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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钢焰文学传略
( 代序)

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决定于他的生活道路与土

壤，他的精神追求与信念。

一

我生长在一个如不被轰毁便必须新生的年代，一

个败落飘摇的家庭。一九二二年二月，我生于太原，

祖籍在山西繁峙的一个山村。父亲是同盟会员，立志

反清。武昌起义时，任四标三营队长，率部战斗在宁

武一带。后任晋军独立团长，潞安副镇守使。他为人

耿直而暴躁，故被阎锡山排斥打击，赋闲在家。以

后，他追求抗日，到察绥报效吉鸿昌。因吉部失败折

回，生活窘迫，政治苦闷，于一九三三年被人暗杀于

太原。

童年时，我随父亲转蓬军旅，稍长入小学。目睹

家境急转直下，穷困潦倒。父亡后，寡母弱子，以典

当求借度日。我在《路程》中曾写道: “我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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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年呵，就是我紧捏在手里的那张薄薄的当票!”

鲁迅说过这样的意思，亲身经历过一个家族的破落，

就能见识。每当母亲拉我去向权贵们告穷乞助时，我

被辱的心就裂口滴血! 这些父亲的金兰交、患难友，

豪富显贵们，甚至在父亲出殡时，还派人到灵堂来讨

假债，克扣孤寡的丧仪费。我恨透了这个人吃人的旧社会、脏

官场。

伴随我幼年的是不绝于耳的异族铁蹄隆隆，是闪烁于长夜

的抗日火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太原，国民党党部前有横卧

血泊的请愿学生，大街上奔驰着日本特务机关的汽车，这时，

我上了成成中学。她，领我从正路踏进人生。

我的母校，山西太原成成中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

始，便一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同志活动。我在这儿，受到革命

启蒙教育，参加了地下的《黎明周刊》。于十三岁时被捕，后

又参加国防话剧团，在太原及外县演出，声泪俱下地走上街头

演讲。我自幼虽喜爱演戏、唱歌，但真正使我爱上并献身于文

艺的，还是那个需要狮吼虎啸的时代。

这时，我热衷地阅读了 《呐喊》、 《彷徨》、 《倪焕之》、

《春蚕》、 《家》与曹禺、田汉、莫里哀、章泯等人的剧本，

《三国演义》、 《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 《光明》、 《中流》、

《生活》等杂志。

二

抗战爆发后，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大宁牺盟会参加了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队。它并非专业的演出团体，而是兼有

训练政工干部、地方工作、战时后勤及鼓动的工作队。至此，

我才开始闻到浓烈的硝烟，受到战斗洗礼。我随军转战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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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边行军边忘情地读着 《铁流》。当我汗流浃背、气喘吁

吁，由山路上回望长蛇般蠕动的大队、高扬的尘土、山石的碰

响时，我震惊于文学再现世界的神力，作家点化宇宙的魔指。

可惜，太行山区书籍奇缺。这时，我只能看太行新华书店油印

的《烟袋》、《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等短文，及延安流传来的
《被开垦的处女地》。由于 “安得伦”是身边常见的人物，达

维多夫、拉古尔洛夫更是摩肩交臂，故印象很深。触动我最深

的是《严寒·通红的鼻子》，它使我拿起笔来，以一个班长和

战士的故事写了首叙事小诗。它丢了。

然而阴差阳错，我入了鲁迅艺术学校音乐系，主攻音乐。

毕业后，一直做音乐教员、指挥，直到全国解放。

三

一九四三年，我被派回延安上鲁艺，至绥德留在抗大文工

团参加整风。虽然有 “左”的干扰，但我的革命世界观确实

是由此而真正建立的。我记得首次看到鲁艺等组成的秧歌队，

在绥德师范操场演出时，王大化等人扮演的农民，举着镰刀、

头扎手巾、腰系腰带，迎着阳光由场外踏着锣鼓，春风满面地

走进了场子，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天地、新人群，我热泪长流

了。我反思，搞了这么多年文艺，今天才知道它应该属于谁，

为了谁。

一九四四年，我调至新四旅。在解放战争中，我除了作

曲、指挥，开始写作歌词、快板剧、活报剧、小话剧乃至歌剧
《前途》等。有篇通讯《不拿枪的医生》发表于《群众日报》，

这是我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之所以拿笔习作，并非我已立

志为文，而是出于对部队的爱与宣传教育的需要。我在战斗部

队中较前更直接地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伤员的血浸染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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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运输战士们扛起弹药箱，从我身旁跃出战壕，一个又一个

地倒在敌人机枪封锁的路上。这就是前仆后继! 这就是义无反

顾! 我在河边为他们洗血衣时，不能不衷心敬爱这些历史的谱

写者，不能不为自己常有的清高不羁，甚至任性妄为而愧怍。

四

解放后，我曾要求上音乐学院，不果，被调任十七师文化

科长。我下五十团后，创作了大型话剧 《模范党员吴保林》，

获军区文艺奖。一九五二年，我被借调到西北军区创作电影剧

本。这四年，是我的文学自修大学。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名

家大师、传世之作，如大旱之见甘霖，我狂饮鲸吸。虽不系统

也无人指点，但这时方知文学之可贵、可爱、可叹。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我写一日记，有人鼓励我改为

诗发表，我把这首 《宣誓》投出，发表了。感谢 《解放军文

艺》，使我有了继续写诗的信心。一九五五年，到修建黎湛铁

路的铁道兵生活，在某个会战的黎明，我似望见今天的铺轨大

军和昔日的战火铁骑首尾连接着，长诗 《六公里》和诗集
《赤泥岭》就这样诞生了。随即，我又写了 《醒着的夜》等，

后均收入《赤泥岭》诗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于一九五六年转业，任 《延河》副主编。到玉门油矿和

敦煌生活，除写了散文 《戴铝盔的战士》、 《敦煌留鸿》外，

主要的还是写诗，有 《路程》、《西行放歌》等。一九五八年

搞专业创作。赴商洛山区，仍很想以诗纪事，搞了半个多月写

不下去，索性又试起散文，写了篇四不像的散文 《宝地、宝

人、宝事》，人们鼓励我写下去。接着，我到了榆林沙区，既

目睹了沙区人民与风沙的死拼苦斗，也义愤于某些隔岸观火、

釜底抽薪的不义行为，写作 《船夫曲》。此时，我不满足一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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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事的报告，我想反映生活的历史感，在方寸中试绘长

卷，便试着引进诗的构思及表现方法到可自由挥洒的散文中，

使二者结合起来。这，是我散文创作中的一个台阶。迈出后，

反映不一，但多数赞可。我顺流而下，写了 《晨曲》、《没出

唇的歌》、《艳阳漫步》等，大部分收入散文集《船夫曲》 (中

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

一九六二年我到了广州、海南岛，写了组诗 《江南风

雨》，长诗《海之歌》 ( 未发表)，五月，写作歌颂雷锋的诗
《你，浪花里最清的一滴》。

《红桃是怎样开的》写于一九六三年。从采访到完成，用

了近一个月，下笔如浪掀风涌。其道理很简单，并非我顿得天

悟，而是英雄女工赵梦桃的心灵举止，震撼了我，搅醒我许多

记忆与感受。这种创作状态下，不一定都出现佳作，但，它确

乎可使一个作者的心灵得到一次洗礼与升华。

一九六四年我去大庆生活。在这儿我像是又回到了朝气的

延安、贴心的部队。当我刚开始写了散文 《毛泽东之歌》、

《战地黄花分外香》，并准备继续写一组散文时，“十年动乱”

开始了。我被批斗后，下放于宝鸡山区，一九七三年又调回。

我当即再返大庆，与铁人的战友们作痛楚回忆。以后，写作报

告文学《历史谱写者》和长诗 《长征歌》 ( 未完成)，均未发

表。直至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后。翌年写了 《忆铁人》，倾吐

了十年积愫和心底的思念。接着，我参加科学大会，写了
《绿色的征途》和歌颂大庆新风的《雨点儿的声音》、《大庆的

心》等散文。一九七九年赴广西，写文歌颂自卫反击战的英

雄。一九八一年写作《这不是梦》。一九八四年到新疆，重访

阔别二十年的老部队，写了 《戈壁之歌》 ( 长诗)、《西陲诗

草》 ( 组诗)。接着又到淮北谢一矿生活，写了 《蚕茧是怎么



6

被咬破的》、《雾游黄山》以及纪念贺绿汀、柯仲平、戈壁舟

的散文。

我出版的集子有: 《赤泥岭》，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出

版; 《草鞋进行曲》，一九五八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船夫

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绿叶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 《灯海曲》 ( 增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曾写过四部长诗: 《太阳门》、《沙漠上的船歌》、《海之

歌》、《长征歌》。它们耗去我很大精力，但由于我认识上的历

史局限和创作思想上受一定干扰，写得很苦而未能成器，即使

在我已发表的文字中，也有痕迹。

我从事文学工作，时日不短，而奉献甚薄，未能对我心爱

的人物和事业描绘其万一，静夜思之，何止遗憾!

夕阳时分，正好冲刺，愿力尚从心，再吐几根丝。

1987 年 12 月 14 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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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之歌

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亲爱的同志，你正在做什么? 要是不

太忙的话，随我到大庆油田走一趟吧!

人常说，登高才能望远。干脆，咱们上那高高的井架上去

开开眼。怎么样? 够劲儿不? 我敢说，哪怕是最冷静的人，看

了这灿烂的灯海也会“哦呀”一声的。

几年前，这儿还只是个青天一顶、荒原一片、帐篷点点、

篝火丛丛的“战场”，如今，管他霸主的明枪封锁也罢，奴才

的暗箭偷袭也罢，我们的油田，硬是以神奇的速度、惊人的水

平，光华四射地在地球上出现了!

“这，是什么力量呢?”许多人向大庆油田的职工们提出

这个问题。“我们是 ‘两论’起家的!”他们举起那磨旧了的
《毛泽东选集》说。乍听了，也许一下想不透，可只要你住久

了，战斗了，就会懂得油田的每口油井、每座建筑、每寸管

线、每条道路，还有那些巍然高耸的井架、炼塔、油罐，正是

这个英雄队伍革命化的标志，学习了毛泽东思想获得的果实。

就说我们站的这个井架吧，这下面正钻着一口超深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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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岩屑硬得能划玻璃，而向它开火的，是比它还硬的硬骨头钻

井队。在井场上，炊事员老裴刚放下饭挑，又蹲在那里守着一

个用过的钻头琢磨开了。前两天，他给钻头攻关组写了一份改

进意见书，感动得技术员们立刻向他送了决心书和感谢信。有

人笑问他: “钻头和你这火头军有什么关系?”他说: “我是火

头军，可我是革命的火头军，革命焦心的事，我就要管。”他

就是这样的炊事员!

在路上，有一对夫妇正“谈判”什么，女的是江苏口音:

“大伙儿看我劳动好，这一批，评上咱家先住进新房子，你不

也光荣么? 明儿来吧，我在门口接你!”男的像是有点儿脸上

挂不住: “那我不成了你的家属啦!”女的噗嗤笑了: “你呀，

还学毛主席著作呢，这就叫转化呀! 你们顶工业半个天，我们

顶农业半个天，谁属谁呀?”是这样的家属!

宿舍门口，上零点至八点班的职工，正坐着小板凳开会。

一个学徒工带着童音说: “地层硬了正好。咱们专爱摸老虎屁

股! 山越高越有奔头，困难越大越有闯头，井越深才越有打

头! 战略上咱藐视几千米，战术上可要重视一公分。要学张师

傅，他冰天雪地严守岗位捞沙子，叫他歇会儿，他说: ‘泥浆

槽就是火线，放走一粒沙子去磨损机器，就是放走一个敌人钻

进革命阵营。’咱要的就是这股严劲儿狠劲儿! 要不，算什么

工人阶级?”是这样的钻工!

他们，还不是这里的标兵、尖子，而他们对党和革命的感

情，是那样深! 有这样的家属，这样的炊事员，这样的工人，

怎么不出这样的油田!

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好心的外国观察家，他常常对着我们那

丰盛的菜摊肉市赞叹。他说: “我只对事实感兴趣。”临别，

他说: “我亲眼看到挎菜篮的主妇，白头发的职工，在书店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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