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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仔细一看也许能理解前半部分，好象

是要说“作者简介”，但后半部分“于⋯⋯。”是什么意思

呢？请各位看官听我道来。 先聊前半部，其实，喜欢读书的

人或者爱逛书店的人对此一定不会陌生的。在每一本书的封

面后面多数情况下都有关于本书作者的简介或者介绍。文字

虽寥寥数语，但把写书人的前生后世精确概括浓缩告诉读者

。这样既有利于作者的自我宣传，又有利于读者了解作者和

阅读本书。但就这寥寥数语，却反映着不同的写作风格和人

生态度。 通常情况下，作者简介都是：某某某，某某方人士

，某某年毕业于某某某大学，获的某某某学位，一般人都往

大了说，什么清华北大耶鲁哈佛⋯⋯越牛逼的大学越写个没

完没了，如果自己的老师比学校还牌亮，那就曰：师从著名

什么什么家某某某先生，反正作者小学留级的事只字不提，

中学时作文不及格的事也从不提及。个别人还要写上是中国

某某某协会会员，北京（某省）某某某大学专职或兼职教授

。也有个别人才写的更详细，本人是享受国务院什么什么津

贴的什么什么专家。哪年哪月开始发表作品，等等。 这是“

作者简介”的通常写法，不信各位去翻翻手头的书，无论法

律类的，还是文学类的、社科类的⋯⋯不分领域，不论专业

，瞒眼都是这样的自我描述，自我介绍。就象填表格似的，

互相抄袭，多处雷同，丝毫没有创意和个性。用我们法律人

的术语讲，全是“格式条款”。 也许这样“填表格似的”“



格式条款”式的作者简介是一种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写法

。也许大家都认为，只有这样的自我介绍才能获得别人的认

可与尊重。才能充分表达作者自己的价值与能力。 但我认为

，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都这么去写的时候，那么“填表格

似的”“格式条款”式的作者简介就都这么没有意思和味道

了。 最近，本人读到一篇非“格式条款”式的作者简介，真

实而有趣，个性而率真。作者是童话大王郑渊洁。 郑渊洁

1955年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一个低级军官家庭。其父原籍山西

浮山。其母原籍浙江绍兴。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医生。读过小

学四年级，曾经被学校开除。服过五年兵役。在工厂看过5年

水泵。最高学历证书为汽车驾驶执照（大货）。无党派

。1977年选择用母语写作作为谋生手段。《童话大王》是全

部刊登他一个人作品的半月刊，创刊21年总数印数逾亿册。

皮皮鲁 鲁西西 舒克 贝塔是他笔下的人物。 郑氏简介，文字

简洁，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是因为他的简介字字真诚，句

句真实。而且其所写的内容也是我们那些经常填表格的作者

所不曾填过的。 当人们习惯于展现好的靓的高的牛的一面的

时候，你只要真实而真诚的讲述，就会赢得大家的青睐和掌

声。 但又不能太“真实而真诚”，我有一位诗人大哥在出版

的诗集扉页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作者简介”，除了介绍个人

写诗的历史外，把自己10几年前参加的一次区团代会的经历

也光荣的写了一笔，还把他在曾经就读的学校校友会会议上

作为代表的两次发言也如实的介绍了一把。令人啼笑皆非，

也让人“耳目一新”了一回。然而，这样的“耳目一新”还

真不如老老实实的填填表格呢！看来，作者简介的写法虽然

区区百字，但也须拿捏的真实而得体。它不仅仅是一个作者



的个人介绍，而且是作者水平和品位的浓缩。 下面来谈后半

部分“于⋯⋯”。 写文章的人都喜欢在文章的结尾落款：“

某年某月某日于⋯⋯”主要是向读者表明这篇文章这本书写

于什么什么地方，或，于什么什么地方所写。如胡适、鲁迅

、蔡元培⋯⋯这些大学者的文章落款多数是“某年某月某日

于燕园”或“某年某月某日于京华”。让人一看就知道这篇

文章写于北京大学或者是在北京写成的。 现在的读书人，依

然保留了这样的落款习惯。 近几年，在阅读《律师文摘》的

时候，每期的《卷首语》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近似但又各

有千秋的“于⋯⋯”的落款。 譬如：（2004年第三辑）《走

向职业自治》，高鸿钧2004年八月于清华园。（2005年第一

辑）《律师之为“师”》王人博2005年元月于不学斋。

（2005年第三辑《听取辩护律师的声音》陈瑞华2005年5月14

日于北大。（2005年第四辑）《律师阅读什么？》刘星2005

年5月16日于广州康乐园。（2005年第六辑）《律师的什么主

义？》孙笑侠2005年11月杭州。（2006年第一辑）《让律师迈

上新台阶》季卫东2006年1月6日于神户⋯⋯ 而《律师文摘》

主编孙国栋老师，在每一期的《编后记》中，其大多数的落

款都是：孙国栋 某年某月某日于中国政法大学安贫居。 这些

细小的落款确实很有意思，一方面告诉读者文章写于何处，

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心境与心态。 再譬如，人博师的“不

学斋”和国栋师的“安贫居”都体现了作者的谦虚与豁达。

又是区区几字，作者的品位和风格彰显其中。令人回味。 但

也有“另类”。 最近，我的一位仁兄从海外归来，俯瞰中华

大地，处处缺乏环保，人人没有规矩，义愤填膺，怒发冲冠

，于是“铁肩担道义”开始“妙手著文章”。文章写毕，发



表在其单位的内部月刊上。其落款为“某某某于华盛顿”让

我颇有感慨。 我问：哥们，明明你的文章是在中国北京的家

里写的，这么落款，何故？ 此君笑答：谁知道是我在家里写

的？别人看了，一定会认为是我在美国写的。既然是“海龟

”就得时时处处体现呀！要不然我不和你一样了吗？ 啊？！

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落款学问居然这么大啊？ 于是，我急

急忙忙写下这篇小文与和我一样长在中国学在中国用汉语写

字的男人和女人共勉！（作者：杨大民，京都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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