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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文学 关注文学 圆梦文学
———记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的文学情怀

张 立

!" 多年前，著
名作家巴金给一个文学青年一连
写了 !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收信人是女读者
黛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黛莉是巴金的忠
实崇拜者，在巴金的精神感召下，她冲破了
封建家庭的束缚，走上了革命道路，作家赵
瑜据此 ! 封书信寻找采访了在西安居住年逾
#" 岁的黛莉，写成了一本 《寻找巴金的黛
莉》 报告文学专著。偶然的机会，陕西省委
书记赵正永利用工作之余读完了这本书，连
夜给作者赵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在
信中，赵正永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交流
了对 《寻找巴金的黛莉》 一书的看法，赞扬
了赵瑜扎实的求实精神。他在信中说：“文
学家也是洞察社会、凝练社会精神的思想家，
能够用自己的作品震撼读者心灵、感染读者
思想。”从小就热爱文学艺术，因为后来走上
政坛无暇顾及文学，然而，在他的心底仍然
蕴藏着一个振兴陕西的文学梦。因了这个梦，
他才热爱文学呵护作家，显示了他广博的黄
土地一样的人文情怀……

一、来到路遥纪念馆

$%&'年春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深入
在陕北调研，繁忙的工作间隙，他来到地处
清涧的著名作家路遥纪念馆。路遥，这位英
年早逝却写出了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耀眼
的中篇小说 《人生》 和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
界》 的著名作家，至今热切地拥抱着数以百
万计的青年，其著作成为长久不衰的哺育一
代又一代读者成长的精神食粮。赵正永认真
地听取了讲解员的讲解，被路遥克服一切困
难深入生活以及自虐式的创作精神深深感动，
他关切地问道：“路遥一生写过多少作品，
发表的占到多少？”当讲解员回答了他的提
问，赵书记又接着嘱咐道：“当讲解员不光
要学会讲解，更要研究路遥作品和精神。”是
啊，赵书记说得对：一个作家，最为重要的
就是作品，这就是作家对这个时代的最大奉
献，也是其人生最为光耀的价值呵！离开了
作品，作家又有什么意义呢？

赵正永书记动情地说：这次参观后很有
感慨、很受震撼，进一步增添了我对“文学
陕军”的敬意。参观纪念馆后，我一直和随
行的同志讨论“路遥的意义”是什么？我想
至少有三点非常强烈：

第一，身处劣境、挑战苦难、自强奋斗。
路遥自小家境贫寒，在农村务过农、在小学
教过书，可以说没有任何背景。他依靠自己
的努力、自己的奋斗，在艰苦环境下不懈追
求、顽强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台阶超
越，最终体现了人生价值、实现了人生梦
想。

第二，把握时代、立于高端、感悟人生。
路遥依靠艺术家的敏锐眼光和细腻笔触，品
味时代、剖析社会、思考人生，创作的小说
《人生》、 《平凡的世界》 等不朽著作，反映
同时代人的生活，很真实、很亲切，很能够
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穿透力、撞击力特别
强。他一生中不背离时代，不厌弃生活，不
脱离所处的环境、土地和人民，同时又站在
历史的高端，彰显引领社会思想的责任。

第三，英年早逝、人才难得、关心
关爱。路遥年仅 ('岁
就因

病 去
世，在短短 $)

年的创作生涯中，在极其艰
苦的生活和创作条件下，他
笔耕不辍、勤奋写作，为读
者奉献了数百万字的优秀作
品。在纪念馆中，我看到了
上世纪 *+ 年代“文学陕军”
的合影，包括陈忠实、贾平
凹等，那时候他们都很年
轻，精力旺盛、意气风发。
正是他们的辛勤创作，才给
陕西文坛留下了一部部扛鼎
之作，为三秦大地扬了名、
为全省人民增了光、为陕西
发展添了彩。我们为路遥英
年早逝而惋惜，更为“文学
陕军”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
豪。路遥的早逝，呼唤我们
要爱护人才，善待“文学陕
军”。“文学陕军”的成就
呼唤我们肩负继往开来的责
任，使“文学陕军”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后起之秀层出不穷。

赵正永的话就像春风一样，鼓舞了全省
文艺工作者的心。这些高瞻远瞩而又贴心贴
肺的话语，又一次激励了“文学陕军”……

二、满腔热情的呼唤与殷殷期望

时隔不久，陕西省第六届作家代表大会
隆重召开了，大家心里一直很盼望赵书记能
来参加会议。果然不负众望，就在大家翘首
以盼的时刻，没有警车开道，没有过多的陪
同人员，赵书记悄悄来到了会场。热烈的鼓
掌，表达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衷心爱戴，赵
书记趋步上前，扶住老作家的手，嘘寒问暖，
和大家拉起了家常。

赵正永回顾了文化史和文学史，特别是
社会主义文学史。他说，陕西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有着浓厚的文学传统，诞生于
此的诗经乐府传诵千古，汉赋唐诗树起了中
国古代文学的巅峰。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
毛主席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 &'年，毛主席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掀起了革命文
艺创作的新高潮。新中国成立以后，在 《讲
话》 精神的指引下，陕西省柳青、杜鹏程、
王汶石、胡采、李若冰等一批优秀作家，积
极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作出
了 《创业史》、 《保卫延安》、 《风雪之夜》、
《柴达木手记》等享誉文坛的作品，确立了陕
西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
以来，陕西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热情讴歌新
时代、礼赞新生活，辛勤耕耘、精心创作，
相继推出了 《平凡的世界》、 《白鹿原》、
《秦腔》等一批源于现实生活、极富艺术感染
力的精品力作，形成了以路遥、陈忠实、贾
平凹等为代表的“文学陕军”，成为当代
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
景。

在谈到“文学陕军”时，赵正永书记热
情洋溢地说，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建设富裕陕西、和谐
陕西、美丽陕西的“陕西梦”，同样离不开文
化的复兴与繁荣。赵书记勉励作家要着重把
握好三点：一要有正确的立场。立场问题是
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要坚持“二为”方向
和“双百”方针，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
上想问题、搞创作，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
向同行，始终把心与人民紧紧贴在一起，创
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民的优秀作品。二要有科学的态度。好作
品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好作家都应该
是思想家。当前，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
多变更加突出，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
交锋更加强烈。大家在观察社会、思考社会
时，既要拨开表象的重重迷雾，分清楚什么
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表现出应有的视野广
度和思考深度；又要坚持良心和底线，认真
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弘扬
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正确的态度观点、
积极的价值取向传递给人民，不断为社会发
展集聚正能量。三要有艺术的思维。文学是
通过潜移默化对人发挥作用的，其力量比宣
传更有效、更持久、更有说服力。

赵书记话虽然不多，但是句句说在点子
上，说在了大家的心坎上。

三、他为一本纯文学刊物《延河》

解决了生存难题

《延河》是陕西的一份历史悠久的文学期
刊，创刊于 &#,-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柯仲
平、胡采、王丕祥等文学
艺术家前

后 担
任过主编，发表

过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优秀
文学作品，刊发过柳青、杜
鹏程、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
不少作品， 《创业史》 曾经
首发在 《延河》 上，还有茹
志鹃的 《百合花》、张贤亮
的 《大风歌》 等等，这些作
品都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
史，特别是新时期以来，
《延河》 哺育了路遥、陈忠
实、贾平凹等“文学陕军”，
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目
前受市场化的影响，这份纯
文学期刊生存空间越来越
小———怎么办？赵书记看在
眼里急在心头。他为了解决
《延河》 的经费问题，找到
延长集团，动员他们支持这
份具有辉煌历史的功勋文学
期刊，终于解决了 《延河》

的生存困难。
“文学陕军”接二连三在全国赢得了广泛

的盛誉，但是，“文学陕军”如何继续保持
旺盛的创作劲头，继续走在全国文学的前列，
就得有强大的政策和经济力量作为支撑。赵
书记和省委、省政府想尽千方百计来统筹解
决。这些年来，相继设立了陕西文艺大奖和
各个门类大奖，用于表彰做出成就的作家、
艺术家，同时，又设立了陕西文学发展基金，
专门资助作品出版。前不久，陕西省作家协
会要编撰出版 《陕西文学 -% 年》，省上拨专
款予以支持。

记得还是在陕西省第六届作家代表大会
上，赵书记多次提到要改善作家的生活和写
作条件，他说，“文学陕军”是陕西文化建
设的生力军和宝贵财富。各级党委、政府都
要敬重“文学陕军”、善待“文学陕军”、呵
护“文学陕军”，对他们给予政治上的充分信
任、创作上的热情支持、生活上的真诚关爱。

四，继续“寻找黛莉”

当赵正永书记得知当年“巴金的黛莉”
后来辗转来到西安，并在西安居住生活。他
寻找线索，请人专门寻找到这位历经患难的
文学老人的家，不幸的是，“巴金的黛莉”
由于年事已高和身患各种疾病，于前些日子
去世了……

他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难过，请来了
“黛莉”的后代，询问了她母亲的身世情况，
握着她的手说，对老人的病逝
表示沉重的

哀悼，并询问他们的
情况。省委书记的殷切关怀与嘘

寒问暖，使人感到十分温暖和感动。
赵书记寻找“巴金的黛莉”以及“黛莉”

的后代，传递出一个巨大的人文情怀，这就
是对社会的关注和理解。是啊，文学曾经有
过非常壮丽的时期，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摇
向上个世纪 *%年代，你看，在那个时代，文
学是那么地红火，吸引了全社会的眼光。这
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这是一个文学的年
代———毫不讳言，在那个年代，一本期刊发
行几十万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一部小说或
者一首诗歌或者一篇散文，甚或一篇迸发着
锐气的文学评论，都可以名满天下。文学，
充当了认识和了解社会的镜子；文学，在指
引着人们前进……可是，随着全球经济大潮
的席卷，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消费领
域，文学的地位每况愈下，逐渐被边缘化了，
逐渐被冷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省
委书记却热情地呵护文学，这该是多么令人
欢欣鼓舞的事情呵！

赵正永书记告诉笔者，陕西的文化很厚
重，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出了杜鹏程、柳青、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还要不断发掘新人、
年轻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当代
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对民族复兴、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的无比渴望。我们也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
伟大的中国梦。”文学的义务、责任和担当就
是对中国梦的最好诠释。人类总是在不断地
设计对未来的梦想，也不断地调整梦想，竭
力寻找和创造更好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文学
的力量。陕西是文化大省，在全国的文学地
位必须保持，“文学陕军”必须继往开来、
发展壮大，这是陕西的责任，是陕西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的责任。面对这一光荣的历史使
命，赵书记告诉记者：“文学陕军”：一是作
家要有正确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和艺术的思
维来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关学创始人张
载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陕西的作家都
是文化精英，也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胸怀，
用手中的笔来促进民族素质的提升和社会文
明的进步。二是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文学创作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找准源头、夯实
根基，使作品真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三是
真正的作家，就具有高尚的价值追求、高超
的艺术造诣和高洁的人格品质，应该是一个
纯粹的人、崇德笃学的人、有益于人民的
人。

郭文斌《寻找安详》出版精装典藏本
郭文斌文化随笔集《寻找安详》精装典藏本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该书简装本自 .+)+ 年 ) 月出版发行以来，受到读者欢迎，现已第九次重
印。此书之所以畅销，因为它对人们心灵的安妥作用，被不少公益论坛批
量赠阅，因为对积极向上人生态度的倡导，被不少学校、单位作为敬业读
本配发。正如央视主持朱迅谈此书时所说，如果这个时代寻找不到内心的
安详，就无幸福感可言。

癸巳初冬，我们赴港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会
见相识了不少旧雨新朋。离港时，九龙的东瑞先生
执意要为我们饯行，问还想邀请哪位来聚晤。我们
不约而同信口说“刘老，刘以鬯！”本是戏言，东
瑞、瑞芬夫妇认真，果然将九五高龄的刘以鬯及其
夫人罗佩云邀来，算是一次邂逅。

刘以鬯，内地读者或许陌生，一提电影《花样
年华》和《二〇四六》谅大多熟悉，这两部由王家
卫执导的风靡华人界的影片，其蓝本的灵感均取自
刘以鬯的名篇《对倒》和《酒徒》。刘老听说我们
来自故土江浙，显得异常亲切。我们你一言我一语
地提问，他不假思索即席应答，谈笑十分随意。#,

岁的刘以鬯先生身体健朗，与老伴两人坐地铁、搭
轮渡由港岛太古城到九龙赴宴。他思维敏捷，谈锋
甚健，记忆力惊人。鉴于他对香港文学的卓越贡
献，特区政府授予他香港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
香港文坛尊称他为“香港文坛的教父”。当我们提
及这一殊荣时，刘老摆摆手说，“对于得到什么和
失去什么，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走过了一
条长长的崎岖的路，我还得往前走。我在上海、香
港和南洋编过报，还办过出版社。”又自谦说“我
是个写字匠”，说罢自己也笑了。接着，他断断续
续向我们讲述他的往事：我是 )#(* 年由上海到香
港游历的，后因社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钱也用完
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笔在香港谋生、立足。既
编报纸，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写七八千字，多达
)/.万字。高峰时同时为 &&家报刊写专栏。每天傍
晚有的报馆来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

我们问，听说你有两个外号叫“汇丰作家”和
“严肃作家”？刘老点点头，说我是汇丰作家，讲我
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说我是严肃
作家，是我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我当“垃圾”

淘汰掉了。我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 《酒徒》
和 《陶瓷》，( 个中短篇集子和 ' 部评论集、翻译
作品。在侧的东瑞先生补充说，刘老的创作态度太
严肃了， 《对倒》 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
《珍品》 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
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 -%多万字，出书时
删去 ,% 万字，仅留 &0-。我们听罢，不禁咋舌。
刘以鬯说，他写小说主张“探求内在和真实”，不
要过时的写实主义，主张在手法上要创新 （他的
《对倒》 有人称为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他说：
“我写小说分两大类，一类是娱乐他人，一是娱乐
自己。娱人的作品，是为稻粱谋，求生存，不避
俗；写娱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创造性。”刘老还
告诫我们说“不要写了就要出书，出书不能滥”。
难怪有人曾评论他，在香港这方流金淌银的土地
上，刘以鬯坚守一方净土，“一辈子耕耘他那一亩
纯文学的地”。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刘以鬯谈论最多的是
上海，流露出浓得化不开的“上海情结”。他说：
“我祖籍浙江宁波，但是上海人，土生土长。)#()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我不仅能文，还
会武，我武是会打篮球，是校队的后卫，拿过冠
军，不过也付出代价。”刘老幽默，说时伸出因打
球而留残疾的无名指、小拇指给我看，至今不能伸
直。上海给他留下太多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他说上
海是他文学之路“发迹”的地方，)-岁读高二时，
他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流浪的安娜·芙洛斯基》，写
的是上海霞飞路妓女的故事，“为我配图的是大同
中学高我二届的大师兄华君武，那是我俩唯一的一
次合作，刊在《人生画报》上。”)#(-年，他在大
西路（今延安路）家中，创办怀正出版社，出版了
徐訏的 《风萧萧》，还为施蛰存、戴望舒出过书。

他说他最怀念的是提携过、奖掖过他的柯灵先生。
柯灵那时在办杂志，欣赏他，常采用他的作品。有
一次，柯灵还亲自送稿费到他胶州路的家中，令他
感动得不得了。上世纪 *+ 年代，他们恢复通信，
刘以鬯在他的纯文学出版社为柯灵出了“选集”。
刘以鬯还特别提到陆晶清大姐，说他们是抗战时
《扫荡报》 的同事，对他帮助很多，他想组名家的
稿子不得门，陆晶清把孙伏园、焦菊隐介绍给他；
后来陆晶清赴英，又向社长推荐让他接班主编《扫
荡报副刊》。刘以鬯亦不无自豪地说，他曾帮助过
姚雪垠。他说上世纪 (+年代中期某一天，生活困
窘的姚雪垠带着书稿向他求教，刘以鬯见他写得不
错，接纳了。又问他在上海生活如何。姚说住在一
亭子间，穷得有时饿肚皮。刘以鬯请他住到自己的
出版社，让他住在库房里安心写作……言语中看得
出，暮年的刘以鬯是位情感丰富、怀旧念旧的人。

岁月无情。刘以鬯说，当年上海作家扎根香港
的老朋友有叶灵风、曹聚仁、马国亮、徐訏等，一
个个都走了，现在只有他一人了。说到此，感慨颇
深。谈到他的生活现状，他说不错，有太太精心照
顾，身体好，基本上已经没笔耕，旧作都由太太整
理，他很想写一部题为《香港电车》的作品。我们
期待他的新作早日面世。

邂逅刘以鬯
张昌华 蔡晓妮

《太安堂演义》表现悬壶济世历史传奇
卞正锋的长篇小说《太安堂演义》（上）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

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形式，运用优雅凝练的仿古语言，描绘了 ,++年中医
药老字号———太安堂创立发展的历史典故和曲折历程，讲述了明朝年间太
安堂创始人柯玉井、清朝时代第七代女传人柯黄氏和第八代传人柯仁轩、
民国时期第十代传人柯廷儒等太安堂人行医济世、大德广行的传奇故事，
勾画出围绕 《太安堂秘笈》 而演绎的儿女情长风俗画和家事变迁世相图。
小说主线副线分明，人物生动饱满，情节跌宕起伏，丰富地展现了自明朝
至民国时期太安堂四代传人悬壶济世的历史传奇，描绘了一曲充满人间真
情、饱含民族大义的正能量之歌。

雪乡 刘 鹏摄

赵正永和《寻找巴金的黛莉》主人公黛莉的女儿赵健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