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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

作者简介

　　傅溪鹏，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59年毕业于泉州市第一中学。196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
。先后在国务院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宣传司、国家体育委员会政治部及《新体育》杂志、国家安全部
《报告文学》杂志、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艺术报》工作过，曾任《报告文学》杂志常务副
主编、《中国艺术报》副总编辑、编审。曾任数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与历届徐迟文学奖评委会主任。现
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主编，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创作发表过七百多万字文学作品，先后结集出版《傅溪鹏
报告文学集》、《人生断裂层》、《沉重的车站钟声》、《北京生命线》、《元帅的女儿》等二十六
部报告文学集和散文集。退休以来，主要负责主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日常工作，组织各种文学活动，
同时又写作发表了百多篇散文随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编过《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
与周明合作）、《历史的使命——中国改革大潮报告文学大型丛书》、《青春黑匣子》、《中国报告
文学年选》（花城出版社出版，自2003年至今每年一册选本）和《中国作家看神州》（现在进行时。
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共和国脊梁》、《今日南通》等五本书）等几套大型丛书及几十本其他著作
。2008年，接受中央领导李长春同志指示，组织采写主编出版了歌颂首届全国道德模范人物先进事迹
的大型短篇报告文学集《大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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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

书籍目录

序深水静流秋意真——读傅溪鹏先生的《深·秋》“四位一体”角色的形象写照——读傅溪鹏先生的
《深?秋》报告文学天安门城楼上的举世交响——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共和国成立现场与前夕大观共和
国部长与山里娃们女大校，大孝女——中央电视台军事记者傅立护理瘫痪父亲创造奇迹中美友谊使者
——驻美大使韩叙夫妇与老布什夫妇一家三十年的友情村官今年二十六——记高庙村党总支书记大学
生“村官”张博后来者居上——邯郸经济开发区发展纪实军号嘹亮颂英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馆长
史建和的故事世纪情结——记“中华世纪坛”总设计师余立心海——记捐赠1000万的中国女书画家娄
正纲架起东西方艺术交流的桥梁——记画家娄德平寻找艺术与人生的坐标——访深圳布吉集艺源油画
公司董事长吴瑞周彩绘人生春色——双目失明后的汪世龙与妻子万利云拼搏奋斗创造奇迹的故事拄拐
杖的“茶叶状元”——残疾人汪小龙自强不息的故事散文随笔致敬，红军摇篮令人震撼的鄂尔多斯科
学与友情跨越国界奥林匹克大道畅想我爱我的母亲甲午英魂鹿岛祭醉恋德夯苗寨天界仙境张家界漫步
苍岩山趣游史诗《长恨歌》诞生地——仙游寺“明十三陵”随笔阳澄湖散记乡音潮涌恋洞头瓯江风流
山民风骨紫竹旧居新景医生的崇高职责——感受济宁医院世纪奇才——著名画家范曾追踪可贵者胆所
要者魂——著名画家冯向杰剪影世界天然深港三都澳茶仙与仙境——感受宁德的香茗文化与人文风情
之美韵海上天湖中的明珠——宁德东侨经济区掠影红军广场硕大的“南国金珠”难忘大余“窗口”“
绿梦”之恋定边的绿色希望文学与“新桃花源山庄”的缘分梦兰妈妈——读钱月宝心中的长流爱河⋯
⋯狼山“看景”，濠河“读诗”浅议创作精短创作，当真正的“文学轻骑兵”——呼吁多出短篇报告
文学佳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难产”简录与《报告文学》杂志简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历次奖项概述与
影响行进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序《2009中国报告文学年选》辉煌的“报告文学年”——序《2008中
国报告文学年选》拓宽创作视野丰富读者需求-序《2007中国报告文学年选》颂扬祖国服务人民——序
《2006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反映生活，讴歌时代——2004年岁末至2005年报告文学创作成果概览扣紧
时代脉搏真实报告社会——巡阅2003年岁末至2004年报告文学创作新成果来自辉煌与灾难的报告——
检阅2003年报告文学的可喜成就高占祥著长篇自传体小说《命运》读后联想引申，文意深远——读梁
衡的散文《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理由与《扬眉剑出鞘》具有最强战斗力的“文学轻骑兵”——在广
东省作协召开的《守护生命》研讨会上的发言永不停步的时代作家——杨黎光创作透析富有理性色彩
的文学报告——杨黎光的《中山路》读后独具特色的战争报告文学——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读
后报告文学正为改革开放呐喊讴歌——兼读《国运——南方记事》给力民主政治的可喜曙光——《让
百姓作主》读后残疾人的“千手观音”——读《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有感透析中国“吃饭”之本—
—陈启文新著《共和国粮食报告》读后塑造讴歌中国人的崇高形象——《南方冰雪报告》读后藏族文
化中的一块瑰宝——《西藏最后的驮队》读后讴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守望天山》读后一曲高山
柔水壮歌——读《大巴山的女儿》有感一个真实的“麻雀变凤凰”神话——何建明、朱子侠的《东方
光芒——东莞改革开放30年史记》读后一部优秀的写实主义佳作——《青藏大铁路》读后感出色的“
文学轻骑兵”——读《玉树大营救》有感震撼人心的革命史诗——《血色黎明》读后“静水深流”的
人生——《花非花》读后独树一帜的散文集群——咏慷的《红色传奇》读后高歌“模范人物”的优秀
作家——寒青报告文学作品读后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破——略谈袁亚平的创作特色再现新中国艰
辛的民主法治之路——袁亚平的《大国根本》读后一个时代使命——《大学生“村官”》读后特别的
作品特别的感动——《铁骨柔情祭川西》读后报告文学要重视文学性——《从清华园到深圳湾》读后
冲破旧传统观念的樊篱——读常扬著《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有感一部思想深刻的历史教科书——《
解码边纵》读后激情曹妃甸——读《曹妃甸》有感如同走进如诗如画的陕北——高宝军《大美陕北》
读后放歌八闽诗赋远方——序《万国智散文选集》改革开放前沿巡礼——瑞安市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作
品选《古城新韵》序玩物尚志升华境界——序《玩家盈集》一次刻骨铭心的灵魂洗礼淅川人正谱写一
首英雄史诗——《江河有源》后记对《双流在春天起飞》的创作意见后记：匆匆人生过客

Page 4



《深·秋》

章节摘录

　　乡音潮涌恋洞头　　海养育过的人，海的眷恋自然深沉。　　生长在闽南海边的我，一听说洞头
百岛，情不自禁地涌起一种向往。　　2002年初夏时节，欣然应邀前去参加温州洞头县“五岛相连工
程”通车仪式。洞头列岛上的居民，多为闽南移民后裔，操一腔闽南方言，故一踏上海岛，乡音萦绕
耳际，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海岛的成就与风光，更令人兴奋、留连⋯⋯　　滨海桥头广场，丛丛鲜
花披露笑靥，行行绿树溢青滴翠。彩旗迎风飘扬，鞭炮声震海天，渔家锣鼓此起彼落。　　白云悠悠
，雨丝绵绵，海水滔滔，青山叠叠。　　2002年5月30日上午9时30分，洞头县“五岛相连工程”通车
剪彩仪式隆重举行。百多辆披红载彩的轿车，组成一条长龙，蜿蜒游弋过三盘大桥、洞头大桥、花岗
大桥、状元大桥⋯⋯穿隧道，跨蓝海，大有一种神仙飘逸云海，浏览天堂，俯瞰凡间的感觉⋯⋯　　
道旁盛装欢庆的海岛渔民，手摇小小五星红旗，手舞足蹈，欢声笑语，脸上分明写着自豪、幸福⋯⋯
　　坐在车上的我们，由不得自己，心中也早已激荡起无限喜悦，与渔民们一起分享着海岛改革开放
的“甜果”和“美酒”⋯⋯　　王杰夫的诗作吟出了这种心声：　　帆影波光映绿洲，锦山秀水育风
流。　　江南自古多灵气，东海明珠赞洞头。　　洞头县位于温州瓯江口外30海里处，是我国12个海
岛县之一，由103个岛屿、259个海礁组成，素有“百岛之县”（全国只有两个）美称，“渔（业）、
港（口）、景（风光美景）、油（石油）”俱备，真乃人间天堂！　　正是“海外桃源别有天，此间
小住亦神仙⋯⋯”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建设家园，决心把居民较为集中的五个大岛
连接起来。从一九九五年起，他们奋战一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天堑变通途”，架起了七座跨
海的雄伟大桥，把今天与明天连接起来，把生活与富裕连接起来，把希望与辉煌连接起来，把未来与
幸福连接起来⋯⋯　　与海岛人民一起沉浸在欢庆喜悦之中的我，不禁联想起我们闽南故土早年也曾
有过如此大的壮举。五十年代末，我从泉州一中毕业，考取复旦大学新闻系，要前往上海就读，列车
驰过厦门——集美那绵长雄伟的大海堤时，骤然在脑际映出“移山填海”的壮观画面，这是一种“战
天斗地”的无畏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近年来唱遍全国的那首闽南流行歌曲《爱拼才会赢》中唱的
那种闽南人的“敢拼”的精神⋯⋯　　洞头百岛上的闽南后裔与其他移民后裔团结奋斗，发扬光大了
这种“移山填海”、“战天斗地”、“架桥跨海”的英雄气概，才建造了洞头县这“五岛相连工程”
，才迎来了美好的今天⋯⋯　　一代又一代的洞头海岛人还有许许多多的英雄故事。　　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电影《海霞》，就是以洞头海岛女民兵的英雄事迹为蓝本而编写成的⋯⋯　　在洞
头列岛的日子里，我们乘坐游艇游览了耸立于滔滔海浪中的“半屏山”。　　碧海蓝天，海鸟翱翔。
　　游艇飞速向前。　　“神州海上第一屏”七个大字，冲入眼帘。眺望那斧砍刀劈般峭壁直立于海
天一隅的半屏山，不禁思念起台湾同胞，因为台湾岛上也有一座半屏山。　　相传亘古时代，海神斧
劈一山为两半，一半在洞头，一半在台湾，生生分离而去⋯⋯如同海峡两岸都有妈祖庙（福建、广东
沿海均有妈祖庙，洞头岛上也有妈祖庙）一样，台湾与大陆本是血肉相连⋯⋯　　去年6月，我们9位
大陆的报告文学作家访问台湾，从台北、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到台南、高雄，我遇到了无数旅居
台湾海岛的闽南人及其后裔⋯⋯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音切切，思归声声⋯⋯　　两岸如
同孪生兄弟的两座“半屏山”，何时能够相聚？！　　——2002年初夏于洞头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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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

媒体关注与评论

　　“傅溪鹏先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深·秋》所收作品大多
写于作者花甲之后，此一时段，写作对于傅先生而言，已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自适的行为。
有感而发，由心而出，无需遵命，不为名利，这样作品也就多了质实自然的品格，繁华落尽，本色见
美。”　　——著名文学评论家丁晓原　　　　傅先生的这部《深·秋》的寓意，我们应该都是能心
领神会的。深秋并不代表时光将逝、生命衰竭，而是指向人生的成熟之极境，是生命之花的璀璨开放
。生命的秋天是暮色、夜色，还是曙色？这答案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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