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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版个人文集的人渐渐多了，几乎凡有写作能力的同志，

把自己多年来写的东西翻出来，整理一下，多的几十万字，少的几万字，

便可出一个集子。这既是自己工作经历的总结，人生的记录，也是给后

人留下一笔精神财富。有时记忆虽然渐渐飘逝淡忘，但人们仍然带着

欣慰和伤感的情怀，不由自主地回首，去述说。文学就是怀旧，记忆是

一个人的眼睛，回眸时，在雾里云里，于朦胧之处，但却依稀看到星光，

灿烂的、闪动的、升腾的，此时人会感到一种宽慰与舒心。从这个意义

上看，出版个人的文集，是一件好事。

黄汉儒同志是广西百色本乡本土的一位壮族作家，长期从事新闻

工作。我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从朋友那里和在报纸杂志上知道，他是

一位非常勤奋，十分努力，用心写作，很有业务能力的新闻单位的领导

干部，先后担任过右江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正处级编委。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辛勤笔耕，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编出版了多本地

方年鉴和文史资料、政治思想教育读本。他文学创作涉猎面广，且优质

高产，深得文学界、新闻界赞赏。最近汉儒同志把在百色地区工作的几

十年中所写的东西整理起来结集出版，取名“我写百色数十年”，通过

朋友找到我，为他的著作写个序。并送来厚厚的书稿，说句实在话由于

时间匆忙，加之对他不太了解，而这本文集作品 100 多篇数十万字，要

通读一遍实属困难。但盛情难却啊！因此，只得选其中一些代表作读

一读，其余只好待文集出版后再读了，希望作者能够谅解。

序 潘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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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百色数十年》共分新闻故事、纪实文学、人物特稿和漫笔四

辑。文章有长、有短，写虚、写实。阅读其中各辑几篇文章，心中不觉

有几分感动。因为作者能根据自己在长期接触基层，了解群众，熟悉生

活中获得的生动材料，感人场景，以及对社会的认识，用艺术的手法表

现出来。说得明白点，就是作者不但对于社会现状，人们的精神状态，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有全面、正确、透彻的认识，并且能够懂得运用唯

物辩证的方法和敏锐的视角，在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透过纷繁

复杂的社会现象，分析出它的动律和动向，在各种各样的声音中，能谛

听到时代的声音，捕捉到社会生活的亮点。然后用形象的语言、艺术的

手法表现出来。要做到这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社会的全部认

识，二是有用感情直接去影响读者的艺术表现技巧，两者缺一，便不能

成为一部有价值的作品。汉儒同志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

汉儒同志是一个很朴实、真实的作者，文集中写了很多人物以及纪

实文学，从不少篇幅中我们看见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写作的美质。他

的对话是活生生的口语，他的人物描写全没有概念的抽象毛病，他展现

的场景、动作，亦是自然的、原生态的，他着力于把所有的印象、景象单

纯的真实再现。他的笔下是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有乡土味的语

言，自然而多样的人物，使人读了感到舒服、亲切、感人。深入生活，热

爱生活，真实反映生活，忠实于人生，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比技巧熟练

更为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八桂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色革

命老区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在改革大潮中，涌现了无数先进人物、动人

故事。作为百色人，黄汉儒同志怀着一份真诚的乡情，把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事都记录下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百色，走进百色，

热爱百色，难能可贵。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可惜的是创造历史的人们努

力创造历史，却没有工夫去记录历史，我们作家有责任，有义务担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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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历史的重任。现在有好些文学工作者时常发出感叹，说找不到材

料来写，希望他们能像汉儒同志这样，只要有一颗热心、真心、诚心，就

一定能写出能反映现实记录历史的好作品来！

文学是认识世界的，但作家首先要认识自我，文学介入生活，但又

要超脱生活。每个作家在跋涉文学的道路上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一部

优秀有价值的作品取决于发现自我的极限与突破极限。黄汉儒同志长

期生活在基层，工作在第一线，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我在祝福他

的作品出版之余，我诚恳地希望广大年轻作者，向他学习，艰苦奋斗中，

潜心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为繁荣广西的文化事业，建设民

族文化强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是为序。

2016 年 6 月 21 日　　

（作者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治区文联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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