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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情怀，善的赞歌

李增林

早春二月，倪新民同志来访。他带来了在宁夏大学中文系学

习时的作文本。他指着当年我用红色毛笔在作文上的眉批、间批

和尾批让我看，并颇有情味地回忆学习写作课的情景。我接过那

两册保存完好的作文本，看到他在扉页用工整字迹书写的目录，

在作文页上更正的错别字、病句和听老师讲评课后写的“后记”。

那天他的话不多，但是，的确让我感动，也使我回忆起当年担任

写作课教学的一些往事……

1964-1965年我在新民所在年级授过写作课，屈指算来已
过了 43个春秋。新民却将当年的作文本视为宝贵文物珍藏于
今，由此足见其对所学专业的孜孜以求和深深热爱，亦见其谨严

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人生态度。他以之示我，正饱含了师生同道的

深厚情谊。更令人兴奋的是，他又从袋子里取出三本装订精良的

册子，说这是把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文章
汇集而编成的，请我审阅，写序。我祝贺他，并欣然收下。

新民的集子名曰《耕耘集》。其中有散文、随笔、笑话、杂文、

知识小品、短论和建议等。形式多样，篇幅短小。最长者不超过

1500字 (在全书约占 1/5)，短者仅数十字 (在全书约占 4/5)，共
250余篇。

文集中，首先应提出的是一组叙事散文。如《天上下黄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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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大学毕业生在盐池农村劳动锻炼。某天突降大雨，在田间劳

动的同学拼命地往回跑，但是农民们却不顾大雨瓢泼，像游人被

大自然美景陶醉似的流连田头。房东大爹蹲在门槛跟前拿着“羊

棒子”抽旱烟，聚精会神地看雨景，用舌头舔着飘到嘴边的雨水，

如同品尝美酒的味道。大爹问学生们：“你们看天上下啥？”小米

说：“下雨呗! ”大爹说：“城里娃，这是天上下黄米哩! ”还有一篇
《天上掉下来的肉》写大雪天房东大爹为了给学生们改善生活，

天麻麻亮就背上背篓到田野去拾沙鸡。我要求跟了大爹同去，冒

雪走出十几里路去寻找撞死在电线杆的沙鸡。回来后白大妈把

沙鸡收拾干净，切炒烹制做熟，请学生们就黄米饭吃。香得大家

直咂嘴，吃得满头大汗。

在《第一次吃荞剁面》中写下乡学生帮助社员盖房子，房主

请学生们吃羊肉荞剁面的感受。在《火心要虚，人心要实》一文中

写自己家里的粮证上已无余粮，大表哥冒雪前来借粮，“我”有点

不高兴。可是母亲叫大表哥拿粮证去“多买点，多买点……”大表

哥刚一出门，母亲就生气地对“我”说：“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
就这样对待你大表哥。老话说，火心要虚，人心要实。就算咱家

也缺粮，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有吃的，而你大表哥家都快断顿

了……”作者写道：“虽然母亲一字不识，但她懂得人情礼仪，对

人厚道。”她的话使“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在《留下西瓜皮》中写

父亲在朝山的路上，把吃剩的西瓜皮反扣在地上，以备解救无助

的饥渴者的善良心意和举动。

毋需再多复述。作者这组叙事散文均发表于 2000年左右，
此时社会上多有一些人追逐所谓“现代高质量生活”的浮华之

风，而作者能够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从个人往事的回忆里淘

洗创作素材。他以富于个性朴实的语言，娓娓叙说远去的故事，

使人们看到我国农村“靠天吃饭”的严酷现实，使读者悟出现今

人们渴求的精神和道德层面的缺失。房东大爹、大妈、精沟子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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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父亲、母亲和操作荞剁面的年轻媳妇，等等，给我们留下深刻

印象。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和故事，无不撼

动读者心肺，表达了一种人间情怀和世间情味。无论人生之旅多

么艰难，生存条件多么恶劣，衣着多么褴褛，食物多么缺乏而单

调，然而人们总是智慧乐观、不畏辛劳地追求改善生活现状，使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们总是热情地对人待客，实诚地向危困者

伸出温暖的双手。歌颂人性的善良，呼唤人世间应该充满的爱

心，深含了人生的终极追求———让大家都过得更舒心，更美好。

作者写文时已年届半百。他在回忆往事索取素材时，没有涉

及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大事件，而多是“沙里淘金”，选取日常生活

中的小事琐事。正是这些小题材写出了大主题。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以小见大”的写法。我认为这与作者数十年的生活阅历、文化

积淀、心灵苦旅是分不开的。

这些叙事散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场景细节的描写，也多

有精到之处。有些人物形象其心理、感情的活动变化往往通过肖

像、行动的细节描写含蓄地表达了出来。一句话，正是较好地运

用了文学手法，他的散文才具有了耐人回味的艺术魅力，而绝非

枯燥的哲理说教。

这里我不能不提作者对西北干旱地区“盼雨”“喜雨”场面的

逼真描述。他对在农村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们的不同表现做了

生动刻画。作品对“纷纷扬扬的大雪天”“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

就好像给这巨大的白色毯子加印花边一样”的描写，对在静谧白

茫茫原野上寻觅沙鸡，回家改善生活场景的描述，对农民盛情款

待青年学生吃荞剁面场景的描述，等等，无不为我们绘制了散发

着乡土气息的社会风情图和自然风情画。这些充满诗意的境界

给读者以赏心悦目的美感享受。

笑话、杂文在集子中占有百多篇以上，是重要组成部分。笑

话在讽刺文学中是匕首投枪。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民群众，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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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创作的短小精悍、幽默风趣的笑话作品，表现他们对社会现

实的看法和态度。新民收到集子中的笑话，一部分是对所选取的

民间幽默小品经过提炼加工而写成的，另一部分则是吸取民间

笑话的创作原则，写作精神感于现实，而自行创作的。文集中所

收笑话和讽刺杂文从内容看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讽刺“文化大革命”中的怪现象。如写工作组把郭强老

师打成了“坏分子”，理由是郭曾用沙枪打过鸽子，故其“罪状”是

“郭强打死一只和平鸽，表示对世界和平的不满”。《胡革命》写

“文革”中一名叫胡义的红卫兵，为赶时髦，表示彻底革命，就改

名叫“胡造反”，却被批判，因为违背了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

导。不久胡义又改名“胡革命”“胡斗私”“胡批修”。《政治面貌》

写某小学墙上发现了“反动标语”，公安局进行侦破，让每个小学

生填表。结果在“政治面貌”一栏，有的填“圆脸”，有的填“长方

脸”“双眼皮”等，令人哭笑不得。《“米谷”，还是“粟裕”》写工宣队

传达文件，把中共中央委员粟裕念成了画家米谷。这类笑话对

“文革”中“无限上纲”、极“左”思潮、过激行为进行了揭露和讽

刺，深刻揭示“文化大革命”实际是反对文化，反对中华文明的所

谓“革命”。

其二，讽刺社会不正之风。如《腐败》写食堂猪肉变味，领导

批评管理人员，还要罚款。保管员不服说：“领导还有不少腐败

的，何况一点猪肉呢？”《实话实说》讲某厅长写“同意”写得最好，

画“圆圈”画得最好，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三厅：会议厅、餐厅、歌

舞厅”。《纪念品》则写领导参加会议必领纪念品。《好大一棵树》

写官员以权谋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装蒜》则写市场管理

者的强抢硬夺等等。这些作品对社会上、官场上的不正之风、腐

败现象进行了批评和抨击，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是非观念和态度，

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其三，讽刺社会庸俗风气和不懂装懂的庸人。如《我来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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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写有一次报告会校长讲完话后，有两位首长都说要讲“两

句”，结果一讲半小时。有的学生问老师：“怎么他们的两句就这

么长？”老师说：“他们语法没学好，一逗到底了。”《反正都是唐代

的》写宣传部部长不学无术，不懂装懂。《摆书装样子》写大款把

办公室摆满书，装作有学问之人。《发发，我要吃饭》写金老板做

生意开始迷信数字“8”，各种号码都选“8”。他告诉儿子说：“‘8’
就是‘发’，你以后碰到‘8’(b佟)都说成‘发’(f佟)”。儿子说：“发发，
我现在肚子饿了，要吃饭。”《菠菜·萝卜》讽刺假冒学问渊博者的

胡诌。《错！扣 10分》讽刺知识竞赛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不学无术。
《走后门》讽刺社会不良风气。

其四，讽刺违反辨证法、违背生活规律的愚人，起到自我教

育的作用。如《一支半截》讽刺一知半解者。《三座大山》讽刺不学

习政治理论者。又如《黄河水真大呀》《对驴说话》《赞长城》《18
个顾问头衔》《一家比一家厉害》等，都是发人深思的佳作。

由以上四类笑话可见作品把假恶丑的社会现象“大特写镜

头”似的凸现出来，以笑醒人，以笑醒世，无不具有浓烈生活气

息。锋芒犀利，是非观念分明。

公元 5 世纪文学批评家刘彦和写道：“古之嘲隐，振危释
惫。”“会义适时，颇益讽诫。”（《文心雕龙·谐隐》)指出嘲笑的文
章和隐语，其目的在于拯救危亡和释除疲惫。如果写得中肯而及

时，那么对于讽谏和规诫则很有意义。刘彦和的看法是对的。我

认为以之衡量新民的作品同样适用。然而，更应指出新民的笑话

和幽默小品并非旧笑话的重复，而是针对当前社会现实中的一些

现象而发的新的创作。它基本上是对人民内部落后思想、言行的

善意提醒，委婉讽诫，使人警觉，拯救危亡。明写假恶丑，实则以

真善美为立足点，抑假崇真，抑恶扬善，抑丑尚美，富有不可忽视

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这些讽刺小品的风格是刚健清新，韵味无穷的。用鲁迅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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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句话予以评价可不为过：“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雍容淡雅，

天趣盎然。”（《中国小说史略》第 22篇）当然，还有些作品尚有进
一步提炼升华之余地。

知识小品收入约 75篇，具有明显的普及性和知识性。如，
《元旦》《清明节读〈清明〉诗》《二十四节气的含义》《鲁迅故居的

对联》《小康·大同》《列举宁夏方言的文学色彩》《“不要鼻子”的

来历》等等。内容科学性强，知识贴近生活。语言准确、鲜明、生

动、简洁、朴素，便于中小学生和一般群众阅读，有普及文化，传

播中华文明之功。

言论和建议收入近 50篇，多为关于教育教学、新闻传播的
文字。如，论尊重中小学教师的《根深才能叶茂》，论“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的《清贫而充实》，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培

养学生爱劳动观念的《勿以善小而不为》，论班主任工作经验的

《班主任》。如，对《宁夏日报》提出的《几点建议》，对《银川晚报》

《现代生活报》等新闻报刊的一些建议等等。言论属议论文，多以

短论为主，皆持之有据，言之有物。废空谈，说真话。包括建议在

内，皆为针对性较强的慧眼独具之作。

统览全书深感作者的教师本色，特别是语文教师本色。倪新

民，1946年生于银川，家道贫寒。1968年大学毕业，曾在农村、林
场劳动锻炼。先后在盐池一中、银川二中任教 30余年。担任班主
任 20多年，教过十几届高中毕业班和数届初中毕业班，兢兢业
业，成绩斐然。他难有业余时间，只能加班写文论道，延伸发挥

灵魂工程师和智慧播火者的光与热。

他在人生途程中是崇善者、勤奋者，是坚强者、有心人。他能

及时抓住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感悟，焚膏继晷，笔耕案头，行

诸文字，刊发于世，而今又汇编形成特色独具、体裁纷呈之文集。

难能可贵，可喜可贺!

006



序

我相信新民会有更多精品佳作问世。我期盼着！

2007，冬，于银川溪原居

李增林，著名学者，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

学研究会副会长、宁夏文学学会会长、北方民族大学首任校长，

宁夏政协第七、第八届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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