--上海知青从新疆回来的故事。
76-88 纽卡斯尔的中国水手 萨 苏
89-133 半亩山池半壁天 贾 珺--北京拆房大潮
9、生活 乐趣 《告别演出》，肖和聊斋都不错，演出带给我的思想震动，无法言语。肖是特定历史时
期的一出戏剧。聊斋是人间百态，人间百味。
10、四星打给禁忌之盐和囊云锁云贡云，云真是让人着迷，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11、蔡小容的读书才是读书，聊斋这几出读得太好了
12、告别演出
13、读库的好些文章，阅读体验太差，比如鹤的四季这种，花大篇幅描述几种鹤的外貌特征，为什么
不放几张图片呢。回城，纽斯卡尔的中国水手，禁忌之盐，还是不错的，或展示历史不为人知的一面
，或引人思索一些哲学伦理问题。
14、第一次读《读库》，很有意思，有的振聋发聩，有的感慨不已，有的遐思万千
15、这本有趣的引思考的多。
16、《回城》、《我自聊斋来》
17、知青，半亩园，聊斋，鹤和最后一篇云的文章都激赞，其他也不差。
18、告别演出，回城，半亩山池半壁天，我自聊斋来，鹤的四季
19、一名大学讲师在无奈的所谓强调学术研究 刊发能力的大学教育环境下  在告别职业生涯的最后一
学期使用西式的考核方式 即读书报告与学生做了场告别演出。  通过结合现今年轻人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的网络文学文化 百度搜索功能  爱情至上的几个因素  评价学生读书报告的总体质量  反映出以当代
大学生为代表的大部分年轻人  由于远离书本 成为价值观偏颇 独立思考能力差 善于批判  分辨能力弱
的一代 。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我觉得这个分析结果非常靠谱。
20、这一期的文章质量都很高啊。
21、【在 @雨枫书馆 翻书370】读《告别演出》，《半亩山池半壁天》，《我自聊斋来》，《鹤的四
季》。 
22、<回城>把上海人的本色算是黑出来了,在上海是排外,在外地是占尽便宜后跑路.
23、新疆的上海人，英伦的中国水手，半亩园，肖斯塔柯耶维奇，聊斋，游戏里的暴力元素。
24、《回城》、《我自聊斋》还不错，介绍游戏哪个系列真心不太喜欢
25、好文不断。只有最后一篇没看明白。
26、文章水平不齐整。禁忌之盐这篇带来太多回忆，沉溺于游戏机厅的我，见证了街机最辉煌的90年
代，随后的网吧时代碾压来后，遥感的搓招快感，面对面用技术pk了rmb玩家的兴奋，都难以再现
27、近期讲游戏的文章比较多
28、聊斋篇的故事感人，令人动容，可以转述给他人听。
29、凡尘神界，同是一般怀抱
30、里面《回城》一文不错。读库经常会登一些回忆类的文章，大部分回忆类文章主要靠情感支撑，
文字本身非常一般，如果读者没有类似情感共鸣，很难读的下去。《回城》一篇的文字看似平铺直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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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读来不枯燥也不平淡，略有一点点《巴黎烧了吗》的影子，难得。
31、《回城》很唏嘘；《聊斋》很过瘾；《鹤》很心疼，《改地名》很荒诞
32、《告别演出》，《回城》，《我自聊斋来》都挺不错
33、这本真是太好看了⋯知青 聊斋 半亩园 白鹤⋯一口气读完⋯
34、最近读到的最喜欢的一期。
35、一名教师的告别演出写出了大学教育者心态的纠结和变化，上海青年的回城纪实让人看到被边缘
化和遗忘的一批人的自强。越小的事越细的感受，越能打动人。
36、这期几篇文章真是精彩。《我从聊斋来》，写得有味道，读起有感觉，难得水准。这里面最喜欢
乔女的故事。 一女姓乔，丑陋，跛脚，豁鼻，但人整洁，神态和举止间带有非凡的静气与自持，很美
。久久品味这几个字，想若现实中我遇见这样的人，也定能欣赏，美，天分，静气与自持，亦是。精
彩的还不算完，若世间只有乔女，而无孟生，怎不叫人遗憾？孟生出现了，他被坐在那里纺线的乔女
深深打动，重金礼聘，非她不娶，偏就有人有这份眼光与胸怀。哎。《半亩山池半壁天》，让人领略
园林的雅，还有主人完颜麟庆的眼光，住过这样的园子，才叫此生无憾啊。判断一个人，要看他选择
的朋友和伴侣，乔女自是不多，孟生更是少有。另：写到收尾处不知碰了什么文字全部丢失，没作一
二挣扎便从头来过，诚是语感是有所变化，但我终究还是可以笑着走过路过了，拍拍头，痛么？
37、回城很有意思。给了我另个视角去看知青的机会。还有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描写。 让我们为生活没
有变得更加美好而干杯！
38、出一本，买一本，读一本。。
39、首推《回城》，其次《我自聊斋来》，最后《告别演出》。
40、“让我们为生活没有变得更加美好而干杯！”，这话像昆德拉的书名，“庆祝无意义”。“现代
”包含了“生活没有变得更美好”和“无意义”等。《1936年以前的肖》
41、有几篇都喜欢看
42、人生而平等只是一个理想，每个人的命运有一个基底座，那是高低不平的，有的人颠覆了，有的
人挣不脱。但每个人活在世上，总有一个个立身之本，是他活着的凭借与道理，每一个生命都有其价
值。P197
43、最喜欢我自聊斋来
44、蛮有意思的一册
45、读库这类书随手拿起一本就读一读，无所谓年月时效。最喜欢的一篇《我自聊斋来》。
46、本期内容不错，《半亩》、还有关于北洋军人《西行》的很不错。值得去读。
47、值班一下午，迎着暖阳读完《回城》，平实的语言，却很震撼，上海竟有这么多新疆人，新疆竟
有这么多上海人。很想有个地方，让我分不清到底哪里是故乡。然而，在这个小县城的我，加上一眼
望到头的一辈子，注定只能奢望。
48、我自聊斋来  鹤的四季
49、在培训期间百无聊赖买的，这种书对我而言还是要认真地静下心来阅读才行，否则一浮躁便找不
到北。
50、报考文学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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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早上，同事见我桌上放着这本《读库》，说看这样的书太累。我反之，作为一个人，由于阅历有
限，很多生活不能亲自经历，但是通过书，我们可以体验很多不同的生活，能对历史、生物、科技等
所熟识的未知的领域都有一个了解，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有这样的书存在，不至于深耕每个领域，但
是却通过阅读让你了解、扩充。何其幸，能觅得此书！书中，觉得读而不倦，茶思饭想的几篇是为告
别演出、回城、我自聊斋来，“回城”仿佛置身其中，过了那段生活，“告别演出”反思自己，若如
放在大学时候的我，有老师如此要求，我是否能读完，并完成5000字的读后感？“我自聊斋来”深感
古人对于词和字的运用之美，以致多一字累赘，少一字缺失的境地，是美是读。
2、第一次看《读库》，10篇文章，都是纪实《告别演出》开篇第一页，作者讲她所在学校情况，吓一
跳，差点以为就是我们学校，各种描述都那么相似，不过我们排名没那么靠前因为自己也是个学生，
所以对文中的提到的种种情况可以说很熟悉，感慨但好像也无可奈何，如果给我布置这么一门作业，
我可能也不会太认真完成，懒嘛，虽然爱看书，但不爱写书评觉得费劲《回城》知青的故事总是充满
心酸，大时代下的悲剧，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想起很小就有印象的那首歌“妈妈一个家、
爸爸一个家”，知情和他们家庭的苦和痛啊《改地名》也是那个时代的故事，不过这是一场闹剧，幸
好有的没有改，有的改回来了，不然那些个路名啊，简直不忍直视，又红又专，京城还怎么走向国际
啊《我自聊斋来》一直因为文言文的缘故，对聊斋望而却步，那些故事多有意思的，天马行空，还是
佩服蒲老那飘逸的文思，脱离了时代的局限，以后还是得静下心来读读《鹤的四季》中国人就是太吃
货，其实那些肉啊蛋的又有什么好吃的嘛，纯粹就是图新鲜看着一天天地减少消失的动物们，想想有
一天地球上真的只剩人了，多寂寞啊···《囊云、贡云与锁云》看到作者说云中杀人事件，我就开
始脑补了，觉得真是一个绝好的故事，完全可以拍成电影的嘛！！要古风有古风、要悬疑有悬疑、要
深度有深度，可惜了···也就只有想想
3、·  收到《1405》的惊喜昨天已经在朋友圈里和朋友分享过了。· 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前翻开这本
书，第一篇读过之后，我那滔滔不绝机关枪似的思绪模式一不小心就启动了。心里面有无数的话想说
，站在一名学生的立场，站在一个将成为“读库”读者主力军--“90后”的立场。于是迅速打开电脑
，开始码字。· 一大堆想说的话，以下内容可能前后逻辑混乱，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吧。· 仅仅23页
的《告别演出》放在1405的第一篇，多少有点让我吃惊。原因之一是以往的任何一篇文章的页数都远
远超过了23页，另一个原因是这篇文章只是一位即将告别课堂走上行政岗位的老师写的其学生期末作
业的总结。文章第一句话是“我决定使用一直想要用的方法来上课。”这是一位怎么样的老师呢？文
章的第一句话像是告诉我：这位老师要做一件跟我们现在教学方法完全不一样大举动。继续读下去，
确实如此。· 简单的叙述一下这23页的内容吧。一位即将告别讲台的专英老师，准备颠覆以往的期末
考核方式--采取了读书并写读后感的方式来评分。读的书目是他指定的四本英文书，任选一本阅读之
后写五千字汉字的读后感并翻译成英文。文章中大部分的内容是学生们的读后感和老师批奏折时的心
情。· 文章开篇介绍了大学的现状，但是也无从讲述自己的想法。想起来我大学的一位老师，是一位
公共课的女老师，她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就被她的气质吸引了。之后一次在校园路上的偶遇，我对她
说了我关于一些想法，她笑了笑对我说了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一起努力吧！这句话，嗯，就
是这句话支撑我度过了在大学的某一段时间里多次心理接近崩溃的时候。读研后，有幸又碰见了这样
的老师，很感谢。我想说的是，虽然中国现在的大学里存在着很多为了评职称的老师，但是也有很多
很多一心为学生的为人师者。正是这些默默做事的老师支撑着我们大学的灵魂，使大学校园还未完全
被身外之物所淹没。还比如说我认识的库娃--F就是这样的为人师者。· 文章下面又介绍了布置作业
时同学们的反应。“伴随着一阵阵惊呼”。同学们大概很惊讶，其中也有期待的人也有抱怨的人吧。
如果我是这位老师的学生，面对着老师西式的教学方式，我会是什么反应？如果是大学时候的我，应
该会乖乖地做吧？如果是现在的我，肯定也会乖乖地做吧。因为我至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乖乖听老师话
的好学生，我只会一意孤行地做我认为值得做的事情，我狭隘地判断不值得的时候，就算强迫威胁我
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一直在努力改变这样倔强固执的自己。至于做的质量，大学的时候可能更差一些
，虽然现在写读后感可能也写不出什么。因为这样的我，至始至终都缺乏正常的理性。这样无法恰当
客观且直白表达内心情感的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也可想而知，我一直在努力改变，但是成效似乎也不
大。· 在学生写的读后感中每一个读后感都可以打开我的话匣子。似乎每一段话都是曾经的我和现在
的我，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困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话是：“最后，在敲下这里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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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前，我都不敢去网上查什么观后感，我怕那些思想会影响我，让我好像是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
也让我一直都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怕是错的。”之所以记得这句话是因为我自己也一直有这种
害怕。甚至至今，我都不敢在公共场合主动说出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我不是怕别人说什么，而是我心
里有个坎儿我自己无法跨过去。这句话让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我之前做私塾老师的时候也遇见过一个
学生，不管是什么问题，她都一直在寻找标准答案。我委婉地告诉她我的想法：很多知识，这个世界
上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三观正，说的话有逻辑有说服力，并且不犯硬知识的错误，是没有人会说
你错的。可是她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我，一直焦虑不安。我知道我无能为力了，希望有一天她自己可以
想通。:)· “读书和思考本来就是相生相伴的关系，所以伴随着不读书，是不思考，结果必然是思想
幼稚、感情苍白。可这还不算是最让人惊异生气的，都已是成人的学生还像是任性无知的孩子一样，
在文章中肆意褒贬人物，攻击经典”。老师的这段评论下举出了好些个同学的读后感。说实话，看了
这些同学的读后感后，我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认同老师的这句话的，老师也没必要太生气。我知道老师
的用意是想告诉我们，想让我们站在故事原型人物的立场上、充分体谅考察原著人物形象后再对其做
综合的评价。我也承认看了有些同学写的感想后，发现他们有些价值观是很混乱的。我也为有的同学
写的类似“我本身不喜欢外国的一些东西，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就是有一种排斥，不喜欢他们的文化
”的东西而生气，但是，用“攻击经典”这四个字，或许有些过了。每个人的家庭环境和后天培养都
不一样，不得不承认有的人从小的时候智商和情商都爆表，还有一些人在上大学之前只被灌输学习教
科书上的知识，除此之外低能极了。我觉得大学时代是后面这类人三观的大动荡期和重塑期，“出言
不逊”也是可以预见的。往大了说，我们的大学教育该有“人”出面来正确引导这些动荡期的迷途人
儿的三观了。· 读后感中还有一段话我特别喜欢。“说起独特，《京华烟云》里有对木兰的一段描写
：木兰一看见极美的东西，两只眼泪里就会各自流出一滴眼泪，只是一滴。我读过的书看过的电视剧
所知道的任何一个被作者所喜爱的美丽女孩子里，谁都不会有木兰这样的眼镜。见美流泪，仅木兰也
。”之所以喜欢这句话，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位这样的至交。· 还有一段，“在《京华烟云》中总多好
听的名字里，最喜欢木兰女儿阿满的名字。简单好听，又富哲理。”我很喜欢“小满”这个名字。原
由记不起来了，但是从很多年前开始就喜欢了。“小满”原本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有一句这样的话
形容这个节气：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万物生长之初，到处饱含生命力。以后有了女
儿，她的小名就叫这个了。· 还有一段，“写完之后脑袋空空的，但是所有的情绪纠缠在一起。现在
就是这种状况。我想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想那些“有的没的”。这是我妈妈给的评价!她认为我想这
些类似生命的意义之类的都属于有的没的。也许吧，就算想破脑袋我也不会变了一个样。读完安徒生
童话我也没有觉得我有所明悟，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但是我需要这样的思考！就算有一天我变成一个
疯子又或者因为得不到一个明确地答案而变得急躁，我也义无反顾。就像雪人就算靠近火炉会融化一
样，就算伊达的花儿跳完最后的舞蹈会死掉一样。这些思考对我而言像他们的希望一样存在。今天的
总结也许是这个希望吧”。嗯，这段话说出了我曾经的心声。现在的我很少考虑这些了。想的最多的
是怎样写好论文，怎么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我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我只知道在远方。但是远方
无终点。真想找到这位同学来聊聊天，聊聊如何固执、如何顿悟、如何爱说闲愁。· 还有一段，很长
，就不贴在这里了。看了后，很感动，想流泪，却哑口无言。祝福这位女孩子开心幸福。· · 断断
续续的写了这么多，话痨模式一开启就不知道该怎么关掉了。到此为止吧。在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让
我回忆起了很多过去很暖的瞬间。借着这个平台，谢谢这篇文章的作者--李白滔，谢谢读库，谢谢我
身边的你（们），还有谢谢自己。
4、以下是阿姊通过微信发给我的，版权归她，她是回城的万千当事人之一。那會兒的記憶，隱約在
目。母親參加上海知青的靜坐，父親在家帶著我，十分耽心靜坐知青們后來演升的絕食⋯⋯後來，賣
傢俱，三天三夜的大卡車往烏魯木齊，再是三天四夜的火車~又沒回到上海，原因即是書中所言
的&quot;半鋼&quot;家庭。父母都是降了好幾級幹，為了我們以及他們能離各自的父母近一些，選擇
回到了人地生疏的安徽。那會兒，似乎衹要有內地城市肯接收，爸媽是逃也似的帶我離開了新疆。其
實，我們家巳是較晚的一批了。唉，那個火紅的赤燙的年代留下竟是如此不堪匆忙逃離的記憶啊!爸，
媽，阿克蘇的知青叔叔阿姨們，我愛你們!我愛那個時代留下在我身上的所有烙印，我也還留有那點赤
誠的火紅影像。橙紅，是新疆大漠夕陽西下時那諾大圓球映紅了大半片天，又照射到沙礫橙紅光線的
路經，再折射返回天空，而停留在我臉上的那抹溫暖的紅，讓我执誠摯愛到現在，永遠不會褪去⋯⋯
5、艾苓的《咱们学生》在《读库1403》刊发后，我将其推荐给自己所在的杂志社的主编，《小小说选
刊》从中选载了五题。与同事聊到这一系列作品，一致认为某些篇章较弱，细节不够，或缘于作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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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接触不深，加之文体所限，未作虚构充实所致。阅毕李白滔的《告别演出》，看到她笔下大学
专业老师的表现，倒觉得艾苓与学生打成一片，算是认真负责的了。老六说，无名高校的学生是大多
数，比清华、北大的学生更丰富，他们的故事更具标本意义——老师亦然。李白滔老师已经完成“告
别演出”，艾苓老师仍在面对“咱们学生”，祝福她们。“可能对孩子来说，世间万物都有一个标准
答案，抄袭只不过是寻找标准答案的过程。”李白滔的推断，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有同事的作品入
选中高考语文试卷，被编写为现代文阅读理解试题，他试着作答，然后对照标准答案，结果啼笑皆非
。作者如此，读者更好不到哪儿去。儿子马骁升入初中后，数次考试，语文阅读理解一如既往，连连
失分。“做这种题是有巧的”，最终，我们听从其他家长的建议，为他报了个语文辅导班。为一探究
竟，我与儿子一同走进课堂。所谓的“巧”，不过是死记硬背辅导老师总结出来的条条框框，届时照
方抓药即可。比如文章首段的作用：“开门见山，开宗明义；开篇点题，点明中心；创设情境，渲染
气氛；设置悬念，吸引读者；为下文⋯⋯（可填相应的内容）作铺垫；总领全文，引起下文。”列位
看官，请回答：我这一节文字最后一段的作用，是篇末点题、画龙点睛，总结全文、点明中心，拓展
延伸、发人深思，首尾呼应、照应开头，还是深化中心、深化主旨？
6、繁忙的八月，在等公交在公交上，在累的时候，读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告别演出》让我有
非常有共鸣，因为我和作者李白滔一样，曾在高校任英语老师。这位老师和我一样，努力想引发学生
思考、引发学生爱读书。遗憾的是，这位曾经的同行被迫转行政，大概要阔别讲台很多年了。对于高
校，我倒是一点儿也不留恋，总觉得拧巴。收入低，多多的无所适从的时间，凭良心教学，让我做科
研发论文，亦非我愿。反倒是很喜欢现在这样，进入自由市场，专攻教学。无论和单位还是学生，都
是互相感激、你情我愿的一场皆大欢喜。李白滔老师，总会有一个地方，不用委屈埋怨，只是需要冲
出藩篱，有找寻的勇气。而孩子们（其实任何人），遇见个肯真正替你们着想并做事的好老师是多么
多么不易，多和未来对接吧，把眼睛投向世界，自救。每个人终究只能在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别人。
《回城》是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讲的是早年援疆的上海人，艰难坎坷的返沪。我了解到个人命
运、个人和国家前途，还有一部分上海的阿姨阿叔的过去。大家都不易，而人生，多么的忽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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