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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文瑞：带刺玫瑰凝深情
本报记者 张稚丹

他的本名，远不如笔名“池北偶”那么响亮。几十年来，“池北偶”的国际时事及政治讽刺诗一

直陪伴着《人民日报》的读者，让他们在愉悦中得到知识和教益。其实，他曾出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

辑，还参与创建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成龙荣任文化节大使
“璀璨中华”———!"#$年沙特“杰纳第利亚遗产文

化节”中国主宾国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成龙受聘为

此次文化节“中国文化大使兼主宾国馆荣誉馆长”，并

为舞狮点睛。此次主宾国活动拥有 #%个参展机构，其

中包括有 &""年历史的清真饮食文化代表“厨子舍”第

!' 代传承人舍增泰，中华老字号同仁堂、吴裕泰等将

做展示。 王 俭 侯 艳摄影报道

白燕升
任香港卫视副台长

主持人白燕升“出

走”央视，加盟香港卫

视，担任副台长一职。

白燕升表示，正在香港

卫视开始筹备自己的一

档新节目，是定位在以

戏曲为主的大文化概念

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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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和
张保和今年&"岁，皮肤依然白净、细致，少有岁月留下的沧桑痕迹。

他笑谈保养秘诀：每一场演出在给别人送去欢乐的同时，也给自己增添
了青春活力。从!"年前“享誉西北”到如今辐射全国，从模仿别人到独树
一帜，张保和凭借着自己的坚持和创新，终于在艺术领域闯出了一条属
于自己的路。

探索创新快板艺术

上世纪("年代，原计划发行%万盒的《张保和快板》磁带甫一推出就
被抢空，仅在兰州地区就销售&"万盒的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年来，张
保和坚持用各地方言编演节目，《说子新篇》、《夸兰州》、《二姨系列》等
作品相继成为经典，张保和也成了西北人眼里的“特产”。

面对掌声和荣誉，他并没有停止求新求变的脚步，开始对快板艺术
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探索。在保留传统快板节奏、韵味与方言的前提下，
他突破性地将音乐、歌舞、网络流行语等元素，加入到传统的表演形式
中来。用快板做载体，用音乐来烘托，用图像来渲染，创新推出了一套张
保和独有的“民谣说唱”系列作品。陕西快板《万里寻亲》就是一部突破
性的作品，动人的故事、真情的表达，让张保和成为了唯一一位同时获
得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和文学奖的艺术家。

如今，他的作品里已经看不见实物的快板了。他说，传统的快板创
作有太多的限制，虽然不再打板，但快板艺术的精髓却更好地运用到现
在的作品创作中来了。快板的节奏感、韵律感、合辙押韵等，仍是他考量
创作满意与否的重要依据。

传递更多正能量

!""&年，张保和推出了第一部当代民谣说唱作品《你知不知道》，以
陕西方言快板形式阐释“八荣八耻”。朴实幽默的语言结合生动真实的
)*画面，在憨实纯朴的问答里将平民视角里的荣辱观演绎得生动灵活。

他说：“可能是我的语言更顺口，更能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吧，
大家都觉得这个作品很不一样，有些朋友还和我说，哎，你这
个东西这么好玩啊！”《你知不知道》几乎一夜蹿红，不仅受到
年长者的喜爱，连一些厌烦说教的年轻人也相互传唱，甚至
收到了来自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总决赛节目组的邀请。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张保和在选择创作题材上
渐渐将视角由西北辐射到整个中国。随后的作品中，
有!+"(年为北京奥运会加油的《绝不掉链子》；有歌
颂道德楷模的《中国好人颂》；有为四川地震灾区加

油鼓劲的《中国雄起》；有表现新疆真实情况的《我们新疆
亚克西》等等。!""(年四川地震，张保和!"天内完成了抗
震民谣《中国雄起》的制作，并参与了灾区慰问演出。这部
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后经中宣部批准，《中国雄起》作
为特例被评为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特别奖。张保和
成了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曲艺牡丹奖“特别奖”的艺术家。

观众喜爱是最大奖赏

“她的肯定，是对我最高的奖赏。”说到小女孩张锐均的故事，张保
和有些哽咽。她是兰州郊区一位身患血癌的小观众，她想见张保和叔
叔，看看他的节目。父母鼓足勇气找到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在单位门
口等张保和下班。一周后，刚从部队演出回来的张保和得知消息，立即
赶到医院，在病房里为小女孩打起竹板。张保和演得眉飞色舞，小女孩
听得神采奕奕。临走时，张保和掏出仅有的%""元钱和一盒签名的磁带
送给了小女孩。之后不久，张保和接到小女孩父母打来的电话：“孩子走
了，她走得很满足，手里攥着您的磁带……”

张保和最喜欢为基层群众和连队战士们演出。“当兵不下连，不是
好演员。服务不为兵，说啥都是空。”他用自己热情洋溢的表演，回馈观
众们对他的喜爱。

在 我
国 ',&! 年发行
的第三套人民

币 ' 元券上有位英姿飒爽的
女拖拉机手，她的原型就是我国

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 年 ,

月 !-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新中国的
女拖拉机手———梁军》，!"岁的梁军开着“铁牛”

垦荒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多年过去了，当年的
美女如今已经白发苍苍。最近，(!岁的梁军老人讲述

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从童养媳到女拖拉机手的传奇

“我 ',$"年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黑龙江 ',.%年就解
放了，是全国最早解放的省份，解放区轰轰烈烈的运动让
我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 年我到黑龙江省委在德
都县创办的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萌芽学校学习。苏联电影
《巾帼英雄》对我影响很大，电影中的主人公巴沙是一位拖
拉机手，战时与德国法西斯作战。从那一刻起，我就立志
成为一名女拖拉机手。”
“',.(年，机会终于来了！”梁军回忆道：“黑龙江省委

要在北安开办拖拉机手培训班，我抢着报了名。学成后，我
开着拖拉机在马路上跑，老乡们都惊奇地说，‘看看，大姑
娘也能开铁牛’。当时我心里感觉特光荣！”

梁军开着拖拉机开荒的故事渐渐传开，人们知道新
中国有了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年 '+月，在共和国诞

生的礼炮声中，梁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月成
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
“听了我的事迹，很多女孩子跑到北大荒要学开拖拉

机。',%+年 &月 $日，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了，
我是队长。”“看着我们的拖拉机走过肥沃的黑土地，我的心
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我们是共和国的主人，是
开发北大荒的主力军！”

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上了人民币

谈起那张著名的照片，梁军说，那是',%,年''月'$日，国
产首批'$台“东方红/%.”拖拉机运抵黑龙江，梁军兴奋地跳
上一台“东方红”驾驶了一圈，在场记者拍下了那个激动人心
的画面。',&!年第三套人民币发行，梁军的形象被印在了'元
票面上。有趣的是，梁军本人并不知情。

转眼到了!""$年，梁军接到崔永元的助手、中央电视台
编导打来的电话，中央电视台准备推出一档新节目———《小
崔说事》，其中一期节目的名字叫《钱啊！钱》，节目组拟邀请
梁军参加，一起聊聊有关钱币的话题。因为无法确定自己就
是'元钱上的女拖拉机手，梁军婉言谢绝了邀请。可没过几
天，电视台又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
行处取得联系，并已确认'元人民币图案中的那个女拖拉机
手就是梁军本人，梁军这才接受了邀请。此时，距梁军“把拖
拉机开到人民币上”已经."年了。

',,"年，梁军离休。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之
一，四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还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名劳动模范”之一。

“一束玫瑰花，刺多花不大，有人喜欢
它，有人讨厌它。喜欢的，献给你；讨厌的，
由它骂。”这首灵巧俏皮的 《多刺的玫瑰》，
是谭文瑞 ',(' 年出版的诗集 《多刺的玫瑰》
的代序，却也道出了他开朗开放的性格。

杂读天下书

很难相信谭老已年逾九十。他腰板笔直，
咖啡色开衫整洁、雅致，镜片后的目光依然
有神，说起话来表情生动、感情充沛。

采访从读书谈起。他将自己的读书分为
三个阶段：求学期出于兴趣和求知欲，常常
由一本书延展到其他好几个作家；工作时是
因工作需要，国际时事、地缘政治、各国历
史；离休后随心所欲读杂书，看不下去的书
就扔下不看。相对于培根的“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的吃什么补什么，他更欣赏
钱钟书“随遇而安”的读书风格。

',!!年，谭文瑞出生于广州一个小官吏
家庭。少年时，他大量阅读李大钊、鲁迅、
邹韬奋的文章，一腔为民请命、维护正义、
揭露黑暗的热血，只因当时燕京大学没有法
律系，所以选择了新闻。新闻学本身内容不
多，涉及到的学科却可以是无限，于是谭文
瑞养成了无书不读的习惯。最难忘是做毕业
论文时，他被许可进入图书馆书库，梭巡于
书架之间，看到无数平时不知道的或不出借
的书，喜不自禁，如蛟龙入海，鲸吸知识琼
浆。毕业后，他进入著名的《大公报》工作。

',%"年，《大公报》的老前辈范长江征调这
位印象颇深的小同事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谭
文瑞在努力成为国际问题专家的同时，仍然保
持着广泛的爱好，业余读遍了契诃夫、巴尔扎
克、狄更斯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喜欢绘画、音
乐一切美的东西，曾将出国发的所有!"美元零
花钱全部用来买一本罗丹的画册。

建树颇多却道“一事无成”

很多人记得，',-, 年 ' 月 ' 日，广播里
传出声情并茂、划时代的 《告台湾同胞书》。

有谁知道，那充满人情味的诚挚话语，如今
已成为现实的通商通航、旅游参观等富于前
瞻性的主张，就出自谭文瑞笔下？他却说这
是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起草”的。

又有多少人知道，',(% 年，时任人民日
报副总编的谭文瑞参与了 《人民日报海外
版》 的创建？他将之作为新闻改革的契机，
要求编辑记者适应海外读者的习惯，放开一
点，选材标题和 《人民日报》 有区别。面目
清新的海外版果然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瞩
目，成为无数海外游子竞相传看、心系故园

的寄托。
在人民日报社工作 ."多年，从编辑、记

者做到总编辑，赴朝鲜战场采访、编数以千计
的版面、撰写大量的国际评论，参与了众多政
府文件和工作报告的起草，陪同邓小平等国家
领导人出访各国……他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
功成名就，可谭老却谦逊地用弘一法师曾援引
的两句古诗“一事无成人已老”、“一钱不值
何消说”轻轻带过。他更在意饱含自己无数心
血的近千首讽刺诗，看重作协为他这位老会
员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 &"年荣誉
证书”。

“打油诗”中蕴正气

很早以前，他就为苏联作家爱伦堡以杂
文笔法写国际评论着迷。',%&年，他心血来
潮，以讽刺诗替代编后札记，对国际时事做
活泼评点。打油诗不方便用编辑部的名义，
需要起一个笔名，于是便借清代王士祯的《池
北偶谭》，定名“池北偶”。从此，“池北偶”的笔
名便伴随着那些深刻犀利、幽默有致的讽刺

诗，还有华君武、丁聪、方成等著名漫画家所配
的漫画见诸报端。

改革开放后，他将讽刺之刃指向国内，官
场贪腐、商场奸诈、文场歪风、市井俚闻、城乡
新事等悉收眼底，不仅勾勒出当时的世情风
气，许多诗作今天读来，依然有警醒意义。比如
《分工》：“此人称‘公仆’，名实不相
符。一家两口子，

有个贤内助。丈夫当清官，
倡廉又反腐；妻子开后门，
专门收贿赂。分工做搭档，
赃款有进路。老婆若出事，
老公装糊涂。”再如《我是
他》：“掌握官印戴乌纱，想
要干啥就干啥。甘心情愿
受监督，检举控告全不怕。
笑骂任由他笑骂，并非廉
洁胆量大。管与被管同一
人，他是我来我是他。”一
字一句咀嚼，读得出他对字句、韵脚的锤炼，
还有忧愤之下，他对民族、人民的大爱。

这种诗配画的形式，因其特殊价值，在中国
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受到读者的由
衷欢迎和时任中央领导的肯定。胡耀邦在作协
会上，谈到文艺创作要多种形式，比如毛泽东的
格律诗，还有个池北偶写的打油诗。国务院参事
室副主任吕德润看到温家宝很喜欢池北偶的作
品，便将一本!""-年出版的诗配画作品集《世态
万象》送给温家宝。没想到温家宝亲笔回信，信
中说：“他们针砭时弊、讥弹世态的诗画，给人们
以深刻的启迪，也给时代留下鲜明的印记。他们
的目光是尖锐的，爱憎是鲜明的，在喜怒笑骂中
表现出对国家和世界命运的关心，体现了对社
会和人民的责任感。”诗人袁鹰评价：“兴到落
笔，诙谐风趣，既有时代色彩，又有文学韵味。字
里行间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激愤，自始至终充沛
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凛然正气。”

九十仍牵故园情

谭老如今虽九秩高龄，阅读仍紧扣着国
家的脉动，他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常看
《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上有关社会现实

的文章，“思考一下中国的发展应该是怎样
的路径”。

他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在全球化、信息
化的今天，社会主义报刊的改革之路。他说：
党报不单是党的喉舌，还是党的耳目，首先
应该反映民意，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内容“可读、可亲、可
信”。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思考诗歌的发展。由
唐诗到元曲，本来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后来被新文化运动打断，一下子变成了散文
断句般的新诗，难以记诵。谭老喜欢元曲，
特别是反映社会问题的散曲，对格律有要求，
又不那么僵硬。他最服膺启功、聂绀弩和杨
宪益用古体诗格式写现代生活的功力，只觉
常读常新。

谭老感叹自己有个未完成的心愿，就
是翻译一套从古罗马、希腊到现今的各国
名人演讲。这当是一部人类智慧的菁华，能
清晰标注我们走过的路径。但这个工程太
大，看来难以实现了。

暮色缓缓潜入屋内，畅谈两个半小时的
谭老仍毫无倦意。望着他，我心生敬意———
为他对社会公平、正义一以贯之的追求，为
他至今仍对世界葆有的新鲜触觉和热忱。

!!!!!!!!!!!!!!!!!!!!!!!!!!!!!!!!!!!!!!!!!!!!!

!
!
!
!
!

!!!!!!!!!!!!!!!!!!!!!!!!!!!!!!!!!!!!!!!!!!!!!

!
!
!
!
!

谭文瑞肖像 刘宇一作 郝 青供稿

谭文瑞和漫画家合作的诗配画作品集

她开
着拖拉机上了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