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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卢振川

　　我同牛增慧同志相识已有半个世纪，我们是老同事、老朋友。近年

来，增慧在周围同志的鼓励支持下，把他从１９５６年当《唐山农民报》通

讯员以来所写的分类文章搜罗起来，准备汇印成集。在付印之前，他把

经过筛选和整理的全部文稿送我一阅，征询我的意见。尽管那么多的

小五号字的复印件使我看起来很是吃力，我还是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

了一遍。读后，感慨良多。

先说这本文集的题名吧。据增慧说，他准备把这本文集题名为

“老牛犁痕”。我以为，这是一个既形象又贴切的题名。增慧姓牛，他

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省委机关很多同志都戏称他为“老

黄牛”。这个戏称，是大家对增慧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

的赞扬。其实，增慧不只在省委机关工作是“老黄牛”，在玉田县，在唐

山劳动日报社，在河北日报社，在所有的工作岗位，他都是埋头拉犁、辛

勤耕耘的“老黄牛”，都留下了道道“犁痕”。这“犁痕”，恰恰是他半个

世纪来锻炼成长的生动记录。

说到增慧的锻炼成长，就不能不说他的勤奋与刻苦。他只有小学

文化程度，从担任一个电话站的话务员时开始学习写稿，争取当一名党

报的通讯员，到成为县报、地区报的记者、编辑，最后成为省报的副总编

辑。实现这样的跨越，固然离不开许多同仁的帮助，但主要的是靠自己

的刻苦学习和勤奋努力。他认定了一条道理———“勤能补拙”，坚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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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虽然底子薄，靠勤学苦练一定能赶上去。在工作之余，他把别人用来

休息和玩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和练笔上了。在工作中，他更是抓紧一切

机会多写多练。他在担任《唐山劳动日报》驻县记者期间，采写和发表

的消息、通讯，是所有驻县记者中数量较多的一个。１９６１年是三年暂

时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恰恰在这一年，他曾兼驻玉田、宁河两个县。

这段时间，他又曾两度被抽回编辑部参加系列报道。在这种任务重、困

难多的情况下，他抓紧时间深入农村进行采访。这一年，他采写的消

息、通讯被选入本文集的就有１９篇之多。增慧这种勤奋与刻苦的精

神，贯穿于他的全部工作经历。１９９４年从《河北日报》副总编辑的岗位

上退休之后，他仍然不辍笔耕，参加了《河北日报》老干部评报组，由他

执笔写了不少说理透辟、语言中肯的好文章。正是靠着这种勤奋与刻

苦，增慧才实现了一步又一步的跨越。这本文集就是最好的见证。

同增慧接触较多的人，除了对他的勤奋与刻苦交口称誉之外，对他

的热情与朴实也都有深深的感受。增慧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无论对

同事、对通讯员，还是对采访对象，既肯虚心学习对方的优长，又能热情

帮助对方克服缺点。在待人接物上，总是那样平和、实在。无论他担任

什么职务，始终保持低调，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文如其

人。从收入文集的许多文章中，可以体会到他那种火辣辣的热情。有

热情的颂扬，有热情的鼓励，也有热情的期盼。至于文字的朴实无华，

更是这本文集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些文章，没有装腔作势，不靠华丽的

辞藻，所表达的都是真情实感，出之于自然，发之于肺腑。尤其是“切

磋”、“探索”两篇，文章经过了深思熟虑，字斟句酌，所以都比较准确、

贴切、简明，深入浅出，明快流畅，使人读后耳目清爽。这种朴实的文

风，正是增慧的朴实人格的自然表现。

在本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我写了一点读后感，勉充为序。

２００９年６月

·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一件事值得托付终身

———《老牛犁痕》序

储瑞耕

集中了几天的时间，把牛增慧同志即将付印的书稿从头到尾读了

一遍，感慨良多。

这是一部个人的文集，读者可以从中读到一个叫“牛增慧”的老

人，从年轻时代起的几十年作品的大体总汇。

这又是一部历史，人们从书中的一篇篇作品———消息、通讯、评论

等等中，可以清晰地体悟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的变迁。

老牛同志一辈子，做过“写新闻的人”，又当过“管新闻的官”，退休

之后还为报社做审读、评报等许多帮忙的具体事情，所以他的一生是新

闻人的一生。所以我想到了这篇序文的题目———“有一件事值得托付

终身”。

这件事就是新闻事业。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科技在飞跃，包括传媒形式、新闻体裁、

行文规律、语言表达乃至词汇句式，都在变。这就是生活，是不依人们

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读《老牛犁痕》，会有一些我们今天的年轻的人们不那么习惯甚至

感到很可笑的东西———包括什么样的人和事有新闻价值，包括文章的

构思、立论、标题、用语、遣词造句———怎么会那样呢？想不通。这是很

自然的。但是，我们的后人，没有理由一味地嘲笑前人的“不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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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落后”。因为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而且质而言之，如果没有了历

史的昨天，那么现实的今天也就成了虚无。

老牛在他的《作者的话》中说：他“一生没写出几篇叫得响、可作范

文的作品”。

这是谦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如果举一反三，这里就提出了一个

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问题———一般作品与“名作品”，一般人与“名人”

的关系。我以为是不是应当这么来看：

一、如果把“获过大奖”、“引起重大社会反响”、“可作范文”来作

为“名作品”的衡量标准，那么，综观中外新闻史，一方面，“名作品”都

是沙里淘金出来的；另一方面，“名作品”的出来，除了个人努力的因素

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促成因素。因此，绝大多数人（包括很有名的记

者）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非‘名作品’”。

二、所谓“名人”与“非名人”，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一个记

者在全国说不上有名，可他（她）在地方———省里、市里、县里，或者在

一家媒体内部很有名气，你能说绝对不是“名人”？

三、“非‘名作品’”决计不等于没有价值，如同决计不能说有了“名

人”，“非名人”就没有价值一样。即使“没有什么名作品”是事实，也并

不能否定牛增慧同志（其他人也是如此）作为他自己所经历时代的“中

国新闻人”的存在价值。

从作品的整体看，一、老牛相当勤勉；二、老牛相当严谨；三、老牛

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书中的第一部分“切磋篇”，是这些年他

对于一些报刊的总体以及具体的专栏、专题、文章的评论、评介等等，不

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厚，观点鲜明，对于启发新闻人的头脑，对于新闻

事业的发展，有着可贵的促进作用。

我一向主张：一个有些文字基础的、发表过作品的人，到生命的晚

年，出它一本几本书，作为人生的“总算账之一”，留在这个世界上，是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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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作品，报刊等各种媒体，具体的文章及其结集而成的书，是生

活的反映，是思想的表达，是文明的积聚，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精神

传递。有幸把一生托付给新闻这个行当的人，应该无悔，而且可以无

悔。

新闻界广大同仁，不妄自菲薄，不放松努力，兢兢业业，踏踏实实，

点点滴滴，孜孜石乞石乞，让名字活在自己一篇又一篇的作品上。如此，新

闻界就永远不会寂寞！

是为序。

２００９年７月

于平山温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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