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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

内容概要

从孩提起，法拉奇就喜欢读书，她的父母虽然生活不算宽裕，但买书很舍得花钱。16岁时，法拉奇进
入佛罗伦萨大学医学院就读，不过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她很想写作，于是放弃学业，17岁开始
投身新闻业，为当地一家报纸撰稿。她曾为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晚邮报》和《欧洲人》周刊工作，
并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先后奔赴越南、印巴、中东等冲突不断的地区采访报道，新闻事业进入黄金时期
。
2006年9月14日，她死了，死于乳腺癌。
在接受完手术之后，她坚持要看一眼手术中摘除的肿瘤，大夫说，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满了癌细
胞的血肉，她说“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于是他们把它拿进来，它是一块又长又白的东西，
她开始对它说话：“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她恨它。她接着羞辱它“你不敢再回来了。你在我身体
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那些医生看着这个场面，喃喃地说“哦
，上帝⋯”
对今天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奥瑞雅娜·法拉奇是个很不熟悉的名字。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
个名字却与许多世界领袖人物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受人仰慕。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法拉奇是20世
纪勇敢地向政治和权力挑战的最有激情和力量的声音之一。她的充满道德和个性化的写作为20世纪的
新闻采访与写作创下了独特且难以复制的风格。她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几代新闻记者，更是许多女记者
的榜样和偶像。
二战中，当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
哭，她父亲非常生气，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
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象一个吻。”她的独特性格造就的传奇永不再
有。
1993 年，她来到中国，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人们因她曾经采访邓小平而熟悉她。
如今，法拉奇死了。“没有后代而死等于死了两次，就像无花的植物、无果的树木一样可怕，这意味
着永远的死亡”，她说过。但是她写下无数文字。她采访过30多位世界政坛首脑和叱咤国际风云的巨
擘，虽然身为矮小瘦弱的女性，但采访风格相当硬朗，甚至咄咄逼人。在她的采访名单中，有邓小平
、基辛格、甘地夫人、侯赛因国王、阿拉法特、卡扎菲、霍梅尼等重量级强权人物。
浓厚的新闻和文学功底，加上提问尖锐、言辞泼辣，使许多圆滑老练的政坛人物难以招架。她善于根
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发问方式，融自己的丰富情感于多彩的文字中。在她的笔下，一个个置身于
台前幕后的政治家们露出了真实的面貌，或运筹帷幄，大智大勇；或狭隘暴躁，势利浮华。
法拉奇始终置身于世界矛盾的焦点之中，每篇报道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被人们视为反专制、反
集权、反暴政的象征，为追求自身自由、崇尚社会民主的人士所景仰。她著述颇丰，作品被译成多种
文字行销世界上许多国家，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出版后，书中的众多人物
像连线一样，勾勒出了整个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从而确立了法拉奇名扬天下的“国际政治采
访之母”的权威地位。
“9·11”事件发生后，法拉奇告别多年的沉默，写出了8万字长文《愤怒与自豪》。意大利《晚邮报
》刊登后，4小时之内报纸卖出一百万份，打破了新闻史上有记载的报纸销售的最高纪录。意大利一
家出版社把未删节的《愤怒与自豪》编辑成书出版，七个月内本书销售一百多万册，法文版、英文版
也迅即问世，并荣登许多国家的“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
介绍文字来自：http://www.yangtse.com/dzbpd/ds/200701/t20070119_241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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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

作者简介

罗海岩，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1991年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毕业，获新闻文学双
学位。先在新华社从事新闻采编业务，后从事图书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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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

书籍目录

序　我心中的法拉奇引言　拉开世界的“铁幕”　1. “铿锵玫瑰”的魅力　2. 本书的内在逻辑第一章 
对话东方国度的领路人——法拉奇与邓小平　1. 满川风雨看潮头　2. 毛主席像还要挂多久　3. 把我比
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4. 中国影响的几何倍数放大第二章 挑战白宫的新闻博弈——法拉奇与基辛格
　1. 两个人的“越南之战”　2. 尼克松思维的“保姆”　3. 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　4. 一肩担政治，一
肩担女人　5. 历史不记载没有发生的事第三章 神秘莫测的抵抗首领——法拉奇与阿拉法特　1. 是一只
猛禽，还是一头羚羊　2. 抵抗运动的设计者　3. 无数支蜡烛照亮阿拉伯民族　4. 爱国者，而非思想家
第四章 牧歌的琴弦弹奏政治——法拉奇与西哈努克　1. 田园牧歌式的国王　2. 流亡元首的精神家园
　3. 是美国废黜了我　4. 谁都不是最终的胜利者　5. 没有选择的自由思想家第五章 统治五亿人口的伟
大女性——法拉奇与甘地夫人　1. 那双淡褐色略带忧伤的眼睛　2. 女人眼里的战争　3. 非教徒，不结
盟　4. 圣女贞德是我的梦　5. 幸福只是一片飘零的落叶第六章 明星的传奇制造　1. 我的舞台，我做秀
　2. 提问式的攻击利器　3. 激情冲荡的感情张力第七章 为文学撕扯的记者心灵　1. 新闻和文学的“杀
手锏”　2. 新闻界借去的作家　3. 双性气质的绝妙统一第八章 神话背后的傲慢与偏见　1. 阶级立场的
歧见　2. 东西方文明的价值偏差　3. 世界上从来没有精英　4. 对女性政治家的例外推崇第九章 散步也
揣着炸弹的情人　1. 乱世情殇一沙鸥　2.《男子汉》宣言　3.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第十章 9·11后的
复出　1. 向西方世界发出警告　2.《愤怒与自豪》激起千层浪　3. 法拉奇转向的社会成因　4. 极端主
义的视界第十一章 中国观点的法拉奇　1. 公允新闻的源代码　2. 法拉奇在中国　3. 一个人引发的同类
示范意义　4. 让伪新闻从业者汗颜　5. 我们是否还需要法拉奇第十二章 死神也不能让她停止发问　1. 
一个精彩的故事再也没了下文　2. 将生命的印记留给世界　3. 向死而生附录一：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
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附录二：《风云人物采访记》原著序言附录三：法拉奇采访维利·勃兰特附录四
：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附录五：美国三项新闻道德准则附录六：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原则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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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

精彩短评

1、对于一个刚刚步入新闻界，或者开始研究法拉奇的人，这本书绝对是够您读了！
2、法拉奇很伟大，这书写得很垃圾
3、今天看到同学拿着一本看，才想起来我高中时候在书店蹭过这本书。世界第一女记者名不虚传~
4、想看到更好的传记。
5、呸。一副官腔、
6、法拉奇的精彩一生撑起了这本书，但作者本身叙事手法不怎么出彩
7、很烂。
8、后半部还行，前五章是败笔，完全没有任何提升，完全是风云人物采访记里几篇访问的全盘翻版
，加上毫无意义、画蛇添足的“合理想象”场景描写，反而破坏了原文的味道。因此，这部书应该撕
掉一半，卖13~

另外，书中大量非原创的东西不注明出处，文章末了又出现了教条式的新闻操守理论，实在是让人无
语。
9、法拉奇逝世后仓促之间急就的作品，快餐之作、收获甚微，就当做是重温《风云人物采访记》了
吧
10、不是法拉奇写的，高中未毕业就买了，一般般，从未看完⋯⋯法拉奇比这个精彩一千倍，不似一
个人一样
11、有一句话印象深刻：我不敢年轻时态激进，怕老时太保守
12、法拉奇，很勇敢的女人，很神奇的女人好想买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可是市面上没有只有1983
年那样的旧版本供收藏要不就是复印本不喜欢就想买来看，舒舒服服看书
13、新华出版社能这样，很不错了。
14、新华体
15、太不专业了吧 ，感觉百度拼的
16、很早就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女性，一本好书，值得一读！
17、钦佩，致敬。
18、大一看的吧，没有另一本老外写的好。
19、犀利姐
20、明显写得很仓促，做一个大致了解很好，比较鸡肋
21、对于采访内容部分比较少，评论太多
22、虽然可能从对新闻的认识上与她并不全然相同，但惊叹于她的勇气和坚持，她的胆识和见解，那
种“我不相信”的不断追问，对人性的质疑，对权力的反思，对历史的深刻。（但从本书的写作上来
说，个人以为有愧于新华社高级编辑之称啊⋯⋯附录的含金量比较高。）
23、喜欢法拉奇传奇的一生，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都让我敬佩！真性情
24、还没看完，不过，很不错的一本书
25、喜欢当中附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原著序言，她鄙视权贵是有充分理由的，看她对风云人物的采
访就知道了。
26、话说，抄了那么多《风云人物采访记》还不算剽窃么
27、做记者就应该像法拉奇那样，有勇气有智慧有激情~~
28、喜欢法拉奇，喜欢她独立人格，更喜欢她不畏强权向权威挑战，记者界精英中的精英。
29、好像看！！很喜欢她！！！快进吧！！！
30、作者写的太急了。说不出来的感觉。。。
31、现在的时代已经没有像法拉奇一样的伟大记者了，这本可以作为《风云采访记》的扩展阅读，了
解法拉奇的生平。有点想读完她所有著作的冲动。
32、传奇的传主 平淡的传记
33、法拉奇很棒~~
34、整理得很好
35、向传奇女性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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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

36、传奇人物
坚强智慧的女性
37、我觉得是把法拉奇体制化的一本书。法拉奇对体制化的世界投了不信任票，作者向透过体制镜片
看到的法拉奇投了张信任票。不知道法拉奇如果在世，会不会对这本书投信任票。
38、没有找到合适的，只好看看了
39、读了前言后，让我丧失了对这本书的似乎存在喜好感觉。
40、世界上最厉害的女性角色之一
41、我喜欢有棱角的人
42、只恨自己不懂意大利文
43、非常烂的一本书。。。
44、后来借同学没还了
45、那时对记者好向往
46、美国某媒体对法拉奇的一句评价我觉得比较符合我对她的看法：摆出圣女贞德姿态的自我暴露癖
者
47、我本来是想买法拉奇写的《风云人物采访录》的，但是没有哦，只有这本是有点瓜葛的，只好看
看咯
48、很喜欢她，她的思维、她的价值观、她的勇气⋯⋯不过这本书 好专业啊，我这种 理科班的孩子 
不具备 所有的 历史和文化积淀完全看懂它。
49、一度热血沸腾，不过现在还是个安静的小编辑
50、名字很拉风的。内容也不错。
51、丰富的人物给写成这样  不愧是新华社的编辑``
52、先标记一下，大一大二的时候看的，遥远的记忆，闷热的夏天。
53、今天看了她采访英迪拉 甘地的文章，感觉这位新闻记者的提问把握的非常的好，具有不卑不亢的
风格.
54、自插双目出帖，新华腔真是⋯⋯
55、赶制之作，整体水平较差，不过感谢作者的介绍。
56、我想看法拉奇的采访录，这本和采访录差好远
57、内容很不错，但是书里面有掉页，烂页的情况
58、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女人这样心潮澎湃过。法拉奇，似乎看到了女人的另一种美的诠释。隔世的知
己吗？她的跋扈，她的质疑，她睥睨众生的一言一行，这样深入我心。
59、此书对法拉奇是个全面介绍，适合概览者阅读。
60、写的比较差劲
61、这本书有很明显的主次偏离。名称上注明是法拉奇的传记，而内容上更多的是法拉奇采访的那些
政要，与法拉奇本人反而没多大关系。
62、新闻梦想
63、一个传奇的终结 带给一个时代的思考
64、当年还做记者梦的时候菜菜送我的
65、这本书是关于法拉奇的一本传记，不是法拉奇写的。但笔者的文字功底还是很强的，而且看得出
来是一个很敬业和很有操守的一位新闻工作者，通过这本书，更多了了解了法拉奇，她不仅是新闻界
的传奇，更是一个女人，一个个人的传奇。她犀利的文字后都是极敏锐的思想，总体感觉很震撼，也
很享受。我深深爱上了这个战地记者，这个有人文气息的作家。
但是这本书印刷感觉不是很好，纸张不是太好，甚至都像是盗版的。
66、首先，书的封面和内部的纸张显旧。
    然后，书的内容并不是法拉奇传记之类的。分几部分讲，有一部分是结合法拉奇的一些采访来描述
法拉奇的；还有就是作者分析评价的部分。再外加一些采访附录。
    因为似乎在当当上买不到法拉奇的那本《采访风云录》，所以买这本书或许可以稍稍弥补一些遗憾
吧。
67、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
，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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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

个精彩的故事再也没有了后来。
68、封面设计失败得要死
69、看了两遍，潇洒的女性~没有性格的人是可悲的，我才不要那样！
70、普利策奖获得者，这个女人不简单，但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太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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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

精彩书评

1、法拉奇传的封面上就有一句话：向世界投不信任票。这句话其实很妙，充分将法拉奇的特点表达
出来了。法拉奇就是个很有质疑精神的人，也正是这一点，让她成为了一个超级记者。她最为人称道
的是她的采访，她采访过很多名人，特别是政要人物，而且她敢于发问，问题尖锐有力，常叫人招架
不住，并且都能问到点子上去。她很有勇气，其实也不能说是勇气，而是霸气。各国政要都是掌握国
家大权的人，身上自有一股气势，而且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一般会想到对方位高权重，从而交谈含蓄、
谦恭有礼。法拉奇能做到面对他们不卑不亢，不只是不卑不亢，还是分庭抗礼，是主导对话的人，这
是很不容易的一点。也许有人觉得，不就是大胆嘛，把面前的都当做萝卜白菜，正常面对不就行了吗
？豁出去，谁都可以。但是，说的容易。谁能一直这么豁得出去？面对可能一怒之下将她关入监牢的
人，面对手掌国家军权的人，她犀利的问题和反驳就那么出手了，除了性格使然，还有记者的特质在
里面。真正说是勇气的方面，体现在她不怕危险，哪里危险往哪里冲的精神上面，当个战地记者想必
比访谈记者更需要勇气吧。可是正因为有难度，有生命危险，所以更值得报道，所做所为也让人敬佩
。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的，毕竟如果自己也这么想，并这么做，我是不愿意的。尤其是真的有一
些记者为此牺牲，心中是会唏嘘不已的，毕竟，活着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女性战地记者，法拉奇很
了不起。除了超出常人的勇气，也不能忘记她作为记者后天的付出。当她要采访某个人之前， 会非常
详细的对这个人进行研究，做足准备功课，这一点是很耗费时间精力的，了解一个人，了解他的思想
还有经历，采访的时候才能和他自然交流。问的问题体现记者功课做得怎么样，在基于对这个人了解
的基础之上，问的问题才能够水平。所以说，犀利也不是光凭个性就能搞定的。在众多采访对象中，
我对法拉奇访邓小平印象深刻。无论法拉奇的提问多么犀利，邓小平都微笑着一一解答，直率并且真
诚。我想就是这样的邓小平让法拉奇事后赞叹不已。因为无论是阿拉法特还是卡扎菲，无论是基辛格
还是霍梅尼，都被法拉奇弄得火冒三丈，却又不得不继续采访。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一个有
能力的人，会给出满意的解答，这是涵养，也是素质。当然，也不是说其他的领导人素质不高，只能
说，法拉奇会通过一些不太让人有时间思考的辛辣问题，逼被访者说出一些他们自认为不会对公众说
的事，亦或是真相。当然，这也跟她不允许被访者在稿件发表前看她写的内容有关。有件事很有趣，
当法拉奇的传记作者为她写传时，法拉奇删去了那些对她不好的文字，但是传记作者在没经过她同意
后，将全文付印，让法拉奇气愤不已。然而，这是她以前对比别人做过的事。从这个角度，好像是以
彼之道还施彼身。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不经传记主角同意的传记，是不合格的。看站在哪个角
度了。人是不可能完美的，法拉奇的优点也可以说是她的缺点。作为记者，首先要公正，不能有自己
的观点。当然，完全公正的记者是不存在的，总会在行文中，在素材选择上表现自己的感情和倾向性
，但是毕竟是要尽量中立的。可法拉奇不是，她主张对得起自己的心，而不管是否公正，她在采访中
主体意识非常明显，是因为“我”突出，让她变成了比采访对象更耀眼的明星记者，但也是因为“我
”，她有时候会用主观感情来面对采访对象。她认为不符合自己价值观或者文化观的人，首先她就有
一个否定的情绪在里面，而这样采访得出的成果是不纯粹的。比如我们都觉得在信伊斯兰教的国家中
，戴着把整个人围起来的大围巾是很奇怪的，但是她就直接表现出来，在霍梅尼面前把头巾摘掉了，
此举固然很爽，但是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下别人的文化呢？关于不公正，有个人情感这点，其实算是
特点，并不一定是缺点。但是有一点我个人是非常不赞成的。就是她对其他民族或宗教的偏见。法拉
奇极度讨厌阿拉伯人、伊斯兰教等，这种厌恶情绪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是我觉得这种种族主义是很不
对的，难道只有欧洲人高贵吗？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就接受不了了吗？观点也许有很大差异，可
是也应该尊重。那种为我独尊的意识是很让人厌恶的，人人平等，不是说说而已。是不是一个名人的
一生就该与常人不同？法拉奇爱上了一个在我看来绝对不是好的结婚对象的男子，用文章里的形容就
是他约会的时侯还会携带炸弹。他也许有许许多多优点和魅力，但是就冲他因为一点点事就向法拉奇
出脚，以至于让怀孕的法拉奇失去自己的孩子，而且因为愧疚四天都不出现这件事，就觉得他不是我
眼中一个合格的丈夫，因为他无法善待妻子，无法负责，无法给她安定生活。但我不是法拉奇，她喜
欢他，包括缺点。这么说来，这也许是名人的特点，无谓世俗观念唯心而已。在众多名记者中，法拉
奇是中间的一点红，她女性的魅力，在众多记者中独树一帜，不输于任何男记者，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榜样。
2、从拿到这本书的这个疲累不堪的早晨起我就没有再合上它,直到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几乎是一气呵
成地读完了它.我只是会心地笑了.首先我无论如何还是要给这本书五颗星的.尽管在某些立场和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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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与我自己所探往的新闻专业的立场上我并不是那么的崇拜和推崇法拉奇.你知道,这样的人是要
有勇气的,但但凭勇气是不足以的,还要有基奠.但不乏我个人的理想主义,我很欣赏这样的女人.但我不会
崇拜这样的新闻工作者.至少我会笑着跟自己说,我不会成为这样的记者.而我说这样的话,也只是因为我
有唯一的资本--年轻.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有梦的年轻的想成为记者的正在学习的人比那本我同样极赋激
情地用了两个晚上读完的&lt;媒体真相&gt;更应该去读的书.当然,前提是你还是个头脑冷静的人.法拉奇
始终还是个带着强烈个人信仰的极具传奇色彩的新闻记者.但是她自己在自己身上本身的定位和探索就
是一种在新闻的理性与小说家的梦想中矛盾挣扎苦苦徘徊的人.所以,在她身上有着记者最优秀的素质,
那就是,毫无保留毫不掩饰无须遮藏的真实.一个热爱真实的人无论他是否足够合理专业,他都必定是个
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因为他的一生都不会停止对自身和他所身处的世界的探询和挖掘.挖掘是残忍的,有
时为了真实,鲜血也是美丽的.一个热爱真实的新闻记者最起码有不会血晕的素质.回到这本书.本书的作
者也是个专业的新闻编译者,所以整本书有极强的结构性,是一本比较客观的非小说类人物特写.前五章
基本上是在分章清晰合理地讲述法拉奇的几段传奇性的采访,包括最为我们中国人所关注的她与邓小平
的访谈.但我不知道是否该归为本书作者的立场偏爱.在写邓小平的段章中几乎是把两位思想精英的对
话渲染得近乎完美.而且是对双方来说都史无前例的完美.而后面的对基辛格,阿拉法特等人的采访中,本
书作者的叙述就大转笔锋,立即恢复专业叙述的本行.真正的对法拉奇的传写是从第六章开始的.作者的
笔端还是相当公正客观的,尽管不乏对这个女人的宠爱.后面的关于法拉奇作为女人的一段为世惊叹的
感情经历让你对这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缭绕在烟雾中强硬的女人却是又爱又怜.一直到合上书本,我看
着自己从书桌一直堆到床上的满眼的新闻类的书籍资料.不禁会心地笑了.法拉奇的色彩是硬灰色的,所
以这个世界对她又爱又怕.77岁的她离开这个世界.她用她的一生创造了自己的舞台.她不为任何人表演,
她始终是个固执己见的真理爱好者和理想实践者.并且和所有具有褒贬色彩的人物一样,她的人生也不
具备完全的客观性.事实上,客观只是不可能的理想状态,并且这种理想本身也不具有存在的必要.人们说
它,新闻中把它摆在尊贵的位置,只是支指引人们尽量不要跑得太远.而记者总还是记者.虽然你要比小说
家更热爱文字的雕琢,但你不能让你的思想被任何观念绑劫了去.如果二十年后的我还能以现在这种清
醒的热情和执着的意志去为之奋斗和实践我的理想.那么我想我的人生即使没有什么可以拿上舞台在镁
光灯的照耀下铺陈的,实际上我也不是很感兴趣,可是我仍然会像今天这样尊敬法拉奇.这是我对所有实
践着理想并不记任何得失的在不被别人理解的世界在被所有人逃避和试图掩藏的真实世界里轰轰烈烈
的战士的尊敬.我尊敬着我所相信的真实.
3、读写法拉齐的书或法拉奇自己的书，总让人很自然的体会到那个真实的法拉奇，法拉奇向世界投
不信任票，她没有盲目的信任和信仰，她很独立，拥有自己全副的思想，在他的采访和文字中，就连
她的矛盾都是那么的真实，拥有偏见，但不避讳。年老后沉寂了几年，但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一部
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愤怒与自豪》再次掀起涟漪，她还是那个敢作敢当，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法拉
奇。这样的法拉奇。不得不让我想到她每次努力腾飞前做的努力和大量的准备工作。如果法拉奇还在
人世，我很想知道她有会对利比亚遭空袭作何感想与评价
4、我喜欢法拉奇。喜欢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她是一位引人瞩目的女记者，更在于，她是我喜欢的那一
类女人。法拉奇很小的时候，母亲对她说：你以后千万别像我这样生活，不要为人妻，为人母，你要
工作，要周游世界。我觉得，这很神圣。我想，虽然我无法成为像法拉奇那样的记者，但或许，我还
有希望成为像她那样的女人。从骨子里，我钦佩勇敢的人。而真正勇敢人，首先必须勇于面对自我，
面对你所期待的那种生活。在那种生活中，你注定会失去很多，特别是那些人们最为看重的东西。要
想获取，当然必得放弃。我喜欢法拉奇。她说她感到幸运，因为她的工作是在记录当下，记录历史。
这是一种责任。我突然感到汗颜，虽然从事相同的职业，但我从未思考过，我的工作是为了什么，仅
仅是为了一块面包？或者仅仅只是为了某种兴趣和爱好？当一次次采访、对话最终变成文字，变成带
有我的思考、我的情感的文字，我能有勇气说，我对它负责，对当下负责，对历史负责吗？我因此看
到了自己的浅薄、无知。我喜欢法拉奇。喜欢她那种记录的方式。她否定了一直以来所谓的新闻客观
性，而追寻带有自我情感的认知。我相信是没有所谓的客观、公正。任何一篇文章都是某种评判。所
谓主观只是自我的情感与思考。我因此而格外喜欢这样的记录。记录的同时又是另一种创造。我喜欢
创造。最后还是来说说这本书。不了解法拉奇的人，可以去读一读。但若想真正明白她，真正知道她
如何在世界上周游，还是去看她自己的书吧。那不是用文字构成，那也不仅仅是访谈而已。
5、罗海岩此书真的是急就章，是自己读法拉奇的感悟，个人感觉含金量不高，算是作者对他所喜爱
的法拉奇的致敬尚可。如要了解这个神奇的女人，还是去看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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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法拉奇》的笔记-第222页

        阿莱科斯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既是天才又是疯子的人物。他本质是个诗人，并把诗人的激情贯
注于政治之中，厌烦和平安宁的生活，与偏执和危险为伍。没有斗争，他就会像缺乏阳光和水的树木
那样枯萎。

法拉奇在阿莱科斯出狱后，到他的家中和他做彻夜之谈。他们都不习惯和平安宁的生活，都把危险和
死亡看成是生活的兴奋剂。共同的人生经历和性情，使两人相见恨晚。阿莱科斯把沉重的爱给了法拉
奇，而法拉奇把阿莱科斯的英雄传奇推向了世界。

爱的锁链是自由最沉重的羁绊

法拉奇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主题是死亡：没有后代而死等于死了两次，就像无花的植物
、无果的树木一样可怕，这意味着永远的死亡。

法拉奇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题记里说，“把这本书献给：那些不畏惧困惑的人、那些不知
为何要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来摆脱疲惫的人、那些把自己置于给予生命还是舍弃生命两难处境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不折服于一个女人面对生命疑惑不解，仍然以一种积极的、永不言败的姿态对待命运
的勇气和超人的生命力。

2、《法拉奇》的笔记-第192页

        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
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如果
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掌权者，而是一些曾经为或者这个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战斗，并继续在
战斗着的人。——《风云人物采访记》原著序

3、《法拉奇》的笔记-第205页

        经验告诉我，一旦丧失了自由的国家几乎不可能重新获得自由。对此我越来越感到棘手。几乎总
是在经历一场战争后才能重获自由。受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不通过战争而找到自我解放的办法，这是
很罕见的。别人的声明，其他人的措施更不能解放受压迫的民族。例如抵制它的产品，拒绝到那里去
度假⋯⋯都无济于事。——德国政治家 维利 勃兰特

此外他还极有远见地预测了欧洲的联合

4、《法拉奇》的笔记-第190页

        他们宁可信奉伯特兰罗素所信奉和所写的：“随他去吧，世界上发生的事由不得你，而是取决于
赫鲁晓夫先生，毛泽东先生，杜勒斯先生。要是他们说‘你们去死’，我们就得死。如果他们说‘你
们活下去’，我们就得活下去。“⋯⋯我无法否认我们的生活是由少数人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幻想
和反复无常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能动性和意愿决定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原著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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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读下来再回头看，很难相信法拉奇女士真的像作者开篇所言那样对邓小平赞誉有加。而且附录一
中的邓小平访谈记录前并没有附录三那样的记者手记。还是快点把原书搞到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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