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赋予的情怀、情感和理想■ 李鲁祥

1941 年，沈国栋老师出
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63年，沈国栋老师参加
工作。1962年，我出生。

我们之间隔着烽火连天的抗
日战争、隔着三年的解放战争，
隔着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隔着
新中国成立，隔着三年自然灾
害，隔着三反五反，隔着五七年
反右，隔着五八年大跃进，隔着
文化大革命。再之后的历史，我
已有了清晰的记忆……

二十年的时空之隔，没有妨
碍我们这代人读懂建国前后这代

人的经历、这代人的理想、这代
人的情怀和情感。

我想这是沈国栋老师约我写
序的主要原因。

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和环
境，但所有的人又都像西西弗斯
那样在挣扎，在艰难地自我超越
……

每代人，都试图摆脱时代的
共性，作为个体都想张扬自己的
个性，都想与众不同。但是历史
却是如此的残酷，每个时代、每
个人都有他们必然的宿命，不能
僭越，也无法超越。

国栋，国之栋梁。多么鲜明
的时代痕迹！

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的神圣期
望，是那个时代才有的一种责任
和担当，只有伴随着共和国一起
成长的那代人，才有这种情怀和
理想。

他们经历了由旧时代到新中
国的成立，人民终于当家做了主
人；十七年的教育背景，历次运

动的不断强化，共产主义理想和
英雄主义情结已逐渐内化为他们
每个个体的人生观、人生态度和
内心的真实信仰！他们始终认为
个体是渺小的，他们相信集体的
力量，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
于奉献，他们时刻准备着为社会
主义献身；他们在雷锋精神的鼓
舞下，认为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是
为人民服务；他们怀念那些激情
燃烧的岁月，他们渴望在大风大
浪中锻炼成长；他们都有英雄主
义情结，他们盼望着干一番惊天
动地、轰轰烈烈的伟业；他们年
轻时读的是《红岩》、《钢铁是怎
么样炼成的》、《海燕》，张嘴就
来的是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到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世界是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
结底还是你们的！”整整一代
人，他们笃信进化论，他们个个
都有“江山意识”，他们都牢牢
记住了老人家的那句话:“你们
要关心国家大事！”

于是，于是你就理解了沈老
师的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

于是，你就知道了沈老师的
第三部作品集为什么取名《赞歌
更嘹亮》。

于是，你就能读懂书中三部
分文章的价值取向。

其实传统文化中自古以来就
崇尚文以载道、兴观群怨，这是
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内化
在血液里、精神中，积淀在潜意
识里，挥之不去。

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做记者编
辑，无论是写影评还是写时评，
沈老师的笔间流淌的都是人间真
情，充满了正能量，颂歌时代，
赞扬真善美，激扬文字，指点江
山，都有一种文化的自觉和自
信。

共和国这一代人，任何时候
都不会躲避崇高，都不会游戏人
生！

李鲁祥写于 2016 年 12 月
26日毛泽东诞辰123周年之夜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赞歌更嘹亮——一位编辑兼

记者的文化评论集》的《序》和
《跋》及《特别推荐》三篇文章，
分别写了该书作者这一代人的情
怀、情感和理想，写了该书的指导
思想及内容提要，和该书作者是如
何紧跟时代步伐，把人民的幸福、
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喜怒哀乐表现
出来的缘由。读者可以从三篇文章
中看出这样一个相同的主题：时代
需要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文化更离
不开自信的中国和“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的时代和亿万人民。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赞歌更嘹亮——一位编

辑兼记者的文化评论集》
作者：沈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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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栋，生于 1941年 6月，
江苏省溧阳人，曲阜师范大学中文
系毕业，中共党员，高级编辑。

主要作品有：《绿叶对根的情
意》（个人诗文集）、《见证——中外
记者经历的台儿庄大战》（与苑继平
合著），并参编《运河文化丛书》、《奚
仲文化丛书》、《铁道游击队图史》、
《山亭区人文与自然》等。从上世纪
六十年代截止目前，在省内外50余
家报刊发表新闻、评论、文学等各类
作品240余万字。

把握时代脉膊把握时代脉膊，，充满文化自信充满文化自信■ 沈国栋

《赞歌更嘹亮——一位编辑
兼记者的文化评论集》 的出
版，实现了我的又一个心愿。

在职期间，我曾在全国许
多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十
五年前，退出了新闻职业圈，
但我是个闲不住的人：读书、
读报、写作，还参加了一些研
讨会和市、区节庆活动的策划
与创意、撰稿，写了许多影视
评论、体育评论，创造了一些
朗诵诗，写过几部电影专题片
的脚本。于是身边留下了一大
批剪报、资料与照片。

《赞歌更嘹亮——一位编辑
兼记者的文化评论集》是我退
休后出版的第三本书，收入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在各级
报刊上发表的文化评论及讲话
材料。本书的上编是有关抗日
战争、红军长征题材文化作品
的评论，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
周年。这些作品中的故事和人
物，让我从青少年起就受到深

深熏陶和感染，这些生动感人
的故事，朴实的文字语言，丰
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描述
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和
红军长征的丰功伟绩，唱出了
民族解放战争的赞歌。我写这
些评论的目的，就是在表达自
己对那些抗日英雄的热爱与赞
扬，并努力强化这些优秀文艺
作品的教育、感染功能，让中
国故事、枣庄故事，让一首首
抗日斗争和红军长征的嘹亮赞
歌传颂千秋万代，让这些史诗
般的好作品深深地印在大家脑
海中，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赞歌更嘹亮——一位编辑
兼记者的文化评论集》 的中
编，收入了七篇文化时评，特
别是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关
于改进文风的意见》、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
讲话》的系列体会。《讲话》和
《意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
文化和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和
政策。《讲话》和《意见》一扫

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心头
迷雾，让人耳聪目明，心情豁
亮，倍受鼓舞，并指引着文化
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认清前进
方向和肩负的责任，更好地观
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
表达人民向上向善的心愿、心
情、心声。《讲话》和《意见》
是一种雄壮的、激励人们振奋
乐观心态、建立理想信念的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赞歌。

《赞歌更嘹亮——一位编辑
兼记者的文化评论集》 的下
编，收入了十几篇与枣庄当地
的人文、社会，历史、文化、
文艺创作和演出的有关评论文
章。本书中所评论的这些文学
和艺术作品，大都能把握时代
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
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充满了高度的文化自信，激发
了每个读者、观众的自豪感，
是值得细读、研究、回味的一
曲曲改革开放的时代赞歌。

《赞歌更嘹亮——一位编辑
兼记者的文化评论集》中的作

品，从现实的角度观望，它们
是“过去式”、历史的，也是零
散的，但从整体来看是完整的、
现实性很强的。文化是一种生存
的状态，是人们的价值选择和道
德修为的内在精神基础。文化自
信应切实加强文化、文艺的评论
工作，要实事求是、褒优贬劣，说
真话、述真情、求真见，让文化充
分发挥指导社会，教育人民，推
动发展的功能。

让我们为新的理想、新的
事业、新的业绩而期待和努
力；愿人们在一曲曲嘹亮的歌
声中，不忘初心，奋力前行，

“蓄芳待来年”！
本书编辑过程中，承蒙我

的好友：著名文艺评论家、枣
庄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院
长、教授李鲁祥同志撰写鲁
序；知名散文家、评论家，枣
庄日报社高级编辑王立雪同
志，为本书出版写下了特别推
荐一文并协助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谨向他们二位学者专家表
示真诚的感谢！ 2016年岁末

《青鸟故事集》一书以智力
和想象恢复被删除的历史，讲述

着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神奇故事。
是散文、评论，是考据和思辨，

也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

【【本书推荐本书推荐】】▷▷▷▷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原《人民
文学》杂志主编。曾获中华文学

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
奖、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
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

评论家奖。著有《为文学申辩》
《反游记》《小春秋》《平心》《致
理想读者》等。

利玛窦也是快乐的，他终于
来到了这个帝国的中心，进入了
这座传说中的神奇宫殿，他甚至
来不及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他
觉得在晕眩中穿过了巨大的梦
境。他一直等待着这一刻，从澳
门、肇庆、韶州，到南昌、南
京，他一步一步艰难地向这里行
进，整整走了十八年。利玛窦坚
定地认为他将传播福音，但是现
在，他得当一个钟表匠。此后直
到清代，传教士的一门必修手艺
就是修理钟表。

有些日子不为人知，但绝对
重要。它们是小日子，人们甚至

不知道它们是哪一年哪一天。那
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一刻，人们
感受着莽荡的风，但谁知道这风
最初的游丝般、鼻息般的律动起
于何时？

现在，我们知道一个日子：
1601 年 1 月 25 日，在这一天，
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
窦，将两座自鸣钟呈献给万历皇
帝。像一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
皇上惊喜地听到其中一座钟准时
发出鸣响，这其实也是现代计时
器在中国大地上最初的、决定性
的鸣响。它发自大地的中心、庄
严的御座背后，声波一圈一圈无

边无际地扩散出去，直到两三百
年之后，钟表的滴滴答答声将响
彻人们的生活。

时间能够被听到，与此同
时，时间也被看到。它不再是日
晷的针影，不再是滴漏之水和沙
漏之沙，影子仅仅是影子，水和
沙仅仅是水和沙，它们不再表达
和喻示时间的流动。时间就是纯
粹的“时间”，是标记在表盘上
的刻度，抽象而普遍，无论阴晴
雨雪、无论昼短夜长，时间将放
之四海而皆准。

人终于捕捉住了时间。。
（节选自《利玛窦之钟》章节）

精彩书摘
▲《青鸟故事集》▲

作者：李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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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言博语微言博语 ▶▶

郭敬明：寂寞的人总是会
用心的记住他生命中出现过的
每一个人，于是我总是意犹未
尽地想起你，在每个星光陨落
的晚上一遍一遍数我的寂寞。

匪我思存：原来我以为这
世上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忘
记。后来我总算明白了，原来
这世上最难的事，才是忘记。

沧月：孩子，你知道人生
是什么吗？所有的过程，只是
一个灵魂来到这个世上，受
苦，然后死去。但是，由于他
的努力，他这一生受过的苦，

以后的人都将不必再受。

史铁生：微笑着，去唱生
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
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命
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
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
浑，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
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
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
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
力。

周国平:不曾用自己的脚在
路上踩下脚印的人，不会找到
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 各家声音各家声音 ▶▶

@老书新作坊：民国初年
有一本畅销书，名为《刀笔精
华》，顾名思义，是一本关于律
师代理词的汇编，共 33篇，其
中《奸非致死之辩诉状》、《烟
案俱发之上诉状》两篇为曹汝
霖所撰写，排在该书之首，可
见其在当时律师界的影响力非
同一般。

@北平谢其章：鲁迅可能
是中国投资房地产的先驱，一
九一九年听说母亲一大家子要
迁居北京，鲁迅便在京城四处
踅摸房子，日记里不断有“看
屋”的记载，鲁迅专家们也都

以为鲁迅要买现成的房子，请
专家再仔细读鲁迅的日记吧。

@田艺苗：《艺术的故
事》告诉我们，一切清晰的事
物都暗含深意，而暗含深意的
事物都很清晰。

@漫游中国2012：《每个
人都会死，但我总以为自己不
会》，一本意味深长隽永幽默的
书。今天偶然又翻读一遍，觉
得可以一再读。书后3个老外的
话洒脱实在。唯一缺点是书中
有些字句印刷颜色太浅，令人
眼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