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文化名人 百岁老人 文怀沙

人民艺术家 爱国艺人 常香玉

国务院原副总理 吴桂贤

书画名家 范 曾

焦 汉 编著





1988年7月常香玉与本书作者在
《宝鸡报社》召开的座谈会上合影

2008年12月4日
下午，本书作者在深
圳吴桂贤家中合影

1988年12月作者在北京文老家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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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石鼓园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

本书作者2010年12月2日在文怀沙所题写的中华石鼓园碑前

叶长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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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2008年11月16日在南京总统府大门外

刘振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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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焦汉，小名焦新田，笔名愚人。男，汉族，

大学文化，现年71岁，陕西宝鸡市人。1942年2

月 （农历一九四一年腊月二十六日） 生，1956

年9月参加工作，1961年8月参军，1968年4月

退伍。50多年来，农工兵商学均有经历。

自 2000 年以来，从事文学写作和编辑记者

工作。期间，曾担任过《宝鸡路路通》一书的采

编部主任、《秦风》杂志副总编辑兼陕西办事处

主任、《投资中国》 杂志编委西北办事处主任。

撰写新闻通讯人物 13 篇。2009 年曾为 《华商

报》撰写吴桂贤及常香玉专稿。

2004—2005年，担任西安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宝鸡学习中心招生办主任

和远程教育部部长。2006—2007年，任西安交通大学陕西MBA工商管理硕

士研究生宝鸡招生办主任和班主任。2006年1月—2013年，担任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宝鸡学习中心招生办主任。

现为《陕西老年报》新闻通讯员银发记者、宝鸡市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宝鸡分会会员、宝鸡炎帝研究会会员、宝鸡市渭

滨区文史资料六届以来优秀撰稿员、七届以来文史资料先进工作者、渭滨

区老年学学会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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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原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均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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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政协原常务副主席田世珍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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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不辍 传承文明 （秦荷芬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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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情系三秦忆名人

——焦汉《我与名人》序

祁念曾

金秋时节，收到焦汉先生从遥远的西秦大地寄来他编著的《我与名

人》书稿，请我作序，实在不敢当，只能写几句感想而已。

认识焦汉，是在 20多年前，那时我在宝鸡教育学院任教。经杨作云、

王缵叔老师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企业家焦汉先生。他开发的“美乐福”

豆制食品风行一时，吸引了许多文化人前去品尝。他对文化的爱好也日渐

显现，曾先后邀请国学大师、百岁老人文怀沙先生到宝鸡讲学，请人民艺

术家、爱国艺人常香玉到她的第二故乡宝鸡演出。并通过文老让世界书画

名家范曾先生为“美乐福”主办的书画展题签，为作者题字。这些都大大

提高了宝鸡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难怪文老说：“田汉、秦汉、焦汉，都是

我的朋友！”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南下深圳。每次回家乡，焦汉都会热情地来看望

我，让我十分感动。后来，我在深圳和吴桂贤大姐创办了振兴陕西促进会

的《秦风》杂志，作为深圳和陕西联系的桥梁。焦汉先生又挺身而出，愿

意为《秦风》杂志作些贡献。我们聘请他担任《秦风》杂志的副总编，于

是他就在宝鸡热心地组稿、写稿、发行，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焦汉这次出书，严格地说，还不是他个人的著作，而是他编写的“名

人与宝鸡”的一本资料集。他的贡献在于他热心地四处奔走，上下联络，

广泛搜集资料，汇编成册，成为宝鸡文化史的一部分，实在功不可没！党

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推动文化事业大繁荣大

发展，这就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全力推

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增强文化的软实力。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来关注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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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名人与

宝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又是全国著名的青

铜器之乡。宝鸡与中国文化名人有不解之缘，古代的苏东坡曾在这里修筑

凤翔东湖，陆游也曾在铁马秋风大散关抗击金兵。现代大作家茅盾先生在

抗日战争时期来到宝鸡，写下了《宝鸡—战火中的宠儿》；著名诗人贺敬之

也是经过宝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来写出了《白毛女》这样的红色经

典。“文化大革命”中，诗人胡征，作家魏钢焰在宝鸡工作多年，为宝鸡培

养了一大批文学新军。我三岁时，从家乡洛阳来到宝鸡，一直到十八岁考

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宝鸡的父老乡亲养育了我。我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宝

鸡，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我对宝鸡情有独钟。宝鸡的文化积淀丰富深

厚，宝鸡的父老乡亲淳朴豪爽。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文化界、教育界、新

闻界的朋友，他们的热诚厚道常常让我激动不已，终生难忘。每次回到宝

鸡，总能遇到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敬可爱的人物。近日看到焦汉先生

历时多年编著的《我与名人》珍贵资料，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贵有感

恩之心，焦汉是位有情有义的人，他所接触过的名人都在中国历史上举足

轻重，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芒。焦汉不是一般的“追星族”，而是对文化非

常热爱的有心人。他与文怀沙、常香玉、吴桂贤、范曾等人的交往就很能

说明这一点。我希望宝鸡能出现更多的文化事业的开拓者，探寻者和记录

者，让宝鸡的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昌盛。我做为从宝鸡走出来的新闻工作

者，衷心希望宝鸡能再接再厉，展翅高飞，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和研究成

果，有一颗赤诚的心在遥远的南国为她祝福！

2013年9月于深圳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投资中国》杂志社社

长，国际诗词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宝鸡教育学院、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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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值得阅读的书

——读《我与名人》

霍彦儒

焦汉先生经两年辛勤编著，拿出一本新作《我与名人》。在即将付梓之

际，嘱我写几句话。考虑焦先生编著此书之不易和与其交往之情，便不揣

浅陋，写下这篇读后感。

在我与焦先生的不长交往中，我得知他早年从过军，后又搞企业，而

且颇有成绩。以后弃企从文，从事写作和文化交流活动。现在虽已进入古

稀之年，但对文化还是乐此不疲、热情有余。在他几十年的文化活动中，

除了给报刊写一些地方文化之类文章外，还热心交往一些文化名人，并有

心收集、收藏了部分名人资料、书画和照片。这本《我与名人》就是从其

收藏的资料中编选出来的。

翻看书稿，对我影响较深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是为我们提供了名人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名人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这些名人，其中有三位

是文化名人，一位是“特殊年代”的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

声誉。他（她）们中，有的已作古，有些已进入古稀和耄耋、百岁之年，

沧桑岁月，坎坷阅历，在他（她）们身上发生了很多可喜可悲的故事，留

下许多可感可叹的情节。在这本书里，作者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并参阅

有关文献，记录了自己与其交往中，看到和听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如吴桂贤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一些趣闻逸事；尤其是他（她）们在地方活动

的一些情况，如常香玉在宝鸡的演艺和家庭生活情况。这些资料有些是文

字，有些是照片，有些是墨迹，尽管收集文章、照片较杂，但反映的都是

四人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对我们了解和认识这些名人生活、工作和社

会活动等都有一定的裨益。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时，因他们特殊的人生经

历、经验和所处年代，从发生其身上的故事，对了解和认识他们所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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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名人与

和时代亦不无作用。

二是所收文章文字朴实二是所收文章文字朴实、、生动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书中所收文章，

有些是作者与名人亲自交往的实录，有些是本人口述记录，有些是记者的

访谈录。在文体上，有文学性的散文，亦有对作品的评述文章，还有诗词

和通讯报道。不管以哪种文体出现，这些文字读起来，都给人一种纯朴、

亲切的感觉。在事件叙述上，简洁、明快。尤其是常香玉、吴桂贤的一些

口述文章，语言质朴，娓娓道来，这就无疑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再如

常香玉儿女回忆其母亲和弟子缅怀其师的文章，情感真挚，如泣如诉，读

起来生动感人。

三是图文并茂三是图文并茂，，相得益彰相得益彰。。该书除文字外，还收集了较多的照片。这

些照片既有与作者的合影，也有名人的工作照、生活照。读者通过这些照

片可以真实、直观地了解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及精神面

貌。文怀沙是位著名文化学者，他曾多次到过宝鸡。读者通过这些照片和

文字，就可以具体了解到这位文化名人热爱宝鸡、钟情宝鸡历史文化的思

想情愫，也为人们了解这位文化名人提供了珍贵资料。常香玉是人民群众

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书中收入的几副她早年去朝鲜慰问志愿军的剧

照、合影及捐赠的战斗机，使我们对这位人民艺术家不由得肃然起敬。收

入的作者与这些名人一些合影照片，从中可以具体了解到作者在文化交

流、在为地方文化发展方面所做的有益工作。文字、照片相互配合，既增

加了书中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资料性，同时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增强了读

者的阅读兴趣。

总之，虽则这是本带有介绍性质的书，但从所收文字和上百幅照片来

看，作者是下了工夫的。为有志于研究、了解这些名人提供了较为丰富和

翔实的资料。从这一点来看，也不失为一本有意义、值得阅读的书。

2013年6月

于宝鸡高新渭水苑

（作者系宝鸡炎帝研究会、宝鸡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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