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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视角折射出沈从文复杂个

胜和丰富人生机遇的不同侧面
，

其

间的是是非非都将在岁月的汰

洗中或早或晚遁于无形
，

而人们

对那些已然远逝的孤独灵魂的

凝望与思索
，

则是持久而永恒的
。

虽然沈从文尚有作为文物

研究家和物质文化史专家而存

在的一面
，

但他作为文学家的存

在将更为历史所铭记
。

对于这一

点
，

沈从文本人在创作伊始即怀

着充分的自信
，

正如他在����年

�月��日致张兆和的信中所写的

那样
� “
我看 了一下 自己的文

章
，

说句公平话
，

我实在是比某

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
。

我的

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
。

我的作

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
，

播得远
。

我没有办法拒绝
。 ”
当

都市文明的浮躁与喧嚣逐渐潜

入人类生存的每一寸领地
，

当人

们只能去虚构的文本世界去寻

求
“
诗意的栖居

”
的时候

，

沈从

文笔下那个侠气与灵气并陈
、

集

浑朴的粗犷与哀婉的诗意于一

体的湘西世界会越来越持久地

牵系着人们的心灵
。

然而
，

即便

如此
，

在欣赏与热爱其作品的数

以万计的读者中
，

能够真正读懂

并领悟到沈从文对于人性和人

类生存的隐忧之感的
，

又能有几

人呢 � 沈从文当年曾经说过
�

“
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

，

实际上等于买犊还珠
。

你们能欣

赏我故事的清新
，

照例那背后蕴

藏的热情却忽略了
�
你们能欣赏

我文字的朴实
，

照例那作品背后

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 ”
虽然告

别了遭批判和被封杀的命运
，

沈

从文作品在走向流行和大众的

同时依旧隐含着另一种不被理

解的孤独和寂寞
。

正是基于这样

一种现实
，

编者希望借助 《沈从

文评说八十年 》 的编选为读者

走近沈从文提供某种进径和可

能
。

对于精英读者而言
，

沈从文

的价值
，

离不开他独特的文化取

向
�
对于大众读者来说

，

沈从文

的魅力
，

关联着他小学文凭而大

学教授的传奇人生经历
。

而这两

者
，

如果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杰出

作家的超拔成就
，

终究都是空中

楼阁
�
我们对沈从文生平的忆念

评说
，

如果离开了对其作品的理

解
，

其结果也只能是买犊还珠
。

所以
，

尽管
“
评说

”
的立足点更

多的是
“
人

”
而不是

“
文，’，但其

最终 目的还在于孟子所言的
“
知人论世

”

—为专业或非专

业的读者更好的读解沈从文的

作品提供一种可行的参照
。

当然
，

区区几十篇文章
、

短

短几十万字的篇幅
，

相对于沈从

文所创造的皇皇三十二卷
、

多达

一千万字的精神遗产
，

数量委实

微薄
，

也远远未能达到还原一个

完整
、

真实的沈从文的初衷
。

编

者尽力所做的
，

只能是借助不同

时期各位作者的哲思与体悟
、

慧

心与妙笔
，

尽可能多侧面地揭示

沈从文这样一个丰富独特的存

在对于��世纪中国文化的意义
。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 》 ，

王洛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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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中国的第一大考
，

亦

是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
。

上大学上名校仍然是 目前

中国广大学生与家长的愿望
。

人

往高处走
，

水往低处流
，

他们的

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

问题是怎样

实现这个愿望
。

什么事情都有规

律
，

高考也一样的
。

高考成功的

规律是什么呢� ����年以前
，

一

些中学老师找我给学生做讲座
，

给学生分析怎样才能考得好
。

不

少的家长与考生都向我咨询有

关高考的心态及学习方法问题
，

我都不能接受
。

因为我还不了解

高考
，

也没有研究高考
。

要我讲

的话
，

也只能从小事出发
，

那肯

定都不到位
，

弄不好还会误人子

弟
。

我曾经说过
，
一位心理学家

，

甚至是著名的心理学家
，

如果他

没有研究高考
，

而来谈高考
，

肯

定还不如高三的班主任说得好
。

����年
，

我决心研究高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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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考规律
。

����年
，

国家启

动高考改革
，

改革后的高考侧重

考核学生的素质
、

考核学生的能

力
。

我从����年开始研究高考状

元
。

状元是高考成功的佼佼者
，

他们能成为状元是必然性和偶

然性的统一
。

从开始研究高考到

����年
，

我总共采访了���多位

省级高考状元
，

分析
、

研究了他

们成功的经验
。

研究状元的成功

经验
，

绝对不是让学生都成为状

元
，

而是让学生从这些分析和研

究结果中
，

掌握高考的成功规律
。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阳光

状元路 》 一书
，

就是我在连续�

年访谈与研究���多位状元的基

础上
，

以����年高考状元的典型

事例
，

探索高考成功的规律
，

总

结高考成功经验
。

希望广大学生

能从中掌握到这把
“
金钥匙

” ，

开启成功的大门
。

而另外一本 《相约北大清

华 》 ，

则是我用三年时间追踪研

究学生
、

家长与老师的产物
。

在

书中
，

他们谈了各自成功的经验

和教训
�

怎样掌握科学的学习方

法
，

怎样调整心态
，
怎样学好和

考好理科综合
，

怎样帮助孩子调

整心态
，
怎样做好学生的考前心

理工作等等
。

如果说 《阳光状元

路 》 中的事例具有典型性和规

律性
， 《相约北大清华》 更具有

普遍性和个案性
。

两书相互印

证
，

给读者揭示高考成功的规

律
，

提供可行性的经验
。

我并不想在这两本书中发

表过多的学术性的言论
。

我力求

在书中真实具体地反映高考的

成功规律
，

强调其实用性
、

操作

性和有效性
。

我更多地希望学

生
、

家长和老师
，

能从中得到启

发
，

掌握高考的成功规律
，

掌握

高考的金钥匙
。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

博士生导师
、

教授
， 《相约北大

清华》 、 《 阳光状元路》 两书的

作者
。

两书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

效益来自于质量与市场
赢�黝翩巍翻��� 李 阳

与许春晓先生相识
，

是一个

十分偶然的机会
。
����年�月

，

我

们在同一趟北去的列车上
，
同一

个车厢里
，

形成了中铺和下铺的

关系
。

我们认识后
，

几乎没有停

顿地连续交流
，

我站在编辑的角

度
，

许先生站在作者与读者的角

度
，

探讨了许多我们共同关心的

问题
。

我们在旅游专业书籍出版

方面达成了共识
�

当前旅游科学

界和实业界已经形成了对旅游

理论书籍的特殊供求关系
，
时代

呼唤有新意的旅游理论书籍的

出版
。

当然
，

许先生这一观点的形

成应该更早
，

而且也己经有了充

分的准备
口

在交谈中
，

他告诉我

他己经完成了一本市场导向型

旅游规划方面的新著的初稿
，

是

一本总结��年旅游规划研究成

果的著作
，

并向我介绍了大体内

容
。

我觉得可以考虑列入出版选

题
，

便约定以后面谈
。

拜读许春晓先生所著的

《旅游规划新论—市场导向

型旅游规划的理论
、

方法与实

践 》 �以下简称 《旅游规划新

论》 �书稿后
，

感觉特别好
，
整部

文稿形成规范
，

虽然是初稿
，

但

作者严谨
、

认真的治学态度
，

从

这种形式的表达上可以清楚地

看出来
。

仔细地阅读本书
，
用了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

因为不得不

参阅许多文献资料
。

读后形成的

初步认识是
�

该书全面展示了作

者对于市场导向型旅游规划的

全新思考
。

全书新意迭出
，

综合

起来有以下几点
�

第一
，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结合
、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

结合
。

正如南开大学著名旅游学

者申葆嘉教授����年所指出的
，

旅游学界的理论研究是十分肤

浅的
，

成果也是罕见的
，

过于重

视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
，
忽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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