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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红灯记# 到 "黄河$

钢琴伴唱 !红灯记" 虽然获得
了成功# 但我想# 钢琴毕竟不是主
角# 钢琴要想自己站住# 一定要有
一部自己的协奏曲$ 那时我们也曾
写过很多作品# 比如改编毛主席诗
词 !蝶恋花"# %文革& 期间又写过
!红旗渠"' !歌唱祖国"# 但也许因
为选材有问题# 这些作品都没能站
住$

改编 !黄河" 倒没有特别大的
难度# !黄河" 大合唱本身题材和
写法就比较现代# 不像改编 !红灯
记" 跨度那么大$ 另外# 这部作品
本身也是久经考验的中国最优秀作
品之一# 家喻户晓# 非常有生命力$

它虽然诞生于抗战时期# 蕴含的民
族情感却可以跨越年代$

为了创作 !黄河"# 我们当年还
去陕西' 山西体验生活# 在黄河边
上体验当船夫拉纤背包# 还记得黄
河的水特别急# 要摆渡过去跟拼了
老命似的$ 这样的艰苦# 我们实打
实地体验了一个多月$ 这个经历对
创作 !黄河 " 确实有
帮助 $ !黄河 " 的第
一乐章都是那些经历
的呈现 # 比如壶口瀑
布 ' 纤夫拉船等 # 现
在 有 很 多 人 都 在 弹
!黄河 "# 但有的人弹
不出那种味道 # 在我
看来就是没到过黄河#

缺乏这种切身体验$

可以说# !黄河"

第一次亮相就非常成
功$ 尤其是

!"#$

年
%

月 # 周恩来总理及中
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人大小礼堂审
查我们节目# 大家很激动# 我记得
在 %保卫黄河& 最后一段时候# 鼓
皮都被打破了 $ 总理一直打拍子 #

最后他竟振臂高喊
&

%星海复活了(&

我很小时候# 周总理就听过我
演奏#

!"'(

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开
幕式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 我演
奏了丁善德的 !儿童组曲"# 当时我
还戴着红领巾 # 总理就记住我了 $

)"'"

年 # 我回国时 # 他还记得我 #

他说) 你应该
!*

岁了( 总理特别喜
欢 !洪湖水# 浪打浪"$ 他以前有个
观点# 认为钢琴没法民族化# 听了
我演奏的 !农村新歌"' !洪湖水#

浪打浪" 等之后# 他觉得钢琴民族
化有希望了$

当年 %五一&# !黄河" 在民族
文化宫公演# 但那一次# 还出了意外$

那次演出# 第一个节目是我弹
!红灯记"# 弹到最后一段# 我在台
上突然把腰扭了# 疼得脸煞白# 根
本不能动# 站都站不起来了$ 工作
人员赶紧关上大幕 # 把我抬下来 #

本来下一个节目就是演 !黄河"# 怎

么办* 临时找人也不行# 他们没有
练过 # 不敢上 $ 后来临时决定让
!沙家浜" 先上# 把我拉到民族文化
宫后面的邮电医院打麻药# 拿绷带
把我的腰整个缠起来$

)

小时后 # 我回到舞台上 # 工
作人员给我搞了一个有靠背的凳
子# 说如果不行# 赶紧躺下去$ 乐
队那天合作出奇的好# 所有人都盯
着我# 害怕我出事儿# 但我还是坚
持下来 # 观众也知道我出了问题 #

演出结束后# 他们的反应也特别热
烈$ 演完后我被抬下去 #

+

天都没
起来$

从
)"(,

年钢琴伴唱 !红灯记"#

到钢琴协奏曲 !黄河" 出来# 是我
最 %红& 的时候$ 那时我都不敢上
街# 因为会被很多人认出来围着看$

火柴盒' 香烟盒' 玻璃杯' 毛巾上
都有我和 %李铁梅& 的头像# 还有
专为此发行的邮票和明信片# 甚至
公共汽车上也有宣传画$ 很多老三
届都说是在乡下看纪录片时认识我
的#

%$$$

年钢琴伴唱 !红灯记" 重
演 # 一个老工人拿出
了他当年收集的

)$$$

多件宣传品 # 让我很
感动 $ 我没想到还会
有人悉心保存着这些
记忆 # 虽然它们有着
浓重的时代烙印$

%黄河$ 余韵

某种意义 # 我也
是在探索钢琴民族化
道路上走得最远的 #

除了 !黄河"# 我们也
曾尝试改编过很多中
国古曲 $ 当时花了很

大力气改编的一部中国古典作品是
!十面埋伏"# 我们请了许多位琵琶
专家到北海为我们演奏# 有的年纪
太大已不能弹了# 我们就听他们以
前的录音$ 像这种古曲# 从隋朝就
有# 口传心授到今天# 很多人会弹#

但每人的谱子都不一样$ 因为以前
的记谱都是工尺谱# 很不规范$ 我
们比较了各种版本# 选取其中一版
用五线谱来记# 包括很多滑音# 很
多和弦# 记得非常细致$ 再学习他
们的劲头# 我开始练 !十面埋伏"#

练得肩膀都僵住了# 因为中国古典
跟西洋乐器的表达方式毕竟不同 #

用的力不一样 # 很多人都不敢弹 $

一定要揣摩它的表达方式# 它用琵
琶这么弹# 我用钢琴怎么表达# 都
需要悉心揣摩$ 刚开始# 我让琵琶
跟我一块弹# 从早弹到晚# 弹得手
疼# 但到后来就非常轻松$ 遗憾的
是# 最后审查时# !十面埋伏" 没
有通过 # 于会泳等认为 %太现代
了&$ 不过 # 现在却成了
我在国外经常演的一个
曲目$

! "

/

0

救场如救火

前一阵子#我正在北京#万卫打
电话要我去参加一个会#全球家电峰
会$ 家电首席执行官们要来#主办方
邀请百家讲坛派位专家参加$起什么
作用* 谈谈家电对生活的影响#帮家
电巨头总结一下家电和人民生活关
系的%关键词&$

我一听就乐了#说)中文系教师
参加全球家电峰会# 这是哪儿和哪
儿*刚刚召开的中国作协全委会我都
因事请假#大家知道我去参加这样的
会#岂不说我%六国贩骆驼&*

万卫说)主办方邀请百家讲坛的
专家作为消费者代表参加会$

%消费者&* 这倒比较靠谱$

我问)为什么不让于丹去* 年轻
美女#多给百家讲坛装门面*

万卫说)于丹在国外呢$

我问)为什么不让易中天去*

万卫说)易中天忙着呢$

后来我知道#易中天正在替百家
讲坛忙活呢$

我就去开了一天优哉游哉的会$

住环境优美的度假村#参加衣香鬓影
的宴会# 到会上听听
发言# 替家电大腕们
总结几个关键词 #比
如生产商和销售商
%和谐共赢&# 家电可
以%优化生活&$ 家电
大腕觉得我的话新
鲜# 我觉得他们的会
有趣# 然后# 大功告
成# 提着新认识的小
朋友汪青送的一大包
洋水果#回影视中心$

回到影视中心 #

已是晚上九点多 #什
么人在底层的茶社挑
灯夜战哪*

我打眼一瞅#直想笑)

这是什么乌合之众啊*

百家讲坛的制片吴林#总导演高
虹# 另一个组的编导组长孟庆吉#美
女编导郭巧红$还有++我们编导二
组的专家易中天(

我走过去笑嘻嘻地问)%你们做
什么呀* &

小孟说)%研究明天的拍摄呀$ &

我对易中天说)%你怎么当叛徒
了* 怎么不给张长虹做节目#给小孟
做起节目来了* &

易中天朝我无可奈何地苦笑$

百家讲坛有条约定俗成)专家开
始是哪个编导组的#就一直是哪个编
导组的$易中天忽然跟另一个编导组
的小孟搅到一起# 我当然就挖苦他
%当叛徒&了$

吴林听了我的话# 看我一眼#欲
言又止#他大概认为我不该这样说$

吴林是百家讲坛的制片#他这个

%制片&跟万卫这%制片人&是完全不
同的概念$万卫管大方向管拍板管拿
总#吴林管排拍摄计划管主讲人住宿
饮食交通# 管万卫派给他的诸般事
宜$ 据我观察#吴林似乎也管确定主
讲人'跟主讲人交流'甚至管和主讲
人沟通$ 百家讲坛年轻的编导#似乎
都乐意把吴林当成可依赖的老大哥$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都把吴林当成可
靠朋友#都喜欢长着一双诚实大眼睛
的吴林$我们给吴林打电话都亲切地
叫%吴老师&$易中天打#直接叫%兄弟
呀
-

&

总导演' 美男子高虹见了我#高
兴地说)%马阿姨来了$ &

我拿手一指易中天)%那你就得
叫他,舅舅-啦$ 易大佬是我的,老虎
弟弟-$ &

吴林在一旁指指自己#笑道)%高
虹啊#这儿还有一个,小舅舅-呢$ &

大家都笑#只有平时最喜欢笑的
易中天满脑门官司#皱着眉头$

原来#易中天这次是替百家讲坛
救火一般地救场来了$

百家讲坛决定上一档介绍华侨
领袖陈嘉庚的节目#万
卫专门飞了两趟厦门#

录制了两次 # 都不理
想 #最后决定 )请易中
天出马#让他访谈研究
陈嘉庚的陈老师$易中
天居然同意了$他可能
认为百家讲坛的事也
是他的事$ 何况#陈嘉
庚是厦门大学的创始
人#易中天不做谁做*

实际上#这个只有
两集的专题#同样需要
对陈嘉庚的生平做一
番深入细致的了解#很

费工夫$ 弄不好#成了出力不讨好$

我又想朝易中天的脑袋 %嘭&地
给他一下子)你成了%能不够&啦* 访
谈了于丹#再访谈王立群#现在又访
谈陈老师#有完没完*你的名气再大#

也不可以如此%竭泽而渔&吧*

易中天一脸倦容$ 他们这次%排
练&之后#他还得连夜写稿子#替这个
节目总结%关键词&#明天好访谈那位
研究陈嘉庚的专家$

我把房间钥匙交给郭巧红)%你
上楼#把盘子里的水果拿下来#给大
家吃#给易老师当夜宵$ &

易中天不肯吃洋水果#只吃了一
个小甜瓜#连瓜穰一起吃$ 这倒跟我
相似$ 据说#真正讲究的人是不吃瓜
穰的#但我就是喜欢吃#因为它好吃$

吴林心疼地问)易老师#你开夜
车#要不要再弄碗方便面*

易大佬摇摇头# 敛起他
的纸和笔# 准备回房间开夜
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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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郝树声长篇小说!怪味沧桑"

孙方友

郝树声#名不见经传#却一年出版
三部长篇#洋洋百万言#且一连再版 #

令人震惊( 近读其!怪味沧桑"#开卷不
可收#直读到最后一个句号#方知此君
决非等闲之辈#竟积几十年之功#一举
%偷袭&文坛#让你不得不刮目相看$

!怪味沧桑" 是一部平中见奇之
作#又是一部乡间的百科全书$ 纵观全
书# 可以看出郝树声是一位不善于虚
构生活的作家#对他而言#写作好像是
为了更好地到达生活中那些令人惊讶
的事物#而不是远离它$ 决不像现在有
些作家#害怕生活#总是与虚构的经验
相关#却永远不触及生活本身的边界#

创作出的所谓%农村题材 &#多是坐在
书斋中空想的%伪乡村生活 &#这里面
包含着很深的思想误区$ 只有那些软
弱的人#才专注于%生活在别处&#面对
身边蜂拥而来的真实措手不及$ 郝树
声出手不凡#决非一日之功#并在这一
点儿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读他的
小说#你就像真正走进了豫南乡村$ 村
庄的土墙'蓝天'绿树'庄稼#一切都笼
罩在明亮的阳光中#毫无掩饰$ 这里的
人们过着几十年' 甚至上百上千年的
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
秋收#娶媳嫁女#送老生小#城市和现
代化对这里影响很小# 还没有吹绿这
里的山头'树梢#生活依旧是那样地古
老'刻板'窘迫$ 但这又是一个自在的
世界#有它的运行规律#风俗习惯 #文
化传统++人们乐天知命# 从容不迫#

甚至觉得有滋有味$看到这样的生活情
景#你的心情是复杂的'难言的#但你知
道这是真实的..真实的农村生活$郝
树声用工笔细描#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展
现他们村里的人和事#有着一种诗的纯
然意象#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内里蕴涵
着作者对大自然的神往# 对家乡的挚
爱$可以看出#他向往的是一种%精神家
园&#并在有意无意中把家乡%诗化&和
%美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使他
的作品变得更加丰富和凝重$

郝树声%诗化&%美化&家乡#并没
有忽视对土地文化的信仰以及由此衍
生出的苦难'疾病'快乐和死亡$ 而是
尽力呈现斑驳陆离的乡村政治文化景
观$ 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小说不着力于
权力斗争的黑暗# 而是侧重于权力是
怎样影响生活世界的# 从而在更大的
背景中揭示出劳苦人苦难的原因所
在$ 中原大地虽然是中国文明的发源

地#但千百年来却是如此的多灾多难$

生存从来是艰难的考验$ 郝树声每每
写到家乡村民的无知和无助# 都禁不
住喟然长叹$ 长叹之余#却又保持着一
定的抒情距离#所谓%念天地之悠悠 #

独怆然而涕下&$

纵观全书#!怪味沧桑" 所表现的
是一个相对稳固和封闭的豫南乡村世
界#无论是上部!山风"#还是!中卷"乡
俗#在作家笔下#都处于一种自然环境
偏僻贫瘠'现实秩序僵固粗鄙#传统伦
理积厚沉郁的状态$ 它基本是一部村
史#固然主写了杜'刘'孙三大姓的兴
与衰# 但马寨村的老老少少几乎全都
亮了相#从各种生产用具到各种匠人#

以及交通工具#还有不少劳动程序#无
不描写精到细微$ 从乡间知识分子元
叔到台湾老兵孙丙豪# 从掌握马寨村
几十年大权的刘庆典到有反叛精神的
刘继先# 从有经济头脑的刘臭蛋到一
夜暴富的胡万有# 从大胆求爱的凤姑
到沦落青楼的沈卓娅++他们的离合
悲欢#浮沉起落#无不渗透着人生的苦
难和沉重$ 全书看似无故事#但又处处
是故事$ 可以看出#马寨村既是作家成
长的故土#也是作家的精神摇篮$ 郝树
声的小说与他的成长环境和文化记忆
自然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且可以看出
这种关联是自觉的'清醒的#并带有强
烈的干预意愿$ 郝树声对故土乡村生
存状态的尖锐感受# 充分体现了他那
无奈无助的体恤性人文立场# 所以他
的小说是有着刻骨的真实的$

另外#在!怪味沧桑 "中随处可见
许多精彩的民情民俗描写#如!赛戏"'

!出嫁"'!随礼"等章节$ 当然#民间并
不是光明灿烂的大同世界# 它也有着
陈腐'没落'丑陋的东西$ 民情民俗的
描写#不仅可以突出小说的地域特色#

还可以传达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 只
是民间写作资源的利用# 要用民间的
视角' 民间的价值和民间的道德标准

来判断# 才能真正表现真正的民间生
活$ 郝树声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
索# 只是他对民间的描述还处于一种
感性的'多少有点自然主义的阶段#因
此给人的印象是外在的$ 如果他能从
理性上真正认识到和把握民间生活及
民间文化#自觉地去搜索'研究和艺术
地表现它# 就会进一步提升他的小说
的思想意蕴和审美品格$

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郝树声在
创作这部小说时# 从没有为自己树立
任何参照# 因为他是想让读者站到他

这座桥上来# 能够看到他们在别处看
不到的风景# 至少是不要让他们在他
的这座桥上看到风景之后# 再让他们
联想到似是在什么地方也看到过相似
的风景$ 可以说#郝树声达到了目的$

因为一切的艺术都是有个性的艺术 #

再杰出的作品# 也只能是我们在桥上
看到的风景$ 它们绝对不是我们自己
的艺术领地$ 博尔赫斯说#我们不会找
到什么新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
的记忆里面$ 我们现在学会的东西#都
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东西# 只是因为人
的日常自我和现实把它死死捺在灵魂
深处#不让出来#所以#人就意识不到$

人性最根本的东西都在记忆的深海中
体现出来# 它跟外面的日常生活世界
是紧密相连的# 甚至有许多形式上的
相似之处$ 所以#在艺术上要想寻找到
属于自己的%风景&#决非易事$

可以说# 郝树声寻到了被许多作
家忽视了的捷径# 而且做到了一举成
功(

&'()*+,-

传 英

你能相信#在文艺复兴时期 #

美第奇家族的一位公爵夫人穿
着铁制的紧身衣# 把自己的腰围
缩小到

)+

英寸吗* 你能相信 #上
个世纪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奇奥塞
斯库# 竟然下令让一个已经挖掘
了

).%

万立方米的 ' 作为新建地
下车站入口的巨洞在一夜之间消
失吗 * 你能相信 # 在

)'$$

年到
)('$

年中 #%巫师狂 &迫害了难以
计数的妇女吗*

!愚昧改变历史"让你从另一
个角度看历史$ 它能够让你相信#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的的确确发
生过诸如此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的事#也确实有过如此惨绝人寰的

景象# 有过遭受如此苦难的民众#

有过如此荒唐的领袖(

掩卷深思# 其中的原因何在*

根源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
&

愚
昧$ 是愚昧改变了历史#让这些荒
谬的事情发生了$人们由于科技知
识的限制# 思想的禁锢# 盲目'偏
执'自负'残忍等人性固有的弱点#

做出了愚不可及的蠢行#犯下了匪
夷所思的罪行#实施了惨无人道的
暴行$ 由于不能更科学地认识世
界#不能更客观真实地关照自己的
内心#没有掌握更文明更有效的改
造社会的手段#才导致了这一幕幕
惨剧'闹剧的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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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威

我沿着田埂#飞快跑
到母亲身边#气喘吁吁地
问#妈妈#妈妈#那些油菜
花呢#它们都到哪儿去了
呢*

我只是睡了一觉#那
大片大片的黄就都不见了$

在油菜地里穿行的
母亲时隐时现)她站直身
子#杂草经过她的手被扔
到不远处的田埂上#然后
她弯下腰#整个人便淹没
在密密麻麻的油菜花里$

而我只有蹲下来#屁股紧
贴到地面上#透过油菜那
些粗粗细细的腰肢#才能
看到母亲$

很多时候我是一个
人走在田埂上的#提着荆
条筐#按母亲的吩咐收拾
起那些杂草$可是我不知
道什么时候就在田埂边
睡着了#我一直想在大片
大片的黄色的油菜花下
睡上一觉 #所以 #在我用
荆条筐来来回回送了几
回杂草后 # 睡意袭上来
时# 我顺手放下荆条筐#

倒头就睡$

当我醒来#发觉那大
片大片的油菜花不见时#

内心充满了恐惧$我就一
骨碌爬起来#开始向母亲
跑去#我觉得我跑得比以
往有力了 # 我的脚变大
了#我的腿变长了 #奔跑
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
我长大了#而那些散落在
田埂上的杂草却已不见
了$

我也许睡了太久#错
过了油菜的花期#不知不
觉间自己就已经长大了$

这期间 # 母亲可能回过
家# 随便做些什么吃的#

又喂过满地乱跑的鸡$她
可能看我睡得太熟#就没
叫醒我#她一直在离我不
远的田地里劳作#她不害
怕我熟睡的时候会被什
么人抱走或有什么不安
全 $ 我也可能睡得太沉
了#无论她怎么叫 #我都
那么呼吸均匀地一动也
不动睡着#她只好放弃继
续唤醒我的努力#再一次
来到田地#薅起下一片杂
草或从地头开始继续锄
起刚刚锄了一小片的田
地# 她可能拿起镰刀#在
一个不太炎热的午后#收
割完所有的油菜 # 运回

家#接着#她又种起玉米'

大豆之类的作物#只是这
一切我都不清楚#我只是
在睡#并在睡去的过程中
不断长大$

而母亲自始至终在
这块田地里不曾离去$她
现在可能正吃着当年我
帮她拾草的那一季油菜
榨出的菜油#在新的季节
里在又一片新的油菜地
里劳作着$只是这一切#都
是我醒来#找不到那些大
片大片的黄而想象以往
一样# 跑到母亲身边#询
问内心的疑惑时猜测的$

我忘记了母亲是怎
么回答我的$我记得当我
跑到母亲身边#她扭过头
看我的时候#我被她的样
子惊呆了$她以前的满头
黑发如今已掺杂了太多
的银丝#她的脸上也已刻
下了太多的皱纹#她劳作
时弯下去的腰#似乎再也
直不起来了$

我只是睡了一觉#那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就找
不到了#困惑得就像我不
清楚母亲怎么在我一觉
醒来之后显得那么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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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民

三国时曹丕曾言!文人相轻"自古

亦然#"文人相轻"的确是旧时文人陋

习$ 有不少文人"无论是文章大家"还

是无名之辈"都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

字字珠玑"篇篇锦绣"别人的文章不是

!臭狗屎%"也是!白开水 %$ 举两个典

型"唐代诗人薛能"诗写得很一般"却

颇为自负且目中无人" 曾骂同时人的

诗作是!四方联络尽蛙声%$ 清代学者

王西庄"学术上小有成就"因而狂妄之

极"不仅看不起同辈学人"而且轻薄前

贤"把前辈大学者一路骂下来$ 骂汉代

刘向是 !俗儒 %"晋代杜预是 !微末小

儒%"唐代李延寿!学识浅陋 %"宋代蔡

沈!茫无定见%"明代焦竑&王应麟为才

短位卑''#这种相轻之事太多"举不

胜举"不说也罢$

其实"文人相轻只是事情的一个方

面"文人还有相亲&相知&相敬&相补&相

助的一面"其中也有不少动人故事$

文人相亲$ 李白&杜甫就是文人相

亲的千秋楷模"一称诗仙"一称诗圣"

一是浪漫主义"一是现实主义"本来是

两股道上跑的车"却能亲如兄弟"互相

推崇" 实在难得$ 都说是一山难容二

虎"可李杜却能做诗双峰对峙"为人并

驾齐驱"所以传为千古美谈"至今仍为

人津津乐道$

文人相知$ 德国文学家歌德与席

勒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生相知$ 在

歌德眼里"席勒(身上一切都是高傲庄

严的"每次我见到他"都觉得他的学识

和判断力已前进一步 #$ 而在席勒看

来)(我们两人观念中有一种意想不到

的一致" 每个人都能补充另一个人的

缺陷$ #于是"他们合写*警句+"抨击社

会上的市侩习气" 开展创作叙事歌谣

的友好竞赛"都深受读者欢迎$

!*"0

年

至
),$'

年 " 是他们合作最密切的十

年"也是创作丰收的十年$

文人相敬$ 在一次纪念会议上"郭

沫若说)鲁迅把自己当人民的牛"我就

是牛尾巴$ 茅盾接着说)如果你是牛尾

巴"我就是尾巴上的毛$ 其实"鲁郭茅

巴老曹"个个都是文坛泰山北斗"还能

这样互敬互重"实在让人感动$ 巴金与

冰心的友谊也被传为佳话" 他们互敬

互重" 相知相通" 冰心给巴金祝寿说

!有你在"灯亮着%"巴金则称赞冰心说

!你是女性之光"民族骄傲%$

文人相补$ 文人多孤芳自赏"个人

奋斗"但也有不少互补共进的$ 在法国

文坛"作家福楼拜与剧作家布耶"就是

这样的一对互补性文人$ 福楼拜的每

一篇小说"都先征求布耶的意见"布耶

也不客气"既有热情肯定"也有尖锐批

评"有时居然能使福楼拜推倒重写,而

布耶的每一部新剧" 福楼拜都是第一

读者"第一观众"给他提出了许多建设

性宝贵意见$ 在互相切磋共同琢磨的

氛围中" 两个人都走向了自己事业的

高峰$

文人相助$ 马克思与恩格斯"两大

思想家"也是两大文人"不仅在思想上

互相声援"精神上互相激励"而且在经

济上也互相帮助" 如果没有恩格斯长

达数年的无私援助" 没有任何经济来

源的马克思无论如何是坚持不下来

的$ 上世纪
+$

年代"鲁迅热情提携帮

助萧红&萧军"使两个不见经传的文学

青年"一跃而成为知名作家"谱写了一

曲大文豪帮助小文人的动人故事$

如今"社会进步"文化昌明 "盛世

空前"正是文人一显身手的大好时机$

各路文人们也应该博大其胸怀" 放开

其眼界"宽容同行"放弃偏见"改掉文

人相轻&同行相妒的老毛病"换成文人

相亲&文人相知&文人相敬&文人相补&

文人相助的时代新风"大家携手并进"

群策群力"共创文化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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