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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那些中国人》作者萨苏，人称“文坛外高手”、“会讲故事的人”。
这是他的又一部随笔集。
书中，他以文人篇、军人篇、科人篇、伶人篇、凡人篇分别讲战争的故事，写科学院的故事，说普通
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妙趣横生。
在他笔下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中国人。
他的描写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或会心一笑、或心尖一颤、或若有所思。
。
。
。
。
。
他在竭力探寻着同为中国人的最为本质和共性的东西。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评价作者“萨苏先生的文章很有吸引力，语言亦庄亦谐，举重若
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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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现居日本关西小城伊丹市。
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保利大厦做侍应生。
自此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AMECO等公司工作，现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
项目主管。
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养成对文史的爱好，现兼任《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曾出
版过《京味九侃》、《国破山河在》、《名著中的悬案》、《中国厨子》、《梦里关山走遍》、《北
京段子》《与鬼为邻》等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那些中国人>>

书籍目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那些中国人>>

章节摘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那些中国人>>

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那些中国人>>

编辑推荐

纪念“坑神”老萨　　今晨忽然梦到了老萨。
　　在一条漫延无际的长路上，与老萨把臂同游，天光熹微，浑沌不清，心情却是颇佳。
　　醒后不由怅然：莫不是又要了断一份尘缘？
　　这段时间，似乎一直在了尘缘，颇有些境界现前的味道。
　　一段段往事翻起来，然后怀念、微笑、挥手、作别。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笙歌从里醉扶归，还君明珠泪不垂。
　　放下了，也就踏实了，用不着再多想再回顾。
虽然不能像别人“所作已办，梵行以立。
长揖世间，不受后有。
”那么潇洒，也是可以东施效颦一番的。
　　轻轻的挥一挥手，与云彩也作别，它在青天我在山坡，相映成景，相得益彰。
　　年前跟老萨说起，因为一些因缘，写了篇关于他的文字，却一直觉得少点什么，没能结文，等哪
天补齐了发给他看。
本来想着，等等感觉来了，就写好了发出来，没想到自己颠颠倒倒随流西东，老萨也是事多，各种因
缘作用之下一拖再拖，竟然拖到半年以后的如今还没有兑现，说来真是惭愧莫名。
　　大约，今天就是因缘具足了吧。
　　有些话，还是那时候应景的文字，时过境迁，非当事人大约已经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也懒得再
改，就保留历史原样吧。
　　先说说名字。
　　首先声明，这里的纪念绝不是某者名学者那样的意思，扯什么纪念就是说明已经故去，把文字理
解到这个份儿上以满足哗众取宠和自个儿意淫的需要，真不知道干饭是怎么吃的。
那水平比起老萨对别人评价他是“师奶杀手”时的故作迷惘与纯洁：“我为什么要杀师奶？
！
”，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至于“坑神”嘛——本来呢，本篇的名字就是最简单的“聊聊老萨”，还是写那篇“由老萨的中
国人所想起的”时顺手敲的，结果敲了一半儿就扔在那里，懒得补全。
后来有次跟老萨还有一帮文化人一起吃饭，聊了一晚上都没什么一致的意见——基本上都是手高不高
不知道眼却是貌似较高的主儿，能达成一致性意见那就怪了——只有在我愤愤然悻悻然提及老萨酷爱
挖坑却屡屡留坑不填引无数粉丝竞需痒痒挠的劣迹，谓之“坑魔”或曰“坑神”之时，才获得了轰然
赞同——看来虽民主集中之难难于上青天，有老萨出马，却是可以“明月别枝惊雀”的——也让我飘
飘然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陶醉，虽然比起某位号称“公主”的女士缠绵悱恻婉转低徊到惊心动魄眼
睛差点滴出水来吟哦“很～高兴～认识萨~苏呜～”的境界还稍逊风骚，却也够俺自矜一把了，以至
于把他忽悠我有十二年西凤酒喝吊我馋虫引我上钩的恨事忘到了脑后。
　　当时说的过瘾，后来一想却又不然，以老萨之温文敦厚，以魔称之，泄愤无妨，切题则不妥，他
一向挖坑坑人，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如孙大圣打惯了妖魔偶尔打打神仙也没什么奇怪般，偶尔坑
坑个把神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吧，还是叫“坑神”合适。
　　当然，理解成挖坑坑神，还是挖坑之神，那就是您自个儿的事儿，与本人无关了。
　　那篇“老萨中国人”是由读老萨的文章引起的，写和发的时候我就有些犯嘀咕，可别引起什么麻
烦或者被人误会什么的，不过我这人一向不在乎这些，该干嘛干嘛，反正文不尽言言不尽意，随它去
吧。
　　没想到转天就有人悄悄的问：你是不是跟萨苏有什么过节啊？
或者文人相轻？
似乎在跟他别苗头啊？
　　我很纳闷儿：哪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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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那文章里写的啊。
　　嗯？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
！
！
　　于是赶紧把文章搬出来再看了一遍，不过是一篇有感而发的随笔嘛，实在是不知道哪里有造老萨
反的地方。
只能掩卷感叹群众眼睛之雪亮，不只能揪出隐藏在人民内部之反对派，还有看出微言大义旁敲侧击皮
里阳秋指桑骂槐之类。
　　那么就聊聊老萨吧，上次就说不比附名人，没想到这就又拿名人做文章了，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啊：）　　说起老萨那是神交已久，网上混了这么多年，写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浪淘沙无数，真
留下来一直看而且一直欣赏的，若是老萨肯做第二，恐怕就没人能排第一了。
本来倒还有一个孔庆东常常读读，后来孔老师做惯了老师，太习惯于教书育人，也就慢慢懒的看了。
　　这倒不是否定别人，梅兰竹菊各擅胜场，若细品起来，自然是“落花片片，皆是春风无限”，只
是我时间比较少，实在是看不了那么多东西，对自己写的东西跟贴回帖都多半忙不过来，遑论其他。
没办法，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只好对很多好作者好文章说抱歉了。
　　其实老萨的文章用不着我说，比起锦上添花，我更喜欢雪中送炭汗中送扇。
老萨的读者粉丝“罄竹难书”，哪里还需要我多言呢，况且我这人一向习惯于把马屁拍到马脚上，别
人尴尬自己也尴尬，还不如不说的好。
但到了不表表姿态就有人觉得你心怀叵测的时候，也只好勉为其难。
　　真说起来，还是跟老萨当面说的那几句：文章好不好暂且不论，现在的文人里，论发心之正，用
心之诚，本性之淳，还真是不知道第二个。
在“文人无行”的世界里，老萨怎么说都是个另类。
　　老萨谦虚，说“人家那是为了吃饭，咱们不在那个环境里，毕竟还是超脱一些”。
　　这话要说也够别扭，这是谦虚还是别的什么呢？
写字是人家的主业老萨的副业啊，把副业搞到这么风生水起比别人主业还红火，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
！
　　当然老萨写东西太多太快——比如有个老萨的女粉丝告诉我：本来我还看他的文章，结果后来我
发现我看的还没他写的块，就不看了——也还是有些不足之处，侃的多了快了，萝卜快了不洗泥，难
免有些无法顾及到的纰漏，虽然老萨已经很用心考证努力避免，却还是会偶尔出些小问题，那就是咱
们爱侃大山的毛病了——侃大山又不是做论文，做论文也不能做到十全十美啊，网上发帖子怎么就不
能有点疏忽呢？
　　何况，这世界上哪里有完美？
老萨又不是神仙，还能把每件事都搞那么清楚啊？
只要发心是真诚的，用心是正向的，就没必要苛求了。
疏漏自然可以由大家去查漏补缺，也就好了。
还真有人指望谁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处处时时是真理的代言人全知全能的么？
　　得，我发现说这些似乎有越描越黑的味道，赶紧打住。
　　还是说说老萨这个人。
　　第一次见老萨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老萨啊，你以前还帮过我一个忙呢。
　　老萨一脸迷惑：我都不记得了。
真不记得了。
　　估计他也不记得了，老萨交游广阔相识无数，那么多年下来，不知道发生过多少事，哪里会记得
那么一件随手的小事呢。
　　他不记得，我却是记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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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初上西西，跟他也不熟，还不知道他声名显赫，就是见文章不错，是个可交的朋友，恰好有
件日本的事儿，就贸然求助请他帮忙打听一下。
那时候也没想着一定有回音，素不相识素昧平生嘛，没想到很快就有了答复，一看就是真当事儿办了
。
　　事情不大，却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品性。
　　后来认识了一个在日本的mm，聊起了老萨，她笑：我见过，气质不如你，文章也不如你。
　　那时候已经读了老萨不少文章，如蓝天轶事抗日旧事等等，对他文章里透出的胸怀心志燕赵豪侠
之气是欣赏有加，对本人倒是没什么了解。
　　即使有邹忌“孰与徐公美”的故事为提醒，我还是飘飘然了一把，倒不见得没有自知之明——不
管怎么说，被人说比老萨好，还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吧。
　　我知道自个儿的斤两，不会因为别人的恭维就真以为自己如何了。
人家mm当然是因为跟我熟欣赏我才过誉一把，那不过是一顺嘴的事儿，如果我当了真，那就不是她
迷糊而是我迷糊了。
　　直到亲见老萨以后，才知道古人诚不我欺。
“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我当然没有邹忌同学那么爱揽镜自顾自我欣赏
的心理问题，当然就用不着照镜子才知道自己不成。
　　怎么说呢，老萨的微笑与气质里，雍容中散发儒雅，平和里透着真淳，差不多是返璞归真的程度
了。
用民国知识分子形容他，或许少些那时候的劲气，但若说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该有的味道，我极为赞
同。
　　——当面夸人很难，背后夸人也不容易，想说老萨几句好话，却怎么说都不是那个味儿。
大家有机会还是亲自鉴别亲眼看那只下蛋的那个那个什么吧——我怎么夸人看起来老像是损人呢，怪
了。
。
。
　　还是拿当时的话来说吧。
　　我问老萨：老萨你的气质真是不错，我乱夸你不好，但是我让你自己说，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
能不能从自己的样子里看到一丝不善地方？
　　老萨沉吟一下，微笑答曰：别的不好说，不善，应该是没有的吧。
　　我也微笑。
　　那就对了。
　　这世界上，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可数。
　　凡是觉得不服气的，“窥镜而自视”去。
　　老萨不只是“貌相”好，“声相”也好。
　　跟老萨提起“声相”，说人的样子容易骗人，但声音就要比模样难伪装的多，相由心生一说，用
在声音上，比样子上更容易得到例证，只是能从声音分辨人需要更高一些的能力——当然，两相参照
更加稳妥。
　　老萨的“声相”，沉稳和缓，饱满严谨，差不多有些“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味道了。
偶尔兴奋起来会提高声调，加了调侃的意味，一听就知道这小子又要蔫坏了——当然在老萨，那基本
上就是数句妙语，或者一个段子，结果呢不外乎哄堂大笑，或者群起攻之。
老萨则微笑安然看众人在自己的指挥中起舞。
　　我开老萨的玩笑：老萨啊，有很多姑娘说你声音好听，说喜欢你的声音吧？
　　以老萨之金脸罩铁面皮的功夫，也有些受不了这句话，似乎略显局促，看他刚想回话，俺就加塞
儿挡住：没关系，用不着解释，俺都明白。
她们喜欢你的声音，不代表你跟她们有事儿——憋死他！
　　俺承认俺居心不良，学学姑苏慕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功夫，也给老萨挖了个小坑，比起“坑神
”来，那自然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张飞跟前舞长矛，鲁班对面弄大斧，王麻子门口卖剪刀”不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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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不过呢，能成功的挤兑了老萨，还是要暗爽一把的，哈哈！
——小人得志，焉能不张扬一下啊啊啊！
　　当时对老萨很多话就没好意思当面吹捧：都说是文人无行，人不如其文，老萨却是文章好，人比
文章更好。
这一点，接触过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
　　跟我这样的人聊天儿，动不动就开始说些玄之又玄的东西，说起来就啰里啰唆没完没了，有兴趣
的人自然无妨，没兴趣的人却是无聊之极。
老萨则不然，旁征博引，妙语如珠，段子横飞，故事迭出，有老萨在的地方，想冷场，那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能有机会跟老萨同乐的人，是有福的。
　　那阵子老萨在北京，每次回京都蛮开心，想起有机会跟老萨推杯换盏谈笑晏晏，就有了着落。
可惜的是斯人已去，害的我回北京都少了兴致。
　　　　老萨给我的感觉，有些像老狼，成名以后，还是跟当年一样的平实，还是很邻家的样子，实
实在在的过日子，没有什么烟火气。
　　要说清楚老萨，恐怕还是得用他自己的话：道法自然。
　　老萨有次恭维我，说现在肯认真思考的人很少，说我是一直在认真的思考些问题，写些认真的文
章，自己呢只是写了些玩笑的东西玩的东西。
　　　　我才不上老萨的当，挡他的面子也要揭穿他，不然就被他抬的受不了了。
我说老萨啊，明人不说暗话，你的文章呢，往高里讲那是微言大义，往平里说那是藏道理于故事。
通过一个个貌似好玩的故事，把想说的话融进去，把想推广的道理弄进别人的脑子里心里去，潜移默
化，结果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效果比我们这些硬讲道理讲硬道理的人好多了，现在的人谁爱听道理
？
谁服气你的道理？
都爱听故事啊！
若依佛家的道理说，您那是大乘的行为，我这只是小乘的做法啊。
　　老萨微笑不语，估计也不好意思再反驳假装虚伪了吧。
　　其实，对老萨有一件事是我一想起来就忍不住乐的。
　　跟我说这件事儿的，是一位美女兼才女。
她说起来老萨就笑：萨苏最可爱了。
他有次发感慨，大年三十抒发思乡之情，写道：一轮明月挂在空中。
哈，大年三十天上有月亮么？
　　对啊，我脖子也有些转筋——大年三十天上有月亮的么？
　　呵呵，其实很多年了，看到老萨的文章，都忍不住想笑，想的多半是这件事儿。
　　嗯，咱给老萨找个楼梯：莫不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妙用，天上无月心中有月。
。
。
　　坐中忽然想起那次跟老萨聊天儿，时值寒冬时近午夜，外面西风正紧阴风怒号，屋内却是其乐融
融其喜洋洋：一壶菊花，一碟腰果，一盘花生米，天南海北古往今来云山雾罩，侃的端的是唇枪舌剑
风云色变舌灿莲花风卷残云壮阔波澜——等等，那是萨苏的作派，不是我这等安分守己一等良民的行
为模式，不能被他带坏了——话说老萨忽然头一低，很暧昧的笑笑（忘了是怎么扯过来的，估计是说
起有人挑他的刺儿吧）：不能太完美啊，你不觉得不完美是另外一种境界的完美吗？
　　呵呵，老萨毕竟是妙人，深得道家求缺与佛家烦恼即菩提之三昧。
　　万人如海一身藏，老萨算不算一不留神没藏好那种人呢？
抑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种没藏好，就是另外一种境界的“退藏于密”？
　　老萨离开北京那天，也恰是我离开北京之时，算起来老萨应该是在机场，就给他个电话，准备假
模假式来个依依惜别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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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电话里传来的却是一女声。
。
。
　　——按照老萨的路子，现在应该去喝口水或者待续下之三什么的，俺们是守法公民，就不玩儿这
种伎俩了，直接揭开谜底。
　　“萨苏七点钟就去机场了”，那女声爽朗大气，干脆简洁，清越如金石，利落如裂帛——许久没
有听到这种味道的女声了，如今这世道，极是难得。
没想到老萨人跑了，还能让人陶醉一把——大家别紧张也别失望，那不是某红袖添香之红颜知己，而
是老萨多次在文章中提到过的萨娘。
　　挂了电话，不由得感叹，老萨之谜飒然而解：怪不得老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却原来是家学
渊源其来有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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