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肝 胆 宁 忘 一 寸 丹
——记省 总 工会第 一 、三 、四届 主席 刘 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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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 争 时期 的 刘 文蔚

从职业革命者到 工运领导人

刘 文 蔚 ，陕西神 木 人 ，1905年 生 ，
1921年考入榆林中学，1925年经魏野畴 、
刘志丹介绍加入共青团 ，1927年转入中
国共产党 。曾任中 共榆横工委书记 、榆横
特委书记等职 ，期间重大事件有横山起义
成功 ，党 中央 、毛泽东转战陕北。1948年
后 ，任黄龙地委副书记 、大荔地委书记 ，期
间发动人民群众 ，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
军解放东府。解放后 ，历任中 共陕西省统
战部长 、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 、陕西省政
协副主席 、中 共陕西省委常委。1950年 7
月 当 选省总工会首届 主席。1952年 因故
去职。1956年 7月 复来省总工会工作。11
月 中 共 中 央批准 其 为 陕 西 省 总 工 会 主
席 。连续 当 选省总工会三届 、四届主席 ，并
担任省总工会党组书记 。曾 当选第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 。

在省总工会工作的近 10年里 ，刘文
蔚为陕西工会事业发展做了许 多工作 。

树立典型 、开展竞赛 、促进 生产发展

从上任起 ，刘文蔚顺应轰轰烈烈的社
会主义建设高潮 ，十分重视树先进 、学先
进工作和开展 比学赶帮竞 赛。1958年 1
月 ，省 、市 （西安 ）工会与省 、市电台召开广
播动员大会 ，一批先进生产者
和先进集体向全省产业职工发
出 “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掀
起新的生产高潮 ”倡议 。得到全
省产 业职 工 热 烈 响 应。1959
年 ，省总工会与 团 省委联会向
全省推荐陈俊德等等三个先进
小组 ，全省“比指标 、比措施 、比
干劲 、比协作 、比安全”的劳动
竞赛持续发展。1960年 ，省总
组织全省职工 响应 省委 号 召 ，

大张旗鼓地开展了 百万红旗单
位和百万红旗手运动 ，有力地
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

刘文蔚也为赵梦桃小组的
成长 付 出 了 努 力。1963年 4
月 ，经省总工会酝酿 、筹备 ，省
委 、省人委在咸阳 召开赵梦桃小组命名大会 ，会后省总工会集
中 力量宣传赵梦桃小组 ，号召全省职工 “向雷锋学习 ，向赵梦桃
看齐”，使赵梦桃小组在全省工矿企业家喻户晓 。同时省总还进
一步开展争创 “五好企业”，争 当 “六好职工 ”竞赛 ，涌现了一批
好企业 、好班组 、好职工 。

1964年起 ，刘文蔚决定 ，省总工会先后派两批干部下到西
安火车东站和延安蟠龙蹲点数 月 ，总结了西安铁路局 “六三一 ”
机车包乘组和蟠龙供销社的经验 ，写出 了 《钢人铁马》等两篇长
篇通讯在 《陕西 日 报》发表 ，并配发了社论 ，这两个先进单位的
事迹在全省影响很大 ，成为正在开展的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助推
剂。1965年 5月 ，省总工会召开座谈会 ，倡议全省班组开展 “学
631、赶 631”活动 ，各行业职工积极响应。1964年至 1965年 ，全
省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23.9%，轻重工业比例开拓平衡 ，人
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

关心群众生活　解决职工吃饭穿衣 问题

六十年代初 ，职工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省总工
会两次向省委写 出关于工矿企业劳逸结合的报告 ，省委两次批
转严令执行。省总向全省职工发出公开信 ，号召支援农业 ，大
种秋菜 。省委批示各企业限期完成种菜任务 。刘文蔚更是在
各种场合大讲种菜 。省总工会组织开展 “红 食堂 ，红管家 、

巧厨师”竞赛 ，尽可能实
现职工在低标准 、瓜菜代
的 情 况下 吃饱 、吃 够 定
量 ，吃得 干 净 卫 生 。仅
1961年 后 半 年 经 纺 织 、

铁路等 8个产业统计 ，共
办 农 场 223所 ，种 菜
14411亩 ，种 粮 34660
亩 。平均每 20人 养猪一
头，30人养羊一只 ，另有
鸡 、鱼 、兔等禽畜。刘文蔚
为 省 总 工 会机 关 要 来 黄
龙 、大荔 、郭家村 3个农
场 ，进行农副产品生产 。

为 帮 助 职 工 度 过 困
难 ，从 1962年 四 季度 到

1963年 ，经 刘 文 蔚 向 全

总 、省委请示 ，省总工会下
拨困难补助款 1060万元 ，
连同 省以下各级工会 自 筹
补助款共达 1500万元 。这

笔相 当 于现在的几亿元的
款子先后补助职工达数十
万之众。同时经向省政府
申 请 ，经工会 系统补助职

工防寒棉布 60多 万公
尺 ，棉花 6万公斤以及
大量残次棉布 、服装和
针织品 。这些救人于难

的雪 中送炭之举 ，受到
广大职工热烈拥护 。如

今 说 起 当 年 1500万 补
助款一事 ，一些老工会
干部仍感叹不已 。

奠 定 省 总 工 会 资

产基础

刘 文 蔚 复 来 省 总
工会之时 ，省工会已着
手盖莲湖路办公大楼和
老关庙家属楼。关于当
年刘文蔚为这两座楼要
建设资金的事 ，如今还
为一些工会老人手所乐
道。他亲 自 跑来盖楼资
金。1958年花费近 40

万元的省工会办公大楼竣工 ，老关庙家属楼也随之告竣 ，两座大
楼经 40多年风雨 ，如今仍在正常使用 。

1956年省工会给西安 、宝鸡 、咸阳 、铜川等城市拨款 148万
元帮助建设文化宫 、俱乐部 。到是年底 ，全省有地方性文化宫俱
乐部 18个。1958年到 1959年 ，西安市建俱乐部 7个 。刘文蔚找
到副省长惠世恭 ，为建这些俱乐部要来了钢材指标。从 1963年
起 ，在刘文蔚主持

下 ，省总工会扶持
一批县建立工人俱

乐部。刘文蔚亲 自
跑了几十个县。经
过共同努力 ，到 “文
革”前 ，全省共建县
以 上地方 文化宫 、
俱乐部 98个 ，基本
奠 定 了 全 省 文 化
宫 、俱乐部的大格
局。（当 前全省有地
方文化宫 、俱乐部
100个 ）

1956年 1月 ，

经 省 委 宣 传 部 同
意 ，将陕西人民 出

版 社 编 辑 出 版 的
《西北工人》杂志改

为 《陕西工人报》，由 《陕
西 日 报》编委会领导 。
1957年 1月 ，《陕 西
工人报》交 由 省工会联
合 会 领 导 主 办 。鉴 于

《陕西工人报》办报人

员缺乏的状况 ，是年下
半年 ，刘文蔚与 中共中
央 宣 传 部 联 系 后 ，从

《工人 日 报》、《人民
铁道报》、《人民公路
报》等单位要来一批新
闻工作者 ，充实到 《陕
西工人报》社 ，该报办
报力量大为增强，1960
年 10月 ，鉴于 困 难时

期 的 形 势 ，《陕西工 人
报》停刊 ，共 出版 462
期。1983年 1月 ，《陕西
工人报》复刊 。

60年代 ，省工会还投资修建了临潼温泉游泳池 ，后交给省
体委 ；投资兴建省工会干部训练班部分房屋 （在省统计学校
内），后交给省委党校 ；还接收续建了一些疗养院 ，后都交给相
关部门 。

省工会积累劳保金几千万元 。刘文蔚决策要将省工会对面
西起北马道巷东至洒金桥属五一大队的近百亩农田 征下来 ，建

造 “陕西省职工经济文化体育 中 心”，并画出 了设
计图 。此举立即得到时任省委 第一书记胡耀邦和
全总的极力赞赏和支持 。但由 于 “社教”、“文革”
运动的开展而成了泡影 。省工会的几千万元 （包
括经费 ）上交给省革委会 。

陷 入“六十 一人案 ”
刘文蔚 1930年任天津河北区委书记 。是年 4

月 ，由 于河北师范学校学生刘克让叛变出卖 ，刘
文蔚被国 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逮捕 ，经受严刑 ，坚
不吐实 ，次年转押至北平军人反省分院 （草岚子
监狱）经中 共狱中 支部严格审查 ，刘文蔚恢复了
党组织关 系 。监狱当 局对 “政治犯”实行所谓 “反
省 ”政策 ，规定反省 自 首者 ，登 “反共 ”启事就释放
出狱 ，凡三次审查不反省者就地枪决 。彭真等领
导狱中 党 员进行了三次政治绝食斗争 ，从政治上
打破了反动当 局的企图。1936年 ，鉴于 “一二 ·
九”运动后华北及全国抗 日 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形
势 ，为开展抗 日 解决干部缺乏问题 ，经中 共中央
北方局决定 ，并经中 共中央批准 ，刘文蔚和薄一

波 、刘澜涛 、安子文等一批被关押
的 共产党 员 ，按照党的指示履行
了手续陆续 出 狱。据 目 前仍健在
的薄一波回忆 ，当 时国 民政府与
日 本签定了 “何梅协议”，统治北
平的奉 系准 备撤出 ，日 本军队将
占领北平 。如果 日 本人 占领北平 ，
他们这些被关押的共产党 员将被
日 本人所杀 。如果此前他们被解
往南京 ，很可能被国 民党 当 局所
杀 。正是为了保存这批干部 ，中共
中 央北方局才决定让他们履行手
续 出 狱 ，这件事经中 共中央总书
记张 闻天批准 ，毛泽东等人 也知

道此事 。刘文蔚出狱后受彭真委

派辗转进入陕北苏区 ，开始了新

的革命生涯 。

“ 文化大革命”中 ，林彪 、四人帮为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 ，由
康生操纵 ，于 1967年 3月 炮制 了 耸人听闻的所谓 “六十一人叛
徒集团 ”冤案 ，在全国 刮起抓叛徒恶风 。刘文蔚一夜之间被打成
“叛徒”，遭受批斗殴打。7月 ，刘文蔚被投进秘密监狱，1971
年被遣送大荔农场劳动。1974年 10月 ，中 共陕西省委根据中
共 中 央（1967）96号文件精神 ，将刘 文 蔚按叛徒 “清除 出 党 ；
永远不准重新入党 ，由 长安县革委 会每 月 发给生活费 50元 ，
交 当 地公安机关和群众进行监督改造”。随后刘文蔚 因 身体
受摧残而病倒 。在粉碎 “四 人帮”不久 的 1976年 12月 含冤
去世。1979年 4月 ，中 共陕西省委对刘文蔚彻底平反昭雪 ，
认定刘文蔚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坚持真理 ，光 明 磊落 ，一贯忠
于人民忠于党 ，工作积极 ，努 力 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是
党的好党 员 ，好干部 ，并补开了追悼会 。

结语

刘 文蔚为 中 国 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做了不
懈奋斗。在革命年代 ，他搞过工运 、农运 、坐过敌人 的牢 ，
做过党 的 高级干 部 ，还 指挥过部 队 ；在省 工 会 工 作 的 十 年
里 ，他做 了 许 多 有 益 工会事业和职工 群众 的事 。从他的 身
上 ，后人可 以学到许 多 东西 ，为把陕西工 会事业推向 新的境
界 ，有赖于继承者的群公 。

1 960年 刘 文蔚与 王 晖在 青 岛

1949年 大荔 地委领 导成 员 合影 （中 为 刘 文蔚 ）

京 城 淘 书 记
二 十 年 前 刚 迈 出 校 门 首 次赴 京 公 干 ，一 呆 便是 几 十 天 ，逛

过故 宫 、颐 和 园 的 同 行 陕人们 或 牵 儿 挂 女或 想 起 “油 泼粘 面 ”、
“ 羊 肉 泡 馍 ”而 纷纷发 生 倦 鸟 之 思 。独 余 凭 着 一 张 月 票 和 百 十

元 出 差 补 贴 ，整 日 价早 出 晚 归 徜徉在 京 城各 处 大 小 书 肆野摊

之上 ，大 有 刘 阿 斗 乐 不 思 蜀 之感 。直 到 最后 人 家 带 着 在 西 单 、

王 府 井 采 购 的 “长 城 风 衣”、茯苓饼 满 载 而 归 时 ，我 的 箱 包 装 满

书 外 ，还 用 牛 皮 纸 打 了 两 大捆 。迄今 书 架 上 的 《别 林斯基 选
集》、《果 戈 里 选 集》、《激 荡 的 百 年 史 》诸 书 ，都 是 当 年 的 孑 遗 。

自从发现 北 京 有 诸 多 的 淘 书 去 处 ，只 要 一 有 赴 京 的 机会
就奋 勇 争先 。往往是人在 车 上 ，心 思 全在 那 些 书 友们 传 言 中 的

购 书 场 上 了 。有 年 作 为 某 刊 特 约 记 者被邀去 东 北 开会 ，归 途在

京 转 车 仅有 半 天 时 间 也 忙 去 淘 了 一 堆 书 。架 中 的 郑 振铎插 图

本 《中 国 文 学 史 》就是 一 次 开会期 间 在 宾 馆 商 品 部 发现 ，四 大
册还是 当 初 的 5元 ；《契 诃 夫 小 说 选 》我 无 下 册 ，就是 这 次仅 用
3 角 钱补 齐 的 。然 而 由 于 在 一 穷 单 位 打 工 赴 京 机会 少 之 又 少 ，

自 费 无 钱 忙 于 讨 生 活 又 无 闲 ，每每 为 见 诸报端 的 北 京 五 一 、金

秋等 众 多 书 市 的 消 息 无 法 前往徒 生 遗恨 ，此 滋 味 当 只 有好妖

娆 的 靓女错 失 一 件 心 爱 时 装 、饕 餮之徒错 失 一 场 盛 宴 者 方 可

体味 。

近年 来 ，由 于 商 品 经 济侵蚀 ，京 城一 家 家 书 肆 消 失 了 ，一

处 处地摊 随 同 胡 同 被赶得 无 影 无 踪 了 ，特 别 是 书 价暴 涨 ，即 使

淘 得 一 本好 书 也每每被 背 面 的 天价 吓 得 口 瞪 目 呆 ，把玩 良 久

往往 以 怏怏 离 去 而 告 终 。甲 申 年 末 ，因 某机缘得 以 赴 京 ，在 短

短 几 日 寒 雪 猛风 中 又 过 了 一 把 淘 书 瘾 。

甫 下 火 车 西 客站 外 “拉客 ”者 无 数 ，但见 以 “前 门 ”相 招 徕 ，

由 于 距 离 琉 璃 厂 近 的 下 意 识 作 祟 便 下 榻 于 西 河 沿 每 位 20元

的 小 旅店 ，然 而 淘 书 首 战便告 失 利 ，海 王 邨 中 国 书 店 是我 每每
必 到 之 处 ，这 次 由 于 拆 迁 呈 半 停 业 状 态 ，已 经 扫 兴 大 半 ，而 旧

书 部 里 昔 日 定价 几 毛 几 元 书 动 辄 以 百 十 乃 至 千 元要价 ，直逼文

物 已 不 感 惊诧 ，面 积也 由 当 年见 到 的 几 百 平 米后 来 几 十 平 米萎

缩成仅有 几 架 书 。几 经搜寻还算 小 有所获 ，值得 一记 的 是 以 10

元 购 得 《刘 禹 锡全集》，只 是影 印 太 差 ，字迹斑驳模糊 ；昔 日 不 值
一哂 的 《太上 感 应篇 》由 于 索 价仅一 元也就收入 囊 中 。周 围 其 它
几 家 书 店 ，有 的 消 失 了 旧 书 部 ，有 的 仅有一 两 架 书 只 剩 下 个幌
子 ，拙 劣 的 仿 古 建筑 里 ，四 处是每 字“200”、字 画 数千 的 治 印 卖 画
作坊 。睹此 不 由 感 喟 不 但 明 清 以 降文人 巨 子 眼 中 的 琉璃 厂 早杳

无踪迹 ，就是 比起前 些 年也 大有今 不 如 昔之叹 。

“ 礼 失 求诸野”，不 料 此 话 应 验到 了 此 次 淘 书 之旅 。临 返 回
前 日 陪人去 城 外 北 大 ，从 车 上 发现 了 知 名 的 “万 圣 书 园 ”，琳琅
满 目 的 图 书 与 沉 浸 其 中 的 老 少 读 者 直 觉 书 香 扑 鼻 而 来 。前 年
半 价 未 购 失之 交臂 抱憾 至今 的 《蔡元 培 全 集》，这 里 仍 为 全价 ，
考 虑 到 搬动 的 不 易 最后 仍 是放 回 架 上 ；在 一 楼 降价部 购 得 一
本 翟 晓 光 编 的 思 想 随笔 ，近五 百 页 售 价仅一 元 ，从 目 录 见 收 有

钱 理 群 、朱 学 勤 、秦 晖 诸 先 生 的 几篇 大 作 就 叫 人 感 到 物 超 其

值。《告 别 乌 托 邦 》久 闻 其 名 ，而 煌 煌 三 大 卷在 此 店 仅 以 15元
获得 ，殊 出 人 意 料之 外 。

薄 暮 时 分 ，与 游 园 归 来 的 张君会 齐 自 东 门 进入 北 大 。方 知
映入 眼 帘 的 所谓 “一 塌 糊 涂”的 一 塔原 是 水塔 ，而 大 名 鼎 鼎 的
“ 未名 湖 ”只 是一 个 小 水 洼 ，上 面 有人在 溜 冰 ，不 勉 感 到 有 些 失
落 。在 未 名 湖 畔 以 塔 为 背 景 匆 匆 留 影 过 ，忙在 北 大找 书 店 。可

惜 最 大 的 一 家 因 装修 而 歇 业 ；在 邮 局 旁从一 家 私 人 小 店 以 三

折 购 得 韩 石 山 的 《徐 志摩传》，再 到 位 于 地 下 的 博雅 堂 书 店 竟
发现周 策 纵 先 生 的 《五 四 运动 史》。前 不 久 方 在 《书 屋 》杂
志 上 看 到 相 关 介 绍 ，而 今在 五 四 发 源 地 购 得 此 书 ，结 账 时 又

是八折优 惠 ，遂 忙 让 售 书 的 店 员 小 姐盖 章 纪念 ，兴 奋之情 溢

于 言 表 。

提 着 一 大 包 新 旧 书 籍 ，离 开 北 大校 园 时 天 已 全 黑 。凛

洌 西 风 中 想 到 此 日 为 农历 冬 至 ，虽 未 随俗吃 到 饺子 ，虽 未

来 得 及 去 逛 早 闻 其 名 的 潘 家 园 子 ，但在 严 复 、蔡元 培 、胡
适 、陈 独 秀诸先 贤 思 想过的 地 方 淘 得一 大笔精神食粮 ，也算
不 虚此行 。　（秦野 ）

枕边有书心踏实
忙碌一天下来 ，心里总是空荡荡的 。到了晚间 ，便必须读上

几页书 ，以填充那饥渴不已的胸臆 。一 日 不如此 ，心中就不踏实 ，
就难以维持必需的人生自信 ，于是 ，枕边便常常摞着一堆书 。

先前读书 ，多有些芜杂 ，逮住一本算一本 ，枕头边上便走
马灯似地轮换着各类 各式爱读或并不爱读又 勉 力 为之 的籍
册。当 然 ，这其中有可以为理性支撑 ，使 自 己并未过分随波逐
流的著作。例如 自 以为每月 一次 “加钙 ”的 《读书》杂志 ，是我
常常反复阅读的书刊 ，当 然还有其他许多著作 。

几年前 ，遇上了一次无法躲过的困 惑 。这时 ，一本过去不
怎么起眼的人生哲理书《笑对人生》，帮助我摆脱了许多忧虑 ，
恢复了我应有的 自 信 ，并 自 以为对人生的理解有了相对广阔
的视野 。于是 ，这部书在枕边陪伴了我许多时 日 。

有短短的一段 ，为排遣思绪 ，枕边堆上许多金庸 、梁羽生
等人的书 ，夜以继 日 地过了一周 ，当 我再翻读一位朋友的一首
诗时 ，立即丈量出它们之间的距离 ，我不得不弃去了这两位先
生 。现在有研究者专写文章夸赞武侠小说 ，似乎成了天下第
一 ，我劝他们还是先读读米兰 ·昆德拉 ，读几首泰戈尔或纪伯
伦或迪金生的诗后再行判断 。

枕边书 ，因为是卧读 ，自 然常常是求其轻松的 。但这轻松并
非真无分量。例如汪曾祺先生的作品 ，无论小说散文 ，均以淡淡
笔墨出之 ，绝少气盖河山之气 ，但内中却充满生机 ，充满意趣…
…这不也是分量吗？李霁野翻译的英国作家吉辛的 《四季随
笔》，是一部很可玩味的集子 。我在书中读到这样的文字 ：

“ 我多次站在书摊或书店的窗子前面 ，为知识的欲望和身
体需要二者间的冲突所苦……我在铺道上走来走去 ，手摸着
袋里的铜币 ，眼看着书摊 ，两种欲望在我内心争斗 ，书买了 ，我
带了 回家 ，我看着书页饱享眼福。”

读到此 ，我十分感动 ：今天还有人在面包和书籍间做这样
的选择吗？这样的书能以 “轻松”名之？吉辛在这部书中 为艺术
下了这样的定义 ：“人生妙趣的满意而且持久的表现。”这 “妙
趣的表现”是物质生活满足后必定要持久追求的 ，不可把它们
看轻的 。　（简 飚 ）

《长安书声》后记
编辑 “三秦文化丛书 ”的 朋友 ，日 前 嘱我编一本小 书加

盟 。我想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 ，立即就答应下来 。忙了一阵翻
拣复印编排 ，就成了这一本 《长安书声》，应是我第 七本书话
随笔集了 。

与前几本书话随笔来比照 ，文字 “皆与三秦有关，”应该
是《长安书声》的特点 。既是特点 ，却也是它的局限。其实 ，局
限也不是坏事 ，起码可以从这些短文 ，看出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陕西文学和出版方面的一些人和事。虽然零碎 ，史料方面
却还是靠得住的 。至于体裁 ，依然用书话随笔体 ，想写得平实
一些 、随意一些 。有点实证 ，也有一点议论 ：有实证 ，避免了空
冷 ；发议论 ，表达 自 己一些看法 。这里边 ，也少不了有一些辩
证色彩的文字 ，扪心 自 问 ，不过是想打捞一点失去的历史记
忆或揭开曾被遮蔽的史实的一面 ，倒不是要与人拗一调和立
异鸣高 。曾有学者说 ，现在要鼓励知识分子的质疑精神 。质疑
当 然是应该的 ，任何时候 ，实事求是求本求实也是做人的起
码品格 ，做人如此 ，作文更无论焉。而鼓励这种精神 ，自 属大
题 目 。一种精神要来鼓励 ，可见有点难度 ，质疑也还会遇到麻
烦的吧 。不过 ，这种鼓励 ，倒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学术的 自
由 ，与以前的一言定谳 ，万喙息响是难以同 日 而语了 。

说起地域文化 ，陕西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恐怕是一省
两制的典型 ，延安是革命圣地 ，西安是国统区 。从政治层面
上 ，毛泽东 同志就用延安西安来代表革命与反动 、光明与昏
暗 、前进与倒退。解放以后 ，延安文艺研究 已成显学 ，其被关
注度与研究成果 ，可以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研究并美 ，而延
安以外的西安的现代文艺活动就相形见绌得多 了 ，即使在沦
陷区文艺研究已然为人注意的今天 ，它也还是冷而难热。这
原因 ，恐怕也是 多方面的 ，这里不去 申 说 。可以说一说的是 ，
即使在国统区的西安 ，也还有过一批知名的不知名的志士仁
人 ，在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仪文化传统和根基 ，只是在近代才
日 显颓势的地面上耕耘着守护着开拓着 ，从而维系 了 四新文
化运动的血脉在这里未曾 中 断。可以并不武断地说 ，这里诚
然不是中 国现代文学的热土 ，但也并非被现代文学遗弃的 白
地。盲 目 骄傲 当 然不配 ，攀附拉扯未免可怜 ，一味 自 卑却也不
必 。作为受惠于这块土地的 笔 者和有兴趣于此 的学人 的责
任 ，就是去潜心挖掘去辩证去梳理和认识 。

鲁迅先生 当 年深情殷殷的 一段话 ，时时耳提而命我们 ：
“和我们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 ，我们是要纪念的！”三秦文化
研究会的 同人 ，正是有志于此 ，且实施多年 的获成果者 ，在编
完《长安书声》的时候 ，我谨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敬意 。

2004年 11月 24日 西 安初 雪　（高 信 ）

一人得道 ，家属出书？
钱钟书先生有句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 ，何

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种美德今已荡然无存 。名人纷纷
出 自 传便是明证。不过 ，母鸡下完蛋照例是要鼓噪一番 ，这也
就罢了——可别 的什么鸡却跳将出来 ，硬是要沾点光 ，揩点
油 ，那就有点可笑。比如 当 下 ，名人出书的风还在刮着 ，名人
的 “身边人”竟也奈不住性子 ，借着名人的效应竞相 出起书
来 。这类书远的不说 ，近有刘欢夫人大谈 “嫁给刘欢”、葛优他
妈 、他妹 “都赶上了”，眼下王蒙先生的妻子也出 了一本 《我的
先生王蒙》。几本书一扎堆的确够热闹 。还有一小道消息 ，余
秋雨的太太马兰女士正笔耕不辍 ，写她“眼 中 的余秋雨”。

名人 出书也罢 ，名人 “身边人 ”写书也罢 ，说 白 了 ，不就是
“ 品牌延伸”，打着名人旗号深入挖掘市场潜 力嘛。毕竟这年
头 ，名人前浪推后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万一名人不小心成了
明 日 黄花 ，谁还肯买单？与其让别 人来赚这个钱 ，还不如肥水
不流外人 田 ，况且近水楼台先得月 ，自 个 儿写还有优势 。

有人愿意写有 人愿意买 ，旁人指手画脚似乎有点多余 。
不过 ，这事想着还真让人犯堵。不说别 的 ，从维护名人声誉 ，
爱惜其羽毛的角度出 发 ，我觉得名人 “身边人”赶趟儿出书的
举动实不能率而为之。“品牌延伸 ”策略要成功 ，至少牌子要
够响亮 ，策略也要对头 ，否则难免徒增笑料 。就拿刘欢大哥来
说 ，他就是穿着大胯裤子还拴条钥匙串在台上献演 ，观众也

未必有意见。但瞧他屁颠屁颠跟在老婆后面签售 ，这心里让
人别提多别扭了 。再说葛优同志 ，这不刚有点喜欢他 ，从 《卡
拉是条狗》到 《手机》一片不落还四处推荐 。可他这么大明 白
人咋就不懂 ，大伙喜欢看他演戏 ，难道一定喜欢听他妈唠叨
那些鸡毛蒜皮 、穿开裆裤掉鼻涕的往事？

按说 ，这类书或是重要人士的家人回忆先人的人生历程
和社会活动 ，比如 当 下流行的 《往事并不如烟》；或是事涉历
史关键 ，当 事人通过追忆形成 史料 ，如各种文史资料上那些
文章 ；或是像叶利钦 、希拉里这等人写的 自 传 ，也还 多少有可
读之处 。眼下有些人却是拿肉麻 当 有趣 ，自 曝隐私赚取眼球
兼商业利益 ，不仅没多大意思 ，从中还可以看到出版界的一
圈大泡沫。浮躁 、急功近利 、先捞一把再说——我所看到的无
非还是这些个东西 。

不过还别说 ，那天 ，某师大教师问台下女生毕业后想干
什么 ，众女生的答案归结起来有四条 ：一是当 中学教师 ，二是
考研 ，三是出 国 ，四是嫁人 （傍大款乎？不得而知）。该讲师高
声说：“不 ！还有 第五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写书！”他说有
人向他推荐一本小说 ，他从第一页打开 ，看不下去 ，从倒数第
一页打开 ，还是看不进去 。但就是这样一本小说 ，起印就是 20
万册 ！看来如今只要会说话会写字的 ，都可以出 书了 。所以对
当 下这股名人 “身边人”出书热 ，还是别太当 回事为妙 ，否则
那真就是和 自 己过不去 。　（孤云 ）

刺袁树勋嵌名联
说起嵌名刺贪联 ，还有很 多 ，清末陕西洛南县令路大尊 ，性

极贪 ，虐政惊人 。时人作联以刺之 ，联曰 ：
大道生财 ，财连 云汉三千 丈 ；

尊 古 炮制 ，制 死黎 民几 万人 。
横批 ：路断人稀 。

中饱私囊 ，草菅民命 ，钩爪锯牙食人肉 ，此人非一县之主 ，乃
是一县之贼 。这类民贼也有刘竹轩 。刘 系民国时广东饶平县县
长 ，是一贪官 ，时人揭露其贪污和搜刮民财之事 ，有嵌名联曰 ：

绿竹千 竿 ，横扫 直扫 ，扫金扫银扫 国 币 ；
瓦轩一 角 ，大 烹特 烹 ，烹 鱼 烹 肉 烹 民 膏 。

此嵌法属燕颔格 ，即把要镶嵌之字 ，嵌在联语上下两 句
的 第二字位置 。刘 竹轩侵吞民脂民膏 的丑行 ，暴露于光天化
日 之下 。人民的愤恨 ，是针对刘竹轩的 ，自 然也针对了对刘失
察 的上 司 。有墨吏名 双富者 ，字 士卿 ，因贪被革职时 ，有人作
集文联以刺之 ：

士 为 知 己

卿本佳人

上联集 自 《战国 策》句：“士为知己者死”，隐去 “死”字 ；下联
集 自 《北史》句：“卿本佳人 ，何为做贼”，隐去 “贼 ”字 ，嵌其字而
骂其死贼 ，痛快痛快 。晚清大吏袁树勋也是此类人物 。光绪三十
二年（1906），他任上海道时 ，曾参与了著名的《苏报案》，要判章
炳麟 （太炎 ）和邹容等人有罪 ，结果大出其丑 。因列强干涉 ，审判
章邹之案被迫在租界的 “会审公廨 ”举行 ，竟至于闹 出 了 大笑
话 ：原告是清王朝 ，被告竟是清王朝的子民 ，而左右审判结果的
竟是外国 人 ，把袁树勋 “晾 ”了 起来 。就是这个袁树勋 ，对外柔
媚 ，对内却贪财好色 ，绝非正人 。有联讽刺曰 ：

树立无存 ，但知藏 污 纳 垢 ，细 流 同 归 于 海 ；
勋功何在 ，除却贪财好 色 ，其余 皆 不 足观 。

联 中 首嵌其名 “树勋”，尾嵌其字 “海观”。就是这
个藏污纳垢 ，贪财好色之徒 ，竟 也官运亨通 ，由 知县而升
任江 苏按察使 、山 东巡抚 ，宣统元年（1909）还升任两广 总
督 ，成了封疆大吏 。　（望 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