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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郝洪涛

高潮同志是陇南干部，我比较了解。他将多年写的散文随笔整理出

版，求我写序，我乐意为之。

高潮同志生于西和，长于成县。在陇南工作过不少岗位，都有好的口

碑。工作之余，他一直坚持写作，常有散文随笔见诸报刊。他结集出版的

这 58篇文章，有一部分发表后我看过，印象较深。最近集中阅读了这些文

稿，对他的做人做事和写作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至少有以下几点感受比

较深。

一是题材丰富。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咏物，计 15篇，是对山

水风物的咏叹，反映了作者的审美情趣和人生境界。第二部分寄情，计 19

篇，既有对亲人、恩师、同学、朋友的怀念，又有对难忘的人和事的叙写

和赞颂，都是有感而发、有情可诉。第三部分感悟，计 9 篇，是作者对许

多事物的思考和感悟，富有哲理。第四部分品读，计 15篇，是作者对一些

作品的评论，比较中肯、客观。这四个方面，体现了作者写作题材的广度

和深度，也体现了作者阅历的丰富。还有境外考察时的 3 篇作品，从不同

角度反映了作者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思所感。全书各篇皆言之有物，耐人

寻味。

二是情感真挚。文贵情真。 “为情而造文” ( 刘勰 《文心雕龙·情

采》)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庄子·渔父》) 。怀念亲朋好友的许多

文章写人记事生动感人，有真情实感。如 《姥姥仍在微笑》一文，既叙述

回忆了姥姥不平凡的一生，描写了一位大爱无私的女性，同时也回忆了自

己童年独特的经历，情感非常真挚。《一封迟写的长信》所回忆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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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更能认识“文革”的那段经历，感受人与人之间真诚友好的关系。他

怀念描写的人物有名人，有恩师，有同学，有普通百姓，有农民朋友，都很

典型和感人。即使是咏物和感悟之作，也处处充满真情，字里行间充溢着浓

烈的情感。即便评论之作，也是真情溢于言表，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三是心态平静，宁静致远。看高潮同志的作品，能感到他心态平和，

心思宁静，善于观察，善于反思。他的许多随笔，就是深度反思工作、生

活中的人和事之后的感悟。如果说高潮同志在工作和写作上有所成就的

话，我想这是他具有一个好心态、善于思索、善于反思的结果。如 《夜阑

琴声》，在欣赏音乐中思考社会与人生，在与琴师的交谈中领悟出深刻的

哲理。《文心若水》则是作者调整心态、修身养性的体现。还有咏物和感

悟之作，或借景抒情，或借物寄情，或借物生发感悟，表达自身的内心世

界，努力追求自身素养的提高，如《田田荷叶》《蝉声如歌》《兰心蕙质》

等都是佳作。正是作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才对工作对生活乐观豁达、

充满激情，有所追求、有所奉献。

四是文笔优美。似有“文若春华，思若涌泉” ( 曹植 《王仲宣诔》)

之感。《田田荷叶》《蝉声如歌》《穿越枫林》《雪之灵》《夜阑琴声》《兰

心蕙质》等作品，清新流畅、语言优美，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文章有美的

境界，让人生发许多美好的联想。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思想内容健康。作者通过不同角度、

不同形式，歌颂真善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他热情地讴歌伟大的

祖国，讴歌改革开放，讴歌现代化的建设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

为事而作。”( 白居易《与元九书》) 当今为文者应有时代担当，有社会责

任感，为实现中国梦共同奋斗!

这是高潮同志的第一本集子，可喜可贺。作品凝结了作者的不少心

血。高潮同志尚在中年，写作日趋成熟，期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

有新作问世。

2013年 9月 19日于兰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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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赵文博

高潮先生的散文集《文心若水》即将出版，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不时在报刊上读到他的散文作品，其熠熠文

采，令人仰慕。尤其是《田田荷叶》和《家宴》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

来，还欣赏到他发表的书法作品，仰慕之情益发浓烈。

直到我调至成县工作后才知他竟是两当县县长，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

届大学生，也是省委组织部选调基层锻炼的优秀大学生。之前他曾插队工

作四年，然后才考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县、乡和地直部门工作，

并担任过团县委书记和乡党委书记。1985 年底被提拔为副县长，在好几个

县任过职。2002年，我和他先后被调到市直部门工作，从此见面的机会便

多了起来。和高潮先生在一起，不论是工作还是聚会，总是心情舒畅、其

乐融融，不经意间还常能碰撞出一些思想火花。接触的时间长了，才知道

他不仅文章好、书法好，人品和官品更好。他在官场上有很好的声誉，在

老百姓中间有很好的口碑，还是一个大孝子。

近年来，高潮先生的岗位几经变更，职务有所提升，创作热情也越发

高涨，各类作品不断面世。朋友们劝他将散文作品结集出版，但他总是以

作品数量太少、质量不高为由婉言谢绝。在亲朋好友的一再敦促下，经过

长时间考虑，最近他终于下决心把精心遴选的 58 篇文章结集出版，名曰

《文心若水》。

《文心若水》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咏物、寄情、言志和评论四部分。该

书融真实性、故事性、抒情性为一体，忠实地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人

文环境中的一些人和事，生动地反映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可读性很强。

《文心若水》情真意切，纯朴自然，内容丰富，感情浓烈。咏物常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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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抒怀，寄情总一往情深，言志作品感悟深刻，文艺评论则将评书与论人

结合起来，读之每每令人会心一笑。尤其是通过典型事例烘托人物形象、

通过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事情反映时代特征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人物形象

生动传神、跃然纸上，使历史现象撼人心魄、催人泪下。而充溢于字里行

间的人生感悟、生态意识、忧患意识、平民情结、良好心态，都在不时地

激励和温暖着读者。

一、用叙事的方式，渲染烘托人物形象，是《文心若水》的一大特征

在《父亲的遗像》中，通过回忆父亲在人生关键时刻把增资的名额让

给别人、为了给年轻同志腾出岗位主动退居二线等几件事情，为我们塑造

了一位平凡而高大的父亲形象和一位胸怀全局、公而忘私的基层党员领导

干部形象。

在《姥姥仍在微笑》中，通过讲述民国初年出生在书香门第、因担任

过县女子学校女教师而名噪一时的姥姥，在家道中落、连自己家里的生活

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竟毅然决然地前后三次供养了六个亲属子女，并教

育他们一个个“刻苦学习，诚实做人”“通过读书走上了工作岗位”的故

事，将姥姥的形象刻画得血肉丰满、异常感人。

而在《她像一树山楂》中，作者运用烘染之法描绘的北京女知青郑俊

芝的形象，更是形神兼备、活灵活现。文章通过俊芝与男社员摔跤、顶撞

社队领导被“坐土飞机”、大庭广众之下高声呼叫领导名字等情节，把一

个“风风火火、快人快语” “十分仗义”的假小子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

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以小喻大，反映时世民生，是《文心若水》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一封迟写的长信》是作者写给去世多年的好朋友进民兄的一篇纪念

文章。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并通过进民兄因社教运动

中“家庭成分由中农被改划为富农”而 “失去留校资格”，被分配到边远

偏僻的一个山区县的公社卫生院后，“恋人弃他而去”; 当他无意中在公社

厕所里发现了他的第五封入党申请时，“肺都要气炸了”，从此埋头业务、

不问政治，却又被当作“只专不红”的落后对象对待; 等到党的十一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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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他所在的山沟时，他却忧愤成疾、撒手人寰的悲情故

事，深刻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残酷与危害。

在《病房》中，作者通过在省城医院大病房护理妻子的半月时间里，

对被员工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的私企老板之母、缺钱的农妇、交不起住院费

提前出院的老妪、吵闹计较的女工、孤傲冷僻的女干部、性格开朗的女教

师等病友及各自护理人员的观察体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今社会的众生

相，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同时，在 《病房》中我

们还通过作者隐瞒职务、谢绝单位来人护理、主动替其他病人买饭、抢着

打扫病房卫生等情节，进一步感受到了作者的平民情结和仁爱之心。

三、咏物抒怀，感悟人生哲理，是《文心若水》的点睛之笔

在《孤独的无花果树》中，作者从“树低而矮”，但“果肉丰厚，香甜

不腻”的无花果“也是开花的”“淡红色的花长在花托内”的生长特点，悟

出了无花果“悄悄开花、密密结果”的高贵品质，从而启示人们要想成就一

番事业必须祛除浮华之心，务求实际之效，挡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

在《兰心蕙质》中作者巧借唐代高僧慧能法师种兰于心之典故，告诫

人们要“虔诚地栽一株心兰”，“芬芳心绪，净化心灵”，启示世人要 “固

守本分”“志存高远”“潜心做人做事”。阅读了 《冰心玉壶》一文之后就

会发现，作者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

《雪之灵》则与《兰心蕙质》有异曲同工之妙。“赏雪既是欣赏大自然

的美景，又是对心灵的陶冶和洗礼”，“在肆虐的狂风中，雪花毫不退却”，

但在温暖的阳光下，她又“悄悄隐身，去滋养大地，无声润物”，“可是太

多的人却流连于繁华市井间，沉迷于世俗名利中，忽略了这难得的美景”。

这哪里是在赏雪，这分明是在劝喻世人，催人上进!

而对人生最高境界的体悟，在 《夜阑琴声》中表现得最为精彩。作者

通过和老琴师的对话，先是道出了 “真正的快乐只存在于人的灵府中，灵

府安宁，人才会舒坦”的高论，继而又从练习“识音辨曲的本事”中悟出

了“读书做学问靠的是三更灯火、十年寒窗”，哪里又有什么捷径可走的

道理，最后讲到了人生至高无上的境界———中庸和谐，天人合一。 《夜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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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似天籁之音，绵绵邈邈、启人心智，如清泉流水，淙淙铮铮、净化

心灵!

四、生态意识、公仆情怀是《文心若水》的一大亮点

《文心若水》中的许多篇章描写的是人与自然这一重大命题，其理性

的思考是作者生态意识和公仆情怀的自然流露，这类作品能引人思考。

在《又是蛙声一片》中，当作者在农民朋友家做客时听到久违的阵阵

蛙鸣时，激动地发出了深深的感慨: “美妙的蛙声啊，我多么期待神州大

地上更多一些你这天籁之音。”这是一首发自心灵深处的关于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共生共荣的赞美诗，饱含着作者对生态文明的热情憧憬和美好向

往，充满着对乱捕滥杀、乱砍滥伐行为的谴责与讨伐。

而在《痛定思痛》中，面对 1456 个鲜活的生命顷刻之间毁于突如其

来的山洪灾害时，针对专家们闪烁其词的事故分析，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了过度砍伐和开垦使生态环境恶化，是形成特大泥石流的主要原因，而城

市建设中过度地与河道争地，则是导致灾难发生的直接原因，分析鞭辟入

里、直指要津。这除了强烈的生态意识之外，更多的则是勇气和魄力，是

浓浓的公仆情怀、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

文集中作者热情讴歌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域外风光，深情赞美了身边

的先进模范人物和众多朋友，抒发了浓烈的真挚情怀。还用生动朴实的文

笔，写了不少文艺评论。读来亲切感人，耐人寻味。

综观《文心若水》，歌颂真善美、鞭笞假丑恶始终是贯穿全书的一条

主线，文章中着墨最多的地方就是对人性中最美好、最善良的行为和大自

然中最美好、最动人的景物的顶礼膜拜和热情赞扬。由此也让我们进一步

感受到了作者一心求真、向善、唯美的人生追求和艺术情怀。

文心若水，情思悠悠; 文心若水，激情涌流。《文心若水》是荡漾在

作者胸中的一江春水，它不仅寄托着作者的追求与理想、思考与探索，也

必将会温润和滋养广大读者的心田!

是为序。

2013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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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竹 声 声

元宵节的晚上，家乡西和县城天空高远，月光如昼。我怀着喜悦的心

情，信步走出家门，去文化馆观看灯谜晚会。

走上街头，只见人们身着节日盛装，两旁张灯结彩，一片辉煌。街上

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忽然，前面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迎面

走来了社火队。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向社火涌去，黑压压的人群拥挤在

十字街头，挡住了我的去路。

炮声! 炮声! 听着这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我心潮起伏，不禁兴奋地喊

了起来。童年恍如昨天，一幕幕涌上我的心头。

记得我第一次放鞭炮，方六岁出头，那时正是热火朝天的 1963年。新

春佳节，人们为了辞旧迎新、庆贺国民经济的复苏、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英

明伟大，又习惯地耍起了春节民间传统娱乐活动———社火。那十几个日日

夜夜，我跟着娃娃头小舅和比我高出一头的伙伴们，放鞭炮，挤热闹，在

人群中窜来钻去。古老的西和城，到处鞭炮声，到处锣鼓声，到处载歌载

舞……看! 南街牛角声中飞出了一条龙，翩翩起舞; 北街火焰之中扑来了

两只狮，左腾右挪; 东街鞭炮声中扭来了秧歌队，红红火火，还有后面紧

跟的马社火、船媳妇、高跷队……社火队汇聚在体育场，尽情展示，整个

县城沉浸在无比喜庆的欢乐之中。

那年春节的鞭炮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打那以

后，我对放鞭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总是把放鞭炮和过年紧密相连，甚至

天真地认为: 过年就是放鞭炮，放鞭炮就是过年。每逢春节，我总要买几

串鞭炮，欢实地放它一气。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轰轰烈烈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

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放鞭炮、耍社火被说成是 “四旧”，好端端的民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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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娱乐活动被百般指责、严加禁锢。不仅如此，社火道具被焚毁，社火头

儿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示众，这种行为真是令人发指! 从此，人们喜

闻乐见的社火销声匿迹了。每到过年，不是除夕夜吃什么 “忆苦饭”，就

是正月初一搞什么“继续干”，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过年既听不到鞭

炮声，更看不到社火，冷冷清清，毫无年意。

人们熬啊，盼! 盼啊，熬! 多么向往那欢乐春节的到来。

熬过了 1976年那难忘的一月八日，熬过了那沉痛的七月六日，又熬过

了那举国悲痛的九月九日，终于盼来了那金色的十月。惊天动地一声春

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普天同庆，万众欢腾。在那浩浩荡

荡的游行队伍里，十年听不到的鞭炮声又在天空炸响。噼噼啪啪的鞭炮炸

响声，好像鼓动人心的交响乐; 纷纷扬扬下落的纸屑，犹如满天飞扬的花

瓣。那时，我虽已工作，是二十开外的人了，但玩性十足，不时抢过一串

串红鞭炮，噼噼啪啪放个不停……

转眼又过了四个年头，随着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被禁锢

了十多年之久的民间社火重新舞向街头和老百姓见面，焕发出她的生机与

活力。抚今追昔，我怎能不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呢?

咚! 咚! 咚! ……不知是何处几声轰鸣的礼炮，打断了我那像 “过电

影”一般的思忆。人群稍有骚动，我趁机向右一靠，登上了一个台阶，放

眼望去，社火正耍得精彩: 只见雄狮频频起舞跳跃，耍狮的武童正骑在狮

背上，手里拿着个滚圆滚圆的绣球，惹得雄狮曲身昂首、团团旋转。突

然，雄狮前身一仰，后身腾空一跃，“啊!”我吃惊地为背上的武童喊叫了

一声。刹那间，又见那武童一个鹞子翻身，悠然自得地站立在离雄狮两米

多的前边，手里仍然攥着那个火红火红的大绣球，惹得雄狮继续扑跃。顿

时，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伴随着鞭炮声、锣鼓声，迎面又来了一支社火队。听说是闻名全县的

长道社火队，人们立刻又向前涌去，当即黑压压地挤了一大片。只见开路

的是依次排开的四个大变色灯，一个灯上一个字，一会儿呈现出 “劳动致

富”四个字，一会儿呈现出 “五谷丰登”四个字，一红一黄，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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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是一个大转灯，高约一丈，直径约五尺，四人抬着，无比鲜亮。画

面上画有嫦娥奔月和龙凤图。灯顶像大观园里的古楼亭，设计新颖，造型

别致。其后又是一朵大莲花，盛开在装潢别致的手扶拖拉机上。莲花中间

还坐着一个天真帅气的小神童，手持杆子挑着一个红气球，前边外围花瓣

上写着“独生子女好”五个字，真是独具匠心，别开生面。随后又是传统

的四色龙。只见红、黄、青、蓝四条龙分两边一字摆开，龙口含珠，活灵

活现。随着四条龙的舞摆和翻腾，围观的人群纷纷向后退去，空出来一个

很大的表演场。接着四条龙穿跃飞舞，首尾相连，时腾时翻，前飞后摆，

连贯一气。突然，四条龙一跃而起，头对头，口对口，四张鳄形的口中所

含的红珠频频闪动，大黑框中的眼珠也在不停地翻动，持续将近一分钟。

据说这就是有名的“四龙戏珠”，耍得真是栩栩如生。随后入场的是传统

的金鱼船。只见一位白发老渔夫手划桨板，引出一条造型极其精致的金鱼

船。船中站立着一位美貌的船媳妇，身着红袄绿裤，双手扶提船沿，随着

老渔夫桨板的起落碎步摇摆，徐徐前进。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给人以心

旷神怡的感觉。接着又是高台队，前面的一台是 《白蛇传》，随后是 《西

游记》《牛郎织女》《寿星图》……整整八台，分别固定在八辆手扶拖拉机

上，徐徐驶过。每架高台上都有二至四人固定成的完整的群体艺术造型，

并且配有自制自画的山水布景。造型非常生动，尤其是那个猪八戒，挺着

一个大肚子，一手扛着耙子，一手抱着个大西瓜，扇动着大耳朵，噗嗤噗

嗤张着大嘴巴，惟妙惟肖，十分有趣。

高台过后，连着又是秧歌队、马社火……听挤在一起的人们说，这全

是长道他们一个大队自筹资金筹办的。我不由得惊讶和感慨: 一个小小的

大队，能够搞起如此规模的社火，这不知需要多少人力和财力? 不知需要

多少智慧和匠心? 更何况，这全是人们自发搞起的。试想，要不是粉碎

“四人帮”，要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要不是

国泰民安、人民富裕，他们能搞起如此盛大如此丰富多彩的社火吗? 十一

届三中全会才一年多，这是一个多大的变化啊! 喜悦和快乐更加涌上我的

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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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呯”的一声，空中出现了一团大礼花。接着，十字街大楼上火

光一闪，又一串鞭炮声响了起来。随着人们的叫喊和骚动声，只见东街又

上来了一支社火队。我看着徐徐而来的社火，听着清脆悦耳的鞭炮声，早

已忘记了观看灯谜晚会，随着潮水般的人群，朝体育场的方向走去……

1980年仲春于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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