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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散文学会文友部桃花笔会



谨以此书告慰一生与书为伴、勤奋写作的老心



我们这些从事写作的人，不管文章长短，都凝聚着我们的心

血。一生写作和发表的文章，就是我们一生心血的积累。

——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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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心不老  文章永在

——序《老心散文选集》

卢子贵

在一次散文创作心得交流座谈会上，文友李复蝉告诉我，老心临终前

嘱托，要她和刘颖、万顺昌一起帮助他出书。他们三人同老心的妻子和女

儿多次联系，已经搜集、整理、遴选、校正老心生前的大量文稿，编辑出《成

熟的果实比花重——老心散文选》，准备出版，要我写序。

我应允之后，不胜感慨。时下物欲横流，人情日薄。但是，仍然有人

重情重义，无偿地为文友实现他生前未实现的遗愿。这种真挚的情谊，闪

烁着人间高尚品格的光辉，令人肃然起敬。

老心是董会清的笔名。他出生在东北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当年曾经

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蹂躏，吃尽苦头。他从航空学校毕业后即参加祖国

航空事业建设，从辽宁大连来到四川成都，落脚东郊双桥子，成为成都发

动机公司的一名工人。

老心一生酷爱读书，知识丰富，视野开阔，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

潜心写作，心无旁骛，孜孜以求。尽管他经济拮据，又病魔缠身，还因文

罹罪被关过牛棚，但是这并没有减弱他对文学的追求和写作的热忱。他一

生各种文体都写，对散文更是情有独钟，如醉如痴。九十年代退休前后，

是他写作爆发力最旺盛的时期，全国许多报刊都刊载过他的作品，特别是

在成都地区的报刊，“老心”这个名字更是频频亮相，可谓“嘈嘈切切错

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他的文章珠圆玉润，亮亮晶晶，吸引着人们的

眼睛。与此同时，在各种征文评奖活动中，老心的作品获得了许多奖项。

但是，老心并不满足于小有名气，他志存高远，执著追求，期望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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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作为。他认为，小草固然可以铺绿大地，而栖息百鸟还要靠参天大树。

一段时期，报刊上老心的名字稀少了，他的电话关闭了，他的住家地址也

变更了，几乎与大家失去了联系。以后才知道，他是排除干扰，全身心地

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创作的25万多字的长篇小说《人头虎》已经杀青。

正当文友们为他高兴庆贺时，不料，他突然病重住进医院，不久即驾

鹤西归。噩耗传来，文友们无不唏嘘感叹。大家为失去这样一位才华出众、

勤奋写作、成果斐然的作家而感到惋惜，为失去这样一位真诚热情、肝胆

相照的文友而痛心。老心一路风尘、一路艰辛地走过了一生。他留下的大

量作品，是人生的美好之歌。

这本选集里的几十篇文章，过去我只在自己订阅的报刊上阅读过一些，

其余许多妙文佳作都是第一次见。通读清样稿之后，感到老心的散文题材

广泛，见解独特，文思敏捷，涉笔成趣。无论是由衷地歌颂真善美，还是

金刚怒目地鞭挞假丑恶，都倾注了他的思想情感。他写的散文，既跳动着

时代的脉息，又见作者的心性；既有情感的诉求，又有理性的思考，许多

篇章都如秋天的果实一般饱满丰硕。当一些文人迷失于喧哗，迷离于低俗，

咀嚼于细碎，甚至沉湎于虚幻时，老心为什么能不受时风的影响，始终坚

守散文这方净土，保持文学的纯洁性呢？这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价值取向、

社会良知和精神层面的人文关怀，这些品质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健的生命

力。我以为，这是老心最可贵的品格和精神所在。

2006 年 2 月 24 日老心辞世，于今已近三个年头了。这本选集的出版，

尽可以告慰老心的在天之灵。老心不老，文章永在。

                   

二○○九年元月

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曼云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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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奇故事

记录生活其实就是记录历史。在这个令人眼花缭

乱的信息时代，我们不妨偶尔也把目光投向民间记忆

中的苦乐年华。本章中，老心客观而生动地讲述了他

本人以及他所熟悉的普通人群的生活状态和传奇般的

故事，由此也记录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沧桑

巨变以及时代进步的一个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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