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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又回黄花坡》

内容概要

新世纪到来之前，我在泉城一家幽静的军队干休所辟了一间工作室，重新订上了诸如《文汇读书周报
》、《诗刊》一类书刊。心底里的盘算是公务之余先读一点，然后再试着写一点，到50岁的时候，就
金钵洗手，重新拾起撂下的家什，拾起已荒废多年而又实在不应丢弃的纯粹的文字的营生。可回头看
看，至今已是五十有余，这一小小目标却还遥在天边。这才叹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叹服世俗
力量的坚不可摧。
相形之下，自然也就更叹服王秀华。
这些年来，秀华并不是一个闲人。从一家单位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到办公室主管，再到单位的班子
成员，本职工作和人情世事想必缠绕得他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不得清闲。可再见他时，他奉上的是
还散发着墨香的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我在故我思》，和这一本即将出版的散文集的清样。“秀
才人情一本书”，有自己的一本书送给朋友或者捧读朋友送上的一本书，毕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并不是因为这一本书将在文学史上具有什么地位，具有了什么高深的人生哲理——而是因为彼此熟，
彼此莫逆，路一起走过，苦一起受过，如果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快乐，自己关起门享受，那肯定会受到
朋友的指责。
高兴之余又难免有些微微的嫉妒：这几十万字工程，如何了得！在这浮躁的喧嚣的年代，秀华是怎样
保持了一个好心境，又是从哪里“偷”得那么多的时间！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方诗友柯平来信：怎么你们北方诗友一个个都不见了？咋不见了，忙呗。忙
什么，不得而知。
实在说，读书与写作并不是一件高人一等的值得炫耀的才子佳人的事。从一开始至今，我认为读或写
都是自己的一种兴趣、爱好，就象父辈侍弄庄稼一样质朴艰苦的“农活”——你若不能体会父辈站在
六月连阴雨中的田头，听咔吧咔吧玉米拔节声的沉醉，你就不能体味作者“新诗作罢独自吟”的欣慰
。而这种欣慰，由衷的欣慰，我是多年没有了。所不同的是秀华有。
秀华是一个幸福的人。
正如秀华在《梦里又回黄花坡》的感喟，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纯粹的感觉，是一种自己确定的参
照系统之下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关键是一个参照系统。
于是在这一参照系统下，在秀华笔下，我们看到了爬山人对山的痴迷，甚至在年夜，看完中央台的春
节晚会先爬一趟山再回家下水饺吃年夜饭的细节。“默默地立在那片茂密的松林里，似乎在用全身心
与自然交流，似乎在用灵魂与大山对话。于鹤发童颜中透出那份安祥，那份坦然，透出一种摄人心魄
的力量，使我油然生一种神圣感与敬畏感。”这里是写山友，也是写自我。古人云，仁者乐山，乐山
的仁者在山的怀抱中于滚滚红尘中找到一份安宁，在默默无语地与大自然的交融中，体验到天人合一
的浑朴与纯净，——这么一种感受，不也是作者铺开稿纸——不，打开电脑，忘情于胸中篇章时的一
种体验吗？
“一天之中,最兴奋的时刻就是在山上了！”是吗？
我们知道，散文为无体之文，散文不是刻意为之的产物。散文是散漫的、自然的、质朴的，散文未必
与宏大叙事有关，但必须与心灵有关，与灵魂有关，精神不死，诗歌不灭，一切散文应该是心灵的呢
喃，灵魂的私语。基于此，我认为无论诗与散文，它对人的心灵的濡染和净化，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而在秀华的集子中，我喜欢他把庸常生活写得饶有趣味的《岳母与八哥儿的故事》，（特别是文
中岳母把蝇拍称作“教鞭”的细节，让人忍俊不禁）；更喜欢《大叔》、《表妹》一类篇什——因为
它触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根。由此我想到了年轻时诗友之间凭才气写作还是凭本能写作的议论，想到
时下泛滥报刊的如过眼烟云般制作。说到底，在生活面前，或者说在写作生涯中，所谓才气有时是很
脆弱的，只有把思想的触角，感情的触角伸到生活的根部，才会产生出有一定份量的作品。而笔者所
遗憾的是集子中的《表妹》还欠打磨，如果紧紧围绕药罐来写表妹，估计情况会更好一些。想一想，
表妹送给姑姑（也是作者母亲）的这一罐药汁，是用二里之外的一担山泉水、用一垛柴草，用整一天
时间在自家大锅中从早到晚熬成的，也难怪病中的母亲视若珍宝——它很稠，很粘，很苦。稠得流不
动，粘得化不开，苦得很甜。它是多么富有含量的象征，感情与灵魂的象征，艺术的象征。作为诗人
，秀华在散文写作中取材、行文都富有诗意，只是在这一篇中，未提炼出来。苏轼说“真人之心，如
珠在渊”，作家与诗人的劳作，实际都是沙里淘金的活落，很苦，试想，从深渊中摘取那一颗珍珠，
得须下多大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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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又回黄花坡》

风花雪月，小花小草，在当代散文中似乎成为主流。秀华反其道而行之，写了大量有关时事的评论和
人物类作品，据说他的一些评论文章还深得一些知名网站和一些刊物专栏青睐。在这一类作品中，我
独喜爱《王效禹在青州》。王效禹在青州，是当年秀华告诉我的一个信息，我想写一写他，以后没写
，为什么？在秀华笔下，文革当中曾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他，当时的境遇是：“他无论到哪里
都是秘密的，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有时还得改姓，有时姓张，有时姓李，有时连他自己也不知
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作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和牺牲品，这位“老革命”（是不是可以这样称
呼？）处在这么一个境况下，媒体不准写，也不准报。但秀华写了，并且写出了一个人的浩然正气。
而读者掩卷后挥之不去的却是这位老头儿在被老乡，老战友抢回老家（这回他不用改名改姓了）时提
的两个条件：一是带上一位生病的朋友，“二是快过年了，要一床被子。”
面包会有的，被子也会有的。因为有政府也有老乡。在老头儿倒运后一直到他离世，出自秀华的这一
篇小文，恐怕是连我们也感到极温暖的一床“被子”了。
与秀华交友多年，论文谈诗的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 是给他添一些麻烦。因他在一家医疗单位供职
，求医问药多少有些方便。事无论大小，他总是不厌其烦，竭尽全力。二十多年，他热情如初，行走
风风火火如初。由此，笔者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事业无论大小、职位无论高低，但凡是干成一点事情
的人，共同的特点有二：一是始终如一的热情，二是始终如一的学习态度。如果说热情是本性使然，
学习则是一种修炼了。秀华几十年笔耕不辍，在这里，读书与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形态，成为
他的一种生活形式，成为一种毫无功利目的兴趣与癖好。不问收获，也无须问收获，秀华总对得起驻
队《大叔》对他的一片苦心，也对得起老师送他的那一支笔了。
穿过崎岖坎坷的乡间小道，未谙世事的秀华第一次与都市或者说现代文明的亲密接触，是由驻队大叔
用脚踏车驮着来的；而在他求学的童年，在他最困窘的时候，小学老师送他一支两毛钱的毛笔。这一
切，秀华都没有忘记，也没有辜负。是的，我们都不应该辜负，我们都应懂得感恩。
秀华散文出版开印在即，我写下此文权作祝贺，就此打住。
张中海
2006年7月29日午夜于酷暑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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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秀华，男，1952年生。青州人。现供职于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撰写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多篇，其中8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诗歌100多首，散文和
纪实文学作品30多万字，多次获奖。
出版诗集《那一方净土》，纪实文学集《圣洁与罪恶》，散文集《梦里又回黄花坡》，杂文集《我在
故我思》。
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青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Page 4



《梦里又回黄花坡》

精彩书评

1、《梦里又回黄花坡》这个题目是一本书的名字。这是我在新单位这里高世斌的办公桌上看到的书
，无意翻看，发现是故乡老家人写的一本散文集子。作者的名字叫做王秀华，但我不熟悉这样一个名
字，我能了解的故乡文坛比较活跃的人之中还真不知道他勒。就这样，一早上加中午的空闲时间我都
拿来读他了。书中，作者真实的回忆了他的亲人、故事、童年、朋友，还有对时世的时评、对故乡人
物风采的抒写⋯⋯真实包罗万象般地包含了作者生活的角角落落，思想的每个犄角旮旯。作者的年龄
比我大一些，又是生活在故乡山区，也有很多的故事是我从前没有接触和了解的。比如说到童年，生
活在平原的我们家虽然也缺衣少穿，但我至少还没有经过作者那样的苦难。也有相似的一些经历，比
如说被比自己年小的女娃娃欺负哭了的经历。呵呵回想过去，特别是回想童年、少年，即使种种的经
历苦难，你也会觉得是一种幸福的存在。不管怎样，感谢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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