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情·深情·友情 / 高宇飞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

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06-12082-4

Ⅰ. ①真… Ⅱ. ①高… Ⅲ.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

学—作品综合集 Ⅳ.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4411号

真情·深情·友情
主 编：高宇飞

责任编辑：翁立涛 装帧设计：瀚墨九万里文化设计工作室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3 字 数：38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2082-4

版 次：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 000册 定 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我这个人闲不住，愿意读书看报，愿意独立思考，愿意动笔

“用自己的思维，讲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

心声”，因而就偶有文章被一些报刊的编辑、记者“笑纳”采

用，见诸报端、杂志。

2008年9月，邵干、姚忠龙两位同志主编的《共享愉快》一

书，集纳了我在2002年《工作是愉快的》出版发行后所写的一些

文章、诗词和各方人士所写的评论及感想。时间过得真快，转眼

七年过去了。七年来，我又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其中，有的是调

研考察报告，有的是总结人生感悟，有的是心得随想漫谈，有的

是缅怀知己追忆。间或，也有朋友或我主管过的单位出书，邀我

为之撰写序言或前言。另外，我的各界朋友还写了不少关于我的

文章。这些文章、资料，我都认真收集，装订成册，视若珍宝，

时不时地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那些过往的工作场景、生活

片段及朋友的音容笑貌在我的头脑中闪回、在眼前浮现。每每被

蕴含其中的真情、深情、友情感动着，有时禁不住流下热泪。对

于这些人和事，我经常对家人和朋友讲起，与大家一起分享经



验、分享情感、分享幸福。正因为这样，小女儿宇飞建议我以

“真情、深情、友情”为书名，把这些文章和资料集纳成书，由

她整理主编。对此，我表示赞同。

我常说，生命是宝贵的，生活是美好的，工作是愉快的，朋

友是永恒的。正是这样，我心里总是充满着感恩、感激、感动和

感念，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顺境时，也不因“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而得意自满；逆境时，绝不“冷眼看世界，缥渺度

人生”，破罐破摔，悲观失望。对生命、生活、工作、朋友都一

如既往、一以贯之地饱含着真情、深情和友情。

高 文

201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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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通讯》编者按：高文同志曾任吉林省政府常

务副省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早在 1986 年 6 月，时任

副省长的高文同志就兼任了刚刚成立的省老龄委主任。

离休后，高文同志仍担任省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省老

年体协主席、中国老年学学会理事。2006 年 9 月，高文

同志被评为中国老年学学会工作先进个人，并获“中国

老年学奖”。今年 10 月 14 日，以“科学发展，老有所

为”为主题的中国老年人才第三届论坛在清华大学举

办。应中国老年学学会、中国老年人才开发委员会、清

华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的邀请，高文同志在论坛

上作了 30分钟的演讲。高文同志的这篇演讲道出了为人

处世之理、做事为官之道，堪称佳作，值得一读。（注：

《吉林画报》《吉林老年报》转载时也用了此按语。）

吉林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建设》编者按：高文同志

曾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今年 79周

岁。日前，以“科学发展，老有所为”为主题的中国老

003



年人才第三届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高老应邀在论坛上

作了精彩生动的演讲。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吴

玉珩同志阅后批示：“高文老领导的这篇演讲，结合自身

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的经验和体会，谈了如何正确对待事

业、对待他人、对待人生。拜读后启示良多，受益匪

浅。高老已年届八旬，离开工作岗位十五年，仍时刻关

心国内外大事，心系吉林振兴，情系民生福祉。这种勤

于探索思考、善于积累总结、坚持笔耕不辍的精神，值

得办公厅同志认真学习。”

中国老年学学会、中国老年人才开发委员会、清华大学老科

学技术工作者协会邀请我来参加“第三届中国老年人才论坛”，

我感到十分荣幸和激动，同时，又有点胆怯和紧张。我只念过6
年书，既不认识 ABC，也不懂数理化，在理论上更说不出道不

明，拿不出点子，弄不出道道。在年届八旬的时候，回首自己所

走过的人生道路，特别是 63年的革命生涯，往事如昨，浮想联

翩。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贫苦孩子到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可

以说有奋斗、有坎坷、有辛酸、也有甘甜。我对自己的评估是：

干过好事和实事；做过错事和蠢事；批评过别人；反省过自己。

如果说回顾历史、总结人生、谈谈个人“心得体会”，我想主要

有这样三条：

要关心人、体贴人、爱护人、尊重人——处世之道，多行善

举。我对人对事“严”在吉林是出名的。但我能把握住一条，凡

是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也能做到；凡是要求别人不做的，我

也不去做。对工作上的事，无论大事小情，一向严谨认真，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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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一丝不苟；对属下“严”，平时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动怒

时，曾拍过桌子骂过人，令人望而生畏。不过，我是对事不对

人，不计个人恩怨，说完了就拉倒。而且对人对事一般可以做到

宽厚、善解。我参加革命前，中国佛教的“积德行善”思想对我

不无影响。参加革命后，我常以毛泽东所倡导的“毫无自私自利

之心”要求自己，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努力争取做“一个高尚的

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所说的“多行善举”，就是要关心人、体贴人、爱护人、

尊重人。这一点对做人处世非常重要，对一个领导者更为重

要。只有这样，群众才能理解你、信任你、支持你。你才能真

正得到人们的信赖，在工作中才能做到你说有人听，你呼有人

应，你推有人动。这样一来，再难的事情也能办到，再艰巨的

任务也能完成。

我不满17周岁参加革命，在领导岗位上工作几十年，凡是和

我共过事的人一般都愿意和我联系，无论大事小情我都会积极主

动相助。离休后，我仍一如既往地关爱着他人。逢年过节，我都

不忘去看望老领导、老同事、老大姐；大年三十晚上，一定会给

为我们生活服务的工勤人员送去点糖果饮料。无数事实告诉我，

你关心别人，别人才能关心你。你给人家一分爱，人家就会给你

十分情。

凡是和我接触过的人都会发现我愿意广交朋友。我常说

“广交新朋不忘老友”。多年的实践使我感到，“朋友不来往感

情要淡，亲戚不走动关系要断，有事没事常来往，大事小情多

商量”。没事要来往，有事真帮忙。我拥有半个世纪交情的老

朋友、大朋友；还有一批后来相继认识的新朋友、小朋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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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节假日，家里可以说是宾朋满座，笑语连声，没有“门庭

冷落车马稀”的境况。也许缘于此，我离休后没有“失落

感”，对“人走茶凉”之说不以为然。我认为，从职务角度看，

“人走”必然“茶凉”，这是正常的。过去人家找你是为了请示

工作、汇报情况。现在你下“台”了，人家找你干嘛？从感情

角度看，“人走”未必“茶凉”。只要你在位时多行善举，关心

他人，下“台”后人家仍然会想着你，念着你，于是就会常来

看看你。总有人加温，“茶”自然就不会“凉”了。当然，我

们也不能排除人与人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由于封建传统观念

的束缚、市场经济的影响、权钱交易的诱惑，难免有一些人随

机应变、唯利是图。这一陋习则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我

多年来对待朋友是四句话，即：感情不变，关系不断，一如既

往，赤诚相见。

在位时应该干点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到实惠的政

绩——为官之道，多干实事。我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在63年的

革命生涯中，在处级以上岗位任职就 45年。在位时工作多次变

动，职务屡有升迁，每到一处我都是想干事、干实事、敢担事。

但是，老实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没能真正做到。我

想，每个人在位时或者说在世时，都应该干点让人民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并得到实惠的政绩。其实，在工作中谁个优，谁个

劣；谁个好，谁个差，老百姓都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正像电视

连续剧《宰相刘罗锅》里说的那样：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

老百姓！老百姓的心最明，老百姓的秤最准。

1995年，我随同省委老干部局组织的省级离休老同志到四川

参观考察，参观了都江堰。在拜谒香火不断的李冰父子“二王

006



庙”时，望着不绝于途的虔诚香客，我内心颇多感悟：一个领导

者只要办了使老百姓受益的好事实事，那么，在位时人民会拥护

你，下“台”后人民能尊重你，死了人民仍会怀念你。就像李冰

父子这样，活着是人，死了是“神”，千古不朽、万世流芳。正

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有的人虽然活在世上，但他早已死了；有

的人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

1995 年我离休后，相继担任了诸多社会职务。身上头衔不

少，但绝不是挂个虚名。虽然身已离岗，但仍然坚持干点力所能

及的事。常有离退休干部给我写信，反映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

有的我们素不相识，但我仍能认真负责地向有关部门如实反映，

或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亲自复信向来访者说明情况。我从实际生

活中领悟到：人老了，既不能累着，也不能闲着；特别是精神不

能空虚，头脑不能懒惰，要活到老学到老。常言道：“树老怕

空，人老怕松。”人老了，仍应保持一股勤奋劲儿，尽可能为社

会、为他人做点好事、实事。

我们这些“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的人，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下，“五个老有”中的“老有所医、老有所养”已

经有了保障，如果能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解决得好，那么

“老有所乐”也就融入其中了。

我离休13年，或受省领导之托，或应有关部门之邀，省内省

外搞调查，共写出30多份（其中6份是与其他几位省级领导同志

合写的）12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均见诸于报刊。其中，省委、省

政府和省政协转发23份，通过“退而不休，离而不闲”，继续为

吉林省的改革与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忠诚。

“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这是我始终坚持不渝的人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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