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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大家黄绮先生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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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墨宝系作者挚友、《河北日报》原副总编辑牛增慧同志赐。



“想吃杏,自己摘,不靠旁人。”
———作者母亲陈淑贤训语。



作者像



作者和妻子党红书合影。



讲故事 品人生

——— 《悟道集》序言

牛增慧

《悟道集》是刘鹏同志继他的作品集 《找乐集》之后,推出的

第二部力作。
在 《找乐集》出版时,刘鹏同志拟让我写个序言。我提出,这

部书的特点是自己写的文章、自己编选、自己点评,再由自己作

序,这就形成了 “四自”的风格。刘鹏同志采纳了我的建议,由我

作序的事就免了。
这部 《悟道集》一脱稿,我又有幸当了第一读者,而且,还读

过校样。这次,刘鹏同志说:“老弟作序吧!”我欣然从命。刘鹏我

俩既是玉田老乡,又都在省委工作多年。他一直是我敬仰的兄长,
他的为人、为官、为文,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这次读了 《悟道集》,
使我对他的认识更细、更全、更深了。为了把这篇序言对全书感悟

人生的体会表达得更准确、更清楚些,就有些事情和问题,我俩作

了比较充分的交流。
《悟道集》收入的是作者自己一生经历的成千上万个故事中沉

淀下来留在记忆中有流传价值的一百余个故事。每个故事相对独

立,又互有联系。三五个或十来个内容相近的故事编成一章,起个

章名,共十七章,31万字。这些故事既反映了上世纪30年代后半

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北方贫苦农民子弟群体成长的共同足迹和梦

想,也讲述了作者一生平凡而又独特,平坦又有坷坎,位卑而进大

雅,后退却登高峰,在人们不看好的地方创造辉煌,与一般人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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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心态和经历。作者把自己视为云中的一滴水珠,浩瀚江河里的

一朵浪花,情系着我们党云卷云舒的变化,心连着共和国潮起潮落

的脉搏,把自身的成长、发展到完善述写得趣味横生,动人心魄,
耐人寻味。每章的文尾立了个 《有悟留言》的栏目,将写完本章后

悟出的人生道理言简意赅、画龙点睛地写出来,与读者共同交流思

考,故名 《悟道集》。
书稿写出后,作者的几位老朋友相继阅评。河北师范大学文学

学院教授、文学院写作研究室主任、河北写作学会副会长马凤藻阅

后的评语是: “本书事例丰富,故事生动,叙述简明,结构严谨,
文字得当,是一部叙述自己亲身体会、能给人教益的难得的好书。”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务长、职教研究所所长张国祥阅后写道:“这
本书内容很实,体例很新,颇有创意,一些章节从个人的经历中折

射出国家的风云,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很有价值,很有意

义。”有几位专家了解到书的内容后说,这本书哪个年龄段的人看

了都会有收益:老年人读后,可唤起对自己一生的亲切回忆;中年

人读后,可引发对创业之路的反思;青年人读后,有益于对刚开始

事业的设计和对子女教育方面的启迪;而少年读后,则可以增加对

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动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四十余个

故事中叙述的毛泽东同志多次来河北视察时的伟大风范和在省级党

政机关中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有的赏心悦目,有的动人心

扉,有的触目惊心,有的发人深省,有的感慨万千。作者当时以自

己独特的身份见证了它,现在又将这些贵如珍宝的档外资料和盘托

出,甚为难能可贵,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长期保存和品味的价

值。
本人读过这部书稿后,曾将自己的感受概括为二十字:“真实

细腻,文笔清新,生动感人,内涵丰富,可鉴可学。”河北省社会

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杜荣水同志写到: 《序言》很有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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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以上这二十字的感受尤为赞同。我觉得可鉴可学的内容很

多,现只从吸取教益的角度,谈以下几点,供读者参考,并同大家

共勉。
一、贯穿人生的主线是共产主义信仰

读了 《悟道集》的一百多个故事,我发现,作者的一生,如同

一条长河,有主流和逆流以及旋涡。贯穿其中的主流是主导一切

的。作者生命的主流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个主流的水,尽

管有多有少,有涨有落,有深有浅,但从未干涸过,它日日夜夜、
岁岁年年向前流淌,导引着、左右着多条支流。

作者在少年时期,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较早地受到共产主

义战士的启蒙教育,他一步步地靠近党组织,追随党组织,逐步地

开始了红色人生。在学校里,他读到的科学知识是多方面的,而接

受最快、影响最深刻的是共产主义的真理;他学到的本领是多种多

样的,他都把它们置于为人民服务的统领之下,使其成为构筑共产

主义大厦的手段和材料;他论人看事有许多标准,总是把是否对党

对人民有利作为评判是非曲直、高低贵贱的主要坐标。这样,就使

他生命长河中主流之水不断得到补充和净化,滔滔向前,无可阻

挡。
例如,职业的选择,在工资多少、活儿轻重和有无发展前途等

方面作一些考虑,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作者却认为自己

是在师范学校读书,党和国家要把自己造就成一名合格的教师,他

就是抱着这个信念不放,有挣钱更多的专业在招手,他也无动于

衷。
又如,工作地点的选择,到一个自然条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

的地方去工作,也是公允的,无可褒贬。但是,作者面对这种选

择,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生活的舒适,而是党和人民的需要。党号

召毕业生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他就认为这是应该追求的目

标,义无反顾地做了如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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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人生遇到无端曲折,如何应对呢? 采取消极应付的态

度,也能过得去。但是,作者首先想到的共产党员的天职是为人民

服务,对党的事业的懈怠违背了共产党员的尊严和称号,于是,他

振作精神,积极投入新的战斗。
作者一生是多姿多彩的,却从未淡化过信仰这一主色。在他的

人生之路上,虽然风风雨雨不断、坎坎坷坷不平,却始终没有偏离

大方向。
二、宽松的家庭环境有益于少年天性的发展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人的少年就是这个鱼、这个鸟。
《悟道集》作者写了三十几个故事,述说了他少年时成长的特点。
作者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父母因谋生途径的选择产生严重

分歧,互不妥协、互不相让,竟致父亲离家出走,他在慈母的怀抱

中成长,母亲教儿以慈为本,没有严父那样戒律森严的约束,他得

到的是一个想干什么事就能够干成的那样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母

亲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者少年时代对母训唯命是从,就使

这个家庭既宽松又有度。母亲通过解梦告诉儿子 “想吃杏,自己

摘,不靠旁人”。这话言简意深,融入他的心海,成了他一生的信

条。有宽松的家庭环境,才可能为少年提供自立干事的空间。于

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他年龄的增长,便接连演出了这样一幕又一

幕的人生戏剧:他想到冬季不让全家人挨冻,自己就多拾烧柴,把

屋子烧得温暖如春;他想让家人经常有鱼吃,自己就学会编织一张

打鱼的大抬网,参加打鱼队,到河里打鱼;他想要放风筝、拉二

胡,就和母亲一起动手制作;他想要母亲有钱去买纺线的棉花,自

己就出去打短工挣线给母亲;他想让母亲减轻养儿的负担,自己就

到舅父家像小伙计一样长年干活吃饭,等等。在这些与命运抗争的

活动中,体现出少年的作者自立、要强、向上的奋斗精神,体现着

母爱母训的力量。其情节生动感人,读后难忘。他在少年时无意中

接触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无产阶级革命者,接受了比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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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训更为高尚的思想熏陶,较早地进入到比家庭、乡情更广阔的新

领域,这使他的天性与萌生的革命思想的幼芽相嫁接,心中便产生

了像黑暗的夜里在草尖上飞舞着的萤火虫般小小光亮,正是这个小

小光亮,成了他一生坚定地走革命道路的火种。
有一位教育学专家说,让城里的孩子到农村看看,让平原的孩

子到山区看看,在孩子面前就会出现两个世界。长大成人,很可能

心装一个世界的孩子是庸者,心装两个世界的孩子是能者,心装三

个以上世界的孩子是智者。据作者自己的体会,从小在农村过一段

日月,吃些苦,受些累,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使他懂得农业生产的

知识,体会到自己每天吃的粮食粒粒皆辛苦,来之不易;使他心系

祖国的大地,心系农村,心系农民,扩大爱的领域;使他在劳动中

掌握些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生产技艺,磨炼适应自然、战胜

困难的毅力和本领等等。这些知识、感情、意识和技能在城市里是

学不到的,而没有这些就会造成他们精神世界的很大缺失,这是终

身的缺失,是难以弥补的。
三、读书破万卷,对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就那么几卷

作者少年时代,一次家乡演出皮影戏全本 《五锋会》,剧本是

毛笔抄写,一百多本,七八十斤重,一位棒小伙子挑来的,把扁担

都压弯了。每天晚上演三个小时,一连演了一个半月,作者每天不

落。但给作者印象最深的是沈冰洁驳斥公爹政治株连论的十四个

字:“女儿怎管父做事,父做与女有何干。”作者初学分析事物,区

别对待方法,就是从这十四个字开始的。对作者影响大的第二本书

是在蓟县初级师范的课堂上政治老师赵池讲授的 《社会发展简史》
(胡乔木、胡绳、于光远编著)。这本书使作者第一次认识到人类社

会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最美好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实现

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形态的由低级向高级过渡是以生产力

发展状况为基础的。当一种生产关系不适应或阻碍生产力发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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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生产关系必然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对这本书的学习,使作

者将热爱党、感恩于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升华为唯物史观的科学形

态。在通县中级师范读书时作者课余读的理论书是 《毛泽东选集》

1-3卷。对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是苏联文学名著 《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的格言,成了作者的座右铭,将 “为
祖国而学习”的理念提升为 “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学习”。对作

者写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屈原的长诗 《离骚》。该诗全长三百七十

句,近三千五百字。其气魄之宏伟、抒情之深刻、构思之奇幻、辞

采之绚丽,在古典诗歌的宝库里首屈一指。作者在课堂上没学过

《离骚》,到张家口第二中学任教后,作者与学校老教师李育生相交

甚好。他是早年清华大学文学学院毕业生,对 《离骚》可倒背如

流。业余时间他辅导作者多次,使作者对该诗有了初步了解,诗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作者研究问题求深、写文

章求新起了很大激励鼓舞作用。对作者一生政治和工作生涯影响最

大的一本书是恩格斯著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此书

根据前人积累的宝贵的科研成果作充足的论据,进行严密地逻辑推

理,创造性地提出前人从未提出过的新观点新理论,使这本无产阶

级的 “圣经”放射着真理的金色光辉。作者初步树立起来的革命信

念,有了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作基础,便升华为科学世界观和

信仰,他还从中学到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政治思想和分析事物的能力上,从稚嫩逐步迈向成熟。

按照作者的体会,说上述几部书对作者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并

不是说读其他书无用了。博览群书就像吸收新鲜空气和感受灿烂阳

光一样,是健康成长须臾不可或缺的。从作者的自述中,我们看到

他爱书如命,兴趣广泛,从小到老,孜孜不倦,他读政治书、读文

学书、读自然科学书……凡是对自身修养、对工作、对事业有用的

书,他都广泛涉猎,但是,最难能可贵、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

读书不仅能分出一般和重点,而且对重点书籍能弄懂弄通,掌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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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髓,深入地领会它,熟练地运用它,使它成为研究问题、解决

问题的利器。收入到作者专著 《找乐集》中的许多点评和文章,如

能对它们仔细研读,从许多篇章中都能看出或体味出上述著作影响

的痕迹来。从 《悟道集》收入的作者参加工作后的许多故事中,更

能具体地了解到这几部著作的精神、观点是作者一生前进的灯塔,
生活的支柱和克 “敌”制胜的武器。在本书的第九章 《拨乱反正是

非清》中,作者以一万余字的篇幅叙述了关于所谓河北省两条路线

斗争的是非。他说,经过深入研究六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

史,惊喜地发现,我党最早提出科学发展的人是刘少奇同志。在新

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在公开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在天津市的讲话

中,对东北几省、山西省关于农业问题的批示、指示中,明确提出

并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五种经济同时发展,充分发展民族工业,发展私有经济,鼓

励农民在土地改革以后发家致富,不要急于向公有制过渡。这一科

学发展的治国方略,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的实际。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被毛泽东同志所接受,进而被占主导地位的

“左”倾思潮淹没了。作者还进一步分析,“左”的思潮之所以在我

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居主导地位,一是有 “阶级斗争为纲”护驾;
二是误用了 “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从本质上

是 “一分为二”的,但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却都是 “一分为三”的,
即对立的两极和广大的中间地带。有些时候,我们制定政策却以

“一分为二”的哲学理论作指导,把最应进入决策者视线的广大中

间地带忽略了。非但忽略,甚至加以歧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反对

文艺工作者创作 “中间人物”的形象就是证明。显而易见,只以两

极中的正极作为依据,依此制定出来的政策怎会不是 “左”的呢?
所谓河北省委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过是中南海内两股激流相互碰

撞后出现的外溢现象而已。
四、不一样的 “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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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省委机关任一般干部6年,副处级干部、处级干部5
年,省委副秘书长8年。在这长达19年的省委机关工作中,他一

直勤勤恳恳,廉洁从政,特别是他对待官位的态度,也就是在

“官”念上,令一些领导赞许、广大干部群众敬佩。1982年5月在

离开省委机关之前,新上任的省委领导充分肯定了他的长处,指出

的缺点是 “工作阅历浅,需要到基层锻炼锻炼”。作者服从了省委

的决定。那么作者 “官”念上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

就是 “淡薄”二字, “官”念淡薄。反映在行动上就是能上能下、
能官能民的精神境界。

在 “官位”的升迁上,作者没有孜孜以求,而是顺其自然。孙

中山先生说,我们的同志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干事业。毛泽东同志

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这话对作者教育极

深。他认为,晋升职务不是个人的需要,而是工作的需要。个人不

应该为 “官”操心,应该为党的工作操心。他终日埋头的是工作。
官位升迁不应个人伸手,而应该顺其自然,顺其工作需要。他写的

文笔清新、观点新颖的杂文被 《河北日报》总编辑兼省委政治研究

室主任翟向东发现,顺其自然地把他调进省委政治研究室;“四清”
期间,在工作之余他写了许多篇先进工作组的经验,在 《河北四清

工作通讯》上刊登,受到刘子厚同志的秘书马耀章同志的赏识,并

把他引领到省委办公厅秘书班子;他在省委的文字工作上帮了时任

省委副秘书长、主管省委文字工作的蔡音同志的忙,蔡音与其长期

合作中发现他的工作能力同自己不相上下,于是蔡又顺其自然地把

他逐步推举到与自己相同的位置上。尽管他长期在省委主要领导身

边工作,但从来没有为升迁而 “毛遂自荐”,更没有向决策者献媚

讨封,他没有为自己的官位耗费过精力,但是,他的官位却一个台

阶一个台阶地顺其自然地上来了。这是工作表现使然,不是欲望使

然。职务上来后,他并没有感到心安理得,而是感到责任重大,诚

惶诚恐,以更为加倍的努力用在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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