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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踏踏实实看完，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2、主要看了下乡养儿和我爱我家。养儿主要看结果如何了，我爱我家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看
到了他们背后的故事。
3、【2014.4.23 — 2014.4.27】
4、只有我一个人不喜欢下乡养儿吗。。讲我爱我家的倒是看得几度泪目。
5、我爱我家；下乡养儿。话说下乡养儿一家三口都好敏感啊。
6、仅读首篇《二十年前，我爱我家》
7、我爱我家这篇就够五星了
8、非常喜欢《二十年前，〈我爱我家〉》，讲了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那真是小时候的美好回忆。
《下乡养儿（下）》初看时觉得这对父母也太溺爱了，后来看到孩子有了不少进步，觉得有些欣慰，
但是，他们以后怎么生活呢？
9、照着书里的顺序把《我爱我家》重新撸了一些，发现很多有趣的“彩蛋”。比如《大气功师》那
集里的司马南。。。
10、刚收入2013年全套。慢慢看。
11、《我和你》讲《盐的代价》怎么写出来的
12、姜淑梅会将往事一一道来。
13、为我爱我家而买
14、《伪造的天分》和《我和你》
15、总觉《下乡养儿》育儿属于有知识没文化的主。文字属流水帐。
16、不太适应读库的笔锋，太干、太长。在经过些岁月的折磨，再静下来、慢下来的时候，也许才可
以在其中挖到宝吧
17、我爱我家⋯⋯坦白讲我对这款mook始终爱不起来
18、长姿势
19、我是在数数。
20、各类型的文章并存，无怪乎有喜欢有看不下去的
21、梁天酒量不算大,一下子没控制住,涌上来的东西全吐在了一个大盘子里.由于全喝乱了,杨立新当时
还以为是热菜,大喊了一句"麻婆豆腐来啦".
22、喜欢《下乡养儿》 《俺家人》虽然文笔不好但故事性很强 不错 《你和我》让我知道雷普利原来
是这么个屌炸天的女子创作出来的 也算是收获了
23、看了《我爱我家》那篇，我居然开始看这情景喜剧了。。不再那么讨厌那老头子了
24、我爱我家，长见识了
25、我爱我家及我和你
26、怎么水准在下降
27、我爱我家
28、《乡下养儿》值得每个父母看看
29、家：我爱我家广而不深，下乡养儿没有共鸣，姜淑梅的家人算是乡土精英吗
30、为了我爱我家
31、《我爱我家》更像是记录、揭秘。《俺家人》则兼具了不凡的文学性。
32、没想到感觉最好的竟然是刚开始有点讨厌的下乡养儿，问题少年，在重回学校的路上走着。我爱
我家，也蛮好。其余四篇，则多少不合胃口啦。
33、《我爱我家》那篇已经扩充成书了，但仅仅是搜集罗列事实的写法真的很无趣。《伪造的天分》
讲司法实践，大段大段翻译判决书，艺术成了幌子。
34、很喜欢开篇的我爱我家，那些关于情景喜剧的回忆充满了温情和敬意，看喜剧一直是我个人的一
点小爱好，看剧找乐内心不会感觉孤独。下乡养儿看得心里很不舒服。读过读库觉得有点儿介于《读
书》和《散文》之间的感觉。
35、接下来轮到新一年的全本了。。。
36、原来乡下养儿出书了，在考虑要不要给我姐买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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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看完1303中的下乡养儿（上），就一直挂念着下。原来在1306中。几年以来，我最喜欢的文了。
还有《俺家人》，说到三哥娶媳妇后回丈母娘家那段，还有一家人在社会的变迁中的艰难与坎坷，个
中滋味，无法言说⋯⋯
38、我爱我家  和 下乡养儿读的过瘾
39、下乡养儿这种类似于长篇流水账的文章我竟然也坚持一字不落地全部读完
40、现在看读库先看目录~跟经常看的多数人一样，首先是把《下乡养儿（下）》看完了，《我爱我
家》这篇类似剧本式的解析也很有意思，在读库里稍长的篇幅可是很好读，跟小说似的，读起来很有
意思。其余《一个画店的1921》、《伪造的天份》等几篇也获益良多相当有意思。读库就是这样，让
你越读越不舍。
41、冯丽丽《下乡养儿》下，五星；姜淑梅《俺家人》，文笔四星，人物五星。其他的，不是我的菜
，我只吃这两口就好。
42、我爱我家是才华横溢，下乡养儿是坚韧不拔，俺家人是人中豪杰，得来颇为戏剧，下午看一席，
晚上读库就看到了。
43、《伪造的天分》
44、我爱我家二十年
45、《二十年前，<我爱我家>》
46、姜淑梅系列好棒，下乡养儿也不错。其他的就。。。
47、好像太琐碎的日常已经读不下去了
48、看了背后的故事回想我爱我家不亚于国外情景喜剧
49、具体、亲切、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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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现在只慢读过一遍，兴许有余闲了，应该再读一遍。　　让孩子去承担她自己的人生，父母
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守护者和引导者，不带入自己幼时的伤痛，去让孩子健康的生长，说起来简单，
或者就是做总结也是几句简单的话语，可是真正去实施时，却又在细枝末节中展示出真正的理解。　
　真希望能够认识一个象乔老师一样的人，可以点评一下自己的得失，也发现内心里的另一个自己。
　　我真喜欢自己的宝宝，对她的付出好象又在给自己过一个全新的童年一样。也希望不要自己的宝
宝带入她不应该承受的心理压力，又同时让她自己去处理她应该面对的风雨。
2、《下乡养儿》这篇文章很好读。作者跟写日记似的，把一天天发生的每个点滴都记录下来。同时
又有悬念，不知道孩子最后到底是好了没有。因此拿到书先把这个故事追完了。身为新妈妈，最近对
育儿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感觉文中的父母，自己比较软弱，没有力量，又给了孩子太多太全面的爱，
因此才把孩子也养得很软弱。和邻居妈妈发生矛盾，气得直哭，觉得自己的孩子受了欺负，也不知道
怎么解决问题。事后也并没有主动解决。拖到事情过去了就算了。孩子一步步发展到不能去上学的程
度，两个大人都辞职在家陪着，说是想了很多办法，什么都没用，这一点作者没有详细说，也是我觉
得不能理解的。感觉下乡之后，那位教育经验丰富的老师对天天的帮助非常大，那么之前，父母为什
么没有主动地去读一些育儿书籍，和别人谈谈，找一些教育孩子的办法？有一次天天不做饭，妈妈生
气了，打了她。这些事情作者没有掩饰，感觉非常真实，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妈妈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的情绪，也找不到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让我觉得奇怪。事非经过不知难。上述这些大概都属
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想法。我也是一个没什么力量的人。大概因此看这篇文章才感慨比较多吧。
3、处女作《穷时候》在《读库1302》发表后，姜淑梅的《战乱年月》、《俺家人》又先后刊载于《读
库1304》、《读库1306》。2013年10月，她的首部作品集《乱时候，穷时候》，由“铁葫芦图书”策
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器晚成的姜淑梅出手不凡，行文干净利落，以细节讲述故事，以故事塑
造人物，有赤子之心，无酸腐之气。她吸纳了形象生动的民间言语，“汗滔滔的”、“活养死葬”、
“口攒肚挪”、“跑得慢了被狼咬，跑得快了撵上狼”、“没事时躲着事，事来到头上不怕事”等，
记录旧时乡村习俗，描摹命运各异的众生相。在这些人物里，我印象深刻的，是乱时候的娘与穷时候
的“俺”。娘劝阻孩子趁乱抢物，她说：“外财不发咱命穷人。”娘接济乡邻、劝架断案，她说：“
千万不要瞧不起穷人，穷没扎下穷根，富没扎下富苗。”娘为干活多年的长工买了几亩地，在井边盖
了两间房，她说：“以后岁数大了打水方便，别人帮着打水也方便。”民心如镜。如此点点滴滴的乡
绅作为，换来了土地改革时一家人的平安，以及娘出殡时全村人的送行。姜淑梅舐犊情深，在挨饿那
两年，“俺看不见自己，看得见儿子，他小脸焦黄”，她想尽办法，甚至不惜提出分家，与吝啬的婆
婆斗智斗勇；在感觉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她也是为别人着想，“俺没哭，俺都想好了，回家就抱孩
子跳到浇地井里，跳到吃水井人家害怕”；跑“盲流”至东北，在山林看见传说中的野兽，她同样先
想到孩子，“拿好榛柴棵，离豆角地远点儿。要是俺叫狼吃了，孩子还有菜吃”；“宁可累死在东北
，不能穷死在东北”，为此，她在月子里就熬碱来卖，贴补家用，以至几十年之后，她依然清晰记得
熬碱的方法，并对不同地方的碱土熬出的大牙子碱、小牙子碱、葡萄牙子碱如数家珍；“人穷的时候
最有劲”，卖碱时，面对百货商店的工作人员，她据理力争，其言语颇具公民意识，其精气神令人肃
然起敬。姜淑梅的文字，是民间述史的可贵收获。历史只有化为个体的感受，才能对人发生作用。她
叙述的事，多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许多细节，非亲历者不能言也。这些带着体温的记忆，能让人触
摸到真实的历史。作为那个乱穷时代的受难者与见证人，她的描述未必全面，但毕竟离现场与真相更
近一步。那些富于感性的材料，能让读者对过去的事有更具体、更亲切与更深刻的体会。
4、一直把读库当做休闲读物，虽说《如何阅读一本书》里提到如果一本书很容易读，意味着没学到
什么东西，只是较低层次的阅读，但是，想想也不一定对，虽然读着轻松，但也有收获。这期主要看
了三篇：《二十年前，我爱我家》：这者从参与者的视角回忆甚至是记录了当时拍摄这部国内首部情
景剧《我爱我家》的大大小小人和事，也许是对这部情景剧的熟悉程度唤起了很多欢乐的回忆，对其
中的介绍和解读，觉得都相当有趣。当然也体会了剧组人员的认真和追求，在商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在未来为类似片子写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许没有，因为片子的影响力和人的
认真程度都很难重现了。《下乡养儿（下）》：说实话，在看上半部分的时候没觉得这个萝莉啰嗦的
文章好在哪儿了，但耐着性子看，竟然越来越有趣，仿佛就是自己在养这个女孩子，时不时还会感动
的一塌糊涂，也时不时反省自己和女儿相处教育的方法。爱是太多了还是不够，放和收，究竟如何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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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未来究竟应该花多大力气提供怎样的教育环境，有收获，也带来了困惑。很多时候没人往往是预
期太高，面对困难，就会安慰自己放下，可一旦周遭有了可比较对象，又会陷入比较的尴尬境地，难
以摆脱，曾经坚信的东西开始摇摆，自我怀疑和从众心理逐渐占上风。难，真的是难，还是要多了解
，全面了解。拖拉，肯定不行。《俺家人》这是口述家史的优秀代表作，看的酣畅淋漓。当然，前提
是故事本身很精彩，主人公一家人的为人处世让人钦佩。愈发觉得还是应该抓紧记录自己的口述家史
。家常事，蕴含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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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读库1306》的笔记-第104页

        看到戎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我还是担心这对天天来说太重了，火气腾腾往上冒。这是多玻璃心的一
对父母，完全是他们把孩子毁了。自以为受过教育！K看来社会上什么要给孩子足够的爱，让孩子在
爱中充分的伸展，都是狗屁！好在后面在弥补，真是窝火。这就是文青的组合，玻璃心的父母有玻璃
般脆弱的孩子！

2、《读库1306》的笔记-第242页

        注定永不谢幕

六十岁，贝特拉奇的人生重新开始。他现在算是真正出了名，有人把他誉为艺术市场上的罗宾汉。他
与辩护律师比尔斯道可的大儿子阿奈合作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被命名为“贝特拉奇”的影片已
于2013年3月12日拍摄完毕。他的画价大涨也指日可待。他还打算撰写一部自传。

他走过的路，许多前人都走过。

贝特拉奇现象并非唯一。艺术行业的伪造，由来已久，长盛不衰。

据称，早在1506年，纽伦堡的画家阿尔布莱希特1丢勒就曾在威尼斯赢得一场针对剽窃人莱蒙迪的官司
。此人依靠了七十幅丢勒风格的画作，并签上了丢勒的签名。在诉讼中，莱蒙迪因不当使用丢勒签名
被判败诉。

汉·凡·米格伦在续写了传奇。这名荷兰画家仿制的维米尔惟妙惟肖。1942年，他以一百六十万荷兰
盾的价格将他出品的一幅《基督与通奸者》当作真品卖给了德国纳粹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

德国画家罗塔·马斯喀特创造了1950年代的传奇。他与艺术修复家迪特里希·菲等人合作，不仅伪造
过夏加尔、毕加索等艺术家的画作，而且还伪造了吕贝克圣玛利亚教学的哥特体壁画。这一团伙
于1954年8月至1955年1月在吕贝克州法院第二大刑庭接受审判。马斯喀特的传奇被君特·格拉斯写进
小说《母鼠》。

之后的传奇由匈牙利画家艾米尔·德霍瑞演绎。他伪造过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亚尼等画家的绘画
，其自传由美国作家克利福德·艾尔文撰写，并于1975年被美国导演奥逊·威尔斯和法国制片人弗朗
索瓦·莱兴巴赫拍成《赝品》这部电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画家康拉德·库姚一举创造出“世纪赝品”，他以九百三十万马克的价格将
其伪造的六十二册《希特勒日记》卖给了《明星》杂志。1983年4月25日，《明星》杂志向世人骄傲地
展示这一惊世发现，但仅隔一天，日记就被证实是赝品，联邦档案馆对纸张进行了化学分析。《希特
勒日记》成为德国媒体史上最大的笑话和丑闻，直到三十年后还不断成为标题新闻。2013年4月，当年
挖掘《希特勒日记》的记者、现年八十一岁的格德·海德曼公开要求出版社将日记原件交还给他，他
因该日记失去了职业和声誉，并曾入狱四年。根据《图片报》披露的合同内容，海德曼当时从出版社
拿到三十万马克的预付报酬，并约定手稿公开使用十年后应当归还给他。海德曼还表示，他拿到日记
原件后打算交给联邦档案馆。

库姚也并未变得默默无闻。1983年，汉堡州法院判令他入狱四年零六个月，但他三年后即因喉癌出狱
。随后，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故事被搬上银幕，他本人开了一家工作室，公开出售“库姚伪作”
。在他于2000年去世之后，他的传奇与事业仍未结束。根据《明镜周刊》2006年的一则报道，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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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被女学生枣勒继承，她伪造著名画家的作品，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在ebay上出售。但不久她就发现
一名自称库姚外孙女的人也在ebay网出售“库姚赝品”，其甚至还出具“库姚画廊真品鉴定书”。枣
勒发现，该人提供的库姚伪作上均注明了绘制年代，然而库姚曾告诉过学生，他从不在仿画上标注时
间，“想想看，在梵高的画上标注1991年，真是笨极了”。枣勒马上举报了这名竞争者。原来这名自
称佩特拉·库姚的人只是库姚曾流连过的一家斯图加特酒馆的女招待，她从一个亚洲论坛上购买名画
仿品，然后装上框架加上库姚的签名出售，靠此她每月至少收入三千欧元。她还表示，这样的一幅仿
画在中国只卖十欧元，而在德国最高可卖到三千五百欧元。

不仅绘画被仿，雕塑也不例外。

2009年8月，警方在美因茨一个秘密贮藏室内找到大约一千个阿尔伯托·贾科梅蒂的雕塑赝品。贾科梅
蒂是瑞士著名的雕塑家、画家和版画家，因纤细的雕塑风格蜚声世界。他的雕像作品曾在苏富比拍出
七千四百万欧元的天价。这次被抓获的团伙所说是由四男一女构成，多是艺术商和拍卖商，因销售赝
品获得八百万欧元。2011年6月，斯图加特州法院开始审理这一刑事案件，光辩论期日就安排了四十五
天。然而，真正的赝品制造者却未出现在庭前，他人在泰国。由于他不是德国人，警方将其从泰国引
渡回来。

2013年4月，这名男子接受了《明镜周刊》的专访。他的真实姓名是罗伯特·德里艾森，荷兰人，现年
五十四岁。他表示，自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开始伪造诺尔德等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总数得有上千
幅。有一次，他一天就画了十五幅诺尔德。1987年，他开始浇铸雕像，“雕塑市场比绘画市场更飘忽
不定，因为仿制更容易”。他向荷兰艺术商圭多提供作品，后来还认识了圭多的同伙洛塔。圭多负责
统筹，洛塔负责销售。圭多甚至还编了一本书《迭戈的复仇》，半真半假编造了贾科梅蒂的弟弟迭戈
的故事，为手中的贾科梅蒂雕像编造来历。他们寻找不懂行的阔佬，频频获利。当德里艾森后来知道
自己分得的利益甚至不到售价的五分之一时，有些不平，“根本不公平嘛，说到底我才是创作者”
。2005年，德里艾林携妻儿移民泰国，但他经常飞回荷兰继续制造产品。2009年3月初，他收到圭多用
手机发来的短信：“我把钱划给你，但千万不要来德国。”五个月后，机动行动特警在法兰克福机场
的一个宾馆将正在交易的圭多、洛塔及两名助手一举抓获。是洛塔向警察泄的密。

始终坚称雕像是真品并且宣称自己认识贾梅科蒂的弟弟迭戈的洛塔，被判刑九年，圭多被判刑七年四
个月。“我却被困在了天堂。”在一望无际的海边，德里艾森略显惆怅。在记者眼里，德里艾森完全
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欧洲第二号艺术赝品大量，仅次于贝特拉奇，然而他们的区别在于：“人人都
知道坐牢的贝特拉奇，却不知待在泰国的德里艾森。”

莫嫌憔悴无知己，别有烟霞似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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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库1306》的笔记-第264页

        这大概是我读《读库》最按部就班、认认真真的一次。

最初知道这套书是从一个老人从青年直至老年每年一张照片开始。时间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直
至大概八十年代——老人去世之前。这一个看似简单的坚持，将时间长河中的点滴串起了，便有了长
久、历史的韵味，叫人钦佩不已、回味悠长。

我们常常对一套动辄几十、上百的一套衣服，或是一次几十、上百的聚餐，刷卡时一气呵成毫不犹豫
。有时却动二三十块的书、或是一年一百多的杂志犹豫不决。在知道这套书后的第 一年，我并未预订
。虽然那年在淘宝上的账单大概一万多了。虽然当时美其名曰“勤俭”，现在看来，真是大言不惭⋯
⋯

去年年底，在征得老公同意后，终于预热一年后，我在淘宝上消耗180元预订了2013年全年《读库》。
在2013年底的现在看来，真是再正确不过的决定。

虽然，书已订下。但是拖延症也好，懒惰作祟也罢，这六本书，我并未全部认真读完。而只是在每期
趁着刚刚到手的热乎新鲜劲儿，折开包装后随手翻阅几页，挑选完自己感兴趣的章节后，大摇大摆地
放到办公桌上，走过路过的IT工程师们看到了，多半会拿起来，沿着书边翻过几页，吆喝一句：哟，
文化人啊。

真不知道是为了看书，还是为了看书而看书，汗颜。如同家里大概几十本书，真正翻阅地不过廖廖，
掩面。

最近买了kindle，看了《自控力》，开始尝试控制自己的拖延、懒惰，尝试将自己努力地从沉迷于言
情小说、不能控制欲望的言行情绪中解脱出来。近一两个有来，多有决心动作，鲜有最终成功，常有
曲折反复。时至年底，想起去年年底的愿望，更加无颜见江东父老。对即将成为母亲的我来说，更确
切的是：无颜见未尝不可孩儿——对于一个连自己都不能控制的母亲来说，又如何能给孩子树立一个
好榜样？于是这一周来尝试用日记本来计划每日，目前效果良好。已是第四天，不敢说成效见好，只
能说这四天内自控不错——没有打开ipad读小说，并仍在尽力控制，希望能坚持终生。

每日计划里有一项：读库。

《读库》是本好书，题目不拘，什么都有，文字翔实平和。封面灰色，书本厚重沉实，文亦如此，让
人心安。

4、《读库1306》的笔记-第159页

        父母的责任是帮助孩子的成长，而不是照顾她的身体。乔老师说，“你的眼泪说明你是在照顾童
年的自己，是为童年未得到爱的你自己而说话，不是为天天。天天跟你们不一样，她得到 你们全部的
爱”。

5、《读库1306》的笔记-第177页

          乔老师的老公说：“可是教育制度不改变，人们的观念不改变，你这样一个个地帮助，能有多大
意义？最终能帮得了几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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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老师说：“我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海滩上有一大片搁浅的鱼在艰难呼吸，一个小男孩一条
一条把鱼捡起来，把它们一条一条抛回大海。有个人问：‘这么多的鱼，你能救多少？’小男孩一边
往大海里抛鱼一边说：‘这条鱼在意，这条鱼也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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