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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活着就是寻求新的东西，生命是新的增长，生活是新的发现。
新闻的题材是生活中刚发生的最新事实，以信息求新；文学的题材是生活中积累已久的典型，以思想
求新。
我的文学创作与记者生涯是同时举步的，这几十年就在这两个“新”字间煎熬。
像熬中药一样，从不同的配方中提炼出那么一点点新意的汁液。
新闻的“新”好理解，就是采写新事实、新信息；文学的“新”则经常是旧事新作，借旧图新。
因为一个典型从成熟到被理解、承认肯定要一定的时间，要有一个过程，它不可能像新闻事件那样瞬
间发生，引人注意。
所以文学创作实际上是旧中求新，人、事、物是旧的，是早已存在的原物、原型，作家硬是要在这些
旧事物中蒸馏出新思想和美感，这是文学的难度。
当然新闻也有它的难处，要追、要抢、要靠运气。
“新闻说难文亦难，信息难追理难现。
记者到老腿方停，作家至死思不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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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衡：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作品有《梁衡文集》等多种。
《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跨越百年的美丽》等多篇作品
入选中学课本和师范教材。
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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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让阅读丰富人生两难中绽开的花朵人杰鬼雄特利尔的幽灵觅渡。
觅渡，渡何处?这思考的窑洞大无大有周恩来红毛线。
蓝毛线领袖如父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广安真理宝鼎记把栏杆拍遍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武侯祠：一千七
百年的沉思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乱世中的美神读韩愈读柳永追寻那遥远的美丽与朴老缘结钓
鱼台跨越百年的美丽名山大川晋祠秋思夏感杏花村访酒古城平遥记石河子秋色吴县四柏苏州园林冬日
香山泰山——人向天的倾诉武夷山——我的读后感草原八月末壶口瀑布记九华山悟佛在青岛看房子长
岛读海永远的桂林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被缓解稀释和冲淡了的环境挽留自然，为了我们
的生存感悟真理人格在上年感享受人生人生没有返程票桑氏老人青山不老书与人的随想节的联想一个
大党和一只小船在欧洲看教堂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马列公园赋碑不自立名由人传说经典人与石头的
厮磨身边故事试着病了一回夜市热炕平塘藏字石记大渡河上三首歌事业就是你的宗教圣弥爱尔大教堂
忽又重听走西口三十年的草原四十年的歌奉献给死者的艺术迈索尔土王邦寻旧佩莱斯王宫记在美国说
钱到处都伸出—双乞讨的手与一个首相间的一次平民式采访附录我写《晋祠》《觅渡》自注提倡写大
事、大情、大理文章五诀关于写伟人文章为思想而写一篇跳窗而得的文章关于《觅渡》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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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我不知道德文的原意，中文翻译时为什么用了这个词。
中国人的习惯，幽灵者，幽远神秘，缥缈不定，威力无穷。
看不见，摸不着，似有似无，信又不信，几分敬重里掺着几分恐惧，冥冥中看不清底细，却又摆不脱
对它的依赖。
大概这就是幽灵。
或许就是这幽灵的魅力，我一到德国就急着去看马克思的故居。
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特利尔小城。
那天匆匆赶到时已近黄昏，我们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座灰色的小楼，在清静的街道上，在鳞次栉比
的住宅区，这是一处很不引人注意的房舍。
落日的余晖正为它镀上一层淡淡的金黄。
我推门进去，正面一个小小的柜台，陈列着说明书、纪念品，门庭很小，窗明几净，散发出一种家庭
式的温馨。
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一张马克思像，不是照片，也不是绘画，是一部用《共产党宣言》的文字组成
的肖像。
连绵不断的英文字母排成长长的线，勾勒出马克思的形象，我们所熟悉的大胡子，宽额头和那双深邃
的目光。
我在这张特殊的肖像前默站了好大一会儿。
一个人能用自己驰名世界的著作来标志和勾勒自己的形象，这真是难得的殊荣。
故居的小楼共分三层，环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天井。
一层原是马克思父亲从事律师职业时的办公室，现在做了参观的接待室。
二层是马克思出生的地方，现在陈列着各种资料，介绍马克思的生活情况和当时国际共运的背景。
三层陈列马克思的著作。
其实，马克思出生后在这里只住了一年半，他父亲1818年4月租下这座房子，5月5日马克思出生，第二
年十月全家便搬走了。
马克思于此地可以说毫无记忆，他以后也许再没有来过。
但是后人记住了它。
1904年，这座房子被特利尔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确认为就是马克思的出生地，党组织多次想买下它，限
于财力，未能如愿。
到1928年才用10万金马克从私人手中买下并进行修复，计划在1931年5月5日开放。
但接着政治形势恶化，希特勒上台，1933年5月，房子被没收，并做了法西斯地方组织的党部。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民主党才重新收回了这座房子，1947年5月5日终于第一次开放。
世事沧桑，从马克思1818年在这座房子里出生到现在已过了170年，这其间世界变化之大，超过了这之
前的1700年。
但是世界仍然在马克思的脑海里运行。
陈列馆里有一张当年马克思投身工人运动和为研究学问四处奔波的路线图，一条条细线在欧洲大地来
回穿梭，织成一张密网。
英国伦敦是细线交汇最集中的地方。
我目光移驻在这个点上自然想到那个著名的故事，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读书、写作，时间长了，脚下
的石板给蹭出了一条浅沟。
就像少林寺石板上留下了武僧的脚窝一样，不管是义功还是武功，都是要下工夫的。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地球，把地球上的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人的思维，及这个世界
上的哲学等等，全部做了他的研究对象。
他要为世界究出个道理，理出个头绪。
他是如阿基米德或者像中国的老子那样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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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但他决不只是想改变一时一地工人的境况。
他不是像欧文那样去搞一个具体的慈善实验，就是巴黎公社，他一开始也不同意。
他是要从根本上给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求一个解法。
这座楼里保存最多的资料是马克思的各种手稿和著作的版本。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特利尔的幽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