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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写给每一个自己 文_韩寒 人的处事风格和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16岁到30岁之间。我
写过一些不错的文字，也写了不少烂文章，无论状态起伏，无论风格转变，都是一个人的成长历程，
谁人能在十四年的青春里保持纹丝不动。 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主张抵制日货，是个民族主义者，08年
的时候开始反对抵制家乐福，我小时候主张打仗收复台湾，现在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这么说过，十七
八岁时，我居然说，活着的作家中，写文章论排名老子天下第二，现在想起来都脸红，更让我脸红的
是当年我心中那个第一居然是李敖。我少年时装酷，追求语出惊人，这些话现在看来，很多都惹人厌
恶，甚至还惹我自己厌恶，把各种傻话挖出来，总会击中不同的人。谁没有年少过，你在宿舍里说过
的那些蠢话，你在树林里幼稚的表白，现在拿出来可不都得笑死，没有人永远和过去的自己一致，除
非你不再成长。 接触过我的人都知道，我面对生人其实腼腆拘谨。这点从小到现在都未改变。也许我
把性格里的另一面都发泄到了赛车和写作中。只要不是被踢走，我在一支车队一效力就是五六年，有
合作的地方只要没有意外都会一直合作下去，酒店都选熟悉的住，吃饭永远去那两三家，点的也永远
是那几个菜。也许因为我选择走的道路太不一样，充满未知，所以我很希望在日常生活里没有变故，
不再有陌生的事物。 今天我知道了口无遮拦的代价，知道了年少轻狂的代价，知道了直来直去的代价
，知道了不设城府的代价，但明天我还会这样说话，外交辞令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嘴里。我在很多地
方笨拙，嘴皮子也耍不好，所以我选择了写东西。面对键盘，我拥有我自己的世界，就像我倒车经常
撞，停车老停歪，但戴上头盔，坐进赛车，我依然是个好的车手。这就是我的性格。人的性格未必一
面，也未必必须符合其他人的设定。每个人的境遇和脾性都是不同的。你不能拿着标尺先裁量自己，
再去宣判每个与你尺码不同的他人是伪劣产品。 在很多的采访里，我常说一句话：人，可以不上学，
但一定不能停止学习。 我也常说，为了避免早期作品中模仿他人的痕迹太重这个缺点，我不再看其他
人的小说，但一定不能停止阅读，只有阅读，才会进步。也许我们读着不一样的书，走着不一样的路
。我只是选择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电脑前的每一个人，我相信造物者一定赋予你们特殊的才能，很
多人只是没有发现而已。也许此刻，有很多莫扎特正在编程序，很多舒马赫正在写文案，很多张曼玉
正在当前台，很多李开复正在做中介。我只是比很多人幸运，找到了自己喜欢又适合的。同时我也有
很多比你们蠢笨的地方，怎么学都学不会。每一个人，纵然缺点一身，但必然有一些地方是长于他人
的，那是你区别与他人的标记，也是造物者公平的地方，就看你能否找到这些标记。 没人能让所有人
满意，所以让自己和你中意的人满意就可以。你所判定的一切，也许就是你自己内心的投影。人生就
是一个不断接纳和抛弃的过程，就是一段迎接冷眼嘲笑孤独前行的旅途。KO不了你的，也许让你
更OK，没让你倒下的，也许让你更强大。我也将尽我所能，向在乎我的人创造各种东西，绝不向厌
恶我的人解释这是个什么东西。 和“80后”“90后”谈谈 文_马云 很多人都说“80后”不行了，“90
后”不行了，我觉得孩子们没有出问题，是我们出问题了。 我父亲认为我不如他，争论了将近20年，
每次吃饭就吵架。直到前几年我对他说，我把十六七岁的儿子养到了一米八，你把我养成这个样子，
你看是你本事大，还是我本事大？ 我父亲超越了我爷爷，我超越了我父亲，我也坚信我的孩子会超越
我。假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对未来有信心。孩子是我们的产品，一
个老板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信心的时候，你怎么相信这个产品会走出去？ 有人说孩子们不承担责任，可
是你们看，汶川大地震后冲在第一线的是“80后”，玉树地震后冲在第一线的也是“80后”。我们的
爷爷相信报纸，我们的父亲相信收音机，我们这代人相信电视，孩子们相信自己的观点。他们只不过
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表达而已。我们总说孩子不听话，请问我们听了孩子的话没有？ 我父亲说我不听
话将近20年，他从来没听过我说话。 很多时候，所谓孩子的问题，是我们与他们沟通的问题。我孩
子17岁，跑过来跟我说：“爸爸，我要找女朋友了。”我说好事儿啊，为什么？他说我这个年龄97%
的人都有女朋友了。我说好，第一，你告诉我这97%的数据从哪里来；第二，假如你爱上一个姑娘，
那个姑娘也爱上了你，我坚决支持。如果97%的人都找对象了，你不找，我觉得不太靠谱了。如此一
来，他就会慢慢思考。 其实我们只要学会跟他们沟通，去倾听他们的话，我们就会理解他们的想法。
我们公司90%以上的员工是“80后”，他们创造的公司父母连想都不敢想，他们创造出几千亿的市场
、几千亿的创新成果。 有一个争论提到，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吃过苦，这要告诉孩子们，但
是不要让孩子们重新走我们走过的路。重复我们走过的路是错误的，可是谁都会犯错，我们没有过偶
像吗？所以我们不要去埋怨，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80后”、“90后”既然承担着我们的未来，我
们就要支持他们，没有人给过我们机会，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机会？ 所以我坚定地相信，孩子们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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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们有更多的办法。假如我们对他们失去信心，那么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全是假的。我们懂得开放，
他们则比我们更懂得未来，更懂得承担责任。有不同观点存在，那才叫和谐，我们应该允许孩子有自
己的看法。 “80后”、“90后”在为全人类承担责任，我们要给他们一些信任，给他们一些支持。正
如鲁迅说过的：“关心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关心我们的未来。” 高三，不相信传说 文_蒋方舟 我也
高三过。上高三之前，我对高三所有美好的传说，都赋予不信任。 我不信任半天踢足球，半天上课，
晚自习还睡觉的学生，会考上北京大学；我不信任平时交白卷的学生，高考忽然灵光乍现，考了满分
；我不信任左手吉他，右手美眉的人，能考过专心致志的学生；我不信任翻围墙去上网的，学功课最
灵光；我不信任家长从不过问的学生，心理最健康；我不信任今天经某位名师点穴，明天就逃出升天
；我不信任高考会提供作弊的空间；我不信任高考会给予超常发挥的机会，我不信任脑白金脑黄金⋯
⋯ 上高三之后，学校开了场“高三动员会”。在我看来，前面要加个“运”字——“运动员会”。我
上清华后，认识一个同学，他在高三前，一直是个运动员。上高三之后，成绩排名在30多位。高三毕
业时，高考成绩却全班第一。问其奥秘，他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教练说，只有你流的血汗，不
会欺骗你。” 高三的老师说过很多好话，但我只相信三句： 一、排名比分数重要。二、补弱科。三
、不喜欢做题的学生，不是爱学习的学生。 上高三后，学校组织了第一次摸底考试，我考出了一个超
级好的分数，数学高达142分，文科总分超过620分。老师说，这是为了让我们“提高自信心”的一次
考试。我不关心自信心，不关心分数，只关心排名。我在班上排名第四，在全校文科生中排名第21。
这就是我高三的第一个起点名次。而高一的时候，因为文理不分，我竟被糟糕透了的理科拖累了总成
绩，以致排名在全校一千名之外。分数只会让我迷惑，名次才能给我自信。 我的弱科，也是大部分文
科生的弱科，那就是数学和地理。我积攒的一点体能和毅力，几乎都给了数学；我的方法是做题、做
题、再做题；我积攒的优势，给了语文和外语，我的方法是只参加考试，不交这两科的作业；我积攒
的智慧，给了历史和政治，我的方法是做笔记，画表格，理框架，找得分窍门。还有地理，我一直没
有找到方法，只是在混乱的调整中跟紧别人的步伐。 我的数学老师说：“你是我见过的做题最多的学
生。”有一个章节，我没有搞懂，于是去网上下载了有关这个章节所有的试题汇编。打印出来，一共
是600页。每天晚自习近四个小时，我都在埋头做题中度过。做完了之后，我常常觉得头已经不在脖子
上了。 做题的辛苦，在高考中终于得到了回应。我的数学，是所有科目中考分最高的。我的最弱科目
，成了我最强势的一科。 从高二暑假开始，我就在为自主招生做准备了。我的自述材料，足足准备了
三个多月，前后装订出了一个册子。这期间，我个人、我父母、我的高中母校，还有清华大学和其他
大学，都在规则范围内做了大量努力。最终，在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在规则最宽容和最谨慎的60分
优惠条件下，我进入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我的高考分数加上自主招生的优惠分，排名全省21名
。我从没有放弃希望，也没有错过机会。 但我看到很多家长，常常是在最后一刻，才寄出孩子的资料
。那些资料大多是慌慌张张凑出来的，他们连打印纸都临时借，获奖证书也不知塞到了哪里，甚至还
说：“就弄个假的证书，不会有人查的。”对于面试，他们说：“哎呀，无所谓，只当是锻炼锻炼吧
，说不定就过了呢。” 奇迹也许会从天而降吧。但是我不相信。 不要抱着“锻炼锻炼”的想法，那
只能暴露出你的漫不经心，缺乏诚意。 怎样过一个快乐的高三？我没有太多幻想。高三的学生，没有
谁还能保持所谓的心理健康。如果你焦虑、烦躁、嫉妒别人比自己好，担忧未来，抱怨父母， 痛哭发
泄，暴食减压，患得患失，这都没有什么可怕，这就是竞技心理，每天都 缠绕着高三学生的病态心理
。 在高三的那个漫长冬天，我每天都陷入负面情绪：看不到未来，没有一个好消息，觉得苦海无边，
孤独，变丑，任何一点点小挫折，都让人崩溃非常。我的唯一方法，是给自己写小纸条，给自己做心
理按摩，自我暗示。这些纸条，如今已攒了一抽屉，现在翻出来看，甚是好笑，都是“冬天来了，春
天还会远吗？”“宝剑锋出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之类的大俗话。开春之后，我的情绪随着成
绩的稳定也渐渐稳定了。因为该来的总会来的，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的高三，是在理性中度过
的。告别时也非常平静，我不会涕泗交流，不会撕书泄愤，不会跳楼自杀，不会彻夜狂欢。不会过于
怀念高三，也不会全盘否定高三。 那是一段短暂的“运动员生涯”。用汗水去追逐光荣与梦想，也感
受怅然与失落。如此而已。

Page 8



《《读者o原创版》精选集悦读志》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者·原创版》在第一时间展现原创智慧！在武汉“秋老虎”的午后，无意翻阅第8期杂志及《那
年夏天》，有丝丝凉爽翩翩而至：好文字总是好时节，好思想便是好家园。    ——池莉 作家 本刊作者
   真的感谢你们做了这样优秀的一本杂志，让很多人的生命里充满了文字的力量。祝愿你们越办越好
！    ——郭敬明 作家    致《读者·原创版》：阅读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事情，用眼睛去浏览行动上无
法履及的世界，对我而言，再也没有比这更吸引人的了！    ——方文山 音乐人 本刊作者    当我思想窒
息之时，《读者·原创版》给我呼吸！    ——海岩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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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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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都是很值得品味的小文章，清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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