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时下诗的现状，我重读

了由诗人萧三主编，也是诗人萧

三寄赠的 1962 年增订本《革命烈

士诗抄》，那“ 句句是诗，字字是

血。如游龙般天骄，如雷震般响

彻”（谢觉哉题词）的诗篇，让我一

阵又一阵热血沸腾。

《革命烈士诗抄》收集的是新

中国成立前 30 年间，即“五四”以

后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部

分革命烈士的遗作。作者有李大

钊、方 志 敏、瞿 秋 白 等 诸 多 革 命

家，有陈辉那样的诗人，也有普普

通通工农兵出身的烈士，他们面

对侵略、压迫、屠杀，“半壁江山成

血 海 ，满 地 干 戈 斗 沙 虫 ”（袁 国

平），“火花如流电，血注如洪泉。

骨 堆 成 了 山 ，肉 腐 成 肥 田 ”（柔

石），“满地狼犬，遍地荆棘”（蓝蒂

裕），“春天是强盗的，穷人永远生

活在冬天里”（余祖胜），“监牢啊，

便成了反抗者的栈房”（蔡梦慰），

高呼着：“哦，民族，苦难的亲娘！”

（林蓉路）不像时下某些新潮诗人

所谓的“纯诗”那样，说什么诗就

是诗，不为了什么，不说明什么，

到 语 言 为 止 …… 而 是 愤 怒 出 诗

人，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了

人民的生存、自由、温饱，为了“把

祖国的荒沙，耕种成美丽的花园”

（蓝蒂裕），为了“火车在铁路上奔

驰呜呜长鸣”（鲁特夫拉·木塔里

甫），诗人的“血在沸，心在烧”（柔

石），“怒发而今独赋诗”（朱学勉），

他们投身革命，用投枪、匕首与敌

人战斗，他们以诗言志，呐喊，呼

唤，唤起民众，他们的行为和语言

都是热血诗篇！他们为人民的自

由失去自由而无悔，“为了免除下

一代苦难，我们愿意把这牢底坐

穿！”（何敬平）“窃恐民气摧残尽，

愿把身躯易自由！”（续范亭）“面对

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

声里动摇”（陈然），“已摈生死寻常

事 ，留 得 豪 情 作 楚 囚 ”（恽 代

英）……这些写坐牢的诗电光闪

闪，成为焚烧罪恶监牢的火焰！这

些诗人首先是战士，他们热爱生

命，珍惜生命，为国家，为民族，他

们深知“文明不许探囊取”（萧次

瞻），要奋斗，要牺牲，“我死国生，

我死犹荣”（赵博生），他们视死如

归，“ 慷慨做新鬼，从容做死囚”

（陈法轼），为革命，为人民，不怕

万死千伤，“ 万死千伤鬼亦雄！”

（袁国平），他们用生命呐喊，用生

命写诗，献出了“属于我的——一

生只有一次——生命”（鲁特夫拉·
木塔里甫），他们的诗句成为永不

凋谢的生命！“明月照秋霜，今朝返

故乡，留得头颅在，雄心誓不降！”

它的作者湖北麻城熊瑾璜烈士与

另外两战友牺牲时都只有 22 岁，

当时乡亲们痛惜地说：“三个为穷

人而死的好汉，合起来才只有 66

岁呀！”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

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

此头”是用树枝写在刑场的泥土

上，与大地同热，夏明翰的“砍头

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

翰，自有后来人。”“自有后来人”

成为真理和正义后继有人的流传

绝唱！这才是吐气如虹，这才是

连天接地浩然正气！这才是诗歌

表现生命的楷模。时下新潮诗说

诗的表现生命，是指人体出汗、撒

尿等感受，不谈生命社会性，是一

种歪曲。烈士的诗是高山虎啸，

是长天鹰鸣，我们每个写诗的人

面对这些诗句都该对照、思索：我

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革命烈士诗抄》有新诗，有

旧体诗，有民歌，有歌词，形式多

样，有新诗人殷夫、陈辉长短句的

白 话 新 诗 诗 句：“ 在 敌 人 的 屠 刀

下，我不会滴一滴泪，我高笑……

在埋葬我骨骼的黄土堆上，也将

有爱情花朵生长。”（陈辉）也有魏

嫲的民歌：“又吹号角又拿枪，咁

多 士 兵 来 送 葬 。 咁 多 官 员 做 孝

子，死在阴间心也凉。”有杨道生的

“入蜀莫嫌蜀道难，助人吟兴是青

山”和熊亨瀚的“龙灯花鼓夜，长剑

走天涯”这样隽永的旧体诗，也有

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兆麟的《露营之

歌》等歌词，都是从血管里流出的

热血，都是生命表现，都是好诗。

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今日诗坛思

考的：现在新诗与旧体诗词是并

存共荣了，而歌词和民歌基本被

排斥在诗外，那是不公正的。但

凡真诗，不应以形式取舍。

重读《革命烈士诗抄》，让我

们走进先烈的精神世界，让我们

珍视今天的日子，让我们思考今

日的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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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红色经典
——纪念建党90周年

观 点

从审美文化研究到审美文化生态研究
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提供了不

同于文本化的审美文化研究的另

一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

这种研究从地域差异、传承

演 变 、群 落 认 同 和 文 化 空 间 的

联 系 中 考 察 审 美 文化发展演变

过程的 现 实 活 态 特 征 与 当 代 中

国 的 特 殊 性 问 题 ，为 审 美 文 化

研 究 打 开 新 的 视 域 和 研 究 空

间 。 比 如 ，作 为 大 众 重 构 的 想

象 性 体 验 ，乡 土 文 化 正 在 成 为

当 代 审 美 文 化 生 态 的 一 部 分 ，

因 此 民 俗 美 学 不 仅 要 关 注 作 为

乡 土 文 化 传 统 的 审 美 体 验 ，而

且 要 研 究 乡 土 文 化 传 统 如 何

进 入 日 渐 都 市 化 的 当 代 文 化

空 间 并且在生成着新的审美文

化特征。

审美活动的群落化为美学和

文艺学研究提示了一种非经典的

社会学视野，在此视野下研究审

美活动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普适性

的规律或普遍的美学理想，而是

要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审美活动

差异，在不同群体的冲突与对话

交流中导向对当代审美文化生态

的全面认识。

——摘自《学术研究》2010 年

第 11 期，高小康文

当代散文现实性不足
当前散文的最大弊端，是现

实 性 不 足 。 现 实 性 的 不 足 ，主

要 有 如 下 一 些 症 候 ：一 是 文 化

大 散 文 越 来 越 远 离 现 实 和 心

灵，存在知识崇拜，追求大题材

和 大 感 情 以 及 与 此 相 对 应 的 长

篇 幅 ，忽 略 了 个 体 的 体 验 和 心

灵 的 渗 透 ，缺 少 具 体 可 感 的 生

活 细 节 等 弊 端 。 二 是 老 旧 平 庸

的 写 作 意 向 、审 美 趣 味 仍 在 侵

蚀 着 我 们 散 文 的 肌 体 。 一 种 沉

迷 于 历 史 材 料 和 知 识 的 纸 上 写

作 ，一 种“ 恋 乡 忆 昔 ”的 童 年 情

结，一种满足于游山玩水、走马

观 花 的 肤 浅 创 作 倾 向 ，正 在 侵

蚀 着 当 代 散 文 创 作 的 肌 体 ，并

使 真 正 的 优 秀 散 文 淹 没 在 这 片

腐酸、老旧、肤浅平庸的汪洋大

海 之 中 。 三 是 商 业 化 写 作 成 为

时 尚 。 表 面 看 来 ，当 下 的 散 文

创 作 很 繁 荣 ，很 热 闹 。 但 热 闹

的 是“ 口 号 ”“ 主 张 ”，缺 失 的 是

现实精神、心灵与生存的痛感。

——摘自《文艺评论》2010 年

第 5 期，陈剑晖文

近日，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年近

九旬的老诗人贺敬之。见到他，就

忽然想起“五千年的/白发，/几万

里的/皱纹，/一夜东风/全吹尽！”等

等著名诗句。虽然穿越过烽烟岁

月，饱经历史的风霜，老诗人言谈

依然激情不减，反而更增添了一份

阅尽沧海之后的睿智和哲思。

记者（以下简称记）：贺老，我

很喜欢您16岁时写的那首《不要注

脚——献给鲁艺》：“‘鲁迅’/解释

着我们/像旗帜/解释着行列……一

切都在歌唱：/‘同志们！’/一切都在

呼喊：/‘伙伴哟！’//艺术，不要注

脚 ，/我 们 了 解 —— 生 活/和 革

命 ……”那么温暖明亮的思想情

感，让读者的心里也变得阳光灿烂

起来。我知道您是 1940 年进入延

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请问 1942 年

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您参加了吗？

您认为《讲话》有哪些重要特点？

贺敬之（以下简称贺）：那时

我还是个未满 18 岁的学生，延安

文艺座谈会我没有参加。但是，

座 谈 会 的 情 况 和 讲 话 的 内 容 很

快听到传达。《讲话》是在总结了

“五四”以来，包括根据地以及苏

区 乃 至 国 统 区、敌 占 区（如 上 海

孤岛）等地的革命和进步文艺的

实践经验上产生的，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文艺纲领，是宏观的

社会主义文艺学。《讲话》是革命

文 学 的 理 论 纲 领，是 一 个 纲，而

不是具体的细目，是制定革命文

艺方针政策的依据。

《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系统表述。当然多年后又有发展，

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创作方法等。《讲话》科学地总结和

揭示了人类文艺发展史的一般规

律，又突出强调和论述了无产阶级

文艺的特殊规律。如果否定前者，

文艺发展就失去了借鉴和继承的

依据；否定后者，无产阶级的革命

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就失去自主

性、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这篇经

典文献体现的不是哪一个个人的意

志，而是和文艺的客观规律性相一

致的，是古今中外文艺现象、文艺发

展的规律性的反映，特别是无产阶

级文艺的反映，所以才在民族文艺

发展史上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有

那么强的生命力。不仅为中国进步

文艺家所接受，而且还为许多外国

进步文艺家所接受。比如我早就听

说韩国作家也在学习《讲话》。

《讲话》是关于革命文艺一个

历史的总结，其中有一个重要特

点，就是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

两个方面，给包括我在内的广大文

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方向、前进道

路和科学方法。这是社会主义文

艺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这正如

许多同志经常论述的，它解决了文

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

治等重大理论问题，也对文艺工作

者的生活、学习、创作和理论批评

中一系列具体问题的正确解决提

供了思想武器。

记：过去的一些老延安谈到《讲

话》，常常说的是学习、继承和坚持，

而您刚才谈到的“自主性、独立精神

和创新精神”让我感觉很新鲜。

贺：革命文艺也要讲“自主性、

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前些年曾

经有人说：“要写一些让外国人喜

欢的诗歌，不要写叫外国人笑话的

东西。”这样的论调值得我们注意

和深思。他们提到的这外国人是

哪样的外国人？我们都知道“三个

世界”的著名论判，知道每个“世界”

里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

据我所知，也有许多外国人很喜欢

我们的革命文艺作品，并不笑话我

们的革命文艺作品。我们的文艺

家一定要有自主意识和自主精神，

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了我们充足的

理由。艾青说过：“人们不喜欢我的

歌，因为那是我的歌。”这个“我”就

是“我们”。我们的作品不仅思想

内容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

和理想愿望，而且也要发扬发展

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革命的

功利主义是不能反对的，是当仁

不让的。对于外国的优秀文艺作

品，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中有益的

东西，但不能用他们的观点取代我

们，尤其不能拿资产阶级的文艺观

点，来代替我们的审美标准。

记：您在延安写的一首诗歌

中说过：“这里，/没有桂冠。/在今

天，/诗，从绣花的笼子里/走出来。/

正如我们重新解释了人……”这种

“重新解释”，是否可以理解为对

“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问

题的重新思考？

贺：你提到的那首诗歌写于

《讲话》之前，当时关于“为什么

人”和“如何为”这两个问题的思

考还不是那么明晰。

“为什么人”是有方向和意识

形态性的。过去的某些机械的理

解和解释固然有些片面性，但文

艺创作主观上确实有一个“为什

么人”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世

界观和文艺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艺观不能脱离世界观，文艺思

想不能脱离自己的立场，特别是

革命文艺更为如此。在纠正了以

往某些“左”的错误理解的时候，

也有人提出“文学就是文学”“文

学不能为什么”的观点，甚至提出

“ 躲避崇高”“ 走向自我”等等议

论，并且这种议论在当前文艺界

的某些范围里甚至还占优势。我

认为这种观点需要批评和澄清。

说到“重新解释了人”，我想

特别谈一下作家的党性问题。一

个党员文艺家，首先是文艺家还

是首先是党员？当年延安整风期

间，有位中央领导同志也曾强调

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考进鲁艺没

几天，就从老师和同学们那里知

道 了 俄 罗 斯 别 兹 勉 斯 基 的 一 句

诗：“我首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其次才是一个诗人。”一位革命文

艺工作者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

怎样实现？在创作实际中采取什

么态度？这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

一个个人与集体、与革命事业的

关系的问题。比如左联烈士殷夫

的作品，鲁迅说他“并非要和现在

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

一种意义存在……一切所谓圆熟

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

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我们大家熟悉的叶挺、陈然等烈

士的诗歌，也是如此。他们的作

品是用鲜血写成的。和平时期，

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去像他们

那样抛头颅、洒热血，但也有一个

“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需要

摆正。比如历次与自然灾害作斗

争的时候，就有不少共产党员文

艺工作者冲在第一线，不仅做奉

献，甚至要做出牺牲。

有的同志认为文学是人民的

文学，不是党的文学，所以不应该

提 党 性 。 这 种 提 法 是 大 有 问 题

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党性”这

个词。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与人

民 性，从 根 本 上 来 说 是 一 致 的。

党 员 作 家 的 党 性 表 现 有许多方

面。我们的文艺队伍中的许多党

员作家是做得很好的，但也有少数

人就不同了，他们抛弃了党性，不

遵守党纪，不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却还要保留一个党员的名义，

要享受“党员名作家”的光环。

记：《白毛女》、《放歌集》、《南泥

湾》、《翻身道情》……您创作出的很

多“与史同在”的优秀作品，大都是

在《讲话》发表之后。请问《讲话》精

神对您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影响？

贺：“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这“手

中的书”首先就包括《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作为一

名 革 命 文 艺 工 作 者，我 是 在《讲

话》精神哺育下成长的。《讲话》作

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艺实践相

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文

艺观和社会主义宏观文艺学的经

典文献，作为中国革命文艺和社

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

南，一直是我生活实践和创作实

践的最重要的教科书。首先是感

情、立场、世界观，全身心地转移

到工农兵方向中来，长期地无条

件地投入人民群众中去，和最大

多数的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为人

民写，写人民，让人民去评定。当

年参加集体创作，执笔创作《白毛

女》的时候，我还是21岁的年轻人，

我是充满感情和激情去创作的，剧

情中的很多地方，我自己都掉了很

多眼泪。革命文艺当然首先要有

革命内容，但是光有革命的内容没

有艺术的魅力也不能感动人。这

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革命的内容

和完美艺术形式的相统一。

记：《讲话》发表已经 69 年了，

在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贺：科学态度是既要坚持，又

要发展。前提是坚持那些实践检

验过是正确的东西。这正像任何

进步的历史现象都不能超越自己

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样，《讲

话》既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

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但《讲

话》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是永存

的，无疑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巨大

的指导意义。对其正确的东西，

不能做教条主义的理解，不能简

单化、庸俗化。而对于其中有的

提法，由于历史情况的变化、社会

的发展、时代的前进，我们今天需

要在坚持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做

某 些 调 整，比 如 把“ 为 工 农 兵 服

务”调整为“为人民服务”，把文艺

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调整为

“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

说到《讲话》的现实意义，我

认为《讲话》是永远屹立在中国人

民心里的一座丰碑。《讲话》精神

是永放光芒的。对于今天的很多

文艺现象，从中仍然能给我们许

多新鲜的启发和正确的回答。《讲

话》之后出现了很多成功的文艺

作品，培养一大批文艺家，这些作

品和文艺家不仅当时受欢迎，经

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后，

仍 然 受 到 今 天 的 人 民 群 众 的 喜

欢。有的人只要一提到《讲话》，

就认为是过时了，“左”了，这是一

种错误的认识。

至于我在新时期以来写的一些

新古体诗，并不是自己要创造什么

新品种，而是表达自己的心声。其

中不仅仍然是贯穿着《讲话》的血

脉，还有直接怀念《讲话》的篇章。

我歌颂改革开放同时也有忧患之

思，但是信念绝不动摇。“一滴敢报

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我是由

衷的。不这样，那就不是我了。

一滴敢报江海信 百折再看高潮来
——对话诗人贺敬之

本报记者 高 昌

过美国者，常哂言曰，彼国

无史，围百二年建筑以为古，树

碑立传，以彰邈远。我华夏之

地，底蕴深厚，千年古迹、风流

人物，不可胜数。然，纷纭繁

杂，后辈辨之不察，或囿于利

益，求伪弃真之举

大行于世，指鹿为

马者、暴殄古物者

振 振 其 辞 。 国 之

宝见弃，国之文曲

解，诚可痛哉！

大千世界，无

奇 不 有 。 此 地 此

时 ，有 自 续 历 史

者，生拉硬扯强与

虚 无 缥 缈 之 孙 悟

空攀亲叙旧，自诩

其 为 斗 战 胜 佛 之

老 家 ，轰 轰 烈 烈 、

大 张 旗 鼓 欲 建 主

题公园；有自断历

史者，立足遗址之

上却罔视之，遮遮

掩 掩 、糊 里 糊 涂

“开发”文物古迹。

此 二 事 反 之

异 之 ，登 台 演 绎 ，

各展陆离，一事现

于连云港，一事发

于大连。前日，连

云 港（深 圳）文 化

（旅游）产业投资说

明会举于深圳。连

云 港 官 员 某 某 某

曰，连云港者，孙悟

空之老家也，且举

世公认。七月，将

举四十亿元之资造

千亩之园，号之曰

西游记文化主题公

园，以纪行者。欲二年完工，辉

辉然，树四代大型主题公园之

圭臬。反观大连，行房地产开

发之实，谋建花圃、度假村，举

国所珍视之旅顺郭家村文化遗

址毁为瓦砾。

一 建 一 拆 ，冲 突 自 起 ，何

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

攘攘皆为利往。建、拆之间有

道贯通，其名曰“钱途”。此道

风光无限，令人遐想，然岔道叠

出，误入歧途者绝非少数。由

是之，有心忧一方百姓者，迷途

其中，终不知强国

富民之道何在？

强经济、搞建

设 ，无 可 厚 非 。

然，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凡事皆有底

线 。 为 攫 利 益 之

财 ，行 国 法 不 容 、

与 众 生 认 知 相 左

之 事 ，窃 以 为 不

可！孙悟空者，虚

幻之人也，其老家

存之《西游记》中，

世 间 岂 有 其 府

第？为求轰烈，罔

顾昭然之实，树伪

文化之旗，大敛其

财，实为于孙大圣

之大不敬也，遑论

故 土 乡 情 ？ 至 若

破坏文化 遗 址，视

之 如 草 芥 ，携 宝

贱 卖 于 开 发 商 ，

实 为 向 金 元 投 怀

送 抱 ，且 不 惜 身

触刑律。

悟空被尊，以

其有价于市也；遗

址被毁，源其阻挡

财 路 也 。 一 取 一

舍之间，文化跪倒

俯 首 于 经 济 阶

前。然，急功近利

浮于当世，利益至

上 者 ，曲 解 文 化 ，

以 己 之 欲 取 舍 文 化 。 愚 昧 至

此 ，叹 而 痛 哉 ！ 求 一 方 之 经

济，坏举国之文化，比权相较，

其毒广播，贻害深远，不可不

早弃之。故，文化价格论，断

不 可取；续、断历史之利益情

结，需审慎之。

续
、
断
历
史
之
利
益
情
结

秦

毅

贺 敬 之，著 名 诗 人、剧

作家，曾任中宣部副部长、

文 化 部 代 部 长 等 职 。1924

年生于山东峄县（今山东枣

庄台儿庄）。14 岁参加抗日

救国运动。15 岁开始在报

刊发表文艺作品。16 岁到

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

学系学习。17 岁入党。21

岁（1945 年）和丁毅执笔的

我 国 第 一 部 新 歌 剧《白 毛

女》，获 1951 年斯大林文学

奖。这是我国新歌剧发展

的里程碑，作品生动地表现

出“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

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

的主题。创作有《回延安》、

《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

窗口》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

诗歌，著有诗集《并没有冬

天》、《朝阳花开》、《放歌集》

等。由他作词的歌曲《南泥

湾》、《翻身道情》等至今传

唱不衰。

开栏的话：“红色经典”作品充满着凛然正气、火热激情和生命活力，蕴含着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读

者，也成为当代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本报理论部拟刊发“重读红色经典”系列文章，让红色经典著作重

新走近当代读者。重读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怀旧和感慨，更重要的是激励人心，振奋精神，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记者手记

时 评

近年大陆摇滚歌词的阴柔化趋向
摇滚从起源到发展，都有强

烈的“雄性”特征，其音乐与歌词

都 以 激 昂 狂 放 、张 扬 个 性 为 主

调。在歌词的文本性别上，上世

纪 80 年代中国的摇滚歌词，体现

的是性别无意识。类似崔健《一

无 所 有》这 样 的 歌 不 屑 于 专 注

“我与你”的爱情，在爱情背后是

一 种 存 在 身 份 定 位 意 义 的 追

问。从 80 年代中期诞生起，摇滚

歌曲在中国就是一种特殊的文

化符号，总是以一副超越凡俗人

世的姿态出现，向精神的高度飞

升，摇滚本身成为对俗世俗事批

判的文化符号。

但是在 90 年代，摇滚歌词在

文 本 性 别 上 出 现 了 阴 柔 化 转

向。张楚的《姐姐》代表了一个

巨大的转折。这是一个以男性

“我”为叙述主体的男歌，但是阳

刚之气被搁在一边，出现强烈的

女性依恋 。 直 到 全 部 由 东 北 汉

子 组 成 的“ 二 手 玫 瑰 ”一 出 场 ，

其 性 别 颠 覆 意 义 就 非 常 耀 眼 ，

这种性别颠覆同样体现在性别

含混的歌词上。摇滚作为男性

符号，表达的意义越来越暖昧，

阴柔化倾向越来越强。倒是 21

世 纪 初 的 女 性 摇 滚 ，在 文 化 缝

隙 中 找 到 了 女 性 对 抗 策 略 ：阴

柔化不是女性化。

——摘自《学习与探索》2010年

第 6 期，陆正兰文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

名家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